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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关于发布“卫星导航
及PNT体系技术难题（2022）”的通告

2021 年 5 月，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发

布了“卫星导航及 PNT 体系方面技术难题征集与共同研究”的倡

议。会后，中国卫星导航年会组织委员会进行了难题征集，科学

委员会执行主席组织有关专家对难题提案研究讨论，形成了包含

应用技术、工程技术和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初步难题内容，面向年

会科学委员会成员、分会主席、论文评审专家及相关研究机构等

进行问卷调查，确定了难题描述、成果形式与目标指标等内容，

并经第十三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科学委员会审核，正式形成“卫

星导航及 PNT 体系技术难题（2022 年）”：

难题一：复杂环境下维持与提升 GNSS 高精度定位服务能力

1.难点描述

复杂电磁环境、遮蔽环境、空间天气环境等会对 GNSS 信号

产生扰动，导致载波相位观测量的中断或误差加大，进而严重影

响 GNSS 厘米级定位的可靠性和精度。

2.成果形式

（1）GNSS 信号扰动精细建模与信号预警技术；

（2）面向厘米级定位的受扰 GNSS 信号高精度接收与定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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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性保障技术；

（3）在系统级预警服务的基础上，用户终端抑制受扰 GNSS

信号技术。

3.目标指标

（1）载波相位观测量误差大于 2%波长的受扰 GNSS 信号识别

率高于 90%。

难题二：建立与保持 GNSS 天基时空基准

1.难点描述

时空基准通常需要基于地面观测建立地理时空与惯性时空

的联系，如果能基于天基观测建立 GNSS 天基时空基准，可以大幅

降低地面运行维护的复杂度，但存在基础理论、观测模型、设备

实现、处理算法等技术难题。

2.成果形式

（1）天基时空基准的体系架构；

（2）天基时空基准的理论模型与算法；

（3）关键设备的实现技术。

3.目标指标

（1）空间基准 5厘米；时间基准 0.3 纳秒。

难题三：实现跨洲际 10
-18
量级时间频率比对

1.难点描述

国际秒定义变革要求各地原子钟时频比对达到 10
-18
量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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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现有卫星系统进行的跨洲际进行时频比对方法只能达到

10
-16
量级，光纤时频比对方法能够达到 10

-20
量级但是无法实现跨

洲际。

2.成果形式

（1）新的时频比对体系架构；

（2）大气扰动处理及算法；

（3）关键设备的实现技术；

（4）时频比对参数测试评估方法。

3.目标指标

（1）可实现比对距离：大于 1000Km；

（2）时间比对精度：100 飞秒@1000 秒。

难题四：月球空间高精度 GNSS 导航与授时

1.难点描述

月球空间（月面、近月和环月空间）GNSS 信号功率极度微弱、

DOP 值严重恶化，现有 GNSS 面临几近无法提供有效可信 PNT 服务

的问题，需要研究如何构建适用月球 PNT 服务的空间基准，研究

基于 GNSS 及其增强设施、涵括天文/视觉/惯性的高精度可信 PNT

技术。

2.成果形式

（1）月球 GNSS 增强系统体系架构；

（2）月球高精度 PNT 服务空间基准的建立与传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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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球高精度 PNT 终端技术。

3.目标指标

（1）定位精度优于 10 米；

（2）授时精度优于 20 纳秒。

难题五：面向智能交通领域无缝可信 GNSS 服务

1.难点描述

无人应用场景/平台的复杂性、自动驾驶控制技术的各异性、

导航设备性能的差异性，导致 GNSS 难以为自动驾驶提供满足完好

性和连续性需求的可靠时空信息，在与导航及控制环节深度耦合

时将可能带来生命安全隐患。

2.成果形式

（1）应用环境建模、可信性风险建模技术；

（2）面向不同智能交通场景的最低运行性能需求体系；

（3）适应典型应用场景和作业过程的精准导航与智能控制

技术；

（4）自动驾驶所需导航性能的测试评估方法与关键设备。

3.目标指标

（1）研究者结合应用场景提出。

难题六：面向 PNT 应用构建多源异构时空信息的统一理论

1.难点描述

精确、鲁棒、可信 PNT 服务迫切需要建立基于一般性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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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信息表达、获取和应用的基础理论，引导 PNT 理论和方法的

研究，指导未来 PNT 新技术、新体系的发展。

2.成果形式

（1）多种 PNT 信息源的抽象模型、统一框架和基础理论；

（2）理论、方法与技术仿真验证平台。

3.目标指标

（1）声、光、电、磁、机等多种信息源；

（2）距离、角度、速度、强度等多种观测量；

（3）统一的数学模型及融合方法。

中国卫星导航年会诚挚邀请并欢迎全球卫星导航及 PNT 领域

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就上述难题研究和交流。

中国卫星导航年会也将对上述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优先考

虑论文录用与会议交流报告，促进全球范围卫星导航及 PNT 体系

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促进卫星导航技术更加广泛的应用。

中国卫星导航年会组委会哈哈哈哈

2023 年 4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