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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武大設衛星導航技術中心 利用港樓高密電離層不穩實驗
理大藉「罩門」研發精準GPS

GPS（衛星導航定位技

術）的應用越趨廣泛，由國

家級使用層面變得越來越個

人化。香港理工大學今年初

就與武漢大學成立了「香港

理工大學——武漢大學衛星

導航定位技術夥伴研究中

心」，希望進一步發展GPS

技術。不過，香港緯度低、

高樓多，要做定位技術遠較

其他地方困難，研究人員卻

決心將這些「罩門」化為

「主場之利」，研發出世界

各地都能用到的精準定位技

術。 ■記者 歐陽文倩

GPS 技
術，或

更廣泛地說是
GNSS（全球

導航衛星系統），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
的進步，更是當今世界幾個標誌性現代高
技術之一。由一開始只作國家導航用途，
到現在普及至個人化的層面，當普羅巿民
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查地圖、找餐廳時，當
中都用到了GPS的技術。不過，現時有關
技術精確定位仍有待改善，尤其是受到大
氣上層的電離層變化影響，令導航定位的
誤差變大，可達幾十米；在電離層變化嚴

重的情況下，相關的接收設備甚至會完全失
效，持續幾秒到幾分鐘不等，對使用此技術
的飛機導航和着陸系統而言都是一個災難。
因此，有關課題吸引了不少科學家探究。

武大對北斗導航衛星系統貢獻大
談起兩校的合作，理大建設及環境學

院副院長丁曉利、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
學系副系主任陳武和土地測量及地理資
訊學系助理教授劉志趙接受本報專訪時
表示，理大與武大在衛星導航定位技術
研究開發方面有深厚的基礎。
他們表示，武大是國家衛星導航定位

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的重點單位，承擔了
國家很多衛星導航定位重點任務，特別
是在中國北斗導航衛星系統發展，有着
重大貢獻，「理大則有着雄厚的理論研
究基礎，提出了很多新的算法，長期以
來國際上享有聲譽，與國際上的一流研
究機構和大學經常保持着聯繫。」
除此之外，理大位處香港亦是兩校展

開合作的有利因素之一。丁曉利和劉志
趙解釋︰「香港的大樓又高又密，城市
中又有不少高架橋，令同一個地方也可

以因不同高度而有幾個位置；再加上香
港處於地球上低緯度地區，電離層對香
港的衛星導航定位影響比內陸地區要大
得多，這樣香港就可以成為中國北斗衛
星系統的一個天然測試實驗室。」
他們笑言，只要衛星導航定位的算法

可以在香港這個地區進行測試和驗證，
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也沒有問題，可靠
性和精確性都會得到保證。

結合兩校所長望「內」「外」兼顧
他們表示，兩校將綜合各自優勢，解

決當今世界上衛星導航定位領域的重大
問題。研究中心將以中國的北斗衛星和
其他國家的衛星，如美國的GPS、歐盟
的Galileo為目標，研究導航的基礎理論
和應用。
除了走在路上可以運用更好的GPS技

術，理大未來亦會深入研究室內定位的
技術，丁曉利表示︰「現在GPS在室外
定位導航精度很好，但是在室內的情況
下，衛星訊號就非常弱，導致無法定
位。」他指出，現時很多室內服務都很重
要，相信是未來GPS技術發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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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和GNSS技術是21世紀對人類產
生最大影響的高科技之一，它在科學研
究、工程應用和日常生活中都發揮了不
少作用，現時美國、俄羅斯、中國和歐
盟都投入大量資金建立自己的GNSS衛

星導航系統。
香港政府亦有很多部門大量地應用有關技

術，例如地政總署就建立了一個 GPS /
GNSS觀測網絡，利用它大大提高了土地測
量和地圖繪製的速度和質量。其他政府部門
也使用這個網絡用於各種工程建設，如修建
道路和房屋、監測邊坡滑動、大橋和高層建
築的安全監測等。
除了政府，一般市民也可以利用這個網

絡。市民若使用GPS接收設備取得該網絡發
布的修正數據，在香港任何地方都可以更準
確地靠導航定位。此外，GPS和GNSS技術
可以用於提高日常天氣預報的準確度。劉志
趙表示︰「我們香港理工大學利用GPS技術
建立了一個珠三角地區的大氣水汽實時監測
系統，建立這個地區的三維水汽模型。我們
正在跟香港天文台合作，將這個三維水汽模
型的數據融入到天氣預報模型中，期待提高
天氣預報的準確度。」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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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劉志趙、
陳武、丁曉利表
示，理大與武大將
綜合各自優勢，解
決當今世界上衛星
導航定位領域的重
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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