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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 吸 取 最 新 之 國 際 導 航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之 相 關 技 術 與 經 驗 ， 以 提 升

我 國 測 繪 技 術 水 準 ， 內 政 部 派 員 參 加 一 年 一 度 之 全 球 導 航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國 際 研 討 會 （ Incorporating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PS/GNSS）， 該 研 討 會 於 澳 大 利 亞 雪 梨 之 新 南 威 爾 斯 大 學 校 園 舉 行 一

連 3 天 緊 湊 的 （ 11/15~11/17 ， 2011 ） 會 議 ， 由 全 球 導 航 衛 星 系 統

（ Internation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 i te Systems） 股 份 公 司 主 辦 本 次 國

際 研 討 會 。  

本 次 研 討 會 主 要 發 表 論 文 議 題 為 「 聯 合 國 全 球 導 航 衛 星 系 統 計

劃 、 大 地 測 量 基 礎 、 電 離 層 /對 流 層 的 微 弱 信 號 、 GNSS 信 號 模 擬 、 車

輛 定 位 、 周 波 不 確 定 解 、 中 國 導 航 衛 星 」 大 會 發 表 論 文 章 計 約 150 篇

及 會 場 論 文 海 報 展 示 計 有 11 篇 。  

本 次 會 議 來 自 世 界 各 個 國 家 約 計 有 500人 參 加，來 自 臺 灣 的 政 府 機

關 與 學 術 單 位 的 代 表 註 冊 成 為 大 會 會 員 約 計 有 20人 參 加 本 次 研 討 會 ，

由 此 可 見 臺 灣 對 於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未 來 發 展 與 相 關 導 航 應 用 的 研

究 相 當 的 重 視 。  

透 過 各 國 發 表 最 新 的 衛 星 定 位 理 論 與 實 驗 結 果 分 析 ， 並 參 觀 展 覽

會 場 之 衛 星 定 位 之 軟 硬 廠 商 及 國 際 導 航 組 織 討 論 ， 更 能 掌 握 最 新 之 衛

星 定 位 發 展 趨 勢 與 實 務 應 用 經 驗 ， 進 行 廣 泛 的 交 流 與 討 論 ， 有 助 於 掌

握 衛 星 定 位 與 導 航 發 展 之 科 技 脈 動 ， 作 為 本 部 未 來 推 展 相 關 的 測 繪 科

技 之 參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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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 本 控 制 測 量 系 統 為 各 項 測 量 基 礎 ， 其 攸 關 測 繪 成 果 之 良 窳 ， 自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自 1973年 發 射 後 ， 已 廣 泛 地 被 世 界 各 國 應 用 於 控 制

測 量 。 本 次 研 討 會 時 間 為 100年 11月 15-17日 ， 地 點 在 澳 大 利 亞 雪 梨 的

新 南 威 爾 斯 大 學 （ UNSW） 國 際 議 廳 舉 行 ， 主 要 課 題 設 定 為 「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發 展 趨 勢 與 相 關 導 航 應 用 」。 會 議 更 邀 請 目 前 全 世 界 三 大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 美 國 — 全 球 衛 星 定 位 GPS、 歐 洲 — 伽 利 略 及 中 國 大 陸 — 北

斗 」 等 單 位 之 代 表 報 告 系 統 運 作 情 形 及 未 來 發 展 方 向 。 更 有 暫 時 部 署

軍 用 衛 星 導 航 系 統 EGNOS， 其 為 歐 洲 最 先 應 用 的 衛 星 導 航 技 術 ， 以 加  

強 GPS及 GNSS信 號 之 軌 道 導 航 系 統，並 將 使 它 們 應 用 於 符 合 安 全 的 需

求 之 關 鍵 ， 如 航 空 和 引 領 船 隻 通 過 狹 窄 的 水 道 。  

本 次 研 討 會 議 題 主 要 針 對 「 衛 星 定 位 發 展 趨 勢 、 大 地 測 量 基 礎 、

電 離 層 /對 流 層 的 微 弱 信 號 、 GNSS 信 號 模 擬 、 車 輛 定 位 、 周 波 不 確 定

解 、 中 國 衛 星 導 航 」， 除 以 投 影 片 專 題 發 表 論 文 外 ， 亦 規 劃 論 文 海 報

張 貼 區 及 先 進 衛 星 定 位 相 關 儀 器 及 軟 體 分 析 及 國 際 FUGO測 繪 顧 問 組

織 等 展 覽 區 域 ， 由 世 界 上 各 大 廠 商 派 員 進 駐 展 覽 ， 使 與 會 者 有 學 理 與

實 務 經 驗 討 論 的 環 境 ； 協 辦 廠 商 TOPCON更 於 11月 17日 下 午 安 排 即 時

的 衛 星 定 位 展 示 ， 讓 參 與 研 討 會 的 學 員 能 現 場 觀 摩 最 新 之 衛 星 定 位 技

術 之 軟 硬 運 作 情 形 ， 並 提 供 學 員 與 產 業 界 進 行 經 驗 交 流 的 機 會 。  

 1



貳、目的 
 

內 政 部 自（ 99）年 起 辦 理「 基 本 測 量 及 圖 資 測 製 實 施 計 畫 」，因 該

計 畫 均 屬 國 內 測 量 之 基 礎 且 相 關 衛 星 定 位 與 導 航 技 術 蓬 勃 發 展 ， 其 中

亦 涉 及 多 項 專 業 衛 星 定 位 技 術 ， 亟 需 吸 取 國 外 經 驗 及 各 項 技 術 資 料 ，

爰 派 員 赴 澳 大 利 亞 雪 梨 參 加 「 2011年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國際研討會」，

吸 取 最 新 之 衛 星 定 位 研 究 領 域 之 學 者 專 家 之 研 究 成 果 並 進 行 技 術 探

討 與 實 務 經 驗 交 流，有 助 於 掌 握 測 繪 科 技 脈 動 與學習國外實務經驗，提供

我國辦理該計畫及後續基本測量管理維護之參考。  

本 次 研 討 會 參 加 人 員 主 要 來 自 亞 洲 地 區 從 事 衛 星 定 位 與 導 航 應

用 之 產 官 學 界 。 將 最 新 衛 星 定 位 及 導 航 技 術 研 究 發 展 、 軟 硬 體 設 備 、

多 感 測 器 整 合 與 應 用 、 、 、 等 相 關 問 題 於 會 議 中 提 出 研 討 與 並 展 示 研

究 成 果 ， 進 行 學 術 與 實 務 經 驗 交 流 ， 以 尋 求 目 前 導 航 技 術 之 瓶 頸 的 現

階 段 最 佳 解 決 方 法 ， 提 升 空 間 定 位 服 務 之 相 關 技 術 水 準 。 本 次 研 討 會

更 安 排 由 衛 星 接 收 器 廠 商 於 會 場 中 ， 實 地 操 作 示 範 即 時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 並 開 放 參 與 觀 摩 的 學 員 提 問 相 關 問 題 ， 進 行 相 關 實 務 經 驗 交 流 與

延 伸 應 用 討 論 。  

 

 

 

 

 

 2



參、過程 

 
一、會議及考察期間 

自民國 100 年 11 月 15 日起至 100 年 11 月 17 日止，共計 3 天。 

 

二、會議及考察行程 

 
天 日期 星期 行程或會議 地點 備註 

1 11 月 13 日 日 去程 中正機場 搭中華航空 PM：

11：40 班機 

2 11 月 14 日 一 去程 雪梨機場  

3 11 月 15 日 二 參加 2011 年全球導航

衛星定位系統會議(I

GNSS) 

雪梨新南

威爾斯大

學 

報到、參加研討 

4 11 月 16 日 三 參加 2011 年全球導航

衛星定位系統會議(I

GNSS)／參訪新南威

爾斯大學測量及空間

資訊系 

雪梨新南

威爾斯大

學 

參加研討、會議結

束後參訪 

5 11 月 17 日 四 參加 2011 年全球導航

衛星定位系統會議(I

GNSS) 

返程 

雪梨新南

威爾斯大

學＆雪梨

機場 

參加研討、會議結

束後參加閉幕酒會

6 11 月 18 日 五 返程 中正機場  

 

 

肆、會議重要內容 
 

一、辦理單位 

本次會議主辦、協辦及贊助單位如下： 

（一）主辦單位：國際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協會。 

（二）贊助單位：GPSat Systems Australia pty Ltd、NovAtel。 

（三）媒體合作伙伴：Spatial Source、POSITION、Coordinates。 

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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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議  程 備 註 

11/15 9.00AM –  10.15AM 開幕大會＆聯合國全球導航衛

星系統計畫報告 

 

 10.15AM – 10.45AM 早茶和商業展覽  

 10.45AM– 12.45AM 澳大利亞之航太工業及國家太

空政策與討論 

 

 13.15PM – 14.55PM 大地測量基礎、電離層/對流層

的微弱信號、3D AGNSS  

 

 14.55PM – 15.25PM 午茶和商業展覽  

 15.25PM – 17.05PM 基準&大地測量、其他定位系

統、GNSS 信號模擬、室內定位 

 

 17.15PM – 19.15PM 貿易領域的歡迎酒會  

11/16 09.00AM – 10.40AM 全體會議；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美國代表）、全球導航衛星

系統（俄羅斯代表）及指南針

（中國代表） 

 

 10.40AM – 11.20AM 早茶和商業展覽  

 11.20AM – 12.40AM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其他 感測

器、QZSS  

 

 13.40PM – 15.00PM CORS 部署、ＧPS/其他感測器、

接收儀軟體、車輛定位 

 

 15.00PM – 15.30PM 午茶和商業展覽  

 15.00PM – 15.30PM CORS 區域會議、GPS/慣性整

合、全球定位接收器的車輛合

作 

 

 17.10PM – 20.00PM BBQ 燒烤聯誼交流  

 20.00PM –20.30PM  參訪新南威爾斯大學測量及空

間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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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09.00AM – 10.40AM 周波不確定解、多路徑效應、

信號干擾與其他應用 

 

 10.40AM – 11.10AM 早茶和商業展覽  

 11.10AM – 12.50AM 平價載波相位之購買力、中國

導航衛星、信號干擾、無人飛

機系統天線 

 

 12.50PM – 13.50PM 午餐  

 15.00PM – 15.30PM 抗雜訊 CP 定位、太空氣候後續

論文應用 

 

 15.30PM – 16.30PM 教育談話及閉幕酒會  

三、專題研討 

（一）主題一：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1973 年美國開始研發之全球定位系統（GPS），由 24 顆人造衛星

所構成，其中包括三顆預備衛星。利用對民間開放的 C/A 碼標準測法，

能得到數十米的精度，為無線電定位法的一種。衛星定位系統整體運

作上可分成三部分：太空部分、地面部分以及訊號部分。 

GPS 在消費性電子產品上的應用，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接收靈敏度的問題。一般的消費者在使用 GPS 時，多數會處在市區內，

甚至在建築物內，這樣的環境絕對是 GPS 的天敵，因為在這樣的環境

下，衛星傳送下來的訊號不僅會被衰減，多路徑(multi-path)效應，於室

內甚至完全收不到任何訊號。為了改善接收靈敏度的問題，第二個瓶

頸是消耗功率大小，在手持式的電子產品，省電一直是一個最重要的

課題。除了基本的耗電需要再繼續降低外，有效的電源管理設計就成

了最重要的設計之一。第三個障礙是 GPS 接收器的尺寸大小，一般的

GPS 接收器設計，大體包含有射頻 IC、特定應用積體電路（ASIC）GPS

處理器、CPU 和記憶體。再加上週邊其他電路後，其尺寸大約是一般

名片大小。然而這樣的尺寸完全不能符合手持式電子產品的需求，因

應市場上需求設計開發更小包裝尺寸的 GPS 模組。並且在軟體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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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記憶體可以與其他系統共用，進而大大地減少 IC 的數量。最後

一個就是價格問題，凡是要同消費大眾普及化的產品，在價格上一定

要有競爭力，這表示著 GPS 廠商一定要打入手持式產品(行動電話、數

位個人助理等)市場，用數量上的優勢來降低價格。只要是在這四個方

面領先的廠商，必然能夠順利切入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市場 

（二）主題二：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及其他定位系統 

歐洲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 監督局 (GSA)，為歐盟於 2004

年設於比利時布魯塞爾的一個機構。歐洲衛星定位和導航計畫，包括：

伽利略計畫－GALILEO、以及歐洲地球同步衛星導航增強系統－

EGNOS。歐盟理事會認為，歐洲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監督局的成立，是

一項重要的決策步驟，因為這將代表公共利益，在此領域得到充分的

尊重與保護。歐盟衛星導航計畫，旨在提供一個美國 GPS 系統之外的

歐洲替代方案，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 更是逐漸演變成泛指用衛星

實現導航功能的各種系統。隨著技術的發展，高精度的定位已成為無

線通訊標準必備的基本功能與標準配備，目前全球趨勢為包括多個衛

星系統並存，如能接收 GPS、Galileo 和 GLONASS 之衛星定位接收儀，

惟多種定位系統間之信號接收與定位處理，仍需有新的解決方案。 

（三）主題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其他系統整合及應用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其結合衛星及無線通訊技術的導航系統，能提

供給使用者精確的定位、速度及時間。GPS 的應用已廣泛存在於目前

市場，隨著衛星科技的進步，許多 GPS 技術及商機亦正迅速地發展。

早期侷限於軍事用途，然開放給民間做為定位使用，這項結合太空衛

星與通訊技術的科技，在民間市場已蓬勃的展開，除了能提供精確的

定位之外，對於速度、時間、方向及距離亦能準確的提供訊息，運用

的範圍相當廣泛，最常見的為 GPS 結合慣性導航系統(IMU)與地理資訊

系統（GIS）等運用於空間資訊相關應用，確充滿著無限的商機。 

（四）主題四：衛星訊號處理 

衛星訊號經過大氣層、地形地貌及人工建築物等干擾的影響，必

須以訊號處理技術來減低因衛星訊號中斷、多路徑效應以及干擾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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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對接收機接收定位所造成的影響。在訊號中斷處理方面，其接收

到的訊號不完整(長時間或短時間訊號中斷)進而造成接收機無法定位

的現象，利用傳統訊號偵測機制並搭配多組天線的組合方式進行訊號

偵測，其方法能夠有效解決訊號中斷的問題。在干擾抑制處理方面，

可利用訊號處理機制來抑制干擾的影響以特定的陣列天線並搭配適應

性空時訊號處理技術來抑制窄頻及寬頻干擾，並且分析與比較不同的

陣列排列方式(均勻圓形排列、均勻方形排列、均勻直線排列)對干擾抑

制的影響，從數學分析結果顯示空間相關函數影響著干擾抑制訊號處

理的性能。在多路徑效應研究方面，以改良式的濾波器來減低多路徑

效應，估測直射與延遲訊號參數並加以重建延遲訊號相關函數，抑制

多路徑效應。 

 



伍、參訪 

 

本次參訪行程為利用研討會議程間的空檔參訪新南威爾斯大學測量及空間

資訊系（School of Survey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s），該系為從事測量與空

間資訊研究之專門係所與國內成功大學之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恰巧同名。新南威

爾斯大學之測量及空間資訊系正發展精確的 GPS 導航定位（靜態和動態）、測量

和大地測量以及使用各種感測器技術的導航技術和應用研究。大多數研究項目是

由澳大利亞研究理事會（ARC），有的則是與導航定位同業及國際夥伴合作下進

行。以下就該系的研究領域項目做一簡介：  

 主題 1：CORS系統營運及高精度GNSS算法 

連續運行參考站（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 以下簡稱 CORS

系統）的 GNSS 接收儀支援高精度測量、製圖、導航和大地測量等等許多應用。

世界各地 CORS 系統網絡建站率正不斷增加，基礎設施將用於長期地學研究，

以及提供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RTK（即時動態）定位和增強服務（包括輔

助型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或 A-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澳大利亞在未來 3 內年將建立超過 100 個新的GNSS CORS系統（如圖 1）；

CORS網絡的硬體和軟體系統將在未來幾年面臨的挑戰，包括需要追蹤新的

GNSS信號、產生新的RTK改正服務、整合國際GNSS服務（IGS）的免費數據流

（其他CORS系統網絡）、支持超高精度大地測量應用開發改進算法，並開發新

的CORS系統為基礎的服務。這些所有挑戰將需要一個模範廠商提供轉換服

務，在CORS系統基礎設施（接收器、通信鏈路、伺服器等）政府機構的各種

新的架構和業務模式投資，提供改進CORS網絡基礎設施利用的機會。研究挑

戰的範圍，從設計適當的IT組件和GNSS CORS系統接收儀技術，並利用新的全

球導航衛星系統的信號，基於CORS系統的不同配置和使用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的接收機之新的數據處理模型，從而導致新的RTK服務，提供新的基準和網絡

算法通過各種新的無線通信鏈路，結合新的增值服務，如大地測量操作和基本

的地球科學應用，以RTK架構在伺服器的基礎下實施更緊密聯繫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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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uScope 計畫的新增 GNSS CORS 系統接收站點。 

 主題 2：雷達遙測與工程變形監測   

工程大地測量應用程式/技術是當前的兩個重點： (1) 大地遙測和 (2) 工程結構

變形。以下就這兩個重點做一些細節介紹，前者為有關衛星合成孔徑雷達 (SAR)以干

涉 (InSAR) 和微分干涉合成孔徑雷達 (DInSAR) 等模式分別用來分析確定高精度數

位地形模型和地層下降的資料，圖 2 即為雪梨 1992 年到 1997 年地層下陷情形。然而

新的研究議題，還是在如何裝置於飛機上之主動式掃描和成像系統 (分別如機載雷射

掃描和數位攝影測量感測器）並與雷達遙測結合運用。後者為有關監測的人造工程

結構即是安裝在受監視的各種運動感測器的結構上，以快速分析資料的時間序列。

衛星導航及定位實驗室（SNAP）研究這項主題當前的挑戰扼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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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以永久散射體干涉合成孔徑雷達成果顯示 1992 年到 1997 年期  

    間雪梨每年下陷最高速率超過 7mm，可能是由於地下水抽取。 

   

1、差分干涉合成孔徑雷達（DInSAR 技術）是大地遙測工具，可以從比

較 InSAR 的結果，來檢測表面幾何形狀變化，其發展速度已超過過去

10 年。雖然 SNAP 在雷達遙測方面的研究起步來得相對晚，然在澳大

利亞以及海外已經取得了令人矚目的進展，諸如探測地層下陷、地下

煤炭開採和超臨界流體萃取。結合了幾個因素使未來幾年 SAR 衛星增

加數量（不同的傳輸頻率和感測器的特性），由於地下開採或水抽取

因素，導致地層下陷面沉降的興趣，SNAP 實驗室累積了在 SAR 處理

上的專門技術，承諾這個大地遙測技術有非常光明的未來。 

2、空載數位影像和光達雷達掃描都是令人振奮的新技術，通過與新南威

爾士州地政署的合作協議，提供 SNAP 實驗室研究人員參與。這種影

像掃描數據可以補充 SAR 系統，但也可用於測量全球變化新的應用，

如檢核 DTM 的準確性、海岸侵蝕和海平面上升的影響、生物量，以

及更多的監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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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 GPS / GNSS（單獨或與其他感測器結合）監測人造橋樑的結構、

高層建築、及水壩等，是一個積極的研究發展領域。除了將可以使用

潛在技術（例如，光纖感測器，虛擬衛星等）的研究，開發這種產生

的時間序列分析系統的方法也是必要的。SNAP 實驗室的研究領域，

宗旨包括通過與來自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基礎設施工程和安全中心結

構工程研究人員的密切合作作出重要貢獻。我們的策略是與國際和當

地研究合作夥伴，來提供可存取的監控測試站。目前，在東京市中心

的 3 個建築物正在設置 GPS、傾角和加速度等儀器。 

 主題 3：多感測器融合算法及應用 

GPS/INS/虛擬整合：整合的 GPS/GNSS“虛擬＂（見主題 4）是第二個導航

感測器。SNAP 現在是一個活躍的領域自身的研究實驗室，在 1999 年購買了它

的第一個虛擬（PL）接收儀，整合 GPS 和 PLS（以及後來的 GPS / INS/等），一

直都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圖 3：GPS/INS/PL 使用 SNAP 實驗室機器人電車 

 

這項主題當前的挑戰與發展扼要如下： 

1、GPS / IMU 緊密的整合，主要是利用 IMU 數據，以輔助 GPS 追蹤路徑。

目前正使用 MATLAB 和模擬數據進行研究。這個項目提供了取得 GPS

接收機的低階操作基本知識的一個機會。這項工作在接收機的軟體研

究（主題 5）有密切聯繫，基於 FPGA 的 GPS/ GNSS 接收機 Namuru

將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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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時多感測器整合軟體和硬體平台，有其客觀發展的一個平台，以支

持即時成像掃描系統，如高準確度應用地理參考。Alpha 這個項目開

始的 CRC-SI 項目 1.3，並在 2007 年底交付的定位和姿態確定系統（INS 

/ GPS），以可編程之閘門陣列領域（FPGA）技術為基礎。目前正擴

充幾個方面，包括納入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的載波相位數據處理與

Locata 感測器技術的 3 重整合。 

 
圖 4：FPGA-based GPS/INS 紀錄 圖 5：GPS/INS 整合結果即時展示 

3、MEMS-IMU 的調查：承諾低成本的微機電系統（MEMS）的慣性測量

單元（3 軸加速度計＆ turnrate 感測器）是精確導航的一個重要里程

碑。當前的 MEMS 慣性測量感測器有非常大的偏差和漂移誤差，這

使得他們與整合的 GPS / GNSS 問題（因為沒有全球導航衛星系統輸

入前，IMU“飄移＂變大得不可接受，可想見定位誤差在很短的時間

增大）。然而， MEMS 慣性測量裝置的時間有很多研究在進行，將導

致 IMU 的性能顯著改善。SNAP 的研究人員與合作夥伴合作，以便能

夠利用 MEMS 的慣性測量裝置監測技術的這種研究發展趨勢。 

圖 6：EMS-IMU 相關設備產品 

4. GPS/PL 飛機應用：自 2001 年以來，SNAP 的研究人員為航空應用系

統正研究整合了 GPS 和虛擬衛星（PL）的可行性。最初，使用飛艇

從平穩的平流層的發送 PL 信號，以增加地面用戶接收 GPS 信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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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03-2004 年期間進行研發一個整合的 GPS/ PL 飛機著陸系統。

現集中於研究無人機（飛船）為空中平台，將納入額外的感測器/如

視覺，Locata，其他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的數據和地圖匹配的能力。 

 

圖 7：緊鄰飛機降落跑道之虛擬地面基站研究 

5. 其他的多感測器整合應用：農業機械自動化（＂無人駕駛牽引機＂），

其為精度高、可靠性高之感測器整合應用，是一個重要的研究領域。

ARC 資助計畫研究低成本 IMU/GPS 系統的整合。一個新的室內/個人

導航項目將整合各種感測器技術（包括 WiFi，RFID，超寬帶）。三重

整合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慣導/ Locata 的經費由 ARC 計畫的目標制定一

個高精度定位/定向系統，以支持地下映射（例如：探地雷達）系統，

但一般在機器人領域將有更廣泛的自主導航適用性。 

 主題 4：新的定位技術及應用   

其為 SNAP 實驗室較近期的研究範圍與課題。高精度 GPS /全球導航衛星

系統技術和應用（主題 1）和感測器的整合問題（主題 3）在大學的測繪科系

是共同研究課題。SNAP 作出的一項戰略決策，從短距離無線通信專用射頻系

統的基礎上，開始到其他位置測定技術的研究。這些 GPS / GNSS（與，或沒有

慣性感測器）不能提供起使所需的精度和可用性能的定位環境都是能夠解決

的。 

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研究虛擬信號始於 1999 年，直到大約 2004 年時雖然

對測量建模和虛擬數據與 GPS 和 INS 數據的綜合處理進行了一些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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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要注意力轉向技術進步迅速的 Locata，由金陵王和喬爾‧巴恩斯，與前

研究生戴禮文（2000-2002 年），港李（2001-2004 年），史蒂夫‧休伊森（2003-2006

年），和傑克‧王（中旬-2003-2007）的援助。LocataLite 是一個由 Locata 公司

（堪培拉）虛擬衛星為基礎之創新的收發器定位技術。喬爾‧巴恩斯和前任

穆斯塔法坎離 Anuj Pahwa（現在工作 Locata 公司的）研究生與 Locata 公司的

合作之研究發展，已經開發了幾代 2.4GHz 的 ISM 頻段上的最新操作系統的原

型。在 2006 年年底，一個新的研究助理，Nonie 波利蒂，採用 Locata 以協助

研究。今天幾個 ARC 資助計畫尋求整合 GPS 和 INS Locata。 

這項主題當前的挑戰與發展扼要如下： 

1. 可編程閘門陣列是介於硬體和軟體之間的可規劃處理設備，實務上可能進

行部分或所有先前的固定（ASIC）硬體功能。編程是一個任意組合邏輯元

件實務上，通常專用在特殊應用的集成芯片（ASIC），如例如芯片，DSP，

CPU，RAM 等一個 NICTA 資助的試點項目（2004.5 -2005.5）已建立了一個

基於 FPGA 的 GPS 接收機被稱為“NAMURU＂。SNAP 的使用 FPGA 作為

一個新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接收器設計的研究平台和多感測器整合平

台。ARC 計畫（2005-2007 年）“設計下一代 GNSS 接收機採用軟體方式＂

支持在 FGPA 這一領域的研究。 

2. WLAN（無線）定位：一種短距離定位系統使用的信號，基於支持 WLAN

的通信的發展，從筆記本電腦和 PDA 設備之 IEEE802.11b 接入點下載。基

於 WLAN 的定位將是一個中等精度的室內/室外定位應用的重要技術，整

合多感測器（如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無線射頻辨識【RFID】，超級寬頻【UWB】

等）的技術越來越多。 

3. 手機的定位：SNAP 實驗室（用於微弱信號採集/追踪移動電話）輔助 GPS，

以及非可見誤差進行了研究。一個 ARC 資助計畫於 2008 年開始與無線導

引合作。 

4. 地理資訊系統/ LBS 的示範：在消費者的移動設備 GNSS 接收機正在越來越

普遍，如移動電話和 PDA 的整合，許多呼叫“信息通信＂應用這種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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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或基於位置服務（LBS）。許多這些使用位置信息服務存取空間數

據庫，一般常見的即是地理資訊系統（GIS）。位置服務將主宰全球導航

衛星系統的產品和服務市場，但可以考慮所有的 LBS 類型，如“我在哪

裡？＂GIS 基本功能的變化，＂你在哪裡？＂，“我該如何從 A 到 B 嗎？

'，'顯示我的地圖......“，等等。以新南威爾士大學校園作為一個試驗場使

用簡單的 LBS 技術說明示範計畫；雖然 SNAP 實驗室不承擔 GIS 或 LBS

開發的基礎研究。 

 主題 5：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接收機的設計與信號處理 

這項主題是 SNAP 實驗室較近期的的研究課題範圍。學術研究人員先前注重

於數據調查建模（如主題 1）與多傳感器整合的挑戰（主題 3），而不是多年視為

一個“黑盒子＂的 GPS。SNAP 的實驗室在 1999 年作出的一項戰略決策，由安德

魯·登普斯特副教授負責開始投入 GPS/ GNSS 接收機的硬體設計這一領域的研究。     

這項主題當前的挑戰與發展扼要如下： 

1. 基於 FPGA 的 GNSS 接收機的電路板設計：1 NICTA 資助的試點計畫

（2004.5-2005.5），導致在 SNAP 的實驗室設計和構建自己的基於 FPGA 的

GPS 接收機被稱為“Namuru＂。這是一個相當重大的成就。目前 Namuru

第 2 版是可用的，並產生了很多來自其他研究機構的利益。 SNAP 實驗室

的研究人員也將使用 FPGA 作為一個新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接收器的設計

平台和多感測器整合計畫。 

2. GPS 干擾研究是一個重要的研究領域， FPGA 的 GPS 接收機基於 Namuru

的優勢。計畫在 2005 年開始發展檢測 RFI 的演算法，作為空間資訊計畫資

助 CRC 的一部分。前研究生阿斯加爾 Tabatabaei 和學生費薩爾汗等人從事

這項工作。阿斯加爾是現在這個 RFI 檢測項目的研究助理。 

3.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接收儀信號處理方法用來獲取和追踪新一代的 GPS 和

伽利略信號，以及根據其他信號的算法研究來自俄羅斯的 GLONASS（包

括在新的 CDMA 信號）、歐洲的伽利略和中國的北斗系統、以及日本和印

 15

http://www.gmat.unsw.edu.au/snap/work/theme5.htm


度的發展區域導航衛星系統（RNSS）。此外也研究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

題，弱信號和多路徑消除演算法。Namuru 平台為此類研究的理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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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心得 

 

一、積極投入研究發展，提升相關應用技術水準 

本次會議中，觀察到澳大利亞及中國大陸對於衛星定位與導航技術之

研究極為重視並且大量投入相關資源，以公費補助研究生（交換學生）、博

士生、博士後研究生，應可供為我國未來於培育人才計畫之參考。另參與

本次研討會的專家學者除學術研究領域進行交流外，亦對衛星定位與導航

科技教育進行心得交換。 

空間資訊定位技術於未來發展潛力無窮，美國、俄羅斯、中國大陸及

歐盟等資源與技術強大國家，無不投入大量的資源研發與部署自有之衛星

定位系統，從全球定位系統（GPS）、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指南針

及伽利略定位系統（Galileo），以期能領先他國取得領導與自主之優勢。因

此我國也應加強衛星定位及導航技術相關產業之研究發展，提升相關應用

技術水準。 

二、提供優質的即時定位服務，尚受限於通訊或不明干擾因素待克服 

本次國際研討會大會主辦單位很用心，除了安排豐富的導航技術理論

與實務經驗論文發表外，更結合衛星定位儀器廠商現場示範高精度之即時

定位操作，讓學員實地體驗即時定位的品質與效能。高精度的即時定位，

因部分地區受限於通訊或不明干擾因素，導致部分地區無法提供服務或是

信號不夠穩定接收，應探究問題原因尋求解決之道，以提供優質的即時定

位服務，並提升使用者的滿意度。 

三、有效提升導航與定位相關應用研究，開拓空間資訊相關產業之就

業市場 

由於空間定位隨著導航相關軟硬體的技術進步，衛星定位硬體成本已大

幅下降，且市場隨著消費性電子產品推廣，市場的需求逐漸打開，惟衛星定

位與導航系統尚需與其他相關軟硬體搭配諸如：地理資訊系統、相關電子圖

資、輔助導航系統、、相互配合，方能顯現其應用價值能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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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建議 

 

一、積極參與國際交流，提升衛星測量品質與導航技術 

研究發展是永續發展之基礎，而參與國際會議可經由交流機會瞭解各

國研究發展現況，提升我國國際上能見度，並可促進我國衛星定位技術提

升。本次討會中，我們看到了澳大利亞發展衛星技術所投入的研究努力，

也看到他們對於參與研討會的積極。將衛星定位發展資訊與經驗於研討會

中分享，促進各國參與研討會之情誼，未來政府機關應與學術機關、民間

等團體應持續衛星測量與導航技術之研究，提升相關衛星定位技術水準。 

二、學習國外高精度即時定位之經驗，加強國內使用者的服務滿意度 

本次研討會內容豐富，有多篇值得參考之處，負責澳洲測繪之政府機關

與我國政府機關目前推動的高精度即時定位測繪服務亦有相似之處。我國在

高精度即時定位服務已慢慢浮現其效益，惟政府部門應整合相關單位的資

源，除提供高精度即時定位服務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外，未來新一代衛星的

加入仍有許多困難與挑戰尚待克服。建議未來能投入更多資源以學習國外高

精度即時定位之經驗，加強國內使用者的服務滿意度。 

三、 加強測繪之產、官、學之合作，使空間資訊服務相關產業能永

續發展 

從三方面產、官、學著手讓空間資訊服務相關領域更蓬勃發展，即企

業的投資、政府的政策及人才的培育，對於未來空間資訊相關應用與發展

等皆息息相關。過去國內測繪相關系所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學生，因測繪方

面的產業就業環境及人員福利保障不足，造成有測繪專業的人才轉行常有

所聞，而浪費專業的人力社會成本。因此應加強測繪之產、官、學之合作，

使有測繪專業人才能有發揮的舞台，空間資訊服務相關產業能永續發展。



捌、附錄 

 

附錄一：2011 年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國際研討會議攜回資料 

（一） 參加本次研討會秩序手冊。 

（二） GNSS 信號模擬器儀器（GSS8000 Series）型錄 1 式。 

（三） 澳洲測量、製圖與地理資訊雜誌 Position, October / 

November 2011-No.55 一冊。 

附錄二：新南威爾斯大學測量及空間資訊系網址：  

（一）http://www.ssis.unsw.edu.au/ 

（二）http://www.gmat.unsw.edu.au/snap/work/theme1.htm 

（三）http://www.gmat.unsw.edu.au/snap/work/theme2.htm 

（四）http://www.gmat.unsw.edu.au/snap/work/theme3.htm 

（五）http://www.gmat.unsw.edu.au/snap/work/theme4.htm 

（六）http://www.gmat.unsw.edu.au/snap/work/theme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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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活動照片集錦 

 

 
相關議題之軟硬體展商品覽區（一） 

 

 

相關議題之軟硬體展商品覽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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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海報區之論文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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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海報區之論文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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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實況（一） 

 

 

2011 年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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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廠商現場操作示範─高精度衛星定位即時解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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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廠商現場操作示範─高精度衛星定位即時解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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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爾斯大學測量及空間資訊系─教授及研究人員一覽表 

 

 26


	2011年IGNSS國際研討會出國報告＿封面1010301
	2011年IGNSS國際研討會出國報告＿本文10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