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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 ＭＷ组合观测值的噪声特性，评价其实际周跳探测性能，提出利用ＥＭＤ阈值消噪方法进行降

噪。对于ＥＭＤ的端点效应问题，在 ＭＷ 递推均值上增加虚拟噪声构成虚拟观测值对数据进行延拓。估计

ＭＷ组合经ＥＭＤ分解后各层分量的阈值，削弱噪声影响。分析消噪后含周跳 ＭＷ 组合所发生的变化，指出

周跳具有“扩散”现象，提出基于消噪后 ＭＷ组合的探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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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ＰＳ动态非差周跳探测一般需使用多频观

测值，如无几何距离组合［１，２］、ＭＷ 组合［３］等。

Ｂｌｅｗｉｔｔ提出的 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算法
［４］使用这两种组

合观测值联合探测周跳，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５］。

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算法中，ＭＷ 组合通过递推平均来估

计均值和方差，由于估值需逐渐收敛，收敛前出现

的周跳无法探测［６］。此外，ＭＷ 组合包含伪距观

测值，其噪声远大于载波相位，受多路径效应和卫

星高度角等因素的影响，可能无法探测１～２周的

小周跳［７］。因为递推平均过程虽然能减小期望和

方差估值受噪声的影响，但是 ＭＷ 观测值本身的

噪声水平并没有降低。蔡昌盛［７］对本历元使用后

向平滑，在其后一个历元使用前向平滑，以前后历

元差作为探测检验量以减少噪声影响，但是要求

后续历元用于平滑的数据一定不含周跳，降低了

实际应用中的效率和自动化程度。部分学者将小

波分析等用于周跳探测，但均针对原始ＧＰＳ观测

值［８９］。在动态导航定位中，接收机的某些运动可

能引起原始观测值发生类似于周跳的突变。

针对 ＭＷ组合噪声水平较高的情况，使用经

验模分解（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ＭＤ）

阈值消噪的方法进行处理。对于ＥＭＤ的端点效

应问题，提出在 ＭＷ递推均值上增加虚拟噪声构

成虚拟观测值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延拓。对 ＭＷ

组合进行分解，估计各层分量的阈值，削弱噪声影

响。分析消噪前后含周跳 ＭＷ 组合所发生的变

化，指出周跳具有“扩散”现象，提出基于消噪后

ＭＷ 组合的探测方案。

１　犕犠组合探测性能分析

ＭＷ 组合观测值为
［４］：

犔犠 ＝λ犠犖犠 ＝

λ犠 Φ１－Φ２－
犳１－犳２

犳１＋犳２
（犘１
λ１
＋
犘２

λ２（ ）） （１）

其中，Φ表示载波相位观测值，犘 表示伪距，犳表

示频率，λ表示波长。该组合消除了几何距离和

大部分误差项，仅受伪距噪声和多路径效应影响。

宽巷波长λ犠 表达式为：

λ犠 ＝
犮

犳１－犳２
（２）

犮为光速，波长约为８６．２ｃｍ，相比原始犔１和犔２增

加数倍。直接以下式进行分析：

犖犠 ＝Φ１－Φ２－
犳１－犳２

犳１＋犳２
（犘１
λ１
＋
犘２

λ２
）＝

Φ１－Φ２－
犳１犘１＋犳２犘２

λ犠（犳１＋犳２）
（３）

若无特别说明，这里 ＭＷ 组合观测均指犖犠。

假设两个频点的伪距精度相同（均为σ犘），载

波相位误差很小（可忽略），则 ＭＷ组合的精度为：

σ犠 ＝
犳
２
１＋犳槡

２
２

λ犠犔（犳１＋犳２）
σ犘 （４）

单位为周。代入具体频率和宽巷波长，得：

σ犠 ＝０．８２７σ犘 （５）

若以４倍中误差作为周跳探测的阈值，要探测１

周的周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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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犘 ＜０．３０２犿 （６）

才能满足σ犠＜１／４＝０．２５的需求。受到高度角和

多路径效应影响，式（６）的条件有时难以满足，在

动态条件下尤为严重。

ＭＷ组合递推平均计算均值和方差为
［４］：

珡犖犠（犽）＝珡犖犠（犽－１）＋

１

犽
［犖犠（犽）－珡犖犠（犽－１）］ （７）

σ
２
犠（犽）＝σ

２
犠（犽－１）＋

１

犽
［（犖犠（犽）－

珡犖犠（犽－１））
２
－σ

２
犠（犽－１）］ （８）

σ犠 初值取为０．５周。若

狘犖犠（犽）－珡犖犠（犽－１）狘≥４σ犠（犽） （９ａ）

狘犖犠（犽＋１）－犖犠（犽）狘≤１ （９ｂ）

则认为犽历元发生周跳。

可以看出，在周跳探测过程中，犖犠 本身受到

噪声和多路径效应的影响。若误差水平较高，有

可能发生漏检。

图１显示的是某动态测站在一段时间内观测

卫星ＰＲＮ１０（高度角大于５５°）无周跳时的 ＭＷ

组合观测值（这里实际上是犖犠（犽）－珡犖犠（犽－１），

去除了均值）及其阈值。可以看出，ＭＷ 组合的

噪声水平较高，分布在［－０．６６４，０．５９８］范围内。

显然，在某些历元内发生１周的小周跳时无法被

探测。图２中，黑色虚线以下的部分若发生＋１

周的周跳，无法探测出来；而图３中，黑色虚线以

上的部分无法探测可能发生的－１周的周跳。

图１　无周跳时 ＭＷ组合及阈值

Ｆｉｇ．１　ＭＷ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０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图２　＋１周周跳时的漏检区域

Ｆｉｇ．２　Ｍｉｓ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１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图３　－１周周跳时的漏检区域

Ｆｉｇ．３　Ｍｉｓ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１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如果能够降低 ＭＷ 组合观测值的噪声水平，

同时合理地估计降噪后观测的均值和方差，就能

探测出小周跳，减小漏检率。

２　犈犕犇阈值消噪 犕犠 组合的周跳

探测

２．１　犈犕犇原理及端点效应的抑制

经验模分解［１０］能把复杂的信号分解为一系

列固有模态函数（ＩＭ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ｄ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分量和余项之和的形式。分解出的各分量频率由

高到低，每个分量为一零均值平稳信号。分解的

具体过程为：

１）根据信号狓（狋）的局部极大值和极小值，用

三次样条曲线插值求出信号上下包络线，计算上

下包络的均值犿１，得到犺１＝狓（狋）－犿１。检测犺１

是否满足ＩＭＦ的两个条件：①零点数目与极值点

数目相同或最多相差１；②局部极大值点构成的

包络线和局部极小值点构成的包络线的均值为

零。若满足，则犺１ 为第一个分量ｉｍｆ１。

２）若不满足，重复执行第１步，直至重复犽次

后犺１犽满足条件，则ｉｍｆ１＝犺１犽，求出原始信号与

ｉｍｆ１ 的差值：狉１＝狓（狋）－ｉｍｆ１。

３）将狉１ 作为新原始信号重复上述过程，逐个

提取出狀个ＩＭＦ分量ｉｍｆ２，ｉｍｆ３，…，ｉｍｆ狀，得到余

项狉狀＝狉狀－１－ｉｍｆ狀。当ｉｍｆ狀 或狉狀 小于预先设定

的值，或狉狀 已经成为单调函数时，分解完成。信

号狓（狋）分解成狀个ＩＭＦ分量和１个余项的和：

狓（狋）＝∑
狀

犻＝１

ｉｍｆ犻＋狉狀 （１０）

　　在分解过程中，求包络线是通过极值点进行

插值拟合得到的，在样条插值时，如果数据两个端

点本身不是极值点，就不能确定端点处的极值点，

导致构成包络线的三次样条曲线在数据序列的两

端出现发散现象，并且这种发散的结果可能会逐

渐向内“污染”，这就是ＥＭＤ端点效应
［１１］。

如果在 ＭＷ 组合消噪过程中发生周跳，且周

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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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位置发生在数据段的边缘，端点效应会对含周

跳的组合观测值进行错误的分解，导致周跳被湮

没。如果能对数据进行延拓，即在端点以外再增

加一段虚拟观测数据，则原来发生周跳的数据处于

数据中部，受端点效应的影响将大大降低，关键在

于所增加的数据要和已有数据具有类似的特性。

在第犽个历元，我们由之前犽－１个历元的数

据经递推平均能够得到数据的均值珡犖犠（犽－１）和

标准差σ犠（犽－１），在假定 ＭＷ 组合观测符合正

态分布的情况下，可以产生狀个虚拟数据：

犖′犠（犽＋１，…，犽＋狀）＝珡犖犠（犽－１）＋

σ犠（犽－１）·ｒａｎｄｎ（狀） （１１）

其中，ｒａｎｄｎ产生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数组。此

为向后延拓的方向，向前延拓方法类似。

２．２　犈犕犇阈值消噪

文献［１３１４］提出了基于Ｈｕｒｓｔ参数的阈值消

噪方法。对前两个ＩＭＦ分量的标准差采用具有抗

差性的中位数来估计，以免受到周跳成分的干扰：

σ^（犽）＝ｍｅｄｉａｎ（｜ｉｍｆ犽（犼）；犼＝

１，２，…，犖狘）／０．６７５４，犽＝１，２ （１２）

而其他ＩＭＦ分量的方差按下式递推计算：

犞^（犽）＝ρ
（２犎－２）（犽－２）
犎 犞^（２）＝

ρ
（２犎－２）（犽－２）
犎 ［^σ（２）］

２，犽＞２ （１３）

式中，犎 即为Ｈｕｒｓｔ参数。ＭＷ 组合观测值误差

可视为白噪声，即犎＝０．５，则：

犞^（犽）＝ρ
－（犽－２）
犎 ［^σ（２）］

２，犽＞２ （１４）

阈值估计：

犜犽 ＝ 犞犽·２ｌｎ槡 犖 ＝σ犽 ２ｌｎ槡 犖 （１５）

可以看出，各层分量的阈值不同，ＥＭＤ阈值消噪

是一种自适应阈值消噪方法。

图４　端点发生周跳的 ＭＷ组合

Ｆｉｇ．４　　ＭＷ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ｏｎｔｈｅｅｎｄ

ＭＷ 组合观测值如图 ４ 所示。对卫星

ＰＲＮ１０的一段数据最后一个历元的 ＭＷ 组合加

入＋１周周跳，分别用原始数据和数据延拓后的

数据进行ＥＭＤ阈值消噪，结果见图５、６。可以看

出，如果不对数据进行延拓，受端点效应的影响，

周跳会被湮没。

图５　未使用数据延拓的消噪 ＭＷ

Ｆｉｇ．５　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ａｔ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图６　使用数据延拓的消噪 ＭＷ

Ｆｉｇ．６　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ｗｉｔｈｄａｔ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２．３　消噪 犕犠组合探测周跳

ＭＷ 组合中的观测值若发生周跳，相当于数

据发生极强的突变，ＥＭＤ阈值消噪将这种突变进

行平滑，让整个数据的变化更为平缓。因此，某个

历元上发生的周跳经过阈值消噪后，会“扩散”到

附近的历元，如图６。图７、８是另一段 ＭＷ 组合

观测值及其消噪的结果，周跳未发生在端点处而

是发生在中间，周跳向前后两个方向扩散。

消噪后周跳的“扩散”现象对于周跳的发现是

有利的。假设在犽历元发生周跳，则对犽－１历元

及之前历元的数据，采用ＥＭＤ阈值消噪后 ＭＷ

组合未发生突变，即犽－１、犽－２…等历元均无法

探测到周跳；而使用包含犽历元的数据进行消噪

后，组合观测值在犽、犽－１、犽－２…等历元均可能

超过检验阈值。这说明，使用消噪后的 ＭＷ 组合

探测周跳时，不能仅以是否超过检验阈值作为定

位周跳发生历元的标准，需结合前后两个历元的

结果进行对比。

消噪 ＭＷ 组合进行周跳探测包括以下步骤：

１）基于递推平均过程估计的均值和方差，对

ＭＷ 组合观测值序列进行数据延拓，如式（１１）所

示。对于消噪后的数据，可取标准差初值为０．２

周或更小。

２）对信号进行ＥＭＤ分解，并进行阈值消噪。

３）对于消噪后 ＭＷ组合超过阈值的点犻、犻＋

１、犻＋２、…，由犽＝犻及之前一段历元的数据进行

步骤１、２，检验消噪后犽历元结果是否超过阈值。

若超出，则说明犽历元发生周跳，将犽历元结果用

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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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推平均计算的均值代替，以免影响后续探测，犽

往前推进，即犽＝犻＋１；若未超出，说明当前历元

未发生周跳，直接令犽＝犻＋１。最终使犽遍历所有

超过阈值的点。上述步骤也可由后向前递推。

图７　发生周跳的 ＭＷ组合

Ｆｉｇ．７　Ｕｎ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图８　消噪后发生周跳的 ＭＷ组合

Ｆｉｇ．８　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３　计算与分析

选择２５６个历元数据进行实验，未消噪 ＭＷ

组合的误差与图１类似。其中，第２５６个历元的

ＭＷ 组合观测值加入＋１周的周跳，进行ＥＭＤ

阈值消噪前均进行了数据延拓。图９显示的是使

用前２５５个历元数据探测的结果，图１０为２５６个

历元数据探测的结果。使用少于２５５个历元的结

果和图９类似，这里不再给出。

图９　发生周跳的 ＭＷ组合

Ｆｉｇ．９　Ｕｎ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１）经过消噪后，ＭＷ 组合观测值的噪声水平

下降，最大值不超过０．２周，能够迅速探测出小至

１周的周跳。

２）对数据进行数据延拓后再使用ＥＭＤ，能探

图１０　消噪后发生周跳的 ＭＷ组合

Ｆｉｇ．１０　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测到位于端点处的周跳。

３）发生周跳时，若使用包含周跳对应历元的

数据进行消噪并探测，其他历元也受到周跳的影

响，结合使用不含周跳历元的数据方能最终确定

周跳位置。

４　结　语

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方法无法降低 ＭＷ 组合观测值

本身的噪声水平，在接收机质量不稳定、多路径效

应显著等情况下容易造成漏检。使用ＥＭＤ阈值

消噪的方法能够对噪声进行降噪处理，根据噪声

特性得到各层分量的阈值，削弱噪声影响，提高对

周跳的辨识度。ＥＭＤ存在端点效应问题，提出在

ＭＷ 递推均值上增加虚拟噪声构成虚拟观测值

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延拓。进行数据延拓后，即使

在端点处发生周跳，消噪后周跳特性仍然得到保

留。若 ＭＷ 组合包含周跳，则消噪后观测值中的

周跳具有“扩散”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基于

消噪后 ＭＷ组合的探测方案，能够定位周跳发生

的具体位置，增强消噪后 ＭＷ 组合探测周跳的准

确性。

参考文献

［１］　方荣新，施闯，魏娜，等．ＧＰＳ数据质量控制中实时周跳探

测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３４（９）：１０９４

１０９８（ＦａｎｇＲｏｎｇｘｉｎ，ＳｈｉＣ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Ｎａ，ｅｔａｌ．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ＰＳ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４（９）：１０９４１０９８）

［２］　陈品馨，章传银，黄昆学．用相位减伪距法和电离层残差法

探测和修复周跳［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１０，３０

（２）：１２０１２５（Ｃｈｅｎ Ｐｉｎ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ｙｉｎ，Ｈｕａｎｇ

Ｋｕｎｘｕｅ．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ｂｙＵｓｅｏｆ

ＰｈａｓｅＲｅｄｕｃｅ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ｇｅＬａｗａｎｄＩｏｎｉｚｅｄＬａｙｅｒＲｅｍ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２０１２５）

［３］　阳仁贵，欧吉坤，袁运斌．一种ＧＰＳ相位周跳分段平均组合

的自动修复方法［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９，２９

（５）：７６７７（ＹａｎｇＲｅｎｇｕｉ，ＯｕＪｉｋｕｎ，ＹｕａｎＹｕｎｂｉｎ．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ｆＳｕｂＡｖｅｒａｇｅ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ｕｔｏＲｅ

９６６



大 地 测 量 与 地 球 动 力 学 ２０１５年８月

ｓｔｏｒｉｎｇＧＰＳＰｈａｓｅ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２９（５）：７６７７）

［４］　ＢｌｅｗｉｔｔＧ．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ｄｉ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ＧＰＳＤａｔａ

［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０，１７（３）：１９９２０２

［５］　吴继忠，施闯，方荣新．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单站ＧＰＳ数据周跳探测

方法的改进［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６（１）：

２９３４（ＷｕＪｉｚｈｏｎｇ，ＳｈｉＣ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Ｒｏｎｇｘ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ｕｒ

ｂｏＥｄｉｔ［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３６（１）：２９３４）

［６］　郑作亚，程宗颐，黄城，等．对Ｂｌｅｗｉｔｔ周跳探测与修复方法

的改进［Ｊ］．天文学报，２００５，４６（２）：２１６２２５（ＺｈｅｎｇＺｕｏｙａ，

ＣｈｅｎｇＺｏｎｇｙｉ，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ｏｆＣｙｃｌｅ

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ｅｗｉｔ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ｃｔａ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４６（２）：２１６２２５）

［７］　Ｃａｉ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Ｚｈｉｚｈａｏ，ＸｉａＰｅ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Ｃｙｃｌｅ

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ｐａｉｒｆｏｒ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１７：２４７２６０

［８］　蔡昌盛，高井祥．ＧＰＳ周跳探测及修复的小波变换法［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１）：３９４３（ＣａｉＣｈ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Ｇａｏ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ＧＰＳＤａｔａｂｙ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３２（１）：３９４３）

［９］　李明然，田林亚，热比亚．小波和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组合在 ＧＰＳ

周跳探测与修复中的应用［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２０１２，３２（４）：７６７９（ＬｉＭｉｎｇｒａｎ，ＴｉａｎＬｉｎｙａ，Ｒｅｂｉｙａ．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ＰＳ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２（４）：７６７９）

［１０］ＨｕａｎｇＮＥ，ＳｈｅｎＺ，ＬｏｎｇＳ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ｌｂｅｒ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１９９８，１９７１，４５４：９０３９９３

［１１］曹冲锋，杨世锡，杨将新．一种抑制ＥＭＤ端点效应新方法

及其在信号特征提取中的应用［Ｊ］．振动工程学报，２００８，

２１（６）：５８８５９４（ＣａｏＣ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Ｓｈｉ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

ｉｎ．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ｍｐｉｒ

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ｉｇｎａｌＦｅａ

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１（６）：５８８５９４）

［１２］ＨｕａｎｇＮＥ，ＳｈｅｎＳＳＰ．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２００５

［１３］甘雨，隋立芬，王冰．经验模态分解阈值消噪方法及其在惯性

导航系统数据处理中的应用［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２，４１（４）：

５０４５１０（ＧａｎＹｕ，ＳｕｉＬｉｆｅｎ，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ＥＭ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

Ｎｏ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ＮＳ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ｅｔ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４１（４）：５０４５１０）

［１４］ＧａｎＹｕ，ＳｕｉＬｉｆｅｎ．ＡｎＥＭ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ｓ［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９：３４４１

犐犿狆狉狅狏犻狀犵狋犺犲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狅犳犕犠犆狅犿犫犻狀犲犱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狅狀犆狔犮犾犲犛犾犻狆

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犝狊犻狀犵犈犕犇犜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犇犲犖狅犻狊犻狀犵
犌犃犖犢狌１　犛犝犐犔犻犳犲狀

１
　犙犐犌狌狅犫犻狀

１
　犠犈犖犑犻狀犼犻犲

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２ＫｅｘｕｅＲｏａ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ｒｏｏｐ９３７８７，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７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Ｗ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ｃ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ｉｓｓ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ｕｒｂｏＥｄｉ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ＭＷ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ｅＥＭ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ｎｏ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Ｗ．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Ｍ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ｔｏｂ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ｉ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ｂｙａｓｅｔｏｆ

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ａｄｄｉｎｇｖｉｒｔｕａｌｎｏ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Ｗ．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ｏｆｔｈｅ

ＩＭＦ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ＥＭＤｏｆＭＷａ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ｎｄｕｓｅｄｔｏ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Ｔｈｅｎｅ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ｗｉｌｌｓｐｒｅａｄｔｏ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ｎｏｉｓｅｄＭＷ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Ｍ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Ｗ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ｓｌｉｐ；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ｄａｔ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本刊编委金双根首次提出大气地震学概念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中科院上海天文台金双根团队在电离层地震学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在国际上首次提出

大气地震学概念，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地球科学评论》。在这项研究中，科研人员模拟结果给出了地震电离

层扰动特性，即产生的声波重力波靠近震中，而表面瑞利波和海啸在大气／电离层中分别产生声波和重力波。这些

由固体地球／海洋和大气耦合产生的波向周边和上空传播，引起电离层等离子扰动。但由于真正前震、同震和余震

电离层扰动信号很难分离，特别是震前大气异常仍存争议，大气和地震耦合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金双根

提出，利用大气探测手段，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地震破裂前后细节和产生机理，发展ＧＮＳＳ大气地震学，共同解决地

震监测和预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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