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有色噪声的序贯平差
赵长胜

徐州师范大学测绘学院

摘要：推导基于有色噪声的观测量序贯最小二乘平差及其精度估计，并证明这种方法与整体平差和静态滤波具有相同的平差结

果。通过算例表明，推导的公式正确有效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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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量的序贯平差问题，也是静态滤波问题。文L2的协因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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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B2Q22l B2+ Qxl  ）-1  （BTQ22'  L2+ Qx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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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价变换

    、’    静态滤波

    将式（1  ）  中第一式左乘- Q21 Q1  ，'  加到第二式

    用静态滤波理论来完成第二次平差时，X是随机

中，并令    向量，称为滤波参数，其先验期望分别为纵：E（X）

    一A ，L2HV.州、l△I曳足个I A大J L2口了.=L.川’-凸_夏凡√J刀。/Y

    2    2  ‘“‘  ”一1 f\J7QL2122 82QxB2+ Q22 1

    A2 =A2 - Q2101  1'△t J    n  —n苗T

    Qkz：=QxB～

则式（1）变换为L2的先验数学期望为

    Ll =BiX +A

    iRY.jf    （4）    ll'L2一u kIJ2 7一D2A    kll）

    一2～2ii u2 0FFⅥ占u“■.工.1甘Ⅱ日/，\争广Jt1

    爱  =X +QxB2（B2QxBT +Q：2）-1  （L2 - B2X）  （  12）

  收稿日期：2009 -03 -12

  作者简介：赵长胜（1957-）  ，男，辽宁阜新人，博士  ，教授，主要从事大地测量和数据处理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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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整体平差结果：宕= [0. 015 2. 398  1.188    0.428]  ’。
_0.481]T。    由于两组观测值相关，其互协因数矩阵Q21≠
    2）  顾及有色噪声的等价变换法序贯平差。    O。因此需要按式（3）  对第2组观测方程和协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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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第一组，后8个观测值为第2组。第一组单独  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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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整体平差和等价变换法序贯平差结  用，其平差结果要带有一定的误差，其误差大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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