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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伪卫星信号接口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北斗伪卫星信号接口定义、空间信号特性、测距码和导航电文等技术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北斗伪卫星设备、用户接收机和芯片的研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9267  北斗卫星导航术语 

IS-GPS-200K  Navstar GPS Space Segment/Navigation User Interfaces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392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北斗伪卫星  BeiDou Pseudolite 

北斗伪卫星是一种播发与GNSS信号兼容的导航增强设备，通过播发B1I、L1两个频点导航定位信

号，商品化GNSS接收机或芯片在不改变硬件模块的条件下，只需升级软件即可实现伪卫星信号的接

收和定位。 

3.1.2  

北斗伪卫星坐标系统  BeiDou Pseudolite Coordinate System 

北斗伪卫星系统采用北斗坐标系（BeiDou Coordinate System，简称BDCS），与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坐标体系一致。 

3.1.3  

北斗伪卫星时间系统  BeiDou Pseudolite Time System 

北斗伪卫星系统的时间基准为B1I频点信号采用北斗时，L1频点信号采用GPS时。 

3.1.4  

脉冲调制的二进制相移键控  Qulse Modulation-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 

脉冲调制的二进制相移键控（Qulse Modulation-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简称 PM-BPSK），

即在 BPSK 调制基础上，对扩展码的每个码片增加脉冲调制控制开关，控制每个脉冲占空比因数

按所需从 1％到 100％生成周期的脉冲调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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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缩略语 

BDS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T：北斗时（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ime） 

BPSK：二进制相移键控（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 

CDMA：码分多址（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ECEF：地心地固坐标系（Earth-Centered Earth-Fixed） 

GPS ：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MSB：最高有效位（Most Significant Bit） 

PRN：伪随机噪声码（Pseudo Random Noise Code） 

PM-BPSK：脉冲调制的二进制相移键控（Qulse Modulation-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 

QPSK：正交相移键控（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 

RHCP：右旋圆极化（Right-Handed Circularly Polarized） 

SOW：周内秒计数（Seconds of Week） 

UTC：协调世界时（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 

WN：整周计数（Week Number） 

4 信号特性 

4.1 信号结构 

伪卫星信号均由“测距码+导航电文”正交调制在载波上构成。信号生成公式如下式1所示 

       
jS ( ) ( ) ( )cos(2 ) ( ) ( )sin(2 )j j j j j j

I I I I Q Q Q Qt A C t D t f A C t D t f   = + + + ………（1） 

式中： 

S——调制后的伪卫星信号； 

上角标j——表示伪卫星编号；  

IA ——I路信号幅值；  

QA ——Q路信号幅值；  

IC ——I路信号测距码；  

QC ——Q路信号测距码；  

ID ——I路信号电文； 

QD ——Q路信号电文； 

f ——信号载波频率； 

I ——I路信号载波初相； 

Q ——Q路信号载波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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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载波频率 

北斗伪卫星 B1I 频点标称载波频率为 1561.098MHz，L1 频点标称载波频率为 1575.42MHz。  

4.3 调制方式 

伪卫星调制方式支持 BPSK 调制、PM-BPSK 调制两种方式。 

4.4 极化方式 

伪卫星信号极化方式采用 RHCP。 

4.5 用户接收信号电平 

北斗伪卫星信号用户室内接收最小电平为-128.5dBm，用户室外接收最小电平为-133dBm 

4.6 信号复用方式 

信号复用方式均为码分多址（CDMA） 

4.7 信号工作带宽 

北斗伪卫星 B1I 频点信号工作带宽为为 4.092MHz， L1 频点信号工作带宽为 2.046MHz。 

4.8 相关损耗 

伪卫星相关损耗不超过 0.6 dB； 

4.9 载波相位噪声 

载波相位噪声如下： 

——-60 dBc/Hz        @ f0±10 Hz 

——-75 dBc/Hz        @ f0±100 Hz 

——-80 dBc/Hz        @ f0±1 kHz 

——-85 dBc/Hz        @ f0±10 kHz 

——-95 dBc/Hz        @ f0±100 kHz 

4.10 带内杂散 

伪卫星发射的杂散信号不超过-40dBc。 

5 测距码特性 

5.1 伪卫星 B1I频点测距码 

5.1.1 测距码产生 

B1I 频点的测距码码速率为2.046 Mcps，码长为2046。 

B1I 频点I支路测距码由两个线性序列G1和G2模二和产生平衡Gold码后截短1 chip生成。G1和

G2 序列分别由两个11 级线性移位寄存器生成，其生成多项式如下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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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2 3 4 5 8 9 11

G1 X = +X+X +X +X +X +X

G2 X = +X+X +X +X +X +X +X +X

（ ）1

（ ）1
……………………（2） 

G1 和G2的初始相位为： 

G1 序列初始相位：01010101010 

G2 序列初始相位：01010101010 

B1I 频点测距码发生器下图1所示。 

 

图 1  B1I 频点测距码发生器 

5.1.2 测距码分配 

通过对产生G2序列的移位寄存器不同抽头的模二和可以实现G2序列相位的不同偏移，与G1序

列模二和后可生成不同卫星的测距码。伪卫星测距码伪卫星号分配为：173-184。G2序列相位抽头

分配对应如下表1所示。 

表 1  G2抽头系数 

伪卫星号 抽头1 抽头2 抽头3 抽头4 抽头5 

173 2 5 7 10 11 

174 2 6 7 10 11 

175 3 4 5 10 11 

176 3 4 6 10 11 

177 3 4 8 10 11 

178 3 4 9 10 11 

179 3 5 9 10 11 

180 3 6 7 10 11 

181 3 6 9 10 11 

182 4 5 6 10 11 

183 4 6 9 10 11 

184 6 7 8 10 11 

5.2 伪卫星 L1频点测距码 

5.2.1 测距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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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频点的测距码码速率为 1.023 Mcps，码长为 1023。 

L1 频点 I 支路测距码由两个线性序列 G1 和 G2i 模二和产生平衡 Gold 码。G2i 序列由 G2 序列

延迟整数的码片个数而构成，G1 和 G2 序列分别由两个 10 级线性移位寄存器生成，其生成多项式

如式 3 所示： 

                         

10 3

10 9 8 6 3 2

G1  X  X  1

G2  X  X  X  X  X  X  1

= + +

= + + + + + +
……………………（3） 

G1 和 G2 的初始相位为： 

G1 序列初始相位：1111111111。 

G2 序列初始相位：1111111111。 

L1 频点测距码发生器如下图 2 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G1寄存器

G2寄存器

全部置1

R/10
C

1.023MHz

X1历元

X1历元

1.023MHz时钟

G1(t)

G2(t+di Tg)

CA 码
Gi(t)

相位选择逻辑
 

图 2  L1扩频码发生器 

5.2.2 测距码分配 

通过对产生G2序列的移位寄存器不同抽头的模二和可以实现G2序列相位的不同偏移，与G1序列

模二和后可生成不同卫星的测距码。伪卫星测距码伪卫星号分配为：173-184。G2序列相位延迟分配

对应如表2下。 

表 2  伪卫星 L1频点测距码 G2配置 

伪卫星号 G2延迟码片数 G2抽头设置（八进制） 

173 150 1362 

174 395 1654 

175 345 0510 

176 846 0242 

177 798 1142 

178 992 1017 

179 357 1070 

180 995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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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伪卫星号 G2延迟码片数 G2抽头设置（八进制） 

181 877 0455 

182 112 1566 

183 144 0215 

184 476 1003 

6 导航电文 

6.1 伪卫星 B1I频点导航电文 

6.1.1 电文速率和类型 

6.1.1.1 电文信息数据 

导航电文由伪卫星通过B1I信道以50比特/秒的速度进行传送。 

6.1.1.2 电文信息类型 

电文信息类型为导航数据，包含伪卫星位置、周、周内秒、设备时延等。参数数据结构与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相同，参数内容除表3定义的其余内容不限，可以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参数一致，也可以根据自己场景定义参数。 

表 3  伪卫星电文 

序号 名称 参数长度 比例因子 单位 

1 坐标X 36* 10-3 m 

2 坐标Y 36* 10-3 m 

3 坐标Z 36* 10-3 m 

4 SOW周内秒 20 1 s 

5 WN 13 1 - 

6 FraID 3 1 - 

7 设备时延 10 1 ns 

* 为 2 进制补码，最高有效位（ MSB）是符号位（ ﹢ 或﹣ ）。 

6.1.2 电文帧结构 

B1I频点导航电文由主帧和子帧组成。每个主帧为1500比特，历时3秒，每个主帧由5个子帧组

成，每个子帧为300比特，历时0.6秒，每个子帧由10个字组成，每个字为30比特，历时0.06秒。 

每个字由导航电文数据及校验码两部分组成。每个子帧第1个字的前15比特信息不进行纠错编

码，后11比特信息采用BCH（15,11,1）方式进行纠错，信息位共有26比特；其它9个字均采用BCH

（15,11,1）加交织方式进行纠错编码，信息位共有22比特。 

6.1.3 电文结构安排 

北斗伪卫星B1I频点导航信息分为基本导航信息、必填导航信息和选填导航信息。其中，帧同

步码（简称帧头）、周内秒、周为基本导航信息，伪卫星坐标信息、设备时延为必填信息，其余

为选填信息。必填信息在子帧1中已做定义并在下图3给出，其余子帧补充内容均为选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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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12 τ-10 P

WN-13 保留位 P

X-22 P

X-14 Y-8 P

Y-22 P

Y-6 Z-16 P

Z-20 P保留位-2

帧头-11 SOW-8FraID-3保留-4 P

 
图 3  电文页结构 

6.1.4 导航电文内容与算法 

6.1.4.1 帧同步码 

每一子帧的第1-11比特为帧同步码，其值为“11100010010”，第1比特上升沿为秒前沿，用于

时标同步。 

6.1.4.2 子帧计数（FraID） 

每一子帧的第1个字 16-18 比特为子帧计数（FraID），共3比特，具体见表4定义。 

表 4  子帧计数编码定义 

编号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子帧序列号 1 2 3 4 5 保留 保留 

6.1.4.3 周内秒计数（SOW） 

每一子帧的第1个字19-26比特和第二个字31-42比特为周内秒计数（SOW），共20比特，每周

日北斗时0点0分0秒从零开始计数。周内秒计数所对应的秒时刻是指本子帧同步头的第一个脉冲上

升沿所对应的时刻。 

6.1.4.4 整周计数（WN） 

整周计数（WN）共13比特，为北斗时的整周计数，其值范围为0-8191，以北斗时2006年1月1

日0点0分0秒为起点，从零开始计数。 

6.1.4.5 设备时延（ t ） 

                         t 10*
1024


 = ………………………………………（4） 

式中： 

τ——电文中设备时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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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6 坐标计算 

其中，X、Y、Z分别为电文中对应的X、Y、Z值，x，y，z为得到的ECEF坐标系坐标。 

                       

/1000

/1000

/1000

x X

y Y

z Z

=

=

=

……………………………………（5） 

6.1.5 BCH编码 

导航电文采取 BCH（15,11,1）码加交织方式进行纠错。BCH 码长为15比特，信息位为11比

特，纠错能力为1比特，其生成多项式为 。导航电文数据码按每11比特顺序分

组，对需要交织的数据码先进行串/并变换，然后进行 BCH（15,11,1）纠错编码，每两组BCH码，

按1比特顺序进行并/串变换，组成30比特码长的交织码。具体如图4所示。 

 
图 4  BCH编码方式 

6.2 伪卫星 L1频点导航电文 

6.2.1 电文速率和类型 

6.2.1.1 电文信息数据 

导航电文由伪卫星通过L1信道以50比特/秒的速度进行传送。 

6.2.1.2 电文信息类型 

电文信息类型为导航数据，包含伪卫星位置、周、周内秒、设备时延等。参数数据结构与

IS-GPS-200H文件相同，参数内容除表5定义的其余内容不限，可以与IS-GPS-200K文件参数一致，

也可以根据自己场景定义参数。 

表 5  伪卫星电文 

序号 名称 参数长度 比例因子 单位 

1 坐标X 36* 10
-3
 m 

2 坐标Y 36* 10
-3
 m 

3 坐标Z 36* 10
-3
 m 

4 SOW周内秒 17 1 s 

5 WN 10 1 - 

6 FraID 3 1 - 

7 设备时延 10 1 ns 

* 为 2 进制补码，最高有效位（ MSB）是符号位（ ﹢ 或﹣ ）。 

 

 

4( ) 1g X X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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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电文帧结构 

L1频点导航电文由主帧和子帧组成。每个主帧为1500比特，历时3秒，每个主帧由5个子帧组

成，每个子帧为300比特，历时 0.6 秒，每个子帧由10个字组成，每个字为30比特，历时0.06秒。

每个字由导航电文数据及校验码两部分组成。前24比特为导航电文数据，后6位为纠错编码数据。 

北斗伪卫星L1频点导航信息分为基本导航信息、必填导航信息和选填导航信息。其中，帧同

步码（简称帧头）、周内秒、周为基本导航信息，伪卫星坐标信息、设备时延为必填信息，其余

为选填信息。必填信息在子帧1中已做定义并在下图给出，其余子帧补充内容均为选填信息。具体

如图5所示。 

SOW-17
2比特-保证校验

末尾00
FraID-3保留位 P

WN-10 P

保留位 τ-10 P

X-24 P

Y-24 P

Y-12 P

Z-24 P

P保留位

帧头-8

10001011
保留-2遥测码-14 P-6

保留位

X-12

Z-12

 

图 5  电文页结构 

6.2.3 导航电文内容与算法 

6.2.3.1 帧同步码 

每一子帧的第1-8比特为帧同步码，其值为“10001011”，第1比特上升沿为秒前沿，用于时标

同步。 

6.2.3.2 子帧计数（FraID） 

每一子帧的第20-22比特为子帧计数（FraID），共3比特，具体定义如表6所示。 

表 6  子帧计数编码定义 

编号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子帧序列号 1 2 3 4 5 保留 保留 

6.2.3.3 周内秒计数（S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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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子帧的第2个字1-17比特为周内秒计数（SOW），共17比特，每周日GPS时0点0分0秒从零

开始计数。周内秒计数乘以6所对应的秒时刻是指下一子帧同步头的第一个脉冲上升沿所对应的时

刻。 

6.2.3.4 整周计数（WN） 

整周计数（WN）共10比特，为GPS时的整周计数，其值范围为0-1023，以GPS时1980年1月5

日午夜，即1980年1月6日零点开始。 

6.2.3.5 设备时延（ t ） 

                                   t 10*
1024


 = ……………………………………（6） 

式中： 

τ——电文中设备时延值。 

6.2.3.6 坐标计算 

                              

/1000

/1000

/1000

x X

y Y

z Z

=

=

=

……………………………………（7） 

式中：X、Y、Z分别为电文中对应的X、Y、Z值，x，y，z为得到的ECEF坐标系坐标。 

6.2.4 奇偶校验 

奇偶校验与GPS L1频点电文定义方式相同，具体如下所示。 

*

1 1 30

*

2 2 30

*

3 3 30

D  = d D

D  = d D

D  = d D





  

 

 

 
*

24 24 30

*

25 29 1 2 3 5 6 10 11 12 13 14 17 18 20 23

*

26 30 2 3 4 6 7 11 12 13 14 15 18 19 21 24

*

27 29 1 3 4 5 7 8 12 13 14 15 16 19 20 22

*

28 30 2

D = d D

D =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D d



             

             

             

  4 5 6 8 9 13 14 15 16 17 20 21 23

*

29 30 1 3 5 6 7 9 10 14 15 16 17 18 21 22 24

*

30 29 3 5 6 8 9 10 11 13 15 19 22 23 24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其中： 

d1，d2，……，d24 为电文数据比特； 

D25、D26，……，D30为校验后的校验比特数 

D1、D1，……，D30 为伪卫星发送的电文比特； 

为模 2 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