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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4966《卫星导航增强信息互联网传输》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播发体制;
———第2部分:接口要求;
———第3部分:数据传输格式。
本部分为GB/T34966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54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四维

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玉霞、周明、康登榜、谢坤、金天、闫大鹏、安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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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卫星导航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们对卫星导航服务性能的需求和要求愈来愈高,推动

着卫星导航增强技术逐步深入各个应用领域,由此带来对卫星导航增强技术相关标准规范的需求日趋

旺盛和迫切。本部分重点关注的是卫星导航增强信息传输的接口要求,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我国卫

星导航技术发展和实际应用情况,并参考了RTCM10410.1《基于互联网的RTCM 数据网络传输(Nt-
rip)》。

本部分与Ntrip2.0之间的变化与区别主要在于:

a) 名称为“卫星导航增强信息互联网传输 第2部分:接口要求”;

b) 范围按我国标准化要求编写;

c) 增加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标准中用到的国内及国际标准;

d) 增加了第3章“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对挂载点、header、headerline等术语进行定义,补充了缩

略语;

e) 将Ntrip2.0中的1.3“系统概念”、1.4“系统要素”合并成本部分的第4章“系统结构”,将系统

的组成部分定义为网络实体,给出了新型的网络实体拓扑结构,并将网络实体分为数据源、数
据服务器、播发服务器、用户节点;

f) 明确了本部分的具体数据源增强信息数据传输格式见GB/T34966.3;

g) 在第5章“基于 HTTP的接口要求”中,以表格的形式增加了对header及headerline的分类

介绍;

h) 增加新的小节,对HTTP身份认证的作用和方式进行阐述;

i) 针对RTP通信,改为建立连接、开始传输和结束传输三个阶段;

j) 数据源只支持GNSS校正量;

k)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分别给出用户节点与播发服务器之间、数据服务器与播发服务器之间进行

HTTP通信的实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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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增强信息互联网传输
第2部分:接口要求

1 范围

GB/T34966的本部分规定了基于网络的卫星导航增强信息数据传输的接口要求,包括网络结构、
基于HTTP的接口要求、基于RTSP的接口要求、基于RTP的接口要求、源信息表等方面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在互联网络环境下卫星导航增强信息传输的接口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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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59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9390 导航术语

GB/T17424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DGNSS)技术要求

GB/T19391 全球定位系统(GPS)术语及定义

GB/T34966.1 卫星导航增强信息互联网传输 第1部分:播发体制

GB/T34966.3 卫星导航增强信息互联网传输 第3部分:数据传输格式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9390、GB/T17424、GB/T19391、GB/T34966.1和GB/T34966.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头部 header
网络报文中用于表示网络实体之间的基本信息的部分。

3.1.2
头行 headerline
头部中以<CR><LF>结束的每一行。
注:<CR><LF>是字符为0xD和0xA的序列。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System)

HTML———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HypertextMarkupLanguage)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TransferProtocol)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EngineeringTaskForce)

NMEA———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NationalMarineElectronics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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