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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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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软件的卫星定位能力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移动应用软件的卫星定位能力的技术要求以及测试方法，主要包括北斗独立定位、北

斗优先定位以及单北斗定位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卫星定位信息提供服务的移动应用软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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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AF 223—2024  移动智能终端卫星定位能力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3 术语及定义 

T/TAF 223—2024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北斗独立定位  BeiDou independent positioning 

在仅有北斗卫星信号场景下，使用北斗卫星信号进行搜星、捕获、定位解算和输出。 

3.2 

北斗优先定位  BeiDou preferred positioning 

在融合卫星信号场景下，优先用北斗卫星信号进行定位解算。 

3.3 

单北斗定位  BeiDou only positioning 

在融合卫星信号场景下，仅用北斗卫星信号进行搜星、捕获、定位解算和输出。 

3.4 

水平定位误差  horizontal positioning error 

定位误差在水平方向的投影分量。 

3.5 

移动应用软件 mobile application 

安装于智能终端的应用软件，包括移动智能终端预置、下载安装的应用软件，基于应用软件开放平

台接口开发的、用户无需安装即可使用的小程序等。 

[来源：GB/T 34975-2017,有修改] 

4 缩略语 

T/TAF 223—2024中界定的以及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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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P：应用软件（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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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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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NMEA：海用电子设备格式（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TTFF：首次定位时间（Time To First Fix） 

WLAN：无线局域网络（Mobile Station Based） 

5 技术要求 

5.1 数据获取要求 

移动应用软件应能正确调用移动终端操作系统提供卫星定位信息的API接口，并能基于该接口的信

息提取定位结果信息、系统层面在定位解算中是否使用了北斗卫星提供的信息。 

5.2 界面展示要求 

在移动应用软件使用5.1节中终端操作系统提供的定位信息并进行展示时，应如实展示是否使用了

北斗卫星提供的信息。移动应用软件展示相关信息时应使用简单、直接、不引发歧义的形式。 

移动应用软件未使用5.1节中相关信息，使用其他定位方式提供服务并进行展示时，应如实展示所

采用的卫星定位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多星座融合定位、北斗独立定位、北斗优先定位、单北斗定位。 

6 测试概述 

6.1 测试环境 

除特殊说明外，T/TAF 223—2024规定的实验条件适用于本文件。 

测试环境的具体测试要求如下： 

——温度：15℃～35℃； 

——相对湿度：45%～75%； 

——终端：满足T/TAF 223—2024标准要求，且能读取到NMEA 0183格式卫星定位数据日志的移动终

端设备。 

6.2 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包括卫星信号源、屏蔽箱、控制电脑，如图1所示。卫星信号源用于发射卫星信号、模拟

需要的测试场景，位于控制电脑的系统测试软件控制卫星信号源、终端及其他辅助测试设备，该测试软

件支持镜像远控移动终端、数据处理、报表生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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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试系统 

7 测试方法 

7.1 位置显示一致性测试 

位置显示一致性的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编号：7.1； 

b） 测试项目：位置显示一致性； 

c） 预置条件：被测APP已安装于测试用终端；测试系统已连接启动；终端定位功能正常，系统处

于稳定运行状态； 

d） 测试步骤： 

1） 步骤1：通过控制电脑确定模拟位置数据，并控制卫星信号源发送模拟位置的卫星信号； 

2） 步骤2：实时抓取测试终端操作系统上报的NMEA 0183格式日志，待有效定位数据收敛于模

拟位置； 

3） 步骤3：通过计算机远程镜像模式打开终端上的被测APP，并观察刷新定位数据； 

4） 步骤4: 比较被测APP地图上标识的位置信息，是否覆盖终端操作系统日志中当前上报的坐

标点； 

5） 步骤5：变换所要模拟的位置信息，重复步骤1-步骤4。 

e） 预期结果：被测APP标识位置信息能有效覆盖终端操作系统上报的坐标点，则符合一致性要求；

根据测试需求设定测试轮次，在步骤5执行若干次后，每轮测试步骤4的结果均为有效覆盖，则

被测APP通过该项测试。 

7.2 技术显示一致性测试 

7.2.1 卫星定位技术显示一致性 

卫星定位技术显示一致性： 

a) 测试编号：7.2； 

b) 测试项目：卫星定位技术显示一致性； 

c) 预置条件：具有覆盖使用不同定位技术的测试终端，且定位功能正常；测试系统已连接启动；

被测APP已成功安装于终端； 

d) 测试步骤： 

1) 步骤1：设定测试终端采用的定位技术模式，通过电脑控制模拟位置信号，并调整播

发匹配与定位模式的卫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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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骤2：测试终端冷启动，通过控制电脑抓取终端操作系统上报的NMEA 0183格式日

志，待有效定位数据收敛于模拟位置； 

3) 步骤3：通过计算机远程镜像模式打开终端上的被测APP，并观察刷新定位数据； 

4) 步骤4：打开被测APP中展示具体定位信息的页面，比对所显示的定位技术信息是否

与当前测试终端所采用的定位技术模式相符合； 

5) 步骤5：同一测试终端切换不同的定位技术模式，或更换覆盖其他定位技术模式的测

试终端，重复步骤1-步骤4。 

e) 预期结果：在步骤4后：被测APP展示的当前定位技术信息与当前测试终端所采用的定位技术

模式相一致，或被测APP展示的当前定位技术信息包含当前测试终端所采用的定位技术模式，

则通过该轮测试；通过所有根据测试需求和条件确定的步骤5执行轮次后，若每轮步骤4均执

行通过，则被测APP通过该项测试。 

7.2.2 正确展示北斗系统 

正确展示北斗系统是否参与定位过程 

a) 测试编号：7.3； 

b) 测试项目：正确展示北斗系统是否参与定位过程； 

c) 预置条件：测试终端可使用多星座融合定位，且定位功能正常；测试系统已连接启动；被测

APP已成功安装于移动终端； 

d) 测试步骤： 

1) 步骤1：通过控制电脑确定模拟位置数据； 

2) 步骤2：随机设定播发的GPS及BDS卫星信号数量（总数大于5）； 

3) 步骤3：通过测试软件远程镜像模式打开终端上的被测APP，切换到卫星信息展示界

面； 

4) 步骤4：实时抓取测试终端操作系统上报的NMEA 0183格式日志，待有效定位数据收

敛于模拟位置； 

5) 步骤5：通过终端日志分析位置解算过程中，用到的卫星数据是否包含北斗卫星提供

的信息。 

6) 步骤6：刷新被测APP定位通并观察展示的卫星使用信息及相关描述是否符合当前终

端对北斗系统的使用情况； 

7) 步骤7：调整播发的GPS及BDS卫星信号数量关系，重复步骤2-步骤5，期间被测APP不

退出。 

e) 预期结果：在步骤6后：如果被APP展示的卫星使用信息及相关描述无歧义，符合当前终端操

作系统对北斗系统的使用情况，该轮测试通过。通过测试需求设定的步骤7的执行轮次，并分

别多轮覆盖了有无北斗卫星参与位置解算的过程。如果每轮步骤6的结果均通过，则被测APP

通过该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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