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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營運現況及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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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GNSS系統軟硬體建置

即時三維坐標轉換

e-GNSS系統坐標系統



系統建置歷程

Phase 3Phase 2Phase 1
初創期(2004-2008) 成熟期(2013- )成長期(2009-2012)

1.建置定位系統平台

2.建立服務營運機制

1.第1階段開放營運

（2009.1.1）

2.技術研發與系統整合

3.宣導、行銷與推廣

1.第2階段開放營運

(2013.1.1)

2.現代化更新升級作業

（2012~2014）

3.推動簽定測繪合作契約

3



What is e-GNSS ?

e-GNSS 中文全名定義為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e-GNSS 是1套高精度的定位系統，可提供即時精準的定位服務。

e-GNSS 採用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技術
Virtual Base Station Real-Time Kinematic，簡稱 VBS-RTK

Network RTK： VRS F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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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S-RTK定位原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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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系統基準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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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站使用者儀器設備需求

使用者儀器設備需求

具備RTK或DGPS定位解算功能之
衛星定位接收儀

可無線上網功能之手機或其他
行動通訊設備

NTRIP通訊協定通訊介面軟體

在正常狀況下，30秒內即可獲得公分級精度之定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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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尺定位精度

VBS-RTK定位原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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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秒鐘內
得到公分級定位精度

2公分定位精度



可接收衛星顆數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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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核心軟體更新

Trimble GPSNet

Trimble PIVOT

9794 98 102 103 104 105

採用Windows Services運作

操作介面與軟體運行分開

支援多核心多工處理

可透用網頁進行會員管理及統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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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備用雙系統並行

無線上網210.241.63.193

主系統 備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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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備用基準站調整機制

備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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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圖例 主要基準站數量 備用基準站數量 小 計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52 12 6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9 46 65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4 6 10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 4 5

成功大學衛星測量中心 1 2 3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1 1 2

健行科技大學 0 1 1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0 1 1

小 計 78 73 151

主要基準站

備用基準站

•跨機關整合國內各單位基準站資料。

•主要基準站提供線上即時服務，共78站。

•各基準站均勻分布為原則。

•各基準站間距平均約30公里。

•臺灣本島基準站均為GPS+GLONASS。

•當主要基準站故障時，可即時改以鄰近備用基準站提供
服務，維持78站基準站，提供優質且穩定服務效能。

e-GNSS系統基準站分布及備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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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動態定位服務登錄點

馬祖及澎湖VBS-RTK
登錄點Mazu_Penghu 
(GPS only)

臺灣本島
VBS-RTK登錄點
Taiwan    
Taiwan_RTCM23       
(GPS+GLONASS)

臺灣本島三維即時坐標
轉換 VBS-RTK登錄點
TTG_TWD97      
TTG_2010 
(GPS+GLONASS+TTG)

臺、澎、金、馬DGNSS
登錄點
DGNSS       
(GPS+GLONASS)

金門VBS-RTK登錄點
Kinmen 
(GPS+GLONASS)



e-GNSS系統服務網參數

登錄點名稱 測量成果坐標系統 RTCM版本 有效服務範圍

DGNSS e-GNSS RTCM 2.3

臺灣本島
金門縣
連江縣
澎湖縣

Taiwan e-GNSS RTC3.1

臺灣本島

Taiwan_RTCM23 e-GNSS RTCM 2.3

TTG_TWD97
平面:TWD97

高程:TWVD2001正高
RTCM 3.1

(須使用廣播或自動坐標系統)

TTG_2010
平面:TWD97[2010]
高程:TWVD2001正高

RTCM 3.1 
(須使用廣播或自動坐標系統)

Kinmen_Mazu_Penghu
平面:TWD97

高程:TWD97橢球高
RTCM 2.3

金門縣
連江縣
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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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各登錄點使用統計表

登錄點名稱 使用帳號
登錄時間

（小時:分:秒）
Taiwan 492 20748:53:49
Taiwan_RTCM23 210 1543:06:47
Kinmen_Mazu_Penghu 74 1497:08:15
KCG 27 968:04:15
TTG_TWD97 338 6398:50:15
TTG_2010 197 1610:56:12
DGNSS* 13 20697:39:00

*DGNSS服務係提供法務部高檢署全天24小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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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系統服務營運項目

採會員制，付費使用
會員可自行使用各項服務

衛星即時動態定位服務

1.公分級精度VBS-RTK即時動態定位服務

2.次公尺級精度網路化DGNSS即時動態定位服務

衛星基準站觀測資料電子檔供應服務

1.實體基準站原始觀測資料RINEX標準格式電子檔

2.虛擬基準站衛星觀測資料RINEX標準格式電子檔

衛星觀測資料後處理定位計算服務

VBS-RTK點位坐標成果後處理計算服務

17



e-GNSS系統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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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費 徵 收 項 目 計費單位 收費標準

會員註冊申請 每5年 2,000元

VBS-RTK即時性衛星動態定位服務

每組/每日/每區 300元

政府機關年費方案
1年期：每年3萬元
2年期：每年2萬8,000元
3年期：每年2萬5,000元

網路化DGPS即時性衛星動態定位服
務

每組/每日/每區 100元

衛星觀測資料後處理動態定位服務 每點 30元

實體基準站衛星觀測資料供應服務 每站/每日 45元

虛擬基準站衛星觀測資料供應服務 每站/每日 45元



e-GNSS系統減免徵優惠

服務規費徵收項目 適 用 對 象 減徵或免徵額度

會員註冊申請 無 一律全額徵收

即時性衛星動態定位服務

與內政部或產製機關簽訂辦
理專案計畫或有助資訊互惠
之政府機關，於合作契約中
約定減徵或免徵之適用。

免徵或減徵50%

各級法院或檢察機關行使國
家刑罰權辦理案件需要

免徵

提供即時性衛星觀測資料及
衛星基準站用地之學術單位

每1基準站減徵50%

各地政機關 減徵30%

衛星觀測資料
後處理動態定位服務

無 一律全額徵收

衛星觀測資料
電子檔供應服務

學術單位執行研究計畫未獲
相關單位經費補助且未涉及
商業營利行為者

每站每天減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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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本系統總收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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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4年度e-GNSS系統服務總產值統計表

年度
規費
徵收數

免費使用

合 計（元）教學
使用

專案申請 測繪合作
本中心
自行使用 小計

98年 1,746,435 6,300 25,200 44,100 522,270 597,870 2,344,305

99年 2,132,740 1,200 157,800 44,700 434,490 638,190 2,770,930

100年 2,529,780 29,100 0 53,400 206,220 288,720 2,818,500

101年 2,798,936 28,800 0 77,910 164,220 270,930 3,069,866

102年 3,125,106 15,000 74,100 151,500 258,900 499,500 3,624,606

103年 3,366,438 9,300 109,500 301,350 52,290 472,440 3,838,878

104年 5,123,332 71,700 109,500 322,770 90,720 594,690 5,718,022

小計 20,822,767 161,400 476,100 995,730 1,729,1103,362,340 24,18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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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系統營運績效

98年1月1日起開始營運。

共有554個會員，包括90個地政機關（全
國8成以上）與67間測繪業（全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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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作業成本

103年度針對系統會員辦理問卷調查。

約42%會員認為可節省2~5成成本。

約43%會員認為可節省5成以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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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系統營運績效

核准1,164個動態定位帳號。歷史最多同時
上線人數50人，每日約120~140人使用。

自103年9月1日升級為雙星服務後，104年
使用量大幅提升（規費增加1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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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站坐標位移監控

e-GNSS【2013】

到2014年底時…

坐標與實測較差超過5公分

坐標與實測較差超過7公分

25



歷年坐標系統變動

97.5.1

e-GNSS
【2015】

e-GNSS
【2013】e-GPS【2007】 e-GPS【2009】

98.7.1 103.1.1 104.5.1

金門、澎湖及馬祖地區始終維持TWD97【1997】

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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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標更新

e-GNSS[2015] ：以BERNESE軟體辦理國內GPS連續
觀測站365站及臺灣鄰近國際站6站之基線解算工
作，觀測資料自103年12月1日至104年1月31日止
之GPS連續觀測資料。並以GAMIT軟體以同樣步驟
驗算檢核。於104年5月1日更新。

約制點由竹南站(JUNA)改為測繪中心(LSB0)(約制
在TWD97[2010] LSB0成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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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制在JUNA及LSB0差值

BERNESE與GAMIT軟體計算成果差異統計表

不同約制點計算成果差異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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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坐標轉換之目的

 e-GNSS系統為確保定位精度成果品質，須維持各基準
站相對精度，定期更新基準站坐標(每2年更換1次)，不
同時期e-GNSS測量成果如欲銜接，須透過坐標轉換。

 e-GNSS測量成果為e-GNSS坐標，非法定TWD97、
TWD97[2010]坐標或TWVD2001正高，如欲轉換至法
定坐標系統，亦須連測已知控制點並進行坐標轉換、最
小二乘配置及大地起伏內插計算。

坐標轉換涉及如何篩選共同點與最小二乘配置觀念，一
般使用者不易應用。



坐標轉換+
最小二乘配置

TWD67
（N,E）

TWD97【1997】
（N,E）

TWD97【2010】
（N,E）

TWVD2001
（H）

線上即時得到坐標

不需聯測控制點

非所有廠牌型號儀器
皆能支援

適用於小區域

須聯測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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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即時坐標轉換服務

三維即時
坐標轉換服務

三維即時
坐標轉換服務

利用已知控制點
為共同轉換點

7參數轉換+坐標
殘差網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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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即時坐標轉換原理

使用者

RTCM 3.1 Type1021

坐標轉換7參數

e-GNSS 
三維坐標轉換模型

RTCM 3.1 Type1023

殘差網格修正模型
內插計算方法

NMEA

R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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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3]與TWD97[2010]坐標變位差異

平面最大量級:
綠島基準站（LUDA）
向西北方向變位約25公分

西部平原及北部山區:
平均1-3cm

中央山脈及西部山區:
向西北平均約3-10cm

南高屏地區:
向西或西偏南平均約
15cm

花東地區:
向西北平均約15-25cm

蘭陽平原區:
順針方向變位2-8cm

高程最大量級:
彰化湖南國小
（HNES）
下沉變位約25公分

平面(N,E) 橢球高(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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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G殘差網格修正操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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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3]－e-GPS[2009]

分量 最大(m) 最小(m) 平均值(m)

N -0.263 -0.011 -0.159
E 0.516 0.247 0.423
h 0.070 -0.123 0.003

約制國際參考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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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5]－e-GNSS[2013]

分量 最大(m) 最小(m) 平均值(m)

N 0.118 -0.049 0.009
E 0.049 -0.134 -0.035
h 0.232 -0.233 0.006

板塊運動影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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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e-GNSS[2013]TWD97轉換模型

距離相對精度1/20,000

1,060點基本控制點_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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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e-GNSS[2015]TWD97轉換模型

e-GNSS[2015]

314個基準站e-GNSS[2015]
與e-GNSS[2013]坐標

利用2次轉換建置e-GNSS[2015]TWD97轉換模型

e-GNSS[2013]

TWD97

1,060個控制點e-GNSS[2013]
與TWD97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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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e-GNSSTWD97[2010]轉換模型

約200個基準站。

具e-GNSS坐標。

具TWD97[2010]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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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3]TWD97+TWVD2001

分量 N E h H
MAX 0.309 0.101 0.318 0.344
MIN -0.213 -0.179 -0.589 -0.336
STD 0.040 0.035 0.094 0.076
MEAN 0.007 0.004 -0.021 -0.005

單位：m

489點一等水準點e-GNSS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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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3]TWD97[2010]+TWVD2001

分量 N E h H
MAX 0.118 0.121 0.311 0.344
MIN -0.104 -0.214 -0.307 -0.336
STD 0.025 0.033 0.072 0.076

MEAN 0.003 -0.002 -0.027 -0.005

單位：m

489點一等水準點e-GNSS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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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5]TWD97+TWVD2001

分量 N E h H
MAX 0.332 0.27 0.325 0.272
MIN -0.245 -0.31 -0.767 -0.376
STD 0.044 0.046 0.107 0.081

MEAN 0.006 0.013 -0.011 0.008

單位：m

1,966點一等水準點e-GNSS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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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5]TWD97[2010]+TWVD2001

分量 N E h H
MAX 0.122 0.271 0.301 0.272
MIN -0.164 -0.177 -0.292 -0.376
STD 0.025 0.031 0.073 0.081

MEAN 0.004 0.005 -0.022 0.008

單位：m

1,966點一等水準點e-GNSS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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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5]e-GNSS[2013]

分量 N E h
MAX 0.148 0.147 0.216
MIN -0.097 -0.124 -0.222
STD 0.020 0.025 0.065

MEAN -0.002 0.009 0.018

單位：m

489點一等水準點e-GNSS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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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即時坐標轉換

供衛星定位接收儀支援RTCM 3.1資料傳輸功能之使用者使
用。

測量時坐標系統選擇RTCM廣播(自動)坐標系統，並依需求
選擇登錄點：
 TTG_TWD97：即時將測量成果轉換為TWD97平面坐標與TWVD2001正高。

 TTG_2010：即時測量成果轉換為TWD97[2010]平面坐標與TWVD2001正高。

如儀器顯示之測量成果坐標系統為TWD97_H或2010_H，表示
測量成果已順利轉換至法定TWD97+TWVD2001或
TWD97[2010]+TWVD2001坐標系統。

注意
不是登錄點選TTG_TWD97，測量成果就是TWD97，
還需儀器支援RTMC 3.1且正確設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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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後處理坐標轉換

衛星定位接收儀不支援RTCM 3.1資料傳輸功能之
使用者使用。

測量時坐標系統使用TWD97坐標系統，並選擇
Taiwan或Taiwan_RTCM23登錄點，進行VBS-RTK測
量，獲得e-GNSS坐標系統測量成果。

至e-GNSS系統三維坐標轉換服務平台（亦提供行
動版網頁供使用，網址相同，服務平台會依使用
者登入裝置自動判斷），使用e-GNSS系統入口網
站會員帳號密碼登入後，即可依需求選擇轉換至
TWD97或TWD97[2010]坐標，獲得法定TWD97／
TWD97[2010]／TWVD[2001]坐標系統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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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坐標轉換服務平台

多點運算輸入檔

服務平台網址：
http://trans.egnss.nlsc.go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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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轉換後平面精度優於5公分，高程精度優於10公分。

測量工作精度需求低於轉換精度
 可直接應用本服務，惟仍建議於測區外圍檢測部分已知控制點，確

認控制點已知坐標與轉換成果可用性，確保作業成果品質。

測量工作精度需求高於轉換精度
1. 檢測測區外圍已知控制點，以可包覆測區為原則。

2. 比較轉換後坐標與已知坐標較差量級與方向性：

•較差量級與方向性一致，表示轉換成果與已知成果僅存在系統
差，可將測區內測量成果轉換後直接平移(加上較差量)，獲得
法定坐標系統測量成果。

•較差量級與方向性不一致，表示轉換成果與已知成果除了存在
系統差，可能還有已知控制點位移量，建議採用坐標轉換與最
小二乘配置之方法，先把有問題的已知控制點找出來，再進行

坐標轉換與套合，獲得法定坐標系統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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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參數坐標轉換+最小二乘配置

測區

已知控制點 已知控制點

已知控制點

已知控制點

已知控制點
(N,E,h/H)

• 已知控制點經檢核確
• 只做平面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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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即時坐標轉換注意事項

儀器支援RTCM 3.1 + 正確設定 = 三維即時
坐標轉換

選擇TTG_TWD97得到的坐標，不一定就是TWD97
坐標成果。

檢核方式：

 儀器顯示之測量成果坐標系統是否為TWD97_H或
2010_H。

 同一點位分別使用TAIWAN跟TTG進行觀測，看高
程值是否有約10-20公尺的差異（h與H的差異）
。



http://www.egnss.nlsc.gov.tw

e-GNSS系統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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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

即時及歷史位置展示及查詢子系統



NLSC Server
(PIVOT)

e-GNSS Gate
Server

Rover 
Users

MySQL 
Database

Administrator or 
Manager





VRS RINEX批次產生子系統

 簡化VRS RINEX產出操
作程序

 可產出VRS RINEX壓縮
檔供下載

 另提供軟體可選取多組
RINEX檔自動產生批次
檔供上傳使用









RTKPOST後處理子系統

 提供RTK雙重驗證機制

 須用戶端PIVOT帳號密碼登

入

 上傳觀測RINEX檔後，系統

自動產生相對應的VRS

RINEX檔

 自動將NTRIP側錄坐標逐一

比對分析

 最後透過RTKPOST解算成果











合作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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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系統應用之優勢與劣勢

須比靜態測量更佳的透空度要求

須有良好的無線數據傳輸環境

無法直接獲得角度、距離等相對觀測量

單人單機即可作業

現場直接獲得點位坐標

精度符合大部分業務定位需求(2公分)

適合山區、交通不便、點位不易引測之地區

使用

優勢

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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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國際合作與交流

成大測量基準站（CKSV）、竹南基準站
（JUNA）、金門基準站（KMNM）及測
繪中心基準站（LSB0）等4站，已於105
年5月10日納入APREF亞太參考框架。

成大測量基準站（CKSV）及金門基準站
（KMNM）等2站，已於105年10月20日
納入IGS國際GNSS服務網，相關資訊可
於網址。 http://www.igs.org/network



e-GNSS系統的未來努力目標

持續強化各類測繪業務的應用，並協助訂定相
關作業規範。

尋求產官學界合作機會，推廣公尺級DGNSS民
生應用。

研擬e-GNSS系統資料介接加值應用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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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PS【2008】

e-GNSS【2013】

e-GNSS【2015】

TWD97【2010】

TWD97【1997】
時間軸

半動態坐標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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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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