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云GNSS4.0一体机
快速操作安装手册（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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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简介
欢迎使用深圳市北斗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GNSS4.0一体机BDY-S1产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测地型GNSS设备或者我们

公司的其他产品，欢迎访问北斗云官方网站：www.northdoo.com。

本说明书是以BDY-S1为例，针对如何安装、接线、设置、使用该产品以及软件操作方面进行描述。若说明书中图标、图
片等与实物有差异，请以产品实物为准。为了您能够更好的使用该款测量产品，建议您在使用仪器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免责声明
北斗云公司致力于不断改进产品功能和性能，后期产品规格和手册内容可能会随之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敬请谅解！若

说明书中图标、图片等与实物有差异，请以产品实物为准。本公司保留对所有技术参数和图文信息的最终解释权。

使用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手册，对于未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或未能正确理解说明书的要求而误操作本产品造
成的损失，北斗云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技术与服务
如您有任何问题而在产品文档中未能找到相关信息的，请访问北斗云网站（http：//www.northdoo.com），您可以

在 该 网 站 下 了 解 到 北 斗 云 产 品 的 最 新 动 态 、 下 载 有 关 产 品 资 料 及 售 后 服 务 电 话 ， 也 可 以 拨 打 北 斗 云 服 务 热 线 ：
0755-2167-7623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找到该说明书： 
1、购买BDY-S1 后，仪器箱里会配赠一本产品使用说明书，方便您操作仪器。
2、登录北斗云官网http：//www.northdoo.com，下载说明书。
3、联系技术服务电话0755-2167-7623。



认识您的北斗云GNSS4.0一体机产品

BDY-S1

GNSS4.0一体机产品主要用于专业位移监测，能够同时测量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具有RTK动态和静态观测模式，可以
同时接受三系统八频卫星定位信号，低功耗，性价比极高，监测、测量通用。通讯和采集功能高度集成，内置高精度MEMS
传感器，可以根据阈值变化实现动静态切换数据输出。同时内置的采集仪可以对接雨量计，做到一机多用，多维度数据同时
测量，极大适应野外现场的使用。

指示灯

②

①

④

③

* 指示灯说明
卫星灯：长亮正常，不亮说明无法收到GPS信号；
差分灯：长亮正常，闪烁或不亮表示有问题；
信号灯：闪烁正常，长亮或不亮表示有问题；
电源灯：闪烁或长亮正常，不亮表示有问题；
充电指示灯：不亮正常。
正常工作指示灯描述：卫星灯长亮、差分灯长亮、
信号灯和电源灯交替闪烁、充电灯不亮。

* 接口说明
①位置接口  电源/传感：用于接电瓶或者电源适配
器，可选接电压/电流型传感器。
②位置接口  485接口：用于接485型传感器。
③位置接口  雨量计：用于接开关量雨量计。
④位置接口  电台（LoRa）：用于接LoRa天线。

技术指标

动态RTK精度

      平面2.5mm+1ppm
      高程5mm+1ppm
（在短基线情况下平面精度
  可达1mm 高程可达2mm）

型号 BDY-S1

信号频率       BDS B1/B2/B3；GPS 
L1/L2/L5；GLONASS L1/L2

静态后处理指标

平面 10mm+1ppm（RMS）
高程 15mm+1ppm（RMS）

差分数据 RTCM2.x/3.x

数据更新频率 20Hz

首次定位时间（冷启动） 50s

      IP67

尺寸 Φ150*110 mm

温度范围 -30℃~+85℃

防护等级

    LoRa/2G/4G/RS485

电压

功率

通讯方式

性能参数 物理特性

电气指标

DC12V

3W



接线说明

水泥墩

地面

产品清单

编号 系统名称 数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主机 (BDY-S1) 1 (台)

电源线 (1米) 1 (台)

2 (个)

2 (个)

1 (根)

1 (个)

1 (套)

可定制，可选配

可定制，可选配

可定制，可选配

可定制,可选配安装杠杆 

避雷针 (60cm)

LoRa天线 

蓄电池 (100AH)

太阳能板 (100W)

8

外罩 1 (个)

可定制

LoRa天线 外罩

主机 避雷针

蓄电池

安装杠杆（套）

太阳能板

连接线



安装要求和方法

1. 安装位置应选择在空旷位置或者地势高处， 周围避免有高大物体， 在高度 ±15°截止上空不能有成片障碍物， 保证设备能收到
足够多数量的卫星信号。
2. 监测点位应布设在灾害体变形量较大、稳定性状态差处。
3. 设备要选择在周围电磁信号干扰弱的地方。原则上距离4G信号基站要大于500米，距离高压线要大于150米。
4. 为了保证精度，监测站和基准站的距离建议小于10KM，越近越好。
5. 基准站安装要选择信号稳定， 且应布设在灾害体外围稳定处。 安装完成后一旦确定位置并开始工作， 不能随意更换位置。 如
果更换位置， 必须重新校正基准站位置。
6. 施工现场要充分考虑供电，保证设备长期的工作，根据地方差异选择合适规格的的太阳能板蓄电池，如果具有220V稳定电源，建
议设备供电优先选用UPS和电瓶。
7. 如果使用cors网络，注意要选用在具有稳定4G网络信号的地方。如果场地没有网络或者网络不好，考虑用LoRa和北斗短报文配合
使用，为保证速率和稳定性，注意LoRa架设天线间的距离最好3KM以内，尽量通视。
8. 设备安装和安装立柱等过程要按照规范施工。

1. 在设备安装点的位置上挖一个，800mm*800mm*600mm的坑。
2. 放入底部带有法兰盘的杠杆，杠杆和下法兰埋入混泥土500mm。
3. 浇筑800mm*800mm*800mm水泥墩。
4. 在顶部法兰盘上安装外罩的底部，主机固定在法兰盘上。
5. 安装2块100W的太阳能板，并完成接线 。 
6. 安装电池箱容量为2个100AH的蓄电池，并完成电源线接线。
7. 安装LoRa天线。
8. 安装600mm的避雷针。
9. 测试无误后，盖上罩子并固定。
10. 整理现场，完成安装。

使用条件要求

安装方法



使用前的准备

监测站 北斗云 APP基准站

*  北斗云 APP
① Android APP

② iOS APP

扫一扫下载或进入应用宝搜索
北斗云下载。

扫一扫下载或进应用商店搜索
北斗云平台下载。

*  监测站

BDY-S1

注册账号

APP-注册帐号-进入注册-输
入注册信息-确定-完成。



打开北斗云 APP ，点底部TAB“平台”，点“添加应用”，根据需要找到地灾监测，点“添加”。

关联监测站、基准站、操作终端、项目

1.  添加地灾监测应用

*  以下北斗云 APP 示范以手机为例

2.  新建监测项目

进入到地灾监测，点右上角“+”，输入项目名称，项目简介，选择项目位置，项目归属，点“保存”，新建项目完成。
新建项目的同时会自动新建项目聊天群。其中在设置项目位置时，先打开手机GPS，点“获取坐标”，点“地图选取”，再点
地图上左下角“定位按钮”，定位后再点右上角“确定”完成坐标选取。



点“我的”，点“我的设备”，点右上角“+”，点“添加设备”扫一扫设备上的二维码，输入设备名称，点“保存”，
完成添加设备。该添加设备是建立设备与帐号关联，设备绑定在账号中可以应用其他项目中。

进入项目，点“项目设备列表”，点右上角“+”，点“扫一扫添加”扫一扫设备上的二维码，输入设备名称，点“保
存”，完成添加设备。该添加设备是建立设备与项目关联，设备用于绑定项目。

3. 我的APP账号设备添加

4. 项目设备列表设备添加

扫一扫设备上的二维码

扫一扫设备上的二维码

二维码

二维码



点“我的”，点“我的设备”，点右上角“+”，点“基准站列表”，点右上角“菜单”，点“新基准站”，选择基准站
设备，点“初始定位”，输入设备IMEI校验，点“确定”，等待3~5分钟，点“查询定位结果”，查看并确定显示定位结果时
间为最近定位时间，设置服务密码，点“确定”，完成基准站创建。

5.  新建基准站

6.  本项目基准站设置

进入项目，点“项目设置”，进入基准站设置，找到基准站后进入基准站详情点设置为本项目基准站，输入使用密码，
设置完成。



7.  点位创建及设置

设备添加到项目，进入项目设备列表，点右上角“+”，选择设备，点“确定”完成添加设备到项目。
新建监测点，进入点位列表，点右上角“+”，输入监测点编号、选择监测点设备、选择图例、设置点位位置，点“确定”完

成添加监测点。在设置点位位置时，先打开手机GPS，点“获取坐标”，再点“地图选取”，点地图上左下角“定位按钮”，定位
后再点右上角“确定”完成坐标选取。

8.  监测站、基准站、操作终端、项目之间的关联

项目

监测站 基准站

操作
终端

添加到
关联使用

管理

参照物

管理

管理



静态位移测量作业流程

更多功能

点预警设置

1. 设置预警模型

1. 采用三台（或三台以上）GNSS接收机，分别安置GNSS天线上进行同步观测，确定天线之间相对位置的GNSS定位测量。
2. 设备接线通电开机，自动配置，自动输出数据。
3. 用双头HDMI或者VGA连接线连接工控机和显示器。自动弹出北斗云的预置解算程序。通过查看界面有卫星数据和左下角U盘的连
接状态显示连接。设备即为正常工作。

静态测量的高精度，稳定性配合其他监测传感器在地质灾害预警监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配合北斗云预警平台设置，实现数
据触发报警通知，极大程度解决人工监测的滞后性问题。该功能为平台定制化设置，客户可以根据需要自主设置预警条件组合，自
主设置阈值大小。操作步骤如下：

进入项目>报警设置>预警模型列表>右上角+>创建项目模型，输入模型名称、选择预警级别、选择条件类型、选择权限类型、
输入说明，添加预警条件>选择监测点、选择时间、选择数据、选择条件、输入报警值，点“确定”添加。

*  以下北斗云 APP 示范以手机为例



短信通知开关决定是否发送短信通知，消息通知开关决定是否发APP系统消息，群消息通开关决定是否发APP项目群消息。

已知点 2

已知点 1

② 私有模型预警接收人添加，报警设置>预警模型列表>报警模型详情>模型报警接收人>右上角+，私有预警模型默认只对自己可见，
添加模型预警接收人后该接收人也可看到该预警模型。
③ 发布预警接收人添加，报警设置>发布预警接收人>右上角+，发布预警接收人是报警信息再发布的接收人。

2.设置预警接收人

3.设置预警通知开关

① 项目预警接收人添加，项目>报警设置>项目预警接收人>右上角+，项目预警接收人接收公开项目预警模型产生的报警通知以及人
工发布预警的报警通知，受项目报警通知开关控制。



在“项目成员”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权限需要，添加不同的多人共同查看项目的情
况，实现一个项目多人参与，数据相互共享。项目成员角色分为管理员、工程师、安
装员、观察员。添加项目成员前需要先要将联系人加入通讯录， 然后点“项目”进入
项目列表，进入项目详情，点“项目成员”，点右上角“+”，选择成员类型，完成
项目成员添加。

 进入项目，监测报告>右上角+>生成报告>选择模板>编辑可定制项>确定，生成报告。

多种电源管理工作模式

项目共享多人参与

监测报告生成

设备内置多中低功耗运行模式，适应不同供电条件下的工作。分别是：
1. 电量低时有电池保护的常规模式，设备按照常规设置的采样和上报频率产生上报数据，一旦检测到电源电压低于11.5V就进
入休眠模式半小时后唤醒电压持续低于11.5V继续休眠，检测到电压低于10.8V，6小时唤醒一次检测电压，直到电压恢复
11.5V以上，才可以正常工作。
2. 电量低时有电池保护的待机模式，优先保证电压满足，按照设定的待机工作时间工作。
3. 应急加报模式，设备按照加报频率上报，直到电压低于10.8V。
4. 电量低时无电池保护的待机模式，在无外接持续发电装置的情况保证设备以一个较低的功耗工作最长时间。

管理员权限：人员管理、数据管理、设置权限、查看权限。

工程师权限：数据管理、设置权限、查看权限。

安装员权限：设置权限、查看权限。

观察员权限：查看权限。



设备不在线

设备无数据

1. 查看电源灯状态。电源灯不亮，检查电源是否通电，开关是否打开；电源灯和其他设备指示灯同亮、同灭持续反复，检查电源电
压是否在11.5V以上，检查接线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电源灯长亮或闪烁，正常。
2. 查看信号灯状态。信号灯不亮：检查4G卡是否插好；信号灯长亮：确认流量卡是否有费用，现场是否有网络信号，如果卡没有费
用需要及时缴费，如果现场没有信号，设备可支持移动、电信、联通，结合其他使用不同类卡设备的信号情况，更换；信号灯闪烁
正常。

1. 差分灯不亮，检查账号绑定是否正确，如果账号没有问题转到第3条查看正常后，第一次绑定等待5分钟后即可正常。
2. 差分灯闪烁，检查周围环境条件是否满足使用要求，使用条件较好的区域，等待几分钟无改善的，请联系24小时技术支持。
3. 卫星灯不亮，设备是否放正，放正后重启设备电源，等待几分钟同样问题的，请联系24小时技术支持。
4. 设备指示灯正常，30分钟后无数据，请联系24小时技术支持。
5. 其他操作提示联系后台人员的，请联系24小时技术支持。

常见问题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