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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产品概述 

1.1  产品简介 

高精度北斗接收机内置全球定位及无线通信技术领先供应商 U-BLOX 公司

推出的集成多频段实动态（RTK）技术的 GNSS 模块，支持北斗、GPS、GLONASS

和伽利略等卫星系统多个频点信号的接收，可在数秒内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 

本产品同时集成了 4socket-DTU、串口数据缓存、供电电压监测、温湿度采

集、姿态传感等面向物联网应用的多种功能。产品尺寸小，防护等级高，能够满

足多种场景的快速集成、低功耗、低成本、高可靠性定位需求。 

1.2  主要特点 

➢ 同时支持北斗、GPS、GLONASS、Galileo 

➢ 多频带 RTK，收敛速度快，性能可靠 

➢ 高数据刷新率支持高动态应用 

➢ RTK 厘米精度定位（水平 1cm + 1 ppm R50） 

➢ 体积小、功耗低、内置锂电池（选配）； 

➢ 四 socket 设计，支持一个远程管理网口、三个串口设备同时联网； 

➢ 最大支持 3 GNSS 天线 RTK 定位（标配 1GNSS 天线定位） 

➢ 支持串口数据存储，定时上传（选配） 

➢ 实时采集接收机供电电压（标配）、温/湿度、安装姿态（选配）； 

➢ 支持 Always Online(永远在线模式)，支持掉线自动重连； 

➢ 支持本地、远程操控指令 

➢ 远程 RTU 功能，支持多路 AD、DA、IO 数据输入输出（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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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参数 

项目 内容 

GNSS 

五星九频 

184-channel u-blox F9 engine 

GPS L1C/A L2C, GLO L1OF L2OF, 

GAL E1B/C E5b, BDS B1I B2I, 

QZSS L1C/A L2C 

更新速率 最大 20Hz 

RTK位置精度 0.01 m + 1 ppm R50 

捕获 冷启动：24s；辅助启动：2s；重新捕获：2s 

灵敏度 
跟踪和导航：-167dBm    冷启动：-148dBm 

重新捕获：-160dBm      热启动：-157dBm 

时间脉冲 0.25Hz 至 10MHz（可配置） 

基线长度 PPM限制基线长度 20KM 

数据存储

与通信 

存储空间 内置 SD卡，最大 32G（选配） 

运营商网络 全网通 3G/4G 

数据线接口 USB-TypeC、RS232/RS485（可选）  

4G天线增益 5db 

电源参数 

宽压供电 DC 9~36V 

功耗 在线工作：2.5W，离线工作： 

内置电池 3000mAh（选配） 

机械参数 
外形尺寸 141*97*53mm 

重量 350g（不含电池）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20～＋80℃ 

存储温度 －40～＋85℃ 

防尘放水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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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跌落 1M 

1.4  物品清单 

型号 描述 单位 数量 

LCRTK---EC20F9 接收机 件 1 

 安装支架 件 2 

 4G 天线 件 1 

 GNSS 天线 件 1 

 GNSS 天线固定支座 套 1 

 馈线及数据线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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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外观结构 

2.1  机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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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5／8－11 UNC 表示 

 公称直径 5 /8 英寸 

 每英寸长度牙数为 11 

 美制粗牙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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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接口定义 

 

➢ USB：（Type-c 接口）一面配置 MCU，另一面配置 GNSS，通过设备管

理器可查看连接的是什么设备，MCU 即 STM32，GNSS 即 ZED-F9 

➢ SIM 卡：（TF+SIM 卡） 

TF 即高速存储卡，可存储数据（设备采用外接电池供电，太阳能电池

板为电池充电，当光照条件不足，设备最低功耗运转，此时不能通过 4G 将

数据实时发回指挥中心，观测数据本地存储，定时上传数据，休眠时间可以

配置） 

SIM 卡即联通/移动物联网卡，提供数据传输 4G 传输 

➢ 卫星天线，连接卫星天线，接收北斗、GPS 等 GNSS 卫星电文，提供高

精度位 

➢ 4G：通讯天线，连接通讯天线，接收移动/联通基站信号，提供稳定高速

的数据传输速度 

➢ 电源：外部供电接口，输入 DC9~36V，为接收机供电 

➢ COM1：DTU 串行接口 

➢ COM2：GNSS 数据接口 

➢ 网口：GNSS 网络接口（仅 EC20X5 系列接收机有网口功能） 

  



 

10 

 

2.3  指示灯含义 

 

➢ 电源：红色，通电常亮，断电不亮 

➢ 网络：黄色，上电后 10s 左右常亮（系统启动），10-15s 慢闪（开始联网

-打开端口），快闪（正常联网··Socket 0 收到管控数据） 

➢ 数据：绿灯，4G 数据通讯时闪烁 

➢ 定位：红色，F9，灭代表未定位，闪代表浮动，常亮代表定位 

 X5，灭代表未收到卫星数据，常亮代表收到卫星数据 

➢ 存储：绿色，X5，有 TF 卡显示常亮，无 TF 卡显示熄灭，对 TF 卡进行

操作则显示闪烁 

➢ 联接：黄色，X5，有线连接，LINK，联接显示闪烁，未连接显示熄灭 

➢ 网速：绿灯，X5，有线连接，Speed，10M 灭，100M 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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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通讯端口 

连接 USB（type-c），PC 端可配置 MCU 和 GNSS 

前置功能：正常运行时 Socket 0/1/2/3 有数据，能够正常联网，如果软件判

断存在某一个 Socket 断开（除休眠），设备会自动重连 

⚫ Socket 0 管理控制端口，不能关闭，用于上传接收机供电电压、配置 Socket 

0/1/2/3，Socket 1/2/3 一分钟之内没有数据会自行关闭，通过 socket 0 发送

端口控制指令可以重新打开。 

⚫ Socket 1···MCU 的 COM 1···外设接口 COM 1 

⚫ Socket 2···MCU 的 COM 2···F9 的 COM 1 或 X5 的 COM 1 

⚫ Socket 3···MCU 的 COM 3···X5 的 C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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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产品安装 

3.1  注意事项 

➢ 严格按照接口定义连接 TNC（卫星天线）、欧度（电源、COM1/2、网口）

和 SMA（通讯天线），并注意欧度连接插头红点向上； 

➢ Type-c 正反插接代表的定义不同，随机赠送一根 Type-c 数据线，连接一

面配置 MCU，另一面配置 GNSS，连接设备后可在 PC 端设备管理器查

看； 

➢ 确保设备运行时将 GNSS 天线置于开阔环境下，免于被障碍物遮挡影响

信号接收效果，360 度范围内可视仰角不低于 15 度； 

➢ 避免带电插拔各连接器件； 

➢ 信号干扰：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物联设备，其谐波信号强度各不相

同，设备或天线相距过近可能会互相干扰，因此在放置时要尽可能的将

各天线分开放置； 

3.2  存储卡与物联网卡的安装 

沿橡胶塞 USB 附近缺口处打开胶塞（打开一侧即可，请勿将胶塞用力拔出），

用探针取卡器或类似细长硬质物体，插进 SIM 卡孔位，用力下压，SIM 卡槽自

动弹出，即可安装或更换存储卡或物联网卡。 

注意：胶塞紧配，防尘放水，如非必要，请勿打开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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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线缆连接 

 

 

  



 

14 

 

3.4  设备架设 

3.4.1 GNSS 天线架设 

➢ 天线安装方式 

用户采购时可选配磁吸底座；磁吸底座可拧入天线的底部并安装在金属

表面。若没有金属表面，可将金属圆盘粘贴到所需的安装位置，然后将磁吸

底座放在金属圆盘上。 

➢ 天线安装位置 

⚫ 天线需安装在室外开阔环境下 

⚫ 天线需高于金属物或其他障碍物 

⚫ 天线应尽量远离其他电子设备或天线 

3.4.2 设备主体 

➢ 安装方式 

可使用随机配送的安装支架，将螺丝旋入机体底部对应孔位，将安装支

架安装在用户所需位置 

也可根据机体底部孔位图（见 2.1 机械尺寸）自行配置安装 

➢ 连接 SMA 4G 通讯天线 

旋紧天线，立式放置，尽量避免连接松动或天线横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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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功能介绍 

4.1  硬件结构 

4.1.1 UBLOX-GNSS 模块  

➢ 同时接收北斗、GPS、格洛纳斯和伽利略 

➢ 多频段 RTK，具有快速收敛性 

➢ 高更新率、高可靠性 

➢ 低功耗 

➢ 厘米级精度 

4.1.2 MCU 模块 

➢ 通过 Type-c 进行配置； 

➢ 云端和本地指令相同； 

➢ 本地设置（串口调试助手）直接生效，回 ok 提示配置完成； 

➢ 云端修改（网络调试助手）socket 0 成功后，必须在 5 分钟内在新的 socket 

0 远端下发 socket0=ok，否则会重新联网到设置前的 socket。 

4.1.3 4G 模块 

➢ 覆盖多种网络制式 

➢ 支持 DFOTA、eCall*和 DTMF 功能 

➢ MIMO 技术满足数据速率和连接可靠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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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备配置（工作模式） 

设备可运行基准站、移动站、原始数据三种工作模式，出厂已完成相关配

置，可直接使用，无需自行配置； 

如有需要，请联系工程师获取详细信息。 

  



 

17 

 

4.3  软件安装（驱动安装） 

➢ 使用网络调试助手获取管控数据数据（设备电压）； 

➢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配置设备（IP、ID、端口）； 

两个调试助手无需安装驱动，下载后可直接打开，网络或串口设置完成即可

使用。 

4.3.1 网络调试助手 

 

4.3.2 串口调试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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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解析 

4.4.1 接收机操作指令 

➢ 接收机可通过 usb 口、网络进行本地、远程配置，指令采用 ASCII 码

方式，本地配置指令后需加回车换行，查询信息、键入配置指令使用英

文小写字母（不同 socket，IP 和端口不能相同）； 

➢ socket=?    查询接收机网口配置信息 

➢ socketx=    设置接收机工作模式、IP（支持域名）、远程端口、本地 

            端口 

    示例：socket1=tcp,39.105.87.55,10280,0 

      （tcp 协议，远程 IP 地址，远程端口，本地端口（预留）） 

➢ socket1/2/3=0,0,0,0（禁止使用 socket，不能禁止 socket 0） 

➢ socket1/2/3=open/close（关闭 socket，默认打开，没有数据 1 分钟后会自

动关闭，需要打开的话需输入 open 指令） 

➢ apn=?      查询接收机 apn 设置 

➢ apn1=XXXX，配置接收机 APN1 

➢ apn2=XXXX，配置接收机 APN2 

4.4.2 GNGGA——位置信息（NMEA 格式） 

数据举例： 

$GNGGA,181126.00,5106.9802863,N,11402.3037304,W,7,11,0.9,1048.234

,M,-16.27,M,08,AAAA*51 

数据样式： 

$GNGGA,<1>,<2>,<3>,<4>,<5>,<6>,<7>,<8>,<9>,<10>,<11>,<12>,<13>,<1

4>*51 

编号 名称 描述 格式 举例 

 $GNGGA 字头。“N”表示多系统联合定位 -- $GNGGA 

<1> UTC时间 UTC时间（时分秒格式） hhmmss.ss 181126.00 

<2> 纬度 纬度：-90～90度（度分、分） DDmm.mm 5106.980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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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纬度坐标 N=北纬，S=南纬 a N 

<4> 经度 经度：-180～180度（度分、分） DDmm.mm 11402.3037304 

<5> 经度坐标 W=西经，E=东经 a W 

<6> GPS状态 设备GPS状态（详见下表） a 7 

<7> 参与解算的卫星颗数 参与解算的卫星颗数 xx 11 

<8> HDOP水平精度因子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99.9） x.x 0.9 

<9> 海拔高 海拔高（米） x.x 1048.234 

<10> 海拔高单位 海拔高单位（M，米） M M 

<11> 椭球分离值 椭球分离值（米） x.x -16.27 

<12> 椭球高单位 椭球高单位（M，米） M M 

<13> 差分时间间隔 差分时间间隔（秒） xx 08 

<14> 基准站ID号 基准站ID号 xxxx AAAA 

<15> *xx 校验数据（以*开始） *hh *51 

<16> [CR][LF] 结束符，回车换行 -- [CR][LF] 

设备 GPS状态模式说明： 

 

GPS状态模式 描述 

0 无效解 

1 单点定位解 

2 伪距差分解 

4 固定解 

5 浮动解 

6 航迹推算模式 

7 固定坐标解 

8 模拟器模式 

9 W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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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GPRMC——定位信息 

$GPRMC,<1>,<2>,<3>,<4>,<5>,<6>,<7>,<8>,<9>,<10>,<11>,<12>*hh 

<1> UTC 时间，hhmmss.sss(时分秒.毫秒)格式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 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4> 纬度半球 N(北半球)或 S(南半球) 

<5> 经度 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6> 经度半球 E(东经)或 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 节，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8> 地面航向(000.0~359.9 度，以正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9> UTC 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10> 磁偏角(000.0~180.0 度，前面的 0 也将被传输)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 W(西) 

<12> 模式指示(仅 NMEA0183 3.00 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

算，N=数据无效) 

*后 hh 为$到*所有字符的异或和 

4.4.4 管控信息格式说明 

Socket 0 可通过网络调试助手收到管控信息：6 字节 00（无意义） 00 00（电

压，转换十进制即为 MV，除以 1000 即电压） 00 00 00（预留位，温度、湿度、

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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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操作说明 

5.1  开机启动 

通电后，设备自动运行，电源灯红色常亮；数据灯黄色，由慢闪到快闪，设

备联网正常；定位灯红色闪烁，设备接收到卫星信号定位。 

5.2  外接太阳能板供电 

第6章  系统升级 

➢ 显示器 

➢ 芯片型 SIM 卡（物联网卡） 

➢ 数据存储（续传）：正常使用中，外接电池在电压低于 11.1V 时需连接配

送充电器充电（12.6V 为满电电压），在某些情况下需设备长时间室外自

主运行，此时可搭配太阳能电池板为电池电力来源，天气状况不佳及电

池电量不足时，设备会自动转入低功耗工作（此时不向外发送数据，采

集得到的数据自动存入储存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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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典型应用 

7.1  地质灾害监测 

采用高精度定位系统自动化实时监测坝体表面位移。 

其工作原理为：各北斗终端监测点与参考点接收机实时接收北斗卫星信号，

并通过数据通讯网络实时发送到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服务器北斗数据处理软件实

时差分解算出各监测点三维坐标，数据分析软件获取各监测点实时三维坐标，并

与初始坐标进行对比而获得该监测点变化量，同时分析软件根据事先设定的预警

值而进行报警。 

 

通过对地质灾害主要危险数据的实时监测监控，巡线员数据的实时查询，监

测数据的智能分析等。实时了解该地质灾害安全状态并做出预测预警，为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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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地表变形监测 

7.2.1 铁路路基监测 

设备可实时监测： 

➢ 铁路两侧路肩的位移和沉降 

➢ 铁路周边内部位移 

➢ 铁路轨道的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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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地形沉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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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北京怀柔滑坡监测应用案例 

监测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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