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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空间位置服务平台对位置服务领域中众多复杂的空间信息数据进行有效地整合和资源共享&可以为用户提供

综合性的位置应用和服务’利用基于空间信息网格$=@.04.&469%/H.04%6K/4I&2L?%的分布式思想对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的架

构进行了模型设计和技术实现&完成了地图数据和定位查询的分布式存储和检索’平台服务接口满足开放位置服务$%@56
&%3.04%6=5/<435&M@56F2%规范&利用NOF进行信息编码&通过PQQR进行数据传输&介绍了相应的接口内容和调用示例’
针对定位信息的更新和传递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R8=1的主动通知机制&提供与各种定位接口的数据转换和消息处理能

力&高效地实现了位置应用和服务平台之间的消息传递’最后结合OBR?L2平台和:SOB手机定位技术进行了原型系统

的实现&验证了平台理论模型和服务接口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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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基于无线通信网和移动定位技术为代表的

位置服务$FA2%应用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和重

视&成为当前信息化竞争的热点’空间位置服务无疑

代表着一个最具竞争力的增值业务和市场巨大的全

新商机’
空间位置服务种类繁多&人们对位置服务的需

求是多样化的)综合的&基于某一项单一的技术提供

的基于空间位置的信息服务并不能真正地满足用户

的需要’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位置服务应用不

能飞速发展’在技术方面&要做到随时随地获取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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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信息"需要多种技术的综合应用’在非技术方

面"我国有多家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在内的电信运营商在运营"有?2O#:SOB#RP2
等多个无线通讯网络在使用’另外还有许多利用

?R2进行监控和导航的运营商’然而"对于安全类

服务#紧急服务等应用"要求对每一个公众都提供服

务"目前每家电信运营商都不可能达到普遍服务"这
样的服务效果大打折扣’如果能综合各种技术的优

势"集中各个运营商的固话#小灵通#?2O#:SOB
等网络的优势"建立综合的空间位置服务平台"在平

台上开展各种业务"这样不仅能为更多的大众用户

服务#提高城市的综合信息化服务水平"还能获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

图"!系统逻辑层次

X4K’" F%K43.&&5<5&=%9=>=05H

"!平台功能与模块设计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介于网络运营商#移动定位

业务提供商和实际用户之间"起到互连互通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空间位置服务平台设计的目标是在大

型地理信息系统和海量空间数据库的支持下"综合

应用各种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构建一个

完整的空间信息服务平台"为互联网用户#普通手机

用户"手持#车载智能终端用户提供空间信息服务"
从而广泛地满足用户对空间信息的需求’
?L2服务和应用是整个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的基

础"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系统需要有良好的可靠性和

扩展性"可以满足各式各样位置服务应用系统的使

用’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由多层次的逻辑模块组成’主
要包括$接入模块#业务逻辑模块#?L2服务模块#数
据管理模块#位置获取模块%图"&’

%"&接入模块’处理和外部系统的接口"包括和

Y5J服务系统#手机 YBR服务和短信位置应用系

统的接口"提供各种移动终端的信息交换网关接口"
主要包括手机短信#彩-和彩信等’

%)&业务逻辑模块’主要实现空间位置服务平台

的各种?L2功能和综合位置应用查询"包括数据管

理#应用服务#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业务逻辑功能包

括定位应用服务#?L2应用服务#简单的数据维护和

?L2系统管理’数据维护包括?L2数据导入和导出"
以及用户对RML%兴趣点&数据的维护’

系统的接入模块和业务逻辑模块一起构成了空

间位置服务平台的应用系统部分’
%!&?L2服务模块’包括大型?L2平台和空间数

据引擎"提供对应用系统的支撑’空间数据引擎用来

管理空间数据"可以实现在ZSOA2%I.0.J.=5H.6G
.K5H560=>=05H&中的空间数据的管理%数据导入#
修改#添加#删除#查询等&’

%D&数据管理模块’存储各种空间地理信息#

RML信息#内容信息等’为?L2服务层和业务逻辑

层提供数据服务"数据层的数据包括元数据#RML数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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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础地理数据"地理编码数据"内容数据和系统

管理数据等’
##$位置获取模块’处理空间位置服务平台内部

和不同定位系统平台的接口%包括基于?R2定位"

?2O手机":SOB手机以及小灵通等定位接口’

图)!分布式软件架构

X4K’) S4=0/4J805I./31405308/5%9@&.09%/H

)!基于2L?的分布式架构

空间信息网格#=@.04.&469%/H.04%6K/4I%2L?$
是一种利用互联网或专用网络把地理上广泛分布的

各种计算资源"数据资源"软件资源互连在一起的网

格技术%是一种汇集和共享地理上分布的海量空间

信息资源%对其进行一体化组织与处理%从而具有按

需服务能力的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和信息处理能力

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何戈和徐志伟%)**!&王意洁

和卢锡诚%)**!$’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利用基于2L?分布式的多

级服务器来进行架构和组织’2L?的架构主要是实

现定位查询和地图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和检索%当访

问的用户增多的时候%系统自动进行负载均衡的处

理’空间位置服务平台通过 Y5J25/<435接口和调

用的位置应用客户端系统或者用户系统来交换定位

和?L2地图请求与结果%并可以自动根据用户访问

频率判断和调用负载较轻的计算机%从而达到整个

计算机服务网络中计算机的性能的最大应用#张震

和吴永明%)**!$’系统分布式架构如图)’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基于2L?架构进行分布式

搭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个方面!
首先%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的空间数据由不同比

例尺构成了同类数据信息的多层次结构%包括基于

行政区#如国家"省市区$和基于不同比例尺的空间

信息数据%涵盖范围不等’另外空间数据是海量级

的%一般空间位置服务平台和应用涉及到的空间数

据量巨大%不同比例尺的省"城市"乡镇等多级空间

地理数据"空间数据区域性"多维性和时序性等特点

也要求空间位置服务平台不能以集中式的方式来建

立’利用基于2L?网格化的设计和管理思想可以把

分散在各地的空间位置服务地理数据库进行有效地

组织和管理%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分别存放在各个服

务子站点和服务器上’
另外%空间位置信息的获取也具有分布性的特

点%不同定位技术的获取途径不同%电信运营商提供

不同的定位接入手段%区域性比较强%同时空间位置

服务平台面向的应用目标对象群也十分广泛’鉴于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的区域化管理和接入的特点%定
位查询和?L2地图服务请求工作必须由分布式的

空间位置服务子平台来完成’利用基于2L?的分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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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L?分布式架构

X4K’! S4=0/4J805I./31405308/5%92L?

式的组织架构和 Y5J25/<435的信息交换机制"可

以很好地实现空间信息的分布式查询#均衡负载和

共享互通’基于2L?的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的整体框

架由以下#部分组成$图!%’
$"%表示接口层&直接面向客户"提供空间数据

表示#信息可视化功能以及各种服务接口’空间位置

服务平台面向应用的RMZQBF门户层"主要是面

向公众和位置服务应用开发商的空间位置信息服务

的窗口’具有不同服务权限#不同服务粒度描述的服

务"典型的服务有&定位接口服务#?L2地图查询服

务#RML信息查询#路径搜索等服务’
$)%2L?管理中心层&是空间信息共享与应用服

务的基础核心管理部分’主要有;SSL注册中心#任
务引擎#计算资源服务#元数据服务等组件构成"目
的是对各种资源$数据#功能#硬件资源%地发现#调
度和集成’

$!%组合服务层&把定位接口服务#?L2地图查

询服务#RML信息查询#路径搜索等系统级的服务分

解成可供任务流组合的服务"为专业用户提供服务

接口工具’
$D%基本应用服务层&基于大型?L2的功能服

务集成’有)个层次服务"一是大型?L2的基本的

数据服务和功能服务"二是基于大型?L2面向常用

应用功能组合的服务"包括对数据和位置服务功能

的集成’
$#%数据层&具有空间位置服务平台数据模型的

分布式数据库’由空间数据库引擎和大型商用数据

库构成"用于建立空间数据库"存储#管理和维护各

类数据"建立并维护空间#非空间索引’

!!满足M@56F2规范的功能服务接口

开放位置服务$%@56&%3.04%6=5/<435"M@56F2%
是M?:为互操作的位置应用服务生产的开放规

范"M@56F2的工作是开发开放的接口规范和标准

协议’基于该规范和协议"能够把地理数据和空间信

息资源集成于空间位置服务平台内"并通过移动通

信网络或L605/650把服务提供给位置服务应用系

统’空间位置服务平台的功能服务接口部分就是按

照M@56F2规范来进行设计和实现的’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接口模块是提供服务的出口

和入口"空间位置服务平台接口模块与外部系统采

用PQQR通信协议和NOF通信数据格式’服务接

口的工作原理&位置应用系统以NOF信息方式向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接口模块发?L2服务请求’接口

模块对接收的NOF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出?L2服

务请求内容"向应用?L2发布服务发出?L2服务请

求’应用?L2发布服务向接口模块返回?L2和位置

服务的文字信息"也可以扩展为栅格信息或加密的

矢量信息’接口模块把?L2数据打包成NOF信息

返给位 置 应 用 系 统$M@56?L2:%6=%/048H"",,T’

7%16.6IZ431./I")**D%’
接口规范设计如下&
$"%?L2地图服务接口’地图绘制接口$H.@G

@46K%&根据客户端的请求$地图范围#图层和绘制样

式等%"返回地图数据’地图数据可以是栅格形式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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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也可以是特定格式的矢量数据’矢量地图服务

#<530%/H.@@46K$!根据客户端的请求"首先取得地

图基础及地图描画信息"再以矢量?OF的格式返

回地图数据’
#)$定位服务接口’立即定位#&%3.04%64HH5I4G

.05$!定位平台必须立即#在一定时间内$对位置请

求进行响应"返回终端的位置信息’触发定位#0/4KG
K5/5I&%3.04%6$!位置请求设置了定位条件"在条件

满足时定位平台对终端进行定位并把定位结果回传

到位置请求者"位置请求和位置报告是异步进行"一
般在不同的连接中完成’

#!$综合查询接口’目录服务#I4/530%/>$!主要

提供RML的查找和定位’路径搜索#/%805$!提供)
点之间的各种方式#自驾车%公交车%步行$的行驶路

线查询’地理编码#K5%3%I5$!把一个街道地址或邮

政编码成一个地理位置’逆地理编码#/5<5/=5K5%G
3%I5$!把一个地理位置反编码成一个街道地址或邮

编’测算#3%K%$!进行几何要素的测算’
#D$管 理 服 务 接 口’元 数 据#H50.I.0.$!提 供

?L2系统元数据’计费查询!通过计费查询接口可以

查询某个人的操作所花费的费用’帐户查询!通过帐

户查询接口可以实时查询租用帐号上还有多少余额’
对于地图绘制请求的调用示例是!

"ORZ#
"M80@80V4I01[ &+D*’154K10[ &DT*’

9%/H.0[&4H.K5(@6K’#
"AA%W:%605W0#
"@%=#E""D’!D)’!*’)!D"(@%=#
"@%=#E""D’")!’!*’*!""(@%=#
"(AA%W:%605W0#
"(M80@80#
"(ORZ#
对于地图绘制响应的调用示例是!

"ORB#
"O.@#
":%60560V4I01[&+D*’154K10[&DT*’9%/G

H.0[&4H.K5(@6K’#
" ;ZF# 100@!((VVV’&J=05=0’3%H(&J=(

H.@=(4HK*#*+)!")))D#’@6K"(;ZF#
"(:%60560#
"(O.@#
"(ORB#

D!基于R8=1的主动定位通知机制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中"通过定位服务接口获取

位置消息之后如何传给调用的应用业务系统一直是

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位置服务应用系统具有各

自不同模式和开发体系"定位消息和数据在多系统

之间传递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接口"常规的做法

是定位模块得到目标的位置消息之后先存储到一个

公共的缓冲区#一般用数据库表来代替$"然后应用

服务系统通过定时器&轮询’地查找这个缓冲区的内

容来发现最新的位置信息"那么这样做势必会加大

各自应用服务系统的资源负担和影响系统的运行效

率"造成不必要的资源的:R;时间片的浪费’
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R8=1’推送的概念"其原

理是一旦不同的位置服务业务系统向空间位置服务

平台中的定位接口&订购’了对某个目标位置查询的

&服务’项目"服务平台就会做一个完整的&登记’和

统一管理"一旦新的位置信息获取了就马上通过网

络和已经部署在各个应用客户端的程序来进行&通
知’"客户端程序会自动&触发’位置应用业务系统的

某个功能或模块"来达到位置实时刷新的效果’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正是利用了R8=1机制的特点

和优势"把R8=1推送的理念和空间位置信息的更新

操作结合起来"在平台服务器端和各个位置应用系统

客户端部署不同的功能模块"系统架构模型如图D’
R8=1定位消息中间件是处于定位接口和客户

端应用系统之间的关键部分"是联系)种应用的桥

梁’如果利用R8=1平台的机制"那么只需要通过客

户端的定位查询订购程序向服务器提供一次订购请

求"建立一个实时在线的通讯服务通道"服务器端的

R8=125/<5/程序就记载下相关通道信息’服务器端

的R8=125/<5/程序另外和定位服务接口进行连接

和实时提交定位查询请求"一旦目标的最新位置返

回给服务平台"R8=125/<5/程序就会对定位信息进

行打包"再通过那些已经定购了这个目标的客户端

应用连接通道"把新的位置数据包发送给客户端应

用"在应用系统中再进行某个操作的触发"比如位置

跳转%提示报警等’
空间位置服务平台中R8=1架构特点如下!
#"$可扩展性强与效能高’R8=1服务器不仅可

处理定位的传输"同时也具有进行联机扩展的能力’
为了要确保高度的性能稳定及延展性"R8=1服务器

实现了动态的负载平衡功能"以支持需要大量扩充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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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R8=1定位通知流程

X4K’D X&%V%9@8=1&%3.04%66%049>46K

的系统实时信息的要求’
")#安全性保证’R8=1服务器的安全性功能由

!个方面组成$身份验证%权限管控%以及信息加密’
"!#支持不同的消息传递模式’现今有)种重要

的消息传递模式$发布&订阅"@8J&=8J#以及点对点

"R)R#’R8=1服务器支持以上这)种信息交换模式’
可弹性调用’适当部署各自的位置服务应用系统’

"D#支持多客户端R8=1开发’目前可以针对下

列不同的应用平台和开发环境’提供客户端应用二

次开发包$包括B304<5N:%60/%&9%/Y46I%V=’7.<.
:&.==’B304<5N:%60/%&9%/Y46I%V=:-’(-Q’O2
’(-QX/.H5V%/\F4J/./>等’

#!结论

在空间位置服务平台中?L2平台承担了空间信

息管理%查询%分析等主要工作’是空间位置服务系统

的核心’优秀的?L2平台和技术及移动通信运营商是

构建基于手机的位置服务的应用系统的坚强基石’本
文讨论的问题是在国产大型平台!!!OBR?L2上进

行了原型系统的试验和开发的’是结合了基于:SOB
网络的?R2M65定位技术为中国联通开发了(企业之

星)定位系统’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进行了分布式的

部署和业务接入’系统均衡负载能力强’整体运行稳

定’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位置服务已经成为各运营商和应用开发商的

竞争焦点的今天’利用空间位置服务平台进行FA2
业务的开发和使用对无线增值业务的发展’不论是技

术上和还是市场上都会提供强有力的促进和帮助’推
进通讯产业和?L2服务应用领域的蓬勃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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