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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移动位置服务应用平台的研究与设计方案。这种方案基于 ! 2"#$ 定位技术，充分利用运

营商的现有网络，保护了现有移动通信网络投资。详细说明了位置服务应用平台的设计结构。通过客

户端的实际测试表明，这种方案具有定位精度高和响应时间短的优势。能够应用于移动通信网络上为

用户提供位置服务增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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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语音业务的饱和，数据业务具有越来越大的

增长空间。但是运营商只有不断开发出适应用户需要

的数 据 业 务，才 能 实 现 其 业 务 的 增 长。位 置 服 务

（9<$，926+1(2* 2:+’&, $&5;(6&）是将 "-$ 地理信息

系统、卫星导航和无线蜂窝技术融合起来的一种移动

增值业务［/］。9<$ 有望成为与短信一样具有巨大前途

的增值业务，其市场呈现一种爆发性的增长势头。据

英国剑桥 !*+0=’(’ >&’&+564 公布的一份报告预测，

在未来几年个人移动定位服务的产值将在 .11 亿美

元，并且位置服务会产生新的价值并培养消费。

9<$ 业务可使用多种定位技术来实现，但是最易实

现的是利用卫星导航的 "#$ 系统与无线技术相结合的 !
2"#$ 移动位置服务系统［3］。并且与大多数定位技术比

较，! 2"#$ 定位技术的精度高，可以定位至 . 到 31. 的

范围。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已经部署了这种位置服务系

统。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销售了带 ! 2"#$ 定位服务

的 ?%@! 手机超过 /111 万台。本文首先说明 ! 2"#$
移动定位技术，接着提出了一种位置服务系统的体系结构

与设计，并在测试网络中进行了实现。

/- ! 2"#$ 定位原理

"#$（全球定位系统）是美国国防部出于军事目

的开发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卫星发射两个载

波频率的 ?%@! 信号。其中一个 /040A 53@BC 的直

接序列扩频（%$$$）信号可以用于民用［.］。接收者通

过接收 "#$ 卫星发射的信号来确定位置。

在移动通信的定位服务中直接使用 "#$ 定位技

术需要解决下列问题。首先，由于捕捉到 "#$ 卫星导

航信号的时间相对较长，通常为 .1 秒到几分钟，所以

移动台的首次响应时间较长。其次，由于较长的响应

时间导致移动台的功率损耗也较大。最后，处于室内

和城市高楼之间的低谷地带的移动台，或者由于移动

台的天线相对较小等原因，导致接收到的 "#$ 信号相

对较弱，造成这些弱信号难以检测到。因此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可 以 采 用 辅 助 "#$（!’’(’1&, "#$，! 2
"#$）方法来改善移动通信系统中 "#$ 定位的性能。

! 2"#$ 技术的基本思想是在现有 "#$ 卫星网

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参考 "#$ 网络，以便接收天线能

够连续不断地跟踪 "#$ 卫星。参考网络可以利用现

有的移动通信网络，与蜂窝基站连接在一起，持续实时

地跟踪 "#$ 卫星群。并在一定的时刻提供定位数据

给每一颗卫星。这些数据包括移动台（ 或基站）的位

置信息，目前所有在使用的卫星信息，星历表信息，时

钟校正信息，多谱勒频移，甚至包括伪随机噪声信息等

等。当移动台发出移动定位请求时，"#$ 参考网络把

这些数据信息传送到移动台（ 或 "#$ 接收天线）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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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启动或增加移动台的接收灵敏度。由于参考网络的

作用，和传统 !"# 比较，$ - !"# 信号的搜索空间大

大缩小，所以导航信号的捕捉时间大为减小。同时参

考网络容许移动台采用快速的搜索速度和较窄的搜索

带宽，这大大提高了移动台灵敏度，削减了移动台的功

率损耗。一旦内嵌 !"# 接收天线的移动台接收到卫

星信号，移动台的初始定位信息便可传送给网络，并在

网络中进一步进行计算，从而确定出移动台的位置。

$ -!"# 技术克服了 !"# 技术直接应用于移动

通信定位服务的缺陷，并且与其它移动定位技术相比

有很多优点。主要是它的精度较高，定位距离最小可

以达到 . 米。其次是它的定位响应时间也较短，可以

在几秒内得到响应。因此，$ - !"# 技术应用于移动

通信系统的定位业务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在 .!""
中，它 和 %&’%$（ 观 测 到 达 时 间 差 分，%()*+,*-
&./* ’.00*+*12* 30 $++.,45）定位技术一起被作为两

大关键性的定位技术被写入了规范［/］。随着 .! 移动

通信系统在中国将要实施，位置服务有望成为可与短

信相媲美的移动业务，因此基于 $ -!"# 定位技术的

位置服务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01 移动位置服务的体系结构

!! " 移动位置服务的体系结构

位置服务随着 .! 的开通会成为运营商自提升战

略之一。目前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在推出或准备推

出定位业务。但是利用怎样的技术进行网络架构以及

相关配置是运营商和开发商首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良

好的网络架构和配置可以提供更好的兼容性以保护投

资。.! 的 主 流 标 准 都 是 6’7$ 系 统。 像 6’8
7$0222 和 &’ -#6’7$ 系统是严格同步系统，968
’7$ 是准同步系统［3］，这些系统都借助于 !"# 系统

保持与世界协调时（:&6）同步。因此，在 .! 系统上

布署 $ -!"# 辅助单元是相对简单的，只需增加相应

的支持 $ -!"# 的功能模块，成为移动位置服务技术

的首选技术。图 4 是一种可采用的系统结构。这种架

构充分利用运营商的现有网络，保护了运营商的现有

网络投资。网络的前端是蜂窝移动通信系统，而在无

线网络实体和位置服务应用平台之间加入了一个称为

定位服务网关的实体。

图 41 位置服务体系结构

位置服务网关是一个综合性的业务管理平台，支

持开放标准的应用程序接口 ; 协议、多厂家设备及定位

技术。它一方面为服务提供商提供各种基于 <7= 协

议的二次开发接口，供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按需

开发；另一方面为移动运营商提供各种运营维护管理

功能，如地理信息服务、位置服务、用户鉴权、计费等各

种服务。位置服务网关支持与 9$" 以及 >?@9 的连

接，运营商可通过不同渠道提供高性价比的应用和服

务。有些位置服务适合使用 #7# 提供，有些适合使

用 9$" ; >?@9 提供，有些如报表等适合用电子邮件

提供，有些如互动广告适合用 77# 提供。移动位置

服务网关提供多套接口，方便运营商提供服务。

!! ! 位置服务应用平台的设计

位置服务应用平台是位置服务系统的核心，负责

处理移动终端的位置服务业务信息以及与其他功能单

元的互连。应用平台的结构设计如图 0 所示。

图 0 位置服务应用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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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平台中的位置应用单元相当于一个服务器，

在开发中采用目前流行的 !"# $"%&’(") 技术。!"#
$"%&’(") 是一种部署在网络上的软件对象 * 组件，它

具有完好的封装性、松散耦合等特点，能够在网络上被

描述、发布、定位和调用。!"# $"%&’(") 技术的基石

是以 +,- 为主的、开放的 !"# 规范技术，能够更方

便地实现 ./0"%/"0 上跨平台、多语言的异构应用的交

互和集成。!"# $"%&’(") 技术更容易把分布在不同

网络之间的各种地理信息资源快速有效地发布到网络

应用中。由于 !"# $"%&’(") 技术广泛的互操作性和

兼容性，因此特别适合于应用在位置服务等并发用户

量巨大的信息服务上。

在 !"# $"%&’(") 上可以实现 !12 或 345! 协

议［-］。下面以 !12 上使用 6.55 为例。因为移动终

端的计算能力有限，所以要在 6.55 服务器端实现大

部分计算功能，并且要实现 6.,5 终端对 6.55 服务

器端服务的调用。!"# $"%&’(") 在分布平台上实现

业务 逻 辑，包 装 成 完 整 !"# 服 务，并 描 述 成 !"#
$"%&’(") 通用的语言格式（!$7-），整个过程类似于

收集、管 理、发 布 这 些 服 务。对 于 客 户 端 系 统 上 的

!53 请求或无线应用终端上的短信位置服务请求，可

以解析相应的协议实现对位置服务的调用。对于电信

级的位置服务应用，核心问题是解决大用户量的并发

访问的问题，因此应考虑采用先进的负载平衡和流量

控制技术［/］。

!! " 位置服务客户端实现

基于以上设计思想，我们开发了适用于移动通信

的位置服务应用系统。并在 08 测试网络中进行了测

试。位置服务响应时间平均为 0 秒，达到了预期目标；

定位精度平均为 12 米，这个精度基本能够满足用户的

要求，但对于要求更精准的位置服务来说，定位精度有

待进一步提高。下面图 0 是测试运行的结果。

03 结束语

移动位置服务具有极好的市场应用前景。在市场

需求的驱动下，位置服务正日益成为一项具有超大规

模用户群的增值电信业务。对移动用户而言，位置服

务不仅仅是了解自己和他人位置的个性服务，更重要

的是关系到移动用户的自身和财产安全。位置服务有

 

图 03 位置服务客户端测试结果

力地拉近了空间信息与人们生活的距离，满足空间信

息进一步社会化和业务化的需求。随着未来通信技术

的不断发展，移动位置服务将提供给用户更高的定位

精度，更便捷的操作方式，更全面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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