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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定位适配器的设计原理及其主要实现方法"在基于2"33架构下的&[’平台基础上"充分利用 32[
组件(e)&等技术"使定位适配器具有较好的多平台适应性"以满足当前不同定位中心的设计要求#
关键词!定位服务 定位适配器 2"33e)&

1!2"33及&[’平台层次结构

1:12"33简介

2"33$2LPL"-=LGFBDK 3?G<DQDE@<3>EGEB?% 是 ’ac
公司推出的一种基于2LPL技术的#适合于创建服务器

应用程序和服务的2LPL"平台企业版" 它提供了多层

分布式的应用模型#组件复用#一致化的安全模型以及

灵活的事务控制" 在此基础上开发的系统具有较高的

可用性#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等优点"
1:" &[’平台层次结构

本文基于的&[’平台的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

图 1! &[’平台层次结构

图 "! 0Y)T手机定位示意图

从图1可以看出!该&[’平台共由三个层次组成+
接口层!服务层以及数据层"

接口层主要是为应用服务器的开发提供一套完整

的T-," &[’平台提供了一套基于 2LPL的方便本地调

用的T-,!以及一套基于e)&的方便远程调用的T-,"
服务层是 &[’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层可以分

成若干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由一系列组件组织而成!
每个组件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将这些功能组合起来

就可以实现一个位置相关的服务" &[’平台服务层主

要包括+定位适配器#地图处理适配器和内容信息服

务" 其中内容信息服务主要由用户管理#最优路

线搜索#周边对象查找三部分组成"
数据层主要是存储系统运行所需的数据!其

中包括点位信息#道路网络信息#公交信息#用户

信息#日志信息等等"

"!定位适配器

定位服务是任何 &[’系统的基础!只有在正

确获取到终端位置以后!才能确保后继的操作存

在意义" 终端位置的获取需要与特定的定位中位

$)-0%按照指定的接口进行交互" 图"是以中国

联通0Y)T手机为例的定位示意图"
其中!定位适配器主要完成各种定位接口的

实现!通过这些接口与对应的定位中心进行交互

来获得终端的位置信息!对得到的位置信息经过

适当处理后为应用服务器提供一个取得终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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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和纬度%的接口&#’ " 定位适配器的软件结构如

图#所示"
图#中!整个定位适配器由三大部分组成+联通 &1

接口的实现!移动定位网关接口的实现以及 e)&处理

器" 下面仅以联通 &1接口为例说明定位适配器的设

计和实现过程!移动定位网关接口的协议承载方式#通

信过程!与&1接口基本相同!只是描述消息格式的Y/Y
略有差异!在此不再赘述"

图 #! 定位适配器软件结构

#!定位适配器的设计

#:1&1接口介绍

&1接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发布的

3 $̂$)0Y)T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定位业务+&1接口

技术要求$基本要求%4来实现" 因此能与任何符合这

一接口技术要求的移动定位中心进行通信!实现定位

功能" &1接口是0Y)T移动定位中心$)-0%与位置服

务客户机$&0’0=E<?G%之间的接口" &1接口协议$0YU
)T移动定位协议%是应用级协议!用于使用 0Y)T无

线定位技术定位时 )-0和服务提供商$’-%位置应用

的通信接口"
#:" 承载方式

&1移动定位承载协议采用 .//-]e)&!通过 ’’&保

证 数 据 传 输 的 安 全" e)&$<eG<?@EN=<)LDZCQ&L?U
HCLH<%是一种可延伸或扩展的标记语言!它的优点是

可根据设计的需要自行定义标签!’-和)-0间的接口

往往会根据功能或业务的需要自行定义参数!使用该

语言可以自行定义标签!建立数据非常灵活"
)-0对’-设置两个 .//-端口!一个通过 ’’&来

保证数据安全!一个不需要采用’’&" 前者主要提供给

非信任域#非安全域的用户!如通过 ,?G<D?<G来访问的

用户,后者提供给信任域#安全域的用户!如通过局域

网来访问的用户!同时由于不采用 ’’&!可提高数据传

输速度" 可以选择两个端口号码作为建议的标准端

口" 端口应 该 由 ,TcT$,?G<D?<G指 定 的 号 码 机 构% 登

记!对0Y)T中用到两个端口号码的建议为+%$$$用

于’’&传输%,%$1$用于非安全传输%"
#:# 通信过程

一个位置服务客户机$&0’0=E<?G%通过发送一个

.//--+’/请求给)-0来请求位置服务!语法为+-+’/
’-JB@G’-.//-]1:10*&A" 请求必须将实体标头内容

长度字段作为请求的一部分" 请求的消息部分应该包

括e)&格式下的请求!长度应该等于 &0’客户机在内

容长度字段中规定的长度值" 对位置信息的所有请求

都公布到相同的 a*,上" a*,的实例如 JGGQ+]]JB@G+
QBDG]&I@,?G<DFLI<]" 位置请求有三种类型+

&,*$&BILGEB?,KK<>ELG<*<gC<@G%!位置立即请求"
指立即$在一定的时间内%需要一个位置响应的位置

请求" &0’客户机根据业务需求决定是否使用立即请

求!)-0根据业务要求的精度决定定位方法"
&/*$&BILGEB?/DEHH<D*<gC<@G%!触发型位置请求"

指不立即要求一个或多个位置响应的位置请求!而是

通过设置一定的触发条件!如定时触发!当满足设定定

位的触发条件时!)-0会发起定位!并向 &0’0=E<?G以

定位请求报告的形式返回测量结果"
&0/*$&BILGEB?0L?I=</DEHH<D*<gC<@G%!触发型位

置请求取消" 这种请求用于取消触发型定位请求"
对于请求的响应消息也存在三类!对 &,*和 &/*的

答复包含测量结果!对 &0/*的答复只包含 )-0为测

量请求分配的 ,Y号" 各种答复分别为+&)$&BILGEB?
,KK<>ELG<T?@;<D%!位置立即请求答复,&/T$&BILGEB?
/DEHH<DT?@;<D%!触发型位置请求答复,&0/T$&BILGEB?
0L?I=</DEHH<DT?@;<D%!触发位置请求取消答复!只要

求发送,Y即可"
定位业务的.//-消息流程如图5所示"

图 5!&1接口定位业务消息流程

’-(-B@EGEB?*<gC<@G$定位 请 求% 包 括 &,*!&/*!
&0/*,’-(-B@EGEB?T?@;<D$定位应答% 包括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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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T"
#:5 基于e)&的接口

定位适配器与定位中心之间的通信都是以 e)&
作为消息载体的!系统要频繁地进行 e)&的解析和生

成操作!因此一个性能优良的 e)&处理模块对系统有

着重要意义" 本文讨论的 e)&处理模块实现了基于

Y+)和’Te的两种处理e)&的方式!对于较小的e)&
文档采用Y+)方式!从而大大提高处理速度!而针对

e)&文档的解析则采用基于 ’Te的方式!对于提高系

统性能较为显著&5’ "
定位适配器中基于 e)&的接口主要是定位接口!

下面给出定位请求和应答的Y/Y"
定位请求Y/Y如表1"

表 1
k5 3&3)3c/ &[’(3?P<=BQ< $*<gC<@G% l

k5 3&3)3c/ *<gC<@G
$+DEHE?LGBDj!AE?>)<!

)’,Y’j% l
k5 T//&,’/*<gC<@G:::TQQ0B>< $m-0YT/T% l
k5 3&3)3c/ +DEHE?LGBD $+*,Y!+*,Y/SQ<% l
k5 3&3)3c/ +*,Y $m-0YT/T% l
k5 3&3)3c/ +*,Y/SQ< $m-0YT/T% l
k5 3&3)3c/ AE?>)< $m-0YT/T% l
k5 3&3)3c/ )’,Y’ $)’,Y!)’,Y/SQ<% l
k5 3&3)3c/ )’,Y $m-0YT/T% l
k5 3&3)3c/ )’,Y/SQ< $m-0YT/T% l

参数说明+
+*,Y+发起定位的终端的号码,
+*,Y/SQ<+发起定位的终端接入类型,
AE?>)<+是否是定位自己!其取值包括+1$定位自

己%!$$定位朋友%,
)’,Y+被定位的终端号码,
)’,Y/SQ<+被定位的终端接入类型"
若是自己定位自己的时候+*,Y与)’,Y一一对应

相同"
定位应答Y/Y如表""
参数说明+
-B@*@=G+定位结果!其值包括+
!$+定位成功!此时要给出&B?H!&LG节点的值,
!非$值+定位失败!此时要给出 *<L@B?节点的

值,
*<L@B?+定位失败原因"

表 "
k5 3&3)3c/ &[’(3?P<=BQ< $*<@QB?@<% l
k5 3&3)3c/ *<@QB?@< $-B@,?FB@% l
k5 T//&,’/ *<@QB?@<:::TQQ0B>< $m-0YT/T% l
k5 3&3)3c/ -B@,?FB@ $-B@,?FBj% l

k5 3&3)3c/ -B@,?FB
$-B@*@=G!)’,Y!$&B?H!&LG%

W*<L@B?% l
k5 3&3)3c/ -B@*@=G $m-0YT/T% l
k5 3&3)3c/ +*,Y $m-0YT/T% l
k5 3&3)3c/ )’,Y $m-0YT/T% l
k5 3&3)3c/ &B?H $m-0YT/T% l
k5 3&3)3c/ &LG $m-0YT/T% l
k5 3&3)3c/ *<L@B? $m-0YT/T% l

5!定位适配器的实现

5:1实现环境

本文讨论的定位适配器所在的 &[’平台!采用 2TU
bT实现!是一个基于 2"33构架!充分利用 32[组件#
’<DP=<G等技术!并结合 e)&在数据描述上的优点的服

务器程序" 设计中将每个业务功能封装成一个 32[组

件!充分发挥32[容器的优点!从而达到系统要求" 因

为2TbT语言具有平台独立性!因此本 &[’平台可以基

本上不做多少修改!即可运行于 9E?>B;@#&E?CR以及

其它平台上"
该&[’平台实现时所选取的应用服务器以及主要

开发包是+9<N=BHEI%:$应用服务器!T*0,)’地图服务

器!2>Z1:5XLPL开发包!e<DI<e)&解析器以及 2LZLDGL
0BKKB?@-BB=组件"
5:" 主要实现方法

定位适配器是一个与不同定位中心进行通信的程

序" 对于定位中心而言!定位适配器是个客户端程序!
而对于&[’应用而言!定位适配器是个服务器程序!负

责完成&[’应用的定位请求" 由于 &[’应用业务在国

内刚刚起步!因此!各种定位中心也没有发展成熟" 而

随着应用的发展!定位中心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变动!为

了不让定位中心的变化而导致 &[’应用的不断修改!
定位适配器必须确保一个统一不变的对外接口" 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结合使用工厂模式和适配器

模式来实现定位适配器!从而满足这一要求&6’ " 图6
是定位适配器的类图$只列出几个重要代表性的函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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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主要由以下几个角色组成+
)-0ALIGBDS担任抽象工厂角色!与应用程序无关!

是一个接口!任何具体的工厂类都要实现这个接口"
&/ALIGBDS和 fYALIGBDS担任具体工厂角色!是实现抽象

工厂角色)-0ALIGBDS的具体XLPL类!包含有与应用密

切相关的逻辑!被应用程序调用" )-0担任抽象产品

角色!是所有具体产品类的共同父类" fYEKQ=和 &GEKU
Q=担任具体产品角色!实现了 )-0定义的接口!分别

与联通定位中心和移动定位网关通信"

图 6! 定位适配器类图

在这种方式下!当有新的定位接口加入时!只要

添加相应的具体工厂类和具体产品类即可!而原来的

应用代码可以保持不变!这完全符合 软 件 开 发 中 的

1开*闭2原则"

下面以定位自己为例!说明基于此定位适配器的

定位服务的实现"

定位自己!又称为查看自己位置!是 &[’系统的一

项基本功能!它先通过定位适配器取得终端用户自己

当前所处的位置$经纬度值%!对所取得的位置信息作

适当的处理后!通过地图适配器取得指定规格的地图

图片和相关文字描述信息"

由于查看自己位置和查看朋友位置功能非常相

似!可以用一个 32[来完成!对外公开两个主要方法

FE?>)<和 FE?>ADE<?>" 另外在执行 FE?>ADE<?>时!需要

调用用户管理32[来确保发起定位者有对被定位者进

行定位的权限" 下面是定位32[提供的主要方法&\’ +

QCN=EII=L@@AE?>)<[<L?EKQ=<K<?G@’<@@EB?[<L?
6

’<@@EB?0B?G<RG@<@@EB?0B?G<RG,
QCN=EIPBE>@<G’<@@EB?0B?GIRG$’<@@EB?0B?G<RG@<@U

@EB?0B?G<RG% 67
QCN=EI)LQFE?>)<$’GDE?H@GD)S,>% 6 7 ]]查看自

己位置

QCN=EI)LQFE?>ADE<?>$’GDE?H@GD)S,>! ’GDE?H@GDU
ADE<?>,>% 67 ]]查看朋友位置

QDEPLG< -BE?G H<G-B@GEB?
$’GDE?H@GD+DEH,>! ’GDE?H@GDADE<?U
>,>% 67 ]]根据号码取得经纬度

值

QDEPLG<)LQH<G)LQ$>BCN=<
>N=e! >BCN=<>N=f! E?GE/SQ<% 67
]]根据经纬度值取得地图

7

6!结束语

2"33技术的出现!使得企业

级应用系统的开发变得更加快速

和方便" 本文正是借助 2"33技

术优势!充分利用 32[组件#e)&
等技术!使设计的定位适配器具

有较好的多种平台适应性!以满足当前不同定位中心

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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