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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GPS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navigation devices can 
real-time online communicate with location services platform, and provide good LBS(location-based services) 
to many users. LBS fully extend the functions of terminals. In the paper, we analyzed the system framework, 
service protocol and the terminal development, and then presented a solution of the LBS in intelligent naviga-
tion ter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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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和无线通信技术，智能导航终端与位置服务平台可以进行实时在线交互，从而充分

拓展了终端的能力，为各个用户提供良好的基于位置的服务。本文从系统框架、服务协议、终端开发

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基于位置的服务在智能导航终端上的解决方案。 

基于位置的服务；智能导航终端；位置服务平台；在线交互 
 
1 引言 

基于位置的服务[1]业务正在逐渐拓展，起先人们研

究它的市场潜力和产业覆盖面，而后开始探索它的技术

路线。在中国，近几年智能终端设备大众化趋势越来越

明显，这给 LBS(location-based service)[2]的应用创造了

条件；2009年 3G牌照正式发放，突破了移动网络传输
速度和服务质量的瓶颈，解决了用户数量增加和通讯数

据量激增带来的性能低下问题。本文基于 3G 和 Wi-Fi
网络，研究了 LBS在智能导航终端上的解决方案。 

2 系统框架 

如图 1所示，系统分为终端和服务平台两大部分，
终端以不同的接入方式与服务端通信，服务端以

WebService方式供用户发布信息；考虑到日益增加语音
查询需求，服务端与Call Center组成局域网，并提供一

套运行在内部服务器上的业务系统，它整合了电话接入

和 LBS两个业务。 
 

 
Figure 1. system framework 

图 1.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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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和 LBS 的平台通讯遵循自定义的《位置服务
平台通信协议（LSPP）》，该协议规定进行数据交互时，
终端与服务平台之间采用TCP/IP通讯，终端通过Wi-Fi、 
3G接入 Internet，终端主动向服务平台发起连接，建立
成功后向平台发起业务请求。 
通信采用异步通信的模式，同时发送多个业务请求

而不需要阻塞等待，同时，连接建立后，平台也可以主

动向终端发送数据。 
该协议还规定终端和平台之间是否断开连接由终

端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决定。当平台有数据下载到终端

时，首先由平台向终端主动发送命令报文(采用 SMS方
式)，终端收到平台命令的 SMS 后，终端根据 SMS 中
的信息主动连接网络访问平台。 
如图 2所示，服务平台系统以服务为核心，以导航

定位和 LBS 为基础，面向具体的用户需求，实现功能
的封装。 
l 位置服务包括：定位（个人位置定位）、导

航（路径导航）、查询、位置共享（当出现特

殊情况下向相关机构发送求救或共享个人位置

信息）等。 
l 数据服务包括：公交线路获取、现时路况获

取、信息检索、即时通讯等。 
l 增值服务包括：广告发布、天气预报、商旅

出行等。 
l 语音服务包括：人工服务。 
l 其他：软件在线升级服务。 
 

 
Figure 2. service platform system 

图 2. 服务平台系统 
 

这些功能都依托于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空间计算，

终端的硬件配置对性能有一定影响，同时也考虑到用户

体验对产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采用的硬件

配置如下： 
l CPU：667M Hz 主频 ARM11。 
l 内存容量：256M DDR RAM。 
l Flash容量：内置 4GB存储空间。 
l 屏幕尺寸：4.8寸，800*480，32位色。 
l 系统运行环境：Linux。 

3 LSPP协议 

位置服务平台通信协议（LSPP）基于分层设计思想，
在终端和平台上将通信协议分为应用层和传输层，由于

整个业务系统都是由我们自己开发，所以终端和平台不

存在应用层协议转换的问题[3]。 
应用层将一个业务数据组成一个消息包，把多个消

息包组成应用包，并把应用包发送给传输层发送，或从

传输层接收应用包，把应用包拆分成消息包，并处理各

消息包数据。 
传输层接收应用层发过来的应用包，拆分并组成帧

发送到远端，或从远端接收帧，组合成应用包并发给应

用层。 
服务平台与终端之间采用建立在 TCP/IP上的异步

socket通讯。平台作为服务器端，监听并接收终端请求，
发送平台响应。 
异步通信可使终端连续发送不同的数据请求，这就

解决了命令等待问题。为保证通讯命令能够正确的解

析，规定以下几条原则： 
1. 新请求时，发送方流水号根据自己维护的流水

号列表填写；接收方处理完请求后，将此流水号

原本的回复给发送方。 
2. 数据包重发时流水号不变。 
3. 采用多帧传输时，由于需要接收所有的帧后才

能完整的解析数据，因此多帧传输时，流水号不

变。 
4. 数据不允许采用多应用包传输，比如：共有

200条数据，连续 4次，每次 50条。如果要实现
这种功能，数据请求方会用不同的流水号连续发

送请求。 
5. 数据请求方不需要通知数据发送方已收到数

据；发送方对每个数据请求只响应一次，不论对

方是否收到。数据请求方有超时重发的机制，数

据发送方不需要处理重发。 
6. 接收方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包后，可认为本次

通话过程结束，以便释放资源。 
通过以上原则，可以确定即使采用异步传输也不会

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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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LSPP Protocol 
图 3.LSPP协议 

 

4 终端的设计 

终端系统分为基础模块和业务模块两个部分，基础

模块实现显示、定位、查询功能，并开放接口供扩展模

块调用[4]。 
业务模块与位置服务平台密切相关，它通过消息队

列或共享内存的方式轮询检索新来的业务数据，完成在

地图上绘制新的道路、POI或者调用基础模块的相关接
口实现导航功能的扩充。 

 

 
Figure 4. Terminal system 

图 4.终端系统 
 

地图绘制模块是终端系统的核心，提供绘制点、线、

面、注记的接口，并管理不同绘图模式的相互协作，它

还提供其他的一些接口供使用，比如：颜色、粗细、模

式、字体、字号、注记的绘制方案等等。终端业务全部

依靠这个模块进行展现。 
 地图浏览模块负责地图上的基本浏览操作。查询模

块负责获取终端本地的 POI属性数据。路线规划负责必
经地、规避地、最短、最快等规划方案的计算。TMC
负责解析并绘制实时交通路况，并调用路线规划的接口

进行路径计算。导航提示负责对车辆行驶和路况进行语

音或界面提示。 
 业务模块根据需求可自由扩展，比如：在线查询、

呼叫服务、广告发布、好友位置查看等。业务模块只要

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开发，就能纳入到终端的智能导航

系统中，这给项目的管理带来了方便也提高了代码的复

用率。 
绘图效率一直是导航系统努力提高的一个方面，为

此我们采用由图形系统管理的帧缓冲来作为我们绘图

的逻辑设备，这个逻辑设备由图形系统创建，并以共享

内存的方式开放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还可以选择更快

的方式，就是通过设备映射直接获得帧缓冲的内存地

址。这种方式绕过了图形系统对终端各个应用程序窗口

的管理，如果发生应用程序抢夺屏幕控制权，这时候需

要应用程序自己调度自己，因而增加了应用程序解决资

源冲突方面的困难。 
基于上述架构，作者实现了 LBS常用功能，见表 1

和图 5、6。 

5 结论 

本方案将 GPS 导航与无线通信有机结合起来，除
供传统离线导航功能外，充分利用无线通信的优提势， 

 
Table 1. Feature set description 

表 1. 功能集说明 

功能序号 功能集 功能说明 
1 电子地图的浏览 放大、缩小、鹰眼 
2 常用地址薄 家、单位、告警点

管理、我的最爱 
3 线路规划 考虑规避、经由的

路线规划 
5 路线详情 全程的道路名称、

转向、公里数 
6 模拟导航、真实导

航  

7 语音提示 导航过程中有语音

提醒 

8 
POI的分类查询、
关键字查询、附近

查询 
查位置和属性 

9 呼叫中心 定位终端和 POI推
送 

10 信息共享 导航信息共享、团

队导航服务 
11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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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Map view 

     图 5. 地图浏览 
 

 
Figure 6. Integrated query 
图 6. 综合查询 

 
提供在线导航、语音导航、以及实时交通路况、导

航团队服务、网络 POI信息服务等功能，为客户提供良
好的 LBS服务。通过不断拓展平台功能，可以为终端
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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