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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布式移动地理信息系统是传统678在*"世纪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新方向9笔者分析了应用于

空 间 定 位 服 务):;8+的 分 布 式 移 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678+的 原 理>特 点 和 有 关 关 键 技 术3提 出 了 应 用

<=%678技术的解决方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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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B

C 引 言

地 理信息系统)678+是地理信息技术及其它相

关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9它利用地理信息

技术将城市系统中地理环境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

系映射到信息空间3为政府和企业的管理与决策及

市民社会生活提供空间信息服务9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飞速发展和不断进步3人们对地理空间信息)DEF%

GHIFJKLMGFH+的 $B)LHNMGKE3LHNOPEJE3LHNQFRN3

LHNMPGHD+服务的需求日益显现3无线移动服务与空

间 信 息 服 务 的 结 合3出 现 了 空 间 定 位 信 息 服 务

):;8!SFTLMGFHQLUERUEJVGTE+9:;8指的是在移动

环境下3利用678技术>空间定位技术和网络通信技

术3为移动对象提供基于空间地理位置的信息服务9
如用户在随身 携 带 的 移 动 终 端 上3通 过:;8功 能3
查询周围旅馆>餐馆信息9传统的平台678已不能适

应:;8空间信息的动态性特 点 和 为 用 户 提 供 智 能

化服务的要求3从而提出了基于空间信息服务的分

布 式 移 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678!RGUMJGQWMER

KFQGSE%678+的概念和技术实现9

X 分布式移动01/的原理及其特点

XYX 原理

<=%678可以简单定义为在移动7HMEJHEM上的

6783为 用 户 提 供 基 于 位 置 的 信 息 交 换>信 息 获 取>

信息共享和信息发布的服务系统9<=%678的输入

信号)包括用户的空间位置信息和请求+通过无线定

位技术)包括基于手机的和基于无线网络的定位技

术+获得3经由无线网络传入9<=%678对输入信号

按照系统化>结构化>智能化的运行机制进行数据组

织>管 理>信 息 查 询>分 析 和 信 息 发 布3形 成 输 出 信

号9无线用户可以用 他 们 的 无 线 终 端)如ZBA手

机>A<B等+获取<=%678应用程序3获得空间定位

信息服务):;8+9

XY[ 特点

与传统的基于桌面或局域网的678相比3应用

于:;8中的<=%678具有以下特点9

)"+输入信息的动态性9有线网络上的主机结

点是固定的3其地理位置相对于其他计算机系统而

言是透明的3而 在 无 线 网 络 中3使 用:;8的 移 动 终

端在使用过程中空间位置信息总是在不断变化3即

空间定位信息服务中3<=%678的输入信息也总是

在变化3是动态的9

)*+智能化要求9目前678的大部分应用都处

于提供信息的阶段3缺乏对信息的智能推理过程9但

是在:;8中3用户 需 要 的 不 仅 仅 是 信 息3而 是 针 对

某种问题的知识3甚至智能解决方案3希望在与<=%

678的交互过程中3<=%678能进行智能分析)如选

择两点间最短路径3进行多目标决策等+3并通过知

识 学 习 逐 步 了 解 用 户 的 需 求>习 惯 等3实 现 功 能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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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便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以人为本"&’(的)*+,-(主要使用对象

是普通的无线终端用户!而不是受过培训的专业用

户!所以要降低对系统操作的要求")*+,-(的设计

理念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建立友好和谐

的交互方式!对信息的处理应该尽量符合人的感知

和认知过程!实现.大众化的,-(/"

#0%瘦客户端1服务器结构模型"移动终端的显

示屏2储存容量等受到硬件体积的限制!因此基于有

线网络的31(模型不能适应&’(下的)*+,-(应用

的要求!应采用瘦客户端1服务器的结构模型"瘦客

户的基本思想是指客户端在获取信息时从服务器下

载代码和数据!用完后即丢弃"与传统的31(相比!
应用软件是完全在服务器上运行的!各种数据也在

服务器端管理和维护"在网络中传输的仅仅是屏幕

的更新部分2界面导航信息等"移动终端上只有一个

标准的浏览器"

4 分布式移动567的技术实现分析

489 空间位置信息获得与表示技术

高精度的定位是提供)*+,-(服务的基础"利

用 广域差分,:(技术可以提供实时;级精度的定

位与导航"对于那些没有,:(的移动终端#如普通

手 机%!目前可选的方案是起源蜂窝小区#3<<%2增

强偏移时分#=+<>)%2到达时间#><?%和到达角度

#?<?%等方案"同时!移动对象的位置总是在改变!
所以要保证)*+,-(中的位置数据随时有效"传统

的方法是周期性刷新数据!但是移动对象位置的频

繁变动会增加网络的负担!这就需要新的处理方法"
目前主要采用位置建模的方法@将移动对象的位置

抽象成时间的函数!即&ABCDEAFGH#I%!系统可根据

该函数计算出移动对象在将来任一时刻的位置!移

动对象无需周期性地报告当前位置!只在实际位置

与计算位置的偏差达到或超过一定阈值时!才对数

据库进行更新"这种方法极大地降低了数据库的更

新开销!减轻了网络负担"

484 推送#JKLM%技术

.推送/意味着用户自动地从网络服务器接收信

息服务!这种技术使用动态个人助理的概念来主动

寻找用户感兴趣的信息"有$种推送方式@覆盖推送

#定期向客户端发布所有更新的信息%2过滤推送#用

户 需 预 先 指 明 请 求 的 大 致 内 容%2发 行 和 订 阅 推 送

#用户需订阅的某些特殊信息服务%"推送技术模式

图如图N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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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 推送技术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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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分布式数据库技术

分 布 式 数 据 库 系 统 #))’(@ZETD\E]SDVZ

ZCDC]CTVTXTDVY%使用计算机网络将地理位置分散!
而管理和控制又需要不同程度来集中!把多个数据

库系统连接起来!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数据库系统"
它具有数据独立性和分布透明性的优点!用户通过

它可以透明地访问数据库"))’(体系结构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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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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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可̂以看出!))’(由0部分组成"

#N%局部数据库管理系统#&)’*(%"局部站点

上 的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的 功 能 是 建 立 和 管 理 局 部 数

据!提供站点自治能力!执行局部应用及子查询"

#̂%全局数据库管理系统#,)’*(%"其主要功

能是协调各局部数据库管理系统!完成全局应用!保

证数据库的全局一致性!执行并发控制!实现更新同

步!提供全局恢复功能"

#$%全局数据字典"用于存放全局模式2分片模

式2分布模式的定义以及各模式之间映像的定义!存

放有关用户存取权限的定义!以保证全局用户的合

法权限和数据库的安全性!存放数据完整性约束条

件的定义!其功能与集中式数据库的数据字典类似"

#0%通 信 管 理#BAYYSFEBCDEAFYCFCRVYVFD%"
用于在分布数据库站点之间传送消息和数据!完成

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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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同步技术

为了保证移动设备出现断接时依然能访问存放

在固定网络服务器上的数据$通常将%&’()*服务

器上的重要数据复制或缓存到移动设备上$即可供

移动用户在断接时使用+但由于时间差和多个用户

同时访问$复制过来的数据必然会存在与中央数据

库不一致的问题+数据同步则是指在移动计算环境

下$将移动终端数据的更新与中央数据库同步$从而

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数据同步技术关键是在于提供

复杂的复制控制机制$也就是数据同步机制+分布数

据库系统已经对复制技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许多策略和算法+总体上说有-种方法.悲观

的同步复制方式和乐观的异步复制方式+同步复制

是指在更新数据对象时$一次性更新所有副本上的

数据$这种方式使系统可用性降低$但可以保证系统

的一致性较强+异步复制指事务可以单独地更新某

个副本上的数据$从而造成系统短暂的不一致$事务

提交后$在该副本上所做的更新被异步地传播到其

它副本$使它们最终收敛于一致+这种方式增强了系

统的可用性$可以保证系统的一致性较弱+

!"/ 软件智能化技术

要让%&’()*具有智能行为$必须采用基于知

识的软件智能化技术$使%&’()*智能化+目前软件

智能化 研 究 的 热 点 是0知 识 发 现1和0智 能 代 理1技

术+知识发现从数据库中抽取隐含的,以前未知的,

潜在的有用信息$是%&’()*主动学习,获取知识的

重要手段$知识积累得越丰富$%&’()*的推理能力

就越强2智能代理是一种可以在网络上漫游的计算

机程序$它有自治性,社会性,主动性和反应能力$能

代表主人3智能代理的派遣者4在网络上搜索和收集

所 需 要 的 信 息 或 处 理 在 移 动 环 境 下 的 跨 平 台 互 操

作$包括交换计算和数据+

5 结束语

移动互联网正在给信息产业带来一场深刻的变

革$而分布式移动()*作为重要的信息技术之一$应

用于67*$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是必然的$也是基于

数量庞大的移动用户对空间信息服务的巨大市场需

求之上的$是()*在-8世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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