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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34=>3=4 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移动用户利用手机、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等移动终端通过无线网络接入 <34=>3=4，

从而方便的在移动中查询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地理信息技术和 <34=>3=4、通讯技术结合可以提供基于无线终端的移动的地理

信息服务。介绍基于 15@5 手机地理信息服务系统的特点，系统开发的难点，终端技术———1&AB 技术，重点介绍一个服务器端采用

1&BB 体系，客户端采用 1&AB 技术的地理信息服务系统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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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和手机设备的发展使得以手机作为

终端设备开发地理信息的应用成为可能。在移动设

备上开发地理信息的应用是当前 0<E 的热点之一，

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基于手机的移动地理信

息服务系统的服务器端技术可以采用现有的有线网

络的技术。客户端可以采用 1&AB，-.)，<$G6H=，
I84GF 等技术。本文介绍基于 15@5 手机的地理信息

服务系统特点，设计基于 15@5 手机的地理信息服务

系统的难点和相应策略，并重点介绍一种服务器端

采用 1&BB 体系，客户端采用 1&AB 技术的地理信

息服务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一、基于 !"#" 手机的地理信息服务

系统特点

8 9 基于移动互联网络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网络地理信息技术从

)J 机走向手机和 )?. 等移动设备。基于移动互联

网络的 15@5 手机的地理信息服务具有移动互联网

络带宽较小、时延较大、连接可靠性较低等特性［&］。

: 9 移动性

移动的互联网方便了网络用户在移动中，随时

随地地获取所需的 0<E 信息和服务。移动地理信

息服务系统具有可以提供给移动中的用户的当前位

置和方便的查询自己感兴趣的或周围的地理信息等

功能，移动性是传统的互联网络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 9 瘦客户

基于手机终端的地理信息服务系统受手机设备

的特性限制，是客户端向服务器端请求地图图像，并

进行显示，服务器进行空间数据的选取和图像生成

的工作。而 15@5 手机由于采用了 1&AB 技术，所以

允许用户进行一些智能化的处理。普通的 15@5 手

机由于受存储器容量、处理器速度等限制，只能进行

极少量运算，因而在普通手机上开发基于矢量的地

理信息应用难度相对较大。而 )?. 型的 15@5 手机

由于处理器和存储器及显示能力方面的限制相对较

小，可以承担较多的计算工作，客户端可以请求部分

地图图形数据，解析这些数据，执行地图的生成和显

示的工作，并执行一些简单的查询。这种情况下，客

户端由于是矢量格式的图形，故可以在数据允许的

范围内，执行某些基于矢量的地图操作。如新太集

团 移 动 终 端 产 品 事 业 部 推 出 的 面 向 A646>6F5
.C&**、’** 广深指南，其客户端就采用了基于矢量

格式的地图。

< 9 终端技术的先进性

采用 1&AB 技术来作为客户端技术有很多优

点。首先，1&AB 解决方案具有“智能化”的特点，这

种智能化特点能辨认出用户访问的信息是本地的还

是 <34=>3=4 上的。如果是在本地，则将存储区域中

的信息调出来供用户浏览；若是 <34=>3=4 上的，则将

所需要的信息或程序下载到存储区。其次，从用户

操作的角度讲，1&AB 能提供更多更灵活的交互方

式。在 1&AB 平台支持下，手机可以生成并显示基于

矢量的图形，并且可以提供给用户基于矢量的图形操

作。再次，从显示效果来看，通过使用 1&AB 技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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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将不再被限制在 !"# 设备的有限的单色接口［$］，

而是可以很容易地享受到丰富多彩的生动的图像和

应用。此外，%&’( 还可以提供离线的服务。

二、设计基于 !"#" 手机的地理信息

服务系统的难点和相应策略

在手机终端进行地理信息应用的开发的困难主

要是由手机设备和无线互联网络的特性引起的。如

果仅利用 %&’( 开发小数据量的位图格式的地图信

息服务，限制会比较小。而要开发基于矢量的 )*+
服务系统则限制相对较大。这些限制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 - 手机存储器和海量的 )*+ 数据之间的尖锐

冲突。手机的存储器是非常有限的，普通手机的内

存一般只有几百 ./，除去手机的操作系统以及其他

的程序或数据所占的空间之外，存储地理信息服务

系统客户端和运行客户端程序的空间非常小。为了

克服这个限制，我们必须采用比较合理的数据结构，

对数据进行纵向分层、横向分块、多次请求等策略，

以减少一次请求传到手机终端的数据量。

& - 手机处理器处理速度比较慢，所以在开发针

对手机设备的 )*+ 应用系统时数据的输入、解析、

地图的生成和显示等都会比较慢，因而我们要尽可

能地减少手机处理器的负担，尽可能将大量的计算

工作放在服务器端。比如我们采用的是经纬度格式

的数据（由于 %&’( 不支持 01234 和 526718 类型的数

据，所以我们传给客户的数据可能是经过处理的经

纬度数据），则要将经纬度数据转换到手机设备的屏

幕坐标系下。这样把坐标转换的工作放在服务器

端，减少了客户端的计算量。

9 - 连接无线互联网时延时大，网络传输速度

慢。这是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互联网相比的特点之

一［&］。当 前 )+’ 移 动 通 信 网 的 传 输 速 度 是

: - ; .7<=（每秒千比特），)#>+ 移动通信网的传输速

度理论上可达,?, - $ .7<=，实际上 )#>+ 的数据传

输速率只有 &@ A 9@ .7<=。这时我们就必须尽可能

的减少客户和服务器的交互，减少每一次传输到手

机设备的数据量，并且充分利用客户端已有的数据。

三、!$%& 介绍

%&’( 最早在 ,::: 年 ; 月的 %3B3CD8, 大会上

被正式提出，至此 %3B3 形成了 %&((（%3B3 & E’ (DF
48G<GH=8 (5H4H2D）、%&+(（ %3B3 & E’ +43D53G5 (5HF
4H2D）、%&’(（%3B3 & E’ ’HIG2 (5H4H2D）9 个版本各

具特色的格局划分。其中 %&(( 面向企业级应用和

分布式计算；%&+( 是一个常规计算的平台；%&’( 面

向非常规的消费性设备。

%&’( 是 +JK 专门为小型的资源受限的消费

性电子设备的应用程序开发所提供新的 %3B3 版本，

它广泛的使用于例如蜂窝电话 I811 <L2D8，双向传唤

机 4M2FM3N <3O8G #P" 个人数字助理以及电视机顶

盒等众多小型资源受限设备中［Q，;］。%&’( 平台是

一种模块化，可伸缩的平台［;］。整个平台分成配置

（R2D0HO6G34H2D）、规范（#G20H18）两个层次。配置包括

虚拟机以及所要求的基本的最小限度的库。%&’(
的虚拟机不同于 %&+( 和 %&(( 的虚拟机，是专门用

于小设备的 %3B3 的虚拟机。配置是规范的基础。

具体要增加什么规范是由设备及所使用的配置决定

的。规范为配置增加图形用户接口，联网支持、数据

库管理等功能。配置和规范都是特定于具体设备

的。对于手机设备而言，配置层采用连接有限设备

配 置（RSPR，R2DD8I485 SHTH485 P8BHI8 R2D0HO6G3F
4H2D），规范层采用移动信息设备规范（’*P#，’27H18
*D02GT34H2D P8BHI8 #G20H18）。RSPR 面向的目标设备

是小型的资源有限连接受限的设备，这些设备的内

存在 ,;@ A Q,& ./ 之间，处理器速度较慢，通常是靠

电池给设备供电，并且网络连接常通表现为间歇性

连接，而且带宽有限。RSPR 为这些设备定义了一

个的小型的 %3B3 平台，其实际的表现就是 UV’（千

字节虚拟机），并允许动态的向这些设备发布内容与

应用程序来方便第三方软件厂商与开发者向这些设

备移植内容与应用程序。’*P# 是位于 RSPR 上层

的规范，是目前 %&’( 平台中发展相对最成熟最广

为人知的规范（#G20H18）。’*P# 针对的是移动信息

设备，这类设备通常指手机或是 #P"，它们在屏幕、

内存处理器等硬件特性上有诸多限制，在这类设备

上开发应用程序必须要考虑一些技术上的特殊点。

利用 %&’( 可以在小设备或受限设备上做到

%&+(、%&(( 在 桌 面 和 服 务 器 系 统 上 可 以 做 的 事

情［Q］。可以在 %3B3 手机上运行独立的 %&’( 程序，

也可以运行一个 %&’( 程序来调用服务器上 +8GB184
程序。这是因为 ’*P# 提供了支持 WEE# 的 "#*
函数，这 些 "#* 可 以 激 发 WEE# 的 )(E、#C+E、

W("P 的请求，因此，在无线的网络平台如（)#>+ X
)+’ X RP’"）的支持下透过 WEE# 协议可以实现

%&’( 和服务器端应用程序的通讯［?，Y］。

四、系统构成

基于 %3B3 手机终端的地理信息服务系统除客

户端技术以外，其他技术和传统的基于有线网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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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非常相似。系统采用了客户

机 ! 服务器模式，整个体系逻辑上包含客户端、中间

层和数据层。

客户端：笔者采用了 "#$ 微系统公司的 %&’()
*(++ ,--.&/ 0 1 2 1 3 来进行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开发。

客户端程序可以由用户向服务器请求下载，也可以

利用 ",4 卡技术将程序固化在 "56 卡上运行。运

行在 7898 手机上的 7:6; 程序，是空间数据显示和

操作的用户接口。客户端作为终端用户和服务器交

互的界面，主要的工作是构建一个 #<= 请求，并将

它发送给服务器，同时它还接收服务器的响应结果，

并显示这个结果。由于 %&’(*(++ ,--.&/ 0 1 2 1 3 的

65>? 目前只提供了对 @,,? 协议的支持，故请求

采用基于 @,,? 协议的请求。

由于手机设备的限制，客户端是一个瘦客户端，

并且由于采用了数据的纵向分层、横向分块、多次请

求等策略，故而一次传到 7ABA 手机上的数据量非常

小。小数据量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反应速度。考虑到

无线互联网络的传输速度慢和延时的特性以及实际

的设备因素，这个客户端并非完全的瘦客户。客户端

可以完成坐标转换和反算的工作，由于采用了面向对

象的数据模型，还可以完成属性查询等简单的计算。

系统的客户端程序适用于不同厂家生产的 7898
手机。原因有二：一是 7:6; 秉承了 7898 跨平台的

特性。7898 采用 7898 虚拟机使得 7898 的目标代码

可以和平台无关。二是 "#$ 公司的 7:6; 平台有

7:6; 标准之称，各个手机厂家在推出自己的 7898
手机产品时，都附带了本厂商开发的 7:6; 扩展

A?5 函数。本系统直接采用 "#$ 公司的 7:6; 平

台，故理论上可以在任何的 7898 手机上执行。笔者

曾经把 %&’(*(++ ,--.&/ 0 1 2 1 3 的模拟器和 $C45A
DEF2 的实际设备作为客户端，运行效果良好。

中间层：笔者采用了 G-’*8HI 公司的 7JK&*I(’L 1 2
来进行服务端应用程序的开发。中间层是一个逻辑

层，包含有 %(J 服务器和 68M 应用服务器。系统

采用 AM8NO( 来作为 %(J 服务器，采用 AM8NO( ,-P)
N8/ 作为 68M 服务程序的运行容器。68M 服务器是

专业应用服务器，68M 服务器一方面调用空间数据

引擎提供的接口，另一方面对空间数据进行转换处

理，向 %(J 服务器提供响应。68M 应用服务器完成

空间应用服务的主要处理逻辑，包括栅格地图数据

流、矢量数据流、空间查询和空间分析服务等，生成

的结果经 %(J 服务器传送给客户端。完成 68M 服

务器功能的 "(’9*(/ 程序放在 ,-PN8/ 容器下面执

行。当一个安装了本系统客户端 7:6; 程序的 7898

手机用户向 %(J 服务发送一个请求的时候，接收请

求的是一个 7898 "(’9*(/。这个 "(’9*(/ 是一个在管

理容器中运行，负责接收请求和响应的 7898 对象。

它可 以 以 很 多 种 协 议 返 回 请 求 结 果，像 @,,?，

Q,? 或者 ?C?。在这个系统中 "(’9*(/ 使用 @,,?
来响应请求。

68M服务器程序可以根据手机屏幕的大小定

制所要传到客户端的地图图片的大小，可以根据手

机是否支持彩色定制彩色或黑白的地图图片。此

外，服务器端的所有响应信息均以流的形式传给客

户端，这样可以减少服务器端文件响应时所生成的

临时文件的管理工作。

数据层：该层包括存有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

大型对象关系型数据库，包括一些存在文件中的空

间信息，其中对象关系型数据库可以是分布式的。

空间数据库引擎连接中间层和数据层。系统的数据

采用文件和 C<AR=; 数据库两种形式。

图 0 系统构成

五、实验系统功能介绍

实验系统从功能上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0 1 火车、公交、航班等信息查询。列车查询分

为两种查询方式：按车次查询和按起迄站点查询。

公交和航班查询与列车查询类似。

: 1 地图服务及地图操作。系统提供矢量和栅

格两种格式的地图浏览方式。允许用户进行放大、

缩小、平移等操作。

D 1 图形查属性和列表选择等方式的属性查询。

由于系统中包含了由设备坐标到实际坐标的反算，

所以用户点击屏幕上任何一点都可以将这点的坐标

转换成实际坐标，经过坐标匹配，找出点击目标的相

关信息。由于采用的是面向对象的数据格式，所以

这种查询不必要通过网络，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用户

费用，还提高了系统的反应速度。

3 1 兴趣点查询。用户可以在屏幕上的单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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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列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单位名称，而后选择察看

信息或察看地图。如果选择察看信息则将内存中的

相关信息加以显示，如果选择察看地图则显示地图。

!" 临近查询。用户可以在地图上选择感兴趣的

位置，并以这个位置为起点进行临近查询。临近查询

需要用户选择或填写相关的参数，如所要查询的类

型，查询的范围。服务器根据用户填写或选择的参

数，对数据进行裁减，选出用户需要的信息，并传到客

户端显示。图 # 是一个手机模拟器的地图显示界面。

图 # 地图显示界面

六、总 结

利用 $#%% & $#’% 技术开发基于移动终端的地

理信息的应用有一些优势：如可以利用现有的服务

器端技术，简化服务器端的开发，可以开发出基于移

动终端的矢量地图等，但是，由于手机设备特性的限

制，也会有许多的限制。当手机设备存储能力和计

算能力大大提高，移动联网网速越来越快时，应该会

有一些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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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的主页面如图 #。目前该系统已在广

州市农业局信息中心运行，读者可以通过 ?DDB：& &
PPP " JT<=<B" >I 访问该系统。

图 # 系统运行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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