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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JAVA开发工具，以Microsoft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基于TCP／IP短信平台设计一个GPS／GIS／

GSM智船公交管理系统。该系统由监控中心、GPS车载终端和GSM网络通信3大模块组成，实现r车辆的

准确定位、车辆的实时监控和车辆调度等公共交通管理要求。该系统经测试定位误差较小，熊够满足公共交

通管理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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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intelligent public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of GPS／GIS／GSM us designed based

on TCP／IP protocol of information platform．This system is developed by JAVA program tool

and data base of Mierosoft Access．It consists of three modules including Supervisor Center，GPS

Vchides and GSM Network。which achieves exact location，real tim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for

vehicles．The test turns Out that it can meet the nced of public management with its sma[1

orienta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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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公共交通酃

门开始应用先进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进行公交车辆定

位、车辆监控、自动驾驶、计算机辅助调度及提供各

种公共交通信息以提高公交服务水平“]。我国各级

政府也非常重视公交事业的发展，鼓励运用先进的

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地理信息处理系统(GIS)

技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通讯技术和计算机

技术改造传统的公交运营模式，以智能公共交通管

理系统改善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通过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来解决大、中城市目前普遍存在的交通拥挤、

交通事故频繁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成为一种共识，

它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o】。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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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于TCP／IP网络通讯短信平台设计一个GPS／

GIS／GSM智能公交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公交车辆的

实时监控和涮度。

1 GPS／GIS／GSM智能公交系统工作原理

GPs／GIs／GsM智能公交系统使用GPS接收

机进行自动定位o】。车载单元的GPS接收模块接收

GPS卫星(共24颗，分布在6个不同的地球轨道上)

每秒钟发来的定位数据，并根据从三颗以上不同卫

星发来的数据计算出自身所处的地理坐标。坐标数

据通过GSM模块，利用短信的形式将车辆的位置、

状态、报警器和传感器输入的信息按规定的协议编

码发送至GSM网络，GSM网络将接收到的车辆定

位信息传送至监控中心的通信网关上，经过通信网

关处理后，转发到GIS监控终端并在地图上显示移

动目标的地理位置，这样控制中心就可清楚和直观

地掌握车辆的动态位置，从而把握车辆的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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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遇到紧急情况时，可通过车载设备，采用自动

或手动报警，将车辆所在位置、报警类型等数据发送

至控制中心，经监控计算机处理后，及时将事发车辆

的精确位置显示在电子地图上，为决策解决事故的

方案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控制管理中心也可以根据

当前的车辆的运行情况，给车辆发信息调度车辆的

行驶“3。

2 GPs／GIs／GSM智能公交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运用JAVA开发工具，以Microsoft Access

作为后台数据库支撑，采用客户端／Hi务器模型，

GPS采集信号所使用的格式遵循NMEA0183通信

协议。系统主要由监控中心、GPS车载终端以及

GSM网络通信3大模块组成，系统结构如图1所

示。

GPS害罐
图1 GPS／G1S／GSM智能公变系统结构

2．1监控中心模块

该模块是系统的核心，是为了获取、储存、显示、

查询定位数据而建立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它将所需

要的信息和资料直观、形象地在GIS监控终端的电

子地图上以图形或表格酌形式显示出来，为GPS卫

星定位提供良好的地图环境，并能将空间信息与属

性信息的处理完美结合起来，以直观的方式显示车

辆的位置状态等信息。

该模块可实现的功能包括通过Internet收到受

控车辆的定位坐标资料，通过PC屏幕实时显示出

受控车辆在电子地图上的位置、速度等信息；接受受

控车辆发出的各种通讯信息(主要是各种警报信

号)，在需要时以声、光方式显示；记录日志，包括记

录车辆运行情况日志(本系统为模拟数据)，报警日

志等一般性信息。

2．2 GPS车载终端模块

GPS车载终端模块由GPS接收设备接口单元、

GSM模块、车载控制单元、显示屏、GPS天线器件等

组成。车载终端通过GSM网络和监控中心进行双

向的信息传输；它接收GPS定位信号，将车辆的位

置和状态信息传送到监控中心并同时将车辆的位置

映射在地图上并在车上的显示屏显示，同时接收监

控中心的控制数据对车辆进行控制。

该模块实现的功能包括受控车辆通过配置的

GPS接收器接收受控车辆定位坐标数据；在车载

PC的屏幕上实时显示自身在地图上的位置；将受控

车辆的定位坐标数据通过Internet发送到控制中

心；通过车载系统与控制中心联络(例如发送各种报

警信号等)。

2．3 GSM网络通信模块

GSM网络是车载终端和监控中心进行信息交

互的数据链路。其功能是将GPS定位信息准确地传

回监控中心，同时将监控中心的控制数据传给车载

设备。

3关键技术

3．1数据的提取

GPS的信号所使用的格式遵循NMEA0183通

信协议，GPS接收天线发送到计算机的数据主要由

帧头、帧尾和帧内数据组成，根据数据帧的不同，帧

头也不相同．主要有”$GPGGA”、”$GPGSA”、”

$GPGSV”以及一$GPRMC”等。定位数据如经纬

度、速度、时间等均可以从”$GPRMC”帧中获取得

到．所以本系统设置了一个GPS接收设备接口模

块，该模块的功能就是从串口处接收信息并将信息

处理成有实际意义的、可供另外模块使用的定位信

息数据。

3．2车辆的准确定位

由于车辆不停地移动，故采用GPS定位接收机

接收GPS卫星信号，车辆可实时确定自已的位置。

GPS系统的优点是费用低、覆盖面广、定位精度高，

但缺点是隧道、高架路等对卫星信号有遮挡作用，导

致瞬间定位误差加大，甚至无法定位。

3．3数据的传输

数据的传输采用TCP／IP网络协议。传输控制

协议(TCP)采用基于流的网络通信方法，数据流表

示字节级的通信，足发送和接收信息的管道。服务器

和客户端分别设置有监控程序，一旦有数据信息到

来则做出响应。

在该系统设计中，网络数据通过TCP／IP短信

平台实现，即通过手机发送短消息进行数据交流。其

过程为：当GPS接收机接收到速度，方向，经度，纬

度，时间等数据时，从车载电脑读取，同时编制成一

段信息，通过数据线传到手机上，然后把该段信息使

用手机的短信功能发送至监控中心，而接收方亦即

监控中心的手机读取该信息后，也直接通过数据线，

将其提取到服务器电脑上，并存人数据库内。至此，

完成了短信平台的传输。计算机主要负责数据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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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数据格式的转换，通过相应的GSM的AT指

令从串口把GSM收到的新短消息数据包接收下

来，经解析后，转发给GIS监控终端，在GIS电子地

图上显示车辆的运行位置和状态。GIS监控中心对

控制数据进行格式转换，然后以短消息的形式将控

制数据发送到车载台。

4系统测试

在系统测试阶段，利用GSM的AT指令进行

短消息的发送和接收，其过程如下。

(1)设置短消息服务中心号码

AT+CSCA=“+861380028500”(短消息

中心号码)

(2)设置短消息的格式

AT4-CMGF=1(1：文本格式0；PDU格
式)

(3)发送短消息(短消息内容为TEST)，并告

知车辆位置

AT+CMGS“13666188700”，position

>TEST ctr+z

(4)设置收到新的短消息后自动提示

AT+CNMI一1，1，0，0，1

定位瀑差小于10％则显示成功1

当收到新的短消息，将会获得以下的提示

指令：

+CMTI：“SM”，INDEX(新短消息的存储

的索引号)

(5)读取新短消息的内容(假设短消息的内容

为“GOOD”)，INDEX一8

AT+CMGR=8

返回短消息的内容如下：
4-CMGR：“REC UNREAD”，。+

8613666188700”，“02／07／16，15：37：38”，“CoOD”，

“1”

5结束语

本文基于TCP／IP协议短信平台设计的GPS／

GIS／GSM智能公交管理系统，监控中心与车辆能直

观的从地图上得知车辆所在的位置，利用手机完成

短消息的传输。实现了对公交车辆的实时监控和调

度。经测试定位误差较小，能够满足公共交通管理的

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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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信息、社区护理人员技术档案、社区服务中心朋＆

务站月报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且＆务站人事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考核评价记录、数据传输

和备份恢复等功能。

3．Z．10信息采集及分析统计

信息采集及分析统计模块主要完成诸如妇幼保

健信息、社区慢性疾病信息、计划生育监测信息、儿

童计划免疫信息、个人健康及体检信息、家庭病房信

息、周期性体检信息、社区护理信息、传染病管理信

息等信息的采集工作，经过整理和分析后生成“健康

教育(中心)业务工作凋在表”、“婚前检查保健情况

调查表”、“计划生育手术数量和质量情况调查表”，

“孕产妇保健情况调查表”，“7岁以下儿童保健工作

调查表”等多种常用业务表格。

3．2．11接口系统

接口系统提供统一的数据导人和导出机制，方

便与其它系统的数据交换。

4结束语

柳州市社区卫生服务阿络信息系统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服务与管理特点出发，既考虑到了社区

卫生服务的发展趋势和对医疗机构提出的新要求，

又考虑到了现有中小医疗机构的业务现状和传统工

作习惯，将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社区业务管理

模式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日常业务流程有机结

合，同步覆盖了前台业务流程和后台管理流程，为社

区、医院、卫生管理部门和广大群众提供全方位的、

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卫生咨询以及卫生健康教育

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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