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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相关产业的建设水平的提高，

使用卫星 GPS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得某个移动对象的确切位
置。另外，随着我国多年对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的不断研究，建

立了属于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系列导航系统。使我国的定位导

航系统应用到了多个领域，不仅在汽车行业中“大显身手”，还在

促进航空航天、国土资源管理、森林规划等方面的发展中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

1 系统设计
GPS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卫星定位系统之一。具

体来说，GP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工作原理向地球表面或近地球
表面，发射布置四颗或更多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视线不受阻碍

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提供地理位置和时间信息，进一步为相

关工作人员提供足够的参考，从而为世界人民提供足够的定位

服务以及为世界各国提供相应的信息[1]。最近几年，我国的共享
单车、共享汽车以及其相关产业的兴起，为基于 GPS系统的移动
物体定位设计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比较好的应用

价值，因此对其具体的设计方式和运转方式进行研究具有重要

的意义。

因此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基于 GPS系统进行一定保障对象
定位系统的实际可以有效的发挥该系统的作用，及时对被观测

物体进行定位，为相关部门提供足够的定位服务以及定位信息，

同时也给相关部门以及相关单位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避免

相关产业遭受比较大的经济损失，从而提高了相关部门的工作

效率和准确性，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进行基于 GPS系统的移动定位系统设计的时候，可以设
计一种具有多种功能并且在其中融合了诸如 GSM无线通信技术
以及 GPS系统定位的车载定位系统，并且将系统的总段设置为

工业级别的高集成度全内置天线设计。另外，该系统还需要配备

相应的 ACC检测、震动防盗、远程断油电的功能，从而可以满足
用户不同的需求，此外，系统可以外接 SOS按钮以及 MIC系统，
一旦在物体移动的过程中出现紧急时刻，终端系统可以自动向

SOS号码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位置短信等进行求助，从而可以保障
用户的人身安全。另外，外接 MIC可以实现远程聆听，使车主以
及其他相关部门及时了解车内的状况，进一步为车主提供足够

的数据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生活

水平有效的提高，人均汽车占有率显著增加，因此进行这种移动

物体定位系统的设计可以有效地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从而可

以为我国居民提供更加切实有效的建议。

2 硬件设计
GPS是全球重要的卫星定位系统，通过使用该系统的先进定

位技术可以获得及时的 GPS定位信息，并且在相应的设备上显
示出当前的一些数据信息。这类数据信息的内容，主要有当前使

用设备的型号、定位对象的移动速度等。此外，系统还具有显示

时间、移动航向等功能。在当前发展阶段，这种基于 GPS的移动
物体定位系统可以在共享单车、物流货车、租赁车、公务车、企业

事业单位用车上取得应用，使用户可以及时捕捉相关的数据信

息以及定位追踪，避免出现盗车现象，从而可以保证实际利益。

为了保障该系统可以平稳的运行，需要注重其硬件的设计，并且

使该系统的各个部分可以协调合作，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

发展[2]。

2.1 GPS定位基本原理
GPS系统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广泛使用的卫星定位

系统之一，其运作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已知卫星和 GPS接收
机之间的距离，通过对不同卫星取得的不同数据进行分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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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接收机的具体位置，并且可以根据高速运动卫星的瞬间位

置得出正确的起算数据，并且在进行定位的时候选择空间距离

后方交会的方法，从而可以明确相应的位置。GPS卫星定位系统
是由美国军方主导进行研发，并且在研发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

的资金投入，在 1994年全面建成。GPS最为显著的优点就是具
有比较高的精确度，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方面，24h在线以及可以
实现自动定位的特点。GPS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空间卫
星星座、地面控制、监视网络以及用户接收设备。

2.2 SIM卡
SIM卡是放置在 GPS的终端系统中，用户可以通过 SIM卡

查询卡内的余额，避免由于欠费导致设备统计无法进行通信和

定位，影响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

2.3 SOS求助系统
用户在遇到比较紧急的情况需要进行求助的时候，可以按下

系统中的 SOS键，并且持续 3s，从而触发系统内部的 SOS紧急求
助系统。终端系统需要向服务平台发出警报，并且立刻向相关平

台上上传物体自身的位置，服务平台在根据上传来的数据进行

解析，解析的内容主要是发出紧急求助信号者的定位即位置，服

务平台再将地址回复给终端。终端再将服务平台提供的位置信

息发送给求助者的紧急联系人。SOS求助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将获
取到的位置信息转发给另一个联系人的方式，让求助者得到帮

助。并且终端会自动的循环拨打 SOS号码，在无人接听的情况
下，系统只可以循环拨打三次。

2.4 ACC震动报警
当车辆的电源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ACC的状态比较低，一

旦 ACC的状态为低的情况超过 10min（这个时间可以由用户自
行进行调整），终端系统立刻有效的发挥作用，启动相应的自动

设防系统。在设防系统启动之后，车辆会产生多次震动，从而可

以进一步启动相应的震动防盗报警系统，从而可以保障我国用

户切实的经济利益。若在之后的 3min之内，车辆电源依旧是关
闭状态即 ACC状态比较低的情况，终端会立刻启动震动防盗预
警系统。这时候终端系统往往需要直接向服务平台发送相应的

报警信息，然后等待平台的反馈信息，再进行下一步转发工作。

此时平台接收到终端反馈的相关信息或数据，通过特定的程序

破译后将紧急报警人的确切位置再反馈给终端。终端收到确切

的定位后立刻启动紧急联系人呼叫的模式，将求助信息发送到

报警者设置的联系人的手机上，并开始循环拨打 SOS紧急求助
电话三次，如果在循环三次之后依旧没有接通，那么终端会停止

运行。

2.5 断油电接口
当车辆被盗窃的时候，监控平台会收到车辆异常的报警。此

时，车辆系统会接收到平台反馈的异常信号，从而根据指令做出

了断油电的操作。这种操作的目的是，让汽车在油电不通的情况

下无法行驶，从而迫使偷盗者弃车。

3 追踪显示
基于 GPS系统的移动对象追踪器的设计可以实现对 GPS以

及其他有效信号的提取、判断和计算。通过设计的程度，在应用

程度中解析从定位模块反馈的信息，从而利于这种系统在数据

中筛选其中所需的信息并且转换为相应的格式进行输出。此外，

系统还具有发送指令和获取信息的功能，针对获取到的数据，使

用者可以根据开发者指定的软件或程序进行读取[3]。

3.1 短信查询
使用者想要获取终端设备的确切位置时，可以通过发送短信

的方式进行获取。这种获取方式的步骤是，使用手机发送一条具

体的地址给终端。那么，终端是如何能够收取短信以及运行的。

首先设计终端系统带有插卡功能，然后系统具备了接收短信的

功能。在设置终端程序读取短信内容后自动恢复查询地址。

3.2 精确位置短信查询
利用短信查询时，也可以获取更为具体的位置信息。地理中

最先提到的地理坐标就是经纬度，因此确定一个人的具体位置

就需要这两种坐标数据。这种查询方法与上段中的查询方式相

同，都是利用发送短信的方式进行获取的。不过，在查询经纬度

时，输入的内容不是地址要换成经度和纬度的具体数值。

3.3 位置网络连接
随着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化技术的提升，基于 GPS

的移动对象定位系统需要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位置的查询。移

动设备如手机、iPad等通过 GPRS以及 Wi-Fi、3G、4G、5G等无线
上网方式对带有终端位置的地图图片进行下载，从而可以为相

关用户提供终端的位置。另外，用户也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设备上下载相关的 APP软件来显示相关的位置信息。
3.4 平台查询
用户在注册之后可以通过登录相应的终端系统即全球定位

服务平台来对移动物体的设备进行查询。

4 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汽车占

有率显著的增加加上最近几年共享单车、共享对于基于汽车等

共享行业的兴起，使我国移动物体定位系统的应用具有比较广

的发展前景。而 GPS系统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的
卫星系统，因此基于 GPS系统的移动对象定位追踪系统的设计
具有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取得比较可观的应用成效，能为

相关行业的信息化、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推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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