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2096-1472(2019)-01-19-05 DOI:10.19644/j.cnki.issn2096-1472.2019.01.005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第22卷第1期
2019年1月

Vol.22  No.1
Jan.  2019

基于实时定位技术的求助性服务平台的设计

赵安印，吴家豪，帅小应，陈茂国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为了实现大学生间自发、实时、便捷、安全的互帮互助，开发基于移动位置服务的帮助服务平台，本平

台采用位置指纹识别算法、深层混合(VGG-LSTM)模型和多参数融合Help算法实现求助任务的发布、查询、认领等功

能。通过用户真实行为完成任务，可实现资源共享、增进大学生间的友谊和形成校园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

氛围。

关键词：位置指纹；深层混合模型；Help算法；位置服务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Design of the Help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Real-Time Location Technology

ZHAO Anyin,WU Jiahao,SHUAI Xiaoying,CHEN Maoguo
( Taizhou University,Taizhou 225300,China)

Abstract:To realize the spontaneous,real-time,convenient and safe mutual help among college students,a help service 
platform i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ased on mobile location-based service,through location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algorithm,deep hybrid (VGG-LSTM) model and Help algorithm.Help-seeking information is released,inquired,and claimed 
online and actions are taken offline to complete the mission.The platform helps promote resource sharing and enhance 
friendship,creating the good atmosphere of  "all for one,one for all"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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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现代大学生追求高效，而逐一解决琐碎小事却略显低

效，所以一个支付少量费用或不支付费用就可以解决小事的

平台就有了需要。

目前，市场上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同类的小众的校园软

件，如Uni。而这些软件都没有被普及使用。根据调查和分

析，发现这类校园软件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缺乏室内精

准的定位系统，虽然这并不妨碍线上问题的解决，但在大学

生活中，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和线上的请求更需要通过线下的

方式来解决。

在将目光放在定位技术上面之后，可以注意到，当下，

随着社会对位置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的强烈需

求[1,2]，室内定位技术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有UWB[3]、蓝牙[4]、RFID[5]和Zigbee[6]室内定位方法，

而它们有的需部署额外设备，有的定位范围过小和不稳定，

皆不适合本平台的应用场景。而校园内WiFi覆盖范围广，给

WiFi室内定位[7,8]提供了硬件条件，该技术又具有部署简单，

功率低，定位精度高，并且非视距[9](Not of Sight,NLOS)对

WiFi本身影响较弱等优点，因此本平台使用WiFi室内定位技

术。并在用户离线的时候，通过结合采用运动传感器的人体

运动识别模型[10]来计算出运动状态，实现用户在室内在线和离

线状态的无缝定位，方便帮助者更快找到求助者，实现面对

面、实时性的帮助。

利用移动位置服务寻找近邻，通过“举手之劳”帮助自

己解决一些生活中可代劳的小事，例如快递代拿、学习的线

上与线下互助、租车、闲置物品共享等。本平台旨在倡导大

学生间的互助精神，提供一个传递善意的工具，通过人与人

之间真实的互助行为，增进友谊，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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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快乐友好的大学生活环境。而大学生作为一个社会消费

群体存在着分布集中和需求量大这两个基本特点，这两个特

点也使得这样的求助性服务平台能在大学生群体中更好的推

广。

2   系统架构(System architecture)
2.1   系统结构

整个Help App系统分为两部分：客户端+云服务器。

客户端的功能是提供友好的用户界面供用户实现任务的

发布、查询与认领，和离线状态下的定位导航来方便用户完

成任务。云服务器的功能是接收和处理客户端的数据，并将

重要的数据存储在云数据库中，再将用户需要的数据通过传

输网络传送到用户的客户端。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结构图

Fig.1 System structure

考虑到本软件会存在多用户同时使用的高并发情况，为了

提高平台性能，在硬件方面，我们将采用CDN加速技术[11]，该

技术主要从高速缓存和专线两个方面入手。

高速缓存，成本较低，适用于静态内容。研究表明80%的

用户在使用App时利用的是20%的内容，在这个规律下，缓存

服务器可以处理大部分客户的静态请求，而原始的服务器只

需处理约20%左右的非缓存请求和动态请求，所以这一措施将

会大大加快平台对客户请求的响应时间，同时降低了原始服

务器的负载。CDN服务一般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关键节点上放

置缓存服务器。如图2所示。

 

图2 CDN高速缓存示意图

Fig.2 CDN cache diagram

专线，让用户直接访问数据源，可以实现数据的动态

同步。

2.2   功能设计

而本平台在客户端又针对性地分为八个功能模块：互帮

互助、二手市场、有借有还、失物招领、代买代拿、学霸

指导、勤工俭学和我的客服。如图3所示。便捷大学生寻找

近邻实时地帮助自己解决一些生活中可代劳的小事和遇到

的困难。

 

图3 功能模块图

Fig.3 Function modules

在App中的界面设计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 Help平台界面1

Fig.4 Interface 1 of Help platform

图5 Help平台界面2

Fig.5 Interface 2 of Help platform

下面简述几个重点模块的功能设计。

互帮互助：求助者在客户端可以将自己待解决的问题作

为任务发布，系统将任务数据记录到Bmob云中，帮助者可

以通过客户端领取任务帮助他人解决问题。一旦任务解决，

Bmob云会自动删除任务，同时客户端不再显示任务。通过互

帮互助模块，用户可以轻松解决琐碎小事，提高办事效率，

加快生活节奏，达到互利共赢的优质生活。

二手市场：平台在Bmob云端自动为注册的各大高校分配

存储块，学生用户可以将自己要卖出的商品实物拍照发布到

服务器端，服务器端自动存储，并在客户端进行显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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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或同校学生用户可以根据信息进行购买。而该模块主要

是在线下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交易商品。

失物招领：失物招领是一个替大学生们寻回丢失物品和

解决捡拾物品无法归还的问题的模块。学生用户可以将丢失

物品的信息发往服务器，服务器整理失物信息生成表单并发

往客户端，捡到物品的用户可以根据信息联系失主。当任务

解决后，Bmob云自动将表单删除，同时客户端将不再显示任

务。失物招领模块将给用户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

学霸指导：学霸指导模块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学生

在学习困难方面的问题。遇到学习困难的同学可以通过客户

端将寻找学习辅导的信息发往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后自动发

往客户端进行显示，同校学霸便可根据需求提供有偿服务。

模块的最大特色在于可以让学生得到即时的讲解与辅导，以

便更加轻松高效的解决学习问题。另一方面，用户在使用模

块指导他人的同时，也能复习和巩固知识，甚至收获一份互

助学习的友谊，缓解枯燥单一的学习生活。

我的客服：我的客服模块设立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用户解

决软件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交易纠纷、用户追

踪、责任归属等。通过人工服务和机器程序判定相结合实现

精准人性化服务。我们首先将软件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常见问

题的解决方案存储在Bmob云服务器中，当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遇到困难，只要输入问题，系统将自动给出答案。当用户遇

到纠纷时，可以首先将数据和图片等证据上传，Bmob云服务

器将自动启动程序判定责任归属，当通过机器程序无法判断

责任归属或者用户对机器判断的结果不满意时，可以通过拨

打客服电话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大大

减低软件的运营成本，同时也可以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3   核心技术(Core technology)
3.1   室内导航技术

使用GPS[12,13]实现室外定位导航，使用改进的WiFi室内

定位技术和采用运动传感器的人体运动识别模型实现室内定

位导航。

GPS定位技术是在被定位的设备上提前安装GPS装置，通

过24颗覆盖全球的卫星去获取GPS装置的位置信息，然后将位

置信息传递给控制端的一个过程，并计算出接收机的三维位

置三维方向，以及运动速度和时间信息。WiFi的室内定位技

术绝大多数都是利用RSS(Received Signal Strength)[14]。目

前的室内定位技术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三角形算法。另一种

则是位置指纹识别算法[15-20](Finger printing)。三角形算法首

先通过待测移动设备和至少三个AP(Wireless Access Point)的

无线信号强度得到距离信息，再估计目标位置，而位置指纹

识别算法则通过比较定位所需的信号特征即指纹信息来获取

目标位置。

位置指纹识别算法的WiFi定位技术在可用性和定位精度

方面具有较大优势[21]，并且也更适用于校园环境。因此我们采

用了指纹定位。

指纹定位中的“指纹”指的就是移动终端发射的无线信

号经过反射和折射，产生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的特定模式和

多径信号。在定位过程中，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离线阶段和

定位阶段[22]。离线阶段：首先使用Bmob云建立位置指纹识别

数据库，选择合适的参考点，每一个参考点都应能提供足够

的信息来进行后续定位阶段的位置估计。依次在参考点上测

量不同AP的RSS值，将相应的物理地址与参考点的位置信息

存储在Bmob云数据库中。在测量时，通常会受环境影响而导

致无线信号强度的不稳定，为了克服RSS的不稳定性对定位的

影响，去掉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来取平均值作为其RSS值。建

立完数据库后，进入定位阶段：首先使用离线阶段存储的AP

信号强度值方差来剔除信号强度值方差较大的AP数据[23]，将

筛选过的AP数据与Bmob云数据库进行匹配，计算位置估计

值。具体流程如图6所示。

 

图6 指纹定位

Fig.6 Fingerprint location

典型的匹配算法有平均KNN算法，加权KNN算法和贝叶

斯算法，本文使用的是加权KNN算法，具体如下：

平均KNN定位算法是利用用户在在线阶段接收到的信号

强度(RSS)与离线阶段采集的Bmob云指纹库进行匹配，通过

计算得到RSS的欧氏距离，根据RSS的欧氏距离大小选择邻近

的K个参考点，来估计目标用户的位置。

假设总的参考点数为M个，定位区域内共有H个AP，在

线阶段终端可视AP集合与指纹库中第i个参考点可视AP集合

的交集为S，则待测点到指纹库中第i个参考点的信号强度欧氏

距离[24]为：

               
(1)

其中，Rssj为在线阶段用户接收到的Si集合中第J个AP的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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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Rssij为Bmob指纹库中第i个参考点用户接收到的S集合中第

J个AP的Rss值;N为Si集合的元素个数 。

由于有M个邻近参考点，通过式(1)可以得到M个欧氏距

离，比较这M个欧氏距离，选取欧氏距离较小的K个邻近参考

点，根据这K个邻近参考点得到用户坐标位置为:

                              
(2)

其中， 表示第 个邻近参考点的横坐标； 表示第 个邻近参考

点的纵坐标。

而加权KNN算法则是建立在平均KNN算法的基础上，根

据参考点的RSS的欧氏距离得到每个邻近参考点的加权系数，

用这个加权系数来替换掉式(2)中的 ，计算得到用户的位置

估计。用这种加权KNN算法得到的位置估计结果比起传统的

KNN算法更精确。

然而尽管在校园内部，WiFi覆盖范围已经十分广阔，可

仍然存在一些没有被覆盖到或者信号薄弱的地方，面对这种

情况，可以利用移动终端的加速度、陀螺仪等运动传感器[25]获

取目标人物相关数据，使用一种改进的卷积网络与双层长短

期记忆网络的深层混合(VGG-LSTM)模型以实现特征自提取

并进行运动识别。如图7所示。

该模型结合传感器数据层状、时序的结构特点，将多维

传感器数据类比于图像的RGB矩阵进行适应性处理；由一维

串联卷积网络与双层长短期记忆网络复合而成[10]。

 

图7 VGG-LSTM模型架构图

Fig.7 VGG-LSTM framework

再根据初始位置信息推算其位置，完成离线状态下的导

航，实现室内定位导航。

具体流程如图8所示。

图8 室内定位导航流程图  

Fig.8 Indoor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3.2  “Help”算法

针对有可能存在的多人同时接单和平台推送求助信息的

问题，使用多参数融合的Help算法。综合考虑用户与发布者

的距离和用户的诚信值两个因素，得到具体的综合评价指数,

再根据综合评价指数选择接单者。该计算方式优先考虑用户

的距离，其次考虑用户的诚信值。距离最短(以发布任务的用

户为圆心画出N个同心圆，半径相差5米视为与发布者距离相

同)，诚信值最高的用户优先接单，同时平台也会优先选择综

合评价指数最高的前五名进行刚发布的求助信息的推送，通

过这样的方式就解决了多用户同时接单的问题，同时也提高

了平台解决用户求助任务的时间效率，如图9所示。 

 

图9 Help算法距离图

Fig.9 Distance diagram of Help algorithm

4   结论(Conclusion)
本文设计基于移动位置服务的Help服务平台，采用位置

指纹识别算法、深层混合(VGG-LSTM)模型和Help算法来实

现线上求助任务的发布、查询、认领和线下用户真实行为完

成任务。本平台的意义是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大学生解决身边

的琐碎小事并提高办事效率，更是为了倡导大学生间的互助

精神，提供一个传递善意的工具，通过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

助行为，增进友谊，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营造快乐、友

好、幸福、和谐的大学生活环境，并且渴望在未来实现不仅

仅是在校园，而是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陌生人之间都可以主

动的互相帮助。而本平台的室内定位导航技术在信号强度弱

和手机运动传感器受损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定范围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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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硬件技术的改进的社会趋势，室内定位技术只会越来

越精确，我们平台的室内导航也会更加精确，实时性也会越

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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