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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导航系统成本高、无动态交通路况等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智能导航系
统．该系统采用Ｃ／Ｓ结构，使用百度地图ＡｎｄｒｏｉｄＳＤＫ开发客户端，服务器端以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形式向
客户端提供服务．经测试，该系统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操作便捷、功能完备、性能稳定，能够满足不
同用户的多种出行导航需求．
关键词：智能导航系统；最优路径决策；Ａｎｄｒｏｉｄ；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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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建和汽车市场的不

断扩大，在我国很多的大中城市中都普遍存在着道

路运输效率低、交通道路拥挤、交通事故频繁发生

的现象［１］．以北京市为例，堵车曾造成一天约

６０００万元的社会成本损失，一年则高达 ２００多亿
元［２］．利用导航系统实现对城市交通流的实时诱导
是缓解交通拥堵和解决行车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

之一．
车辆导航系统的市场前景广阔、应用价值巨

大，备受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的青睐．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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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ｖＴｅｋ系统、欧洲的Ａｌｉｓｃｏｕｔ系统［３］、日本的ＶＩＣＳ
系统［４］和ＤＲＧＳ系统［５］等导航系统应用后，对改善

当地交通拥堵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作为发展中
国家，我国交通运输的整体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层

次，对车辆导航系统的研究也较晚，目前虽然取得

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能成功运用于实际的成套

系统还比较少．国内市场上流行的导航系统大都采
用基于静态地图的路径规划策略，而未考虑可能发

生的交通拥堵、道路修建、交通事故等实时道路状

况［６］．鉴于此，本文拟设计一种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智能
导航系统，以期降低发生拥堵等交通事件的可能

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交通拥堵而导致道路

运输效率低的问题．

１　系统设计
１．１　需求分析

针对传统导航系统存在的问题，结合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７－８］，开发一套运行

于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导航系统．鉴于系
统用户为多种不同群体，所以 ＵＩ必须简洁大方，浅
显易懂．考虑到地图信息与用户信息等大量数据需
要交互，采用本地／服务器模式以节省用户的移动
设备储存空间及数据交换流量．综上所述，该系统
应满足以下功能需求．
１）地图信息管理．基于Ｓｔｒｕｔｓ２框架服务器端储

存用户信息、显示地图所必需的静态信息及本地的

公交车站点信息，供 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查询浏览与
下载．
２）用户管理．针对不同用户不同的功能需求，

为使用导航的用户增加常用查询点记忆存储功能，

让不同用户能够设置个人常用搜索位置信息．另
外，可把搜索好的路径存储下来，再次使用的时候，

可一键操作．
３）公交导航．公交是城市交通的主体部分，线

路比较多，难以记忆，为了满足用户公交出行的需

求，系统需要增加公交线路导航功能，包括公交站

点管理、公交换乘管理、线路管理等．
４）驾车导航．由于城市路网复杂，而且在城市

建设中会不断增加或者改建道路，为了满足用户驾

车出行的需求，系统需要有驾驶导航功能．
５）拥堵点实时信息．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交

通状况导致的交通拥堵已经越来越频繁，为了回避

拥堵点，需要将拥堵点信息集中并推送给用户．

６）系统应能保证良好的用户体验．手机之所以
能够快速赢得可观的市场份额，很大程度上可以归

功于其超强的用户体验．在功能具备的前提下，软
件界面友好、操作便捷成为用户选择时比较注重的

因素．
１．２　系统体系结构

系统采用客户端／服务器（Ｃ／Ｓ）结构，客户端使
用百度地图 ＡｎｄｒｏｉｄＳＤＫ开发，服务器端以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形式向客户端提供服务，使用的地图
信息是由百度地图远程服务器提供的．

服务器端的功能可以分为登录功能、站牌信息

管理、公交线路数据管理及为客户端提供的查询等．
客户端的功能可以分为查询功能、导航功能、

收藏功能、设置功能等．
查询功能是系统的主要功能，主要包括附近信

息查询和路线查询两部分．附近信息查询主要是指
用户通过指定一个中心点和关键字后查询该中心

点附近的信息．路线查询主要是指用户指定起点和
终点、选择出行方案和排序方式后，为用户提供路

线选择，通过语音提示给用户最新的导航信息．
收藏功能用来显示和管理用户常用的查询路

线，用户可以选择对常用线路进行保存、查询或

删除．
系统设置模块为用户提供系统相关配置信息

的设置，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１．３　系统流程

用户登录系统后，首先进入欢迎界面，此时后

台完成一系列系统初始化操作，准备系统运行所需

的数据，加载相应信息，进入主界面；主界面是一个

以百度地图为载体的综合查询显示界面，主要分为

三部分，即顶部操作栏、地图显示区域和底部菜单

栏，随后用户可以输入综合查询数据，譬如输入起

点、终点、行驶方式及排序依据等信息数据，向本地

的服务器和百度地图的服务器发出数据请求；服务

器端接到数据后，经过业务处理后，以对话框形式

向客户端返回请求结果集，用户在选择某一结果

后，可在地图上标记显示．
系统流程如图１所示．

１．４　数据库设计
系统主要提供自驾、步行、公交三种不同的路

径规划方案．由于地图数据量过大，自驾和步行两
种方案需借助第三方平台提供的数据和 ＡＰＩ支
持［８］．而公交路线属于本地化数据，其规划由服务

·０８· 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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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流程图

器端提供支持．服务器端数据库主要保存管理员信
息、站点信息、线路信息、公交车信息等．而客户端
数据库主要保存用户的收藏信息和部分缓存信息，

便于用户操作．考虑到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对数据量
的不同需求，服务器端数据库使用 ＭｙＳＱＬ，而客户
端数据库使用轻量级嵌入式数据库ＳＱＬｉｔｅ．

２　系统关键技术

２．１　路径搜索算法实现
路径最优算法是本系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车

辆导航系统中最常见的最优路径问题是求解道路

网中任意两个结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求解此类问题
常用的算法有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ＢｅｌｌｍａｎＦｏｒｄＭｏｏｒｅ算
法、ＧｒａｐｈＧｒｏｗｔｈ算法、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算法及 Ａ启发式
搜索算法［９－１０］．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以起始点作为中心向
外扩展，最终一定能够寻找到最优路径，是求解该

类问题的经典算法，但同时也是一种盲目式搜索算

法，效率较低．Ａ算法是基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改进的一
种启发式搜索算法，该算法通过减少搜索空间而节

省搜索时间，效率较高．
本系统的动态路径规划算法建立在传统 Ｄｉｊｋ

ｓｔｒａ算法和 Ａ算法的基础上，采用双向 Ａ路径的
搜索算法［１０］．双向Ａ算法是在传统Ａ算法的基础
上，采用正向和反向同时搜索的策略，当发现一个

点同时被正向搜索和反向搜索选为路径点的时候，

算法结束．使用双向搜索的时候，搜索空间的优化
效果更为明显，效率更高．

２．２　系统框架实现
系统采用Ｃ／Ｓ架构，并且借助第三方平台的数

据和ＡＰＩ支持．其中服务器端数据分为静态数据和
动态数据两种．静态数据是指相对稳定的公交线路
的站点和路线信息；动态数据是指数据实时发生变

化的公交车辆信息和道路的信息．
服务器端向客户端提供认证、静动态数据的查

询功能．服务器端最优路径的算法采用双向 Ａ算
法，根据交通控制中心（ＴＭＣ）发布的实时动态交通
信息，按照用户需求计算最佳出行路径［１１］．

客户端（即Ａｎｄｒｏｉｄ智能终端）按需要连接服务
器和第三方平台 Ｓｅｒｖｉｃｅ，查询所需的数据．为了实
时地获取道路信息，智能终端用户可以实时地提供

道路上的信息，由服务器接收以告知其他用户规避

可能出现的情况，及时地修改出行路线，让用户也

参与进来以达到实时的目的．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采用长连接、双工通信的方

式，采用服务器端向客户端推送回避拥堵点的方

法，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减轻服务器端的压力，保证

数据的实时性满足需求．客户端向服务器端返回位
置、速度等信息，以供服务器端计算生成实时的路

况信息．
２．３　拥堵点回避方法实现

系统能够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实时路况信息，将

路况信息通过不同颜色的线条在电子地图上表示

出来，还能够动态规划出一条当前路况条件下的最

优行驶路线，从而规避不必要的交通拥堵，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交通状况是实时发生变化的，之前规划的最优

路径可能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路况了．因此，路径
的规划必须具有动态性．所谓动态路径规划，即检
测到交通信息发生变化时，以当前结点作为起点，

以目的地作为终点，在综合考虑实时交通信息的情

况下重新规划一条最优路径，从而保证导航数据的

实时性和准确性，满足用户的需求．

３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的智能导航系
统，与传统导航相比，实现了在现有智能终端（如手

机、平板电脑等）的直接运行，节省了购买新硬件的

成本；基础地图信息采用了现有百度地图，减少了

开发成本；集成了交通流量信息，对城市交通起到

（下转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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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１页）
了一定的正向诱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行

的盲目拥堵等待，节约了出行成本．经河南省８６３软
件评测中心测试，本系统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操

作便捷、功能完备、性能稳定，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

多种出行导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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