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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nix环境的 3G移动数据业务平台的开发与研究 

刘永平 汪林林 

(重庆邮电学院软件学院 重庆400065) 

摘 要 针对移动数据业务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Unix环境下的3G移动数据业务平 

台(MDSP)的解决方案，同时本平台可应用于现有传统2G、2．5G数据网络应用环境下。提出了该平台的体系结构和 

实现的关键技术。该平台使得数据业务发布迅速、统一、可管理、杜绝和防止了SP欺诈、提高了运营商的综合竞争 

力、取得了极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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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manipulation of Mobile Data Servic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olution of 3G Mobile Data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Unix environment，and this platf0rlTl can be also applicated in the 

current conventional 2G and 2．5G mobile data network environment．The architecture and key technology of designing 

it are introduced．With this platform ，data service distributings are rapid and unified，service managements are effective， 

SP deceits are restricted，infinite commercial value and social benefits are g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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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移动通信的强劲发展，3G移动通信时代即将来临。 

现有移动通信系统不仅在传统语音业务方面继续为广大用户 

提供满意和更加稳定成熟的技术和服务，而且在数据业务(短 

消息SMS、彩信 MMS、WAP业务、 AVA业务、运营商或者 

SP自定义和发布的数据业务等)方面迅猛发展，成为移动运 

营商新业务增长最快的亮点。3G网络能力的提高，能够实现 

高速高带宽数据业务。同时 sP／CP(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 

商)的积极广泛参与增值数据业务运营，使得新的、细化的、专 

业化的、共同合作的 3G移动产业价值链逐步形成。但是在 

传统2G、2．5G移动网络环境下，SP／CP参与较少和在运营过 

程中出现诸多不规范和管理运营问题，比较常见的有以下问 

题： 

①业务开展单一和开展速度慢。现在运营商，SP／CP发 

布和开展一项新业务，没有统一的申请和发布平台，开展新业 

务速度慢。②业务计费模式单一，无法满足用户的个性化的 

定制需求，无法实现计费模式多样化。③移动数据业务的孤 

岛现象。由于当前的业务系统建设基本采用垂直架构，每套 

系统独立地进行业务部署，提供用户管理、业务管理、鉴权、计 

费等业务支撑功能，因而形成了短信、MMS、WAP等多个相 

互独立的业务孤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l_1J。 

④开放业务模式下的有效监管难题。短信业务的成功确立了 

开放的业务提供模式：业务由CP／SP提供，运营商提供基础 

网络平台与运营支撑平台。SP计费、运营商代收费的模式被 

普遍采用，由此也带来了很大的弊端。由于现有网络结构无 

法对SP业务实施的环节进行有效控制，SP做假帐、乱收费、 

价格欺诈现象屡屡发生，用户投诉不断，严重影响了运营商的 

品牌形象。而且，由于SP队伍发展迅速，运营商现有的管理 

模式已很难满足开放环境的要求，工作量大、效率低、管理成 

本不断攀升。开放的业务模式迫切需要一套新的业务管理支 

撑平台，可以提供快速便捷的业务发布系统、统一的用户管 

理、业务管理、个性化的业务定制与呈现、严格的访问控制、切 

实有效的合作伙伴管理等功能[ 。⑤缺乏统一的业务发布和 

管理平台[1]。现有网络结构和系统无法使用户、运营商、sP／ 

CP透明地使用业务、管理业务、发布业务、申请业务。⑥现有 

传统数据网络无法平滑地过渡到 2．5G、3G数据网络环境下。 

如果不整合和重新调整网络部件和平台，现有网络环境下的 

移动数据业务无法平滑得过渡到2．5G、3G环境下。 

本文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基于 Unix环境下的主要面向 3G 

网络中使用的移动数据业务平台。该平台也可以应用于现有 

2G、2．5G移动数据网络环境中解决上文中提到的问题。因 

为该平台是建立在 TCP／IP网络的应用层的，与底层是 2G、 

2．5G网络，还是 3G网络是无关的 但是 3G环境下的应用 

层 议会使用未来的电信部门制定的标准的高版本的协议。 

2 移动数据业务平台 

2．1 移动数据业务平台(MDSPj在移动数据网络中的 

位置 

如图1所示，为3G移动数据网络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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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移动数据业平台(MDSP)在 2G(2．5G，3G)网络中的位置示意图 

传统的现在的2G、2．5G移动数据网络中，短消息网关直 

接连接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使互联网的共享资源可以向移动 

网络的用户开放，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_2]。在本文的解决 

方案中，在短消息网关(和其他一系列业务网关)和SP之间 

接入移动数据业务平台。这就是3G移动数据业务的解决方 

案，从中可以看出此平台处于3G移动数据网络上的核心位 

置。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现有 2G、2．5G移动数据网络中解决 

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 

中国移动通过扩建 ISMG(Internet Short Message Gate 

way)，引入更多的IsP(Intemet Service Provider)和 ICP(In 

ternet Content Provider)。这些 ISP，ICP统称为SP(service 

provider)，其中各SP和 ISMG是通过中国移动自己制定的 

CMPP(China Mobile Point to Point)协议_3]来完成的，ISMG 

至各短消息服务中心(SMSC，Short Message Service Center) 

是通过SMPP(S}10rt Message Peer to Peer)协议来完成的 ]。 

引入本平台后，ISMG和平台通信使用的是CMPP协议，平台 

和SP之间通信也采用 CMPP协议。这样 ISMG和SP改动 

不大的情况下(甚至是零改动)，就可以完成该移动数据业务 

平台的无缝接入和上网运行，保护了运营商和 SP的投资和 

连续性，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2．2 移动数据业务平台总体设计(系统体系结构) 

本项目组设计了如图2所示的移动数据业务平台体系结 

构。该平台设计由 MDcC部件(Mobile Data Control Cen— 

ter)、 MC部件(Mobile Data Management Center)、Portal 

部件、Boss接口机部件(13ossAgent)、网管代理部件等几个部 

件组成。整个平台后台数据库共用一套，拟采用 Oracle数据 

库服务器。MD(、C运行在 Unix操作系统的：亡作站或者小型 

机上，MDMC服务器也运行在 Unix操作系统的服务器上， 

MDMC客户端采用windows浏览器即可。Portal服务器、客 

户端浏览器和BossAgent采用windows微机即可。各个部件 

的功能和采用的技术如下： 

示内部协议消息 

示专有 协议消息 

示 W ebServloe 消息 

图 2 移动娄据业务平台(MDSP)总体体系结构图 

(1)MDMC部件 MDMC设计为运营商管理人员管理 sP、管理 sP业务(申请、审批、发布业务)、管理用户所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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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B／S(Browser／Server)结构，勾运营商管理人员和8P管理 

人员提供不同的客户端登录界而和功能。 

(2)Portal部件 Portal是运营商提供给用户的自助门 

户网站，主要为用户开户、销户、浏览新业务(新业务介绍 ，新 

业务特点，新业务资费等)、定制新业务、退定业务、点播业务、 

用户查询所定制的业务等提供自助性服务。 

(3)MDCC部件 M 部件是整个 MDSP的核心部 

件，主要完成 sP鉴权、用户鉴权、业务鉴权、订购关系鉴权、 

计费和认证、接入等功能。采用高效率的、强大的面向对象语 

言ANSI c_ 来实现。设计的各个模块功能如下： 

· CManager(Core Manager)模块：为了支持大容量的用 

户接入，MDSP平台采用集群的方式，CManager为 MDSP平 

台的集群管理器，主要完成外部实体的 TCP长连接接入、协 

议适配、消息转发、负载均衡、会话控制、流量控制等功能。在 

配置文件中配置协议版本号，这样便于新的协议版本出来以 

后，支持新的协议栈版本。 

· FEP(Front End of Point)模块：负责集群节点的接入、 

协议转换和消息转发，辅助完成计费、认证、流量控制等工作。 
· Auth模块：主要完成 WAP业务的用户鉴权、sP和业 

务鉴权、订购关系鉴权等鉴权功能。 

· Charge模块：主要完成计费信息采集，对各种业务进 

行批价、计费、话单生成功能。另外，Charge可提供灵活可靠 

的各种计费功能(如包月分档套餐、按条、按流量、免费等，随 

着业务推出的灵活性、可扩展)，满足移动数据业务的需求。 

· UIDB模块：数据库通用接El UIDB(Universal Inter 

face DataBase)是MDSP平台的数据管理中心，用于支持平台 

其他模块对数据库的访问和操作。当平台其他模块需要对数 

据库中的用户数据、业务数据、SP数据等数据进行操作时，则 

将有关请求送到UIDB，南UIDB进行数据库操作。 
一 · SMPA(ShortMessage Push Agent)模块：提供 MDSP 

平台和短消息系统的接El，使 MDSP平台能够通过短消息通 

知用户相关信息。另外，sMPA还实现短消息Portal的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短消息到 MDSP平台上进行注册、订购、查询 

业务。设计 SMPA支持 CMPP 2．0／3．0、SGIP I．2和 SMPP 

3．3／3．4短消息协议。 

(4)Boss接13机 Boss接El机提供 MDSP平台和运营商 

运营系统之间的接口。Boss接口机能根据运营商的要求定 

制和传送话单。 

(5)网管代理 提供 MDSP平台和网管系统之间的接 

口 。 

(6)F5 是一个基于WebServiee的负载均衡器，它不是 

MDSP平台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对发往 MDSP平台的 

WebServiee请求进行负载均衡。 

2．3 移动数据业务平台对现有网络问题的解决方法 

(1)业务开展单一和开展速度慢 问题。此平台的 MDMC 

(移动数据管理中心)部件专门提供给 SP发布新业务，运营 

商审批新业务，运营商审批过成为正式商用的业务可以在 

Portal浏览器中展示给用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 

这些业务。这样就实现了用户发布，审批，展示和用户订购电 

子流程化，提高了效率。 

(2)业务计费模式单一问题。该平台的 MIX；C部件的 

Charge模块专门负责业务的批价和扣费，生成话单等，在该 

模块里提供了比较多和灵活的计费策略(比如按条，包月封 

顶，按流量，分档套餐，免费等计费策略)，SP在发布业务的时 

候可以选择这些计费策略，并给出具体的计费参数。这样就 

为业务提供了灵活的汁费方式。 

(3)移动数据业务的孤岛现象问题。该平台的设计原则 

是与具体业务无关的，可以为不同种业务提供统一的管理，计 

费，用户鉴权，业务鉴权等。这样就整合了业务的支撑环境， 

解决了孤岛问题。 

(4)开放业务模式下的有效监管难题问题。该平台的设 

计原则是基于开放业务模式_5 的，sP的信息和业务行为都在 

该平台的实时管理之中。结果都以该平台为准 对 SP的登 

陆，sP的业务信息进行了严格的鉴权。这样就解决了以前对 

SP事后弱管理的问题。现在变为实时、强管理。 

(5)缺乏统一的业务发布和管理平台问题。该平台在 

MDMC部件中提供了统一的业务发布界面和管理功能。 

(6)现有传统2G数据网络无法平滑地过渡到 2．5G、3G 

数据网络环境下的问题。因为该平台底层是由TCP／IP网络 

承载的L4]，应用层具体通信协议设计可配置，这样需要新的协 

议支持时，只需要再增加一个新的协议栈，在配置文件中配置 

该协议就可以使用新的协议，不影响原有协议版本。在各模 

块内部可以把外面的协议消息转换为系统内部的消息来进行 

通信，可以不改动原有业务流程。这样平台就可以在改动不 

大的情况下升级和扩展，为现有网络向 3G数据网络平滑过 

度提供了理想的方案。 

3 MDSP中关键技术研究 

3．1 UIDB模块的详细设计 

UIDB模块是 MIX；C部件中非常重要的模块，主要由服 

务器端进程和客户端进程来完成具体的业务流程，负责对数 

据库中业务、用户、SP的数据进行访问和管理。 

FEP·———————-． MainController -- 一一一一一一一·MsgProcesser 

主控模块 消息处理模块 

⋯ ⋯ ⋯ ⋯ ⋯ ⋯ · APL调用 Aplaunoher中闻件 

图 3 UIDB模块分解图 

MainController主控模块。主要实现消息收发和状态机 

的管理，主要功能有：①系统初始化，读取配置文件，动态加载 

配置文件；②负责消息的收发，包括 Socket消息和消息队列 

中消息；③负责消息状态机的管理，包括状态机的创建，状态 

转换和删除。子模块：①CoreControl主控子模块为主循环控 

制模块；②MsgHandler会话管理子模块为状态机管理模块。 

MsgProcessor消息处理服务模块。主要负责耗时的数 

据库操作流程的处理，其主要完成以下功能：请求消息校验和 

分发，为不同的请求消息调用不同的消息处理器(处理函数)； 

实现每个请求消息对应的消息处理器，完成具体的消息处理 

流程；返回请求消息的处理结果给MainController模块。 

3．2 协议消息。内部消息的编解码技术 

每个消息必含有以下公共字段，叫报头。 

字段 长度 数据类型 说明 

数据报长度(报头和报体 P
acketLength 4 Integer 

的长度之和) 

RequestlD 4 Integer 请求标识 

SequencelD 4 Integer 序列号(由客户分配，递增) 

每个消息定义为一个对象，该对象提供编解码函数来实 

(下转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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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自适应网站利用Web挖掘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一 

方面采用各种推荐策略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站点视图， 

另一方面通过学习用户访问模式不断改善网站 自身拓扑结 

构，确保网站设计模式和用户访问模式始终保持一致，提高用 

户访问效率。具有自适应性的网站能够动态适应不断变化的 

用户需求和应用环境，提高Web服务器系统的服务性能并且 

节省不必要的网络开销。同时，自适应技术还可以使网站降 

低经营风险，提高开展业务的效率。 

目前，关于网站如何自适应地修改自身拓扑仍然是自适 

应网站技术的一个难点问题。很多研究者倾向于通过站点管 

理员和网站自适应技术的交互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实践中 

通常采用的方式是自适应技术提供修改建议而由管理员来最 

终判断是否根据建议修改网站。论文进一步的工作是分析网 

站在一段时期内的访问模型，发现比较稳定的访问模式，如闭 

相关页面集等，然后据此为站点管理员提供完善的站点拓扑 

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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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消息的编解码。编码函数的实现如下：以TSPAuthInfoRsp 

消息为例来说明。 

#include(netinet／In,h) 
TBool TSPAuthInfoRsp：：encode(TCO de&code) 

{ 
Code．1ength— Len—MessageHeader+ 3 * sizeof(TInteger)+ 
MaxPasswordLength+ ipNum * MaxlPAddressLength + flccno- 

Num *MaxAccessNoLength／／计算码流的长度 
NEW—S(cod~content，char，code．1ength； 分配内存

．
) ／／ 

If(code．content==nul1)／／码流长度台法性判断 
{ 
Trace(“Allocate memory failured in encoding process．＼n”)； 
Retem W rong； 

} 
Memset(code．content，0，code．1ength)；／／清空码流内存区 
Char ss=code．content； 

TINTEGERtrap= 0； 

Tmp= htonl(commandId)；／／调用函数 htonl()将 32位主机字符顺 
序转换戚网络字符顺序 

Mem~py(ss，＆tmp，sizeof(Tlnteger))；／／拷贝字段值到内存指定区 
域 

Ss ss+ sizeof(Tlnteger)；／／指针下移 ，处理该消息的下一个字段 

Return Right； 

) 

同时以该消息为例来说明解码函数的实现如下： 

#include(netinet／m．h， tB
0ol TSPAuthInfoRsp!：decode(const TCode& code) 

{ 

If((code．1ength< length)ll(code．content== nul1)) 
f 

Return Wrong ／／~ll断码流长度的合法性 
} 

Char P= code．content~ 
Memcpy(＆commandid。P，sizeof(Tlnteger))； 

commandid— ntohl(eommandld)；／／调用 ntohlO函数进行转换 
P= P+ sizeof(TIn l

_

teger) 

memcpy(~sequeneeld，P，sizeof(Tlnteger))l 

Return Right； 

J 

3．3 共事内存机制技术 

由于 sP信息和业务配置信息被整个系统频繁查询、更 

新等访问，多个进程叉要共用这些数据。于是采用Unix的共 

享内存机制技术。把需要频繁访问的这些数据在系统初始化 

的时候从数据库中一次性装载读入内存中。各进程可以共享 

这些数据，这样可以充分提高系统的性能(消息响应时间缩 

短)。共享内存的 id可以通过调用 shmget(key t key，size～t 

size，int shmflg)函数取得；信号量的 id可以通过调用 semget 

(key—t key，int nsems，int semflg)函数取得 6̈ J。在调用这两 

个函数时使用相同的 key值，达到共享内存的目的。通过调 

用 key_t ftok(const char-k path，int id)函数来产生 key值， 

各进程都用同样的参数来调用此函数，得到相同的 key值。 

采取设置一个信号量的方法来控制多个服务进程并发访问这 

些共享内存，将访问共享内存的服务进程作为临界区来处理。 

服务进程进入时用 p()操作取得锁，退出时用 v()操作释放 

锁。 

结论 移动数据业务平台(MDsP)是 3G数据业务网络 

解决方案中的核心部件，也是 2．5G数据业务网络发展的关 

键部件。本文设计的以 MDCC组件为主的 MDSP平台体系 

结构清晰，采用了3G的一些标准和原则，具有良好的可扩展 

性和安全性，高效性。经过各种测试和上网初运行，本平台可 

以在3G数据网络上运行。应用于现有2G、2．5G移动数据网 

络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运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数据业务可以 

统一、快速地发布和部署，加强了 SP和业务的管理，杜绝和 

防止了SP欺诈和骚扰用户的行为，提高了运营商的综合竞 

争力，同时为向3G过渡提供了安全的、可升级的，可过渡的 

解决方案，保护了运营商和SP投资。此平台的一些版本已 

在某些省级移动，电信公司数据业务网络中应用，产生了巨大 

的商业价值。本平台是一种很好的3G、2．5G移动数据网络 

解决方案。研究和开发其体系结构和其中采用的各项技术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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