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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 GPS的定位功能和 GSM的远程无线通讯功能，提 出一种系统整合应用的构建方案。该系统会伴随安全气囊的启动而启动，也可手 

动启动。模块将安全气囊点火信号送入微处理嚣，通过串行接口驱动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经 GSM ~ t4q-GPS的定位信息发送到监控中心，并可建立 

栽体模块与监控中心之间的语音通讯，给出栽体模块硬件电路实现、软件设计以及控制中心的设计方案，并对系统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说明。实验结 

果表明，系统达到设计要求，实现预期的基本功能。 

关键词：GPS；GSM；整合；AT指令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各行业已逐渐认识到了利用这些高 

新技术在实现高速采集、处理数据、自动化生产 

和精简工作任务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全球定 

位系统已广泛运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出 

租车导航调度、公共交通管理、机警系统等领域 

中。但如何将 GPS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有效地 

结合起来，以实现用户终端快速、准确地发送消 

息，以及接收监控中心发送的公共消息，始终是 

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利用 GSM 短消息功 

能。可以把您的 GSM 变为一个寻呼台，向监控 

中心发送消息，及时地反馈信息和接收消息，从 

而提高终端性能以及节省您支付昂贵的电话 

费。利用 GPS的定位功能和 GSM 的短消息功 

能通过接 VI电路和控制器把它们集成一起 ，实 

现了GPS数据的接收和消息的发送。这样用户 

终端可以利用 GSM 功能实时的把消息发送到 

监控中心和收到监控中心发来的消息，实现了 

监控中心对用户终端指挥和调控。本系统用 PC 

机作为控制器进行模拟实验，实现了系统工作 

的要求，达到预期的效果。 

l系统的启动方式及特点 

GPs与 GSM整合应用系统结合 GPS远程 

监控系统和安全气囊的工作原理，当系统检测 

到安全气囊有信号时，通过检测电路和信号处 

理电路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通过 GSM无线数 

据传输模块自动向救援中心发送求救信号。该 

紧急呼救系统设计为两种启动方式。一种是随 

安全气囊的启动而自动启动，一种是手动启动。 

作为操作人员辅助安全保护装置的安全气囊 ， 

主要由碰撞传感器、气体发生器、气囊以及控制 

系统所组成。其核心部件的控制系统能及时准 

确判断出各种复杂情况下的碰撞强度，准时点 

爆气囊。目前，在带微处理器的智能控制系统 

中，控制系统对电子式传感器传来的信号进行 

处理后，输出点爆信号。该系统将安全气囊点火 

信号直接作为人信号，可有效降低系统成本 ，缩 

短开发周期。当操作人员发现险情后手动按下 

求救按钮，也可启动该系统。 

2系统结构与工作原理 

GPS与 GSM整合应用系统系统 ，包括载 

体和监控中心两部分。载体部分由GPS模块、 

单片机控制单元和 GSM模块组成。监控中心由 

GSM模块、Pc等组成。载体单元与监控中心通 

过无线蜂窝 GSM网路的短消息通道进行信息 

传输，将接收到的GPS信息及其他现场信息送 

往监控中心，从而完成数据上传功能。 

3硬件选择与设计 

3．1 GPs模块部分 

在本系统中，对卫星信号的接收采用一种 

专用的GPS OEM模板，它的体积很小。单片机 

定时从 GPS OEM板提取经纬度 、速度等数据， 

数据格式为 NEMA标准。根据 GSM模块接收 

到的中心发送的控制命令，进行数据封装，再通 

过GSM模块的SMS服务将数据发送至监控中 

心。外部控制部分主要作用是通过 I／O接口接 

收外部命令，并由单片机处理夕I-部控制命令，从 

而实现报警，断油断电报警等功能。 

经调试发现，GPS的定位信息在有效和无 

效状态下的格式会略有不同。当定位信息无效 

时，SGPRMC将不包含 <7>，<8>两项 ，即地面 

速率与地面航向。在保存 GPS信息时，可以将 

其保存在—个结构体中，按监控中心发出的命 

令 以一定的时问 间隔将 GPS定 位信 息通 过 

GSM发回监控中心。GPS定位信息的低级中断 

接收。 

3 GSM 模块部分 

单片机对 GSM模块采用 AT指令来控制 

并实现互相之间的通信，AT指令集的命令格式 

帧都以 AT开头以 (cR)结束 ，除了 ATVO和 

ATQI两个命令外 回答语句的开头和结尾都是 

<cR×LF>，即回车换行符。对发送和接收短消 

息 ，相关的 AT命令有 20多条，可以查找参考 

文献。单片机可以通过正确的 AT指令对 GSM 

模块进行初始化和消息的接收发送。对短消息 

的控制共有三种模式 ：Block模式、PDU模式和 

Text模式。在三种模式中 ，Text模式是最简单 

的，并且使用方便，虽然不支持中文，但是本项 

目并不需要中文字符的收发，只需有定位数据 

的发送和监控中心命令的接收就可以了。PDU 

模式则需要对所发送的信息进行编码，增加了 

程序编写的难度。而 Block模式需要手机生产 

厂家提供驱动支持。所以本项目使用 Text模式 

收发短信。 

载体终端与监控中心的通信以及监控中 

心命令的接收都 由这部分程序完成 ，GSM模块 

数据的高级中断接收程序流程图。 

GPS定位信息和GSM数据接收子程序对 

MC35模块的 AT命令操作主要有以下几行设 

置的AT命令格式为 AT+cMGF：l<CR> 

步骤： 

单片机通过启动电路使 GSM启动。并通 

过向其 ATE命令来确定 GSM已经启动，如果 

GSM已启动将返回“OK<CR><LF~”。 

b．设定 GSM的短消息模式为文本模式。进 

“dD ”，设置成功后返回“OK<CR><LF>”，其中 
“

<cR>(【 ”代表回车和换行的ASCII码。 

c．进人工作状态，发送指定的短消息并等 

待接收监控中心命令以及删除已读短消息。 

33 单片机系统的软件设计 

单片机系统的软件设计是载体终端软件 

设计的最后部分，在单片机主程序的设计中，主 

要包括了系统各部分的初始化工作。需要设计 

各部分子程序而且要经过调试确保它们工作的 

协调性和可靠性。对各种数据的保存也需要仔 

细斟酌，既要确保数据存储空间的有效利用，又 

要使数据有较好的可读性。 

结束语 

本载体终端系统结构简洁，硬件成本低 

廉，而且接口友好 ，可用于不同的监控中心。监 

控中心只要能接收短消息就可以收到 GPS定 

位信息，非常方便。本载体系统运行正常，车辆 

的定位追踪功能和报警功能已经实现。近年来 

由于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的发展，使得移动 目标 

的实时定位成为可能。同时利用 GSM 短消息 

业务具有永远在线、不需拨号、价格便宜、覆盖 

范围广等优势，特别适用于需频繁传送小数据 

量的应用，还适用于偏远地址、架设通信线路困 

难的地方。使我们对移动目标进行远程监控调 

度成为可能。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以及 GIs 

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它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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