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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S 定位点在地图轨迹绘制时的取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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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手机定位过程中，GPS和LBS定位是主要的两种定位方式，在实际定位过程中，地图软件会根据当前情况，自
动选择定位方式并返回坐标信息。当多个坐标点按照时间排列，就能形成运动轨迹。在某应用开发过程中，需要通过对手机
的移动轨迹进行分析，间接了解持有人员的运动轨迹。本文通过研究LBS和GPS在定位中的特点，以及在不同场景的重要程
度，分析如何对LBS点进行分类和取舍，结合GPS定位情况，设计优化轨迹点选取的算法，实现在地图软件上轨迹展示效果
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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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某智能手机应用，需要采集并在第三方地图上绘制用户

在特定时间段内的行动轨迹。手机定位基于使用者的位置，主

要有两种定位方式，分别是GPS定位和LBS定位。在绘制轨迹

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摒弃LBS定位，会导致出现大段的空白路

线，如果保留全部LBS定位，则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路线偏

差较大，效果不佳的情况。本文根据实际业务需要，根据不同

的使用场景，在GPS和LBS混杂的定位点中，对LBS定位点进

行分析并取舍，优化轨迹路线的显示效果[1]。

1　LBS对轨迹绘制的干扰
智能手机定位中，GPS定位采用卫星定位。对于城市范围

内的定位需要来说，GPS卫星精度完全能够满足需要。LBS定

位则通过手机连接的运营商基站来进行定位，具体精度与部

署基站的密集程度相关，而且初步定位只能根据基站的位置来

参考，一般情况下，偏差在0-5公里以内。GPS虽然精度高，但

是存在不少缺陷，比如当使用者在楼宇内、隧道中、地铁里，甚

至高铁上，都有可能无法找到卫星定位，而基站定位，则只要

手机有信号，就能实现定位[2]。

为了保证定位点搜集的完整性，优先采集GPS定位信息，

当无法获取GPS定位信息时，则采集LBS定位。然而，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往往出现GPS和LBS定位出现在同一条轨迹路

线中。此时，由于两者定位精度差别巨大，如果简单粗暴地处

理，展示效果非常不理想，不能满足业务需要。

1.1　完全去掉LBS的异常
如果完全排除LBS干扰，仅使用GPS定位作为轨迹点绘

制，在市内开车时影响不大，然而在某次高铁出行的过程中，

出现了这样的轨迹。

图 1　GPS 轨迹点缺失时的效果

如图1，由于座位远离窗口，GPS信息弱，很多时候，只有

LBS定位，没有GPS定位，那么绘制的轨迹上，出现了大量的空

白，这对于掌握使用者行踪非常不利。

1.2　保留LBS的异常
如果保留LBS，根据采集时间，将所有GPS点和LBS点都

绘制到地图上，那么在轨迹过程中，当夹杂着个别LBS定位时，

会出现这样的轨迹。

图 2　市内经过隧道时未优化效果

如图2，当时车辆行驶进了隧道，2分钟内，只有LBS定位，

并且定位到同一个基站，而且该基站与行驶路线有较大偏离，

导致显示效果很差。

2　场景分析
为了解决绘制轨迹过程中，LBS点对GPS点的干扰，需要

根据不同的场景，设计不同的展示效果，然后再总结出算法规

律，对轨迹中涉及到的不同LBS定位点，进行取舍，保留一部

分，摒弃一部分，以实现合理的展示效果[3]。

使用者在使用该业务时，可能的行动方式包括步行、驾

车、地铁、火车等。其中步行和地铁只在市区，驾车可能在市

内，也可能跨市，火车则必定跨市。

步行行动速度最慢，容易被楼宇遮挡，定位情况复杂，

LBS点出现会有极大干扰；驾车行动较快，GPS点相对比较稳

定，个别LBS点的出现完全可以放弃；地铁则完全没有GPS定

位，需要大量填充LBS点；火车行动快，GPS和LBS定位情况不

明朗，但由于运动距离较大，对精度相对不敏感。

综合多种业务场景的考虑，在移动范围较小时，LBS定位

的偏差会影响较大，而且同一个基站会被连续定位，此时应

该对该LBS定位点进行舍弃处理；在移动范围较大时，尤其是

高速移动时，基站切换频繁，LBS定位能大致表现出行动的轨

迹路线来，此时只需要适当优化LBS定位点，在GPS定位不足

的情况下，予以补充，甚至在GPS定位较少的情况下，需要用

LBS定位点来作为主要轨迹点。

由于LBS定位是基于基站的，因此如果定位到同一个基站

的话，所有的坐标会落在同一个点，此时这些坐标如果不做优

化过滤的话，会浪费资源，影响显示效果。

3　算法设计及实现
从数据库中按照时间先后，提取规定时间段内的定位序

列，每个定位信息包括定位方式（GPS/LBS），定位时间，经

纬度。将这串定位信息保存到链表中，用于后续优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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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即填写、即转移即填写、即售出即填写，随时了解企业的危

险废物动向，并上传相应的照片作为佐证，以杜绝企业台账的

随意更改或者一月一做的现象。三是全面实行电子转移联单制

度。建立覆盖全省的固体废物管理系统，每次转移由企业填报

基本信息，固废管理机构进行审核后再由企业申请网上联单，

减少因联单不清晰等引起的数据差，缩短企业办理危险废物转

移的时间，提高企业自主办理转移的积极性。四是建立监控系

统。要求企业车间及危险废物贮存仓库等位置安装视频监控，

并保证设备正常使用，相关视频信息连续且保存完整（3年以

上），以便随时抽查企业转移台账和运输车辆信息，弥补基层

监管力量不足。

4.3　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环保意识
不定期宣传危险废物管理知识，重点宣传贯彻新《环保

法》，提高企业自觉守法意识，让企业法人知法、懂法、守法。

通过组织企业培训，结合环境宣传日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提

高企业管理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5　结语
我国已从法律法规、设施能力、执法监管等方面对危险废

物管理进行了强化，对于规范涉危险废物单位的管理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危险废物种类繁多，数量大且成分复杂，

要提高其综合利用率，实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必须认真地

分析当前我国危险废物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采取有效

措施，促进我国危险废物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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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连续定位到同一个基站的LBS定位信息，进行去重操

作。该操作可以简化后续的算法判断，保留同一序列的第一个

时间点和最后一个时间点，用于后续计算。

图 3　市内经过隧道时优化后效果

由于轨迹的时间段存在随机性，第一个点可能是GPS，也

可能是LBS。算法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第一个点是LBS的情况

下，该点是否可以保留。如果第二个点是LBS，那么连续2个不

同的LBS的情况下，首个LBS点需要保留，确保存在足够的轨迹

路线。如果下个点是GPS点，那么判断LBS点和GPS点之间绝对

距离，如果超过5公里，则予以保留，如果在5公里范围内，且第

一个点的时间与GPS点差距不超过5分钟，则略去该LBS点[4]。

在 对 两 个 G P S 定 位中，只 有 一 个 L B S 定 位 的 情 况

（GLG），进行取舍。该情况多出现在汽车行驶进入隧道，偶

尔缺失一小段GPS，即使拉直线也不影响整体效果[5]。

对两个G P S定位中，存在两个以上L B S定位的情况

（GLLLG），进行保留。该情况适用于火车行驶过程中，或者

地铁行驶过程中，大段时间缺少GPS定位，但LBS能大致表现

行动路线。针对之前的优化效果展示如图3。

4　结论
通过对轨迹中LBS点进行连续同位置点的过滤，通过时间

和空间距离的筛选，能够优化对GPS点中夹杂LBS点轨迹点集

合的展示效果，同时也能尽可能地保证轨迹路线的完整性和有

效性。虽然百度、高德的在线地图有很多优化的sdk，然而在某

些特殊应用中，需要采用离线地图，本文采用的优化算法，能

够以较小的消耗，实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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