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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定位服务的考勤管理系统
① 

张玉洁，孟祥武  
(北京邮电大学 智能通信软件与多媒体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6) 

摘 要：针对传统考勤系统的缺点，提出了一种基于下一代网络服务的考勤管理实现方法，该方法结合移动定

位服务和地理信息服务，对员工的移动终端进行实时定位，使用范围搜索算法确定员工是否在指定工作区内，

生成考勤信息。可以实时或定时进行自动或手动考勤，并能记录和回放员工工作轨迹，是一种融合网络服务实

现的低成本、高灵活性的基于位置的电信增值服务。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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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anc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LBS 
ZHANG Yu-Jie, MENG Xiang-Wu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Telecommunications Software and Multimedia,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 
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attendance systems had many drawbacks. This paper proposed an implement method of 
attendance management based on LBS. This method combined mobile location-based service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s, checked the position of mobile terminals held by staffs in real-time, used range search algorithm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taff working in designated areas, generate the attendance information. This method could carry 
out automatic or manual attendance in real time or configure time with the staff track. It was a converged network 
services to achieve low-cost, high flexibility of location-based telecom value-added services. 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the method was able to keep the staff on the issue of the validity of attendance. 
Key words: LBS; mobile terminal; range search; GIS; attendance management 
 
 

考勤管理是企事业单位经营和管理工作的重要环

节和保障，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手工方式，该

方式工作繁杂，很难保证数据的准确与实时，增加了

管理成本；另一种是利用专用考勤设备的电脑记录考

勤方式，包括打卡式、磁卡式、条形码式、IC 卡类、

感应卡、指纹识别、虹膜识别、人脸识别等，该方式

需要设置固定的考勤时间段和地点，无法随时随地考

勤，设备需要保管与维护。文献[1~2]基于扫描条形码

实现考勤系统，该类使用配套设备的考勤系统存在耗

材、高峰时间需要排队等问题，无法避免丢卡或代替

打卡的现象[3]。为克服上述弊端，基于生理特征识别

的考勤系统纷纷出现，如文献[4]所述的指纹识别系统，

无需员工持有特别器材，但该方式技术难度大、设备 

 
 
昂贵、部署相对复杂。文献[5]设计了时间可以灵活配

置的考勤系统，并能与人力资源系统集成使用。文献

[6~7]分别实现了在不同地理位置和网络位置均可登

录的考勤系统，均旨在将考勤地点分布化。目前，随

着社会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移动办公的职业，例如

销售、快递，对于这类人员的考勤管理是困扰管理者

的一个难题，能够灵活完成多种考勤任务，并且不受

限于时间、空间的考勤系统已成为市场的迫切需求。 
随着电信网和互联网向下一代网络方向的演进，

融合网络业务受到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重视，如何快

速、灵活地开发内容新颖、种类丰富的融合网络业务

是计算机领域和电信领域所关注的重要问题[8]。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位置服务，又称定位服务)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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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给增值业务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下一次高

潮。LBS 是指移动网络通过特定的定位技术获取移动

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并基于地理信息技术将物理位

置在电子地图上定位的一种空间信息服务。作为其核

心技术的定位技术和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技术,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第三代移动通信

网(3G)的快速发展，应用也越来越广泛[9-12]。 
移动定位技术与GIS服务的技术特点与发展现状, 

给 LBS 带来了内容与形式上广阔的创新空间, 为产生

灵活多样的基于 LBS 的应用提供了保障。然而，LBS
仅提供位置服务是不够的，需要将 LBS 与各种信息系

统结合。 
本文提出一种将LBS与考勤管理系统相结合的考

勤管理实现方法，并设计和实现了一个原型系统。该

系统对员工持有的移动终端实时定位，使用范围搜索

算法确定其是否在工作区内，并进行必要的统计、报

表生成与外勤员工工作轨迹回放等。系统使用通信网

络，能够随时抽查员工的出勤情况，及时获取出勤信

息。同时移动终端（如手机、个人数字助理等）作为

员工私人特定物品，具有随身携带的特点，实现对员

工的自动考勤，只需要移动终端支持定位功能，而不

需对移动终端进行改动。 
 
1 系统概述 
1.1 系统架构 

本文所述原型系统通过融合移动定位服务和 GIS
服务来实现基于 LBS 的增值服务，具体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体系结构 

图 1 中考勤系统的 LBS 协议能力并未直接与运营

商的定位网关交互，而是通过调用定位 SP (Service 
Provider) 提供的定位能力来实现 LBS 定位功能。考勤

管理系统通过互联网与定位 SP 相连，定位 SP 通过互

联网与运营商定位网关相连。定位 SP 负责处理考勤管

理系统服务器发送的定位请求。考勤管理服务器通过

互联网与 GIS 服务器相连。具有定位功能的移动终端，

包括支持定位的手机、个人数字助理（PAD，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车载定位设备等，通过 3G 网络接入

电信运营商网络。管理人员可通过考勤管理系统所在

的客户端 PC 登录系统，完成考勤管理。 
1.2 系统功能 

系统具备考勤能力、考勤数据存储与管理、考勤

数据展示等功能，功能模块组成如图 2 所示： 
 
 
 
 
 
 
 
 
 

 
图 2 系统功能模块图 

 
1.3 主要工作流程 

系统工作流程描述如下： 
步骤 1：系统根据设置的触发规则发起对移动终

端的定位请求，并将定位 SP 返回的定位结果写入数据

库。考勤管理系统需要设置的相关信息包括：定位参

数、定位触发规则、搜索程序的触发规则、搜索范围、

考勤规则、用户信息、触发时间、出错信息、自动周

期定位条件、自动周期定位规则等。其中，触发规则

分为：发送定位请求的手动触发和设定触发时间的系

统自动触发两种。 
步骤 2：系统对定位成功的移动终端进行自动范

围搜索前，设定搜索等待时间，在搜索等待时间内，

如果用户没有操作，则系统开始搜索；如果用户主动

推迟范围搜索，系统则取消搜索，执行所选操作。系

统对需要周期定位或定位不成功的移动终端进行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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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定位，直至到达规定循环定位次数或定位成功。 
步骤 3：根据搜索结果，生成考勤信息，并将各

种记录填入相应的信息表。 
步骤 4：根据具体需要和用户操作，在地图上展

示或回放考勤结果，并进行统计。 
     
2 关键技术 
2.1 考勤信息生成 

考勤信息生成模块用于从数据库的表中读取每个

移动终端当日的考勤记录，并根据考勤规则，生成每

个员工的出勤数据，将移动终端用户的相关信息、出

勤情况写入考勤信息表，存储在系统的数据库中。该

功能由定位信息处理模块的三个子模块完成，即定位

执行子模块、范围搜索子模块和 GIS 地图子模块。 
定位执行子模块，系统接收用户的定位请求，

调用定位 SP 提供的定位接口进行定位，然后将定位

结果存入数据库的定位结果表中。如果定位成功，

则定位执行子模块将定位成功的移动终端的经度和

纬度写入定位成功表；如果定位失败，系统给出提

示信息，并将定位失败的信息写入定位失败表中，

以备查询。此外，定位结束后，定位执行子模块给

出提示信息，如：定位结束、定位成功、定位失败

等信息。在定位执行期间，定位执行子模块不能再

接受新的定位请求。 
范围搜索子模块，接受用户范围搜索请求，从数

据库中取出定位成功的移动终端所在位置信息，查找

该移动终端是否在设定的工作区域内。对于定位成功

的移动终端，用户可以随时启动、或者设定时间来启

动范围搜索程序，查看某定位成功的移动终端是否在

工作区域内，以获得员工的考勤情况。 
其中范围搜索算法采用经典的点与多边形关系判

定方法，根据本系统的实现，具体分为(1)判断一点是

否在一个圆内，只需判断该点与圆心的距离是否小于

或等于半径即可。(2)判断点是否在多边形内，过该点

向 x 轴正方向做一条射线，如果该射线与多边形有奇

数个交点，则该点在多边形内，有偶数个交点则在多

边形外[13]。对于移动终端定位失败的情况，需要对该

移动终端进行自动周期定位搜索，即，根据设定的定

位周期和定位次数，在工作区域内对该移动终端定位

并进行范围搜索的过程。图 3 给出了自动周期定位搜

索流程。 

 
 
 
 
 
 
 
 
 
 
 
 
 
 
 
 
 

图 3 自动周期定位搜索流程图 
   

GIS 地图子模块用于在定位成功后将被定位移动

终端的位置显示在数字地图上。根据此功能，考勤管

理系统能够根据该位置信息为用户服务，比如在数字

地图上进行指定条件的搜索，获取搜索结果的信息等。

该子模块还具有定位历史记录回放功能。 
根据定位和范围搜索结果，系统生成移动终端对

应的员工考勤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从而完成考勤

工作。 
2.2 员工轨迹回放 

本系统还具有根据查询条件显示所存储的移动终

端定位历史记录的回放功能，回放方式分为两种： 
（1）按照真实的定位时间间隔回放。根据之前对

用户的每次定位操作成功后，定位记录中包含的移动

终端号码、经纬度和定位时间信息，按照定位记录的

原始时间间隔在地图上依次显示移动终端的位置。 
（2）按照系统设定的时间快速回放。用户可以快

速地浏览该时间段内的定位记录，而不考虑真实的时

间间隔，按照系统配置时设定的时间快速对某个移动

终端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定位历史记录在数字地图上回

放。 
移动终端定位的历史记录就是存放在数据库中的

搜索结果表，在使用定位历史记录回放功能时，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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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据用户指定的回放时间段和移动终端号码从数

据库中得到所有的定位记录，选择定位回放方式，在

数字地图上回放被定位设备的历史轨迹。 
按照真实定位时间间隔回放的实现方式并不能保

证时间间隔完全准确，由于接口调用时间等原因只能

保证大致准确。如果要求快速回放，只需在取得所有

符合条件的定位记录后，按照系统设定的固定时间间

隔休眠所述线程即可，而不需要做相邻两条记录之间

的时间差运算。在两种回放过程中，用户均可以随时

中止回放。 

  图 4 给出了按照真实定位时间间隔回放定位历史

记录的工作流程。 
   
 
 
 
 
 
 
 
 
 
 
 
 
 
 
 
 

图 4 回放定位历史记录工作流程 
   

用户输入查询条件后，系统调用定位历史记录接

口，并判断如果存在符合条件的定位历史记录，则启

动一个定位回放线程，将查询到的所有定位历史记录

传入该线程（该线程中定义了一个循环来显示定位记

录）。在定位回放线程中判断记录的总数是否大于 1，
如果总数大于 1，则取出相邻两条定位记录，然后将

前一条定位记录的经度和纬度信息传入 GIS 地图模块

显示移动终端位置的接口，在数字地图上显示被定位

移动终端的位置，将该线程休眠，休眠的时间为前面

取出来的相邻两条定位记录的时间差，这样做是为了

保证回放的时间间隔与先前定位时的时间间隔一致，

然后结束线程休眠，将定位记录的总数减 1，再次启

动一个定位回放线程，重复上述操作直至 后一条定

位历史记录显示完毕。 
 
3 系统仿真 
3.1 仿真环境 

服务器端软硬件环境包括：SUN Fire V440 服务

器，配置 2 个 UltraSPAR C IIIi CPU，时钟速度为

1593MHz，物理内存 4096MB，操作系统采用 SUN 
Solaris 5.9；应用服务器为 WebLogic 8.1 SP5；数据库

采用 MySQL 5.0；GIS 服务器软件采用 MapInfo 
MapXtreme(R) Java Edition(TM) 4.5.0。采用短信和定

位模拟网关。 
客户端软硬件环境包括：PC 机联想启天 M2400；

操作系统为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JDK 1.5.0(Update6)。 
3.2 仿真方法 

使用 CDMA 手机模拟移动终端，每个模拟终端具

备唯一的号码。用 1 个模拟用户并使用模拟程序创建

1 至 299 个虚拟用户，以 3 次/分钟的速率执行短信定

位业务。搜索范围设置为多边形。定位方式采用自动

定位，自动周期定位的时间间隔为 1 分钟，自动周期

定位次数为 4 次。在短信和定位模拟网关的配置中，

设置不同的循环次数和间隔时间，根据返回的定位信

息次数、总时间和平均一次定位时间对性能进行测试。 
3.3 仿真结果 

将模拟移动终端随机放置于多边形区域附近进行

测试，定位结果如表 1 所示，在模拟终端数量相对较

少和相对较多的两种情况下，系统均能对终端进行有

效定位，其中模拟终端个数较多时，定位平均时间会

下降，而成功率基本保持稳定。 
表 1 移动终端定位成功数量表 

模拟终端个数 定位次数 平均定位时间 定位成功率

50 400 7.8 次/秒 99.4% 

250 600 19.8 次/秒 99.3% 

若对模拟移动终端定位成功，则根据终端位置进

行范围搜索，判断其是否在班。如果首次定位不成功，

则根据自动周期定位的时间间隔和自动周期定位次数

进行反复定位，若由于终端未打开等因素导致定位一

直不成功，则生成其不在班的考勤记录。生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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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工考勤记录表 

模拟移动 

终端号 

定位 

日期 

定位 

时间 

定位 

成功 

是否 

在班 

133******** 2009-12-1 08:30 是 是 

133******** 2009-12-1 08:30 是 是 

133******** 2009-12-1 08:30 是 否 

133******** 2009-12-1 08:34 否 否 

  
4 结语 

本文总结了已有考勤管理系统实现机制的不足，

设计实现了一种融合移动定位和 GIS 服务的考勤管理

系统，该系统可以使考勤工作的完成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约束，同时有效避免了丢卡或代替打卡的现象。此

外，由于考勤管理系统服务器是从移动终端无线通信

网络获得移动终端的位置信息，移动终端的携带者无

法接触到该位置信息，也就无法对其进行修改而伪造

考勤记录。系统的实现顺应了融合网络服务以形成新

的增值业务的潮流，节省了开发成本，保证业务的灵

活多样，充分体现了基于位置的移动增值业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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