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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的市话自动配线系统

李 辉
,

李小兵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机械系 成都 61 00 54)

【摘要】根据编码学原理
,

对配线资源进行 了编码
,

设计了主要配线资源的编码格式
,

描述了主干电缆
、

配线电缆
、

配线箱盒的数据库结构
,

并给出了配线路由的逻辑表达式
;

提出了生成配区电子地图的方法
,

设

计了 自动配线系统的总体结构和软件 / 硬件平台
,

并采用 GI S开发工具MAP INF O设计了基于电子地图的 自动

配线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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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 s (G e o g aP 勿 玩允mr
a t i o n s y s t em )技术是近年来M l s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

传统的M l s系统通

常难以直观描述带有地理属性的信息
。

随着M is 系统越来越普遍地应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和领域
,

纯数据表示信息的方法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
。

从应用的经验来看
,

许多信息带有较强的地理属性
,

GI S技术在描述和处理此类信息显示了强大的优势
,

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

如电力调度
、

铁路调度
、

公安指挥
、

电信网管等
。

电信公司的市话配线系统是企业综合服务管理系统中的核心子系统
,

配

线系统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将直接影响电信公司的服务水平
。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
,

我国90 % 以上

的市话配线系统是基于传统M is 系统思想开发的〔11 ,

普遍存在自动化程度低
、

配线准确率不高的缺

点
,

而采用 G IS 的思想和技术开发自动配线系统正是弥补这一缺点的最佳手段
。

1 配线资源的编码与配线路由的逻辑表达
L l 配线模式与路由拓朴结构

规范的配线模式为直接配线与交接配线
,

直接配线所形成的路由拓朴结构如图 l所示
,

直接配

线的优点是配线环节少
,

网络的可靠性较高
,

故障查找容易
,

但直接配线的成本较高
。

交接配线

形成的路由拓朴结构如图 2所示
。

交接配线的优点是配线灵活
、

成本较低
,

但配线环节多
,

故网络

的可靠性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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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直接配线拓朴结构 图 2 交接配线拓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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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配线资源的编码设计

市话网上的配线资源主要为总配线架
、

主干电缆
、

配线电缆
、

交接箱和分线箱
。

为在计算机

内描述配线路由
,

必须对配线资源进行编码
。

1
.

2
.

1 编码系统设计

配线资源编码系统是建立和处理配线资源编码的工具
,

配线资源经过编码系统的处理将获得

代码意义唯一性的编码
,

这个编码是 自动配线系统的最基本信息
。

根据编码学原理
,

编码的类型

一般分为链式编码
、

单元式编码和混合编码三类
,

在应用上可以依照对象的特征选择不同的编码

方式
。

对于复杂的对象
,

采用混合编码的方式居多
,

例如德国A ac hen 工业大学开发的 O P T zI 编码

系统2[]
。

考虑到配线资源的特点
,

本文采用了单元式编码方式
,

即每个码位之间无关联信息
,

其优

点是编码速度快
、

计算机处理方便
,

容易实现符号运算
。

1
.

.2 2 主干 电缆编码设计

主干电缆编码形式为
:
刀八吮n

,

其中B为主干电缆标志符
; N为分局编号

,

N = 0
,

1
,

2
,

…
,

9
; n

为0一9
。

1
.

.2 3 交接箱编码

交接箱编码形式为
:

J + 主干电缆编码 + Q
,

其中了为交接箱标志符
;

Q为交接箱编号 (Q 二 0
,

1
,

2
,

…
,

9 )
o

1
.

.2 4 分线箱编码

l) 直接配线分线箱编码

编码形式为
: 尸 + 主干电缆+ Q

,

其中尸为直配分线箱标志符
;

Q为直配分线箱编号 (Q = 0
,

1
,

2
,

…
,

9 )
o

2) 非直配分线箱配码

编码形式为
:
尸+ 交接箱 + Q

,

其中尸为一般分线箱标志符
;

Q为分线箱编号 (Q 二 0
,

1
,

2
,

…
,

9)
。

1
.

.2 5 电缆联线表

电缆 (主干
、

配线 )要与交接箱或分线箱连接
,

箱盒端子号与电缆线序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

这

种关系可以用二维表进行描述
。

例如
,

描述主干电缆与交接箱的连线表如表 1所示
。

交箱编号

表 1 电缆联线表

交箱端子号 主干线序

」B 20 64 5 0 0 1 50 7

J B ZO64 5 00 2 50 8

J B 20 64 5 00 3 50 9

1 .3 基于关系数据库的配线资源数据库 (表 )设计

主干电缆表用于描述主干电缆的基本属性
,

除表示本身的属性外
,

还考虑了在自动配线过程

中的特征要求
,

交接箱表用于描述交接箱的基本属性
,

属性的选择原则同上
;

配线箱表用于描述

配线箱的基本属性
,

属性的选择原则同上
;
电缆联线表用于描述箱盒与电缆的具体联结信息

。

表 1一表4采用关系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对配线主要资源进行了描述
,

表 5则用同样的方式对电缆

联线进行了描述
,

在计算机系统中
,

这些资源和关系是进行自动配线的数据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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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主千电缆表

主缆编码 总线对数 割接时间 交接箱数 出局方式 电缆型号 备选 1备选 2备选 3

B 320 3() 6 0199 6
一

11
一

28 7地下管孔 Y HQ -4

B 4 0 318() X19 97
一

1 0
一

1 5 2架空 Y HV
一

3

B 6 17 3() 6 019 96
一

06
一

27 6地下管孔 Y HV
一

4

表 3交接箱表

交箱编 端子 割接时间 安装地区 交箱型 配区编 配线电缆数 占用情 备选 1备选 2

码 数 号 号 况

用 206 46 0019 9 5
一

0 5
一

0 5文化宫 JQ
一

3P 38 7 4 0 %

犯 1 0 3 34 0019 9 6
一

11
一

7 0社保局 JQ
一

6 1 2 P 2砧 %

表 4配线箱表

分线箱编码 端子数 割接时间 安装地区 箱盒型号 配缆线对数 占用情况 备选 1备选 2

B P8 0 31 20 019 96
一

1 0
一

0 3机械大厦 Q R石 ^ 26 5 %

PB 6 1 0 2 0 0 39 9 5
一

1 0
一

1 2联合小区 Q R
一

6 ^ 29 0 %

表 5电缆联线表

箱盒编码 端子号 电缆线序 占用标志

P」 B 3(义鸿 5 251 0 5 F

P工 B 20 31 9 5 26 07 N

L 4配线路由的逻辑表达

典型交接配线路由的逻辑表达为
、 .了
、、 .产弓 .几

2
了 .、了、、

乌 =尸 T ULT UT J UB T

直接配线路由的逻辑表示为

与 =PT ULT UB T

2配线区域地理信息的表示
. 1 2酉己线区域的划分

一个城市全部的地理图形和相关信息内容是十分庞大的
,

为方便计算机处理和优化管理
,

本

文采用配区的划分原则【3] ,

把一个城市的配线网络划分为若干配区
,

对每个配区进行编码
,

其配区

的编码与地理图形构成图形 自动配线系统的基本电子地图要素
。

配区的划分遵循两个原则
:

l) 基

于配线资源的划分 (如以一个配线箱为中心 )
;

2) 以地貌特征为划分要素
,

配区信息是G I S信息库的

主要构成部分
。

.2 2 配区地理图形的制作和数字化

.2 2
.

1 配区地理图形的获取

我国大多数城市尚无电子地图
,

故需要进行制作并数字化
,

通常可以采用 以下两种方法来获

得配区图
:

l) 航拍法 利用航空拍照来获得素材
,

并依照配区的划分原则进行分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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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手工绘制法 没有条件进行航拍
,

可以采用手工绘制的方法来获得配区图
,

由于采用手工
,

可以在地图上先进行配区划分后再按配区进行细化
。

数字化和矢量化

利用扫描仪和工具软件实现电子地图并矢量化
,

其处理流程如图3所示
。

匹于坯虱扭回气三弓王诬困
图3 处理流程

数据共享

前台的地理图形数据 (矢量化后 )与后台的配线资源数据建立共享关系是实现自动配线的关键
,

.

川日,̀凡j沼日22么
哟2,白

这种关系通过设计触发器来完成
,

其共享关系如图 4所示
。

自自动 配线处 理程序序

TTT r ig e rrrrrrrrrrrrrrrrrrrrr 配配配配配配配线资源数据库库

图4 数据共享关系

3 自动配线的实现
本文设计的自动配线系统采用 C/ S结构

,

在服务器端使用S un U atr Z的O作为主机
。

网络操作系

统为W idn o w s N T 4
.

o
,

后台数据库采用M S S
QL 一 Ser v er .7 0

,

客户端采用m a p i n fo 作为开发工具
,

整

个系统运行在认叭N的平台上
,

系统的拓朴结构如图 5所示
。

在设立好配线资源数据库和完成电子地图矢量化
、

配线箱盒标注后
,

自动配线就实现了
,

其

配线流程如图 6所示
。

在配线过程中会出现资源占用完
、

地址无法确认的情况
,

在这些特殊情形下
,

可以采用人工

干予的情况
,

指定箱盒实现配线
。

交换机
装机地址

集线器

自自动确定最近箱盒盒

配配线工单单

图5 系统拓朴结构

4 结 束 语
本文设计的基于GI S技术的自动配线系统

,

通过引入GI S技术
,

图6 自动配线流程

自动配线
,

该系统在某C 3局已成功运行了一年多
,

程度和准确率
。

实现了在电子地图辅助下实现

配线成功率达 97 %
,

大大提高了配线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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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介绍
·

3 幻。幻。捷变极化器技术研究

主研人员 : 钱汝彪 陈巧生 曾升权 刘 强 冯双久

3
~ 捷变极化器技术研究了垂直极化与水平极化之间的相互快速转换

,

主要解决了薄膜波导制作的工艺
;

针状铁

氧体样品及其支撑物的研制
;

铁氧体样品尺寸及位置对频宽的影响和影响捷变极化时间的因素等问题
。

研制出结构合理
、

体积小
、

便于和雷达收发系统连接的3 m m捷变极化器硬件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科 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