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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图书查询方式主要分为柜台查询，电话查询和互联网

查询等。其中柜台和电话查询存在人工成本高，效率低下，易于

出错与无法全天服务等缺点，而互联网查询则要求读者必须拥有

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查询费用过高且不适用于农村和边远地区。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得大多数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方便的查询

到想要的图书信息。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短信平台的短信

自动查书系统。该系统主要使用电信或者移动的通信网络，读者

只要拥有一台手机或者小灵通就可随时随地的发送短信来查询图

书信息。与传统查询方式相比，该查询方法具有效率高，差错少，

成本低等特点。能够很好的解决传统查询方式中存在的弊端。

2  短信查书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系统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短信客户服务平台通过专线或短

信接收机收发短信[1]。访问中心WEB服务器完成客户短信服务

和办公自动化服务。并结合已有数据库提供客户短信数据分析，

进行市场细分和营销。

短信收发方式主要采用专门的收发机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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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速度。该系统本身独立于现有办公自动化和公司业务运行系

统，只是以提供补丁方式来增加公司特色服务，所有接口都通过

标准的URL查询方式进行，这样对原运行系统没有影响，即使

自身崩溃也不会造成正常业务系统和办公系统的崩溃。

图2为短信图书查询系统的结构，逻辑上分为本地短信数据

库，短信数据处理中心子系统，短信业务子系统，短信接口子系

统与短通通信器控制子系统。各子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图1  系统总体结构

图2  短信图书查询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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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信数据库

存放短信中心数据，如收信箱、发信箱、值班表、客户资料、

常用短语、系统参数等。

2．短信数据处理中心子系统

负责接收和处理各种数据业务处理请求与系统管理功能。

3． 短信业务子系统

业务操作界面子系统，与业务人员进行交互，接收业务请求

和反馈请求处理结果。

4． 短信接口子系统

即短信中心与单位内部网络系统接口子系统，包含二种接口：

数据包交换接口与文件交换接口，其中数据包交换接口用于向企业

WEB服务器发送标准查询请求以获得所需内容。而文件交换接口

主要是用来向短信查书系统传送应发送的短信用户号码与内容。

5． 短信通信器控制子系统

短信息通信接口子系统，直接控制无线网卡，负责直接发送

和接收短信息。本子系统也可支持其他短信通信方式，如与短信

中心专线联接的通信方式和其他短信通信器方式。

3  系统关键技术
系统采用VISUAL C++ 6.0编程实现，本地数据库是Ac-

cess 2000，远程数据库端为SQL SERVER、 DB2、 ORACLE 、

SYBASE、 INFORMIX。CGI接口采用IIS+ASP。

3．1 主要函数与数据结构

本系统采用朗科的优信通无线网卡作为收发短信的设备。

该无线网卡采用USB1.1标准与PC机直连，具有尺寸小，价格

便宜，传输速率高等优点，十分适合作为中小型企业建立短信平

台时的收发设备。以下为收发短信使用到的必要函数:

InfoDataComOpen（）//打开设备，当返回值为0表示成

功打开设备，若为其他值则代表打开失败的错误种类。

InfoDataComSend（）//从设备发送短信，返回值为0表

示发送成功，其他各值分别表示不同的发送失败种类。

GetAllRecvMessage（）//从设备接收所有短信，返回值为

接收到的信息字符串。

InfoDataComClose（）//关闭设备，返回值为0表示成功

关闭

其中收发短信函数中的字符串必须按照固定的格式以确保收

发动作的顺利进行，格式为：“手机号码|信息”中间使用‘|’分

隔而信息字符串的大小不得超过140个字符，其中所包括的查询必

要条件则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并使用‘* ’进行分隔，例如

“13599516121|数据库*李明”即表示手机号为13599516121用户发

送的查询作者中有李明且书名中包含有数据库字样的图书。同时系

统为了过滤非法短信来源，故只处理来源号码长度大于11的短信。

为了减小与硬盘之间的I/O操作，提高收发速度。我们在

内存中保持了两个支持多线程互斥读写的FIFO链表，队列大小

可动态改变。收发队列单元均为一个结构体，其中接收单元存放

查询所需的条件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书店地点。发送队列

单元中包含查询返回的信息，可重发次数等。定义如图2所示

同时系统使用信号量机制保证多个线程对两种内存缓冲队

列的互斥访问，两个二值信号量分别作为读/写的互斥锁，两个

计数信号量分别用以防止队列的读过界和写溢出。

3．2 短信通信器控制子系统

该子系统直接控制无线网卡，提供短信收发，完成底层通信

功能。我们可以选择通过短信接收机进行短信收发。再将收到短

信传送给相应处理模块。

如图4所示。优信通无线网卡是类似于GSM手机与SMSC

短信中心[2][3]直接相连，GSM手机用GSM系统的信令信道来传送

短消息，通过SMSC完成接收、存储和转发用户的短消息。系统

直接对手机或短信接受设备读写，以USB口写入设备，使用GSM

AT指令集操作硬件，使用PDU格式的短信息编码解码。

实现该子系统时主要须注意短信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方

便迅速，缺点是信息量少每条只能有140个字符长度。所以首先

用户发信格式必须简洁实用且符合一定的查询规则，查询处理采

用全模糊，虽然牺牲一点速度但必须让用户方便。返回信息言简

意赅即可，无需过长。最多不能超过三条短信即最大发送信息不

得超过420个字符。该子系统主要工作流程如图5所示:

图3  收发队列单元

图4  收发短信模型

图5  收入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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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启动后，主线程不停的搜索收发队列中是否有新的短

信收发，查到要发就立刻发送。查到新收到短信则启动一个业务

线程（若已有太多业务线程则延迟片刻），业务线程读取短信，并

做数据预处理，丢掉不合理短信，提取出短信内容中的查询条件

并组成结构体单元后加入接收队列。

3．3 短信查询线程

为了从中心Web服务器中获取对应的图书信息，同时又不

对服务器原有结构做任何改变，短信查询线程使用标准URL方

式提交查询请求。例如http://***/book?name=数据挖掘

&&author=李明 就是查询作者为李明，书名中存在“数据挖掘”

的图书信息，本文使用微软的WinInet开发包[4][5]来完成该项功

能。代码如下：

CString m_szURL=” http://***/book?name=数据挖掘

&&author= 李明”

CInternetSession sess;//建立会话

CHttpFile* pF=(CHttpFile*)sess.OpenURL(m_szURL);/

/打开html文件

while(pF->ReadString(szData))

{//读取文件并获取图书信息

⋯

}

pF->Close();

sess.Close();

读取到的报文格式如下

<html>

数据挖掘原理与算法 劭峰晶,于忠清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山路新华书店

</html>

该报文记录了书名，作者，出版社，书店位置信息。各属性

之间使用空格隔离，易于分解。算法如下：

Step1:读取接收队列，若有数据则将该单元从队列中取出转

至Step2，否则等待3秒至Step1。

Step2: 根据获取的各查询条件查询本地值班表若存在对应

信息则转Step4，否则转Step3

Step3:根据获取的各查询条件向中心WEB服务器发送查询

请求。

Step4:读取返回网页判断是否正确是则转至step4，否则判

断查询是否已超过三次，若超过三次转至Step1，否则转Step3。

Step4:将返回的信息组织成结构体单元后加入发送队列中，

转至Step1。

3．4 值班表策略

根据最频繁使用优先的原则，系统在本地数据库中采用了

值班表策略。即在本地数据库中建立一个值班表用以存储最频繁

被查询的1500条查询的图书记录。当有新的查询到来时，系统先

查询值班表中是否含有对应信息，若信息不存在再发送查询请求

至中心WEB服务器，根据已发送表中记录增长的情况来更新值

班表内容（本系统为每增加1000条变更一次）。鉴于SQL语句的

便利性，对于值班表的产生我们只要使用两句句简单的SQL语句

就可以实现。代码如下：

delete from temp

insert into temp(author, name, press, dress) select top 1500

author, name, press, dress from book order by count desc

由于Access数据库中没有存储过程，所以对于该策略只能

采用access中的查询实现。

值班表的建立大大提高了查询的实时性，能够更好的满足

客户提出的查询请求。

3.5 客户数据分析

本模块是基于短消息业务的移动数据采集方案，可以迅速

地将短信传送到数据库服务器上，然后将其组织到数据库中，系

统能够充分利用客户的数据和公司已有的数据库资源，为发展客

户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系统自动将每条收发短信都备份入本地数据库，按各类型

汇总并可导出到异种数据库。对收到的短信形成数据库后，并可

进行一些数据挖掘，分类按日期，客户号，类型等。还可分出时

段高峰和低谷等。客户数据分析模块能够充分利用数据库资源，

为发展客户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分析模块通过对数据库的管理，充分实现信息的管理、发送

与接收，成为分析客户、细分市场、以及将市场相关信息传递给

客户和潜在客户资源平台

4  结束语
短信息作为无线通信在20世纪末所作的一次重要飞跃，已

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而基于短信平台的应用也变的越来越广泛。

短信图书自动查询系统为用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短信查询功能，

大幅提高了服务效率，增强了图书查询的实时性。同时具有接入

简单，查询快捷，运行稳定等特点。该系统现已投入应用，为图

书查询提供了及时准确的通讯保障，极大的方便了广大用户。大

大提高了公司的服务水平和宣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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