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CRLTS 负载均衡方案 
 

当定位区域比较多，或定位标签比较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计算需求，对 CPU 的要求会

比较高，单台服务器忙不过来，使用多台服务器做负载均衡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对于大规模的定位需求来说，我们可以分为两种：单片区大规模 和 多片区大规模。 

 

单片区大规模是指有很多个定位区域，这些定位区域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例如 50 个定位

区域，这些区域之间是相连的。一个标签在这些区域之间移动，可能会有多个区域都计算出

这个标签的坐标，系统需要进行判断应该输出哪个区域的坐标。 

 

多片区大规模是指有很多个定位区域，但是这些区域分成很多片区，片区之间地理上不相连。

例如 50 个定位区域分成 2 片区，有 20 个是一片区，另外 30 是另一片区；这两个片区之间

相距 100 米以上。当标签在某个片区内移动的时候，只有这个片区内的区域会计算出坐标，

另外一个片区内的区域不会知道这个标签的存在，系统在做区域切换的时候只需要考虑当前

片区内的区域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片区的区域不用考虑。 

 

1. 多片区方案 

对于多片区的需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建多个单独的定位系统，每个片区一个定位系统。最

后把这些系统输出的坐标集成在一起输出到应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分别从这些系统中读取

坐标。 

因为各个片区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联关系，所以可以使用部署多个定位系统这种简单的

方式实现负载均衡。 

 

如果多片区中的某些片区包括有很多的区域，或者有很多标签，我们还需要对这个片区的负

载进行分割，具体见后续的单片区方案。 

 

2. 单片区方案 

对于单片区的系统，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各个区域间的关系、标签与区域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我们需要清理出最小原子流程，

才可以把这些原子流程分散到多台服务器上去计算。 

 

我们先看一下定位系统的内部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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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位引擎的所有处理环节中，最消耗 CPU 的环节是“坐标计算”和“Tag 区域切换处理”。坐

标计算根据时间差数据解方程计算坐标，并且对坐标进行固定纠偏；Tag 区域切换处理从各

区域计算出的标签坐标中，根据各种权重关系，选择一个坐标输出。 

 

根据上面的处理流程图，可以看出按标签来分割负载是比较合理的方案，把各个“Tag 处理

线程”拆分到不同的机器上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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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负载均衡结构图。 

前置服务器： 

 与基站交互，接收基站传来的各类 TCP 消息，并向基站发送心跳消息； 

 按规则对标签分组，不同组的标签的测距消息分发给不同的服务器； 

 把测距消息之外的其他各类消息分发给所有服务器； 

 从某台服务器读取定位引擎配置参数，分发给其他的服务器，保证各台服务器的配置相

同。 

 

服务器 1~N： 

这些服务器运行标准版本的定位引擎。 

 与前置服务器交互，在它看来，前置服务器就像是很多定位基站一样。 

 从前置服务器接收配置参数，或发送配置参数给前置服务器。 

 计算标签坐标 

 对多区域的坐标进行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坐标输出 

 

应用服务器： 

接收各个定位引擎计算出的坐标。 

可以在应用程序中直接与各个定位引擎连接，接收各个定位引擎计算出的坐标； 

也可以单独写一个接口程序，与各个定位引擎连接，接收各个定位引擎计算出的坐标后，统

一输出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使用从这个接口程序读取坐标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