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C 配置报警预案联动金笛短信猫发送短信

 

平台版本：

General_ICC-B8900_Chn_Evolution_V5.000.0000011.4.R.20220716.20220716010548

 

金笛短信猫适配型号：

注意必须是 USB 款，目前平台只适配了 USB 款，串口款平台后台手动能发送短信，但短信猫系统参数配

置只有 USB 相关设置，没有串口相关设置，一定要注意，以下整理了金笛短信猫相关型号，移动联通款型号

一样，但也有区分，只支持移动卡或者只支持联通卡。

M1206B MC323 USB M1206B-FT M1806-NC5

2G 款 2G 款 4G 款 4G 款

支持移动、联通卡 CDMA 芯片，支持电信卡 支持移动、联通卡 全网通

已退市 在售 在售 厂家给的型号

 与 ICC 兼容性不太好 兼容性较好 未测试过

 

准备工作：

测试现场短信猫适配的 SIM 卡是否能正常发送短信，使用手机插入 SIM 卡进行短信发送测试，能发送成

功说明 SIM 卡正常。

 

调试内容：

平台设置相关报警预案，触发报警后，客户端联动弹窗以及联动短信发送到相关手机号码上，实现报警

的及时通

 

平台短信猫配置步骤

一、短信猫功能测试

1 、将短信猫接好天线、插入 SIM 卡、USB 延长线接服务器，延长线两个 USB 口尽量都插到服务器，一个为

供电口，一个为数据传输口，插好后，短信猫蓝灯闪烁为正常。

2、登录平台后台，查看短信猫对应 USB 的 COM 口，输入命令：ls -lrt /dev/ttyUSB* ，正常返回结果如下，

返回 USB0 则端口号为 1，返回 USB1 则端口号为 2。

 

如果返回结果如下，则说明未识别到插入的 USB 设备，需要进行检查。



 

3、平台后台执行短信猫脚本 JDCheck1.15 进行短信发送测试

cd /opt/3rdtool

./JDCheck1.15

 

执行脚本后按照步骤输入信息发送短信进行测试，正常能识别到短信猫端口号、波特率以及 SIM 卡相关信息，

短信发送成功会返回短信发送成功。

 

不同版本短信猫工具可能返回不同的错误，如果返回以下错误信息，可以测试看看短信猫和服务器的兼容性。

 

 

 

 

 

 

 

 

 

 

 

 

 



 

 

 

 

 

 

先关掉检测工具，输入 dmesg | grep USB0 ，回车，如果出现较多 error ，则说明该款短信猫对服务器兼容

性不太好，厂家回复 2G 款的短信猫会有这种问题，建议更换 4G 款的。

 

 

二、平台短信猫参数配置

1 、确保平台后台能正常发送短信后，说明平台通过短信猫工具发送短信功能没问题，接下来就是配置平台

短信猫相关参数。

短信猫 SN：根据短信猫硬件标签上的数值填写或者通过短信猫测试工具获取；



 

短信猫 COM：根据步骤 2获取的数值填写或者执行短信猫脚本获取的信息填写；

 

短信猫协议：按照默认的 N,8,1 填写；

1小时发送数量：根据实际需求填写，默认为 60；

1 天发送数量：根据实际需求填写，默认为 360；

短信中心号码：根据短信猫上 SIM 卡的所属地区进行确认，可以通过百度搜索或咨询运营商客服，如广东佛

山的移动中心号码为：+8613010670500

波特率：根据短信猫的型号确认，也可通过短信猫测试工具获取，金迪的一般是 115200

 

2、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平台报警预案及短信联动配置

一、平台配置



浏览器输入平台 IP，例如：192.168.31.25，回车出现登录界面，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

 

                               图 1 平台登录界面

1、新增人员

该处新增的人员主要用于短信的接收，需要添加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添加步骤：点击人员管理- 新增- 

输入必填信息-保存。

 

                                图 2 行政办公界面

 

 

                                图 3 人员管理界面



 

                             图 4 新增人员界面

 

 

                                    图 5 人员新增后界面

2、新增用户

该处新增的用户需要绑定上一步添加的人员，主要是绑定人员对应的手机号码，报警短信发送则是绑定

该用户手机号码进行发送，添加步骤：点击用户管理-新增-输入必填信息并绑定相应人员-保存。



 

                                    图 6 系统管理界面 

 

                                   图 7 用户管理界面

 

                                   图 8 新增用户界面

 

              图 9 添加保存界面

 

 



                            图 10 用户新增完成界面

 

3、       设置报警预案

该处设置报警预案并绑定短信发送人后，触发报警则会发送相应报警信息到相关手机号码，对于已经设

置好的预案，需要增加或者修改短信接收号码，则编辑已设置的报警预案进行更改即可，操作步骤：点击报

警预案-修改已设置的报警预案-选择报警源-选择短信-修改短信接收人及短信内容-保存。

 

                                 图 11 资源配置界面

 

                               图 12 报警预案新增界面

 

                          图 13 报警预案编辑界面



 

                  图 14 配置短信接收人及短信内容

 

 

                            图 15 添加收件人

 



 

                             图 16 最后保存

二、 客户端使用

1、打开客户端，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图 17 客户端登录界面

2 、当有报警发生时，客户端会进行弹窗及语音播报，点击打开对讲则可以跟报警终端进行通话，关闭窗口

则会挂断通话，在通话过程中可以点击对讲隔壁的暂停刷新，防止对讲过程被打断。



 

 

                           图 18 客户端弹窗对讲界面

3、查询报警记录，打开事件中心，实时报警可显示实时刷新的报警事件，双击可查看报警详情及抓图。

 

                                 图 19 实时报警界面

4、报警查询可根据筛选条件进行历史报警记录的查询。



 

                       图 20 历史报警查询界面

 

三、短信猫相关参数配置

如果短信猫 SIM 卡进行了更换，则短信猫设置的短信中心号码则需要填写 SIM 卡归属地的短信中心号码，

具体号码可百度，操作步骤：点击系统配置-短信配置-填写正确的短信中心号码-保存。

 



            图 21 短信配置界面

 

 

问题排查思路
 

若按照步骤配置后还没有收到报警联动短信，可以按照如下思路进行排查：

 

1、确保 SIM 卡能正常发送短信，可将 SIM 卡插到手机发送短信测试；

 

2 、确保短信猫工具能正常发送短信，平台也是调用短信猫工具进行短信发送，平台后台直接运行短信猫工

具 JDCheck1.15 测试短信发送是否成功；

 

3 、查看报警联动服务 evo-linkage （日志位置：/log/evo-linkage/evo-linkage_*.log ）的日志，看是否

有联动短信的打印，正常联动短信打印如下：

 

 

 

4 、若 evo-linkage 日志已有正常打印，但是还是没有收到短信，可以进一步排查 SMSService （日志位置：

/log/evo-linkage/SMSService_*.log）日志，正常的打印如下：

 

 

 

异常的打印如下：

 

 

 



 

 

5 、若 SMSService 日志只是有如下日志打印, 但是没有” result ” 参数打印的话，检查短信猫服务涉及的

/opt/3rdtool/JDCheck1.15 文件是否有执行权限，若没有，通过命令

 

chmod 777 /opt/3rdtool/JDCheck1.15 进行赋权后，再测试验证。

 

 

 

6 、如果出现返回信息成功，但是还是收不到信息的情况，可能为短信过长无法成功发送的情况，咨询过厂

家，短信发送的长度是有限制的，可以用命令直接测试发送短信并收到反馈信息，输入：./JDCheck1.15 手

机号码 “ 短信内容” ，下图” code ” :0 为短信内容过长返回信息，虽然显示 succeed ，但是手机却无法收

到短信，而” code ” :1 为短信内容在正常范围的返回信息，第二个能收到报警短信却返回” +CME 

ERROR:515”，这个是短信猫返回的信息，平台这边也不清楚，可通过该命令进行简单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