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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编写目的　　当我们谈论山寨机的时候，总会提到3个字母：&ldquo;MTK&rdquo;。
以联发科公司名字命名的手机设计解决方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凭借着其自身的特性，成就了无数的
手机设计公司和光怪陆离的产品，采用MTK平台的手机占领了国内市场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创造了
这个时代最响亮的一个名词：&ldquo;山寨机&rdquo;。
　　但是，由于MTK平台的特殊性，使得大多数开发人员不能很快地上手。
而且MTK爱好者也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来学习这一新兴的平台。
能不能有一本启蒙性的图书来指导初学者跨过MTK应用开发的门槛呢？
　　以上介绍的问题是我编写本书的源动力。
本书将MTK的应用开发分为若干章节，在每一部分都配有大量的实例，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实例的实现
过程来逐步明晰整个开发过程的点点滴滴。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广大读者对MTK开发有启蒙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完成每一个模
块上面，同时在宏观上让读者掌握全局的框架和设计思路。
　　编写这本书的时候，MTK又往后跨越了几个版本，新的功能不断涌现。
但是，就应用开发特别是上层的GUI设计来说，各版本之间的代码变化不大。
因此，我选择MT622606B这一经典版本进行讲解。
同时，我始终认为，学习一个平台，应该重点放在其最本质和基础的部分，只有掌握该平台的核心才
能在以后的设计工作中游刃有余。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为16章。
　　&middot;第1章主要讲述MTK的历史以及目前国内手机市场的特点。
　　&middot;第2章阐述了MTK的整体软件架构，并提前介绍了MMI的结构和手机启动的过程。
　　&middot;第3章详细介绍了MTK平台的编译过程，对每一步骤都作了详细地阐述。
　　&middot;第4章通过一个精练的实例，为读者讲解了MMI开发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例如菜单添加
、各种资源的载入、事件的响应等，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异常作了详细地解释。
　　&middot;第5章对。
MTK图形系统作了梳理，对GUI、GDI等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作了详细地说明。
　　&middot;第6章和第7章讲解了MTK平台上的基本绘图方法，高级的图层原理和控制。
对于开发中常用到的图层知识，使用了详细的例子来帮助读者理解。
　　&middot;第8章重点讲解了Task的原理，并用详细的步骤阐述了如何创建和使用一个Task。
　　&middot;第9章对MTK平台的文件操作作了归纳和分析。
对常用的文件操作函数依次作出解释，并设计了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辅助读者理解和掌握。
　　&middot;第10～12章阐述了更高级的GUI开发知识。
阐述了控件的绘制原理，屏幕模板的设计以及高级屏幕模板的使用，并且通过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讲述
如何使用这些特性来绘制一个绚丽的屏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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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TK平台是联发科公司推出的一种新型的手机设计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了国产手
机生成厂商首选的平台，其高度的模块集成特性、快捷的出货速度和低廉的价格优势催生了中国大陆
数量庞大的手机研发公司，它创造了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名词：&ldquo;山寨&rdquo;，并引领了从2006
年以来山寨机的潮流。
　　MTK平台的特殊性使得初次接触的开发人员上手困难，而相关资料的缺乏让广大MTK爱好者也无
法完整和准确地研究该平台。
《走出山寨：MTK芯片开发指南》全面地介绍了MTK应用开发的基础知识，它不仅向读者阐述
了MTK上层应用开发的方方面面，而且还阐述了底层的驱动原理和具体设计。
《走出山寨：MTK芯片开发指南》旨在帮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里对MTK平台开发获得全面深刻的理解
与认识，从而使读者更好地把握MTK平台开发的特点和重点，为读者以后的手机设计生涯打下坚实的
基础。
另外，《走出山寨：MTK芯片开发指南》的所有实例都经过实际的测试，跟随《走出山寨：MTK芯片
开发指南》完成所有的实例能帮助读者在掌握理论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实际经验。
　　《走出山寨：MTK芯片开发指南》适合作为广大专科、本科院校，编程培训中心等的学习教材和
辅导教材，也适合作为广大移动开发编程爱好者的自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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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MTK的横空出世　　1.1 引子　　可以这么说，看这本书的读者所买的第一部手机80％都是国外
品牌，应该都集中在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西门子等这些品牌上。
　　似乎从2003年以后，手机就逐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拥有一部手机再也不是一种奢侈。
但中国庞大的市场几乎全被外国厂商垄断，他们凭借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不断加快新产品的推出
速度并进行渠道改革，产品已覆盖了高、中、低端的消费市场。
　　摩托罗拉当年的V3系列，在中国消费者中引起何等的震动；诺基亚凭借其$60系统的成功，一跃
从一个边缘手机厂商成长为中国市场的老大；还有西门子、三星这些企业，也在手机研发上加大投入
，引领手机技术的不断创新。
　　而在这些璀璨的星辰里，国产手机厂商显得如此暗淡。
大家也许发现了，这个领域中的引领者都是跨国大公司，他们有资金、有技术、有大量的研发人员。
企业雄厚的背景，使得他们可以用几年的时间来研发一款手机，达到慢工出细活的目的。
而中国的手机公司很多才刚刚完成原始积累，或许才转行该领域不久，想涉及该领域，那些垄断巨头
们会不会排挤你暂且不论，即便是给你充分的外在条件让你发挥，你也很难做到。
因为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他们手中，考虑到相关的配件设备迥异，手机板上各种芯片的研发集成难度
，短时间内你是很难完成整机设计生产的。
所以，时间就能把一个国内手机公司拖垮。
在那个年代，国内很多企业都打过这方面的主意，比如曾经名声响亮的波导，曾经赞助英超的科健，
现在都难以觅其踪影。
　　但是中国市场如此庞大，这块大蛋糕岂能让外国人独自分享？
　　时势造英雄，在2000年，台湾一家名为联发科（MTK）的公司进入了手机芯片设计领域。
而联发科公司的进入，引发了随后手机产业中的世界大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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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山寨机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三种创新策略：一是坚定地站在用户的一边；二是将非技术的创新系
统化；三是捕捉本地的机会，但在全球整合创意与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道，能够在花费较少的情况下取得最大成效。
山寨机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企业的发展并不完全在于核心技术的掌握，更重要的在于
对市场的感应和这种感应之后的反应速度。
　　&mdash;&mdash;《中国企业家》　　山寨是否能像&ldquo;沙盒创新&rdquo;一样，成为新兴市场
为商业世界贡献的另一颗明星，取决子山寨的低成本到底来源子创造性的低成本能力，冗余功能，还
是只不过是功能多样的廉价方案。
　　&mdash;&mdash;《21世纪商业评论》　　&ldquo;山寨产品&rdquo;是市场处于无序状态时才会盛
行的，它们只能寄生于正常生产和销售所照顾不到的环节，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它是对市场的一
种补充。
现在它却大有颠覆所有制造业的发展趋势，而在讲究创意价值、重视创造力的时代，&ldquo;山寨产
品&rdquo;的大行其道，完全不可思议。
　　&mdash;&mdash;《中国青年报》　　是时候摘掉有色眼镜，重新审视&ldquo;山寨&rdquo;问题了
，巴掌大小的手机背后隐藏着一条极有可能代表中国制造业希望的产业链。
这股野蛮生长的力量，以目前引人注目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已经从产业的谷底爬升到了半坡之
上。
山寨精神，正在为中国制造注入新的活力。
　　&mdash;&mdash;《中外管理》　　保卫山寨，是在保卫某种我们失落的精神，保卫这种精神是在
反抗现代社会固有的势利。
当然保卫山寨，并不是要认可某种侵犯知识产权的高模仿行为，也不是要赞同企业愉税漏税的做法。
保卫山寨，保卫的是一种日渐丧失的自由精神。
　　&mdash;&mdash;《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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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出山寨：MTK芯片开发指南》是第一本MTK芯片中文开发指南，以创意、架构、设计、实用
为主线，图文结合，配合实例说明，真实案例，为您揭示MTK平台开发的核心技术。
　　巴掌大小的手机背后隐藏着一条极有可能代表中国制造业希望的产业链。
　　MEDNTEK使用联发科芯片任意品牌手机适用，爱莫塔库论坛出品。
　　Revolution of Mobile Production手机制造业的革命　　走出山寨。
重拾某种我们日渐丧失的精神：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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