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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嵌入式技术是21世纪最具生命力的新技术之一，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电子信息产业中最
具增长力的一个分支。
随着手机、掌上电脑、GPS、机顶盒等新兴产品的大量应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正成为软硬件工程师
越来越关心的话题。
面对不断涌现的技术需求和发展机遇，各大嵌入式系统开发商、各科研院所的研发人员都急需一套全
方位、针对性强，且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嵌入式技术类书籍；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
也迫切希望了解、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技巧，以推动嵌入式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丛书》正是针对当前技术与市场需求，由国内站在IT业前沿并有实践开发经验的
嵌入式系统专家，以实用技术为主线，理论联系实际，将他们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积累的大量经
验和体会有机地融于一体，以丛书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丛书由基础理论类、硬件设计类、软件开发类、综合应用类书籍组成，立足当前嵌入式技术的发展
趋势、核心技术及其主要应用领域，将技术热点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以实际应用为主线，融合关键
性嵌入式设计技术，围绕嵌入式设计理论、开发流程、嵌入式软件验证及测试、代码可重构以及代码
优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和论述。
读者群定位于高等院校相关领域的高年级学生，科研、开发人员，嵌入式相关领域设计人员等，本丛
书可作为嵌入式领域学习、开发人员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业界许多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热切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或者推荐更多优秀选题（gmholife@hotmail.com），共同为嵌
入式技术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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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第2版）》集作者多年来从事Windows CE技术开发和认证培训方面
的经验，系统总结和概括了WindowsCE的基础理论和特点，对Windows CE开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操作
系统定制开发、Bootloader开发、OAL，开发、驱动程序开发以及应用程序开发的过程与方法进行了详
细论述。
《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第2版）》辅以大量的实用源代码，帮助读者逐步加深理解，最终达到
实用开发的目的。
《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第2版）》以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多的Windows CE 5．O开发为目标，开发
工具使用Platform Builder 5．0和eMbedded Visual C++4．O+SP4以及Visual Studio-NET 2003应用程序开
发工具。
《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第2版）》适合从事Windows CE开发的各级技术人员阅读，并可作为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及相关培训机构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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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3.2 Remote Call ProfiIerRemote Call Profiler（远程调用评测工具）将高性能的数据收集分析工具
、易于使用的图形界面与一个强大的报告引擎结合起来，使开发者能很容易地识别自己应用程序中算
法的瓶颈。
远程调用评测工具包含一系列接口函数，为了使用Remote Call Profiler，开发者必须编译一个含
有Profiling钩子的应用程序，并在想要评测的应用程序代码中调用这些接口函数，然后将该应用程序下
载到目标设备，并将Remote Call Profiler连接到目标设备，最后在目标设备上运行这个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远程调用评测工具就能够接收开发者编写的程序数据并记录这些数据，最
后利用图形显示数据分析结果。
在默认情况下，当包含Profiling的指定模块开始运行时，Remote Call Profiler开始收集数据并将收集的数
据记录到一个．icp文件中，直到这个指定的模块卸载时，CE CallProfiler才停止收集数据。
但是，开发者也可以在自己的代码中，应用Remote Call Profiler数据收集函数来启动或者停止数据的收
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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