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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时代是个信息时代!也是一个手机的时代!现

代生活对手机的依赖相当严重!人们很多时候都希望

通过在手机上的各种系列操作来完成某项必要的功

能’ 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更新和发展以及<R技

术应用的日益逼近!越来越多基于手机平台的应用更

是在飞速发展!互联网与手机应用相结合逐步成为了

如今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

对于手机用户来讲!名片信息"即联系人信息#的

丢失和重新录入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需要尽量避

免!用户希望借助于无线网络和 X0$#%0#$!可以在用户

与服务者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更快捷$更安全$更方

便的交换信息!保证名片等重要$私有的信息在网络上

进行有效的备份的恢复’ 目前这样的国内外手机软件

有 很 多! 比 如 ’B4%$_94%1$9@0$45$L>%40LU#%$d45[̂FY

9@0$45$L$9@0$45$L34042#%$3X9;>等等’

’B4%$_94%1这一类软件!界面优美!管理功能强

大!很方便的支持名片夹导出导入功能!支持批量操

作!支持对分组的操作!支持多种传输方式!支持 5_F

格式$/94%1格式的文件!支持红外$蓝牙等方式发送

/94%1文件!而且可以通过 /94%1格式和其他的应用

平台里交换联系人信息’ 但是这类软件网络功能支

持比较差!仅仅支持 (-7等很少量的机型!而且试用

期结束后!需 要 用 "9机 在 网 络 上 注 册 后 才 可 以 使

用!这对于一些经常使用智能手机的中老年用户不

方便!这类用户对计算机的使用不很熟练!但是由于

长期使用手机!所以对手机的操作比较熟悉!他们希

望可以 通 过 手 机 来 完 成 所 有 的 相 关 操 作’ 9@0$45$Y

L>%40LU#%这一类国外软件!效率较高!主要支持本地

备份和短距离无线传输!机型更加受限!只能用于诺

基亚 ’8.第三版手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美科互动

科技有限公司的 3X9;>软件!真正做到了为 手 机 和

互联网平台之间搭建无缝对接桥梁的作用!其中的

备份手机名片功能!可以将名片信息传到专属的私

有空间"比如百度空间!搜狐博客等#中保存!非常有

效$安全$私密’ 备份后可以 通 过 手 机 在 线 查 询$取

回和进行多种管理!但是该软件为 ’X’文件格式!仅

适用于 ’EB‘&40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

本文所提出的手机名片备份系统!采用 j4_4技术

开发!它的优势是良好的跨平台性和扩展性!不仅仅适

用于’EB‘&40操作系统!只要是任何支持 j4_4虚拟机

的手机平台都可以应用!而且对于目前流行的诺基亚

’8.第三版机型还避免了证书问题!即不必担心需要

证书的数字签名限制!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安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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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下面的描述中将首先介绍系统的整体架构和功

能流程!然后讲述关键技术的实现方法和相关的讨论!

接着给出实验测试结果和性能分析!最后说明结论和

提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开发工作’

7!系统设计与实现

7:+系统架构与流程

整个软件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手机名片的本机备

份和恢复$网络备份和恢复!开发重点是在客户端的处

理!采用 j73P平台!服务端使用 >@B54$服务器配合

’gW’#%_#%数据库!主要采用 ’#%_T#$和 j4_4‘#40技

术!所以整个系统的体系结构是一个轻型的 j7PP架

构’ 系统架构如图+所示’

8+!EFeL8

系统的两大主要处理流程是备份和恢复!如图7

和图<所示’ 在图7中!对于网络备份还需要分段上

传的步骤!在图<中!对于网络恢复还需要前面从服务

端取数据的两个步骤’

7:7 关键技术分析与实现

7:7:+手机名片信息的获取

名片信息!有时称为联系人信息$电话本信息或

通讯录信息!属于手机用户的私有个人信息!在 j73P

中访问名片数据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中低端

机型’ 通常!各终端厂商都有自己的 ;"X用于访问电

话本’ 例 如!3)>)的 "6@0#‘@@[包’ 在 j73P的

eL%-M规范中!’c(推出了 "X3包!可访问名片信息等

本地数据!目前大多数支持 j;/;虚拟机的手机都支

持 eL%-M规范’

"X3的 意 思 是 "#%L@04TX0U@%B4$&@034042#B#0$

"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是针对用户的个人重要信息!

例如名片$提醒$日程等进行管理’ "X3)"定义了一

系列的;"X!提供了访问这些重要数据的方法和途径’

87!klm\

8<!mn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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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就是 )F$&@04T"45[42#"可选包#!它并不能

提供一个整套的运行环境比如 3X\"!而是对 3X\"的

扩展!同时需要设备的支持’ 在使用"X3)"之前必须

判断它是否可用!方法很简单!只是检查 B&5%@#1&$&@0:

F&B:_#%L&@0的属性值是不是 0̂TT’ "X3定义了三种信

息类型!分别是9@0$45$T&L$!P_#0$T&L$和 >@\@T&L$!名片

的处理是针对9@0$45$T&L$’

所有的 ;"X都在 e4_4D:B&5%@#1&$&@0:F&B包里面!

可以使用提供的 ;"X!来完成对名片信息的获取$分组

处理$添加$删除$修改等各种处理’ 在 "X3T&L$中的数

据称作"X3&$#B!可以把"X3T&L$看作是容器!把 "X3&Y

$#B看作是实体’ 本文要处理的实体是名片夹中的每

个联系人!即9@0$45$的信息!注意/联系人0中可用的

字段跟设备实现是相关的!比如在某个机型中支持联

系人的/传真0字段!可能在另一个机型中就不支持’

因此!在使用某个字段的时候有必要调用它的 &L’̂FY

F@%$#1?&#T1来判断一下’ "X3规范中同样对字段中的

基本数据类型进行了定义!例如在9@0$45$里面的电话

字段就是’$%&02!生日字段就是T@02类型’

即便是同一个手机中的不同联系人!其保存的字

段个数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张三仅仅保存了他的

手机号码一个字段!而李四不但保存了手机号码还保

存了家庭地址等字段’ 而且!不同类型的字段需要区

别对待!经过测试分析!笔者发现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将

字段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姓名$地址等这种复合型

字段!所谓复合型!就是一个大字段是由多个小字段组

合而成的!比如地址字段是由国家名字段$省名字段$

城市名字段$街道名字段等组成的!这种字段在保存时

要循环处理每个小字段’ 第二种是可以重复多次的非

复合字段!比如电话字段!一个联系人就可以记录多个

电话值!再比如职位字段!可以记录多个不同的职位名

称!这种字段在保存时要循环处理完同一个字段类型

下所有的数据值’ 第三种是只能有一个的不能重复的

非复合字段!比如备注字段等!如果支持该字段直接保

存即可’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于每个联系人的所有字段数

据采用不定长保存策略!即对于本机支持且存在数据

的字段进行保存!保存时根据上面分析的三种不同类

型进行不同处理!对于本机支持但没有数据的字段!为

了恢复时方便!可以采用若干个特殊符号"比如星号!

井号等#来代替!这样的保存策略对于支持 eL%-M的手

机可以直接适用!如果机型更换!代码在此方面不必做

任何修改’

7:7:7 手机名片信息的恢复

在恢复的时候!会遇到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

题是不论是从网络的服务端还是文件中获取到所有联

系人数据!都是以字节流的形式存在!所有的联系人数

据都存在于这个流中’ 我们需要从这个流中分离出每

一个联系人的数据!由于在保存的时候!每个联系人数

据按行保存!而且要求必须以换行符结束!所以循环处

理字节流的时候!以换行符为标记就可以取出每一行’

在本机备份中!如果数据是直接保存在记录管理系统

"Q3’#中!此问题不会出现!因为在 Q3’中就是按每

个联系人分别保存的’

第二个问题是恢复的策略’ 策略一是将手机原有

的联系人全部删除!使用备份数据进行完全恢复!如果

联系人数量较大的话!一方面恢复时间会比较长!另一

方面需要附加的操作也很繁琐!因为对于其他公司或

个人开发的诺基亚手机软件!在未得到诺基亚公司授

权之前"具体的授权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和费用#!在

对手机私有信息进行某些操作的时候!会进行询问!要

求操作用户反馈后才可以继续执行’ 比如读所有联系

人信息的时候!需要询问一次!用户确认允许后会全部

读出!而对于添加联系人信息的时候!每添加一个人!

就要询问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添加+..个联系人!就要

有询问提示+..次!用户就要操作确认+..次!会非常

麻烦!而策略二可以将这种麻烦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

效率上会有一定的损失’ 具体方案是循环处理当前手

机中联系人中的每一个!将联系人与恢复记录集中的

每个进行比较!如果有相同的!表明不需恢复!因为目

前就存在!同时将恢复记录集中的该记录做上标记(如

果与要恢复的数据都不同!则表明该联系人还未备份!

无需任何处理(最后恢复记录集中剩下的就是目前名

片夹中不存在的联系人记录!全部恢复即可!除了重新

安装系统和名片夹完全丢失的情况下!变化的联系人

数据还是比较少的!方便了用户的动态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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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网络通信

"+#上传数据+采用 6$$F协议上传!有 F@L$和 2#$

两种方法’ F@L$方法可以传输大量数据!而 2#$方法

由于受 %̂T长度的限制!一般不超过+.7K字节!无法传

输大量数据!所以选用 F@L$方法’ 每次传输需要建立

一个a>>"9@00#5$&@0!使用字节流的方式’

经测试!F@L$每次传输的最大字节数为7.+8!如果

需要传递的数据超过7.+8字节!需要按7.+8分段!循

环发送!数据分段到达服务器端后!由’#%_T#$中的程序

来处理重新组装’ 由于 6$$F连接是不保存的!所以每

一次传送都要建立一次6$$F连接’ 在此处的传输处理

中!没有支持断点续传!但是由于一次所有的备份数据

量并不是很大!按照名片夹中有M..个联系人"联系人

较多的情况#计算!一般才+.[到7.[之间的数据量!

所以任何一次传输失败都要全部重新传输!服务端在

清理残留数据后重新接收保存’ 对于超过7.+8字节

数据量的传输!需要区分是首次传输还是首次以后的

传输!因为当服务端知道是首次传输后!需要来删除老

的备份数据或残留数据!从而将新的数据来进行缓冲

保存’ 如何区分呢2 目前策略是首次传输数据前先发

送用户名信息!因为系统要求成功登录后才可以访问

服务端!也就是说此时用户已经通过了服务端验证!只

是把用户名重新发送一下!并不需要密码!如果服务端

接收并验证通过后!就知道这是一次新的数据传输了’

"7#下载数据+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下载数据’

方法+还是使用 6$$F连接的方式!但是和上传数据有

很大的不同!上传数据可以采用 F@L$或 2#$方法! 对

于下载数据!在获取了数据文件的具体路径和文件名

后!可以直接使用输入流的方式连续下载数据文件的

数据!具体代码如下+

a$$F9@00#5$&@05@00=0̂TT(

5@00="a$$F9@00#5$&@0# 9@00#5$@%:@F#0" V6$Y

$F+]]’’:’’:0#$]&0U@:14$V#(

X0F̂$’$%#4B&0=5@00:@F#0X0F̂$’$%#4B"#(

dE$#;%%4E)̂$F̂$’$%#4B‘4@L=0#Z dE$#;%%4E)̂$Y

F̂$’$%#4B"#(

&0$@0#dE$#(

Z6&T#""@0#dE$#=&0:%#41"## 3 = I+# ,

!!‘4@L:Z%&$#"@0#dE$##(

-

此处假设/6$$F+]]’’:’’:0#$]&0U@:14$0 为保

存数据的完整文件路径名!下载完成后!最后数据就下

载到了输出流变量‘4@L流中’

下载数据前需要做的一点工作是!用户上传验证

信息到服务端!通过验证后服务端根据用户名从数据

库获取要下载的备份数据!并保存到一个确定路径下

的临时数据文件中!以供下载’

方法7和上传数据的模式是类似的’ 首先通过

F@L$或2#$方法向服务端发送一个下载数据的请求!

验证通过后!’#%_T#$将数据缓冲到内存!并以响应 F@L$

或2#$的方式将数据直接传输到客户端!不需要中间

的临时文件’

7:7:K 编码问题

c>?IN是c(X9)\P八位交换格式的简称!是c(XY

9)\P传送格式!即把 c(X9)\P文件转换成 d*>P的传

送流’ c>?IN是世界通用的语言编码!而且 c>?IN

编码在逐步成为主流!对于移动设备来说!它的字符串

一般都使用c>?IN编码格式!所以在处理的时候要在

适当的位置进行编码转换!否则可能导致不同的存储

位置的编码格式是不一致的’

在本软件编码中!通过文件进行备份恢复数据或

在上传下载数据的情况下!写入和读出数据一定要通

过相关的方法将数据流或串转为c>?IN编码再处理(

如果是对本机的记录管理系统"Q3’#进行处理!则不

需要人为的编码转换!系统会自动处理’ 转换代码如

下所示’

备份到文件或上传数据前处理+L$%为 ’$%&02类型!

是要处理的数据’

‘E$#%& $̂Uf‘=L$%:2#$dE$#L"Vc>?INV##(

从文件恢复或下载后数据处理+1&L是 X0F̂$’$%#4B

类型!是数据输入流!0̂B是&0$类型!是从流中读出的

字节数’

‘E$#Z@%1f $̂U%& =0#Z‘E$#%7.KN&(

1&L:%#41"Z@%1f $̂U!.! 0̂B#(

’$%&02L$%=0#Z’$%&02"Z@%1f $̂U! Vc>?IN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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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测试

为了方便测试!避免每次添加联系人时进行的询

问和确认!提高测试效率!可以先使用 S>h中的手机

模拟器进行测试’ 注意在设置中把存储空间和堆空间

设置稍大一些!比如M3左右!防止缓冲区不够’ 模拟

器上测试通过后!还必须经过真机测试!操作界面基本

是一致的!主要测试功能!此处选择了当前流行度较高

的(-.!(-<!(,M!3)>)P8分别进行了测试!即有诺

基亚机型!又有摩托罗拉机型!而且诺基亚机型还包括

了’8.第二版和第三版两个流行版本’

对于真机测试!首先需要对安装后的程序进行一

些设置!对于网络连接一般设置为首次询问!也就是说

首次连接无线网络时候需要用户确认!对于读取私有

信息设置为首次询问!写私有信息只能设置为每次询

问"软件未得到诺基亚授权前#’

测试的名片夹中联系人的数量分别选择 +..个$

<..个和8..个!因为根据一个初步的调研!一般普通

用户的联系人数量大概在 +..到<..左右!对于商人

等特殊用户!联系人数量大概在<..到8..左右’ 大

多数情况下!用户在保存联系人信息的时候!仅仅保存

+I7个电话号码!而且保存+个电话号码的还占大多

数!其他字段保存数据的情况很少!

但是随着手机使用的进一步发展!用户保存联系

人的信息应该会越来越多’ 经过研究当前流行的智能

机型+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一个联系人的所有字段

信息!在都存在有数据而且是最大数据量的情况下!一

般不会超过7h‘E$#L’

由于对本软件来讲!各个测试机型在处理速度上

没有显著差异!所以在结果分析中取消了不同机型

的比较!仅仅以(-.的结果为例!选择M.k的联系人

只有+个电话号码!M.k联系人含有7个电话号码!

网络服 务 是 中 国 移 动 最 普 通 的 按 流 量 包 月 服 务!

7.h‘FL左 右 的 上 下 行 速 度’ 性 能 测 试 结 果 如 表 +

所示’

^+!WcZ[Ko^

联系人数量 本机备份 本机恢复 网络备份 网络恢复

+.. +7L 7ML K+L <ML

<.. M.L +<7L -.L +-.L

8.. ,+L 8..L +7KL 8-<L

K!结论与进一步工作

从性能测试数据可以看得出!对于<..以内联系

人数量的备份和恢复!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联系

人数量再增多!由于系统在设计的时候要求当前每个

联系人都需要循环与备份数据中的所有联系人进行比

较的原因!恢复时的效率有较明显的降低!可能会超过

用户的忍耐度’ 但是对于大多数一般手机用户来讲!

有很强的实用性!对于大数据量联系人的备份和恢复!

可以将程序放在手机后台处理’

本系统的进一步研究开发工作是继续利用 j4_4

的轻便$安全和可移植性的优势在手机业务开发中的

体现!做到不仅仅可以上传名片信息!而且可以将手机

里产生的各种数据!如照片$短信$视]音频等文件上传

至互联网’ 这种上传不单单是解决手机存储空间的问

题!同时也实现了手机数据内容的交流与分享!创建了

手机与互联网对话的功能!从而促进网站与手机无缝

对接的新产业链’

3456

0 @94S;O;FCvJ:;#23!-4b5$6

7#311K4

3 <=#F#S3FCmn>?~@#23!-4b5$6

7#31194

/ >AB#F#S3FCC1L)6ELM# 23![Ef

L$67# 31184

9 33bh$D4S;O;3 E_mnF 0#23!4=b5

$67# 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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