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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改善
;2IW4R

软件配置繁琐'操作性差以及成果可视化形式固定等问题&在分析
;2IW4R

核心处理模块'参数配置与

结果文件结构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其可视化封装策略及方法$针对某单基站
S.\J

系统运维需求&以
B;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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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4

F

2AN

为

例设计并开发了集参数交互配置与结果多维度'多关联可视化一体的
;2IW4R

辅助工具箱$通过实测数据测试&验证了可视化封

装后的
;2IW4R

工具软件在提高
S.\J

运维效率以及综合数据评估和服务性能监测方面的优势&并为用户进行
;2IW4R

二次开发提

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JJ

$

;2IW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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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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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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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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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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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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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Q41A

7

ANL?NUT21AU?246?N42

F

&

T2V1TNN

E

4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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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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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26?L6DA;2IW4R6??KW?X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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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4VAV@46D6DANALANA21AL?N

IRA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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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

;2IW4R

$

VT6T

7

N?1ARR42

F

$

Q4RITK4PT64?2

$

B;8G;>

B

!

引言

随着北斗三号全面建成及投入使用&全球范围内既有

美国卫星导航系统 !

9̂J

&

F

K?WTK

7

?R464?242

F

R

E

R6AU

"'格

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 !

Ĝ.:;JJ

&

F

K?WTK2TQ4

F

T64?2RT6AK5

K46ARR

E

R6AU

"'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

T̂K4KA?

&

F

TK4KA?RT6AK5

K46A2TQ4

F

T64?2R

E

R6AU

"和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

>-J

&

WA4-?I2TQ4

F

T64?2RT6AKK46AR

E

R6AU

"四大全球导航定位系统&

又包括日本的准天顶卫星系统 !

eCJJ

&

_

ITR45PA246DRT6AK5

K46AR

E

R6AU

"和印度导航系统 !

/\:JJ

&

42V4T2NA

F

4?2TK2TQ5

4

F

T64?2RT6AKK46AR

E

R6AU

"区域性系统&以及星基增强系统

!

J>;J

&

RT6AKK46A5WTRAVTI

F

UA26T64?2R

E

R6AU

"'地基增强系

统%用户进入多系统'多星座'多模式'多频段的导航定

位新时代%用户如何快速'准确直观开展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 !

:̂JJ

&

F

K?WTK2TQ4

F

T64?2RT6AKK46AR

E

R6AU

"观测数据统

计及质量评定&是 /四多0时代下充分利用丰富的导航定

位信号资源&挖掘
:̂JJ

导航定位性能重要前提%众多的

:̂JJ

系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JJ

观测数据质量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用户的导航定位性能&因此对
:̂JJ

系

统数据分析也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的数据质量分析软件&如数据质量检测软件 !

8M5

eS

&

6NT2RKT64?2

&

AV4642

F

T2V

_

ITK46

E

1DA1342

F

"'格弗兹尔

恩克斯软件 !

ŶC\:<

"和实时数据流处理软件 !

>b̂

:6N4

7

SK4A26

"等(

&,

)

&在对
:̂JJ

全系统支持'

\/:M<

版

本兼容及质量检核精细度等多方面难以满足多系统'多频

点数据质量分析需要(

')

)

%由捷克国家大地测量'地形与地

图制图研究所开发的
;2IW4R

软件可有效弥补以上软件不

足&实现对
:̂JJ

全系统支持&且软件开源&可进行二次

开发%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在
;2IW4R

的使用及数据分析方面

进行了探究&陈秀德等人通过选取
*Y:̂

站某天数据对

9̂J

.

Ĝ.:;JJ

.

T̂K4KA?

.

>-J

.

eCJJ

.

J>;J

系统进行分析&

验证了
;2IW4R

在多系统'多频点'多星座数据质量检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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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优势(

(

)

%在软件的可行性方面&肖燕等人通过
;2IW4R

和
8MeS

软件进行观测数据质量分析对比&并对
;2IW4R

质

量检查指标进行了可视化分析&进一步验证
;2IW4R

在

:̂JJ

数据质量分析方面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

)

%与
8MeS

等软件类似&

;2IW4R

以命令行模式运行&且软件本身不具

备可视化功能&需要借助官方提供绘图脚本和第三方软件

实现固定模式的可视化&灵活性不高%因此&张涛'伊繤

等学者尝试利用
9

E

6D?2

给出
;2IW4R

可视化封装&并阐述

关键代码以及模块之间数据通信模式&为
;2IW4R

二次开发

应用给出借鉴(

&#&&

)

%但是缺乏对
;2IW4R

整体上的介绍&用

户难以根据实际需求&设计编制特殊功能的软件%在软件

编程方面&

B;8G;>

可实现矩阵运算'提供交互式的
;

77

开发环境及丰富的数据可视化方式&广泛的应用在控制设

计'仿真实验及图像处理等领域&苗继松等人便是利用

B;8G;>

在数据可视化及仿真模拟方面的优势&介绍了可

视化
=̂/

界面的设计方法及流程&将重复的参数配置操作

以可视化界面的方式设计&不仅提高了在卫星星座参数配

置方面的效率&而且体现了
B;8G;>

与
Jb8

软件联合二

次开发的优越性(

&"&$

)

%为此&本文基于
;2IW4R

三大核心功

能模块&重点围绕
<BG

文件参数配置'运行以及结果文件

格式说明与利用等给出详细介绍与可视化封装策略&最后

利用
B;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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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实现了参数配置'数据

处理'结果可视化于一体软件工具箱%

图
&

!

;2IW4R

数据处理流程

C

!

5,%?6+

核心模块及配置

5̂:I6

是捷克国家大地测量所基于
Shh

语言开发的核

心库&主要是应用于精确的
:̂JJ

数据分析和数据产品监

测的软件核心库&

;2IW4R

便是利用该核心库实现的&兼容

G42IX

'

[42V?@R

'

BT1

系统&其核心处理模块可以快速实

现对
:̂JJ

全星座的数据统计及定位精度'多路径'信噪

比等方面的质量检核功能(

&,&'

)

%目前包括免费版本以及具

有高级功能和实时解算功能的两个商业付费版%免费版本

开源&官网提供
;2IW4R

免费版本的源码数据包&可在此基

础之上对其进行二次开发%本文以免费版为对象重点介绍

其核心模块及可视化封装策略%

;2IW4R

软件整体分为参数配置'数据处理及辅助可视

化三大模块%在软件操作过程中&用户可通过以下命令获

取默认参数配置文件*

V')G"+

I

.

0

V')G"+

6

4<

(

=)P/+a#EP

!!

可利用文本编辑器以手动输入的方式对目标文件路径'

所需处理时段'质量检核详细度及检核指标阈值等参数进

行配置&并生成用户自定义的配置文件
IRAN

6

VAL42AV!XUK

%

通过如下命令调用核心处理模块生成相应结果文件*

V')G"+

I

#)+<6

6

4<

(

"'<4a#EP

!!

在结果可视化方面&由于
;2IW4R

自身不具备可视化功

能&用户需采用官网提供的
9ANK

语言脚本在
2̂I

7

K?6

绘图

软件环境下生成固定模式的数据统计和质量检核图(

&+&)

)

&

软件数据处理流程如图
&

所示%虽然
;2IW4R

在命令行模式

下运行简单效率高&但交互性'友好性较差&尤其是参数

配置文件对于非专业人员也具有较大挑战%同时&相比较

软件处理得到丰富的结果&官网提供的可视化脚本在时间

跨度'表达模式多样性'灵活性也难以实现对处理结果的

完美展示&比如&对于
S.\J

等永久观测站等海量数据自

动化监测难以发挥其作用&亟需进行二次开发(

&(""

)

%

E

!

可视化封装基础

综合以上对
;2IW4R

的模块介绍并结合图
&

中的数据处

理流程&可知对该软件进行可视化开发的重点是在封装核

心数据处理模块基础上&利用高级语言开发人机交互界面&

辅助用户根据需求轻松实现参数配置文件各属性的定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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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可视化封装设计与实现
#

"#$

!!

#

同时&在深入了解处理结果文件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对数

据结果多种形式上的可视化分析%

EDC

!

参数配置可视化基础

可扩展标记语言
<BG

!

MX6A2R4WKABTN3I

7

GT2

F

IT

F

A

"

具有高度灵活性'易于扩展和支持各种其他编程工具查看

的特性&故
5̂:I6

核心库配备专门解析
<BG

文件的轻量级

处理库&

;2IW4R

便是采用
<BG

标记语言用于终端用户进

行相应的参数配置%

<BG

参数配置文件的结构通常分为根

元素和对应根的子元素&包含元素的名称'属性及文本信

息&主要分为基本参数'卫星系统参数'质量检核参数和

文件路径参数
,

个主要根元素%

&

"本参数存放于
/F

A2

0

根元素中&包括时间参数'

数据采样率及卫星系统等子元素%如果设定
9̂J

系统不参

与解算&可在
/

R

E

R

0

元素中以 8

5̂ 9J

7的方式进行配置&

当然可按需自由设定其他卫星系统$站点名称需按照观测

文件中的测站名称进行配置%参数格式如表
&

所示%

表
&

!

基本参数

子元素名称 格式 备注

/

WA

F0 /

.

WA

F0

HHHH5BB5--DD

*

UU

*

RR

开始时间

/

A2V

0 /

.

A2V

0

HHHH5BB5--DD

*

UU

*

RR

结束时间

/

426

0 /

.

426

0

/26

(

R

) 采样间隔!

0

&OP

"

/

R

E

R

0 /

.

R

E

R

0

9̂J

'

Ĝ.

'

;̂G

'

>-J

'

/\:

'

eCJ

'

J>J

卫星系统

/

NA1

0 /

.

NA1

0

站点名称 区分大小写

"

"星系统参数存放在
/

卫星系统缩略词
0

根元素中

!如
9̂J

系统&则存放在
/F7

R

0

中"%对于多系统'多频点

的数据处理过程中&

;2IW4R

还支持对
:̂JJ

系统的卫星编

号'观测类型'观测频段及信号通道的设定%格式如表
"

所示%

表
"

!

卫星系统参数

子元素名称 格式 备注

/

RT6

0 /

.

RT6

0

#̂&

&

#̂"

+

?NAU

7

6

E

!

;GG

" 卫星编号

/

6

E7

A

0 /

.

6

E7

A

0

S

&

G

&

-

&

J

&

9

+

?NAU

7

6

E

!

;GG

" 观测类型

/

WT2V

0 /

.

WT2V

0

&

&

"

&

$

+

(?NAU

7

6

E

!

;GG

" 观测频段

/

T66N

0 /

.

T66N

0

;

&

>

&

S

&

-

&

/

&

G

&

B

&

:

&

9

&

e

&

J

&

[

&

<

&

H

&

C?NAU

7

6

E

!

;GG

"

信号通道

$

"质量检核参数位于配置文件中的
/_

1

0

根元素中&

分为报告详细等级和质量检核阈值设定两个部分&其中报

告等级部分在
;2IW4R

开源版本默认参数配置文档中给出设

定范围为
#

"

%

级&报告详细程度随着设定等级逐级提高%

格式如表
$

所示%

,

"文件路径参数在配置文件中的
42

7

I6

和
?I6

7

I6

根元

素中&包括
:̂JJ

观测文件'星历文件的输入及数据分析

结果文件'软件操作日志文件的输出%同时&可设定路径

索引方便程序按照用户的配置进行文件的输入及输出%格

式如表
,

所示%

表
$

!

质量检核参数

名称 格式 备注

RA1

6

RIU :IU

(

#5%

) 报告信息详细等级

RA1

6

DVN :IU

(

#5%

) 文件头数据检查等级

RA1

6

?WR :IU

(

#5%

) 观测量统计报告详细等级

RA1

6

AR6 :IU

(

#5%

) 定位解算!

J99

"报告详细等级

RA1

6

F

T

7

:IU

(

#5%

) 观测值跳变报告的详细等级

RA1

6

W2V :IU

(

#5%

) 观测频段统计报告的详细等级

RA1

6

7

NA :IU

(

#5%

) 周跳和失锁预处理报告详细等级

RA1

6

AKA :IU

(

#5%

) 高度角和方位角报告详细等级

RA1

6

U

7

X :IU

(

#5%

) 多路径效应报告详细等级

RA1

6

R2N :IU

(

#5%

) 信噪比统计报告详细等级

RA1

6

RT6 :IU

(

#5%

) 卫星信息报告详细等级

426

6

R6

7

/26

(

R

) 预处理时的数据取样间隔

426

6

F

T

7

/26

(

R

) 探测观测跳变时的阈值

426

6

7

1R /26

(

R

) 探测观测缺失时的阈值

1?K

6

RT6 426

(

'

) 与卫星个数相关的报告列数

U

7

X

6

2A

7

426

(

'

) 探测多路径系统误差时的历元数

U

7

X

6

K4U -?IWKA

探测多路径误差时使用阈值

7

?R

6

342 >??K

接收机状态

7

?R

6

426 /26

定位解算取样间隔

7

?R

6

1I6 -?IWKA

定位解算时的高度截止角设定

AKA

6

1I6 -?IWKA

用户处的高度截止角设定

RT6

6

NA1 W??K

卫星的预期观测

IRA

6

DATK6D M2IU

卫星健康状况

表
,

!

文件路径参数

子元素名称 格式 备注

/

N42AX?

0 /

.

N42AX?

0

L4KA

*..

V4N

.

2TUA

观测文件

/

N42AX2

0 /

.

N42AX2

0

L4KA

*..

V4N

.

2TUA

星历文件

/

R

7

$

0 /

.

R

7

$

0

L4KA

*..

V4N

.

2TUA

精密星历

/

K?

F0 /

.

K?

F0

L4KA

*..

V4N

.

2TUA

操作日志

/

X6N

0 /

.

X6N

0

L4KA

*..

V4N

.

2TUA X6N

结果文件

/

X

_

1

0 /

.

X

_

1

0

L4KA

*..

V4N

.

2TUA X

_

1

结果文件

因
<BG

文件具有高度灵活'易于扩展和支持各种其他

编程工具查看等特性&目前主流的软件如服务端的
9

E

6D?2

'

S

'

*TQT

'

B;8G;>

以及
[AW

端的
*TQTJ1N4

7

6

等都会配备

读写
<BG

文件的解析库&可根据开发需求自行选择%以

B;8G;>

在脚本函数中进行
<BG

的读写操作为例&首先

采用
XUK-?1]XUKNATV

!/

;2IW4R

6

VALTIK6RZXUK

0"命令将

参数配置文件载入文档对象模型 !

-.B

"节点中&然后以

<BG

解析包中的
F

A6MKAUA26R>

E

8T

F

:TUA

!"等命令按照

属性节点名称完成属性文本检索%同时&也可以用
1NA5

T6MKAUA26

!"等命令对节点文本进行赋值%如图
"

所示&

首先创建基本参数根元素
/F

A2

0

及系统根元素
/

R

E

R

0

&然

后对参数配置中系统根元素进行文本赋值&可设定 8

9̂J

7

系统是否参与数据解算进行配置&即可将该设定写入到用

户自定义的
IRAN

6

VAL42AVZXUK

参数配置文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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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卫星系统参数配置命令

用户需要注意的是
;2IW4R

免费版仅能以单天为单位进

行数据处理&对诸如
S.\J

运维'

:̂JJ

形变监测等用户

在对多天海量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分析时&需手动反复配置

参数文件及数据处理&效率不高%故针对此类应用场合&

用户可参考本文介绍的参数配置文件结构及自定义参数配

置文件构建方法&以程序循环的方式生成参数配置文件及

调用
;2IW4R

进行数据分析&即可得到长时序的数据结果%

EDE

!

检核结果可视化封装基础

用户配置好
IRAN

6

VAL42AVZXUK

文件后&调用
;2IW4R

主

程序便可生成
)

ZX6N

和
)

ZX

_

1

两个结果文件%其中
X6N

文

件结构由统计摘要'文件头信息'数据类型等若干数据块

组成%每个数据块以 /

'

]]]]]]

0为起始符标识&其

后紧跟其块名称与结果详细等级指标%数据块内包含若干

数据行&数据行由
+

位字符关键字开头&且关键字具有唯

一性%以 /

'

0紧跟关键字开头为数据结构类型说明行&

而以 /

]

0或者空格紧跟关键词开头的为该数据行具体属

性值%关键字及其结构说明行是用户快速对各检核结果定

位与操作处理前提&也是用户进行结果可视化开发的关键%

以获取图
$

中
9̂J

系统信噪比统计信息为例&通过程序检

索关键字 8

] 9̂JJ&S

7数据说明行对应卫星编号 8

X#&

7位

置及其属性值&即可精准快速的完成数据检索%

X

_

1

文件主

要存储定量的质量检核数据及定性的导航数据可用性指标%

遵循
<BG

文件格式&利用其高度灵活和易于扩展的特性&

方便用户对
X

_

1

结果文件中的参数进行快速的数据提取%

同时&适用于
S.\J

运维及
:̂JJ

监测站的长期数据归档

存储及数据分析%用户可参照上文中所介绍的
<BG

文件格

式及读取的方法&对
X

_

1

文件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

F

!

可视化开发实例

FDC

!

)5;L5P5

$$

N'+6

3

,'(

B;8G;>

是一款跨平台的数据分析'控制测试与系统

模拟'

;

77

构建等综合性科研类编程软件&支持在
[425

V?@R

'

BT1

及
G42IX

环境下运行&也正是如此只需编写一

次程序便可在不同操作系统中直接运行&无需进行多次源

码编译&为跨平台调试程序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性%

;

77

-A5

R4

F

2AN

是
B;8G;>

程序中的一款
;

77

设计工具&无需专

业的软件开发背景即可轻松上手&程序开发方式通过简单

图
$

!

X6N

结果文件

的拖放可视化组件即可实现图形界面的设计布局%以点对

点交互式的方式为组件添加回调函数&让编程的方式变得

更加简便&同时可编译成独立的桌面及
[AW

端
;

77

&为用

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FDE

!

软件编程设计思路

基于以上
<BG

参数配置以及结果文件可视化封装基

础&结合某单基站
S.\J

系统日常运维对观测数据检核统

计快速可视化操作的需求&尤其是实现可见卫星三维展示

及单天
c

多天灵活分析等定制功能&采用
B;8G;>;

77

-AR4

F

2AN

设计实现了集参数配置'数据处理及结果可视化

操作与绘制一体化的
;2IW4R

软件辅助工具箱
;;8

!

;I6?

;2IW4R8??KW?X

"%软件工具箱是基于
;2IW4R

核心处理模块

构建&设计流程如图
,

所示&主要分为参数配置可视化界

面和数据可视化分析界面两部分&使用了选项组组件进行

分页处理&可实现不同功能界面的自由切换%

编程的主要思路*前端部分利用
;

77

-AR4

F

2AN

提供的

按钮'文本框及复选框等交互处理控件为每项参数配置相

应的解析函数以便精准的生成对应参数&然后按照
B;85

G;>

在脚本函数中对
<BG

参数配置文件读写操作命令即

可快速的生成核心处理模块所需的参数配置文件&一切就

绪后软件后台会主动调用
;2IW4R

的核心处理模块进行数据

处理$软件后端接收到生成的数据处理结果文件&首先按

照结果文件中的数据统计及质量检核唯一关键字进行数据

块的索引和分割工作&然后依据用户的实际选择将单天处

理数据直接在选项组面板中进行数据可视化呈现%对于连

续处理的多天数据&程序自动按照设定的日期生成相应的

参数配置文件及数据存档文件夹&调用核心处理模块进行

数处理并将数据结果转移到对应日期的文件夹进行归档存

储&在数据可视化方面&借助
B;8G;>

丰富的可视化命令

将融合数据结果以丰富多样的可视化图表呈现%

FDF

!

软件设计及实现

软件的参数配置界面&采用时间选择器控件配合文本

框&轻松实现采样时段及采样率设置%其中&多天数据处

理时&后台会自动提取'调用处理及归档数据%通过复选

框及按提示输入卫星系统参数&可快速实现对卫星编号'

观测频段'观测值类型和信号通道的配置以及按需对系统

参数的过滤和多种方式数据参与解算的组合配置%质量检

核部分&用户可根据需要设定各检核指标阈值及各报告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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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可视化封装设计与实现
#

"#'

!!

#

图
,

!

;;8

软件设计流程图

细度等参数%完成以上配置后使用 8生成配置文件7按钮

自动生成用户自定义参数配置文件%点击 8运行7&核心处

理模块便可根据用户设置的参数及输入文件后台处理&生

成相应的结果文件%借助
B;8G;>

强大的图形处理功能&

绘制卫星天空图'精度因子及数据完整率等图并显示在选

项组的面板中%软件主界面如图
'

所示%

图
'

!

;;8

软件主界面

G

!

软件功能的测试与分析

为了验证
;;8

工具箱的封装及可视化效果&选取某单

基站
S.\J

数据进行测试%在工具箱的卫星轨迹选项面板

中可模拟显示
S.\J

站上空各卫星系统运行状况%图
+

给

出在面板中的站心坐标系下选择显示某天北斗卫星三维轨

迹&图中的不同类型轨迹线表示该站接收到北斗系统的中

圆地球轨道'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及地球同步轨道
$

种轨道

卫星&还可实现不同卫星系统以及运行轨迹二三维自由切

换显示&从而有效监测
S.\J

站上空卫星运行状况%

在精度因子选项面板中&可根据需求进行全系统'部

分及单一系统的卫星数量与精度因子指标绘制%图
)

给出

某天北斗系统观测卫星数量与空间位置精度因子的全天变

化图&亦可在面板中选择显示不同的精度因子指标%通过

工具箱实现指标间组合显示&更有利于分析卫星观测数量

及精度指标间的相关性%

图
+

!

北斗卫星三维轨迹

图
)

!

定位精度因子时间序列

多路径效应会严重影响观测数据的精度&是由于卫星信

号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造成的&严重的时候会

造成接收机与卫星之间的信号失锁$信噪比是接收机观测数

据中的载波信号强度与噪声强度之间的比值&是对接收机收

到的数据质量评估的指标之一&通常观测数据的信噪比越

大&数据质量越高%图
(

为北斗系统
>$/

频段全部卫星的多

路径'信噪比和卫星高度角对比分析图%可在多路径及信噪

比选项面板中设定不同的
:̂JJ

系统及频段呈现数据图表%

以多种检核指标组合的方式&较官方
9ANK

语言脚本生成的点

c

柱状图相比&不仅数据可视化样式丰富&而且对
S.\J

站

卫星信号接收及周围环境的评估起到重要作用%

数据完整率是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接收机实际接收

到的数据历元与全部数据历元的比例&是衡量数据观测质

量的重要指标%

;;8

工具箱支持对多天数据观测完整率分

析&用户可在参数配置界面中设定数据分析日期范围&软

件后台会自动处理并生成结果文件%图
%

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S.\J

站数据完整率分析图%在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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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多路径'信噪比及高度角时间序列

完整率选项面板中选择显示
9̂J

和
>-J

两个系统&以天为

单位对观测数据完整率进行对比可视化分析&同样支持对

:̂JJ

系统不同组合方式的数据完整率分析&可根据需求自

行选择%既省去了原本需重复参数配置及数据解算的过程&

又可以反映
S.\J

站观测时段中数据的可用性'完好性及

接收机性能的优劣%

图
%

!

数据完整率时间序列

H

!

结束语

为提高
;2IW4R

软件人机交互性&降低非专业用户参数

配置难度&充分挖掘多模多频下处理结果可视化分析多样

性以及部分用户二次开发的需求&本文在介绍
;2IW4R

三大

核心模块基础之上&重点分析参数配置文件及结果文件的

结构&给出高级语言进行可视化封装策略与方法%并以

B;8G;>;

77

-AR4

F

2AN

为例&结合单基站
S.\J

运维实际

需求设计并开发了一款
;2IW4R

辅助工具箱&为用户独立进

行二次开发和封装提供借鉴%通过实测数据验证&经封装

后的
;2IW4R

软件&大大提高参数配置效率&尤其是突破了

原软件单天数据处理及成果可视化模式固定等局限性&可

多角度'多维度展示 8四多7时代下数据统计及质量检核

成果&进一步提高其在
S.\J

系统综合数据质量评估及服

务性能监测方面的应用%本文可为对
;2IW4R

进行实际需求

方面的二次开发和软件封装的用户作为一定的参考&具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结合编程软件对

其开源数据包进行整合开发&并尝试服务器云端数据自动

处理&各种终端用户数据共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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