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章  Symbian 开发平台 

Symbian 是一个移动操作系统的核心，它定义了一些接口，在此基础上可以创建用户接口。

常用的用户接口是 Nokia 的 S60 和 UIQ，其中 S60 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因为 Nokia 的重点在

S60。本章主要讲解 Symbian OS 开发环境的搭建，只有把环境搭建好了，才能继续往下学习，

这是本章的重点。阅读本章几乎不需要任何相关的知识，从未接触过移动设备程序开发的读

者也能快速入门。 

10.1 S60 开发环境的搭建 

目前，S60 是比较热门的话题。诺基亚的产品很多都搭载了 S60 用户界面，从市场占有

率来看，它比 Symbian 用户界面有很大的优势，一方面是自身的优点所致，另一方面，由于

诺基亚的主要对象也选择了 S60，也让这个优秀的系统一跃成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移动操作

系统。而目前世界消费电子产业正在逐渐迈进移动化，很多事务都可以通过手机以及功能比

手机更强的 PDA 设备来完成。对于经常出差的商业人士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现在有笔记本电脑可以随身携带，但其体积还是比较大。在这方面 PDA 具有很大的优势，

它可以很方便地随时处理文档、收发邮件、即时聊天等。S60 作为目前移动平台上市场占有

率最大的手机系统，开发 S60 应用程序也会成为将来人生的一项技能。接下来从 S60 最基

本的讲起，如何搭建好 S60 的开发环境，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并逐步进入程序开发

讲解。 
在安装 SDK 之前，应该检查自己的硬件和软件是否达到了要求，这些要求只是针对运行

SDK 而言的，如果需要一个集成开发环境，还得检查是否满足集成开发环境的最小要求。 
硬件要求如下： 
 1GHz 的处理器（最小的要求是 500MHz）。 
 512MB RAM（最少的要求是 128M 内存）。 
 至少支持 16 位颜色的显示器。 
 1024*768 的显示分辨率。 
 1GB 的空闲硬盘空间，如果项目比较多，可能需要更多硬盘空间。 
 如果要开发多媒体程序，一个 Windows 兼容声卡是必需的。 
相对于硬件来说，软件要求比较容易满足，只要在安装 SDK 之前下载相应的软件，并按

照正确的步骤安装相应的软件，软件要求就算满足了。在操作系统方面，获得支持的系统有：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P4。 
安装 S60 SDK 的软件需求有： 
 ActivePerl。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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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注意的是，安装过程中应该使用管理员权限，否则，一些环境变量不能被正确

设置，并且，SDK 必须被安装到一个不包含空格的目录中去。这对程序员来说应该比较清楚，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路径中包含空格会出现问题，建议尽量不要这样使用。 
开发程序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SDK 项目文件应当放到跟编译工具相同的一个逻辑分区

中。所谓逻辑分区就是把扩展分区细化而划分出来的块，在 Windows 中就是除系统分区以外

的分区。 
如果需要把 SDK 和集成开发环境一起来开发应用程序，则集成开发环境应该和 SDK 处

在同一个逻辑磁盘，并且也需要系统管理员权限。被支持的集成开发环境有： 
 Carbide.C++。 
 Carbide.vs。 
 CodeWarrior Development Studio for Symbian OS 3.1。 
当硬件要求满足以后就可以进行软件环境的搭建了，下面以 Symbian C++开发环境为例，

介绍开发环境的搭建过程，其中要用到的工具如下： 
 ActivePerl-5.6.1.631。 
 JDK-1.5.0.17。 
 S60 C++ SDK-3.1。 
 Carbide C++-2.0。 
其中 ActivePerl 的安装尽量选 5.6.1.x 这个版本，在这一点上 S60 SDK 比较挑剔。在

http://downloads.activestate.com/ActivePerl/Windows/中能找到想要的版本，下载连接如下：

http://downloads.activestate.com/ActivePerl/Windows/5.6/ActivePerl-5.6.1.631-MSWin32-x86.zip。 
安装了 ActivePerl 后还需要安装 Java 的运行环境。最低的版本要求是 1.4.2_02，这里选择

的版本是 1.5.0.17。学习过 Java 的程序员对 JDK 并不陌生，但是，非 Java 的程序员可能没有

接触过。JDK 是 Java Development Kit 首字母的缩写，它是 Java 的 SDK，其中包含了 Java 的

编译器、调试器、打包工具和文档工具，另外还包含了完整的 JRE（Java Rumtime Environment）
和用于产品环境的各种库类，以及给开发人员使用的补充库。JDK 还包含了很多程序例子用

来展示 Java API 中的各个部分。JDK 可以从 SUN Microsystem 的网站上下载，它是免费提供

给程序员使用的。以下详细讲解安装 SDK 之前的软件配置过程。 

10.2  安装 ActivePerl 

双击“ActivePerl-5.6.1.631.exe”启动安装程序，如图 10-1 所示。 
单击“Next”进入版权许可页面，如图 10-2 所示。 
选择接受用户端使用协议，否则不能继续安装，接受协议以后单击“Next”将进入到目录

和安装选项的设置，这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如图 10-3 所示。 
把 ActivePerl 安装到 E:\Perl\目录下，再单击“Next”进入 PPM 设置页面，如图 10-4 所示。 
对于这一项不用过多的关注，直接单击“Next”按钮，进行下一步就可以了。其中可以看

到 ActivePerl 的隐私策略。单击“Next”按钮进入环境设置页面，如图 10-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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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ActivePerl 安装界面示意图 

 
图 10-2 ActivePerl 许可协议示意图 

 
图 10-3  安装选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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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设置 PPM 示意图 

 
图 10-5 环境设置示意图 

选择把 Perl 目录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这也将是 SDK 找到 Perl 工具的方式，如果不选

择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也可以在安装完成以后自己添加到 PATH 中去。单击“Next”按钮进

入最后的安装页面，如图 10-6 所示。 
这是最后一次更改安装选项的机会，如果没有更改，可以直接单击“Install”按钮进入安

装过程，如图 10-7 所示。 
几分钟以后，如果安装过程没有出现任何差错，ActivePerl 安装完成，如图 10-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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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准备安装示意图 

 
图 10-7  开始安装示意图 

 
图 10-8  安装完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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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安装 JDK 

接下来安装 JDK，双击“JDK”安装程序，启动安装过程，如图 10-9 所示。 

 
图 10-9 安装界面示意图 

接下来，JDK 安装程序进入 JDK 许可证协议界面，在界面中用户必须接受 JDK 的使用授

权，否则不能继续安装。如图 10-10 所示。 

 
图 10-10 JDK 许可证协议示意图 

选择“接受协议”，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目录设置和其他安装选项设置页面，如图

10-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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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  选项设置示意图 

这里将 JDK 安装到默认的位置，并且安装公共 JRE。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正式安装

过程，安装程序开始复制文件，并进行一些设置，如图 10-12 所示。 

 
图 10-12  开始安装示意图 

接下来，安装 JRE，如图 10-13 所示。安装过程比较简单。 
选择默认的目录安装 JRE。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插件安装界面，如图 10-14 所示。 
安装插件可以让浏览器获得对 Java 应用程序的支持，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插件安装。再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安装过程，如图 10-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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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 安装 JRE 示意图 

 
图 10-14  插件安装示意图 

 
图 10-15  开始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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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一段时间后，JDK 安装完成。如图 10-16 所示。 

 
图 10-16  安装完成示意图 

10.4  安装 Carbide C++ 

至此为止，安装 SDK 前的最基本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但由于选择了以 C++作为主要语

言，安装一个 C++的集成开发环境有助于提高开发效率，这里选择的是 Carbide C++。它是由

一系列 C 语言和 C++组成的，用于开发 Symbian OS 程序的工具集合。它基于 Eclipse 集成开

发环境和 C/C++开发工具，也就是常说的 CDT。它包含了 Eclipse 开发环境的优点，并且免费

提供给开发者使用。这个工具可以在 Nokia Forum 下载。 
双击“carbide.c++-2.0.exe”启动安装向导，如图 10-17 所示。 

 
图 10-17  安装向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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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Next”按钮进入用户端软件协议页面，如果不接受协议，不能继续安装，如图 10-18
所示。 

 
图 10-18 用户端软件许可协议示意图 

 选择“接受协议”并单击“Next”按钮进入另一个 Nokia 的开源软件许可协议。同样，

不接受这个协议也不能继续安装，如图 10-19 所示。 

 
图 10-19  Nokia 开源软件协议示意图 

选择“接受使用协议”以后单击“Next”按钮进入 Carbide.C++的注意页面，接着介绍了

一些 Carbide C++版本问题，如图 10-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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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  阅读文字 

这个页面可以仔细读一下，为自己选择正确的版本。然后单击“Next”按钮进入版本选择

页面。如图 10-21 所示。 

 
图 10-21  选择版本示意图 

在这一页面中应该仔细选择自己想要的版本。这里选择 Professional Edition。单击“Next”
按钮进入安装目录设置页面。如图 10-22 所示。 

应该注意，Symbian OS 的目录是从“/”开始的，也就是 UNIX 中的根目录，它不能用

Windows 下的字母前缀作为路径。在集成开发环境中，S60 SDK 和项目文件需要放到同一个

逻辑磁盘上。因此，这里的目录应当设置为 SDK 将来目录所在的盘，单击“Next”按钮进入

开始菜单选项设置，如图 10-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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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2 选择安装路径示意图 

 
图 10-23  创建开始菜单示意图 

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设定，最后进行安装。如图 10-24 所示。 

 
图 10-24  开始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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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集成开发环境安装完成。如图 10-25 所示。 

 
图 10-25  安装完成示意图 

10.5  安装 S60 SDK 

当以上三个软件安装完成以后，现在可以进行 S60 SDK 的安装了。S60 的 SDK 可以从

Nokia 的论坛中下载，其中有很多版本，这里选择了 S60 SDK 第三版第一个功能包的安装程

序，因为它可以兼容过去的 S60 系统。 
把下载的安装包解压到一个目录，执行其中的 setup.exe 启动安装向导，如图 10-26 所示。 

 
图 10-26 S60 SDK 安装向导示意图 



第 10 章  Symbian 开发平台 159 

单击“Next”按钮进入版权声明页面，选择“接受协议”，否则不能继续安装。接下来出

现安装目录设置页面，这里将 SDK 安装到 E:\Symbian\9.2 中。如图 10-27 所示。 

 
图 10-27 选择目录示意图 

单击“Next”按钮进行安装，如图 10-28 所示。 

 
图 10-28  开始安装示意图 

在安装过程中有个默认设备的选择，由于这里只安装了 S60 第三版第一个功能包，所以

选择第一项，如图 10-29 所示。 
选择设备以后，会提示安装工具包，可以按照提示安装，比较简单，如图 10-30 所示。 
在工具包安装完成以后，S60 SDK 安装完成，如图 10-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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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9  选择默认设备示意图 

 
图 10-30  安装 CSL ARM 工具包示意图 

 
图 10-31  安装完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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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S60 的开发环境搭建好了。接下来验证一下安装的环境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10.6 S60 程序开发 

Symbian 中的应用程序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引擎和用户界面。这样划分有个好处是：用

户的核心代码和界面可以分开，方便维护和管理。这里引擎相当于核心，主要进行大量的运

算来处理数据，而用户界面则用于处理数据的显示。 
Symbian 程序的外观有三种体系结构，跟 MFC 比较起来有相似的地方，这三种体系结构

分别是： 
 传统的 Symbian OS 控制体系结构。 
 基于对话框的体系结构。 
 视图体系结构。 
看到这应该能明白为什么说 Symbian 程序的结构跟 MFC 程序结构有点相似了，原因是视

图、对话框等知识点是 MFC 程序员经常接触到的。 
S60 程序开发的一般步骤为： 
 设计应用程序的主体框架。这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定义程序的主要功能，也就是首先设

计。如果要写打印一个“Hello world!”在屏幕上应该做哪些工作，对于刚进入 S60
开发领域的程序员来说，设计一下应用程序的结构还是很有意义的，虽然这个设计并

不一定要写在纸上。 
 在应用程序设计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创建一个 S60 的项目，然后开始编码。创建项目

有两种方式，一种方法是利用集成开发环境来创建，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命令行接口来

创建。利用集成开发环境来创建项目比较简单，在安装了 Carbide C++以后可以很方

便地创建一个 Symbian OS 软件项目。第二种方法对于刚进入 Symbian OS 开发领域的

程序员来说有点繁琐，所以推荐选用第一种方法。 
 程序编码。在 Symbian OS 程序开发中编码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当然对于其他项

目也是如此。在这一阶段要反复进行编译、调试、运行等工作。 
 测试程序。好的软件必然要经过严格的测试。有句话叫“百密一疏”，即使经过周密

的思考，也会有想不到的地方。软件开发也因计算机工程的庞大而变得非常复杂，对

于小程序的开发也许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当软件项目规模变大以后，软件的难度

会以指数级增长。软件工程的目的就是以工程学原理来管理软件项目，尽量开发出优

秀的软件。 
 项目开发的最后一步是发布软件。对于 Symbian 软件来说，应该申请获得一个数字签

名，然后打包，发布软件。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介绍一下 Symbian OS 程序开发的过程，并且为了让 Symbian OS

开发初学者能够顺利编译运行，尽量对新建的项目少作修改。在现在的集成开发环境中，新

建的项目是一个能够运行的程序，并且规模很小，从中可以看出应用程序的主体框架。也就

是说通过阅读并且记住集成开发环境，再通过模板产生程序，可以学会简单的程序开发，通

过它能够对即将学习的应用程序的结构有所了解。接下来通过 Carbide C++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打开 Carbide C++开发环境。通常可以通过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Carbi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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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0->Carbide.c++ v2.0 打开 Carbide C++ 开发环境，也可以进入到安装目录执行

Carbide.c++.2.0.exe 启动开发环境。程序打开后会提示选择一个工作目录，前面讲过这个目录

不能随便选择，应该放到 SDK 等工具安装目录相同的逻辑磁盘下面，如图 10-32 所示。 

 
图 10-32  选择工作目录示意图 

Carbide C++打开以后，如果是第一次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目录，会出现一个欢迎界面，可

以在其中选择一些帮助文档查看，也可以将其直接关闭。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在 File 菜单下面选择 New，接着就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模板了，

如图 10-33 所示。 

 
图 10-33  新建项目示意图 

这里选择 Symbian OS C++ Project，接下来会打开一个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具体的项目

类型，选择第一项 Basic console application (EXE)模板，单击“Next”进入另一个对话框，在

其中输入项目名字。如图 10-34 所示。 
输入项目名称以后单击“Next”进入项目生成配置页面。如图 10-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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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4  输入项目名称示意图 

 
图 10-35  生成配置选项示意图 

单击“Next”按钮进入版权和作者设置页面，其中根据相应情况填写，再单击“Next”按

钮进入目录设置页面，如图 10-36 所示。 

 
图 10-36  目录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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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单击“Finish”按钮完成项目的创建工作。现在可以看到项目浏览器中有了一个新的

项目，通过鼠标来查看各个目录下的文件，了解项目的目录结构，这对于 Symbian OS 软件开

发者经验的增长也是有好处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个目录包含的文件以及它们的作用。 
 data 包含应用程序的资源文件，比如.rls 和.rss。资源文件包括本地化字符串等内容。 
 gfx 包含可扩展的矢量图形文件，扩展名为.svg。这些图形文件是应用程序需要的。 
 group 包含应用程序的组件和项目定义文件，比如（.inf、.mmp 和.mk），其中.mmp

文件指定了项目的一些特性，这个文件比较重要。 
 inc 包含应用程序的头文件，比如.h 和.hrh 文件。 
 sis 包含应用程序的软件包定义文件（.pkg），软件包定义文件是一种包含了一些安装

文件工具 makesis 需要的信息。 
 src 包含应用程序的源代码文件。 
该项目在创建以后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运行的程序，拥有很短的代码，而且扩展性较强，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就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功能。其实一般的软件项目也是从新建一个

最基本的项目开始的，在这个基础上添加各种扩展功能，就形成了可以发布的软件。 
为生成可执行版本的软件，需要在项目浏览器的根文件夹上右击选择“Build Project”，或

者使用快捷键“Ctrl+B”。如果右下方的 Problems 栏中没有出现错误，则项目生成成功。此时

就可以调用 S60 的模拟器运行程序，这可以通过单击在 Run 菜单下的 Run 子菜单项或者单击

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来启动程序。集成开发环境将自动调用模拟器并且把应用程序加载

到模拟器中运行。上述刚刚建立成功的项目自带的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10-37 所示。 
一般的 SDK 开发包中都提供了很多的源代码示例，这对于刚步入这个开发领域的程序员

来说算是无比的财富。其实也有很多专业的程序员会在其中寻找自己想要功能的代码。这里

就讲一下对 SDK 开发包中程序的利用，如何进行编译、运行、查看效果。只需找到要处理的

实例程序，用 Carbide C++编译就行。在 X:\Symbian\9.2\S60_3rd_FP1\S60Ex 下有一个 Editor
例子，这里选择它来编译。 

用 Carbide C++新建一个空的 Symbian 项目，项目名字可以自己命名，接着拷贝 Editor 目
录下的所有文件夹到项目文件夹下面，并且接受覆盖提示，这时候就可以直接编译并在模拟

器中运行程序。如图 10-38 所示。在观看了效果以后就可以自己查看代码的实现了。 

   
 图 10-37  运行结果示意图 a 图 10-38  运行结果示意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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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是一本专门讲解 Symbian OS 开发的书，并且篇幅有限，不能深入讲解 Symbian OS
的开发，笔者仅提供一个入门的指导，如果需要继续学习，可以查找相关资料。接下来讲一

下在 S60 上运行的 Python。 

10.7 Python for S60 简介 

Python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也是一种脚本编程语言，和 Perl 一样直接通过

程序解释执行，而不用像 C 语言一样得用编译器编译连接生成一个可执行程序。这种语言有

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是语法简捷，结构非常清晰。 
Python 的创始人是 Guido Van Rossum。他在 1989 年根据 ABC 语言改编成 Python。Python

在英语中有大蟒的意思，因为 Guido Van Rossum 本人是一个 Monty Python 马戏团的爱好者。

Python 与 Perl 在设计理念迥然不同。Perl 的设计理念是：做一件事不只有一种解决方法。而

Python 的设计理念是：做一件事仅一种解决方法，但是要做好。Perl 代码的缺点是阅读难度大，

但优点是代码量小，即很短的代码能够完成很多问题。有人说 Perl 的难是因为正则表达式的

原因，有过正则表达式编写经验的程序员肯定深有同感。Perl 跟 Python 一样，也是脚本语言，

只需要一个解释器来装载执行就够了。Python 的 Hello world 程序如下： 
#!/usr/bin/env python 
print "Hello, world!" 

Python的 Hello world程序和 Perl 的 Hello world程序很相似，它们都是 UNIX shell 风格的，

即注释以#开头。 
下面看一个 Python 的例子，它的功能是生成 MD5 串，MD5 是一种加密的算法。 
# md5.py 
import md5 
import hashlib 
 
str = 'test string.' 
m1 = md5.new() 
m1.update(str) 
dest1 = m1.hexdigest() 
 
m2 = hashlib.md5() 
m2.update(str) 
dest2 = m2.hexdigest() 
 
print 'source string: ', str 
print 'destination string1: ', dest1 
print 'destination string2: ', dest2 

Python 作为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可以用少量的代码完成很多功能，而 C 语言是面向过

程的。这里不是指面向对象高级一点。面向对象的语言简化了很多细节的东西，可以用很精

简的代码表达更多的意思，使用面向对象的语言时，更多的是关注于项目整体的设计，如何

抽象现实中的事物。所以在类创建好以后，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过程得到结果。但是面向对象

也给了程序员很大的束缚，相比之下，面向过程的 C 语言却有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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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for S60 是一个运行在 S60 平台上的 Python 解释程序，于是程序员可以使用

Python 在 S60 的机器上很方便地做更多的事情。要在 S60 平台上使用 Python，只需要安装

一个 sis 安装包就够了，然后就可以编写程序，接着在 S60 手机上运行。这样可以快速构

建 S60 应用程序。程序员只需要知道一些脚本语言的编程知识便能够理解 Python 程序。脚

本语言有个好处是不需要编译，直接解释运行就够了，像 DOS 下的批处理程序一样。 

10.8 S60 学习方法简介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当然 S60 开发不涉及新的语言），从一无所知到入门，首要的是找一

份最简单的代码详细阅读，弄懂其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这也许有点咬文嚼字的味道，但在

程序设计这方面的咬文嚼字和文学方面的不同。写文章的时候可以错一些标点符号，因为读

者对文章的检查没有编译器对代码的检查严格，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对于第一份简单的代码

可以背下来，当作以后的一个模板，这个要求可以用来单纯地学习一门语言，然而要学习建

立在语言基础之上形成的一些程序开发库，还需要掌握更多的内容。如果要学习使用一个新

的程序开发库，比如一些跟图形界面相关的用 C++封装的类库，可能一个简单的例子也需要

很多的代码，使用这种库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基本的程序框架，这个框架什么事情也不干，只

是把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在这个框架上添加一点代码就可以实现一些功能，这个框架也可以

理解为是所有的基于这个库的程序的公共代码，即所有的程序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上添加代码

而形成所得的程序。 
国内的大部分程序员都是通过学习 MFC“出身”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眼中所谓

的 MFC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MFC。曾听一些程序员说：“MFC 太好用了，以前学习的 C 语言

根本没法比，以前的 Turbo C 太不好用了，现在用 Visual C++可以拖控件，改几个属性就可以

完成很多事情。而且，只需要在对象名后打一个点号就能把所有可用的方法和属性调出来，

直接选择而不用不断的在手册和编辑器之间来回切换。”也许这也算是 MFC 吸引大多数人的

原因。但是，这些都不是 MFC，MFC 仅是一堆代码（在 Visual C++的安装目录中能找到），

MFC 不是所谓的拖控件，MFC 也不提供拖控件的功能。如果有兴趣，可以只安装一个 SDK，

然后在命令行编译调试程序。其实广受称赞的只是 Visual C++的集成开发环境，却被强加给了

MFC。至于在输入“对象名”和“.”后弹出来的一些提示，那也是集成开发环境在工作，跟

MFC 一点关系也没有。 
下面谈一下 S60 开发的学习方法的问题，就是学习要抓住本质，当然关系得弄清楚，正

如上面所讲到的 MFC 与集成开发环境的关系，它们的异同。学习要抓住本质指的是不能只看

表面的东西，这个解释有些抽象，还是以上面的 MFC 的例子来说明。很多人学习 MFC 的时

候，一般都是用 Visual C++新建一个 MFC 工程，然后在其中进行修改。初学者（包括一些已

经入门很久的程序员）可能很少打开那些源代码文件去看看，集成开发环境生成的代码的功

能是什么，大部分人只是往其中添加代码和所谓的拖控件。当然专业程序员对此很了解，就

完全没有必要去看那些代码。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说完全有必要去研究这段集成开发环境生成

的代码，这些代码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很小的应用程序框架，当然还不算最小的。这段代码的

集成开发环境的提供商编写的代码，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修改这段代码，那它就是大部分

应用程序的框架。对于 S60 的开发也是一样，用 Carbide C++新建的项目最开始也会生成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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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初学者就研究这个，把这个程序研究透时，也就抓住了 S60 开发的本质，至少框架是

记下来了。 

10.9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了 Symbian 开发平台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 S60 开发环境的搭建，安装

ActivePerl 的主要步骤，安装 JDK 的主要步骤，安装 Carbide C++的主要步骤，安装 S60 SDK
的主要步骤，S60 程序开发过程，Python for S60 简介以及 S60 学习方法简介等。 

10.10 习题 

1．搭建 S60 开发环境的软、硬件要求有哪些？需要安装的集成开发环境有哪些？ 
2．分别简述安装 ActivePerl、JDK、Carbide C++和 S60 SDK 的主要步骤有哪些？ 
3．S60 程序开发的一般步骤有哪些？简述其开发过程。 
4．简述 Symbian OS 程序开发过程中，当一个新的项目创建完成后，新项目中每个目录

包含哪些文件以及它们的作用有哪些？ 
5．Python 与 Perl 相比较各有哪些优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