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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产品信创适配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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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业务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产品面临着如何有效、快速地从开放平

台（即X86）向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平台进行迁移并与之适配的问题。这些专业产品能否成功迁移到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平台将关乎整个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能否突破第二步（即“能用”）目标的达成。专业产品主要分为通用应用

和业务应用，且业务应用又分为前端应用和后端应用。因此，本文将从信创的核心技术、专业产品分析、产品特

性和专业产品适配方法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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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已成为国家的

一项战略，也是当今形势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基

础和新动能。为了让更多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

业的参与者更好地理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相

关信息并基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平台完成自身

研发产品的迁移与适配，促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领域的快速发展，笔者结合多年来对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相关产品的测试与适配经验，将从四个方

面对专业产品信创适配方法进行深入探索，以便

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1　信创核心技术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简称信创）是当前信息

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1]。何为信创？通俗来说

就是通过自主研制、充分利用完全掌握的开源项

目资源，实现对自主开发的软硬件产品的完全可

控，即从产品设计、生产、交付到终止的全生命

周期的完全可控。

信创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可用、能用和好用。

现在信创发展已经跨过了有产品“可用”的第一

步，进入了有产品“能用”的第二步。信创第二

步的主要任务是生态体系的构建和专业产品的适

配，为迈向信创第三步“好用”打下坚实基础。

信 创 核 心 技 术 主 要 有 通 用 计 算 芯 片

（CPU）、操作系统（OS）和数据库（DB）。

1.1　通用计算芯片

（1）以MIPS和LoongArch两种指令集为基础

的龙芯CPU。MIPS指令集虽然是永久授权，但还

是存在发展限制（如版本升级等）；而LoongArch

指令集是龙芯公司完全自主设计的，发展不会存

在任何限制。

（2）以ARMV8指令集为基础的鲲鹏、麒麟

和飞腾CPU。ARMV8虽然是永久IP授权但仍然

存在发展限制（如无法升级到V9）。

（3）以X86指令集为基础的海光和兆芯

CPU。海光是AMD授权，兆芯是威盛授权，但这

两种CPU虽然兼容性较好，但下一步发展也会被

诸如Intel之类的CPU厂商限制。

信创CPU多数产品在性能方面基本赶上了

X86主流产品，个别产品性能（如麒麟990/8核终

端、龙芯3A5000/4核终端）甚至超过了X86主流

产品。因此，信创CPU产品已经解决了“能用”

问题，正在向产品的“好用”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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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操作系统

（1）以开源Ubuntu为基础的统信、麒麟桌

面操作系统；

（2）以开源OpenEuler为基础的统信、麒麟

服务器操作系统；

（3）以开源Debian、CentOS等为基础的其他

操作系统，如龙芯操作系统、万里红操作系统等。

信创OS基本解决了产品“能用”的问题，但

离产品“好用”仍有一定差距。好在主流信创OS都

是基于当前流行的Linux最新版本进行研发的，起

点高、发展快。信创OS产品只有在易用性、稳定性

和兼容性方面加大投入，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和

开发者使用信创OS，才能使产品向“好用”迈进。

1.3　数据库

（1）以兼容Oracle关系数据库为标准的数据

库如达梦、神通和高斯DB100等；

（2）以开源PostgreSQL为基础的数据库，如

人大金仓、瀚高和高斯DB300等；

（3）以Infomix为基础的数据库，如南大通

用等；

（4）以MySQL等共享或开源数据库为基础

的分布式数据库，如OceanBase等。

信创DB在功能方面基本可以满足用户的

大部分需求，但在一些数据库特性如RAC技

术、产品性能和产品稳定性等方面与传统关系

数据库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此外，信创DB在

新领域已经走在了前面，如OceanBase数据库

等。信创DB将来需要重点解决稳定性、兼容

性、数据迁移、性能优化和技术培训等问题，

让更多应用开发者参与到信创DB的发展中来。

2　专业产品分析

专业产品是指信息化所需要的各类产品。专

业产品基本运行在IBM、Intel和微软等国际巨头

的基础软硬件产品之上。这些基础软硬件产品完

全被国际巨头所掌控，因此，这些产品是否有后

门、是否存在致命缺陷对我们而言一无所知。

信创专业产品分为三大类：基础硬件、基础

软件和应用软件。

2.1　基础硬件

基础硬件包括：整机配件（如固件、BMC、

内存条、硬盘、网卡、HBA卡、显卡等）、整机

（如终端PC、一体机、笔记本、服务器、专用机

等）、外设（如打印机、扫描仪和读卡器等）、存

储、网络等。

2.2　基础软件

基础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如集中

式、分布式等）、中间件（如Web服务器、消息中

间件等）、办公（如流式、板式和签章等）、安全

（如杀毒、主审等）等。

2.3　应用软件

应用分为通用应用(如邮件系统、运维系

统、云管平台和应用开发平台等）和业务应用

（如OA办公系统等）。

专业测试机构已经发布了主要信创基础软

硬件产品的分类测试大纲，并组织相关测试机构

对信创基础软硬件产品进行认证。此外，相关部

门按芯片厂商类别组建不同的生态工作组以便

上下游厂商产品的互相适配[2]。因此，信创基础

软硬件产品的适配与认证方法已经成熟，不需要

再深入研究。此处，我们把“专业产品”狭义地

聚焦到“应用软件”。

3　专业产品特性

3.1　专业产品现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使用

分布式、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产品研发；

同时，专业产品运行环境不再依赖于小型机和大

型机等高端产品而转向使用X86平台的PC服务器。

专业产品主流运行环境为前端Windows和

后端Linux。前端Windows平台主要有两种实现

方式：浏览器应用和独立应用。随着浏览器技术

（如HTML5）的不断发展，很多专业产品将会使

用浏览器方式来实现前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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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产品主流开发语言为C/C++、Java和

Python等。早期的开发者使用Windows的VC、.

Net等语言开发了大量的独立应用，这些独立应

用只能运行在微软的Windows平台。但随着开源

Linux系统的迅猛发展，开发者越来越多地使用

Ubuntu、Debian等开源桌面系统进行开发。

3.2　专业产品特性

（1）环境统一性。专业应用产品基本上都

运行在Windows+Uinx/Linux环境下，运行模式主

要有B/S和C/S两种，运行的指令集除了IBM系列

之外基本上都是X86指令集。

（2）工具集成性。开发者普遍使用集成开

发工具（如Eclipse等）进行应用产品的开发与调

试。这些开发工具可以支持多种开发语言和多种

运行平台。

（3）基础开源性。有的专业产品是基于开

源项目进行二次开发的，如人大金仓V8、高斯

DB300等，有的专业产品会直接集成一些开源项

目（如Redis、Ngix、MongoDB等）到产品中。

（4）框架统一性。有的专业产品使用了

商业或自研的开发/运行框架，如普元产品等；

有的专业产品集成了开源开发/运行框架，如

MyBatis、Spring等。

3.3　信创产品特性

（1）指令集的多样性。信创指令集主要有

LoongArch、MIPS、ARMV8和X86。因此，应用开

发与适配也就增加了一些复杂性，即应用需要同

时支持四种指令集。

（2）操作系统的统一性。信创操作系统目

前逐步统一为：桌面系统基于Ubuntu进行开发，

服务器系统基于OpenEuler进行开发。

（3）浏览器的兼容性。信创浏览器分为基

于Firefox的开源项目和基于Chromium的开源项目

两类。其中，较高版本（如Firefox 60）已经不支

持插件方式下的开发应用。

（4）开发语言的一致性。信创应用开发语

言的版本随着操作系统的统一而变得高度一致。

信创应用主流开发语言为GCC8、OpenJDK8等。

4　专业产品适配

4.1　通用应用

通用应用按照对Windows的依赖程度分为严

重依赖、一般依赖和不依赖。

4.1.1　严重依赖

严重依赖类应用是指使用VC/VB、.NET等微

软开发工具以及Windows系统特有控件的应用。

这类应用想要直接迁移到信创环境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因此，针对严重依赖Windows的应用产

品，建议还是在信创平台上对应用进行更合理、

更长远的重构，且可适配所有信创指令集。

4.1.2　一般依赖

一般依赖类应用是指针对使用标准GCC、

Java等语言开发的、对Windows有部分依赖的应

用，其迁移与适配方法主要为：

（1）将对Windows依赖的部分代码进行剥离

和重构；

（2）在基于Ubuntu或信创OS的X86终端上

进行应用适配与调试；

（3）在信创终端上进行应用重新编译、适

配与测试。

4.1.3　不依赖

不依赖类应用是指针对使用标准GCC、Java

等语言开发且兼容Unix/Linux的应用，其迁移与

适配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对于使用标准GCC和Java开发的应用，

先在原开发环境下将GCC和Java的版本统一到信

创支持的版本下；然后在基于Ubuntu系统和X86

的终端上进行编译与调试；之后在信创平台上进

行再编译与调试。

（2）对于使用开源项目的应用，先下载相

关项目Linux版本的源代码；然后在基于Ubuntu

或信创OS的X86终端上对项目进行重新编译与调

试；之后把调试通过的源代码在信创平台上进行

再编译与调试。

（3）对于使用了开源中间件（如Tomcat等）

与开源数据库（如MySQL等）的应用，首先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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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Ubuntu或信创OSX的86终端上使用相同中间件

与数据库版本对应用重新进行集成调试；之后

可将数据库替换为信创数据库产品对应用再进

行集成调试；然后再将中间件替换为信创中间件

产品和对应用的集成调试；最后将调试成功的应

用在信创平台上重新进行集成与测试。

（4）对于采用B/S架构的应用，前端适配主要

是浏览器适配。这部分应用适配可以在Windows下

使用信创浏览器对应版本进行。浏览器适配遇到

的主要问题是插件问题，建议应用尽可能不用插

件，可以选用HTML5等技术来开发。对于其他应

用，如采用脚本语言、API接口等方式开发的应用，

需要根据具体需求会同厂商一起来适配与调试[3]。

通用应用适配一般由芯片厂商、操作系统和

开发商等协同完成，也可以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

的方式来完成，如统信和龙芯组建联合实验室，

将公共通用应用大规模地迁移到龙芯平台。

4.2　业务应用

业务应用早期大部分是基于Windows环境

或大型商业产品（如WebLogic、Oracle等）而开

发的。随着云计算技术、分布式技术和开源项目

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很多用户已经展开了应用

上云的研究，把非核心的业务应用（如审批类

应用）搬到云上，甚至有的用户使用开源项目如

Tomcat、MySQL等替换了原大型商业产品。

业务应用普遍采用B/S和C/S两种架构。业务

应用在信创环境下的适配主要从前端和后端两

个方面来开展。

4.2.1　前端应用

前端业务应用实现方式主要为浏览器应用

和独立应用。

（1）浏览器应用早期基本上使用微软的IE

进行开发，且开发者普遍使用了插件技术来展

示数据。因此，这部分代码想要迁移到信创环境

下，就必须进行重构。具体重构的步骤主要是先

在开放平台将IE切换到Firefox或Chrome上；然后

将相关插件剔除，如使用HTML5等替代，而对于

一些办公类的插件则可使用信创办公类插件进

行替换；之后再在信创终端上调试与测试。

（2）独立应用主要使用C/C++进行开发。

这部分代码若严重依赖于Windows，因此必须重

构；若有对应的Linux版本则需要将Linux版本的

代码迁移到信创终端上重新进行编译与调试；

若使用跨平台语言（如Java）开发，则将代码直

接迁移到信创终端上进行调试与测试。

4.2.2　后端应用

后端应用早期大部分是使用标准C/C++、Java

等语言开发的。随着计算机开源开发架构技术的

不断发展，现在后端应用普遍采用开源开发架构。

因此，这些开源开发架构迁移到信创环境就比较

容易，且操作系统和芯片厂商会在第一时间将这

些主流开源项目迁移到信创环境上，如OpenJDK、

Apache Http、Tomcat、PostgreSQL、MySQL等。

后端应用在信创环境下的迁移与适配主要

考虑几个因素：开发语言、开发框架和应用依

赖。因此，后端应用迁移适配方法的主要分为：

（1）选择X86服务器和OpenEuler/CentOS/信

创OS，将后端应用整体进行迁移与调试；

（2）若使用了大型的商业产品，如Weblogic、

Oracle等，应先将这些商业产品迁移到开源产品

下，如Tomcat、PostgreSQL/MySQL等；

（3）若使用了Oracle Java的私有功能，则需

将这部分代码重构；

（4）若使用了一些非主流开源项目，则需先

下载开源项目Linux版本源代码且在新环境下重

新编译，如MongoDB等；

（5）在后端应用整体迁移并调试成功后，

再分别将应用使用的中间件/数据库迁移到信创

X86平台的中间件/数据库下；

（6）之后可选择一种信创服务器和一个信

创操作系统进行后端应用的整体迁移与适配；

（7）若应用需要支持更多信创平台，则可

以将后端应用整体迁移到其他信创服务器、操作

系统、中间件和数据库上进行适配与测试；

（8）若后端应用对性能有明确的要求，则还

（下转第0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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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来进行组合，以确保整个平面设计的合理性和

美观性，然后再按照实际需要对图片进行精细化

加工，使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在功能上的优

越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6]。

如图3所示，小孩子们长大的嘴巴变成了隧

道。在制作完一张图片后，设计师可以使用计算

机软件来设定详细的内容，在图片文字及相关的

绘图中，运用计算机程序进行版式的编排制作，

将设计背后的内涵呈现出来，让用户在欣赏完图

片后能有更深的领悟。

图 3　Lezita 饼 干： 开 往 肚 子 的 车（ 图 片 来 源：
San Design Company）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平面设计时，应充分了解

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软件的功能与优点，进而

更好地利用相关工具，提高平面设计的水平。为

了让色彩变得多样化，设计师们可以利用计算

机软件，将不同的色彩混合在一起，在视觉上产

生更直观的效果，也可通过图片和文字的适当匹

配，以及合理的设计格式来充分发挥图形图像处

理软件自身的优点，从而提高整体设计水平。同

时，在平面设计过程中，也要对计算机图形图像

处理软件的具体运用进行不断的创新，以便达到

更好的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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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应用迁移适配完成后组织性能测试，因性

能测试需要模拟业务应用的真实环境才有意义。

5　结语

因业务应用在迁移与适配时需修改应用源代

码，所以业务应用适配需开发人员配合。若业务

应用开发商已经找不到或业务应用的源代码无法

获取，则建议不要迁移这类业务应用到信创平台，

不然则会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性能调优

等）。对于业务应用中集成的开源项目部分，可在信

创平台上选择相同开源项目产品进行迁移与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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