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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各老师好，本人想要申请编号为 2021100，名为「为 openEuler 添加 Xfce 桌面
环境并能够运行在树莓派 4B 上」的项目，下面将介绍我的技术方案以及时间规划。

1 技术方案
在我看来，该项目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 针对 openEuler 学习打包技术

2. 保证 Xorg Server、Xfwm、Xfce 等基础环境的运行

3. 保证 Xfce 相关软件的运行

4. 保证全新安装和镜像安装的可使用性

下面我将一一介绍这几点。

1.1 如何打包
在打包这方面，我曾经有过给 Arch Linux 的 AUR 仓库提交包的经验，分别是 h2s 以

及 ivideo，还有现在已经转由官方维护的 clash。我自认为可以说是已经初步了解如何给
Arch Linux 打包了。同时也尝试过给 AOSC OS 打过包，但只是在本地尝试，并未提交到
社区。因此，我觉得我具有一定的打包经验，也具有相应的学习能力和动力，对于使用
RPM 包管理器的 openEuler 来说，我可以查阅 RPM Packaging Guide 来学习相应的技巧，
因此我觉得在打包方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在我看来，打包流程主要是以下几点

1. 找到包源码（如果是闭源包，则找到 binary）的来源，标清上游

2. 标出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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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ur.archlinux.org/packages/h2s/
https://aur.archlinux.org/packages/ivideo/
https://www.archlinux.org/packages/community/x86_64/clash/
https://rpm-packaging-guide.github.io/


3. 填写 Hash 值

4. 分别找出构建包需要的依赖和包本身需要的依赖

5. 找到合适的编译选项 / 安装选项，对包进行预处理 / 编译 / 定制

6. 指定 binary 和 lib，manpages 等安装的位置和权限

其中，前三步，甚至前四步，都可以在已有软件的协助下进行完成，而第五步，则需要在软
件官网或者软件文档中查询有关信息，另外还要考虑直接编译还是交叉编译的问题，较为
复杂。第六步，则需要按照标准执行，对于某些写死了库位置的软件，可能需要用 patchelf
来进行修改。

1.2 基础桌面
openEuler 一开始是作为服务器操作系统来进行开发的，那么很可能是没有 Xorg 的

相关 utils 的，甚至 Xorg-server 也可能没有，那么我们需要先把这些包打出来，并检测
Xorg-server 和 Xorg-utils 的可用性。由于 Xfce4 暂时不支持 Wayland，我们可以暂时不考
虑对 Wayland 的相关软件打包。然后就是对 Xfwm，Xfce 进行打包了，如果可用，则可以
输出图形画面并完成登录、注销、关机、重启等操作。

1.3 相关软件
上一步只完成了对基础桌面环境的打包，但对于一个完整的桌面环境而言，我们还需

要网络管理器，蓝牙设备管理器，终端模拟器，文件浏览器，网络浏览器，文本编辑器等
软件，还需要完整的中文字体，因此我们还需要对这些软件进行打包，对于 Xfce 有配套
的，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Xfce 配套的软件，而对于没有配套的，我们就需要进行一定的挑
选，例如选择体积较小的软件等。

1.4 安装验证
打包以及反复安装未经过测试的包，都有一定概率污染 base 环境，而导致依赖没有

检测出来，或者包有问题而无法得知。因此，在打完所有包以后，我们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并从头开始安装完所有包，检测可用性，并进行改进和修复。然后再将带桌面环境的系统
打包成镜像，再重新安装，检测能否做到开箱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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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间规划

日期 安排
7.1 - 7.7 通过大量浏览 openEuler 现有包的 spec，学习 RPM 打包规范，并尝试给

openEuler 打一些源里暂时没有的包进行练手
7.8 - 7.14 根据 openEuler 的实际需求，首先查看 X11 相关的工具以及软件包是否齐

全，如果 Xfwm 和 Xfce 有相关依赖不在软件源中，则进行补全，尝试在本
周内能打出可运行的 Xfwm

7.15 - 7.21 在本周内尝试打出 Xfce，并添加默认的字体配置文件，如果所需的中文 /
英文 / 等宽字体在软件源中不存在，则进行补全。并检测登录 / 注销 / 重
启 / 关机等功能能否正常运行

7.28 - 8.3 在本周内为已有的 Xfce 桌面环境进行一部分功能的添加，例如网络功能，
检查 NetworkManager 的状态，并打出 Xfce 的网络管理器，蓝牙管理器等
等，并进行蓝牙以及网络图形界面管理功能的验证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RPM 打包规范，补全 Xfce 依赖的相关软件
包，并打出一个具有基本功能，可以正常使用的 Xfce 桌面环境

8.4 - 8.10 在本周内打完大部分的 Xfce 配套软件包，诸如终端模拟器，文件管理器，
浏览器等等，并逐一测试功能，对于 Xfce 团队没有额外开发，但是工作 /
生活中会用到的软件，进行挑选，打包，并在将来撰写的文档中进行推荐

8.11 - 8.17 完成中期检查报告，对项目完成度进行评估，将没有完成的部分进行整理，
并根据实际进度进行后续的工作安排，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总结，不足的
地方进行反思

8.18 - 8.24 将还未打出的包进行补充，尽量在本周内完成所有相关包的打包，并对所
有包进行记录整理，功能测试，等等

8.25 - 8.31 将已有的系统清空，在干净的存储卡上全新安装，记录安装过程，编写文
档。将安装过程中遗漏的依赖，软件包等记录下来。对安装的系统再次进行
功能测试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 Xfce 相关所有的软件包打完，并撰写一部分文
档，验证可重复安装性，为结束该任务做准备

9.1 - 9.7 对前一周记录的依赖，软件包进行添加，完善文档，并按照新打出的包重新
进行全新安装，如有问题，则进一步解决

9.8 - 9.14 将桌面环境以及 base 环境以镜像的形式进行打包，测试镜像，修复镜像，
并根据实际情况，清理非必要包，对镜像体积进行精简

9.15 - 9.21 按照之前的记录，完善文档，介绍 Xfce 的使用，推荐一部分非必要软件包。
进行最后的测试和总结，修复能发现的漏洞，梳理提交

9.22 - 9.30 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撰写总结报告，按照导师和项目组的要求完成评价，
总结等等，并对自己整个阶段的表现和收获进行整理，发布在博客上，完成
整个活动的参与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撰写完文档，将安装过程及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尽可能找到，并进行修复，尽力提高项目的完成度，结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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