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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简介

} 一般来说,我们把正在计算机中执行的程序叫做"进
程"(Process) ,而不将其称为程序(Program)。所谓"
线程"(Thread),是"进程"中某个单一顺序的控制流。

} 从os的角度看，进程是资源分配的单位，线程是
调度的基本单位

} 常见的操作系统如linux，windows等都支持多线程。
并且一般来说，一个进程内都包含多个执行的线
程



线程简介
为什么需要多线程？

} 设想这样的场景：当你通过socket从一个网络读取
数据时，有时候会读不到数据，因为数据可能在
网络传输过程中被延迟了。如果程序阻塞在read
上，那么直到数据到达前它就什么都不能做。假
如用户界面上有一个按钮，并且用户在程序阻塞
时点击这个按钮，那么因为此时程序不能处理鼠
标事件,也不能执行与按钮事件相关连的处理方
法，所以什么都不会发生。这种使用户觉得程序
被挂起的情况会让用户感到沮丧。

} 我们需要额外的线程处理一些事物，而不是把什
么都交给主线程



线程简介
为什么要用多线程

• 单线程模型会在没有考虑到它的影响的情况下引
起Android应用程序性能低下，因为所有的任务都
在同一个线程中执行，如果执行一些耗时的操
作，如访问网络或查询数据库，会阻塞整个用户
界面。当在执行一些耗时的操作的时候，不能及
时地分发事件，包括用户界面重绘事件。从用户
的角度来看，应用程序看上去像挂掉了。更糟糕
的是，如果阻塞应用程序的时间过长（现在大概
是5秒钟）Android会向用户提示一些信息，即打开
一个“应用程序没有相应（application not 
responding）”的对话框。



线程简介
多线程的好处

²许多情况下，在一个程序中使用多线程是有益处
的：

²1.与用户的更好交互（Better Interaction with the 
User）

²2.模拟同时进行的活动（Simulation of 
Simultaneous Activities）

²3.开发利用多处理器（Exploitation of Multiple 
Processors）

²4.当等待慢的I/O操作时，可以做其他事情（Do 
Other Things While Waiting for Slow IO 
Operations）



创建一个线程



android线程简介
} 在Android 里，在默认情况下，一个程序用到的各
种“组件”(如Activity，BroadcastReceiver或Service 
等)都会在同一个进程(Process)里执行，而且由该
进程的主线程负责执行之。



android线程简介
} 在Android 里，如果有特别指定，也可以让特定
“组件”在不同的进程里执行。无论这些组件在哪
一个进程里执行，默认情况下，他们都是由该进
程里的主线程来负责执行之。



android线程简介
} 主线程除了要处理Activity 的UI 事件，又要处理

Service 后台服务工作，通常会忙不过来。该如何
化解这种困境呢? 此时，多线程 (Multi-thread)的
并行(Concurrent)派上用场了，其可以化解主线程
太过于忙碌的情形。也就是说，主线程可以诞生

多个子线程来分担其工作，尤其是比较冗长费时
的后台服务工作，例如播放动画的背景音乐、或
从网络上下载电影等。于是，主线程就能专心于
处理UI画面的事件了。



线程简介
android浏览器里的多线程



Android线程模型
} Android的主线程里有一个消息队列，线程在一个
循环中检测是否有新的消息到来，如果没有消息
在队列中，则主线程挂起等待（如下图）。



Android线程模型



Android线程模型
(主线程等待示意图)



Android线程模型
----指导思想

} 把费时的工作交给子线程

} 子线程把结果反馈给主线程

} android线程之间传递数据的桥梁：
android.os.Handler



Android线程模型
handler示例：创建handler



Android线程模型
handler示例：使用handler投递消息到主线程的消息队列



Android线程模型
handler示例：在主线程中使用启动子线程



Android线程模型
UI元素只能由主线程修改

} Andriod提供了几种在其他线程中访问UI线程的方
法：

} 1. Activity.runOnUiThread( Runnable )
} 2. View.post( Runnable )
} 3. View.postDelayed( Runnable, long )
} 4. Hanlder



Android线程模型
AsyncTask类

} 使用handler的方法会使你的代码很较难理解，当
你需要实现一些很复杂的操作并需要频繁地更新
UI时这会变得更糟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Android 1.5提供了一个工具类：AsyncTask，它使
创建需要与用户界面交互的长时间运行的任务变
得更简单。



Android线程模型
AsyncTask类



Android线程模型
} UI线程向子线程发送消息（注意不是子线程向ui线
程发送消息）



Android线程模型
子线程的handler定义



Android线程模型
主线程通过子线程的handler向其发送消息



Android线程模型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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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简介



认识Service

} 1、后台运行，不可交互
} 2、需要通过某一个Activity或其他Context对象来启动：

context.startService()或constext.bindService();
} 3、最好在Service中启动新线程来运行很耗时的任务



为什么不使用后台线程而使用Service

} 1、service可以放在独立的进程中，所以更安全
} 2、使用service可以依赖现有的binder机制，不需要在应用层

面上处理线程同步的繁杂工作

} 3. 系统可以重新启动异常死去的service



Service生命周期

} 1、通过startService启动
（1）生成->开始（onCreate->onStart）过程
（2）Service停止的时候直接进入销毁（onDestroy）过程
（3）如果调用者直接退出而没有调用stopService，则会一直在后
台运行

} 2、通过bindService
（1）只运行onCreate
（2）调用者退出，Service则调用onUnbind->onDestroyed停止



实现Service

} 实现onCreate() 
} 实现onBind(Intent i)
} 实现onUnbind(Intent i)
} 实现onStart(Intent, int) 
} 实现onDestroy() 



在AndroidManifest.xml中申明Service



本地Service与远程service

} 本地的service在同一个进程内
} 远程的service在不同的进程内

} 与远程service的通信使用binder 



本地Service与远程service 的优劣势对比

} 本地的service在同一个进程内，可以直接函数调用，不用写
IPC通讯

} 本地service容易调试
} 本地service 挂断会影响其它组件，如activity，导致整个应用

被杀

} 与远程service的通信使用binder
} Service挂掉不会影响activity 
} 写IPC机制较复杂



AIDL简介

} Android interface defin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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