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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介绍蓝牙技术中服务搜索基本功能及其实现.通过对蓝牙硬拷贝电缆替代课题研究中服务搜索的

设计和实现,提供了一个在蓝牙环境下的服务搜索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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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and profile of SDP in Bluetooth at first. It focuses on the project ofHCRP and of2

fers a method to 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in Bluetooth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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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讯领域网络无线化和分组无线接入成为近几年的发展

趋势.无线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即时有效的搜索和接入网络

服务显得愈发重要,因为实现服务功能始终是网络乃至通讯

的根本目标.蓝牙技术在无线网络领域异军突起, 在很短的时

间内得到绝大多数厂商的支持, 并推出了各种支持蓝牙技术

规范的产品 .同时因为 SIG( Specific Interest Group)给出的蓝牙

规范本身的约定,使蓝牙无线网络中的服务搜索具有其自身

的特点:

( 1)服务搜索只适合于有限复杂性的设备;

( 2)一个设备不必通过第三方就能够搜索另一个设备的

服务;

( 3)相应的机制能够在移动设备进入和离开服务区的时

候确认服务是否可用;

( 4)具有服务类的概念,可通过服务句柄和类的办法搜索

到确定的服务;

( 5)可以产生和定义新的服务,不必在主节点重复注册.

2  蓝牙 SDP 设计特点

211  SDP 的模型

蓝牙的服务搜索中客户端和服务端通过交互问答模式完

成通讯.服务搜索是由上层应用发起, 通过对等层间的通讯向

服务端发出请求.上层应用和 SDP之间通过句柄联络确认.上

层把L2CAP经过HCRP 同步信道提交的服务搜索数据解析之

后, 以事件驱动的方式交由SDP进行处理. 处理之后如果需要

返回信息, 则通过上层应用与远端设备进行通讯. 整个 HCRP

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蓝牙HCRP协议栈模型

协议栈定义了服务端( server)和客户端( client) , 双方利用

蓝牙规范中的 SDP完成服务的搜索和相关信息接入.

客户端, 即发起连接服务端, 并接受远端服务的蓝牙设

备. 服务端,即提供蓝牙服务, 并可以在一定模式下由远端设

备搜索查询服务的蓝牙设备. 设备角色并不是固定的. 任何设

备只要注册了服务并接受远端的服务搜索就可以认为是服务

端;另外,能够发起服务搜索并利用蓝牙网络中服务的设备也

可以被认为是客户端. 每一个提供服务的蓝牙设备都有一个

最大限制的 SDP服务器数量. 多个客户端的高层应用可以间

接利用一个 SDP客户端应用质询服务端.

客户端和服务端都与蓝牙剖面结构保持一致, 即执行通

用接入剖面( General Access Profile)的标准,如下图 2, 剖面结构

内部项目的实现必须基于外部项目, 也就是说 HCRP 和 SDP

的功能实现都是基于 GAP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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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蓝牙剖面模型

  SDP的服务端保留了一个详细的服务记录数据库. 它保

存了服务端所有经过服务注册的服务特性, 比如:名称, 占用

信道,支持协议等等内容. 服务记录是实现 SDP 的关键.

212  服务记录的格式

实际应用中的服务属性记录是以统一的数据元素格式来

表示的.以下的表 1、2、3 是 SDP所采用数据元素的描述格式.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头域和数据域. 头域又包括了类型描述

( 00000B~ 11111B)和数据索引(000B~ 111B) :

表 1  数据元素格式

bit   7   6   5   4   3   2   1   0

  类型描述(高 5位) 数据大小索引(低 3位)   

属性 ID(MSB)

属性 ID( LSB)

表 2  类型描述

类型描述值 对应的量值 类型描述内容

00000 0 空类型

00001 0, 1, 2, 3, 4 无符号整型

00010 0, 1, 2, 3, 4 带符号整数

00011 1, 2, 4 通用唯一标识符

00100 5, 6, 7 文本字串

00101 0 布尔型

00110 5, 6, 7 数据元素序列,其数据域是一个完整

数据元素

00111 5, 6, 7 数据元素替代,其数据域是可选的完

整数据元素

01000 5, 6, 7 URL,一个统一的资源定位

01001211111 保留

表 3 数据索引

量值索引 附加 Bits 数据大小

000 0 1字节;如果是空类型,则是 0字节

001 0 2字节

010 0 4字节

011 0 8字节

100 0 16字节

101 8 数据大小包涵在附加的 1个无符号整

型字节中

110 16 数据大小包涵在附加的 2个无符号整

型字节中

111 32 数据大小包涵在附加的 4个无符号整

型字节中

  SDP 协议约定的数据元素格式使所有设备相互之间的服

务搜索成为可能. 实际应用中, 服务记录需要一些附加的结

构. 这些附加的结构允许一类相关的数据元素被归纳到一个

总的属性 ID下面, 也就是说可以使一个总的属性后面可以把

该属性所需要的参数、支持协议等等相关内容作为一个整体

属性一起给出.

对于外部而言, 搜索是通过服务记录句柄完成的. 它是一

个 32 位唯一的无符号整数来指向服务端的每一个服务属性

记录. 在同一SDP服务器内, 必须保证所有的服务记录都是唯

一的. 而在 SDP服务器之间, 由于蓝牙地址相互独立, 所以即

便存在相同的服务记录也不会出错. 每一个服务都可以通过

句柄按图索骥的查找到 .

SDP协议对服务进行了类的划分. 服务类定义了服务记

录中最为普遍的那些属性. 每一个服务类都被分配了一个唯

一的标识符, 包含在服务记录必选的通用属性名 ServiceClas2

sIDList里.另外, ServiceRecordHandle也是服务记录必须具备的

属性. (其余还有十四条通用属性和具体属性就不赘述 )根据

各种服务的类属性关系就可以产生一个浏览组列表

( BrowseGroupList) ,并以自顶向下的隶属关系列出. 在查询的

时候, 如果不能通过UUID直接得到服务属性记录. 则可以通

过由服务类组浏览的方式来搜索服务.

213 UUID

UUID(Universal Unique Identifier)是蓝牙定义的一个特殊

数据结构. 它是一个 128 位的无符号整数.在服务记录中数据

元素序列的协议、服务类、属性 ID等等信息都是以 UUID的形

式给出. 可以说UUID提供了服务查询的基本对象. 实际应用

中的 UUID是以简化形式出现的. 下面是 UUID转化的基本算

法:

一些经常使用和被注册的 UUID值都被预分配在一个量

值范围内. 这个量值范围的首 UUID值被称为蓝牙基底 UUID

( Bluetooth - Base- UUID) . 它的值被设定为:

0000200002000021000280002008025F9B234FB

在 16BIT, 32BIT和 128BIT之间有相互转换的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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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bit- value= 16- bit- value* 296 + Bluetooth- Base- U2

UID,加到次最高的 16位上, 或者说是将 16 位 0 扩展到 32 位

再按照下面的算法计算;

128- bit- value= 32- bit- value* 296 + Bluetooth- Base- U2

UID,加到最高的 32位上.

这样做实际上相当于为常用部分的 UUID 划定一个区

域.其中每一个 UUID都按照该区域的首地址的偏移来得到,

减轻了存储和传输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 UUID 为繁杂的服务

属性表示和统一格式记录的服务数据库之间搭起连接桥梁.

214  服务记录数据库

服务记录数据库的建库工作相对没有严格的规定. 但总

的原则可以归纳为:结构层次简单、响应迅速、易于维护修改.

另外在数据保密和工作稳定性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

方.以下给出的是一个可行的建库的数据结构 :
typedef st ruct

{

  int phandle;  / * routing handle* /

  int sr- num;   / * Currently number of service registered* /

  SERVICE- RECORD- T s r- rec - ptr[ 255] ;

/ * Pointers to the records* /

/ * The bigges t number of registration is 256* /

} SERVICE- DATABASE- T;

这是数据库的主结构. 其中包含的一个数组 sr- rec- ptr

[ 255] ,是以 SERVICE- DATABASE- T 子结构为元素的. 该结构

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int   phandle;  / * routing handle* /

  char * service;   / * the service be required* /

  int   * sr_ptr;   / * pointer to the service record * /

  int   sr_length; / * Length of the service record* /

}SERVICE- RECORD- T;

3  结束语

  研究、实现蓝牙的服务搜索协议, 可以提高对蓝牙这门新

的无线通讯技术的认识;同时可以学习和积累在无线网络应

用中的服务搜索、接入的方法和思路.本文对于理解掌握蓝牙

这一项新技术, 以及基于蓝牙协议和剖面的其他技术开发、功

能实现作了较细致的分析, 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尽管如

此, 对蓝牙技术的认识还仅仅是个开头,相关的研究将有待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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