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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州梦车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火热盛夏，我们致力于 STEAM

创客教育产品的研发与销售，为广大青少年群体提供专业的科技教育产品与解决

方案。 

我司拥有实力过硬的硬件开发团队和经验丰富的软件开发团队，我们为智能

硬件实验套件系列产品开发了配套的软件，从而让产品生态圈进一步完善。 

Buddy++是我司旗下工作室 BuddyStudio 基于 Java FX 框架开发的开源的

Arduino 集成开发环境，与 Arduino 官方的集成开发环境相比除了界面更美观、

更简约实用，我们还针对零基础开发者设计了各种特色功能，其交互式的编程方

式极大地为入门开发者降低了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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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装 

1.1 安装 Buddy++ 

开发者可以在 Buddy++项目官网（http://buddy.studio/buddypp）下载软件安装

包，下载时请开发者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版本的安装包。 

Github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buddystudio/BuddyPP 

 

图  Buddy++项目官方主页 

 双击并运行安装包，同意相关使用条款后即可开始安装，安装过程中每步按

提示操作即可。 

http://buddy.studio/buddypp
https://github.com/buddystudio/BuddyPP


 

 

5 

 

 

图  安装程序即将开始 

 

图  安装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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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安装过程-2 

 

图  安装过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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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安装过程-4 

1.2 安装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的安装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中包括有自动方式的安装和手动方式的

安装。 

如果您是采用我们官方提供的安装包在计算机中部署 Buddy++，那么安装程

序在结束的阶段将会通过脚本触发驱动程序的安装，只要按提示完成安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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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主程序安装即将结束时触发驱动程序安装 

 

图  按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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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完成安装 

如果您通过绿色的方式在计算机中部署 Buddy++，那么您可以在主程序完成

部署后在其根目录的 drivers 文件夹中找到 dpinst-x86.exe 文件，双击运行（64位

系统请选择后缀为 x64的安装文件），按照提示反复下一步即可完成安装。 

注意，有部分 Arduino 板型除了主动安装的驱动程序以外，还需要在第一次

连接主控板时安装额外的驱动程序，例如 Arduino Leonardo 等支持鼠键模拟功能

的主控板。当第一次把主控板连接到计算机时，系统会弹出添加新硬件的提示，

一般情况下按照指示一步一步操作即可。当系统无法通过在线的方式获取驱动程

序的时候，开发者需要手动指定驱动程序的路径，这时可选择 Buddy++程序根目

录下的 drivers 文件夹。 

如果您使用的是非官方的 Arduino 主控板，我们建议您安装 CH34 系列芯片

的驱动程序，这是大多数兼容控制板所采用的 USB 总线转接芯片，因此在使用

前需要先正确安装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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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H34 系列芯片驱动程序的安装 

 完成安装并同意相关条款后，您即可开始使用 Buddy++，更多关于使用方面

的问题后续章节将有细叙。 

 

图  启动 Bu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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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界面 

Buddy++拥有非常简洁的界面，我们把常用的功能设计为图形化的一级菜单，

从而简化了官方 IDE 的多级文本菜单。 

 

图  Buddy++主界面 

界面整体分为四大部分，一是上方的基础功能菜单、二是左侧的扩展功能菜

单、三是位于中央的代码编辑器、四是位于右侧的可扩展信息栏。 

2.1  基础功能菜单 

基础功能菜单位于界面上方蓝色部分，其包括文件操作、编辑选项及编译烧

录三个板块： 

1、文件操作板块 

·文件的创建 

·文件的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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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保存 

·文件的另存为 

·范例程序 

2、编辑选项 

·重做 

·恢复 

·搜索 

3、编译烧录 

·引入库 

·串口调试工具 

·编译 

·烧录 

·预设置（设定板型和烧录串口） 

2.1.1 文件的操作 

Buddy++提供最基础的源码文件处理操作，其中包括源码文件的创建、保存

和关闭。在进行编码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源码文件，在启动 Buddy++的时

候程序已经默认为开发者创建了一个源码文件。 

如果开发者需要同时编辑两个源码文件，点击“新建”按钮，程序将会创建

一个标签页面，点击相应的标签即可切换当前的源码文件，如果要关闭当前的源

码文件点击标签上的“交叉”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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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关闭文件时触发提示框 

如果代码编辑区只有一个标签页面，当关闭这个标签的时候 Buddy++主程序

也将会被关闭，如果当前源码文件未保存，程序将会弹出提示框询问是否保存当

前文件，如果不保存可点击“放弃”按钮，如果选择保存则需要指定保存的路径。 

如果开发者要保存当前编辑的源码文件，点击主界面顶端菜单的“保存”按

钮即可，如果文件是第一次保存则需要指定文件的保存路径，否则文件将保存在

默认的路径。 

新版本的 Buddy++支持文件拖入操作，加入您希望 Buddy++打开位于计算机

桌面的某个源码文件，您仅需要点击选中该文件并把它拖入至代码编辑区，

Buddy++将会自动新建一个代码标签页并把该文件的内容导入（注意相同文件不

能重复导入）。 

2.1.2 导入例程 

Buddy++为入门开发者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案例，其中包括针对面包板电路的

基础案例，也包含以模块化为基础的开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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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导入示例程序 

 点击界面上方功能菜单中的“例子”按钮，开发者可以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所需参考的范例程序，选择无误后点击“打开例程”按钮即可。导入例程后开发

者可以按需要修改源码内容，从而提高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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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成功导入示例程序 

2.1.3 编辑与搜索 

Buddy++顶端主菜单支持代码编辑区最为基础和最为常用的编辑功能，其中

包括重复（Redo）、恢复（Undo）和搜索（Ser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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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uddy++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提供基础的筛选搜索选项，开发者可以输入关键词并选择“大小写

区分”、“顺序 / 反向”等子选项以满足搜索操作。 

2.1.4 引入库 

当项目开发涉及较高级的功能或需要使用第三方模块，这时一般需要引入第

三方的库文件，Buddy++为开发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开发库引入功能，通过简单的

选择开发者就可以完成操作。 



 

 

17 

 

 

图  导入第三方库文件 

 点击界面上方功能菜单中的“添加库”按钮，开发者可以在弹出的窗口中选

择所需导入的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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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成功导入库文件 

2.1.5 串口调试 

与 Arduino 官方提供的 IDE 一样，Buddy++为开发者提供基础的串口通讯与

调试工具。在开启串口调试工具之前先保证主控板已经正确地连接到计算机，并

且已经正确地进行了预设置（正确地选择主控板型号和串口序号），否则在开启

工具的时候将会弹出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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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串口通讯前应确定计算机已经于主控板连接好 

在进行串口通讯之前，开发者还需要正确地选择通讯波特率，开发者还可以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显示设置。点击“开始”按钮，调试工具开始接收串口信息并

把信息显示于面板，点击“暂停”则停止接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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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uddy++串口调试功能 

 

图  Buddy++串口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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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程序的编译 

当开发者完成了源码的编辑，接下来就是要进行程序的编译与烧录，点击“编

译”按钮，程序将会开始编译操作操作，此时右侧的信息栏将会自动展开并激活

控制台标签页。 

 

图  源码编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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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编译完成 

如果编译操作顺利完成，Buddy++将会弹出编译成功的对话框，否则将会弹

出编译失败的对话框。如遇编译失败的情况，开发者可以细阅控制台输出的提示

信息找出导致编译失败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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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开发者可通过右侧控制台查看编译信息 

2.1.7 程序的烧录 

如果开发者希望提高开发效率可以直接点击“烧录”按钮，Buddy++将会先

完成编译操作然后进行烧录操作。在进行烧录之前首先要保证程序已经成功编译，

在编译之前开发者需要保证在预设值的时候选择了正确的主控板型号和串口序

号，如果选择有误编译过程则有可能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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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烧录前应使用数据线连接好主控板 

同样地当烧录工作开始时，右侧的信息栏会自动展开并激活控制台标签页。

如果烧录操作顺利完成，Buddy++将会弹出烧录成功的对话框，否则将会弹出烧

录失败的对话框。如遇烧录失败的情况，开发者可以细阅控制台输出的提示信息

找出导致烧录失败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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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程序烧录中 

 

图  烧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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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开发者可通过右侧控制台查看烧录信息 

2.1.8 预设置 

使用数据线把 Arduino 主控板连接到计算机后首先需要进行预设置，在预设

置的对话框中开发者需要通过下拉菜单选择当前连接的主控板型号和当前连接

串口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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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设置主控板的信号与串口序号 

 

图  完成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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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辅助功能菜单 

 辅助功能菜单位于界面左侧，为便于记忆，图标设计为功能英文名称的首两

字母缩写，如不了解图标功能可把鼠标指针移动到图标之上，稍等片刻将会弹出

相关提示。辅助功能菜单包含以下图标： 

· 变量定义 

· If 分支结构（IF） 

· For 循环结构（FOR） 

· While 条件循环结构（WH） 

· Switch Case 分支结构（SW） 

· 端口模式定义（PM） 

· 数字读取（DR） 

· 数字写入（DW） 

· 模拟读取（AR） 

· 模拟写入（AW） 

· 设置延时（DL） 

· 串口通讯模板 

· 扩展工具 

 · LED 阵列绘图 

    · 谱曲工具 

 · 颜色拾取工具 

2.3  人性化的编辑器 

我们重新设计了代码编辑器，Buddy++实现了完美的中文支持及更优秀的语

法高亮功能，编辑器支持包括关键词、运算符号、数据类型、函数名、注释等语

法元素的高亮提醒，并且完美支持 Arduino、C/C++等语言的语法，有完善的行

数提示功能，代码块收缩功能，语法提示与补全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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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人性化的代码编辑器 

2.3.1  页首注释 

 Buddy++在创建源码文件的时候会自动生成首页注释信息以方便开发者记录

源码状况，信息包括有文件名称、简要概述、作者名称、版本号和当前源码生成

的详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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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码文件页首注释 

2.3.2  语句补全 

 新版本的 Buddy++更换了全新的代码编辑器，新的编辑器支持基础的语句补

全的功能，开发者可以借助语句补全功能更高效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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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变量名称自动补全 

 

图  语句自动补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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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语句自动补全-2 

2.3.3  自定义样式 

此外，新版本的代码编辑器更支持数十种主题切换，Buddy++还可以让开发

者自定义编辑器的字体与大小，以满足开发者对编辑器在视觉上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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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编辑器样式设置 

 

图  选择编辑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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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设置编辑器的字体大小 

2.4  可扩展信息栏 

 在 Buddy++主界面的右侧我们设计了一个可扩展的信息栏，信息栏在默认情

况下是收起的状态，用户点击小箭头图标信息栏则往左扩展，开发者也可以通过

拖动的方式设置信息栏占用的空间比例，如果完成浏览再次点击小箭头图标信息

栏即可完全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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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主界面右侧的信息栏 

信息栏主要由三个不可关闭的标签页面板组成，其分别为控制台、参考文档、

使用手册，以下详细介绍。 

2.4.1  控制台 

 当用户点击编译或烧录按钮时，右侧默认收起的信息栏将会自动往左侧扩展，

控制台标签页会自动被激活。开发者将可以通过该标签页查看当前程序的动态编

译信息和烧录操作输出的信息。当编译或烧录的过程出现意外状况，开发者可以

通过对控制台输出信息进行分析以作判断，查看后点击小箭头图标即可收起信息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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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控制台标签页-1 

 

图  控制台标签页-2 



 

 

37 

 

2.4.2  参考文档 

 Buddy++为开发者提供 Arduino 官方的编程参考文档，为方便广大的入门开

发者，文档的大部分内容被我们翻译成简易的中文，文档主要包含语法参考、数

值、基础函数和库应用等，开发者可以一边进行代码编写，一边参看帮助文档。 

 

图  参考文档标签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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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参考文档标签页-2 

2.4.3  使用手册 

 为了方便广大开发者，我们在信息栏还提供了 Buddy++的软件使用手册，开

发者可以参考使用手册快速入门 Buddy++。 

2.5  窗口尺寸调整 

 新版本的 Buddy++优化了主窗口尺寸调整的功能，开发者可以很方便地使用

鼠标通过拖曳主窗体右侧边缘和下侧边缘自定义窗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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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自定义窗体尺寸 

 

图  自定义窗体尺寸 

 鼠标左键点击标题栏可拖动窗体位置，双击标题栏窗体最大化，再次双击标

题栏窗体恢复原来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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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流程 

Arduino 官方提供的 IDE 是基于 Processing 的二次开发，功能也相对局限。

Buddy++是我们基于 Java FX 框架重新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与 Arduino 官方的

IDE 相比除了界面更美观更优化，我们还针对零基础开发者设计了各种特色功能。 

使用 Buddy++进行 Arduino 应用开发流程十分简单，其主要有三个步骤，一

是编写程序，二是编译，三是烧录。 

3.1  连接主控板 

 在把编译后的目标程序烧录到主控板之前，我们需要先使用 USB 数据线连

接开发板与计算机。 

 

图  通过数据线连接主控板和计算机 

3.2  预设置 

 计算机连接主控板后点击“预设置”按钮，我们将要通过下拉菜单选择对应

的 Arduino 主控板型号和通讯端口编号，选择无误后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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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设置后 Buddy++主界面的右上方将会显示当前连接主控板的型号和

当前通讯串口的序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主控板型号和通讯串口序号选择错误

将会导致程序编译失败和烧录失败（也有部分情况是在编译并烧录成功后程序运

作不正常）。 

 

图  通过预设置指定主控板型号和串口序号 

3.3  编写程序 

 开发者在主界面代码编辑区进行编码工作，有经验的开发者可以直接以手动

编码，入门开发者可以选择使用交互的方式进行编码，更多关于交互式编程的内

容将在后续章节中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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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使用 Buddy++进行程序编码 

我们重新设计了代码编辑器，Buddy++实现了完美的中文支持及更优秀的语

法高亮功能，编辑器支持包括关键词、运算符号、数据类型、函数名、注释等语

法元素的高亮提醒，并且完美支持 Arduino、C/C++等语言的语法，有完善的行

数提示，支持代码段的缩放。 

3.4  烧录程序 

在完成编码和编译的操作后，我们需要把编译后的目标程序烧录上传到

Arduino 主控板。再次强调，在进行编译与烧录之前首选需要进行预设置，选择

接入的板型和选定通讯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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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选择正确的主控板型号和串口序号 

 

图  源码编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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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完成后就可以点击烧录，当然也可以一键编译与烧录，点击 Buddy++界

面上方“烧录”按钮即可。需要提示一下，烧录的过程中开发板中的 TX、RX 指

示灯会不停闪动。 

 

图  程序烧录上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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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完成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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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互式编程 

Buddy++与 Arduino 官方 IDE 相比最大的特色是加入了交互式编程的机制，

以往我们使用 Arduino 官方的 IDE 进行开发时使用的只能使用简陋的编辑器，语

法高亮不完善，也没有代码提示，这对于零基础入门的开发者来说十分头疼，我

们在 Buddy++中加入了人性化的交互式编程机制，开发者可以通过窗口设置的方

式生成模板代码，无需牢记枯燥的各式关键词、数据类型和语法结构。 

4.1  变量的定义 

 变量的应用是在程序设计的过程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以往对于初学者来说其

首先需要掌握开发语言所支持的数据类型，接着是变量应用的相关语法，例如是

变量的定义，变量的赋值，变量的运算等等。 

 

图  使用变量定义工具生成代码-1 

为了降低初学者的门开，Buddy++为开发者提供了变量定义与初始化辅助工

具，开发者可以通过下拉菜单的方式选择指定的数据类型，也可以通过工具对变

量进行赋值。这样初学者就可以在未牢记数据类型和变量应用语法的前提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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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图  使用变量定义工具生成代码-2 

4.2  If 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是程序设计基本思路三个基础流程中的重要一环，Buddy++通过辅

助工具协助初学者使用基于 IF 语句的分支结构编程。 

使用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二个图样为“IF”简写的图标即可弹出

“If 条件判断”工具，对话框中我们可以通过手动输入即将进行条件判断的变量

或数值，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下来菜单选择在代码中已经声明定义的变量名称。

选择好条件判断的变量后，我们需要通过中间下拉菜单选择两个变量彼此的条件

判断逻辑关系，其中包括有等于、大于、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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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成 IF 结构代码-1 

默认的情况下辅助工具将会生成一段基于 If 语句的条件判断代码片，如果开

发者勾选了“分支”复选选项，工具将会生成一段基于 If…else 的代码片段，开

发者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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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成 IF 结构代码-2 

4.3  For 循环结构 

 循环结构同样也是程序设计基本思路三个基础流程中的重要一环，我们通常

使用 For 语句实现程序有限次数的循环结构，Buddy++通过辅助工具协助初学者

使用基于 For 语句的循环结构编程。 

使用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三个图样为“For”简写的图标即可弹

出“For 条件循环”工具。工具提供了两种设置模式，在“基本模式”中，开发

者只需要输入程序循环执行的具体次数皆可生成基于 For 语句的循环结构代码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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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本模式生成 For 结构代码-1 

 

图  基本模式生成 For 结构代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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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模式”中，开发者可以自定义控制循环条件的初始值、逻辑条件、

界限值、步长自增或自减去、步长制，通过精确定义生成基于 For 语句的循环结

构代码片段。 

 

图  高级模式生成 For 结构代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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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级模式生成 For 结构代码-2 

4.4  While 循环结构 

 While 语句同样是实现程序循环结构的重要工具，Buddy++通过辅助工具协

助初学者使用基于 While 语句或 Do…While 语句的循环结构编程，While 语句的

含义是当条件成立时一直循环，Do…While 语句的含义是一直循环直到条件成立。 

 使用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四个图样为“WH”简写的图标即可弹

出“While 条件循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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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成 While 结构代码-1 

 

图  生成 While 结构代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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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条件循环”工具与“If 条件循环”工具使用方式类似，我们同样需

要指定两个用于逻辑判断的变量和逻辑条件，不同的是工具将生成的是基于

While 语句的循环结构代码片，当开发者指定的条件成立时程序将一直执行。此

外，如果开发者勾选了“do”复选框时工具生成的是基于 Do…While 语句的循环

结构代码片，程序将一直循环执行直到开发者所指定的条件成立而跳出循环。 

4.5  Switch Case 分支结构 

 如果程序中涉及到较多的分支仅使用 If…Else 语句会显得冗长而且运行会较

为低效，这时我们一般使用 Switch…Case 语句实现程序的分支。Buddy++通过辅

助工具协助初学者使用基于 Switch…Case 语句的分支结构编程。 

使用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五个图样为“SW”简写的图标即可弹

出“Switch…Case 条件分支”工具。 

 

图  生成 Switch…Case 结构代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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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成 Switch…Case 结构代码-2 

 在对话框中，我们首先通过右侧的下拉菜单选择条件分支的数量，默认下选

择的是 3，目前工具最多支持 10 个条件表达式，如果条件数量超出范围开发者

可以自行通过编码的方式补充。 

选择条件数量后，左侧的数值列表会动态更新，我们需要在顶端的表达式中

选择即将进行条件判断的变量，然后根据对应的条件选择控制分支的数值，完成

后点击确定按钮工具将会在代码区指定区域生成基于 Switch…Case 语句的分支

代码片段。 

4.6  端口模式定义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使用某引脚前没有设定端口模式或者模式设置不正确，

引脚输入输出过程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错误。 

 pinMode(pin, mode)函数用于配置 Arduino 引脚的模式，其为一个无返回值的

函数，pinMode()函数常放在 setup()函数中来确定引脚的功能。参数 pin 表示所要

配置的引脚，mode 表示需要的模式，一般为 INPUT 或 OUTPUT，辅助工具中已

经为开发者提供了相应的选项，更多模式参数请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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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端口模式 描述 

01 OUTPUT 数字输出 

02 OUTPUT_OPEN_DRAIN 

开漏模式，由外部上拉电阻提供输出引脚

电源。某些数字输出引脚通过这个模式可

以输出 TTL 电平的信号 

03 INPUT 

数字输入，该状态在未接外部电路时，由

于内部电路非常敏感、电磁干扰等，会让

其读取值为随机的 0 或 1。 

04 INPUT_ANALOG 模拟输入 

05 INPUT_PULLUP 

与数字输入相同，但是内部通过一个高阻

值的电阻连接到电源，使得引脚在没有连

接外部信号的时候能够读取稳定的高电平

信号，防止干扰。 

06 INPUT_PULLDOWN 

与“INPUT_PULLUP”类似，只不过高阻

值电阻连接到的是地而非电源，没有信号

时读取的输入是稳定的低电平。 

07 INPUT_FLOATING 和“INPUT”等效 

08 PWM 脉宽调制输出 

09 PWM_OPEN_DRAIN 开漏输出模式的脉宽调制输出 

 

使用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六个图样为“PM”简写的图标即可弹

出“PinMode 端口设置”工具。对话框需要开发者通过下来菜单选择将要进行配

置的端口和指定的模式，选定后点击确定按钮，工具将会在代码区指定区域生成

相应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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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设置端口模式-1 

 

图  设置端口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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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数字端口 I/O 

 Buddy++为开发者提供便捷的数字端口信号读写工具，开发者可以通过辅助

工具读取指定数字端口的电平信号，同理也可以向指定的数字端口写入电平信号。 

使用数字端口读取工具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七个图样为“DR”简

写的图标即可弹出“DigitalRead 数字端口读取”工具。对话框中开发者需要通

过下拉菜单指定读取的数字端口编号，然后选择一个变量用于信号的存储。完成

后点击确定按钮，工具将会在代码区指定位置插入相关的代码片段。 

 

图  数字信号读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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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字信号读取-2 

使用数字端口写入工具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八个图样为“DW”

简写的图标即可弹出“DigitalWrite 数字端口写入”工具。对话框中开发者需要

通过下拉菜单指定写入的数字端口编号，然后选择写入低电平或高电平。完成后

点击确定按钮，工具将会在代码区指定位置插入相关的代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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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字信号写入-1 

 

图  数字信号写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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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模拟端口 I/O 

Buddy++为开发者提供便捷的模拟端口信号读写工具，开发者可以通过辅助

工具读取指定模拟端口的电平信号，同理也可以向指定的模拟端口写入电平信号。 

使用模拟端口读取工具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九个图样为“AR”简

写的图标即可弹出“AnalogRead 模拟端口读取”工具。对话框中开发者需要通

过下拉菜单指定读取的模拟端口编号，然后选择一个变量用于信号的存储。完成

后点击确定按钮，工具将会在代码区指定位置插入相关的代码片段。 

 

图  模拟信号读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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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模拟信号读取-2 

使用模拟端口写入工具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十个图样为“AW”

简写的图标即可弹出“AnalogWrite 数字端口写入”工具。对话框中开发者需要

通过下拉菜单指定写入的模拟端口编号，然后选择写入模拟电平信号（数值范围

为 0-255）。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工具将会在代码区指定位置插入相关的代码片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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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模拟信号写入-1 

 

图  模拟信号写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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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设置延时 

 使用延时设置工具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十一个图样为“DL”简写

的图标即可弹出“设置延时”工具，注意输入变量单位为微秒（ms），1000 微秒

等于 1 秒。 

 

图  设置延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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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设置延时-2 

4.10  串口通讯模板 

 串口通讯是 Arduino 开发中常用的对外通讯方式，Buddy++为广大开发者提

供了相关的模板代码生成功能，仅需要简单设置即可生成功能代码段。使用该功

能时开发者点击左侧工具栏纵向第十二个图标即可弹出“串口通讯模板”工具，

指定用于接收串口信息的字符串变量和通讯波特率后，编辑器中将会生成相关的

代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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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串口通讯模板代码生成-1 

 

图  串口通讯模板代码生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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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扩展工具 

 为方便初学者能较高效地使用扩展模块 Buddy++特意提供了“扩展工具”的

功能，开发者可以使用“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开发基于扩展模块的应用，例如是

LED 阵列绘图、蜂鸣器谱曲、全彩彩灯的编程、数码管的显示、LCD 屏幕的显

示等等，这些扩展工具也将以插件的形式呈现，开发者可以根据相关标准定制开

发指定功能的扩展插件。 

 

图  扩展工具 

4.11.1  LED 点阵绘图 

 Buddy++配套一个 8×8 LED 点阵图案生成的插件，开发者可以通过可见即

所得的方式编辑 LED 阵列的显示图案。开发者点击界面中的圆点进行图案编辑，

亮红色的圆点为阵列中被点亮的 LED 灯，编辑完成后点击“生成”按钮，插件

就会在代码区指定的位置中插入代表编辑图案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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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ED 点阵绘图工具 

4.11.2  谱曲工具 

 使用蜂鸣器开发一个编程音乐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不同

的脉冲信号改变蜂鸣器发声的频率从而控制器发出的声调。以往使用纯代码进行

开发时，歌曲的编辑是一项十分抽象的工作，从而要求开发者有良好的空间想象

能力。Buddy++针对这个问题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非常简便的谱曲插件，开发者

可以使用“可见即所得” 的方式对曲谱进行创作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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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可视化谱曲工具 

 开发者需要在界面中选取对应曲谱的音调和节拍，当开发者完成编辑后，点

击生成按钮，插件就会在代码区指定的位置中插入代表的代码。 

4.11.3  颜色拾取 

 当我们对全彩彩灯模块进行开发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接触相关的颜色代码，

颜色值的表达往往有多种方式，如使用整型、浮点型、字节型记录颜色 RGB 分

量，又如使用十六进制代码记录颜色值等等，这对于初学者来说要熟记或掌握这

么多类型的颜色数值表示方法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 Buddy++提供了颜色拾取的

插件为初学者提高开发效率。开发者只需要点击弹出“颜色拾取”插件，在调色

盘或颜色表中选择指定的颜色，插件就会生成选中颜色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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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颜色拾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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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Buddy++始自开发至今已经持续 3 年，目前已经处于公开测试阶段，接下来

我们将陆续发布软件的使用教程。项目同时也标定位开源软件项目，我们已经把

项目代码上传到 Github，感兴趣的开发者可以关注该项目，我们诚邀广大 Arduino

开发者参与公开测试活动，如有疑惑或建议，大家可以在项目主页讨论区尽情畅

谈。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开发者与我们一起继续开发，为

Buddy++增添更具活力的功能，感谢大家对本项目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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