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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前言">前言</h2>
<blockquote>
<p>bug, 又名程序缺陷或者程序漏洞, 是每个程序员每天都回避不了的东西。程序员对 bug 的感情
谓是五味杂陈：一方面 bug 非常可恶，尤其是一些偶现的 bug，它强大到可以摧毁一个优秀程序员
意志；另一方面很多 bug 又是程序员自己亲手写下的，无奈之余只能自嘲一句：不写 bug 我们就要
业了！</p>
</blockquote>
<p>作为一名职业程序员，同时也是一名开源创作者, 夸张点说，我解过的 bug 可以绕地球一圈, 每
写 bug 解 bug 几乎是我的日常。</p>
<p>但是，作为一个善于思考和总结的技术 up 主，我怎么能止步于每天写 bug 和解 bug 呢？更何
，人生在世，总得有点追求。既然我不能够阻止 bug 的产生，那么就让我总结一点 bug 的修复技巧
让 bug 消失地更快点吧!</p>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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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1-bug修复的生命周期">1.bug 修复的生命周期</h2>
<blockquote>
<p>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其实修复一个 bug 就像给病人看一场病，本质上是相通的。</p>
</blockquote>
<p>当我们遇到一个 bug(问题)的时候，一般我们需要经历如下 6 个步骤：</p>
<ul>
<li>1.<code>了解bug</code>。我们首先需要到底出了什么 bug，现象是什么，怎样发生的。</l
>
<li>2.<code>复现bug</code>。在了解了 bug 的大致情况之后，我们需要能够找到复现的路径，
就为后面 bug 的定位提供可靠的依据。</li>
<li>3.<code>定位bug</code>。当有了稳定的复现途径之后，要做的就是打断点、打日志进行调
，来一步一步分析和定位 bug，到底是那块代码导致的错误。</li>
<li>4.<code>确认bug</code>。当我们定位到 bug 出错的地方之后，我们就需要分析这到底是不
 bug。如果是 bug，那么这个 bug 出现的根源是什么，到底能不能解决。</li>
<li>5.<code>修复bug</code>。在明确了 bug 的根本原因之后，下面就需要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
修复这个 bug 了。</li>
<li>6.<code>验证bug</code>。并不是每次我们修复完 bug 之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此时我们还
要去重现 bug 以确保 bug 被真正修复。除此之外，有条件的我们还需要去验证相关场景，以保证修
该 bug 不会引入其他 bug。</li>
</ul>
<p>以上可以总结为 12 字方针--"了解、复现、定位、确认、修复、验证"bug。一般在稍微大一点
公司，都会有对应的流程对 bug 的修复进行流程控制，最终形成闭环。</p>
<p>可以看到的是，其实修复 bug 只是解决一个 bug 的 6 个步骤中的其中一步。很多刚刚参与工作
程序员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一遇到 bug，就开始漫无目的地看代码或者是上网各种瞎搜索，又或者各种
脑问，最后搞了一圈可能连自己要解决的 bug 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解决 bug 的效率可想而知
</p>
<p>可能读到这的你此刻非常想问：怎样才可以更快地修复一个 bug 呢？那么下面我就根据上面讲
六个步骤来分别讲解一下对应的技巧。</p>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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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id="2-解决bug的艺术">2.解决 bug 的艺术</h2>
<blockquote>
<p>在我看来，修复一个 bug 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修复一个 bug 的方法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如何从
本上解决一个 bug，并保证这个 bug 下次不再复现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这就需要我们学习一下
决 bug 的艺术。</p>
</blockquote>
<h3 id="2-1-了解bug">2.1 了解 bug</h3>
<blockquote>
<p>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bug 修复的第一步当然是先了解 bug 了。</p>
</blockquote>
<p>了解 bug 是解决 bug 最重要的一步，它直接决定了后面五步执行的效率和质量。糟糕的错误报
和不负责任的问题描述都是埋葬程序员修复 bug 意志的罪魁祸首。</p>
<p>在了解 bug 之前，我们需要收集足够的信息，了解它产生的现象、描述、复现步骤、以及解决
的预期是什么等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它呢？</p>
<p>下面我给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p>
<h4 id="2-1-1-观察现象">2.1.1 观察现象</h4>
<p>光凭文字说明是无法准确领悟到 bug 的精髓的。因为每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文字表达描述
是千差万别的。</p>
<p>如果说这个时候能提供一段出错的视频或者问题截图，又或者能够现场演示错误的话，这样观察
象，然后再结合问题描述之后，一定能够帮助你快速地了解这个 bug。</p>
<h4 id="2-1-2-询问相关人员">2.1.2 询问相关人员</h4>
<p>这里你询问的可以不仅限于发现 bug 的人（一般是测试人员），当然你首先应当询问的还是这
发现 bug 的人。</p>
<p>这里你需要着重询问 bug 报告上你觉得迷惑的点，比如出现 bug 的应用版本、设备型号、bug 
现的频率、bug 产生的步骤和恢复的途径、bug 修复的预期效果等。这里你需要进行刨根问底地询
，因为可能 bug 发现人觉得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对你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点。</p>
<p>问完发现 bug 的人之后，我们还可以向 bug 对应模块的负责人（测试、开发、产品）询问该模
的业务逻辑，说不定能够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哦。</p>
<h4 id="2-1-3-提供bug报告模板">2.1.3 提供 bug 报告模板</h4>
<p>一份优秀的 bug 报告模板，可以让程序员直接跳过 bug 修复的前三步，直接进入到 <code>确
bug</code> 步骤，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 bug 修复的效率。那么一份优秀的 bug 报告模板应当具
哪些内容呢？</p>
<ul>
<li>bug 的标题和问题描述</li>
<li>出现 bug 的应用版本</li>
<li>出现 bug 的设备信息（型号、版本等）</li>
<li>bug 产生相关的视频、截图和错误日志</li>
<li>bug 复现的步骤</li>
<li>bug 出现的必要条件（环境）和恢复途径</li>
<li>bug 修复后的预期效果</li>
<li>bug 对应的模块或者关联 bug</li>
</ul>
<p>有了以上的内容之后，相信程序员能够很快地了解这个 bug，定位出 bug 产生的原因并予以解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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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2-2-复现bug">2.2 复现 bug</h3>
<p>如果你在第一步 <code>了解bug</code> 中获得了良好的 bug 报告的话，则此部分可以很容
。你只需要按照 bug 报告中的 bug 复现步骤，按顺序操作即可稳定复现 bug。</p>
<p>当然，很多时候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你手握 bug 报告，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工作，然而
bug 就是无法复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p>
<h4 id="2-2-1-重新了解bug">2.2.1 重新了解 bug</h4>

原文链接：程序员的 bug 修复宝典

https://ld246.com/article/1609094004701


<p>此时为了能够复现 bug，你可能需要回到上一步，重现去了解 bug。因为你之前对 bug 的理解
能产生偏差，又或者你第一步并没有做好才导致了 bug 未能复现。这个时候带着疑问去重现了解 bu
，可能你会发现新的大陆。</p>
<h4 id="2-2-2-将偶现bug转为必现bug">2.2.2 将偶现 bug 转为必现 bug</h4>
<p>偶现 bug 算是 bug 家族中最调皮的一个了。它们以没有规律，难以复现等特性，经常能把以一
好好的程序员给逼疯。</p>
<p>但是既然是要复现 bug，那么肯定要找到 bug 稳定复现的路径，这样才能方便下面 bug 的定位
这里我推荐大家的一个做法就是想办法把偶现的 bug 转化为必现的 bug。因为即使是偶现的 bug，
多也是特定条件下必现的 bug，只不过此时你还没发现这个特定条件而已。</p>
<p>那么怎样才能将偶现 bug 转为必现 bug 呢？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常用的技巧：</p>
<ul>
<li>1.<code>对比法</code>：观察并对比复现和不复现的各方面条件，找到那个必现的特定条件
</li>
<li>2.<code>注释（删除）代码法</code>：对怀疑的代码进行注释（删除），直到彻底将偶现 bu
 转变为必现 bug。</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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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id="2-3-定位bug">2.3 定位 bug</h3>
<blockquote>
<p>一旦我们找到了 bug 稳定复现的步骤之后，下面的工作就是开始定位 bug 产生的地方了。</p>
</blockquote>
<p>这一步可以说是解决 bug 的关键环节，这一步骤的难易程度一般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p>
<ul>
<li>1.程序员自身的代码量（工作经验）</li>
<li>2.对项目代码（业务）的熟悉程度。</li>
<li>3.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li>
</ul>
<p>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快地定位出 bug 产生的位置呢？下面我提供一些思路供大家参考：</p>
<ul>
<li>1.<code>断点调试</code>。这是程序员通用，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定位问题的方式。一个不会
点调试的程序员和瞎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li>
<li>2.<code>日志分析</code>。其实并不是所有 bug 都可以进行断点调试的。比如在一些循环
用或者业务较为复杂的场景下，打日志分析定位是较为适合的方式。</li>
<li>3.<code>排除法分析</code>。如果一个 bug 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
取排除法的方式是最优的。你可以把可能导致 bug 产生的代码块都打上日志或者断点，然后重现一下
bug 进行问题的定位。</li>
<li>4.<code>代码回滚分析</code>。如果你这个 bug 在之前的版本是好的，但是在现在版本上
出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代码回滚大法。把你的代码回滚到你怀疑的版本，运行看 bug 是否消
，然后对两个版本之前代码有何区别，最终定位出 bug 产生的位置。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二分法来提
代码的回滚效率。</li>
<li>5.<code>注释（删除）代码法</code>。这个我在上一个步骤中也提到过。对于一些难以理解
定位的 bug，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法进行尝试。不过这个方法使用起来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可能你删
的那一串代码虽然能够解决 bug，但是却不是 bug 产生的根源，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将必现 bug 改成
偶现 bug，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li>
<li>6.<code>源码分析法</code>。有的时候有些 bug 可能并不是你的代码导致的问题。可能是
三方库本身的 bug，又或者是系统本身的 bug，又或者是你误用 api 导致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
拥有源码分析的能力。深入源码中，一层层分析直到最终找到 bug 产生的原因。</li>
<li>7.<code>联想法</code>。通过一些类似的 bug 修改经验从而联想猜测出 bug 产生的位置。
个方法对使用者本身有较高的要求。需要使用者对项目代码和业务逻辑非常熟悉，同时对问题分析的
力有较高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牛人能够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他们常用的就是这种方式。</li>
<li>8.<code>场外支援法</code>。这是实在定位不出 bug 才采取的下下策。因为它并不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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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bug 的能力，同时请别人帮忙定位 bug，你就需要把你之前所做的工作都要全盘地向他表述一
，这样不仅会降低 bug 修复的效率，同时还不一定能保证定位出 bug 产生的位置，它取决于你表述
题的能力和帮你的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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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f70fb41408a264a4ab136d1b8a8a52623305d.pn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
/12/202fbe511b184c58fa324583ad3f70fb41408a264a4ab136d1b8a8a52623305d-3fe8a0c4.p
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3 id="2-4-确认bug">2.4 确认 bug</h3>
<blockquote>
<p>在我们定位出 bug 产生的位置后，下面的工作就是分析 bug 产生的根源了。</p>
</blockquote>
<p>这一步可以说是 bug 修复 6 个步骤中最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直接决定了这个 bug 能否被彻底
解决，同时也是最能体现 bug 修复艺术的步骤。</p>
<p>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步往往被很多人给忽视了。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修复 
ug 的时候，都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p>
<ul>
<li>1.<code>自身经验水平的限制</code>：一些初入项目的程序员经常因为修复一个 bug 而导
了另一个 bug，又或者只是看到了 bug 的表象却不能感知到 bug 产生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 10 种
生 bug 的情况他可能只改了一种，将必现问题改成了偶现问题，让 bug 变得更加复杂。</li>
<li>2.<code>时间限制</code>：这是我们程序员经常碰到的限制。这在互联网企业非常普遍，通
解决一个 bug 是有时间限制的，例如：这个项目明天就要上线了，并强制要求你今晚就得想办法解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被逼无奈，采取硬编码的方式去临时把这个 bug 给按住。其实这样虽然 bug 是
临时解决了，但是却会让这个 bug 变得愈加复杂。很多公司出现的那些祖传代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生的，动一下就可能产生无数未知的 bug，令人绝望。</li>
<li>3.<code>业务限制</code>：很多时候导致代码逻辑非常复杂难懂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种业务限
。我们在修复一个 bug 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种业务的限制，导致 bug 的修复一种不能从根
上予以解决，只要业务一调整就可能导致这个 bug 反复地出现。</li>
</ul>
<p>说了这么多限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呢？</p>
<ul>
<li>1.<code>多积累经验，提升自身的水平</code>：这是打破自身经验水平的限制。</li>
<li>2.<code>及时处理bug</code>：在收到 bug 报告的第一时间就去处理，尽可能打破时间的限
。</li>
<li>3.<code>多熟悉业务</code>：有时间就多去了解和梳理业务，深入研究项目代码。这样我们
解决 bug 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对业务不熟悉而无法分析出 bug 产生的根源。</li>
<li>4.<code>准确定位bug</code>：bug 定位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了你能否分析出 bug 产生的根
。因此你需要仔细分析和定位 bug，使用我上面介绍的 8 种方式去定位 bug。</li>
</ul>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e4b89ada874506c4c2f2faed
1c092dc272c0178b5deadb36d21f3a3acb2316d.pn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
/12/e4b89ada874506c4c2f2faed91c092dc272c0178b5deadb36d21f3a3acb2316d-cb9e2807.p
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3 id="2-5-修复bug">2.5 修复 bug</h3>
<p>其实前面的四步都是为这一步所做的铺垫。有了前面四步的工作，相信到这儿也是相对微不足道
了，剩下的就是如何优美地解决这个 bug 了。</p>
<p>到了这个阶段，bug 通常不需要大的修改来修复，因此这一步往往会非常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
的技巧啦。</p>
<h3 id="2-6-验证bug">2.6 验证 bug</h3>
<blockquote>
<p>作为 bug 修复的最后一步，它是确保 bug 被真正修复的最后保障。</p>
</blockquote>
<p>在这里需要我们着重注意以下几点：</p>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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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1.重复之前复现 bug 的步骤来验证 bug 是否被彻底解决。</li>
<li>2.验证 bug 修复可能改动到的相关模块是否正常，保证 bug 修复不引入新的 bug。</li>
</ul>
<p>如果上述有任何一点没有达到的话，请返回步骤四和步骤五，重新修复 bug！</p>
<hr>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5e8d884e0fe21f9702834d4
414af1323a6a709343d125038e925faae2b7d066.pn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
0/12/5e8d884e0fe21f9702834d41414af1323a6a709343d125038e925faae2b7d066-29d3bcb4.
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2 id="3-如何提高bug修复的效率">3.如何提高 bug 修复的效率</h2>
<blockquote>
<p>上文我们着重讲解了解决 bug 的艺术，为的是能够更好地解决 bug。但是如何才能保证既有效
又快速地修复 bug，提高 bug 修复的效率呢？</p>
</blockquote>
<p>通过上面对于解决 bug 的艺术的讲解，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影响 bug 修复效率的几个关键点：<
p>
<ul>
<li>1.bug 信息收集的效率以及有效性。</li>
<li>2.时间限制的压力。</li>
<li>3.人员对项目代码（业务）的熟悉程度。</li>
<li>4.人员自身经验和分析问题的能力。</li>
</ul>
<p>以上 4 点可以说直接决定了 bug 修复的效率。那么如何才能提高 bug 修复的效率呢？下面我将
一给出我的看法。</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ba4c5ca45dc24d90875b72a
df3b4659fdcbd2d1200b250f84218d6f19f45cd6.pn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
/12/ba4c5ca45dc24d90875b72abdf3b4659fdcbd2d1200b250f84218d6f19f45cd6-495f536e.p
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3 id="3-1-建立健全的信息收集机制">3.1 建立健全的信息收集机制</h3>
<blockquote>
<p>bug 信息的收集可以说是修复 bug 过程中最为耗时的环节。提升 bug 信息收集的效率以及有效
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我们修复 bug 的效率。</p>
</blockquote>
<p>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健全的信息收集机制呢？这里我给出我的几点建议：</p>
<h4 id="3-1-1-提供优秀的bug报告模板">3.1.1 提供优秀的 bug 报告模板</h4>
<p>上文我们在 <code>了解bug</code> 一步中提到过：一份优秀的 bug 报告模板，可以让程序
直接跳过 bug 修复的前三步，直接进入到 <code>确认bug</code> 步骤，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 bu
 修复的效率。</p>
<p>这里我再次重复一步，一份优秀的 bug 报告模板应当具备哪些内容：</p>
<ul>
<li>bug 的标题和问题描述</li>
<li>出现 bug 的应用版本</li>
<li>出现 bug 的设备信息（型号、版本等）</li>
<li>bug 产生相关的视频、截图和错误日志</li>
<li>bug 复现的步骤</li>
<li>bug 出现的必要条件（环境）和恢复途径</li>
<li>bug 修复后的预期效果</li>
<li>bug 对应的模块或者关联 bug</li>
</ul>
<h4 id="3-1-2-建立完备的日志体系">3.1.2 建立完备的日志体系</h4>
<blockquote>
<p>一套完备的日志体系，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知道用户到底做了什么才导致 bug 的出现。</p>
</blockquote>
<p>在项目的初期，我们可能为了赶工期而常常忽视了日志打印的重要性，这很可能就会导致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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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维护将非常得艰难。</p>
<p>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日志体系呢？</p>
<ul>
<li>1.并不是所有的用户（测试）都能够给你描述清楚 bug 产生的信息。</li>
<li>2.即使用户（测试）给你描述了 bug 产生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的代码逻辑，他们只
根据 bug 出现的现象告诉你问题，可能他们的表述和你的理解不在一个频道。</li>
</ul>
<p>如果你有这么一套完备的日志体系，那么你就可以在用户（测试）不用开口的情况下，直接 get 
用户的操作行为以及对于的代码逻辑。同时，可能一句关键点的报错日志就可以帮你直接定位到 bug
产生的位置，从而直接进入第四步 <code>确认bug</code>。</p>
<p>说了这么多，我们应该如何打印高效的日志呢？</p>
<ul>
<li>1.在异常分支返回前打印日志。</li>
<li>2.在复杂业务流程的关键点打印日志。</li>
<li>3.在对外交互或者模块交互点打印日志。</li>
<li>4.在用户交互或者生命周期的关键点打印日志。</li>
<li>5.对重要的信息点打印日志，记录用户画像。</li>
<li>6.按重要性分等级打印日志。</li>
<li>7.禁止在循环中打印日志，禁止打印无效的日志。</li>
<li>8.禁止打印用户隐私相关的信息。</li>
</ul>
<h3 id="3-2-建立自动化测试机制">3.2 建立自动化测试机制</h3>
<blockquote>
<p>建立自动化测试机制,可以让突破 <code>时间限制</code> 成为可能。</p>
</blockquote>
<h4 id="3-2-1-更早地发现bug">3.2.1 更早地发现 bug</h4>
<p>很多时候来自时间限制的压力，往往是测试不充分导致的。很多 bug 直到产品临近上线或者交
的时候才被发现，这个时候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在时间上做出限制，无情压迫我们这些活在公司
力最底层的程序员们。</p>
<p>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一套自动化测试机制，每天下班后都进行自动测试的话，那样很多 bug 就能
提前发现，从而为我们修复 bug 预留了不少宝贵的时间。</p>
<h4 id="3-2-2-节约bug验证的时间">3.2.2 节约 bug 验证的时间</h4>
<p>对于一些复杂难解、偶现的 bug，我们往往会在 <code>确认bug</code> 到 <code>验证bu
</code> 之间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套自动化测试机制或者工具帮助我们验证 bug 的
，就可以极大地缩减我们修复 bug 的时间。</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4eeda1bf6bdde7c44bdb86f
64d4528e.png"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0/12/4eeda1bf6bdde7c44bdb86fb64
4528e-f8f9e299.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3 id="3-3-提高项目代码-业务-的熟悉程度">3.3 提高项目代码（业务）的熟悉程度</h3>
<blockquote>
<p>提高人员对项目代码（业务）的熟悉程度，这样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人员 <code>定位bug</cod
> 的效率。</p>
</blockquote>
<h4 id="3-3-1-建立丰富的知识库体系">3.3.1 建立丰富的知识库体系</h4>
<blockquote>
<p>建立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自己责任内项目代码（业务）的理解，同时还
帮助我们快速了解我们所不了解的业务模块。</p>
</blockquote>
<p>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丰富的知识库体系呢？下面我给出我的几点建议：</p>
<ul>
<li>1.对知识进行分类。</li>
<li>2.定期添加和更新知识库的内容。</li>
<li>3.提高知识库的检索效率。</li>
<li>4.定期组织知识的分享。</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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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5.激励贡献知识库的人员。</li>
</ul>
<h4 id="3-3-2-建立责任田划分机制">3.3.2 建立责任田划分机制</h4>
<blockquote>
<p>划分责任田的目的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p>
</blockquote>
<p>划分责任田的好处：</p>
<ul>
<li>1.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划分完责任田后，田主需要对自己负责的模块负责，这就必然要求其
模块内的代码（业务）更加熟悉。</li>
<li>2.责任到人利于追责和 bug 跟踪。</li>
</ul>
<p>当然责任田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p>
<ul>
<li>1.职责明确之后可能导致缺少全局视野。一些复杂的 bug 可能是几个模块共同作用下才产生的，
于这类 bug 的定位势必会大大增加难度。</li>
<li>2.划分责任田之后，可能导致踢皮球的情况。</li>
</ul>
<p>责任田划分机制，它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是否需要建立责任田划分机制，还是需要结合企业自身
情况而定的。</p>
<h3 id="3-4-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3.4 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h3>
<blockquote>
<p>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可以帮助我们提高 <code>定位bug</code>、<code>确认bug</code
 以及 <code>修复bug</code> 三个步骤下的效率。</p>
</blockquote>
<ul>
<li>1.<code>建立公平的员工晋升制度</code>。这样可以充分调动人员的主动性的积极性，提升
员的个人素质和业务能力。</li>
<li>2.<code>建立岗位轮换制度</code>。让人员定期负责不同的模块，可以极大地提升人员的综
素质和全局视野。</li>
<li>3.<code>定期组织培训学习</code>。</li>
</ul>
<hr>
<h2 id="4-最后">4.最后</h2>
<p>以上内容，是我参与工作五年，开源六年以来所总结下来的全部经验，喜欢的可以点击收藏或者
连支持一下！最后，还是祝福大家从此代码无 bug，哈哈哈！！！</p>
<h2 id="5-微信公众号">5.微信公众号</h2>
<blockquote>
<p>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搜索我的微信公众号:【我的 Android 开源之旅】</p>
</blockquote>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我的 Android 开源之旅" data
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0/11/d664a8795b81439e8670fef5bc81ca4a.jpeg?imageVi
w2/2/interlace/1/format/jpg">我的 Android 开源之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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