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ad 曳影 1520 

Yocto 用户指南 
 

 

 

 

 

 

 

 

 

 

 

 

 

 

 

版本序号 V1.0.0 

保密等级 保密 

日期 Sept-16-2022 

 



 

                                                                       

  保密 

Copyright © 2022 T-HEAD Semiconducto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the property of T-HEAD Semiconductor Co., Ltd. This document may only be distributed to: (i) a T-

HEAD party having a legitimate business need fo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or (ii) a non-T-HEAD party having 

a legitimate business need fo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No license, expressed or implied, under any patent, 

copyright or trade secret right is granted or implied by the conveyance of this document. No part of this document may 

be reproduced, transmitted, transcrib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translated into any language or computer language,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magnetic, optical, chemical, manual,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AD Semiconductor Co., Ltd.  

Trademarks and Permissions 

The T-HEAD Logo and all other trademarks indicated as such herein are trademarks of T-HEAD Semiconductor Co., 

Ltd. All other products or service name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Notice 

The purchased products, services and features are stipulated by the contract made between T-HEAD and the customer. 

All or part of the products, services and feature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may not be within the purchase scope or 

the usage scope.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all statements,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document are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document to ensure accuracy of the contents, but all statements,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document do not constitute a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Copyright © 2022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本文档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归属于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下称“平头哥”)。本文档仅能分派给：(i)拥有合

法雇佣关系，并需要本文档的信息的平头哥员工，或(ii)非平头哥组织但拥有合法合作关系，并且其需要本文档的信息的合

作方。对于本文档，未经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明示同意，则不能使用该文档。在未经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

的情形下，不得复制本文档的任何部分，传播、转录、储存在检索系统中或翻译成任何语言或计算机语言。 

商标申明 

平头哥的 LOGO 和其它所有商标归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未经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

任何法律实体不得使用平头哥的商标或者商业标识。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平头哥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或特性可能不在

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平头哥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文档中的所有

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不对任何第三方使用本文档产生的损失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T-HEAD Semiconductor Co., LTD 

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科路 366 号、川和路 55 弄 2 号 5 层  

网址: www.t-head.cn 

http://www.c-sky.com/


 

 

 

                                                                       

  保密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 

版本历史 

版本 说明 作者 日期 

V1.0.0 

 

 

 

 

 

 

 

 

 

 

 

 

 

 

 

 

 

 

 

 

 

 

 

 

 

初稿 

 

 

 

 

 

 

 

 

 

 

 

 

 

 

 

 

 

 

 

 

 

 

 

  

 

T-Head Sept-16-2022 

 

 

 

 

 

 

 

 

 

 

 

 

 

 

 

 

 

 

 

 

 

 

 

 

  



 

 

 

                                                                       

  保密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2 

目录 

版本历史 ............................................................................................................................................................... 1 

目录 ...................................................................................................................................................................... 2 

图表目录 ............................................................................................................................................................... 4 

术语与缩略语 ....................................................................................................................................................... 5 

1 概述 .................................................................................................................................................................. 6 

2 编译环境 ........................................................................................................................................................... 7 

2.1 docker 环境.............................................................................................................................................. 7 

2.1.1 安装 docker .................................................................................................................................. 7 

2.1.2 下载 dockerfile ............................................................................................................................. 7 

2.1.3 构建 image ................................................................................................................................... 8 

2.1.4 启动 docker .................................................................................................................................. 8 

2.1.5 登录 docker .................................................................................................................................. 9 

2.1.6 镜像迁移 .................................................................................................................................... 10 

2.2 Ubuntu 环境 ...........................................................................................................................................11 

3 编译 ................................................................................................................................................................ 15 

3.1 组件 ...................................................................................................................................................... 15 

3.1.1 源码目录 .................................................................................................................................... 15 

3.2 Linux 内核 ............................................................................................................................................. 16 

3.2.1 源码路径 .................................................................................................................................... 16 

3.2.2 构建 Linux 内核 ......................................................................................................................... 17 

3.2.3 清除 Linux 内核 ......................................................................................................................... 17 

3.2.4 menuconfig .................................................................................................................................. 18 

3.3 U-Boot ................................................................................................................................................... 18 



 

 

 

                                                                       

  保密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3 

3.3.1 源码路径 .................................................................................................................................... 18 

3.3.2 构建 U-Boot ............................................................................................................................... 18 

3.3.3 清除 U-Boot ............................................................................................................................... 18 

4 添加组件 ......................................................................................................................................................... 19 

4.1 查看组件 .............................................................................................................................................. 19 

4.2 增加组件 .............................................................................................................................................. 19 

4.3 进入组件目录 ....................................................................................................................................... 20 

4.4 构建 SYSROOTS SDK ......................................................................................................................... 20 

4.5 Makefile 例子 ........................................................................................................................................ 21 

4.6 Cmake 例子 ........................................................................................................................................... 23 

5 其他 ................................................................................................................................................................ 25 

 

 



 

 

 

                                                                       

  保密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4 

图表目录 

  



 

 

 

                                                                       

  保密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5 

术语与缩略语 

缩略语 英文全名 中文解释 

   

   

 

  



 

 

 

                                                                       

  保密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6 

1 概述 

本文将主要介绍 Yocto 的基本用法，指导用户基于 Yocto 完成日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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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环境 

Yocto 编译环境使用 Ubuntu 18.04，推荐使用 Linux + docker 的方式部署，因特殊原因无法使用 docker

的，请参考 Ubuntu 环境章节。 

2.1 docker 环境 

请先安装 Linux 基础 OS，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Ubuntu、Centos 等 Linux 发行版本，具体安装方法

本文不做详细介绍。安装完成后，在此 OS 的基础上继续安装 docker，然后构建 docker image，将相关的开

发环境构建在 docker 里面，后续的开发都基于 docker 内的环境进行，具体的构建方式如下。 

2.1.1 安装 docker 

使用官方安装脚本自动安装。 

 

2.1.2 下载 dockerfile 

点击下载 linux-dev-master.7z 解压后进入 linux-dev-master 目录，打开 Dockerfile，修改用户名和 ID，

“your the same user name asyour host”修改成用户 host os 的用户名： 

 

“your user id”的值记录在/etc/passwd，打开后搜索自己的用户名所在的行，anonuid 字段的值即是对应

的 ID。 

https://gitee.com/thead-yocto/documents/blob/master/linux-dev-master.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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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构建 image 

运行以下命令构建自己的环境。  

docker build -t linux-dev-base:base 。 

这个 docker 镜像可以编译 thead 发布的 buildroot、yocto 等 Linux SDK。默认密码为 123。 

查看构建的 dokcer image，正常情况下可以看到如下结果： 

 

2.1.4 启动 docker 

docker 启动可以使用 docker run 命令。 

 

注意：可以通过-v 选项挂载 host 的一个或多个目录，起到类似共享文件的作用，其中：your_name：docker container 名

称，起一个自己的名字，不要和别人重名；your_lock_home：host 本地路径；your_home：本地路径在 docker 里的 mount 路

径。 

查询启动的 docker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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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能看到：  

 

2.1.5 登录 docker 

执行如下命令登录 docker。 

 

此时已 ssh 登录到 docker 里的 Ubuntu 18.04，运行以下命令查询系统版本： 

 

在启动 docker 一节中，对 host 本地$HOME 目录和 docker guest $HOME 做了映射，因此在 docker 的 

home/thead 目录下能看 host $HOME 目录下的所有内容，并且所有在 docker 该目录下的文件与 host 完全同

步，docker 关闭或删除都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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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镜像迁移 

个别环境下，因网络受限等原因，无法从零开始构建完整 docker image，此时可以通过 docker save 和 

docker load 命令完成镜像迁移的过程，即在一台网络不受限制的 PC 先构建好 image，再迁移到目标机器上。  

具体步骤为先将镜像保存为压缩包，然后在其他位置再加载压缩包。  

在网络不受限制的 host 上执行以下命令生成 docker image： 

 

查看生成的 docker image，确认 image 生成。 

 

开始保存 image。 

 

这步后可以在命令执行的当前目录下生成 linux-dev-base:base.tar.gz。  

将 tar 包拷贝 linux-dev-base:base.tar.gz 到目标机上，然后用 docker load 命令导入 image。 

 

此时在迁移目标机上就可以看到 image 了。  

docker images linux-dev-base:base  

迁移完毕后，就可以启动 docker container 了，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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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执行：  

 

2.2 Ubuntu 环境 

本章介绍不基于 docker 环境的编译环境搭建方法。  

首先安装 Ubuntu 18.04，安装方法请参考 Ubuntu 官方网站，不再赘述。 

安装编译 Yocto 所需的依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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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译 

本章节介绍 Yocto 使用过程中会用到的常用技巧，如需系统性了解 Yocto 知识可以参考如下手册：  

 SDK 提供的中文手册《Yocto 开发手册》  

 英文版《BitBake 用户手册》  

 英文版《Yocto 工程参考手册》 

3.1 组件 

Yocto 以 package 为单位管理海量的开源软件组件，如需编译某个 package，要编译某个 package，方法

如下： 

 

每个 packege 都会在自己的 recipes 文件中定义支持哪些 task，列出本 package 支持的所有 task 以及 

help 信息： 

 

3.1.1 源码目录 

Yocto 集成了大量的开源 package，这些 package 编译的时候的工作目录通常在以下目录： 

 tmp-glibc/work/riscv64-oe-linux  

 tmp-glibc/work/${MACHINE}  

以 gnome-shell 为例，目录结果通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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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nome-shell-3.34.5：源码目录 

 image：编译输出 

 build：编译目录  

查询 package 目录的方法： 

  

3.2 Linux 内核 

3.2.1 源码路径 

Yocto 在编译的时候将源码下载到如下路径下： 

 

以 5.10 内核为例，编译过一次内核后，会看到如下目录结构，其中： 

 linux-5.10.y：内核源码，带 git 信息  

 linux-light_fm_linux-standard-build：编译中间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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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编译过程中日志 

 image：安装到文件系统的文件 

 

3.2.2 构建 Linux 内核 

一般修改 Linux 内核源码后，只需要执行该命令即可。 

  

3.2.3 清除 Linux 内核 

该命令会清除整个 Linux 内核的构建目录，通常不需要执行。 

 

注意：clean 会清除 temp/work 下的内核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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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menuconfig 

 

更多命令可通过 bitbake linux-thead -c listtasks 查看。 

3.3 U-Boot 

3.3.1 源码路径 

Yocto 在编译的时候将源码下载到如下路径下，其中倒数第二级目录名称为 U-Boot 版本号。 

 

3.3.2 构建 U-Boot 

一般修改 U-Boot 内核源码后，只需要执行该命令即可。 

 

3.3.3 清除 U-Boot 

该命令会清除整个 U-Boot 内核的构建目录，通常不需要执行。 

 

更多命令可通过 bitbake u-boot -c listtasks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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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构建镜像 

构建命令如下： 

MACHINE=light-a-public-release bitbake light-fm-image-linux 

MACHINE 支持列表： 

light-a-public-release：曳影 1520 EVB-A 验证板 

light-b-public：曳影 1520 EVB-B 验证板 

light-beagle：beagle-board 开发板 

3.5 镜像打包 

预发布的镜像包含了 light-a-public-release，light-b- public，light-beagle 的多种镜像，为了简化烧写镜像

包的打包流程，可以用如下仓库的脚本完成相关工作。 

cd ~/xuantie-yocto/build/light-fm/sdk 

./sdk.sh 

对于一般开发者，如果用于镜像烧写，可以减少一些打包行为，只需执行：./sdk.sh no-deb no-tarball 

4 添加组件 

4.1 查看组件 

如查看名字中带有“perf”的组件是否存在： 

 

4.2 增加组件 

比如要在镜像中增加 perf 命令，方法如下： 

第一步：在 image 对应的 bb 文件中增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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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d1-image-miniapp-dev image 中增加 perf 工具，则： 

 

第二步：执行“构建镜像”命令，方法见本文 3.4 章节。  

第三步：执行“打包”命令，方法见本文上 3.5 章节。 

4.3 进入组件目录 

增加组件后，如果需要查看组件源码，可以通过如下命令进入组件的构建目录： 

 

4.4 构建 SYSROOTS SDK 

通过本章节构建出来的 SDK，内包含工具链，是用来开发 Linux 应用程序，比如开发运行在 Linux 上

的 helloword，就需要这个 SDK。该 SDK 在提供的 SDK 压缩包中已经存在，一般用户直接使用即可，不

需要操作本章节步骤。  

由于 Yocto 版本有缺陷，构建 SDK 前需要先删除 coreutils，构建完成后再把其改回来。在 openembedded-

core 目录下，修改如下（第 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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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构建 d1-image-miniapp-dev sysroots SDK： 

 

构建完成后，生成的 SDK 在如下目录，使用方法可见 D1 Linux 快速上手手册。 

 

4.5 Makefile 例子  

使用 tree 可以看到，其有一个 bb 文件，然后其中还有一个目录放着 Makefile 与 sourc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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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 bb 文件内容如下： 

 

可以看到，bb 文件中指定了下面几个变量的值：  

 SRC_URI：定义源码。 

 LIC_FILES_CHKSUM：这个是 checksum，如果是基于像 git 与 svn 的版本管理 source，则不需要

定义。 

 FILES_$(PN)：PN 是 Package number，指代软件版本使用的 PV 与 PR 结合表示，即前面 bitbake -

s 中看到的 3-r0。 

除变量外，该 bb 文件重载了有两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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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_compile 

 do_install 

这两个方法，对应了 task list 中的 compile 与 install task。 

添加软件包之前，确认好以下信息：  

 原始软件在哪里，git 仓库的地址、分支、revision，tar 包的地址、sum 值。 

 是否有额外的 patch、配置文件？ 

 使用哪种方式编译，makefile、cmake、meson、ninja、脚本等，确保已经可以单独编译成功。  

 编译的产物是什么，要放到哪里？ 

4.6 Cmake 例子  

以下是一个基于 cmake 的例子，旨在 demo 如何在 Yocto 下，如何集成基于 cmake 的 package。 

 

本例子功能如下：  



 

 

 

                                                                       

  保密 

 ©【平头哥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24 

B：c 语言编写的加法函数，编译成动态库，供 C 和 A 使用，即编译出动态库的例子。  

C：c 语言编写的减法函数，以及调用 B 中的减法函数例子，即动态库调用动态库的例子。 

A：c 语言编写的可执行程序例子，会调用 B 和 C 编译出的动态库，以及一个 ffmpeg 的例子。 

编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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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其他关于 Yocto 的高级用法，请参考《Yocto 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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