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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年來，DLNA/UPnP 的相關產品雖陸續推出，但

大多數產品都是將 Controller 的功能併入 Player 中，讓

使用者直接在 Player 上選取檔案進行播放。演變成每一

個 功 能 相 同 的 Player 上 皆 須 再 一 次 建 置 類 似 的

Controller 功能，造成一定的資源浪費。我們的概念是基

於以上問題，將 Controller 功能從 Player 拉出，解決資

源浪費的問題，也增加系統便利性。如此一來，除了可

以更貼近 DLNA 的架構，也能提高大眾對數位家庭使用

的意願；更能降低了數位化家庭的門檻，這對於數位家

電的普及化是非常重要的。 

關 鍵 詞 ： DLNA 、 UPnP 、 數 位 家 庭 、 Digital Media 

Controller。 

 

一、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在這個要求快捷便利的時代，數位家電應運而生。

而近年來，DLNA/UPnP的相關產品雖然陸續推出，但目

前市面上的DLNA相關產品，大多都是各自將Controller

的功能併入Player中[2][16]，讓使用者直接在Player上選

取檔案進行播放。因此我們希望實作一個方便使用者使

用的Controller，去整合數位媒體伺服器和數位媒體播放

器，以減少目前大致都將Controller建立在數位媒體播放

器所多出的成本。 

另一方面，目前的DLNA/UPnP產品大都讓使用者回

到家後無法快速且方便的使用；其原因為若是希望同時

使用兩個以上的Player必須分別到位於不同地點的Player

去設定。可是若是使用本系統的智慧型DLNA/UPnP多媒

體遙控器，那麼就只需要在一個舒適的地點，打開遙控

器便可以快捷便利的使用產品。我們希望藉由提高便利

性期望，增加大眾對於數位家電的認識以及使用。在此，

我們選擇影音系統做為此次實作的題目，也希望將來可

以配合DLNA/UPnP相關產品延伸及應用。 

1.1 實作概述 

我們透過無線網路，利用Controller偵測數位媒體

伺服器和數位媒體播放器，進行整合播放。透過本系

統，基於FreeRunner，實作Digital Media Controller功能，

可提升數位化生活的便利性，增加大眾使用DLNA無線

連結的意願。也期望未來可以利用本系統的架構去整

合更多的DLNA/UPnP相關產品。另外，本系統可將存

在於Digital Media Server的影音利用串流傳輸的方式在

Digital Media Player上播放，省下本來應該將影音複製

的時間，讓民眾疲憊時可以很快選擇希望播放的歌曲

而不用先去做拷貝的工作，當然同一個檔案也可以讓

不同使用者使用，換言之不會侷限於一人一台Server，

而是整個家庭只需一個Server，降低成本以提高大眾的

使用意願[12]。 

本系統實作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DLNA/UPnP環境建置。分別在VIA x86 

Embedded 上 建 置 DLNA/UPnP Media Server 軟 體 、

Real6410 ARM Embedded建置可播放串流之播放軟體。

將一般數位家庭的框架建置出，方便之後的實作及驗證。 

第二部分：Player 功能建置。Player 為播放Digital 

Media Server上影音檔的工具。由於此播放軟體並非UPnP 

Media Client，因此我們在Player上撰寫一個UDP廣播程

式以便Controller的功能實作。 

第三部分：Controller功能實作 。此部分是本系統最

重要的部分，將在FreeRunner上撰寫程式整合及控制整個

DLNA/UPnP多媒體系統。 

 

二、 系統相關背景知識 

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  
數位生活網路聯盟(DLNA)是一個由消費性電子、行

動電話，以及電腦廠商組成的聯盟組織。它以標準認證

方式讓各家影音產品能可以透過統一的傳輸規範進行跨

帄台互通[7]。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DLNA建議採用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UPnP) 標準。

UPnP 最大的願景就是希望任何設備只要一接上網路，所

有在網路上的設備馬上就能知道有新設備加入，而這些

設備彼此之間能互相溝通，就能直接使用或控制它，一

切都不需要設定[5]。 

 

三、 系統架構 

本系統主要時做部分著重在Digital Media Controller。

如圖1所示，我們將在Neo FreeRunner上進行撰寫程式讓

Digital Media Server和Digital Media Player進行檔案的傳

送 及播 放等功 能。 而在 Digital Media Server 和 Digital 

Media Player上則各別移植uShare及MPlayer這兩個開放原

始碼的軟體[4][6]。以實現數位家電的Server及Client功能。 

 
圖 3 系統架構簡圖 

3.1 系統裝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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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Media Server (DMS)：數位媒體伺服器，提

供媒體檔案的儲存，並提供瀏覽及影音串流傳輸等功能。 

Digital Media Player(DMP)：數位媒體播放器，可

串流播放由Digital Media Server所提供的媒體檔案裝置。 

Digital Media Controller(DMC)：數位媒體控制器，

作為遙控裝置，可尋找DMS上的多媒體檔案，並指定可

播放該檔案的DMP進行播放。 

3.2 系統軟硬體帄台 
表 1 系統平台簡述 

裝置 主要軟體 硬體 

DMS GeeXboX  uShare VIA x86 Embedded 

DMP MPlayer Real6410 ARM Embedded 

DMC X Window Neo FreeRunner 

 

 
圖 2 系統使用平台 

 

表 2 平台系統簡述 

平台 設備＆系統 

DMS 

VIA x86 

  512MB DRAM 

  802.11g 54Mbps WiFi USB Adapte 

  Linux 2.6.33 

  Busybox v1.18.3 

DMP 

Real6410 

  ARM11 S3C6410 

  1GB FLASH 

  802.11g 54Mbps WiFi USB Adapte 

  Linux 2.6.28.6 

  Busybox v1.18.4 

DMC 

FreeRunner 

  ARM9 400MHz - S3C2442 

  256/128MB flash/DRAM 

  802.11 g/b WiFi 

  Linux 2.6.29 

  Busybox v1.15 

 

四、 系統流程與實作 

4.1 系統流程 

如圖3所示，首先利用Cross Compiler在Real6410上

建置MPlayer，作為系統中的DMP。而後在上面撰寫廣播

程式，讓DMC可以得知網域上存在的所有DMP[10]。然

後在VIA x86 embedded上建置uShare套件，作為系統中的

DMS。 

最後，我們在Neo FreeRunner上撰寫本次系統最為

核心的程式。DMC負責偵測網路上所有設備所發出的廣

播，並區分出DMS及DMP以便之後個別進行不同的工作。 

 
圖 3 系統流程 

 

4.2 DLNA/UPnP 環境建置 

Addressing 

安裝完 DMS 的 uShare 及 DMP 的 MPlayer 後，基於

DLNA 的架構，在 IP Address 設定採用 DHCP 分配的做

法[1][3]。在 WiFi 的連接部份，整個 DLNA 多媒體系統

設備都使用 wpa_supplicant 軟體連結至無線路由器。此軟

體具有紀錄 AP 資訊的功能，這樣的話，多媒體設備只要

一啟動就會自動根據記錄檔連接無線網路。這樣就可以

達到本作品希望減少使用者操作，增加便利性的述求了。 

4.3 Player 功能建置 

UDP Broadcast 

在 DMP 上撰寫 UDP 廣播程式，發送資料表讓

DMC 接收，以得知網域上存在的所有 DMP 個別的資訊。 

而所發送的資料表包括四個內容及其功能如下： 

建置的軟體：雖然目前本系統是只用 MPlayer 模擬

環境，可是其實只要使用支援串流播放的軟體皆可使用

本系統，所以需要使用的軟體名稱讓 DMC 下達指令時可

依據此資料使用的對應的指令。 

本身的 IP 位置：讓 DMC 知道要對哪個 IP 發送要求。 

使用者自行取的別名：若是直接提供使用者 IP 位置，

會不方便使用者使用，因此一開始會請使用者先設定各

DMP 的別名(ex.Room、Upstairs、Downstairs)，以便使用

者可以明確的選擇欲選取的設備所在位置。 

支援的檔案格式：因每個軟體支援的格式不同，故

需要資訊供 DMC 判斷推薦可支援的 DMP 給使用者。 

1.4 4.4 DMC 功能實作 

如圖 4 所示，本系統主要核心(DMC)功能實作為偵

測 DMS 和 DMP 所發出的廣播訊息。確定目前有可供使

用的 DLNA 裝置資訊，以供之後連結使用。選擇希望使

用的 DMS 和 DMP，瀏覽 DMS 上的音訊檔，並擷取所要

播放的音訊檔資料，將資料傳給 DMP 並於 DMP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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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Digital Media Controller功能方塊圖 

 

4.4.1   DMC 對 DMS 操作部分 

Discovery 

當DMC啟動後，會發布搜尋要求給所有網域上的

UPnP Device，此搜尋會描述DMC的要求，當網域上有符

合的UPnP Device(DMS)時，此Device就會回應DMC[13] ，

如圖5所示。 

 
圖 5  DMS Discovery 示意圖 

 

Description 

當DMC找到DMS後，如圖6所示，DMC為了進一步

的獲得DMS的資訊，會透過HTTP的GET指令，進行取得

資訊的動作，取回DMS以XML描述本身資訊的文件[13]。

這份XML文件包含的資訊有Server名稱、Server IP、此

Server提供的動作與狀態變數，還有一個控制此裝置的

URL網址。 

 
圖 6  DMS Description 示意圖 

 

Control – 取得 DMC 共享檔案列表 

當DMC有了DMS的詳細資料後，DMC就可以知道

DMS的動作要求該如何下達了，如圖7所示，DMC首先

會傳送一個瀏覽共享檔案的動作 Browse() 訊息 (XML 

Document)給DMS；DMS執行完畢，會回傳結果給DMC。 

 

 
圖 7  取得DMC共享檔案列表 

 

4.4.1   DMC 對 DMP 操作部分 

Discovery & Description 

當使用者依據 DMS 共享檔案列表選擇檔案後。如圖

8 所示，會發佈廣播要求，搜尋所有網域上的 Player，而

在 DMP 接獲廣播後，所有網域上的 DMP 皆會一個 Data 

Table 給 DMC。 

此 Data Table 主要功能是為了告知 DMC，各個

DMP 建置的軟體、IP 位置、使用者自行取的別名、支援

的檔案格式。DMC 可以利用這些資訊整合 DMC 和 DMP。 

 
圖 8  Discovery & Description 示意圖 

 

4.4.3  整合 DMS & DMP 

 得到 DMS 回覆 Browse()動作的 XML Document 以及

DMP 回覆的 Data Table 這兩個檔案後，DMC 就可以進行

整合以及操控整個多媒體影音系統。 

如圖 9 所示，首先 DMC 會列出 DMS 共享的 File 

List 供使用者進行瀏覽及選擇欲播放的檔案；選檔完成後，

DMC 會再根據系統上各個 DMP 回覆的 Data Table，列出

所有支持所選檔案的 DMP 別名供使用者選擇。 

最後，DMC 會下達播放的要求給所選定的 DMP，

進行檔案播放。 

 
圖 9  DMC整合系統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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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MC 會下達播放的要求給所選定的 DMP 後；如

圖 10 所示，DMP 會開始播放 DMS 提供的串流檔案

(URL)。而 DMP 會將播放要求的結果回覆給 DMC，讓

DMC 可以知道 DMP 播放的狀況。 

 
圖 10  系統播放功能示意圖 

 

五、 研究結果 

5.1  環境架設 

 

 

圖 11  DLNA/UPnP 環境建置 圖 12  DMC 設備 

 

 
圖 13  使用者命名新第一次出現的 DMP 

 

5.2  系統操作 

 
 

圖 14  列出 DMS 分享的檔案列表 圖 15  搜尋可支援的 DMP 

 

 
圖 16  列出所有可支援的 DMP 

         
圖 17  DMP 播放畫面 

 

 
圖 18  DMC 可控制”停止播放”或在另一 DMP 播放其他多媒體檔案 

 

六、 結論 

我們注意到一些DLNA/UPnP的相關產品；但卻發現

雖然它的便利性較高，但可能是由於價錢門檻及宣導不

足等種種原因，數位家庭的產品現在還是非常不普及的，

但我們認為數位家庭是現在及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因

此開始思考改善的方法，我們發現數位家電的在市場上

出現的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一些印表機、電視螢幕。因

此我們主要著墨在數位媒體播放器(DMP)這個部份。 

在詴用了許多數位媒體播放軟體之後，我們發現其

便利性似乎還不能夠真正達到DLNA聯盟概念上的數位家

庭。其真正的原因便是本系統的著重點，大多數的數位

媒體播放器皆將數位媒體遙控軟體內建，造成DMP硬體

及軟體上的資源增加，因此我們構想出本系統，希望可

以解決這個問題，也使數位家庭得以更被重視以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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