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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册是当前移动应用中的重要功能模块,如何快速的加载和展示相册图片对于用户体验的提升具有显著意义.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分批加载和取尾排序的相册枚举及排序优化方法.当用户相册中图片较多时,枚举每隔一定数量的图片
后即抛出排序显示,由于排序耗时大于枚举耗时,在每批排序完成后取最后一批枚举的图片再行排序,即取尾排序.实践表明
采用本文的优化方法后,相册排序显示效率提升明显,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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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随着生活场景的丰富繁多和手机相机功能的不断升级,

移动 APP中的相册模块使用频率愈趋广泛[１].而随着相册
中图片数量的增多,特别是在需要对相册中图片按日期排序
的功能场景,如何快速的加载图片,以及如何提高图片排序
的效率成为了一个亟需解决和优化的问题[２－４].针对这个问
题,本文以iOS平台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分批加载和取尾排
序的优化方法.

２　相册功能模块
移动应用中相册模块通常包括按日期排序的 Moment

以及Albums这两个功能.其中 Moment功能和系统相册类
似,根据图片的日期信息进行排序,之后按照不同日期分类
别显示.

３　Moment功能实现思路

Moment的一般实现原理为先遍历系统的所有相册,之
后获取每个相册内图片的日期信息,根据日期进行分类和排
序,最后把枚举完的所有数据放到界面上来显示.

加载 完 数 据 之 后,即 可 创 建 UICollectionView,设 置

dataSource以显示 moment图片.但是如果相册图片数量较
大,常规加载方法耗时会急剧上升,造成用户打开相册卡顿,
白屏甚至是程序冻结等严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

４　优化方案
对于 Moment功能,常规加载逻辑需要遍历完系统内的

所有相册图片后再按日期排序后显示给用户.因此,优化的
切入口只能在枚举和排序这两部分.本文基于此提出了分
批加载和取尾排序的思路来解决大批量图片下枚举和排序
的性能问题.其思路为如果用户手机相册内图片数量较多,
不是等所有图片都枚举排序完再显示,而是枚举每隔一定数
量的图片(比如５０张)后即抛到队列(NSOperationQueue)里
面按日期分类并排序,排序完成后再显示给用户,如此既可
以让用户感知到图片动态加载的过程,也使图片能分批加
载,避免性能和内存的激增.一般情况下,排序的耗时会大
于图片枚举的耗时,也就是第一批５０张图片排序完成后,前
面枚举抛到队列里面等待排序的图片已经有若干批,此时我
们只对最后一批图片进行排序,即取尾.同时,清空当前队
列,因为中间批次的数据已经无排序的意义了,相册只取最
新批次的图片进行显示.方案详细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为了最大程度的减轻动态加载后刷新显示对用户造成

的突兀感,在显示之前需要判断用户是否在滑动页面,只有
页面静止的时候刷新显示.但对于全部图片枚举完成后的
最后一批数据则要暂时保存住(否则最后批次的数据会丢
失),待用户停止滑动后再行刷新显示.

４．１　分批加载

Moment需要按日期分类显示,最新的显示在最前面,所
以在枚举相册的时候可以先从最近的相册开始(一般用户拍
摄的照片相对导入的图片会早一点).加载到５０的倍数张
后就抛到队列里面等待排序.一个相册枚举完后再继续遍
历其余的相册,如此循环,直至所有相册遍历完毕.

４．２　取尾排序
每组批次的图片都加到一个串行队列里面等待排序,该

批次的排序完成之后取当前队列最后一个(也就是最新过来
的枚举图片)继续执行排序,同时清空当前的队列内的数据.

４．３　图片显示逻辑
中间批次按日期分类过的数据准备就绪后,在刷新图片

显示之前先判断一下当前用户是否在滑动屏幕,如果是非滑
动状态则刷新显示,否则直接丢弃掉,但是对于最后一批数
据需要先存储着,并在用户停止滑动的回调函数内进行判
断,一旦用户停止滑动了就立即刷新到页面上显示.

５　方案展望
将上述优化方案应用于项目中进行测试,当相册数量达

到１００个,总图片数大于一万张后,相册仍然能够正常打开
并流畅滑动,表明该方案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和应用价值.

虽然该方案极大的提高了相册加载和排序的性能,但仍
然有继续改进的空间,在此提出一些技术展望的设想,以期
抛砖引玉之效:

１)枚举队列内等待排序的中间数据亦可以保留,待用户
停止滑动后做差别排序,而不是简单的直接丢弃.

２)排序队列目前存在着重复排序.比如,当第一批５０
张图片排序后,第二批进入排序的２００张图片又需要重新分
类排序,中间批次的数据只是为了展示给用户一个动态加载
过程,所以第２００张图片可以只对后面的１５０张图片进行排
序,图片中有新的日期则新建日期类别,相同日期的直接插
入前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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