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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X”证书 Web 前端开发中高级证书等级
标准中 Bootstrap 框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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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移动终端平台的普及使用，在实现移动装备全面显示网页的功能外，还必须兼容传统的桌面平台
的显示，响应式Web设计科技也应运而生。笔者全方位阐述了响应式Web设计的有关理念、重要技能与创设注意事项，
并透过对目前比较风行的响应式 CSS框架 Bootstrp实施简单论述，并对怎样研发其应用项目实施进行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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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obile terminal platform, in addition to weighing the comprehensive 
display web page of mobile equipment, it must als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desktop platform to display 
web page, so responsive web design technology has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relevant concepts, 
important skills and creation precautions of responsive web design, and briefly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ottrp, a 
popular responsive CSS framework, and discusses in detail how to develop its applic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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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宽带与手机等移动装备科技的飞速进步，手机

业已作为当前网络冲浪的核心移动设备，也是民众获得

讯息的有效助手。如此，在讯息发布与处理时，需要使

用移动设备。然而针对项目缺乏充裕资本来创设与研发

专业的移动 APP 的问题依然没有有效解决。怎样迅速、

有效地研发传统桌面装备的 Web 应用，并且怎样使用移

动设备等难题对 Web 前端工程师来讲是一种巨大的挑

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伊桑·马科特给出了趋近出色

的解决方案并给出全新的系统名称：响应式 Web 设计。

1 网格系统简介

1.1 网格系统部署

Bootstrap 除了使用 CSS 媒体检索科技对荧屏进行适

配操作外，还启动了响应式的网格系统让界面部署伴随

荧幕大小的改变而进行自我调试。网格系统截面划分为

12 列，能够依照需要变更界面数据所横跨的列数，让界

面部署的空间变得更大，其核心效果图见图 1。

图 1 网格系统部署图

1.2 作业原理

其一，界定容器（.container）与其基础模式，包括

行距、内边距、外边距等；其二，在容器中界定数据行；

其三，在数据行中界定列数（.column），唯有列才可被

当成数据行的直接子元素。这是基础的界定模式，即根

据容器、数据行、列的次序逐层界定。必须说明的是，

网格部署的最大列数是 12，因此界定列数不可超越 12 列。

界定列后就能在列内界定界面要素。以中屏设施为实例

进行论述，其实例编码是：

.container{

padding : 0 auto;

margin : 0 auto;

}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md-8”> 具体内容 </div>

<div class=”col-md-4”> 具体内容 </div>

</div>

</div>

为了便于查看，还要界定对应的左内边距与右内边

距，以显示列间距。然而因为界定了内边距，首列左端

与最终列的右端与容器会有距离上的误差，因此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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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行界定与内边距数据等同但是为负值的左外边距与

右外边距，用来消除以前所定义的左内边距与右内边距。

除了通过界定内外边距，Bootstrap 还具备对数据列偏转

程度的控制功能，即透过列偏转 offset 来完成。此属性

界定在类中，offset 之后所显示的数据就是横跨的列的数

目，运用较为简易，对距离的设定也更为精准。

2 响应式 Web 设计

2.1 响应式 Web 设计界定与 CSS 框架简介

响应式 Web 设计（RWD）是核心的设计工作，是

马克特提出的。其在 A List Apart 刊载了具有创新意义的

文章，把 CSS2 既有的研发科技：流式部署、弹性图像、

CSS3 的新科技、媒体与媒体检索融会贯通，并称其为响

应式 Web 设计。该术语还有相同概念的不同称谓，比如

流式设计、弹性部署、塑料部署、流体创设、自我调适

部署、跨设施设计与弹性设计等。

简而言之，响应式 Web 设计即：任何设施对网页内

容实施高效部署的一类显示模式。其使用了创造性的设

计思维：移动先行。

2.2 响应式 Web 设计的重要技巧

响应式 Web 设计所牵涉的科技并非最前沿的科技，

其与 Ajax 科技有共通之处，其是运用创造性思维重新解

读传统科技，例如流式部署、弹性图像，并使用 CSS3

新科技下的媒体检索与媒体监听技术。

通过研讨、比较以上各类响应式 CSS 框架源编码，

从而总结出其核心功能：

（1）流式部署与栅格系统。界面部署的科技包含

既定宽度、流式与弹性部署。在以桌面为核心的网页设

计中，使用的是既定宽度部署功能。其特征元素的宽度

的单位是像素。这类部署的优势在于——Web 前端工程

师对部署与定位有着很强的操控能力，其亦为最简易、

使用频率最高的部署模式。然而劣势也很明显，其不适

用于移动终端。弹性部署通过字号来设计元素的宽度，

其通常将 body 的 CSS 特征 font-size 预设为比例数据，

外部包裹因素的宽度的单位是 em，而内部因素的宽度

是通过比例来显示的。然而，由于浏览器均有界面缩小

的功能，因此这类部署使用频率并不高。因此，为了兼

容两类设备，全部框架中均使用流式部署。也就是讲，

其因素的宽度单位使用比例来显示的，并且使用 CSS3

的 min-width、max-width 完成部署。

为了可以迅速地对界面进行部署，开源的响应式

CSS 框架研发了一系列响应式、移动 APP 先行的流式

栅格系统，伴随显示屏或视口的增多，系统会自我分

解为最大列数 12 列，而任意列的宽度都是相等的。对

任意设备均有相应的 CSS 类来管控列的宽度；透过预

设断点来管控每行的显示数据。例如，Bootstrap 框架就

包含四大类的显示屏 : 迷你显示屏（手机 <768px）、小

显示屏（平板电脑 >=768px）、常规显示屏（PC 显示

器 >=992px）、大显示屏（大 PC 显示屏 >=1200）等，

其类前缀依次是：col-xs-*、col-sm-*、col-md-*、col-

lg-*。

（2）响应式图像。响应式图像的概念是：客户代

理可以自动根据输出设施的分辨率来载入不同类别的图

像，来适应不同的显示需要，并不会让宽带成本上涨。

并且，伴随输出设施种类或分辨率等功能进一步优化，

可以第一时间自动载入相应类别的图像，不会对视觉造

成太大的冲击。要提出的是：此处所指的响应式图像不

包含背景图像，仅是狭义地指代 html 里的元素 ing 的图

像，其会伴随显示器或窗口的缩小而自动缩小，然而最

大大小不会超越父元素的大小。其大多数 CSS 框架完成

目标的编码是：

.img-responsive{

display: block;

max-width: 100%;

height: auto;

}

（3）媒体检索。CSS3 媒体检索（Media Query）是

由媒体种类与 1 个或若干个检查媒体特征的条件表述式

构成。媒体检索阶段，常用来检查媒体特征的 Weidth、

height、color 等。使用媒体检索，能够在不改变界面内

容的前提下，为特殊的输出设施提供高端显示功能。因

此，可以完成响应式 Web 的设计，其功能极为强大。

在全部开源响应式 CSS 框架中都会用到此技术，以下是

Bootstrap 源编码的使用典例：

@media (min-width: 768px) {

.lead {

font-size: 21px;

}

} 这部分编码使用对象通常是平板电脑。此外，还

有下列表述模式：<link rel=”stylesheet” media=”screen 

and

(orientation:portrait)” href=”portraitscreen.css”/>

这部分编码是媒体检索表述式询问了媒体种类，之

后询问了媒体特征。

（4）运用 less 或 sass，提升编制 CSS 代码的质量。

以上 CSS 框架均有组件库。为了让研发人员可以迅速、

深入地整改或定制适用于本身生产需要的组件库，在编

写源编码阶段运用 Less 或 Sass 科技较为常见。

Less 或 Sass 科技是 CSS 科技的拓展，在并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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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功能的基础上并在已有的 CSS 语法环境下，增加许

多拓展功能。例如，变量、融合、嵌套与方程式等。鉴

于高端编程语言的局部优势，可以高效地提升 CSS 编码

的编程效率与编程质量。

2.3 Bootstrap 技术论述

2.3.1 Bootstrap 简述

Bootstrap 是微博的创造者推特在 2011 年 8 月提出

的响应式 Web 设计的一些列前端解决方案，版本更新到

了 4.0，与过往的版本对比，其创新性思维令人赞叹。

其是在 HTML5、CSS3、jQuery 技术基础上提出的，

其不但包含栅格系统、排版、编码、图表、摁钮、辅助

性等基本编码，还包含繁杂的组件库与 JavaScript 插件库，

并且还能够完成不同主题的任务；其有利于 Web 研发人

员迅速研发出页面统一、用户体会深刻的 Web 网页。

2.3.2 Bootstrap 在研发响应式 Web 设计中的具体运

用

（1）Bootstrap 在研发响应式 Web 前端的重要步骤。

首先，在 Bootstrap 中，将文档结构尽量科学化，再运用

Bootstrap 的基础模板，通过修正基础模板满足项目的要

求，尤其要留意 js 要置于 body 元素内最后端，并且应

载入 jQuery.min.js 文档。其次，运用 Bootstrap 的栅格系

统完成响应式部署，并在模块中填补对应的元素或系统

给出的组件并完成排版，对不同输出设备进行检测，检

查是不是与预计效果相同。再次，依照 Web 界面的设计

效果图，编写自定义的组件 html 或对已有组件 html 编

码结构进行优化，让 html 结构语义化。而且，透过增加

或改动 CSS 编码，获得 Web 前端设计的终极效果。所以，

其成果会与 Web 工程师的设计效果图有误差，而强化交

流、消弭歧义，找到平衡点是关键。

（2）Bootstrap 在开发响应式 Web 前端的核心技巧。

要多研究 Bootstrap 的源编码，尽可能根据其编码准则与

技巧进行操作。首先，CSS 声明次序：有关的属性应归

结到一组，并依照以下的排列次序排位：positioning、

box model、typographic、visual。

而 CSS 命名原则是——根据 BootStrap 源编码命名

原则，完成增添、改动 CSS 编码的工作。其板组件编码是：

<div class=”panel panel-default”>

<div class=”panel-heading”>…</div>

<div class=”panel-body”>…</div>

<div class=”panel-footer”>…</div>

</div>

为了不变更原始面板组件的样式，并且又要与项目

研发的需要相符合，可以得到编码：

<div class=”panel panel-default”>，并且，对组件

的样式可以重新写入。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考虑到成本与客户的浏览习惯的前提

下，判断能否将网页设计成响应式界面或能否使用响应

式 CSS 框架，都必须通过缜密的思量。而找寻到一个近

乎完美的项目的研究方案是极为有挑战性的。本文的论

述中，对 Bootstrap 框架在 Web 研发中的不断尝试是有

着一定的理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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