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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如何利用 !" 编制一个应用程序，生成 #$%&’( 能识别的具有一定数据格式的明码文件，以便利用

#$%&’( 制作出适合本单位行业特点的图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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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日益完善，

越来越多的部门、行业，都把 #$%&’( 作为必备的软

件服务于本单位。以前，我队一直使用 (567861 9 - 及

&8:;:7< 作地质、物化探图件，难以有效地将地质与物

化探图件叠合在一起，而 #$%&’( 软件能很好地解

决这个问题。#$%&’( 软件是面对众多行业开发的，

而针对某一特定专业，由于其行业规范的要求不一

样，从而所需图件的版式不尽一致。在使用 #$%&’(
的过程中，根据我单位的行业要求，利用 !" 编程编

辑了一些适用软件，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现就

“绘制任意矩形图框”的问题介绍如下。

* 简介

#$%&’( 生成的图框样式（图 *）与我们常用的

图框样式（图 ,）（都为 *：*-- --- 图框）在坐标的标

注上有很大的差异，为此，不得不将 #$%&’( 形成图

框的点、线文件进行修改，既费时又费力，而且每次

修改得到的图框点、线属性，尤其是点的位置难以保

持一致，造成在同一个项目中各个图框显得不协调。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利用 !"19 - 制作了 * 个图框

点、线明码文件（ 9 =><、9 =>?）生成程序，再利用 #$%
&’(的明码格式数据转换接口，将其转换成点、线

（ 9 =<、9 =?）文件。

, 界面设计

我们设计出的界面（图 0）与 #$%&’( 投影变换

系统中制作图框的界面相似，只是功能单一，仅用作

“绘制十字公里线”的图框。

在界面上，目前用到的控件有：!“图廓参数”、

收稿日期：,--, 2 -* 2 *)

图 ! 经过改进的图框样式

“图廓内网线参数”内的各标签及文本框；"“比例

尺”、“十字线长”、“图廊间距离”标签及文本框；#
任意公里矩形分幅单选按钮；$“确定”命令按钮；%

“图框文件名”命令按钮及其右侧的文本框（<8@<1）；

&A:BB:CDE>?:F* 公用对话框。上述控件的功能与

#$%&’( 系统制作图框的界面中各对应控件的功能

·-4+·

万方数据



完全相同。每个文本框都可采用键盘输入

图 ! 生成图框执行界面

内容，在点击“任意公里矩形分幅”时，“网起始值

!”、“网起始值 "”直接取“!#、"#”的值；点击“图框文

件名”命令按钮时，执行 $%&&%’()*+%,#- ./%0.*12 及

32456-3245 7 $%&&%’()*+%,#-8)+29*&2 命令，使得 52456
文本框内容为我们所选择的盘符、路径及文件名。

点击“确定”命令按钮后生成点、线明码文件。在编

程时直接将图框左下角平移为原点。

: 代码编写

代码编辑过程中需解决 ; 个问题：一是如何将

实际坐标（!、"）值（以下简称实际值），根据成图比

例尺的大小转变为图上的横、纵（坐标轴）值（以下简

称图上值），用来确定画线及标注点的准确位置；二

是准确地计算出所成图框中标注点的个数、内容及

线的条数（注意：线的条数加 # 后方可作为线明码文

件中线条数，否则所作图形会丢失最后一根线）。

从图 ; 可以看出，标注点的类形分 ; 种：一是横

轴上的“#6:”及纵轴上的“<#”（以下简称“大数”）；二

是“==”、“=>”、“#=”之类的（以下简称“小数”）。“小

数”标注与否是由网起始值（!，"）和网间隔（(!，

("）来确定的，“大数”只在轴的首、尾位置及“大数”

值发生变化时进行标注。

! -" 坐标转换

?@ABC. 所作图件是以 && 为单位的，而我们输

入的数据是以 D& 为单位，只需将实际值经过换算

就可得到图上值。如：求横、纵轴长度采用

E4+ 7 #====== F G+H !（4; I 4#）

EJ+ 7 #====== F G+H!（J; I J#）

求网起始的图上值采用

4= 7 #====== F G+H !（! I 4#）

J= 7 #====== F G+H !（" I J#）

求网间距的图上值采用

E4= 7 #====== F G+H ! E4
EJ= 7 #====== F G+H ! EJ

其中，E4+ 为内图框线的横向长度（实型变量）；EJ+ 为

内图框线的纵向长度（实型变量）；G+H 为作图比例尺

分母值（整形变量）；4=、J= 分别为图上横、纵起始标

注值（整形变量）；E4=、EJ= 分别图上横、纵网间隔长

度（整形变量）；其它变量见图 :。

! -# 计算点、线个数

线条数的求得是由网起始值（!，"）（实型变

量）、网间隔（(!，("）（实型变量）及横、纵向公里值

（!;，";）（实型变量）来决定的，我们采用下式分别

求出单个横、纵轴上线的条数

’4 7 C’5（（4; I !）F E4）K #
’J 7 C’5（（J; I "）F EJ）K #
图框四角上定义有 L 条线，: 条矩形线框，图框

内各十字线的条数之和为 ’4!’J!;。这样整个图

框线的条数即为（’4 K ’J）!; K ## K ’4!’J!;。

为了编程的简单，我们假设标注“小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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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进行“大数”标注，这样点的个数即为：!!!!
（"# $ "%）。只是在程序的编辑过程中将不须标注

“大数”的地方，“大数”值以空字符代替。确定标注

点时，先将标注内容的数值型转换为字符型，求其长

度 &’"(#、&’"(#，再分别求出“小数”及“大数”标注的

内容。

&’"(# ) *+"（*,-./（01-（##（.）））） 2
&’"(% ) *+"（*,-./（01-（%%（.）））） !
#/（.）) 3.4（*,-./（01-（##（.））），5，&’"(#）
67 #/（.）) ”88”9- . ) : 9- . ) "# ,;+" #//（.）)

3.4（*,-./（01-（##（.））），:，2）

%/（.）) 3.4（*,-./（01-（%%（.））），2，&’"(%）
67 %/（.）) ”88”9- . ) : 9- . ) "% ,;+" %//（.）)

3.4（*,-./（01-（%%（.））），:，!）

式中：##（.）、%%（.）为标注内容的数值型（实型变量）；

#/（.）、%/（.）为“小数”标注内容的字符型；#//（.）、

%//（.）为“大数”标注内容的字符型。

依据 3<=>60 明码文件格式，编制出程序代码，

最后编辑成执行文件。运行该执行文件就可方便、

快速地生成所需明码文件。

5 结语

以上程序是针对 3<=>60? @ 8 版本进行开发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利用 AB 还编制了一些实用程

序，如：如何将数据文件中由坐标值控制的点、线转

换成 3<=>60 能够识别的明码格式文件，以便于生

成点、线）文件；如何利用数据文件直接做带横、纵坐

标轴的剖面曲线；如何利用具有一定格式（用于物探

正演计算的地质模型）的数据文件，直接做出地质模

型图等等。但要使程序具易移植性和可扩展性，还

必须做比较系统的工作，并且还可利用 3<=>60 开

发工具包，使得用 AB 编制的程序不必生成明码文

件，而是直接生成点、线、区文件。真正做到高效地

使用 3<=>60。文中错误之处，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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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工作，物探工程师。

各位作者：

您好！感谢您曾为本刊投稿。因工作需要，我们希望了解您发表在本刊的文章

所属项目的获奖情况。

若项目获得了国家级或省部级的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奖，请告诉我们，并

请将获奖证书的复印件提供给我们，注明论文题目、刊发时间等。

谢谢您的合作！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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