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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C++、ObjectARX的边角网平差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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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以前手算及其他它语言程序优缺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前期工作成果及现有资源，以AutocAD2000

为平台，用Vc++及0bjectARx等软件结合测量平差的专业知识，设计了集平差计算和图形显示为一体的辅助设

计软件，用以计算坐标的精确值，并绘出边角网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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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平差是测量工作内业数据处理中非常重要

的环节。当前，随着计算机及数学科学的不断发展，

测量平差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边角网平差的数

学算法已经相当成熟，国内外也出现了许多相关程

序，但是利用Visual C++及AutocAD等软件开发

的平差程序具有更大优势，不仅具有平差计算的功

能，能实现用图形方式表示点位的精度，而且可以在

网形的基础上，绘制所计算出的各导线点的误差椭

圆。用这些软件开发的程序功能更强也更实用，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l系统的设计流程

在施工测量中，手工进行边角网平差，计算效率

低且容易出错，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平差，既能节省

时间又能提高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可想而知，如果离

开了计算机技术，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就变得非

常困难，甚至无法实现¨J。本系统不仅实现了边角

网平差的计算自动化，而且可以实现网形的自动绘

制。设计内容包括：①研究边角网间接平差的计算

方法，即建立数学模型；②运用Vc++语言实现平

差算法，将数据整合后，输出计算结果；③用Vc++

与0biectARx开发AutoCAD2000，实现边角网的自

动绘制。流程如图1所示。

图1数据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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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线网平差程序设计

边角网是既测边又测角的平面控制网。由于它

的点数一般较多，所以平差计算一般采用间接平差

法，以同精度的方向观测值作为单位权观测值。

VisualC++是Microsoft公司推出的开发Win32

环境程序，面向对象的可视化集成编程系统。它不

但具有程序框架自动生成，灵活方便的类管理，代码

编写和界面设计集成交换操作等优点，而且通过简

单的设置就可使其生成的程序框架支持数据库接

口、OLE2、winSock网络、3D控件界面拉J。Object．

ARx sDE for AutocAD2000的wiZard是专为Visu．

alC++6．o定做的，而且集成到Visualc++6．o编

程环境之中。2J，所以选用Visualc++6．0开发平差

程序。平差过程为：读人数据_÷平差_读出数据。

2．1读入数据

外业采集数据后，以文档的形式存储在计算机

内，已便被程序调用并处理。由于系统读取数据的

格式是程序化的，所以观测数据存档要保持固定的

格式。格式如下：
10 5 o ／／表示从第】o点描第5点归o

10 8 86．29559／／从第10点描第8点方位角为86．29559

3 4 2205．835／／从第3点描第4点间距离为2205．835

2．2数据处理

数据读入的过程也是变量赋值的过程，变量赋

值后即进入程序的第二阶段——数据处理(计算精

确坐标)阶段。部分源代码如下。3 J：

／／组成法方程阵

for(i=O；i<BN；i++)

for(j=O；j<B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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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k=0；k<azi—N+dis—N；k++)

N[i][j]+=B[k][i]木B[k][j]*p[k]；

for(i=0；i<BN；i++)

for(j：0；j<BN；j++)

NB[i][j]=N[i][j]；

／／组成自由项阵

for(i-0；i<BN；i++)

for(j=0；j<(azi—N+dis—N)；j++)

u[i]+=p[j]木B[j][i]丰l[j]；

inverse(N，BN)；

／／计算近似值改正数

for(i=O；i<BN；i++)

for(j-o；j<BN；j++)

d)【[i]+=N[i][j]t u[j]；

／／计算真实坐标

f打(i=O；j<u玎knownN木2；i++)

x[i+knownN]=x[i+knownN]+dx[2}i]／100；

Y[i+knownN]=y[i+knownN]+dx[2木i+1]／

100：

pvv=0．0；

for(i=O；i<azi—N+dis—N；i++)

for(j=O；j<BN；j++)

{v[i]+=dx[j]+B[i][j]；}

v[i]一=l[i]；

pvv+=p[i]水v[i]木V[i]；

double K：

mO=sqrt(pv、∥(azl—N+dis—N—BN))；

for(i=0；i<2半unknownN；i+=2)

{

mx[∥2+knownN]=瑚。木sqrt(N[i][i])；

my[∥2+knownN]=mO$sqrt(N[i+1][i+1])；

m[∥2+knownN]=sqrt(mx[∥2+knownN]半m_)【[i／2+

knowIlN]+my[∥2+kn0ⅧN]水my[∥2+know nN])；

K=sqrt(pow(N[i][i]一N[i+1][i+1]，2)+4木

pow(N[i][i+1]，2))；

2．3读出数据

计算出精确坐标后，数据的输出也要有统一的

格式，以便随后ObjectARx开发的AutoCAD2000能

顺利调用文件，输出的数据格式为

8967．531281 5893．419093／／前一个数表示第一点戈精确

值，后一个数表示y值。

3 利用AutoCAD2002二次开发的0bjectARx

技术绘制边角网图形

目前有3种软件开发环境可用于AutocAD2000

的开发：AutoLISP／Visual LISP、VBA和0b{ectARX。

ObjectARx是对AutoCAD2000进行二次开发的最强

有力的开发工具。一个ObjectARX应用程序是一个

DLL(动态链接库)，共享AutocAD的地址空间，对

AutocAD进行直接函数调用HJ。这样大大提高了

运行速度，程序功能显著增强，并且ARx支持MFC

基本类库，能简捷高效地实现许多复杂的功能，被广

泛采用"。。

3．1 ObjectARX应用程序结构

objeetARx是一种较新的开发AutocAD应用程

序的工具，它以c++为编程语言，采用先进的面向

对象的编程原理，提供与AutocAD直接交互的开发

环境，能使用户方便快捷地开发出高效简洁的Auto．

cAD应用程序∞o。

ObjectARx应用程序是动态链接库(DLL)。

AutoCAD以AcrxEntryPoint()为ARx模块的调用入

口，取代了c或ADs程序的main()函数。AcrxEn—

tryPoint()函数不仅是AutocAD与objectARx应用

程序通信的人口，而且是0bjectARx应用程序传递

信息和向AutocAD返回状态码的一个途径。所有

通过ads—defun()调用函数的请求都是AcrxEntry．

P0int()产生的。如果用0bjectARX或ads—regfunc

定义了一个新的命令，AutocAD立即执行与此命令

相关联的函数H。。

3．2 objectARX应用程序的编译和链接

0bjectARx的应用程序需在Vc++6．0环境下

进行编译、链接生成．arX文件，才能在AutocAD中

加载、运行。在进行编译前还要对VC++6．0中的

一些选项(如Projeet＼setting＼link)进行设置。

编译链接选项：Build＼Build xxx．arX。

3．3开发代码

本程序的部分开发代码如下：

acedRegcmds一>addcommand(”AsDK—c0MPLEx”， ／／命令函数

”ASDK—DAOXIAN”，

”CYDX”．

ACRX—CMD—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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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daoxi肌)；

FILE}fp；

char data』le—name[200]； ／／定义变量

char result[150]；

char 8tr[100]；

double x[1000]，y[1000]；

／／以下是记录精确坐标的文件路径

strcpy(data』le—name，’’f：＼＼有用程序＼＼我的项目Vc6．叭＼画图数据文件．txt“)；

if(RTNORM! =ads—且ndfile(datajile—n锄e，result))

acedAlert(”数据文件找不到!”)；

fp=f叩en(result，”r”)；

int count：

count=O：

double textHeight，textAngle，ande，factor；

textHe培ht=20；textAnde=0．o；

factor=O．7； aIlgle=O．O；

fscallf(fp，’’％1f ％lf＼n”，＆x[O]，&y[o])；

ads-printf(”number：％0．4f，％0．4f＼n”，x[0]，y[O])；

AcGePoint3d pos(x[0]，y[o]，o．O)；

while(!feof(fp))

fscanf(fp，”％lf ％矾n”，＆x[count+1]，＆y[count+1])；

ads—printf(”number：％O．4f，％O．4f＼n”，x[count]，y[count])；

draw—line(x[O]，y[O]，x[count+1]，y[count+1])；

x[O]-x[count+1]；

y[0]_y[count+1]；

／／以上代码为读入数据并画出图形

4 效果检验 4·1搿耋择，，下的。边角网，，，打开对话框
此系统操作简单、直观。边角网平差系统界面 后，选中“边角网数据文件”，点“打开”按钮。程序

由简单的按钮或下拉菜单组成，绘图部分只要记住 即自动计算完毕。此时“绘图数据”文档中已经记

几个简单命令即可(图2)。 录了精确坐标值。操作过程如图3、图4所示。

图2菜单 图3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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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图形

4．2绘制图形

打开AutocAD2000，选择工具栏的“工具”中的

“加载应用程序”，把用0bjectARx开发的程序加载

进AutocAD2000中。加载成功后，在AutocAD2000

命令栏输入“cydx”可以在命令栏发现坐标数据，接

下来在命令栏输入“z”，回车，再输入“e”后，即在视

图框中画出图形。绘出的图形如图4。

5结束语

笔者简要地的介绍了用Vc++开发边角网平

差程序以及如何用VC++、ObjectARX开发CAD

系统、绘出边角网网形。该软件在工程设计和施工

部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笔者介绍的有关方法，

将对测绘施工人员及运用ObjectARx开发cAD软

件的人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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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ING OF THE MEASUREMENT ADJUSTMENT SYSTEM BASED

0N VC++AND objectARx

CHEN Ying，CHENG Yao—dong，YAN Hao—wen

(coffE鲈o，肘o￡^enm麻n蒯S妒埘。胛E增i瑚e^增，k砒o“ 730070，醌i眦)

Abstract：The autom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adjustment is the aim of the surveyors． Many countries have de8igned softwares，but the

softwares have some disadvantages． This paper intmduces a new way to design a measurement adjustmen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the meri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previous programs．The system ba8ed on VC++and 0bjectARX and AutoCAD2000 has its

power roof garden． The 8ystem can calculate coordinate exactitude value and draw the net shape．The operation is very easy and hence

it can seI、，e as the surveyor喜effective helper．

Key words：measurement adjustment；AutoCAD2000；objectARx；Vc++；net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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