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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组件式 234 已成为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5463 公司推出的组件式 234———!"#$%&’()* 小巧灵

活，运行速度快，开发方便，用很少的代码即可实现最基本的 234 功能，因而得到广泛应用。但 !"#$%&’()* 缺少直接

符号化的函数，给用户实际制图工作造成不便。本文采用 78 开发工具，结合 8$! 技术，通过设计符号化的组件对

这一问题加以解决。

关键词：234；组件式 234；!"#$%&’()*；组件

中图分类号：9 ,/0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0 ; /.

/ 引言

!"#$%&’()* 是全球最大的 234 软件供应商 5463
公司在业界最早推出的 234 软件组件。它是一组基

于 8$! 技术的地图应用组件，由一个称为 !"# 的

:()?@’= 控件（$8=）和约 A1 个自动化对象组成，在标

准的 B?CDEF* 编程环境下，能够与其它图形、多媒

体、数据库开发技术组成完全独立的综合性应用软

件。!"#$%&’()* 是专门为开发人员提供的制图与 234
功能组件，从第一版本到现在 , - + 版本，经过多年的

发展与更新，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的 234
组件之一。

地图符号设计是 234 的主要功能之一，为了提

高 234 的适应性，234 应具有符号设计功能。但在

!"#$%&’()* , -+ 版本提供的组件中，并没有实现这一

功能的组件，为了弥补和实现这一功能，笔者基于

8$! 技术和 !"#$%&’()* , - + 具有的自定义符号接收

功能，以 7?*G"H 8 I I 作为开发工具，开发了一个符

号设计系统及符号实体化组件，用以完成此功能，并

使设计出的符号与 !"#$%&’()* 应用联系在一起。

+ 符号设计系统设计

一般对符号设计系统的要求是系统应能实现点

符号设计、线符号设计及面符号设计等功能。由于

!"#$%&’()* 支持用外部 38$J（图标）文件描绘点状图

层，即 利 用 函 数 KL"F3(EC5M 实 现 38$J 文 件 重 画

!"#$%&’()* 的点状图层，所以本系统没有对点符号作

过多的关注，主要针对线符号和面符号的功能进行

了开发，开发思路为：首先，开发一个可视化的符号

设计系统，用来管理和编辑符号，符号以一定的比例

缩放保存在扩展名为 - *NO 的文件中；然后，开发一

个组件，它可以管理一系列数据文件，并可用文件中

提供的用户信息和数据，实现来自 !"#$%&’()* 的绘

制请求；最后，通过 !"#$%&’()* 的 4NO%EH 类中的 8G*P
)EO 属性，实现来自用户的以组件方式定义的绘制方

法。

通过 7?*G"H 8 I I 图形编程与 8$! 技术实现的

符号设计系统有如下特点：

（+）所见即所得的设计方法，用户在设计过程中

能实时观察所设计的符号；

（,）符号设计系统界面友好，操作方便灵活；

（.）符号设计精度可以根据用户要求而改变；

（A）符号设计系统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所以具

有良好的封装性、可维护性和可适应性。

! -! 功能设计

系统采用完全手工绘制的方式，并具有编辑、修

改、存储及删除等功能，其中，编辑的主要功能是针

对一个图素符号所进行的操作，包括创建一个新符

号、删除选中的符号、将设计的符号存盘，以及对一

个图素符号的大小、颜色、位置、形状处理功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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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是将所设计的符号存储成特有的一种文件格

式，并将每个图形要素以文本的形式描述并保存，最

后再保存为一个 ! "#$ 文件，以供面状图形填充应

用，这样保存过程将生成 % 个文件。

! !" 地图符号特征与符号图素设计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点、线、面及专题符

号来表示。实际上，点符号、线符号和面符号虽各有

其特点，但在绘制的时候是具有共性的，它们的绘制

参数（符号代码、绘图句柄、画笔的颜色、刷子的颜

色）和操作方法（绘制、删除等）基本一致。

根据面向对象的观点，为使各类符号对象具有

相对独立性，先将线符号和面符号定义成不同的接

口（&’()*+ 和 &,)--./#"0-），并将各类符号的数据成员

及其函数成员封装在各自的对象类中。

符号设计系统提供了基本的多文档界面，用来

调入、编辑和存入符号文件，每一要素都可以用不同

的颜色、风格、尺寸、字模和掩码组成。

线符号绘制一般采用组合绘制方法，而且任何

线符号均可由具有单一特征的线符号组合而成，例

如栅栏符号由虚线、连续点和齿线 % 种符号对象组

合而成（图 1）。

图 1 栅栏符号

因此，针对地形图图式线符号，可设计出如下组

成线符号的基本线型：实直线、实折线、虚直线、虚折

线、点虚直线和点虚折线，边线可设置成实线、虚线、

点虚线的方形、椭圆形和圆形。

面状符号采用组合图形填充方式，该方式是在

原来闭合曲线的基础上不变，由用户绘制的图形填

充，用户绘制的图形可以由上述的基本图形组合而

成，也可以由其它面状图形组成，最终这些组合图形

生成一个位图，填充到多边形区域。

2 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时，设计了一个继承于 34"5+67 类（83
9 9 的一个基类）的 3:;<=4"5+67 类，所有的图素符

号类均设计成各种独立地继承于 3:;<=4"5+67 的类。

主要 有 3:;<=()*+（线 符 号 类）、3:;<=,0*7（点 符 号

类）、3:;<=>+67（方 形 符 号 类）、3:;<=3);6-+（圆 符 号

类）、3:;<=?--)$@+（椭圆符号类）以及 3:;<=A()*+（折

线符号类）。另外，为了实现对 3:;<=4"5+67 中图素

符号的一般处理，如颜色设置、线型转换等，这里设

计了 3()*+.7/-+（线型类），它为 3:;<=4"5+67 类提供了

实现线型变量交换功能；3A<77+;*（填充类）提供线

型、前景色及背景色图案的交换功能；3.7<7)6（颜色

拾取类）提供颜色交换功能。由于类实现了信息封

装，并具有继承特性，因而便于程序设计与维护。而

且，类之间的联系可以采用继承和实例对象的方法

来实现，也就是说，程序设计时，图素与点符号类、线

符号类和面符号类的联系采用实例对象的方法来实

现，其余的线型类、填充类和颜色拾取类，均通过变

量与图素符号类联系。保存整个由不同图素组成的

符号时，采用 83 的串行化。符号设计系统中对象类

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符号设计系统中对象类之间的关系
（图中实线表示自上而下的继承关系；虚箭头线表示图形修饰关系）

% 符号实体化设计技术

为了实现将用户的符号文件与 B<$4"5+67@ 的应

用系统联系起来，也就是将用户的符号文件实体化，

这里设计一个 34B 组件。

B<$4"5+67@ 支持客户以 C67)D+E :(( 方式提供的

点、线、面符号绘制，但需要注意，因为 B<$4"5+67@ 是

一个单线程组件，所以，客户的 :(( 线程模型也要是

单线程的。实现的过程为，首先创建一个 C67)D+ :((
工程，用 CF( 4"5+67 向 导 添 加 一 个 CF( 对 象，将

B<$4"5+67@ 提供的支持客户符号化的模板文件 CGH
3I@72J ! 7-" 加入到组件中，并加入 B0’+-$+; ! K--，用以

支持 &.L<$+、&BI-7)$-+.L<$+ 接口；然后导入 #02J! L、

#02J! 6$$ 文件。这样，:(( 工程中出现了符号类与

B<$4"5+67@ 的支持类。在符号类中自动出现了 % 个

函数，即H.+7I$:3、H:;<= 和H>+@+7:3，用于创建设备环

境，绘制线与多边形以及修改设备环境。这样，用户

就可以在工程中声明和使用各种 M&N CA& 函数，利

用这些 CA& 函数可以实现各种图形的显示。34B 的

&’()*+接口中提供了 ,)-+:;<=（(4NO L:3，&.L<$+!
-）函数，用以读取客户在符号设计系统中设计的符

号信息并绘制。,)-+:;<= 实现画一条直线功能的部

分代码（用 3 9 9 表示）如下：

(4OP>Q.’ ";@；R R设置画刷属性

";@ ! -"30-0; 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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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1234 52)6；7 7创建画笔

180/-+9 5-!:；
52)6 * 3;’<")=’)2)6（ 2&,83->3?@/< A B&’(%)，

BCDE’5，F!"#，G，4H..）；

5-!: * &)%)I’-!:)I’（（10<）50<，52)6）；

DJ（#’" $ <KLB=")（“.D6)”）* * G）

｛7 7读取线型的坐标及保存的各种样式属性。

J#I=6J（JD%)，“M#”，#:）；L,;N * =’K%（#:）7 O；

J#I=6J（JD%)，“M#”，#:）；L,(N * =’K%（#:）7 O；

J#I=6J（JD%)，“M#”，#:）；L,;P * =’K%（#:）7 O；

J#I=6J（JD%)，“M#”，#:）；L,(P * =’K%（#:）7 O；

2-/4? EB’［P］；

7 7对线的坐标按比例缩放

EB’［G］$ ; * %K6Q（L,(N!#D6（=6Q）R L,;N!
IK#（=6Q）S ED#,; R IT".)6Q’5!IK#=）；

EB’［G］$ ( * %K6Q（L,(N!IK#（=6Q）S L,;N!
#D6（=6Q）S ED#,( R IT".)6Q’5!#D6=）；

EB’［N］$ ; * %K6Q（L,(P!#D6（=6Q）R L,;P!
IK#（=6Q）S ED#,; R IT".)6Q’5!IK#=）；

EB’［N］$ ( * %K6Q（L,(P!IK#（=6Q）S L,;P!
#D6（=6Q）S ED#,( R IT".)6Q’5!#D6=）；

7 7用 U2/ 函数重新绘制

2K%(%D6)（（10<）50<，EB’，P）；

｝

对于用户定制的线型符号和填充图形符号，其

实体化的结果如图 V 所示。

图 V 线型符号实体化及多边形填充符号实体化图

W 结论与讨论

（N）建立上述符号设计系统和连接组件的思路

正确、开发方便，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P）为了使符号的浏览、编辑更有效，建立具有

索引机制的符号库是很必要的；

（V）考虑到节省存储空间，符号库一般只保存组

成符号的图素对象标识和图素描述参数；

（W）索引的建立有如下两种方法：一是索引与数

据放在同一文件中，但索引存放在数据文件之前，这

种存放方法节省空间，便于管理；二是索引存放在

一个文件，数据存放在另一文件，这种存放方法效率

较高，但浪费空间，具体使用时，用户可以酌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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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格式，方便了各领域用户对矢栅数据的使用，

但属性编码尚有冗余，浪费了一定的存储空间，这一

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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