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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二次开发平台下
磁法平剖图快速成图插件的开发

张书辰，张晓周
（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４０１ 队，辽宁 鞍山　 １１４００１）

摘 要： 基于 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２ 中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二次开发平台，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Ｃ＋＋ ６．０ 为开发工具，开发出了磁法剖

面平面图快速成图插件，并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ｎｅｔ 将该插件移植到 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４ 平台中。 该插件仅需要

读取前期处理完毕的磁法观测数据文件及相应的剖面端点坐标文件，并在界面上简单拖拽选择制图比例尺、纵轴

比例尺，填写图名及点距，即可在预先设定的个性化设置的基础上，直接生成包含剖面、图名、图例、图框、比例尺、
责任表等磁法平剖图上相关元素。 生成的图件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可大大减轻内业制图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工

作效率。
关键词：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磁法平面剖面图；插件开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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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法野外工作结束后，内业人员对于数据的处

理、成图及解释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其中成图及解

释阶段所需的工作强度最大。 在现有矿产普查、详
查过程中，利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进行相关图件开发具有巨

大的优势：制作的图件美观大方、色彩艳丽，功能强

大且操作简便，因此，利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进行磁测数据

图件制作已成为大多数生产部门的首选。 但是，在
实际生产过程中，磁法数据制作成图，尤其是剖面平

面图的制作成图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
例如每条剖面都需要设置坐标轴、绘制曲线、填充颜

色、放置在正确的坐标位置上，并进行线型及字体设

置，这些工作人为参与度较低，变化小，完全可利用

计算机代码得以实现。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以下简称 ＡＲＸ）是 Ａｕｔｏｄｅｓｋ 公司针

对 ＡｕｔｏＣＡＤ 平台上的二次开发而推出的一个软件

开发包。 其制作的插件具有运行速度快、可监测和

处理 ＡｕｔｏＣＡＤ 的各种消息事件、可自定命令及面向

对象编程的特点。 基于平剖图数据量大、图形显示

关系较为复杂的特征，选择效率最高、功能最全且防

数据溢出性能最好的 ＡＲＸ 平台来制作本插件。

１　 ＡＲＸ 插件编制及运行原理

ＡＲＸ 程序实质上是一个动态链接库（ＤＬＬ），它
和 ＡｕｔｏＣＡＤ 共享地址空间并且直接和 ＡｕｔｏＣＡＤ 进

行通信。 通过 ＡＲＸ 创建或者派生的类，不仅可以调

用外部数据及数据库，还可以被其他程序所共享。
ＡＲＸ 程序的编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程序本身的逻

辑算法，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依靠 Ｃ＋＋语言及数学计

算方法的相关知识；二是插件运行的结果与 Ａｕｔｏ⁃
ＣＡＤ 界面或后台的交互，这方面工作靠的就是 ＡＲＸ
提供的丰富的接口。

ＡＲＸ 程序通过 ＡｕｔｏＣＡＤ 中的“加载应用程序

命令”，将插件加载入 ＡｕｔｏＣＡＤ 中，并将定制的命令

在 ＣＡＤ 系统内注册，来达到激活并使用程序的目

的。 此外，自行定制菜单并利用“ＭＥＮＵＬＯＡＤ”命令

将菜单加载入 ＣＡＤ 中，可免去每次运行程序时均需

在 Ｃｏｍｍａｎｄ 下手工输入命令的不便，符合插件本身

的便捷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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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磁法平面剖面图快速成图插件的设计及
代码编制

　 　 本次开发工作选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Ｃ＋＋ ６．０ 为

开发工具，搭配使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２ 作为测试平台进

行插件的开发、测试工作。
２．１　 平剖图插件的总体设计

插件的执行流程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图 １）：①

数据读取与判断阶段，主要检查是否为软件需求的

数据文件，端点坐标及线数据有无缺少、重复及错

误；②数据预处理阶段，主要对数据、坐标进行排序，
剔除相同点线号数据及坐标；③线程分配与单条线

程并发运算成图阶段，绘制图面上最重要的各条剖

面，并进行颜色填充、坐标轴绘制、刻度标注等一系

列工作；④收尾绘制及显示图像。 根据上述设计的

逻辑架构，设计各运行函数（表 １）。

图 １　 平剖图插件逻辑架构

２．２　 平剖图插件的程序编制

利用 ＶＣ＋＋ ６．０ 新建一个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ＡｐｐＷｉｚａｒｄ
工程，注意建立时要勾选“ｕｓｅ ＭＦＣ”项。 插入新对

话框，并根据需要简单修改对话框参数。 拖放所需

控件到对话框界面上，并设置每个控件的 ＩＤ、标题

等参数。 单击 ＡＲＸ 嵌入工具栏上的 “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ＭＦ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选项，为对话框派生一个以 ＣＡｃＵｉＤｉａ⁃
ｌｏｇ 为基类的子类。 随后为界面上每个对象都添加

基于 ＡＲＸ 类库中的类的过程方法，并编写相应的呈

现代码。
在对话框类的声明部分，添加程序所必须的全

局结构体、变量，并声明上述设计函数。 在对话框的

初始化事件中，对上述结构体、变量进行初始化。 在

对话框类的实现文件中，补全上述设计函数的逻辑

代码，将逻辑代码与控件相绑定，完成插件的编辑工

作。
在上述代码编写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性问题

需要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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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平剖图软件对于正负异常区块的绘制具有

不同的颜色方案，因此对于平剖图的绘制，在正负异

常值临界点插入零值，即可形成分布于剖面线两侧

的闭合孤立正负区块，用以进行后期的填色工作。
表 １　 主体函数设计名称及功能描述

序号 函数名称 功能描述

１ Ｍａｔｈ＿１＿ＲｅａｄＦｉｌｅＤａｔａ 该函数用于读取磁测数据

２ Ｍａｔｈ＿２＿ＲｅａｄＦｉｌｅＰｏｉｎｔ 该函数用于读取线端点坐标

３ Ｍａｔｈ＿３＿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该函数用于对剖面线端点排序

４ Ｍａｔｈ＿４＿ＤａｔａＰｒ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该函数用于对磁测数据排序

５ Ｍａｔｈ＿４＿Ｘ＿ＤｅｌｅｔｅＳａｍｅＰｏｉｎｔ 该函数用于剔除相同点线号数据

６ Ｍａｔｈ＿５＿ＲｅａｄＣｏｎｆｉｇ 该函数用于加载图面配置到 ｓｔｒｕｃｔ 中

７ Ｍａｔｈ＿６＿Ｂｅｇｉｎ 该函数用于开始计算及线路的分配工作

８ Ｍａｔｈ＿７＿ＳｉｎｇｌｅＬｉｎｅＭａｔｈ 该函数用于对已分配的单个线路进行计算并成图

９ Ｍａｔｈ＿７＿Ｘ＿ＩｎｓｅｒｔＺｅｒｏ 该函数用于对磁测数据中缺少的点数据插入标记

１０ Ｍａｔｈ＿８＿ＩｎｓｅｒＤｏｔＴｏＳｉｎｇｌｅＬｉｎｅ 该函数用于对单个剖面插入分界点，用以区分正负区块

１１ Ｍａｔｈ＿９＿ＢｅｇｉｎＤｒａｗ 该函数对于正负区块制图进行初始化操作并进行制图任务

１２ Ｍａｔｈ＿９＿Ｘ＿ＢｌｏｃｋＣｏｌｏｒｗＦｉｌｌ 该函数专门用于对分配的区块按用户设置填充颜色

１３ Ｍａｔｈ＿１０＿ＥｎｄＬｉｎｅＤｒａｗ 该函数用于单条剖面成图结束后的后期细节绘制

１４ Ｍａｔｈ＿１１＿ＥｎｄＰｉｃＤｒａｗ 该函数用于最后整个图面的绘制工作，包含控制 １５ 到 ２０＿２ 函数

１５ Ｍａｔｈ＿１２＿ＰｒｅＦｉｎｄＢｏｒｄｅｒ 该函数预先根据剖面端点坐标寻找到最外侧数据边界

１６ Ｍａｔｈ＿１３＿ＦｉｎｄＢｏｒｄｅｒ 该函数在剖面数据计算过程中根据点坐标寻找到最外侧数据边界

１７ Ｍａｔｈ＿１４＿ＡｘｉｓＰｏｉｎｔＤｒａｗ 该函数用于循环计算添加坐标轴标注

１８ Ｍａｔｈ＿１５＿ＦｉｌｌＢｏｒｄｅｒＩｔｅｍ 该函数用于计算其他的边界及坐标选项并将 ｓｔｒｕｃｔ 填写完整

１９ Ｍａｔｈ＿１６＿ＤｒａｗＢｏｒｄｅｒ 该函数用于制作图框

２０ Ｍａｔｈ＿１７＿ＤｒａｗＧｒｉｄ 该函数用于制作公里网

２１ Ｍａｔｈ＿１７＿Ｘ＿ＦｉｌｌＧｒｉｄＳｔｒＡｔｉ 该函数用于根据比例尺填充公里网文字高度、小数点位数 ｓｔｒｕｃｔ

２２ Ｍａｔｈ＿１８＿ＤｒａｗＴｉｔｌｅ 该函数用于制作图名、比例尺

２３ Ｍａｔｈ＿１９＿ＤｒａｗＥｘｐ 该函数用于制作图例

２４ Ｍａｔｈ＿２０＿ＤｒａｗＤｕｔｙＢｏｘ 该函数用于制作责任表（包含 ２０＿１、２０＿２ 两个子函数）

２５ Ｍａｔｈ＿２０＿１＿ＤｒａｗＤｕｔｙＢｏｘＬｉｎｅ 该函数用于制作责任表的线

２６ Ｍａｔｈ＿２０＿２＿ＤｒａｗＤｕｔｙＢｏｘＳｔｒｉｎｇ 该函数用于制作责任表中的文字

２７ Ｍａｔｈ＿Ｘ１＿ＡｄｄＡｌｌＬａｙｅｒｓ 该函数用于创建图面所需的所有的图层（子函数 Ｘ１＿ＡｄｄＬａｙｅｒ）

２８ Ｍａｔｈ＿Ｘ１＿ＡｄｄＬａｙｅｒ 该函数用于创建指定名称的单个图层

２９ Ｍａｔｈ＿Ｘ２＿ＡｄｄＡｌｌＦｏｎｔｓ 该函数用于创建图面所需的全部字体（子函数 Ｘ２＿ ＡｄｄＦｏｎｔ）

３０ Ｍａｔｈ＿Ｘ２＿ＡｄｄＦｏｎｔ 该函数用于创建图面所需的单个字体

３１ Ｍａｔｈ＿Ｘ３＿ＡｄｄＯｂｊｅｃｔＴｏＢｌｏｃｋＴａｂｌｅ 该函数用于将任何封装好对象插入到系统中，并返回对象 ＩＤ 值

３２ Ｍａｔｈ＿Ｘ４＿ＲｅａｄＵｓｅｒＣｏｎｆｉｇ 该函数用于加载用户自定义设置到 ｓｔｒｕｃｔ 中

３３ ＲｅａｄＦｉｌｅ＿ＦｏｎｔＯｔｈｅｒ 该函数辅助 Ｘ４＿ＲｅａｄＵｓｅｒＣｏｎｆｉｇ 函数，读取字体除类型外其他信息

３４ ＲｅａｄＦｉｌｅ＿ＬｉｎｅＯｔｈｅｒ 该函数辅助 Ｘ４＿ＲｅａｄＵｓｅｒＣｏｎｆｉｇ 函数，读取除线型外其他线段信息

３５ ＲｅａｄＦｉｌｅ＿ＦｉｌｌＣｏｌｏｒ 该函数辅助 Ｘ４＿ＲｅａｄＵｓｅｒＣｏｎｆｉｇ 函数，读取除颜色外其他填充信息

３６ ＲｅａｄＦｉｌｅ＿Ｏｔｈｅｒ 该函数辅助 Ｘ４＿ＲｅａｄＵｓｅｒＣｏｎｆｉｇ 函数读取其他配置信息

３７ Ｍａｔｈ＿Ｘ５＿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Ｓｅｔ 用户配置文件读取失败时，调用该函数进行初始化设置

３８ Ｍａｔｈ＿Ｘ６＿ＡｄｄＡｌｌＬｉｎｅＴｙｐｅ 该函数用于加载所需的所有的线型到系统中

３９ Ｍａｔｈ＿Ｘ６＿ＦｉｎｄＬｉｎｅＩＤ 该函数用于查找将所加载的线型 ＩＤ 并保存到 ｓｔｒｕｃｔ 中

４０ Ｍａｔｈ＿Ｘ７＿ＳａｖｅＬａｓｔＴｉｍｅＩｎｆｏ 该函数用于保存上次成功成图后图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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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由于各剖面上的正负区块有重叠部分，不
同剖面上区块自南向北、自东向西依次向前压盖，因
此需要利用剖面线方向及线号排列规律解决该问

题。 软件规定：以南北向为主的剖面布置，线号自西

向东逐渐增大；以东西向为主的剖面布置，线号自南

向北逐渐增大。 以 １０５°剖面为例，该剖面以东西向

布置为主，因此剖面线编号应自南向北依次增大。
软件会根据这两个参数，从编号较大的剖面线开始，
从北向南依次绘制各条剖面，解决压盖问题。 在类

别的头文件中，声明了一个承接封装好对象的变量，
开辟了以最长剖面线数据量乘以开辟线程数三倍的

内存空间，以满足剖面线并发运算结果的缓存。 函

数 Ｍａｔｈ＿Ｘ３＿ＡｄｄＯｂｊｅｃｔＴｏＢｌｏｃｋＴａｂｌｅ 利用上述原理

对缓存数据进行智能排队，结合滞后运算剖面智能

等待功能，将所有封装好的对象插入 ＣＡＤ 系统中，
安全地解决区块压盖问题。 同时，Ｍａｔｈ＿６＿Ｂｅｇｉｎ 函

数在分配并发运算线程时，也必须遵循上述原理，按
正确的压盖顺序分配线程计算各剖面，配合 Ｍａｔｈ＿
Ｘ３＿ＡｄｄＯｂｊｅｃｔＴｏＢｌｏｃｋＴａｂｌｅ 函数共同解决区块压盖

问题。
（３）目前 ＣＡＤ 系统对于单个绘图区块仅提供

单色渐变及双色渐变两种上色填充方案。 考虑到如

果在插件中加入多种颜色的渐变上色方案，则需要

在插件中将单个绘图区块按磁异常强度及渐变颜色

节点信息细分成若干平行与剖面走向的区块，针对

每个细分区块分别利用双色渐变填充方案进行填

充。 这样做不仅给平剖图后期维护工作带来极大的

麻烦，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插件的运行效率，且填充的

颜色照比双色填充方案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此本

次插件的制作选择调用 ＣＡＤ 本身的双色渐变填充，
放弃了多色填充方案。

最后，利用 ＡＲＸ 嵌入工具栏上的“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选项，新注册一个命令，并在命

令代码中以模态形式显示建立的对话框，至此程序

编制过程全结束。 注意在显示对话框的代码前，要
包含对话框的头文件，否则调试运行程序时将报无

定义字符的错误码。 软件运行界面如图 ２、图 ３ 所

示。

图 ２　 平剖图插件主界面

图 ３　 平剖图插件用户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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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观测数据文件、端点坐标数据文件的格式定义

软件使用的两种类型的数据文件均为明码文

件，扩展类型均为 ｔｘｔ。 两种文件均包含文件识别码

及数据体两部分，其中观测数据文件的数据头为

“４０１ｗｔｓｊ”，文件格式为
４０１ｗｔｓｊ
测线编号 测点位置 异常值

……

端点坐标数据文件的数据头为“４０１ｗｔｐｍ”，文
件格式为

４０１ｗｔｐｍ
测线编号 起点 Ｙ 坐标 起点 Ｘ 坐标

测线编号 终点 Ｙ 坐标 终点 Ｘ 坐标

……

由于插件本身具有自动识别测线方向及文件数

据排序功能，因此对测线端点坐标的起点与终点，以
及数据点位分布情况可自动判别，无需做额外的人

工识别及排序工作。 插件只要求按格式编写数据文

件，保证观测数据文件中的测线编号与端点坐标数

据文件中的测线编号相一致，且线号按规定顺序编

排即可。

３　 插件应用实例

辽西某铁矿规模中等，磁异常强度较高，地表出

露岩性为建平群小塔子沟组片麻岩夹磁铁矿。 根据

前人经验，对工作区内磁测 ΔＴ 数据绘制平剖图可

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异常特征、走向等一系列信息，对
圈定矿体范围起到指导作用。 本次选择该区作为插

件实验工作的源数据区，绘制平剖图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辽西某铁矿磁法 ΔＴ 剖面平面

　 　 根据插件运行结果，结合程序代码，可知插件具

有如下特点。
（１）基于 ＡＲＸ 程序本身的特点，平剖图插件运

行效率高，运行速度快。
（２）对读入的两个文件内数据进行排序，并自

动剔除相同点线号数据，缩减对文件的要求程度，简
化人工参与过程。

（３）支持自动判别剖面方位角，自动识别剖面

线起点坐标及终点坐标，可绘制任意角度的剖面线。
（４）支持大跨度的制图比例尺，从 １ ∶ １００ 到 １

∶ １００ 万的图件均可绘制。 图名、图框、图例、责任

表的大小及显示范围可跟随比例尺所处图面位置特

性智能调整。
（５）智能的用户设置界面可针对不同需求定制

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界面上每个模块的字体、线段

均可进行调整，调整内容涵盖颜色、大小、类型等常

见参数；界面可预先定制图名、单位、审核人等固化

信息，下次启动无需重复输入，提高了制图效率；制
图日期始终与系统当前日期保持一致，简化了输入

流程。
（６）针对区块填充设计了双色填充及渐变填充

两种填色方案，同时也设计了文字比例尺及线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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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尺两种比例尺，保证了生产单位及科研单位不同

的功能需求，可自由选择搭配不同的显示方案。
（７）为方便对图面内容进行二次调整，插件所

绘制的不同的元素被置于不同的图层中，单独修改

某一元素并不会影响到其他元素特征。
（８）曲线绘制时采取两次绘制方法，保证曲线

能始终显示在填充颜色之上，避免因 ＣＡＤ 系统本身

误差产生的边界覆盖问题。
（９）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ｎｅｔ 将该插件扩

展移植到 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４ 平台中，插件 １００％兼容；查
阅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帮助手册，可知 ＡＲＸ 平台具有向下兼

容性，如条件允许，利用不同的编程平台，可将该插

件扩展到不同的 ＡｕｔｏＣＡＤ 版本中，且兼容性依旧能

得以保持。

４　 结束语

以磁法平面剖面图快速成图插件为切入点，系

统地研究了 ＯｂｊｅｃｔＡＲＸ 程序开发流程，不仅提高了

内业人员的制图效率，同时也避免了人工操作带来

的制图错误，值得业内应用并开展进一步扩展研究

工作。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ＡＲＸ 程序严重依赖 Ａｕ⁃
ｔｏＣＡＤ 内核，程序一旦运行出错将直接导致 Ａｕｔｏ⁃
ＣＡＤ 崩溃，很可能造成部分未保存的数据丢失，因
此对于其他基于 ＡＲＸ 平台物探制图软件的开发，应
严格保证软件的逻辑性，防止类似问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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