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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章   W F C 编 程 基 础

W in d o w s  F o u n d a tio n  C la s se s  fo r  J a v a W F C 是 与 R a p id  A p p lic a t io n
D e v e lo p m e n t R A D 工 具 配 合 使 用 的 类 库 集 它 与 R A D 工 具 的 配 合

使 用 使 得 用 J a v a 语 言 为 M ic ro so f t 平 台 建 立 快 速 有 效 的 应 用 程 序 和 组 件

变 得 非 常 容 易 W F C 可 以 用 J a v a 语 言 应 用 在 W in  3 2 平 台 和 D y n a m ic
H T M L D H T M L 对 象 模 式 中 D H T M L 是 由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4 .0 支 持

的 一 个 W 3 C 标 准 这 就 意 味 着 可 以 使 用 J a v a 来 解 决 当 前 的 一 些 实 际 问

题 同 时 你 已 经 拥 有 一 条 通 向 未 来 的 坦 途

W F C 的 目 的 是 为 J a v a 提 供 完 整 的 吸 引 人 的 组 件 和 编 程 模 式 这 是 因

为 J a v a 有 一 种 在 语 言 方 面 独 特 的 优 势 使 用 这 种 新 的 编 程 模 型 来 开 发

W in d o w s 和 D H T M L 的 应 用 程 序 J a v a 应 当 是 非 常 好 的 选 择

利 用 W F C 开 发 人 员 可 以 使 用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将 控 件 拖 放 到

窗 体 上 设 置 属 性 生 成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开 发 人 员 还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从 应

用 程 序 中 访 问 服 务 器 上 的 数 据 并 能 像 W in d o w s .E X E 文 件 或 In te rn e t
U R L 一 样 展 开 应 用 程 序 而 且 它 们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设 计 器 或 通 过 直 接

在 编 辑 器 中 输 入 代 码 的 方 法 来 编 译 自 己 的 W F C 组 件 最 后 开 发 人 员

可 以 使 用 J a v a 类 访 问 D H T M L 对 象 模 型

丰 富 的 应 用 程 序 模 型 巧 妙 地 利 用 了 J /D ire c t 技 术 访 问 W in 3 2  A P I 不 管

怎 样 通 过 处 理 一 些 像 W in d o w s 消 息 处 理 过 程 消 息 转 储 消 息 窗



口 句 柄 等 细 节 它 会 使 编 程 更 容 易 应 用 程 序 模 型 是 开 放 式 的 因 此

有 经 验 的 W in 3 2 程 序 员 能 将 J /D ire c t 和 W F C 的 类 结 合 在 一 起 在 W in 3 2
平 台 中 安 装 任 何 有 效 的 功 能

如 果 你 正 找 有 关 使 用 V isu a l  J + + 来 开 发 W F C 应 用 程 序 的 快 捷 方 便 的 介

绍 说 明 那 么 应 该 花 费 一 些 事 件 浏 览 本 书 第 1 章 中 的 使 用 W F C 创 建

W i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一 节 它 能 够 一 步 步 地 教 你 建 立 和 运 行 简 单 的 W F C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控 件 和 模 板 开 始

W F C 组 件 模 型 中 的 一 个 功 能 就 是 V isu a l  J + +开 发 环 境 提 供 常 用 的 大 部 分

组 件 窗 体 菜 单 和 对 话 框 这 些 组 件 通 常 可 以 满 足 需 要 或 者 用 户

可 以 创 建 自 己 的 控 件 因 为 V isu a l  J + +提 供 了 在 W in 3 2 环 境 中 常 用 的 控

件 所 以 对 于 V isu a l  J + + 设 计 环 境 中 可 用 的 可 视 组 件 你 会 感 到 非 常

熟 悉

V isu a l  J + +开 发 环 境 与 W F C 类 紧 密 集 成 因 此 大 部 分 使 用 控 件 窗 体

和 菜 单 的 方 法 都 可 以 在 U s in g  V is u a l  J + + 中 找 到

使 用 窗 体 初 步

在 W F C 编 程 中 多 数 应 用 程 序 的 窗 口 作 为 窗 体 显 示 无 论 是 想 要 一 个

单 独 的 叠 加 图 形 图 形 组 件 如 主 应 用 程 序 窗 口 或 对 话 框 都 可 以 使



用 窗 体 窗 体 像 一 个 容 纳 控 件 的 容 器 可 以 使 用 户 以 可 视 的 方 式 编 写 应

用 程 序 窗 体 具 有 自 己 的 属 性 这 些 属 性 可 以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设 定

从 语 法 上 来 说 窗 体 是 c o m .m s .w fc .u i .F o rm 类 中 分 出 的 一 个 J a v a 类

F o rm s  类 展 开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类 窗 体 中 的 控 件 也 是 如 此 控 件

封 装 了 一 个 W in 3 2 窗 口

当 建 立 新 的 项 目 时 并 且 从 N e w  P ro je c t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了 W in d o w s
A p p lic a t io n 之 后 会 自 动 创 建 一 个 窗 体 用 户 通 过 在 P ro je c t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Ite m 添 加 项 或 A d d  F o rm 添 加 窗 体 来 添 加 其 他 的 窗 体

一 旦 窗 体 已 经 在 项 目 中 创 建 用 户 可 以 在 设 计 模 式 中 或 在 T e x t 编 辑 器

中 观 察 它 通 过 从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窗 体 的 快 捷 菜 单 中 选 择 V ie w
D e s ig n e r 查 看 设 计 器 可 以 使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来 改 变 窗 体 的 大 小

和 设 置 窗 体 的 属 性 每 个 窗 体 都 属 于 一 个 看 不 见 的 包 含 应 用 程 序 主 线

程 的 A p p lic a t io n 对 象 窗 体 和 控 件 体 现 了 可 视 的 W in d o w s 组 件 这 种

可 视 窗 口 和 非 可 视 窗 口 的 集 成 完 全 由 W F C 结 构 处 理

当 用 户 在 新 的 窗 体 上 打 开 T e x t 编 辑 器 时 会 产 生 一 个 基 于 模 板 的 类

它 包 含 必 要 的 F o rm 类 语 法 包 括 一 个 构 造 器 和 一 个 带 有 实 例 化 窗 体 代

码 的 m a in ()方 法 当 在 设 计 模 式 下 添 加 控 件 设 计 属 性 等 时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插 入 并 修 改 类 中 相 应 的 部 分 参 阅 本 书 第 2 章 中 创 建 窗 体

一 节 来 了 解 如 何 在 项 目 中 添 加 窗 体

添 加 控 件

在 添 加 控 件 时 先 将 控 件 从 工 具 箱 中 拖 放 到 窗 体 上 调 整 好 大 小 然 后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设 置 属 性 在 V isu a l  J + + 中 A c tiv e X 和 W F C 控 件

都 可 以 拖 放 到 窗 体 上 参 阅 第 2 章 中 的 添 加 控 件 的 窗 体 一 节 来 了 解

如 何 将 控 件 从 工 具 箱 中 添 加 到 窗 体 上

W F C 控 件 可 分 为 三 类 在 使 用 时 这 三 种 控 件 没 有 区 别

•  In tr in s ic  c o n tro ls 内 在 控 件 基 本 的 W in d o w s 控 件 如 按 钮 复 选

框 编 辑 框 和 列 表 框 等

•  C o m m o n  c o n tro ls 公 共 控 件 可 以 在 c o m c tl3 2 .d ll 中 找 到 的 W in 3 2
公 共 控 件 这 些 控 件 包 括 动 画 工 具 栏 选 项 卡 状 态 栏 和 T re e 查

看 控 件 等

•  W F C  c o n tro ls W F C 控 件 特 别 为 W F C 框 架 编 写 的 定 制 控 件

所 有 现 有 的 W F C 控 件 都 是 可 以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找 到 的 J a v a
类

如 果 愿 意 的 话 可 以 W F C 软 件 包 创 建 自 己 的 控 件 要 么 展 开 已 有 的 控

件 或 者 编 写 自 己 的 窗 体 并 将 其 添 加 到 工 具 箱 中 利 用 W F C 组 件 模

型 可 以 使 控 件 的 属 性 和 事 件 很 容 易 地 显 示 出 来 使 控 件 可 以 与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紧 密 合 作

添 加 菜 单

菜 单 可 以 通 过 与 控 件 相 似 的 方 式 来 安 装 可 以 像 控 件 一 样 出 现 在 工 具 箱

中 从 工 具 箱 中 拖 动 M a in M e n u 控 件 放 到 窗 体 上 来 添 加 菜 单 但 菜 单 放

到 窗 体 上 之 后 可 以 通 过 输 入 的 方 式 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中 添 加 子 菜 单 和



菜 单 项 每 个 菜 单 项 具 有 一 个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与 代 码 的 开 发 阶 段 相 联 系

应 用 控 件 在 以 可 视 方 式 创 建 菜 单 时 菜 单 和 菜 单 选 项 的 所 有 实 现 代 码

都 可 以 自 动 创 建 请 参 阅 本 书 的 第 2 章 中 创 建 窗 体 菜 单 一 节 来 获

得 如 何 将 菜 单 添 加 到 窗 体 上 的 更 多 信 息

添 加 代 码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帮 助 建 立 初 始 的 窗 体 类 并 提 供 许 多 像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这

样 的 骨 架 代 码 但 是 有 些 时 候 需 要 编 写 代 码 来 使 程 序 执 行

当 某 一 事 件 从 窗 体 上 的 用 户 界 面 元 素 触 发 时 例 如 单 击 一 个 控 件 便 调

用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可 以 为 用 户 建 立 骨 架 代 码 这 样 通

常 在 事 件 发 生 时 只 需 要 填 充 要 运 行 的 代 码 即 可 W F C 组 件 模 型 在 所

有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的 基 础 V isu a l  J + +编 译 器 中 使 用 了 一 种 新 的 d e le g a te 关

键 字 当 使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将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挂 起 时 这 些 委 托 是 透 明

的 在 更 高 级 的 方 案 中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它 们 例 如 源 于 自 己 的 事 件 由 于

它 们 基 本 上 与 其 他 语 言 中 的 功 能 指 针 一 样 所 以 在 很 多 方 面 它 们 是 有 用

的

除 了 控 件 和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外 W F C 库 中 其 他 许 多 部 分 也 是 很 有 用 的

•  G ra p h ic s  su p p o r t 图 形 支 持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的 几 个 类

包 括 用 来 提 供 访 问 W in d o w s 图 形 服 务 的 G ra p h ic s 类

•  D yn a m ic  H T M L  su p p o r t 动 态 H T M L 支 持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提 供 由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4 .0 或 更 高 版 本 访 问 到 D H T M L 对 象 模



型 的 工 具

•  D a ta  b in d in g  s u p p o r t 数 据 绑 定 支 持 W F C 被 设 计 用 来 使 用 A c tiv e X
D a ta  O b je c ts A D O A c tiv e X 数 据 对 象 组 件 来 支 持 简 单 和 复 杂 的 数

据 绑 定 使 用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用 户 可 以 从 一 个 记 录 集 中 绑 定 字 段 到

任 何 W F C 组 件 的 属 性 上 W F C 还 提 供 其 他 的 复 杂 绑 定 组 件 用 来 直 接

作 用 于 记 录 集

•  L o c a l iz a t io n  su p p o r t 本 地 化 支 持 W F C 让 用 户 存 储 资 源 元 素 如

字 符 串 字 体 和 位 图 到 资 源 文 件 中 而 且 这 个 资 源 文 件 符 合 特 定 的

本 地 化 特 征 使 用 户 可 以 轻 松 地 进 行 本 地 化 代 码 操 作 这 样 就 可 以 简

化 将 用 户 界 面 转 化 为 多 种 语 言 的 操 作

•  D ire c t  W in 3 2  A P I s u p p o r t 直 接 W in 3 2  A P I 支 持 由 V isu a l  J + +提

供 的 J /D ire c t 技 术 允 许 用 户 从 J a v a 代 码 中 调 用 任 何 动 态 链 接 库

D L L W F C 建 立 在 J /D ire c t 对 W in 3 2 库 的 调 用 层 上 在

c o m .m s .w fc .W in 3 2 和 c o m .m s .w fc .O L E 3 2 软 件 包 中 的 工 具 因 此

如 果 用 户 习 惯 了 标 准 的 W in d o w s 编 程 并 想 要 直 接 访 问 这 些 库 W F C
提 供 了 基 本 的 元 素 如 设 备 上 下 文 和 窗 口 句 柄 来 给 用 户 提 供 最 终 的

控 件 这 些 在 一 些 特 殊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是 必 须 的 大 部 分 程 序 员 会 发 现

W F C 的 服 务 是 充 足 的

简 单 的 预 演

这 一 部 分 简 要 概 括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V isu a l  J + + 应 用 程 序 这 个 程 序 以



W in d o w s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为 基 础 建 立 起 来 名 为 M y N o te p a d
M y N o te p a d 是 一 个 T e x t 编 辑 器 它 的 F ile 菜 单 包 括 N e w O p e n S a v e
S a v e  A s 和 E x it 菜 单 项 它 包 括 了 编 辑 器 的 大 部 分 基 本 功 能 如 允 许 用

户 打 开 文 件 进 行 编 辑 然 后 将 其 存 储 到 相 同 或 不 同 的 文 件 中 等

       
注 意 这 些 语 法 与 使 用 V isu a l  J + +  A p p lic a t io n  W iz a rd 生 成 的 J p a d 应 用

程 序 很 相 似 但 是 M y N o te p a d 并 不 是 使 用 A p p lic a t io n  W iz a rd 建 立 的



它 是 专 门 用 来 清 楚 地 演 示 几 个 基 本 概 念 的 当 用 户 创 建 了 M y N o te p a d
之 后 由 A p p lic a t io n  W iz a rd 生 成 的 代 码 将 更 容 易 理 解 因 为 它 们 使 用

了 许 多 共 同 的 原 理

M y N o te p a d 本 质 上 是 由 带 有 编 辑 控 件 和 菜 单 组 成 的 单 独 的 窗 体

M y N o te p a d .ja v a 另 一 个 窗 体 N e w D ia lo g .ja v a 是 一 个 模 态 对 话

框 在 用 户 打 开 新 文 件 或 关 闭 当 前 文 件 时 它 提 示 用 户 进 行 保 存 在 本 章

的 最 后 列 出 了 所 有 这 些 文 件 的 完 整 代 码

该 应 用 程 序 是 利 用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和 T e x t 编 辑 器 来 设 计 和 编

码 的 许 多 代 码 是 由 设 计 器 自 动 生 成 的 在 这 里 指 出 了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的 功 能 通 过 设 计 器 创 建 该 应 用 程 序 自 动 生 成 的 代 码 和 W F C 应 用 程 序

编 程 的 几 个 基 本 概 念 它 特 别 介 绍 了

•  使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来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窗 体

•  如 何 开 始 和 终 止 应 用 程 序

•  剖 析 了 V isu a l  J + +  F o rm s 模 板

•  如 何 处 理 事 件

•  如 何 打 开 模 态 对 话 框 和 检 索 用 户 的 结 果

•  如 何 使 用 O p e n F ile D ia lo g 和 S a v e F ile D ia lo g 类 来 处 理 文 件

•  如 何 使 用 用 于 文 件 输 入 /输 出 I/O 的 F ile 流 类

这 个 简 单 的 预 演 结 尾 附 有

•  简 单 预 演 摘 要

•  代 码 列 表



使 用 V is u a l J + +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这 一 部 分 的 内 容 将 介 绍 在 V isu a l  J + +中 创 建 M y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的 步

骤 在 进 入 设 计 器 为 这 些 步 骤 生 成 的 代 码 之 前 先 浏 览 一 下 这 些 步 骤 是

很 有 好 处 的

1 . 创 建 主 窗 体

可 以 使 用 第 一 次 打 开 V isu a l  J + + 时 出 现 的 N e w  P ro je c t 新 项 目 对 话

框 或 是 从 F ile 菜 单 中 选 择 N e w  P ro je c t 命 令 来 创 建 主 窗 体 选 择

W in d o w s  A p p lic a t io n 图 标 输 入 应 用 程 序 的 名 字 在 这 里 指

M y N o te p a d 并 且 选 择 O p e n V isu a l  J + + 使 用 该 名 字 创 建 一 个 项 目

该 项 目 默 认 包 含 一 个 名 为 F o rm 1 .ja v a 的 窗 体 在 后 面 的 步 骤 中 将 要 把

它 改 名 为 M y N o te p a d



 

2 . 添 加 控 件 和 菜 单 到 窗 体 中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使 得 安 排 窗 体 内 容 非 常 容 易 要 在 设 计 模

式 中 打 开 该 窗 体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选 择 F o rm 1 .ja v a 然 后 从 V ie w
菜 单 中 选 择 D e s ig n e r 设 计 器 或 者 从 快 捷 菜 单 中 选 择 V ie w  D e s ig n e r

查 看 设 计 器 当 窗 体 显 示 时 用 户 可 以 从 工 具 箱 中 添 加 控 件 要



访 问 在 工 具 箱 中 的 W F C 控 件 可 以 在 T o o lb o x 选 项 卡 上 单 击 或 者

从 V ie w 菜 单 中 选 择 T o o lb o x 然 后 在 工 具 箱 中 单 击 W F C  C o n tro l W F C
控 件 按 钮 来 显 示 这 些 控 件

对 于 这 个 例 子 来 说 一 个 编 辑 控 件 已 经 从 工 具 箱 中 添 加 到 窗 体 上

添 加 菜 单 同 样 也 很 容 易 从 工 具 箱 中 拖 动 M ia n M e n u 控 件 到 窗 体 上

并 且 将 它 放 到 一 个 地 方 然 后 在 第 一 个 框 中 开 始 输 入 并 在 该 框 的 下

面 或 右 边 继 续 添 加 菜 单 项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可 以 通 过 在 某 个 字 符 前 面 输 入 一 个 & 符 号 来 在 该

菜 单 上 创 建 一 个 快 速 访 问 键 该 字 符 在 菜 单 上 变 为 下 划 线 显 示



      
3 . 在 窗 体 和 控 件 上 设 置 属 性

使 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设 置 属 性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为 了 方 便 起 见 许 多

属 性 设 置 为 默 认 值 下 面 列 出 的 在 编 辑 控 件 上 的 属 性 被 改 变 了

m u ltil in e (多 行 )属 性 设 置 为 真 d o c 文 档 属 性 设 置 为 F il l 填 充

sc ro l lB a rs 滚 动 条 属 性 设 置 为 V e rt ic a l 垂 直 及 fo n t  n a m e 字 体

名 属 性 设 置 为 F ix e d s y s 用 来 更 好 地 模 仿 N o te p a d 在 窗 体 和 控 件

中 可 能 还 有 用 户 想 要 设 置 的 其 他 属 性



用 户 可 能 需 要 重 新 命 名 一 些 组 件 来 使 得 标 题 更 容 易 理 解 选 择 窗 体 或

控 件 并 设 置 名 称 属 性 来 重 新 命 名 它 们 在 M y N o te p a d 中 更 改 下

面 的 名 称

默 认 名默 认 名默 认 名默 认 名 新 名新 名新 名新 名

E d it1 E d i tB o x

M a in M e n u 1 M e n u

M e n u Ite m 1 F ile M e n u

M e n u Ite m 2 F ile M e n u N e w

M e n u Ite m 3 F ile M e n u O p e n

M e n u Ite m 4 F ile M e n u S a v e

M e n u Ite m 5 F ile M e n u S a v e A s

M e n u Ite m 6 F ile M e n u E x it

M e n u Ite m 7 H e lp M e n u

M e n u Ite m 8 H e lp M e n u A b o u t

4 . 改 变 fo rm 1 .ja v a 的 名 称

用 户 可 能 想 要 使 主 窗 体 的 名 称 不 是 F o rm 1 .ja v a 可 以 从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选 择 F o rm 1 .ja v a 右 击 并 且 从 快 捷 菜 单 中 选 择 R e n a m e 重 命 名

然 后 键 入 新 的 名 称 在 这 里 为 M y N o te p a d .ja v a 这 样 重 命 名 操 作

就 完 成 了

如 果 改 变 名 称 记 住 必 须 将 源 代 码 中 出 现 的 所 有 F o rm 1 改 变 为

M y N o te p a d 要 这 样 做 首 先 应 该 选 择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然 后 通 过 从

快 捷 菜 单 中 选 择 V ie w  C o d e 查 看 代 码 来 打 开 源 代 码 文 件 从 E d it



菜 单 中 选 择 F in d  a n d  re p la c e 查 找 和 替 换 命 令 并 且 用 新 名 称 替

换 F o rm 1 的 所 有 实 例 例 如 将 F o rm 1 替 换 为 M y N o te p a d

5 . 创 建 对 话 框

N e w D ia lo g 对 话 框 就 是 在 项 目 中 的 另 外 一 个 窗 体 从 P ro je c t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F o rm 在 A d d  Ite m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F o rm 输 入 新 窗 体 的 名 字

在 这 里 为 N e w D ia lo g .ja v a 并 单 击 O p e n 来 创 建 另 外 的 窗 体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添 加 了 三 个 按 钮 它 们 分 别 命 名 为 Y e sB u tto n N o B u tto n
和 C a n c e lB u tto n 并 具 有 适 当 的 标 签 & Y e s & N o 和 & C a n c e l 按

钮 控 件 有 一 个 d ia lo g R e su l t 属 性 在 模 态 对 话 框 中 使 用 该 按 钮 时 这

个 属 性 是 很 有 用 的 例 如 如 果 Y e sB u tto n 控 件 的 d ia lo g R e su l t 属 性

设 置 为 Y e s 并 且 当 用 户 单 击 该 按 钮 时 对 话 框 关 闭 并 且 返 回

D ia lo g R e s u l t 值 Y e s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d ia lo g R e su l t 属 性 设 置 为 下 面 列

出 的 值

控 件控 件控 件控 件 d ia log r e s u lt 属 性属 性属 性属 性

Y e sB u tto n Y e s

N o b u tto n N o

C a n c e lB u tto n C a n c e l

有 一 点 需 要 注 意 F o rm s 类 有 一 个 a c c e p tb u t to n 属 性 用 来 检 测 当 用

户 按 下 E N T E R 键 时 单 击 了 哪 一 个 按 钮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a c c e p tB u tto n
属 性 设 置 到 Y e sB u tto n 控 件 F o rm 类 还 有 一 个 c a n c e lB u t to n 属 性 用

来 检 测 当 用 户 按 下 E S C 键 时 单 击 了 哪 一 个 按 钮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该



属 性 设 置 到 C a n c e lB u tto n 控 件

同 样 按 钮 标 签 中 的 & 符 号 用 来 映 射 每 个 按 钮 的 特 定 键 例 如 由 于

Y e sB u tto n 按 钮 的 标 签 是 & Y e s 所 以 按 Y 键 便 相 当 于 单 击 此 按

钮

随 后 添 加 两 个 附 加 的 标 签 控 件 用 来 显 示 该 对 话 框 的 消 息 文 本 最 后

P ic tu re B o x 控 件 添 加 到 窗 体 中 控 件 的 图 像 属 性 设 置 为 一 个 带 有 惊 叹

号 的 位 图

            
因 为 窗 体 中 添 加 了 一 个 图 像 所 以 当 保 存 窗 体 时 V isu a l  J + + 自 动

创 建 一 个 资 源 文 件 称 为 N e w D ia lo g .re s o u rc e s 并 且 将 图 像 放 到 该

文 件 中 资 源 文 件 提 供 了 一 种 机 制 来 在 不 同 的 语 言 环 境 中 本 地 化 窗

体 虽 然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它 大 部 分 用 于 进 行 打 包 用 户 还 可 以 设 置 窗

体 的 本 地 化 属 性 为 真 以 便 使 资 源 文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包 括 字 符 串 在 内 的 所 有 资 源 都 添 加 到 资 源 文 件 中



启 动 和 终 止 应 用 程 序

c o m .m s .w fc .a p p 软 件 包 包 括 静 态 的 A p p lic a tio n 类  用 来 管 理 所 有 的

W in 3 2 窗 口 处 理 如 注 册 实 例 化 处 理 消 息 循 环 等 等 创 建 的 主 应 用

程 序 窗 口 的 过 程 是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ru n 方 法 并 将 其 传 递 到 F o rm 派

生 出 的 对 象 中 这 个 对 象 构 成 了 窗 口 的 可 视 化 外 观 这 些 调 用 发 生 在 由

V isu a l  J + +生 成 的 基 于 F o rm 模 板 类 的 m a in ()方 法 中 对 于 M y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将 生 成 下 面 的 代 码

p u b l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A p p lica t io n .r u n ( n e w  M y N o tep a d () ) ;

}

默 认 情 况 下 由 V isu a l  J + + 模 板 创 建 的 基 本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在 应 用 程 序 右

上 角 的 W in d o w s 退 出 按 钮 X 来 关 闭 但 是 用 户 可 以 在 代 码 中 的 任

何 位 置 退 出 该 应 用 程 序 这 只 要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e x it 方 法 即 可 例 如

当 单 击 F ile 菜 单 上 的 E x it 时 应 用 程 序 关 闭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 M e n u E x it_ c l ic k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 /  C a ll th e  n e w  f i le  h a n d le r  to  in v o k e  N e w D ia lo g

/ /  to  a s k  if  u s e r  w a n ts  to  s a v e  c u r r en t  d a ta

th is .F ileM e n u N e w _ cl ick (s en d er , e ) ;



A p p lic a t io n .e x it ( )
}

上 面 介 绍 了 应 用 程 序 运 行 时 调 用 的 代 码 用 户 如 何 运 行 应 用 程 序 是 值 得

一 提 的 V isu a l  J + + 有 丰 富 的 配 置 特 性 其 中 一 个 就 是 用 来 创 建 W in d o w s
可 执 行 文 件 .e x e 允 许 用 户 以 与 其 他 W i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类 似 的 风 格

运 行 自 己 的 W F C 应 用 程 序 假 定 用 户 的 计 算 机 上 已 经 安 装 了 W F C 类

W F C 类 包 含 在 能 够 重 新 分 布 的 V ir tu a l  M a c h in e  fo r  J a v a 中

V is u a l J + + 窗 体 模 板 的 剖 析

基 本 的 W F C 窗 体 是 一 个 公 共 类 使 用 默 认 的 构 造 器 和 in i tF o rm 方 法 展

开 F O R M 类 当 实 例 化 F o rm 类 时 类 构 造 器 调 用 in i tF o rm 方 法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将 用 于 初 始 化 窗 体 和 控 件 属 性 的 所 有 代 码 放 入 in i tF o rm 方 法

中 应 用 程 序 的 其 他 代 码 在 构 造 器 中 调 用 in i tF o rm 的 后 面 在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中 应 用 程 序 名 就 放 在 这 里 虽 然 它 可 能 已 经 放 在 窗 体 的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用 于 M y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的 构 造 器 是

p u b l ic  M y N o te p a d ()
{

//  R eq u ir ed  f o r  V is u a l J + +  F o r m  D es ig n er  s u p p o r t

in itF o r m () ;

th is .s e tB o u n d s (1 0 0 , 1 0 0 , 3 0 0 , 3 0 0 ) ;

th is .s e tT ex t( " U n t it le d  -  M y N o tep a d " ) ;



}

对 于 所 有 类 主 体 中 添 加 的 控 件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在 in i tF o rm
方 法 前 面 添 加 声 明 例 如 这 就 构 成 M y N o te p a d .ja v a 窗 体 对 象 的 声 明

/* *
 *  N O T E : T h e  f o l lo w in g  c o d e  is  r eq u ir e d  b y  th e  V is u a l J + +  F o r m s

 *  D es ig n e r . It  ca n  b e  m o d if ie d  u s in g  th e  F o r m  ed ito r . D o  n o t

 *  m o d if y  it  u s in g  th e  T ex t  e d it o r .

 *  /

C o n ta in e r  c o m p o n e n ts  =  n e w  C o n ta in e r ( ) ;
M a in M en u  M e n u  =  n e w  M a in M e n u (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  n e w  M en u It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N e w  =  n e w  M en u It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O p en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S a v e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S a v e A s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E x it  =  n e w  M en u Ite m () ;

M en u Ite m  H e lp M e n u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H e lp M e n u A b o u t  =  n e w  M en u Ite m () ;

E d it  e d itb o x  =  n e w  E d it (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



    .  .  .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创 建 此 声 明 代 码 和 在 in i tF o rm 方 法 中 的 代 码

这 些 代 码 设 置 窗 体 的 属 性 并 且 将 控 件 放 置 到 窗 体 上 处 理 事 件 的 基 础

也 与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紧 密 集 成 它 可 以 生 成 在 in i tF o rm 方 法 中 映 射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在 in i tF o rm 方 法 中 的 头 两 个 语 句 用 来 示 范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如 何 设 置 对 象

的 属 性 在 这 里 是 将 菜 单 项 的 T e x t 属 性 设 置 为 & N e w 和 使 用 对 象

的 A d d O n C lic k 方 法 来 为 对 象 建 立 单 击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

   f i le M e n u N e w .se tT e x t("& N e w ") ;
   F i leM en u N e w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th is .F i leM en u N e w _ c lic k ) ) ;

处 理 事 件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多 数 代 码 出 现 在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中 它 们 在

单 击 菜 单 项 时 调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通 过 窗 体 上 控 件 生 成 的 事 件 使 得

用 户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创 建 骨 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例 如 要 添 加 一 个 菜 单 单 击

事 件 的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用 户 只 需 在 窗 体 上 双 击 该 菜 单 项 当 直 接 在 按 钮

或 菜 单 项 上 双 击 时 会 产 生 单 击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也 可 以 使 用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的 E v e n ts 事 件 选 项 卡 来 轻 松 地 创 建 处 理 程 序 的 骨 架 代 码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然 后 添 加 骨 架 事 件 处 理 方 法 在 其 中 可 以 添 加 代 码 窗



体 的 类 和 插 入 用 于 在 in i tF o rm 中 适 当 M e n u Ite m 类 的

M e n u Ite m .a d d O n C lic k 调 用

例 如 单 击 名 为 F ile M e n u N e w 的 菜 单 项 时 在 in i tF o rm 中 添 加 下 面 的

代 码 并 且 在 类 中 添 加 调 用 F ile M e n u N e w _ c l ic k 的 方 法

F ile M e n u N e w .a d d O n C lic k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 th is .F ile M e n u N e w _ c l ic k ) );
M e n u Ite m .a d d O n C lic k 方 法 带 有 一 个 E v e n tH a n d le r 对 象 E v e n tH a n d le r
对 象 是 在 单 击 菜 单 项 时 使 用 调 用 方 法 的 引 用 创 建 的 本 来 M e n u Ite m
对 象 监 视 鼠 标 单 击 并 当 事 件 发 生 时 调 用 每 个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添 加 到 其

中

所 有 事 件 处 理 对 象 都 是 委 托 在 它 们 之 间 不 同 的 是 它 们 传 递 到 处 理 程

序 的 事 件 对 象 E v e n tH a n d le r 委 托 传 递 一 个 E v e n t 对 象 该 对 象 包 含 有

关 该 事 件 的 信 息 但 是 例 如 K e y E v e n tH a n d le r 传 递 K e y E v e n t 对 象

该 对 象 扩 展 键 按 下 和 键 释 放 的 事 件 K e y E v e n t 包 含 一 个 附 加 的 字 段 指

定 U N IC O D E 字 符 以 及 它 是 否 与 C T R L S H I F T 或 A L T 键 组 合 使 用

多 数 W F C 程 序 员 不 需 要 知 道 多 少 有 关 委 托 的 知 识 因 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已 经 存 在 于 W F C 用 于 事 件 的 软 件 包 中 并 且 大 部 分 要 添 加 的 代 码 已 经

由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生 成

下 面 就 是 在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用 来 控 制 这 些 特

殊 菜 单 项 的 选 择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M e n u N e w _ c l ick (O b je c t  s e n d er ,  E v en t  e )

{

  / /  If  e d it  c o n tro l co n ta in s  t ex t , c h e ck  if  it  s h o u ld  b e  s a v e d



  if  ( ed itb o x .g e tT ex t( ) . le n g th ()  ! =  0 )  {

     / /  O p en  N e w D ia lo g  c la s s  a s  a  m o d a l  d ia lo g

     in t  r e s u lt  =  n e w  N e w D ia lo g ( ) . s h o w D ia lo g ( th is ) ;

     / /  R e tr iev e  r e s u lt

     / /  If  Y es  b u t to n  w a s  c l ick e d  o p en  S a v e  A s  d ia lo g  b o x

     if  ( r e s u lt  = =  D ia lo g R es u lt .Y E S )

        th is .F ileM e n u S a v eA s _ c lic k (s e n d er ,  e ) ;

     / /  If  N o  b u t to n  w a s  c l ick e d  c lea r  ed it  c o n tro l a n d  s e t  t it l e

     e ls e  if  ( r e s u lt  = =  D ia lo g R es u lt .N O ) {

        ed itb o x .s e tT ex t (“ ” );

        th is .s e tT ex t (“ U n t it led  –  M y  N o tep a d ” ) ;

      }

   }

}

当 然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只 创 建 骨 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打 开 定 制 模 态 对 话 框

的 代 码 还 需 要 手 工 添 加

实 现 模 态 对 话 框

在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中 用 户 单 击 在 F ile 菜 单 上 的 N e w 命 令 时 在

该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中 的 代 码 检 测 是 否 在 编 辑 控 件 中 有 文 本 如 果 有 它 将

打 开 一 个 模 态 对 话 框 显 示 询 问 用 户 是 否 保 存 该 文 本 的 消 息 如 果 用 户



单 击 Y e s 按 钮 则 调 用 M y N o te p a d .F i le M e n u S a v e A s_  c l ic k 方 法 该 方

法 允 许 用 户 选 择 文 件 并 且 存 储 当 前 文 本 如 果 用 户 单 击 N o 编 辑 控

件 被 清 除 并 且 在 主 窗 体 上 方 的 标 题 显 示 变 为 U n ti t le d -M yN o te p a d
在 F ile M e n u N e w _ c l ic k 方 法 中 该 对 话 框 的 请 求 和 检 索 结 果 是 在 下 面 这

一 行 中 完 成 的

in t  re su l t  =  n e w  N e w D ia lo g () .s h o w D ia lo g ( th is ) ;

当 打 开 模 态 对 话 框 时 对 话 框 结 果 值 从 对 话 窗 体 中 设 置 D ia lo g R e s u l t
类 中 包 含 用 于 此 目 的 的 整 型 常 量 但 是 可 以 返 回 任 何 一 个 整 数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使 用 按 钮 的 d ia lo g R e su l t 属 性 该 属 性 可 以 设 置 D ia lo g R e s u l t
值

作 为 例 子 单 击 ye s B u tto n 控 件 设 置 D ia lo g R e s u l t 为 Y e s 当 对 话 框 关

闭 时 该 结 果 从 S h o w D ia lo g 方 法 返 回 到 调 用 的 类 中 由 sh o w D ia lo g 返

回 的 整 数 结 果 随 后 用 来 检 测 下 一 步 的 动 作

N e w D ia lo g .ja v a 窗 体 使 用 同 主 应 用 程 序 窗 体 一 样 的 F o rm 模 板 作 为 一

个 新 的 窗 体 而 创 建 注 意 主 方 法 不 需 要 模 态 对 话 框 并 且 在 本 例 中 删

除 将 其 留 下 来 不 会 导 致 错 误 但 也 不 是 良 好 的 编 程 风 格 还 有 要

删 除 与 该 方 法 无 关 的 模 板 注 释

使 用 消 息 框 作 为 模 态 对 话 框

在 简 单 的 情 况 下 用 户 还 可 以 使 用 消 息 框 来 代 替 定 制 模 态 对 话 框 H e lp
菜 单 上 A b o u t  M y N o te p a d 菜 单 项 的 单 击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使 用 如 下 所 示 的

M e ss a g e B o x 对 象



p r iv a te  v o id  H e lp M e n u A b o u t_ c l ic k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m es s a g eB o x .s h o w (" V ers io n :V is u a l J + +  6 .0 "  ,  " M y N o tep a d " ) ;

}

实 现 文 件 对 话 框 和 文 件 输 入 /输 出

在 这 个 应 用 程 序 中 我 们 所 关 心 的 其 余 代 码 有 用 来 操 作 文 件 输 入 /输 出

和 使 用 F ile  O p e n 和 F ile  S a v e 对 话 框 的 代 码 它 示 范 了 W F C 类 如 何 简

化 了 定 位 打 开 读 取 和 写 入 文 件 的 操 作 下 面 简 要 介 绍 W F C 类 如 何

做 这 些 工 作

在 W F C 类 层 次 中 c o m .m s .w fc .u i .O p e n F ile D ia lo g 和

c o m .m s .w fc .u i .S a v e F i le D ia lo g 类 都 扩 展 c o m .m s .w fc .u i .F i le D ia lo g
F ile D ia lo g 扩 展 C o m m o n D ia lo g 它 是 用 于 W in 3 2 公 用 对 话 A P I 的 打 包

所 有 公 用 对 话 使 用 如 se tT itle 和 se tF i l te r 这 样 的 属 性 来 设 置 并 且 通 过

调 用 sh o w D ia lo g 方 法 来 运 行 这 些 对 话 框 允 许 用 户 为 打 开 或 保 存 的 文

件 选 择 文 件 名

c o m .m s .w fc .io 软 件 包 包 含 基 于 流 的 输 入 /输 出 类 扩 展 D a ta S tre a m 的 F ile
类 包 含 用 于 文 件 输 入 /输 出 的 方 法 在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的 情 况 中

需 要 所 有 这 些 来 打 开 文 件 将 它 们 都 读 入 到 编 辑 控 件 中 或 者 将 编 辑 控

件 中 的 内 容 写 到 文 件 中 和 关 闭 文 件

在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中 所 有 的 输 入 /输 出 和 文 件 对 话 代 码 都 在 F ile
菜 单 上 的 O p e n S a v e 和 S a v e  A s 的 事 件 处 理 方 法 中 我 们 将 只 注 意 其



中 的 O p e n 菜 单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因 为 它 封 装 了 公 用 对 话 和 F ile 输 入 /输 出

的 功 能 用 于 F ile M e n u O p e n _ c lic k 的 代 码 为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 M e n u O p e n _ c lic k (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 /  C rea t e  a n  O p en  F ile  d ia lo g  b o x

  O p en f ile D ia lo g  o fd  =  n e w  O p e n F i leD ia lo g ( )

  / /  S e t  u p  f ilt e r s  a n d  o p t io n s

  o fd .s e tD efa u ltE x t(" T ex t  D o cs  ( * .tx t ) |* .tx t |A ll  F i le s  ( * .* ) |* .* " ) ;

  o fd .s e tD efa u ltE x t(" tx t" );

  / /  R u n  th e  O p en  F i le  d ia lo g  b o x

  in t  O K  =  o f d .s h o w D ia lo g ( ) ;

  / /  C h e ck  r e s u lt  o f  d ia lo g  b o x  a f te r  it  c lo s es

  if  (O K  = =  D ia lo g R es u lt .O K ) {

     / /  R e tr iev e  th e  f i l en a m e  e n te r e d

     f i le N a m e =  o f d .g e tF ile N a m e() ;

     / /  O p en  a  F i le  s t rea m  o n  th a t  f il e n a m e

     c u rr en tD o c  =  F i le .o p e n ( f i le N a m e) ;

     / /  R e tr iev e  th e  le n g th  o f  th e  f il e

     in t  ile n g th  =  ( in t ) cu r r e n tD o c .g e tL en g th ( ) ;

     / /R ea d  in  A N S I  ch a ra c t e r s  to  ed it  b u f fe r

     e d itb o x .s e tT ex t (c u rr en tD o c .r ea d S t r in g C h a rs A n s i( i le n g th )) ;

     / /  C lo s e  th e  f i l e  h a n d le



     c u rr en tD o c .c lo s e () ;

     f i leO p e n = tru e ;

     / /  S e t  th e  a p p lica t io n ’s  ca p t io n

     t h is .s e tT ex t (F ile .g e tN a m e(f i l eN a m e)  +  "  -  M y N o tep a d " ) ;

  }

}

当 单 击 在 F ile 菜 单 上 的 O p e n 命 令 时 将 调 用 F ile M e n u O p e n _ c lic k 事 件

处 理 方 法 代 码 中 的 前 三 行 创 建 一 个 O p e n F ile D ia lo g 对 象 并 且 设 置 对

话 框 使 用 的 过 滤 器 和 扩 展 名 当 手 工 添 加 这 些 行 时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做 同 样 的 事 情 方 法 是 添 加 一 个 O p e n f i le d ia lo g 对 象 到 窗 体

并 且 设 置 它 的 属 性 此 时 初 始 化 代 码 放 置 到 in i tF o rm 方 法 中

最 后 调 用 O p e n F ile D ia lo g .sh o w D ia lo g 方 法 来 打 开 对 话 框 当 对 话 框 关

闭 时 如 果 用 户 单 击 O K 按 钮 方 法 返 回 一 个 等 于 D ia lo g R e s u l t .O K 的

整 数 如 果 用 户 单 击 C a n c e l 按 钮 则 返 回 D ia lo g R e s u lt .C a n c e l 如 果 单

击 了 O K 按 钮 则 文 件 名 从 O p e n F ile D ia lo g 对 象 中 接 收 并 将 其 传 递 到

F ile .o p e n 方 法 中 该 方 法 返 回 一 个 打 开 的 F ile 流 这 个 F ile 流 是 在 该

文 件 上 以 读 写 访 问 方 式 打 开 的 F ile .o p e n 是 一 个 实 用 程 序 函 数 在 使 用

下 面 的 构 造 器 创 建 F ile 对 象 时 它 也 可 以 做 同 样 的 事 情

F ile  (  f i le N a m e ,  F i le .O P E N , F i leA c c es s .R E A D W R IT E F ileS h a r e .N O N E );



简 单 预 演 摘 要

这 样 简 短 的 教 程 不 可 能 覆 盖 每 个 应 用 程 序 概 念 即 使 是 对 M y N o te p a d
这 样 简 单 的 应 用 程 序 但 是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使 用 对 话 框 操 作 和 简 单 的

文 件 输 入 /输 出 的 概 念 却 是 多 数 应 用 程 序 所 公 用 的 并 且 是 它 们 的 主 要

问 题

在 这 个 预 演 中 我 们 没 有 涉 及 S a v e 和 S a v e  A s 菜 单 项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的

代 码 但 是 这 些 代 码 使 用 同 样 的 原 理 这 将 在 其 他 地 方 讨 论 所 以

当 看 到 列 表 时 不 要 感 到 惊 奇

除 了 ja v a .la n g 之 外 在 该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的 其 他 标 准 J a v a 软 件 包 没 有

太 大 的 用 处 诸 如 c o m .m s .w fc .io 和 c o m .m s .w fc .u i 这 样 的 软 件 包 用 来 访

问 W in d o w s  A P I 的 基 本 功 能 当 用 户 知 道 目 标 环 境 将 是 W in 3 2 操 作 系

统 时 这 将 提 供 相 当 好 的 性 能 和 可 用 性

要 记 住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是 作 为 一 个 示 范 工 具 来 编 写 的 为 了 要 保

持 它 的 短 小 并 突 出 要 点 它 没 有 提 供 更 多 的 错 误 检 查 或 像 N o te p a d 和

J P a d 那 样 多 的 特 性 但 是 随 着 这 次 简 要 介 绍 的 结 束 用 户 应 该 知 道

使 用 V isu a l  J + +和 W F C 创 建 自 己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方 法

代 码 列 表

下 面 列 出 的 代 码 提 供 了 M y N o te p a d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两 个 基 于 窗 体 的 类



M y N o te p a d . ja v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yN o t ep a d . ja v a

T h is  s a m p le  is  p ro v id ed  a s  a  c o m p a n io n  to  th e  In t ro d u ct io n  to  W F C

p ro g ra m m in g  to p ic  in  th e  V is u a l  J + +  d o c u m en ta t io n .R ea d  th e  s e c t io n

t it le d  M y N o t ep a d  S a m p le  W a lk th ro u g h  in  c o n ju n c t io n  w it h  th is  s a m p 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a p p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 io .* ;

p u b l ic  c la s s  M yN o te p a d  e x te n d s  F o rm
{

p r iv a te  F ile  c u r r en tD o c ;  / /  th e  I/O  f il e  s t rea m

p r iv a te  S t r in g  f ile N a m e;  / / th e  m o s t  r e c en t ly -u s ed  f il e  n a m e

p r iv a te  b o o lea n  f i l eO p en  =  fa ls e ;  / /  s e t  t ru e  a f te r  f ile  o p en e d

p u b lic  M y N o t ep a d ( )

{

    / /  R eq u ir ed  f o r  V is u a l J + +  F o r m s  D es ig n er  s u p p o r t

    in itF o r m () ;



    th is .s e tB o u n d s (1 0 0 , 1 0 0 , 3 0 0 , 3 0 0 ) ;

    th is .s e tT ex t(“ U n t it led  –  M y N o tep a d ” ) ;

}

p r iv a te  v o id  H e lp M en u A b o u t_ c l ick (O b je c t  s e n d er ,  E v en t  e )

{

    M es s a g eB o x .s h o w (" V ers io n : V is u a l J + +  6 .0  "  , " M y N o tep a d " ) ;

}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M e n u N e w _ c l ick (O b je c t  s e n d er ,  E v en t  e )

{

    / /  If  e d it  c o n tro l co n ta in s  t ex t ,  c h e ck  if  it  s h o u ld  b e  s a v e d

    if (e d itb o x .g e tT ex t( ) .l en g th ()  !=  0 )  {

      / /  O p en  N e w D ia lo g  c la s s  a s  a  m o d a l d ia lo g

      in t  r e s u lt  =  n e w  n e w D ia lo g ( ) . s h o w D ia lo g ( th is ) ;

      / /  R e t r ie v e  r e s u lt

      / /  If  Y es  b u t to n  w a s  c lic k ed  o p e n  S a v e  A s  d ia lo g  b o x

      if  ( r e s u lt  = =  D ia lo g R es u lt .Y E S )

         t h is .F i leM en u S a v e A s _ c l ick (s en d er ,e ) ;

      / /  If  N o  b u t to n  w a s  c lic k ed  c lea r  e d it  co n t ro l  a n d  s e t  t it le

      e ls e  if  ( r e s u lt  = =  D ia lo g R es u lt .N O ) {

        ed itb o x .s e tT ex t (" " ) ;

        th is .s e tT ex t (" U n t it l e d  –  M y N o t ep a d " ) ;



      }

     }

}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 M e n u O p e n _ c lic k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 /  C rea te  a n  O p en  F ile  d ia lo g  b o x

O p en F i le D ia lo g  o fd  =  n e w  O p e n F i leD ia lo g () ;

/ /  S e t  u p  f ilt e rs  a n d  o p t io n s

o fd .s e tF ilt e r ( " T ex t  D o cs  ( * .tx t ) |* .tx t |A l l F i l es  ( * .* ) |* .*" ) ;

o fd .s e tD efa u ltE x t(" tx t" );

/ /  R u n  th e  O p en  F i le  d ia lo g  b o x

in t  O K  =  o f d .s h o w D ia lo g () ;

/ /  C h e ck  r e s u lt  o f  d ia lo g  b o x  a f te r  it  c lo s es

if  (O K = = D ia lo g R es u lt .O K )  {

   / /  R e tr iev e  th e  f i len a m e  e n te r e d

f ileN a m e  =  o fd .g e tF i leN a m e() ;

/ /  O p en  a  F ile  s t rea m  o n  th a t  f i len a m e

cu r r e n tD o c  = F ile .o p e n ( f i leN a m e);

/ /  R e tr ie v e  le n g th  o f  f ile

in t  i l en g th  =  ( in t )  c u rr en tD o c .g e tL en g th () ;

/ /  R ea d  in  A N S I c h a ra c te rs  to  e d it  b u ff e r

ed itb o x .s e tT ex t(cu r r e n tD o c .r ea d S tr in g C h a rs A n s i( i len g th ) ) ;



/ /  C lo s e  th e  f ile  h a n d le

cu r r e n tD o c .c lo s e ( ) ;

f ileO p en = tru e ;

/ /  S e t  th e  a p p lica t io n ’s  ca p t io n

th is .s e tT ex t(F ile .g e tN a m e(f ile N a m e)+  "  –  M y N o t ep a d ") ;

  }

}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 M e n u S a v e _ c l ic k (O b je c t  s 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 /  If  th e r e  h a s  b e e n  a  f ile  o p en e d  o r  s a v ed

if  ( f i l eO p en ){

  / /  O p en  th e  c u r r en t  f i le  a g a in

  cu rr e n tD o c  =  F ile .o p en ( f il eN a m e);

  / /  W rit e  ed it  co n t ro l c o n t en ts  to  f i le

  cu rr e n tD o c .w r iteS tr in g C h a rs A n s i( e d itb o x .g e tT ex t ( ) ) ;

  / /  C lo s e  f ile  h a n d le

  cu rr e n tD o c .c lo s e () ;

}

  e ls e

    th is .F ileM e n u S a v eA s _ c lic k (s e n d er ,  e ) ;

}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 M e n u S a v e A s_ c l ic k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S a v eF i le D ia lo g  s fd  =  n e w  S a v eF i leD ia lo g ( ) ;

/ /  S e t  th e  o p t io n s

s fd .s e tF ile N a m e ( f i l eN a m e) ;

s fd .s e tT it le ( " S a v e  T ex t  F ile" ) ;

s fd .s e tF ilt e r (" T ex t  D o cs  ( * .tx t ) |* .tx t |A l l F i le s  ( * .* ) |* .*" ) ;

s fd .s e tD efa u ltE x t(" tx t" );

    / /  R u n  th e  d ia lo g  b o x

    in t  r e s u lt  =  s fd .s h o w D ia lo g () ;

    if  ( r e s u lt  = =  D ia lo g R es u lt .O K )  {

      / /  R e t r ie v e  th e  f ile n a m e  en t er ed  in  th e  d ia lo g  b o x

      f i l eN a m e  =  s fd .g e tF i leN a m e() ;

      / /  O p en  a  F ile  s t rea m  w ith  a b il it y  to  c r ea t e  a  f ile  if  n e ed e d

      cu rr e n tD o c  =  n e w  F i le ( f i le N a m e, F ileM o d e .O P E N _ O R _ C R E A T E ) ;

      / /  W rit e  th e  c o n t en ts  o f  th e  e d it  c o n t ro l to  th e  f ile

      cu rr e n tD o c .w r iteS t r in g C h a rs A n s i( e d itb o x .g e tT ex t ( ) ) ;

      / /  C lo s e  th e  f il e  h a n d le

      cu rr e n tD o c .c lo s e () ;

      f i l eO p en  =  t ru e ;

      / /  S e t  th e  a p p ’s  ca p t io n  u s in g  th e  f i len a m e  m in u s  it s  p a th

      th is .s e tT ex t(F ile .g e tN a m e( f il e N a m e)  +  "  -  M y N o t ep a d " ) ;



    }

}

p r iv a te  v o id  F i le M e n u E x it_ c lic k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 /  C a ll th e  n e w  f i le  h a n d le r  to  in v o k e  N e w D ia lo g

/ /  to  a s k  if  u s e r  w a n ts  to  s a v e  c u r r en t  d a ta

th is .F ileM e n u N e w _ cl ick (s en d er , e ) ;

A p p lica t io n .ex it ( ) ;

}

/* *
 *  N O T E : T h e  f o l lo w in g  c o d e  is  r eq u ir e d  b y  th e  V is u a l J + +  F o r m s

 *  D es ig n e r . It  ca n  b e  m o d if ie d  u s in g  th e  F o r m  ed ito r . D o  n o t

 *  m o d if y  it  u s in g  th e  T ex t  e d it o r .

 * /

C o n ta in e r  c o m p o n e n ts  =  n e w  C o n ta in e r ( ) ;
M a in M en u  M e n u  =  n e w  M a in M e n u (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  n e w  M en u It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N e w  =  n e w  M en u It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O p en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S a v e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S a v e A s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F i leM en u E x it  =  n e w  M en u Ite m () ;

M en u Ite m  H e lp M e n u  =  n e w  M e n u It e m () ;

M en u Ite m  H e lp M e n u A b o u t  =  n e w  M en u Ite m () ;

E d it  e d itb o x  =  n e w  E d it (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

F ileM e n u N e w .s e tT ex t("& N e w ") ;

F ileM e n u N e w .a d d O n C lic k (n e w  E v en tH a n d le r( th is .F ileM e n u N e w _ c l ick ) ) ;

F ileM e n u O p en .s e tT ex t( " & O p en " ) ;

F ileM e n u O p en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 th is .F i leM en u O p en  c lic k )) ;

F ileM e n u S a v e .s e tT ex t( " & S a v e" ) ;

F ileM e n u S a v e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 th is .F i leM en u S a v e_ c lic k )) ;

F ileM e n u S a v e A s .s e tT ex t(" S a v e  & A s " ) ;

F ileM e n u S a v e A s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n tH a n d le r( th is .F ileM e n u S a v eA s _ c lic k )) ;

F ileM e n u E x it .s e tT ex t(" E & x it" ) ;

F ileM e n u E x it .a d d O n C lic k (n e w  E v en tH a n d le r( th is .F ileM e n u E x it_ c l ick ) ) ;

F ileM e n u .s e tM e n u It e m s (n e w  M e n u It e m []  {

                     F i leM en u N e w ,

                     F i leM en u O p en ,



                     F i leM en u S a v e ,

                     F i leM en u S a v eA s ,

                     F i leM en u E x it} ) ;

F ileM e n u .s e tT ex t( " & F ile" ) ;

H e lp M e n u A b o u t .s e tT ex t (" & A b o u t  M y N o t ep a d … " ) ;

H e lp M e n u A b o u t .a d d O n C lic k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th is .H e lp M e n u A b o u t_ c lic k )) ;

H e lp M e n u .s e tM en u Ite m s (n e w  M en u Ite m []  {

                     H e lp M en u A b o u t} ) ;

H e lp M e n u .s e tT ex t(" & H e lp " ) ;

M en u .s e tM e n u It e m s (n e w  M e n u It e m []  {

                 F i leM en u ,

                 H e lp M en u } ) ;

th is .s e tT ex t( " M yN o tep a d " ) ;

th is .s e tV is ib le ( fa ls e ) ;

th is .s e tA u to S ca leB a s eS iz e (1 3 ) ;

th is .s e tC lie n tS iz e (n e w  P o in t(3 0 2 ,3 1 4 ) ) ;

th is .s e tM e n u (M e n u ) ;

ed itb o x .s e tD o c k (C o n tro lD o c k .F IL L ) ;

ed itb o x .s e tF o n t(n e w  F o n t("F ix ed s ys " ,  8 .0 f ,

F o n tS iz e .P O IN T S ,F o n tW e ig h t .N O R M A L ,fa ls e ,fa ls e ,fa ls e ,



C h a ra c t e rS e t .D E F A U L T , 0  ) ) ;

ed itb o x .s e tS iz e (n e w  P o in t (3 0 2 ,3 1 4 ) ) ;

ed itb o x .s e tT a b In d ex (1 ) ;

ed itb o x .s e tT ex t(" " ) ;

ed itb o x .s e tM u lt i lin e ( t ru e ) ;

ed itb o x .s e tS c r o l lB a rs (S c r o l lB a rs .V E R T IC A L );

th is .s e tN e w C o n tro ls (n e w  C o n tro l[ ]  {

                  ed itb o x } ) ;

    }

/* *

 *  T h e  m a in  en t r y  p o in t  f o r  th e  a p p lica t io n .

 *

 *  @ p a ra m  a r g s  A r ra y  o f  p a ra m ete rs  p a s s ed  to  th e  a p p lic a t io n

 *  v ia  th e  co m m a n d  lin e .

 * /

p u b l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A p p l ica t io n .ru n (n e w  M y N o t ep a d ( ) ) ;

}

}



N e w D ia lo g .ja v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e w D ia lo g .ja v a

T h is  s a m p le  is  p ro v id ed  a s  a  c o m p a n io n  to  th e  In t ro d u ct io n  to  W F C

P ro g ra m m in g  to p ic  in  th e  V is u a l J + +  d o cu m e n ta t io n .R ea d  th e  s e c t io n

t it le d  M y N o t ep a d  S a m p le  W a lk th ro u g h  in  c o n ju n c t io n  w it h  th is  s a m p le .

T h is  fo rm  re p re s e n ts  a  s im p le  m o d a l d ia lo g  b o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a p p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p u b l ic  c la s s  N e w D ia lo g  e x te n d s  F o rm
{

p u b lic  N e w D ia lo g ()

{

/ /  R eq u ir ed  f o r  V is u a l J + +  F o r m s  D es ig n er  s u p p o r t

in itF o r m () ;

}

/* *



 *  N O T E : T h e  f o l lo w in g  c o d e  is  r eq u ir e d  b y  th e  V is u a l J + +  F o r m s

 *  D es ig n e r . It  ca n  b e  m o d if ie d  u s in g  th e  F o r m  ed ito r . D o  n o t

 *  m o d if y  it  u s in g  th e  T ex t  e d it o r .

 * /

C o n ta in e r  c o m p o n e n ts  =  n e w  C o n ta in e r ( ) ;
L a b e l  la b e l1  =  n e w  L a b el( ) ;

L a b e l  la b le2  =  n e w  L a b el( ) ;

B u t to n  y es B u t to n  =  n e w  B u t to n ( ) ;

B u t to n  n o B u t to n  =  n e w  B u t to n () ;

B u t to n  ca n c e lB u t to n  =  n e w  B u t to n () ;

P ic tu reB o x  p ic tu r eB o x 1  =  n e w  P ic tu r eB o x (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

/ /  N O T E : T h is  fo r m  is  s to r in g  re s o u r c e  in f o r m a t io n  in  a n

/ /  ex te rn a l f il e . D o  n o t  m o d if y  th e  s t r in g  p a ra m ete r  to  a n y

/ /  re s o u r c es .g e tO b je c t( )  fu n c t io n  ca l l. F o r  ex a m p le , d o  n o t

/ /  m o d if y  " fo o l_ lo ca t io n "  in  th e  fo llo w in g  lin e  o f  co d e

/ /  ev en  if  th e  n a m e  o f  th e  F o o  o b je c t  ch a n g es :

/ /  fo o l.s e t L o ca t io n ( (P o in t) r es o u r c es .g e tO b je c t( fo o l_ lo ca t io n " ) ) ;

IR es o u r c eM a n a g er  r es o u r c es  =  n e w

      R es o u r c eM a n a g er ( th is , " N e w D ia lo g " ) ;



la b e l1 .s e tL o ca t io n ( n e w  P o in t (9 0 ,2 0 ));

la b e l1 .s e tS iz e (n e w  P o in t  (2 1 0 ,2 0 ));

la b e l1 .s e tT a b In d ex (0 ) ;

la b e l1 .s e tT a b S to p ( fa ls e ) ;

la b e l1 .s e tT ex t(" T h e  t ex t  in  th e  f i le  m a y  h a v e  ch a n g e d " .) ;

la b e l2 .s e tL o ca t io n ( n e w  P o in t (9 0 ,4 0 ));

la b e l2 .s e tS iz e (n e w  P o in t(1 9 0 ,2 0 ) );

la b e l2 .s e tT a b In d ex (1 ) ;

la b e l2 .s e tT a b S to p ( fa ls e ) ;

la b e l2 .s e tT ex t(" D o  y o u  w a n t  to  s a v e  th e  c h a n g es ?  " ) ;

y es B u t to n .s e tL o ca t io n (n e w  P o in t(2 0 ,9 0 )) ;

y es B u t to n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 (8 0 ,3 0 ));

y es B u t to n .s e tT a b In d ex (2 ) ;

y es B u t to n .s e tT ex t(" & Y es " ) ;

y es B u t to n .s e tD ia lo g R es u lt (D ia lo g R es u lt .Y E S ) ;

n o B u t to n .s e tL o ca t io n (n e w  P o in t(1 1 0 ,9 0 ));

n o B u t to n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8 0 ,3 0 ) );

n o B u t to n .s e tT a b In d ex (3 ) ;

n o B u t to n .s e tT ex t (" & N o " ) ;

n o B u t to n .s e tD ia lo g R es u lt (D ia lo g R es u lt .N O );

ca n c e lB u t to n .s e tL o ca t io n (n e w  P o in t(2 0 0 ,9 0 ));



ca n c e lB u t to n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8 0 ,3 0 ) );

ca n c e lB u t to n .s e tT a b In d ex (4 ) ;

ca n c e lB u t to n .s e tT ex t (" & C a n c e l" ) ;

ca n c e lB u t to n .s e tD ia lo g R es u lt (D ia lo g R es u lt .C A N C E L );

th is .s e tT ex t( " M yN o tep a d " ) ;

th is .s e tA c c ep tB u t to n ( y es B u t to n ) ;

th is .s e tA u to S ca leB a s eS iz e (1 3 ) ;

th is .s e tC a n c e lB u t to n ( ca n c e lB u t to n ) ;

th is .s e tC lie n tS iz e (n e w  P o in t(2 9 7 ,1 3 6 ) ) ;

p ic tu r eB o x 1 .s e tL o ca t io n (n e w  P o in t(2 0 ,2 0 )) ;

p ic tu r eB o x 1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 (5 0 ,5 0 ));

p ic tu r eB o x 1 .s e tT a b In d ex (5 ) ;

p ic tu r eB o x 1 .s e tT a b S to p ( fa ls e ) ;

p ic tu r eB o x 1 .s e tT ex t(" " ) ;

p ic tu r eB o x 1 .s e t Im a g e( (B itm a p )r es o u r c es .g e tO b je c t

   ( " p ic tu r eB o x 1 _ im a g e" ) ) ;

th is .s e tN e w C o n tro ls (n e w  C o n tro l [ ]  {

                  p ic tu r eB o x 1 ,

                  ca n c e lB u t to n ,

                  n o B u t to n ,

                  y es B u t to n ,



                  la b e l2 ,

                  la b e l1 } ) ;

}

}



第 1 2 章   W F C 编 程 概 念

W in d o w s  F o u n d a tio n  C la sse s  fo r  J a v a W F C 提 供 了 一 种 J a v a 软 件 包 的

框 架 这 个 软 件 包 支 持 面 向 W in d o w s 操 作 系 统 和 D y n a m ic  H T M L 对 象

模 型 的 组 件 W F C 与 V isu a l  J + + 开 发 环 境 紧 密 集 成 并 提 供 一 整 套 用 J a v a
编 写 的 W in d o w s 控 件 使 用 这 种 紧 密 的 集 成 和 支 持 如 In te l l iS e n se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A p p lic a t io n  W iz a rd 和 O b je c t  B ro w se r 的 特 性 建 立 W in d o w s
的 J a v a 应 用 程 序 会 更 加 容 易 当 能 够 熟 练 应 用 这 些 V isu a l  J+ + 的 特 性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时 你 可 能 会 想 了 解 组 成 W F C 软 件 包 和 类 的 结 构 背 后 的 结

构 和 逻 辑

这 一 章 的 目 的 是 为 W F C 软 件 包 和 类 提 供 一 个 概 念 性 的 框 架 并 且 解 释

一 些 基 本 的 W F C 模 型 很 多 软 件 包 是 组 件 模 型 的 技 术 并 且 经 常 被 热

衷 于 使 用 W F C 控 件 的 开 发 人 员 所 忽 略 其 他 软 件 包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通 过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访 问 当 开 始 研 究 W F C 的 库 时 你 就 会 想 知

道 对 于 特 定 的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哪 些 软 件 包 和 库 是 重 要 的

本 章 包 括 下 列 内 容

•  W F C 软 件 包 高 度 概 括 了 组 成 W F C 的 主 软 件 包

•  使 用 W F C 的 可 视 组 件 工 作 描 述 了 控 件 窗 体 和 W F C 中 的 图 形

对 象 包 括 下 列 内 容



•  W in d o w s 可 视 组 件

•  D yn a m ic  H T M L 可 视 组 件

•  在 W F C 中 处 理 事 件 描 述 了 处 理 事 件 的 委 托 的 作 用

•  本 地 化 应 用 程 序 描 述 了 V isu a l  J + +和 W F C 在 各 种 语 言 中 用 于 本

地 化 应 用 程 序 的 支 持 和 方 法

•  使 用 W F C 应 用 程 序 服 务 描 述 了 一 些 主 要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特 点 及 下

列 一 些 内 容

•  启 动 和 退 出 应 用 程 序

•  处 理 应 用 程 序 事 件

•  访 问 系 统 信 息

•  执 行 剪 贴 板 和 拖 放 操 作

•  使 用 W F C 和 J a v a 线 程 描 述 了 W F C 的 线 程 模 型 并 介 绍 了 如 下

几 方 面 的 内 容

•  混 合 J a v a 和 W in 3 2 的 线 程 模 型

•  创 建 和 退 出 线 程

•  使 用 线 程 存 储 器

•  使 用 线 程 异 常

W F C 软 件 包

W F C 的 基 础 是 W in d o w s 和 D y n a m ic  H T M L W F C 源 于 W in 3 2  W in d o w s
编 程 模 型 它 能 使 用 户 通 过 使 用 J a v a 来 编 译 基 于 W in d o w s 的 应 用 程 序



这 些 应 用 程 序 利 用 了 W in d o w s 用 户 界 面 的 控 件 事 件 和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W F C 也 源 于 D y n a m ic  H T M L 模 型 它 可 以 使 用 户 直 接 从 J a v a 中 利 用

D yn a m ic  H T M L 的 功 能 来 创 建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的 H T M L 页

这 些 技 术 的 中 心 是 本 机 动 态 链 接 库 D L L s 它 提 供 了 W F C 基 础 的 核

心 A P I 由 于 使 用 了 两 种 不 同 的 技 术 J A c t iv e X 工 具 和 J /D ire c t 因 此

这 些 库 对 J a v a 语 言 是 有 效 的 如 果 D L L 代 表 了 C O M /A c tiv e X 组 件

J A c t iv e X 将 创 建 映 射 C O M 对 象 到 J a v a 对 象 的 打 包 类 如 果 D L L 不 是

基 于 C O M 的 J /D ire c t 直 接 调 用 到 D L L ,并 配 置 J a v a 和 D L L 本 机 语 言

C 或 C + +语 言 之 间 的 数 据 类 型 这 两 种 技 术 都 利 用 了 J V C 编 译 器

和 M ic ro so f t  V ir tu a l  M a c h in e  fo r  Ja v a 的 内 建 支 持 和 协 作

了 解 这 些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为 几 个 软 件 包 都 是 由 C O M 打 包 类 由 J A c t iv e X
产 生 或 J /D ire c t 类 组 成 这 些 类 具 有 直 接 映 射 基 本 A P I 的 方 法 在 W F C
R e fe re n c e 中 没 有 说 明 它 们 因 为 通 常 它 们 不 能 直 接 访 问 但 是 对 于 其

他 软 件 包 它 们 是 作 为 支 持 类 来 讨 论 的

在 W F C 中 不 包 括 本 机 的 A P I 支 持 软 件 包 有 七 个 主 要 的 软 件 包

软 件 包软 件 包软 件 包软 件 包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c o m .m s .w fc .a p p 封 装 W i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操 作 的 基 类 V is u a l J + +窗 体

组 件 模 板 使 用 这 些 类 的 服 务 除 了 基 本 的 W in d o w s 信

息 处 理 结 构 外 有 适 合 W in d o w s 特 点 的 支 持 如 剪 贴

板 注 册 表 线 程 窗 口 句 柄 和 系 统 信 息 等

c o m .m s .w fc .c o re 组 件 模 型 的 基 类 这 个 软 件 包 支 持 包 容 器 事 件 异

常 属 性 以 及 与 V isu a l J+ +特 征 相 互 操 作 的 基 础 设



施 如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c o m .m s .w fc .d a ta 允 许 数 据 访 问 和 数 据 绑 定 的 A c tiv e  D a ta  O b je c t

A D O Ja v a 类 该 软 件 包 还 包 括 c o m .m s .w fc .d a ta .u i

该 软 件 包 提 供 了 W F C 中 数 据 绑 定 控 件 的 基 类

c o m .m s .w fc .h tm l 用 来 实 现 Ja v a 中 的 D yn a m ic  H T M L 类 这 些 类 同 时

提 供 了 客 户 端 和 服 务 器 端 的 支 持

c o m .m s .w fc .io 用 来 访 问 数 据 流 实 现 完 整 的 数 据 包 用 于 读 写 串 行

流 文 件 访 问 和 在 数 据 流 的 不 同 类 型 之 间 映 射

c o m .m s .w fc .u i 与 W F C 一 起 装 载 的 控 件 的 核 心 类 这 些 类 还 提 供 了

对 W in d o w s  G ra p h ic s  A P I 的 访 问

c o m .m s .w fc .u ti l 用 于 各 种 排 序 窗 体 实 现 哈 希 表 等 的 各 种 窗 体 的 实 用

程 序 类

下 面 是 W F C 中 核 心 本 地 A P I 支 持 类

软 件 包软 件 包软 件 包软 件 包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c o m .m s .w fc .a x 提 供 了 适 用 于 A c tiv e X 接 口 的 Ja v a 打 包 类

c o m .m s .w fc .h tm l.o m 提 供 了 适 用 于 D yn a m ic  H T M L 对 象 模 型 的 Ja v a 打 包 类

c o m .m s .w fc .o le 3 2 提 供 了 适 用 于 O L E 服 务 的 J a va 打 包 类

c o m .m s .w fc .w in 3 2 提 供 了 适 用 于 W in 3 2  A P I 的 Ja v a 打 包 类

使 用 W F C 的 可 视 组 件

虽 然 W F C 中 的 W in 3 2 可 视 组 件 和 D y n a m ic  H T M L D H T M L 应 用 程



序 之 间 存 在 着 一 些 差 别 但 其 间 存 在 着 很 多 相 似 的 地 方 这 些 相 似 性 使

得 W F C 和 组 件 模 型 能 非 常 容 易 地 服 务 于 上 述 两 种 应 用 程 序 比 如 W in 3 2
和 D H T M L 模 型 都 包 含 基 本 的 控 件 类 型 如 编 辑 框 复 选 框 按 钮 单

选 框 和 组 合 框 等 在 W in 3 2 中 最 常 用 的 控 件 中 会 有 一 个 D H T M L 控

件 以 D h 开 头 , 而 且 名 字 相 同 如 c o m .m s .w fc .u i .E d it 类 有 对 应 的

c o m .m s .w fc .h tm l .D h E d it 类 字 体 颜 色 常 量 和 大 多 数 事 件 类 型 也 在

W in 3 2 和 D H T M L 模 型 中 共 享

当 然 每 一 种 模 型 也 存 在 着 特 殊 的 组 件 如 D H T M L 的 表 或 W in 3 2 组

件 的 列 表 查 看 控 件

可 能 W F C  W in 3 2 和 D H T M L 组 件 之 间 最 明 显 的 差 别 就 在 于 D H T M L
组 件 在 F o r m s  D e s ig n e r 中 是 无 效 的 这 就 意 味 着 用 户 必 须 在 代 码 编 辑

器 中 创 建 添 加 和 修 改 D H T M L 元 素 但 是 在 两 种 方 式 中 最 根 本 的

J a v a 代 码 看 起 来 是 非 常 相 似 的

W in d o w s可 视 组 件

W F C 框 架 来 源 于 它 的 可 视 组 件 W F C 与 V isu a l  J + + 这 种 可 视 化 开 发 工

具 的 集 成 并 位 于 适 用 于 W in d o w s 操 作 系 统 的 W in 3 2  A P I 的 顶 端 W F C
中 支 持 可 视 组 件 的 主 要 软 件 包 是 c o m .m s .w fc .u i W F C 中 大 部 分 可 视 元

素 的 基 类 是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大 部 分 W F C 控 件 扩 展 这 个 类 包

括 F o rm 类 它 是 控 件 的 可 视 包 容 器



控 件 类

控 件 类 中 包 含 控 制 W in 3 2 窗 口 所 有 必 需 的 基 本 属 性 方 法 和 逻 辑 这

些 方 法 可 分 类 如 下

•  用 于 设 置 和 检 索 控 件 的 属 性 如 显 示 的 大 小 和 客 户 矩 形 前 景 色 背

景 色 相 关 的 刷 子 光 标 文 本 字 体 位 置 等 的 方 法 这 些 方 法 具

有 以 se t 或 g e t 开 头 的 名 字 如 se tB ru sh 和 G e tB ru sh
•  事 件 方 法 对 于 控 件 产 生 的 每 个 事 件 在 控 件 中 可 以 完 成 三 个 方 法

例 如 对 于 移 动 事 件 有 一 个 用 来 触 发 事 件 的 o n M o v e 方 法 一 个 将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分 配 给 移 动 事 件 的 a d d O n M o v e 方 法 和 一 个 删 除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的 re m o v e O n M o v e 方 法 C o n tro l 对 象 处 理 大 部 分 的 基 本 控 件

事 件

•  处 理 控 件 父 / 子 关 系 的 方 法 如 添 加 方 法 添 加 一 个 子 控 件 并 且

a ss ig n P a re n t 和 g e tP a re n t 分 配 并 检 索 父 控 件 还 有 一 些 方 法 用 来 处 理

子 控 件 的 数 组

•  影 响 布 局 z -次 序 绘 制 和 输 入 控 件 焦 点 的 方 法 如 b r in g T o F ro n t
se n d T o B a c k u p d a te Z O rd e r P e r fo rm L a yo u t 焦 点 显 示 隐 藏 更

新 无 效 c re a te G ra p h ic s 和 c re a te W in d o w G ra p h ic s
•  低 级 事 件 处 理 方 法 在 W in 3 2 级 W in d o w s 从 系 统 中 接 收 消 息 在

控 件 类 中 每 一 个 输 入 到 控 件 的 消 息 都 有 一 个 保 护 的 进 程 方 法 例 如

p ro c e ssC m d K e y p ro c e ssC m d K e yE v e n t 或 p ro c e ssD ia lo g K e y 如 果

扩 展 了 基 类 的 控 件 试 图 超 越 它 们 进 行 特 殊 处 理 这 些 方 法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关 系 到 窗 口 处 理 消 息 和 线 程 启 动 的 方 法 这 些 方 法 对 于 编 制 过 W in 3 2
应 用 程 序 的 程 序 员 来 说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如 c re a te H a n d le
d e s tro y H a n d le g e tR e c re a t in g H a n d le f ro m H a n d le f ro m C h ild H a n d le
都 涉 及 到 窗 口 句 柄 se n d M e s sa g e 和 re f le c tM e ssa g e 允 许 控 件 访 问 到 基

本 的 窗 口 消 息 有 关 线 程 启 动 方 法 的 详 细 内 容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使 用

W F C 和 J a v a

控 件 类 扩 展 c o m .m s .w fc .c o re .C o m p o n e n t 类 它 是 所 有 W F C 组 件 的 基 类

使 用 窗 体

窗 体 是 应 用 程 序 或 是 与 应 用 程 序 相 关 的 定 制 对 话 框 的 主 要 可 视 元 素

c o m .m s .w fc .u i .F o rm 类 是 在 W F C 中 提 供 窗 体 的 基 础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启 动 时 带 有 V isu a l  J + +  窗 体 模 板 它 提 供 类

扩 展 c o m .m s .w fc .u i .F o rm 并 且 帮 助 用 户 在 窗 体 上 设 置 属 性 并 将 控 件

添 加 到 窗 体 上 F o rm 派 生 类 添 加 窗 体 中 没 有 找 到 的 m a in 方 法 当

c o m .m s .w fc .a p p .A p p lic a tio n .ru n 方 法 从 主 方 法 中 调 用 并 传 递 新 的 基 于

F o rm 的 类 代 码 已 经 在 模 板 中 存 在 时 该 窗 体 运 行 更 多 信 息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使 用 W F C 应 用 程 序 服 务 中 的 启 动 和 退 出 应 用 程 序 部

分 基 于 F o rm 的 类 作 为 一 个 模 态 对 话 框 来 使 用 可 以 通 过 调 用

F o rm .sh o w D ia lo g 方 法 来 打 开 sh o w D ia lo g 也 运 行 基 于

c o m .m s .w fc .u i .C o m m o n - D ia lo g 框 类 的 模 态 对 话 框 基 于 窗 体 的 非 模



态 定 制 对 话 框 可 以 通 过 调 用 窗 体 的 显 示 方 法 来 打 开 该 方 法 使 得 窗 体 可

见

F o rm s 类 扩 展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所 以 它 具 有 所 有 的 C o n tro l 方 法 加

上 很 多 自 己 用 来 处 理 任 务 的 方 法 就 像 一 个 控 件 的 包 容 器 和 窗 口

这 些 包 含 的 方 法 用 来

•  添 加 和 删 除 用 于 激 活 关 闭 结 束 使 无 效 in p u tL a n g C h a n g e
in p u tL a n g C h a n g e - R e q u e s t M D IC h ild A c tiv a te m e n u C o m p le te
m e n u S ta r t 和 o w n e d F o rm 事 件 的 处 理 程 序

•  设 置 窗 体 的 窗 口 属 性 如 设 置 窗 体 的 初 始 大 小 或 可 视 状 态 开 始 位 置

和 边 界 样 式 或 者 用 来 检 测 窗 体 是 否 有 自 动 滚 动 条 控 制 框 或 最 小 化

框 以 及 窗 体 图 标 是 否 在 任 务 栏 上

•  确 定 菜 单 控 件 或 其 他 放 在 窗 体 上 的 窗 体 的 关 系 如 设 置 主 菜 单 安

排 控 件 支 持 多 文 档 界 面 M D I 窗 体 或 确 定 窗 体 是 否 接 收 所 有 的

控 件 键 击 事 件

•  当 窗 体 作 为 模 态 对 话 框 使 用 时 设 置 属 性 并 且 当 窗 体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时 运 行 和 检 索 对 话 框 中 的 结 果 它 包 括 的 方 法 用 来 设 置 对 话 框 上 的

A c c e p t C a n c e l 和 H e lp 按 钮 启 动 对 话 框 和 设 置 并 检 索 由 模 态 对

话 框 返 回 的 对 话 结 果 值

所 列 出 方 法 并 不 全 面 但 是 可 以 全 面 了 解 什 么 是 窗 体 的 概 念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的 其 他 类 扩 展 窗 体 并 且 它 是 U s e rC o n tro l 类

U s e rC o n tro l 是 用 来 创 建 自 己 复 合 的 基 于 F o rm 的 控 件 用 户 可 以 将 其 安



装 到 工 具 箱 中

W F C 控 件 一 览

所 有 可 视 的 W F C 控 件 都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在 该 软 件 包 中 有 2 4 0
多 个 类 决 定 要 使 用 哪 个 类 是 很 困 难 的 幸 运 的 是 类 划 分 如 下 几 个 主

要 的 分 类

•  在 V isu a l  J + +工 具 箱 中 并 且 直 接 扩 展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类 或 基 本

上 源 于 C o n tro l 类 的 是 控 件 的 类

•  在 V isu a l  J + + 工 具 箱 中 并 且 使 用 C o m m o n D ia lo g 作 为 基 类 包 括

C o m m o n D ia lo g 类 自 身 的 是 控 件 的 类 C o m m o n D ia lo g 打 包 W in 3 2
C o m m o n D ia lo g  A P I

•  包 含 控 件 使 用 的 常 数 值 的 类 这 些 类 都 扩 展 c o m .m s .w fc .c o re .E n u m
•  表 示 事 件 并 扩 展 c o m .m s .w fc .c o re .E v e n t 或 是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类 委 托

的 类

•  表 示 内 置 W in d o w s 图 形 对 象 如 刷 子 位 图 颜 色 字 体 画 笔

调 色 板 图 标 区 域 和 图 像 等 的 类 有 关 如 何 使 用 这 些 对 象 的 消 息

见 下 一 部 分 访 问 图 形 服 务

•  像 C o n tro l 一 样 扩 展 c o m .m s .w fc .c o re .C o m p o n e n t 但 是 不 需 要 C o n tro l
的 可 视 运 行 时 间 开 销 的 类 例 如 C o lu m n H e a d e r M e n u 和 扩 展 它 的

M a in M e n u C o n te x tM e n u 和 M e n u Ite m R e b a rB a n d S ta tu sB a rP a n e l
T o o lT ip 和 Im a g e L is t 和 扩 展 它 的 Im a g e L i s tS tre a m e r

•  用 来 打 包 其 他 W in d o w s 接 口 的 混 合 类 这 些 类 包 括 打 包 W in d o w s  H e lp



引 擎 的 H e lp 打 包 浏 览 器 的 H T M L C o n tro l 和 打 包 W in d o w s 消 息 框 的

M e ss a g e B o x 等 等

下 面 列 出 的 c o m .m s .w fc .u i 类 直 接 扩 展 C o n tro l 在 说 明 中 列 出 了 扩 展 这

些 类 的 控 件

类类类类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A n im a tio n 封 装 W in d o w s 动 画 控 件 是 用 于 播 放 A u d io -V id e o

In te r le a v e d (A V I)动 画 文 件 的 矩 形 控 件

A x H o s t 打 包 A c tiv e X 控 件 并 且 将 该 控 件 作 为 W F C 控 件 公 布

B u tto n 封 装 W in d o w s 按 钮 控 件

C h e c k b o x 封 装 W in d o w s 复 选 框 控 件 该 控 件 是 一 个 用 来 选 择 或 清

除 选 项 的 标 识 选 中 和 放 弃 选 中 的 标 签 框

C o m b o B o x 封 装 W in d o w s 组 合 框 控 件

D a ta T im e P ic k e r 封 装 W in d o w s 日 期 和 时 间 拾 取 器 控 件 该 控 件 允 许 用 户

指 定 日 期 和 时 间 消 息

E d it 封 装 W in d o w s 编 辑 控 件 该 控 件 是 一 个 矩 形 控 件 用 户

可 以 在 其 中 输 入 文 本

F o rm 表 示 基 本 的 顶 层 窗 口

G ro u p B o x 封 装 组 框 控 件 该 控 件 是 包 含 其 他 控 件 的 矩 形 框

L a b e l 封 装 W in d o w s 标 签 控 件 该 控 件 显 示 用 户 不 能 编 辑 的 文

本 串

L is tB o x 封 装 W in d o w s 列 表 框 控 件 该 控 件 显 示 用 户 可 以 在 其 中



选 择 一 个 或 多 个 项 的 列 表 L is tI te m 在 该 类 中 使 用

C h e c k e d L is tB o x 控 件 扩 展 该 类

L is tV ie w 封 装 W in d o w s 列 表 查 看 控 件 该 控 件 显 示 一 个 项 目 集

每 个 都 由 一 个 图 标 来 自 图 像 列 表 和 一 个 标 签 组 成

M D IC lie n t 表 示 包 含 M D I 子 窗 口 的 窗 口

M o n th C a le n d a r 封 装 W in d o w s 月 历 控 件 该 控 件 提 供 一 个 简 单 的 月 历 界

面 在 其 中 用 户 可 以 选 择 日 期

P a n e l 表 示 可 用 来 作 为 其 他 控 件 上 层 的 可 视 的 包 容 器 T a b P a ge

类 扩 展 P a n e l

P ic tu re B o x 封 装 用 来 包 含 位 图 的 W in d o w s  P ic tru e B o x 控 件

P ro g re s sB a r 封 装 W in d o w s  P ro g re ssB a r 控 件 该 控 件 通 过 移 动 一 个 条

来 动 态 显 示 操 作 的 进 程

R a d io B u tto n 封 装 W in d o w s 单 选 或 选 项 按 钮 控 件 该 控 件 显 示 可

以 被 选 择 和 清 除 的 选 项

R e b a r 封 装 重 条 re b a r 控 件 该 控 件 在 可 移 动 可 重 新 设 置 大

小 的 边 界 情 况 下 包 含 其 他 控 件 该 类 使 用 R e b a rB a n d

R ic h E d it 封 装 W in d o w s  R ic h E d it 控 件

S c ro llB a r 表 示 用 于 滚 动 条 控 件 的 基 类 H S c ro llB a r 和 V S c ro llB a r 扩

展 S c ro llB a r

S p li t te r 封 装 拆 分 条 控 件 该 控 件 允 许 用 户 在 运 行 时 重 新 设 置 停 靠

控 件 的 大 小

S ta tu sB a r 封 装 W in d o w s 状 态 栏 控 件 该 类 使 用 S ta tu s B a rP a n e l



T a b B a s e 定 义 包 含 T a b 类 控 件 的 公 用 功 能 的 基 类 T a b C o n tro l 使

用 T a b P a ge 和 T a b S tr ip 使 用 T a b Ite m 扩 展 该 类

T o o lB a r 封 装 T o o lB a r 定 制 控 件 该 类 使 用 T o o lb a rB u t to n

T ra c kB a r 封 装 W in d o w s 轨 迹 条 控 件 也 就 是 滑 块 控 件 该 控 件

包 含 一 个 用 来 在 范 围 中 选 择 值 的 滑 块

T re e V ie w 封 装 W in d o w s 树 形 视 图 控 件 该 类 使 用 T re e N o d e

U p D o w n 封 装 上 下 箭 头 控 件 有 些 情 况 下 称 为 微 调 控 件

访 问 图 形 服 务

在 W F C 环 境 中 应 用 程 序 通 过 使 用 G ra p h ic s 对 象 执 行 图 形 操 作 这 些

对 象 封 装 了 W in d o w s 操 作 系 统 本 身 的 绘 图 能 力 这 些 对 象 对 于 一 般 的

绘 图 操 作 提 供 了 灵 活 的 支 持 包 括 显 示 图 像 和 图 标 还 有 画 线 画 多 边

形 及 输 入 文 本 等

图 形 对 象 通 过 打 包 W in d o w s 设 备 上 下 文 来 执 行 它 的 工 作 W in d o w s 设

备 上 下 文 是 定 义 系 统 图 形 对 象 关 联 的 属 性 以 及 影 响 设 备 输 出 的 图 形 模

式 的 系 统 数 据 结 构 因 为 用 户 可 以 检 索 作 为 G ra p h ic s 对 象 基 础 的 设 备

上 下 文 所 以 可 以 将 W in 3 2 绘 图 程 序 与 G ra p h ic s 对 象 合 作 使 用

所 有 扩 展 c o n tro l 对 象 的 W F C 对 象 都 支 持 通 过 c re a te G ra p h ic s 方 法 创 建

G ra p h ic s 对 象 另 外 所 有 扩 展 Im a g e 对 象 的 对 象 如 B itm a p Ic o n 和

M e ta f i le 都 支 持 通 过 g e tG ra p h ic s 方 法 创 建 和 检 索 它 们 关 联 的 G ra p h ic s
对 象

有 关 如 何 使 用 对 象 的 消 息 见 本 书 第 1 5 章



动 态 H T M L可 视 组 件

D yn a m ic  H T M L 元 素 构 成 在 W F C 中 第 二 个 可 视 组 件 集 合 在

c o m .m s .w fc .h tm l 中 的 该 控 件 基 于 D yn a m ic  H T M L 对 象 模 型 在

c o m .m s .w fc .h tm l 中 的 类 用 来 创 建 新 的 元 素 并 且 还 用 来 绑 定 到 在 H T M L
页 上 已 有 的 元 素 这 些 组 件 可 以 在 客 户 的 浏 览 器 或 是 服 务 器 上 创 建 和 操

作 服 务 器 将 它 们 发 送 到 客 户 浏 览 器 该 对 象 模 型 存 在 于 几 个 平 台 上

因 此 尽 管 用 户 界 面 看 起 来 有 些 相 似 这 是 因 为 按 钮 列 表 框 单 选 框

等 等 标 准 设 置 在 两 端 都 预 先 发 送 了 但 从 根 本 上 来 说 该 对 象 模 型 并 非

源 于 W in 3 2
W F C 控 件 的 这 两 种 设 置 W in 3 2 和 D y n a m ic  H T M L 有 一 些 相 似 因

为 它 们 最 终 都 是 源 于 c o m .m s .w fc .c o re .C o m p o n e n t 组 件 是 可 放 于 包 容 器

中 的 元 素 并 且 支 持 Ic o m p o n e n t 接 口 该 接 口 具 有 存 放 组 件 的 方 法

对 于 使 用 W F C 的 多 数 编 程 人 员 并 不 怎 么 关 心 组 件 与 包 容 器 是 如 何 关

联 的 但 是 因 为 c o m .m s .w fc .h tm l 和 c o m .m s .w fc .u i 的 元 素 都 以 组 件 为

基 础 它 们 的 特 性 也 类 似 例 如 使 用 a d d 方 法 将 所 有 组 件 添 加 到 它 们

的 父 包 容 器 中

要 更 好 地 理 解 如 何 使 用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见 本 书 第 1 4 章

处 理 W F C 事 件

C o n tro l 基 类 和 扩 展 它 的 类 如 按 钮 和 编 辑 框 会 遇 到 如 c lic k k e yP re ss



m o u se M o v e D ra g D ro p 和 其 他 标 准 的 W in d o w s 事 件 用 户 可 使 用 委 托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操 纵 事 件 用 户 不 需 要 十 分 清 楚 地 理 解 委 托 就 可 以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编 写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但 是 如 果 正 在 创 建 控 件 使 用 其 他 触 发

事 件 的 应 用 程 序 或 者 使 用 带 有 W F C 组 件 的 线 程 时 理 解 如 何 创 建 和

使 用 委 托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如 果 想 要 理 解 通 过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创 建 J a v a
代 码 的 细 节 它 也 是 很 有 用 的 这 一 部 分 提 供 了 一 些 有 关 委 托 的 背 景 资

料 然 后 介 绍 处 理 事 件 的 实 际 情 况

什 么 是 委 托 委 托 声 明 定 义 一 个 扩 展 c o m .m s .la n g .D e le g a te 的 类 J V C
编 译 器 也 将 委 托 d e le g a te 作 为 一 个 关 键 字 来 识 别 提 供 创 建 基 于 委

托 的 类 的 快 捷 方 式 委 托 实 例 可 以 调 用 有 关 对 象 的 方 法 并 且 传 递 数 据

到 该 方 法 更 重 要 的 是 委 托 与 它 引 用 的 对 象 隔 离 开 来 并 且 不 需 要 知

道 有 关 它 的 任 何 事 情 那 么 对 于 匿 名 调 用 来 说 它 是 很 理 想 的

在 其 他 语 言 中 这 种 功 能 是 作 为 函 数 指 针 来 实 现 的 但 是 与 函 数 指 针 不

同 的 是 委 托 是 面 向 对 象 的 类 型 安 全 的 和 可 靠 的

在 W F C 中 委 托 经 常 用 于 将 事 件 绑 定 到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如 将 按 钮 控 件

上 的 单 击 事 件 绑 定 到 类 的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但 事 件 发 生 时 控 件 调 用 委 托

传 递 给 它 一 些 事 件 消 息 委 托 依 次 调 用 已 注 册 的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并 且 将

事 件 数 据 传 递 给 它 们 用 户 还 可 以 使 用 委 托 来 将 一 个 事 件 绑 定 到 多 个 方

法 上 叫 做 m u ltic a s t in g 当 事 件 发 生 时 列 表 中 的 每 个 委 托 按 着 它

们 添 加 的 顺 序 被 调 用 反 过 来 说 不 同 事 件 的 委 托 也 可 以 分 配 给 同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例 如 工 具 栏 按 钮 和 菜 单 项 都 可 以 调 用 同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要 使 用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事 件 当 用 于 某 个 特 殊 控 件 的 事 件 发 生 时 用 户

使 用 委 托 来 为 通 知 进 行 注 册 要 进 行 注 册 应 该 调 用 控 件 的

A d d O n < e v e n t> 方 法 这 里 的 < e v e n t> 是 所 要 处 理 的 事 件 名 称 例 如 要

为 一 个 按 钮 的 单 击 事 件 注 册 应 该 调 用 该 按 钮 对 象 的 a d d O n C lic k 方 法

a d d O n < e v e n t>方 法 用 一 个 委 托 的 实 例 作 为 参 数 通 常 这 是 与 特 定 事 件

数 据 相 关 联 的 现 有 W F C 委 托 在 a d d O n < e v e n t>调 用 中 委 托 实 例 由 方

法 的 引 用 来 创 建 该 方 法 就 是 要 绑 定 事 件 的 方 法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将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b tn O K _ C lic k 在 当 前 类 中 绑 定 到 名 为 b tn O K
的 按 钮 单 击 事 件 中

B u tto n  b tn O K  =  n e w  B u tto n ( ) ;
b tn O K .a d d O n M o u se C lic 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  th is .b tn O K _ C lic k ) ) ;

对 于 多 数 事 件 来 说 用 户 可 以 创 建 并 传 递 一 个 普 通 的 E v e n tH a n d le r 委 托

的 实 例 该 委 托 将 传 递 一 个 普 通 的 e v e n t 对 象 但 是 当 某 些 事 件 包 括

附 加 的 事 件 指 定 的 消 息 时 它 们 使 用 特 殊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类 例 如

典 型 的 鼠 标 移 动 事 件 包 括 鼠 标 光 标 位 置 要 得 到 这 种 消 息 类 型 用 户 创

建 一 个 M o u s e E v e n tH a n d le r 类 的 实 例 该 类 传 递 一 个 M o u s e E v e n t 对 象

到 处 理 程 序 键 盘 事 件 需 要 K e y E v e n tH a n d le r 来 得 到 有 关 S H IF T 键 状 态

的 消 息 等 等 该 处 理 程 序 传 递 一 个 K e y E v e n t 对 象

所 有 的 W F C 处 理 程 序 委 托 类 扩 展 c o m .m s .la n g .D e le g a te 它 们 中 的 大 多

数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并 且 以 E v e n tH a n d le r 字 符 结 尾 所 有 的

W F C 事 件 扩 展 c o m .m s .w fc .c o re .E v e n t 以 E v e n t 字 符 结 尾 并 且 可 以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找 到 它 们

提 示 在 For m s  D e s i g n e r 中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Pro p e r t i e s 窗 口 中 的
Eve n t s 视 图 来 绑 定 事 件 到 指 定 的 方 法 上 For m s  D e s i g n e r 然 后 为
用 户 创 建 适 当 的 add O n < e v e n t >方 法 和 骨 架 处 理 程 序

当 委 托 调 用 处 理 程 序 时 它 传 递 两 个 参 数 第 一 个 参 数 是 引 起 该 事 件 的

对 象 引 用 第 二 个 参 数 是 包 含 该 事 件 信 息 的 事 件 对 象 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该 委 托 的 处 理 程 序 看 起 来 应 该 如 下 所 示

p r iv a te  v o id  b tn O K _ C lic k (  O b je c t  s o u rc e , E v e n t e )  {
   if  (S o u r c e  in s ta n c eo f  b u t to n )  {

     S t r in g  b u t to n N a m e  =  ( (b u t to n )s o u r c e ) .g e tT ex t( ) ;

     M es s a g eB o x .s h o w ( " Y o u  c lic k ed  b u t to n "  +  b u t to n N a m e;

   }

}

如 果 使 用 常 规 E v e n tH a n d le r 类 来 绑 定 到 方 法 中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E v e n t 对

象 将 不 包 含 任 何 重 要 的 消 息 但 是 事 件 可 用 额 外 的 信 息 用 户 可 以 从

具 体 的 事 件 对 象 中 将 其 抽 取 出 来 下 面 列 出 的 是 用 于 鼠 标 移 动 事 件 的 委

托 和 处 理 程 序 的 代 码 M o u s e E v e n t 对 象 公 布 了 允 许 用 户 得 到 鼠 标 位 置

的 属 性

// T h is  is  th e  re q u e s t  fo r  n o t if ic a tio n
B u t to n  b tn T es t  =  n e w  B u t to n ( ) ;



/ /  N o te  th a t  th e  a d d O n < e v en t> m eth o d  u s es  th e  M o u s eE v e n tH a n d le r  c la s s

b tn T es t .a d d O n M o u s eM o v e(  n e w  M o u s eE v en tH a n d le r( th is .b tn T es tM o u s eM o v e)) ;

// T h is  is  th e  h a n d le r  fo r  th e  m o u s e  m o v e m e n t  e v e n t
p r iv a te  v o id  b tn T es tM o u s eM o v e(O b je c t  s o u r c e , M o u s eE v en t  e )  {

ed it1 .s e tT ex t (  e .x  +  , +  e .y ) ;

}

如 果 想 要 为 用 于 同 样 控 件 的 多 控 件 或 多 事 件 来 处 理 事 件 需 要 为 每 一 个

控 件 /事 件 的 组 合 请 求 一 个 单 独 的 通 知 多 个 通 知 可 以 指 定 同 一 处 理 程

序 例 如 工 具 栏 上 的 所 有 按 钮 为 它 们 的 单 击 事 件 可 能 调 用 同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源 对 象 传 递 到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来 得 到 单 击 了 哪 个 按

钮 的 详 细 情 况 通 常 用 户 将 传 递 到 处 理 程 序 中 的 对 象 放 入 适 当 的 类 中

以 便 能 够 从 适 当 的 类 中 调 用 方 法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为 工 具 栏 定 义 按 钮 为 它 们 的 单 击 事 件 请 求 通 知 以

及 处 理 方 法 的 代 码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E v e n tH a n d le rs ( )  {
B u t to n  b u t to n N e w  =  n e w  B u t to n () ;

B u t to n  b u t to n S a v e  =  n e w  B u t to n ( ) ;

B u t to n  b u t to n E x it  =  n e w  B u t to n () ;

/ /  A ll e v e n ts  a re  r o u t ed  to  th e  s a m e  h a n d le r

b u t to n N e w .a d d O n C lic k (n e w  M o u s e E v e n tH a n d le r (  th is .to o lb a rC lic k )  ) ;

b u t to n S a v e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M o u s e E v e n tH a n d le r(  th is .to o lb a rC lic k )  ) ;



b u t to n E x it .a d d O n C lic k (  n e w  M o u s eE v en tH a n d le r (  th is .to o lb a rC l ick ) ;

}

/ /  co m m o n  ev e n t  h a n d le r

p r iv a te  v o id  to o lb a rC l ick (  O b je c t  s o u r c e , E v en t  e ){

S tr in g  b u t to n N a m e;

if  (s o u r c e  in s ta n c eo f  B u t to n )  {

   b u t to n n a m e  =  n e w  S tr in g ( (B u t to n )  s o u r c e ) .g e tT ex t( ) ) ;

       M es s a g eB o x .s h o w ( " Y o u  c lic k ed  b u t to n "  +  b u t to n N a m e) ;

}

}

本 机 化 应 用 程 序

W F C 和 V isu a l  J + +  D e s ig n e r 为 开 发 使 用 多 种 语 言 的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简

便 的 方 法 W F C 应 用 程 序 能 够 以 几 种 本 地 化 语 言 版 本 创 建 版 本 之 间

的 唯 一 不 同 是 一 个 二 进 制 资 源 文 件 每 个 资 源 文 件 的 命 名 约 定 都 指 出 它

所 支 持 的 语 言 并 且 根 据 用 户 的 本 地 化 设 置 可 以 加 载 正 确 的 资 源

理 解 本 地 化 概 念 有 两 部 分 设 计 时 实 现 和 运 行 时 支 持 V isu a l  J + + 要 进

行 本 地 化 就 要 识 别 可 视 元 素 窗 体 和 控 件 的 某 些 属 性 在 设 计 时

V isu a l  J + + 用 来 将 这 些 本 地 化 属 性 放 入 一 个 二 进 制 资 源 文 件 中 例 如

控 件 的 文 本 字 体 和 大 小 可 以 在 两 种 语 言 版 本 中 改 变 在 运 行 时 当 加

载 应 用 程 序 时 系 统 在 确 定 用 户 的 位 置 时 加 载 与 客 户 线 程 对 应 的 资 源



要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的 本 地 化 版 本 使 用 V isu a l  J + + 来 设 计 可 视 布 局 并 将

窗 体 的 本 地 化 属 性 设 置 为 真 然 后 保 存 该 窗 体 V isu a l  J + + 自 动 创 建 一

个 二 进 制 资 源 文 件 并 将 所 有 的 本 地 化 属 性 与 它 关 联 起 来

当 窗 体 的 本 地 化 属 性 设 置 为 真 时 V isu a l  J + + 总 是 将 资 源 保 存 到 名 为

fo rm .re s o u rc e s 的 单 一 资 源 文 件 中 这 里 的 fo rm 是 主 窗 体 的 名 称 例 如

F o rm 1 .re s o u rc e s 所 创 建 的 每 个 版 本 都 将 保 存 到 该 资 源 文 件 名 当 创

建 每 个 新 版 本 之 后 用 户 使 用 W in d o w s  E x p lo re r 或 M S -D O S 命 令 将 该

资 源 文 件 复 制 一 份 并 且 将 其 名 称 重 命 名 为 带 有 标 准 W in d o w s 本 地 后

缀 的 适 当 的 本 地 语 言 名 例 如 对 于 日 本 版 本 来 说 是

F o m r1 _ jp n _ jp n .re s o u rc e s 第 一 个 本 地 后 缀 指 定 了 主 要 的 语 言 第 二

个 后 缀 指 定 了 次 要 的 语 言

重 点 在 布 局 并 保 存 任 何 本 地 化 版 本 之 前 一 定 要 使 用 新 名 保 存 原
始 布 局 这 将 是 用 户 的 主 .re s o u r c e s 文 件

例 如 假 定 用 户 想 要 为 主 窗 体 名 为 Z ip p o .ja v a 的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美 国 英 语

法 语 和 日 语 版 本 还 假 定 用 户 使 用 英 语 版 本 开 始 尽 管 这 不 是 必 须 的

首 先 按 英 语 布 局 窗 体 并 将 本 地 化 属 性 设 置 为 真 当 保 存 该 窗 体 时

便 创 建 了 文 件 Z ip p o .re so u rc e 现 在 使 用 W in d o w s  E x p lo re r 或 M D -D O S
命 令 复 制 Z ip p o .re so u rc e 并 将 复 制 的 文 件 重 命 名 为

Z ip p o _ e n u _ e n u .re so u rc e s e n u 是 用 于 美 国 英 语 的 本 地 后 缀 它 是 按 照 主

要 的 和 次 要 的 语 言 指 定 的

接 下 来 在 V isu a l  J + +  D e s ig n e r 中 改 变 默 认 的 语 言 为 法 语 并 且 在 法



语 中 使 用 属 性 本 地 化 来 布 局 控 件 当 结 束 时 再 次 保 存 窗 体 覆 盖

z ip p o .re so u c e s 的 以 前 版 本 再 次 复 制 Z ip p o .re so u rc e s 并 且 将 其 改 名 为

Z ip p o _ fra _ f ra .re so u rc e s
要 测 试 这 些 版 本 在 C o n tro l  P a n e l 控 制 面 板 中 的 R e g io n a l  S e t tin g s

区 域 设 置 对 话 框 中 此 时 选 择 区 域 为 F re n c h (S ta n d a rd ) 不 需 要 重

新 启 动 计 算 机 区 域 将 在 本 地 线 程 上 改 变

使 用 W F C 应 用 程 序 服 务

c o m .m s .w fc .a p p 软 件 包 包 含 了 许 多 提 供 W F C 应 用 程 序 服 务 的 类 这 些

操 作 的 大 多 数 属 于 A p p lic a t io n 对 象 自 身 这 些 操 作 主 要 用 来 创 建 线 程

启 动 应 用 程 序 处 理 应 用 程 序 事 件 等 等 因 为 理 解 J a v a 线 程 是 很 重 要

的 所 以 在 本 章 后 面 的 用 W F C 使 用 J a v a 线 程 一 节 中 将 专 门 讨 论

这 一 点

作 为 应 用 程 序 服 务 限 定 的 其 他 操 作 与 W in 3 2 操 作 系 统 提 供 的 操 作 相 关

这 些 操 作 包 括 在 其 他 操 作 之 间 访 问 W in d o w s 注 册 表 访 问 剪 贴 板 数 据

和 检 索 系 统 消 息 等

启 动 和 退 出 应 用 程 序

A p p lic a t io n .ru n 方 法 启 动 W F C 应 用 程 序 它 通 常 放 在 基 于 窗 体 的 类 的

主 方 法 中 该 方 法 用 来 构 造 主 应 用 程 序 窗 体 A p p lic a t io n .ru n 具 有 不 带



参 数 或 带 有 一 个 参 数 的 重 载 方 法 这 一 个 参 数 指 定 表 示 应 用 程 序 主 窗 口

的 窗 体 类 例 如 下 面 就 是 该 调 用 的 一 个 典 型 窗 体

p u b l 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A p p lica t io n .r u n ( n e w  M y M a in W in d o w () ) ;

}

如 果 窗 体 传 递 到 运 行 方 法 中 窗 体 的 可 视 属 性 自 动 设 置 为 真 并 且

o n C lo se d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添 加 到 该 窗 体 中 当 窗 体 关 闭 时 o n C lo se d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调 用 a p p l ic a tio n .e x i tT h re a d 方 法 如 果 没 有 传 递 窗 体 则 应 用

程 序 会 一 直 运 行 直 到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e x it 关 闭 应 用 程 序 上 的 所 有 线

程 和 窗 口 或 运 行 到 调 用 e x i tT h re a d 只 关 闭 应 用 程 序 的 当 前 线 程

处 理 应 用 程 序 事 件

用 户 使 用 A p p lic a t io n 对 象 为 5 个 不 同 的 事 件 指 定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这 5
个 事 件 在 应 用 程 序 的 上 下 文 中 发 生 它 们 是 a p p l ic a tio n E x it id le
se t t in g C h a n g e s y s te m S h u td o w n 和 t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可 以 调 用 下 面 的

a d d O n 方 法 来 为 这 些 事 件 定 义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应 用 程 序 方 法应 用 程 序 方 法应 用 程 序 方 法应 用 程 序 方 法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a d d O n A p p lic a tio n E x it 指 定 当 应 用 程 序 退 出 时 调 用 的 处 理 程 序 用 户 可 以

在 这 里 清 除 不 会 由 垃 圾 收 集 释 放 的 应 用 程 序 资 源 要



强 制 应 用 程 序 不 退 出 需 为 窗 体 的 关 闭 事 件 指 定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a d d O n Id le 指 定 当 应 用 程 序 的 消 息 队 列 空 闲 时 调 用 的 处 理 程

序 例 如 执 行 后 台 操 作 或 应 用 程 序 清 除

a d d O n S e ttin g c h a n ge 指 定 当 用 户 改 变 窗 口 设 置 时 调 用 的 处 理 程 序

a d d O n S y s te m S h u td o w n 指 定 用 户 启 动 系 统 关 闭 之 前 立 即 调 用 的 处 理 程 序

这 提 供 了 一 个 保 存 数 据 的 时 机

a d d O n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指 定 当 已 经 废 弃 未 捕 获 的 Ja v a 异 常 时 调 用 的 处 理 程

序 允 许 应 用 程 序 完 美 地 处 理 该 异 常 该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获 取 c o m .m s .w fc .a p p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E v e n t 对

象 该 对 象 中 有 一 个 用 来 表 示 废 弃 该 异 常 的 字 段

所 有 这 些 a d d O n 方 法 都 有 一 个 相 对 的 re m o v e O n 方 法 用 来 删 除

该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访 问 系 统 信 息

W in 3 2 系 统 包 含 了 大 量 的 可 以 被 W F C 应 用 程 序 和 组 件 访 问 的 信 息 这

些 访 问 多 数 是 通 过 在 c o m .m s .w fc .a p p 软 件 包 中 的 类 进 行 的 这 些 消 息 多

数 存 储 在 W in d o w s 的 注 册 表 中 并 且 通 过 R e g is t r y K e y 和 R e g is t r y 类 来

访 问 其 他 系 统 消 息 如 W in d o w s 显 示 元 素 的 大 小 操 作 系 统 设 置

网 络 可 用 性 和 硬 件 性 能 等 使 用 c o m .m s .w fc .a p p .S y s te m In fo m a tio n 类 中

的 静 态 方 法 来 访 问 使 用 c o m .m s .w fc .a p p .T im e 类 可 以 利 用 系 统 时 间



这 一 部 分 概 括 了 W F C 应 用 程 序 访 问 系 统 信 息 的 方 式

W in d o w s注 册 表 信 息

c o m .m s .w fc .a p p 软 件 包 中 的 R e g is t ry K e y 类 包 含 访 问 W in d o w s 系 统 注 册

表 的 方 法 使 用 在 该 类 中 的 方 法 来 创 建 并 删 除 子 键 获 得 当 前 键 的 子 键

数 量 和 名 称 以 及 检 索 设 置 和 删 除 分 配 到 子 键 的 值

c o m .m s .w fc .a p p .R e g is try 类 包 含 容 纳 表 示 注 册 表 根 键 的 R e g is t r y K e y 对 象

的 字 段 以 H K E Y _起 始 根 R e g is t ry K e y 对 象 还 可 以 使 用 g e tB a s e K e y
方 法 例 示 方 法 可 以 在 任 何 R e g is t r y K e y 对 象 上 调 用 用 来 列 举 和 操 作

在 根 对 象 下 面 的 子 键 树 中 的 键 和 键 值 例 如 下 面 的 代 码 得 到 一 个 在

H K E Y _ C U R R E N T _ U S E R 键 下 的 su b K e y 名 数 组 和 数 组 中 的 名 称 号

in t  su b K e y C o u n t;
S tr in g [ ]  s u b K e y N a m es ;

S u b K e y N a m es  =  R eg is t ry .C U R R E N T _ U S E R .g e tS u b K ey N a m es ( ) ;

S u b K e yC o u n t =  R e g is t r y .C U R R E N T _ U S E R .g e tS u b K e yC o u n t( ) ;

同 样 可 以 检 索 任 何 子 键 或 设 置 给 予 它 的 路 径 和 子 键 值 名 并 且 可 以

检 索 数 据 或 设 置 给 予 它 的 值 名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检 索 V isu a l  S tu d io 中

最 近 使 用 的 文 件 名 并 在 一 个 编 辑 框 中 显 示 它 们

S tr in g  p a th ;  // H o ld s  th e  p a th  n a m e .
S tr in g [ ]  v a lu eN a m es ;  / /  H o ld s  a r ra y  o f  M R U  f i le  n a m es  in  th e  k e y .



in t  v a lu eC o u n t ;  / /  T h e  n u m b er  o f  M R U  f i le  n a m es  in  v a lu e N a m es .

p a th  =  n e w  S tr in g (" S o ft w a r e \ \M ic r o s o f t \\V is u a lS tu d io \\6 .0 \\F ileM R U L is t" ) ;

R eg is t r y K e y  s u b K e y  =  r e g is t r y .C U R R E N T _ U S E R .g e tS u b K e y (  p a th ) ;

/ /  G e t  th e  f i le  n a m es  a n d  th e  n u m b er  o f  f ile  n a m es .

v a lu e N a m es  =  s u b K e y .g e tV a lu e N a m es () ;

v a lu eC o u n t  =  s u b K e y .g e tV a lu eC o u n t ( ) ;

if  (v a lu eC o u n t  >  0 )

fo r  ( in t  I  =  0 ;  I  <  v a lu eC o u n t ;  + + i){

   / /  G e t  th e  v a lu e , w h ich  is  th e  a c tu a l  f i l e  n a m e .

   S t r in g  v a lu e  =  n e w  S tr in g ((S t r in g )s u b K e y .g e tV a lu e(v a lu eN a m es [ i] ) ) ;

   / /  C o n ca te n a te  th e  n a m e( " 1 " , " 2 " ,  e tc .)  w ith  th e  f il e  n a m e  v a lu e .

   S t r in g  v a lS t r in g  =  n e w  S tr in g (v a lu e N a m es [ i]  +  "    " +  v a lu e ) ;

   / /  A d d  th is  to  th e  e d it  b o x .

   e d it1 .s e tT ex t (e d it1 .g e tT ex t( )+ v a lS tr in g  +  " \r \n " ) ;

  }

用 户 还 可 以 使 用 c re a te S u b K e y 方 法 创 建 新 键 并 使 用 S e tV a lu e 方 法 在

这 些 键 中 设 置 值

位 置 信 息

位 置 信 息 提 供 了 在 用 户 的 计 算 机 上 设 置 的 语 言 和 区 域 设 置 的 详 细 资 料

系 统 中 存 储 有 许 多 有 关 语 言 和 区 域 的 特 性 包 括 字 符 集 国 际 电 话 代 码



货 币 信 息 如 何 显 示 使 用 哪 种 日 历 度 量 系 统 等 等

这 些 信 息 一 般 使 用 在 C o n tro l  P a n e l 中 的 R e g io n a l  S e t tin g s 对 话 框 来 设

置 但 也 可 以 利 用 程 序 来 设 置 在 W F C 中 提 供 这 种 访 问 的 有

c o m .m s .w fc .a p p .L o c a le 类 中 的 方 法 以 及 与 L o c a le 方 法 相 关 的 包 含 字 段

常 量 的 许 多 L o c a l 子 类 有 关 设 置 和 检 索 这 些 信 息 的 细 节 见 L o c a le 类

中 的 方 法

时 间 信 息

时 间 是 另 外 的 一 种 系 统 信 息 c o m .m s .w fc .a p p .T im e 类 提 供 了 一 个 具 有

许 多 功 能 的 T im e 对 象 包 括 捕 获 系 统 时 间 默 认 的 构 造 器 使 用 系 统 日

期 和 时 间 创 建 一 个 T im e 对 象 除 了 检 索 系 统 时 间 之 外 T im e 对 象 可 以

做 许 多 其 他 事 情 如 比 较 D a te 和 T im e 对 象 将 时 间 转 换 为 各 种 格 式

以 及 为 以 后 的 检 索 来 存 储 T im e 对 象 等

T im e 对 象 一 旦 创 建 就 不 能 改 变 但 是 T im e 类 提 供 了 许 多 方 法 以 使

用 偏 移 时 间 来 创 建 新 对 象 如 A d d S e c o n d s a d d M in u te s a d d H o u rs
a d d D a ys 和 a d d Y e a rs 还 有 许 多 用 来 检 索 某 种 T im e 对 象 属 性 的 方 法

如 秒 分 钟 小 时 和 天 等 等

在 W F C 中 T im e 对 象 从 公 元 1 0 0 年 1 月 1 日 开 始 以 千 万 分 之 一 秒 为

单 位 来 存 储 时 间 可 以 存 储 的 最 大 值 为 公 元 1 0 0 0 0 年 1 2 月 3 1 日 转 换

W F C  T im e 对 象 到 其 他 格 式 如 S tr in g s V a r ia n ts S Y S T E M T IM E 等

可 能 导 致 精 度 的 丢 失 并 且 不 是 所 有 的 格 式 都 可 以 存 储 这 么 大 范 围 的

值



不 要 将 T im e 类 与 其 他 调 用 T im e r 的 c o m .m s .w fc .a p p 类 混 为 一 谈 T im e r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控 件 它 不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的 原 因 是 它 没 有 用

户 界 面

执 行 剪 贴 板 和 拖 放 操 作

在 W F C 中 拖 放 操 作 是 基 于 W in 3 2 O L E 模 型 的 这 种 模 型 实 现 用

于 复 制 或 粘 贴 数 据 的 快 捷 方 式 当 使 用 剪 贴 板 时 必 须 执 行 几 个 步 骤

选 择 数 据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C u t 或 C o p y 移 动 到 目 标 文 件 窗 口

或 应 用 程 序 中 然 后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P a s te 数 据 的 来 源 称 为 源

而 目 的 地 称 为 目 标

拖 放 特 性 不 使 用 上 下 文 菜 单 它 按 下 鼠 标 左 键 来 捕 获 在 源 中 选 中 的 数

据 然 后 在 目 标 中 放 开 鼠 标 按 钮 将 其 放 入 拖 放 操 作 可 以 传 输 任 何 能 放

置 到 剪 贴 板 中 的 数 据 因 此 用 于 拖 放 数 据 的 格 式 与 它 们 放 入 到 剪 贴 板

时 的 数 据 格 式 相 同 例 如 数 据 格 式 指 定 这 些 数 据 是 否 为 文 本 位 图

H T M L .w a v 等 等 c o m .m s .w fc .a p p .D a ta F o rm a ts 类 包 含 适 合 于 每 个 剪

贴 板 格 式 的 字 段 这 些 字 段 名 如 C F _ T E X T 直 接 来 源 于 W in 3 2 常 量

名

剪 贴 板 或 拖 放 操 作 的 数 据 存 储 在 c o m .m s .w fc .a p p 中 名 为 D a ta O b je c t 的

类 中 该 类 实 现 ID a ta O b je c t 接 口 ID a ta O b je c e 为 设 置 和 检 索 数 据 在

数 据 对 象 中 得 到 数 据 格 式 的 列 表 和 查 询 已 有 的 特 殊 数 据 格 式 定 义 方 法

要 使 程 序 实 现 将 数 据 放 入 剪 贴 板 或 从 剪 贴 板 中 检 索 数 据 的 操 作 需 使 用

c o m .m s .w fc .a p p .C lip b o a rd 中 的 静 态 方 法 C lip b o a rd .se tD a ta O b je c t 从 剪



贴 板 中 返 回 ID a ta O b je c t 目 标 位 置 必 须 确 保 可 以 使 用 在 剪 贴 板 中 数 据

的 格 式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它 应 该 使 用 ID a ta O b je c t .g e tD a ta P re se n t 方 法 查

询 数 据 对 象 传 递 可 以 接 受 的 数 据 格 式 如 果 数 据 类 型 可 以 接 受 则

g e tD a ta P re se n t 返 回 真

实 现 放 入 源

对 于 任 何 W F C 控 件 组 件 基 于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调 用

C o n tro l .d o D ra g D ro p 方 法 来 开 始 该 操 作 这 些 是 响 应 用 户 按 下 左 键 移 动

鼠 标 的 典 型 操 作 因 此 代 码 放 置 到 m o u se M o v e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中 该

程 序 检 查 M o u s e E v e n t 对 象 查 看 鼠 标 左 键 是 否 被 按 下 指 示 拖 动 操 作 的

开 始 例 如 下 面 是 一 个 用 于 包 含 文 件 名 的 列 表 框 控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p r iv a te  v o id  l is tF ile s_ m o u se M o v e (O b je c t  s o u rc e , M o u se E v e n t  e )
{

  / / if  th e  le f t  b u t to n  is  d o w n , d o  th e  d ra g /d ro p

  if ( th is .g e tM o u s eB u t to n s ()= = M o u s e B u t to n .L E F T )

{

S tr in g  d a ta  =  (s t r in g ) l is tF ile s .g e tS e le c te d Ite m () ;

lis tF ile s .d o D ra g D r o p (  d a ta , D ra g D r o p E ff e c t .A L L ) ;

  }

}

d o D ra g D ro p 方 法 带 有 要 转 换 的 数 据 和 c o m .m s .w fc .u i .D ra g D ro p E ffe c t 对

象 对 于 拖 放 操 作 的 模 式 D ra g D ro p E ffe c t 类 包 含 下 面 使 用 位 运 算 符 O R



组 合 的 常 量

D r a g D r o p E ffe c t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C O P Y 指 定 在 传 递 之 后 数 据 将 不 从 源 中 删 除

M O V E 指 定 在 传 递 之 后 数 据 将 从 源 中 删 除

S C R O L L 指 定 在 传 递 之 后 数 据 在 目 标 中 滚 动

A L L 指 定 在 传 递 之 后 数 据 将 从 源 中 删 除 并 且 在 目 标 中

滚 动 从 本 质 上 来 说 是 C O P Y |M O V E |S C R O L L

N O N E 指 定 没 有 执 行 操 作

在 拖 放 操 作 中 接 收 数 据 的 目 标 检 索 包 含 D ra g D ro p E ffe c t 对 象 的 d ra g D ro p
事 件 所 以 它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确 定 该 操 作 的 目 的

实 现 放 入 目 标

拖 放 操 作 的 放 入 部 分 作 为 事 件 处 理 C o n tro l 类 为 拖 放 事 件 d ra g D ro p
d ra g E n te r d ra g L e a v e 和 d ra g O v e r 提 供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的 基 础 可 以 使

用 下 面 的 方 法 来 指 定 这 些 事 件 的 处 理 程 序

C o n tr o l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a d d O n D ra g D ro p 为 拖 入 控 件 或 窗 口 的 数 据 指 定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当 鼠 标 左 键

放 开 时

a d d O n D ra g E n te r 当 光 标 第 一 次 进 入 窗 口 时 为 放 入 数 据 指 定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a d d O n D ra g L e a v e 当 光 标 离 开 窗 口 时 为 放 入 数 据 指 定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a d d O n D ra g O ve r 当 光 标 拖 过 窗 口 时 为 放 入 数 据 指 定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所 有 这 些 a d d O n 方 法 都 有 与 之 相 对 的 re m o v e O n 方 法 用 来 删 除

该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当 在 W F C 中 使 用 所 有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a d d O n 和

re m o v e O n 时 这 些 方 法 获 取 一 个 用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的 名 称 创 建 的 委 托 在

此 情 况 中 为 D ra g E v e n tH a n d le r 例 如 下 面 的 一 行 添 加 tx tF ile _ d ra g D ro p
方 法 作 为 一 个 d ra g D ro p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tx tF ile .a d d O n D ra g D ro p (  n e w  D ra g E v e n tH a n d le r ( th is .tx tF i le _ d ra g D ro p )) ;

对 于 所 有 的 拖 放 事 件 d ra g D ro p 事 件 是 最 常 处 理 的 不 管 处 理 这 些 事 件

中 的 哪 个 处 理 程 序 中 的 代 码 必 须 至 少 做 三 件 事 首 先 它 必 须 确 定 是

否 可 以 接 收 这 个 数 据 格 式 如 果 可 以 它 必 须 复 制 数 据 并 且 可 以 选 择

显 示 它 或 者 提 供 一 些 用 户 界 面 的 反 馈 表 示 数 据 已 经 放 入

所 有 数 据 和 信 息 都 传 递 到 D ra g E v e n t 事 件 中 这 包 含 了 一 个 数 据 字 段 和

一 个 效 果 字 段 D ra g E v e n t.d a ta 字 段 包 含 一 个 支 持 ID a ta O b je c t 的 对 象

该 对 象 中 有 用 来 检 索 数 据 和 数 据 格 式 及 用 来 查 询 特 殊 格 式 存 在 的 方 法

因 此 处 理 程 序 必 须 首 先 以 它 将 接 受 的 格 式 调 用

D ra g E v e n t.d a ta .g e tD a ta P re se n t 方 法 然 后 确 定 是 否 它 带 有 数 据 类 型 如

果 有 它 可 以 随 后 调 用 D ra g E v e n t.d a ta .g e tD a ta 方 法 传 递 到 该 数 据 类

型 并 且 检 索 数 据 数 据 如 何 显 示 取 决 于 该 控 件 下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一

个 编 辑 控 件 d ra g D ro p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来 显 示 放 入 其 中 的 文 本 数 据

P r iv a te  v o id  tx tF i le _ d ra g D ro p ( O b je c t  s o u rc e , D ra g E v e n t  e )
{

  / /  If  t ex t  is  in  th e  o b je c t , w r it e  it  in to  th e  ed it  co n t ro l.



  if  ( e .d a ta .g e tD a ta P res en t (D a ta F o r m a ts .C F _ T E X T ))

  {

S tr in g  f ile n a m e= (S tr in g ) e .d a ta .g e tD a ta (D a ta F o r m a ts .C F _ T E X T ) ;

tx tF ile .s e tT ex t ( f ile n a m e) ;

  }

}

使 用 具 有 W F C 的 J a v a线 程

J a v a 是 一 个 自 由 线 程 的 环 境 这 也 就 意 味 着 任 何 对 象 在 任 何 时 间 及 任 何

线 程 中 都 可 以 调 用 任 何 其 他 对 象 在 编 写 对 象 时 一 定 要 注 意 这 些 方 法

是 不 可 分 的 a to m ic 而 且 是 线 程 安 全 的

有 几 种 类 从 自 由 线 程 中 可 以 得 到 好 处 并 且 W F C 提 供 了 锁 定 代 码 来 使

得 这 些 对 象 具 有 线 程 安 全 性 这 些 类 如 下 所 示

•  c o m .m s .w fc .c o re .C o m p o n e n t
•  c o m .m s .w fc .c o re .C o n ta in e r
•  c o m .m s .w fc .C o m p o n e n tM a n a g e r
•  c o m .w fc .u i .B ru sh
•  c o m .w fc .u i .F o n t
•  c o m .w fc .u i .P e n

另 一 方 面 任 何 源 于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的 对 象 都 是 公 寓 式 线 程



a p a r tm e n t-th re a d e d 因 为 W in 3 2 窗 口 依 赖 于 每 个 控 件 加 之 在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中 的 多 数 控 件 是 非 同 步 的 所 以 它 们 也 可 以 视

为 公 寓 式 线 程 同 样 c o m .m s .w fc .io c o m .m s .w fc .h tm l 和 c o m .m s .w fc .u t i l
软 件 包 也 不 是 线 程 安 全 的

混 合 J a v a和 W in 3 2线 程 模 型

W F C 从 J a v a 对 象 中 访 问 本 机 W in 3 2 结 构 如 窗 口 W in 3 2 窗 口 管 理

器 是 公 寓 式 线 程 并 且 W in d o w s 根 据 需 要 自 动 从 一 个 线 程 到 另 外 一 个

线 程 进 行 调 度 当 一 个 自 由 线 程 对 象 调 用 到 一 个 公 寓 式 线 程 对 象 中 时

该 调 用 必 须 调 度 到 该 对 象 的 公 寓 中 这 就 是 说 当 公 寓 式 线 程 处 理 该 请

求 时 该 自 由 线 程 在 一 段 时 间 中 被 阻 塞 所 有 从 自 由 线 程 对 象 到 公 寓 的

调 用 均 将 阻 塞 直 到 公 寓 调 用 释 放 为 止 因 此 这 样 就 会 导 致 死 锁

那 么 具 有 自 由 线 程 的 J a v a 对 象 应 该 使 用 W F C 控 件 吗 当 线 程 转 换 发

生 时 不 是 将 其 隐 藏 起 来 W F C 认 为 请 求 该 转 换 是 程 序 员 的 责 任 程

序 员 可 以 设 计 一 个 阻 止 死 锁 的 方 法 通 过 在 控 件 线 程 上 调 用 一 个 委 托

委 托 再 依 次 调 用 其 中 指 定 的 方 法 就 可 以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要 在 创 建 控 件 窗 口 句 柄 和 包 含 信 息 循 环 的 线 程 上 执 行 给 出 的 委 托 从 要

求 的 控 件 中 使 用 C o n tro l .in v o k e 或 c o n tro l .in v o k e A s y n c 方 法 使 用 控 件

自 己 的 线 程 是 很 重 要 的 以 防 止 万 一 该 控 件 因 为 各 种 原 因 要 重 建 它 的 窗

口 句 柄 in v o k e A s y n c 方 法 导 致 线 程 来 调 用 回 调 方 法 而 不 等 待 回 应 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 调 用 线 程 上 的 所 有 异 常 都 传 递 到 自 己 的 控 件 上



创 建 和 退 出 线 程

自 由 线 程 可 以 使 用 实 现 ja v a .la n g .R u n n a b le 接 口 的 标 准 Ja v a 方 法 来 创 建

本 例 显 示 了 实 现 R u n n a b le 和 获 取 两 个 控 件 跟 踪 条 和 标 签 作 为 参 数

到 它 的 构 造 器 的 类 从 线 程 的 运 行 方 法 中 它 通 过 调 用 跟 踪 条 的

in v o k e A s y n c 方 法 来 转 换 到 跟 踪 条 线 程 In v o k e A s y n c 传 递 tD e le g a te 委

托 一 个 c o m .m s .a p p .M e th o d In v o k e r 的 实 例 指 定 名 为 tC a llB a c k 的 回

调 方 法 在 该 方 法 内 控 件 的 线 程 可 以 安 全 地 操 作 控 件 的 属 性 此 时 是

改 变 跟 踪 条 的 记 号 样 式 这 将 导 致 重 新 创 建 任 务 栏 窗 口 句 柄 如 果 线 程

在 这 里 没 有 按 演 示 的 那 样 转 换 跟 踪 条 将 在 新 的 线 程 上 重 新 创 建 而 不

是 包 含 信 息 循 环 的 线 程 在 此 时 控 件 跟 踪 条 将 接 收 任 何 新 消 息 并 且

不 能 响 应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a p p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 *
 *  R u n n a b le  is  th e  in t e r fa c e  y o u  n e e d  to  im p le m en t  to  m a k e  a  n e w

 *  ja v a  th r ea d

 * /

p u b lic  c la s s  R u n n a b leC la s s  im p le m e n ts  R u n n a b le

{

f in a l  in t  S L E E P  =  5 0 0 ;



L a b e l  l;

T ra ck B a r  tb ;

/* *

 *  T h is  is  th e  th r ea d  fo r  o u r  c la s s .

 * /

T h rea d  th r ea d ;

/* *

 *  M a k es  a  s p e c ia l d e leg a t e  s o  W F C  ca n  ca l l it  f ro m  th e  c o n tro l’ s

 *  th r ea d .

 * /

M eth o d In v o k er  tD e leg a t e  =  n e w  M eth o d In v o k er( tC a llb a c k ) ;

/* *

 *  M a k e  a  n e w  J a v a  th r ea d ;  t e ll  it  to  b eg in  r u n n in g  v ia  th e

 *  s ta r t ( )  m e th o d .

 * /

p u b lic  R u n n a b leC la s s  (T ra ck B a r  tb , L a b e l 1 )

{

    th is .1  =  1 ;

    th is .tb  =  tb ;

    th r ea d  =  n e w  T h r ea d ( th is , R u n n a b leC la s s  th rea d ) ;

    th r ea d .s ta r t ( ) ;



}

p u b l ic  v o id  ru n ( )
{

w h i le  ( t ru e )

{

    / * *

     *  C a ll  th e  s p e c if ied  m eth o d  f ro m  th e  la b e l’ s  th r ea d .

     * /

     tb .in v o k e A s yn c  ( tC a l lb a c k ) ;

     t r y

     {

        T h r ea d .s le ep  (S L E E P );

     }

     ca t ch  ( In t e r ru p te d E x c ep t io n  e )

     {

     }

  }

  }

in t  n C o u n t  =  0 ;
in t  n T ic k S t y les  [ ]  =  { T ic k S t y le .B O T H ,

                 T ic k S t y le .B O T T O M R IG H T ,



                 T ic k S t y le .N O N E ,

                 T ic k S t y le .T O P L E F T } ;

/* *

 *  T h is  c o d e  is  ex e c u te d  o n  th e  t ra c k b a r ’s  th rea d .

 * /

p r iv a te  v o id  tC a l lb a c k ()

{

in t  n In d ex  =  n C o u n t  %  ( n T ick S t y les .len g th ) ;

l.s e tT ex t  ( "h e llo  f r o m  tC a llB a c k :  "  +  n C o u n t) ;

tb .s e tT ick S t y le  (n T ick S t y les  [n In d ex ] ) ;

n C o u n t+ + ;

in t  n V a lu e  =  tb .g e tV a lu e ( ) ;

if  (n V a lu e  > =  tb .g e tM a x im u m ())

   tb .s e tV a lu e(0 ) ;

e ls e

   tb .s e tV a lu e  ( n V a lu e  +  1 ) ;

}

p u b l ic  v o id  s to p T h re a d ()
{

th rea d .s to p ( ) ;

}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退 出 线 程 只 是 停 止 运 行 该 线 程 的 方 法 在 本 例 中 当 处

理 创 建 R u n n a b le C la ss s 对 象 的 F o rm 类 时 它 调 用 对 象 的 s to p T h re a d 方

法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演 示 了 这 一 点

…
im p o r t  R u n n a b leC la s s ;

p u b l ic  c la s s  S im p le R u n n a b le  e x te n d s  F o rm
{

/* *

 *  T h is  is  th e  c la s s  th a t  im p le m en ts  th e  R u n n a b le  in te r fa c e .

 * /

R u n n a b leC la s s  ru n n a b leC la s s ;

p u b lic  S im p leR u n n a b le ( )

{

  / /  R eq u ir ed  f o r  V is u a l J + +  F o r m s  D es ig n er  s u p p o r t .

  in itF o r m () ;

  ru n n a b leC la s s  =  n e w  R u n n a b leC la s s  ( tb , 1 ) ;

}

p u b lic  v o id  d is p o s e( )

{



  ru n n a b leC la s s .s to p T h rea d ( ) ;

  s u p e r .d is p o s e ( ) ;

  co m p o n en ts .d is p o s e( ) ;

}

C o n ta in e r  co m p o n en ts  =  n e w  C o n ta in e r ( ) ;

E d it  e D es c r ip t io n  =  n e w  E d it ( ) ;

T ra ck B a r  tb  =  n e w  T ra ck B a r () ;

L a b e l  l  =  n e w  L a b e l (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tF o r m ()

{

  / /  C o d e  to  in it ia liz e  th e  co n t ro ls  o m it te d …

}

p u b l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A p p l ica t io n .ru n (n e w  S im p leR u n n a b le ( ) ) ;

}

}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应 用 程 序 线 程 而 不 必 实 现 J a v a  R u n n a b le
接 口 或 是 展 开 ja v a .la n g .T h re a d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A p p lic a t io n .c re a te T h re a d
方 法 c re a te T h re a d 方 法 用 一 个 委 托 作 为 参 数 M e th o d In v o k e r 经 常 使 用

但 是 可 以 使 用 任 何 委 托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在 一 个 类 中 可 以 包 含 所 有 的



逻 辑 通 常 这 个 类 是 应 用 程 序 基 于 F o rm 的 类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说 明 了 它

们 的 工 作 方 式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a p p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p u b lic  c la s s  S im p leA p p T h rea d  ex te n d s  F o r m

{

f in a l  in t  S L E E P  =  7 0 0 ;

T h rea d  th r ea d ;

/ /  S p ec if y  th e  th r ea d  co n tex t  to  ru n  a  m e th o d  o n .

M eth o d In v o k er  cb D e leg a t e  =  n e w  M eth o d In v o k er(  cd T h r d C a l lb a c k  ) ;

p u b lic  S im p le A p p T h rea d ( )

{

  in itF o r m () ;

  / * *

   *  C r ea t es  a  n e w  th r ea d  a n d  ru n s  th e  m e th o d In v o k er  m e th o d

   *  o n  th e  n e w  th r ea d . T h e  r e tu r n ed  th r ea d  o b jec t  is  n ee d e d

   *  s o  w e  ca n  s to p  th e  th r ea d  w h e n  th is  f o r m  is  c lo s ed  ( d is p o s e d ) .

   *  N o t e  th a t  th r ea d .s ta r t ( )  is  ca lle d  a u to m a t ica l ly .

   * /

   t h rea d  =  A p p lica t io n .c r ea teT h r ea d  (n e w  M eth o d In v o k e r  ( th is .m e th o d In v o k er ) ) ;



}

p r iv a te  v o id  m e th o d In v o k er ( )

{

  w h i le  ( t ru e )

  {

    / /  cb T h rd C a llb a ck  is  ca l led  o n  th e  ch e c k  b o x ’s  th rea d .

    cb .in v o k e  ( cb D e leg a t e ) ;

    t r y

    {

      T h r ea d .s le ep  (S L E E P ) ;

    }

    ca tc h  ( In ter r u p ted E x c ep t io n  e)

    {

    }

  }

}

in t  n C o u n t  =  0 ;
/* *

 *  T h r ea d  ca l lb a c k  th a t  s e ts  ch e c k  b o x  a l ig n m en t  p ro p er t y .

 *  T h is  c o d e  is  to  b e  ex e c u te d  o n  th e  ch e c k  b o x ’s  th rea d .

 * /



p r iv a te  v o id  cb T h rd C a llb a ck ( )

{

  cb .s e tT ex t  (" th r ea d C a llb a ck  lo o p :"  +  n C o u n t+ + ) ;

  if  (n C o u n t  %  2  = =  0 )

     cb .s e tT ex tA lig n  ( L ef tR ig h tA l ig n m en t .L E F T );

  e ls e

     cb .s e tT ex tA lig n  ( L ef tR ig h tA l ig n m en t .R IG H T );

}

p u b lic  v o id  d is p o s e( )

{

  th r ea d .s to p () ;

  s u p e r .d is p o s e ( ) ;

  co m p o n en ts .d is p o s e( ) ;

}

p r iv a te  v o id  c b S u sp e n d _ c l ic k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if  ( cb S u s p en d .g e tC h e c k ed ( ) )

  {

cb S u s p en d .s e tT ex t  (" p res s  to  r e s u m e  t h rea d " ) ;

th rea d .s u s p en d ( ) ;

  }

  e ls e



  {

cb S u s p en d .s e tT ex t  (" p res s  to  s u s p en d  th rea d " ) ;

th rea d .r es u m e() ;

  }

}

C o n ta in e r  c o m p o n e n ts  =  n e w  C o n ta in e r ( ) ;
C h e c k B o x  cb S u s p e n d  =  n e w  C h e ck B o x ( ) ;

C h e c k B o x  cb  =  n e w  C h e c k B o x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

  / /  C o d e  to  in it ia liz e  th e  co n t ro ls  h e r e…

}

p u b l 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A p p l ica t io n .ru n (n e w  S im p le A p p T h rea d ( ) ) ;

}
}

这 就 是 通 过 从 窗 体 的 处 理 方 法 中 调 用 线 程 的 停 止 方 法 来 中 止 的 线 程 该

线 程 不 在 一 个 单 独 的 类 中 所 以 它 的 方 法 可 以 直 接 从 基 于 F o rm 的 类

中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类 还 包 含 A p p lic a t io n .e x i tT h re a d 方 法 该 方 法 关 闭 线 程 的 消



息 循 环 并 关 闭 在 线 程 上 的 所 有 窗 口 注 意 它 并 不 中 止 或 退 出 线 程 本

身 与 之 形 成 对 比 的 是 A p p lic a t io n .e x it 关 闭 在 所 有 线 程 上 的 消 息 循

环 并 关 闭 所 有 窗 口

使 用 线 程 存 储 器

W F C  A p p lic a t io n 类 提 供 对 T h re a d  L o c a l  S to ra g e T L S 线 程 局 部 存 储 器

的 支 持 每 个 线 程 可 以 线 程 特 定 的 数 据 存 储 分 配 一 个 内 存 位 置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a llo c T h re a d S to ra g e 返 回 一 个 该 内 存 位 置 的 索 引 要 在 T L S
中 设 置 一 个 值 使 用 该 索 引 和 想 要 设 置 的 值 来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s e tT h re a d S to ra g e 要 检 索 该 值 需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g e tT h re a d S to ra g e 记 住 要 调 用 A p p lic a t io n .f re e .T h re a d -确
良 S to ra g e 来 释 放 所 有 已 分 配 的 线 程 存 储 器

使 用 线 程 异 常

c o m .m s .w fc .a p p 类 提 供 一 个 T h re a d E x c e p t io n D ia lo g 类 当 在 线 程 中 发 生

没 有 处 理 的 程 序 异 常 时 它 自 动 显 示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A p p lic a t io n .a d d O n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方 法 指 定 自 己 的 线 程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来

得 到 对 异 常 的 控 制 a d d O n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方 法 带 有 一 个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E v e n tH a n d le r 委 托 它 是 由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和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E v e n t 类 构 成 的

通 常 线 程 异 常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查 询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E v e n t 对 象 的 异 常 字



段 传 递 它 来 确 定 所 要 采 取 下 一 个 动 作 从 这 些 线 程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中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与 其 他 W F C 对 话 框 同 样 的 方 法 来 运 行

T h re a d E x c e p tio n D ia lo g 并 检 索 对 话 结 果 使 用 F o rm .sh o w .D ia lo g 方 法 来

启 动 对 话 框 并 且 与 c o m .m s .w fc .u i .D ia lo g R e su l t 类 字 段 比 较 返 回 的 结

果



第 1 3 章   W F C 控 件 开 发

与 在 V isu a l  B a s ic W e b 页 和 其 他 支 持 标 准 A c tiv e X 控 件 的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一 样 利 用 V isu a l  J + +和 W F C 可 以 创 建 能 在 J a v a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的 控 件 W F C 提 供 合 并 多 数 控 件 功 能 的 类 包 括 设 计 和 实 现 属 性 的 工

具 处 理 和 调 用 事 件 等 等

V isu a l  J + + 还 包 括 创 建 合 成 控 件 的 可 视 工 具 合 成 控 件 是 由 多 个 可 视 元

素 构 成 的 控 件 如 复 选 框 和 列 表 框 利 用 可 视 工 具 可 以 设 计 控 件 的 布

局 生 成 可 以 根 据 实 现 控 件 全 部 功 能 进 行 修 正 的 适 当 代 码

创 建 控 件 的 详 细 细 节 参 见 下 列 列 表 的 有 关 部 分

有 关 信 息有 关 信 息有 关 信 息有 关 信 息  参 见参 见参 见参 见

W F C 中 的 控 件 技 术 使 用 代 码 编 写 控 件 编 写 W F C  控 件

使 用 可 视 工 具 创 建 合 成 控 件     创 建 合 成 W F C 控 件

编 写 W F C 控 件

W F C 提 供 一 个 丰 富 的 框 架 结 构 来 开 发 自 定 义 控 件 下 图 显 示 W F C 中 可

视 控 件 的 基 本 类 层 次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类 是 所 有 控 件 的 基 类 它 可 以 提 供 控 件 的 多 数 功

能

注 意 对 合 成 控 件 来 说 其 他 控 件 和 事 务 逻 辑 组 合 创 建 的 控 件
使 用 的 基 本 WFC 软 件 包 是 com . m s . w f c . u i 可 以 使 用 可 视 工 具 设

计 合 成 控 件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创 建 合 成 WFC 控 件

编 写 控 件 时 可 以 扩 展 基 本 C o n tro l 类 然 后 增 加 需 要 的 成 员 合 成 控

件 是 通 过 扩 展 U s e rC o n tro l 在 可 视 设 计 器 中 创 建 的 也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超 越 从 C o n tro l 类 继 承 的 成 员 下 面 提 供 有 关 创 建 控 件 的 信 息

•  创 建 基 本 控 件创 建 基 本 控 件创 建 基 本 控 件创 建 基 本 控 件 如 何 创 建 C o n tro l 类 的 子 类 并 且 在 设 计 阶 段 环 境 中 放

置 控 件

•  定 义 控 件 属 性定 义 控 件 属 性定 义 控 件 属 性定 义 控 件 属 性 如 何 定 义 并 且 公 布 控 件 的 属 性 如 何 为 属 性 值 指 定 自



定 义 编 辑 器

•  使 用 控 件 事 件使 用 控 件 事 件使 用 控 件 事 件使 用 控 件 事 件 如 何 为 控 件 创 建 自 定 义 事 件 如 何 捕 捉 和 使 用 标 准 事

件

•  定 制 控 件定 制 控 件定 制 控 件定 制 控 件 管 理 控 件 的 可 视 显 示 指 定 动 词 和 更 多 的 信 息

•  使 用 控 件使 用 控 件使 用 控 件使 用 控 件 这 里 需 要 做 的 是 使 控 件 可 以 应 用 到 其 他 计 算 机 的 主 应 用 程

序 上

创 建 基 本 控 件

这 部 分 概 括 创 建 控 件 的 过 程 在 这 部 分 可 以 学 到 如 何 定 义 基 本 控 件

并 为 它 的 基 本 事 件 提 供 功 能

定 义 控 件

自 定 义 控 件 是 W F C  C o n tro l 类 的 子 类 为 使 控 件 在 V isu a l  J + +的 工 具 箱

中 是 可 视 的 也 必 须 扩 展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类 C la ss In fo
类 包 含 用 于 提 供 有 关 类 设 计 信 息 的 元 数 据 和 浏 览 器 组 件 属 性 以 及 运 行 的

事 件 如 果 在 工 具 箱 中 不 需 要 控 件 是 可 视 的 就 不 要 扩 展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但 是 必 须 仍 然 有 用 以 实 现

c o m .m s .w fc .c o re .IC la ss In fo  的 子 类 C o m p o n e n t .C la ss In fo 这 个 内 部 类 必

须 命 名 为 C la ss In fo

注 意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 d e r  创 建 了 一 个 骨 架 控 件 这 个 控 件 包
括 可 以 在 里 面 填 充 内 容 的 属 性 和 方 法 这 部 分 有 关 如 何 建 立 控 件 的



信 息 可 以 帮 助 你 手 工 建 立 控 件 而 且 解 释 建 立 程 序 所 做 的 一 些 事
情

下 面 列 出 一 个 骨 架 控 件 如 果 编 译 它 这 个 控 件 将 在 计 算 机 上 注 册 并

且 在 C u s to m iz e  T o o lb o x 对 话 框 中 变 为 可 用 的

// M y C o n tro l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c o re .* ;

p u b l ic  c la s s  M yC o n tro l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p u b l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 o  ex ten d s  C o n tro l.C la s s In f o  {

   }
}

如 果 把 这 个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添 加 到 一 个 窗 体 中 在 属 性 窗 口 中 将 会 看 到

它 的 属 性 和 事 件 可 以 改 变 这 些 属 性 也 可 以 看 到 这 个 控 件 已 经 支 持 背

景 色 前 景 色 锚 点 停 靠 鼠 标 事 件 焦 点 甚 至 更 多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类 定 义 这 些 共 同 属 性 和 事 件 的 默 认 实 现

添 加 控 件 描 述

可 以 为 公 布 A c tiv e X 控 件 的 控 件 添 加 文 本 描 述 然 后 主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查 询 和 显 示 这 个 描 述 为 创 建 一 个 描 述 需 在 C la ss In fo 类 中 添 加 一 个



D e sc r ip t io n A ttr ib u te 对 象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如 何 添 加 文 本 描 述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

   p u b lic  v o id  g e tA t t r ib u tes ( IA t t r ib u tes  a t t r ib s )  {

   s u p e r .g e tA t t r ib u tes (a t t r ib s );

   a t t r ib s .a d d ( n e w  D es c r ip t io n A tt r ib u te ("T h is  d es c r ib es  M y C o n tro l" ) ) ;

}

为 类 事 件 提 供 功 能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类 使 用 默 认 功 能 公 布 了 一 个 共 同 的 成 员 集 例 如

如 果 如 前 所 述 创 建 了 基 本 控 件 则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它 的 文 本 属 性 是

可 用 的

一 般 情 况 下 要 向 控 件 中 添 加 功 能 必 须 为 通 过 基 类 公 布 的 控 件 超 越 成

员 W F C 中 的 大 多 数 事 件 公 布 在 它 们 带 有 保 护 的 o n <事 件 名 >成 员 的 基

类 上 这 可 以 让 子 类 不 必 与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联 系 就 可 以 超 越 事 件 在 超 越

代 码 中 定 义 所 需 要 事 件 的 功 能 通 常 通 过 调 用 超 类 事 件 实 现 成 员 的

默 认 功 能 通 过 公 布 所 调 用 的 超 类 事 件 可 以 指 定 事 件 触 发 的 顺 序

注 意 当 没 有 创 建 在 超 类 中 定 义 的 事 件 的 子 类 时 还 有 另 外 的 方 法
接 收 事 件 详 情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使 用 控 件 事 件

下 面 举 例 说 明 怎 样 能 超 越 这 个 保 护 的 o n P a in t 方 法 来 定 义 什 么 样 的 控

件 应 该 在 运 行 时 显 示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首 先 调 用 超 类 事 件 执 行 超 类 拥 有



的 绘 图 方 法 控 件 拥 有 的 代 码 通 过 调 用 G ra p h ic s 对 象 的 d ra w S tr in g 方 法

来 显 示 文 本 属 性 的 值

// M y C o n tro l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p u b l ic  c la s s  M yC o n tro l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p ro t 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  (P a in tE v en t  p )  {

      s u p e r .o n P a in t(p ) ;

        G ra p h ics  g  =  p .g ra p h ics ;

        g .d ra w S tr in g ( g e tT e x t( ) , 0 ,  0 ) ;
}

p u b l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x te n d s  C o n tro l.C la s s In fo  {

}

}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通 过 调 用 控 件 的 g e tT e x t 方 法 检 索 存 储 在 控 件 中 的 文 本

从 而 显 示 文 本 当 编 译 并 且 添 加 类 的 新 版 本 时 现 在 控 件 就 包 含 了 键

入 到 文 本 属 性 的 一 切 文 本 因 为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类 提 供 了 文 本 属

性 所 以 没 有 必 要 再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O n P a in t 的 参 数 是 P a in tE v e n t 它 包 含 了 事 件 特 定 的 数 据 当 创 建 保 护



成 员 的 子 类 时 已 经 隐 含 知 道 了 发 送 事 件 的 对 象 因 为 这 个 发 送 者 是 th is
类 的 当 前 实 例 事 件 数 据 随 着 事 件 的 不 同 而 不 同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P a in tE v e n t 看 起 来 如 下 所 示

P u b lic  c la s s  P a in tE v e n t e x te n d s  E v e n t {
   / /G ra p h ics  o b je c t  w ith  w h ic h  p a in t in g  s h o u ld  b e  d o n e .

   P u b l ic  f in a l  G ra p h ics  g ra p h ics ;

   // R e c ta n g le  in to  w h ic h  a ll  p a in tin g  sh o u ld  b e  d o n e .
   P u b l ic  f in a l  r e c ta n g le  c l ip R e c t ;

}

P a in tE v e n t 的 图 形 成 员 是 指 c o m .m s .w fc .u i .G ra p h ic s 对 象 这 是 绘 图 接 口

的 W F C 包 装 w ra p p e r 一 个 W in 3 2 设 备 的 上 下 文 G ra p h ic s 对 象 公

布 方 法 来 绘 制 字 符 串 行 位 置 省 略 号 等 等 可 以 改 变 字 体 前 景 色

和 背 景 色 属 性 的 值 这 将 正 确 显 示 因 为 通 过 P a in tE v e n t 事 件 传 入 的

G ra p h ic s 对 象 是 使 用 基 于 控 件 中 设 置 的 正 确 字 体 和 刷 子 建 立 的 有 关 绘

图 的 更 详 细 资 料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修 改 可 视 显 示 部 分

使 用 窗 口 句 柄

C o n tro l 基 类 通 过 扩 展 c o m .m s .w fc .a p p .W in d o w 的 私 有 成 员 封 装 W in 3 2
H W N D 句 柄 W in d o w 类 管 理 为 控 件 创 建 的 H W N D 窗 口 过 程 子 类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需 要 一 个 带 有 调 用 C o n tro l .g e tH a n d le 的 句 柄 如 果 需 要

就 会 创 建 这 个 句 柄 或 句 柄 存 在 时 就 返 回 句 柄 创 建 句 柄 时 C o n tro l



类 首 先 调 用 g e tC re a te P a ra m s 方 法 为 创 建 句 柄 确 定 正 确 的 窗 口 样 式 如

果 想 指 定 窗 口 样 式 或 扩 展 窗 口 样 式 可 以 超 越 g e tC re a te P a ra m s 方 法

创 建 句 柄 后 马 上 激 活 c re a te H a n d le 事 件 在 撤 消 这 个 句 柄 之 前 立 即

激 活 d e s tro y H a n d le 事 件 因 此 在 创 建 和 撤 消 句 柄 事 件 期 间 这 个 句 柄

是 合 法 的

任 何 给 定 句 柄 的 生 存 期 都 是 通 过 控 件 的 实 现 来 确 定 的 但 是 任 何 控 件

的 实 例 的 生 存 期 都 不 依 赖 于 句 柄 的 生 存 期

W F C 允 许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操 作 需 要 在 W in d o w s 中 重 建 的 控 件 例 如 可

以 使 用 控 件 如 标 尺 当 改 变 标 尺 的 单 位 时 可 能 导 致 创 建 重 建 这 个 控

件 使 H W N D 无 效 如 下 例 所 示

{
h  =  x .g e tH a n d le ( ) ;

x .u n its  =  " p o in ts " ;  / /  ch a n g e  p ro p er t y  th a t  r e s u lts  in  r e c r ea t io n

// h  is  n o w  in v a lid
}

通 常 在 使 用 控 件 之 前 立 即 利 用 句 柄 得 到 它 是 最 安 全 的

有 时 可 能 需 要 调 用 re c re a te H a n d le 方 法 来 重 新 创 建 句 柄 先 撤 消 然 后

立 即 再 次 创 建 如 果 调 用 re c re a te H a n d le 方 法 那 么 在 这 个 句 柄 再 次

创 建 之 前 g e tR e c re a tin g H a n d le 将 返 回 t ru e 这 允 许 用 户 在 d e s tro y H a n d le
事 件 中 公 布 在 句 柄 重 建 期 间 从 H W N D 检 索 状 态 的 特 殊 逻 辑 一 个 例 子

是 列 表 框 如 果 句 柄 重 建 你 可 能 想 从 破 坏 的 句 柄 的 列 表 框 中 保 存 所 有



项 如 果 需 要 窗 口 格 式 重 新 应 用 程 序 到 窗 口 而 不 需 要 重 建 句 柄 则 可

以 调 用 u p d a te S ty le s 这 将 调 用 g e tC re a te P a ra m s 方 法 并 且 在 H W N D
中 重 新 应 用 这 个 格 式 和 扩 展 格 式

注 意 如 果 没 有 创 建 句 柄 调 用 这 些 函 数 不 会 起 任 何 作 用 这 在 属 性 设

定 方 法 中 是 有 用 的 因 为 不 想 迫 使 句 柄 创 建 而 如 果 句 柄 已 经 创 建 可

能 需 要 改 变 H W N D 通 过 这 个 约 定 就 可 以 不 必 为 简 单 的 属 性 变 化 而

强 制 创 建 句 柄 了 较 早 强 制 创 建 句 柄 可 能 代 价 较 大 因 为 用 户 可 能 设 置

需 要 句 柄 重 建 的 其 他 属 性 需 要 创 建 句 柄 的 最 好 方 法 只 能 是 显 示 控 件 的

可 视 性 但 不 调 整 属 性

W F C 控 件 中 的 线 程

J a v a  语 言 通 过 类 集 和 到 控 件 线 程 创 建 与 执 行 的 A P I 来 支 持 多 线 程

W in 3 2 窗 口 是 固 有 的 公 寓 线 程 可 以 在 任 何 线 程 上 创 建 它 们 但 是 它 们

不 能 交 换 线 程 并 且 调 用 那 个 窗 口 的 所 有 函 数 必 须 在 它 的 主 线 程 上 出

现 W F C 控 件 从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派 生 的 所 有 东 西 需 要 这 种

线 程 模 型 而 多 数 的 W F C  组 件 是 自 由 线 程

C o n tro l 类 提 供 两 个 函 数 in v o k e 和 in v o k e A s y n c 将 把 所 有 代 表 调 度 到

控 件 的 主 窗 口 线 程 上 并 且 执 行 如 果 试 图 在 W in 3 2  H W N D 下 操 作 的 控

件 上 调 用 一 个 函 数 这 将 通 过 W in d o w s 调 度 到 正 确 的 线 程 通 过 直 接

调 用 in v o k e 函 数 可 以 成 批 调 用 到 H W N D 并 且 限 制 所 出 现 的 交 叉 线

程 调 度 费 用 的 数 量



注 意 W i n d o w s 消 息 循 环 依 赖 于 在 上 面 创 建 HWN D 的 线 程 如 果 在
一 个 新 线 程 上 创 建 控 件 的 HWN D 则 这 个 新 线 程 不 再 接 收 信 息 对
更 详 细 的 资 料 参 见 第 12 章 WF C 编 程 概 念 中 的 使 用 WFC 和 Ja v a
线 程

虽 然 大 多 数 W F C 组 件 支 持 自 由 线 程 但 大 多 数 方 法 调 用 不 是 同 步 的

同 步 调 用 非 常 昂 贵 只 有 需 要 时 才 会 这 样 做 例 如 在 对 象 上 同 步 调 用

多 个 方 法 将 得 到 非 常 有 用 的 执 行 结 果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大 多 数 控 件 公 布 一 个 允 许 用 户 确 定 控 件 行 为 和 外 表 的 设 置 或 属 性 在

W F C 控 件 中 可 以 使 用 g e t 和  s e t 函 数 把 属 性 创 建 为 成 员 但 是 W F C
还 提 供 类 和 接 口 帮 助 用 户 把 控 件 集 成 到 设 计 阶 段 环 境 中

下 面 提 供 有 关 在 控 件 中 创 建 公 布 和 自 定 义 属 性 的 信 息

创 建 和 公 布 属 性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与 向 任 何 类 中 添 加 属 性 相 似 除 此 之 外 向 C la ss In fo 类

中 添 加 成 员 可 以 使 属 性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是 可 见 的

添 加 属 性 定 义

属 性 存 储 在 控 件 的 私 有 成 员 变 量 中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公 共 的 g e t< 属 性 > 方

法 来 公 布 属 性 值 如 果 想 使 属 性 是 可 读 写 的 还 可 以 提 供 公 共 的 se t<属

性 >方 法 用 来 获 取 包 含 新 属 性 值 的 参 数



注 意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 d e r 将 为 用 户 创 建 属 性 骨 架

在 M yC o n tro l 控 件 中 调 用 简 单 的 整 数 属 性 m y P ro p 可 以 在 下 例 中 实 现

p u b l ic  c la s s  M yC o n tro l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p r iv a te  in t  m y P ro p = 0 / /  0  is  th e  d e fa u lt  v a lu e

   p u b lic  g e tM yP ro p ()  {

      r e tu rn  m y P r o p

   }

   p u b lic  s e tM yP ro p in t  n e w V a lu e {

      m y P ro p = n e w V a lu e

   }

}

注 意 属 性 定 义 中 使 用 的 名 字 应 该 以 一 个 小 写 字 母 开 头 除 非 开 始
两 个 字 母 都 是 大 写 紧 跟 在 get  或 se t 后 面 的 函 数 名 字 应 该 有 一
个 大 写 字 母 例 如 对 tex t 函 数 应 该 有 get T e x t 和 se t T e x t 而
对 于 MDI C h i l d  应 该 有 get M D I C h i l d 和 se t M D I C h i l d

在 设 计 阶 段 公 布 属 性

为 了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使 属 性 是 可 见 的 可 以 做 下 列 事 情

•  创 建 指 出 新 属 性 的 类 名 字 和 数 据 类 型 的 P ro p e r ty In fo 类 的 一 个 静 态

最 终 实 例

•  超 越 超 类 的 g e tP ro p e r t ie s 方 法 并 且 添 加 超 类 的 现 有 属 性 其 次 是 新



属 性

注 意 g e t P r o p e r t i e s 方 法 是 用 于 公 布 方 法 事 件 扩 展 器
ext e n d e r 和 类 属 性 的 可 以 使 用 的 几 种 方 法 之 一 有 关 其 他 方 法

的 细 节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使 用 控 件 事 件

下 例 显 示 m yP ro p 属 性 的 C la ss In fo 类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
   p u b l ic  s ta t ic  fin a l  P ro p e rty In fo  m y P ro p  =
        n e w  p ro p er t y n f o (M yC o n tro l.c la s s , " m y P ro p " ,  in t .c la s s ) ;

   p u b lic  v o id  g e tP ro p er t ie s ( IP ro p er t ie s  p ro p s )  {

      / /  A d d  ex is t in g  p ro p er t ies  fo r m  p a re n t  c la s s

      s u p e r .g e tP ro p er t ie s (p ro p s ) ;

      p ro p s .a d d ( m y P ro p ) ;    / /  a d d s  cu s to m  p ro p er t y

   }

}

有 关 使 用 P ro p e r ty In fo 类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指 定 自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对 齐 属 性 举 例

这 部 分 提 供 S u p e r L a b e l 类 对 齐 属 性 的 完 整 举 例 它 允 许 用 户 指 定 如 何

要 求 标 签 内 的 文 本 对 齐 靠 左 靠 右 和 居 中 这 个 例 子 说 明 如 何 做 下 列

操 作



•  定 义 和 公 布 属 性

•  使 用 枚 举 e n u m 类 为 属 性 定 义 允 许 使 用 的 值

•  为 新 属 性 值 提 供 验 证

•  画 控 件 时 使 用 对 齐 属 性 值

•  在 设 计 阶 段 公 布 属 性

这 个 例 子 的 代 码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一 个 完 整 例 子

基 本 对 齐 属 性

创 建 对 齐 属 性 的 代 码 如 下 所 示 在 se tA lig n m e n t 方 法 中 调 用 in v a l id a te
函 数 间 接 强 制 这 个 控 件 重 画 以 便 它 影 响 新 属 性 值

p r iv a te  in t  a l ig n = A lig n S ty le . L E F T ;

p u b l ic  in t  g e tA lig n m e n t( ){
   r e tu r n  a lig n ;

}

p u b l ic  v o id  s e tA lig n m e n t( in t  v a lu e )  {
   a lig n  =  v a lu e ;

   in v a l id a te ( )  ;  / /R ep a in t  c o n tro l w h en  p ro p er t y  c h a n g es

}



创 建 枚 举 属 性 值

因 为 属 性 只 有 三 个 可 能 的 值 可 以 使 用 一 个 枚 举 e n u m 定 义 它 们

虽 然 J a v a 没 有 枚 举 类 型 的 支 持 但 是 W F C 提 供 了 一 个

c o m .m s .w fc .c o re .E n u m 类 任 何 从 c o m .m s .w fc .c o re .E n u m 得 到 的 类 都 看

成 是 E n u m 对 象 所 有 E n u m 对 象 都 遵 守 只 包 含 公 共 静 态 最 终 整 数 的 标

准 而 这 个 公 共 静 态 最 终 整 数 代 表 有 效 的 选 择 它 们 可 以 随 意 包 含 一 个

有 效 的 方 法 如 果 在 E n u m 对 象 中 传 递 的 值 是 有 效 的 则 这 个 方 法 返 回

t ru e
枚 举 对 象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是 可 识 别 的 所 以 当 给 E n u m 类 分 类 时

在 设 计 阶 段 的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将 会 自 动 得 到 一 个 有 效 项 目 的 下 拉 表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的 是 定 义 一 个 A lig n S ty le 枚 举 的 类

//A lig n S ty le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p u b l ic  c la s s  A lig n S ty le  e x te n d s  E n u m
{

   p u b lic  s ta t ic  f in a l in t  L E F T = 1 ;

   p u b lic  s ta t ic  f in a l in t  R IG H T = 2 ;

   p u b lic  s ta t ic  f in a l in t  C E N T E R = 3 ;

   //O p t io n a l  v a l id  m e th o d  to  te s t  p a ss e d  v a lu e
   p u b lic  s ta t ic  b o o lea n  v a l id ( in t  v a lu e )  {

      r e tu rn  (L E F T < = v a lu e  & & v a lu e < = C E N T E R );



   }

}

注 意 把 有 效 的 方 法 创 建 为 静 态 成 员 允 许 用 户 调 用 它 而 不 必 先 创
建 一 个 类 实 例

提 供 属 性 验 证

设 置 属 性 时 为 测 试 用 户 指 定 的 有 效 对 齐 值 可 以 向 se tA lig n m e n t 方 法

中 添 加 验 证 为 测 试 这 个 值 可 以 调 用 A lig n S ty le 枚 举 的 有 效 方 法 如

果 有 错 误 可 以 施 加 W F C In v a l id E n u m E x c e p t io n 异 常

下 例 显 示 使 用 添 加 的 验 证 修 改 的 se tA lig n m e n t 方 法

p u b lic  v o id  s e tA l ig n m en t in t  v a lu e  {

   if A l ig n S t y le .v a l id ( v a lu e )

      th ro w  n e w   W F C In v a l id E n u m E x c ep t io n ( " v a lu e" ,  v a lu e , A lig n S t y le .c la s s ) ;

   a l ig n = v a lu e ;
   in v a l id a te ( ) ;  / /R ep a in t  co n tro l  w h en  p ro p er t y  c h a n g es

}

注 意 有 关 使 用 inv a l i d a t e 重 画 控 件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修
改 可 视 显 示

通 过 施 加 W F C In v a l id E n u m E x c e p t io n  可 以 得 到 非 检 查 异 常 和 与 之 关

联 的 预 定 义 信 息 这 个 信 息 转 换 成 多 种 语 言 以 便 在 不 同 场 所 运 行 这 个



控 件 自 动 获 得 有 意 义 的 错 误 信 息

画 控 件 时 使 用 属 性 值

对 齐 属 性 影 响 控 件 中 文 本 的 外 表 所 以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画 控 件 绘 制 代

码 必 须 检 查 属 性 值 从 而 使 用 它

通 过 超 越 o n P a in t 方 法 指 定 绘 制 行 为 下 例 显 示 的 是 可 以 读 对 齐 属 性 值

然 后 在 d ra w S tr in g 方 法 中 使 用 这 个 值 设 置 对 齐 在 c o m .m s .w fc .u i 的

T e x tF o rm a t 中 定 义 L E F T R IG H T 等 常 数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 n t  p )  {
G ra p h ics  g  =  p .g ra p h ics ;

in t  s ty le  =  0 ;

s w itch  (a l ig n )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L E F T :

     s t y le  =  T ex tF o rm a t .L E F T ;

     b r ea k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R IG H T :

     s t y le  =  T ex tF o rm a t .R IG H T ;

     b r ea k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C E N T E R :

     s t y le  =  T ex tF o rm a t .H O R IZ O N T A L C E N T E R ;

     b r ea k ;

}



g .d ra w S tr in g (g etT ex t( ) ,g e tC lie n tR e c t ( ) , s t y le) ;

}

在 设 计 阶 段 公 布 属 性

在 设 计 阶 段 为 使 对 齐 属 性 可 用 需 要 把 C la ss In fo 分 成 首 先 定 义 属 性 的

类 通 过 创 建 P ro p e r ty In fo 的 实 例 然 后 通 过 调 用 g e tP ro p e r t ie s 方 法

公 布 属 性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

   p u b lic  s ta t ic  f in a l P r o p er t y In fo  a lig n m e n t  =  n e w  P ro p er t y In fo (

      M y C o n tro l.c la s s , " a l ig n m en t" , A l ig n S t y le .c la s s ) ;

   P u b lic  v o id  g e tP ro p e r t ie s ( IP ro p e r t ie s  p ro p s )  {
      S u p er .g e tP ro p er t ie s (p ro p s ) ;

      P r o p s .a d d (a l ig n m en t ) ;

   }

}

注 意 传 递 到 Pro p e r t y I n f o 的 第 三 个 参 数 在 这 里 是
Ali g n S t y l e . c l a s s 是 属 性 的 正 常 数 据 类 型 然 而 因 为 这 个 属 性
是 一 个 枚 举 值 所 以 传 递 创 建 扩 展 Enu m 的 类

因 为 A lig n S ty le 是 从 E n u m 类 派 生 的 所 以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使 用 与 E n u m
类 相 关 的 编 辑 器 结 果 是 允 许 设 置 属 性 值 的 下 拉 列 表



注 意 为 创 建 不 在 设 计 阶 段 公 布 的 属 性 例 如 只 是 运 行 时 属 性
使 用 Pro p e r t y I n f o 对 象 把 Bro w s a b l e A t t r i b u t e  属 性 设 置 为 NO
详 情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指 定 自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的 属 性

一 个 完 整 例 子

下 例 显 示 使 用 了 对 齐 属 性 的 完 整 标 签 控 件 这 个 对 齐 属 性 包 括 了 前 面 讨

论 的 所 有 特 征

// S u p e r L a b e l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p u b l ic  c la s s  S u p e r L a b e l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p r iv a te  in t  a lig n = A lig n S t y le .L E F T ;

   p u b lic  in t  g e tA l ig n m en t ( ){

      r e tu rn  a l ig n ;

   }

   p u b l ic  v o id  s e tA lig n m e n t( in t  v a lu e )  {
      if  ( !  A lig n S t y le .v a l id ( v a lu e ) )

        th ro w  n e w  W F C In v a l id E n u m E x c ep t io n ( "v a lu e" ,  v a lu e , A l ig n S t y le .c la s s ) ;

      a l ig n = v a lu e ;

      in v a l id a te () ;  / /R ep a in t  c o n tro l w h e n  p ro p er t y  ch a n g es

   }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 n t p )  {
      G ra p h ics  g = p .g ra p h ics ;

      in t  s ty le= 0 ;

      s w itch   ( a lig n )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L E F T :

           s t y le= T ex tF o r m a t .L E F T ;

           b r ea k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R IG H T :

           s t y le= T ex tF o r m a t .R IG H T ;

           b r ea k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C E N T E R :

           s t y le= T ex tF o r m a t .H O R IZ O N T A L C E N T E R ;

           b re a k ;
      }

      g .d ra w S tr in g (g e tT ex t( ) ,g e tC lie n tR e c t( ) ,s t y le ) ;

   }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s In fo  {
      p u b l ic  s ta t ic  f in a l  P ro p er t y In f o  a l ig n m en t= n e w  P ro p er t y In fo (

        S u p erL a b e l .c la s s , "a lig n m e n t" , A lig n S t y le .c la s s ) ;

      p u b l ic  v o id  g e tP ro p e r t ie s ( Ip ro p e r t ie s  p ro p s ){
        s u p e r .g e tP ro p er t ie s (p ro p s ) ;



        p ro p s .a d d (a lig n m e n t) ;

      }

   }

}

指 定 自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当 创 建 控 件 属 性 并 且 创 建 P ro p e r ty In fo 对 象 来 设 置 它 的 属 性 时 ,可 以 指 定

不 同 选 项 来 自 定 义 这 个 属 性

注 意 使 用 Pro p e r t y I n f o 类 的 详 细 信 息 已 经 在 本 章 前 面 部 分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中 提 供 了

创 建 P ro p e r ty In fo 对 象 的 基 本 语 法 是

n e w  P r o p er t y In fo  ( c la s s  o w n e r S tr in g  n a m e C la s s  d a ta T y p e )

例 如 下 面 是 在 M yc o n tro l  控 件 中 名 叫 m yP ro p 的 属 性 的 P ro p e r ty In fo
对 象

p u b l ic  s ta t ic  fin a l  P ro p e rty In fo  m y P ro p =
   n e w  P ro p er t y In f o  (M yC o n tro l.c la s s ,” m yP r o p ” , in t .c la s s ) ;

可 以 通 过 为 P ro p e r ty In fo 对 象 提 供 任 何 数 量 的 附 加 成 员 属 性 来 自 定 义 属

性 一 个 成 员 属 性 被 定 义 成 从 c o m .m s .w fc .c o re .M e m b e rA ttr ib u te 得 到 任

意 类 在 P ro p e r ty In fo 类 中 默 认 的 某 一 数 量 的 属 性 是 可 用 的 或 者 通 过

从 M e m b e rA ttr ib u te 得 到 的 属 性 可 以 创 建 和 添 加 自 己 的 属 性 下 表 列 出



在 P ro p e r ty In fo 类 中 预 定 义 的 属 性

      属 性属 性属 性属 性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B ro w sa b le A ttr ib u te 指 定 在 P ro p e rt ie s 窗 口 中 属 性 是 否 是 可 见 的 默 认 值

是 Y E S 这 个 属 性 可 以 与 P e rs is ta b le A ttr ib u te 属 性 见

下 面 联 合 使 用 来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这 个 控 件 属 性 的

值 保 存 在 控 件 中 但 是 在  P ro p e rt ie s 窗 口 中 不 能 编 辑

C a te g o ry A ttr ib u te 指 定 放 入 P ro p e r tie s 窗 口 中 的 当 前 控 件 属 性 的 类 别

如 A p p e a ra n c e B e h a v io r 等 等 默 认 类 别 是 M is c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C a te g o ryA ttr ib u te 中 的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在

预 定 义 类 别 中 公 布 这 个 控 件 或 者 通 过 构 造 一 个 新

C a te g o ry A ttr ib u te 并 且 在 需 要 调 用 的 类 别 字 串 中 传 递

它 来 创 建 一 个 新 类 别

D a ta B in d a b le A ttr ib u te 指 定 控 件 属 性 是 数 据 绑 定 的 候 选 属 性 默 认 值

是 .N O 当 这 个 属 性 值 设 为 .Y E S 时 D a ta B in d 将 在

下 拉 列 表 中 列 出 这 个 控 件 属 性

D e fa u ltV a lu e A ttr ib u te 简 单 属 性 的 默 认 值 当 用 户 在 P ro p e rt ie s 窗 口 中 重 设

属 性 值 时  使 用 这 个 值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还 比 较 默

认 值 与 当 前 值 如 果 它 们 匹 配 则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不

生 成 设 置 属 性 值 的 代 码 这 可 以 减 少 为 窗 体 生 成 的

代 码 量

注 意 还 可以 通 过 创建 一个 reset <属 性 >方 法 来 创 建

一 个 默  认 值 详 情 参 见 下 一 部 分 指 定 动 态 默 认 值



和 永 久性 属 性

不 同 数 据 类 型 的 许 多 公 共 值 都 预 定 义 成 静 态 值 例

如 对 布 尔 值 已 经 定 义 了 值 T R U E  和 F A L S E

D e sc r ip tio n A ttr ib u te 当 用 户 选 择 当 前 控 件 属 性 时 定 义 在 P ro p e r tie s 窗 口

的 底 部 显 示 的 文 本 默 认 值 是

L o c a liz a b le A ttr ib u te 如 果 用 户 选 择 本 地 化 一 个 窗 体 则 指 定 控 件 属 性 存

储 在 源 文 件 中 默 认 值 是 N O 然 后 用 户 可 以 不 必 修

改 代 码 而 本 地 化 这 个 源 文 件

P e rs is ta b le A ttr ib u te 在 设 计 阶 段 保 存 控 件 属 性 的 包 容 器 时 指 定 是 否 保

存 这 个 控 件 属 性 的 值 默 认 值 是 Y E S 当 不 想 保 存

控 件 属 性 的 值 时 主 要 使 用 这 个 属 性 例 如 瞬 时 控

件 属 性 值 它 的 值 依 靠 状 态 或 计 算 结 果 通 常 把

控 件 属 性 的 这 个 属 性 设 为 N O 时 这 个 控 件 属 性 也 是

不 可 见 的 B ro w sa b le A ttrib u te 值 是 N O

V a lu e E d ito rA ttr ib u te 为 当 前 控 件 属 性 指 定 一 个 被 P ro p e r tie s 窗 口 使 用 的 自

定 义 编 辑 器 如 果 指 定 一 个 无 值 编 辑 器 则 P ro p e rt ie s

窗 口 使 用 一 个 与 控 件 属 性 的 数 据 类 型 相 关 的 编 辑

器 有 关 详 情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创 建 自 定 义 属 性

值 编 辑 器

为 了 指 定 一 个 属 性 需 要 创 建 一 个 所 需 属 性 的 实 例 或 者 使 用 一 个 预 定 义

实 例 例 如 B ro w sa b le A ttr ib u te .N O 然 后 使 用 如 下 语 法 把 它 添 加 到

P ro p e r ty In fo 定 义 中



n e w  P ro p er t y In f o  (C la s s  o w n e r S tr in g  n a m e C la s s  d a ta T y p e

   [M e m b erA tt r ib u te [M e m b erA t t r ib u te ...] ] )

下 例 显 示 如 何 使 用 预 定 义 属 性 为 m yP ro p 控 件 属 性 定 义 一 个 描 述 和 默 认

值

p u b l ic  s ta t ic  fin a l  P ro p e rty In fo  m y P ro p =
   n e w  P ro p er t y In f o M yC o n tro l.c la s s , " m y P ro p " , in t .c la s s ,

   n e w  D es c r ip t io n A tt r ib u te ( " T es t  p ro p er t y" ) ,

   n e w  D e fa u l tV a lu e A ttr ib u te (D e fa u ltV a lu e A ttr ib u te .O N E );

只 需 把 属 性 作 为 参 数 包 括 到 P ro p e r ty In fo 构 造 器 中 就 可 以 有 总 计 六 个

属 性 如 果 想 指 定 多 于 五 个 的 成 员 属 性 可 以 为 接 收 成 员 属 性 数 组 的

P ro p e r ty In fo 构 造 器 使 用 语 法 对 更 详 细 的 信 息 参 见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J + + 6 .0 库 参 考 一 书 中 的 M ic ro so f t  V is u a l  J + + 6 .0  W F C 库 参 考 的 第 一 部

分 P a c k a g e  c o m .m s .w fc .c o re 中 的 P ro p e r ty In fo

指 定 动 态 默 认 值 和 永 久 性 属 性

与 指 定 自 定 义 控 件 属 性 的 属 性 中 描 述 的 一 样 当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P ro p e r ty In fo 对 象 时 为 设 置 一 个 属 性 的 默 认 值 可 以 指 定 一 个

D e fa u l tV a lu e A ttr ib u te 属 性 有 时 可 能 想 指 定 一 个 默 认 动 态 值 这 指

的 是 在 运 行 时 计 算 的 值 同 样 在 运 行 时 条 件 的 基 础 上 可 能 想 指 定 一 个

永 久 属 性 值 在 设 计 阶 段 保 存



设 置 永 久 属 性 值

默 认 情 况 下 在 设 计 阶 段 当 一 个 控 件 的 属 性 值 从 默 认 值 发 生 变 化 时 与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一 样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保 存 主 控 件 都 要 保 存 控 件 的

属 性 值 例 如 如 果 在 V isu a l  J + + 窗 体 中 实 例 化 控 件 并 且 P ro p e rt ie s
窗 口 中 如 果 改 变 属 性 的 值 则 保 存 窗 体 时 也 就 保 存 了 这 个 属 性 的 值

为 了 更 有 效 率 如 果 属 性 值 与 它 的 默 认 值 相 匹 配 则 这 个 值 不 是 永 久 的

在 少 量 的 实 例 中 可 能 要 在 运 行 时 条 件 的 基 础 上 指 定 一 个 永 久 属 性 值

为 使 控 件 保 持 永 久 性 需 超 越 C o n tro l 类 的  sh o u ld P e rs is t< 属 性 >方 法

条 件 测 试 后 这 个 方 法 应 该 返 回 一 个 表 明 自 定 义 值 是 否 被 保 存 的 布 尔

值 为 避 免 保 存 这 个 值 从 这 个 方 法 返 回 fa lse 还 可 以 为 从 超 类 继 承

的 属 性 超 越 sh o u ld P e rs is t<属 性 > 与 这 个 例 子 中 一 样 依 靠 字 体 是 否 改

变 来 设 置 字 体 属 性 的 永 久 性

p u b l ic  b o o le a n  sh o u ld P e rs is tF o n t( )  {
   r e tu r n  f o n t  != n u ll

}

注 意 比 较 上 述 说 明 周 围 属 性 它 们 的 值 是 从 父 属 性 继 承 的 例
如 字 体 和 背 景 色 返 回 nul l 代 表 它 们 被 设 置 成 默 认 值 但 是 明
确 地 获 得 这 样 属 性 的 值 例 如 调 用 get F o n t 方 法 则 返 回 实
际 字 体 信 息



计 算 动 态 默 认 值

为 了 给 在 运 行 时 属 性 创 建 一 个 默 认 值 需 要 为 这 个 属 性 创 建 一 个 re se t<
属 性 > 方 法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如 何 为 名 为 la s tU p d a te 的 属 性 实 现 一 个 基 于

今 天 日 期 的 默 认 值

p r iv a te  D a te  d tL a s tU p d a te ;

p u b lic  v o id  s e tL a s tU p d a te  (D a t e  d )  {

d tL a s tU p d a te  =  d ;

in v a l id a te () ;  / /R ep a in t  c o n tro l w h e n  p ro p er t y  ch a n g es

}

p u b l ic  v o id  re se tL a s tU p d a te ( )  {
   r e tu r n  n e w  D a te ( ) ;

}

还 可 以 超 越 从 C o n tro l 类 继 承 的 re se t< 属 性 >方 法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如 何 为

控 件 超 越 re se tF o n t 方 法

p u b lic  v o id  r e s e tF o n t( )  {

   F o n t  f  =  n e w  F o n t(" A r ia l" ,  8 .0 f , F o n tS iz e .P O IN T S , F o n tW eig h t .B O L D ,

      fa ls e , fa ls e , f a ls e ) ;

   S e tF o n t( f ) ;
}



创 建 自 定 义 属 性 值 编 辑 器

V isu a l  J + +  6 .0 的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为 公 布 在 控 件 中 的 属 性 值 提 供 了 编 辑 能

力 事 实 上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正 好 是 一 个 真 正 的 主 编 辑 器 可 以 指 定 一

个 自 定 义 编 辑 器 或 者 可 以 依 靠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的 默 认 编 辑 能 力

这 种 机 制 是 这 样 的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首 先 检 查 你 是 否 指 定 了 自 定 义 值 编

辑 器 如 果 没 有 它 将 在 属 性 类 型 的 类 中 寻 找 一 个 名 叫 E d it 的 内 部 类

如 果 没 有 发 现 编 辑 器 它 遍 历 类 型 层 寻 找 具 有 编 辑 器 的 任 何 超 类 因 为

有 一 个 与 ja v a .la n g .O b je c t 关 联 的

O b je c tE d i to r 类 所 以 总 会 发 现 一 个 编 辑 器 P ro p e r tie s 窗 口 将 为 所 有 简

单 类 型 提 供 一 个 默 认 编 辑 器 如 字 串 编 辑 器 整 数 编 辑 器 等 等

指 定 自 定 义 值 编 辑 器 的 原 因 有 许 多 典 型 的 自 定 义 属 性 编 辑

器 任 务 包 括

•  文 本 向 值 的 转 换

•  值 绘 制

•  指 定 值 的 子 属 性

•  显 示 自 定 义 对 话 框

•  显 示 自 定 义 下 拉 列 表

•  通 过 指 定 一 个 应 该 取 代 指 定 值 的 常 数 名 来 参 与 代 码 生 成

详 情 参 见 下 一 部 分 定 义 自 定 义 值 编 辑 器



定 义 自 定 义 值 编 辑 器

为 创 建 自 定 义 值 编 辑 器 必 须 实 现 c o m .m s .w fc .c o re .Iv a lu e E d ito r 一 个

方 便 的 方 法 是 扩 展 c o m .m s .w fc .c o re .V a lu e E d ito r 用 以 提 供 所 有 成 员 的

默 认 实 现

为 创 建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显 示 的 值 作 为 字 串 超 越 g e tT e x tF ro m
方 法 为 改 变 在 控 件 中 受 到 影 响 的 值 并 且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显 示

超 越 g e tV a lu e F ro m 方 法

下 面 例 子 说 明 一 个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用 % 显 示 百 分 比 值 的 简 单 自 定

义 值 编 辑 器 不 过 在 存 储 这 个 值 之 前 除 去 了 标 点 符 号 这 个 例 子 利 用

了 适 合 转 换 的 c o m .m s .w fc .u t il 类 中 的 V a lu e 类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c o r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t il .* ;

p u b l ic  c la s s  P e rc e n tE d i to r  e x te n d s  V a lu e E d ito r  {
   / /  C trea t es  s t r in g  a s  " n n % "  f o r  d is p la y  in  th e  P ro p er t ie s  w in d o w

   p u b lic  S tr in g  g e tT ex tF ro m V a lu e(o b je c t  v a lu e )  {

      r e tu rn  V a lu e .to S tr in g ( V a lu e .to In t (v a lu e ) )  +  " % " ;

   }

   // C o n v e r ts  s t r in g  in  fo rm a t  "n n % " to  in te g e r .T h is  m e th o d
   / /  is  r eq u ire d .

   p u b lic  O b je c t  g e tV a lu eF ro m T ex t (S tr in g  t ex t)  {

      S t r in g  s =  U t ils .t r im B la n k s ( tex t .r ep la c e (" % " ," "  ) ) ;



      r e tu rn  V a lu e .to O b je c t (V a lu e .to In t(s ) ) ;

   }

}

为 使 用 正 确 的 编 辑 器 交 换 信 息 而 通 过 c o m .m s .w fc .c o re 提 供 的 方 法 列 表

如 下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e d i tV a lu e 为 编 辑 正 确 的 值 提 供 用 户 界 面

G e tC o n s ta n tN a m e 检 索 代 替 指 定 值 的 常 数 的 全 名

G e tS ty le 返 回 样 式 标 志 的 位 字 段

G e tT e x tF ro m V a lu e 把 值 转 换 为 字 符 串

G e tV a lu e s 返 回 值 的 数 组 通 常 通 过 在 循 环 中 调 用

g e tT e x tF ro m V a lu e  可 以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的 一 个 列 表 中

显 示 这 些 数 组

G e tV a lu e F ro m T e x t 从 一 个 字 符 串 返 回 一 个 值 必 须 实 现 这 个 方 法

P a in tV a lu e 在 指 定 的 范 围 内 描 述 一 个 值 的 表 示 法

两 个 附 加 方 法 — — g e tS u b P ro p e r t ie s  和

g e tV a lu e F ro m S u b P ro p e r ty V a lu e s — — 允 许 使 用 对 象 属 性 工 作 例 如 F o n t
对 象 可 以 作 为 构 造 器 的 一 部 分 正 常 传 递

g e tS ty le 方 法 用 于 获 取 和 设 置 在 值 编 辑 器 中 指 定 行 为 的 标 志 有 效 的 格

式 是

•  S T Y L E _ N O E D IT A B L E T E X T  表 明 值 编 辑 器 不 支 持 在



g e tV a lu e F ro m T e x t 方 法 中 接 收 任 意 文 本 它 应 该 接 收 从

g e tT e x tF ro m V a lu e 返 回 的 文 本 一 般 情 况 下 这 个 格 式 将 导 致 属 性 编

辑 器 禁 止 在 值 编 辑 器 类 型 的 属 性 编 辑 框 中 键 入 字 符

•  S T Y L E _ P A IN T V A L U E  表 明 实 现 p a in tV a lu e 方 法 的 值 编 辑 器 一 般

情 况 下 这 将 导 致 属 性 编 辑 器 描 述 值 编 辑 器 类 型 的 属 性 表 示 法

•  S T Y L E _ V A L U E S  表 明 实 现 g e tV a lu e 方 法 的 值 编 辑 器 一 般 情 况 下

这 将 导 致 属 性 编 辑 器 显 示 值 编 辑 器 类 型 的 属 性 下 拉 列 表

•  S T Y L E _ E D IT V A L U E  表 明 实 现 e d i tV a lu e 方 法 的 值 编 辑 器 一 般

情 况 下 这 将 导 致 属 性 编 辑 器 显 示 一 个 值 编 辑 器 类 型 的 属 性 省 略 按

钮

•  S T Y L E _ D R O P D O W N A R R O W  表 明 如 果 也 返 回

S T Y L E _ E D IT V A L U E 应 该 显 示 一 个 下 拉 箭 头 而 不 是 省 略 按 钮 如

果 值 编 辑 器 想 在 e d i tV a lu e  中 显 示 一 个 与 启 动 模 型 对 话 框 不 同 的 下 拉

列 表 这 个 格 式 是 很 有 用 的

•  S T Y L E _ IM M E D IA T E  表 明 这 个 类 型 的 值 适 合 修 改 甚 至 当 这 个 新 值

不 完 善 的 时 候 也 可 以 修 改 一 般 情 况 下 这 将 导 致 一 个 属 性 编 辑 器 在

编 辑 器 发 生 的 每 一 次 变 化 后 修 改 基 本 属 性 例 如 在 编 辑 框 中 输 入 的

每 个 字 符

•  S T Y L E _ P R O P E R T IE S 表 明 这 个 类 型 的 值 可 以 有 能 编 辑 的 子 属 性 例

如 F o n t 对 象 里 的 那 些 值

•  S T Y L E _ N O A R R A Y E X P A N S IO N 表 明 如 果 值 是 一 个 数 组 则 属 性 检

查 器 不 能 进 入 数 组



•  S T Y L E _ N O A R R A Y M U L T IS E L E C T 表 明 如 果 值 是 一 个 数 组 则 属 性

检 查 器 不 应 该 有 选 择 所 有 数 组 元 素 的 入 口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怎 样 可 以 把 一 个 模 态 对 话 框 显 示 为 自 定 义 属 性 编 辑 器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可 以 看 到 IV a lu e A c c e s s 如 何 在 当 前 正 编 辑 的 编 辑 器 组 件 中

提 供 一 个 获 取 和 设 置 值 的 抽 象 方 式 如 果 选 择 了 一 个 以 上 的 组 件 这 是

很 有 用 的 当 通 过 IV a lu e A c c e s s 调 用 获 取 和 设 置 值 的 方 法 时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可 以 在 多 个 组 件 上 正 确 设 置 值 为 显 示 调 用 对 话 框 的 省 略 按 钮 这

个 例 子 超 越 了 g e tS y le 方 法 并 且 在 g e tS ty le 返 回 的 位 字 段 中 设 置

S T Y L E _ E D IT V A L U E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t il .* ;

p u b lic  c la s s  P e r c e n tE d ito r  ex te n d s  V a lu e E d ito r  {

   p u b lic  v o id  e d itV a lu e  ( IV a lu e A c c es s  v a lu e A c c es s )  {

      P e r c en tD ia lo g  d ia lo g = n e w  P er c en tD ia lo g ( ) ;

      In t  v a lu e= V a lu e .to In t(v a lu e A c c es s .g e tV a lu e ( ) ) ;

      d ia lo g .s e tP e r c en tV a lu e ( v a lu e ) ;

      in t  r e s u lt= d ia lo g .s h o w D ia lo g ( ) ;

      if  ( r e s u lt=  = D ia lo g R es u lt .O K )  {

         v a lu eA c c es s .s e tV a lu e( d ia lo g .g e tT ex t ( ) ) ;

      }

   }



   p u b lic  in t  g e tS t y le ( )  {

      //U s in g  O R  o p e ra to r  se ts  b i t f ie ld  to  d isp la y  e l l ip s is  b u t to n
      r e tu rn  s u p er .g e t tS ty le ( )  | S T Y L E _ E D IT V A L U E ;

   }

}

下 面 例 子 说 明 如 何 显 示 下 拉 对 话 框 当 编 辑 属 性 时 控 件 调 用

Ie d ito rH o s t .d ro p -D o w n D o n e 除 此 之 外 控 件 还 负 责 调 用 IV a lu e A c c e s s
的 se tV a lu e 方 法 如 果 用 户 以 任 何 方 式 取 消 下 拉 对 话 框 则 P ro p e r tie s
窗 口 将 关 闭 下 拉 列 表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c o r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t il .* ;

p u b l ic  c la s s  P e rc e n tE d i to r  e x te n d s  V a lu e E d ito r  {
   p u b lic  v o id  e d itV a lu e ( Iv a lu eA c c es s  v a lu e A c ces s )  {

       P er c e n tC o n t ro l c o n t ro l =  n e w  P er c en tC o n tro l( ) ;

       in t  v a lu e  =  V a lu e .to In t(v a lu eA c c es s .g e tV a lu e( ) ) ;

       d ia lo g .s e tP e r c e n tV a lu e (v a lu e ) ;

       IE d i to rH o s t  h o s t  =
            ( IE d ito r H o s t )v a lu eA c c es s .g e tS e rv ic e ( IE d ito r H o s t .c la s s ) ;

       c o n t ro l.s d tV a lu e A c c es s (v a lu e A c c es s ) ;

       h o s t .d ro p D o w n C o n tro l( co n t ro l) ;

   }



   p u b l ic  in t  g e tS ty le ( )  {
      r e tu rn  s u p er .g e tS ty le ()  | S T Y L E _ E D IT V A L U E  | D R O P D O W N A R R O W ;

   }

}

使 用 控 件 事 件

作 为 控 件 的 子 类 控 件 自 动 支 持 一 个 标 准 的 W in d o w s 事 件 设 置 可 以

在 控 件 中 捕 获 并 且 处 理 这 些 事 件 并 可 选 择 把 它 们 传 递 到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除 此 之 外 还 可 以 定 义 只 有 你 的 控 件 中 才 有 的 自 定 义 事 件 并 且 在

需 要 时 激 活 它 们

用 控 件 捕 获 用 户 交 互

在 标 准 事 件 送 到 主 应 用 程 序 之 前 控 件 可 以 捕 获 并 且 处 理 这 些 标 准 事

件 交 互 作 用 的 两 个 最 常 见 的 类 型 是 鼠 标 和 键 盘 事 件

捕 获 鼠 标 事 件

W F C 中 的 C o n tro l 类 提 供 了 大 多 数 鼠 标 事 件 这 些 事 件 包 括

m o u se M o v e m o u se U p m o u se D o w n m o u se W h e e l m o u se E n te r 和

m o u se L e a v e 除 此 之 外 还 可 以 选 择 接 收 单 击 和 双 击 事 件

为 了 在 控 件 中 接 收 鼠 标 事 件 可 以 超 越 所 需 的 事 件 为 把 鼠 标 事 件 传 递

到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需 调 用 超 类 的 相 应 事 件 方 法

下 面 这 个 例 子 说 明 如 何 超 越 m o u se M o v e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直 接 显 示 鼠 标



的 位 置 这 个 位 置 在 传 递 到 处 理 程 序 的 M o u s e E v e n t 对 象 的 x 和 y 属 性

中 是 可 用 的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M o u s eM o v e(  M o u s e E v e n t  e )  {

   S t r in g  s M s g  =  " "  +  e .x  + " ,"  +  e .y ;

   T h is .s e tT ex t (s M s g ) ;

   In v a l id a te ( ) ;   / /  R e p a in t  c o n tro l  w h e n  p ro p e r ty  c h a n g e s
   S u p er .o n M o u s eM o v e(  e  ) ;  / /  to  m a k e  it  v is ib le  in  th e  h o s t

}

捕 获 键 盘 事 件

公 布 的 标 准 键 盘 事 件 是 k e yU p k e y D o w n k e y P re s s 这 些 事 件 是 为 常

规 键 和 系 统 键 例 如 F 1 到 F 1 2 触 发 的

输 入 到 W F C 的 所 有 键 盘 都 使 用 U n ic o d e 字 符 数 据 进 行 工 作 当 在 一 个

不 支 持 U n ic o d e 信 息 的 操 作 系 统 下 像 W in d o w s  9 5 运 行 时 W F C 框

架 将 自 动 执 行 所 需 要 的 信 息 过 滤 生 成 U n ic o d e 事 件

下 面 例 子 说 明 在 一 个 控 件 内 如 何 捕 获 键 盘 事 件 这 里 超 越 的 o n K e y U p
方 法 在 把 事 件 传 递 到 主 应 用 程 序 之 前 先 把 数 值 字 符 过 滤 出 来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K e y U p  (k e yE v e n t  e )  {
   if  ( e .k e y d a ta < k e y .D 0 & &  e .k e y D a ta > K e y .D 9 )  {

     s u p e r .o n K e y U p (e ) ;
     in v a l id a te ( ) ;  / /R ep a in t  co n t ro l  w h en  p ro p er t y  c h a n g es

   }



}

创 建 自 定 义 事 件

W F C 控 件 支 持 从 C o n tro l 类 继 承 的 事 件 的 标 准 设 置 如 c lic k
m o u se D o w n k e yP re s s 等 等 控 件 自 动 公 布 这 些 事 件 并 且 在 自 己 这

一 部 分 中 不 用 做 特 殊 的 处 理 就 可 以 在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它 们 除 非 想

超 越 这 个 事 件 来 添 加 特 殊 功 能

注 意 有 关 创 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的 更 多 信 息 在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接 收
事 件 参 见 第 12 章 有 关 如 何 捕 获 标 准 事 件 并 且 在 控 件 中 处 理 它
的 详 情 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使 用 控 件 捕 获 用 户 交 互

有 时 你 可 能 想 创 建 只 在 你 的 控 件 才 有 的 自 定 义 事 件 例 如 想 让 控 件

使 用 一 个 事 件 来 通 知 状 态 发 生 变 化 的 主 应 用 程 序 例 如 初 始 化 进 程 的

完 成 或 者 报 告 一 个 错 误 条 件

注 意 按 照 约 定 为 标 明 属 性 值 的 变 化 需 要 利 用 下 面 描 述 的 技 术
创 建 on<属 性 >Ch a n g i n g 和 on <属 性 >Ch a n g e d  方 法 更 多 细 节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提 供 属 性 变 化 通 知

自 定 义 事 件 依 赖 于 V isu a l  J + + 委 托 技 术 为 实 现 自 定 义 事 件 需 要 创 建

可 以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把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绑 定 到 事 件 的 委 托

使 用 事 件 委 托

W F C 的 事 件 模 型 使 用 委 托 把 事 件 绑 定 到 处 理 它 们 的 方 法 中 为 了 在



V isu a l  J + + 中 定 义 一 个 事 件 给 E v e n 类 分 类 然 后 创 建 一 个 基 于 要 绑 定

的 c o m .m s .la n g .D e le g a te 的 委 托 类 委 托 允 许 其 他 类 通 过 指 定 处 理 程 序

方 法 为 事 件 通 知 注 册 事 件 出 现 时 被 调 用 委 托 调 用 绑 定 的 方 法

委 托 可 以 绑 定 到 单 个 方 法 中 或 绑 定 到 多 个 方 法 中 这 称 做 多 点 传 送

m u ltic a s t in g 为 事 件 创 建 委 托 时 一 般 是 创 建 一 个 多 点 传 送 事 件

有 少 量 的 异 常 可 以 是 导 致 指 定 进 程 显 示 一 个 对 话 框 的 事 件 而 这 个

指 定 进 程 不 能 感 觉 到 每 个 事 件 重 复 多 遍

多 点 委 托 维 护 一 个 所 绑 定 到 的 方 法 的 调 用 表 in v o c a t io n  l is t 多 点 委

托 支 持 一 种 组 合 的 方 法 把 一 个 方 法 添 加 到 调 用 表 中 并 且 添 加 一 个 用 来

删 除 这 个 新 增 方 法 的 删 除 方 法

一 个 控 件 通 过 调 用 事 件 的 委 托 可 以 激 活 这 个 事 件 委 托 按 次 序 调 用 绑 定

的 方 法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多 点 委 托 委 托 按 次 序 调 用 调 用 表 里 的 每

个 绑 定 方 法 提 供 一 个 一 对 多 的 通 告 这 个 策 略 意 味 着 控 件 不 需 要 维 护

一 个 用 于 事 件 通 告 的 目 标 对 象 表 委 托 处 理 程 序 全 部 注 册 通 告 和 注

销

委 托 也 允 许 把 多 个 事 件 绑 定 到 同 一 个 方 法 中 允 许 一 个 多 对 一 的 通 告

例 如 按 钮 单 击 事 件 和 菜 单 命 令 单 击 事 件 都 可 以 调 用 相 同 的 委 托 然 后

委 托 调 用 单 个 方 法 用 相 同 的 方 式 处 理 这 两 个 独 立 事 件

和 委 托 一 起 使 用 的 绑 定 结 构 是 动 态 的 可 以 在 运 行 时 把 一 个 委 托 绑 定

到 调 用 号 与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相 匹 配 的 任 何 方 法 这 个 特 征 允 许 靠 条 件 建 立

或 改 变 绑 定 方 法 并 且 把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动 态 附 加 到 控 件 上



创 建 自 定 义 事 件 类

如 果 想 使 用 事 件 传 递 事 件 指 定 数 据 与 C o n tro l 类 的 m o u se M o v e 事 件 中

x 和 y 属 性 相 似 必 须 创 建 一 个 自 定 义 事 件 类 并 且 定 义 它 的 数 据 为

创 建 自 定 义 事 件 需 要 给 E v e n t 类 建 立 子 类 为 使 事 件 成 为 一 个 最 高 层

的 公 共 类 它 必 须 是 在 一 个 独 立 的 ja v a 文 件 中 在 你 的 类 中 可 以 定

义 成 员 来 容 纳 事 件 数 据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怎 样 创 建 一 个 简 单 错 误 事 件 类 这 个 事 件 类 有 两 个 字 段

一 个 用 于 错 误 号 另 一 个 用 于 错 误 信 息 的 文 本

// E r ro rE v e n t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p u b lic  c la s s  E r ro r E v e n t  ex ten d s  E v e n t{

   p u b lic  f in a l in t  e r ro r N u m b er ;

   p u b lic  f in a l S t r in g  e r r o rT ex t ;

   p u b lic  E r ro r E v e n t (  in t  e N u m ,  S t r in g  eT x t ){

      th is .e r r o rN u m b er  =  e N u m ;

      th is .e r r o rT ex t  =  eT x t ;

   }

}

创 建 委 托

为 允 许 事 件 绑 定 需 要 为 事 件 创 建 一 个 用 来 声 明 指 定 调 用 号 的 委 托 处 理

程 序 类 如 果 想 把 委 托 绑 定 到 多 个 方 法 中 需 要 把 它 声 明 为 多 个 委 托



委 托 应 该 是 最 高 层 类 所 以 它 应 该 在 一 个 独 立 的 文 件 中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前 面 说 明 的 E rro rE v e n t 类 的 处 理 程 序 类

// E r ro rE v e n tH a n d le r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p u b l ic  f in a l  m u lt ic a s t  d e le g a te  v o id  E rro rE v e n t(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rro r E v e n t  ev e n t) ;

多 点 委 托 必 须 返 回 v o id 因 为 它 们 不 能 返 回 一 个 以 上 方 法 的 结 果

实 现 自 定 义 事 件

为 在 控 件 中 实 现 自 定 义 事 件 需 要 为 主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一 个 方 式 为 事 件 注

册 先 创 建 一 个 私 有 委 托 实 例 然 后 创 建 主 应 用 程 序 能 调 用 事 件 注 册 和

绑 定 到 指 定 方 法 的 a d d O n < 事 件 >方 法 如 果 是 多 点 委 托 在 a d d O n < 事

件 >方 法 中 调 用 委 托 的 组 合 方 法 用 来 把 用 户 方 法 添 加 到 委 托 调 用 表 中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怎 样 为 前 面 说 明 的 E rro rE v e n t 类 执 行 这 些 步 骤

// C re a te  in s ta n c e  o f  d e le g a te
p r iv a te  E rro r E v e n tH a n d le r  e r r  =  n u ll;

/ /  C a ll d e leg a te’ s  c o m b in e  m e th o d  to  a d d  b in d in g  to  in v o ca t io n  lis t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a d d O n E rr o rE v en t(E r r o rE v e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e r r  =  ( E r ro r E v e n tH a n d le r) D e le g a te .c o m b in e( e rr , h a n d le r ) ;

}

一 般 情 况 下 还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re m o v e O n <事 件 > 方 法 以 便 主 应 用 程 序



能 为 事 件 注 册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r e m o v eO n E rr o rE v en t  (E rr o rE v e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  {

   e r r =  ( E rro r E v en tH a n d ler )D e leg a t e .r e m o v e( e r r ,h a n d le r) ;

}

如 果 正 使 用 非 多 点 委 托 则 a d d O n <事 件 >方 法 的 语 法 很 简 单

p r iv a te  E rro r E v e n tH a n d le r  e r r = n u l l / /C rea te  in s ta n c e  o f  d e leg a t e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a d d O n E rr o rE v en t  (E r r o rE v e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

   e r r= h a n d le r ;
}

注 意 从 控 件 得 到 的 Com p o n e n t 类 包 含 实 用 程 序 代 码 用 于 添 加 删
除 和 激 活 事 件

在 设 计 阶 段 公 布 事 件

在 设 计 阶 段 公 布 事 件 与 公 布 属 性 相 似 首 先 创 建 标 有 新 事 件 的 类 名

字 和 委 托 的 E v e n tIn fo 类 的 一 个 实 例 然 后 超 越 超 类 的 g e tE v e n tsE v e n t In fo
方 法 添 加 超 类 的 存 在 事 件 然 后 再 添 加 新 事 件

注 意 事 件 名 应 该 以 一 个 小 写 字 母 开 头 如 err o r E v e n t 除 非
开 头 两 个 字 母 都 是 大 写 例 如 MID I C h i l d A c t i v a t e d

下 面 举 例 说 明 以 前 看 到 的 E rro rE v e n t 事 件 的 C la ss In fo 类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



   p u b lic  s ta t ic  E v e n tIn fo  e r rE v t  =  n e w  E v e n tIn fo (M y C o n t ro l.c la s s ,

      " e r r o rE v en t" ,  E r r o rE v en tH a n d le r .c la s s ) ;

   p u b lic  v o id  g e tE v e n ts ( IE v en ts  ev e n ts ({

      s u p e r .g e tE v en ts (e v e tn s ) ;

      ev e tn s .a d d ( e rr E v t) ;

   }

}

激 活 事 件

为 激 活 事 件 需 要 创 建 事 件 类 的 实 例 然 后 把 它 传 递 到 在 类 中 定 义 的 事

件 指 定 参 数 中 然 后 调 用 委 托 如 下 例 所 示

// th e  e r r  d e le g a te  m u s t  a l re a d y  e x is t
in t  e r rN u m b er = 1 0 2 0 ;

S tr in g  e r rT ex t= " In v a lid  v a lu e ."

E rro rE v en t  e = n e w  E rr o rE v en t  ( e r rN u m b er , e r rT ex t) ;

e r r .in v o k e ( th is ,e ) ;

W F C 中 的 大 多 数 事 件 包 括 一 个 p ro te c te d < 事 件 名 >成 员 这 个 p ro te c te d <
事 件 名 > 成 员 让 子 类 超 越 事 件 并 且 确 定 通 过 调 用 su p e r .o n < 事 件 名 > 的

位 置 而 触 发 的 事 件 顺 序 下 面 显 示 E rro rE v e n t 的 保 护 成 员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E rro r E v e n t  (E rr o rE v en t  ev e n t)  {

   If  ( e r r  ! = n u l l)  {



     e r r .in v o k e( th is ,e v en t) ;

   }

}

如 果 包 括 保 护 成 员 可 以 在 控 件 内 通 过 调 用 事 件 而 不 是 直 接 调 用 调 用

方 法 来 激 活 这 个 事 件 如 下 例 所 示

if  (v a lu e > 2 0 )  {

   o n E r ro r E v e n t (n e w  E rr o rE v en t(1 0 2 0 ,” In v a l id  v a lu e” ) ) ;

}

一 个 完 整 的 例 子

下 面 显 示 一 个 完 整 的 包 括 前 部 分 描 述 的 E rro rE v e n t 事 件 的 简 单 控 件

// M y C o n tro l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la n g .D e le g a te ;

p u b l ic  c la s s  M yC o n tro l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p r iv a t e  in t  m y P ro p  =  1 ;

  p u b l ic  in t  g e tM yP r o p ()  {

     r e tu r n  m y P ro p ;

  }

  p u b l ic  v o id  s e tM y P ro p ( in t  v a lu e )  {



     / /  F ir e s  e r ro r  ev e n t  if  p ro p er t y  v a lu e  ex c e e ed  2 0 0

     if (v a lu e  > 2 0 0 )  {

        o n E rro rE v e n t(n e w  E rro rE v e n t(1 0 2 0 , "In v a l id  v a lu e ") ) ;

}

m y P ro p  =  v a lu e ;

}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  P a in tE v e n t  p )  {
s u p er .o n P a in t(p ) ;

G ra p h ics  g = p .g ra p h ics ;

g .d ra w S tr in g (  g e tT ex t( ) ,  0 , 0 ) ;

}

// e v e n t  se tu p  to  b e  a b le  to  f ire  e v e n t  "E rro rE v e n t"

p r iv a te  E rro r E v e n tH a n d le r  e r r D e le g a te  =  n u ll;

p u b l ic  f in a l  v o id  a d d O n E rro w E v e n t(E rro rE v e 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  {

  e r rD e leg a t e  =  (E r r o rE v en tH a n d le r)D e leg a t e .co m b in e(e rrD e leg a t e ,

     h a n d ler ) ;

}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r e m o v eO n E rr o rE v en t(E r r o rE v e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e r rD e le g a te  =  (E rro rE v e n tH a n d le r )D e le g a te .re m o v e (e r rD e le g a te ,
     h a n d ler ) ;

  p ro te c t ed  v o id  o n E rr o rE v en t(E r r io r E v e n t  ev e n t)  {

if (e r r D e le g a te  ! =  n u ll)  {

      e r rD e leg a t e . in v o k e( th is ,ev e n t ) ;

}

}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
   p u b lic  s ta t ic  f in a l P r o p er t y In fo  m y P ro p  =  n e w

      P r o p er t y In f o (M yC o n t ro l.c la s s , " m yP r o p " , in t .ca ls s ) ;

   p u b lic  v o id  g e tP ro p er t ie s ( Ip ro p er t ie s  p ro p s ){

      s u p e r .g e tP ro p er t ie s (p ro p s ) ;

      p ro p s .a d d ( m y P ro p ) ;

   }

   p u b l ic  s ta t ic  E v e n tIn fo  e v t  =  n e w  E v e n t In fo (M y C o n tro l .c la s s ,
      " e r r o rE v en t ,E r ro rE v en tH a n d le r .c la s s ) ;

   p u b l ic  v o id  g e tE v e n ts ( IE v e n ts  e v e n ts )  {

      s u p e r .g e tE v en ts (e v en ts ) ;

      e v e n ts .a d d (e v t) ;



    }

  }

}

提 供 属 性 变 化 通 告

W F C 为 标 有 属 性 值 正 在 改 变 或 已 经 改 变 的 创 建 事 件 使 用 一 个 命 名 约

定

•  < 属 性 名 > C h a n g in g 事 件 表 明 用 来 改 变 属 性 值 的 函 数 已 经 被 调 用 一

般 情 况 下 在 se t< 属 性 > 方 法 的 开 始 处 激 活 这 个 事 件 把 它 传 递 到

C a n c e lE v e n t 对 象 如 果 主 应 用 程 序 已 经 有 一 个 < 属 性 名 > C h a n g in g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这 个 处 理 程 序 可 以 防 止 通 过 把 C a n c e lE v e n t 对 象 的 取 消

属 性 设 定 为 t ru e 而 改 变 这 个 属 性

•  为 标 明 一 个 成 功 完 成 了 的 变 化 可 以 激 活 < 属 性 名 > C h a n g e d 事 件

注 意 数 据 绑 定 需 要 实 现 <属 性 名 >Ch a n g e d 事 件

这 些 事 件 不 是 为 提 供 数 据 有 效 性 而 设 计 的 但 是 允 许 控 件 越 过 被 编 辑 的

属 性 例 如 防 止 一 个 控 件 修 改 它 的 值 数 据 有 效 性 是 在 数 据 源 上 例 如

一 个 记 录 设 置 或 通 过 在 控 件 上 自 定 义 属 性 来 处 理 的

实 现 属 性 变 化 事 件 的 方 式 是 做 一 个 自 定 义 事 件 对 每 个 事 件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a d d O n < 属 性 > C h a n g in g 和 a d d O n < 属 性 > C h a n g e d 方 法 以 及 相 应 的

re m o v e O n 方 法 还 可 以 创 建 保 护 的 o n < 属 性 名 >  C h a n g in g 和 o n <属 性

> C h a n g e d 方 法 o n < 属 性 名 > C h a n g in g 通 常 使 用 一 个 C a n c e lE v e n t 对 象



允 许 停 止 这 个 变 化 有 关 创 建 这 些 方 法 的 细 节 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创 建

自 定 义 事 件

下 面 举 例 说 明 怎 样 为 调 整 属 性 包 括 属 性 通 告

p u b l ic  v o id  s e tA lig n m e n t( in t  v a lu e )  {
   if  (a lig n m e n t  !  =  v a lu e )  {

       C a n c e lE v e n t  e  =  n e w  C a n c e lE v en t ( ) ;

       o n A lig n m en tC h a n g in g ( e ) ;

       if  ( ! e .ca n c e l)  {

          a l ig n m en t  =  v a lu e ;

          in v a l id a te () ;  / /  R ep a in t  co n tro l w h e n  p ro p er ty  ch a n g es

          o n A lig n m e n tC h a n g ed ( E v e n t .E M P T Y );

      }

    }

  }

}

p r iv a te  E v e n tH a n d le r  e A lig n C h a n g e d  =  n u ll ;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a d d O n A lig n m e n tC h a n g ed ( E v e 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

   e A l ig n C h a n g e d  =  (E v en tH a n d le r)D e leg a t e .co m b in e (e A lig n C h a n g ed ,

      h a n d le r) ;

}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r e m o v eO n A lig n m e n tC h a n g ed ( E v e 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



eA lig h C h a n g ed  =  ( E v e n tH a n d le r) D e le g a te .r e m o v e( e A lig n C h a n g e d , h a n d le r) ;

}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A lig n m e n tC h a n g ed ( E v e n t  ev e n t)  {

if (e A lig n C h a n g e d  ! =  n u ll){

  eA lig n C h a n g ed .in v o k e( th is , ev e n t) ;

}

}

p r iv a te  C a n c e lE v e n tH a n d le r  e A lig n C h a n g e in g  =  n u l l ;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a d d O n A lig n m e n tC h a n g in g (C a n c e lE v en t 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

eA lig n C h a n g in g  =  (C a n c e lE v e n tH a n d le r ) D e le g a te .c o m b in e ( e A l ig n C h a n g in g , h a n d le r) ;

}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r e m o v eO n A lig n m e n tC h a n g in g (C a n c e lE v e n tH a n d le r  h a n d le r){

   e A lig n C h a n g in g  =
(C a n c e lE v e n tH a n d le r )D e le g a te .re m o v e (e A lig n C h a n g in g , h a n d ld e r ) ;
}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A lig n m e n tC h a n g in g (C a n c e lE v e n t  ev e n t){

   if ( eA lig n C h a n g in g  !=  n u ll){

     e A l ig n C h a n g in g . in v o k e( th is .ev e n t) ;

   }

}

p u b l ic  s ta t ic  E v e n tIn fo  e iA lig n C h a n g e d  =  n e w  E v e n t In fo (M y C o n tro l .c la s s ,



" o n A lig n m en tC h a n g e d " ,  E v en tH a n d le r .c la s s ) ;

p u b lic  s ta t ic  E v en t In f o  e iA lig n C h a n g in g  =  n e w  E v e n t In fo (M y C o n tro l .c la s s ,

" o n A lig n m en tC h a n g in g " ,  E v en tH a n d le r .c la s s ) ;

p u b l ic  v o id  g e tE v e n ts ( IE v e n ts  e v e n ts ){
s u p er .g e tE v en ts (e v en ts ) ;

ev e n ts .a d d ( e iA lig n C h a n g ed ) ;

ev e n ts .a d d ( e iA lig n C h a n g in g ) ;

}

自 定 义 控 件

除 了 定 义 控 件 成 员 外 可 以 通 过 自 定 义 控 件 来 定 义 它 的 的 功 能

定 义 控 件 的 显 示

在 控 件 中 ,可 以 写 代 码 来 确 定 和 修 改 控 件 的 可 视 表 示 以 下 部 分 提 供 有

关 控 件 显 示 的 背 景 信 息 以 及 如 何 管 理 的 信 息

控 件 维 数

与 控 件 关 联 的 有 三 个 主 要 维 数 边 界 客 户 和 显 示 坐 标 控 件 的 边 界 是

外 部 窗 口 控 件 的 坐 标 边 界 总 是 在 父 客 户 坐 标 中 表 示 这 就 是 说 与 父

客 户 的 维 数 有 关

客 户 坐 标 是 控 件 可 以 画 进 去 的 区 域 范 围 客 户 控 件 区 域 总 是 以 0 0
为 起 点 并 且 在 属 于 控 件 区 域 的 内 部 客 户 的 基 础 上 扩 大 客 户 坐 标 不 包 含



非 客 户 区 域 如 应 用 程 序 到 窗 口 的 边 界 例 如

W S _ B O R D E R ,W S _ E X _ C L IE N T E D G E 以 及 最 上 层 窗 口 的 标 题 栏

显 示 坐 标 是 实 际 定 义 子 控 件 显 示 区 域 的 坐 标 显 示 坐 标 能 够 定 义 比 客 户

坐 标 大 的 区 域 在 客 户 坐 标 和 显 示 坐 标 之 间 不 同 的 很 好 的 例 子 就 是 带 有

自 动 滚 动 的 窗 体 当 自 动 滚 动 在 窗 体 中 启 用 时 窗 体 的 显 示 大 小 能 够 变

得 比 客 户 的 尺 寸 大 在 实 际 窗 体 中 的 结 果 比 物 理 窗 口 要 大 一 些 当 在 窗

体 上 移 动 滚 动 条 时 显 示 坐 标 改 变

注 意 因 为 控 件 的 边 界 总 是 在 父 客 户 坐 标 中 当 窗 体 滚 动 时 子 控
件 的 边 界 将 改 变 以 反 映 它 们 相 对 于 父 客 户 坐 标 的 实 际 位 置

在 多 数 控 件 中 用 户 只 需 要 使 用 客 户 坐 标 如 果 编 写 转 到 主 应 用 程 序 其

他 控 件 如 T a b C o n tro l 控 件 的 控 件 并 且 想 要 启 用 停 靠 或 其 他 布 局

机 制 时 显 示 坐 标 是 很 重 要 的

位 置 和 大 小

控 件 的 布 局 是 由 控 件 从 C o n tro l 类 中 继 承 的 几 个 属 性 的 值 组 合 确 定 的

•  位 置 属 性 包 含 设 置 控 件 的 左 上 角 x 和 y 坐 标 P o in t 类

•  大 小 属 性 包 含 设 置 控 件 的 高 度 和 宽 度 的 P o in t 类

•  锚 点 属 性 固 定 一 个 和 多 个 控 件 的 边 到 它 的 容 器 中 当 该 容 器 重 新 设 置

大 小 时 锚 定 的 控 件 边 也 重 新 设 置 大 小

•  停 靠 属 性 指 定 控 件 停 靠 在 主 包 容 器 的 哪 边

这 些 属 性 可 以 在 运 行 时 间 中 设 置 来 改 变 控 件 的 位 置 和 大 小



如 果 控 件 的 位 置 或 大 小 在 运 行 时 间 改 变 控 件 接 着 通 知 事 件 当 在 控 件

上 改 变 的 任 何 事 情 会 导 致 它 们 重 新 应 用 任 何 布 局 时 将 激 活 布 局 事 件

示 例 包 括 添 加 子 控 件 改 变 控 件 的 边 界 线 或 执 行 一 些 其 他 的 由 控 件 指 定

的 事 件 如 改 变 属 性 值 等 重 置 大 小 事 件 只 有 在 控 件 的 边 界 改 变 时 激 活

默 认 的 W F C 布 局 逻 辑 是 在 C o n tro l .o n L a y o u t 和 F o rm .o n L a y o u tv 中 处 理

停 靠 和 子 控 件 的 锚 定 应 用 在 父 的 布 局 事 件 中 因 此 一 个 面 板 将 布 局 所

有 的 子 控 件 并 且 面 板 的 父 将 布 局 所 有 的 面 板

更 新 可 视 显 示

所 有 可 视 控 件 必 须 提 供 它 自 己 的 表 现 除 非 控 件 是 其 他 控 件 的 子 类 用

户 必 须 通 过 超 越 o n P a in t 方 法 添 加 定 制 绘 制 逻 辑 到 控 件 中 调 用 超 类 的

O n P a in t 方 法 来 显 示 控 件 然 后 添 加 自 己 的 逻 辑 来 定 制 显 示

o n P a in t 事 件 接 收 可 以 用 来 得 到 G ra p h ic s 对 象 接 口 的 P a in tE v e n t 对 象

然 后 调 用 G ra p h ic s 对 象 的 方 法 来 更 新 控 件 的 显 示 下 面 的 代 码 显 示 了

如 何 在 控 件 中 通 过 更 新 文 本 属 性 来 显 示 文 本 的 一 个 简 单 的 例 子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 n t  p )  {
   su p e r .o n P a in t(p ) ;
   G ra p h ics  g  =  p .g ra p h ics ;

   g .d ra w S tr in g ( g e tT ex t( ) , 0 , 0 ) ;

}

W F C 中 的 G ra p h ic s 对 象 功 能 非 常 丰 富 和 完 全 用 户 几 乎 可 以 绘 制 任 何

基 本 结 构 包 括 弧 形 椭 圆 矩 形 多 边 形 直 线 和 点 下 表 列 出 了 G ra p h ic s



对 象 的 常 用 属 性 和 方 法

G r a p h ic s 对 象 成 员对 象 成 员对 象 成 员对 象 成 员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s e tP e n 方 法 指 定 一 个 用 来 定 义 如 何 绘 制 直 线 和 对 象 周 围 的 边 框

P e n 对 象

s e tB ru s h 方 法 指 定 一 个 填 充 控 件 的 B ru sh 对 象 例 如 在 c le a rR e c t

方 法 中

s e tB a c k C o lo r 方 法 指 定 在 文 本 后 面 显 示 的 颜 色

s e tT e x tC o lo r 方 法 指 定 用 于 文 本 的 前 景 色

s e tF o n t 方 法 指 定 将 绘 制 的 文 本 的 字 体

d ra w A rc 方 法 绘 制 一 个 椭 圆 弧

d ra w Im a g e 方 法 绘 制 一 幅 图 像

d ra w S tr in g 方 法 显 示 一 个 串 包 括 支 持 字 环 绕 对 齐 剪 切 等 等

在 W F C 中 使 用 标 准 的 W in 3 2 模 型 在 控 件 的 区 域 中 绘 制 被 禁 止 这 些

有 效 地 请 求 重 新 绘 制 但 是 不 会 立 即 执 行 绘 制 进 程 在 下 一 个 空 闲 循 环

中 绘 制 事 件 异 步 地 送 到 该 控 件 当 事 件 到 达 该 控 件 时 控 件 首 先 调 用

e ra se B a c k g ro u d 来 清 除 要 绘 制 的 区 域 绘 制 事 件 随 后 发 生 并 剪 取 到 无

效 区 域

绘 制 事 件 是 合 并 的 所 以 对 于 控 件 的 多 个 无 效 区 域 控 件 将 只 接 收 一

个 绘 制 事 件 控 件 接 收 的 合 并 绘 制 事 件 剪 取 到 所 有 无 效 区 域 的 结 合 部

分

下 例 解 释 了 用 户 如 何 调 用 使 无 效 in v a l id a te 的 方 法 来 请 求 控 件 重 新 绘



制 它 自 己 在 这 个 实 例 中 调 用 使 无 效 的 方 法 不 用 用 来 指 出 剪 取 部 分 的

R e c ta n g le 对 象 参 数 这 样 整 个 的 控 件 将 重 新 绘 制

p u b l ic  v o id  s e tA lig n m e n t( in t  v a lu e )  {
   if  ( !A l ig n S t y le .v a l id ( v a lu e ) )

     t h ro w  n e w  W F C In v a lid E n u m E x c ep t io n (" v la u e" ,  v a lu e ,

          A l ig n S t y le .c la s s ) ;

   a lig n  =  v a lu e ;

   in v a l id a te ( ) ;   / /  R ep a in t  co n t ro l  w h en  p ro p er t y  c h a n g es

}

注 意 如 果 修 改 多 个 属 性 或 两 次 修 改 同 一 属 性 控 件 将 不 两 次
执 行 整 个 绘 制 操 作

要 强 制 绘 制 操 作 同 步 发 生 用 户 可 以 调 用 控 件 的 更 新 方 法 该 方 法 强 制

控 件 立 即 执 行 所 有 未 决 定 的 绘 制 事 件

在 绘 制 时 消 除 闪 烁

要 消 除 控 件 中 的 闪 烁 用 户 应 该 考 虑 超 越 o n E ra se B a c k g ro u n d 事 件 这

些 事 件 的 默 认 实 现 是 使 用 b a c k C o lo r 属 性 的 当 前 值 清 除 控 件 的 背 景 但

是 并 不 总 是 需 要 重 新 绘 制 控 件 的 整 个 区 域 并 且 进 行 这 些 不 需 要 的 操

作 时 将 会 导 致 闪 烁 当 控 件 有 大 区 域 或 是 复 杂 的 绘 制 逻 辑 时 通 常 会 出

现 这 种 情 况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d ra w S tr in g 方 法 用 来 在 控 件 中 放 置 文 本 如 果 背 景 没 有



被 e ra se B a c k g ro u n d 方 法 清 除 那 么 它 将 看 起 来 就 像 从 没 有 被 绘 制 一 样

产 生 一 个 透 明 的 显 示

注 意 控 件 并 不 是 真 正 透 明 但 是 因 为 屏 幕 区 域 中 以 前 的 内 容 没
有 重 新 绘 制 它 们 是 始 终 可 见 的

要 在 没 有 闪 烁 的 情 况 下 创 建 实 心 的 控 件 应 该 避 免 绘 制 将 要 使 用 前 景 信

息 重 新 绘 制 的 区 域 的 背 景 这 样 操 作 的 最 简 单 途 径 就 是 要 确 保 o n P a in t
方 法 为 整 个 的 c lie n tR e c t 区 域 计 数 在 如 下 所 示 的 例 子 中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超 越 o n E ra se B a c k g ro u n d 事 件 指 定 该 事 件 已 被 处 理 从 而 完 全 地 跳

过 背 景 绘 制 操 作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E ra s e B a c k g ro u n d (E ra se B a c k g ro u n d E v e n t  e v e n t)  {
   e v en t .h a n d le d  =  t ru e ;

}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n t  p )  {

   G ra p h ics  g  =  p .g ra p h ics ;

   g .c lea rR e c t (g e tC lie n tR e c t( ) ) ;

   g .d ra w S tr in g ( g e tT ex t( ) , 0 , 0 ) ;

}

这 是 在 o N P a in t 方 法 中 带 有 简 单 代 码 的 小 例 子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用 户 可

能 看 不 到 超 越 o n E ra se B a c k g ro u n d 事 件 的 好 处 但 是 在 自 己 的 控 件 中

绘 制 的 代 码 可 能 会 更 复 杂 使 用 示 例 中 的 技 术 会 极 大 地 减 少 闪 烁

其 他 添 加 控 件 可 视 稳 定 性 的 技 术 是 双 缓 冲 用 户 在 屏 幕 上 的 图 像 在 该 技



术 中 用 户 维 护 整 个 客 户 区 域 的 位 图 并 且 随 后 创 建 一 个 基 于 图 像 的

G ra p h ic s 对 象 利 用 缓 冲 区 更 新 图 像 的 性 能 比 正 常 的 要 快

只 是 在 已 经 超 越 o n E ra se B a c k g ro u n d 并 优 化 绘 制 代 码 时 及 始 终 感 到 有

闪 烁 时 用 户 才 应 该 使 用 双 缓 冲 区 技 术 双 缓 冲 区 技 术 是 需 要 许 多 资 源

的 操 作 因 为 用 户 要 维 护 控 件 图 像 的 附 加 副 本 对 于 大 的 图 像 这 样 做

会 需 要 大 量 的 内 存 附 加 内 存 的 大 小 取 决 于 图 像 大 小 和 它 的 色 深 如

果 缓 冲 区 存 储 一 个 大 的 区 域 维 护 缓 冲 区 还 会 减 缓 执 行 速 度

要 在 控 件 中 使 用 双 缓 冲 区 进 行 下 列 操 作

•  指 定 正 在 处 理 的 o n E ra se B a c k g ro u n d 事 件

•  超 越 O n R e s iz e 方 法 来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缓 冲 区 来 匹 配 新 的 客 户 区 域 对

老 的 缓 冲 区 进 行 处 理 使 之 在 资 源 中 释 放 也 是 一 个 好 的 方 法 用 户 还

可 以 调 用 使 无 效 的 方 法 默 认 情 况 下 W in d o w s 将 只 是 使 在 重 设 大 小

时 直 接 影 响 区 域 的 部 分 无 效

•  在 绘 制 代 码 中 从 缓 冲 区 中 创 建 一 个 G ra p h ic s 对 象 并 且 在 该 对 象 上

执 行 所 有 的 绘 图 操 作 用 户 必 须 明 确 为 基 于 这 些 定 义 的 G ra p h ic s 对 象

设 置 b a c k C o lo r 和 p e n 属 性

下 例 在 控 件 中 的 客 户 区 域 中 绘 制 一 个 简 单 的 星 形 图 案 如 果

不 包 括 一 个 双 缓 冲 区 控 件 的 闪 烁 会 非 常 引 人 注 目

/ /  S ta r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p u b l ic  c la s s  S ta r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 /  C r ea te  b u ff e r

B itm a p  b u f f e r  =  n u l l;

/ /  O v er r id e  o n R es iz e  in  o r d e r  to  r e c r ea t e  b u f f e r  a t  n e w  s iz e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R es iz e (E v en t  e )  {

    if  (b u f f e r  !=  n u l l)  {

      b u f f e r .d is p o s e () ;  / /  F re es  r es o u r c es

      b u f f e r  =  n u l l;

    }

    P o in t  s  =  g e tC l ien tS iz e ( ) ;

    b u ff e r  =  n e w  B itm a p (s .x , s .y ) ;

    in v a l id a te ( ) ;  / /  F o r c es  W in d o w s  to  r ed ra w  en t ir e  co n tr o l

    s u p e r .o n R es iz e ( e) ;

}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E ra s eB a ck g ro u n d (E ra s eB a ck g ro u n d E v e n t  ev e n t)  {

ev e n t .h a n d led  =  t ru e ;

}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 n t  p e )  {
   G ra p h ics  g  =  b u f f e r .g e tG ra p h ics ( ) ;

   R e c ta n g le  c l ien t  =  g e tC l ic en tR e c t ( ) ;



   // E x p l ic i t ly  se t  b a c k C o lo r  a n d  p e n  b a s e d  o n  b u f fe r’ s  v a lu e s
 g .s e tB a c k C o lo r ( g e tB a c k C o lo r( ) ) ;

 g .s e tP e n (n e w  P en ( g e tF o r eC o lo r ( ) ) ) ;

 g .c lea rR e c t(c lie n t ) ;

 in t  x = 0 ;

 in t  y= 0 ;

 in t  x C en t e r  =  c l ien t .w id th /2 ;

 in t  yC en t e r  =  c l ien t .h e ih g t /2 ;

   // D ra w s  a  s ta r
   f o r  ( ;  x < c l ien t .w id th ;  x + = 4 )  {

      g .d ra w L in e(x ,y ,x C e n te r ,y C en t e r) ;

   }

   f o r  ( ;  y < c l ien t .h e ig h t ;  y + = 4 )  {

      g .d ra w L in e(x , y , x C en t e r ,yC e n te r) ;

   }

   f o r  ( ;  x > = 0 ;  x -= 4 )  {

      g .d ra w L in e(x , y , x C en t e r , y C en t e r ) ;

   }

   f o r  ( ;  y > = 0 ;  y -= 4 )  {

      g .d ra w L in e(x , y , x C en t e r , y C en t e r ) ;

   }

   g .d is p o s e () ;



   p e .g ra p h ic s .d ra w Im a g e (b u ffe r , 0 ,  0 ) ;
}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o  {
}

}

为 控 件 添 加 位 图

作 为 控 件 的 可 视 部 分 用 户 可 以 指 定 一 个 1 6 1 6 像 素 的 位 图 到 该 控 件

当 控 件 可 以 使 用 时 位 图 显 示 在 V isu a l  J + +的 工 具 箱 中 控 件 的 位 图 还

为 没 有 运 行 时 表 示 的 控 件 显 示 如 计 时 器

注 意 只 有 当 控 件 作 为 一 个 WFC 控 件 使 用 时 才 使 用 位 图 如 果 作
为 Act i v e X 控 件 使 用 控 件 在 工 具 栏 中 显 示 一 个 标 准 的 预 定 义 的
位 图

默 认 情 况 下 C la ss In fo 对 象 加 载 具 有 相 同 文 件 名 作 为 控 件 的 任 何 位 图

如 果 控 件 命 名 为 M yC o n tro l .ja v a 用 户 可 以 只 需 添 加 M y c o n tro l .b m p 到

M yC o n tro l .c la s s 文 件 所 在 的 目 录 中 就 可 以 将 位 图 与 它 关 联

作 为 选 择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超 越 在 C la ss In fo 子 类 中 的 g e tT o o lb o x B itm a p
方 法 来 指 定 一 个 特 定 的 位 图 下 面 的 代 码 显 示 了 如 何 将 位 图 G e a rs .b m p
分 配 到 控 件 中

p u b lic  B it m a p  g e tT o o lb o x B itm a p ()  {

   re tu rn  =  n e w  B itm a p (M yC o n t ro l.c la s s  , " G ea rs .b m p " ) ;



}

用 户 所 指 定 的 位 图 大 小 不 能 超 过 1 6 1 6 像 素 并 且 应 该 使 用 1 6 色 或 更

少 的 颜 色 V isu a l  J + + 能 够 自 动 重 新 设 置 尺 寸 不 正 确 的 位 图 大 小 但 是

这 种 图 形 的 结 果 看 起 来 并 不 太 好

创 建 控 件 定 制 器

定 制 器 c u s to m iz e r 是 每 个 实 例 设 计 时 间 元 数 据 的 类 型 C la ss In fo 类

定 义 指 定 到 类 的 元 数 据 相 反 定 制 器 提 供 了 访 问 到 更 高 级 的 设 计 事 件

功 能 通 过 创 建 一 个 C u s to m iz e r 对 象 用 户 可 以 添 加 功 能 到 其 控 件 中

如 指 定 一 个 设 计 时 间 活 动 添 加 控 件 动 词 或 创 建 设 计 页 定 制 属 性 页

作 为 带 有 值 的 编 辑 器 这 里 有 一 个 默 认 的 c o m .m s .w fc .c o re .Ic u s to m iz e r
c o m .m s .w fc .c o re .C u s to m iz e r 的 实 现 用 户 可 以 超 越 在 C la ss In fo 中 的

g e tC u s to m iz e r 方 法 来 返 回 一 个 定 制 器 的 实 例

指 定 设 计 时 间 激 活

W F C 支 持 控 件 的 设 计 时 间 激 活 如 设 计 时 间 滚 动 或 项 目 扩 充 通 过 简

单 的 击 中 测 试 方 案 当 选 中 控 件 时 击 中 测 试 请 求 将 传 递 到 控 件 的 定 制

器 中 如 果 击 中 测 试 返 回 值 为 真 将 认 为 控 件 在 该 位 置 是 激 活 的 利 用

这 个 简 单 的 结 构 控 件 区 域 的 激 活 便 是 无 缝 的 如 选 项 卡 条 的 选 项 卡 区

域

下 例 举 例 说 明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击 中 测 试 方 法 该 方 法 允 许 控 件 在 鼠 标 移 动

过 控 件 顶 部 的 5 0 像 素 时 来 接 收 消 息



注 意 控 件 只 能 在 它 是 主 选 中 组 件 时 被 激 活 并 且 get H i t T e s t 事
件 被 激 活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p u b l ic  c la s s  M yT a b C o n tro l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x te n d s  C o n tro l. C la s s In f o  {

        p u b l ic  IC u s to m iz e r  g e tC u s to m z ie r(O b je c t  c o m p )  {

           r e tu r n  ( (M yT a b C o n t ro l) c o m p ) . n e w  C u s to m iz er ( ) ;

        }

}

    p u b l ic  c la s s  C u s to m iz e r  e x te n d s  c o m .m s .w fc .c o re .C u s to m iz e r  {
        p u b l ic  b o o lea n  g e tH itT es t (P o in t  p t )  {

            if  (p t .y  <  5 0 )

              r e tu rn  t ru e ;

            }

            r e tu rn  fa ls e ;

        }

    }

}



指 定 控 件 动 词

动 词 可 定 义 设 计 时 间 中 能 够 在 控 件 上 执 行 的 动 作 在 设 计 器 中 动 词 通

常 显 示 在 对 应 于 该 控 件 的 快 捷 菜 单 上

要 创 建 一 个 动 词 需 细 分 su b c la s s C u s to m iz e r 类 然 后 创 建 一 个

C u s to m iz e rV e rb 对 象 该 对 象 允 许 用 户 指 定 动 词 中 的 文 本 并 且 创 建 一

个 绑 定 动 词 的 动 作 到 指 定 方 法 上 的 委 托

下 例 说 明 了 如 何 创 建 一 个 调 用 A b o u t 的 动 词 A b o u t 类 提 供 一 个 动 词

在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为 A b o u t 并 且 显 示 一 个 简 单 的 消 息 框 用 来 显 示

A c tio n 动 词 结 果 的 方 法 也 包 含 在 该 类 中

// A b o u t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p u b l ic  c la s s  A b o u t e x te n d s  C o n tro l  {
    p u b l ic  s ta t ic  c la s s  C la s s In fo  ex te n d s  C o n tro l.C la s s In fo

        p u b l ic  IC u s to m iz e r  g e tC u s to m iz e r(O b je c t  c o m p )  {

            r e tu rn  ( (A b o u t)c o m p ) .n e w  C u s to m iz er( ) ;

        }

    }

    p u b l ic  c la s s  C u s to m iz e r  ex te n d s  co m .m s .w f c .c o r e .C u s to m iz e r  {

        p u b l ic  C u s to m iz e r V erb [ ]  g e tV erb s ()  {

            C u s to m iz e rV erb  v  =  n e w  C u s to m iz e rV erb (A b o u t ,



                   n e w  V erb E x e cu t eE v en tH a n d le r(A b o u t .th is .s h o w A b o u t) ) ;

            r e tu rn  n e w  C u s to m iz e r V erb [ ]  { v } ;

        }

    }

    p r iv a te  v o id  sh o w A b o u t(O b je c t  se n d e r , V e rb E x e c u te E v e n t  e v e n t)  {
       M es s a g eB o x .s h o w ( " T h is  co n tro l  w a s  w r it ten  in  W F C " ,  " A b o u t" ,

           M es s a g eB o x .O K ) ;

    }

}

对 于 数 据 和 委 托 用 户 还 可 以 指 定 这 些 项 选 中 和 启 用 状 态 并 将 位 图 与

这 些 项 关 联 尽 管 通 常 V isu a l  J + +将 不 显 示 在 定 制 器 中 指 定 的 位 图 例

如 在 快 捷 菜 单 中 其 他 宿 主 可 能 支 持 该 特 性

指 定 设 计 页

设 计 页 是 W F C 属 性 页 的 等 价 物 设 计 页 可 以 在 设 计 时 间 环 境 中 编 辑

要 执 行 一 个 设 计 页 用 户 创 建 扩 展 D e s ig n P a g e 类 的 类 并 且 超 越

O n R e a d P ro p e r ty 和 o n W rite P ro p e r ty 方 法

注 意 尽 管 WFC 支 持 设 计 页 但 是 我 们 还 是 建 议 通 过 定 制 编 辑 器
动 词 和 设 计 事 件 激 活 来 为 控 件 提 供 功 能 有 关 细 节 请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创 建 定 制 属 性 值 编 辑 器 部 分

下 例 说 明 了 如 何 为 对 齐 属 性 创 建 一 个 设 计 页 对 齐 属 性 左 对 齐 居 中



右 对 齐 是 由 一 个 选 项 按 钮 组 来 执 行 的 在 o n R e a d P ro p e r ty 方 法 中 代

码 检 查 对 齐 属 性 并 且 返 回 对 象 在 设 计 页 中 设 置 的 属 性 值 在

o n W rite P ro p e r ty 方 法 中 代 码 再 次 检 查 对 齐 并 在 设 计 页 中 显 示 它 的 值

用 于 所 有 这 些 单 选 按 钮 的 句 柄 中 调 用 se tD ir ty 方 法 该 方 法 标 记 该 设

计 页 为 无 效 页 并 且 启 用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的 A p p ly 按 钮

// S u p e r L a b e lD P .ja v a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p u b l ic  c la s s  S u p e r L a b e lD p  e x te n d s  D e s ig n P a g e  {
    p u b l ic  S u p erL a b elD P ()  {

        in itF o r m () ;

    }

p r iv a te  v o id  s e tA l ig n ( in t  v a lu e )  {

   s w itc h  ( v a lu e )  {

       ca s e  A l ig n S t y le .L E F T :

         r a d io B u t to n 1 .s e tC h e ck e d ( t ru e ) ;

         b r ea k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C E N T E R ;

         r a d io B u t to n 2 .s e tC h e ck e d ( t ru e ) ;

         b r ea k ;

    ca s e  A lig n S t y le .R IG H T :



         r a d io B u t to n 3 .s e tC h e ck e d ( t ru e ) ;

         b r ea k ;

   }

}

p r iv a te  in t  g e tA lig n (){

    in t  a l ig n  =  A lig n S t y le .L E F T ;

    if  ( ra d io B u t to n 1 .g e tC h e ck e d ( ))  {

      a l ig n  =  A lig n S t y le .L E F T ;

    }

    e ls e  if  ( ra d io B u t to n 2 .g e tC h e c k ed () )  {

      a l ig n  =  A lig n S t y le .C E N T E R ;

    }

    e ls e  if  ( ra d io B u t to n 3 .g e tC h e c k ed () )  {

      a l ig n  =  A lig n S t y le .R IG H T ;

    }

    r e tu rn  a l ig n ;

}

p r iv a te  v o id  ra d io C lic k e d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s e tD ir t y () ;

}



p ro te c te d  O b je c t  o n R e a d P ro p e r ty (S tr in g  n a m e )  {
    if  (n a m e .eq u a ls ( " a l ig n m en t" ) )  {

       r e tu r n  n e w  In te g e r (g e tA lig n ( ) ) ;

    }

    r e tu rn  n u l l;

}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W rite P ro p e r ty ( S tr in g  n a m e , O b je c t  v a lu e )  {
    if  (n a m e.eq u a ls ( " a l ig n m en t" )  & &  v a lu e  in s ta n c eo f  In t eg e r )  {

      s e tA l ig n ( ( ( In te g e r )v a lu e ) .in tV a lu e () ) ;

    }

}

C o n ta in e r  c o m p o n e n ts  =  n e w  C o n ta in e r ( ) ;
G ro u p B o x  g ro u p B o x 1  =  n e w  G ro u p B o x () ;

R a d io B u t to n  ra d io B u t to n 1  =  n e w  R a d io B u t to n () ;

R a d io B u t to n  ra d io B u t to n 2  =  n e w  R a d io B u t to n () ;

R a d io B u t to n  ra d io B u t to n 3  =  n e w  R a d io B u t to n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tF o r m ()  {

    th is .s e tT ex t( " A l ig n m en t" ) ;

    th is .s e tA u to S ca leB a s eS iz e (1 3 ) ;

    th is .s e tB o rd erS t y le (F o r m B o rd erS t y le .N O N E ) ;

    th is .s e tC lie n tS iz e (n e w  P o in t(3 0 7 , 1 3 1 )) ;



    th is .s e tC o n t ro lB o x (fa ls e ) ;

    th is .s e tM a x B u tto n (fa ls e ) ;

    th is .s e tM in B u t to n ( fa ls e ) ;

    g ro u p B o x 1 .se tL o c a t io n (n e w  P o in t(8 ,8 ) ) ;
    g ro u p B o x 1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 (1 2 8 ,1 1 2 );

    g ro u p B o x 1 .s e tT a b In d ex (0 ) ;

    g ro u p B o x 1 .s e tT a b S to p (fa ls e ) ;

    g ro u p B o x 1 .s e tT ex t(" A lig n m e n t" ) ;

    ra d io B u tto n 1 .se tL o c a t io n (n e w  P o in t(8 ,1 6 ) ) ;
    r a d io B u t to n 1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1 1 2 ,2 5 )) ;

    r a d io B u t to n 1 .s e tT a b In d ex (0 ) ;

    r a d io B u t to n 1 .s e tT a b S to p ( t ru e ) ;

    r a d io B u t to n 1 .s e tT ex t(" L ef t " ) ;

    r a d io B u t to n 1 .s e tC h e c k ed ( t ru e ) ;

    r a d io B u t to n 1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th is .ra d io C lic k ed ) ) ;

    ra d io B u tto n 2 .se tL o c a t io n (n e w  P o in t(8 ,4 8 ) ) ;
    r a d io B u t to n 2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1 1 2 ,2 5 )) ;

    r a d io B u t to n 2 .s e tT a b In d ex (1 ) ;

    r a d io B u t to n 2 .s e tT ex t(" C en t e r" ) ;

    r a d io B u t to n 2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th is .ra d io C lic k ed ) ) ;

    ra d io B u tto n 3 .se tL o c a t io n (n e w  P o in t(8 ,8 0 ) ) ;



    r a d io B u t to n 3 .s e tS iz e ( n e w  P o in t(1 1 2 ,2 5 )) ;

    r a d io B u t to n 3 .s e tT a b In d ex (2 ) ;

    r a d io B u t to n 3 .s e tT ex t(R ig h t ) ;

    r a d io B u t to n 3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T h is .ra d io C ick e d ) ) ;

    th is .se tN e w C o n tro ls (n e w  C o n tro l  [ ]  {
       g ro u p B o x 1 } ) ;

    g ro u p B o x 1 .s e tN e w C o n tro ls (n e w  C o n t ro l[ ]  {

       ra d io B u t to n 3 ,

       ra d io B u t to n 2 ,

    r a d io B u t to n 1 } ) ;

  }

}

使 用 控 件

当 创 建 了 W F C 控 件 之 后 用 户 可 以 在 主 环 境 中 使 用 想 要 使 用 的 任 何 控

件

注 册 控 件

控 件 必 须 在 它 将 要 运 行 的 计 算 机 上 注 册 控 件 必 须 包 括 注 册 进 程 可 以 读

取 用 来 标 识 该 控 件 的 信 息 并 且 这 些 信 息 将 放 入 该 控 件 将 要 运 行 的 计

算 机 的 W in d o w s 注 册 表 中 通 过 阅 读 注 册 信 息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找 到 并



加 载 控 件

注 意 如 果 在 编 译 控 件 项 目 的 计 算 机 上 使 用 这 些 控 件 用 户 将 不 需
要 注 册 这 些 控 件 编 译 进 程 已 经 自 动 注 册 了 这 些 控 件 如 果 正 在
Vis u a l  J + +中 使 用 这 些 控 件 用 户 也 不 需 要 明 确 地 包 括 注 册 信 息

主 应 用 程 序 也 需 要 一 个 用 于 控 件 的 类 型 库 . t lb 文 件 该 库 中 包 含 了

有 关 控 件 成 员 的 信 息 应 用 程 序 在 类 型 库 中 读 取 这 些 信 息 用 来 知 道 控

件 支 持 何 种 属 性 事 件 和 方 法 V isu a l  J + + 可 以 自 动 为 在 编 译 进 程 中 的

控 件 生 成 类 型 库

指 定 注 册 和 类 型 库 信 息

注 册 需 要 下 面 的 信 息

•  类 ID c ls id 这 是 一 个 唯 一 标 识 控 件 的 G U ID 全 局 唯 一 的 ID
控 件 自 身 和 类 型 库 中 需 要 一 个 类 ID

•  程 序 ID p ro g ID 当 创 建 一 个 控 件 的 实 例 时 如

M y P ro je c t .M yC o n tro l 在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所 使 用 的 名 称

如 果 已 经 使 用 了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d e r 来 创 建 控 件 类 ID 自 动 生 成

还 可 以 在 编 译 进 程 中 通 过 指 定 该 控 件 是 一 个 C O M  D L L 来 自 动 获 得

V isu a l  J + +创 建 的 类 ID 可 以 在 项 目 的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的 C O M  C la ss e s
选 项 卡 上 选 择 该 选 项 有 关 编 译 D L L 的 细 节 见 本 书 第 十 七 章

最 后 用 户 还 可 以 手 工 创 建 并 包 含 控 件 的 类 ID 如 果 想 要 保 证 为 控 件

留 下 相 同 的 类 ID 或 者 为 一 些 其 他 的 目 的 想 要 知 道 类 ID 并 且 不 想 让



V isu a l  J + +来 生 成 用 户 可 能 要 这 样 操 作 可 以 使 用 U u id g e n .e x e 这 样 的

程 序 生 成 一 个 G U ID 该 程 序 是 一 个 免 费 的 实 用 程 序 在 M ic ro so f t  W e b
节 点 上 可 用 用 户 总 共 必 须 提 供 两 个 类 ID 一 个 用 于 控 件 而 另 一 个

用 于 它 的 类 型 库

要 将 手 工 注 册 信 息 添 加 到 注 册 程 序 中 用 户 应 该 将 其 包 括 在 控 件 的 . ja v a
文 件 中 的 命 令 内 嵌 注 释 中 格 式 为

/  *
 *  @ co m .r e g is te r ( c ls id  =  g u id , typ e lib  =  g u id )

 * /

例 如 一 个 注 册 块 应 该 看 起 来 如 下 所 示 在 例 子 中 出 现 了 折 行 是 因 为

c la s s ID 太 长 但 是 在 你 的 文 件 中 不 要 将 其 折 行

/  *
 *  @ co m .r e g is te r  (  c ls id = d 0 7 0 2 fa0 -fb 3 b -1 1 d l-8 f8 8 -0 0 a a 0 0 6 0 0 a5 4  , typ e l ib  =  d 3 1 0 8 a2 0 -fb 3 b -1 1 d 1 -

8 f8 8 -0 0 a a 0 0 6 0 0 a5 4 )

 * /

当 为 控 件 编 译 项 目 时 编 译 进 程 查 找 该 块 如 果 找 到 编 译 进 程 为 该 控

件 生 成 一 个 类 型 库 它 也 将 该 控 件 和 类 型 库 注 册 到 计 算 机 上

创 建 p ro g ID

注 册 进 程 自 动 为 使 用 下 列 格 式 的 控 件 建 立 一 个 p ro g ID

P ro jc e tN a m e .C o n tro lN a m e



例 如 控 件 项 目 可 能 为 M y P ro je c t 并 且 控 件 的 . ja v a 文 件 可 能 是

M yC o n tro l .ja v a 当 注 册 之 后 控 件 的 p ro g ID 将 为 M y P ro je c t .M yc o n tro l

运 行 注 册 进 程

如 果 想 要 在 编 译 某 个 控 件 的 计 算 机 上 使 用 该 控 件 则 不 需 要 来 注 册 它 ─

─ 编 译 进 程 已 经 自 动 为 用 户 注 册 了 但 是 如 果 将 该 控 件 发 布 到 其 他 计

算 机 上 则 必 须 在 那 里 注 册 该 控 件

如 果 已 经 将 控 件 作 为 C O M  D L L 编 译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W in d o w s
R e g s v r3 2 .e x e 程 序 像 对 其 他 控 件 一 样 来 注 册 它 在 C o m m a n d 窗 口 使

用 下 列 语 法

reg s v r3 2 .ex e  p a th /co n tro lN a m e

如 果 控 件 简 单 地 编 译 为 一 个 .c la s s 文 件 则 使 用 一 个 名 为 V jre g .e x e 的 命

令 行 实 用 程 序 该 程 序 包 含 在 V isu a l  J + +中 不 能 使 用 re g s v r3 2 .e x e 来

注 册 该 控 件 因 为 该 程 序 不 是 设 计 用 来 注 册 .c la s s 文 件 的 使 用 下 面

的 语 法 在 命 令 行 中 注 册 控 件

V jr eg  p a th /c o n tr o lN a m e

当 运 行 此 命 令 时 它 注 册 M s ja v a l .d l l 作 为 该 控 件 的 服 务 器 控 件 的 名 字

和 路 径 作 为 参 数

在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控 件 工 作

可 以 使 用 控 件 在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工 作 如 可 以 使 用 任 何 想 要 使 用 的 控 件 在



V isu a l  J + + V isu a l  B a s ic 和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中 工 作 要 运 行 在 V isu a l  J + +
中 创 建 的 任 何 控 件 下 面 列 出 的 东 西 必 须 在 主 计 算 机 上 存 在

•  使 用 V isu a l  J + +  6 .0 可 用 的 M ic ro so f t  V irtu a l  M a c h in e  fo r  J a v a  (V M )
可 分 配 的 V M 是 可 以 利 用 文 件 M s ja v x 8 6 .e x e V M 的 这 些 版 本 与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3 .0 2 和 4 .0 兼 容 但 是 有 些 控 件 特 性 可 能 在 3 .0 2 下 不 可 用

另 外 对 于 每 个 控 件 用 户 必 须 分 配 下 列 文 件

•  在 项 目 中 用 于 所 有 类 的 .c la s s 文 件

•  在 编 译 进 程 中 为 项 目 生 成 的 类 型 库 . t lb 文 件

•  在 编 译 进 程 中 为 控 件 生 成 的 .d a t 文 件

•  包 含 注 册 信 息 的 V J P R O J S .S R G 文 件

注 意 如 果 正 在 编 译 该 控 件 的 计 算 机 上 运 行 这 些 控 件 所 有 这 些 文
件 都 可 以 使 用

当 在 主 机 上 安 装 了 这 些 文 件 之 后 用 户 必 须 像 在 本 章 前 面 的 注 册 控 件

一 部 分 介 绍 的 那 样 注 册 该 控 件 随 后 可 以 创 建 该 控 件 的 实 例 在 许 多 主

应 用 程 序 中 用 户 可 以 将 该 控 件 添 加 到 工 具 栏 中 例 如 在 V isu a l  B a s ic
中 用 户 可 以 右 击 工 具 箱 选 择 C o m p o n e n ts 然 后 选 择 该 控 件

在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中 使 用 控 件

要 在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中 使 用 控 件 需 要 创 建 一 个 < O B J E C T 元 素 在

C L A S S ID 属 性 中 按 照 下 面 列 出 的 几 种 方 法 之 一 识 别 控 件



•  按 p ro g ID 如 下 所 示 使 用 C L A S S ID 属 性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D  =  "p ro g id :m y P ro je c t .M yC o n tro l">
< /O B J E C T >

•  按 C la ss ID 如 下 所 示 使 用 C L A S S ID 属 性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D =  "  c ls id :d 0 7 0 2 fa 0 -fb 3 b - lld l-8 f8 8 -0 0 a a0 0 6 0 0 a 5 4 :>

< /O B J E C T >

•  使 用 控 件 名 这 种 语 法 需 要 M ic ro so f t  V irtu a l  M a c h in e  fo r  Ja v a 带 有

V isu a l  J + +  6 .0 或 更 高 的 版 本 按 下 面 列 出 的 方 法 使 用 包 括 J A V A 名

字 的 C L A S S ID 属 性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D  =  " J A V A :M yC o n tro l" >

< /O B J E C T >

创 建 组 合 的 W F C 控 件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W in d o w s  F o u n d a t io n  C la sse s  fo r  J a v a (W F C )组 件 模 型 来 创

建 控 件 的 两 种 类 型 定 制 c u s to m iz e 和 组 合 c o m p o s ite
定 制 控 件 源 于 c o m .m s .w fc .u i .c o n tro l 类 用 户 可 以 在 一 个 退 出 W F C 控

件 的 整 个 和 子 类 中 设 计 定 制 的 控 件 有 关 创 建 定 制 控 件 的 更 多 信 息 见

在 本 章 前 面 的 编 写 W F C 控 件 一 部 分

组 合 控 件 是 包 括 其 他 控 件 的 控 件 所 有 组 合 控 件 均 源 于



c o m .m s .w fc .u i .U se rc o n tro l 类 因 为 U s e rC o n tro l 类 是 c o m .m s .w fc .u i .F o rm
类 的 子 类 所 以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来 布 局 定 义 组 合 控 件 的 控

件

在 本 部 分 中 要 创 建 控 件 用 户 需 要 学 习 如 何

•  使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来 定 义 控 件 的 布 局

•  添 加 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的 属 性 和 事 件

•  为 控 件 添 加 支 持 代 码

创 建 控 件 对 象

V isu a l  J + +  C o n tro l 模 板 提 供 在 创 建 W F C 控 件 的 领 先 技 术 模 板 提 供 源

于 c o m .m s .w fc .u i .U se rC o n tro l 的 类 并 且 包 含 源 于 U s e rc o n tro l .C la ss In fo
的 C la ss In fo 类

注 意 在 开 始 下 面 的 进 程 之 前 关 闭 所 有 打 开 的 项 目 在 Fil e 菜
单 上 单 击 Clo s e  A l l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C o n tr o l 模 板 创 建 控 件 项 目模 板 创 建 控 件 项 目模 板 创 建 控 件 项 目模 板 创 建 控 件 项 目

1 . 在 F ile 文 件 菜 单 上 单 击 N e w  P ro je c t 新 项 目

2 . 在 N e w 新 建 选 项 卡 上 扩 展 V isu a l  J + +  P ro je c ts 文 件 夹 单 击

C o m p o n e n ts 然 后 选 择 C o n tro l 控 件 图 标

3 . 在 N a m e 名 称 框 中 为 项 目 输 入 一 个 名 称

在 此 时 输 入 G ro u p C h e c k



4 . 在 L o c a t io n 位 置 框 中 输 入 要 存 储 项 目 的 路 径 或 者 单 击 B ro w s e
浏 览 按 钮 来 定 位 到 某 个 目 录

5 . 单 击 O p e n 打 开  
该 项 目 的 折 叠 视 图 出 现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6 .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扩 展 该 项 目 节 点

一 个 带 有 默 认 名 C o n tro l1 .ja v a 的 文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7 . 要 将 该 该 控 件 源 文 件 名 重 命 名 为 G ro u p C h e c k .ja v a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可 以 右 击 该 文 件 名 然 后 单 击 R e n a m e 重 命 名

注 意 重 命 名 该 文 件 不 会 重 命 名 在 源 代 码 中 与 之 关 系 的 类 反 之 亦
然 用 户 必 须 手 工 改 变 所 有 老 的 名 称 的 实 例 用 户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空
的 项 目 并 且 添 加 Con t r o l 类 到 该 项 目 中 然 后 在 控 件 创 建 之 前 命
名 该 控 件

下 一 步 是 来 设 计 控 件 的 布 局

设 计 控 件 的 布 局

使 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来 设 计 组 合 控 件 的 布 局 该 进 程 与 设 计 窗 体 布 局 的

进 程 是 一 样 的 用 户 可 以 从 工 具 箱 中 添 加 控 件 在 U s e rC o n tro l 的 接 口

上 移 动 控 件 和 重 置 控 件 的 大 小 指 定 属 性 和 创 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该 方 案 示 范 了 如 何 创 建 一 个 组 合 控 件 该 控 件 中 包 含 G ro u p B o x 控 件 和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的 组 合 控 件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在 G r o u p B o x 控 件 的 左 上 角

当 组 合 控 件 被 公 布 到 窗 体 上 时 用 户 还 可 以 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一 部 分



添 加 控 件 当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未 被 选 取 时 则 禁 用 组 合 控 件 中 的 该 组 件

但 选 取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时 将 启 用 组 合 控 件 中 的 该 控 件

添 加 控 件 到添 加 控 件 到添 加 控 件 到添 加 控 件 到 U s e r C o n tr o l

1 .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双 击 G ro u p C h e c k .ja v a 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中 打 开

该 控 件

2 . 在 工 具 箱 中 选 择 W F C  C o n tro l W F C 控 件 选 项 卡

如 果 工 具 箱 没 有 显 示 在 V ie w 视 图 菜 单 中 单 击 T o o lb o x
3 . 要 添 加 G ro u p B o x 控 件 到 U s e rC o n tro l 中 可 以 在 工 具 箱 中 单 击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然 后 单 击 U s e rC o n tro l 设 计 表 面

G ro u p B o x 控 件 以 默 认 的 名 字 g ro u p B o x 1 添 加

4 . 要 添 加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到 U s e rC o n tro l 可 以 在 工 具 箱 中 单 击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然 后 拖 动 该 控 件 移 动 到 先 前 添 加 的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左 上 角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以 默 认 的 名 字 c h e c k B o x 1 添 加 确 保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包 含 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中

要 节 省 屏 幕 的 空 间 重 新 设 置 U s e rC o n tro l 大 小 是 重 要 的 因 为

U s e rC o n tro l 可 以 重 置 大 小 则 当 U s e rC o n tro l 的 大 小 改 变 时 重 新 设 置

在 U s e rC o n tro l 中 的 控 件 的 大 小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设 置 控 件 的 大 小设 置 控 件 的 大 小设 置 控 件 的 大 小设 置 控 件 的 大 小

1 . 重 新 设 置 环 绕 在 G ro u p B o x 和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周 围 U s e rC o n tro l 的 设 计

表 面 来 去 除 附 加 的 空 间 要 重 置 设 计 表 面 的 大 小 选 择 该 接 口 并 且

拖 动 设 置 大 小 柄



当 U s e rC o n tro l 设 计 表 面 添 加 到 窗 体 时 它 的 大 小 是 控 件 的 默 认 大 小

2 . 要 允 许 G ro u p B o x 控 件 在 U s e rC o n tro l 重 置 大 小 时 也 重 置 大 小 则 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中 选 择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然 后 选 择 锚 定 属 性 为 T o p 顶

部 L e f t 左 R ig h t 右 和 B o tto m 底 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现 在 被 锚 定 到 U s e rC o n tro l 的 边 界 上

3 . 要 将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正 确 显 示 提 供 给 用 户 修 改 已 经 添 加 到

U s e rC o n tro l 中 的 G ro u p B o x 和 C h e c k B o x 的 属 性

设 置 控 件 的 属 性设 置 控 件 的 属 性设 置 控 件 的 属 性设 置 控 件 的 属 性

1 . 要 删 除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默 认 标 题 可 以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选 择 te x t
属 性 并 且 清 除 它 的 内 容

2 . 要 设 置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被 选 取 的 默 认 状 态 可 以 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中

选 择 该 控 件 并 且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设 置 c h e c k e d 属 性 为 t ru e

下 一 步 是 添 加 属 性 到 控 件 中

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添 加 定 制 属 性

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d e r 来 从 控 件 中 添 加 和 删 除 定 制 属 性 通 过 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d e r 在 为 控 件 定 义 属 性 中 用 户 会 有 较 高 的 起

点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添 加 属 性添 加 属 性添 加 属 性添 加 属 性

1 .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右 击 控 件 的 源 文 件 然 后 单 击 V ie w  C o d e 查



看 代 码

文 本 编 辑 器 打 开 并 且 显 示 控 件 的 源 文 件

2 . 在 C la ss  O u tl in e 中 右 击 控 件 的 类 名 称 并 且 单 击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要 显 示 C la ss  O u tl in e 视 图 在 V ie w 菜 单 上 将 鼠 标 指 针 指

向 O th e r  W in d o w s 然 后 单 击 D o c u m e n t  O u tl in e
3 . 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的 P ro p e r t ie s 部 分 单 击 A d d
4 . 在 A d d  W F C  P ro p e r ty 添 加 W F C 属 性 对 话 框 中 为 G ro u p B o x 控

件 按 照 下 表 格 定 义 c h e c k e d 属 性 然 后 单 击 O K

字 段字 段字 段字 段 值值值值

N a m e 名 称 c h e c k e d

D a ta  T yp e 数 据 类 型 B o o le a n

C a te g o ry 分 类 B e h a v io r

D e sc r ip tio n 说 明 D e te rm in e s  w h e th e r  th e  c o n tro l's  c h e c k

b o x  is  c h e c k e d 检 测 是 否 控 件 的 复 选 框

被 选 取

R e a d -o n ly  P ro p e rty 只 读 属 性 u n c h e c k e d

D e c la re  M e m b e r  V a r ia b le 声 明 成 员

变 量

u n c h e c k e d

5 . 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中 单 击 O K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添 加 g e tC h e c k e d 和 se tC h e c k e d 方 法 到 代 码

中 并 且 属 性 定 义 到 控 件 的 C la ss In fo 类 中

下 一 步 是 添 加 代 码 到 g e tC h e c k e d 和 se tC h e c k e d 方 法 中

添 加 代 码 到 属 性 方 法 中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d e r 创 建 方 法 和 字 段 需 要 定 义 和 执 行 定 制 的 属 性

一 般 是 用 户 自 己 修 改 代 码 来 提 供 自 己 的 实 现 操 作

添 加 代 码 到 属 性 方 法 中添 加 代 码 到 属 性 方 法 中添 加 代 码 到 属 性 方 法 中添 加 代 码 到 属 性 方 法 中

1 . 对 于 要 返 回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的 选 取 状 态 的 g e tC h e c k e d 方 法 使 用 下 面

的 一 行 代 码 替 换 由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添 加 的 代 码

re tu rn  ch e c k B o x 1 .g e tC h e ck e d ( ) ;

2 . 对 于 要 设 置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的 选 取 状 态 并 需 要 调 用 其 他 方 法 的

se tC h e c k e d 方 法 使 用 下 面 的 几 行 代 码 替 换 由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添 加 的 代 码

ch e c k B o x 1 .s e tC h e c k ed ( v a lu e ) ;

o n C h e c k ed C h a n g ed ( E v e n t .E M P T Y );

en a b leC o n t ro ls ( th is , v a lu e ) ;

这 些 代 码 基 于 传 递 到 该 属 性 的 值 来 设 置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的 选 取 状 态

该 代 码 还 调 用 o n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方 法 并 且 生 成 到 e n a b le C o n tro ls 方



法 的 调 用 o n C h e c k C h a n g e d 方 法 的 调 用 用 来 切 换 定 制 事 件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中 该 事 件 在 后 面 将 添 加 到 该 方 案 中

E v e n t.E M P T Y 值 传 递 到 o n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定 义 一 个 空 的 E v e n t 对

象 该 对 象 分 配 到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事 件 中 e n a b le C o n tro ls 方 法 的 调

用 用 来 启 用 或 禁 用 添 加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的 控 件

这 些 方 法 也 将 在 后 面 添 加 到 该 方 案 中

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添 加 事 件

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d e r 在 控 件 中 添 加 和 删 除 定 制 事 件 用 户 可 以

因 此 避 免 在 控 件 的 C la ss In fo 类 中 手 工 定 义 事 件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添 加 事 件添 加 事 件添 加 事 件添 加 事 件

1 . 在 C la ss  O u tl in e 中 右 击 控 件 的 类 名 称 然 后 单 击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要 显 示 C la ss  O u tl in e 在 V ie w 菜 单 上 将 鼠 标 指 针 指 向 O th e r
W in d o w s 然 后 单 击 D o c u m e n t  O u tl in e

2 . 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的 E v e n t 事 件 部 分 单 击 A d d
3 . 在 A d d  W F C  E v e n t 添 加 W F C 事 件 对 话 框 中 按 下 表 为 G r o u p C h e c k

控 件 定 义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事 件 然 后 单 击 O K

字 段字 段字 段字 段 值值值值

N a m e 名 称 c h e c k e d C h a n ge d

T y p e 类 型 E v e n t 事 件



C a te g o ry 种 类 A c tio n 活 动

D e sc r ip tio n 说 明 当 事 件 的 复 选 框 选 取 状 态 改 变 时 发 生

4 . 在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中 单 击 O K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ld e r 添 加 a d d O n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re m o v e O n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和 o n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方 法 到 代 码 中 并

且 在 控 件 的 C la ss In fo 类 中 添 加 一 个 事 件 定 义 W F C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d e r
还 添 加 一 个 E v e n tH a n d le r 委 托 的 实 例 该 委 托 由 事 件 使 用

下 一 步 是 超 越 继 承 方 法

超 越 U s e rC o n tro l的 方 法

使 用 C la ss  O u tl in e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超 越 在 控 件 继 承 类 中 的 方 法 由 C la s s
O u tl in e 创 建 的 超 越 方 法 提 供 了 实 现 C o n tro l 类 中 该 方 法 的 领 先 技 术 用

户 可 以 在 超 越 方 法 代 码 中 使 用 由 C la ss  O u tl in e 提 供 的 注 释 用 以 快 速 地

检 测 添 加 自 己 代 码 的 位 置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C la ss  O u t lin e 超 越 方 法超 越 方 法超 越 方 法超 越 方 法

1 . 在 C la ss  O u tl in e 中 扩 展 类 的 节 点

2 . 扩 展 In h e r i te d  m e m b e r 节 点 然 后 右 击 想 要 超 越 的 方 法 名

如 果 该 方 法 可 以 被 超 越 则 快 捷 菜 单 上 显 示 O v e rr id e  M e th o d 超 越 方

法

3 . 单 击 O v e rr id e  M e th o d



C la ss  O u tl in e 为 指 定 的 方 法 添 加 一 个 方 法 定 义 到 用 户 的 源 代 码 中

4 . 对 于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为 a d d g e tC o n tro l g e tC o n tro lC o u n t
g e tC o n tro ls re m o v e 和 se tT e x t 方 法 创 建 超 越 的 方 法

下 一 步 是 添 加 代 码 到 超 越 方 法 中

添 加 代 码 到 超 越 方 法

当 已 经 使 用 C la ss  O u tl in e 创 建 了 超 越 方 法 之 后 用 户 将 实 现 代 码 提 供 到

方 法 定 义 中 保 留 或 是 删 除 到 超 类 的 调 用 取 决 于 用 户 如 何 执 行 超 越 方

法

添 加 代 码 到 a d d 方 法

要 添 加 控 件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G ro u p B o x 控 件 上 用 户 可 以 添 加 代

码 到 G ro u p C h e c k 的 a d d 方 法 中 该 方 法 调 用 G ro u p B o x 的 a d d 方 法

这 将 导 致 代 替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G ro u p B o x 控 件 成 为 被 添 加 控 件 的 父

控 件

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 a d d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1 . 在 添 加 代 码 代 a d d 方 法 之 前 用 户 应 该 添 加 一 个 私 有 成 员 变 量 到

G ro u p C h e c k 类 中 用 来 检 测 是 否 控 件 可 以 添 加 将 下 面 列 出 的 代 码

添 加 到 G ro u p C h e c k 类 中

p r iv a te  b o o lea n  m _ b R ea d y  =  fa ls e ;



2 . 添 加 下 面 的 代 码 替 代 a d d 方 法 的 定 义

if  (  m _ b R ea d y  ){

   c o n t ro l.s e tE n a b le d  (  c h e ck B o x 1 .g e tC h e c k ed ( )) ;

   g ro u p B o x 1 .a d d ( c o n t ro l) ;

}

e ls e

   s u p e r .a d d ( c o n tro l) ;

这 些 代 码 检 测 m _ b R e a d y 成 员 变 量 是 否 设 置 为 真 该 检 查 是 用 来 预 防

控 件 G ro u p B o x 控 件 添 加 到 它 自 身 中 如 果 m _ b R e a d y 的 值 为 真 该

代 码 调 用 控 件 的 se tE n a b le d 方 法 作 为 参 数 传 递 到 该 方 法 中 se tE n a b le d
方 法 传 递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的 复 选 框 状 态 因 为 当

控 件 未 被 选 取 时 该 控 件 可 以 添 加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所 以 当 添

加 控 件 时 该 控 件 的 启 用 或 禁 用 的 状 态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这 些 代 码 然 后 调 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a d d 方 法 并 且 传 递 控 件 参 数 来

将 该 控 件 添 加 到 G ro u p B o x 控 件 中 用 以 代 替 U s e rC o n tro l 如 果

m _ b R e a d y 成 员 变 量 设 置 为 假 则 调 用 转 到 a d d 方 法 的 超 类 版 并 且

带 有 作 为 参 数 传 递 的 控 件

添 加 代 码 到 控 件 相 关 的 方 法

所 以 用 户 可 以 访 问 在 G ro u p B o x 中 的 控 件 用 户 在 g e tC o n tro l
g e tC o n tro lC o u n t 和 g e tC o n tro ls 方 法 中 提 供 代 码 用 来 调 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这 些 代 码 的 实 现



添 加 代 码 到 控 件 关 系 的 方 法添 加 代 码 到 控 件 关 系 的 方 法添 加 代 码 到 控 件 关 系 的 方 法添 加 代 码 到 控 件 关 系 的 方 法

1 . 在 g e tC o n tro l 方 法 的 定 义 中 输 入 下 列 代 码 来 替 换 由 C la ss  O u tl in e 添

加 的 代 码

re tu rn  g r o u p B o x 1 .g e tC o n tro l( in d ex ) ;

2 . 在 g e tC o n tro lC o u n t 方 法 的 定 义 中 输 入 下 列 代 码 来 替 换 由 C la ss  O u tl in e
添 加 的 代 码

re tu rn  g r o u p B o x 1 .g e tC o n tro lC o u n t( ) ;

3 . 在 g e tC o n tro ls 方 法 的 定 义 中 输 入 下 列 代 码 来 替 换 由 C la ss  O u tl in e 添

加 的 代 码

re tu rn  g r o u p B o x 1 .g e tC o n tro ls ( ) ;

添 加 代 码 到 re m o v e 方 法

控 件 可 以 从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删 除 用 户 在 re m o v e 方 法 中 为

G ro u p C h e c k 提 供 代 码 用 来 调 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re m o v e 方 法

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 r e m o v e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  在 re m o v e 方 法 中 输 入 下 列 代 码 来 替 换 由 C la s s  O u tl in e 已 添 加 的 代

码

if (m _ b R ea d y)  {

   g ro u p B o x 1 .re m o v e(  c ) ;



}

e ls e  {

   s u p e r .r e m o v e(  c ) ;

}

这 些 代 码 检 测 m _ b R e a d y 变 量 是 否 为 真 如 果 为 真 该 代 码 调 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的 re m o v e 方 法 的 版 本 并 带 有 作 为 参 数 传 递 到 该 方 法

的 控 件 用 于 m _ b R e a d y

的 复 选 框 为 真 则 阻 止 C h e c k B o x 或 G ro u p B o x 控 件 被 删 除 如 果

m _ b R e a d y 为 假 则 代 码 调 用 超 类 方 法 的 译 本 用 来 验 证 控 件 完 全 删

除

添 加 代 码 到 s e tT e x t 方 法

G ro u p B o x 控 件 不 提 供 自 动 设 置 控 件 的 文 本 部 分 用 来 计 算 显 示 文 本 的

数 量 的 方 法 超 越 se tT e x t 方 法 来 检 测 正 确 的 基 于 文 本 大 小 的 宽 度 来 显

示 文 本 使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适 当 显 示 它 的 文 本

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添 加 代 码 到 se tT e x t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  在 se tT e x t 方 法 的 定 义 中 输 入 下 面 的 代 码 来 替 换 由 C la s s  O u tl in e 添

加 的 代 码

G ra p h ics  g  =  c h e ck B o x 1 .c r ea teG ra p h ics ( ) ;

C h e c k B o x 1 .s e tW id th ( g .g e tT ex tS iz e (v a lu e ) .x  +  2 0 ) ;



g .d is p o s e ( ) ;

ch e c k B o x 1 .s e tT ex t(v a lu e ) ;

s u p er .s e tT ex t (v a lu e ) ;

这 些 代 码 使 用 G ra p h ic s 类 方 法 来 检 测 指 定 的 文 本 大 小 当 检 测 文 本 的

大 小 后 它 的 值 增 长 2 0 用 来 补 偿 在 复 选 框 和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文 本 部

分 之 间 的 空 格 和 复 选 框 的 大 小 该 代 码 随 后 调 用 G ra p h ic s 类 的 d isp o s e
方 法 用 来 释 放 任 何 被 分 配 的 资 源 设 置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的 文 本 属 性

并 且 调 用 se tT e x t 方 法 的 超 类 版 本

下 一 步 是 添 加 新 的 方 法 到 该 控 件 中

添 加 方 法 到 该 控 件

当 正 在 开 发 控 件 时 用 户 必 须 经 常 提 供 方 法 以 执 行 控 件 中 的 动 作 对 于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用 户 添 加 一 个 方 法 用 来 根 据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禁 用 或

启 用 包 含 在 G ro u p B o x 控 件 中 的 控 件 此 方 法 从 se tC h e c k e d 方 法 中 调 用

添 加 方 法 控 件添 加 方 法 控 件添 加 方 法 控 件添 加 方 法 控 件

•  添 加 下 面 的 方 法 定 义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源 代 码 中

p u b lic  v o id  en a b leC o n t ro ls (c o n tro l s ta r t . B o o lea n  e n a b le )  {

   f o r  ( in t  i  =  ;  i  <  s ta r t .g e tC o n tro lC o u n t( ) ;  i+ + )  {

      C o n t ro l c  =  s ta r t .g e tC o n tro l( i)

      if ( c  = =  g r o u p B o x 1  || c  = =  ch e c k B o x 1 )  {



        co n t in u e ;

      }

      c .s e tE n a b le d ( en a b le ) ;

      en a b leC o n tro ls (c , en a b le ) ; ’

   }

}

e n a b le C o n tro ls 方 法 接 收 一 个 控 件 和 一 个 布 尔 值 用 来 确 定 所 包 含 的

控 件 是 否 应 该 禁 用 或 启 用 当 该 方 法 由 se tc h e c k e d 方 法 调 用 时 它 传

递 当 前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e n a b le C o n tro ls 方 法 开 始 是 循 环 通 过 在 s ta r t 控 件 参 数 中 包 含 的 控 件

在 fo r 循 环 中 代 码 使 用 带 有 fo r 循 环 当 前 索 引 的 g e tC o n tro l 方 法 得 到

包 含 的 控 件 如 果 控 件 不 是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G ro u p B o x 或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该 代 码 启 用 或 禁 用 基 于 启 用 参 数 的 值 的 指 定 控 件 任 何 包 含 在

这 些 控 件 中 的 控 件 随 后 通 过 e n a b le C o n tro ls 的 递 归 调 用 被 启 用 或 禁

用

下 一 步 是 添 加 代 码 到 构 造 器 中

添 加 代 码 到 构 造 器

要 为 控 件 提 供 初 始 设 置 可 以 添 加 代 码 到 构 造 器 中 对 于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用 户 添 加 控 件 添 加 到 窗 体 时 设 置 属 性 的 代 码



添 加 代 码 到 构 造 器添 加 代 码 到 构 造 器添 加 代 码 到 构 造 器添 加 代 码 到 构 造 器

•  使 用 下 面 的 代 码 替 换 在 构 造 器 中 用 于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代 码

s u p er  ( ) ;

in itF o r m () ;

s e tS ty le( th is .S T Y L E _ A C C E P T S C H IL D R E N , t ru e )  ;

m _ b R ea d y  =  t ru e

这 些 代 码 将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样 式 设 置 为 接 收 子 控 件 代 码 还 将 私 有

变 量 m _ b R e a d y 的 值 设 置 为 t ru e 这 样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a d d 方 法

知 道 该 控 件 已 经 初 始 化 完 毕 并 且 可 以 接 收 添 加 到 G ro u p B o x 控 件 中

的 控 件

下 一 步 是 编 译 该 控 件

编 译 控 件

要 使 用 该 控 件 用 户 必 须 编 译 它 当 控 件 编 译 后 用 户 可 以 将 其 添 加 到

工 具 箱 中

编 译 控 件编 译 控 件编 译 控 件编 译 控 件

1 . 在 B u ild 编 译 菜 单 上 单 击 B u ild
所 有 编 辑 错 误 或 消 息 出 现 在 T a sk  L is t 中 双 击 在 T a sk  L is t 中 的 某 个

错 误 可 以 将 插 入 点 移 动 到 在 T e x t 编 辑 器 中 产 生 该 错 误 的 代 码 处



2 . 改 正 错 误 并 且 重 新 编 译 控 件

下 一 步 是 调 试 控 件

调 试 控 件

当 编 译 控 件 之 后 可 以 测 试 和 调 试 该 控 件 来 确 保 该 控 件 是 否 如 期 操 作

要 做 到 这 些 应 该 添 加 控 件 到 工 具 箱 中 添 加 窗 体 到 项 目 中 然 后 添 加

该 控 件 到 该 窗 体 对 于 G ro u p C h e c k 方 案 来 说 用 户 还 可 以 添 加 控 件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并 添 加 一 个 用 于 该 控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随 后 编 译

并 且 运 行 该 控 件

添 加 控 件 的 工 具 箱

当 编 译 控 件 之 后 为 了 要 使 用 该 控 件 应 该 将 其 添 加 到 工 具 箱 中

添 加 控 件 到添 加 控 件 到添 加 控 件 到添 加 控 件 到 工 具 箱工 具 箱工 具 箱工 具 箱

1 . 右 击 工 具 箱 然 后 单 击 C u s to m iz e  T o o lb o x 定 制 工 具 栏

2 . 单 击 W F C  C o n tro ls W F C 控 件 选 项 卡 并 且 选 择 要 添 加 的 控 件 名

对 于 本 方 案 来 说 单 击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3 . 单 击 O K

添 加 窗 体 到 项 目

要 测 试 和 调 试 控 件 用 户 应 该 添 加 一 个 窗 体 到 项 目 中



添 加 窗 体 到 项 目添 加 窗 体 到 项 目添 加 窗 体 到 项 目添 加 窗 体 到 项 目

1 .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右 击 该 项 目 名 称 将 鼠 标 指 向 A d d 然 后 单 击

A d d  F o rm 添 加 窗 体

2 . 单 击 F o rm 图 标

3 . 在 N a m e 框 中 输 入 用 于 该 窗 体 的 名 称

要 确 保 输 入 的 窗 体 名 称 不 是 G ro u p C h e c k 这 样 该 窗 体 的 源 文 件 将

不 会 与 用 户 控 件 的 名 称 有 冲 突

4 . 单 击 O p e n
带 有 指 定 名 称 的 窗 体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并 且 在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中 打 开

添 加 控 件 到 窗 体

用 户 添 加 控 件 到 窗 体 中 来 测 试 该 控 件

添 加 控 件 到 窗 体添 加 控 件 到 窗 体添 加 控 件 到 窗 体添 加 控 件 到 窗 体

1 . 选 择 该 窗 体

2 . 在 工 具 箱 中 双 击 要 添 加 的 控 件

控 件 添 加 到 窗 体 的 中 间

添 加 控 件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要 确 保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完 全 成 为 添 加 到 其 中 的 控 件 的 父 控 件 用 户 可

以 添 加 W F C 控 件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添 加 其 他 控 件 到添 加 其 他 控 件 到添 加 其 他 控 件 到添 加 其 他 控 件 到 G r o u p C h e c k 控 件控 件控 件控 件



1 . 在 该 窗 体 上 选 择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2 . 在 工 具 箱 中 双 击 某 个 控 件 将 指 定 的 控 件 添 加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中 间

创 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包 含 一 个 定 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名 为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当 包 含 在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的 C h e c k B o x 控 件 被 选 中 或 放 弃 选 中 时

该 事 件 被 触 发 要 确 定 是 否 该 事 件 是 否 适 当 触 发 用 户 可 以 添 加 一 个 用

于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事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到 窗 体 中

添 加 用 于添 加 用 于添 加 用 于添 加 用 于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事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事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事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事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1 .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单 击 E v e n ts 工 具 栏 按 钮

2 . 要 显 示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事 件 在 窗 体 上 选 择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或 者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选 择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的 名 称

3 . 双 击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事 件 来 创 建 带 有 默 认 方 法 名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T e x t 编 辑 器 打 开 一 个 空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要 确 定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事 件 是 否 触 发 可 以 添 加 代 码 到 该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中 用 来 在 每 次 事 件 触 发 时 在 窗 体 上 显 示 一 个 消 息 框

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添 加 代 码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添 加 代 码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添 加 代 码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添 加 代 码

•  在 该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的 定 义 中 添 加 下 面 的 一 行 代 码

m es s a g eB o x .s h o w ("  T h e  ch e ck e d C h a n g e d  e v en t  w a s  t r ig g e r e d  . " )



编 译 并 测 试 控 件

当 已 经 将 控 件 添 加 到 窗 体 并 添 加 控 件 到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及 添 加

用 于 控 件 的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事 件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之 后 用 户 可 以 编 译

并 运 行 该 项 目

编 译 和 运 行 窗 体编 译 和 运 行 窗 体编 译 和 运 行 窗 体编 译 和 运 行 窗 体

1 . 在 B u ild 菜 单 上 单 击 B u ild 如 果 收 到 任 何 编 译 错 误 或 消 息 改 正 错

误 并 重 新 编 译 项 目

2 . 单 击 在 D e b u g 菜 单 上 的 S ta r t
因 为 用 户 正 在 第 一 次 运 行 该 项 目 并 且 由 于 该 项 目 有 两 个 . ja v a 文 件

则 显 示 P ro je c t  P ro p e r tie s 对 话 框

3 . 在 L a u n c h 选 项 卡 上 选 择 D e fa u l t 选 项 按 钮

4 . 当 项 目 运 行 时 指 定 F o rm 1 将 加 载

关 于 P ro je c t 属 性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参 见 第 一 章 的 P ro je c t 选 项

当 该 项 目 运 行 时 用 户 可 以 操 作 该 控 件 用 来 确 定 该 控 件 是 否

操 作 正 确

在 运 行 时 间 测 试 该 控 件在 运 行 时 间 测 试 该 控 件在 运 行 时 间 测 试 该 控 件在 运 行 时 间 测 试 该 控 件

•  在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单 击 复 选 框

一 个 消 息 框 显 示 出 来 通 知 用 户 c h e c k e d C h a n g e d 事 件 触 发 每 次 当

复 选 框 的 选 取 状 态 改 变 时 该 事 件 发 生 包 含 在 G ro u p C h e c k 控 件 中

的 控 件 的 启 用 或 禁 用 取 决 于 该 控 件 的 选 取 状 态



有 关 将 W F C 控 件 作 为 A c tiv e X 控 件 输 出 的 更 多 信 息 见 本 书 的 第 1 6 章

中 的 创 建 和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第 1 4 章   在 J a v a 中 编 制 动 态 H T M L

通 过 使 用 M ic ro so f t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4 .0 M ic ro so f t 推 出 了 一 种 新 型 的

H T M L 对 象 模 型 内 容 提 供 者 可 以 用 它 随 时 有 效 地 操 作 H T M L 对 象 的

属 性 现 在 这 个 对 象 模 型 基 本 上 已 经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脚 本 技 术 来 访 问 了

利 用 W in d o w s  F o u n d a t io n  C la sse s  fo r  J a v a W F C 框 架 的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可 以 从 一 个 J a v a 类 中 访 问 W e b 页 中 的 D y n a m ic  H T M L

D H T M L
本 章 包 含 下 面 的 主 题

•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介 绍

•  使 用 in i tF o rm 方 法

•  理 解 D h E le m e n t 类

•  使 用 包 容 器

•  处 理 事 件

•  使 用 动 态 样 式

•  使 用 动 态 表

•  在 服 务 器 上 使 用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快 速 开 始

为 了 帮 助 用 户 通 过 使 用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来 开 始 运 行 Ja v a 和

D H T M L 这 里 给 出 了 创 建 简 单 的 D H T M L 对 象 和 添 加 动 态 行 为 的 基 本

执 行 步 骤 然 后 这 并 不 是 本 节 的 全 部 内 容 它 还 设 置 本 主 题 的 其 余 部

分 和 样 本 的 步 骤 当 使 用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时 有 如 下 5 个 基 本

步 骤

1 . 通 过 从 F ile 菜 单 中 选 择 N e w  P ro je c t 然 后 从 W e b  P a g e s 子 菜 单 中 选

择 C o d e -b e h in d  H T M L 命 令 来 创 建 新 项 目

这 就 产 生 了 一 个 包 含 名 为 C la ss1 的 类 的 对 象 该 对 象 扩 展

D h D o c u m e n t 这 些 类 描 述 动 态 的 H T M L 文 档 加 入 初 始 化 代 码 到

in i tF o rm 方 法 中 可 以 控 制 文 档 的 内 容 和 行 为

通 过 做 下 面 的 工 作 可 以 扩 展 文 档 的 行 为

2 . 创 建 新 的 元 素 例 如 D h B u tto m 或 创 建 描 述 文 档 中 H T M L 页 上 的

现 有 元 素 的 元 素 对 象

3 . 对 一 些 元 素 挂 上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4 . 在 C la ss .in i tF o rm 方 法 中 使 用 se tN e w E le m e n ts 方 法 添 加 新 的 元 素

并 且 使 用 se tB o u n d E le m e n ts 方 法 连 接 任 何 一 个 现 有 元 素

5 . 编 写 在 步 骤 3 中 挂 上 的 事 件 处 理 方 法

所 创 建 的 文 档 看 起 来 如 下 所 示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h tm l.*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c o r e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p u b l ic  c la s s  C la ss1  e x te n d s  D h D o c u m e n t
{

    p u b l ic  C la s s 1 ()

    {

       in itF o r m () ;

    }

    // S te p  2 : c re a te  o b je c ts  to  re p re se n t  a  n e w  e le m e n ts…
    D h B u t to n  n e w E le m  =  n e w  D h B u tto n ( ) ;

    / /  …  a s  w e l l a s  e le m e n ts  th a t  a lrea d y  ex is t  in  th e  H T M L  p a g e .

    D h T ex t  ex is tE le m  =  n e w  D h T ex t(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
    {

      / /  S e t  p ro p er t ie s  to  ex is t in g  e le m en ts  a n d  n e w ly  a d d ed  e le m e n ts .

      n e w E le m .s e tT ex t (" h e l lo  w o r ld " ) ;

      ex is tE le m .s e tB a c k C o lo r (C o lo r .B L U E );

      / /  S tep  3 : h o o k  u p  a n  ev e n t  h a n d le r  to  y o u r  o b je c t

      n e w E le m .a d d O n C lic k (n e w  E v en tH a n d le r ( th is .o n C lic k B u t to n ) ;

      //  S te p  2 : c re a te  a n  o b je c t  to  re p re se n t  a n  e x is tin g  e le m e n t
      ex is tE le m  =  n e w  D h T ex t () ;



      //  S te p  4 : c a l l  s e tN e w E le m e n ts  w ith  a n  a r ra y  o f  n e w  e le m e n ts
      s e tN e w E le m en ts (n e w  C o m p o n en t[ ]  {  n e w E le m  } ) ;

    }

      //  S te p  4 : c a l l  b in d N e w E le m e n ts  w ith  a n  a r ra y  o f  e x is t in g  e le m e n ts
      s e tB o u n d E le m en ts (n e w D h E le m e n t[ ]  {  ex is tE le m .s e tB in d ID (" S a m p le" )  } ) ;

    }

    / /  S tep  5 : im p le m e n t  y o u r  e v en t  h a n d le r

    p r iv a t e  v o id  o n C lic k B u t to n (O b je c t  s e n d er ,  E v en t  e )  {

         ex is tE le m .s e tT ex t(" H e llo ,w o rld " ) ;

    }

}

用 来 练 习 的 J a v a 部 分 已 经 完 成 其 他 部 分 是 H T M L 的 代 码 下 例 显 示

了 由 C o d e -b e h in d  H T M L 对 象 模 式 产 生 的 H T M L 文 档 的 简 化 版 本 这 里

有 两 个 连 接 H T M L 到 用 户 项 目 中 的 代 码 的 元 素

1 . < O B J E C T >标 记 加 载 c o m .m s .w fc .h tm l .d h M o d u le 类 该 类 通 过 Ja v a 的

V ir tu a l  M a c h in e  fo r  J a v a 实 例 化

2 . < O B J E C T >标 记 带 有 一 个 名 为 C O D E C L A S S 的 参 数 参 数 的 值 就 是 扩

展 D h D o c u m e n t 的 用 户 类 的 名 称

< H T M L >
< B O D Y >

< O B J E C T  c la s s id = " ja v a :c o m .m s .w f c .h t m l.D h M o d u le "



         h e ig h t= 0  w id th = 0 … V IE W A S T E X T >

< P A R A M  N A M E = C A B B A S E  V A L U E = M y P ro je c t>

< P A R A M  N A M E = C O D E C L A S S  V A L U E = C la s s 1 >

< /O B J E C T >

< s p a n  id = S a m p le > < /s p a n >
< !-- In s e r t  y o u r  o w n  H T M L  h er e - -  >

< /B O D Y >
< /H T M L >

打 开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4 .0 将 其 指 向 用 户 的 H T M L 文 件 然 后 可 以 看 到

应 用 程 序 的 运 行

使 用 in itF o rm 方 法

在 W F C 中 用 于 所 有 用 户 界 面 编 程 的 编 程 模 型 中 in i tF o rm 方 法 起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当 使 用 基 于 W in 3 2 应 用 程 序 的 V isu a l  J + +  F o rm s  D e s ig n e r 时

在 代 表 用 户 主 窗 体 的 F o rm 派 生 类 中 可 以 找 到 in i tF o rm 方 法 在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中 该 方 法 可 以 在 D h D o c u m e n t-d e r iv e d 类 中 找

到 例 如 C la ss1 在 有 V isu a l  J + +提 供 的 代 码 在 后 的 H T M L 模 板 并 且

它 由 类 的 构 造 器 调 用

用 户 将 使 用 in i tF o rm 方 法 来 初 始 化 J a v a 组 件 该 组 件 代 表 用 户 想 要 访

问 和 加 入 代 码 的 H T M L 元 素 当 在 F o rm -d e r iv e d 类 中 有 in i tF o rm 方 法



并 从 D h D o c u m e n t 中 的 in itF o rm 方 法 中 调 用 W F C 方 法 时 有 一 些 限 制

规 则 是 用 户 只 能 调 用 设 置 属 性 的 在 in i tF o rm 中 的 方 法 甚 至 用 户 将

使 用 se tB o u n d E le m e n t 方 法 来 连 接 H T M L 页 中 的 元 素

特 别 是 这 就 意 味 着 在 in i tF o rm 中 不 支 持 调 用 重 新 设 置 或 删 除 属 性 或

元 素 的 任 何 方 法 这 条 规 则 也 同 样 适 用 于 试 图 定 位 到 已 有 H T M L 页 上

的 任 何 方 法 例 如 D h D o c u m e n t .f in d E le m e n t
这 是 因 为 直 到 调 用 了 d h D o c u m e n t .o n D o c u m e n tL o a d 方 法 已 有 的 H T M L
页 中 的 文 档 才 与 用 户 的 D h D o c u m e n t 派 生 类 合 并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o n D o u c m e n tL o a d 方 法 来 恢 复 属 性 并 且 操 作 或 定 位 在 已 有 的 H T M L 文

档 中 的 元 素 在 服 务 器 端 的 类 中 使 用 in i tF o rm 和 o n D o c u m e n tL o a d 方 法

的 信 息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在 服 务 器 上 使 用 c o m .m s .w fc .h tm l

理 解 D h E le m e n t类

元 素 是 源 于 D h E le m e n t 的 对 象 是 在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中 所 有 用

户 界 面 元 素 的 超 类 当 使 用 源 于 D h E le m e n t 的 任 何 对 象 时 会 有 某 种 一

致 性

•  每 个 事 件 都 有 一 个 空 的 构 造 器 因 此 用 户 能 够 使 用 一 个 新 的 语 句 实

例 化 任 何 元 素 然 后 一 致 设 置 属 性 挂 接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和 调 用 方 法

•  事 件 是 非 模 态 的 设 置 属 性 或 调 用 方 法 总 是 以 任 何 顺 序 进 行 并 且 在

一 些 外 部 的 状 态 或 环 境 中 它 是 无 条 件 的

•  每 个 包 容 器 都 有 一 个 带 有 最 适 合 的 安 全 类 型 元 素 的 添 加 方 法



•  在 浏 览 器 环 境 中 直 到 用 户 添 加 元 素 或 是 在 它 的 父 系 中 最 上 层 的 包

容 器 元 素 到 文 档 中 时 才 可 以 见 到 它 然 而 这 只 是 一 个 假 象 不

是 编 程 模 型 的 一 部 分 因 为 它 们 不 管 是 否 可 视 都 始 终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来 工 作 所 以 用 户 不 需 要 改 变 编 程 元 素 的 方 法

当 调 用 D h D o c u m e n t .o n D o c u m e n tL o a d 方 法 时 如 果 某 个 元 素 已 经 在 页

面 上 用 户 可 以 调 用 该 文 档 的 f in d E le m e n t 方 法 并 且 开 始 对 该 元 素 编

程 用 户 还 可 以 从 in i tF o rm 中 调 用 se tB o u n d E le m e n ts 并 使 用 在

D h D o c u m e n t 派 生 类 中 的 元 素 来 合 并 页 上 的 已 知 元 素 f in d E le m e m t 方

法 有 较 好 的 性 能 但 是 要 求 首 先 调 用 o n D o c u m e n tL o a d
f in d E le m e n t 和 se tB o u n d E le m e n ts 使 用 的 搜 索 规 则 假 定 用 户 想 要 绑 定 到

有 特 殊 名 字 的 ID 属 性 值 的 元 素 使 用 f in d E le m e n t 用 户 还 可 以 列 举 所

有 在 文 档 中 的 元 素 直 到 发 现 自 己 感 兴 趣 的 某 个 元 素 为 止

使 用 包 容 器

包 容 器 就 是 能 够 容 纳 其 他 元 素 的 元 素 基 本 的 例 子 就 是 < D IV > 元 素 它

可 以 包 含 任 意 的 其 他 H T M L 项 更 复 杂 的 例 子 包 括 表 单 元 格 和 文 档 本

身 在 多 数 情 况 下 包 容 器 能 够 任 意 嵌 套 例 如 某 个 表 嵌 套 到 其 他 表 的

单 元 格 中

包 容 器 与 其 他 元 素 相 似 它 们 使 用 n e w 语 句 来 创 建 并 且 多 数 能 够 在

页 中 进 行 位 置 和 大 小 的 选 择 用 户 可 以 在 一 个 包 容 器 中 选 择 元 素 的 位 置

和 大 小 并 且 可 以 设 置 它 们 的 Z -次 序 关 系 D H T M L 的 一 个 最 重 要 特 性



就 是 用 户 可 以 在 自 己 的 代 码 中 改 变 这 些 元 素 的 属 性

当 然 用 户 也 可 以 使 用 常 用 的 H T M L 布 局 规 则 来 设 置 包 容 器 中 元 素 的

位 置 调 用 元 素 的 se tL o c a t io n 方 法 或 是 调 用 se tB o u n d s 方 法 来 设 置 它 的

绝 对 位 置 或 者 调 用 re se tL o c a tio n 来 允 许 H T M L 布 局 引 擎 选 择 位 置 但

是 必 须 放 在 H T M L 流 程 布 局 中 最 后 一 个 元 素 的 后 面

一 旦 创 建 了 一 个 包 容 器 元 素 用 户 就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S e tN e w E le m e n ts 或

添 加 方 法 来 添 加 元 素 到 该 包 容 器 中 这 种 结 构 遵 循 规 则 的 父 -子 关 系 模

式 元 素 可 以 是 其 他 包 容 器 添 加 到 成 为 它 的 子 包 容 器 的 包 容 器 中 事

实 上 直 到 最 顶 部 不 是 任 何 其 他 包 容 器 的 一 部 分 的 包 容 器 添 加 到 文 档

时 才 有 元 素 和 文 档 相 联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包 容 器 的 se tB o u n d 方 法 来 选 择 包 容 器 的 位 置 和 大 小

例 如 创 建 包 容 器 的 语 句 如 下

D h F o rm  m yfo rm  =  d h F o rm () ;

然 后 用 户 就 可 以 在 包 容 器 上 设 置 各 种 属 性 包 括 当 鼠 标 在 面 板 上 盘 旋 时

显 示 的 工 具 提 示

M yF o r m .s e tT o o lT ip (" T h is  t ex t  a p p ea rs  w h en  th e  m o u s e  h o v ers " ) ;

M yF o r m .s e tF o n t (" A r ia l" , 1 0 ) ;

M yF o r m .s e tB a c k C o lo r(C o lo r .R E D ) ;

M yF o r m .s e tB o u n d s (5 , 5 , 1 0 0 , 1 0 0 ) ;

最 后 用 户 可 以 将 刚 刚 创 建 的 包 容 器 加 入 到 在 D h D o c u m e n t 派 生 类 如

C la ss1 .ja v a 中 的 文 档 中



th is .a d d (m y F o rm )

当 加 入 元 素 到 包 容 器 中 时 用 户 能 够 通 过 使 用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中 提 供 的 常 量 集 中 的 某 个 来 指 定 元 素 在 Z 次 序 中 的 位 置 添 加 元 素 时

使 用 默 认 的 大 小 和 位 置 用 户 可 以 调 用 元 素 上 的 se tB o u n d s 来 指 定 不 同

的 大 小

D h F o rm  m yO v e r L a y 1  =  n e w  D h F o rm () ;
D h F o r m  m yO v er L a y2  =  n e w  D h F o r m () ;

m yO v er L a y1 .s e tB a c k C o lo r(C o lo r .B L A C K );

m yO v er L a y1 .s e tB o u n d s (1 0 ,1 0 .5 0 .5 0 ) ;

m yO v er L a y2 .s e tB a c k C o lo r(C o lo r .B L U E ) ;

m yO v er L a y2 .s e tB o u n d s (2 0 ,2 5 ,5 0 .5 0 ) ;

m y F o r m .a d d ( m yO v erL a y1 .n u ll ,D h In s e r tO p t io n s .B E G IN N IN G );

/ /  B la ck  o n  to p  o f  b lu e

m y F o r m .a d d ( m yO v erL a y2 .m yO v erL a y1 ,D h In s e r tO p t io n s .B E F O R E ) ;

/ /  B lu e  o n  to p  o f  b la c k  (u n co m m e n t  b e lo w  a n d  c o m m en t  a b o v e)

// m y F o rm .a d d (m y O v e r L a y 2 .m y O v e r L a y 1 ,D h In se r tO p tio n s .A F T E R );

在 元 素 加 入 之 后 还 可 以 使 用 se tZ In d e x 方 法 围 绕 着 Z 次 序 中 来 移 动 元

素 例 如 下 面 的 语 法 没 有 清 楚 地 在 添 加 的 元 素 上 设 置 Z 次 序 但 是

使 用 了 默 认 的 Z 次 序 在 所 有 其 他 元 素 的 顶 部

m yfo rm .a d d (m yT e x t) ;



用 户 可 以 清 楚 地 设 置 该 元 素 为 下 面 列 出 的 形 式 这 里 的 n u m 是 整 数 集

用 来 描 述 在 它 的 包 容 器 中 的 元 素 关 联 的 Z 次 序

m yT e x t .se tZ In d e x (n u m );

带 有 最 小 数 字 的 元 素 是 在 Z 次 序 的 底 部 其 他 元 素 覆 盖 了 它 带 有

最 大 的 数 字 的 元 素 是 在 Z 次 序 的 顶 部 该 元 素 覆 盖 了 其 他 元 素

处 理 事 件

D H T M L 程 序 中 的 许 多 元 素 都 能 触 发 事 件 c o m .m s .w fc .h tm l 软 件 包 使 用

与 c o m .m s .w fc .u i 软 件 包 相 同 的 事 件 模 型 如 果 用 户 熟 悉 此 种 技 巧 就

可 以 发 现 这 两 种 软 件 包 之 间 的 小 小 不 同 之 处 按 钮 就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

子 假 定 用 户 想 要 处 理 单 击 页 面 中 某 个 按 钮 时 产 生 的 事 件 下 面 列 出 的

就 是 处 理 的 代 码

p u b l ic  c la s s  C la ss1  e x te n d s  D h D o c u m e n t
{

   C la s s 1 ( )  {  in itF o r m () ;}

   D h B u tto n  m y B u tto n  =  n e w  D h B u tto n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tF o r m ()

   {

     a d d ( m y B u tto n ) ;

     m y B u tto n .a d d O n C lick ( n e w  E v e n tH a n d le r ( th is .m yB u tto n C l ick ) ) ;



   }

   v o id  m yB u t to n C l ick ( o b je c t  s e n d er ,E v e n t  e )

   {

     ( ( D h B u t to n )  s en d er) .s e tT ex t( " I’v e  b e en  c l ick e d " ) ;

   }

}

在 这 些 代 码 中 无 论 何 时 按 钮 触 发 了 o n C lic k 事 件 也 就 是 当 其 被 单 击

时 便 调 用 m y B u tto n C lic k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在 本 例 中 m yb u tto n C lic k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中 的 代 码 发 挥 了 很 小 的 作 用 它 仅 仅 设 置 按 钮 上 的 标 题 为

新 的 文 本

多 数 事 件 按 着 包 含 树 的 所 有 路 径 进 行 传 播 这 就 意 味 着 按 钮 的 单 击 事 件

可 以 由 按 钮 的 包 容 器 和 其 本 身 看 到 尽 管 在 程 序 员 一 般 在 距 离 事 件 最 近

的 包 容 器 中 处 理 事 件 这 些 事 件 的 模 型 可 能 在 一 些 特 殊 的 情 况 中 很 有

用 它 提 供 给 程 序 员 灵 活 地 决 定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代 码 的 最 佳 位 置

许 多 不 同 的 事 件 能 够 被 D H T M L 中 的 事 件 触 发 并 且 能 够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捕 获 它 们 例 如 要 确 定 鼠 标 通 过 按 钮 的 事 件 试 试 下 面 的 代 码 这 些

代 码 捕 获 用 于 按 钮 的 m o u se E n te r 和 m o u se L e a v e 事 件

p u b l ic  c la s s  C la ss1  e x te n d s  D h D o c u m e n t
{

   D h B u t to n  b u t to n  =  n e w  D h B u t to n (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tF o r m ()



   {

      b u t to n .a d d O n M o u s eE n ter ( n e w  M o u s eE v en tH a n d le r( th is .b u t to n E n t e r) ) ;

      b u t to n .a d d O n M o u s eL ea v e(n e w  M o u s e E v e n tH a n d le r( th is .b u t to n E x it ) ;

      s e tN e w E le m en ts (  en w  D h E le m en t [ ]  {  b u t to n  }  ) ;

   }

   v o id  b u t to n E n te r ( o b je c t  s en d er , M o u s eE v en t  e )

   {

      b u t to n .s e tT ex t(" I ca n  f e e l  th a t  m o u s e" ) ;

   }

   v o id  b u t to n E x it (O b je c t  s e n d er , M o u s e E v e n t  e )

   {

      b u t to n .s e tT ex t(" b u t to n " ) ;

   }

}

所 有 能 够 触 发 和 捕 获 的 事 件 都 在 基 于 c o m .m s .w fc .c o re .E v e n t 事 件 类

中 定 义

使 用 动 态 样 式

用 户 可 以 将 S ty le 样 式 对 象 想 象 为 独 立 的 属 性 集 合 样 式 这 个 术 语

取 自 字 处 理 操 作 在 这 里 样 式 表 的 编 辑 与 用 户 的 文 档 无 关 在 库 中 使

用 和 应 用 S ty le 对 象 是 同 样 的



例 如 老 板 告 诉 你 新 的 公 司 徽 标 颜 色 为 红 色 你 需 要 改 变 在 H T M L 页

中 元 素 的 颜 色 当 然 可 以 在 元 素 上 直 接 设 置 属 性 这 是 G U I 框 架 编

程 的 传 统 模 型

/ /  o ld  w a y  o f  d o in g  th in g s …

D h T ex t  t1  =  n e w  D h T ex t( ) ;

D h T ex t  t2  =  n e w  D h T ex t( ) ;

t1 .s e tC o lo r(  C o lo r .R E D  ) ;

t1 .s e tF o n t(  " a r ia l" ) ;

t2 .s e tC o lo r(  C o lo r .R E D  ) ;

t2 . s e tF o n t(  " a r ia l" ) ;

当 然 也 可 以 使 用 派 生 的 方 式 来 节 省 时 间 例 如 可 以 考 虑 使 用 下 面 的

代 码 来 改 善 这 个 问 题

// o ld  w a y  o f  d o in g  th in g s  a  l i t t le  b e t te r…
p u b lic  c la s s  M yT ex t  ex ten d s  D h T ex t

{

   p u b lic  M y T ex t( )

   {

      s e tC o lo r(  C o lo r .R E D  ) ;

      S e tF o n t(  " a r ia l" ) ;

   }

直 到 决 定 想 要 这 些 设 置 来 设 置 按 钮 标 签 选 项 卡 和 文 档 等 上 面 这 些



代 码 都 还 适 用 当 在 其 他 程 序 中 或 程 序 的 其 他 部 分 中 使 用 这 些 设 置 时

用 户 就 会 发 现 还 有 很 多 的 事 情 要 做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就 是 S ty le 对 象 当 使 用 这 些 库 时 用 户 可 以 实 例 化 一

个 S ty le 对 象 并 在 任 意 位 置 设 置 它 的 属 性

// S T E P  1 : C re a te  s ty le  o b je c ts .

D h S t y le  m yS t y le  =  n e w  D h S t y le () ;

// S T E P  2 : S e t  P ro p e r t ie s  o n  s ty le  o b je c ts

m y S t y le .s e tC o lo r (  C o lo r .R E D  ) ;

m y S t y le .s e tF o n t (  " a r ia l"  ) ;

然 后 在 编 码 的 其 他 时 候 可 以 将 该 样 式 应 用 到 任 意 数 量 的 元 素 上

D h T ex t  t1  =  n e w  D h T ex t( ) ;

D h T ex t  t2  =  n e w  D h T ex t( ) ;

// S T E P  3 : A p p ly  s ty le s  u s in g  th e  se tS ty le  m e th o d .

t1 .s e tS ty le (  m y S t y le  ) ;

t2 .s e tS ty le (  m y S t y le  ) ;

当 在 公 司 中 使 用 高 级 设 置 策 略 的 动 态 特 性 的 时 候 下 面 的 程 序 行 使 用 在

它 们 上 面 的 m y S ty le 集 来 设 置 所 有 元 素 的 实 例 化 用 来 改 变 它 们 的 颜

色



m yS ty le .se tC o lo r (C o lo r .B L U E );

这 里 才 是 真 正 重 要 的 部 分 在 运 行 时 所 有 这 些 都 是 有 用 的 每 次 改 变

S ty le 对 象 时 D H T M L 动 态 运 行 并 且 改 变 所 有 的 S ty le 对 象 应 用 的 所

有 元 素

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见 下 一 节 理 解 S ty le 继 承 性

理 解 S ty le继 承 性

如 果 样 式 与 设 置 在 页 面 上 的 设 置 有 冲 突 则 H T M L 重 现 引 擎 可 以 确 定

所 要 使 用 的 样 式 例 如 如 果 元 素 直 接 设 置 了 颜 色 属 性

D h E le m e n t .s e tc o lo r ,那 么 就 使 用 颜 色 属 性 定 义 的 颜 色 然 而 如 果

一 个 元 素 上 有 S ty le 对 象 D h E le m e n t .s e tS ty le 并 且 该 对 象 有 颜 色 属

性 设 置 那 么 将 使 用 该 对 象 的 颜 色 设 置 如 果 找 不 到 某 种 颜 色 或 样 式

将 使 用 带 有 元 素 的 包 容 器 D h E le m e n t .g e tP a re n t 相 同 的 过 程 如 果 还

是 找 不 到 则 使 用 该 包 容 器 的 包 容 器 的 过 程 以 此 类 推

此 过 程 向 上 一 直 到 文 档 如 果 文 档 没 有 颜 色 属 性 设 置 环 境 浏 览 器 设

置 或 一 些 其 他 环 境 设 置 决 定 要 使 用 的 颜 色

因 为 属 性 层 叠 向 下 到 包 容 层 次 所 以 该 过 程 称 为 层 叠 样 式 在 W 3 C
中 用 于 D h S ty le 对 象 的 基 础 机 制 称 为 S ty le  S h e e ts C S S 样 式 表



使 用 动 态 表

使 用 表 通 常 与 使 用 库 中 的 任 何 其 他 部 分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应 用 到 表 的 原 则

和 编 程 模 型 同 样 也 应 用 到 任 何 其 他 类 型 的 元 素 然 而 表 是 值 得 一 提 的

元 素 它 重 要 而 且 常 用

要 使 用 表 应 该 建 立 一 个 D h T a b le 对 象 给 它 添 加 D h R o w 对 象 然 后

在 行 上 添 加 D h C e ll 对 象 下 面 是 表 使 用 规 则

•  用 户 只 能 添 加 D h ro w 对 象 到 D h T a b le 对 象

•  用 户 只 能 添 加 D h C e ll 对 象 到 D h R o w 对 象

•  用 户 能 添 加 元 素 的 任 何 类 型 到 D h C e ll 对 象

尽 管 这 可 能 有 些 严 格 但 用 户 可 以 使 用 下 面 的 代 码 轻 松 地 创 建 一 个 包 容

器 来 模 仿 g r id B a g 类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h tm l.* ;

p u b l ic  c la s s  G r id B a g  e x te n d s  D h T a b le
{

   in t      c o ls ;

   in t      c u r rC o l;

   D h R o w  cu r rR o w ;

   p u b l ic  G r id B a g ( in t  c o ls )
   {



      th is .c o ls  =  co ls ;

      th is .c u rrC o l =  co ls ;

   }

   p u b l ic  v o id  a d d (D h E le m e n t  e )
   {

      if  (  + + th is  .c u rrC o l > =  co ls  )

      {

        th is .c u r rR o w  =  n e w  D h R o w () ;

        s u p e r .a d d ( cu rrR o w ) ;

        th is .c u r rC o l =  0 ;

      }

      D h C el l c = n e w  D h C el l( ) ;

      c .a d d ( e ) ;

      th is .c u rrR o w .a d d (  c  ) ;

   }

}

要 使 用 G rid B a g 类 用 户 只 需 设 置 行 和 列 的 数 字 必 须 与 此 实 现 相 同

然 后 指 定 元 素 到 单 元 格 下 面 的 代 码 是 使 用 G rid B a g 的 D h D o c u m e n t 派

生 类 中 的 代 码

p ro te c te d  v o id  in i tF o rm ()
{



   G r id B a g  m yT a b le  =  n e w  G rid B a g (5 ) ;

   f o r  ( in t  i  =  0 ;  i <  2 5 ;  + + i)  {

     m y T a b le .a d d (n e w  D h T ex t (" "  +  i) ) ;

   s e tN e w E le m e n ts (  n e w  D h E le m e n t[ ]  {  m yT a b le  }  ) ;

   }
}

使 用 库 最 强 的 功 能 之 一 就 是 表 和 S ty le 对 象 的 结 合 这 使 得 用 户 可 以 创

建 定 制 的 报 表 生 成 器 该 生 成 器 功 能 强 大 具 有 专 业 性 的 外 观 并 且 容

易 编 写 代 码

数 据 绑 定 到 表

表 也 有 数 据 绑 定 的 能 力 使 用 c o m .m s .w fc .d a ta .u i .D a ta S o u rc e 对 象 用

户 可 以 绑 定 数 据 到 表 中 如 下 面 的 简 单 代 码 所 示

.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d a ta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d a ta .u i.* ;

.

.

.

v o id  p r iv a te  in itF o r m (  ){



   D h T a b le  d a ta T a b le  =  n e w  D h T a b le ( ) ;
   d a ta T a b le .s e tB o rd e r (  1  ) ;

   d a ta T a b le .s e tA u to H ea d er(  t ru e  ) ;

   D a ta S o u rc e  d a ta S o u rc e  =  n e w  D a ta S o u rc e ( ) ;
   d a ta S o u r c e .s e tC o n n e c t io n S tr in g ( " D S N = N o r th w in d " ) ;

   d a ta S o u r c e .s e tC o m m a n d T ex t(" S E L E C T  *  F R O M  P ro d u c ts "  ) ;

   / /  if  y o u  w o u ld  lik e  to  u s e  th e  ta b le  o n  th e  s e r v e r ,

   / /  ca l l d a ta S u r c e .g e tR e co r d s e t( )  to  f o r c e  th e  D a ta S o u r c e

   / / to  s yn c h ro n o u s ly  c r ea t e  th e  r e c o rd s e t ;  o th e r w is e ,

   / /  ca l l d a ta S o u r c e .b eg in () ,  a n d  th e  ta b le  w il l b e  p o p u la t ed

   / /  w h en  th e  r e co r d s e t  is  r ea d y ,  a s yn c h ro n o u s ly .

   if  (  !g e tS e r v erM o d e( )  ){

     d a ta S o u r c e .b e g in ( ) ;

     d a ta T a b le .s e tD a ta S o u r c e (  d a ta S o u r c e  ) ;

   }  e ls e

      d a ta T a b le .s e tD a ta S o u r c e (  d a ta S o u r c e .g e tR e co r d s e t( )  ) ;

   s e tN e w E le m e n ts (n e w  D h E le m e n t[ ]  {  d a ta T a b le  }  );
}

如 果 知 道 将 要 返 回 的 数 据 格 式 也 可 以 指 定 表 将 要 使 用 的 模 板 重 复 器

行 用 来 格 式 化 要 返 回 的 数 据 进 行 这 些 操 作 的 步 骤 如 下 所 示

1 . 创 建 D h T a b le 元 素



D h T a b le  d a ta T a b le  =  n e w  D h T a b le () ;

2 . 创 建 模 板 行 并 且 将 其 设 置 到 表 中 用 户 还 可 以 有 选 择 地 创 建 标 题 行

对 于 在 模 板 单 元 格 中 用 户 要 从 记 录 集 中 接 收 数 据 的 每 项 为 其 创 建 一

个 D a ta B in d in g

.

.

.

D h R o w  r ep ea terR o w  =  n e w  D h R o w () ;

R ep ea t e rR o w .s e tB a c k C o lo r (  C o lo r .L IG H T G R A Y  ) ;

R ep ea t e rR o w .s e tF o r eC o lo r (  C o lo r .B L A C K  ) ;

D a ta B in d in g [ ]  b in d in g s  =  n e w  D a ta B in d in g [3 ] ;

D h C el l c e ll =  n e w  D h C e ll( ) ;

D a ta B in d in g [0 ]  =  n e w  D a ta B in d in g (  c e l l, " tex t" , "P r o d u c t ID "  ) ;

rep ea t e rR o w .a d d (  c e ll  ) ;

c e l l  =  n e w  D h C e ll( ) ; .

D a ta B in d in g [1 ]  =  n e w  D a ta B in d ig (  c e ll , " t ex t" , " P ro d u c tN a m e"  ) ;

c e l l =  n e w  D h C e ll( ) ; .

c e l l .s e tF o r eC o lo r (  C o lo r .R E D  ) ;

c e l l.a d d ( n e w  D h T ex t ("$ "  )  ) ;

D h T ex t  p r ic e=  n e w  D h T ex t ( ) ;

p r ic e .s e tF o n t (  F o n t .A N S I_ F IX E D  ) ;

D a ta B in d in g [2 ]  =  n e w  D a ta B in d in g (  p r ic e , " tex t" , " U n itP r ic e"  ) ;

c e l l.a d d (  p r ic e  ) ;



rep ea t e rR o w .a d d (  c e ll  ) ;

/ /  s e t  u p  th e  ta b le  r ep ea t e r  ro w  a n d  b in d in g s

ta b le .s e tR ep ea t e rR o w ( r ep ea t e rR o w  ) ;

ta b le .s e tD a ta B in d in g s  (  b in d in g s )  ;

/ /  c rea t e  a n d  s e t  th e  h a n d er  r o w

D h R o w  h ea d erR o w  =  n e w  D h R o w () ;

h ea d erR o w .a d d (  n e w  D h C el l( " P ro d u c t ID " )  ) ;

h ea d erR o w .a d d (  n e w  D h C el l( " P ro d u c t  N a m e" )  ) ;

h ea d erR o w .a d d (  n e w  D h C el l( " U n it  p r ic e "  )  ) ;

ta b le .s e tH ea d erR o w ( h ea d erR o w  ) ;

3 . 创 建 D a ta S o u rc e 对 象 并 且 设 置 它 以 希 望 的 格 式 来 恢 复 数 据

D a ta S o u rc e  d s  =  n e w  D a ta S o u rc e ( ) ;
d s .s e tC o n n e c t io n S tr in g (" D S N = N o r th w in d ") ;

d s .s e tc o m m a n d T ex t (" S E L E C T  P ro d u c t ID , P ro d u c tN a m e ,

      U n itP r ice  F R O M  P ro d u c ts  W H E R E  U n itP r ic e  <  1 0 "  ) ;

4 . 设 置 D a ta S o u rc e 对 象 到 D h T a b le 对 象 中

ta b le .s e tD a ta S o u r c e (d s )

d s .b eg in ( ) ;

5 . 添 加 D h T a b le 到 文 档 中

s e tN e w E le m en ts (n e w  D h E le m en t [ ]  { ta b le} ) '



/ /  a lte rn a te ly : a d d ( ta b le )

现 在 表 从 记 录 集 中 放 入 了 数 据 并 且 这 些 数 据 以 模 板 行 格 式 进 行 了 格 式

化

在 服 务 器 上 使 用 c o m .m s .w f c .h tm l软 件 包

c o m .m s .w fc .h tm l 也 能 够 在 服 务 器 上 使 用 用 来 提 供 一 种 编 程 模 型 来

产 生 H T M L 并 且 将 其 送 到 客 户 页 上 服 务 器 端 不 像 客 户 端 D y n a m ic
H T M L 模 型 那 样 由 于 服 务 器 J a v a 类 与 客 户 机 的 文 档 没 有 相 互 作 用

所 以 服 务 器 端 的 模 型 是 静 态 的 然 而 服 务 器 由 H T M L 元 素 组 成 并

且 当 元 素 在 H T M L 模 板 中 使 用 时 指 定 了 一 个 模 板 则 服 务 器 将 频 繁 地

将 它 们 发 送 到 客 户 中

尽 管 这 不 是 完 全 的 动 态 模 型 它 还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服 务 器 特 性 例 如 用

户 能 够 应 用 D h S ty le 属 性 到 一 些 模 板 的 H T M L 代 码 的 所 有 部 分 中 然

后 通 过 使 用 改 变 D h S ty le 属 性 来 产 生 不 同 外 观 的 显 示 页 用 户 不 必 通 过

程 序 来 产 生 所 有 的 单 独 样 式 改 变 另 外 一 个 优 点 就 是 用 户 能 够 使 用 相

同 的 模 型 来 为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来 产 生 动 态 H T M L 因 此 H T M L
生 成 器 易 学 易 记

当 前 在 服 务 器 上 有 两 个 产 生 H T M L 的 模 型 这 两 种 类 型 都 使 用 A c tiv e
S e rv e r  P a g e s ( A S P )脚 本 和 基 于 c o m .m s .w fc .h tm l 类 的 类 第 一 种 类 型 是

主 干 的 方 法 它 更 多 地 依 赖 于 A S P 脚 本 而 第 二 种 类 型 则 使 用 从

D h D o c u m e n t 中 衍 生 的 类 并 且 因 为 此 类 型 在 类 中 比 在 脚 本 中 公 布 更



多 的 控 件 所 以 与 在 客 户 机 上 使 用 的 模 型 非 常 相 似

基 于 A S P 的 方 法

此 种 方 法 在 服 务 器 页 中 使 用 两 个 A S P 方 法 g e tO b je c t 和 R e sp o n s e .W rite
G e tO b je c t 方 法 用 来 实 例 化 基 于 c o m .m s .w fc .h tm l 类 的 类 R e sp o n s e .W rite
方 法 将 已 生 成 的 H T M L 串 写 到 客 户 c o m .m s .w fc .h tm l .D h E le m e n t 类 提

供 g e tH T M L 方 法 用 来 创 建 H T M L 串 这 些 串 然 后 使 用 A S P
R e sp o n s e .W rite 方 法 送 到 客 户 页 中

例 如 用 户 有 一 个 名 为 M y S e rv e r 的 类 用 来 扩 展 D h F o rm 并 且 合 并

一 些 H T M L 元 素 在 A S P 脚 本 中 首 先 调 用 g e tO b je c t ja v a :M y S e r v e r
来 创 建 一 个 D H T M L 对 象 用 户 然 后 可 以 执 行 A S P 脚 本 对 象 上 的 任 意

动 作 如 在 对 象 中 设 置 属 性 等 当 完 成 这 些 操 作 之 后 就 可 以 调 用 对 象

的 g e tH T M L 方 法 来 产 生 串 并 且 将 此 结 果 传 送 到 A S P  R e sp o n se .W ri te
方 法 中 该 方 法 将 H T M L 送 到 客 户 上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显 示 了 有 关 的 A S P
脚 本 和 用 来 在 H T M L 中 创 建 D h E d it 控 件 并 将 其 送 到 客 户 中 的 J a v a 代

码

A S P  S C R IP T

D im  f ,  x
s e t  f  =  g e tO b je c t( ja v a :d h F a c to r y  )

s e t  x =  f .c r ea te E d it

x .s e tT ex t(" I’  m  a n  ed it !  " )



R es p o n s e .W r ite (  x .g e tH T M L ()  )

R es p o n s e .W r ite (  f .c r ea teB r ea k ( ) .g e tH T M L ()  )

.

.

.

J A V A  C O D E

p u b l ic  c la s s  d h F a c to r y  {
   p u b lic  d h F a c to r y ()  {  }

   p u b l ic  D h B re a k  c re a te B re a k ()  {
      r e tu rn  n e w  D h B r ea k () ;

   }

   p u b l ic  D h E d it  c re a te D d it( ){
      r e tu rn  n e w  D h E d it ( ) ;

   }

}

基 于 H T M L的 方 法

此 种 方 法 稍 微 复 杂 一 些 并 且 与 客 户 模 型 更 接 近 一 些 它 使 用 一 个 A S P
脚 本 来 设 置 D h D o c u m e n t 类 的 地 点 但 是 操 作 代 码 的 其 他 部 分 却 是 在 Ja v a
中 就 像 在 客 户 模 型 一 样 D h M o d u le 类 在 W e b 页 中 实 例 化 为 J a v a 组

件 并 且 自 动 调 用 从 D h D o c u m e n t 中 衍 生 的 项 目 类 中 的 in itF o rm 方 法



就 像 在 客 户 模 型 中 一 样 用 户 能 够 在 in i tF o rm 调 用 中 做 所 有 的 绑 定 设

置 o n D o c u m e n tL o a d 函 数 也 被 服 务 器 端 的 类 调 用 在 此 方 法 中 用 户

能 够 访 问 I IS  R e sp o n s e 和 R e q u e s t 对 象 使 用 D h M o d u le  g e tR e sp o n se 和

g e tR e q u e s t 方 法 并 且 还 添 加 新 的 D h E le m e n t 项 到 用 户 的 文 档 流 中

然 而 理 解 用 户 不 能 使 用 文 档 级 的 函 数 如 f in d E le m e n t 这 一 点 是 很

重 要 的 而 且 在 服 务 器 端 文 档 中 不 能 使 用 枚 举 操 作 除 非 项 目 已 经 明

确 添 加 到 自 己 的 D h D o c u m e n t 派 生 类 中

按 下 列 步 骤 使 用 基 于 H T M L 的 方 法

1 . 创 建 服 务 器 J a v a 类 从 D h D o c u m e n t 中 扩 展

2 . 在 该 类 中 当 想 使 用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时 执 行 in i tF o rm 方 法

3 . 从 A S P 中 调 用 S e r v e r .C re a te O b je c t 方 法 传 递 D h M o d u le 来 创

建 D h M o d u le 对 象

4 . 调 用 D h M o d u le .se tC o d e C la s s 方 法 传 递 给 它 D h d o c u m e n t-d e r iv e d 类

的 名 称

5 . 调 用 D h M o d u le .se tH T M L D o c u m e n t 方 法 如 果 有 该 方 法 则 将 服 务 器

W e b 页 的 完 全 本 地 文 件 名 传 递 给 它

如 果 使 用 一 个 空 串 "" 调 用 se tH T M L D o c u m e n t 那 么 D h D o c u m e n t
类 运 行 并 且 为 在 用 户 的 A S P 中 调 用 S e tH T M L D o c u m e n t 的 位 置 处 已

添 加 的 任 意 元 素 输 出 H T M L 然 后 用 户 就 可 以 生 成 内 嵌 的 H T M L 代

码 段

如 果 用 户 没 有 调 用 se tH T M L D o c u m e n t 那 么 D h D o c u m e n t 类 为 该 页

输 出 完 全 的 H T M L 并 且 包 含 < H T M L > < H E A D > 和 < B O D Y > 标 记



下 例 显 示 了 使 用 模 板 的 A S P 页

< %  S e t  m o d  =  S e rv e r .C r ea t eO b je c t (  " c o m .m s .w f c .h t m l.D h M o d u le"  )

   m o d .s e tC o d eC la s s (  " C la s s 1 "  )

   m o d .s e tH T M L D o c u m en t(  " c :\ in e tp u b \w w w r o o t \P a g e1 .h t m "  )

% >

在 运 行 期 间 此 结 构 能 够 识 别 在 服 务 器 用 户 类 的 运 行 和 相 应 的 动 作

一 旦 实 例 化 用 户 就 可 以 对 D h D o c u m e n t 衍 生 类 添 加 元 素 或 文 本 那 些

项 目 就 可 以 添 加 到 在 < /B O D Y >标 记 前 指 定 的 任 意 模 板 中

下 例 说 明 了 既 工 作 在 客 户 上 也 工 作 在 服 务 器 上 的 类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u i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h tm l.* ;

p u b l ic  c la s s  C la ss1  e x te n d s  D h D o c u m e n t  {
   p u b lic  C la s s 1 (){

      in itF o r m () ;

   }

   D h T ex t  tx t1  =  n e w  D h T ex t ( ) ;

   D h F o r m  s e c t  =  n e w  D h F o r m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

      //  c a l l  g e tS e rv e rM o d e ()  to  c h e c k
      / /  if  th is  o b je c t  is  ru n n in g  o n  th e  s e rv e r



      if  (  g e tS erv e rM o d e( )  )  {

        t x t1 .s e tT ex t( "H e l lo  f r o m  th e  s e rv er !"  ) ;

      } e ls e{

        tx t1 .s e tT ex t("H e l lo  f r o m  th e  c li e n t! "  ) ;

      }

      //  s iz e  th e  s e c t io n , se t  i ts  b a c k g ro u n d  c o lo r
      / /  a n d  a d d  th e  tx t1  e le m en t  to  it

      s e c t .s e tS iz e (  1 0 0 , 1 0 0  ) ;

      s e c t .s e tB a c k C o lo r (  C o lo r .R E D  ) ;

      s e c t .a d d (  tx t1  ) ;

      a d d  (  s e c t  ) ;

      s e tN e w E le m en ts  (  n e w  D h E le m e n t[ ]  { s ec t  }  ) ;

   }

}

如 果 用 户 想 要 绑 定 到 在 该 页 上 已 有 的 H T M L 文 档 中 就 像 在 客 户 上 工

作 一 样 使 用 D h D o c u m e n t .s e tB o u n d E le m e n t 方 法 例 如 如 果 H T M L
模 板 包 含 下 面 的 H T M L

< P >
T h e  t im e  is :< S P A N  id = tx t1 > < /S P A N > < B R >

< IN P U T  t yp e= tex t  id = e d it1  v a lu e= " " >

< /P >



用 户 的 in i tF o rm 方 法 应 该 如 下 所 示

D h T ex t  tx t1  =  n e w  D h T ex t() ;

D h E d it  e d it  =  n e w  D h E d it ( ) ;

D h C o m b o B o x  cb  =  n e w  D h C o m b o B o x ( ) ;

p r iv a te  v o id  in i tF o rm (){
   tx t1 .s e tT ex t (co m .m s .w f c .a p p .T im e() .fo r m a tS h o r tT im e() ) ;

   e d i t .s e tT e x t("H e l lo ,w o r ld !" ) ;
   e d it .s e tB a c k C o lo r (C o lo r .R E D  ) ;

   s e tB o u n d E le m e n ts (  n e w  D h E le m e n t[ ]{  tx t1 .se tB in d ID (" tx t1 ") ;
                                   e d it .s e tB in d ID (" e d it1 "  )  }  ) ;

   // C re a te  a  c o m b o  b o x  to  b e  a d d e d  a f te r  th e  b o u n d  i te m s
   cb .a d d It e m ("O n e" ) ;

   cb .a d d It e m ("T w o " ) ;

   // A d d  th e  i te m s  to  th e  e n d  o f  d o c u m e n t .
   s e tN e w E le m e n ts (  n e w  D h E le m e n t[ ]{  cb  }  ) ;

}

在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上 H T M L 类 的 执 行 几 乎 一 样 然 而 也 有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不 同 点 一 旦 元 素 写 入 发 送 到 客 户 它 们 就 不 能 像 修 改 客 户 文 档

一 样 进 行 修 改 如 果 企 图 再 次 修 改 此 元 素 在 写 入 操 作 已 经 在 元 素 上 执

行 之 后 会 出 现 D h C a n tM o d if yE le m e n t 只 与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相 关 的 异 常



这 着 重 说 明 了 在 服 务 器 J a v a 类 和 客 户 文 档 之 间 没 有 实 际 互 操 作 的 事

实 就 像 在 客 户 上 的 J a v a 类 和 文 档 之 间 一 样

使 用 D h D o c u m e n t 派 生 方 法 的 一 个 有 利 之 处 就 是 能 够 实 现 用

c o m .m s .w fc .h tm l 类 识 别 的 属 性 嵌 入 的 H T M L 模 板 首 先 通 过 在 文 档

中 使 用 ID 属 性 来 装 饰 H T M L 元 素 然 后 在 源 代 码 中 使 用

D h E le m e n t .s e tB in d ID 方 法 来 设 置 相 应 的 ID 用 户 能 够 绑 定 到 这 些 H T M L
元 素 中 在 元 素 中 设 置 属 性 添 加 用 户 自 己 的 H T M L 代 码 等 实 际 上

这 就 是 允 许 用 户 提 前 编 码 和 设 计 单 独 的 模 板 并 在 服 务 器 请 求 文 档 时 使

用 动 态 数 据 来 传 播 模 板



第 1 5 章   图 形 服 务 器

通 过 图 形 设 备 接 口 G D I 可 以 在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中 显 示 G ra p h ic
对 象 它 是 一 个 与 设 备 无 关 的 图 形 输 出 模 型 处 理 基 于 W i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的 图 形 功 能 调 用 并 把 这 些 调 用 传 到 合 适 的 设 备 驱 动 程 序 这 些 驱

动 程 序 在 输 出 时 执 行 硬 件 特 定 的 函 数 当 在 设 备 相 关 格 式 与 设 备 相 互 作

用 时 G D I 在 应 用 程 序 和 输 出 设 备 之 间 充 当 一 个 缓 冲 区 对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与 设 备 无 关 的 视 图

应 用 程 序 开 发 人 员 使 用 G D I 的 功 能 可 以 显 示 图 像 绘 制 控 件 形 状 和

文 本 创 建 和 使 用 笔 刷 子 和 字 体 W in d o w s  F o u n d a t io n  C la sse s W F C
G ra p h ic 对 象 与 其 他 W F C 对 象 协 调 诸 如 笔 文 字 和 刷 新 对 象 等 将

这 些 能 力 封 装 为 基 于 J a v a 的 对 象

在 W F C 环 境 中 可 通 过 G ra p h ic 对 象 输 出 图 形 在 创 建 或 检 索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之 后 可 以 关 联 其 他 基 于 图 形 的 对 象 诸 如 带 对 象 的 字 体

笔 和 刷 子 然 后 使 用 对 象 的 各 种 绘 制 方 法 来 重 现 显 示 输 出 例 如 要 画

具 有 特 殊 外 观 的 线 可 以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se tP e n 方 法 来 指 定 一 个 笔

对 象 将 使 用 此 笔 来 绘 制 然 后 使 用 对 象 的 d ra w L in e 方 法 来 重 现 线 条

还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多 次 修 改 这 些 关 联



创 建 G ra p h ic对 象

W F C 提 供 了 几 种 方 法 来 创 建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显 式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创 建 可 以 在 任 何 可 扩 充 C o n tro l 类 的 对 象 上 通

过 调 用 c re a tG ra p h ic s 方 法 来 创 建 一 个 显 式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隐 式 显 示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创 建 B itm a p 和 M e ta f i le 对 象 通 过 g e tG ra p h ic s
方 法 支 持 隐 式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创 建

显 式 G ra p h ic对 象 的 创 建

扩 充 C o n tro l 类 的 所 有 类 都 支 持 c re a te G ra p h ic s 方 法 可 以 使 用 它 来 创 建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实 例 下 面 的 程 序 段 演 示 了 如 何 从 一 个 F o rm 派 生 类

中 调 用 这 种 方 法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显 式 G ra p h ic 对 象 创 建 的 第 二 种 方 法 是 使 用 W in 3 2  设 备 场 境 句 柄

H D C 通 常 当 调 用 一 个 W in 3 2 方 法 返 回 H D C 时 可 以 使 用 这 种

方 式 创 建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在 G ra p h ic 对 象 中 如 果 只 需 要 本 机 不 支 持 的 图 形 能 力 可 以 使 用 对 象

的 g e tH a n d le 的 方 法 来 检 索 W in 3 2 设 备 场 境 的 句 柄 并 且 可 以 对 适 当 的

W in 3 2 方 法 透 明 传 送 句 柄

如 果 在 以 前 的 句 柄 上 创 建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则 此 对 象 假 定 不 具 有 句 柄

的 所 有 权 使 用 了 此 对 象 后 要 负 责 使 用 适 当 的 W in 3 2 函 数 释 放 句 柄



如 果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g e tH a n d le 方 法 来 检 索 对 象 的 基 本 句 柄 对 象

保 留 句 柄 的 所 有 权 就 不 应 该 释 放 它

关 于 W in 3 2 句 柄 和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下 一 章 的 执 行 基

于 句 柄 的 操 作

隐 式 G ra p h ic对 象 的 创 建

通 过 g e tG ra p h ic s 方 法 B itm a p 和 M e ta f ile 对 象 支 持 隐 式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创 建 在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中 使 用 B itm a p 对 象 的 g e tG ra p h ic s 方 法 来 创

建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使 用 此 对 象 可 以 对 位 图 的 表 面 画 图

B itm a p  b m p  =  n e w  B it m a p (" c : \\M y Im a g e.b m p " ) ;

G ra p h ics  g r  =  b m p .g e tG ra p h ics ( ) ;

最 初 可 以 通 过 对 象 调 用 g e tG ra p h ic s 此 对 象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实 例 并 返 回 它 通 过 原 始 的 调 用 在 所 建 对 象 的 回 送 中 通 过 相 同 对

象 结 果 建 立 g e tG ra p h ic s 的 后 续 调 用

另 外 当 通 过 采 用 对 象 的 g e tG ra p h ic s 方 法 创 建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调 用 绘 制

方 法 时 此 方 法 应 用 于 通 过 它 们 创 建 的 对 象 例 如 对 d ra w T e x t 在 调

用 中 指 定 的 X Y 的 坐 标 0 0 是 与 位 图 相 关 的 但 不 能 控 制 位 图 重

现



检 索 G ra p h ic对 象

在 窗 体 或 控 件 的 绘 制 事 件 中 可 以 检 索 和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实 例 绘 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把 P a in tE v e n t 对 象 作 为 一 个 参 数 并 且 此 对 象 包 含 了 公 共

的 图 形 成 员 此 成 员 是 一 个 有 效 G ra p h ic 对 象 实 例 可 以 如 下 调 用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n t  e ){

   e .g ra p h ics .d ra w S tr in g ( " H e llo , w o r ld " , n e w  P o in t (1 0 , 1 0 ));

}

关 于 如 何 创 建 绘 制 事 件 外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请 参 考 以 前 的 章 节 显 式 图

形 的 创 建 和 隐 式 图 形 的 创 建

G ra p h ic对 象 作 用 域

G ra p h ic 对 象 有 方 法 作 用 域 这 意 味 着 当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返 回 某 种 方

法 时 自 动 调 用 此 对 象 的 清 理 方 法 释 放 所 有 已 分 配 给 对 象 的 资 源 调

用 了 清 理 之 后 可 尝 试 使 用 异 常 运 行 期 间 的 对 象 结 果

如 果 在 类 级 声 明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实 例 应 使 用 F o rm 对 象 的

c re a te G ra p h ic s 方 法 来 初 始 化 每 个 使 用 它 的 方 法 中 的 对 象

P u b lic  c la s s  F o rm 1  e x te n d s  F o rm {

   G ra p h ics  g  =  n e w  G ra p h ics ( ) ;



   p r iv a te  v o id  F o rm 1 _ re s iz e (O b je c t  s 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  in it ia l iz e  o b jec t  in s ta n c e .

      g  =  th is .c r ea teG ra p h ics ( ) ;

      //  d isp o s e  a u to m a tic a l ly  c a l le d …
   }

   p r iv a te  v o id  F o rm 1 _ c l ic k (O b je c t  se n d e r , E v e n t e ){

      / /  In it ia liz e  o b je c t  in s ta n c e .

      g  =  th is .c re a te G ra p h ic s ( ) ;

      / /  d is p o s e  m e th o d  a u to m a t ica lly  ca l led …

   }

}

尽 管 清 理 方 法 的 调 用 是 自 动 的 但 在 例 程 的 最 后 最 好 是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显 式 调 用 它 在 W in d o w s  9 5 平 台 上 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为 系 统

分 配 的 设 备 上 下 文 数 量 是 有 限 的

维 护 边 框 矩 形

可 以 画 图 的 窗 口 区 是 窗 口 的 客 户 区 在 这 个 矩 形 区 域 边 框 矩 形 定 义 了



在 画 G ra p h ic 对 象 中 可 视 的 矩 形 区 域 并 且 可 以 包 括 窗 口 的 整 个 客 户 区

当 一 个 窗 口 丢 失 了 然 后 又 恢 复 焦 点 时 则 边 框 矩 形 部 分 被 以 前 重 现 它

的 其 他 不 自 动 重 新 显 示 的 对 象 所 覆 盖

为 确 保 正 确 的 显 示 必 须 管 理 窗 体 或 控 件 的 重 新 绘 制 绘 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是 放 于 进 行 管 理 的 F o rm 类 代 码 中 在 处 理 程 序 中 可 以 恢 复 边 框 矩

形 到 正 确 的 状 态

下 面 的 例 子 将 创 建 类 级 B itm a p 对 象 然 后 使 用 绘 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来 重

画 位 图 窗 体 的 客 户 区 每 次 变 成 无 效 时 W in d o w s 都 调 用 这 个 处 理 程 序

并 且 图 像 重 新 绘 制 到 窗 体

B itm a p  b m p  =  n e w  B it m a p (" c : \\M y Im a g e.b m p " ) ;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 (P a in tE v e n t  e ){

   e .g ra p h ics .d ra w Im a g e(b m p , n e w  P o in t (0 , 0 ) ) ;

}

当 第 一 次 显 示 窗 体 时 每 次 都 重 新 获 得 焦 点 自 动 调 用 绘 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然 而 如 果 窗 体 支 持 重 设 尺 寸 则 窗 体 维 数 的 改 变 不 会 自 动 触 发 重

新 绘 制 相 反 必 须 添 加 对 F o rm 派 生 类 的 重 设 尺 寸 处 理 程 序 然 后

从 处 理 程 序 中 调 用 使 对 象 无 效 的 方 法 下 面 是 在 窗 体 绘 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中 调 用 使 无 效 的 方 法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R es iz e (E v en t  e ){

   t h is .in v a lid a te ( ) ;

}



执 行 基 于 句 柄 的 操 作

句 柄 是 操 作 系 统 中 一 些 元 素 的 唯 一 编 号 例 如 桌 面 上 的 每 个 窗 口 都 有

一 个 唯 一 的 句 柄 以 使 计 算 机 能 够 把 它 与 其 他 窗 口 区 别 开 每 个 设 备 上

下 文 刷 子 笔 和 字 体 也 都 有 一 个 唯 一 的 句 柄

为 了 与 W in 3 2  A IP 兼 容 G ra p h ic B ru s h P e n 和 F o n t 对 象 都 支 持 基 于

句 柄 的 操 作 例 如 如 果 使 用 W in 3 2  C re a tP e n 函 数 创 建 了 一 个 刷 子

此 函 数 就 会 返 回 一 个 句 柄 可 以 把 这 个 句 柄 传 给 B ru sh 对 象 构 造 器 而

且 根 据 W in 3 2 笔 的 特 征 创 建 这 个 对 象

即 使 没 有 以 句 柄 为 基 础 创 建 B ru sh P e n 或 F o n t 对 象 也 可 以 检 索 基 于

B ru sh , P e n 或 F o n t 对 象 的 句 柄 每 个 对 象 都 支 持  c o p y H a n d le 和 g e tH a n d le
方 法 一 旦 使 用 这 些 方 法 复 制 或 检 索 对 象 的 句 柄 就 可 以 传 送 这 个 句 柄

给 任 意 需 要 把 句 柄 作 为 参 数 的 W in 3 2 函 数

当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执 行 基 于 句 柄 的 操 作 时 应 记 住 以 下 几 条 重 要 规 则

•  如 果 使 用 W in 3 2 方 法 创 建 基 于 以 前 分 配 过 句 柄 的 对 象 对 象 不 会 假

定 具 有 句 柄 的 所 有 权 例 如 如 果 使 用 W in 3 2  G e tD C 方 法 来 检 索 窗

体 的 设 备 上 下 文 句 柄 H D C 然 后 创 建 基 于 H D C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则 就 拥 有 了 句 柄 这 意 味 着 当 调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清 理 方 法 时 句

柄 在 内 存 中 不 释 放 相 反 必 须 使 用 适 当 的 W in 3 2 例 程 来 清 理 句 柄

下 例 说 明 了 适 当 的 句 柄 管 理 本 例 使 用 W in 3 2   G e tD C 来 检 索 窗 体 设

备 上 下 文 的 句 柄 然 后 创 建 一 个 基 于 此 句 柄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在 窗 体 上 画 了 一 条 线 以 后 W in 3 2  R e le a se D C 例 程 通 过



G e tD C 来 释 放 已 分 配 的 设 备 上 下 文 句 柄

/ /  im p o r t  th e  co m .m s .w f c .W in 3 2 .W in d o w s  p a ck a g e .

Im p o rt  co m .m s .w f c .W in 3 2 .W in d o w s ;

in t  h D C  =  W in d o w s .G e tD C ( th is .g e tH a n d le ( ) ) ;

G ra p h ics  g  =  n e w  G ra p h ics (h D C ) ;

g .d ra w L in e( n e w  P o in t(0 ,0 ) , n e w  P o in t(1 0 0 , 0 ) );

g .d is p o s e ( ) ;

W in d o w s .R e lea s eD C ( h D C ) ;

注 意 本 例 中 使 用 设 备 上 下 文 的 句 柄 这 里 说 明 的 原 则 可 用 于 笔 刷

子 字 体 和 位 图

•  多 数 G ra p h ic 对 象 支 持 c o p y H a n d le 方 法 通 过 这 种 方 法 可 以 复 制 对

象 的 句 柄 如 果 使 用 c o p y H a n d le 方 法 复 制 一 个 对 象 的 句 柄 则 要 负

责 释 放 句 柄

•  多 数 图 形 对 象 也 支 持 g e tH a n d le 方 法 这 种 方 法 返 回 对 象 的 句 柄 与

句 柄 的 副 本 相 反 这 种 方 法 支 持 G ra p h ic 对 象 方 法 和 W in 3 2 图 形 例

程 之 间 的 兼 容 性

通 过 g e tH a n d le 方 法 检 索 的 句 柄 不 能 是 对 象 基 本 句 柄 的 副 本 因 此

不 应 该 通 过 g e tH a n d le 释 放 检 索 的 句 柄 当 清 理 对 象 时 可 释 放 这 些 句

柄



G ra p h ic对 象 坐 标 系 统

G ra p h ic 对 象 支 持 的 许 多 方 法 都 依 赖 于 数 字 坐 标 此 坐 标 可 在 G ra p h ic
对 象 中 指 定 在 G ra p h ic 对 象 中 指 定 操 作 发 生 的 区 域 或 者 在 P o in t
对 象 中 指 定 操 作 发 生 的 X 水 平 和 Y 垂 直 坐 标

坐 标 系 统 指 明 了 这 样 的 对 象 指 定 的 坐 标 如 何 映 射 到 显 示 器 或 其 他 设 备

中 例 如 假 定 调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d ra w S tr in g  方 法 在 坐 标 1 0 0 1 0 0
画 文 本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g .d ra w S tr in g (" H e l lo ,  W F C , n e w  P o in t(1 0 0 , 1 0 0 )) ;"

本 例 中 P o in t 对 象 指 定 了 画 一 字 符 串 的 X 和 Y 坐 标 然 而 这 次 操 作

的 实 际 结 果 取 决 于 G ra p h ic 对 象 关 联 的 坐 标 系 统

关 联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坐 标 系 统 是 在 C o o rd in a te S y s te m 类 中 定 义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默 认 坐 标 系 统 是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T E X T 这 意 味 着 在 P o in t 对

象 的 X 和 Y 值 增 加 时 文 本 或 位 图 或 控 件 将 水 平 向 右 或 垂 直 向 下

移 动

为 了 同 带 有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坐 标 系 统 关 联 使 用 se t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方

法 如 下

G ra p h ics  g r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G r .s e tC o o rd in a t eS ys te m (C o o r d in a teS ys t e m .A N IS O T R O P IC );



下 表 列 出 了 与 G ra p h ic 对 象 关 联 的 坐 标 系 统 并 描 述 了 在 绘 制 过 程 中

P o in t 对 象 中 定 义 的 X 和 Y 值 增 加 时 绘 制 的 方 向 如 何

坐 标 系 统坐 标 系 统坐 标 系 统坐 标 系 统 X 轴 增 长 方 向轴 增 长 方 向轴 增 长 方 向轴 增 长 方 向 Y 轴 增 长 方 向轴 增 长 方 向轴 增 长 方 向轴 增 长 方 向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T E X T 右 下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L O M E T R IC 右 上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H IM E T R IC 右 上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L O E N G L IS H 右 上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H IE N G L IS H 右 上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T W IP S 右 上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IS O T R O P IC 用 户 定 义 用 户 定 义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A N IS O T R O P IC 用 户 定 义 用 户 定 义

设 置 坐 标 原 点

坐 标 原 点 定 义 了 测 量 坐 标 的 起 始 位 置

例 如 如 果 通 过 应 用 程 序 的 主 窗 体 创 建 一 个 G ra p h ic 对 象 则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坐 标 系 统 是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T E X T 且 图 形 坐 标 是 从 窗 体 的 左 上

角 0 0 开 始 的

然 而 如 果 使 用 用 户 定 义 的 坐 标 系 统 诸 如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A N IS O T R O P IC 或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IS O T R O P IC 可

以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S e tC o o rd in a te O r ig in 方 法 定 义 坐 标 开 始 测 量 的

点 对 页 面 或 设 备 例 如 假 设 在 应 用 程 序 的 绘 制 事 件 中 包 括 如 下 代



码

p r iv a te  v o id  F o r m 1 _ p a in t (O b jec t  s o u r c e , P a in tE v en t  e )

{

/ /  S e t  th e  c o o r d in a te  s ys te m .

e .g ra p h ics .s e tC o o rd in a t eS ys te m (C o o r d in a teS ys t e m .A N IS O T R O P IC ) ;

e .g ra p h ics .s e tC o o rd in a t eO rig in ( n e w  P o in t(2 0 , 2 0 , n e w  P o in t (2 0 ,2 0 )) ;

e .g ra p h ics .s e tC o o rd in a t eS ca le ( n e w  P o in t(1 ,1 ) , n e w  P o in t (1 ,1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L in e( n e w  P o in t(0 ,0 ) , n e w  P o in t (1 0 0 ,1 0 0 ) );

}

代 码 设 置 坐 标 系 统 为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A N IS O T R O P IC 并 设 置 坐 标 原

点 为 页 面 或 设 备 的 2 0 2 0 坐 标 在 代 码 中 以 后 出 现 的 对 d ra w L in e 的 调

用 是 从 原 点 开 始 的 于 是 直 线 将 从 坐 标 原 点 1 0 1 0 开 始 到 1 0 0
1 0 0 结 束

映 射 逻 辑 坐 标 到 设 备 坐 标

W in d o w s  对 设 备 的 映 射 页 面 坐 标 提 供 内 置 式 支 持 诸 如 打 印 机 或 显 示

器

对 于 大 多 数 通 过 W in d o w s 定 义 的 坐 标 系 统 由 系 统 本 身 执 行 这 种 转 换

例 如 如 果 使 用 C o o rd in a te S ys te m .H IM E T R IC 坐 标 系 统 关 联 G ra p h ic 对

象 则 对 象 上 的 每 个 逻 辑 单 位 在 设 备 上 转 换 为 .0 0 1 英 寸



然 而 使 用 用 户 定 义 的 A N IS O T R O P IC 和  IS O T O R P IC 坐 标 系 统 则 必

须 使 用 S e tC o o rd in a te S c a le 方 法 告 诉 系 统 如 何 执 行 这 种 转 换 如 下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g .s e tC o o rd in a t eS y s te m (C o o r d in a teS ys t e m .A N IS O T R O P IC ) ;

g .s e tC o o rd in a t eS ca le ( n e w  P o in t (1 ,1 ) , n e w  P o in t(2 ,2 ) ) ;

在 本 例 中 对 se tC o o rd in a te S c a le 的 调 用 指 示 系 统 把 一 个 逻 辑 水 平 或 垂

直 单 位 转 换 为 两 个 水 平 和 垂 直 的 设 备 单 位

绘 制 文 本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d ra w S tr in g 方 法 支 持 对 象 所 属 控 件 的 文 本 输 出 这 个 方

法 编 写 文 本 到 指 定 的 位 置 如 下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g .d ra w S tr in g (" H e l lo ,  W o r ld " , n e w  P o in t (0 , 0 ) ) ;

这 次 调 用 的 可 视 结 果 依 赖 于 诸 多 因 素 包 括 G ra p h ic 对 象 目 前 的 文 本 颜

色 背 景 色 字 体 位 置 和 坐 标 系 统

关 于 如 何 设 置 文 本 颜 色 的 信 息 参 看 下 一 节 设 置 文 本 颜 色 G ra p h ic
对 象 与 字 体 关 联 的 信 息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使 用 字 体 对 象 关 于 坐 标

系 统 的 信 息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坐 标 系 统



设 置 文 本 颜 色

为 设 置 文 本 中 文 本 和 背 景 的 颜 色 可 在 调 用 d ra w S tr in g 之 前 调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s e tB a c k c o lo r 和 s e tT e x tC o lo r

/ /  S e t  th e  t ex t  to  w h ite , th e  b a c k g r o u n d  to  b la ck .

g .s e tT ex tC o lo r(n e w  C o lo r (0 , 0 , 0 ) ) ;

g .s e tB a ck C o lo r(n e w  C o lo r (2 5 5 , 2 5 5 , 2 5 5 ));

/ /  D ra w  th e  tex t…

se tB a c k C o lo r 方 法 只 影 响 文 本 的 背 景 色 为 了 设 置 背 景 或 为 其 他 对 象 填

充 颜 色 如 多 边 形 或 线 分 别 使 用 se tB ru sh 和 se tP e n 方 法

使 用 F o n t对 象

字 体 是 共 享 共 同 设 计 的 字 符 和 符 号 的 集 合 字 体 的 主 要 元 素 包 括 字 样

效 果 和 尺 寸

在 W F C 中 在 字 体 对 象 中 W in d o w s 字 体 是 封 装 的 可 以 将 对 象 与 其

他 字 体 相 关 的 对 象 组 合 使 用 为 了 在 G ra p h ic 对 象 上 显 示 字 体 定 义 一

个 可 无 限 变 化 的 字 体

下 表 列 出 了 W F C 支 持 的 相 关 字 体 类 别



类类类类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F o n tD e sc rip to r 提 供 有 关 F o n t 对 象 的 信 息

F o n tF a m ily 定 义 一 组 常 量 表 示 字 体 可 能 属 于 的 系 列

F o n tM e tr ic s 定 义 字 体 映 射 到 G ra p h ic s 对 象 时 的 物 理 特 性

F o n tP itc h 定 义 字 体 的 间 距

F o n tS iz e 定 义 一 组 常 量 在 能 被 指 定 的 字 体 大 小 单 元 中 表 示

F o n tT y p e 定 义 一 组 常 量 这 些 常 量 表 示 将 重 现 字 体 的 设 备

F o n tW e igh t 定 义 常 量 这 个 常 量 表 示 与 字 体 关 联 的 不 同 权 重

w e ig h t

创 建 F o n t对 象

创 建 F o n t 对 象 可 能 非 常 简 单 也 可 能 非 常 复 杂 这 主 要 取 决 于 所 要 定

义 的 字 体 的 粒 度 下 面 的 代 码 说 明 了 一 种 创 建 F o n t 对 象 的 简 单 方 法

F o n t  fo n t  =  n e w  F o n t(" T im es  N e w  R o m a n " , 2 6 ) ;

这 个 例 子 使 用 了 F o n t 对 象 构 造 器 这 只 需 要 知 道 两 项 信 息 字 体 名 和

字 体 尺 寸 当 创 建 F o n t 对 象 时 也 可 以 指 定 字 体 系 列 类 型 权 重

方 向 和 是 否 加 粗 是 否 斜 体 是 否 有 下 划 线 或 是 否 有 删 除 线 然 而 一

旦 创 建 了 一 个 F o n t 对 象 就 不 能 再 修 改 这 个 对 象 的 属 性



在 G ra p h ic对 象 上 设 置 字 体

G ra p h ic 对 象 支 持 se tF o n t 方 法 此 方 法 与 带 有 对 象 的 字 体 相 关 联 当 F o n t
对 象 与 G ra p h ic 对 象 相 关 联 后 在 G ra p h ic 对 象 矩 形 框 内 的 所 有 文 本 都

使 用 此 字 体

下 面 的 代 码 说 明 了 把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背 景 色 设 置 为 白 色 文 本 颜 色 设 置

为 黑 色 字 体 为 2 6 磅 T im e s  N e w  R o m a n 的 过 程 文 本 显 示 在 指 定 的 位

置 上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g .s e tF o n t(n e w  F o n t(" T im es  N e w  R o m a n " , 2 6 )) ;

g .s e tB a ck C o lo r(n e w  C o lo r (2 5 5 , 2 5 5 , 2 5 5 ));

g .s e tT ex tC o lo r(N e w  C o lo r (0 , 0 , 0 ) ) ;

g .d ra w S tr in g (" H e l lo ,  W o r ld " , 0  0 ) ;

枚 举 字 体

在 许 多 实 例 中 必 须 能 枚 举 且 检 索 可 用 字 体 的 详 细 信 息 并 为 某 一 特 殊

操 作 选 择 最 合 适 的 字 体

W F C  F o n tD e sc r ip to r  对 象 描 述 了 字 体 包 括 字 体 名 高 度 方 向 等 等

系 统 中 所 有 可 用 字 体 的 详 细 描 述 可 使 用 G ra p h ic s 对 象 的

g e tF o n tD e sc r ip to r 方 法 获 得 这 种 方 法 返 回 F o n tD e s c r ip to r 对 象 的 一 个 数

组 数 组 中 的 每 个 元 素 描 述 一 种 字 体



下 面 举 例 说 明 了 如 何 使 用 g e tF o n tD e sc r ip to r 方 法 此 例 检 索 了 可 用 字 体

的 数 组 然 后 把 字 体 名 的 唯 一 表 列 插 入 到 列 表 框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 /  C rea te  th e  a r ra y .

F o n tD es c r ip to r  rg F o n ts [ ]  =  g .g e tF o n tD es c r ip to rs ( ) ;

fo r( in t  i =  0 ;  i <  r g F o n ts .len g th ;  i+ + ){

   if ( l is tB o x 1 .f in d S tr in g ( r g F o n ts [ i] .fu llN a m e  = =  -1 ){

     L is tB o x 1 .a d d It e m (rg F o n ts [ i] .fu llN a m e);

   }

}

使 用 笔

笔 是 一 种 图 形 工 具 在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中 用 于 绘 制 直 线 和 曲 线

笔 可 用 于 画 徒 手 线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 C A D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笔 绘 制 可

见 线 隐 含 线 剖 面 线 中 心 线 等 等 字 处 理 和 桌 面 出 版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笔 绘 制 边 框 和 标 尺 电 子 数 据 表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笔 可 在 图 中 指 明 趋 势 并

且 绘 制 条 形 图 和 饼 图

每 个 笔 由 三 个 属 性 构 成 效 果 宽 度 和 颜 色 如 果 对 笔 的 宽 度 和 颜 色 没

有 特 殊 限 制 则 操 作 系 统 必 须 支 持 笔 的 效 果



W F C  P e n对 象

在 W F C  P e n 和 P e n S ty le 对 象 中 W in 3 2 笔 的 功 能 是 封 装 的 以 下 代 码

段 演 示 了 如 何 创 建 P e n 对 象

P en  p  =  n e w  P e n (P en S t y le .D A S H );

笔 效 果 是 传 递 到 构 造 器 的 常 量 在 W in d o w s 中 支 持 七 个 内 部 笔 效 果

每 一 个 都 可 以 通 过 在 P e n S ty le 类 中 定 义 一 个 常 量 来 表 示 P e n S ty le 类 是

枚 举 类 这 意 味 着 它 定 义 了 一 种 方 法 有 效 用 来 决 定 指 定 值 是 否 为

P e n S ty le 类 的 有 效 成 员

下 表 列 出 了 P e n S ty le 常 量

常 量常 量常 量常 量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P e n S ty le .D A S H 表 示 画 破 折 号 的 笔

P e n S T Y L E .D O T 表 示 划 点 的 笔

P e n S ty le .D A S H D O T 表 示 画 点 划 线 的 笔

P e n S ty le .IN S ID E F R A

M E

表 示 这 个 笔 在 框 架 或 封 闭 的 形 状 内 画 一 条 线 这 个 形 状

是 由 G ra p h ic 对 象 指 定 边 框 矩 形 的 输 出 函 数 产 生 的 例

如 d ra w R e c t , d ra w P ie 和 d ra w C h o rd

P e n S ty le .N U L L 表 示 一 个 空 笔

P e n S ty le .S O L ID 表 示 一 个 实 心 笔

另 外 P e n 对 象 包 括 了 一 组 用 于 指 定 要 创 建 的 笔 种 类 的 公 共 成 员 这 些

成 员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都 是 P e n 对 象 用 于 模 拟 W in d o w s 用 户 界 面 的 各 种



本 机 特 征

例 如 P e n 类 定 义 了 一 个 W IN D O W F A R M E 成 员 当 创 建

W IN D O W F A R M E 类 型 的 笔 时 使 用 笔 画 的 线 看 起 来 与 活 动 窗 口 的 边 框

是 一 样 的

P en  p e n  =  P en .W IN D O W F R A M E ;

下 表 列 出 了 定 义 为 P e n 类 公 共 成 员 的 P e n 对 象

对 象对 象对 象对 象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P e n .A C T IV E E C A P T IO N T E X T 创 建 活 动 窗 口 标 题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P e n .C O N T R O L T E X T 表 示 控 件 上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P e n .G R A Y T E X T 表 示 禁 用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P e n .H IG H L IG H T T E X T 表 示 高 亮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P e n .IN A C T IV E C A P T IO N T E X T 表 示 不 活 动 窗 口 标 题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P e n .IN F O T E X T 表 示 信 息 工 具 提 示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P e n .M E N U T E X T 表 示 菜 单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P e n .N U L L 表 示 一 个 空 笔 空 笔 不 做 任 何 事 情

P e n .W IN D O W F R A M E 表 示 活 动 窗 口 边 框 颜 色 的 笔

P e n .W IN D O W T E X T 表 示 活 动 窗 口 文 本 颜 色 的 笔

注 意 当 根 据 系 统 常 量 使 用 笔 时 例 如 活 动 窗 口 文 本 的 颜 色 P e n 对 应

的 系 统 设 置 的 改 变 将 导 致 笔 的 变 化



在 G ra p h ic对 象 上 设 置 笔

P e n 对 象 自 身 包 括 了 无 颜 色 或 绘 制 功 能 它 只 描 述 了 G D I 功 能 的 一 个 子

集 当 在 窗 体 上 使 用 P e n 之 前 先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se tP e n 方 法 将

G ra p h ic 对 象 与 P e n 关 联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g .s e tP en ( n e w  P e n (P en S t y le .D A S H )) ;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关 联 了 P e n 后 在 G ra p h ic 对 象 矩 形 框 内 的 所 有 线 的

绘 制 都 使 用 这 支 笔 另 外 可 以 在 相 同 的 G ra p h ic 对 象 上 多 次 调 用 se tP e n
方 法

下 例 演 示 了 具 有 G ra p h ic 对 象 画 线 功 能 的 P e n 对 象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本 例

中 在 P e n 对 象 中 定 义 的 笔 效 果 存 在 于 一 个 整 数 数 组 中 在 类 的 绘 制 处

理 程 序 中 通 过 笔 效 果 的 数 组 使 用 fo r 循 环 来 进 行 迭 代 使 用 任 一 效 果

绘 制 一 条 线

p u b lic  c la s s  F o r m 1  ex ten d s  F o r m

}

in t  [ ]  rg S ty le s  =  {  P e n S ty le .D A S H , P e n S ty le .D A S H D O T ,
P e n S ty le .D A S H D O T D O T ,
               P e n S t y le .D O T ,P e n S t y le . IN S ID E F R A M E ,P e n S t y le .S O L ID  } ;



   p ro t 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 n t  e )

   {

      R e c ta n g le  r c  =  th is .g e tC lie n tR e c t( ) ;

      rc .y  + =  1 0 ;

      fo r ( in t  i =  0 ;  i  < rg S t y les .l e n g th ;  i+ + ){

         e .g ra p h ic s .se tP e n (n e w  P e n (C o lo r .B L A C K ,i)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L in e(n e w  P o in t(0 , r c .y ) ,

                          n e w  P o in t( rc .w id th , r c .y )) ;

         rc .y  + =  1 0 ;
      }

   }

// R e s t  o f  F o rm 1  c la s s…

使 用 刷 子

刷 子 是 一 种 图 形 工 具 基 于 W in 3 2 的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它 可 以 绘 制 多 边 形

椭 圆 轨 迹 的 内 部 画 图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刷 子 可 以 绘 制 形 状 字 处 理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刷 子 绘 制 标 尺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 C A D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刷 子

绘 制 横 断 面 视 图 的 内 部 电 子 数 据 表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刷 子 绘 制 饼 图 和 条 形



图 的 断 面

刷 子 有 两 种 类 型 逻 辑 型 和 物 理 型 逻 辑 型 刷 子 是 在 代 码 中 定 义 的 是

应 用 程 序 绘 制 形 状 使 用 的 颜 色 和 样 式 的 理 想 组 合 物 理 型 刷 子 以 逻 辑 型

刷 子 为 基 础 由 设 备 驱 动 程 序 创 建

刷 子 的 原 点

当 某 一 应 用 程 序 调 用 绘 制 函 数 绘 制 形 状 时 W in d o w s 在 绘 制 操 作 的 开 始

定 位 一 个 刷 子 并 在 刷 子 的 位 图 中 对 客 户 区 的 窗 口 原 点 映 射 一 个 像 素 窗

口 原 点 位 于 客 户 区 窗 口 的 左 上 角 W in d o w s 映 射 的 像 素 点 坐 标 称 为 刷

子 的 原 点

刷 子 原 点 的 默 认 值 是 刷 子 位 图 的 左 上 角 0 0 坐 标 W in d o w s 随 后 拷

贝 经 过 客 户 区 的 刷 子 形 成 与 位 图 同 样 高 的 样 式 拷 贝 操 作 不 断 逐 行 进

行 直 到 填 满 整 个 客 户 区 然 而 刷 子 样 式 只 有 在 指 定 形 状 的 边 界 才 是

可 视 的 这 里 术 语 位 图 多 用 于 字 面 意 义 — — 如 同 安 排 位 一 样 � � 而 不

专 指 存 储 在 图 像 文 件 中 的 位

在 不 使 用 默 认 刷 子 原 点 时 有 许 多 实 例 例 如 对 于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可 以 有 必 要 使 用 相 同 的 刷 子 绘 制 父 窗 口 和 子 窗 口 的 背 景 并 把 子 窗 口 的

背 景 与 父 窗 口 的 背 景 相 混 合

逻 辑 型 刷 子 类 型

逻 辑 型 刷 子 的 类 型 有 三 种 实 心 影 线 样 式



实 心 so l id 刷 子 由 W in d o w s 用 户 界 面 的 一 些 元 素 定 义 的 颜 色 或 样 式

组 成 例 如 可 以 通 过 W in d o w s 显 示 禁 用 按 钮 使 用 的 常 规 颜 色 和 样 式

来 绘 制 一 种 形 状

影 线 h a tc h e d 刷 子 由 颜 色 的 组 合 和 W in 3 2 定 义 的 六 种 样 式 之 一 组 成

样 式 p a t te rn 刷 子 由 位 图 组 成 这 个 位 图 作 为 填 充 形 状 的 样 式 的 基 础

它 填 充 的 区 域 比 位 图 要 大 在 显 示 中 以 水 平 和 垂 直 方 向 平 铺 位 图 样 式

刷 子 能 够 创 建 由 自 定 义 样 式 组 成 的 自 定 义 刷 子

W F C  B ru s h对 象

W in 3 2 刷 子 的 功 能 封 装 在 W F C B ru sh 对 象 和 B ru sh S ty le 对 象 中 可 以 协

调 使 用 这 些 对 象 来 创 建 实 心 样 式 和 影 线 型 刷 子

B ru sh 对 象 定 义 了 一 组 公 用 的 最 终 成 员 每 个 成 员 都 是 一 个 代 表 实 心 刷

子 的 对 象 B ru sh S ty le 类 代 表 了 作 为 一 组 整 型 常 量 的 影 线 刷 子 每 个 常

量 代 表 刷 子 的 不 同 类 型

下 表 列 出 了 代 表 实 心 刷 子 的 B ru sh 对 象

常 量常 量常 量常 量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B ru sh .A V T IV E B O R D E R 表 示 活 动 窗 口 边 框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A V T IV E C A P T IO N 表 示 活 动 标 题 栏 颜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B ru sh .A P P W O R K S P A C E 表 示 应 用 程 序 工 作 区 颜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B ru sh .C O N T R O L 表 示 控 件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C O N T R O L D A R K 表 示 3 D 元 素 阴 影 部 分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C O N T R O L D A R K D A R K 表 示 3 D 元 素 最 深 颜 色 部 分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C O N T R O L L IG H T 表 示 3 D 元 素 高 亮 部 分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C O N T R O L L IG H T L IG H T 表 示 3 D 元 素 最 亮 部 分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D E S K T O P 表 示 桌 面 当 前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H A L F T O N E 表 示 标 准 半 色 调 颜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B ru sh .H IG H L IG H T 表 示 高 亮 元 素 背 景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B ru sh .H O L L O W 表 示 一 个 空 刷 子 什 么 也 不 绘 制

B ru sh .H O T T R A C K 表 示 指 出 热 点 跟 踪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IN A C T IV E B O R D E R 表 示 不 活 动 窗 口 边 框 颜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B ru sh .IN A C T IV E C A P T IO N 表 示 不 活 动 标 题 栏 颜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IN F O 表 示 信 息 工 具 提 示 背 景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B ru sh .M E N U 表 示 高 亮 元 素 背 景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B ru sh .N U L L 表 示 一 个 空 刷 子

B ru sh .S C R O L L B A R 表 示 滚 动 条 背 景 色 的 B ru sh 对 象

B ru sh .W IN D O W 表 示 窗 口 背 景 色 的 B ru s h 对 象

下 表 列 出 了 代 表 影 线 刷 子 的 B ru s h S ty le 常 量

常 量常 量常 量常 量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B ru sh S ty le .B A C K W A R D D IA G O

N A L

表 示 反 对 角 刷 子 从 刷 子 原 点 左 上 角 到 右 下

角 的 平 行 线

B ru sh S ty le .D IA G O N A L C R O S S 表 示 一 个 交 叉 影 线 的 刷 子

B ru sh S ty le .F O R W A R D D IA G O N A 表 示 一 个 正 斜 线 刷 子 从 刷 子 原 点 右 下 角 到



L 左 上 角 的 平 行 线

B ru sh S ty le .H O L L O W 表 示 一 个 中 空 刷 子 一 个 中 空 刷 子 与 空 刷 等

同

B ru sh S ty le .H O R IZ O N T A L 表 示 由 间 隔 均 等 的 水 平 线 构 成 的 样 式

B ru sh S ty le .P A T T E R N 表 示 一 个 样 式 刷 子

B ru sh S ty le .S O L ID 表 示 一 个 实 心 刷 子

B ru sh S ty le .V E R T IC A L 表 示 由 间 隔 均 等 的 垂 直 线 构 成 的 样 式

创 建 B ru s h对 象

如 何 创 建 B ru sh 对 象 取 决 于 所 需 刷 子 的 类 型 因 为 实 心 刷 子 是 B ru s h 对

象 可 以 如 下 创 建 实 心 刷 子

B ru s h  b r  =  B r u s h .B L A C K ;

样 式 刷 子 可 由 作 为 整 型 常 量 的 B ru sh 对 象 来 代 替 创 建 如 下

B ru s h  b r  =  n e w  B r u s h (C o lo r .B L A C K , B ru s h S t y le .F O R W A R D D IA G O N A L );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演 示 了 基 于 位 图 创 建 刷 子 的 一 种 方 法

B ru s h  b m p B ru s h  =  n e w  B r u s h (n e w  B itm a p (" c : \\m yb itm a p .b m p " ) ) ;

本 例 中 假 定 刷 子 样 式 所 依 赖 的 位 图 存 储 在 磁 盘 上 的 文 件 中 然 而 也 可

以 使 用 B itm a p 对 象 的 C re a te B itm a p 方 法 在 运 行 期 间 定 义 一 个 位 图

并 使 用 定 义 的 位 图 作 为 刷 子 样 式 的 基 础



在 G ra p h ic对 象 上 设 置 刷 子

如 同 P e n 和 F o n t 对 象 一 样 B ru sh 对 象 包 含 无 颜 色 或 绘 制 功 能 它 是 G D I
功 能 的 一 个 子 集 当 使 用 刷 子 进 行 填 充 之 前 必 须 先 使 用 se tB ru sh 方 法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关 联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 (P a in tE v e n t  e )

{

   / /  C r ea te  a  fo r w a rd  d ia g o n a l  b ru s h , a n d  a s s o c ia t e  it  w ith  th e

   / /  o b je c t .

   B ru s h  b r  =  n e w  B ru s h (C o lo r .B L A C K , B r u s h S t y le .F O R W A R D D IA G O N A L );

   e .g ra p h ics .s e tB ru s h (b r ) ;

}

当 B ru sh 对 象 与 G ra p h ic 对 象 建 立 关 联 后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实 例 绘 制

的 所 有 多 边 形 都 由 关 联 的 刷 子 填 充 如 果 想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关 联 一 个 新

刷 子 可 以 多 次 调 用 se tB ru sh

B ru s h对 象 举 例

自 定 义 刷 子 基 于 从 文 件 加 载 或 在 内 存 创 建 的 位 图 C u s to m B ru sh 样 本 应

用 程 序 演 示 了 如 何 创 建 和 使 用 自 定 义 刷 子

C u s to m B ru s h 的 应 用 程 序 由 两 个 面 板 和 两 个 按 钮 组 成 第 一 块 面 板



p a n e lG r id 由 6 4 个 正 方 形 组 成 当 用 户 单 击 这 些 正 方 形 中 的 某 一 个

时 应 用 程 序 寄 存 器 注 册 已 单 击 的 正 方 形 将 正 方 形 绘 制 为 黑 色 并 逐

位 对 短 整 数 数 组 的 元 素 执 行 操 作 整 数 的 修 改 取 决 于 单 击 的 正 方 形

当 用 户 单 击 T e s t 按 钮 时 C u s to m B ru sh 应 用 程 序 根 据 短 整 型 的 数 组 创 建

位 图 根 据 这 个 位 图 创 建 一 个 刷 子 然 后 使 用 刷 子 为 T e s t  按 钮 上 显 示

的 面 板 p a n e lR e c t 绘 制

在 应 用 程 序 的 启 动 上 C u s to m B ru sh 应 用 程 序 执 行 如 下 任 务

•  调 用 用 户 定 义 的 g e tR e c ts 方 法 来 创 建 一 个 6 4  R e c ta n g le 对 象 的 数 组

并 为 应 用 程 序 的 网 格 面 板 绘 制 这 些 矩 形 p a n e lG r id
•  声 明 一 个 短 整 型 数 组 b B ru sh B its 存 于 数 组 中 的 整 数 值 将 最 后 形

成 创 建 位 图 的 基 础 当 用 户 单 击 T e s t 按 钮 时 使 用 位 图 来 创 建 一 个

刷 子 这 个 刷 子 绘 制 T e s t 按 钮 上 显 示 的 面 板

•  声 明 并 初 始 化 一 个 布 尔 型 变 量 数 组 为 假 此 数 组 用 于 跟 踪 p a n e lG r id
中 每 个 矩 形 的 状 态 当 用 户 单 击 P a n e lG r id 中 的 一 个 矩 形 时 数 组 中

相 应 的 变 量 设 置 为 真

p u b lic  c la s s  F o r m 1  ex ten d s  F o r m

}

/ /  R ec ta n g les  in to  w h ich  to  d iv id e  th e  p a n e l.

R e c ta n g le  [ ]  r g R e cts  =  n e w  R e c ta n g le[6 4 ] ;

/ /  T ra ck s  th e  s ta te  o f  th e  r e c ta n g les .

b o o lea n  [ ]  rg S ta te s  =  n e w  b o o lea n [6 4 ] ;



in t  [ ]  b B ru s h B its  =  n e w  in t  [8 ] ;

p u b lic  F o r m 1 ()

{

   / /  s e t  th e  s ta te  a r ra y  to  a n  in it ia l v a lu e  o f  fa ls e ; .

   f o r ( in t  i =  0 ;  i <  rg S T A T E S .L E N G T H ; i+ + ){

      rg S ta tes [ i]  =  fa ls e ;

   }

   / /  In it ia l iz e  th e  f r o m .

   in itF o r m () ;

   / /  D iv id e  th e  p a n el in to  6 4  re c ta n g les  a n d  p a in t  th e  fo r m .

   rg R e c ts  =  g e tR e c ts (p a n e lG r id .g e tC lie n tR e c t ( ) , 8 , 8 ) ;

   th is .in v a lid a te ( ) ;

}

/  * *

  *  T h is  m e th o d  d iv id es  a  s p e c if ied  r e c ta n g u la r  a r ea  in to  th e  s p e c if ied

  *  n u m b er  o f  s u b r e c ta n g les  (d o w n  a n d  a c ro s s ) , a n d  r e tu rn s  a n  a r ra y

  *  co n ta in in g  th e  s u b r e c ta n g les

  * /

p r iv a te  R e c ta n g le  [ ]  g e tR e c ts (R e c ta n g le  r cC l ien t , in t  n A c r o s s , in t  n D o w n ){



in t  d e lta x , d e lta Y ;

in t  x , y , r ig h t , b o t to m ;

in t  i;

R e c ta n g le  r g R e c ts [ ]  =  n e w  R e c ta n g le [n A cro s s  *  n D o w n ];

/ /  S to re  th e  r ig h t  a n d  b o t to m  o f  th e  r e c ta n g le .

r ig h t  =  r cC l ien t .g e tR ig h t( ) ;

b o t to m  =  r cC lie n t .g e tB o t to m () ;

/ /  D e te r m in e  th e  h e ig h t  a n d  w id th  o f  ea c h  r e c ta n g le .

d e lta X  =  ( r ig h t  –  r cC l ien t .x ) /n A cr o s s ;

d e lta Y  =  (b o t to m  –  rcC lie n t .y )  /  n D o w n ;

/ /  In it ia liz e  t h e  a r ra y  o f  c e ll r e c ta n g les .

fo r( y  =  r cC l ien t .y , i  =  0 ;  y  <  b o t to m ;  y  + =  d e lta Y );

   f o r  (x =  r cC lie n t .x ;  x  <  ( r ig h t  -  n A cro s s )  & &  i <  ( n A cro s s  *  n D o w n ) ;

       x  + =  d e lta X ,  i+ ){

       r g R e c ts [ i]  =  n e w  R e c ta n g le (x ,y ,d e lta X ,d e ta Y );

   }

}

re tu rn  rg R e c ts ;



}

当 调 用 网 格 控 制 面 板 的 绘 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时 使 用 存 储 于 应 用 程 序 矩 形

数 组 rg R e c ts 中 的 维 数 和 存 储 于 类 类 布 尔 型 数 组 rg S ta te s 中 的 状

态 来 绘 制 网 格 否 则 使 用 一 个 空 刷 子 绘 制 这 使 用 户 可 以 决 定 刷 子 的

外 观 此 刷 子 是 在 网 格 面 板 上 根 据 矩 形 样 式 最 终 创 建 的

p r iv a te  v o id  p a n e lG r id _ p a in t(O b je c t  s o u rc e , P a in tE v e n t  e )
{

e .g ra p h ic s .s e tP e n (n e w  P e n (C o lo r .B L A C K ,P e n S ty le .S O L ID , 1 ) ) ;

/ /  D ra w  th e  g r id  to  r e f le c t  th e  c u rr en t  s ta te  o f  th e

/ /  sq u a res .

fo r ( in t  i  =  0  ;  i  <  rg R e c ts .le n g h t ;  i+ + ){

   if ( rg S ta te s [ i]  = =  t ru e ){

      //  If  th e  sq u a re  h a s  b e e n  p re v io u s ly  c l ic k e d , f il l  it .

      e .g ra p h ics .s e tB ru s h ( n e w  B ru s h (C o lo r .B L A C K )) ;

   } e lse {

      e .g ra p h ics .s e tB ru s h (B r u s h .N U L L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R e c t( rg R e c ts [ i] ) ;



   }

}

每 次 用 户 单 击 网 格 面 板 中 的 一 个 矩 形 时 都 会 激 活 面 板 单 击 事 件 在 网

格 面 板 的 单 击 事 例 处 理 程 序 中 应 用 程 序 确 定 单 击 了 哪 一 个 矩 形 并 设

置 相 应 的 布 尔 状 态 为 真 然 后 调 用 p a n e lG r id .in v a l id a te 强 迫 其 重 新 绘 制

另 外 对 存 储 在 类 级 b B ru sh B its 变 量 中 适 当 的 数 组 成 员 逐 位 执 行 操 作

p r iv a te  v o id  p a n e lG r id _ m o u s e D o w n (O b je c t  s o u r c e ,  M o u s e E v e n t  e )

{

   G ra p h ic s  g r  =  th is .c re a te G ra p h ic s ( ) ;
   g r .s e tB ru s h (n e w  B ru s h (C o lo r .B L A C K )) ;

   In te g e r  n B it  =  n e w  In t eg e r(0 ) ;

/ /  D e te r m in e  w h ich  c e l l w a s  c lic k ed .

fo r ( in t  i  =  0 ;  i  <  6 4 ;  i+ + ){

   R e c ta n g le  r c  =  n e w  R e c ta n g le (rg R e c ts [ i] .x ,

               r g R e c ts [ i] .y ,  rg R e c ts [ i] .h e ig h ,

               r g R e c ts [ i] .w id th ) ;

   i f ( rc .c o n ta in s (n e w  P o in t(e .x , e .y ) ) ){

     / /  S e t  th e  a p p ro p r ia te  b o o lea n  s ta te  v a r ia b le .

     rg S ta te s [ i ]  =  t ru e ;



     / /  P e rfo r m  a  b it w is e  N O T  o p era t io n  o n  th e  a p p ro p r ia te

     / / in te g e r  in  th e  a r ra y  o f  s h o r ts  o n  w h ic h  w e’ ll  b a s e

     / /  o u r  b it m a p .

     i f ( i  %  8  = =  0 )
       b B N ru s h B it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8 0 ;

     if ( i  %  8  = =  1 )

       b B N ru s h B it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4 0 ;

     if ( i  %  8  = =  2 )

       b B N ru s h B it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2 0 ;

     if ( i  %  8  = =  3 )

       b B N ru s h B it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1 0 ;

     if ( i  %  8  = =  4 )

       b B N ru s h B it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0 8 ;

     if ( i  %  8  = =  5 )

       b B N ru s h B it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0 4 ;

     if ( i  %  8  = =  6 )

       b B N ru s h B it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0 2 ;

     if ( i  %  8  = =  7 )

       b B ru s h B it s [ i/8 ]  =  b B ru s h B its [ i/8 ]  0 x 0 1 ;

     b re a k ;

     }



   }

   // R e p a in t  th e  g r id .

   p a n e lG r id .in v a lid a te ( ) ;

}

最 后 当 用 户 单 击 T e s t 按 钮 时 T e s t 按 钮 的 单 击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通 过 调

用 p a n e lR e c t .in v a lid a te 对 T e s t 按 钮 上 显 示 的 面 板 (p a n e lR e c t)进 行 重 新 绘

制

P riv a te  v o id  b tn T es t_ c lic k (O b je c t  s o u r c e , E v e n t  e )

{

   p a n e lR e c t .in v a lid a te ( ) ;

}

在 p a n e lR e c t 绘 制 处 理 程 序 中 应 用 程 序 根 据 短 整 型 数 组 创 建 一 个 位 图

b B ru sh B its 根 据 位 图 创 建 一 个 刷 子 然 后 绘 制 T e s t 按 钮 上 显 示 的

面 板 p a n e lR e c t

P riv a te  v o id  p a n e lR e c t_ p a in t(O b je c t  s o u r c e ,  P a in tE v e n t  e )

{

   s h o r t  [ ]  rg S h o r ts  =  n e w  s h o r t [8 ] ;

   fo r ( in t  i  =  0 ;  i  <  b B ru sh B its .le n g th ;  i+ + ){



      rg s h o r t s [ i]  =  (s h o r t )  b B ru s h B it s [ i] ;

   }

   e .g ra p h ic s .se tB ru s h (n e w  B ru sh (n e w  B itm a p (8 ,8 ,1 ,1 ,rg S h o r ts ) ) ) ;
   e .g ra p h ics .f il l(p a n e lR e ct .g e tC lie n tR e c t( ) ) ;

}

绘 制 位 图

位 图 是 一 个 可 绘 制 的 表 面 此 表 面 可 用 于 显 示 笔 刷 子 或 图 像 包 括

W in d o w s 位 图 元 文 件 .g if 和 . jp g 图 像

B itm a p 对 象 支 持 对 位 图 的 创 建 和 加 载 可 以 使 用 此 对 象 加 载 一 个 来 自

文 件 流 或 资 源 的 位 图 图 像 或 在 内 存 创 建 位 图 另 外 B itm a p 对

象 支 持 在 位 图 中 定 义 透 明 色

创 建 B itm a p 对 象 后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d ra w Im a g e 方 法 在 显 示 器

中 重 现 B itm a p 对 象

下 面 的 代 码 创 建 了 一 个 新 的 B itm a p 对 象 然 后 使 用 F o rm 类 的

c re a te G ra p h ic s 方 法 创 建 G ra p h ic 对 象 来 绘 制 图 像

B itm a p  b m p  =  n e w  B it m a p (" c : \\M y Im a g e.b m p " ) ;

G ra p h ics  g  =  th is .c r ea t eG ra p h ics ( ) ;

g .d ra w Im a g e(b m p , n e w  P o in t(1 0 , 1 0 ) ) ;



缩 小 和 放 大 位 图

W F C 支 持 的 所 有 图 像 M e ta f i le Ic o n B itm a p 和 C u rso r 都 支 持

d ra w S tre tc h T o 和 d ra w T o 方 法 通 过 这 些 方 法 执 行 G ra p h ic 对 象 可 实

现 所 有 图 像 的 重 现 调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d ra w Im a g e 方 法 时 对 象 决 定

是 否 在 图 像 对 象 上 调 用 d ra w S tre tc h T o  或 d ra w T o 方 法

D ra w S tre tc h T o 方 法 放 大 或 缩 小 图 像 以 适 应 特 定 的 矩 形 区 域 d ra w T o 方

法 放 大 图 像 以 适 合 特 定 的 区 域 但 如 果 对 目 标 区 域 来 讲 图 像 太 长

d ra w T o 方 法 会 剪 切 图 像 另 外 两 种 方 法 都 支 持 绘 制 图 像 部 分 到 G ra p h ic
边 框 矩 形 的 指 定 部 分

不 能 直 接 调 用 D ra w S tre tc h T o 或 d ra w T o 方 法 它 们 是 在 W F C 图 像 类 中

作 为 保 护 对 象 而 定 义 的 为 决 定 调 用 哪 一 种 方 法 须 调 用 d ra w Im a g e 方

法 的 一 种 版 本 且 带 有 一 个 布 尔 标 量 参 数 下 面 是 G ra p h ic 对 象 定 义 的

一 种 方 法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d ra w Im a g e  ( Im a g e  I, R e c ta n g le  r , b o o le a n  s ca le )

如 果 sc a le 参 数 是 真 则 放 大 或 缩 小 图 像 以 适 合 剪 切 矩 形 域 否 则 则

剪 切 图 像

透 明 重 现 映 射

在 一 个 图 像 中 B itm a p 对 象 支 持 一 种 或 多 种 颜 色 的 透 明 重 现

如 果 需 要 以 透 明 的 方 式 重 现 单 一 的 颜 色 可 使 用 se tT ra n s p a re n tC o lo r 和



se tT ra n s p a re n t 方 法 S e tT ra n s p a re n tC o lo r 方 法 须 带 有 一 个 C o lo r 对 象 参

数 此 参 数 指 定 透 明 重 现 的 位 图 颜 色 S e tT ra n s p a re n t 方 法 需 带 一 个 布

尔 值 以 指 定 是 否 重 现 设 定 的 透 明 颜 色

例 如 以 下 代 码 段 指 定 黑 色 作 为 透 明 色 当 调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d ra w Im a g e 方 法 来 绘 制 图 像 时 图 像 中 的 黑 色 像 素 点 并 不 重 现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n t  e )

{

   B it m a p  b m p  =  n e w  B itm a p (" c :\ \M y Im a g e .b m p " ) ;

   B m p .s e tT ra n s p a ren tC o lo r(C o lo r .B L A C K );

   B m p .s e tT ra n s p a ren t( fa ls e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Im a g e(b m p , n e w  P o in t (0 ,0 )) ;

}

也 可 以 根 据 位 屏 蔽 创 建 B itm a p 对 象 来 获 得 透 明 性 在 两 个 位 屏 蔽 中

一 个 是 彩 色 另 一 个 是 单 色 在 彩 色 屏 蔽 中 透 明 绘 制 位 图 的 每 一 部 分

都 应 为 黑 色 在 单 色 屏 蔽 中 透 明 绘 制 位 图 的 每 一 部 分 都 应 为 白 色

光 栅 操 作

光 栅 操 作 是 对 G D I 图 元 显 示 的 一 种 逻 辑 操 作 例 如 刷 子 笔 图 像 或

形 状 以 获 得 可 视 效 果 能 够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执 行 的 光 栅 操 作 是 在

R a s te rO p 对 象 中 定 义 的 当 检 查 G ra p h ic 对 象 支 持 的 这 种 方 法 时 会 发



现 每 一 个 基 础 操 作 如 画 线 或 图 像 显 示 等 这 些 方 法 都 带 有 一 个 R a s te rO p
作 为 参 数

在 最 简 单 的 情 形 中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绘 制 方 法 只 对 一 些 显 示 区 支 持 白 色

或 拷 贝 的 像 素 重 写 最 近 显 示 的 内 容 添 加 光 栅 操 作 后 重 写 就 变 得 非

常 复 杂

例 如 假 设 要 对 最 近 被 图 像 覆 盖 的 区 域 绘 制 一 个 黑 色 的 矩 形 框 但 想 逻

辑 组 合 这 些 黑 色 像 素 使 之 与 目 标 图 像 中 的 像 素 对 应 并 对 结 果 进 行 显

示 光 栅 操 作 可 以 实 现 这 些 组 合 操 作

在 逻 辑 上 R a s te rO p 对 象 支 持 的 变 化 太 多 了 以 整 本 书 的 篇 幅 都 不 能 介

绍 完 全 下 面 的 语 句 演 示 了 调 用 R a s te rO p 对 象 的 基 本 语 法 这 些 语 句

设 置 了 窗 体 的 背 景 色 并 且 用 背 景 色 的 反 色 绘 制 了 一 条 线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 (P a in tE v e n t  e )

{

th is .s e tB a c k C o lo r ( n e w  C o lo r(2 5 5 , 2 5 5 , 2 5 5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L in e( n e w  P o in t(1 0 , 1 0 ) , n e w  P o in t(1 0 0 , 1 0 ) ,

R a s te rO p .T A R G E T .in v e r t ( ) ) ;

}

绘 制 形 状

G ra p h ic 对 象 支 持 绘 制 线 矩 形 弦 弧 线 弧 线 角 和 贝 塞 尔 B e z ie r



样 条

直 线

直 线 是 显 示 器 上 一 组 高 亮 显 示 像 素 可 以 用 两 点 来 确 定 起 点 和 终 点

在 W in d o w s 中 位 于 起 点 的 像 素 总 是 包 括 在 线 中 而 位 于 终 点 的 像 素

总 是 排 除 在 外 的 这 些 线 有 时 被 称 为 包 括 -排 除 in c lu s iv e -e x c lu s iv e
通 过 调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d ra w L in e 方 法 可 以 画 一 条 线 这 种 方 法 带 有

两 个 参 数 来 指 明 线 的 起 点 和 终 点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 (P a in tE v e n t  e ){

   R e c ta n g le  r cC l ien t  =  th is .g e tC l ien tR e ct ( ) ;

   / /  D ra w  l in es  th a t  d iv id e  th e  s c r e e n  a r ea  eq u a lly  in to  f o u r  s q u a res .

   e .g ra p h ics .d ra w L in e(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x , r cC lie n t .h e ig h t  /  2 ) ,

                    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r cC lie n t .h e ig h t  /  2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L in e(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2 , r cC l ien t .y ) ,

                    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2 , r c C l ien t .h e ig h t) ) ;

}

矩 形

为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编 写 的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矩 形 指 定 屏 幕 上 或 窗 口 中 的



矩 形 区 域 使 用 矩 形 描 述 窗 口 的 客 户 区 屏 幕 的 重 绘 制 区 或 格 式 文 本 的

显 示 区 也 可 以 使 用 矩 形 来 进 行 填 充 画 边 框 或 转 换 带 给 定 刷 子 的 部 分

客 户 区 并 检 索 窗 口 坐 标 或 窗 口 客 户 区

矩 形 区 的 维 数 在 W F C  R e c ta n g le 对 象 中 描 述 这 个 对 象 由 描 述 矩 形 的 屏

幕 位 置 和 维 数 的 X Y 高 度 和 宽 度 整 数 组 成 另 外 使 用 对 象 的 g e tR ig h t
和 g e tB o tto m 方 法 可 以 检 索 右 边 和 底 边 的 屏 幕 位 置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下 节 矩 形 操 作 和 矩 形 举 例

矩 形 操 作

R e c ta n g le 对 象 提 供 了 许 多 使 用 矩 形 的 方 法 这 个 对 象 的 等 价 方 法 确 定

是 否 有 两 个 R e g ta n g le 对 象 是 一 样 的 — — 也 就 是 说 它 们 是 否 具 有 相 同

的 坐 标

In f la te R e c t 方 法 增 加 或 减 少 矩 形 的 宽 度 或 高 度 或 两 者 它 可 以 从 矩 形 的

两 个 端 点 增 加 或 减 少 宽 度 也 可 以 从 矩 形 的 两 个 顶 部 和 底 部 增 加 或 减 少

高 度

过 载 的 包 含 方 法 可 以 确 定 一 个 矩 形 描 述 的 区 域 是 否 存 在 于 另 一 个 矩 形 描

述 的 区 域 中 或 确 定 矩 形 中 是 否 存 在 一 个 给 定 的 点

In te rs e c ts  和  in te rs e c tsW ith 方 法 确 定 了 两 个 R e c ta n g le 对 象 的 相 交 结 果

矩 形 举 例

本 节 的 例 子 说 明 如 何 把 应 用 程 序 的 客 户 区 分 成 几 个 子 矩 形 以 及 在 这 些 区

内 如 何 工 作



启 动 应 用 程 序 时 把 主 窗 体 的 客 户 区 分 成 1 6 1 6 的 子 区 并 在 这 些 矩

形 区 中 以 指 定 的 颜 色 显 示 每 个 阴 影 为 修 改 显 示 的 矩 形 数 量 可 以 使

用 D im e n s io n s 菜 单 项 来 显 示 一 个 对 话 框 在 对 话 框 中 可 以 指 定 显 示

矩 形 的 新 数 量

下 例 中 给 出 了 把 屏 幕 划 分 成 几 个 R e c ta n g le 对 象 的 方 法 此 方 法 g e tR e c ts
带 有 三 个 参 数 指 定 划 分 区 域 的 一 个 矩 形 两 个 整 数 表 明 划 分 矩 形 长 和

宽 的 单 位 这 种 方 法 返 回 一 个 矩 形 数 组 此 数 组 中 包 括 相 应 的 坐 标

p r iv a te  R e c ta n g le [ ]  g e tR e c ts (R e c ta n g le  rc C lie n t ,  in t  n D o w n , in t  n A c ro s s ){

   in t  d e lta X ,  d e lta Y ;  / /  T h e  h e ig h t  a n d  w id th  o f  ea c h  ce l l.

   in t  x , y ;

   in t  i;

   R e c ta n g le  rg R e c ts [ ]  =  n e w  R e c ta n g le [n D o w n  *  n A c ro ss ] ;
   / /  D e t e r m in e  th e  h e ig h t  a n d  w id th  o f  ea ch  R e c ta n g le .

   d e l ta X  =  ( rc C lie n t .g e tR ig h t( )  –  rc C lie tn .x )  / n A c ro ss ;
   d e lta Y  =  ( r cC lie tn .g e tB o t to m ()  –  r cC l ien t .y )  /  n D o w n ;

   // C re a te  a n d  in i tia liz e  th e  R e c ta n g le  a r ra y .
      fo r ( y =  r cC l ien t .y , i  =  0  <  r cC l ien t .g e tR ig h t( )  –  n A c ro s s )  & &

         i <  (n A cro s s  *  n D o w n ) ;  x  + =  d e lta X , i+ + ){

         rg R e c ts [ I]  =  n e w  R e c ta n g le (x ,y , d e l ta X , d e lta Y ) ;
      }



   }

   // R e tu rn  th e  in i t ia l iz e d  a r ra y .

   r e tu r n  r g R e c ts ;

}

启 动 应 用 程 序 时 F o rm 类 构 造 器 初 始 化 两 个 类 级 整 数 n A c ro ss   和

n D o w n 为 1 6 并 调 用 以 前 列 出 的 g e tR e c ts 方 法

p u b lic  F o r m 1 (){

   in itF o r m () ;

   n A cr o s s  =  1 6 ;

   n D o w n  =  1 6 ;

   / /  In it ia l iz e  c la s s - lev e l a r ra y .

   r g R e c ts  =  g e tR e c ts ( th is .g e tC lie n tR e c t( ) , n A cr o s s , n D o w n );

}

类 构 造 器 返 回 后 自 动 调 用 类 绘 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通 过 类 级 rg R e c ts 数 组 循 环 执 行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se tB ru sh 方 法 设 置 新 的 颜 色 然 后 调 用 d ra w R e c ts 方 法 来 绘 制 数 组 矩 形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n t  e ){

   f o r( in t  i =  0 ;  i <  rg R e cts .len g th ;  i+ + ){

      e .g ra p h ics .s e tB ru s h ( n e w  B ru s h ( n e w  C o lo r(0 ,0 ,i)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R e c t( rg R e cts [ i] ) ;

   }

}

最 后 F o rm 类 的 重 设 大 小 处 理 程 序 简 单 地 重 新 初 始 化 数 组 然 后 强 制

窗 体 的 客 户 区 重 新 绘 制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R es iz e (E v en t  e ){

   R e c ta n g le  r cC l ien t  =  th is .g e tC l ien tR e ct ( ) ;

   r g R e c ts  =  g e tR e c ts ( rcC l ien t , n D o w n , n A cr o s s ) ;

   t h is .in v a lid a te ( ) ;

}

弦

弦 是 椭 圆 和 直 线 段 称 为 割 线 的 交 点 界 限 内 的 区 域 我 们 可 以 使 用 当

前 的 笔 来 画 弦 的 轮 廓 使 用 当 前 的 刷 子 来 填 充 在 割 线 的 一 边 剪 辑 部 分

椭 圆

要 画 一 条 弦 可 以 使 用 G ra p h ic s 对 象 的 d ra w C h o rd 方 法 语 法 如 下

d ra w C h o rd R e c ta n g le   p 1 p o in t   p 2 p o in t   p 3

d ra w C h o rd 方 法 的 R e c ta n g le 参 数 指 定 了 绘 制 椭 圆 的 区 域 其 他 两 个 P o in t
参 数 指 定 了 割 线 与 椭 圆 的 两 个 交 点

下 例 是 对 d ra w C h o rd 的 两 次 调 用 第 一 次 调 用 在 显 示 器 的 左 下 角 画 了 一



个 弦 第 二 次 调 用 在 右 上 角 画 了 一 个 弦 每 次 调 用 d ra w C h o rd 都 有 不

同 的 刷 子 关 联 了 G ra p h ic 对 象 来 确 保 两 个 弦 组 成 一 个 圆 分 别 绘 制 黑 色

和 白 色

p ro te c te 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 n t  e ){

   R e c ta n g le  r cC l ien t  =  th is .g e tC l ien tR e ct ( ) ;

   // A s so c ia te  a  b la c k  b ru s h  w ith  th e  o b je c t  a n d  d ra w  a  c h o rd .

   e .g ra p h ics .s e tB ru s h (n e w  B r u s h (n e w  C o lo r(0 ,0 ,0 )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C h o r d ( r cC l ien t ,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x , r cC l ien t .y ) ,

     n e w  P o in t ( r cC l ien t .g e tR ig h t( ) ,r cC lie n t .g e tB o t to m ()) ;

   // A s so c ia te  a  w h ite  b ru sh  w ith  th e  o b je c t  a n d  d ra w  a  c h o rd .

   e .g ra p h ics .s e tB ru s h (n e w  B r u s h (n e w  C o lo r(2 5 5 ,2 5 5 ,2 5 5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C h o r d ( r cC l ien t , n e w  P o in t( r cC l ien t .g e tR ig h t( ) ,

     r cC lie n t .g e tB o t to m () ) , 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x , r cC l ie n t .y )) ;

}

弧

通 过 调 用 d ra w A rc 方 法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画 一 个 椭 圆 或 椭 圆 的 一 部 分 这

种 方 法 可 以 在 不 可 视 矩 形 的 周 边 画 一 条 曲 线 称 之 为 边 框 矩 形 椭 圆 的

尺 寸 可 以 通 过 从 矩 形 中 心 到 矩 形 两 边 放 大 的 两 个 可 视 半 径 来 指 定



调 用 d ra w A rc 方 法 时 应 用 程 序 要 指 定 带 边 框 矩 形 的 坐 标 和 半 径

下 例 画 了 一 条 弧 填 充 了 窗 体 的 客 户 区 并 使 用 G ra p h ic 对 象 的 d ra w L in e
方 法 从 弧 的 顶 端 到 半 径 画 了 一 条 线 然 后 从 半 径 到 椭 圆 的 最 右 边 画 了 一

条 线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n t  e ){

   R e c ta n g le  r cC l ien t  =  th is .g e tC l ien tR e ct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A r c(r cC l ien t , n e w  P o in t ( r cC l ien t .w id th  /2 ,rcC l ien t .y ) ,

      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r cC lie n t .h e ig h t  /2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L in e(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2 , r cC l ien t .y ) ,

      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2 , r cC l ien t .h e ig h t  /  2 )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L in e(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r cC lie n t .h e ig h t  /  2 ) ,

      n e w  P o in t( rcC lie n t .w id th  /  2 , r cC l ien t .h e ig h t  /  2 ) ) ;

}

弧 线 角

弧 线 角 类 似 于 弧 线 两 者 之 间 最 基 本 的 实 用 性 区 别 是 当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d ra w A rc 画 一 个 弧 时 须 指 明 弧 线 径 向 的 X 和 Y 位 置

对 照 来 说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d ra w A rc A n g le 方 法 画 一 个 弧 线 角 需 指 明 角

的 度 数 方 法 本 身 需 要 照 管 画 线 始 点 和 终 点 的 坐 标 及 定 位

d ra w A r A n g le 方 法 的 语 法 如 下



p u b lic  f in a l v o id  d ra w A n g leA r c(  P o in t  c e n te r , in t  r a d iu s , f lo a t  s ta r tA n g le , f lo a t  e n d A n g le )

P o in t 参 数 定 义 了 屏 幕 上 的 径 向 位 置 此 位 置 是 在 ra d iu s 参 数 中 指 出 的

S ta r tA n g le 指 明 了 起 始 的 度 数 e n d A n g le 参 数 指 出 了 从 S ta r tA n g le 开 始

画 多 少 度 角

下 例 说 明 了 此 种 方 法 的 使 用 方 式 在 3 0 度 角 处 开 始 延 伸 了 3 0 0 度 画

了 一 个 弧 度 角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n t  e ){

   R e c ta n g le  r cC l ien t  =  th is .g e tC l ien tR e ct ( ) ;

   in t  x  =  r cC l ien t .w id th  /  2 ;

   in t  y  =  r cC l ien t .h e ig h t  /  2 ;

   in t  ra d iu s  =  1 0 0 ;

   f lo a t  s ta r tA n g le  =  3 0 ;

   f lo a t  e n d A n g le  =  3 0 0 ;

   e .g ra p h ics .d ra w A n g le A r c (n e w  P o in t (x ,y ) , ra d iu s , s ta r tA n lg e , e n d A n g le ) ;

}

贝 塞 尔 B e z ie r 样 条

用 四 点 可 确 定 一 个 B e z ie r 样 条 包 括 两 个 端 点 和 两 个 控 制 点 这 些 点

组 合 在 一 起 定 义 一 个 曲 线 两 个 端 点 定 义 曲 线 的 开 始 和 结 束 控 制 点 把

曲 线 拉 离 由 始 点 和 终 点 形 成 的 线 段



为 绘 制 B e z ie r 样 条 需 使 用 d ra w B e z ie r 曲 线 方 法 这 种 方 法 需 要 一 个 P o in t
对 象 数 组 作 为 参 数 数 组 中 的 四 个 元 素 定 义 了 样 条 的 始 点 两 个 控 制 点

和 终 点

要 绘 制 多 个 样 条 每 个 样 条 在 第 一 个 元 素 之 后 包 括 三 个 数 组 元 素 第

一 个 样 条 的 终 点 作 为 下 一 个 的 始 点 三 个 数 组 元 素 定 义 了 控 制 点 和 终

点

下 面 的 代 码 使 用 d ra w B e z ie r 方 法 绘 制 了 一 条 贝 塞 尔 曲 线 表 明 每 次 窗

口 重 置 的 大 小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P a in t(P a in tE v en t  e )

{

   P o in t  [ ]  p t  =  n e w  P o in t [4 ] ;

   R e c ta n g le  r c  =  th is .g e tC l ien tR e c t ( ) ;

   in t  r ig h t  =  r c .g e tR ig h t ( ) ;

   in t  b o t to m  =  r c .g e tB o t to m () ;

   p t [0 ]  =  n e w  P o in t( r ig h t  /  4 , b o t to m  /  2 ) ;

   p t [1 ]  =  n e w  P o in t( r ig h t  /  2 , b o t to m  /  4 ) ;

   p t [2 ]  =  n e w  P o in t( r ig h t  /  2 , 3  *  b o t to m  /  4 ) ;

   p t [3 ]  =  n e w  p o in t (3  *  r ig h t  /  4 , b o t to m  /  2 ) ;

   e .g ra p h ics .d ra w B ez ie r (p t ) ;

}

p ro tec t ed  v o id  o n R es iz e (E v en t  e )



{

   t h is .in v la id a te ( ) ;

}



第 1 6 章   建 立 和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A c tiv e X 技 术 的 基 础 是 组 件 对 象 模 型 C O M 另 外 为 创 建 J a v a 组

件 W in d o w s  F o u n d a t io n  C la s se s W F C 可 以 使 用 V is u a l  J + +来 建 立 和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由 于 A c tiv e X 是 基 于 C O M 的 可 以 像 其 他 C O M
对 象 一 样 很 容 易 地 合 并 A c tiv e X 可 以 在 其 他 开 发 环 境 中 诸 如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B a s ic  和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J+ + 开 发 控 件 进 行 应 用 并 在 H T M L
页 中 提 供 高 级 特 征 此 外 可 以 导 入 第 三 方 A c tiv e X 控 件 来 增 强 W F C
应 用 程 序

在 本 章 中 将 学 到

•  如 何 从 现 有 W F C 组 件 建 立 A c tiv e X 控 件

•  如 何 把 A c tiv e X 控 件 导 入 W F C 应 用 程 序

建 立 A c tiv e X 控 件

使 用 J a v a 的 W F C 的 组 件 模 型 可 以 创 建 A c tiv e X 控 件 用 以 在 W F C
应 用 程 序 中 或 其 他 开 发 环 境 中 支 持 A c tiv e X 为 从 W F C 控 件 中 创 建 一

个 A c tiv e X 控 件 以 便 注 册 W F C 控 件 的 类 作 为 C O M 类 一 旦 注 册 了

控 件 的 类 作 为 C O M 类 就 可 以 为 控 件 打 包 一 个 类 文 件 到 C O M  D L L



并 在 注 册 表 中 注 册 它 为 A c tiv e X 控 件 一 旦 注 册 了 控 件 为 A c tiv e X 控 件

就 可 以 从 A c tiv e X 客 户 访 问 它

在 本 方 案 中 可 以 使 用 第 1 章 创 建 控 件 中 说 明 的 控 件 如 果 没 有 创

建 它 则 建 立 本 节 中 说 明 的 控 件 然 后 继 续 这 个 过 程 你 将 学 到

•  如 何 公 布 W F C 控 件 作 为 C O M 对 象

•  如 何 通 过 其 他 应 用 程 序 打 包 控 件 到 C O M  D L L
•  如 何 注 册 C O M  D L L 作 为 A c tiv e X 控 件

•  如 何 导 入 基 于 W F C 的 A c tiv e X 控 件 到 V isu a l  B a s ic

注 意 下 面 的 过 程 假 设 在 Vis u a l  J + +中 已 存 在 一 个 打 开 的 WFC 组
件 项 目

定 义 W F C 控 件 作 为 C O M 对 象

为 了 从 其 他 A c tiv e X 客 户 中 访 问 你 的 控 件 要 把 控 件 定 义 为 C O M 对 象

使 类 作 为 C O M 对 象 公 布 需 要 在 类 定 义 上 放 一 个 @ C O M .R e g is te r 注 释

标 记 V isu a l  J + + 为 类 提 供 了 一 种 自 动 生 成 @ C O M .R e g is te r 注 释 的 方 法

注 意 如 果 已 使 用 Con t r o l 模 板 创 建 了 控 件 的 项 目 则 控 件 已 经 包
含 了 一 个 注 释 标 记 来 注 册 它 作 为 COM 对 象 删 除 前 斜 杠 // 来
启 用 注 释 标 记

定 义定 义定 义定 义 W F C 组 件 作 为组 件 作 为组 件 作 为组 件 作 为 C O M 对 象对 象对 象对 象

1 . 在 P ro je c t 菜 单 上 单 击 <  P ro je c t> P ro p e rt ie s 这 里 的 <  P ro je c t> 是 控 件



项 目 名

2 . 在 <  P ro je c t> P ro p e rt ie s  对 话 框 中 单 击 C O M  C la ss 标 记

3 . 在 类 列 表 中 选 择 控 件 的 类

4 . 单 击 O p tio n s 按 钮

5 . 可 选 在 T yp e  L ib ra r y  O p tio n s 对 话 框 中 改 变 创 建 的 类 型 库 文 件 的 名

字 来 定 义 与 控 件 库 名 控 件 名 的 接 口 作 为 开 发 环 境 和 帮 助 文 件

的 信 息 来 显 示 然 后 单 击 O K
6 . 在 <  P ro je c t> P ro p e rt ie s 对 话 框 中 单 击 O K
V isu a l  J + + 在 控 件 类 定 义 的 上 端 添 加 了 一 个 注 释 标 记 来 注 册 此 类 为

C O M 对 象

注 意 如 果 不 需 要 定 义 多 个 类 作 为 COM 类 可 以 在 Cl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中 定 义 一 个 COM 类 为 显 示 Cl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在
Cla s s  O u t l i n e 中 右 击 类 名 然 后 单 击 Cl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在 Cl 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COM  C l a s s  复 选 框

在 C O M  D L L中 打 包 控 件

定 义 了 W F C 控 件 作 为 C O M 对 象 后 就 可 以 打 包 控 件 的 类 文 件 到 C O M
D L L 文 件 中 控 件 必 须 在 C O M  D L L 文 件 中 打 包 才 能 作 为 A c tiv e X 控

件 使 用 C O M  D L L 提 供 A c tiv e X 客 户 使 用 的 接 口 来 访 问 控 件 及 其 成

员



注 意 为 了 在 Int e r n e t 上 发 布 Ac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在 CAB 文 件 中
打 包 控 件 而 不 是 在 COM  D L L 中

建 立 控 件 作 为建 立 控 件 作 为建 立 控 件 作 为建 立 控 件 作 为 C O M  D L L

1 . 在 P ro je c t 菜 单 上 单 击 <  P ro je c t> P ro p e rt ie s 这 里 <  P ro je c t> 是 指 控 件

项 目 名

2 . 在 <  P ro je c t> P ro p e rt ie s 对 话 框 中 单 击 O u tp u t  F o rm a t 选 项 卡

3 . 选 择 E n a b le  P a c k a g in g 复 选 框

4 . 选 项 卡 上 的 其 他 控 件 都 是 启 用 的

5 . 在 P a c k a g in g  ty p e 下 拉 列 表 中 选 择 C O M  D L L
6 . 在 F ile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C O M  D L L 的 名 字 默 认 名 是 使 用 项 目 名 创

建 的

7 . 在 关 联 的 下 拉 列 表 中 选 择 o u tp u ts  o f  typ e  和  J a v a  C la ss e s  & R e so u rc e s
选 项

8 . 单 击 O K

建 立 项 目

为 项 目 配 置 了 打 包 选 项 后 需 要 建 立 项 目 V isu a l  J + + 为 项 目 添 加 了 一

个 类 型 库 此 项 目 为 控 件 定 义 C O M 接 口 类 型 库 也 包 含 了 注 册 表 注 册

C O M 类 作 为 控 件 时 使 用 的 信 息 当 生 成 类 型 库 时 V isu a l  J + +使 用 创 建

的 类 型 库 文 件 在 注 册 表 中 注 册 项 目 中 的 C O M 类 注 册 了 控 件 的 类 之 后

V isu a l  J + + 打 包 项 目 的 类 文 件 和 类 型 库 到 C O M  D L L 中



建 立 项 目建 立 项 目建 立 项 目建 立 项 目

•  在 B u ild 菜 单 上 单 击 B u ild

注 册 C O M  D L L

一 旦 注 册 了 W F C 控 件 的 类 为 C O M  类 然 后 打 包 它 们 到 C O M  D L L
就 在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注 册 了 C O M  D L L 为 了 做 到 这 一 点 可 以 使 用

R e g s v r3 2 .e x e 程 序 因 为 项 目 的 类 型 库 标 记 W F C 控 件 的 C O M 类 为 一

个 控 件 则 R e g s v r3 2 注 册 C O M  D L L 为 一 个 A c tiv e X 控 件 当 注 册 C O M
D L L 时 其 他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看 到 系 统 上 注 册 的 A c tiv e X 控 件 列 表 中 的

W F C 控 件

注 册注 册注 册注 册 C O M  D L L

1 . 单 击 S ta r t 按 钮 然 后 单 击 R u n
2 . 在 O p e n 框 中 键 入

R e g s v r3 2 .e x e < D L L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这 里 的 < D L L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是 指 控 件 的 D L L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本 方 案

中 键 入

R e g s v r3 2   c :\p ro je c t \p ro je c t1 .d ll
3 . 单 击 O K

如 果 收 到 注 册 失 败 的 信 息 请 确 认 控 件 的 D L L 的 路 径 是 否 正 确 文

件 是 否 存 在



测 试 M ic ro s o f t V is u a l B a s ic中 的 控 件

为 了 测 试 A c tiv e X 控 件 可 以 为 编 程 工 具 和 支 持 A c tiv e X 的 应 用 程 序 添

加 控 件 在 本 方 案 中 可 以 使 用 M ic ro so f t  V is u a l  B a s ic  5 .0 版 或 以 后 版

本 添 加 一 个 控 件 然 后 测 试 其 特 性

为为为为 V isu a l  B a s ic 窗 体 添 加 基 于窗 体 添 加 基 于窗 体 添 加 基 于窗 体 添 加 基 于 W F C 的的的的 A c tiv e X 控 件控 件控 件控 件

1 . 运 行 V isu a l  B a s ic
2 . 在 V isu a l  B a s ic 中 的 F ile 菜 单 上 单 击 N e w  P ro je c t
3 . 在 N e w  P ro je c t 对 话 框 中 单 击 S ta n d a rd  E X E  图 标 然 后 单 击 O K  
4 . 右 击 工 具 箱 然 后 单 击 C o m p o n e n ts
5 . 在 C o m p o n e n ts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控 件 然 后 单 击 O K

对 本 方 案 选 择 P ro je c t1 控 件

6 . 在 工 具 箱 中 双 击 控 件 以 在 窗 体 中 添 加 它

控 件 添 加 到 窗 体 中 心

7 . 按 F 5 运 行 项 目

则 显 示 了 带 控 件 的 窗 体

如 果 使 用 在 第 1 章 创 建 控 件 一 节 说 明 的 控 件 则 可 以 滚 动 水 平 滚 动

条 控 件 中 的 文 本 随 着 滚 动 条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关 于 在 W F C 应 用 程 序 中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下 一 节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A c tiv e X 控 件 可 以 对 W F C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许 多 增 强 功 能 许 多 第 三 方

A c tiv e X 控 件 可 用 于 添 加 功 能 诸 如 定 制 按 钮 的 形 状 电 话 学 技 术 图

标 绘 制 图 形 和 电 子 表 格 可 以 使 用 V isu a l  J + +  中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其 过 程 与 导 入 C O M 对 象 类 似

在 本 方 案 中 将 导 入 用 M ic ro so f t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4 .0 版 安 装 的 M ic ro so f t
A c t iv e M o v ie 控 件 将 学 到

•  如 何 在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注 册 A c tiv e X 控 件

•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时 如 何 创 建 项 目

•  如 何 把 A c tiv e X 控 件 导 入 到 项 目 中

•  如 何 为 窗 体 添 加 A c tiv e X 控 件 并 设 置 其 属 性

•  如 何 建 立 和 运 行 项 目 来 测 试 A c tiv e X 控 件

注 册 控 件

为 了 使 A c tiv e X 控 件 对 V isu a l  J + +可 用 必 须 在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注 册 此 控

件

注 意 本 方 案 中 由 于 在 安 装 In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时 已 注 册 了
Act i v e M o v i e 控 件 所 以 不 需 要 再 注 册

注 册注 册注 册注 册 A c tiv e X 控 件控 件控 件控 件



1 . 单 击 S ta r t 按 钮 然 后 单 击 R u n
2 . 在 O p e n 框 中 键 入

  R eg s v r3 2 .ex e < C o n t ro l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这 里 的 <  C o n tro l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是 指 控 件 的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本 方 案

中 键 入

R eg s v r3 2  c : \W in d o w s \s ys te m \A M O V IE .O C X

3 . 单 击 O K
如 果 收 到 注 册 失 败 的 信 息 请 确 认 控 件 的 路 径 是 否 正 确 文 件 是 否 存

在

创 建 W F C 项 目

当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时 V isu a l  J + + 在 项 目 中 创 建 软 件 包 目 录 并 在 这

些 软 件 包 目 录 中 添 加 类 封 装 器 w ra p p e r 来 访 问 A c tiv e X 控 件 因 此

必 须 有 有 效 的 项 目 来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创 建创 建创 建创 建 W F C 控 件控 件控 件控 件

1 . 在 F ile 菜 单 上 单 击 N e w  P ro je c t
2 . 在 N e w 选 项 卡 上 展 开 V isu a l  J + +  P ro je c t 文 件 夹 单 击 A p p lic a tio n s

然 后 单 击 W in d o w s  A p p lic a t io n s 图 标

3 . 在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项 目 名

4 . 在 L o c a t io n 框 中 键 入 要 保 存 项 目 的 路 径 或 单 击 B ro w s e 来 导 入 文

件 夹



5 . 单 击 O p e n
则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出 现 项 目 的 折 叠 视 图 如 果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没

有 显 示 则 在 V ie w 菜 单 上 单 击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6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展 开 项 目 节 点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的 文 件 具 有 默 认 名 F o rm 1 .J a v a
7 在 F o rm  D e s ig n e r 中 打 开 窗 体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单 击 F o rm 1 .J a v a

导 入 A c tiv e X控 件

创 建 了 项 目 之 后 就 可 以 在 项 目 中 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 使 用 C u s to m iz e
T o o lb o x 对 话 框 从 系 统 中 安 装 的 A c tiv e X 控 件 表 中 选 择 A c tiv e X 控 件

注 意 一 旦 对 某 个 工 具 箱 添 加 了 Act i v e X 控 件 则 控 件 会 一 直 保 留
在 工 具 箱 中 其 他 所 有 项 目 都 可 以 使 用 直 到 删 除 它 为 止

导 入导 入导 入导 入 A c tiv e X 控 件控 件控 件控 件

1 . 在 工 具 箱 中 单 击 G e n e ra l 选 项 卡 如 果 工 具 箱 没 有 出 现 则 单 击 V ie w
菜 单 上 的 T o o lb o x

2 . 右 击 工 具 箱 然 后 单 击 C u s to m iz e  T o o lb o x
3 . 在 C u s to m iz e  T o o lb o x 对 话 框 中 单 击 A c tiv e X  C o n tro ls 选 项 卡

4 . 在 A c tiv e X 控 件 列 表 中 选 择 要 导 入 的 控 件 也 可 以 选 择 多 个 控 件

对 本 方 案 选 择 A c tiv e M o v ie C o n tro lO b je c t
5 . 单 击 O K



把 选 择 的 控 件 添 加 到 工 具 箱

为 窗 体 添 加 控 件

当 对 窗 体 添 加 A c tiv e X 控 件 时 V isu a l  J + +在 项 目 目 录 中 创 建 一 个 或 多

个 软 件 包 并 为 这 些 控 件 添 加 类 封 装 器 通 过 V isu a l  J + + 使 用 类 封 装 器

可 以 访 问 类 及 A c tiv e X 控 件 的 成 员 如 果 要 导 入 的 A c tiv e X 控 件 包 含 在

某 文 件 中 而 此 文 件 又 包 含 多 个 A c tiv e X 控 件 则 V is u a l  J + +将 对 文 件

中 的 所 有 控 件 提 供 类 封 装 器 但 只 把 指 定 的 控 件 添 加 到 工 具 箱

为 窗 体 添 加 控 件为 窗 体 添 加 控 件为 窗 体 添 加 控 件为 窗 体 添 加 控 件

•  在 F o rm  D e s ig n e r 中 显 示 使 用 的 窗 体 双 击 要 添 加 的 控 件

在 本 方 案 中 双 击 A c tiv e X  M o v ie 控 件 此 控 件 添 加 到 窗 体 的 中 央

设 置 控 件 的 属 性

为 窗 体 添 加 了 A c tiv e X 控 件 后 就 可 以 使 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来 设 置 属 性

创 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为为为为 A c tiv e X  M o v ie 控 件 设 置 属 性控 件 设 置 属 性控 件 设 置 属 性控 件 设 置 属 性

1 . 在 F o rm  D e s ig n e r 中 选 择 A c tiv e X M o v ie 控 件

2 . 在 P ro p e r t ie s 窗 口 中 选 择 f i le n a m e 属 性

3 . 键 入 .a v i 文 件 的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以 在 控 件 中 显 示

或



单 击 f i le n a m e 属 性 值 部 分 的 省 略 号 按 钮 显 示 对 话 框 浏 览 计 算 机 中

的 文 件

建 立 项 目

对 窗 体 添 加 了 A c tiv e X 控 件 并 设 置 了 其 属 性 之 后 就 可 以 建 立 并 运 行

此 项 目 来 测 试 控 件 的 函 数 性

创 建 并 运 行 窗 体创 建 并 运 行 窗 体创 建 并 运 行 窗 体创 建 并 运 行 窗 体

1 . 在 B u ild 菜 单 上 单 击 B u ild
如 果 收 到 编 译 错 误 的 信 息 请 改 正 错 误 后 重 新 建 立 项 目

2 . 为 运 行 窗 体 在 D e b u g 菜 单 上 单 击 S ta r t
3 . 显 示 窗 体 时 单 击 控 件 上 的 播 放 按 钮

这 就 显 示 了 f i le n a m e 属 性 中 指 定 的 影 片



第 1 7 章   建 立 和 导 入 C O M 对 象

组 件 对 象 模 型 C O M 是 面 向 对 象 的 体 系 结 构 用 于 创 建 可 从 应 用 程

序 之 间 重 用 的 对 象 也 可 以 使 用 C O M 编 写 可 从 其 他 编 程 环 境 中 访 问 的

对 象 诸 如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B a s ic 和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C + + 以 及 M ic ro so f t
O ff ic e 这 样 的 应 用 程 序 C O M 对 连 接 对 象 提 供 标 准 协 议 即 使 它 们 是

用 不 同 的 编 程 语 言 设 计 的 当 建 立 了 连 接 后 对 象 就 可 以 通 过 标 准 的 用

户 界 面 进 行 通 信

V isu a l  J + +支 持 建 立 和 导 入 C O M 对 象 通 过 在 V isu a l  J + +中 建 立 C O M
对 象 就 能 够 提 供 可 重 用 的 组 件 以 便 由 许 多 应 用 程 序 以 及 用 不 同 的 语

言 编 写 的 应 用 程 序 所 共 享 利 用 C O M 导 入 特 征 可 以 从 其 他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对 象 以 便 在 W in d o w s  F o u n d a t io n  M ic ro s o f t  O ff ic e W F C 应 用

程 序 中 提 供 附 加 的 特 征 例 如 可 以 使 用  M ic ro so f t  O ff ic e 的 M ic ro so f t
W o rd 中 的 访 问 拼 写 检 查 特 征 或 M ic ro so f t  E x c e l 中 数 学 函 数 这 样 的 C O M
对 象 通 过 在 V isu a l  J + +项 目 中 使 用 C O M 在 应 用 程 序 的 开 发 中 可 以

提 供 可 重 用 的 代 码 在 本 章 中 将 学 到

•  如 何 建 立 C O M 对 象

•  如 何 导 入 现 有 C O M 对 象 到 W F C 应 用 程 序 中



建 立 C O M 对 象

V isu a l  J + +通 过 提 供 易 用 的 界 面 把 要 使 用 的 项 目 选 择 类 作 为 C O M 类

从 而 简 化 了 C O M 对 象 的 建 立 任 何 公 用 的 非 抽 象 的 类 都 可 用 来 建 立

C O M 对 象 V isu a l  J + +使 用 类 的 公 共 成 员 作 为 对 C O M 对 象 的 接 口 当

建 立 项 目 时 选 择 类 作 为 建 立 的 C O M 类 并 在 系 统 中 进 行 注 册 作 为 C O M
对 象 一 旦 建 立 了 C O M 对 象 就 可 以 在 C O M  D L L 中 打 包 它 们 并 从

其 他 编 程 环 境 或 支 持 C O M 的 程 序 中 访 问 它 们

在 本 方 案 中 要 建 立 C O M 对 象 在 C O M  D L L 中 打 包 给 出 相 关 的 活

动 统 计 函 数 性 在 此 将 学 到

•  创 建 具 有 作 为 C O M 对 象 给 出 的 类 的 项 目

•  在 P ro je c t  P ro p e r tie s 对 话 框 中 使 用 C O M  C la s se s 选 项 卡 来 选 择 在 项

目 给 出 的 作 为 C O M 对 象 的 类

•  为 使 用 其 他 编 程 语 言 和 应 用 程 序 打 包 C O M 类 到 C O M  D L L
•  建 立 项 目

创 建 项 目

V isu a l  J + +  提 供 C O M  D L L 模 板 创 建 带 有 已 注 册 为 C O M 类 的 项 目

这 种 模 板 在 C O M  D L L 中 也 可 用 于 打 包 项 目 至 于 更 多 的 关 于 使 用 模 板

创 建 C O M  D L L  项 目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第 1 章 的 创 建 C O M  D L L  
尽 管 C O M  D L L 模 板 可 用 但 本 方 案 并 不 使 用 它 因 为 对 于 理 解 如 何 在



多 个 项 目 中 选 择 类 作 为 C O M 类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在 本 方 案 中 要 创 建 空

项 目 并 为 项 目 加 上 J a v a 类 作 为 C O M 对 象

注 意 启 动 下 列 过 程 之 前 关 闭 所 有 打 开 的 项 目 在 Fil e  菜 单
单 击 Clo s e  A l l

创 建 空 项 目创 建 空 项 目创 建 空 项 目创 建 空 项 目

1 . 在 F ile 菜 单 上 单 击 N e w  P ro je c t
2 . 在 N e w 选 项 卡 中 选 择 V isu a l  J + +  P ro je c ts 文 件 夹 然 后 单 击 E m p ty

P ro je c t 图 标

3 . 在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项 目 名

对 于 本 方 案 键 入 S ta ts
4 . 在 L o c a t io n  框 中 键 入 项 目 的 保 存 路 径 或 单 击 B ro w s e 来 定 位 目 录

5 . 单 击 O p e n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显 示 项 目 但 不 包 含 文 件

为 项 目 加 入 类为 项 目 加 入 类为 项 目 加 入 类为 项 目 加 入 类

1 .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右 击 项 目 名

2 . 在 快 捷 菜 单 中 指 向 A d d 然 后 单 击 A d d  C la ss
3 . 要 添 加 空 的 J a v a 类 选 择 C la ss 图 标

4 . 在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Ja v a 类 名

在 本 方 案 中 类 名 为 S ta ts .J a v a
5 . 单 击 O p e n



对 类 添 加 代 码

对 于 C O M  D L L 客 户 要 操 纵 C O M  对 象 必 须 在 C O M  类 中 提 供 公 共

方 法 V isu a l  J + + 通 过 C O M 对 象 的 接 口 给 出 了 Ja v a 类 的 所 有 公 共 方 法

包 括 那 些 从 超 类 继 承 的 方 法 在 本 方 案 中 为 类 添 加 代 码 有 两 种 方 法

这 些 方 法 对 C O M 对 象 的 用 户 提 供 了 与 获 得 相 关 的 统 计 函 数

S ta ts  C O M 对 象 需 要 的 第 一 种 公 共 方 法 是 W in lo s sP e rc e n ta g e 方 法 这 种

方 法 用 于 计 算 某 队 在 比 赛 中 赢 的 百 分 比

添 加添 加添 加添 加 W in L o ss  P e r c e n ta g e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  对 S ta ts 类 添 加 以 下 方 法 定 义

p u b lic  f lo a t  w in L o s s P er c en ta g e ( in t  g a m es P la y e d , in t  g a m e s W o n )

{

   f lo a t  r e tu r n V a lu e  =  g a m es W o n  %  g a m es P la y e d  *  .1 0 0 f ;

   if  ( r e tu r n V a lu e  = =  0 .0 f )

     r e tu r n  1 .0 f ;

   e ls e

     r e tu r n  r e tu r n V a lu e ;

}

本 代 码 采 用 模 运 算 符 来 获 得 余 数 此 数 是 本 队 所 赢 比 赛 数 与 比 赛 总 数

相 除 得 到 的 然 后 将 此 数 乘 上 .1 0 0 f 转 换 成 此 队 的 显 示 值 此 值 确 定

后 代 码 检 查 它 是 否 为 0 如 是 则 说 明 没 有 余 数 此 队 赢 了 所 有 的



比 赛 返 回 1 否 则 代 码 返 回 实 际 数 值

S ta ts  C O M 对 象 需 要 公 布 的 最 终 公 共 方 法 是 g o a ls A g a in s tA v e ra g e 方 法

这 种 方 法 计 算 射 门 的 平 均 数 确 定 的 方 法 是 在 所 有 比 赛 中 用 射 门 次 数

除 以 比 赛 次 数

添 加添 加添 加添 加 g o a lsA g a in s tA v e r a g e 方 法方 法方 法方 法

•  对 S ta ts 类 添 加 下 列 方 法 定 义

p u b lic  f lo a t  G o a ls A g a in s tA v era g e ( in t  g a m es P la y e d ,  in t  g o a ls A l lo w e d )

{

   r e tu r n  ( f lo a t )  g o a ls A llo w e d /g a m es P la y e d ;

}

本 代 码 用 射 门 次 数 除 以 比 赛 次 数 并 将 结 果 转 换 为 浮 点 数

定 义 类 作 为 C O M 类

当 创 建 了 类 并 定 义 了 通 过 C O M 公 布 的 公 共 方 法 之 后 就 定 义 了 类 作 为

C O M 类 在 P ro je c t  P ro p e r t ie s 对 话 框 中 使 用 C O M  C la s se s 选 项 卡 来

从 项 目 中 选 择 类 作 为 C O M 类



注 意 如 果 不 需 要 定 义 多 个 类 作 为 COM 类 可 以 在 Cl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中 定 义 COM 类 为 显 示 Cl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在 Cla s s
O u t l i n e 中 右 击 类 名 然 后 单 击 Cl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在 Cl a s s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COM  C l a s s  复 选 框

定 义 类 作 为定 义 类 作 为定 义 类 作 为定 义 类 作 为 C O M  C la ss

1 . 在 P ro je c t  菜 单 中 单 击 < P ro je c t  >  P ro p e rt ie s < P ro je c t  >是 指 控 件 项

目 的 名 字

2 . 单 击 C O M  C la ss 选 项 卡

3 . 在 C O M  C la ss e s 选 项 卡 中 选 择 A u to m a tic a l ly  G e n e ra te  T yp e  L ib ra r y  选
项

4 . 在 类 列 表 中 选 择 想 公 布 为 C O M 对 象 的 类

对 这 种 方 案 选 择 s ta ts 类

5 . 单 击 O K  
V isu a l  J + +  在 类 定 义 的 上 边 添 加 了 @ c o m .re g is te r 注 释 标 记 当 编 译 项

目 时 编 译 器 使 用 注 释 标 记 中 的 信 息 在 注 册 表 中 注 册 作 为 C O M 类

的 类

打 包 项 目 作 为 C O M  D L L

为 了 使 其 他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使 用 C O M 对 象 可 在 C O M  D L L 中 打 包 它

注 意 如 果 想 在 Int e r n e t 上 分 布 COM 对 象 可 以 在 CAB 文 件 中 打
包 控 件 来 代 替 COM  D L L



在在在在 C O M  D L L 中 打 包中 打 包中 打 包中 打 包 C O M 对 象对 象对 象对 象

1 . 在 P ro je c t  菜 单 中 单 击 < P ro je c t  >  P ro p e rt ie s < P ro je c t  >是 指 控 件 项

目 的 名 字

2 . 单 击 O u tp u t  F o rm a t 选 项 卡

3 . 选 择 E n a b le  P a c k a g in g 复 选 框

4 . 在 P a c k a g in g  ty p e 下 拉 菜 单 中 选 择 C O M  D L L  
5 . 在 F ile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C O M  D L L 名 字 默 认 名 是 使 用 项 目 名 创 建

的

6 . 选 择 O u tp u ts  o f  t yp e  和  J a v a  C la ss e s  &  R e s o u rc e s 选 项

7 . 单 击 O K

建 立 项 目

在 建 立 过 程 中 V isu a l  J + +在 C O M  D L L  中 打 包 C O M  类 并 注 册 D L L
和 C O M 类 作 为 C O M 对 象 当 类 在 注 册 表 中 时 可 用 于 其 他 应 用 程 序

关 于 在 V isu a l  J + + 中 导 入 C O M 对 象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下 节 导 入 C O M
对 象

建 立 项 目建 立 项 目建 立 项 目建 立 项 目

•  在 B u ild 菜 单 上 单 击 B u ild 如 果 收 到 一 些 编 译 错 误 信 息 更 正 错

误 然 后 重 新 建 立 项 目



注 意 注 册 了 COM 类 后 就 可 以 执 行 附 加 的 注 册 对 COM 类 可 以
添 加 一 种 名 为 onC O M R e g i s t e r 的 用 户 定 义 的 方 法 可 以 使 用 这 种 方
法 执 行 诸 如 注 册 Vis u a l  J + +  加 载 项 到 Vis u a l  J + +加 载 项 表 中 这 样
的 任 务 在 COM 类 在 COM 注 册 过 程 中 和 使 用 Vis u a l  J + +在 CO M  D L L  建
立 注 册 的 过 程 中 Vis u a l  J + +可 调 用 此 方 法 onC O M R e g i s t e r 方 法
的 特 征 必 须 与 下 列 特 征 相 匹 配

P u b lic  s ta t ic  v o id  o n C O M R e g is te r (b o o lea n  r eg is te r )

{

   / /  A d d  y o u r  c u s to m  r e g is t ra t io n  co d e  h e r e

}

导 入 C O M 对 象

C O M 对 象 提 供 多 种 方 法 来 封 装 功 能 并 在 多 个 应 用 程 序 中 可 重 用 它

可 以 使 用 C O M 对 象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公 布 具 体 的 功 能 以 便 在 其 他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或 者 创 建 一 组 要 在 多 个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的 例 程 因 为 C O M
不 是 针 对 具 体 的 语 言 所 以 C O M 对 象 可 以 集 成 到 在 各 种 编 程 语 言 中

开 发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可 以 使 用 V isu a l  J + +来 查 看 和 导 入 在 系 统 中 注 册 的

C O M 对 象 在 导 入 过 程 中 V isu a l  J + +创 建 类 封 装 器 以 使 C O M 对 象

的 访 问 与 其 他 J a v a 对 象 一 样

在 本 方 案 中 可 以 导 入 在 本 章 前 面 的 建 立 C O M 对 象 一 节 中 建 立 的

C O M 对 象 在 此 将 学 到



•  如 何 为 J a v a W F C 项 目 导 入 C O M 对 象

•  C O M 对 象 的 访 问 方 法

•  建 立 并 运 行 项 目 来 测 试 C O M 对 象 的 功 能

注 意 本 节 假 设 已 在 本 章 前 面 的 建 立 COM 对 象 中 创 建 了 COM 对
象 然 后 已 关 闭 了 所 有 打 开 的 项 目

创 建 项 目

当 导 入 C O M 对 象 时 V isu a l  J + + 在 项 目 中 创 建 目 录 并 在 这 些 目 录 中

加 上 类 封 装 器 以 访 问 C O M 对 象 为 导 入 C O M 对 象 必 须 有 有 效 的 J a v a
项 目

创 建 项 目创 建 项 目创 建 项 目创 建 项 目

1 . 在 F ile 菜 单 上 单 击 N e w  P ro je c t
2 . 在 N e w 选 项 卡 中 选 择 V isu a l  J + +  P ro je c ts 文 件 夹 然 后 单 击

A p p lic a t io n s 然 后 选 择 W in d o w s  A p p lic a t io n s 图 标

3 . 在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项 目 名

4 . 在 L o c a t io n  框 中 键 入 项 目 的 保 存 路 径 或 单 击 B ro w s e 来 定 位 文 件

夹

5 . 单 击 O p e n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显 示 项 目 的 封 装 视 图

6 .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展 开 项 目 的 节 点

则 在 项 目 中 添 加 了 以 F o rm 1 .J a v a 为 默 认 名 的 文 件



导 入 C O M 对 象

创 建 了 项 目 后 就 可 以 为 此 项 目 导 入 C O M 对 象 导 入 的 C O M 对 象 在

每 个 项 目 中 必 须 是 可 访 问 的 当 为 项 目 导 入 了 C O M 对 象 后 V isu a l  J + +
创 建 类 封 装 器 来 为 访 问 C O M 对 象 提 供 接 口 这 些 类 封 装 器 添 加 到 项 目

目 录 下 的 软 件 包 中 这 取 决 于 C O M  D L L 中 存 储 的 对 象 数 量 V is u a l  J + +
可 以 创 建 多 个 软 件 包

注 意 为 了 从 另 一 个 项 目 中 访 问 特 定 的 COM 对 象 可 以 通 过 在
Cla s s p a t h 中 放 置 COM 封 装 器 类 防 止 为 每 个 项 目 封 装 对 象

导 入导 入导 入导 入 C O M 对 象对 象对 象对 象

1 . 在 P ro je c t  菜 单 上 单 击 A d d  C O M  W ra p p e r
出 现 C O M  W ra p p e rs 对 话 框

2 . 在 包 含 C O M  D L L s 的 表 中 键 入 计 算 机 上 注 册 的 库 选 择 想 导 入 的

C O M 对 象 的 名 字

在 本 方 案 中 选 择 S ta ts  C O M  对 象

3 . 单 击 O K  
V isu a l  J + + 为 所 选 C O M  D L L 中 包 含 的 每 个 C O M 对 象 添 加 软 件 包 目 录

和 类 封 装 器

为 访 问 C O M 对 象 添 加 代 码

V isu a l  J + +创 建 了 类 封 装 器 后 就 可 以 为  C O M 对 象 的 访 问 方 法 编 写 代



码 在 本 方 案 中 可 以 对 项 目 窗 体 构 造 器 添 加 代 码 此 代 码 创 建 了 C O M
对 象 的 实 例 并 生 成 对 C O M 对 象 两 种 方 法 的 调 用 使 用 硬 编 码 的 值 调

用 方 法 然 后 在 O u tp u t 窗 口 显 示 结 果

为 窗 体 构 造 器 添 加 代 码为 窗 体 构 造 器 添 加 代 码为 窗 体 构 造 器 添 加 代 码为 窗 体 构 造 器 添 加 代 码

1 . 在 P ro je c t  E x p lo re r 中 右 击 F o rm 1 然 后 单 击 V ie w  C o d e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显 示 F o rm 1 的 源 代 码

2 . 在 F o rm 1 构 造 器 内 部 调 用 in i tF o rm 添 加 如 下 代 码 行

s ta t is t ic s o b jec t .S ta ts  s ta ts  =  n e w  s ta t is t ic s o b je c t .S ta ts ( );

S ys te m .o u t .p r in t ln (" O u r  t ea m  h a s  a  w in n in g  p e r ce n ta g e  o f  "  +

     S ta t s .w in L o s s P er c en ta g e (1 0 , 4 )) ;

S ys te m .o u t .p r in t ln (" O u r  g o a lte n d er  h a s  a  G o a ls  A g a in s t  A v e ra g e  o f  "  +

     S ta t s .g o a ls A g a in s tA v era g e (1 2 , 1 5 )) ;

这 些 代 码 创 建 了 S ta ts  C O M 对 象 的 实 例 在 S ta ts 对 象 之 前 对

s ta t is t ic so b je c t 的 引 用 是 创 建 S ta ts 类 封 装 器 的 软 件 包 的 名 称 定 义 了 S ta ts
实 例 后 代 码 使 用 硬 编 码 值 调 用 w in L o ss P e rc e n ta g e 和

g o a ls A g a in s tA v e ra g e 方 法 并 通 过 调 用 S y s te m .O u t .p r in t ln 发 送 结 果 到

O u tp u t 窗 口

建 立 和 运 行 项 目

当 合 并 了 调 用 C O M 对 象 的 方 法 之 后 就 可 以 建 立 并 运 行 此 项 目



建 立 和 运 行 项 目建 立 和 运 行 项 目建 立 和 运 行 项 目建 立 和 运 行 项 目

1 . 在 B u ild 菜 单 上 单 击 B u ild 如 果 收 到 一 些 编 译 错 误 或 信 息 更 正 错

误 后 重 新 建 立 项 目

2 . 要 运 行 窗 体 单 击 D e b u g 菜 单 上 的 S ta r t

启 动 项 目 之 后 就 可 以 在 O u tp u t 窗 口 中 看 到 来 自 对 S ta ts  C O M 对 象 调

用 的 输 出 为 显 示 O u tp u t 窗 口 在 V ie w 菜 单 上 单 击 O th e r  W in d o w s
然 后 单 击 O u tp u t



第 1 8 章   W F C 中 的 数 据 绑 定

为 了 从 J a v a 项 目 中 访 问 数 据 通 常 可 以 使 用 A c tiv e X  D a ta  O b je c ts
A D O 组 件 此 组 件 定 义 了 W F C 应 用 程 序 的 数 据 编 程 模 型 A D O

对 象 的 核 心 包 括 C o n n e c tio n , C o m m a n d 和 R e c o rd se t 对 象

利 用 C o n n e c tio n 对 象 可 连 接 到 数 据 库 一 旦 建 立 了 连 接 就 可 以 查 询

数 据 库 检 索 记 录 集 R e c o rd se t 对 象 表 示 查 询 返 回 的 记 录 可 以 使 用 S Q L
字 符 串 或 C o m m a n d 对 象 来 指 定 查 询

A D O 也 提 供 D a ta S o u rc e 组 件 它 组 合 C o n n e c tio n C o m m a n d 和 R e c o rd se t
对 象 的 功 能 关 于 使 用 A D O 对 象 编 程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M ic ro so f t  A c tiv e X
D a ta  O b je c ts  在 线 文 档 中 的 A D O  T u to r ia l V J + + 在 c o m .m s .w fc .d a ta
和  c o m .m s .w fc .d a ta .u i 软 件 包 中 定 义 A D O 类

注 意 F o r m  D e s i g n e r 中 的 To o l b o x 只 提 供 Dat a S o u r c e 控 件 在
代 码 中 只 可 使 用 Con n e c t i o n C o m m a n d 和 Re c o r d s e t 对 象

一 旦 通 过 R e c o rd se t 对 象 或 D a ta S o u rc e 组 件 检 索 了 记 录 集 就 可 以 对 W F C
组 件 绑 定 记 录 集 W F C 支 持 简 单 的 或 复 杂 的 数 据 绑 定 说 明 如 下

绑 定 类 型绑 定 类 型绑 定 类 型绑 定 类 型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简 单 的 指 记 录 集 中 的 字 段 与 W F C 组 件 属 性 之 间 的 关 系 称 之 为 简 单

绑 定 是 因 为 组 件 不 需 要 知 道 数 据 协 议 或 数 据 提 供 者



复 杂 的 指 记 录 集 和 W F C 组 件 之 间 的 直 接 关 系

注 意 记 录 集 的 光 标 和 锁 定 类 型 决 定 了 记 录 集 中 的 数 据 是 否 动 态 反 映 了

数 据 库 中 的 数 据 以 及 记 录 集 中 的 数 据 是 否 可 以 改 变

关 于 A D O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M ic ro so f t  A c t iv e X  D a ta  O b je c ts 在 线 文

档 中 的 G e ttin g  S ta r te d  w ith  A D O  2 .0

简 单 数 据 绑 定

简 单 数 据 绑 定 指 的 是 在 记 录 集 中 的 字 段 与 W F C 组 件 属 性 之 间 的 关 系

绑 定 了 属 性 之 后 就 可 以 自 动 在 字 段 与 属 性 之 间 传 递 数 据

1 . 如 果 改 变 了 字 段 的 值 则 新 值 也 传 给 属 性

2 . 如 果 在 记 录 集 中 导 入 了 新 的 记 录 则 当 前 字 段 值 也 传 给 属 性

3 . 如 果 属 性 的 值 改 变 了 并 且 组 件 支 持 属 性 改 变 的 通 知 则 新 值 也 传 给

记 录 集 中 的 字 段

注 意 如 果 想 尝 试 改 变 只 读 记 录 集 则 记 录 集 将 会 产 生 ADO 异 常
可 以 捕 捉 这 个 异 常 然 后 把 绑 定 的 属 性 返 回 到 原 来 的 值 否 则
属 性 的 值 和 字 段 的 值 将 是 不 一 致 的

可 绑 定 属 性

通 过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可 执 行 W F C 中 的 简 单 数 据 绑 定 这 个 组 件 创 建 并



管 理 字 段 与 属 性 间 的 绑 定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可 以 通 过 与 下 面 的 设 计 模 式

相 匹 配 的 方 法 来 绑 定 可 访 问 的 属 性

p u b lic  < P r o p e r ty T y p e >  g e t< P r o p e r ty N a m e > ()

p u b lic  v o id  s e t< P r o p e r ty N a m e > (< P r o p e r ty T y p e > )

注 意 如 果 属 性 也 可 以 用 Bin d a b l e A t t r i b u t e . Y E S 在 组 件 的
Cla s s I n f o 中 标 记 则 在 Pro p e r t i e s 窗 口 和 在 Dat a B i n d e r 组 件 的
设 计 页 中 将 列 举 出 此 属 性 依 旧 可 以 在 Pro p e r t i e s 窗 口 或 设 计
页 中 手 工 键 入 名 称 或 通 过 编 程 绑 定 属 性 来 绑 定 没 有 标 记 为 可 绑 定
的 属 性

属 性 改 变 通 知

绑 定 属 性 的 组 件 可 以 提 供 < P ro p e r ty N a m e > C h a n g e d 事 件 来 声 明 属 性 值 已

经 改 变 了 当 触 发 了 此 事 件 时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标 记 此 绑 定 为 无 效 然

后 当 用 户 定 位 到 新 记 录 或 在 代 码 中 调 用 D a ta B in d e r .c o m m itC h a n g e s 方 法

时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决 定 哪 些 绑 定 是 无 效 的 并 在 记 录 集 上 更 新 这 些 绑

定

注 意 如 果 组 件 没 有 提 供 <Pr o p e r t y N a m e > C h a n g e d 事 件 来 通 过
Dat a B i n d e r 组 件 绑 定 属 性 则 绑 定 是 只 读 的 且 将 禁 用 组 件 为
在 这 种 限 制 下 工 作 可 以 设 法 在 代 码 中 通 过 直 接 对 记 录 集 进 行 读 写
来 管 理 绑 定



D a ta B in d e r组 件

A D O 定 义 了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来 执 行 简 单 的 数 据 绑 定 这 个 组 件 在 记 录

集 中 的 字 段 和 W F C 组 件 的 绑 定 属 性 间 建 立 和 管 理 记 录 关 于 属 性 是 否

可 以 绑 定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前 面 的 绑 定 属 性 一 节

尽 管 单 一 的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可 以 管 理 多 重 绑 定 但 它 只 与 单 一 的 记 录

集 关 联 为 在 第 二 个 记 录 集 中 绑 定 字 段 必 须 使 用 另 一 个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另 外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只 可 用 于 绑 定 相 同 窗 体 上 存 在 的 组 件

如 果 绑 定 属 性 的 组 件 支 持 属 性 的 改 变 通 知 则 当 属 性 值 改 变 时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标 记 绑 定 无 效 当 用 户 定 位 到 新 记 录 或 在 代 码 中 调 用

D a ta B in d e r .c o m m itC h a n g e s 方 法 时 就 改 变 了 记 录 集 更 多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前 面 的 一 节 属 性 改 变 标 记 信 息

示 例示 例示 例示 例

下 例 表 明 了 如 何 编 程 带 有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的 简 单 数 据 绑 定 注 意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使 用 D a ta B in d in g 对 象 的 数 组 来 管 理 绑 定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c .d a ta .*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d a ta .u i.* ;

im p o r t  c o m .m s .w f c .u i .* ;

/*  U se  th e  C o n n e c t io n  a n d  R e c o rd se t  c o m p o n e n ts  to
  co n n e c t  to  a  d a ta b a s e  a n d  r e t r ie v e  a  r e co r d s e t .  * /

C o n n e c t io n  c= n e w  C o n n e c t io n () ;



c .s e tC o n n e c t io n S tr in g ( " d s n = m y D S N ; u id = m y U ID ;p w d = m y P W D ") ;

c .o p e n ( ) ;

R e c o rd se t  r s  =  n e w  R e c o rd s e t( ) ;

r s .se tA c tiv e C o n n e c tio n (  c  ) ;
r s .s e tS o u r c e ( " s e le c t  *  f ro m  a u th o rs " ) ;

r s .o p en ( ) ;

/*  C r ea t e  a  D a ta B in d er  co m p o n en t . T o  a s s o c ia te  th is

  co m p o n e t  w ith  rs , s e t  th e  d a ta S o u r c e  p ro p er t y .  * /

D a ta B in d er  d b  =  n e w  D a ta B in d er( ) ;

d b .s e tD a ta S o u r c e ( rs ) ;

/*  C re a te  th e  c o m p o n e n ts  w h o s e  p ro p e r t ie s  w il l  b e  b o u n d . * /
E d it  e d it1  =  n e w  E d it ( ) ;

E d it  e d it2  =  n e w  E d it ( ) ;

/*  S e t  th e  D a ta B in d e r  c o m p o e n t’s  b in d in g s  p ro p e r ty  to
  a n  a r ra y  o f  D a ta B in d in g  o b je c ts . T h is  a r ra y  d e f in es

  th e  b in d in g s  b e t w e en  th e  tex t  p ro p er t y  o f  ea c h  E d it

  co m p o n en t  a n d  th e  f ie ld s  in  th e  r e c o rd s e t . * /

d b .s e tB in d in g s (n e w  D a ta B in d in g []  {

     n e w  D a ta B in d in g ( ed it1 , " tex t" , " f irs tN a m e " ) ,

     n e w  D a ta B in d in g ( ed it2 , " tex t" , " la s tN a m e " )  }  ) ;

}



关 于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d a ta S o u rc e 属 性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第 4 章

复 杂 数 据 绑 定

复 杂 数 据 绑 定 是 指 记 录 集 之 间 直 接 相 互 作 用 的 组 件 复 杂 数 据 绑 定 组 件

提 供 d a ta S o u rc e 和 d a ta M e m b e r  属 性 这 些 属 性 标 识 了 绑 定 的 记 录 集

注 意 复 杂 绑 定 组 件 的 属 性 可 以 借 助 于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而 仍 然 为 简 单

的 绑 定

d a ta S o u rc e和 d a ta M e m b e r属 性

d a ta S o u rc e 属 性 确 定 了 实 现 ID a ta S o u rc e 接 口 的 对 象 此 对 象 公 布 了 一

个 或 多 个 记 录 集 D a ta M e m b e r 属 性 随 后 指 定 组 件 目 前 绑 定 的 记 录 集 名

称 例 如

/*  B in d  th e  c o m p o n e n t  to  th e  r e co r d s e t  n a m ed  " P ro d u c ts " ,

  w h ic h  is  ex p o s e d  b y  th e  d a ta  s o u r c e , d s . * /

d h C o m p o n e n t .s e tD a ta S o u r c e ( d s ) ;

d b co m p o n en t .s e tD a ta M e m b er("P ro d u c ts " ) ;

如 果 不 能 设 置 d a ta M e m b e r 属 性 则 绑 定 数 据 源 的 默 认 记 录 集 可 以 通

过 设 置 d a ta M e m b e r  属 性 为 空 来 明 确 指 定 默 认 记 录 集

/*  b in d  th e  co m p o n en t  to  th e  d e fa u lt  r e co r d s e t



  ex p o s ed  b y  th e  d a ta  s o u r c e , d s . * /

d b C o m p o n e n t .s e tD a ta S o u r c e ( d s ) ;

d b C o m p o n e n t .s e tD a ta M e m b er(n u l l) ;  /*  T h is  l in e  is  o p t io n a l . * /

注 意 R e c o rd se t 和 D a ta S o u rc e 组 件 已 经 实 现 了 ID a ta S o u rc e 接 口 所 以

可 以 直 接 设 置 D a ta S o u rc e 属 性 为 组 件 中 的 一 员 本 例 中 不 必 设 置

D a ta M e m b e r 属 性

/*  s e t  th e  d a ta S o u r c e  p ro p er t y  d ir e c t ly  to  th e  R e co r d s e t

  co m p o n en t ,rs , w ith o u t  s e t t in g  th e  d a ta M e m b er  p ro p er t y . * /

d b C o m p o n e n t .s e tD a ta S o u r c e ( rs ) ;

在 V is u a l J + + 中 的 复 杂 绑 定 组 件

V isu a l  J + + 提 供 下 列 复 杂 数 据 绑 定 组 件

组 件组 件组 件组 件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D a ta B in d e r 绑 定 记 录 集 字 段 到 W F C 组 件 的 属 性 尽 管 使 用 D a ta B in d e r

组 件 可 用 来 执 行 简 单 的 绑 定 但 组 件 本 身 公 布 了

D a ta S o u rc e 和 D a ta M e m b e r 属 性

D a ta G rid 绑 定 记 录 集 的 多 个 字 段 并 以 网 格 格 式 显 示 此 数 据

D a ta N a v ig a to r 允 许 用 户 改 变 记 录 集 中 的 当 前 记 录 绑 定 相 同 记 录 集 合

的 其 他 组 件 可 随 后 更 新 以 反 应 新 的 当 前 行

关 于 在 F o rm  D e s ig n e r 中 使 用 这 些 组 件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第 4 章



第 1 9 章   使 用 J /D ire c t 编 写 W i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J /D ire c t 是 M ic ro so f t  V is u a l  J+ + 提 供 的 一 项 新 特 征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对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D L L s 进 行 访 问 使 用 J /D ire c t 可

以 直 接 调 用 标 准 的 W in 3 2 系 统 D L L s 诸 如 K E R N E L 3 2 和 U S E R 3 2 和

第 三 方 D L L s 使 用 J /D ire c t 要 比 使 用 旧 的 R a w  N a tiv e  In te r fa c e  和 Ja v a
N a tiv e  In te r fa c e 分 别 为 R N I 和 J N I 要 简 单 得 多 这 二 者 都 要 求 编 写

专 门 的 封 装 器 D L L 然 后 自 己 执 行 所 有 数 据 类 型 转 换 使 用 J /D ire c t
通 过 简 单 声 明 并 调 用 函 数 就 可 以 调 用 大 多 数 以 前 存 在 的 D L L 函 数

J /D ire c t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此 伪 指 令 与 V isu a l  B a s ic 的 D E C L A R E
功 能 很 相 似

为 使 用 J /D ire c t 需 要 安 装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J+ + 和 M ic ro so f t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4 .0 版 或 更 高 版 本 为 了 快 速 建 立 利 用 J /D ire c t 的 本 机 能 力 的 应

用 程 序 需 使 用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它 是 V isu a l  J + + 开 发 环 境 的 一 部 分

本 章 解 释 如 何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来 调 用 来 自 Ja v a 的 D L L 函 数 也

提 供 了 如 何 传 送 和 接 收 任 一 数 据 类 型 的 有 关 细 节 并 说 明 了 如 何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来 传 送 和 接 收 来 自 D L L 方 法 的 结 构



消 息 框 示 例

本 节 提 供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的 消 息 框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J /D ire c t 可 以 直 接 从 J a v a 代 码 调 用 W in 3 2  D L L s 下 面 是 显 示 消 息

框 的 J a v a 应 用 程 序

C la s s  S h o w M s g B o x  {

   P u b l 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M es s a g eB o x (0 , " It  w o rk e d !" ,

                 " T h is  m es s a g eb o x  b ro u g h t  to  y o u  u s in g  J /D r ie c t" ,  0 ) ;

   }

   / * *  @ d ll. im p o r t ( "U S E R 3 2 " )  * /

   p r iv a te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M es s a g eB o x ( in t  h w n d O w n er , S t r in g  t ex t ,

                                 S t r in g  t it le , in t  f u S tr y le ) ;

}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告 诉 编 译 器 M e ss a g e B o x 方 法 将 使 用 J /D ire c t 协 议

链 接 到 W in 3 2  U S E R 3 2 .D L L 而 不 使 用 以 前 版 本 支 持 的 R a w  N a tiv e
In te r fa c e R N I 协 议 另 外 J a v a 的 M ic ro so f t  V ir tu a l  M a c h in e V M
提 供 自 动 类 型 度 从 S tr in g 对 象 到 C 中 使 用 的 以 空 字 符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没 有 必 要 指 出 是 否 调 用 A N S I M e s s a g e B o x M e s sa g e B o x A 函 数 或

U n ic o d e  M e ss a g e B o x 函 数 M e ss a g e B o x W 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总 是

调 用 A N S I 版 本 在 本 章 后 面 的 V M 如 何 在 A N S I 和 U n ic o d e 之 间 进



行 选 择 一 节 解 释 了 如 何 使 用 a u to 修 饰 符 来 调 用 函 数 的 最 优 版 本

此 函 数 依 赖 于 支 持 应 用 程 序 的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版 本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 ld e r

使 用 J /D ire c t  C a l l  B u ild e r 可 以 快 速 对 W in 3 2  A P I 创 建 J /D ire c t 调 用

J /D ire c t  C a l l  B u i ld e r 对 W in 3 2  A P I 元 素 自 动 插 入 J a v a 定 义 到 代 码 中 以

及 适 当 的 @ d ll .im p o r t 标 记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J /D ir 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访 问访 问访 问访 问 W in 3 2  A P I

1 . 打 开 J /D ire c t  C a l l  B u i ld e r 在 V ie w 菜 单 上 指 向 O th e r  W in d o w s 然 后

单 击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2 . 默 认 情 况 下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显 示 下 面 W in 3 2  D L L 中 定 义 的 元 素

a d v a p i3 2 .d l l g d i3 2 .d l l k e rn e l3 2 .d l l sh e l l3 2 .d ll sp o o ls s .d l l u se r3 2 .d l l
和 w in m m .d l l 这 些 D L L s 都 是 通 过 在 S o u rc e 下 选 择 W IN 3 2 .T X T 文

件 来 指 定 的

3 . T a rg e t 框 标 识 了 包 含 J /D ire c t 调 用 的 类 默 认 类 名 为 W in 3 2 它 将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并 包 含 这 些 调 用 如 果 解 决 方 案 中 包 含 了 多 个 J a v a 项

目 W in 3 2 类 将 添 加 到 第 一 个 项 目 中

要 指 定 不 同 的 目 标 类 单 击 省 略 号 按 钮

•  在 S e le c t  C la ss 对 话 框 中 在 P ro je c t  V ie w  或  C la s s  V ie w 中 选 择

想 要 查 看 的 类 项 目 视 图 显 示 了 解 决 方 案 中 .J a v a 文 件 的 分 层 列 类

这 里 每 个 文 件 节 点 都 列 出 了 此 文 件 中 包 含 的 名 称 类 视 图 显 示 了



类 名 的 分 层 列 表

•  一 旦 选 择 了 视 图 就 可 以 选 择 包 含 J /D ire c t  调 用 的 类 名 为 了 对

W in d o w s  C lip b o a rd 而 不 是 对 类 进 行 复 制 调 用 选 择 C lip b o a rd
•  单 击 O K

4 . 为 了 过 滤 W in 3 2 方 法 结 构 和 常 量 的 显 示 选 择 或 清 除 M e th o d s S tru c ts
和  C o n s ta n ts 选 项

5 . 现 在 选 择 要 插 入 的 方 法 结 构 和 常 量 可 以 使 用 S H IF T 和 C T R L
键 选 择 多 个 项 注 意 W in 3 2 结 构 将 被 作 为 嵌 套 类 添 加 到 类 中

注 意 为 通 过 首 字 符 搜 索 项 在 Fin d 框 中 键 入 字 符 这 将 自 动 选
择 匹 配 这 些 字 符 的 第 一 项

6 . 在 类 中 插 入 关 联 的 J a v a 定 义 单 击 C o p y  T o  T a rg e t 也 可 以 双 击 方

法 结 构 或 常 量 把 它 插 入 到 类 中

当 在 J /D ire c t  C a l l  B u i ld e r 中 选 择 了 W in 3 2  A P I 元 素 时 下 面 的 预 览 窗 格

显 示 关 联 的 J a v a 定 义 可 以 把 文 本 拷 贝 或 剪 切 到 任 何 文 件 中 为 了 W in 3 2
A P I 元 素 快 速 查 找 在 线 参 考 信 息 右 击 项 然 后 在 快 捷 菜 单 上 单 击 D isp la y
A P I H e lp
关 于 编 译 器 默 认 设 置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下 一 节 设 置 J /D ire c t  C a l l  B u ild e r

选 项



设 置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ld e r选 项

V isu a l  J + + 允 许 用 户 设 置 两 个 选 项 来 定 制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的 功 能

设 置设 置设 置设 置 J /D ir 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选 项选 项选 项选 项

1 . 在 T o o ls 菜 单 上 单 击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选 项

2 . 在 J /D ire c t  C a ll  B u ild e r  O p tio n s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或 清 除 以 下 设 置

选 项选 项选 项选 项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S h o w  T a rge t  w in d o w  w h e n

c o p y  to  ta rg e t

默 认 状 态 为 选 择 当 在 类 中 插 入 J /D ire c t  调 用

时 编 译 器 会 自 动 在 T e x t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Ja v a

文 件 如 果 它 没 有 打 开 的 话

D isa b le  s ta c k  c ra w l se c u r ity

c h e c k

默 认 状 态 为 清 除 V M 将 对 每 个 J /D ire c t  C h e c k

调 用 启 动 堆 栈 安 全 检 查 如 果 栈 上 的 任 何 调 用

程 序 不 是 完 全 信 任 的 话 则 发 出 安 全 异 常 然

后 就 不 再 调 用 J /D ire c t 调 用 这 主 要 影 响 W e b

页 上 的 Ja v a 代 码

当 选 择 这 个 选 项 来 关 闭 安 全 检 查 时 @ se c u r i ty

c h e c k  D L L C a lls = o ff 标 记 自 动 添 加 到 下 次 插

入 J /D ire c t 调 用 的 类 中 如 果 清 除 了 这 个 选 项

则 任 何 现 有 @ s e c u ri ty 标 记 依 然 在 文 件 中 但 将

不 会 添 加 新 的 实 例

3 . 单 击 O K 保 存 设 置



快 速 语 法 参 考

下 面 介 绍 @ d ll .im p o r t @ d ll .s t ru c t 和 @ d ll .s t ru c tm a p 伪 指 令 的 快 速 参 考

对 每 个 伪 指 令 都 给 出 并 解 释 所 需 的 句 法

@ d ll. im p o rt的 语 法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应 位 于 方 法 声 明 的 上 边 伪 指 令 句 法 如 下

/* * @ d ll .im p o rt ( "L ib N a m e " ,< M o d i fie r > )* /

… m eth o d  d e c la ra t io n … ;

L ib n a m e 是 D L L 的 名 称 它 包 含 了 要 调 用 的 函 数 M o d if ie r 是 可 选 项

其 值 可 根 据 需 要 确 定 在 方 法 声 明 中 可 以 使 用 D L L 使 用 的 函 数 名

或 通 过 使 用 别 名 来 给 出 方 法 的 不 同 名 称 关 于 别 名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别 名 方 法 重 命 名 一 节 为 参 数 和 方 法 返 回 值 选 择 的 J a v a
类 型 应 该 是 映 射 到 D L L 函 数 的 参 数 和 返 回 值 的 类 型 关 于 J a v a 数 据 类

型 如 何 映 射 到 本 机 类 型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如 何 安 排 数 据

类 型 一 节

下 表 给 出 了 本 节 说 明 的 几 种 形 式 的 @ d ll .im p o r t 句 法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句 法句 法句 法句 法 解 释解 释解 释解 释

调 用 W in 3 2  D L L s /* * @ d ll.im p o r t( "L ib n a m e ")* /

调 用 O L E  A P Is /* * @ d ll.im p o r t( "L ib n a m e ", o le )* /



别 名 使 用 /* * @ d ll.im p o r t( "L ib n a m e ",

e n try p o in t= "D L L F u n c tio n N a m e ")

* /

在 方 法 声 明 中 使 用 选

择 的 Ja v a 名 称

按 O rd in a l 链 接 /* * @ d ll.im p o r t( "L ib n a m e ",

e n try p o in t= "# o rd in a l")* /

o rd in a l 是 1 6 位 整 数 以

1 0 进 制 的 方 式 给 出 指

出 正 在 导 入 的 D L L 函 数

@  d ll.s tru c t的 句 法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应 位 于 类 声 明 的 上 边 @ d ll .s t ru c t 的 句 法 是

/* * @ d ll .s t ru c t (< L in k T y p e M o d if ie r > ,> p a ck = n > ) * /

… cla s s  d e c la ra t io n … ;

L in k T y p e M o d if ie r 告 诉 编 译 器 在 本 机 格 式 中 字 符 串 和 字 符 类 型 的 字

段 是 否 表 示 A N S I 或 U n ic o d e 字 符 L in k T yp e M o d if ie r  可 以 是 a n s i
u n ic o d e 或 a u to 如 果 没 有 指 定 L in k T yp e M o d if ie r 将 使 用 默 认 的 A N S I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V M 如 何 在 A N S I 和  U n ic o d e 之 间 选 择 一 节 可 以

帮 助 了 解 关 于 可 用 L in k T y p e M o d if ie r  值 的 更 多 信 息

也 可 以 指 定 p a c k = n 来 告 诉 编 译 器 设 置 结 构 的 紧 缩 尺 寸 为 1 2 4 或

8 这 主 要 依 赖 于 指 定 的 n 值 如 果 省 略 了 p a c k = n 则 紧 缩 尺 寸 默 认 为

8 关 于 设 置 紧 缩 尺 寸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结 构 紧 缩 一

节

在 类 声 明 中 需 要 提 供 字 段 此 字 段 的 J a v a 类 型 以 它 们 在 本 机 结 构 中



出 现 的 次 序 映 射 为 本 机 结 构 中 字 段 的 类 型 关 于 选 择 字 段 数 据 类 型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结 构 中 类 型 之 间 的 一 致 性 一 节

下 表 给 出 了 可 能 使 用 的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的 几 种 形 式 的 句 法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需 要 的 句 法需 要 的 句 法需 要 的 句 法需 要 的 句 法 解 释解 释解 释解 释

声 明 结 构 /* * @ d ll.s tru c t( )* / 在 不 指 定 L in k T y p e M o d ifie r

时 假 定 c h a r 或 S tr in g 字 段

表 示 A N S I 字 符

设 置 结 构 的 紧 缩 尺 寸 /* * @ d ll.s tru c t(p a c k =

n )* /

n 可 以 是 1 2 4 或 8

声 明 具 有 字 段 或 类 型 字 符

的 结 构

/* * @ d ll.s tru c t(a n s i)*

/

字 符 字 段 表 示 一 个 A N S I 字

符

使 用 字 段 或 类 型 字 符 串 声

明 一 个 结 构 并 设 置 紧 缩

尺 寸

/* * @ d ll.s tru c t(u n ic o

d e . p a c k = n )* /

S tr in g 字 段 将 以 U n ic o d e 的

格 式 而 且 紧 缩 尺 寸 根 据

n 值 设 置 为 1 2 4 或 8

d ll.s tru c tm a p的 语 法

@ d ll .s t ru c tm a p 伪 指 令 用 于 声 明 在 结 构 中 嵌 入 的 定 长 字 符 串 和 数 组 它

位 于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 声 明 的 结 构 中 定 长 字 符 串 或 数 组 字 段 声 明 的 上 边

关 于 如 何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m a p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两 节 在

结 构 中 嵌 入 定 长 字 符 串 和 在 结 构 中 嵌 入 定 长 标 量 数 组

下 表 给 出 了 @ d ll .s t ru c tm a p 伪 指 令 的 句 法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需 要 的 句 法需 要 的 句 法需 要 的 句 法需 要 的 句 法 解 释解 释解 释解 释

包 含 定 长 字 符 串 的 结 构 / /* * @ d ll.s t ru c tm a p ( [ty p e = T C

H A R [S iz e ]])* /

s iz e 是 十 进 制 整 数 它

指 出 字 符 串 中 的 字 符

数 包 括 空 字 符 终 止 的

空 格

包 含 定 长 数 组 的 结 构 / /* * @ d ll.s t ru c tm a p ( [ty p e = F I

X E -D A R R A Y , s iz e = n ])* /

n 是 实 进 制 整 数 它 表

示 数 组 的 大 小

数 据 类 型 转 换

M ic ro so f t  V M 计 算 J a v a 参 数 然 后 把 它 们 转 换 成 本 机 C + +类 型 M ic ro so f t
V M 根 据 编 译 时 声 明 的 J a v a 参 数 类 型 推 断 每 个 参 数 和 返 回 值 的 本 机

类 型 例 如 已 声 明 为 J a v a 整 数 的 参 数 是 作 为 3 2 位 整 数 传 送 的 已

声 明 为 J a v a 字 符 S tr in g 对 象 的 参 数 是 作 为 空 字 符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传 送

的 等 等 这 没 有 不 可 见 的 属 性 来 提 供 本 机 类 型 的 信 息 在 J a v a 中

所 见 即 所 得

快 速 参 考

下 面 两 个 表 列 出 了 每 个 J a v a 类 型 对 应 的 本 机 类 型 第 一 张 表 描 述 了 参

数 与 返 回 值 的 映 射 第 二 张 表 展 示 了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使 用 的 映 射

参 数 与 返 回 值 映 射参 数 与 返 回 值 映 射参 数 与 返 回 值 映 射参 数 与 返 回 值 映 射



J a v a 本 机本 机本 机本 机 说 明说 明说 明说 明 /限 制限 制限 制限 制

b y te B Y T E 或 C H A R

s h o r t S H O R T 或 W O R D

in t IN T , U IN T , L O N G ,

U L O N G , D W O R D

c h a r T C H A R

lo n g _  _ in t6 4

flo a t f lo a t

d o u b le d o u b le

B o o le a n B O O L

S tr in g L P C T S T R 除 了 o le 模 式 外 不 允 许 作

为 返 回 值 在 o le 模 式 中

S tr in g 映 射 为 L P W S T R

M ic ro so ft  V M 通 过 使 用

C p T a s k M e m F re e 来 释 放 字 符

串

b y te [] B Y T E *

s h o r t[] W O R D *

c h a r [] T C H A R *

in t[] D W O R D *

lo n g [] flo a t*

d o u b le [] d o u b le *



lo n g [] _  _ in t6 4 *

B o o le a n [] B O O L []

O b je c t 结 构 指 针 在 o le 模 式 中 是 传 递 一 个

IU n k n o w n *

In te r fa c e C O M 接 口 使 用 ja c t iv e x 或 类 似 的 工 具

生 成 接 口 文 件

c o m .m s .c o m .S a fe A r

ra y

S A F E A R R A Y * 不 允 许 作 为 返 回 值

c o m .m s .c o m ._ G u id G U ID , IID ,  C L S ID

c o m .m s .c o m .V a r ia n

t

V A R IA N T *

@ d ll.s tru c t 类 结 构 的 指 针

@ c o m .s tru c t 类 结 构 的 指 针

v o id V O ID 只 作 为 返 回 值

c o m .m s .d ll.C a llb a c

k

函 数 指 针 只 作 为 参 数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 d ll.s tr u c t 映 射映 射映 射映 射

J a v a 本 机本 机本 机本 机

b y te B Y T E 或 C H A R

c h a r T C H A R

s h o r t S H O R T 或 W O R D

in t IN T U IN T L O N G U L O N G 或 D W O R D



f lo a t _  _ in t6 4

lo n g flo a t

d o u b le d o u b le

B o o le a n B O O L []

J a va N a tiv e

S tr in g 字 符 串 的 指 针 或 嵌 入 的 定 长 字 符 串

使 用 @ d ll.s tru c t 标 记 的 类 嵌 入 的 结 构

c h a r [] 嵌 入 的 T C H A R 的 数 组

b y te [] 嵌 入 的 B Y T E 的 数 组

s h o r t [] 嵌 入 的 S H O R T 的 数 组

in t [] 嵌 入 的 L O N G 的 数 组

lo n g [] 嵌 入 的 _  _ in t6 4 的 数 组

f lo a t[] 嵌 入 的 f lo a t 的 数 组

d o u b le [] 嵌 入 的 d o u b le 的 数 组

基 本 标 量 类 型

下 表 给 出 了 映 射 的 基 本 标 量 类 型

J a v a 类 型类 型类 型类 型 D L L

in t 有 符 号 3 2 位 整 数

b y te 有 符 号 8 位 整 数

s h o r t 有 符 号 1 6 位 整 数



lo n g 有 符 号 6 4 位 整 数

f lo a t 3 2 位 浮 点 数

d o u b le 6 4 位 双 精 度

注 意 J a v a 中 没 有 无 符 号 整 型 的 直 接 表 示 由 于 J a v a 没 有 无 符 号 类

型 则 可 使 用 与 整 数 类 型 相 同 长 度 的 J a v a 类 型 例 如 对 于 常 见 的 D W O R D
类 型 无 符 号 3 2 位 可 以 使 用 J a v a  in t 类 型 如 果 在 表 示 数 据 中 没 有

什 么 丢 失 的 话

字 符 型

如 果 u n ic o d le 或 o le  @ d ll .s t ru c t 修 饰 符 是 无 效 的 则 Ja v a 字 符 类 型 是

C H A R 8 位 A N S I 字 符 在 另 一 种 情 况 中 它 是 W C H A R 1 6 位 U n ic o d e
字 符

布 尔 值

J a v a  B o o le a n 类 型 映 射 于 W in 3 2  B O O L 类 型 是 3 2 位 类 型 作 为 参 数

J a v a 真 为 1 假 为 0 作 为 返 回 值 则 非 0 为 真

注 意 B O O L 和 V A R IA N T _ B O O L M ic ro so f t  V is u a l  B a s ic 中 的 内 部

B o o le a n 类 型 是 不 能 互 换 的 为 了 把 V A R IA N T _ B O O L 传 送 到 V is u a l
B a s ic  D L L 必 须 使 用 J a v a  sh o r t 类 型 使 用 -1 代 表 V A R IA N T _ T R U E
0 代 表 V A R IA N T _ F A L S E



字 符 串

本 节 解 释 在 A N S I 和 U n ic o d e 格 式 中 如 何 把 字 符 串 传 送 到 D L L 函 数

本 节 还 讨 论 从 D L L 函 数 返 回 字 符 串 的 两 种 方 法

把 字 符 串 传 送 到 D L L 函 数

为 了 把 标 准 的 空 字 符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传 送 到 D L L 函 数 只 传 送 J a v a
S tr in g
例 如 为 了 改 变 当 前 目 录 可 以 如 下 访 问 K e rn e l  3 2 函 数 C o p y F ile

c la s s  s h o w C o p yF ile

{

   p u b l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C o p y F i le (" o ld .tx t" , " n e w .tx t" , t ru e ) ;

   }

   / * *  @ d ll. im p o r t ( " K E R N E L 3 2 " )  * /

   p r iv a te  n a t iv e  s ta t ic  b o o lea n  C o p yF ile (S t r in g  ex is t in g f ile ,  S t r in g  n e w F ile , b o o lea n  f ) ;

}

在 J a v a 中 字 符 串 是 只 读 的 所 以 M ic ro so f t  V M 将 只 把 S tr in g 对 象 作

为 输 入 为 了 允 许 虚 拟 机 实 现 来 转 换 字 符 串 而 不 用 拷 贝 字 符 S tr in g
对 象 参 数 不 能 传 递 到 可 修 改 字 符 串 的 D L L 函 数 如 果 D L L 函 数 可 以 修

改 字 符 串 就 可 传 递 S tr in g B u ffe r 对 象



如 果 不 使 用 U n ic o d e 或 o le 修 饰 符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字 符 串 以 打 算 以

U n ic o d e 格 式 传 递 则 字 符 串 将 转 换 为 A N S I
除 非 在 o le 模 式 中 否 则 字 符 串 不 能 作 为 D L L 函 数 的 返 回 类 型 声 明

在 o le 模 式 中 本 机 返 回 类 型 是 使 用 C o T a sk M e m A llo c 函 数 指 定 的

L P W S T R

从 D L L 函 数 接 收 字 符 串

从 函 数 中 传 回 字 符 串 有 两 种 方 法 一 种 是 调 用 程 序 分 配 函 数 填 充 的 缓 冲

区 另 一 种 是 函 数 分 配 字 符 串 然 后 把 它 返 回 给 调 用 程 序 大 多 数 W in 3 2
函 数 使 用 第 一 种 方 法 但 O L E 函 数 使 用 第 二 种 方 法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调 用 O L E  A P I 函 数 可 以 了 解 J /D ire c t 为 调 用 O L E 函 数 提 供 的 特

殊 支 持 使 用 第 一 种 方 法 的 函 数 是 K e rn e l3 2 函 数 G e tT e m p P a th ,它 具

有 如 下 原 型

D W O R D  G etT e m p P a th (D W O R D  s iz e o fb u f f e r , L P T S T R  b u f fe r ) ;

此 函 数 只 返 回 系 统 暂 时 文 件 目 录 的 路 径 诸 如 c :\tm p \ B u ffe r 参

数 指 向 一 个 调 用 程 序 分 配 的 缓 冲 区 在 这 个 缓 冲 区 中 将 接 收 路 径

s iz e o fb u ffe r 指 出 了 写 入 缓 冲 区 的 字 符 数 这 不 同 于 U n ic o d e 版 本 中 的 字

节 数 在 J a v a 中 字 符 串 是 只 读 的 所 以 不 能 把 字 符 S tr in g 对 象 作

为 缓 冲 区 来 传 递 相 反 可 以 使 用 J a v a 的 S tr in g B u ffe r 类 来 创 建 可 写 的

S tr in g B u ffe r 对 象 下 面 是 调 用 G e tT e m p P a th 函 数 的 例 子

c la s s  S h o w G etT e m p P a th



{

   s ta t ic  f in a l in t  M A X _ P A T H  =  2 6 0 ;

   p u b l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S t r in g B u f fe r  te m p p a th  =  n e w  S tr in g B u f f e r (M A X _ P A T H );

      G e tT e m p P a th ( te m p p a th .ca p a c it y ( ) , t e m p p a th ) ;

      S ys t e m .o u t .p r in t ln (" T e m p p a th  =  "  +  t e m p p a th ) ;

   }

   / * *  @ d ll. im p o r t ( " K E R N E L 3 2 " )  * /

   p r iv a te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G e tT e m p P a th ( in t  s iz eo fb u f f e r ,  S t r in g B u ff e r  b u ff e r) ;

}

要 理 解 本 例 区 别 S tr in g B u ffe r 的 长 度 和 容 量 是 很 重 要 的 长 度 是 指 在

S tr in g B u ffe r 中 当 前 存 储 字 符 串 的 逻 辑 字 符 个 数 容 量 是 指 S tr in g B u ffe r
当 前 分 配 的 实 际 存 储 量 执 行 下 列 语 句 之 后

S tr in g b u ff e r  s b  =  n e w  S tr in g B u ff e r(2 5 9 ) ;

S b .le n g th  的 值 是 0 sb .c a p a c i ty 的 值 是 2 5 9 当 调 用 一 种 D L L 方 法 传 递

S tr in g B u ffe r 时 M ic ro so f t  V M 检 查 S tr in g B u ffe r 的 容 量 并 为 空 终 止 符

将 这 个 容 量 加 1 如 果 U n ic o d e 是 默 认 字 符 长 度 则 将 容 量 乘 以 2 然

后 为 传 递 到 D L L 函 数 的 缓 冲 区 分 配 多 个 字 节 的 内 存 换 言 之 可 以 使

用 容 量 而 不 是 长 度 来 设 置 缓 冲 区 的 尺 寸 注 意 只 要 不 犯 以 下 错 误



S tr in g B u ffer  s b  =  n e w  S t r in g B u ff er ( ) ;   / /W ro n g !

   G e tT e m p P a th (M A X _ P A T H , s b ) ;

不 带 参 数 调 用 S tr in g B u ffe r 构 造 器 创 建 容 量 为 1 6 的 S tr in g B u ffe r 对 象

此 容 量 可 能 太 小 了 对 G e tT e m p P a th 方 法 传 递 M A X _ P A T H  指 出 在

缓 冲 区 中 是 有 足 够 的 空 间 来 容 纳 2 6 0 个 字 符 这 样 G e tT e m p P a th 缓 冲

区 可 能 会 溢 出 如 果 想 大 量 使 用 G e tT e m p P a th 应 该 以 如 下 方 法 在 Ja v a
友 好 的 封 装 器 中 封 装 它

p u b lic  s ta t ic  S tr in g  G e tT e m p P a th ( )

{

   S t r in g B u ff e r  t e m p p a th  =  n e w  S t r in g B u ff e r (M A X _ P A T H -1 ) ;

   in t  re s  =  G e tT e m p P a th )M A X _ P A T H , t e m p p a th ) ;

   if  ( r e s  = =  0  || r e s  >  M A X _ P A T H )  {

      th ro w  n e w  R u n t im e E x c ep t io n (" G e tT e m p P a th  e r ro r !" ) ;

   }

   r e tu r n  t e m p p a th .to S r r in g () ;  / /  ca n ’ t  r e tu rn  a  S t r in g B u ff e r

}

这 种 方 法 既 方 便 又 安 全 并 且 它 映 射 了 J a v a 异 常 下 函 数 的 错 误 返 回 值

注 意 不 能 返 回 S tr in g B u ffe r 对 象



数 组

J /D ire c t 自 动 处 理 标 量 的 数 组 下 面 的 J a v a 数 组 类 型 直 接 转 换 到 本 机 指

针 类 型

J a v a 本 机本 机本 机本 机 每 个 元 素 的 字 节 数每 个 元 素 的 字 节 数每 个 元 素 的 字 节 数每 个 元 素 的 字 节 数

B yte [] B Y T E * 1

S h o r t[] S H O R T * 2

in t[] D W O R D * 4

flo a t[] F L O A T * 4

d o u b le [] D O U B L E * 8

lo n g [] _  _ IN T 6 4 * 8

B o o le a n [] B O O L * 4

如 果 U n ic o d e 修 饰 符 无 效 则 c h a r [  ]数 组 类 型 转 换 为 C H A R * 如 果 有

效 则 转 换 为 W C H A R *
通 过 调 用 程 序 可 以 修 改 所 有 的 标 量 数 组 参 数 诸 如 [ in o u t]参 数

数 组 类 型 不 能 作 为 返 回 类 型 这 里 不 支 持 对 象 或 字 符 串 数 组

通 常 这 种 机 制 由 O L E 函 数 用 来 返 回 值 O L E 函 数 保 留 函 数 返 回

值 来 返 回 H R E S U L T 错 误 代 码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调 用 O L E  A P I 函

数 一 节 会 了 解 到 O L E 函 数 是 如 何 获 得 返 回 值 的



结 构

J a v a 语 言 不 直 接 支 持 结 构 的 概 念 尽 管 使 用 J a v a 类 包 含 的 字 段 可 以 在

J a v a 语 言 中 模 拟 结 构 的 概 念 也 不 能 使 用 普 通 的 J a v a 对 象 在 本 机 D L L
调 用 中 模 拟 结 构 这 是 因 为 J a v a 语 言 不 能 保 证 字 段 的 布 局 因 为 无 用

单 元 收 集 程 序 可 以 在 内 存 中 自 由 移 动 对 象

然 而 为 了 传 递 和 接 收 来 自 D L L 方 法 的 结 构 需 要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 编

译 器 伪 指 令 当 对 J a v a 类 定 义 应 用 它 时 这 个 伪 指 令 将 对 内 存 块 中 分

配 的 类 产 生 类 的 所 有 实 例 此 内 存 块 在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期 间 是 不 可 移 动

的 另 外 使 用 p a c k 修 饰 符 可 以 控 制 内 存 中 字 段 的 格 式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结 构 封 装 例 如 W in 3 2  S Y S T E M T IM E 结 构 在 C 编 程

语 言 中 有 如 下 定 义

typ e d ef  s t ru c t  {

W O R D  w Y ea r ;

W O R D  w M o n th ;

W O R D  w D a yO fW e e k ;

W O R D  w D a y;

W O R D  w H o u r ;

W O R D  w M in u te ;

W O R D  w S e c o n d ;

W O R D  w M il lis e co n d s ;

}  S Y S T E M T IM E ;



在 J a v a 中 此 结 构 正 确 的 声 明 如 下

/* *  @ d l l.s t ru c t ( )  * /

c la s s  S Y S T E M T IM E  {

p u b lic  s h o r t  w Y ea r ;

p u b lic  s h o r t  w M o n t h ;

p u b l ic  sh o r t  w D a y O fW e e k ;
p u b lic  s h o r t  w D a y ;

p u b lic  s h o r t  w H o u r;

p u b lic  s h o r t  w M in u te ;

p u b lic  s h o r t  w S e c o n d ;

p u b lic  s h o r t  w M ill is e co n d s ;

}

下 面 的 例 子 在 D L L 方 法 调 用 中 使 用 S Y S T E M T IM E 结 构

c la s s  S h o w S tru c t  {

   / * *  @ d ll. im p o r t ( " K E R N E L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v o id  G e tS ys te m T im e(S Y S T E M T IM E  p s t) ;

   p u b l 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S Y S T E M T IM E  s ys te m tim e  =  n e w  S Y S T E M T IM E () ;

      G e tS ys te m T im e(s ys te m t im e);

      S ys t e m .o u t .p r in t ln (" Y ea r  is  "  +  s ys te m tim e .w Y ea r) ;



      S ys t e m .o u t .p r in t ln (" M o n th  is  "  +  s ys te m tim e .w M o n th ) ;

      / /  e t c .

   }

}

注 意 已 声 明 的 带 有 @dl l . s t r u c t 的 类 是 不 安 全 的 不 能 被 不 信 任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结 构 内 部 各 类 型 间 的 一 致 性

下 表 描 述 了 在 结 构 内 部 标 量 类 型 是 如 何 映 射 的

J a v a 本 机本 机本 机本 机

b y te B Y T E

v h a r T C H A R (C H A R 或 W C H A R 这 取 决 于 @ d ll.s tru c t 定

义 )

s h o r t S H O R T

in t L O N G

lo n g _  _ in t6 4

flo a t f lo a t

d o u b le d o u b le

b o o le a n B O O L (3 2 位 B o o le a n )

引 用 类 型 J a v a 对 象 和 类 通 常 映 射 到 嵌 套 结 构 和 数 组 下 表 给 出 各 种

支 持 的 映 射



J a v a 本 机本 机本 机本 机

s tr in g 指 针 或 字 符 串 或 嵌 套 的 定 长 字 符 串

使 用 @ d ll.s tru c t 标 记 的 类 嵌 套 结 构

c h a r [] T C H A R C H A R /W C H A R 的 嵌 套 数 组

b y te [] B Y T E 的 嵌 套 数 组

s h o r t [] S H O R T 的 嵌 套 数 组

in t [] L O N G 的 嵌 套 数 组

lo n g [] _  _ in t6 4 的 嵌 套 数 组

f lo a t[] 浮 点 的 嵌 套 数 组

d o u b le [] 双 精 度 的 嵌 套 数 组

由 于 有 许 多 种 方 法 可 完 成 引 用 对 象 的 分 配 和 清 理 所 以 这 里 不 直 接 支

持 结 构 内 部 的 指 针 为 了 表 示 带 嵌 套 指 针 的 结 构 需 声 明 此 指 针 字 段 为

整 数 类 型 需 要 对 适 当 的 分 配 函 数 生 成 显 式 D L L 调 用 然 后 初 始 化 内

存 块 可 以 使 用 D llL ib .p trT o S tru c t 将 这 块 内 存 映 射 到 @ d ll .S tru c t 类

嵌 套 的 结 构

结 构 可 通 过 命 名 其 他 结 构 作 为 字 段 类 型 来 简 单 地 嵌 套 另 一 个 结 构 例

如 如 下 将 W in d o w s  M S G 结 构 嵌 套 一 个 P O IN T 结 构

typ e d ef  s t ru c t  {

L O N G  x ;

L O N G  y ;



}  P O IN T ;

typ e d ef  s t ru c t  {

in t  h w n d ;

in t  m es s a g e ;

in t  w P a ra m ;

in t  lP a ra m ;

in t  t im e ;

P O IN T  p t ;

}  M S G ;

下 面 直 接 翻 译 进 J a v a

/* *  @ d l l.S t ru c t ( )  * /

c la s s  P O IN T  {

   in t  x ;

   in t  y ;

}

/* *  @ d l l.s t ru c t ( )  * /

c la s s  M S G  {

   p u b lic  in t  h w n d ;

   p u b lic  in t  m es s a g e ;

   p u b lic  in t  w P a ra m ;

   p u b lic  in t  lP a ra m ;



   p u b lic  in t  t im e;

   p u b lic  P O IN T  p t ;

}

提 示 尽 管 嵌 套 结 构 是 很 方 便 的 但 实 际 上 Jav a 并 不 真 正 支 持
嵌 套 的 对 象 而 只 支 持 对 象 的 嵌 套 引 用 Mic r o s o f t  V M 必 须 在 每
次 传 递 嵌 套 结 构 时 在 两 种 格 式 之 间 进 行 转 换 然 而 在 关 键 性 的 代
码 路 径 中 可 以 通 过 人 为 嵌 套 结 构 来 改 善 性 能 通 过 把 嵌 套 结 构 的
字 段 拷 贝 到 包 含 结 构 中 例 如 MSG 结 构 中 的 Pt 字 段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声 明 为 两 个 整 型 字 段 Pt_ x 和 Pt _ y

在 结 构 中 嵌 套 定 长 字 符 串

在 一 些 结 构 中 可 嵌 套 定 长 字 符 串 L O G F O N T 结 构 定 义 如 下

typ e d ef  s t ru c t  {

L O N G  lfH e ig h t ;

L O N G  lfW id th ;

/*  < m a n y  o th e r  f ie ld s  d e le te d  f o r  b re v it y >  * /

T C H A R  lfF a c e N a m e[3 2 ] ;

   }  L O G F O N T ;

在 J a v a 中 使 用 展 开 的 句 法 指 定 长 度 来 描 述 这 种 结 构

/* *  @ d l l.s t ru c t ( )  * /



   c la s s  L O G F O N T  {

      in t  lf H e ig h t ;

      in t  lf W id th ;

      / *  < m a n y  o th e r  f i e ld s  d e le te d  f o r  b re v it y >  * /

      / * *  @ d ll.s t ru c t m a p ([ typ e= T C H A R [3 2 ] ])  * /

      S t r in g lfF a c e N a m e;

   }

@ d ll .s t ru tm a p 伪 指 令 指 明 了 固 定 字 符 串 的 长 度 作 为 字 符 的 测 量 尺 度 对

空 字 符 结 尾 的 串 包 括 空 格

更 多 的 信 息 请 参 看 在 结 构 中 嵌 套 定 长 标 量 数 组

在 结 构 中 嵌 套 定 长 标 量 数 组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m a p 伪 指 令 可 以 指 定 在 结 构 中 嵌 套 的 定 长 标 量 数 组

下 面 是 包 括 定 长 标 量 数 组 的 C 语 言 结 构

s t ru c t  E m b e d d e d A rra ys

{

B Y T E b [4 ]

C H A R c[4 ]

S H O R T s [4 ]

IN T i[4 ]

_  _ in t6 4 l[4 ]

f lo a t f [4 ]



d o u b l d [4 ]

} ;

在 下 面 的 方 法 中 通 过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m a p 可 指 定 E m b e d d e d A rra ys 结 构

/* *  @ d l l.s t ru c t ( )  * /

c la s s  E m b ed d ed A rra ys

{

/* *  @ d l l.s t ru c t m a p ( [ typ e= F IX E D A R R A Y , s iz e= 4 ] )  * /

b y te  b [ ] ;

/* *  @ d l l.s t ru c t m a p ( [ typ e= F IX E D A R R A Y , s iz e= 4 ] )  * /

ch a r  c [ ] ;

/* *  @ d l l.s t ru c t m a p ( [ typ e= F IX E D A R R A Y , s iz e= 4 ] )  * /

s h o r t  s [ ] ;

/* *  @ d l l.s t ru c t m a p ( [ typ e= F IX E D A R R A Y , s iz e= 4 ] )  * /

in t  i[ ] ;

/* *  @ d l l.s t ru c t m a p ( [ typ e= F IX E D A R R A Y , s iz e= 4 ] )  * /

lo n g  l[ ] ;

/* *  @ d l l.s t ru c t m a p ( [ typ e= F IX E D A R R A Y , s iz e= 4 ] )  * /

f lo a t  f [ ] ;

/* *  @ d l l.s t ru c t m a p ( [ typ e= F IX E D A R R A Y , s iz e= 4 ] )  * /



d o u b le  d [] ;

}

结 构 装 填

在 A N S I C 草 案 3 .5 .2 .1 中 说 明 了 结 构 字 段 的 填 充 和 对 齐 可 通 过 使 用

p a c k 修 饰 符 来 设 置 装 填 长 度

/* *  @ d l l.s t ru c t (p a c k = n )  * /

这 里 的 n 可 为 1 2 4 或 8 默 认 为 8 对 于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C + +编 译

器 的 用 户 p a c k = n  等 价 于 # p ra g m a  p a c k (n )

理 解 @ d ll.s tru c t 和 @ c o m .s tru c t 之 间 的 关 系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与 @ c o m .s tru c t 伪 指 令 非 常 类 似 这 个 伪 指 令 包 括 在

ja c tiv e x 工 具 并 隐 含 包 括 在 J a v a t lb 工 具 中 Ja v a t lb 工 具 包 含 在 以 前 的

M ic ro so f t  V is u a l  J + +版 本 中 现 在 已 经 被 ja c t iv e x 所 代 替 最 重 要 的

不 同 点 是 默 认 类 型 映 射 适 于 M c iro so f t  W in d o w s 函 数 调 用 而 不 是 C O M
对 象 调 用 这 样 就 可 以 在 类 型 库 中 描 述 这 个 结 构 并 使 用 ja c tiv e x 工

具 生 成 J a v a 类 以 生 成 @ d ll .s t ru c t 类 然 而 通 常 情 况 下 手 工 生 成 类

更 快 些



指 针

J a v a 不 支 持 指 针 数 据 类 型 然 而 用 户 可 以 传 递 一 个 元 素 的 数 组 而 不

是 传 递 指 针 可 以 在 J a v a 整 数 中 存 储 指 针 然 后 从 原 始 指 针 中 读 写 数

据

返 回 值 指 针

通 常 具 有 多 个 返 回 值 的 W in 3 2 函 数 可 通 过 调 用 程 序 给 更 新 的 变 量 传

递 指 针 来 进 行 处 理 例 如 G e tD isk F re e S p a c e 函 数 具 有 如 下 原 型

B O O L  G etD is k F r e eS p a c e ( L P C T S T R  s z R o o tP a th N a m e ,

D W O R D   * lp S e c to rs P erC lu s te r ,

D W O R D   * lp B ytes P erC lu s te r ,

D W O R D   * lp F re eC lu s te r s ,

D W O R D   * lp C lu s te r s ) ;

G e tD isk F re e S p a c e 的 典 型 调 用 如 下

D W O R D  s e c to rs P erC lu s te r ,  b y tes P erC lu s te r , f r e eC lu s te rs , c lu s te rs ;

G e tD is k F r e eS p a c e ( r o o tn a m e , & s e c to rs P erC lu s te r ,

& b ytes P erC lu s te r , & f r e eC lu s te r s , & c lu s te rs ) ;

在 J a v a 中 这 是 传 递 元 素 标 量 数 组 的 典 型 例 子 下 例 显 示 了 如 何 调 用

G e tD isk F re e S p a c e 函 数



c la s s  S h o w G etD is k F r e eS p a c e

{

   p u b lic  s ta t ic  v o id  m a in (S tr in g  a rg s [ ] )

   {

      in t  s e c to rs P erC lu s te r [ ]  =  { 0 } ;

      in t  b y tes P erC lu s te r [ ]  =  { 0 } ;

      in t  f r e eC lu s te rs [ ]  =  { 0 } ;

      in t  c lu s te r s [ ]  =  { 0 } ;

      G e tD is k F r e eS p a c e ( c :\ \" , s e c to rs P erC lu s te r"  b y t es P erC lu s te r ,

                      f r e eC lu s te r s , c lu s te r s ) ;

      S ys t e m .o u t .p r in t ln (" s e c to rs /c lu s te r  =  " +  s e c to rs P erC lu s te r [0 ]) ;

      S ys t e m .o u t .p r in t ln (" b y tes /c lu s te r  =  " + b y tes P erC lu s t e r [0 ] ) ;

      S ys t e m .o u t .p r in t ln (" f r e e  c lu s te rs  =  " + fr e eC lu s te r s [0 ]) ;

      S ys t e m .o u t .p r in t ln (" c lu s te rs =  +  " c lu s te rs [0 ]) ;

   }

   /* *  @ d ll .im p o r t(K E R N E L 3 2 ) * /
   p r iv a te  n a t iv e  s ta t ic  b o o lea n  G e tD is k F r e eS p a c e (S tr in g  ro o tn a m e ,

                 in t  p S e c to rs P erC lu s te r [ ] ,  in t  p B yt es P erC lu s te r [ ] ,

                 in t  p F re eC lu s te rs [ ] , in t  p C lu s ter s [ ] ) ;

}



原 始 指 针

未 知 的 或 难 以 实 现 的 结 构 指 针 可 存 放 于 普 通 的 J a v a 整 数 中 如 果 应 用

程 序 只 需 存 储 指 针 而 不 需 要 引 用 它 那 就 是 是 最 简 单 且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可 以 使 用 此 技 术 来 存 储 分 配 内 存 块 的 D L L 函 数 返 回 的 指 针 实 际 上

可 以 使 用 这 种 技 术 来 存 储 任 何 D L L 函 数 返 回 的 指 针 不 用 说 使 用 原

始 指 针 消 除 了 许 多 J a v a 安 全 性 的 优 点 只 要 可 能 都 应 使 用 其 他 方 法

然 而 还 是 有 可 能 选 择 使 用 原 始 指 针 的 情 况 记 住 从 原 始 指 针 中 读 写

数 据 有 两 种 方 式

转 换 引 用 为 @ D ll.S tru c t 类

通 过 原 始 指 针 中 读 写 数 据 的 一 种 方 法 是 将 原 始 指 针 转 换 为 对 @ d ll .s t ru c t
类 的 引 用 一 旦 完 成 了 这 一 步 就 可 以 使 用 正 常 字 段 访 问 句 法 来 读 写 数

据 例 如 假 设 有 一 个 要 访 问 R E C T 的 原 始 指 针 可 以 使 用 系 统 方 法

D llL ib .p trT o S tru c t 如 下

/* *  @ d ll .s t ru c t( )  * /
   c la s s  R E C T  {

     in t  l e f t ;

     in t  to p ;

     in t  r ig h t ;

     in t  b o t to m ;

   }



   im p o r t  c o m .m s .d ll .* ;

   in t  ra w p tr  =  … ;

   R E C T  r e c t  =  (R E C T )D l lL ib .p t rT o S t ru c t (R E C T .c la s s .ra w p tr ) ;

   r e c t . le f t  =  0 ;

   r e c t .to p  =  0 ;

   r e t .r ig h t  =  1 0 ;

   r e c t .b o t to m  =  1 0 ;

在 R E C T 实 例 中 p trT o S tru c t 方 法 封 装 原 始 指 针 这 个 R E C T 实 例 与 N e w
运 算 符 创 建 的 实 例 不 同 它 不 会 通 过 无 用 单 元 收 集 来 释 放 原 始 指 针 因

为 R E C T 对 象 没 有 办 法 知 道 指 针 的 位 置 另 外 由 于 本 机 内 存 在 调 用

p trT o S tru c t 时 已 经 构 成 所 以 不 调 用 R E C T 类 构 造 器

使 用 D llL ib 拷 贝 方 法

从 原 始 指 针 中 读 写 数 据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在 D llL ib 中 使 用 重 载 拷 贝 方 法

这 些 方 法 在 各 种 类 型 的 J a v a 数 组 和 原 始 指 针 之 间 拷 贝 数 据 如 果 需 要

把 原 始 指 针 作 为 指 向 字 符 串 的 指 针 L P T S T R 可 以 使 用 D llL ib 方 法

p trT o S tr in g A n s i p trT o S tr in g U n i 或 p trT o S tr in g 来 从 句 法 上 分 析 字 符 串

并 把 它 转 换 成 ja v a ..la n g .S tr in g  对 象

Im p o rt  co m .m s .d l l.* ;

in t  ra w p tr  =  … ;

S tr in g  s  =  d llL ib .p t rT o S tr in g A n s i( ra w p tr ) ;



警 告 所 有 Jav a 对 象 都 在 内 存 中 移 动 或 被 无 用 单 元 收 集 程 序 回
收 所 以 不 能 试 图 通 过 调 用 具 有 常 规 类 型 转 换 的 DLL 函 数 来 为 Jav a
数 组 获 得 指 针 下 例 给 出 了 获 得 指 针 的 一 种 不 正 确 的 方 法

/ /  D o  n o t  d o  th is !

   /* *  @ d ll. im p o r t ( " M Y D L L " )  * /

   p r iv a te  n a t iv e  s ta t ic  in t  C a s t ( in t  ja v a a r ra y [ ] ) ;

   / /  In s id e  M Y D L L .D L L

   L P V O ID  C a s e ( L P V O ID  p t r )

   {

      / /  D o  n o t  d o  th is !

      R e tu rn  p t r ;  / /  co m es  in  a s  a  J a v a  a r ra y ;  g o es  o u t  a s  a  J a v a  in t

   }

p t r 值 只 在 调 用 Cas t 函 数 期 间 才 能 保 证 是 有 效 的 这 是 因 为 允 许 VM
实 现 通 过 拷 贝 来 执 行 数 组 的 传 递 并 且 因 为 在 对 Cas t 函 数 的 调 用
返 回 后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可 能 会 使 数 组 的 物 理 存 储 位 置 变 得 不 同

多 态 参 数

一 些 W in 3 2 函 数 声 明 参 数 的 类 型 依 赖 于 另 一 个 参 数 的 值 例 如 W in H e lp
函 数 声 明 如 下

B O O L  W in H elp ( in t  h w n d , L P C T S T R  s z H elp F i le , U IN T  c m d , D W O R D  d w D a ta ) ;



看 似 简 单 的 d w D a ta 参 数 实 际 上 可 以 为 以 下 几 种 形 式 指 向 字 符 串 的 指

针 指 向 M U L T IK E Y H E L P 结 构 的 指 针 指 向 H E L P W IN IN F O 指 针 或

普 通 整 数 这 取 决 于 c m d 参 数 的 值

J /D ire c t 提 供 两 种 方 法 来 声 明 这 种 参 数

•  声 明 此 参 数 作 为 O b je c t 类 型

•  对 每 种 可 能 的 类 型 使 用 过 载 来 声 明 分 离 方 法

关 于 这 两 种 方 法 的 比 较 请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两 种 方 法 的 比 较

声 明 参 数 为 O b je c t 类 型

下 面 给 出 了 如 何 通 过 声 明 d w D a ta 为 O b je c t 类 型 来 声 明 W in H e lp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W in H e lp (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s z H e lp F i le ,

in t  c m d , O b je c t  d w D a ta ) ;

当 调 用 W in H e lp  时 J /D ire c t 将 使 用 运 行 时 间 类 型 来 决 定 如 何 传 递

d w D a ta 下 表 描 述 了 类 型 是 如 何 转 换 的

类 型类 型类 型类 型 转 换 为转 换 为转 换 为转 换 为

ja v a .la n g .In te g e r 4 字 节 整 数

ja v a .la n g .B o o le a n 4 字 节 B O O L

ja v a .la n g .C h a r C H A R 如 果 u n ic o d e 或 o le 修 饰 符 有 效 则 是

W C H A R



ja v a .la n g .sh o rt 2 字 节 S H O R T

ja v a .la n g .F lo a t 4 字 节 F L O A T

ja v a .la n g .S tr in g L P C S T R ( 如 果 u n ic o d e 或 o le 修 饰 符 有 效 则 是

L P C W S T R )

ja v a .la n g .S tr in g B u ffe r L P S T R ( 如 果 u n ic o d e 或 o le 修 饰 符 有 效 则 是

L P W S T R )

b y te [] B Y T E *

c h a r [] C H A R * ( 如 果 u n ic o d e 或 o le 修 饰 符 有 效 则 是

W C H A R )

s h o r t[] S H O R T *

in t[] IN T * _  _ in t6 4

flo a t[] f lo a t*

d o u b le [] d o u b le *

@ d ll.s tru c t 结 构 指 针

重 载 函 数

声 明 W in H e lp 函 数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对 每 种 可 能 的 类 型 进 行 重 载 函 数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W in H e lp (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s z H e lp F i le ,

                         in t  c m d , in t  d w D a ta ) ;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W in H e lp (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s z H e lp F i le ,



                         in t  c m d , S tr in g  d w D a ta ) ;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W in H e lp (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s z H e lp F i le ,

                         in t  c m d , M U L T IK E Y H E L P  d w D a ta ) ;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W in H e lp (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s z H e lp F i le ,

                         in t  c m d , H E L P W IN IN F O  d w D a ta ) ;

使 用 重 载 技 术 不 能 处 理 多 态 返 回 值 因 为 在 单 一 返 回 值 上 不 能 重 载 J a v a
方 法 因 此 必 须 给 函 数 的 每 种 变 体 起 不 同 的 J a v a 名 称 然 后 使 用

e n tryp o in t 修 饰 符 来 把 它 们 链 接 到 相 同 的 D L L 方 法 要 了 解 其 他 D L L
方 法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后 面 的 别 名 方 法 重 命 名

两 种 方 法 的 比 较

在 大 多 数 实 例 中 优 先 考 虑 重 载 方 法 因 为 它 运 行 性 能 高 还 有 较 好 的

类 型 检 查 另 外 重 载 避 免 了 在 In te g e r 对 象 内 部 封 装 整 数 参 数

然 而 在 有 多 个 多 态 参 数 的 情 况 中 声 明 参 数 为 类 型 O b je c t 是 很 有 用

的 当 要 访 问 大 量 类 型 的 服 务 时 诸 如 可 以 接 受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声 明 的 任 意 对 象 的 函 数 也 可 以 选 择 这 种 方 法



回 调

几 种 W in 3 2  A P I 要 求 程 序 提 供 具 有 回 调 函 数 地 址 的 W in d o w s 在 J a v a
中 可 以 通 过 展 开 系 统 类 c o m .m s .d l l .c a llb a c k 来 写 回 调 函 数

声 明 带 有 回 调 的 方 法

在 J a v a 中 为 了 表 示 回 调 参 数 需 声 明 J a v a 类 型 为 类 型

c o m .m s .d l l .C a l lb a c k 或 从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类 例 如 M ic ro so f t  W in 3 2
E n u m W in d o w s 原 型 化 如 下

B O O L  E n u m W in d o w s (W N D E N U M P R O C  w n d en u m p ro c , L P A R A M  lp a ra m ) ;

对 应 的 J a v a 原 型 为

im p o r t  c o m .m s .d ll .C a l lb a c k ;

   / * *  @ d ll. im p o r t ( "U S E R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E n u m W in d o w s (C a l lb a c k  w n d en u m p ro c , in t  lp a ra m ) ;

调 用 带 回 调 的 函 数

为 了 调 用 带 回 调 的 函 数 必 须 定 义 展 开 的 类 为 C a llb a c k 派 生 类 必 须 公

布 一 个 非 静 态 的 方 法 它 的 名 称 是 c a l lb a c k 全 部 小 写

W N D E N U M P R O C 的 C 语 言 定 义 如 下

B O O L  C A L L B A C K  E n u m W in d o w sP ro c (H W N D  h w n d , L P A R A M  lp a ra m );



为 了 在 J a v a 中 创 作 E n u m W in d o w sP ro c 必 须 声 明 展 开 C a llb a c k 的 类

如 下

c la s s  E n u m W in d o w sP ro c  e x te n d s  C a llb a c k
  {

    p u b l ic  b o o lea n  ca llb a ck ( in t  h w n d , in t  lp a ra m )

    {

       S t r in g B u ff e r  t ex t  =  n e w  S t r in g B u ff e r (5 0 ) ;

       G e tW in d o w T ex t (h w n d , t ex t , tex t .ca p a c it y ( )+ 1 ) ;

       i f  ( te x t .le n g h ()  !=  0 ){
       S ys te m .o u t .p r in t ln (" h w n d  = "  +  In te g e r .to H ex S tr in g (h w n d )  + " h : T ex t  = "  +  t ex t ) ;

       }

       r e tu r n  t ru e ;  / /  r e tu r n  T R U E  to  co n t in u e  e n u m era t io n .

    }

/* *  @ d ll .im p o r t("U S E R 3 2 " )  * /
p r iv a te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G e tW in d o w T ex t ( in t  h w n d ,S tr in g B u ff e r  tex t ,in t  c c h ) ;

}

可 以 使 用 如 下 方 法 调 用 带 有 c a l lb a c k 的 E n u m W in d o w s

b o o lea n  r e s u lt  =  E n u m W in d o w s (n e w  E n u m W in d o w s P ro c( ) ,  0 ) ;



回 调 方 法 接 受 类 型 的 限 制

回 调 方 法 的 返 回 类 型 必 须 是 v o id in t b o o le a n 或 sh o r t 当 前 允 许 的 唯

一 参 数 类 型 是 整 型 幸 运 的 是 这 并 不 像 听 起 来 有 那 么 多 限 制 可 以 使

用 D llL ib  方 法 p trT o S tr in g A n s i p trT o S tr in g U n i 和 p trT o S tr in g  把 参 数 作

为 L P T S T R 可 以 使 用 p trT o S tru c t 方 法 把 参 数 作 为 指 向 @ d ll .s t ru c t 类 的

指 针

用 回 调 关 联 数 据

经 常 需 要 把 一 些 数 据 从 函 数 的 调 用 程 序 传 到 回 调 程 序 这 解 释 了

E n u m W in d o w s 带 有 额 外 的 lp a ra m 参 数 的 原 因 大 多 数 带 有 回 调 的 W in 3 2
函 数 都 有 无 条 件 接 受 传 到 回 调 函 数 的 特 殊 的 3 2 位 参 数 使 用 回 调 机 制

可 以 不 必 使 用 lp a ra m 参 数 来 传 递 数 据 因 为 回 调 方 法 是 非 静 态 的 所

以 可 以 在 E n u m W in d o w sP ro c  对 象 中 把 数 据 作 为 字 段 来 存 储

回 调 的 生 存 期

需 要 注 意 要 完 成 本 机 函 数 之 前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程 序 不 回 收 回 调 如 果

回 调 是 短 期 的 只 对 函 数 调 用 的 生 存 期 可 用 则 不 需 要 特 殊 的 行 为

因 为 对 D L L 函 数 传 递 的 回 调 可 以 保 证 在 调 用 过 程 中 不 必 由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程 序 来 回 收

如 果 回 调 是 长 期 的 整 个 函 数 调 用 过 程 中 都 使 用 将 必 须 在 J a v a 数

据 结 构 中 通 过 存 储 它 的 引 用 防 止 回 调 被 回 收 也 可 以 在 本 机 数 据 结 构 中

通 过 使 用 c o m .m s .d l l .ro o t 类 在 根 句 柄 内 封 装 此 回 调 来 存 储 回 调 的 引 用



根 句 柄 是 3 2 位 句 柄 它 可 以 防 止 回 调 被 回 收 直 到 句 柄 显 式 释 放 为 止

例 如 W n d P ro c 的 根 句 柄 可 存 储 在 H W N D 结 构 的 应 用 数 据 区 中 并 且

在 W M _ N C D E S T R O Y 消 息 中 显 式 释 放

在 结 构 内 部 嵌 套 回 调

为 把 回 调 嵌 套 到 结 构 内 部 必 须 先 调 用 c o m .m s .d l l .R o o t .a llo c 方 法 以 在

根 句 柄 中 封 装 回 调 然 后 把 根 句 柄 传 递 到 D llL ib .a d d rO f 方 法 以 获 得

回 调 的 实 际 本 机 地 址 然 后 把 这 个 地 址 作 为 整 数 存 储

例 如 在 J a v a 中 如 下 声 明 W N D C L A S S 结 构

/* *  @ d l l.s t ru c t ( )   * /

   c la s s  W N D C L A S S  {

      in t  s ty le ;

      in t  lp fn W n d P ro c ; ;  / /  C A L L B A C K

      …  / *   < o th e r  f ie ld s  d e le te d  fo r  b rev it y >  * /

   }

假 设 已 经 展 开 回 调 如 下

c la s s  W N D P R O C  ex ten d s  C a l lb a c k

   {

      p u b l ic  in t  ca llb a ck ( in t  h w n d ,  in t  m s g , in t  w p a ra m , in t  lp a ra m )

      {

      …



      }

   }

为 了 在 W N C L A S S 对 象 内 部 存 储 指 向 回 调 的 指 针 使 用 如 下 序 列

im p o r t  c o m .m s .d ll .* ;

W N D C L A S S  w c  =  n e w  W N D C L A S S () ;

in t  ca l lb a c k ro o t  =   R o o t .a l lo c ( n e w  W N D P R O C () ) ;

W c .lp fn W n d P ro c  =  D l lL ib .a d d rO f( ca l lb a c k ro o t) ;

调 用 O L E  A P I函 数

本 节 提 供 关 于 O L E  A P I 函 数 的 信 息

O L E  模 式 句 法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包 括 为 导 入 O L E  A P I 函 数 而 设 计 的 特 殊 模 式 为 使

用 这 种 模 式 在 下 面 的 例 子 中 只 包 括 o le 修 饰 符

/* *  @ d l l.im p o r t ( " O L E 3 2 " , o le )  * /

   p u b lic  c la s s  O L E 3 2  {

      …

   }



O L E 函 数 与 W in 3 2函 数 的 比 较

理 论 上 O L E 3 2 .D L L 和 O L E A U T 3 2 .D L L 的 导 出 函 数 不 同 于 其 他 任 何

D L L 函 数 实 际 上 O L E 函 数 具 有 自 己 一 致 的 调 用 风 格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O L E 函 数 不 同 于 W in 3 2 函 数

•  O L E 函 数 只 在 U n ic o d e 中 出 现 这 里 没 有 A N S I O L E 函 数

•  实 际 上 所 有 O L E 函 数 都 通 过 标 准 函 数 返 回 值 来 返 回 3 2 位 状 态 码

即 H R E S U L T 高 位 指 出 函 数 是 成 功 高 位 关 闭 还 是 失 败 高 位 打

开 少 量 函 数 可 返 回 多 个 成 功 值 通 常 有 S _ O K 和 S _ F A L S E
但 大 多 数 只 返 回 一 个 成 功 值 S _ O K

•  如 果 O L E 函 数 除 状 态 码 外 还 返 回 多 个 值 则 调 用 程 序 应 提 供 指 向 变

量 的 指 针 这 个 变 量 将 接 收 退 出 值 通 常 返 回 值 指 针 作 为 最 后 的 参

数

•  返 回 字 符 串 的 W in 3 2 结 构 是 填 充 在 调 用 程 序 分 配 的 缓 冲 区 中 O L E
函 数 通 过 使 用 C o T a sk M e m A llo c 来 返 回 字 符 串 并 期 望 调 用 程 序 使 用

C o T a sk M e m F re e 来 释 放 它 们

比 较 W in 3 2代 码 与 O L E 代 码

简 单 A d d 函 数 的 代 码 看 起 来 像 W in 3 2 编 码 结 构 中 的 代 码

in t  s u m ;

s u m  =  A d d (1 0 , 2 0 ) ;



在 O L E 风 格 中 A d d 函 数 如 下

H R E S U L T  h r ;

   in t  s u m ;

   h r  =  A d d (1 0 , 2 0 , & s u m );

   if  (F A IL E D ( h r ))  {

      … h a n d le  e r r o r ..

   }

调 用 O L E 函 数

o le 模 式 利 用 一 致 性 的 编 码 风 格 为 调 用 O L E 函 数 提 供 一 种 友 好 的 J a v a
方 法 从 J a v a  调 用 O L E 风 格 的 A d d 函 数 看 起 来 像 调 用 传 统 的 W in 3 2
风 格 的 函 数

/* *  d ll .im p o r t ( "O L E L IK E M A T H D L L " ,  o le )   * /

   p r iv a te  n a t iv e  s ta t ic  in t  A d d ( in t  x , in t  y ) ;

   in t  s u m  =  A d d (1 0 , 2 0 ) ;

   / /  if  w e  g o t  h e r e , A d d  s u c c e ed e d .

O L E 模 式 的 工 作 方 式

由 于 o le 修 饰 符 M ic ro so f t  V M 自 动 假 设 本 机 A d d 函 数 返 回 H R E S U L T
V M 通 知 A d d 函 数 返 回 整 数 当 调 用 A d d 时 V M 自 动 分 配 整 型 的 临



时 变 量 并 插 入 指 向 它 的 指 针 作 为 第 三 个 参 数 本 机 A d d 函 数 返 回 后

V M 自 动 检 查 H R E S U L T 并 且 如 果 它 指 出 了 失 败 高 位 打 开 则

发 出 类 型 c o m .m s .c o m .C o m F a ilE x c e p t io n 的 Ja v a 异 常 如 果 H R E S U L T
没 有 指 出 失 败 则 V M 从 它 创 建 的 临 时 变 量 中 检 索 A d d 函 数 的 真 正 返

回 值 并 返 回 此 值

S _ F A L S E 与 J a v a /C O M 的 集 成 不 同 它 的 返 回 值 不 会 导 致 发 出

C o m S u c c e ssE x c e p t io n 如 果 要 区 别 成 功 的 结 果 则 必 须 使 用 正 规 的 D L L
调 用 模 式 并 把 H R E S U L T 作 为 整 数 返 回 值

o le 模 式 修 改 D L L 调 用 的 语 义 概 括 如 下

1 . 所 有 字 符 串 和 字 符 都 假 设 为 U n ic o d e
2 . 本 机 函 数 的 函 数 返 回 值 假 设 是 H R E S U L T 如 果 返 回 的 H R E S U L T 指

出 失 败 则 M ic ro so f t  V M 发 出  C o m F a ilE x c e p tio n
3 . 如 果 J a v a 方 法 返 回 类 型 不 是 v o id 则 M ic ro so f t  V M 将 被 假 设 本 机 函

数 通 过 指 针 返 回 附 加 结 果 此 指 针 是 函 数 的 最 后 一 个 参 数 在 调 用 获

得 附 加 返 回 值 之 后 V M 将 提 供 这 个 指 针 的 参 数 和 引 用 这 个 值 将 作

为 J a v a 方 法 的 值 来 返 回

传 递 和 接 收 来 自 O L E 函 数 的 字 符 串

在 o le 模 式 函 数 上 声 明 一 个 参 数 为 S tr in g 类 型 来 传 递 L P C O L E S T R
M ic ro so f t  V M 也 包 括 长 度 前 缀 所 以 这 个 字 符 串 可 以 作 为 B S T R
在 o le 模 式 中 声 明 返 回 值 为 S tr in g 类 型 可 使 M ic ro so f t  V M 传 递 指 向 未



初 始 化 的 L P C O L E S T R 的 指 针 当 本 机 函 数 返 回 时 M ic ro so f t  V M 将

把 返 回 的 L P C O L E S T R 转 换 成 字 符 串 然 后 调 用 C o T a sk F e e 来 释 放 字

符 串

传 递 G U ID s 及 I ID s和 C L S ID s

使 用 系 统 类 c o m .m s .c o m ._ G u id s 来 表 示 G U ID s 作 为 参 数 传 递 _ G u id 对

象 也 就 是 对 本 机 函 数 传 递 了 指 向 G U ID 的 指 针 声 明 _ G u id 的 返 回 类

型 可 使 M ic ro so f t  V M 传 递 指 向 函 数 填 充 的 只 在 o le 模 式 中 未 初 始

化 的 G U ID 的 指 针

例 如 O L E 3 2 导 出 函 数 C L S ID F ro m P ro g I D 和 P ro g ID F ro m C L S ID 以 在

C L S ID s 和 通 过 V isu a l  B a s ic 函 数 C re a te O b je c t 使 用 的 可 读 名 称 之 间 进 行

映 射

这 些 方 法 具 有 如 下 原 型

H R E S U L T  C L S ID F ro m P r o g ID (L P C O L E S T R  s z P ro g ID ,  L P C L S ID  p c ls id ) ;

H R E S U L T  P ro g ID F r o m C L S ID (R E F C L S ID  c ls id , L P O L E S T R  * lp s z P ro g Id ) ;

在 J a v a 中 以 如 下 方 式 声 明 这 些 方 法

im p o r t  c o m .m s .co m ._ G u id ;

   c la s s  O L E  {

      / * *  @ d ll.im p o r t (" O L E 3 2 " , o le )  * /

      p u b l ic  s ta t ic  n a t iv e  _ G u id  C L S ID F ro m P ro g ID (S tr in g  s z P ro g ID );



      / * *  @ d ll.im p o r t (" O L E 3 2 " , o le )  * /

      p u b l ic  s ta t ic  n a t iv e  S tr in g   P r o g ID F ro m C L S ID (_ G u id  c ls id ) ;

   }

注 意 c o m . m s . c o m . _ G u i d 取 代 了 com . m s . c o m . G u i d 去 掉 了 下 划
线

传 递 V A R IA N T s

声 明 类 型 c o m .m s .c o m .V a ria n t 的 参 数 来 为 本 机 函 数 传 递 指 向 V A R IA N T
的 指 针 声 明 类 型 c o m .m s .c o m .V a ria n t 只 对 o le 模 式 的 返 回 值 来

为 本 机 函 数 传 递 指 向 未 被 初 始 化 的 V a ria n t 的 指 针 以 进 行 填 充

传 递 C O M 接 口 指 针

为 传 递 C O M 接 口 指 针 必 须 使 用 诸 如 ja c t iv e x .e x e 之 类 的 工 具 来 生 成

J a v a /C O M 接 口 类 然 后 通 过 声 明 接 口 类 型 的 参 数 来 传 递 或 接 收 C O M
接 口

例 如 系 统 类 c o m .m s .c o m .IS tre a m 是 J a v a /C O M 接 口 此 接 口 代 表 了

s t ru c tu re d  S to ra g e  IS tre a m  *接 口 O L E 3 2 函 数 C re a tS tre a m O n H G lo b a l 的

声 明 如 下

im p o r t  c o m .m s .co m .* ;

/* *  @ d l l.im p o r t ( " O L E 3 2 " , o le )  *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IS tr ea m  C r ea teS tr ea m O n H G lo b a l( in t  h g lo b a l, b o o lea n  fD e le teO n R e lea s e ) ;

别 名 方 法 重 命 名

有 时 可 能 想 使 用 J a v a 方 法 的 名 称 此 名 不 同 于 导 出 函 数 时 D L L 使 用

的 名 称 例 如 可 能 有 以 小 写 字 母 开 头 的 J a v a 名 称 以 便 符 合 J a v a 命

名 约 定 为 了 做 到 这 一 点 在 下 例 中 使 用 带 有 e n tryp o in t  修 饰 符 的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 e n tr yp o in t= " G etS ys C o lo r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g e tS ys C o lo r( in t  n In d ex ) ;

不 需 要 用 别 名 来 执 行 W in 3 2  A P I 的 A N S I/U n ic o d e 后 缀 M ic ro so f t  V M
自 动 承 担 这 些 工 作 请 参 看 本 节 后 面 的 V M 如 何 在 A N S I 和 U n ic o d e
之 间 进 行 选 择 当 访 问 通 过 a .d e f 文 件 导 出 的 函 数 时 也 不 必 使 用

别 名 方 式 通 常 这 些 名 称 是 使 用 破 坏 标 准 调 用 s td c a ll  m a n g in g
的 方 式 导 出 的 以 下 范 例 给 出 了 _ sa m p le @ 8 重 新 命 名 的 方 法 这 里 的 8
表 示 函 数 接 受 的 参 数 类 型 数 量

ex te rn  " C "

   _  _ d e c ls p e c (d llex p o r t )

   V O ID  s a m p le ( in t  x , in t  y ){

      …

   }



如 果 没 有 显 式 入 口 点 则 J /D ire c t 自 动 对 破 坏 的 标 准 调 用 s td c a ll -
m a n g le d 名 称 进 行 绑 定 M ic ro so f t  V M 自 动 为 以 下 K E R N E L 3 2  A P I 函

数 提 供 别 名

K e r n e l3 2  F u n c t io n A lia s

C o p y M e m o ry R tlM o v e M e m o ry

M o ve M e m o ry R tlM o v e M e m o ry

F illM e m o ry R tlF i llM e m o ry

Z e ro M e m o ry R tlZ e ro M e m o ry

按 序 号 链 接

一 些 D L L 是 通 过 序 号 1 6 位 整 数 而 不 是 名 称 导 出 函 数 的 为 了 调 用

这 样 的 D L L s 需 要 使 用 方 法 级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来 确 定 序 号 序 号 链

接 的 句 法 是

/* *  @ d l l.im p o r t . im p o rt (" L ib n a m e" , e n t r yP o in t= " # o rd in a l" )  * /

注 意 o rd in a l 是 以 十 进 制 形 式 指 定 的

例 如 要 以 D L L M y D ll.D L L 中 的 序 号 8 2 链 接 导 出 的 函 数 其 代 码

如 下

/* *  @ d l l.im p o r t ( " M y D ll" , e n tr yp o in t= " # 8 2 " )  *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v o id  M y S a m p le () ;



为 整 个 类 指 定 @ d ll. im p o r t

在 类 定 义 之 前 可 以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来 为 所 有 在 此 类 中 声 明 的

本 机 方 法 设 置 库 名 以 下 声 明 是 为 整 个 类 使 用 了 @ d ll .im p o r t

/* *  @ d ll .im p o r t  ( "K E R N E L 3 2 " )  * /
c la s s  E n v iro n m en tS t r in g s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G e tE n v ir o n m e n tS tr in g ( )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G e tE n v ir o n m e n tV a r ia b le (S tr in g  n a m e,

                      S t r in g B u ffe r  v a lu e ,  in t  c cb V a lu e ) ;

   p u b ic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S e tE n v ir o n m e n tV a r ia b le (S t r in g  n a m e ,S tr in g  v a lu e) ;

}

为 每 种 方 法 指 定 @ d ll .im p o r t 是 等 效 的 如 下 例

c la s s  E n v iro n m en tS t r in g s

{

   / * *  @ d ll. im p o r t ( " K E R N E L 3 2 " )  *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G e tE n v ir o n m e n tS tr in g s () ;

   /* *  @ d ll .im p o r t(" K E R N E L 3 2 ")  *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G e tE n v ir o n m e n tV a r ia b le (S tr in g  n a m e,

                      S t r in g B u ffe r  v a lu e ,  in t  c cb V a lu e ) ;



   /* *  @ d ll .im p o r t(" K E R N E L 3 2 ")  *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S e tE n v iro n m en tV a r ia b le (S tr in g  n a m e ,S tr in g  v a lu e ) ;

}

在 类 级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可 以 节 省 .c la s s 文 件 中 的 空 间 并 消 除 了

冗 余 的 信 息 然 而 类 级 的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不 是 通 过 子 类 来 继 承 的

V M 如 何 在 A N S I和 U n ic o d e之 间 选 择

考 虑 介 绍 J /D ire c t 基 础 知 识 中 M e ss a g e B o x 的 例 子 一 个 重 要 的 事 实 是

U S E R 3 2 并 不 会 导 出 名 为 M e ss a g e B o x  的 函 数 因 为 M e s sa g e B o x 函 数

带 有 字 符 串 它 像 所 有 W in 3 2 函 数 那 样 处 理 字 符 串 必 须 存 在 于 两

个 版 本 中 A N S I 版 本 和 U n ic o d e 版 本 分 别 命 名 为 M e ss a g e B o x A 和

M e ss a g e B o x W 当 在 C 或 C + + 中 调 用 M e ss a g e B o x 时 调 用 的

M e ss a g e B o x 函 数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宏 此 宏 根 据 是 否 定 义 了 U N IC O D E
宏 而 扩 展 到 M e ss a g e B o x A 或 M e ss a g e B o x W

调 用 D L L函 数 的 A N S I版 本

默 认 情 况 下 M ic ro so f t  V M 假 设 M e ss a g e B o x 函 数 的 A N S I 版 本 是 唯 一

需 要 的 如 果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不 带 修 饰 符 导 入 M e ss a g e B o x 函 数

代 码 如 下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M es s a g eB o x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tex t , S t r in g   t it le , in t  s t y le ) ;

M ic ro so f t  V M 将 采 取 如 下 步 骤

1 . 字 符 串 的 文 本 和 标 题 转 换 成 A N S I 空 字 符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2 . V M 试 图 在 U S E R 3 2 .D L L 中 找 到 名 为 M e ss a g e B o x 的 出 口

3 . 若 此 尝 试 失 败 则 V M 在 名 称 上 追 加 A 然 后 寻 找 名 为 M e s sa g e B o x A
的 出 口

4 . 若 此 尝 试 成 功 则 V M 调 用 M e ss a g e B o x A 函 数

调 用 D L L函 数 的 U n ic o d e版 本

假 设 不 想 调 用 M e ss g e B o x 函 数 的 A N S I 版 本 而 是 想 调 用 U n ic o d e 版 本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具 有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的 修 饰 符 来 完 成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u n ic o d e)  * /

   s ta t ic  a n t iv e  in t  M es s a g eB o x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tex t , S t r in g  t it le ,  in t  s ty le ) ;

既 然 已 给 出 了 U n ic o d e 修 饰 符 则 M ic ro so f t  V M 将 采 取 如 下 步 骤

1 . 字 符 串 的 文 本 和 标 题 转 换 成 U n ic o d e  空 字 符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2 . V M 试 图 在 U S E R 3 2 .D L L 中 找 到 名 为 M e ss a g e B o x 的 出 口

3 . 若 尝 试 失 败 则 V M 在 名 称 上 追 加 W 然 后 寻 找 名 为 M e ss a g e B o x W
的 出 口

4 . 若 尝 试 成 功 则 V M 调 用 M e ss a g e B o x W 函 数



调 用 D L L函 数 的 最 佳 版 本

不 幸 的 是 调 用 D L L 函 数 的 A N S I 版 本 或 U n ic o d e 版 本 都 是 调 用 W in 3 2
函 数 的 一 种 理 想 方 法 使 用 默 认 A N S I 模 式 允 许 代 码 在 任 何 W in 3 2 平 台

上 运 行 但 在 全 U n ic o d e 系 统 诸 如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N T 上 会 导 致 不

必 要 的 性 能 损 失 使 用 U n ic o d e 修 饰 符 可 去 除 性 能 上 的 损 失 但 限 制 是

只 能 在 实 现 U n ic o d e  A P I 的 系 统 上 运 行 幸 运 的 是 可 以 使 用 带 有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的 a u to 修 饰 符 来 基 于 主 操 作 系 统 调 用 D L L 函 数 的

最 佳 版 本

使 用 a u to  修 饰 符 提 供 了 这 两 种 优 点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调 用

M e ss a g e B o x 函 数 的 最 佳 版 本

/* *  @ d l l.im p o r t ( " U S E R 3 2 " ,a u to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in t  M es s a g eB o x (in t  h w n d , S tr in g  tex t , S t r in g   t it le , in t  s t y le ) ;

当 给 定 了  a u to 修 饰 符 时 M ic ro so f t  V M 决 定 在 运 行 期 间 基 本 平 台 是 否

支 持 U n ic o d e  A P Is 如 果 支 持 U n ic o d e 则 V M 的 行 为 就 像 是 已 经 指 定

了 U n ic o d e 修 饰 符 否 则 V M 的 行 为 就 像 是 已 经 指 定 了 a n s i 修 饰 符

这 样 通 过 在 给 定 的 平 台 上 使 用 最 优 的 A P I 集 a u to 修 饰 符 就 可 以 在

A N S I 和 U n ic o d e  W in d o w s 系 统 上 都 能 运 行

一 般 来 说 无 论 何 时 调 用 U n ic o d e  A P I 函 数 都 可 以 使 用 a u to 修 饰 符

如 果 调 用 自 己 的 D L L s 则 根 据 自 己 的 需 要 选 择 a n s i 默 认 或 U n ic o d e
下 表 给 出 了 当 使 用 a u to 修 饰 符 时 V M 如 何 决 定 使 用 A N S I 或 U n ic o d e 的

细 节



1 . V M 打 开 注 册 表 键

H K E Y _ L O C A L _ N A C H IN E \s o f tw a re \M ic ro so f t \J a v a .V M 然 后 寻 找

D W O R D 命 名 的 值 D llIm p o r tD e fa u l tT yp e 此 值 是 下 列 几 种 之 一

  2 — A N S I 一 直 使 用 A N S I 版 本

  3 — U n ic o d e 一 直 使 用 U n ic o d e 版 本

  4 — P la tfo r t 根 据 平 台 确 定 使 用 A N S I 或 U n ic o d e
2 . 如 果 键 不 存 在 或 如 果 它 已 经 设 置 为 4 表 示 平 台 则 V M 调 用 W in 3 2

G e tV e rs io n 函 数 然 后 检 查 高 位 来 确 定 本 平 台 是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9 5 还 是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N T 如 果 平 台 是 W in d o w s  9 5 则 使 用

A N S I 模 式 否 则 使 用 U n ic o d e 模 式

没 有 必 要 自 己 设 置 D llIm p o r tD e fa u l tT yp e 注 册 表 键 它 基 本 上 已 存 在 了

所 以 安 装 程 序 可 以 在 未 来 的 W in d o w s 平 台 上 设 置 最 合 适 的 选 择 可 以

在 平 台 上 通 过 读 取 c o m .m s .d l l .d l lL ib .S y s te m D e fa u l tC h a rS z ie 字 段 来 编

程 查 询 首 选 模 式 这 个 字 段 在 A N S I 系 统 上 将 设 置 为 1 在 U n ic o d e 系

统 上 将 设 置 为 2
A n s i,  U n ic o d e 和 a u to  也 可 用 于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通 过 D L L 函 数 获 得 错 误 代 码

不 调 用 W in 3 2  函 数 G e tL a s tE rro r 而 是 通 过 另 一 个 D L L 调 用 也 可 以

获 得 错 误 代 码 因 为 M ic ro so f t  V M 可 能 在 执 行 J a v a 代 码 的 过 程 中 执 行

自 身 的 函 数 调 用 所 以 在 获 得 错 误 代 码 时 它 可 能 已 经 被 已 经 重 写 了



为 了 可 靠 地 通 过 D L L 函 数 来 访 问 错 误 代 码 必 须 使 用 se tL a s tE rro r 修 饰

符 来 指 示 V M 在 调 用 方 法 后 立 即 捕 获 错 误 代 码 由 于 性 能 的 原 因 这

种 行 为 不 是 默 认 的 随 后 可 以 调 用 c o m .m s .d l l .D llL ib .g e tL a s tW in 3 2 E rro r
方 法 来 检 索 错 误 代 码 每 个 J a v a 线 程 都 独 立 保 存 这 个 值

例 如 F in d N e x tF i le 函 数 通 过 错 误 代 码 返 回 状 态 信 息 F in d N e x tF i le 将

声 明 如 下

/* *  @ d l l.im p o r t ( " K E R N E L 3 2 " ,s e tL a s tE rro r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F in d N ex tF ile ( in t   h F in d F ile , W IN 3 2 _ F IN D _ D A T A  w f d ) ;

典 型 的 调 用 如 下

im p o r t  c o m .m s .d ll .D llL ib ;

b o o lea n  f  =  F in d N ex tF ile (h F in d F i le , w fd ) ;

if  ( !f )  {

   in t  e r r o r co d e  =  D llL ib .g e tL a s tW in 3 2 E rro r( ) ;

}

动 态 加 载 和 调 用 D L L

有 时 可 能 需 要 比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正 常 提 供 的 更 多 控 件 来 控 制 加 载

和 链 接 过 程 比 如 需 求 可 能 包 括

•  加 载 库 它 的 名 称 和 路 径 必 须 是 在 运 行 时 计 算 的 或 从 用 户 输 入 产 生



的

•  在 处 理 终 止 之 前 释 放 库

•  执 行 函 数 它 的 名 称 和 顺 序 必 须 在 运 行 时 计 算

W in 3 2  A P Is 一 直 提 供 了 控 制 加 载 和 链 接 的 能 力 L o a d L ib ra r y
L o a d L ib ra r yE x 和 F re e L ib ra r y 函 数 显 式 控 制 D L L 的 加 载 和 释 放

G e tP ro c A d d re s s  函 数 允 许 链 接 到 特 定 的 出 口 G e tP ro c A d d re s s 函 数 返 回

一 个 函 数 指 针 所 以 可 通 过 函 数 指 针 调 用 任 何 语 言 这 样 可 以 实 现 动

态 调 用 而 毫 无 问 题

J /D ire c t 允 许 J a v a 程 序 员 以 下 列 方 式 声 明 需 要 的 函 数

注 意 如 果 使 用 com . m s . W i n 3 2 软 件 包 则 这 些 声 明 也 出 现 在
Ker n e l 3 2 类 中

/* *  @ d l l.im p o r t ( " K E R N E L 3 2 " ,a u to ) * /

p u b lic  n a t iv e  s ta t ic  in t  L o a d L ib ra r y (S tr in g  lp L ib F ile N a m e );

/* *  @ d ll .im p o r t(" K E R N E L 3 2 " ,a u to )  * /
p u b lic  n a t iv e  s ta t ic  in t  L o a d L ib ra r y E x (S tr in g  lp L ib F ile N a m e,

                               in t  h F i le , in t  d w F la g s ) ;

/* *  @ d l l.im p o r t ( " K E R N E L 3 2 " ,a u to )  * /

p u b lic  n a t iv e  s ta t ic  b o o lea n  F r e eL ib ra r y ( in t  n L ib M o d u le ) ;

/* *  @ d ll .im p o r t(" K E R N E L 3 2 " ,a n s i)  * /
p u b lic  n a t iv e  s ta t ic  in t  G e tP ro c A d d r es s ( in t  h M o d u le ,S t r in g  lp P ro c N a m e) ;



注 意 G e tP ro c A d d re s s 是 使 用 a n s i 修 饰 符 而 不 是 a u to 来 声 明 的 这 是

因 为 G e tP ro c A d d re s s 是 少 数 几 个 不 带 等 效 的 U n ic o d e 的 W in d o w s 函 数

之 一 如 果 使 用 a u to 修 饰 符 则 此 函 数 在 M ic ro so f t  W in d o w s 系 统 上 是

失 败 的

调 用 函 数 唯 一 留 下 的 问 题 是 通 过 G e tP ro c A d d re s s 获 得 的 为 了 方 便 起

见 m sja v a .d l l 实 现 M ic ro so f t  V M 的 D L L 导 出 名 为 c a l l 的 指 定 函 数

c a l l 函 数 的 第 一 个 参 数 是 指 向 第 二 个 函 数 的 指 针 所 有 调 用 所 做 的 就 是

调 用 第 二 个 函 数 把 它 传 递 给 其 余 参 数

下 面 是 关 于 应 用 程 序 如 何 加 载 D L L 和 通 过 D L L 调 出 A F u n c tio n 的 例 子

B O O L  A fu n c t io n ( L P C S T R  a rg u m e n t) ;

/* *  @ d l l.im p o r t ( " m s ja v a " ) * /

s ta t ic  n a t iv e  b o o lea n  ca ll( in t  fu n cp t r , S t r in g  a rg u m en t) ;

in t  h m o d  =  L o a d L ib ra r y ( " … ") ;
in t  fu n ca d d r  =  G e tP ro c A d d res s (h m o d , " A f u n c t io n " ) ;

b o o lea n  r e s u lt  =  ca l l( fu n ca d d r , " H e l lo " ) ;

F re eL ib ra r y (h m o d );

J /D ire c t与 原 始 本 机 接 口 比 较

J /D r ie c t 与 原 始 本 机 接 口 R N I 是 互 补 的 技 术 使 用 R N I 要 求 D L L 函

数 遵 循 严 格 的 命 名 约 定 要 求 D L L 函 数 可 以 与 J a v a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程 序



协 调 工 作 也 就 是 说 R N I 函 数 必 须 保 证 在 消 耗 时 间 的 代 码 起 始 y ie ld
代 码 阻 塞 其 他 线 程 的 代 码 阻 塞 用 户 输 入 的 代 码 周 围 调 用 G C E n a b le
和 G C D isa b le 在 J a v a 环 境 中 必 须 特 别 设 计 R N I 函 数 作 为 回 报 R N I
函 数 对 J a v a 对 象 内 部 和 J a v a 类 加 载 程 序 可 获 得 快 速 访 问

J /D ire c t 使 用 现 有 代 码 诸 如 W in 3 2  A P I 函 数 使 J a v a 链 接 此 函 数 不

是 为 处 理 J a v a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和 J a v a 运 行 时 间 环 境 的 其 他 微 妙 的 区 别 而

设 计 的 然 而 为 了 用 户 的 利 益 在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程 序 中 J /D ire c t 自

动 调 用 G C E n a b le 以 便 可 以 调 用 阻 塞 或 执 行 U I 的 函 数 而 在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中 没 有 不 好 的 影 响 另 外 J /D ire c t 自 动 转 换 普 通 数 据 类 型 如 字

符 串 和 结 构 为 C 函 数 通 常 的 格 式 于 是 就 可 以 不 必 写 很 长 的 代 码

和 包 装 D L L s 折 衷 方 案 是 D L L 函 数 不 能 访 问 任 意 J a v a 对 象 字 段 和 方

法 在 这 个 版 本 中 它 们 只 能 访 问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声 明 的 对 象 的

字 段 和 方 法 J /D ire c t 的 另 一 个 限 制 是 不 能 从 使 用 J /D ire c t 调 用 的 D L L
函 数 调 用 R N I 函 数 这 项 限 制 的 原 因 是 无 用 单 元 回 收 可 能 与 D L L 函 数

并 行 运 行 所 以 任 何 通 过 R N I 函 数 返 回 的 或 通 过 D L L 函 数 操 纵 的 对

象 句 柄 原 本 就 是 不 稳 定 的

幸 运 的 是 可 以 使 用 R N I 或 J /D ire c t 或 两 者 编 译 器 和 M ic ro so f t  V M
允 许 根 据 需 要 在 相 同 的 类 中 混 合 和 匹 配 J /D ire c t 和 R N I

安 全 问 题

对 独 立 的 J a v a 应 用 程 序 和 信 任 的 内 部 网 W e b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尽 管 J /D ire c t



是 非 常 有 力 的 特 征 但 它 显 然 太 强 大 了 以 致 于 不 能 被 W e b 上 的 普 通 J a v a
小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本 节 描 述 J /D ire c t 如 何 与 M ic ro so f t  V M 的 安 全 系 统 一

起 防 止 不 被 信 任 的 代 码 错 误 地 访 问 J /D ire c t 提 供 的 功 能

信 任 与 不 信 任 的 类

J /D ire c t 把 所 有 加 载 的 类 分 成 了 两 种

1 . 完 全 信 任 指 出 了 最 大 权 限

2 . 不 信 任

只 有 完 全 信 任 的 类 才 允 许 使 用 J /D ire c t 如 果 以 下 有 一 条 语 句 是 正 确 的

则 认 为 J a v a 类 是 完 全 信 任 的

•  类 进 行 数 字 签 名 指 出 完 全 信 任 这 种 类 的 例 子 有 签 名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  在 目 标 计 算 机 的 C L A S S P A T H 上 安 装 的 类 或 通 过 软 件 包 管 理 器 安

装 的 类 为 在 多 个 小 应 用 程 序 之 间 共 享 而 设 计 的 数 字 签 名 库 必 须 遵 循

这 项 准 则

•  使 用 J V IE W 或 W J V IE W 应 用 程 序 把 类 作 为 非 浏 览 器 应 用 程 序 来 运

行

另 一 方 面 W e b 上 未 签 名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是 不 信 任 的 J a v a 代 码



J /D ire c t方 法 调 用 的 安 全 检 查 点

M ic ro so f t  V M 在 三 个 不 同 的 时 间 为 J /D ire c t  方 法 应 用 安 全 检 查

1 . 连 接 时

2 . 第 一 次 调 用 时

3 . 每 次 调 用 时

只 有 在 传 递 任 意 三 个 安 全 检 查 中 的 一 个 或 显 式 禁 用 时 才 尝 试 J /D ire c t
调 用

链 接 时 的 安 全 检 查

当 J a v a 类 调 用 或 访 问 使 用 R e f le c t io n  A P I 另 一 类 的 成 员 时 才 进 行

链 接 在 链 接 时 M ic ro so f t  V M 查 看 引 用 的 类 是 否 是 可 访 问 的 传 递 参

数 的 类 型 和 数 目 是 否 正 确 如 果 类 在 相 同 的 软 件 包 中 或 已 声 明 为 公 共

的 则 认 为 此 类 是 可 访 问 的

使 用 标 准 的 J a v a 语 言 对 类 的 可 访 问 性 限 于 两 种 选 项 可 以 声 明 一

个 公 共 的 类 每 个 人 都 可 链 接 到 它 或 声 明 不 带 有 公 共 修 饰 符 的 类 只

有 在 相 同 软 件 包 中 的 类 才 能 链 接 到 它 然 而 使 用 M ic ro so f t  In te rn e t
E x p lo re r  4 .0 现 在 有 第 三 种 选 项 可 以 声 明 此 类 为 只 对 完 全 信 任 的 调

用 程 序 为 公 共 的 使 用 这 种 可 访 问 性 类 型 可 以 声 明 任 何 类 即 使 此 类

并 不 使 用 J /D ire c t 为 了 声 明 此 类 需 在 类 的 开 头 放 置 如 下 伪 指 令

/* *  @ s e cu r it y ( ch e c k C la s s L in d in g = o n )  * /



重 要 的 是 要 注 意 这 种 安 全 检 查 只 防 止 不 信 任 的 调 用 程 序 直 接 调 用 保

护 的 类 并 不 防 止 间 接 调 用 第 三 完 全 信 任 的 类 可 以 将 不 信 任 调

用 程 序 的 调 用 转 发 到 保 护 的 类 然 而 这 是 一 种 防 护 措 施 中 间 类

必 须 在 目 标 计 算 机 的 C L A S S P A T H 上 安 装 或 必 须 已 经 为 最 大 信 任 度

进 行 数 字 签 名 并 使 用 浏 览 器 安 装

首 次 调 用 的 安 全 检 查

方 法 的 第 一 次 调 用 是 指 第 一 次 从 任 一 调 用 程 序 调 用 此 方 法 此 时 对 于

本 机 关 键 字 所 标 记 的 任 何 一 种 方 法 M ic ro so f t  V M 确 定 此 方 法 是 否 为 完

全 信 任 类 的 成 员 如 果 不 是 则 发 出 S e c u r i tyE x c e p t io n 并 包 括 消 息 O n ly
fu l ly  tru s te d  c la s s  c a n  h a v e  n a t iv e  m e th o d s  a s  m e m b e rs 只 有 完 全 信 任 的

类 才 可 以 有 本 机 方 法 作 为 成 员 因 为 这 项 安 全 检 查 并 不 依 赖 于 调 用

上 下 文 所 以 它 只 须 一 次 执 行 如 果 已 传 递 则 在 将 来 的 调 用 中 就 不 再

进 行 检 查 这 里 没 有 方 法 来 禁 止 安 全 检 查

每 次 调 用 的 安 全 检 查

这 是 最 严 格 的 有 效 性 检 查 在 每 次 调 用 都 检 查 整 个 调 用 栈 即 使 在 调

用 栈 上 发 现 调 用 程 序 不 是 完 全 信 任 的 也 发 出 S e c u r i tyE x c e p tio n 默 认

情 况 下 所 有 J /D ire c t 方 法 都 执 行 这 项 检 查 R N I 方 法 不 执 行 这 项 检 查

这 是 由 于 向 后 兼 容 的 需 要 R N I 的 设 计 允 许 从 原 始 J D K  1 .0 本 机 接 口 很

容 易 地 进 行 移 植 此 接 口 不 提 供 安 全 检 查

尽 管 此 安 全 检 查 提 供 了 最 大 的 安 全 性 M ic ro so f t 也 提 供 了 一 种 禁 用 它



的 方 法 提 供 此 禁 止 机 制 是 因 为 严 格 的 安 全 检 查 有 两 点 副 作 用

可 能 的 性 能 下 降 这 项 安 全 性 检 查 需 要 在 每 次 调 用 J /D ire c t 方 法 时 扫 描 整 个 调

用 堆 栈 在 信 任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上 性 能 的 下 降 最 为 显 著 它

通 常 是 用 现 有 的 安 全 性 管 理 器 来 运 行 的 另 一 方 面 应 用 程

序 通 常 看 不 到 大 幅 性 能 下 降 这 是 由 于 J /D ire c t 对 没 有 安 全

管 理 器 的 应 用 程 序 忽 略 了 堆 栈 扫 描

in fle x ib ili ty 这 个 安 全 机 制 强 制 使 用 最 大 权 限 甚 至 是 在 一 些 情 况 下 只

需 要 特 定 的 权 限 例 如 要 考 虑 使 用 J /D ire c t 用 安 全 方 式 公

布 单 一 权 限 到 不 信 任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对 于 此 库 来 说 应 当 关

闭 调 用 时 间 安 全 检 查 特 征 并 为 具 体 的 权 限 执 行 自 己 的 安 全

检 查

@ se c u r ity 伪 指 令 禁 用 每 次 调 用 的 安 全 检 查 句 法 如 下

/* *  @ s e cu r it y ( ch e c k D llC a lls = o ff )  * /

@ se c u r i ty 伪 指 令 应 用 于 整 个 类 在 类 中 不 能 标 记 单 个 方 法 下 例 显 示

了 @ se c u r ity 伪 指 令 的 使 用

/* *  @ s e cu r it y ( ch e c k D llC a lls = o ff )  * /

   c la s s  F a s t J D ire c tM eth o d s {

      / * *  @ d ll.im p o r t (… )  * /

      s t a t ic  n a t iv e  v o id  fu n c ( ) ;

   }



注 意 如 果 禁 用 这 项 安 全 检 查 会 将 M ic ro so f t  V M 的 安 全 性 责 任 转 换

到 用 户 那 里 要 记 住 即 使 禁 止 了 安 全 性 检 查 对 于 最 大 信 任 的 类 仍

然 必 须 数 字 签 名 如 果 决 定 使 用 这 条 伪 指 令 请 确 保 采 用 如 下 预 防 措 施

•  所 有 J /D ire c t 方 法 都 已 声 明 为 专 用

•  任 何 公 共 可 访 问 的 方 法 都 不 能 盲 目 为 J /D ire c t 传 递 调 用 程 序 参 数 用

户 必 须 负 责 保 证 只 有 有 效 的 参 数 可 以 传 递 到 本 机 代 码

•  类 公 布 的 能 力 不 应 当 多 于 需 要 的 能 力 应 当 通 过 适 当 的 安 全 检 查 防 止

对 这 些 功 能 的 访 问

重 点 即 使 小 应 用 程 序 是 信 任 的 来 自 小 应 用 程 序 的 初 始 化 启 动
停 止 或 撤 消 方 法 中 的 调 用 也 可 能 会 触 发 Sec u r i t y E x c e P t i o n E x 为
了 避 免 这 种 情 况 应 该 通 过 如 下 代 码 来 确 定 权 限

im p o r t  c o m .m s .s e c u r it y .* ;

   …

P o lic y E n g in e .a s s e r tP e r m is s io n (P er m is s io n ID .S Y S T E M );

J /D ire c t结 构 的 安 全 检 查 点

J /D ire c t 也 在 使 用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标 记 的 类 上 强 加 安 全 性 限 制 因 为

在 例 示 结 构 时 此 结 构 是 不 安 全 的 所 以 这 些 安 全 性 检 查 要 比 J /D ire c t
方 法 使 用 的 检 查 要 有 效 得 多 下 面 是 在 @ d ll .s t ru c t 类 上 执 行 的 两 种 安 全

性 检 查



加 载 时 间 只 有 在 上 下 文 指 出 完 全 信 任 时 使 用 @ d ll.s tru c t 伪 指 令 标 记 的

类 才 加 载

链 接 时 间 非 完 全 信 任 的 代 码 不 能 链 接 到 使 用 @ d ll.s tru c t 伪 指 令 声 明 的

类 如 果 已 经 作 出 了 尝 试 则 M ic ro s o ft  V M 将 发 出 一 个

N o C la s s D e fF o u n d E r ro r

安 全 性 与 c o m .m s .W in 3 2类

对 于 最 大 安 全 性 J /D ire c t 方 法 在 c o m .m s .W in 3 2 软 件 包 中 定 义 在 每 次

调 用 时 都 执 行 调 用 的 堆 栈 检 查 如 果 正 使 用 这 些 J a v a  应 用 程 序 的 类 在

V IE W 或 W J V IE W 下 运 行 则 性 能 开 销 是 可 以 忽 略 的 如 果 使 用 来

自 信 任 类 的 c o m .m s .W in 3 2 类 并 要 求 最 大 性 能 则 应 该 把 需 要 的 J /D ire c t
声 明 拷 贝 到 自 己 的 类 中 并 禁 止 每 次 调 用 都 执 行 安 全 检 查 有 关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前 面 的 每 次 调 用 时 的 安 全 检 查

错 误 信 息

当 使 用 J /D ire c t 时 有 几 种 M ic ro so f t  V M 可 能 发 出 的 异 常 类 型 下 面 列

出 每 一 项 运 行 期 间 的 错 误 导 致 错 误 信 息 的 原 因 以 及 解 决 方 案

•  J a v a .la n g .S e c u r i tyE x c e p t io n [c la s s .m e th o d ]
•  J a v a .la n g .Il le g a lA c c e ssE rro r
•  J a v a .la n g .S e c u r i tyE x c e p t io n



•  J a v a .la n g .N o C la s sD e f F o u n d E rro r
•  C o m .m s .se c u r i tyE x c e p tio n E x

ja v a . la n g .S e c u r ity E x c e p tio n [ c la s s .m e th o d ]

异 常 类 ja v a .la n g .S e c u ri ty E x c e p tio n

消 息 c la ss .m e th o d :O n ly  fu lly  tru s te d  c la s se d  c a n  h a v e  n a tiv e

m e th o d s  a s  m e m b e rs 只 有 完 全 信 任 的 类 可 以 具 有 本 机 方

法 作 为 成 员

可 能 的 原 因 n a t iv e 关 键 字 已 经 在 方 法 上 使 用 这 个 方 法 是 不 使 用 完 全

权 限 加 载 的 类 的 成 员 例 如 未 签 名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只

有 在 尝 试 调 用 本 机 方 式 时 再 发 出 此 异 常

可 能 的 解 决 方 案 数 字 签 名 请 求 完 全 权 限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J a v a .la n g . I lle g a lA c c e s s E rr o r

异 常 类 ja v a .la n g .I lle g a lA c c e ss E r ro r

消 息 C la s s  h a s  b e e n  m a rk e d  a s  n o n p u b lic  to  u n tru s te d  c o d e

类 已 经 对 不 信 任 代 码 标 记 的 非 公 共 的

可 能 的 原 因 不 信 任 的 类 已 经 尝 试 引 用 一 个 字 段 或 另 一 个 类 的 方 法 这

个 类 已 经 标 记 为 只 能 信 任 使 用 在 c o m .m s .c o m 和

c o m .m s .d ll 软 件 包 中 许 多 系 统 类 已 经 以 这 种 方 式 进 行 标

记 了 对 不 信 任 代 码 类 可 以 以 如 下 方 式 使 用 @ se c u r ity

伪 指 令 标 记 为 非 公 共 的

/* *  @ se c u r i ty (c h e c k C la ss L in k in g = o n )  * /



p u b lic  c la ss  F o rT ru s te d U se O n ly {

   .. .

}

解 决 方 法 数 字 签 名 需 要 完 全 权 限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ja v a . la n g .S e c u r ity E x c e p tio n

异 常 类 ja v a .la n g .S e c u ri ty E x c e p tio n

消 息 J /D ire c t  m e th o d  h a s  n o t  b e e n  a u th o riz e d  fo r  u s e  o n  b e h a lf  o f a n

u n tru s te d  c a lle r J /D ire c t 方 法 未 授 权 代 表 不 信 任 的 调 用 程 序

使 用

可 能 的 原 因 不 信 任 的 类 已 经 调 用 了 一 个 信 任 的 方 法 试 图 生 成 J /D ire c t 调

用 即 使 生 成 实 际 J /D ire c t 调 用 的 类 是 信 任 的 如 果 调 用 堆

栈 中 的 任 何 方 法 属 于 不 信 任 的 类 安 全 管 理 程 序 也 将 发 出 一

个 S e c u r ity E x c e p t io n

可 能 的 解 决 方 案 数 字 签 名 请 求 完 全 权 限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或 者 可 以 禁 用 安 全

检 查 方 法 是 使 用 @ se c u r ity 伪 指 令 标 记 尝 试 J /D ire c t 调 用 的

类 如 下 例 所 示

/* *  @ se c u r i ty (c h e c k D llC a lls = o ff)   * /

   p u b lic  c la ss  S a fe D llC a lls {

      .. .

   }



注 意 如 果禁 用这 项 安 全检 查 则 为 Java 将 安 全 性 的 责 任

从 Mic ros o ft  V M 传 递 给 用 户 要 记住 即 使 禁 用了 这 项 安

全 检 查 为 了 最 大 信任 还 必 须 对这 类进 行 数字签 名 如 果

使 用 @secu r i ty 伪 指 令 则 应 当保 证下 面 的 情形

•  所 有 的 J/Dire c t 方 法 都 声 明 为私 有 的

•  类 只 公布 客 户 需要 的功 能

•  类 可 以使 用 适 当的 安全 检 查 保护 对这 些功 能 的所有 访问

J a v a .la n g .N o C la s sD e f F o u n d E rro r

异 常 类 ja v a .la n g .N o C la ss D e fF o u n d E r ro r

消 息 无

可 能 的 原 因 不 信 任 的 类 已 经 尝 试 加 载 使 用 @ d ll.s tru c t 伪 指 令 标 记 的 类

或 者 是 使 用 ja c t iv e x 工 具 生 成 的 类 尽 管 这 实 际 上 违 反 了

安 全 性 不 是 类 加 载 程 序 的 错 误 为 了 向 后 兼 容 的 目 的

要 发 出 一 个 N o C la s sD e fF o u n d E rro r

可 能 的 解 决 方 案 数 字 签 名 请 求 完 全 权 限 的 小 应 用 程 序

c o m .m s .s e c u r i ty .S e c u r i ty E x c e p tio n E x

异 常 类 c o m .m s .s e c u ri ty E x c e p t io n E x

消 息 [h o s t]  J /D ire c t  m e th o d  h a s  n o t  b e e n  a u th o r iz e d  fo r  u se  o n

b e h a lf o f a n  u n tru s te d  c a lle r J /D ire c t 方 法 未 授 权 用 于 代 表

不 信 任 的 调 用 程 序



可 能 的 原 因 从 小 应 用 程 序 的 初 始 化 启 动 停 止 或 撤 消 方 法 来 尝 试

J /D ire c t 调 用

可 能 的 解 决 方 案 执 行 下 面 的 代 码 来 声 明 权 限

im p o r t  c o m .m s .s e c u ri ty .* ;

      .. .

   P o lic y E n g in e .a sse rtP e rm is s io n (P e rm iss io n ID .S Y S T E M );

故 障 排 除 提 示

这 一 节 描 述 了 使 用 J /D ire c t  时 可 能 遇 到 的 问 题 对 每 一 种 情 况 都 提 供

了 可 能 解 决 的 方 案

调 用 方 法 时 出 现 U n s a tis if ie d L in k E rro r

•  检 查 编 译 器 的 版 本 查 看 它 是 否 是 M ic ro so f t  V isu a l  J+ +的 当 前 版 本

如 果 编 译 器 不 支 持 J /D ire c t  则 M ic ro so f t  V M 将 试 图 使 用 R a w  N a tiv e
In te r fa c e 来 链 接 本 机 方 法 并 且 将 不 会 成 功

•  确 保 D L L 在 系 统 路 径 上 是 可 视 的 将 按 下 列 位 置 依 次 查 找 D L L s
1 .  来 自 加 载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目 录 通 常 为 J V IE W
2 .  当 前 目 录

3 .  W in d o w s 系 统 目 录

4 .  W in d o w s 目 录



5 .  P A T H 环 境 变 量 中 列 出 的 目 录

M ic ro so f t  V M 将 不 再 试 图 加 载 D L L 直 到 真 正 调 用 需 求 的 方 法 为 止

然 而 不 能 只 因 为 J a v a 类 加 载 成 功 就 认 为 D L L 加 载 成 功

•  检 查 方 法 限 制 词 使 用 @ d ll .im p o r t 伪 指 令 声 明 的 方 法 必 须 是 本 机 的

而 且 是 静 态 的 它 们 可 以 拥 有 J a v a 语 言 支 持 的 任 何 访 问 级 别 公 共

的 私 有 的 等 等

•  保 证 方 法 名 称 与 D L L 导 出 名 称 确 切 匹 配 包 括 大 小 写 W in 3 2 中 的

D L L 链 接 机 制 是 大 小 写 相 关 的

•  如 果 在 链 接 方 法 时 一 直 有 问 题 使 用 实 用 程 序 诸 如 d u m p b in /e x p o r t
V isu a l  C + + 来 通 过 使 用 名 称 验 证 D L L 导 出 了 这 个 方 法 有 些 D L L

要 求 通 过 o rd in a l 整 数 而 不 是 名 称 来 链 接 导 出 的 方 法 在 这 种 情 况

中 在 方 法 上 使 用 入 口 点 超 越 如 下 例 所 示 使 用 # o rd in a l 语 法

 / /  T h is  m e th o d  is  ex p o r ted  a s  o rd in a l # 3 4 .

 /* *  @ d l l.im p o r t ( " M y D ll" ,en t r yp o in t= " # 3 4 ")  * /

 p u b lic  s ta t ic  n a t iv e  v o id  M y S a m p le () ;

•  要 知 道 所 谓 函 数 实 际 上 是 C 宏 并 且 实 际 D L L 导 出 名 可 能 完 全 不

同 于 宏 名

调 用 D L L方 法 或 使 用 @ d ll.s tru c t类 时 获 得 S e c u r ity E x c e p tio n

D L L 调 用 和 @ d ll .s t ru c t 类 的 使 用 限 于 J a v a 应 用 程 序 和 签 名 的 Ja v a 小 应

用 程 序



从 D L L函 数 的 返 回 上 截 断 S tr in g B u ffe rs

在 调 用 D L L 函 数 之 前 为 了 包 含 所 需 的 字 符 必 须 确 保 S r t in g B u ffe r 的

存 储 容 量 足 够 在 S r t in g B u ffe r 的 构 造 器 中 可 以 指 定 容 量 并 且 可 以 在

D L L 调 用 之 前 使 用 S r t in g B u ffe r .e n su re c a p a c ity 方 法 保 证 最 小 容 量

@ d ll伪 指 令 内 的 语 法 错 误

在 @ d ll .im p o r t 和 @ d ll .s t ru c t 伪 指 令 内 的 额 外 空 格 将 会 导 致 语 法 错 误 在

@ d ll 内 部 要 避 免 使 用 空 格

编 译 器 没 有 找 到 c o m .m s .d ll软 件 包

可 以 使 用 旧 版 本 的 C la sse s .z ip 在 磁 盘 驱 动 器 上 重 装 V isu a l  J + + 试 着

保 留 所 有 C la sse s .z ip 的 旧 版 本

@ d ll伪 指 令 不 能 用 于 小 应 用 程 序 或 只 可 用 于 M ic ro s o f t V is u a l J + +
环 境

因 为 J /D ire c t 使 用 的 安 全 性 是 折 衷 方 式 所 以 它 只 限 于 Ja v a 应 用 程 序

和 签 名 的 J a v a 小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J /D ire c t 可 产 生 不 信 任 的 类

在 类 中 通 过 不 信 任 代 码 使 用 J /D ire c t 都 会 导 致 类 成 为 不 安 全 的 或 者

不 可 使 用 的 实 际 上 即 使 J /D ire c t 方 法 也 不 调 用

在 调 用 本 机 函 数 之 后 J /D ire c t 抛 弃 了
P a ra m e te rC o u n tM is m a tc h E rro r

P a ra m e te rC o u n tM ism a tc h E rro r 异 常 会 警 告 用 户 被 调 用 函 数 消 耗 的 参 数

用 堆 栈 比 J /D ire c t 传 递 的 参 数 或 多 或 少 这 个 错 误 通 常 指 出 在 Ja v a
方 法 中 声 明 的 参 数 与 D L L 函 数 期 望 的 参 数 是 不 匹 配 的

如 果 函 数 没 有 参 数 则 假 设 使 用 c d e c l 调 用 约 定 且 不 发 出 异 常 即 使 Ja v a
方 法 声 明 了 非 零 参 数

警 告 不 应 当 试 图 捕 获 和 处 理 Par a m e t e r C o u n t M i s m a t c h E r r o r  异
常 异 常 是 为 了 辅 助 开 发 人 员 在 开 发 阶 段 捕 获 错 误 而 设 计 的 由 于
性 能 的 原 因 只 有 当 应 用 程 序 是 在 Jav a 调 试 器 下 运 行 时 才 执 行
参 数 的 计 数 检 查 在 函 数 调 用 完 成 后 记 下 J/D i r e c t 执 行 了 这 次
检 查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为 异 常 指 出 了 为 函 数 调 用 传 递 了 一 个 或 多 个
无 效 参 数 所 以 它 不 能 保 证 此 进 程 可 以 恢 复

J /D ire c t不 能 卸 载 D L L

当 M ic ro so f t  V M 放 弃 了 导 入 D L L  的 J a v a 类 时 J /D ire c t 卸 载 D L L 对



于 运 行 在 J V IE W 下 的 J a v a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直 到 进 程 退 出 也 不 会 发 生

这 种 情 况 对 于 信 任 的 J a v a 小 应 用 程 序 在 浏 览 器 离 开 了 包 含 小 应 用

程 序 的 页 之 后 会 在 某 些 不 确 定 的 时 间 发 生 在 重 新 访 问 页 面 的 情 况 下

为 了 优 化 小 应 用 程 序 的 刷 新 时 间 M ic ro so f t  V M 试 图 为 后 面 的 几 页 保 留

已 加 载 的 J a v a 类

如 果 需 要 显 式 控 制 D L L 的 加 载 和 卸 载 就 必 须 显 式 调 用 W in d o w s 加 载

程 序 并 使 用 调 用 入 口 点 来 自 动 调 用 函 数 关 于 如 何 做 这 些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参 看 本 章 前 面 的 动 态 加 载 和 调 用 D L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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