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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 书 是 美 国 微 软 出 版 社 授 权 的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S t u d i o 系 列 中 文 版 图 书 之
一 ， 它 是 V i s u a l  C + +  6 . 0 程 序 员 的 实 用 参 考 书 。 全 书 共 分 成 六 个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介 绍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和 A p p W i z a r d 的 基 础 知 识 ； 第 二 部 分 介 绍 文 本 、 图 形 和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 第 三 部 分 是 编 程 指 南 ， 展 示 了 如 何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和 G a l l e r y 来
加 速 编 程 开 发 工 作 ，创 建 自 己 的 组 件 ；第 四 部 分 介 绍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及 其 使 用 ，说
明 如 何 用 M F C 或 A T L 来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 第 五 部 分 讨 论 调 试 器 的 各 种 能 力 ，程
序 优 化 的 各 种 选 项 及 原 因 ， 如 何 定 制 V i s u a l  C + +， 如 何 编 制 宏 和 附 加 实 用 程 序 ；
第 六 部 分 提 供 A S C I I 字 符 和 A N S I 字 符 的 标 准 表 格 ， 并 简 要 描 述 C l a s s W i z a r d 支
持 的 M F C 类 和 V B S c r i p t。

    书 中 讨 论 的 许 多 主 题 均 以 范 例 程 序 进 行 说 明 ， 所 有 范 例 程 序 的 项 目 文 件 都
在 配 套 光 盘 上 。本 书 是 从 事 V i s u a l  C + +  6 . 0 应 用 与 开 发 的 所 有 技 术 人 员 极 好 的 工
具 书 ， 同 时 也 是 大 专 院 校 相 关 专 业 的 师 生 的 自 学 、 教 学 参 考 用 书 。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包 括 两 部 分 内 容 ： 1 .  本 书 英 文 原 版 附 带 光 盘 中 的 例 子 代 码 及
可 执 行 程 序 ； 2 .  与 本 书 配 套 的 中 文 版 电 子 书 。

    需 要 本 书 和 配 套 光 盘 及 需 技 术 支 持 的 读 者 请 与 北 京 海 淀 87 2 1 信 箱 书 刊 部 联
系 ， 邮 政 编 码 ： 10 0 0 8 0， 联 系 电 话 ： 010 - 6 2 5 6 2 3 2 9， 62 5 4 1 9 9 2， 62 5 3 1 2 6 7， 传
真 ： 010 - 6 2 5 7 9 8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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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第 二 版 要 比 第 一 版 容 易 写 ，因 为 在 第 二 版 中 问 题 已 解 决 了 一 半 。我 乐 意 写 (或
者 更 准 确 地 说 ， 是 扩 展 )这 本 书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我 又 一 次 得 到 了 具 有 献 身 精 神 的
人 们 的 帮 助 。尽 管 处 理 过 较 早 版 本 的 M i c r o s o f t  P r e s s 小 组 已 经 转 向 出 版 书 籍 的 其
他 任 务 ，但 他 们 的 贡 献 仍 在 ，他 们 认 真 负 责 的 工 作 态 度 和 敬 业 精 神 在 本 书 留 下 了
深 深 的 烙 印 。

    在 第 一 版 中 ，项 目 编 辑 L u c i n d a  R o w l e y 在 百 忙 之 中 花 费 了 许 多 时 间 ，他 审 阅
手 稿 具 有 敏 锐 的 观 察 力 (在 书 名 为《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O w n e r ' s  M a n u a l》的 版 本
中 ， 我 将 L u c i n d a 誉 为 “ 每 位 作 家 梦 寐 以 求 的 编 辑 ”， 他 的 确 名 符 其 实 )。 手 稿 编
辑 V i c k y  T h u l m a n 推 敲 了 每 个 句 子 ， 而 技 术 编 辑 L i n d a  E b e n s t e i n 和 J i m  J o h n s o n
确 保 所 述 内 容 的 确 切 。

    项 目 编 辑 S a u l  C a n d i b 和 技 术 编 辑 J i m  F u c h s， M a r y  D e J o n g 和 M i c h a e l
H o c h b e r g 仔 细 审 阅 了 新 材 料 。 旧 金 山 的 L a b r e c q u e 出 版 社 在 编 辑 、 版 式 、 校 对 和
制 作 管 理 等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 为 此 谨 向 C h r i s a  H o t c h k i s s、 C u r t i s  P h i l i p s、 L i s a
B r a v o、 A n d r e a  F o x 和 L i s a  L a b r e c q u e 表 示 谢 意 。

    我 不 仅 得 到 了 来 自 P r e s s 和 L a b r e c q u e 的 帮 助 ，而 且 得 到 微 软 公 司 4 2 楼 V i s u a l
C + + 分 部 的 支 持 。 如 同 以 前 一 样 ， L a u r a  H a m i l t o n 充 当 了 联 络 员 的 角 色 ， 我 很 感
激 ， 因 为 如 果 没 有 她 的 帮 助 ， 我 将 无 法 写 出 这 本 书 来 。 L a u r a 是 一 名 高 级 编 辑 ，



她 可 以 保 证 本 书 和 在 线 《 V i s u a l  C + +  U s e r ' s  G u i d e》 的 质 量 。

    这 个 版 本 离 不 开 V i s u a l  C + +小 组 (以 及 其 他 领 域 )中 许 多 人 的 帮 助 ， 他 们 为 第
一 版 做 了 勘 误 ， 提 出 了 有 价 值 的 建 议 。 其 他 人 审 阅 了 这 一 版 的 新 材 料 ， 集 思 广 益
确 保 本 书 的 结 构 严 谨 和 内 容 实 用 。 在 此 谨 向 D e n n i s  A n d e r s e n 、 C a t h y  A n d e r s o n、
C h u c k  B e l l、 D i a n e  B e r k e l e y、 P a t r i c i a  C o r n e t t e、 S t a c e y  D o e r r、 C h r i s  F l a a t、 J o c e l y n
G a r n e r、 A n i t a  G e o r g e、 E r i c  G u n n e r s o n、 K a r l  H i l s m a n n、 M a r k  H o p k i n s、 S i m o n
K o e m a n 、 C h r i s  K o z i a r z、 L o u i s  L a f r e n i e r e、 M a r t i n  L o v e l l、 M i c h a e l  M a i o 、 B r u c e
M c K i n n e y、 D i a n e  M e l d e、 D a r y n  R o b b i n s、 S t e v e  R o s s、 D a v i d  S c h w a r t z 、 S c o t t
S e m y a n 、 T e e r i  S h a r k e y、 G e o r g e  S h e p h e r d 、 K a t h y  S h o e s m i t h 、 S u z a n n e  S o w i n s k a 、
Y e f i m  S i g a l、 C h u c k  S p h a r、 Y e o n g - K a n  T a m 、 D o n n  T r e n t o n 和 L a u r a  W a l l 表 示 谢
意 。 这 些 人 中 的 一 部 分 是 我 认 识 多 年 的 朋 友 ， 其 他 则 从 未 见 过 面 ， 仅 仅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和 联 邦 快 递 相 互 通 信 。

特 别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微 软 公 司 的 B a r b a r a  E l l s w o r t h ， 没 有 她 ， 本 书 将 无 法 写 成 。
感 谢 B a r b 。

本 书 中 文 版 的 问 世 渗 透 了 参 与 策 划 、 翻 译 、 录 排 、 审 校 和 出 版 人 员 的 大 量 心
血 。 本 书 由 贺 军 、 贺 民 、 王 雷 、 陈 武 、 刘 传 凯 、 高 胜 友 、 佟 大 双 、 程 宏 筠 等 人 翻
译 ， 邓 蛟 龙 、 陈 代 川 、 龚 亚 萍 、 王 晓 娟 、 吴 安 定 、 孟 丽 艳 、 王 学 龙 、 张 定 军 等 人
也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希 望 图 书 创 作 室 技 术 人 员 对 该 书 进 行 了 仔 细 审 校 ，在 此 深 表
感 谢 。



前     言

本 书 是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6 . 0 程 序 员 指 南 ， 不 是 C + + 语 言 ， 也 不 是 M F C 库 ，
而 仅 仅 与 V i s u a l  C + +本 身 有 关 。

确 实 ， V i s u a l  C + +带 有 程 序 设 计 者 的 指 导 手 册 ， 即 在 线 帮 助 。 那 庞 大 的 帮 助 系 统
可 能 会 激 励 你 ， 使 你 自 信 些 ， 因 为 你 想 知 道 的 内 容 会 在 帮 助 系 统 的 某 个 地 方 。 但
是 ， 在 线 帮 助 的 问 题 是 ， 当 你 知 道 你 要 找 什 么 时 ， 它 才 能 很 好 地 起 作 用 。 这 本 书
弥 补 了 在 线 帮 助 的 不 足 ，但 不 能 取 代 它 。帮 助 系 统 和 书 面 文 字 在 目 的 和 风 格 上 存
在 着 固 有 的 差 异 ， 因 而 谁 都 不 能 取 代 另 一 个 。 它 们 一 个 是 提 供 有 关 信 息 ， 另 一 个
则 是 教 你 怎 么 做 。 一 个 范 围 广 泛 ， 而 另 一 个 则 有 深 度 。 在 线 帮 助 尽 可 能 简 洁 地 提
供 清 晰 的 事 实 ，而 不 是 详 细 的 描 述 ，它 提 供 一 个 步 骤 列 表 ，来 指 导 完 成 一 些 任 务 ，
但 很 少 花 时 间 来 进 行 整 体 描 述 。 从 中 你 可 以 知 道 “ 如 何 做 ”， 而 不 是 “ 为 什 么 这
样 做 ”。

本 书 试 图 使 你 成 为 V i s u a l  C + +的 熟 练 用 户 。 它 按 材 料 的 逻 辑 层 次 展 开 ， 展 示 了 整
体 的 各 部 分 之 间 是 如 何 相 互 关 联 的 ， 它 用 简 单 的 代 码 来 阐 明 原 理 ， 并 常 充 当 指 导
老 师 的 角 色 。而 且 ，它 携 带 方 便 。它 确 实 拥 有 在 线 帮 助 所 缺 乏 的 优 点 。另 一 方 面 ，
在 线 帮 助 非 常 直 接 ， 而 且 范 围 广 泛 。 数 兆 字 节 的 帮 助 文 本 可 以 涉 及 到 V i s u a l  C + +



的 每 个 细 节 ， 而 本 书 仅 讨 论 一 些 要 点 。

首 先 ， 从 本 书 上 获 得 V i s u a l  C + + 坚 实 的 基 础 知 识 ， 然 后 ， 当 你 经 验 更 丰 富 ， 而 问
题 变 得 更 深 奥 时 ， 你 可 以 转 向 在 线 帮 助 。 有 意 思 的 是 ， 你 对 产 品 越 熟 悉 ， 在 线 帮
助 就 越 有 用 。

本 书 第 一 版 的 书 名 为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O w n e r’s M a n u a l》， 它 成 为 微 软 关 于
V i s u a l  C + +  5 版 的 正 式 指 南 。但 微 软 把 第 二 版 改 名 为《 程 序 员 指 南 》，是 为 了 把 它
作 为 V i s u a l  S t u d i o  9 8 系 列 丛 书 （ 共 五 本 ） 的 一 部 分 ， 其 余 四 本 分 别 为 《 V i s u a l
B a s i c》、《 V i s u a l  J + +》、《 V i s u a l  F o x P r o 》 和 《 V i s u a l  I n t e r D e v》 四 种 开 发 工 具 提 供
相 关 文 档 。本 书 独 立 成 册 ，如 果 你 的 兴 趣 仅 局 限 于 V i s u a l  C + +，你 就 找 对 了 地 方 。
本 “ 指 南 ” 和 其 他“ 指 南 ” 之 间 的 相 似 之 处 仅 在 于 封 面 ， 因 为 其 他“ 指 南 ” 只 是
在 线 帮 助 的 副 本 （ 每 个 产 品 所 带 的 在 线 文 档 的 副 本 ）。 你 会 发 现 本 书 同 其 他 “ 指
南 ” 完 全 不 同 。

微 软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为 本 书 改 名 ， 但 我 对 丢 掉 原 来 的 书 名 感 到 遗 憾 。 我 选 择
《 O w n e r ’s  M a n u a l》（ 用 户 手 册 ） 来 尽 可 能 清 楚 地 表 达 本 书 的 重 点 ， 以 便 使 读 者
对 哪 些 是 本 书 涉 及 的 内 容 ，哪 些 不 是 ，可 以 有 清 醒 的 认 识 。如 果 是 在 一 百 多 年 前 ，
那 容 忍 冗 长 标 题 的 时 代 ， 我 可 以 加 上 一 些 东 西 ， 如 “ 作 为 教 程 、 伴 侣 和 参 考 书 ，
它 深 入 阐 述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的 知 识 ， 它 不 介 绍 C + +编 程 语 言 和 M i c r o s o f t 基
础 类 库 ”。 显 然 ， 那 个 冗 长 的 标 题 并 不 完 全 精 确 。 V i s u a l  C + +同 C + + 语 言 和 M F C
库 完 整 地 联 系 在 一 起 ， 以 致 于 不 可 能 只 谈 论 V i s u a l  C + +， 而 不 提 及 其 他 两 者 。 下



面 的 章 节 为 了 说 明 V i s u a l  C + +的 某 个 方 面 而 提 供 了 许 多 范 例 和 程 序 。代 码 必 须 有
注 释 ， 否 则 它 是 没 有 用 的 。 范 例 程 序 的 说 明 也 扩 展 到 技 术 和 M F C 的 主 题 。 但 这
些 事 情 是 相 互 独 立 的 ， 并 且 ， 不 会 分 散 我 们 如 何 使 用 编 译 器 的 重 点 。 其 他 优 秀 的
书 籍 可 用 来 解 释 C + + 编 程 和 M F C 库 。

本 书 描 述 V i s u a l  C + +  6 版 ， 但 较 早 版 本 的 所 有 者 也 能 从 中 受 益 。 V i s u a l  C + +的 某
些 方 面 同 以 前 的 版 本 相 比 有 相 当 大 的 变 动 ，但 其 他 许 多 地 方 变 动 甚 微 ，甚 至 根 本
没 有 变 动 。 近 来 ， V i s u a l  C + +附 带 发 行 了 一 个 很 小 的 包 裹 ， 其 中 有 少 量 传 单 、 一
些 印 刷 材 料 及 一 两 个 光 盘 。但 是 ，由 于 你 早 就 阅 读 了 这 些 ，你 可 能 意 识 到 ，V i s u a l
C + + 中 有 大 量 的 材 料 。 我 称 它 为 “ 编 译 器 ”， 仅 仅 是 因 为 缺 乏 更 好 的 名 字 。 除 编
译 器 本 身 外 ，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了 链 接 器 、 生 成 实 用 程 序 、 调 试 器 、 文 本 编 辑 器 、
资 源 编 辑 器 、 开 发 环 境 、 微 软 基 础 类 库 （ M F C ）、 运 行 时 间 库 、 成 千 上 万 行 源 代
码 和 其 他 许 多 东 西 。 重 申 一 次 ： 本 书 不 会 阐 述 每 件 事 情 。 我 的 目 的 是 帮 助 你 掌 握
V i s u a l  C + + ， 而 不 是 在 某 些 细 节 上 纠 缠 。

读 者 要 求

这 类 书 不 能 从 学 习 曲 线 的 零 点 开 始 。 如 果 起 点 太 低 ，对 预 备 知 识 的 讨 论 会 让 人 感
到 混 乱 。 若 起 点 太 高 ， 则 作 者 会 失 去 多 数 听 众（ 除 了 作 为 无 足 轻 重 的 东 西 ， 而 给
人 留 下 印 象 ）。 诀 窍 在 于 ， 对 有 各 式 各 样 的 技 术 和 兴 趣 的 读 者 ， 我 们 以 同 一 种 方
式 来 说 明 ，然 而 ，在 谈 论 深 奥 知 识 时 ，不 能 失 掉 一 个 听 众 ，且 在 提 供 基 础 知 识 时 ，



也 不 会 惹 恼 任 何 一 个 人 。 本 书 没 有 太 多 的 要 求 。 我 假 定 你 已 经 熟 悉 C 和 C + + 编
程 语 言 ， 以 前 进 行 过 W i n d o w s 编 程 ， 并 至 少 对 M F C 有 基 本 的 认 识 。 无 论 如 何 ，
你 不 必 是 专 家 ， 但 如 果 你 理 解 一 些 基 本 概 念 ， 如 指 针 、 类 和 消 息 ， 你 会 发 现 ， 文
本 和 范 例 代 码 更 容 易 懂 。 幸 运 的 是 ， 关 于 编 译 器 ， 这 里 并 没 有 什 么 抽 象 的 东 西 ，
它 只 是 一 个 软 件 而 已 。

V i s u a l  C + +简 史

人 们 可 以 举 出 ， V i s u a l  C + + 的 根 源 不 是 开 始 于 M i c r o s o f t 而 是 B o r l a n d 的 事 例 。 一
些 读 者 可 能 会 记 起 ，给 D O S 带 来 集 成 开 发 环 境 ，或 称 I D E 的 想 法 的 T u r b o  P a s c a l。
I D E 仍 是 某 个 领 域 内 的 另 一 个 缩 写 ， 它 们 的 状 况 已 经 改 变 了 。 I D E 只 是 意 味 着 ，
编 辑 器 和 编 译 器 共 同 工 作 ， 二 者 可 从 同 一 个 地 方 访 问 。 在 编 辑 器 中 写 下 源 代 码 ，
单 击 C o m p i l e （ 编 译 ） 按 钮 来 启 动 编 译 器 。 当 编 译 器 发 现 错 误 时 ， 它 将 编 辑 光 标
设 到 出 错 语 句 处 ， 以 便 于 你 改 正 问 题 。 I D E 的 想 法 是 ， 为 程 序 开 发 提 供 一 个 整 体
环 境 ， 程 序 员 无 须 从 中 离 开 到 其 他 程 序 中 。

C 语 言 正 是 这 个 时 候 诞 生 的 （ 公 元 1 9 8 7 年 ）， T u r b o  P a s c a l 发 行 了 T u r b o  C 。
M i c r o s o f t 相 应 地 推 出 相 似 的 产 品 ， 称 为 Q u i c k C 。 我 被 邀 做 一 些 与 Q u i c k C 相 关
的 编 程 工 作 ， 并 在 结 束 时 写 些 指 导 性 文 章 ， 这 些 被 包 括 在 产 品 包 装 中 ， 题 为 《 C
for  Your se l f》（ 标 题 不 是 我 想 的 ）。 Q u i c k C 作 为 一 个 产 品 单 独 发 售 ， 但 它 也 包 括
在 我 们 称 之 为 B i g  C 的 M i c r o s o f t’s  C 编 译 器 中 。 当 时 ， B i g  C 版 本 号 为 5。 它 的



竞 争 对 手 包 括 ： C o m p u t e r  I n n o v a t i o n s、 D a t a l i g h t、 L a t t i c e、 M a n x， 这 些 名 字 现 在
听 起 来 很 陌 生 。 其 他 有 些 幸 存 下 来 ， 著 名 的 有 B o r l a n d 和 W a t c o m （ 现 在 是
P o w e r S o f t）。 它 们 优 秀 的 产 品 继 续 同 M i c r o s o f t 公 司 竞 争 着 。

把 Q u i c k C 同 B i g  C 放 在 一 起 的 目 的 是 ， 使 程 序 员 能 在 Q u i c k C 方 便 的 I D E 下 编
写 代 码 。 Q u i c k C 编 译 起 来 很 快 ， 主 要 是 因 为 它 对 代 码 仅 作 些 微 优 化 （ 本 书 后 面
会 谈 及 优 化 ， 那 时 我 们 会 看 到 它 是 如 何 影 响 编 译 时 间 的 ）。 Q u i c k C 优 化 时 只 是 登
记 一 些 变 量 ， 插 入 几 条 L E A V E 指 令 ， 仅 此 而 已 。 结 果 是 编 译 时 间 很 短 。 程 序 调
试 过 后 ， 再 在 Q u i c k C 中 运 行 时 ， 程 序 员 就 能 用 B i g  C 创 建 一 个 正 式 版 ， 它 在 代
码 优 化 方 面 做 得 更 为 正 式 些 。 当 用 B i g  C 编 译 时 ， 程 序 的 大 小 减 少 1 5 % 或 更 多 ，
这 并 非 怪 事 。

Q u i c k C 和 T u r b o  C 给 C 编 程 引 进 了 许 多 东 西 ， 但 从 没 有 对 开 发 者 产 生 永 久 性 的
影 响 。 首 要 原 因 就 是 二 者 的 编 辑 器 都 不 怎 么 好 （ Q u i c k C 编 辑 器 后 来 合 并 到
M i c r o s o f t  Q u i c k B a s i c 中 ， 现 在 它 作 为 D O S 编 辑 器 E d i t . c o m 仍 存 在 于 M i c r o s o f t
W i n d o w s  9 5 中 ）。 D O S 下 I D E 的 另 一 个 问 题 就 是 ， 它 们 占 据 大 量 内 存 ， 只 给 开
发 环 境 下 的 程 序 运 行 留 下 很 少 的 空 间 。 你 经 常 不 得 不 离 开 I D E 来 运 行 和 调 试 程
序 。 许 多 在 开 发 工 作 中 使 用 Q u i c k C 的 程 序 员 （ 包 括 我 自 己 ） 仅 仅 使 用 它 的 命 令
行 版 本 。

随 后 ， W i n d o w s  3 . 0 出 现 了 。

W i n d o w s  3 . 0 尤 其 是 3 . 1， 为 个 人 计 算 机 引 进 了 正 式 的 I D E 时 代 。 内 存 的 约 束 消



失 了 。 而 且 ， 如 果 你 准 备 做 W i n d o w s 编 程 ， W i n d o w s 环 境 看 来 是 天 生 的 好 地 方 。
人 们 很 容 易 明 白 ，在 W i n d o w s 下 进 行 W i n d o w s 编 程 ，会 产 生 更 好 的 结 果 。W i n d o w s
是 个 优 秀 的 软 件 ， 长 期 在 W i n d o w s 下 工 作 ， 会 使 你 对 一 个 程 序 应 该 做 什 么 ， 不
应 该 做 什 么 ， 有 更 好 的 认 识 。

让 许 多 人 惊 奇 的 是 ， M i c r o s o f t 把 精 力 更 多 地 集 中 在 C 编 译 器 的 内 部 支 持 上 ， 而
不 是 把 它 的 界 面 升 级 到 一 个 新 的 时 代 。 当 7 版 发 行 时 ， 它 仍 然 是 一 个 基 于 D O S
的 产 品 ， 它 既 可 以 在 W i n d o w s 下 的 D O S 模 式 下 运 行 ， 也 可 以 在 扩 展 内 存 管 理 器
下 运 行（ 它 的 包 装 盒 中 带 有 Q u a l i t a s ’s  3 8 6 M a x ）。作 为 让 步 ，7 版 提 供 了 一 个 名 为
P r o g r a m m e r’s  W o r k b e n c h 的 字 符 模 式 的 I D E， 它 已 成 为 现 有 标 准 的 累 赘 。 然 而 ，
W o r k b e n c h 展 示 了 自 Q u i c k C 时 代 以 来 的 自 然 而 然 的 演 变 结 果 。 许 多 菜 单 中 的 命
令 看 起 来 还 是 很 现 代 化 的 ， 例 如 N e w 、 O p e n、 S a v e  A s、 B u i l d 和 O p e n  P r o j e c t。

7 版 对 编 程 工 作 的 重 要 贡 献 不 是 它 的 I D E ， 而 是 它 对 C + + 的 支 持 。M i c r o s o f t 首 次
把 编 译 器 指 明 为 “ C / C + +”， 来 强 调 其 新 的 双 重 性 。 它 看 起 来 就 像 细 胞 分 裂 一 样 。
它 不 只 是 简 单 地 扩 展 编 译 器 ， 来 辨 认 C + + 超 集 的 新 命 令 ， 而 是 牵 涉 到 更 多 的 东
西 。C / C + +  7 版 也 引 进 了 M i c r o s o f t  F o u n d a t i o n  C l a s s 库 1.0 版 ，完 善 了 源 代 码 。如
果 没 有 M i c r o s o f t 发 送 给 开 发 者 的 这 套 优 秀 的 预 写 类 ， C + + 就 不 会 成 为 现 在 这 么
流 行 的 W i n d o w s 编 程 工 具 。

微 软 下 一 个 主 要 的 让 步 是 放 弃 了 多 数 产 品 对 D O S 的 依 赖 。 M i c r o s o f t  C / C + +  8 版
成 为 真 正 的 W i n d o w s  I D E， 它 就 是 大 家 所 知 道 的 V i s u a l  C + +  1 版 。 这 个 名 字 利 用



了 早 期 V i s u a l  B a s i c 的 成 功 ， 但 二 者 从 未 互 相 抗 衡 过 。 V i s u a l  B a s i c 允 许 开 发 者 通
过 大 量 单 击 鼠 标 和 少 量 代 码 来 建 立 正 在 运 作 的 W i n d o w s 程 序 ，而 V i s u a l  C + +仅 仅
通 过 向 导 这 样 的 特 殊 动 态 链 接 库 来 创 建 启 动 器 源 文 件 。 在 第 2 章 中 ， 我 们 将 看
到 ： 向 导 挽 救 了 众 多 开 发 过 程 中 重 复 性 的 工 作 ， 这 种 对 W i n d o w s 程 序 来 说 非 常
普 通 的 工 作 是 由 M F C 编 写 的 。

V i s u a l  C + +  1 . 5 版 之 后 ，微 软 决 定 不 再 将 更 多 的 努 力 花 在 支 持 1 6 位 编 程 上 。V i s u a l
C + +  2 版 仍 提 供 对 1 6 位 的 支 持 ， 但 自 从 那 时 起 ， V i s u a l  C + +仅 用 来 创 建 32 位 程
序 。 没 有 V i s u a l  C + +  3 版 。 版 本 号 从 2 跳 到 4 来 ， 使 V i s u a l  C + + 和 M F C 同 步 ，
这 样 就 结 束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混 乱 来 源 。 然 而 ， 这 种 合 并 是 短 期 的 ， 因 为 V i s u a l  C + +
和 M F C 又 使 用 了 不 同 的 版 本 号 。

I n t e r n e t 的 流 行 已 经 明 显 地 影 响 了 产 品 设 计 ，在 发 行 第 4 版 时 ，V i s u a l  C + +引 进 了
为 I n t e r n e t 编 程 而 设 计 的 新 类 库 。 5 版 也 增 加 了 一 些 新 类 ， 但 注 意 力 更 多 地 集 中
在 改 善 产 品 的 界 面 上 ，以 提 供 一 个 更 好 的 在 线 帮 助 系 统 、 更 高 级 的 宏 能 力 和 对 在
开 发 者 组 内 进 行 类 和 其 它 代 码 共 享 的 支 持 。 5 版 也 合 并 了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并 显 著 地 改 善 了 编 译 器 优 化 代 码 的 能 力 。 在 后 面 的 章 节 中 我 们 将 看 到 ：
6 版 作 了 更 进 一 步 的 改 进 。



本 书 内 容

本 书 分 成 六 个 部 分 ， 每 个 部 分 讨 论 一 个 与 V i s u a l  C + + 及 它 的 开 发 环 境 相 关 的 话
题 。 一 直 到 讨 论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第 3 章 ， 我 们 都 有 意 地 保 持 一 些 基 本 的 讨 论 ， 这 有
助 于 确 保 每 位 读 者 ， 不 论 是 新 手 还 是 专 家 ， 都 能 成 功 地 操 纵 V i s u a l  C + +开 发 环
境 ， 及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编 写 源 代 码 。 从 第 4 章 开 始 ， 讨 论 逐 渐 变 得 更 专 业 一 些 。

第 一 部 分 ： 基 础 知 识

我 们 通 常 所 说 的 V i s u a l  C + + 实 际 上 是 它 的 开 发 环 境 ， 它 的 名 字 是 M i c r o s o f t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 二 者 之 间 的 细 小 差 别 并 不 重 要 ， 通 常 这 两 个 术 语 可 以 互 换 。 但
如 果 你 不 围 绕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来 进 行 学 习 ， 就 不 能 有 效 地 使 用 V i s u a l  C + +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听 起 来 很 像 V i s u a l  S t u d i o ， 但 它 们 之 间 没 有 关 系 ， 因 此 ， 在 阅
读 本 书 时 ， 你 可 以 忘 掉 它 ）。

第 1 章 可 以 说 是 方 向 性 的 ， 它 介 绍 了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 并 描 述 了 你 在 这 个 环 境
下 工 作 时 将 要 碰 到 的 主 要 的 窗 口 。 这 一 章 也 解 释 了 如 何 使 用 M i c r o s o f t  D e v e l o p e r
N e t w o r k（ M S D N ）， 它 为 包 括 V i s u a l  C + +在 内 的 所 有 微 软 的 程 序 产 品 提 供 在 线 帮
助 系 统 。

第 2 章 介 绍 了 A p p W i z a r d ， 它 是 用 M F C 来 为 典 型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启 动



器 文 件 的 V i s u a l  C + +向 导 程 序 。在 本 书 中 ，我 们 将 用 A p p W i z a r d 来 建 立 一 些 范 例
程 序 。

第 二 部 分 ： 编 辑 器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了 三 个 不 同 的 编 辑 器 ： 一 个 用 来 创 建 文 本 源 代 码 ， 另 一 个 用 来 创
建 菜 单 和 图 形 文 件 ， 而 第 三 个 用 来 创 建 对 话 框 。 每 个 编 辑 器 都 用 一 章 来 介 绍 ， 首
先 是 在 第 3 章 中 讲 述 文 本 编 辑 器 。这 一 章 仔 细 说 明 了 重 要 的 菜 单 命 令 ，展 示 了 打
开 文 本 文 档 的 快 捷 方 式 ， 并 介 绍 了 宏 。

第 4 章 描 述 了 V i s u a l  C + +多 功 能 的 图 形 编 辑 器 ，它 可 以 用 来 创 建 包 括 菜 单 、位 图 、
图 标 和 工 具 栏 在 内 的 资 源 数 据 。 这 一 章 篇 幅 不 小 ， 因 为 它 涉 及 到 许 多 材 料 。 随 着
内 容 的 深 入 ， 将 会 产 生 一 个 名 为 D i s k P i e 1 的 范 例 程 序 。 每 个 部 分 首 先 描 述 如 何
用 图 形 编 辑 器 来 创 建 一 个 特 定 的 界 面 元 素 ， 如 菜 单 或 工 具 栏 ， 然 后 ， 通 过 把 该 元
素 加 入 到 D i s k P i e 1 程 序 来 举 例 说 明 。 到 这 一 章 的 结 尾 ， 这 个 程 序 就 成 为 一 个 以
饼 图 形 式 显 示 磁 盘 和 内 存 的 使 用 情 况 的 实 用 程 序 。

第 5 章 讨 论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并 展 示 如 何 用 V i s u a l  C + +来 设 计 对 话 框 和 创 建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 如 W i n d o w s  C h a r a c t e r  M a p 和 P h o n e  D i a l e r 程 序 。 这 一 章 举 了
几 个 例 子 ， 包 括 一 个 能 建 立 一 个 属 性 表 （ 也 称 多 选 项 卡 对 话 框 ） 的 例 子 。



第 三 部 分 ： 编 程 指 南

第 三 部 分 中 的 几 章 展 示 了 如 何 使 用 V i s u a l  C + +中 的 两 个 重 要 工 具 来 加 速 编 程 开
发 工 作 。 第 6 章 介 绍 了 C l a s s W i z a r d， 尽 管 它 很 难 描 述 ， 但 很 容 易 让 人 喜 欢 。 当
开 发 M F C 应 用 程 序 时 ， 你 会 发 现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于 创 建 和 维 护 类 是 非 常 有 帮 助
的 。

第 7 章 中 描 述 的 G a l l e r y 提 供 了 一 个 附 加 组 件 的 集 合 ， 你 只 要 点 几 下 鼠 标 ， 就 可
以 把 它 们 合 并 到 你 的 项 目 中 去 。 V i s u a l  C + +带 有 许 多 已 经 做 好 的 由 类 的 源 代 码 和
A c t i v e X 控 件 组 成 的 组 件 。 第 7 章 还 演 示 如 何 为 G a l l e r y 来 创 建 你 自 己 的 组 件 。

第 四 部 分 ： A c t i v e X 控 件

第 8 章 介 绍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并 展 示 如 何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它 们 。 第 9 章 和 第 1 0
章 分 别 从 不 同 方 向 来 说 明 如 何 用 M F C 或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A T L） 来 写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件。第 9 章 提 供 了 一 个 名 为 T o w e r 的 范 例 ， 来 带 领 你 一 步 一 步 地 创
建 和 编 码 一 个 依 赖 于 M F C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然 后 ， 第 1 0 章 用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来 建 立 一 个 同 样 的 控 件 ， 从 而 清 楚 地 说 明 这 两 种 方 法 之 间 的 不 同 之 处 。
结 果 可 以 插 入 到 任 何 支 持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



第 五 部 分 ： 高 级 主 题

第 11 章 讨 论 了 调 试 器 的 重 要 主 题 ， 它 是 V i s u a l  C + +最 完 美 的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 这
一 章 说 明 了 调 试 器 的 内 部 特 征 ，描 述 了 调 试 器 窗 口 和 工 具 栏 ，然 后 通 过 修 复 范 例
程 序 中 隐 藏 的 缺 陷 来 检 验 调 试 器 的 能 力 。

当 程 序 调 试 过 后 ， 你 将 希 望 打 开 编 译 优 化 来 创 建 一 个 发 行 版 。 第 1 2 章 讨 论 编 译
器 优 化 的 一 些 通 常 难 以 理 解 的 主 题 ， 同 时 ， 展 示 V i s u a l  C + + 的 诸 多 优 化 选 项 开 关
的 作 用 及 使 用 的 原 因 。

到 第 1 3 章 的 时 候 ，你 应 已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上 花 费 了 大 量 时 间 ，这 些 足 够
使 你 知 道 自 己 喜 欢 什 么 和 想 要 改 变 什 么 。这 一 章 展 示 了 如 何 定 制 V i s u a l  C + +来 适
合 你 的 喜 好 。 它 也 通 过 范 例 演 示 了 如 何 编 制 宏 和 附 加 实 用 程 序 ， 来 使 它 们 同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紧 密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

第 六 部 分 ： 附 录

附 录 A 提 供 了 A S C I I 字 符 和 A N S I 字 符 的 标 准 表 格 。 你 可 能 会 发 现 附 录 A 中 的
A N S I 字 符 表 比 在 线 帮 助 中 的 类 似 信 息 要 有 用 得 多 ， 因 为 该 表 显 示 了 字 符 的 八 进
制 数 形 式 。 这 样 做 是 有 理 由 的 。 我 们 在 第 5 章 中 看 到 ： 在 对 话 框 文 本 中 包 含 大 写
A N S I 字 符 需 要 字 符 的 八 进 制 数 形 式 。 有 了 这 些 信 息 ， 你 就 可 以 在 对 话 框 显 示 的



文 本 字 符 串 中 添 加 一 些 有 用 的 标 志 ， 例 如  和 ¼。

附 录 B 简 要 描 述 了 C l a s s W i z a r d 支 持 的 M F C 类 ， 它 可 以 作 为 快 速 参 考 ， 用 来 帮
助 你 给 新 类 选 择 最 合 适 的 基 类 。

附 录 C 介 绍 了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B a s i c  S c r i p t i n g  E d i t i o n， 即 V B S c r i p t。 V i s u a l  C + +
把 V B S c r i p t 合 并 为 它 的 宏 语 言 ， 因 此 ， 如 果 你 以 前 没 有 使 用 过 V B S c r i p t 或 类 似
的 V i s u a l  B a s i c 语 言 ， 这 里 可 以 作 为 一 本 初 级 读 物 。 尽 管 在 V i s u a l  C + + 中 录 制 宏
并 不 需 要 V B S c r i p t 的 有 关 知 识 ， 但 是 ， 你 只 有 用 V B S c r i p t 编 程 ， 才 能 创 建 一 个
多 用 途 的 宏 。

范 例 代 码

本 书 中 几 乎 每 个 范 例 程 序 都 是 以 C + + 语 言 写 的 ，并 使 用 了 M F C（ 两 个 例 外 是 第 4
章 中 的 一 个 光 标 演 示 程 序 ， 以 及 第 1 3 章 的 一 个 基 于 控 制 台 的 小 程 序 ）。但是，我
在 文 中 的 一 些 程 序 片 段 中 还 是 使 用 C 语 言 。 我 发 现 C + + 在 简 明 地 说 明 编 程 意 图
方 面 不 如 C 好 ，并 且 除 了 清 楚 和 简 洁 的 优 点 外 ，C 还 在 现 在 的 程 序 员 间 充 当 一 种
“ 通 用 语 言 ”。 从 理 论 上 来 说 ， C + + 程 序 员 可 以 直 接 理 解 C ， 但 反 过 来 就 不 一 定
对 。 另 一 方 面 ， C 没 有 地 方 来 演 示 M F C 应 用 程 序 。 当 我 认 为 有 些 重 要 的 想 法 ，
而 且 ， 二 者 间 的 差 别 太 大 而 需 要 解 释 时 ， 我 偶 尔 也 会 同 时 给 出 C 和 C + + 代 码 。



本 书 中 诸 多 章 节 讨 论 的 主 题 都 有 很 好 的 范 例 说 明 ， 而 我 一 直 试 图 包 括 那 些 有 趣
的 、有 用 的 和 能 说 明 问 题 的 范 例 程 序 。一 些 程 序 是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另 一 些
不 是 ，这 样 就 可 以 模 拟 范 围 广 泛 的 编 程 实 践 。 书 中 对 几 乎 每 个 程 序 都 进 行 了 彻 底
的 讨 论 。 书 中 也 包 括 了 源 代 码 列 表 ， 因 此 ， 你 无 须 在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源 文 件 ， 就 可
参 加 讨 论 。 程 序 代 码 力 求 清 楚 ， 而 不 是 优 美 。 因 此 ， 毫 无 疑 问 ， 对 一 部 分 代 码 你
可 以 在 自 己 的 开 发 工 作 中 采 取 不 同 的 处 理 。例 如 ，我 在 程 序 中 很 少 包 含 有 错 误 检
查 标 志 。 程 序 是 在 W i n d o w s  9 5 下 创 建 的 ， 但 多 数 是 在 W i n d o w s  N T 下 测 试 的 。

附 带 光 盘

所 有 范 例 程 序 的 项 目 文 件 都 在 书 后 所 附 的 光 盘 上 。为 了 把 所 有 的 项 目 复 制 到 硬 盘
上 ， 按 下 列 步 骤 执 行 S e t u p 程 序 ：

1 .在 W i n d o w s 任 务 栏 上 单 击 S t a r t 按 钮 并 选 择 R u n 命 令 。

2 .在 R u n 对 话 框 中 键 入 “ d : \ s e t u p”， 其 中 d 代 表 光 驱 的 驱 动 器 号 。

S e t u p 程 序 从 光 盘 上 复 制 3 M 多 文 件 到 硬 盘 上 ， 它 们 放 在 名 为 V i s u a l  C + +
P r o g r a m m e r’s  G u i d e（ 或 你 指 定 的 名 字 ） 的 子 目 录 下 。 运 行 S e t u p 完 全 是 可 选 的 ，
如 果 你 愿 意 ，可 以 手 动 地 从 光 盘 上 再 次 获 得 这 些 文 件 。你 会 发 现 所 有 的 文 件 都 位
于 C o d e 子 目 录 下 。



嵌 套 的 子 文 件 夹 指 明 了 描 述 程 序 的 章 节 号 和 项 目 名 。 例 如 ， 子 文 件 夹
C h a p t e r . 0 5 \ M f c T r e e 中 保 留 了 生 成 第 5 章 中 的 M f c T r e e 程 序 所 需 的 全 部 文 件 。 每
个 项 目 文 件 夹 都 有 一 个 名 为 R e l e a s e 的 子 文 件 夹 ， 该 目 录 包 含 了 程 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 因 此 ， 你 可 以 直 接 试 验 范 例 程 序 ， 而 不 必 先 生 成 它 。 如 果 你 想 通 过 生 成 范 例
程 序 来 参 加 文 中 的 讨 论 ， 启 动 V i s u a l  C + +， 从 Fi le 菜 单 中 选 取 O p e n  W o r k s p a c e
命 令 。 在 硬 盘 上 浏 览 项 目 夹 ， 并 双 击 项 目 的 D S W 文 件 。

范 例 程 序 的 项 目 名 保 持 为 八 个 字 符 或 更 少 。这 一 惯 例 适 应 了 那 些 宁 愿 使 用 较 早 版
本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读 者 ，这 些 编 辑 器 可 能 不 能 识 别 长 文 件 名 。一 些 老 版 本 的 光 盘
驱 动 器 也 不 能 识 别 长 文 件 名 。

附 带 光 盘 包 含 了 一 个 名 为 I n d e x 的 程 序 。 I n d e x 不 是 一 个 范 例 程 序 ， 因 此 你 不 会
在 书 中 找 到 对 它 的 说 明 。 I n d e x 为 本 书 提 供 了 索 引 ， 它 在 所 有 的 章 节 和 附 录 中 进
行 全 字 符 搜 索 。 它 保 证 只 要 某 个 主 题 在 书 中 的 某 个 地 方 提 及 过 ， 你 就 可 以 找 到
它 。 这 个 程 序 实 际 上 是 书 志 学 家 所 称 的“ 词 语 索 引 ” 的 电 子 形 式 ： 给 出 一 个 或 更
多 的 词 ， 程 序 就 会 告 诉 你 ， 它 们 出 现 在 哪 一 页 、 哪 一 段 。 使 用 这 个 程 序 需 要 把 文
件 I n d e x . e x e、 I n d e x . h l p 和 I n d e x . k e y 从 光 盘 上 复 制 到 硬 盘 上 ， 一 定 要 把 这 三 个 文
件 放 在 同 一 目 录 下 。 如 果 你 愿 意 的 话 ， 也 可 以 直 接 从 光 盘 上 执 行 I n d e x。 该 程 序
外 观 如 下 图 所 示 。



I n d e x 窗 口 中 的 四 个 组 合 框 每 一 个 接 受 一 个 单 词 。 这 些 单 词 可 以 组 成 一 个 短 语 ，



如 “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或 仅 仅 是 指 定 一 些 一 同 出 现 在 同 一 段 或 同 一 页 的
毫 无 关 联 的 几 个 词 。 程 序 也 能 搜 索 单 词 的 复 数 和 由 - ed 和 - i n g 形 成 的 派 生 词 ， 并
能 考 虑 到 单 词 拼 写 上 细 微 的 变 化 。 例 如 ， 搜 索 单 词 ed i t、 h a n d l e 和 d e b u g， 程 序
同 时 会 找 出 ed i t s、 h a n d l i n g 和 d e b u g g e d 的 出 现 位 置 来 。 搜 索 单 词 的 大 小 写 无 关
紧 要 ， 不 常 见 的 简 写 可 能 会 导 致 意 外 的 匹 配 。 例 如 ， 当 搜 索 只 取 首 字 母 的 缩 写
G U I D 时 ，I n d e x 会 找 到 单 词 g u i d i n g。单 击 S e a r c h 按 钮 或 书 图 标 ，即 可 开 始 搜 索 。

四 个 组 合 框 会 记 住 上 一 个 搜 索 词 ，因 此 你 无 须 再 次 输 入 。 要 调 用 以 前 输 入 过 的 单
词 ， 点 开 组 合 框 的 下 拉 列 表 ， 并 选 中 该 单 词 即 可 。 弹 出 式 帮 助 信 息 解 释 了 程 序 的
其 他 特 色 。 单 击 对 话 框 右 上 角 的 小 问 号 按 钮 ， 然 后 单 击 控 件 窗 口 或 组 合 框 区 ， 即
可 获 得 相 关 帮 助 。 W i n d o w s  N T  3 . 5 1 的 用 户 必 须 按 F 1 键 才 能 获 得 帮 助 。

I n d e x 把 一 页 中 的 每 一 段 标 识 为 一 个 数 字 ， 如 2 或 7。 当 搜 索 一 页 来 找 出 程 序 指
出 的 特 定 的 一 段 时 ， 注 意 下 面 的 规 则 ， 它 决 定 程 序 认 为 哪 一 段 是 搜 索 到 的 ：

n  图 表 的 标 题 组 成 单 独 一 段 ， 如 表 格 的 每 一 行 都 是 一 段 。

n  源 代 码 的 每 一 行 （ 包 括 空 行 ） 都 代 表 一 段 。

n  一 页 首 端 的 一 段 的 一 部 分 不 能 作 为 单 独 的 一 段 ， 因 为 I n d e x 认 为 这 些
文 本 属 于 上 一 页 底 端 的 一 段 。

I n d e x 程 序 能 识 别 布 尔 操 作 符 A N D 、O R 或 N O T。 如 果 你 对 全 文 本 搜 索 中 的 布 尔



逻 辑 有 些 生 疏 的 话 ， 第 1 章 描 述 了 当 搜 索 M S D N 在 线 帮 助 系 统 时 如 何 使 用 布 尔
操 作 符 。 参 见 表 1 - 1 的 例 子 。

一 些 术 语 定 义

在 深 入 本 书 前 ，应 定 义 一 些 术 语 ，例 如 生 成 、项 目 、目 标 、配 置 和 应 用 程 序 框 架 。
由 于 在 下 面 的 章 节 中 要 用 到 这 些 词 ， 因 此 最 好 现 在 说 明 它 们 的 意 义 。

生 成 指 编 译 和 链 接 ， 把 一 组 源 文 件 转 变 成 可 执 行 的 应 用 程 序 。 编 译 源 文 件 ， 链 接
对 象 文 件 ， 然 后 项 目 就 生 成 了 。 项 目 有 两 个 相 互 关 联 的 的 含 义 。 它 可 以 指 最 终 的
结 果 ， 即 生 成 的 应 用 程 序 ， 但 更 准 确 的 是 指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所 需 文 件 的 集 合 ， 包 括
源 文 件 、预 编 译 头 文 件 、资 源 脚 本 、图 形 文 件 和 其 他 建 立 该 程 序 所 需 的 任 何 文 件 。
V i s u a l  C + +一 次 仅 允 许 打 开 一 个 项 目 ， 这 时 你 已 经 可 以 访 问 所 有 的 项 目 文 件 ， 并
可 以 进 行 编 辑 、 生 成 和 调 试 。 每 个 项 目 可 以 拥 有 任 意 数 量 的 嵌 套 子 项 目 ， 当 开 发
一 个 包 含 多 个 可 执 行 元 素 的 程 序 时 ， 安 排 这 些 子 项 目 是 非 常 有 意 义 的 。 例 如 ， 你

可 以 开 发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作 为 主 项 目 ，而 把 一 个 辅 助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作 为 独 立 的 子 项
目 。

生 成 一 个 项 目 后 创 建 的 应 用 程 序 有 两 种 类 型 ： 发 行 版 和 调 试 版 。 V i s u a l  C + +有 时



用 术 语“ 目 标 ” 来 指 定 生 成 类 型 。 项 目 的 正 式 目 标 是 提 供 给 最 终 用 户 的 可 执 行 程
序 。 调 试 目 标 是 计 划 开 发 过 程 中 的 可 执 行 程 序 。 项 目 设 置 ， 就 是 所 说 的 配 置 ， 决
定 V i s u a l  C + +生 成 项 目 时 创 建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是 发 行 版 的 ， 还 是 调 试 版 的 。

一 般 类 的 M F C 库 通 过 提 供 W i n 3 2  A P I 作 为 一 套 类 对 象 ，来 使 W i n d o w s 编 程 更 容
易 。 使 用 M F C 的 程 序 利 用 测 试 过 的 代 码 作 为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框 架 来 处 理 许 多 任
务 ， 否 则 ， 应 用 程 序 不 得 不 自 己 来 照 顾 这 些 事 。 这 些 隐 藏 服 务 的 唯 一 代 价 是 ， 对
于 大 多 数 M F C 程 序 来 说 ， 可 执 行 文 件 尺 寸 可 能 更 大 ， 并 存 在 某 些 内 置 的 公 共 部
分 。 应 用 程 序 框 架 通 过 类 来 指 明 应 用 程 序 的 结 构 ， 而 不 是 细 节 。 然 而 ， M F C 并
没 有 严 格 限 制 程 序 员 的 创 造 力 ，许 多 不 同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是 用 M F C 编 写 的
这 一 事 实 就 可 证 明 这 一 点 。

参 考 资 料

推 荐 参 考 书 可 不 容 易 做 ， 我 感 到 责 任 重 大 。 书 是 很 昂 贵 的 ， 不 仅 是 在 金 钱 方 面 ，
更 主 要 的 是 在 时 间 方 面 。下 面 是 一 些 我 认 为 能 给 使 用 V i s u a l  C + +的 程 序 员 提 供 有
价 值 的 资 料 的 书 。 它 们 碰 巧 都 是 M i c r o s o f t  P r e s s 出 版 的 ， 但 这 只 是 因 为 我 没 有 说
出 更 多 的 书 名 。

n  要 开 始 了 解 M F C ，我 相 信 ，没 有 比 Je f f  P ros i s e 的《 P r o g r a m m i n g  W i n d o w s
9 5  w i t h  M F C 》 更 好 的 书 了 。 我 喜 欢 这 本 书 。 它 写 得 很 好 ， 清 楚 明 了 ，



主 题 明 确 、 一 致 。

n  关 于 M F C 的 另 一 本 好 书 是 D a v i d  K r u g l i n s k i 的 《 I n s i d e  V i s u a l  C + +》。
不 要 被 标 题 愚 弄 了 ， 这 本 书 的 重 点 是 M F C ， 讨 论 了 P r o s i s e 的 书 中 没
有 讨 论 过 的 主 题 ， 例 如 数 据 库 管 理 和 O L E 。 讨 论 和 所 有 的 范 例 程 序 都
假 定 读 者 正 使 用 V i s u a l  C + +。

n  如 果 你 是 W i n d o w s 编 程 新 手 ， 想 加 强 基 础 ， 并 更 愿 意 用 C 语 言 ， 而 不
是 C + +语 言 编 程 ，可 以 考 虑 C h a r l e s  P e t z o l d 和 P a u l  Y a o 的《 P r o g r a m m i n g
W i n d o w s  9 5》。该 系 列 的 最 新 版 本 首 先 出 现 在 大 约 十 年 前 ，这 本 书 仅 仅
是 因 为 它 对 W i n d o w s 编 程 这 一 主 题 的 清 楚 说 明 而 出 名 的 。注 意 书 中 的
警 告 ， 尽 管 除 了 最 后 一 章 ， 该 书 没 有 提 及 C + + 或 M F C 。

n  D a v i d  C h a p p e l l 的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c t i v e X  a n d  O L E 》 详 细 介 绍 了
A c t i v e X 。 尽 管 它 对 V i s u a l  C + +没 有 说 什 么 ， 对 编 程 也 很 少 提 及 ， 这 本
值 得 一 读 的 书 对 复 杂 的 主 题 提 供 了 全 面 的 看 法 。

反 馈

如 果 你 对 本 书 的 再 版 有 什 么 建 议 ，写 信 给 我 。 我 会 仔 细 阅 读 收 到 的 电 子 邮 件 的 每
一 行 （ 我 对 这 些 事 是 很 勤 奋 的 ）， 尽 管 我 不 能 保 证 回 信 。 在 I n t e r n e t 的
b e c k z @ w i t z e n d s o f t . c o m 上 可 以 访 问 到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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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环 境

V i s u a l  C + +软 件 包 包 含 了 许 多 单 独 的 组 件 ， 如 编 辑 器 、 编 译 器 、 链 接 器 、 生 成 实
用 程 序 、 调 试 器 ， 以 及 各 种 各 样 为 开 发 M i c r o s o f t  W i n d o w s 下 的 C / C + + 程 序 而 设
计 的 工 具 。 幸 运 的 是 ， 它 还 包 含 有 一 个 名 为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开 发 环 境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把 所 有 的 V i s u a l  C + + 工 具 结 合 在 一 起 ，集 成 为 一 个 整 体 ，通 过 一
个 由 窗 口 、 对 话 框 、 菜 单 、 工 具 栏 、 快 捷 键 及 宏 组 成 的 和 谐 系 统 ， 你 可 以 观 察 和
控 制 整 个 开 发 进 程 。 集 成 开 发 环 境 就 像 一 间 带 有 监 视 器 、 刻 度 盘 和 操 纵 杆（ 它 使
个 人 能 操 作 工 厂 中 的 许 多 机 器 ）的 控 制 室 。该 环 境 几 乎 就 是 V i s u a l  C + + 中 所 能“ 看
见 ” 的 所 有 东 西 。 所 有 其 他 事 情 都 在 其 管 理 下 在 幕 后 运 行 。

产 品 V i s u a l  C + +和 它 的 开 发 环 境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之 间 的 区 别 几 乎 没 有 意 义 ， 因
为 后 者 完 全 取 代 了 前 者 。 为 避 免 应 付 两 个 不 同 的 名 字 ， 本 书 在 一 般 场 合 下 ， 用 术
语 V i s u a l  C + +来 既 指 代 整 个 产 品 ， 又 指 代 它 的 开 发 环 境 。 微 软 自 己 已 经 接 纳 了 这
个 做 法 ， 而 以 前 版 本 的 用 户 会 注 意 到 ， 原 来 标 为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窗 口 标 题 已
经 改 为 V i s u a l  C + + 。 然 而 ， 在 最 后 一 章 讨 论 实 用 程 序 如 何 同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程
序 结 合 起 来 ， 而 成 为 环 境 的 一 部 分 时 ， 我 们 将 恢 复 原 来 的 名 字 。

开 始 ， 我 们 来 概 括 一 下 V i s u a l  C + +环 境 为 帮 助 程 序 开 发 而 设 计 提 供 的 诸 多 服 务 。



圆 括 号 中 的 章 节 号 指 出 了 本 书 中 详 细 讨 论 这 些 服 务 的 地 方 。

n  对 开 发 进 程 的 不 同 方 面 ， 从 类 和 源 文 件 的 列 表 到 编 译 器 消 息 ， 都 提 供
了 观 察 窗 口 （ 第 1 章 ）。

n  访 问 在 线 帮 助 的 扩 展 系 统 的 菜 单 （ 第 1 章 ）。

n  创 建 和 维 护 源 文 件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第 3 章 ），设 计 对 话 框 用 的 优 秀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 第 5 章 ）， 并 创 建 其 他 界 面 组 件 ， 如 位 图 、 图 标 、 鼠 标 及 工
具 栏 的 图 形 编 辑 器 （ 第 4 章 ）。

n  为 程 序 创 建 启 动 器 文 件 的 向 导 在 建 立 新 项 目 的 常 规 任 务 上 提 供 一 个 良
好 的 开 端 。 V i s u a l  C + +为 不 同 类 型 的 W i n d o w s 程 序 提 供 向 导 ， 包 括 带
有 可 选 数 据 库 和 A u t o m a t i o n 支 持 的 标 准 应 用 程 序 （ 第 2 章 ）、 动 态 链
接 库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第 5 章 ）、使 用 I n t e r n e t  S e r v e r  A P I ( I S A P I )
的 W e b 服 务 器 的 扩 展 程 序 及 A c t i v e X 控 件 （ 第 9 章 和 第 1 0 章 ）。

n  帮 助 M F C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和 维 护 类 的 帮 手 — — C l a s s W i z a r d （ 第 6 章 ）。

n  G a l l e r y 维 护 的 内 置 可 执 行 组 件 给 程 序 增 加 方 便 的 特 征 （ 第 7 章 ）。

n  优 秀 的 调 试 器 （ 第 11 章 ）。



n  通 过 对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对 命 令 进 行 合 理 和 方 便 的 访 问 。 你 可 以 定 制
V i s u a l  C + +中 已 有 的 菜 单 或 创 建 新 的 菜 单 （ 第 1 3 章 ）。

n  通 过 宏 和 附 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来 添 加 自 己 的 环 境 工 具 的 能 力 （ 第 1 3
章 ）。 你 可 以 自 己 开 发 这 些 附 加 项 ， 或 从 各 种 各 样 的 供 应 商 那 里 购 买 它
们 。

图 1-1 显 示 了 一 个 典 型 的 V i s u a l  C + +主 窗 口 。 开 发 环 境 的 外 观 比 以 前 的 版 本 只 有
细 微 的 改 变 ， 而 它 的 风 格 和 许 多 命 令 仍 维 持 不 变 。 如 果 你 从 较 早 版 本 的 V i s u a l
C + + 或 其 他 微 软 产 品 中 熟 悉 了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 可 以 跳 过 这 一 章 ， 而 直 接
接 触 新 特 征 ， 尤 其 是 修 订 过 的 在 线 帮 助 系 统 。 如 果 你 以 前 从 未 用 过 V i s u a l  C + +，
你 会 发 现 ， 像 任 何 大 的 W i n d o w s 程 序 一 样 ， 它 需 要 一 些 时 间 来 习 惯 。 不 要 低 估
它 的 深 度 ， 只 有 当 你 认 为 已 经 发 现 了 V i s u a l  C + + 的 每 件 事 情 时 ， 才 会 峰 回 路 转 ，
出 现 一 番 新 的 景 色 。 但 是 ， 它 的 界 面 是 智 能 化 的 ， 而 且 ， 而 且 非 常 宽 容 ， 它 鼓 励
你 去 实 践 ， 实 践 总 是 最 好 的 教 师 。



图 1 - 1   V i s u a l  C + + 主 窗 口 的 典 型 视 图



本 章 是 一 个 起 点 ， 它 介 绍 V i s u a l  C + +的 环 境 外 壳 ， 并 描 述 开 发 项 目 时 遇 到 的 界 面
和 窗 口 。 我 们 不 急 于 在 本 章 中 讨 论 单 独 的 工 具 和 菜 单 命 令 ， 因 为 在 后 面 的 几 章
中 ，都 介 绍 了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及 它 们 包 含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命 令 。同 时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还 充 当 V i s u a l  J + +和 V i s u a l  I n t e r D e v 的 主 环 境 ， 但 这 里 ， 我 们 只 集 中 讨 论 这 个 环
境 是 如 何 应 用 到 V i s u a l  C + +和 C / C + +项 目 上 的 。

工 具 栏 和 菜 单

V i s u a l  C + +带 有 一 个 预 先 定 义 好 的 工 具 栏 集 ， 单 击 它 们 便 可 以 访 问 它 们 。 如 果 找
不 到 需 要 的 工 具 ，可 以 用 自 己 设 计 的 定 制 工 具 栏 来 增 大 工 具 栏 集 。 每 个 工 具 栏 都
由 工 具 栏 的 标 题 栏 上 的 名 字 标 识 ：



正 如 下 面 部 分 所 描 述 的 那 样 ， 工 具 栏 经 常 被 定 位 在 某 个 位 置 上 ， 这 时 标 题 栏 消
失 。例 如 ，图 1-1 显 示 了 S t a n d a r d、B u i l d 和 E d i t 工 具 栏 定 位 在 V i s u a l  C + +主 窗 口
的 顶 端 时 的 样 子 。 工 具 栏 的 安 排 由 你 决 定 。 你 可 以 在 屏 幕 四 周 移 动 工 具 栏 ， 通 过
拖 曳 边 框 来 调 整 它 们 的 矩 形 形 状 ，并 使 任 何 一 套 工 具 可 见 或 隐 藏 。 你 可 能 愿 意 让
某 些 工 具 栏 （ 如 S t a n d a r d 和 B u i l d ） 一 直 都 是 可 见 的 ， 至 于 其 他 工 具 栏 ， 通 常 只
在 你 工 作 在 需 要 它 们 的 窗 口 中 时 ， 才 变 得 可 见 。 例 如 ， 在 默 认 设 置 中 ， D e b u g 工
具 栏 只 在 调 试 过 程 中 才 是 可 见 的 。C o l o r s 和 G r a p h i c s 工 具 栏（ 将 在 第 4 章 中 讨 论 ）
仅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才 是 可 见 的 ， 因 为 这 是 你 需 要 它 们 的 唯 一 地 方 。



图 1 - 2   在 C u s t o m i z e （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中 打 开 和 关 闭 工 具 栏



图 1 - 2 显 示 了 C u s t o m i z e （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中 包 含 的 工 具 栏 名 称 列 表 ， 这 里 你 通
过 单 击 复 选 框 来 调 整 工 具 栏 的 可 见 性 是 打 开 或 是 关 闭 。 在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中
单 击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命 令 即 可 打 开 这 个 对 话 框 （ 第 1 3 章 对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有 更 多 的 叙 述 ）。

当 鼠 标 停 留 在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上 面 时 ， 按 钮 凸 起 。主 窗 口 的 底 端 的 状 态 栏 显 示 了 对
按 钮 的 简 短 描 述 ， 并 且 ， 如 果 光 标 停 留 时 间 长 一 些 ， 就 会 出 现 一 个 小 的 弹 出 式 的
“ 工 具 提 示 ” 窗 口 ， 它 包 含 了 按 钮 的 名 字 。 如 果 需 要 的 话 ， V i s u a l  C + + 甚 至 可 以
显 示 放 大 的 工 具 栏 ：

工 具 提 示 和 放 大 的 选 项 都 是 在 图 1 - 2 显 示 的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中 控 制
的 。

V i s u a l  C + +菜 单 栏 是 一 种 特 殊 形 式 的 工 具 栏 。 尽 管 只 有 在 全 屏 模 式 下 才 能 隐 藏 菜



单 栏 ， 其 他 情 况 下 ， 它 就 像 一 个 普 通 的 工 具 栏 。 当 鼠 标 停 留 在 V i s u a l  C + +的 菜 单
栏 上 时 ， 菜 单 名 像 工 具 栏 一 样 呈 凸 起 状 。 单 击 菜 单 名 来 拉 下 菜 单 时 ， 菜 单 名 看 起
来 像 是 凹 进 屏 幕 里 。菜 单 打 开 后 ， 把 鼠 标 从 一 个 菜 单 名 滑 动 到 另 一 个 会 拉 下 另 一
个 菜 单 。

上 下 文 相 关 菜 单

V i s u a l  C + +环 境 几 乎 总 是 都 响 应 鼠 标 右 键 的 单 击 ， 通 常 是 显 示 一 个 弹 出 式 的 带 有
与 位 置 相 适 应 命 令 的 上 下 文 相 关 菜 单 。 甚 至 当 V i s u a l  C + +没 有 打 开 窗 口 时 ， 在 空
白 区 右 击 会 产 生 一 个 菜 单 ， 其 中 含 有 使 窗 口 可 见 和 调 整 工 具 栏 开 或 关 的 命 令 。在
工 具 栏 上 除 标 题 栏 外 的 任 何 地 方 右 击 ， 可 打 开 同 样 的 菜 单 。 工 作 时 试 一 试 右 键 ，
你 会 发 现 许 多 其 他 的 快 捷 方 式 。

通 过 在 工 具 栏 或 菜 单 栏 上 不 是 按 钮 或 菜 单 名 的 地 方 单 击 ，并 保 持 鼠 标 被 按 下 ，就
可 以 把 它 们 拖 动 到 屏 幕 上 新 的 地 方 。 如 果 工 具 栏 的 标 题 栏 不 可 见 ， 工 具 栏 上 的 垂
直 分 隔 处 正 是 “ 抓 取 ” 工 具 栏 拖 动 的 好 地 方 。 由 于 停 靠 这 一 特 征 ， 在 V i s u a l  C + +
中 移 动 工 具 栏 ， 有 时 并 不 如 你 所 想 像 的 那 样 简 单 。下 一 部 分 深 入 讨 论 重 新 在 屏 幕
上 定 位 窗 口 和 工 具 栏 的 秘 密 。



环 境 窗 口

除 许 多 对 话 框 外 ， V i s u a l  C + +显 示 两 种 类 型 的 窗 口 ， 即 文 档 窗 口 和 停 靠 窗 口 。 文
档 窗 口 是 一 般 的 带 边 框 子 窗 口 ，其 中 包 含 有 源 代 码 文 本 和 图 形 文 档 。W i n d o w（ 窗
口 ） 菜 单 中 列 出 了 在 屏 幕 上 以 平 铺 方 式 还 是 以 层 叠 方 式 显 示 文 档 窗 口 的 命 令 。所
有 其 他 的 V i s u a l  C + +窗 口 ， 包 括 工 具 栏 甚 至 菜 单 栏 ， 都 是 停 靠 的 。 开 发 环 境 有 两
个 主 要 的 停 靠 窗 口 — —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和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 它
们 通 过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中 的 命 令 变 成 可 见 的 窗 口 。 另 一 个 停 靠 窗 口 D e b u g g e r
（ 调 试 器 ） 窗 口 在 第 1 0 章 中 讨 论 ， 它 在 调 试 过 程 中 显 示 。 这 一 部 分 首 先 看 看 所
有 停 靠 窗 口 的 一 些 共 同 特 征 ， 然 后 单 独 地 讨 论 W o r k s p a c e （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和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

停 靠 窗 口 可 以 固 定 在 V i s u a l  C + +用 户 区 的 顶 端 、 底 端 或 侧 面 ， 或 者 浮 动 在 屏 幕 上
任 何 地 方 。 停 靠 窗 口 ， 不 论 是 浮 动 着 的 或 是 固 定 着 的 ， 总 是 出 现 在 文 档 窗 口 的 上
面 。 这 样 ， 就 保 证 了 当 焦 点 从 一 个 窗 口 移 到 另 一 个 时 ， 浮 动 的 工 具 栏 一 直 都 是 可
见 的 ， 但 它 也 意 味 着 ， 文 档 窗 口 偶 尔 会 看 起 来 像 消 失 了 似 的 。 这 种 情 况 刚 开 始 时
可 能 会 使 人 不 安 ， 但 是 ， 文 档 窗 口 仍 在 那 儿 。 例 如 ， 如 果 你 正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编
辑 源 代 码 ， 此 时 打 开 一 个 占 据 整 个 V i s u a l  C + +用 户 区 的 停 靠 窗 口 ， 源 代 码 文 档 就
会 消 失 ， 它 隐 藏 在 新 窗 口 之 下 。 如 果 覆 盖 的 窗 口 被 定 位 在 该 位 置 上 ， 你 就 无 法 使
文 档 窗 口 回 到 上 面 来 。唯 一 的 解 决 方 法 是 要 么 关 了 覆 盖 的 窗 口 ，要 么 把 它 拖 到 不
挡 眼 的 地 方 去 。 我 们 将 看 到 如 何 快 速 地 打 开 和 关 闭 停 靠 窗 口 。



拖 动 一 个 停 靠 窗 口 时 会 出 现 一 个 移 动 的 轮 廓 ，它 显 示 了 释 放 鼠 标 左 键 时 窗 口 的 新
位 置 。这 些 轮 廓 线 是 灰 色 虚 线 ，直 到 它 与 环 境 用 户 区 的 边 界 或 另 一 个 停 靠 窗 口 的
边 界 接 触 时 ， 它 才 变 成 细 黑 线 。 这 种 变 化 提 示 你 ， 若 放 下 窗 口 ， 会 使 它 定 位 在 边
界 附 近 的 位 置 。 工 具 栏 在 用 户 区 的 顶 端 或 底 端 时 定 位 为 水 平 位 置 ， 而 在 左 右 边 界
时 则 定 位 为 垂 直 位 置 。 在 拖 动 工 具 栏 时 ， 可 通 过 按 S h i f t 键 来 改 变 工 具 栏 的 放 置
方 向 。

把 窗 口 定 位 在 希 望 的 位 置 和 尺 寸 上 ， 有 时 会 花 费 一 些 时 间 。要 使 窗 口 占 据 整 个 用
户 区 ， 向 上 拉 动 边 界 ， 直 到 鼠 标 同 用 户 区 的 上 边 界 接 触 ， 然 后 释 放 鼠 标 按 键 。 要
把 窗 口 恢 复 到 较 小 尺 寸 ， 拖 动 窗 口 ， 直 到 光 标 接 触 到 用 户 区 的 左 边 界 。 这 迫 使 窗
口 成 为 浮 动 的 ， 你 可 以 通 过 其 标 题 栏 来 把 它 拖 动 到 其 他 地 方 。

在 屏 幕 上 移 动 一 个 停 靠 窗 口 时 ， 窗 口 看 起 来 像 是 有 主 意 似 的 ， 顽 强 地 紧 贴 着
V i s u a l  C + +主 窗 口 的 某 一 边 界 ， 或 任 何 其 他 它 接 触 到 的 定 位 窗 口 。 有 两 个 办 法 可
防 止 这 个 问 题 发 生 。第 一 种 办 法 就 是 在 移 动 窗 口 时 按 住 C t r l 键 ，来 暂 时 禁 止 它 的
停 靠 特 征 。 第 二 种 办 法 只 对 窗 口 有 效 ， 对 工 具 栏 无 效 ， 那 就 是 禁 止 窗 口 的 停 靠 能
力 ，直 到 你 再 次 使 它 生 效 。在 窗 口 内 部 右 击 ，从 上 下 文 相 关 菜 单 中 ，选 择 D o c k i n g
V i e w （ 停 靠 视 图 ） 命 令 来 关 掉 命 令 的 复 选 标 志 。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也 提 供 对
D o c k i n g  V i e w （ 停 靠 视 图 ） 命 令 的 访 问 ， 如 图 1-3 所 示 。



图 1 - 3   使 用 D o c k i n g  V i e w （ 停 靠 视 图 ） 命 令 切 换 窗 口 的 停 靠 模 式

若 关 掉 窗 口 的 停 靠 特 征 ， 在 下 面 几 个 方 面 影 响 窗 口 ：

n  窗 口 就 像 一 个 普 通 的 文 档 窗 口 ， 标 题 栏 上 有 最 小 化 、 最 大 化 和 关 闭 窗
口 的 按 钮 。

n  从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中 选 择 C a s c a d e（ 层 叠 ） 或 Ti l e（ 平 铺 ） 命 令
时 ， 窗 口 同 其 他 打 开 的 文 档 窗 口 一 起 排 列 位 置 。

n  窗 口 不 能 移 到 V i s u a l  C + +主 窗 口 用 户 区 的 外 面 ， 当 它 处 在 停 靠 模 式 下
时 是 可 以 的 。

n  输 入 焦 点 移 到 该 窗 口 上 时 ， 它 可 以 由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上 的 C l o s e



（ 关 闭 ） 命 令 关 闭 。 否 则 ， C l o s e（ 关 闭 ） 命 令 不 能 影 响 停 靠 模 式 下 的
窗 口 ， 即 使 它 拥 有 焦 点 。

窗 口 或 工 具 栏 被 定 位 后 ， 凸 起 的 硬 节（ 有 时 称 为 把 手 ） 出 现 在 窗 口 的 顶 端 或 左 边
界 ， 如 图 1 - 4 所 示 。 双 击 把 手 使 窗 口 变 成 浮 动 的 ； 双 击 浮 动 窗 口 或 工 具 栏 的 标 题
栏 ， 使 它 回 到 原 来 的 位 置 。也 可 以 通 过 把 手 来 把 窗 口 拖 动 到 另 一 个 固 定 的 或 浮 动
的 位 置 。

在 V i s u a l  C + +中 创 建 的 窗 口 排 列 ， 将 在 项 目 的 整 个 过 程 中 维 持 ， 或 直 到 你 改 变 窗
口 排 列 方 式 。 下 一 次 打 开 项 目 时 ， 窗 口 像 上 次 离 开 时 的 样 子 排 列 。 然 而 ， 在 环 境
中 运 行 的 实 用 程 序 的 窗 口 并 不 遵 守 这 些 规 则 。这 些 窗 口 既 不 是 文 档 窗 口 ，也 不 是
停 靠 窗 口 ， 它 们 的 特 征 是 由 实 用 程 序 决 定 的 ， 而 不 是 由 V i s u a l  C + +决 定 。



图 1 - 4   在 停 靠 时 ， 窗 口 、 工 具 栏 和 菜 单 栏 中 出 现 一 个 凸 起 的 把 手

W o r k s p a c e （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和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V i s u a l  C + +在 停 靠 的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和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显 示 项 目
的 有 关 信 息 ， 如 图 1 - 1、 图 1 - 6 和 图 1 - 7 所 示 。 在 本 书 中 ， 自 始 至 终 ， 我 们 都 要
遇 到 这 些 重 要 的 窗 口 ， 尤 其 是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 因 此 ， 花 些 时 间 来
讨 论 它 们 如 何 工 作 是 值 得 的 。



要 使 W o r k s p a c e 或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可 见 ， 在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中 单 击 它 们
的 名 字 即 可 ， 如 图 1 - 5 所 示（ 这 个 命 令 不 是 一 个 开 关 命 令 ， 因 此 ， 再 单 击 它 一 次
不 会 使 窗 口 消 失 ）。 窗 口 也 可 以 通 过 S t a n d a r d（ 标 准 ） 工 具 栏 上 的 按 钮 来 激 活 ，
这 些 按 钮 按 下 后 会 使 窗 口 可 见 或 消 失 。

图 1 - 5   显 示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和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 工 具 按 钮 在 S t a n d a r d（ 标 准 ） 工

       具 栏 上

除 使 用 工 具 栏 按 钮 外 ，还 可 以 用 下 列 方 法 来 隐 藏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和 O u t p u t



（ 输 出 ） 窗 口 ：

n  如 果 窗 口 是 浮 动 的 ， 单 击 窗 口 的 标 题 栏 上 的 C l o s e（ 关 闭 ） 按 钮 。

n  如 果 窗 口 是 固 定 的 ， 单 击 窗 口 把 手 上 面 或 右 面 的 X 形 按 钮 （ 图 1 - 4）。

n  在 窗 口 内 任 何 地 方 右 击 ， 打 开 上 下 文 相 关 菜 单 ， 选 择 H i d e（ 隐 藏 ） 或
C l o s e（ 关 闭 ） 命 令 。 菜 单 上 出 现 哪 个 命 令 取 决 于 窗 口 的 停 靠 模 式 是 打
开 的 还 是 关 闭 的 ， 但 两 个 命 令 有 同 样 的 效 果 。

n  如 果 窗 口 的 停 靠 特 征 被 禁 止 ， 单 击 窗 口 把 焦 点 移 到 它 上 面 ， 然 后 从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中 选 择 C l o s e（ 关 闭 ） 命 令 。

W o r k s p a c e （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显 示 了 项 目 各 个 方 面 的 信 息 。 在 窗 口 底 端 选 择 相 应
的 选 项 卡 来 显 示 项 目 的 类 、 资 源 、 数 据 源 和 文 件 的 列 表 。 在 窗 口 中 单 击 小 的 加 号
（ + ） 或 减 号（ -） 来 展 开 或 折 叠 列 表 。 例 如 ， 展 开 类 的 列 表 会 显 示 出 成 员 函 数 的
名 字 ，如 图 1 - 6 中 的 第 一 屏 所 示 。双 击 列 表 开 头 靠 近 文 件 夹 或 书 本 形 图 标 的 文 字 ，
与 单 击 表 头 的 加 号 或 减 号 有 同 样 的 效 果 。



图 1 - 6   W o r k s p a c e （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的 四 个 窗 格



W o r k s p a c e （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可 以 显 示 多 达 四 个 窗 格 的 信 息 ， 如 下 所 述 ：

n  C l a s s V i e w ： 列 出 项 目 中 的 类 和 成 员 函 数 。 要 在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类 的 源 文 件 ，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要 打 开 的 类 或 函 数 。

n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列 出 项 目 的 资 源 数 据 ， 如 对 话 框 和 位 图 。同 C l a s s V i e w
中 一 样 ，双 击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列 表 中 的 数 据 项 会 打 开 合 适 的 编 辑 器 并 加
载 资 源 。

n  F i l e V i e w ： 列 出 项 目 的 源 文 件 。 把 源 文 件 复 制 到 项 目 夹 中 ， 不 会 自 动
把 文 件 添 加 到 F i l e V i e w 窗 格 的 列 表 中 。 你 必 须 用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中 的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添 加 到 项 目 ） 命 令 明 确 地 把 新 文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n  D a t a  V i e w ： 显 示 数 据 库 项 目 的 数 据 来 源 信 息 。 D a t a  V i e w （ 数 据 视 图 ）
选 项 卡 只 出 现 在 V i s u a l  C + +的 企 业 版 的 数 据 库 项 目 中 ， 企 业 版 遵 循 开
放 式 数 据 库 互 连 标 准 （ O D B C ） 来 同 数 据 源 相 连 。

在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中 的 某 项 上 右 击 ， 会 显 示 一 个 含 有 常 用 命 令 的 上
下 文 相 关 菜 单 。 菜 单 中 的 命 令 取 决 于 单 击 在 哪 一 项 上 。 例 如 ， 在 F i l e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一 个 源 文 件 上 ， 右 击 ， 会 显 示 一 个 快 速 打 开 或 编 译 文 件 的 上 下 文 相 关 菜 单 。
你 也 可 以 开 关 单 个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格 。 在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的 底 端 的 选 项 卡 上 右 击 来 显 示 上 下 文 相 关 菜 单 ，然 后 从 菜 单 中 选 择 有 关 命 令 来



使 窗 格 可 见 或 消 失 。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 如 图 1 - 7 所 示 ） 有 四 个 选 项 卡 ： B u i l d（ 建 立 ）、 D e b u g（ 调
试 ）、F i n d  I n  F i l e s  1（ 在 文 件 1 中 查 找 ）和 F i n d  I n  F i l e s  2（ 在 文 件 2 中 查 找 ）。B u i l d
（ 建 立 ） 选 项 卡 显 示 编 译 器 、 链 接 器 和 其 他 工 具 的 状 态 消 息 。 D e b u g（ 调 试 ） 选
项 卡 用 于 通 知 来 自 调 试 器 的 提 示 ，这 些 提 示 对 诸 如 未 处 理 的 异 常 异 常 和 内 存 异 常
之 类 的 情 况 提 出 警 告 。 应 用 程 序 通 过 O u t p u t D e b u g S t r i n g  A P I 函 数 或 a f x D u m p 类
库 产 生 的 消 息 ， 也 显 示 在 D e b u g（ 调 试 ） 选 项 卡 中 。

图 1 - 7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在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剩 下 的 两 个 选 项 卡 ， 显 示 从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选 中 的
F i n d  I n  F i l e s（ 在 文 件 中 查 找 ） 命 令 的 执 行 结 果（ 这 个 十 分 有 用 的 特 征 与 U N I X 的
g r e p 命 令 相 似 ， 它 将 在 第 3 章 中 详 细 讨 论 ）。 默 认 情 况 下 ， F i n d  I n  F i l e s 搜 索 结 果



显 示 在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的 F i n d  I n  F i l e s  1 选 项 卡 中 ， 但 F i n d  I n  F i l e s 对 话 框 中
的 一 个 复 选 项 ， 允 许 你 把 结 果 转 移 到 F i n d  I n  F i l e s  2 选 项 卡 中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还 可 以 包 含 其 他 的 选 项 卡 。 在 第 1 3 章 中 ， 我 们 将 看 到 如 何 给 V i s u a l  C + +添
加 能 在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自 己 的 选 项 卡 里 显 示 消 息 的 定 制 工 具 。

在 线 帮 助

V i s u a l  C + + 提 供 了 三 个 不 同 的 在 线 帮 助 来 源 ：

n  由 W i n H l p 3 2 查 看 器 显 示 的 标 准 H L P 文 件 。

n  对 话 框 中 的 弹 出 式 帮 助 信 息 。

n  M i c r o s o f t  D e v e l o p e r  N e t w o r k  L i b r a r y ， 即 M S D N 。

标 准 的 H L P 文 件 内 容 包 括 环 境 的 命 令 和 窗 口 ，当 H e l p（ 帮 助 ）菜 单 的 U s e  E x t e n s i o n
H e l p（ 使 用 扩 展 命 令 ） 命 令 被 选 中 ， 或 V i s u a l  C + +不 能 为 帮 助 主 题 确 定 明 确 的 上
下 文 时 ， 按 F 1 键 就 会 显 示 这 些 帮 助 文 件 。 例 如 ， 考 虑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的 一 个
典 型 的 源 文 件 文 档 中 的 这 一 行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M F C  m e s s a g e  m a p  m a c r o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按 F 1 键 的 效 果 取 决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闪 烁 光 标 所 在 的 位 置 。 如 果
光 标 在 宏 名 的 内 部 或 开 始 ， 而 扩 展 帮 助 关 闭 了 ， 按 F 1 键 会 打 开 M S D N 库 窗 口 ，
并 显 示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宏 的 有 关 信 息 。如 果 光 标 是 停 留 在 一 个 空 行
上 ， 这 里 没 有 明 确 的 在 线 帮 助 的 上 下 文 。 这 种 情 况 下 ， 按 F 1 键 会 提 供 文 本 编 辑
器 窗 口 本 身 的 有 关 信 息 ， 它 们 显 示 在 W i n H l p 3 2 查 看 器 中 ：



在 线 帮 助 的 第 二 个 来 源 是 弹 出 式 消 息 ， 在 这 个 环 境 中 的 许 多 对 话 框 中 都 可 以 使
用 。 选 项 卡 和 偶 尔 的 提 示 会 尽 量 解 释 对 话 框 中 的 编 辑 框 和 按 钮 的 用 途 ，但 当 标 签
说 明 不 充 分 时 ， 总 可 以 通 过 下 列 几 种 方 法 之 一 来 寻 求 特 殊 控 件 的 更 多 解 释 ：

n  把 焦 点 移 到 该 控 件 上 ， 并 按 F 1 键 。 对 于 复 选 框 或 单 选 按 钮 ，通 过 单 击
来 给 它 焦 点 ， 可 能 会 打 开 或 关 闭 一 个 开 关 选 项 。 如 果 你 不 希 望 这 种 结
果 ， 当 你 阅 读 完 帮 助 信 息 后 ， 要 记 得 把 开 关 恢 复 到 原 来 的 设 置 。

n  在 该 控 件 上 右 击 ， 来 打 开 W h a t ’s  T h i s ?（ 这 是 什 么 ） 弹 出 式 按 钮 。 如 果



该 控 件 是 一 个 编 辑 框 ， 右 击 该 控 件 的 标 签 文 本 ， 比 右 击 编 辑 框 本 身 要
更 好 一 些 。 单 击 W h a t ’s  T h i s ?（ 这 是 什 么 ） 按 钮 ， 将 显 示 该 控 件 的 帮 助
文 本 。

n  单 击 对 话 框 右 上 角 的 问 号 按 钮 ， 然 后 单 击 要 了 解 的 控 件 。

这 三 种 方 法 效 果 完 全 一 样 ： 运 行 W i n H l p 3 2， 来 显 示 一 个 如 图 1-8 所 示 的 简 明 的
弹 出 式 消 息 。 单 击 鼠 标 或 按 任 意 键 时 ， 这 些 消 息 就 消 失 了 。



图 1 - 8   在 典 型 的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对 话 框 获 得 帮 助

在 线 帮 助 的 第 三 个 来 源 是 你 在 V i s u a l  C + +中 工 作 时 最 常 用 的 一 个 。M S D N 通 常 是
合 乎 逻 辑 的 ，而 且 易 于 使 用 ，但 它 也 十 分 庞 大 。正 如 下 一 部 分 我 们 将 看 到 的 一 样 ，
要 充 分 利 用 M S D N 库 还 需 要 进 行 一 些 练 习 。



M S D N 库

一 旦 通 过 预 订 获 得 M S D N 库 后 ， 它 就 可 以 为 包 括 V i s u a l  C + + 在 内 的 整 套 V i s u a l
S t u d i o 开 发 环 境 工 具 提 供 在 线 帮 助 。由 于 所 有 的 工 具 都 可 以 共 享 它 ，M S D N 作 为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单 独 运 行 ， 而 没 有 同 任 何 单 个 开 发 环 境 结 合 在 一 起 。 要 从 V i s u a l
C + + 中 访 问 M S D N ， H e l p （ 帮 助 ） 菜 单 中 的 U s e  E x t e n s i o n  H e l p （ 使 用 扩 展 帮 助 ）
命 令 必 须 没 有 被 选 中 。

从 V i s u a l  C + +的 H e l p（ 帮 助 ）菜 单 中 选 择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S e a r c h（ 搜 索 ）或 I n d e x
（ 索 引 ） 命 令 ， 会 使 环 境 通 过 执 行 W i n d o w s \ H H . e x e 程 序 来 运 行 M S D N ， 该 程 序
从 位 于 M S D N 9 8 \ 9 8 V S \ 1 0 3 3 文 件 夹 中 的 文 件 M S D N V S 9 8 . c o l 中 加 载 M S D N 目 录
列 表 （ 包 含 该 文 件 的 文 件 夹 名 反 映 了 系 统 的 定 位 设 置 ， 1 0 3 3 是 美 国 英 语 的 语 言
代 码 ）。

M S D N 库 提 供 的 庞 大 信 息 集 几 乎 涉 及 到 微 软 编 程 工 具 和 W i n 3 2 编 程 的 每 个 方
面 。 它 包 含 了 成 千 上 万 的 主 题 ， 这 些 主 题 讨 论 了 从 V i s u a l  C + + 到 V i s u a l  J + +、 从
M F C 到 A c t i v e X 和 从 a b s 函 数 到 z 排 列 （ z - o r d e r i n g） 的 每 件 事 情 。 M S D N 也 包
括 了 几 本 微 软 出 版 的 重 要 书 籍 的 全 部 文 字 ， 例 如 B r u c e  M c K i n n e y 的 H a r d c o r e
V i s u a l  B a s i c 和 K r a i g  B r o c k s c h m i d t 的 I n s i d e  O l e 第 二 版 。 你 也 可 以 从 中 找 到
K n o w l e d g e  B a s e（ 知 识 库 ） 主 题 、 M i c r o s o f t  S y s t e m s  J o u r n a l 的 最 新 论 点 、 应 用 程
序 和 设 备 驱 动 程 序 的 开 发 工 具 包 的 全 部 文 档 、协 议 文 件 、 范 例 源 代 码 及 其 他 许 多
东 西 。 这 一 版 的 界 面 并 未 经 过 良 好 的 构 思 ， 但 M S D N 中 所 包 括 的 信 息 的 完 整 性



确 实 让 人 吃 惊 。

M S D N 帮 助 系 统 把 文 本 存 在 一 系 列 的“ 伙 伴 ”文 件 中 ，这 些 文 件 通 过 扩 展 名 C H M
来 标 识 ； 该 扩 展 名 指 出 这 些 文 件 是 以 编 译 过 的 H T M L 格 式 写 的 。 C H M 文 件 就 像
单 册 的 M S D N 百 科 全 书 ，每 一 个 都 包 含 了 讨 论 一 个 特 殊 主 题 的 论 文 ，如 A c t i v e X
或 W i n 3 2  A P I 参 考 大 全 。每 个 文 件 都 与 一 个 独 立 的 索 引 文 件 配 对 ，索 引 文 件 有 同
样 的 文 件 名 和 C H I 扩 展 名 。 在 安 装 M S D N 的 过 程 中 ， 安 装 程 序 把 所 有 的 C H I 索
引 文 件 都 复 制 到 硬 盘 上 ，但 只 从 C D - R O M 中 复 制 你 指 定 的 那 些 C H M 文 件 。C H M
文 件 占 据 大 量 的 磁 盘 空 间 ， 因 此 ， 你 可 能 会 更 愿 意 只 安 装 那 些 你 最 常 用 的 帮 助 主
题 。 在 执 行 过 程 中 ， M S D N 访 问 所 有 的 C H M 文 件 ， 不 管 它 是 在 硬 盘 上 ， 还 是 在
光 盘 上 。 如 果 程 序 在 硬 盘 上 找 不 到 需 要 的 C H M 文 件 ， 它 会 提 示 用 光 盘 来 代 替 。
哪 些 M S D N 主 题 应 该 安 装 到 系 统 中 ， 取 决 于 你 估 计 使 用 M S D N 的 频 繁 程 度 、 哪
些 主 题 你 最 感 兴 趣 ， 以 及 你 是 否 愿 意 使 用 光 盘 。

第 一 次 访 问 M S D N 库 来 搜 索 一 篇 文 章 时 ，程 序 创 建 名 为 M S D N V S 9 8 . c h w 的 关 键
字 文 件 ，该 文 件 中 包 含 了 所 有 文 章 中 使 用 的 关 键 字 列 表 ， 及 指 向 它 们 在 文 本 中 的
位 置 的 指 针 。 以 这 种 方 法 编 辑 关 键 字 ， 会 加 速 特 定 的 词 和 短 语 的 搜 索 过 程 ， 一 会
儿 ， 我 们 就 可 以 看 到 这 一 点 。 创 建 关 键 字 文 件 是 一 次 性 ， 只 需 要 几 分 钟 ， 在 此 过
程 中 出 现 动 画 消 息 ， 会 告 诉 你 正 在 做 什 么 ：



该 过 程 要 求 系 统 T E M P 文 件 夹 下 有 许 多 兆 可 用 的 磁 盘 空 间 。如 果 环 境 变 量 T E M P
当 前 指 向 一 个 容 量 不 够 的 R A M ， 在 M S D N 中 进 行 首 次 搜 索 之 前 ， 需 要 在
A u t o E x e c . b a t 文 件 中 重 新 设 置 该 变 量 ， 并 重 新 启 动 计 算 机 。 M S D N 创 建 了 关 键 字
文 件 之 后 ， 可 以 恢 复 原 来 的 T E M P 设 置 。

图 1 - 9 展 示 了 典 型 的 M S D N 文 章 ， 以 两 窗 格 显 示 。 这 两 个 窗 格 被 设 计 成 可 以 共
同 工 作 ， 左 边 的 允 许 为 你 希 望 阅 读 的 文 章 输 入 标 准 ， 而 右 边 的 则 显 示 找 到 的 文
章 。



图 1 - 9   通 过 M S D N  L i b r a r y 应 用 程 序 来 访 问 在 线 帮 助

在 右 窗 格 中 ， 每 次 都 出 现 主 题 ， 它 通 过 超 文 本 链 接 w e b 连 接 到 其 他 的 相 关 主 题 。



超 文 本 链 接 也 称 超 级 链 接 ， 它 是 文 本 中 一 些 特 殊 的 词 和 短 语 。 链 接 带 有 下 划 线 ，
并 以 突 出 的 颜 色 显 示 ， 这 使 得 它 们 能 很 快 被 识 别 。 当 光 标 移 动 到 M S D N 库 窗 口
中 的 超 文 本 链 接 上 时 ，光 标 变 成 手 的 形 状（ 图 1 - 1 0）。在 链 接 上 单 击 ，会 从 M S D N
窗 口 中 清 除 掉 当 前 主 题 ，而 代 之 以 超 文 本 链 接 所 指 向 的 新 主 题 。这 个 效 果 很 像 在
I n t e r n e t 上 浏 览 W e b 网 页 。



图 1 - 1 0   单 击 一 个 超 文 本 链 接 可 以 从 一 个 M S D N 文 章 跳 到 另 一 个

M S D N 窗 口 右 半 部 分 的 界 面 是 非 常 友 好 的 ，如 果 需 要 阅 读 帮 助 文 本 的 话 ，只 要 上
下 滚 动 窗 口 即 可 ，此 外 ，还 可 单 击 超 文 本 链 接 ，来 查 看 感 兴 趣 的 主 题 。在 窗 口 中 ，



一 次 只 显 示 一 个 主 题 ， 因 此 ， 窗 口 总 是 保 持 干 净 整 洁 。 为 了 观 察 更 多 的 区 域 ， 你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H i d e（ 隐 藏 ） 工 具 按 钮 来 关 掉 窗 口 左 边 的 一 栏 ， 这 样 ， 整 个 窗 口
会 由 于 保 持 固 定 的 大 小 而 收 缩 。 你 会 发 现 ， 通 过 拖 动 左 边 或 右 边 的 垂 直 分 隔 条 ，
更 容 易 关 掉 或 展 开 左 边 的 一 栏 ， 这 样 也 维 持 了 M S D N 窗 口 的 整 体 大 小 。

窗 口 左 边 的 一 栏 中 有 四 个 选 项 卡 ：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I n d e x（ 索 引 ）、 S e a r c h（ 搜
索 ） 和 F a v o r i t e s（ 收 藏 ）。 每 个 选 项 卡 提 供 一 种 不 同 的 在 线 帮 助 浏 览 方 式 。

C o n t e n t s （ 目 录 ） 选 项 卡

M S D N 的 主 题 组 依 照 标 题 和 副 标 题 的 排 列 方 式 形 成 一 个 目 录 表 。它 就 像 一 本 书 的
目 录 表 一 样 ， 仅 仅 是 交 互 式 的 。 开 始 ， 可 搜 索 一 个 大 概 的 主 题 ， 然 后 逐 层 打 开 越
来 越 明 确 的 信 息 路 径 ， 来 寻 找 你 感 兴 趣 的 主 题 。 当 你 头 脑 中 有 一 个 大 概 的 主 题 ，
如 调 试 器 或 用 O p e n G L 编 程 ，而 你 又 想 要 看 一 看 这 个 主 题 有 哪 些 文 档 时 ，目 录 表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

从 V i s u a l  C + +的 H e l p（ 帮 助 ） 菜 单 中 选 择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命 令 ， 会 打 开 M S D N
窗 口 ， 并 显 示 目 录 列 表 。 展 开 列 表 ， 直 到 找 到 要 搜 索 的 标 题 ， 这 可 以 通 过 双 击 标
题 （ 通 过 书 形 图 标 来 识 别 ）， 或 单 击 小 的 加 号 （ + ） 按 钮 来 完 成 ， 如 图 1 - 9 所 示 。
目 录 列 表 中 的 文 章 标 题 位 于 一 连 串 分 层 的 末 端 ，每 个 标 题 通 过 一 张 折 起 一 个 角 的



纸 形 图 标 来 区 别 。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标 题 ， 会 在 M S D N 窗 口 的 右 边 一 栏 中 打 开 该 文
章 。

默 认 情 况 下 ， 目 录 列 表 概 括 了 M S D N 的 全 部 文 章 。 你 可 以 通 过 把 目 录 表 的 一 个
分 支 定 义 为 一 个 信 息 子 集 ， 来 缩 短 显 示 的 目 录 。子 集 允 许 你 集 中 一 些 特 殊 类 别 的
主 题 。 例 如 ， 下 面 是 如 何 创 建 一 个 只 属 于 M F C 参 考 的 文 章 子 集 ：

1 .   从 M S D N 的 V i e w（ 查 看 ）菜 单 中 选 择 D e f i n e  S u b s e t（ 定 义 子 集 ）命 令 。

2 .   在 D e f i n e  S u b s e t（ 定 义 子 集 ） 对 话 框 中 ， 通 过 双 击 名 为 M S D N  L i b r a r y
V i s u a l  S t u d i o  6 . 0 的 标 题 来 展 开 目 录 列 表 ，然 后 ，同 样 ，展 开 V i s u a l  C + +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V i s u a l  C + +文 档 ） 和 R e f e r e n c e （ 参 考 ） 副 标 题 。 选 择
名 为 M i c r o s o f t  F o u n d a t i o n  C l a s s  L i b r a r y  a n d  T e m p l a t e s（ M i c r o s o f t 基 础
类 库 和 模 板 ） 的 副 标 题 ， 并 单 击 A d d（ 添 加 ） 按 钮 来 创 建 子 集 。

3 .   在 D e f i n e  S u b s e t（ 定 义 子 集 ） 对 话 框 的 底 部 的 编 辑 框 中 键 入 新 子 集 的
名 字 ， 然 后 单 击 S a v e（ 保 存 ） 和 C l o s e（ 关 闭 ） 按 钮 。

使 用 在 线 帮 助 时 ， 要 在 各 个 子 集 间 切 换 ， 只 需 从 名 为 A c t i v e  S u b s e t（ 有 效 子 集 ）
的 下 拉 列 表 中 选 择 一 个 子 集 即 可 ：



I n d e x（ 索 引 ） 选 项 卡

搜 索 在 线 帮 助 时 ， 通 常 首 先 要 求 助 于 I n d e x（ 索 引 ） 选 项 卡 ， 尤 其 当 你 对 要 寻 找
的 主 题 相 当 清 楚 时 。 I n d e x（ 索 引 ） 选 项 卡 显 示 了 整 套 M S D N 文 件 的 全 面 索 引 ，
就 像 一 本 书 的 索 引 一 样 。要 找 到 一 个 索 引 条 目 ，在 对 话 框 顶 部 的 编 辑 框 中 键 入 关
键 字 即 可 。在 你 键 入 关 键 字 的 时 候 ，列 表 框 中 的 索 引 自 动 滚 动 到 该 关 键 字 所 在 的
位 置 。 例 如 ， M S D N 索 引 包 含 条 目 “ e x c e p t i o n  h a n d l i n g（ 异 常 处 理 ）”、“ h a n d l i n g
e x c e p t i o n s（ 处 理 异 常 ）” 和 “ C + +  e x c e p t i o n  h a n d l i n g（ C + + 异 常 处 理 ）”。 因 此 ，
输 入 这 些 词 条 中 的 任 意 一 个 ， 都 可 以 找 到 有 关“ 异 常 处 理 ” 的 主 题 。 找 到 所 要 的



索 引 条 目 后 ， 双 击 它 。 如 果 该 条 目 仅 对 应 一 篇 文 章 ，M S D N 会 立 刻 显 示 它 ； 否 则
会 显 示 T o p i c  F o u n d（ 找 到 的 主 题 ） 对 话 框 ， 其 中 列 出 了 该 条 目 指 向 的 所 有 文 章 ，
如 图 1 - 1 1 所 示 。 通 过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标 题 ， 或 选 中 该 标 题 ， 并 单 击 D isp lay（ 显 示 ）
按 钮 ， 均 可 在 对 话 框 中 打 开 一 篇 文 章 。

图 1 - 1 1   提 供 M S D N 文 章 全 面 索 引 的 I n d e x（ 索 引 ） 选 项 卡



S e a r c h （ 搜 索 ） 选 项 卡

M S D N 帮 助 文 件 集 不 仅 仅 是 被 动 的 ， 它 还 包 含 一 个 搜 索 引 擎 ， 该 引 擎 扫 描
M S D N V S 9 8 . c h w 关 键 字 文 件 ， 来 确 定 哪 些 主 题 文 件 包 含 了 指 定 的 词 或 短 语 ， 这
个 过 程 称 为 全 文 本 搜 索 。 全 文 本 搜 索 从 M S D N 的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启 动
（ 图 1 - 1 2）， 它 允 许 你 寻 找 包 含 指 定 词 或 短 语 的 主 题 。 M S D N 搜 索 引 擎 是 非 常 优
秀 的 ， 它 能 理 解 词 的 派 生 、 通 配 符 、 布 尔 逻 辑 组 合 及 N E A R 运 算 符 。 尽 管 要 有
效 地 使 用 这 些 特 征 ， 要 求 认 真 地 考 虑 和 进 行 计 划 ， 它 们 允 许 你 精 选 搜 索 参 数 ， 来
增 加 只 寻 找 你 最 感 兴 趣 的 那 些 主 题 的 机 会 。



图 1 - 1 2   利 用 S e a r c h （ 搜 索 ） 选 项 卡 可 以 搜 索 包 含 特 定 词 或 短 语 的 主 题

讨 论 过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可 用 的 各 种 各 样 的 选 项 之 后 ， 我 们 将 集 中 讨 论 如
何 用 通 配 符 和 运 算 符 来 精 炼 搜 索 内 容 。



在 选 项 卡 的 顶 部 键 入 要 搜 索 的 词 或 短 语 ，用 双 引 号 把 短 语 括 起 来 ， 以 区 别 于 单 个
词 （ 单 引 号 会 被 忽 略 ）。 例 如 ， 搜 索 图 1 - 1 2 所 示 的 词 ， 会 找 到 那 些 只 包 含 短 语
“ e x c e p t i o n  h a n d l i n g” 的 主 题 。 键 入 同 样 的 单 词 ， 而 不 带 双 引 号 ， 就 表 示 你 想 搜
索 包 含 单 词 “ e x c e p t i o n” 和 “ h a n d l i n g” 的 主 题 ， 它 们 不 一 定 要 作 为 一 个 短 语 同
时 出 现 。 不 能 搜 索 引 号 。

利 用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的 三 个 复 选 项 ， 你 可 以 进 一 步 指 定 如 何 和 在 哪 里 搜
索 。 S e a r c h  P r e v i o u s  R e s u l t s （ 搜 索 以 前 的 结 果 ） 复 选 项 ， 可 将 搜 索 过 程 限 制 在 已
经 出 现 在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的 那 些 主 题 范 围 内 。 打 开 M a t c h  S i m i l a r  W o r d s
（ 匹 配 类 似 的 词 ） 复 选 项 ， 会 让 M S D N 接 受 在 文 本 框 中 键 入 词 的 合 乎 文 法 的 派
生 词 。 派 生 词 包 括 通 常 的 后 缀 ， 如 s、 e d 和 i n g， 例 如 ， 它 迫 使 M S D N 认 为 ed i t s
和 ed i t ed 同 关 键 字 ed i t 是 相 匹 配 的 。 这 样 来 放 宽 搜 索 标 准 ，当 然 会 找 到 更 多 的 主
题 。 M a t c h  S i m i l a r  W o r d s 选 项 对 编 辑 框 中 所 有 的 搜 索 词 都 适 用 ， 打 开 这 个 选 项
时 ， 搜 索 短 语 h a n d l e  e x c e p t i o n， 会 找 到 包 含 相 近 的 派 生 词 ， 如 h a n d l e d  e x c e p t i o n s
的 主 题 。M S D N 甚 至 能 识 别 那 些 不 包 含 整 个 关 键 字 的 派 生 词 ，例 如 ，搜 索 关 键 字
h a n d l i n g 时 ， 会 找 到 h a n d l e r 和 h a n d l e d。

打 开 S e a r c h  T i t l e s  O n l y（ 只 搜 索 主 题 ） 复 选 项 ， 会 极 大 地 限 制 搜 索 范 围 ， 因 为 它
使 M S D N 只 扫 描 文 章 标 题 ， 不 扫 描 文 章 中 的 正 文 。 这 样 ， 打 开 该 选 项 时 ， 搜 索
短 语 e x c e p t i o n  h a n d l i n g， 会 找 到 如 “ E x c e p t i o n  H a n d l i n g  T o p i c s ( S E H )” 和 “ T y p e -
S a f e  E x c e p t i o n  H a n d l i n g ” 之 类 的 标 题 ， 但 不 能 找 到 其 他 的 相 关 主 题 ， 例 如
“ C o m p i l e r  W a r n i n g  C 4 5 3 0”， 尽 管 后 者 在 文 中 提 到 了 异 常 处 理 。



搜 索 完 成 后 ，M S D N 列 出 所 有 提 到 过 给 定 搜 索 字 符 串 的 文 章 的 标 题 ，同 时 在 列 表
的 右 上 角 显 示 找 到 的 文 章 数 目 。列 表 是 按 搜 索 字 符 串 在 主 题 文 档 中 的 出 现 次 数 递
减 的 次 序 排 列 的 。 要 想 按 标 题 或 文 章 位 置 排 列 ， 单 击 相 应 列 表 栏 顶 部 的 按 钮 即
可 。 双 击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的 列 表 条 目 ， 会 显 示 该 文 章 ， 文 中 的 匹 配 字 符
串 以 高 亮 显 示 ， 这 使 你 可 以 很 快 地 找 到 字 符 串 的 出 现 位 置 。文 本 中 经 常 重 复 出 现
的 高 亮 字 符 串 看 起 来 有 点 分 散 注 意 力 ，它 使 文 章 外 表 就 像 一 篇 笔 记 。要 从 显 示 中
去 掉 高 亮 ，从 V i e w（ 查 看 ）菜 单 中 执 行 H ighl igh t s（ 高 亮 ）命 令 两 次 ，或 单 击 P r e v i o u s
（ 前 一 个 ） 和 N e x t（ 下 一 个 ） 工 具 按 钮 ， 来 临 时 转 到 另 一 篇 文 章 ， 再 返 回 来 。
你 也 可 以 用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的 F i n d  I n  T h i s  T o p i c（ 在 此 主 题 中 查 找 ） 命 令 在
显 示 的 文 章 中 查 找 文 本 。

下 面 是 在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设 计 搜 索 参 数 的 一 些 基 本 的 规 则 和 告 诫 ：

n  搜 索 过 程 不 区 分 大 小 写 ， 因 此 用 输 入 搜 索 短 语 时 ， 用 大 写 或 小 写 都 可
以 。

n  默 认 情 况 下 ， M S D N 只 能 查 找 整 个 单 词 。 例 如 ， 搜 索 k e y 不 会 找 到
k e y b o a r d。 通 配 符 可 以 克 制 这 种 默 认 动 作 ， 就 像 前 面 解 释 的 那 样 。

n  可 以 搜 索 字 母 和 数 字 的 任 意 组 合 ， 包 括 单 个 字 符 （ a， b， c， 1， 2， 3
等 ）， 但 不 包 括 简 单 的 单 词 ， 如 a n， a n d ， a s， a t， b e， b u t， b y， do ，
f o r， f r o m ， h a v e， h e， in， i t， n e a r， n o t， o f， o n， o r， s h e， t h a t， t h e，



t he re， t h e s e， t h e y， this， to， w e， w h e n ， w h i c h， w ith 和 y o u。 M S D N
在 匹 配 文 本 时 会 忽 略 这 些 词 ， 因 此 ， 搜 索 h a n d l e  e x c e p t i o n s 时 ， 也 会
找 到 包 含 短 语“ h a n d l e  t h e  e x c e p t i o n”或“ h a n d l e  a n  e x c e p t i o n”的 主 题 。

n  M S D N 允 许 搜 索 字 符 串 中 有 省 略 号 ，但 它 忽 略 其 他 标 点 符 号 ，如 句 号 、
逗 号 、 分 号 、 冒 号 及 连 字 号 。 这 使 搜 索 字 符 串 时 可 以 不 管 上 下 文 ， 但
它 也 提 供 了 出 现 错 误 匹 配 的 机 会 。 例 如 ， 搜 索 短 语 e x c e p t i o n  h a n d l i n g
时 ， 可 能 会 找 到 包 含 下 面 文 本 的 毫 不 相 干 的 主 题 ： M e s s a g e s  a r e  a n

e x c e p t i o n .  H a n d l i n g  a  m e s s a g e . . .

通 配 符 和 运 算 符

搜 索 字 符 串 可 以 用 标 准 的 问 号 （ ？ ） 和 星 号 （ *） 通 配 符 来 组 成 一 个 一 般 的 表 达
式 ， 这 些 通 配 符 可 以 代 替 不 在 双 引 号 之 内 的 字 符 。问 号 通 配 符 在 表 达 式 中 代 表 单
个 字 符 ， 因 此 ， 搜 索 字 符 串 8 0 ? 8 6 时 ， 可 以 找 到“ 8 0 2 8 6”、“ 8 0 3 8 6”和“ 8 0 4 8 6”
（ 但 没 有“ 8 0 8 6 ”）。 星 号 通 配 符 可 以 代 表 任 意 次 序 的 零 个 到 多 个 字 符 。 例 如 ， 搜
索 * w n d *可 以 找 到 如 “ w n d ”、“ C W n d ”、“ H W N D ” 和 “ w n d p r o c” 之 类 的 文 本 。
星 号 通 配 符 使 M S D N 可 以 找 到 包 含 有 共 同 的 词 根 的 所 有 单 词 。 例 如 ， 查 找 诸 如
“ k e y b o a r d ”、“ k e y s t r o k e” 和 “ k e y p r e s s” 之 类 的 单 词 时 ， 可 以 键 入 k e y * 来 代 替
k e y，作 为 搜 索 字 符 串 。自 然 ，这 种 方 法 可 能 会 发 现 诸 如“ k e y w o r d ”和“ k e y _ t y p e”
之 类 的 不 相 干 的 搜 索 结 果 。 运 算 符 可 以 进 一 步 提 炼 搜 索 标 准 ，来 减 少 这 种 不 希 望
发 生 的 结 果 。



M S D N 能 识 别 布 尔 运 算 符 A N D 、 O R 、 N O T 及 近 程 运 算 符 N E A R 。 描 述 这 些 运
算 符 作 用 的 最 好 办 法 是 通 过 表 1 - 1 中 例 子 来 说 明 。 N E A R 运 算 符 认 为 ， 当 字 符 串
之 间 相 隔 不 超 过 八 个 可 标 识 单 词 时 ， 字 符 串 是 “ 近 程 的 ”。 M S D N 没 有 为 近 程 的
确 定 提 供 另 外 的 标 准 。



表 1 - 1   在 M S D N 的 S e a r c h 选 项 卡 中 字 符 串 运 算 符 的 效 果

运 算 符 例 子 结 果

A N D d e b u g  A N D  w i n d o w 搜 索 文 中 含 有 d e b u g 和
w i n d o w 的 主 题 ， 但 只 含 有 一
个 的 主 题 不 包 括 在 内

O R m f c  O R  “f o u n d a t i o n
l ib r a ry”

搜 索 含 有 该 字 符 串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或 两 个 的 主 题

N O T e l l i p s e  N O T  c d c 搜 索 仅 含 有 第 一 个 给 定 字 符
串 ，而 不 含 有 第 二 个 字 符 串 的
主 题 。左 边 的 例 子 指 明 了 那 些
既 包 含 有 e l l ipse 又 包 含 有 c d c
的 主 题 应 该 被 跳 过 ，这 样 就 忽
略 了 关 于 C D C : : E l l i p s e 函 数 的
主 题



                                                              续 表

N E A R h a n d l *  N E A R  e x c e p t i o n 搜 索 文 中 给 定 字 符 串 相 隔 不 超
过 八 个 单 词 的 主 题

要 用 运 算 符 连 接 两 个 单 词 ， 在 单 词 之 间 用 空 格 分 开 ， 并 键 入 运 算 符 ， 如 表 1 - 1 所
示 ； 字 母 的 大 小 写 无 关 紧 要 。 你 也 可 以 单 击 靠 近 组 合 框 的 箭 头 按 钮 （ 4 ）， 来 从
小 的 弹 出 式 菜 单 中 选 择 要 用 的 运 算 符 。

运 算 符 没 有 确 定 的 优 先 权 ，M S D N 按 从 左 到 右 的 次 序 求 表 达 式 的 值 。如 果 要 用 运
算 符 来 明 确 地 组 合 字 符 串 ， 可 以 使 用 圆 括 号 。 M S D N 忽 略 双 引 号 内 部 的 圆 括 号 ，
因 此 ，不 能 搜 索 带 圆 括 号 的 注 释 。在 没 有 其 他 运 算 符 、圆 括 号 或 双 引 号 的 情 况 下 ，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把 搜 索 字 符 串 中 的 空 格 视 为 A N D 运 算 符 。 因 此 在 S e a r c h
（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输 入 下 列 搜 索 字 符 串 中 的 任 意 一 个 ， 都 会 产 生 同 样 的 效 果 ：

d e b u g  A N D  w i n d o w  A N D  b r e a k p o i n t

( d e b u g  A N D  w i n d o w )  b r e a k p o i n t

d e b u g  w i n d o w  A N D  b r e a k p o i n t

d e b u g  w i n d o w  b r e a k p o i n t



早 先 版 本 的 I n f o V i e w e r 帮 助 系 统 允 许 使 用 C 语 言 中 布 尔 运 算 符 的 等 同 符 号 ： 用
符 号 & 、 竖 线 （ |） 和 惊 叹 号（ ！） 来 分 别 代 替 A N D 、 O R 和 N O T。 M S D N 忽 略 这
些 字 符 ， 因 此 它 们 都 等 同 于 A N D 运 算 符 。

搜 索 策 略

搜 索 在 线 帮 助 的 方 法 不 是 取 决 于 要 搜 索 的 东 西 ，更 多 的 是 取 决 于 如 何 能 描 述 好 想
要 搜 索 的 东 西 。 如 果 能 用 一 两 个 明 确 的 关 键 字 说 明 要 搜 索 的 主 题 ， 通 过 M S D N
索 引 来 搜 索 通 常 是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就 像 一 本 书 的 索 引 一 样 ，M S D N 索 引 在 关 键 字
和 一 个 相 对 较 小 的 相 关 文 章 列 表 之 间 建 立 了 联 系 ，这 使 你 可 以 快 速 找 到 所 需 要 的
信 息 。另 一 方 面 ，全 文 本 搜 索 覆 盖 范 围 更 宽 ，它 比 索 引 提 供 更 多 的 文 章 以 供 选 择 。
搜 索 结 果 取 决 于 你 如 何 仔 细 地 用 短 语 描 述 搜 索 字 符 串 ， 并 充 分 利 用 搜 索 运 算 符 。
经 过 一 次 全 文 本 搜 索 之 后 ， 在 搜 索 列 表 中 仔 细 地 寻 找 最 适 合 于 自 己 的 问 题 的 文
章 ， 将 是 一 个 单 调 乏 味 的 过 程 。

如 果 该 主 题 对 你 来 说 是 陌 生 的 ， 你 可 能 需 要 概 述 信 息 ， 并 了 解 一 般 的 背 景 知 识 。
这 种 情 况 下 ，M S D N 目 录 列 表 可 能 是 最 好 的 求 助 对 象 。首 先 看 看 目 录 列 表 的 整 体
结 构 来 了 解 其 内 容 。 有 时 ， 少 量 索 引 或 全 文 本 搜 索 能 帮 助 你 找 到 感 兴 趣 的 列 表
区 。 用 这 种 办 法 找 到 一 个 感 兴 趣 的 主 题 后 ， 你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M S D N 工 具 栏 上 的
L o c a t e（ 定 位 ） 按 钮 ， 来 确 定 该 主 题 标 题 在 目 录 列 表 中 的 出 现 位 置 。 P r e v i o u s（ 前
一 个 ） 和 N e x t（ 下 一 个 ） 按 钮 选 择 列 表 中 相 邻 的 文 章 ， 它 使 你 能 够 通 过 按 顺 序
排 列 的 相 关 文 章 来 浏 览 整 个 列 表 。许 多 主 题 开 头 都 有 几 行 非 常 有 帮 助 的 超 文 本 链



接 ， 它 们 能 带 你 到 一 个 主 页 、 一 个 主 题 综 述 、 一 个 常 见 问 题 列 表 等 等 。

F a v o r i t e s（ 收 藏 ） 选 项 卡

在 帮 助 文 本 中 从 一 篇 文 章 跳 到 另 一 篇 文 章 时 ，你 会 不 可 避 免 地 想 要 回 到 早 先 阅 读
过 的 文 章 。 图 1 - 1 3 所 示 的 F a v o r i t e s（ 收 藏 ） 选 项 卡 这 时 就 有 用 了 ， 它 维 护 着 一
个 标 记 选 择 过 的 文 章 的 书 签 列 表 ，这 样 ，你 就 可 以 很 快 地 返 回 到 以 前 阅 读 过 的 文
章 了 。 这 些 标 记 就 像 一 个 由 W e b 浏 览 器 维 护 着 的 书 签 ， 并 且 你 会 发 现 ， 它 们 对
你 在 探 究 在 线 帮 助 时 折 回 原 来 的 位 置 很 有 帮 助 。 如 果 不 删 除 ，添 加 到 该 列 表 中 的
标 题 会 一 直 保 留 ， 因 此 ， 当 你 启 动 M S D N 程 序 时 ， F a v o r i t e s（ 收 藏 ） 选 项 卡 保 持
上 次 离 开 时 的 样 子 。

当 前 文 章（ 即 显 示 在 右 边 窗 格 中 的 文 章 ） 的 标 题 出 现 在 F a v o r i t e s（ 收 藏 ） 选 项 卡
的 底 部 。 单 击 A d d（ 添 加 ） 按 钮 ， 将 该 标 题 添 加 到 列 表 中 ；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一 个 标
题 会 回 到 该 文 章 。



图 1 - 1 3   F a v o r i t e s（ 收 藏 ） 选 项 卡 保 持 想 要 重 新 访 问 的 文 章 列 表



访 问 万 维 网

通 过 嵌 入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浏 览 器 ，M S D N 可 以 接 触 到 其 他 W e b 站 点 上 的 信 息 来
源 ， 不 论 它 们 在 哪 里 。 文 章 可 以 包 含 I n t e r n e t 地 址（ 通 用 资 源 定 位 符 或 U R L） 作
为 超 文 本 链 接 ， 因 此 ， M S D N 可 以 像 打 开 其 他 任 何 库 中 的 文 章 一 样 来 打 开 一 个
W e b 网 页 。

图 1 - 1 4   通 过 M S D N 来 访 问 W e b 站 点



要 指 定 目 标 W e b 网 点 ， 从 G o（ 转 向 ） 菜 单 中 选 择 U R L 命 令 ， 并 输 入 网 点 的 网
址 。 图 1 - 1 4 演 示 了 一 个 范 例 。

在 开 发 环 境 之 外 工 作

大 多 数 V i s u a l  C + +工 具 只 有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内 部 才 是 可 用 的 ，但 编 译 器 、
链 接 器 、 资 源 编 辑 器 和 生 成 程 序 例 外 。 这 些 程 序 像 3 2 位 控 制 台 实 用 程 序 一 样 运
行 。 通 过 编 译 和 链 接 来 生 成 应 用 程 序 时 ， V i s u a l  C + +用 生 成 程 序 来 执 行 两 个 编 译
器 和 一 个 链 接 器 。它 们 的 输 出 消 息 通 常 送 到 系 统 的 标 准 输 出 设 备 ， 这 些 消 息 被 捕
获 ， 并 显 示 在 环 境 的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 不 用 环 境 也 可 以 生 成 应 用 程 序 ， 从
命 令 行 执 行 四 个 程 序 N M a k e . e x e、 C L . e x e、 L i n k . e x e 和 R C . e x e 即 可 。

但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之 外 工 作 是 不 切 实 际 的 。 本 章 开 头 的 特 征 列 表 说 明 了 环 境
给 程 序 开 发 带 来 的 好 处 ， 尤 其 （ 不 是 唯 一 ） 是 对 使 用 M F C 库 的 C + +开 发 工 作 。
除 非 你 有 遗 留 下 来 的 C 语 言 源 文 件 以 及 还 要 使 用 的 生 成 文 件 ， 你 一 定 会 发 现 ，
在 环 境 内 部 的 开 发 工 作 更 容 易 ，且 更 具 创 造 性 。第 3 章 解 释 如 何 使 用 旧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如 果 你 愿 意 的 话 ），但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远 不 只 是 一 个 文 本 编 辑 器 而 已 。 没
有 了 它 ， V i s u a l  C + +就 去 掉 了 精 华 部 分 。 本 书 的 每 一 章 都 描 述 了 如 何 使 用 环 境 的
某 些 部 分 来 创 建 和 维 护 C / C + + 程 序 。 本 章 仅 仅 是 个 开 头 。



第 2 章   A p p W iza r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V i s u a l  C + + 最 显 著 的 技 术 之 一 就 是 它 的“ 向 导 ”。每 个 向 导 擅 长 为 一 种 特 殊 类 型 的
程 序 建 立 项 目 ， 它 在 创 建 新 项 目 时 提 供 一 个 很 好 的 开 端 ， 这 样 ， 你 就 不 必 从 头 做
起 了 。 它 像 其 他 动 态 链 接 库 一 样 ，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下 运 行 ， 并 且 要 求 你
提 供 新 程 序 的 特 征 ，然 后 生 成 启 动 器 源 文 件 ， 其 中 这 些 新 特 征 的 大 部 分 通 用 代 码
都 已 经 替 你 写 好 了 。 V i s u a l  C + +为 专 业 项 目 ， 如 A c t i v e X 控 件 和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附 加 实 用 程 序 ， 提 供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向 导 。甚 至 有 向 导 来 帮 助 你 建 立 自 己 的 定 制 向
导 。 在 后 面 的 章 节 中 ， 我 们 会 遇 到 其 中 一 些 类 型 的 项 目 ， 但 本 章 着 重 讨 论 V i s u a l
C + + 的 主 向 导 ：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除 了 措 辞 上 有 所 差 别 外 ， 第 6 版 的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同 以 前 的 版 本 没 有 什 么 改 变 。 如 果 以 前 你 曾 经 使 用
过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可 以 跳 过 这 一 章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优 点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擅 长 为 使 用 微 软 基 础 类 库 的 典 型 的 C + +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建 立 开 发 项 目 。



如 果 你 想 用 C 来 写 程 序 ， 或 不 愿 意 使 用 M F C ， 请 忘 掉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用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W i z a r d 来 代 替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不 会 对 你
有 什 么 影 响 。 较 早 版 本 的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是 专 门 为 创 建 基 于 文 档 /
视 图 结 构 的 应 用 程 序 而 设 计 的 ，这 种 结 构 中 程 序 的 数 据 由 文 档 对 象 来 维 护 ，并 通
过 视 图 对 象 提 供 给 用 户 。 M F C 本 身 就 倾 向 于 这 样 一 种 程 序 结 构 。 在 V i s u a l  C + +
的 较 晚 版 本 中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已 经 变 得 更 加 灵 活 了 ， 它 在 没 有 内
置 文 档 支 持 的 时 候 ，也 能 准 备 应 用 程 序 ，这 个 选 项 对 许 多 不 读 取 或 创 建 文 件 的 较
小 的 程 序 来 说 ， 是 非 常 合 适 的 。 你 可 以 把 这 种 简 洁 的 逻 辑 形 式 称 为“ 视 图 单 一 结
构 ”， 用 来 代 替 文 档 /视 图 结 构 ， 因 为 这 样 创 建 的 应 用 程 序 包 含 一 个 处 理 显 示 的 视
图 类 ， 但 没 有 为 文 档 对 象 提 供 通 信 类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也 能 创 建 一
个 不 依 赖 于 文 档 /视 图 的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 它 通 过 对 话 框 来 与 用 户 交 流 。
第 5 章 描 述 如 何 在 V i s u a l  C + +中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来 创 建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 及 不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时 又 如 何 创 建 。

在 生 成 的 项 目 中 ，每 个 类 都 有 它 自 己 的 执 行 文 件 和 头 文 件 。文 件 中 的 全 部 源 代 码
从 空 的 存 根 函 数 到 完 全 成 型 的 程 序 元 素 ， 如 工 具 栏 和 用 户 可 从 H e l p（ 帮 助 ） 菜
单 中 调 用 的 A b o u t（ 关 于 ） 对 话 框 ， 都 应 该 包 括 在 内 。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为 各 种 各 样 的 程 序 特 征 提 供 了 代 码 ， 这 些 特 征 包 括 ：

n  单 文 档 、 多 文 档 和 对 话 框 界 面 。



n  停 靠 工 具 栏 、 状 态 栏 和 打 印 机 支 持 。

n  带 有 典 型 的 操 作 命 令 ， 如 O p e n（ 打 开 ）、 S a v e（ 保 存 ）、 P r i n t（ 打 印 ）、
C u t（ 剪 切 ）、 C o p y（ 复 制 ） 和 P a s t e（ 粘 贴 ） 的 菜 单 。

n  上 下 文 相 关 帮 助 的 启 动 器 文 件 。

n  显 示 程 序 信 息 和 M F C 图 标 的 A b o u t（ 关 于 ） 对 话 框 。

n  数 据 库 支 持 。

n  对 复 合 文 档 、 A u t o m a t i o n 和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O L E / A c t i v e X 支 持 。

n  对 消 息 应 用 编 程 接 口 （ M A P I） 和 W i n d o w s  S o c k e t s 的 支 持 。

在 这 一 章 中 ， 我 们 将 着 眼 于 如 何 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来 创 建 一 个 预 先
载 有 这 些 和 其 他 一 些 特 征 的 新 项 目 。 为 使 你 了 解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可
节 省 你 多 少 工 作 ， 图 2 - 1 演 示 了 从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的 项 目 文 件
中 生 成 的 一 个 典 型 的 应 用 程 序 ，它 只 有 一 个 窗 口 。这 个 例 子 中 不 需 要 再 做 其 他 的
编 程 工 作 。



图 2 - 1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创 建 的 基 本 应 用 程 序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仅 在 建 立 项 目 的 开 头 运 行 一 次 ， 它 在 开 始 时 ， 提 供
足 够 多 的 选 项 ， 但 随 后 就 不 再 提 供 了 。 然 而 ， 你 并 不 是 完 全 漫 无 目 的 地 漂 游 ， 因
为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建 立 项 目 的 方 式 允 许 你 使 用 其 他 的 V i s u a l  C + +工
具 ， 如 C l a s s W i z a r d 来 继 续 开 发 过 程 。 例 如 ， 当 查 看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源 文 件 时 ，你 会 注 意 到 一 些 特 殊 的 注 释 语 句 。在 第 6 章 中 ，我 们 将 看 到 C l a s s W i z a r d
用 这 些 注 释 来 监 控 项 目 的 类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为 项 目 生 成 的 源 文 件 的 数 目 取 决 于 你 指 定 的 特 征 。
表 2-1 显 示 了 一 个 典 型 的 列 表 。 表 中 每 个 执 行 文 件 都 有 一 个 相 应 的 同 名 头 文 件 。

表 2 - 1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的 典 型 的 源 文 件 ， 斜 体 的 项 目 表 示 项
目 名

文 件 说 明

p r o j e c t . c p p 主 应 用 程 序 源 文 件

Pro jec tV iew .cpp 程 序 的 视 图 类 源 代 码

P r o j e c t D o c . c p p 程 序 的 文 档 类 源 代 码

M a i n F r m . c p p 类 C M a i n F r a m e 的 源 代 码 。这 个 类 是 从 M F C
的 C F r a m e W nd 或 C M D I F r a m e W n d 派 生 来
的 ， 它 控 制 程 序 的 主 窗 口



                                                       续 表

S t d A f x . c p p 用 来 建 立 一 个 名 为 p r o j e c t . p c h 的 预 编 译 头 文
件 。 预 编 译 头 文 件 采 用 M F C 的 编 译 形 式 ，
它 包 括 项 目 引 用 的 文 件 ，这 些 文 件 带 有 前 缀
“ A f x ”。对 象 的 计 算 结 果 数 据 使 预 编 译 头 文
件 很 大 ， 通 常 超 过 6 M B。 但 头 文 件 通 过 节
省 对 未 变 动 的 代 码 的 编 译 工 作 ，从 而 显 著 地
缩 短 了 编 译 时 间

pro jec t . rc 包 含 项 目 的 资 源 数 据 （ 在 第 4 章 中 讨 论 ）

R e s o u r c e . h 包 含 # d e f i n e 语 句 来 为 项 目 声 明 常 量

刚 开 始 时 ， 你 可 能 试 图 想 放 弃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它 对 于 核 心 编 程 人
员 来 说 限 制 太 严 。 而 且 ， 如 果 你 有 规 律 地 创 建 一 些 相 同 类 型 的 项 目 ， 对 你 来 说 ，
通 过 复 制 和 修 改 以 前 的 项 目 源 文 件 来 开 始 一 个 新 项 目 ， 比 起 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来 创 建 一 套 新 文 件 来 说 ， 要 容 易 得 多 。 但 V i s u a l  C + +中 的 向 导 技 术 已
经 成 熟 到 这 种 地 步 ： 它 不 知 何 故 ， 看 起 来 相 当 容 易 ， 以 致 于 不 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简 直 是 一 种 错 误 。 在 不 到 6 0 秒 的 时 间 内 ， 你 就 可 以 完 成 一 个 开 发
项 目 的 单 调 乏 味 的 常 用 设 置 过 程 ， 而 直 接 开 始 代 码 开 发 。 并 且 ， 你 可 以 依 赖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写 的 源 代 码 ， 它 保 证 是 没 有 错 误 的 ， 这 是 你 在 项 目



间 剪 切 和 粘 贴 代 码 所 不 能 保 证 的 。 如 果 你 所 计 划 的 程 序 正 是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所 指 定 的 类 型 ， 请 不 要 犹 豫 。 你 通 过 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来
建 立 项 目 ， 可 以 节 省 大 量 时 间 。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通 过 环 境 的 Fi l e（ 文 件 ） 菜 单 中 的 N e w （ 新 建 ） 命 令 可 开 始 一 个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项 目 ：



单 击 N e w （ 新 建 ） 显 示 N e w （ 新 建 ） 对 话 框 的 P r o j e c t（ 项 目 ） 选 项 卡 ， 其 中 列
出 了 V i s u a l  C + + 中 的 向 导 。要 运 行 向 导 来 为 一 个 典 型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项
目 ，选 择 标 有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e x e )的 图 标 ，如 图 2-2 所 示 。现 在 我 们 集 中 讨 论 这
个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通 过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d l l )图
标 调 用 的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为 你 建 立 动 态 链 接 库 开 发 项 目 ， 下 一 章
我 们 将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



图 2 - 2   要 为 典 型 的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项 目 ， 需 选 择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e x e )图 标



为 项 目 输 入 一 个 名 字 。 正 如 前 面 提 到 过 的 那 样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用
项 目 名 来 区 别 项 目 中 不 同 的 文 件 ， 因 此 ， 项 目 名 要 适 当 地 短 一 些 。 项 目 一 旦 建 立
以 后 ， 就 没 有 办 法 改 变 它 的 名 字 。 默 认 情 况 下 ， V i s u a l  C + + 把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项 目 放 在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M y P r o j e c t s 目 录 下 ； 如 果 你 想 用 其 他 目
录 ，在 L o c a t i o n（ 位 置 ） 文 本 框 中 指 定 一 个 路 径 。直 到 你 选 择 列 表 中 的 一 个 图 标 ，
并 输 入 一 个 项 目 名 ， O K （ 确 定 ） 按 钮 才 能 用 。

单 击 O K （ 确 定 ） 时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以 对 话 框 的 形 式 提 供 多 达 ６
个 步 骤 。 在 每 个 步 骤 中 ， 对 话 框 的 左 边 显 示 一 个 图 片 ， 来 给 出 设 置 的 视 觉 提 示 。
在 每 一 步 中 ， 单 击 Fin i sh（ 完 成 ） 按 钮 ， 将 结 束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并
接 受 剩 下 步 骤 中 的 默 认 设 置 。 为 了 在 一 系 列 步 骤 中 前 进 或 后 退 ， 单 击 N e x t（ 下
一 步 ） 或 B a c k （ 后 退 ） 按 钮 即 可 。

步 骤 1： 程 序 界 面

如 图 2 - 3 所 示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第 一 步 指 定 了 应 用 程 序 的 类 型 ，
选 择 单 文 档 界 面 ( S D I )、 多 文 档 界 面 ( M D I )或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界 面 。 要 创 建 不 需 要 文
档 对 象 来 从 磁 盘 文 件 中 读 取 数 据 的 简 单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 把 标 为
D o c u m e n t / V i e w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S u p p o r t（ 文 档 /视 图 结 构 支 持 ） 复 选 项 禁 用 即 可 。



图 2 - 3   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第 一 步 中 选 择 应 用 程 序 的 界 面



对 于 一 次 只 处 理 一 个 文 档 对 象 的 S D I 应 用 程 序 ， 请 打 开 S i n g l e  D o c u m e n t（ 单 文
档 ） 单 选 按 钮 。 这 个 选 项 对 那 些 不 能 明 确 地 遵 循 文 档 /视 图 结 构 的 应 用 程 序 也 是
适 用 的 。一 个 S D I 应 用 程 序 的 一 般 性 维 护 程 序 ，比 起 相 应 的 M D I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
要 小 得 多 ， 因 此 ， S D I 应 用 程 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要 更 小 一 些 。

M D I 应 用 程 序 的 优 点 是 能 一 次 处 理 任 意 数 量 的 文 档 ， 它 在 每 个 分 离 的 窗 口 中 显
示 一 个 文 档 。用 户 可 以 在 不 同 的 文 档 窗 口 中 工 作 ，并 把 每 个 文 档 单 独 保 存 为 一 个
文 件 。 在 后 两 章 中 我 们 将 看 到 ， V i s u a l  C + + 本 身 就 是 M D I 应 用 程 序 的 一 个 例 子 ，
它 能 在 不 同 的 编 辑 窗 口 中 显 示 文 本 或 非 文 本 数 据 。

第 三 种 界 面 选 项 创 建 一 个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这 种 选 择 对 于 那 些 不 需 要 一 个
主 窗 口 的 小 实 用 程 序 非 常 适 合 ，因 为 用 户 通 过 对 话 框 就 可 与 程 序 交 流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界 面 并 不 像 听 起 来 那 样 限 制 严 格 ，第 5 章 演 示 了 如 何 创 建 显 示 一 个 属 性 表 的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该 对 话 框 能 接 受 并 显 示 大 量 信 息 。W i n d o w s 所 带 的 P h o n e
D i a l e r（ 电 话 拨 号 程 序 ） 实 用 程 序 就 是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一 个 例 子 。

因 为 第 5 章 将 详 细 讨 论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这 里 就 不 再 讨 论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界
面 这 一 选 项 。 然 而 ， 本 章 中 大 部 分 信 息 对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应 用 程 序 也 是 适 用 的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步 骤 1 还 要 求 你 提 供 程 序 界 面 的 语 种 。 可 选 的 语
言 取 决 于 你 安 装 到 系 统 上 的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库 ； 单 击 文 本 框 附 近 的
箭 头 按 钮 ， 可 显 示 可 选 的 语 言 。 每 种 语 言 都 依 赖 它 自 己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 默 认 情 况
下 ， 这 些 动 态 库 都 安 装 在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b i n \ i d e 文 件 夹 中 。 库 文 件 名 以



A p p w zx x x .dl l 的 形 式 表 示 ， 其 中 x x x 表 示 一 个 三 位 的 语 言 代 码 。 例 如 ， e n u 代 表
美 国 英 语 ， d e u 代 表 德 语 ， 而 f ra 代 表 法 语 。 图 2 - 4 显 示 了 在 三 种 不 同 语 言 中 由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Fi le（ 文 件 ） 菜 单 的 样 子 。



图 2 - 4   在 三 种 不 同 的 语 言 中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Fi l e（ 文 件 ） 菜 单

步 骤 2： 数 据 库 支 持

在 图 2 - 5 中 所 示 的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第 二 步 中 ， 要 求 你 提 供 项 目 所
需 要 的 数 据 库 支 持 种 类 。 这 一 步 和 下 面 的 步 骤 假 定 你 在 第 一 步 中 选 择 了 带 文 档 /
视 图 支 持 的 S i n g l e  D o c u m e n t（ 单 文 档 ） 或 M u l t i p l e  D o c u m e n t s （ 多 文 档 ） 选 项 。



图 2 - 5   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步 骤 2 中 选 择 数 据 库 支 持



如 果 你 的 项 目 不 使 用 数 据 库 ，单 击 N e x t（ 下 一 步 ）按 钮 跳 过 这 一 步 ，进 到 步 骤 3。
如 图 2 - 5 所 示 ， 四 个 单 选 按 钮 决 定 了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添 加 到 项 目 的
数 据 库 支 持 程 度 ：

n  N o n e （ 无 ）： 在 生 成 项 目 时 ， 把 数 据 库 支 持 的 库 文 件 排 除 在 外 。 如 果
你 的 项 目 不 使 用 数 据 库 ， 选 择 N o n e（ 无 ） 单 选 按 钮 ， 来 避 免 在 项 目 文
件 增 加 不 必 要 的 代 码 。 你 可 以 以 后 再 往 项 目 中 添 加 数 据 库 支 持 。

n  H e a d e r  f i l e s  o n l y （ 只 有 头 文 件 ）： 在 生 成 过 程 中 ， 包 含 数 据 库 头 文 件
和 库 文 件 ， 但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不 为 数 据 库 类 生 成 源 代 码 。
你 必 须 自 己 写 所 有 的 源 代 码 。 这 个 选 项 适 用 于 那 些 开 始 时 不 使 用 数 据
库 ， 但 你 打 算 以 后 添 加 数 据 库 支 持 的 项 目 。

n  D a t a b a s e  v i e w  w i t h o u t  f i l e  s u p p o r t（ 数 据 库 视 图 ， 没 有 文 件 支 持 ）：包
含 数 据 库 头 文 件 和 库 文 件 ， 同 时 也 创 建 一 个 记 录 视 图 和 记 录 集 。 生 成
的 应 用 程 序 支 持 文 档 ， 但 不 支 持 串 行 操 作 。

n  D a t a b a s e  v i e w  w i t h  f i l e  s u p p o r t（ 数 据 库 视 图 ， 具 有 文 件 支 持 ）： 设 置
同 上 ， 除 了 生 成 的 应 用 程 序 既 支 持 数 据 库 文 档 ， 又 支 持 串 行 操 作 。

如 果 你 用 最 后 两 个 选 项 中 的 一 个 来 包 含 数 据 库 视 图 ， 那 么 ， 除 非 你 指 出 数 据 源 ，
否 则 不 能 继 续 到 下 一 步 。



数 据 来 源

要 指 定 数 据 来 源 ， 单 击 D a t a  S o u r c e（ 数 据 来 源 ） 按 钮 显 示 图 2 - 6 所 示 的 D a t a b a s e
O p t i o n s（ 数 据 库 选 项 ） 对 话 框 。



图 2 - 6   在 D a t a b a s e  O p t i o n s（ 数 据 库 选 项 ） 对 话 框 中 确 定 数 据 来 源

D a t a b a s e  O p t i o n s（ 数 据 库 选 项 ）对 话 框 提 示 输 入 数 据 源 是 遵 循 开 放 式 数 据 库 互 接



( O D B C )标 准 ， 还 是 微 软 的 数 据 访 问 对 象 ( D A O )标 准 ， 或 O L E 数 据 库 ( O L E  D B )
标 准 。 O D B C 功 能 在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 如 M i c r o s o f t  A c c e s s、 O r a c l e 或 d B a s e 的
特 定 的 驱 动 程 序 中 实 现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了 一 个 O D B C 驱 动 程 序 的 集 合 ； 其 他 的
可 从 经 销 商 那 里 买 到 。 要 查 看 V i s u a l  C + +中 包 含 的 驱 动 程 序 列 表 ， 参 看 标 题 为
“ O D B C  D r i v e r  L i s t” 的 在 线 帮 助 文 档 。

选 择 O D B C 作 为 程 序 的 数 据 源 类 型 时 ，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代 码 来
调 用 “ O D B C 驱 动 管 理 ”， 并 通 过 它 来 调 用 合 适 的 驱 动 程 序 。 驱 动 程 序 用 结 构 化
查 询 语 言 ( S Q L )来 同 目 标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发 生 联 系 。 O D B C 支 持 保 证 应 用 程 序 能
访 问 不 同 格 式 和 不 同 结 构 的 数 据 。

选 择 O D B C 会 激 活 一 个 列 有 O D B C 数 据 源 管 理 器 中 注 册 过 的 所 有 数 据 来 源 的 下
拉 列 表 。 数 据 源 既 包 含 数 据 ， 也 包 含 访 问 数 据 所 需 的 信 息 。 要 注 册 数 据 源 ， 或 取
消 数 据 源 的 注 册 ， 在 C o n t r o l  P a n e l（ 控 制 面 板 ） 中 双 击 3 2 位 O D B C 图 标 来 运 行
管 理 器 。 在 安 装 过 程 中 ， V i s u a l  C + +通 常 会 装 入 数 据 源 管 理 器 ， 但 如 果 你 是 定 制
安 装 V i s u a l  C + + 的 ，你 的 系 统 中 可 能 会 没 有 数 据 源 管 理 器 。如 果 C o n t r o l  P a n e l（ 控
制 面 板 ） 中 没 有 3 2 位 O D B C 图 标 ， 需 重 新 运 行 V i s u a l  C + + 安 装 程 序 ， 并 安 装 必
要 的 O D B C 数 据 库 支 持 文 件 。

D A O 是 微 软 产 品 如 A c c e s s 和 V i s u a l  B a s i c 的 标 准 。 D A O 用 M icroso f t  J e t 数 据 库
引 擎 来 提 供 一 套 访 问 对 象 ， 包 括 数 据 库 对 象 、 表 定 义 和 查 询 定 义 对 象 及 记 录 集 对
象 。 尽 管 D A O 在 M D B 文 件（ 例 如 那 些 由 M i c r o s o f t  A c c e s s 创 建 的 文 件 ） 上 工 作



得 最 好 ， 一 个 D A O 程 序 也 能 通 过 M i c r o s o f t  J e t 来 访 问 O D B C 数 据 源 。

O L E  D B 是 一 种 新 的 数 据 访 问 方 法 ， 它 允 许 一 个 称 为“ 使 用 者 ” 的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从 任 何 装 备 了 被 称 为 “ 供 应 者 ” 的 数 据 翻 译 器 的 数 据 源 中 取 回 数 据 。“ 供 应 者 ”
对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 就 像 一 组 组 分 对 象 模 型 ( C O M )对 象 ， 它 通 常 不 创 建 数 据 ， 而 作
为 一 个 中 间 人 以 自 己 所 带 的 格 式 访 问 数 据 ，并 以 可 识 别 的 形 式 把 数 据 传 递 给“ 使
用 者 ”。 图 2 - 7 说 明 了 “ 使 用 者 ” 如 何 同“ 供 应 者 ”（ 而 不 是 同 原 始 的 数 据 源 创 立
者 ） 通 信 。

图 2 - 7   在 O L E  D B 中 ， 在 数 据 客 户 与 提 供 者 之 间 的 典 型 交 互



O L E  D B 的 优 点 是 在“ 使 用 者 ” 和 “ 供 应 者 ” 间 不 需 要 任 何 关 于 数 据 格 式 的 预 定
协 议 。 至 少“ 供 应 者 ” 负 责 把 数 据 翻 译 成 “ 使 用 者 ” 理 解 的 形 式 ， 通 常 是 表 格 式
的 格 式 。“ 供 应 者 ” 也 能 对 未 加 工 的 数 据 进 行 改 进 ， 例 如 ， 按 照 指 定 的 标 准 进 行
查 询 处 理 和 排 序 。 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D a t a b a s e  O p t i o n s（ 数 据 库
选 项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O L E  D B 选 项 ， 是 创 建 一 个 使 用 数 据 的 应 用 程 序（ 而 不 是 数
据 供 应 者 ） 的 第 一 步 。 这 个 选 项 从 称 为 “ O L E  D B 使 用 者 模 板 ” 的 类 库 中 生 成 代
码 ， 该 类 库 提 供 了 对 O L E  D B 类 对 象 ， 例 如 C D a t a S o u r c e 和 C S e s s i o n 的 包 装 。
V i s u a l  C + + 提 供 了 另 一 个 向 导（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 来 帮 助 编 写“ 供 应 者 ” 应
用 程 序 。 第 1 0 章 对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和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有 更 多 的 描
述 ，尽 管 它 是 从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角 度 ，而 不 是 从 O L E  D B 供 应 者 的 角 度 上 来
说 的 。

记 录 集 类 型

通 过 在 D a t a b a s e  O p t i o n s（ 数 据 库 选 项 ）对 话 框 中 的 R e c o r d s e t  T y p e（ 记 录 集 类 型 ）
部 分 中 选 择 三 个 单 选 按 钮 中 的 一 个 ， 可 以 指 定 程 序 使 用 的 记 录 集 类 型 。三 个 单 选
按 钮 作 用 描 述 如 下 ：

n  S n a p s h o t（ 快 照 ）： 快 照 记 录 集 保 持 快 照 创 建 时 的 数 据 视 图 。 快 照 是 静
态 的 ， 这 意 味 着 ， 记 录 集 不 会 反 映 出 原 始 数 据 的 改 变 ， 除 非 通 过 调 用
类 C R e c o r d s e t 或 C D a o R e c o r d s e t 的 R e q u e r y 函 数 来 刷 新 它 。



n  D y n a s e t（ 动 态 集 ）： 动 态 记 录 集 的 内 容 是 动 态 的 ， 这 意 味 着 ， 记 录 集
自 动 更 新 ， 来 反 映 记 录 的 最 新 改 变 。 然 而 ， 动 态 设 备 保 持 一 套 固 定 的
记 录 。 一 旦 动 态 集 建 立 ， 其 他 用 户 创 建 的 新 记 录 就 不 会 添 加 到 这 个 集
合 中 去 。

n  T a b l e（ 表 ）： Table（ 表 ） 选 项 只 有 数 据 源 类 型 选 择 为 D A O 时 才 是 可
用 的 。 该 选 项 允 许 程 序 使 用 D A O 对 象 以 表 的 形 式 来 操 作 数 据 。 当 选
择 Tab le（ 表 ）单 选 按 钮 ，并 单 击 O K（ 确 定 ）按 钮 ，来 关 闭 D a t a b a s e  O p t i o n s
（ 数 据 库 选 项 ） 对 话 框 时 ， 另 一 个 对 话 框 就 会 出 现 。 在 这 个 对 话 框 中 ，
你 可 以 选 择 程 序 使 用 的 列 表 。

步 骤 3： O L E 和 A c t i v e X支 持

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第 三 步 (图 2 - 8 )中 ， 设 置 程 序 的 O L E 和 A c t i v e X
支 持 类 型 。 对 话 框 上 半 部 分 的 五 个 单 选 按 钮 控 制 着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添 加 到 程 序 中 的 复 合 文 档 支 持 的 类 型 。 下 面 是 这 些 选 项 的 说 明 ：



图 2 - 8   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第 三 步 中 指 定 O L E 、 A c t i v e X 支 持



n  N o n e（ 无 ）：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不 为 复 合 文 档 支 持 生 成 任 何
代 码 。

n  C o n t a i n e r（ 包 容 器 ）：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创 建 能 包 含 链 接 和
嵌 入 对 象 的 程 序 。

n  M i n i - s e r v e r（ 微 型 服 务 器 ）：程 序 充 当 一 个 微 型 服 务 器 ，它 能 创 建 复 合
文 档 对 象 ，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能 把 这 些 对 象 合 并 到 自 己 的 文 档 中 。 这 样 的
文 档 对 用 户 来 说 ， 就 像 单 一 文 档 一 样 ， 但 实 际 上 它 是 由 不 同 的 来 源 形
成 的 。 微 型 服 务 器 直 接 把 数 据 写 在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的 文 档 中 ， 而 不 是 写
在 磁 盘 文 件 中 ， 因 此 ， 对 微 型 服 务 器 创 建 的 对 象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能 嵌 入 ，
但 不 能 链 接 。 微 型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不 能 作 为 独 立 的 程 序 运 行 ， 而 必 须
由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来 启 动 。 M i c r o s o f t  D r a w 就 是 微 型 服 务 器 的 一 个 例 子 。

n  F u l l - s e r v e r（ 全 服 务 器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创 建 的 程 序 能
充 当 一 个 全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 它 具 有 微 型 服 务 器 的 全 部 特 性 ， 再 加 上
附 加 的 性 能 。 像 微 型 服 务 器 一 样 ， 全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能 由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来 启 动 ， 但 它 也 能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来 运 行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增 加 了 对 把 数 据 存 储 到 磁 盘 文 件 中 的 支
持 ， 因 此 ， 全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能 像 支 持 嵌 入 一 样 支 持 链 接 。

n  B o t h  c o n t a i n e r  a n d  s e r v e r（ 包 容 器 和 服 务 器 ）：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代 码 使 程 序 既 能 像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那 样 嵌 入 对 象 ， 又 能 像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那 样 提 供 对 象 。

通 过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或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来 选 择 一 个 复 合 文 档 选 项 ，会 让 你 为 活 动 文
档 选 择 附 加 支 持 。活 动 文 档 在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之 间 提 供 一 个 比 普 通 的 嵌 入 文 档 更 高
程 度 的 集 成 ， 它 允 许 由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维 护 的 文 档 出 现 在 另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的 窗 口
中 。图 2 - 9 显 示 了 这 种 集 成 的 一 个 例 子 ，其 中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本 例 中 的 包 容 器 ）
打 开 了 一 个 由 服 务 器 M i c r o s o f t  W o r d 创 建 的 文 档 。

如 果 你 希 望 你 的 包 容 器 或 服 务 器 程 序 能 串 行 化 复 合 数 据 ，也 就 是 说 ，把 文 档 和 对
象 保 存 到 磁 盘 上 ，打 开 单 选 按 钮 ，来 请 求 对 复 合 文 件 的 支 持 。尽 管 从 概 念 上 来 说 ，
复 合 文 档 是 单 纯 的 文 档 ， 实 际 上 ， 它 代 表 不 同 文 件 的 组 合 ， 一 个 文 件 包 含 文 档 ，
而 其 他 文 件 则 包 含 链 接 到 文 档 的 对 象 。当 保 存 复 合 文 档 时 ，包 容 器 负 责 把 自 己 的
文 档 对 象 写 到 磁 盘 上 。然 后 它 给 服 务 器 传 递 一 个 请 求 ，来 把 包 容 器 正 在 使 用 的 各
个 对 象 保 存 到 同 一 个 “ 存 储 器 ” 中 。



图 2 - 9   A c t i v e 文 档 包 容 器 和 服 务 器 在 一 起 工 作 的 例 子

第 三 步 的 对 话 框 底 部 的 两 个 复 选 项 询 问 ，是 否 要 求 A u t o m a t i o n 和 A c t i v e X 控 件 支
持 。 默 认 情 况 下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激 活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 A c t i v e X
控 件 ） 选 项 ； 如 果 程 序 不 会 嵌 入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请 清 除 该 复 选 项 。 这 个 决 定 并 不
是 不 可 取 消 的 ， 以 后 ， 你 可 以 轻 易 通 过 包 含 一 行 代 码 ， 来 向 M F C 程 序 中 添 加
A c t i v e X 控 件 支 持 。 要 了 解 如 何 向 已 存 在 的 M F C 程 序 中 添 加 A c t i v e X 控 件 支 持 ，



请 参 阅 第 8 章 。

步 骤 4： 用 户 界 面 特 征

在 图 2 - 1 0 中 所 示 的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的 第 四 步 中 可 以 控 制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为 程 序 创 建 哪 些 用 户 界 面 元 素 。



图 2 - 1 0   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第 四 步 中 选 择 程 序 的 用 户 界 面 特 征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自 动 为 程 序 主 窗 口 的 菜 单 系 统 、 工 具 栏 及 状 态 栏 生
成 代 码 和 数 据 。 工 具 栏 包 含 与 菜 单 命 令 效 果 一 样 的 按 钮 ， 而 状 态 栏 则 显 示 命 令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描 述 信 息 。当 光 标 在 菜 单 命 令 或 工 具 栏 按 钮 上 停 留 一 段 时 间 后 ，帮
助 信 息 会 出 现 在 状 态 栏 上 ， 如 下 图 所 示 ：

没 有 选 中 命 令 时 ， 状 态 栏 显 示 诸 如“ R e a d y ”、“ F o r  H e l p ,  p r e s s  F 1” 或 任 何 其 他 信
息 。 状 态 栏 也 包 括 了 键 盘 的 C a p s  L o c k 、 N u m  L o c k 和 S c r o l l  L o c k 键 的 指 示 器 。
当 程 序 运 行 时 ， M F C 框 架 自 动 更 新 指 示 器 ， 因 此 ， 你 不 需 要 添 加 其 他 代 码 来 并
入 这 一 特 征 。

N o r m a l（ 常 规 ） 和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R e b a r s 单 选 按 钮 为 应 用 程 序 的 工 具 栏 提 供 两
种 不 同 的 风 格 。 选 择 R e B a r s 选 项 ， 会 用 M F C 的 新 的 C R e B a r 类 来 为 工 具 栏 生 成
代 码 ，最 终 会 生 成 V i s u a l  C + +、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及 其 他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平 面 的 工 具



栏 风 格 。 平 面 的 工 具 栏 是 可 以 调 整 大 小 的 ， 因 此 使 用 速 记 词 “ r e b a r”， 只 有 当 鼠
标 移 到 按 钮 上 面 时 ， 该 按 钮 才 凸 起 。 菜 单 、 工 具 栏 和 状 态 栏 的 主 题 将 在 第 4 章 详
细 讨 论 。

打 印 支 持

默 认 情 况 下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激 活 P r i n t i n g  A n d  P r i n t  P r e v i e w（ 打 印 和
打 印 预 览 ） 复 选 项 。 这 个 选 项 向 应 用 程 序 的 视 图 类 中 添 加 启 动 器 代 码 ， 它 跨 过 了
M F C 的 C v i e w 的 三 个 虚 拟 函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D e m o V i e w  p r i n t i n g

B O O L  C D e m o V i e w : : O n P r e p a r e P r i n t i n g ( C P r i n t I n f o * p I n f o )

{

      //  d e f a u l t  p r e p a r t a t i o n

      r e t u r n  D o P r e p a r e P r i n t i n g ( p I n f o ) ;

}

v o i d  C D e m o V i e w : : O n B e g i n P r i n t i n g ( C D C *  / * p D C * / ,  C P r i n t I n f o *  / * p I n f o / )



{

      / / T O D O :  a d d  e x t r a  i n i t i a l i z a t i o n  b e f o r e  p r i n t i n g

}

v o i d  C D e m o V i e w : : O n E n d P r i n t i n g ( C D C *  / * p D C * / , C P r i n t I n f o *  / * p I n o f o * / )

{

      //  T O D O : a n d  c l e a n u p  a f t e r  p r i n t i n g

}

这 些 为 在 文 档 /视 图 程 序 中 打 印 提 供 了 功 能 框 架 ， 但 在 程 序 打 印 文 档 之 前 ， 你 还
需 要 做 更 多 的 工 作 。 要 更 好 地 了 解 如 何 向 M F C 程 序 中 添 加 打 印 功 能 ， 参 阅 Jeff
P r o s i s e 的《 P r o g r a m m i n g  W i n d o w s  9 5  w i t h  M F C 》 的 第 1 0 章 。 M S D N 在 线 帮 助 也
提 供 了 由“ P r i n t i n g  a n d  P r i n t  P r e v i e w  T o p i c s”开 始 的 一 系 列 主 题 信 息 。选 中 S e a r c h
T i t l e s  O n l y 复 选 项 ， 并 在 M S D N 的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键 入 该 标 题 ， 即 可 找
到 该 主 题 。

在 线 帮 助

激 活 C o n t e x t - S e n s i t i v e  H e l p （ 上 下 文 相 关 ） 复 选 项 ， 会 告 诉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你 希 望 程 序 提 供 在 线 帮 助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会 向 项 目 中 添
加 源 代 码 和 一 系 列 文 件 来 帮 助 你 创 建 一 个 完 整 的 帮 助 系 统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会 仔 细 地 说 明 它 添 加 到 程 序 中 的 所 有 的 命 令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 例 如 N e w 、
O p e n 、 C u t 和 P a s t e。 这 些 说 明 清 晰 完 整 ， 你 不 需 要 再 做 更 多 的 工 作 ， 只 需 要 通
过 说 明 那 些 自 己 添 加 到 程 序 中 的 命 令 来 加 强 帮 助 文 件 。 本 部 分 首 先 描 述 了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创 建 的 帮 助 系 统 ， 然 后 简 要 解 释 如 何 用 自 己 的 帮 助
文 本 来 加 强 帮 助 系 统 。

当 程 序 需 要 上 下 文 相 关 帮 助 时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在 项 目 文 件 夹 中 创
建 一 个 名 为 H L P 的 子 文 件 夹 。 H L P 子 文 件 夹 中 的 文 件 之 一 是 名 为 A f x C o r e . r t f 的
主 题 文 件 。 如 果 程 序 要 求 打 印 支 持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还 添 加 另 一 个
名 为 A f x P r i n t . r t f 的 主 题 文 件 。 以 多 信 息 文 本 格 式 写 的 A f x C o r e . r t f 和 AfxPr in t . r t f
包 含 了 描 述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给 项 目 添 加 的 特 征 的 帮 助 文 本 。H L P 子
文 件 夹 也 包 含 一 个 与 该 项 目 同 名 ， 而 扩 展 名 为 H P J 的 帮 助 项 目 文 件 。 当 你 生 成
项 目 时 ，V i s u a l  C + +在 启 动 编 译 器 之 前 ，先 执 行 名 为 M a k e H e l p . b a t 的 批 处 理 文 件 。
M a k e H e l p . b a t 运 行 M a k e h m . e x e  H e l p  M a i n t e n a n c e 实 用 程 序 ， 它 读 入 项 目 的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的 标 志 定 义 ， 并 创 建 扩 展 名 为 H M 的 帮 助 映 像 文 件 。 然 后 该 批
处 理 文 件 运 行 H c r t f . e x e 帮 助 编 译 器 ， 来 收 集 取 自 帮 助 映 像 文 件 、 项 目 的 H P J 文
件 及 R T F 文 件 中 的 文 本 ，它 用 这 些 来 创 建 一 个 W i n d o w s  W i n H l p 3 2 帮 助 文 件 查 看
器 能 读 取 的 H L P 文 件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也 写 一 些 源 代 码 来 运 行 W i n H l p 3 2， 并 加 载 项 目 的



H L P 文 件 来 响 应 用 户 的 帮 助 请 求 。 整 个 帮 助 界 面 是 通 过 在 项 目 的 M a i n F r m . c p p
文 件 中 将 四 个 入 口 添 加 到 消 息 映 像 中 实 现 的 ， 如 下 所 示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M a i n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

.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H E L P _ F I N D E R , C F r a m e W n d : : O n H e l p F i n d e r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H E L P , C F r a m e W n d : : O n H e l p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C O N T E X T _ H E L P , C F r a m e W n d : : O n C o n t e x t H e l p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D E F A U L T _ H E L P _  C F r a m e W n d : : O n H e l p F i n d e r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映 像 中 的 每 个 入 口 指 向 由 M F C 框 架 提 供 的 三 个 函 数 之 一 。 调 用 这 些 函 数 用 以 响
应 不 同 的 事 件 ， 每 个 函 数 都 调 用 W i n H l p 3 2， 并 显 示 项 目 帮 助 文 件 中 的 相 应 文 本 。



下 面 的 列 表 描 述 了 什 么 时 候 调 用 函 数 ：

被 调 用 的 函 数 当 用 户 做 如 下 事 情 的 时 候

O n H e l p F i n d e r 从 H e l p（ 帮 助 ）菜 单 中 选 择 H e l p  T o p i c s
（ 帮 助 主 题 ） 命 令 时

O n H e l p 按 F 1 键 来 接 受 关 于 当 前 上 下 文 的 帮 助
时

O n C o n t e x t H e l p 按 S h i f t + F 1 或 单 击 工 具 栏 上 的 H e l p（ 帮
助 ） 按 钮 时

从 H e l p（ 帮 助 ） 菜 单 中 选 择 H e l p  T o p i c s（ 帮 助 主 题 ） 命 令 ， 会 在 W i n H l p 3 2 查 看
器 中 显 示 一 个 典 型 的 H e l p  T o p i c s（ 帮 助 主 题 ） 对 话 框 ， 如 图 2 - 1 1 所 示 。 用 户 可
以 浏 览 H e l p  T o p i c s（ 帮 助 主 题 ） 对 话 框 来 寻 找 想 得 到 的 主 题 帮 助 。



图 2 - 1 1   H e l p  T o p i c s（ 帮 助 主 题 ） 对 话 框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在 程 序 的 工 具 栏 上 也 添 加 了 一 个 H e l p（ 帮 助 ）按 钮 ，
它 同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对 话 框 右 上 角 的 小 问 号 按 钮 相 类 似 。 单 击 H e l p（ 帮 助 ） 按



钮 ， 会 把 鼠 标 形 状 改 变 为 一 个 带 问 号 的 箭 头 。 然 后 ， 用 户 可 以 单 击 程 序 窗 口 的 任
何 部 分 ， 包 括 菜 单 命 令 、 状 态 栏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

调 用 H e l p （ 帮 助 ） 工 具 ， 将 引 起 程 序 执 行 W i n H l p 3 2， 它 显 示 一 个 描 述 所 单 击 元
素 的 帮 助 窗 口 。 例 如 ， 通 过 像 上 面 所 说 的 那 样 单 击 S a v e 按 钮 以 获 取 帮 助 时 ， 会
显 示 图 2 - 1 2 所 示 的 帮 助 窗 口 。

通 过 描 述 其 他 程 序 自 身 的 特 征 ，可 以 加 强 帮 助 系 统 ，在 一 个 能 识 别 多 信 息 文 本 格
式 的 字 处 理 程 序 中 加 载 A f x C o r e . r t f。 不 要 使 用 W i n d o w s 所 带 的 W o r d P a d 实 用 程
序 。 尽 管 W o r d P a d 能 读 取 多 信 息 文 本 文 档 ， 但 它 不 保 存 帮 助 编 译 器 所 需 要 的 信
息 。多 信 息 文 本 文 档 也 是 以 普 通 的 A S C I I 格 式 写 的 ， 因 此 ， 在 紧 急 时 候 你 可 以 通



过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作 小 小 的 改 动 。

创 建 自 己 的 帮 助 文 本 的 第 一 步 是 搜 索 字 符 串 “ < < Y o u r A p p > > ”， 并 用 应 用 程 序 名
来 取 代 它 。 双 击 文 档 中 的 角 括 号 ( < < > > )， 会 装 入 提 示 你 应 添 加 的 文 本 类 型 的 占 位
符 文 本 。 用 新 的 文 本 来 取 代 提 示 和 角 括 号 。 去 除 应 用 程 序 不 用 的 所 有 主 题 ， 并 从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放 在 文 件 中 的 文 本 中 取 出 对 重 要 格 式 的 提 示 。 文 件
中 的 主 题 必 须 由 硬 分 页 符 分 隔 开 。



图 2 - 1 2   程 序 的 S a v e（ 保 存 ） 命 令 的 帮 助 窗 口

写 作 帮 助 文 件 这 个 主 题 范 围 广 泛 ，这 里 不 可 能 将 它 完 全 说 清 楚 。在 线 帮 助 描 述 了
如 何 用 V i s u a l  C + + 提 供 的 H e l p  W o r k s h o p 实 用 程 序 来 构 造 由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的 帮 助 系 统 。

A d v a n c e d （ 高 级 ） 按 钮

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第 四 步 的 对 话 框 的 右 下 角 ， 是 一 个 A d v a n c e d（ 高
级 ） 按 钮 ， 单 击 它 ， 将 显 示 一 个 标 题 为“ A d v a n c e d  O p t i o n s（ 高 级 选 项 ）” 的 两 页
的 对 话 框 。 在 第 一 页 D o c u m e n t  T e m p l a t e  S t r i n g s（ 文 档 模 板 字 符 串 ） 中 ， 可 以 改
写 储 存 在 W i n d o w s 和 M F C 框 架 使 用 的 程 序 数 据 中 的 某 些 字 符 串 。如 果 在 第 三 步
中 选 中 了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S e r v e r（ 活 动 的 文 档 服 务 器 ） 复 选 项 ， 你 必 须 在
D o c u m e n t  T e m p l a t e  S t r i n g s 页 中 为 应 用 程 序 的 文 档 文 件 指 定 一 个 文 件 扩 展 名 。 在
该 页 的 第 一 个 编 辑 框 中 键 入 扩 展 名 ， 如 下 页 图 所 示 。

系 统 把 带 这 种 扩 展 名 的 文 件 识 别 为 属 于 你 的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的 文 件 ，这 种 方 法 与
它 用 M i c r o s o f t  W o r d 来 关 联 D O C 文 件 的 方 法 一 样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用 适 合 于 应 用 程 序 的 字 符 串 来 填 写 剩 下 的 编 辑 框 ，你 可 以 接 受 它 们 ，或 按 你 的 想
法 来 修 正 它 们 。 我 们 将 在 第 4 章 中 详 细 讨 论 这 些 字 符 串 。





对 话 框 的 第 二 页 W i n d o w  S t y l e s（ 窗 口 风 格 ） 允 许 你 控 制 程 序 主 窗 口 的 外 观 ， 而
且 ， 如 果 你 在 第 一 步 中 选 择 了 M u l t i p l e  D o c u m e n t（ 多 文 档 ） 选 项 ， 在 这 里 还 可 以
控 制 程 序 的 文 档 窗 口 的 外 观 。选 择 W i n d o w  S t y l e s（ 窗 口 风 格 ）页 顶 部 的 U s e  S p l i t
W i n d o w （ 使 用 分 隔 窗 口 ） 复 选 项 ， 会 在 S D I 项 目 的 M a i n F r m . c p p 文 件 中 添 加 下
面 这 个 函 数 ：

B O O L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C l i e n t (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 l p c s * / ,

      C C r e a t e C o n t e x t *  p C o n t e x t )

{

      r e t u r n  m _ w n d S p l i t t e r . C r e a t e ( t h i s ,

 2 ,  2 ,

 C s i z e ( 1 0 ,  1 0 ) ,

 p C o n t e x t ) ;

}

M D I 项 目 在 它 的 C h i l d F r m . c p p 文 件 中 接 收 到 类 似 的 O n C r e a t e C l i e n t 函 数 。 对 于
S D I 应 用 程 序 ，O n C r e a t e C l i e n t 函 数 启 用 程 序 主 窗 口 中 的 分 隔 条 。程 序 的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中 的 S p l i t（ 分 隔 ） 命 令 打 开 分 隔 条 ， 它 允 许 程 序 在 同 一 窗 口 的 一 个 、 两
个 或 四 个 窗 格 中 显 示 数 据 。 对 于 M D I 应 用 程 序 ，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把
Sp l i t（ 分 隔 ） 命 令 放 在 程 序 的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中 ， 它 控 制 每 个 子 窗 口 的 分
隔 条 。 图 3 - 4 显 示 了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使 用 分 隔 条 的 例 子 。

步 骤 5： 使 用 M F C 库

图 2 - 1 3 所 示 的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第 五 步 询 问 你 想 创 建 的 程 序 的 风
格 、 你 是 否 需 要 附 加 的 源 代 码 注 释 ， 及 你 希 望 程 序 如 何 链 接 到 M F C 库 。



图 2 - 1 3   选 择 源 文 件 注 释 和 M F C 库 选 项



项 目 风 格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提 供 了 两 种 程 序 风 格 ， 它 们 由 步 骤 5 对 话 框 顶 部 的
两 个 单 选 按 钮 来 决 定 。 默 认 按 钮 为 M F C  S t a n d a r d（ M F C 标 准 ）， 对 于 创 建 带 有 从
C V i e w 派 生 而 来 的 视 图 类 的 普 通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 它 是 正 确 的 选 择 。 本 书
中 后 面 的 章 节 在 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来 创 建 范 例 程 序 时 采 用 M F C
S t a n d a r d（ M F C 标 准 ） 设 置 ， 因 此 ， 这 里 花 些 时 间 来 讨 论 一 下 第 二 个 单 选 按 钮 的
作 用 是 值 得 的 。 按 钮 标 题 为 W i n d o w s  E x p l o r e r（ W i n d o w s 资 源 管 理 器 ）， 是 因 为
这 时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创 建 的 应 用 程 序 有 着 与 大 家 熟 知 的 W i n d o w s
所 带 的 E x p l o r e r（ 资 源 管 理 器 ） 实 用 程 序 相 似 的 外 观 和 用 户 界 面 。

E x p l o r e r（ 资 源 管 理 器 ） 形 式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主 窗 口 被 分 隔 成 相 邻 的 两 个 窗 格 ， 每
一 个 窗 格 显 示 不 同 的 内 容 ， 而 且 每 一 个 窗 格 都 由 它 自 己 的 类 来 控 制 。左 窗 格 的 视
图 类 派 生 自 M F C 的 C T r e e V i e w ， 它 使 该 窗 格 适 合 于 显 示 一 个 通 过 树 形 层 次 相 关
联 的 条 目 列 表 ， 例 如 公 司 的 职 员 列 表 、 家 谱 表 或 硬 盘 上 的 目 录 和 文 件 列 表 。 对 应
于 右 边 窗 格 的 视 图 类 派 生 自 C L i s t V i e w ， 它 被 设 计 用 来 显 示 在 某 些 方 面 属 于 左 边
窗 格 当 前 选 中 的 选 项 的 条 目 列 表 。 像 E x p l o r e r（ 资 源 管 理 器 ） 一 样 ， 程 序 的 工 具

栏 包 含 了 四 个 调 整 窗 格 外 观 的 附 加 按 钮 ，它 允 许 用 户 选 择 大 图 标 或 小 图 标 的 不 同
排 列 。 下 面 显 示 了 一 个 典 型 的 E x p l o r e r（ 资 源 管 理 器 ） 形 式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外 观 ：



左 边 窗 格 中 包 含 的 树 形 视 图 控 制 中 的 条 目 有 小 的 加 号 和 减 号 来 展 开 或 折 叠 列
表 。应 用 程 序 通 过 在 窗 口 的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结 构 中 设 置 风 格 标 志 ，来 添 加 按 钮
和 分 层 线 ：

B O O L  C L e f t V i e w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c s )

{



      c s . s ty le  | =  T V S _ H A S L I N E S  |  T V S _ H A S B U T T O N S  |  T V S _ L I N E S A T R O O T ;

      r e t u r n  C T r e e V i e w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c s ) ;

}

我 们 还 没 有 讨 论 过 使 你 能 检 查 和 修 改 程 序 的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但 如 果 你 对 回 顾
上 述 简 单 程 序 的 源 代 码 感 兴 趣 ，可 以 在 附 带 光 盘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2 \ D e m o 文 件 夹
下 找 到 这 些 项 目 文 件 。 D e m o 项 目 是 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来 创 建 的 ，
它 在 第 一 步 中 选 择 了 S i n g l e  D o c u m e n t（ 单 文 档 ） 选 项 ， 而 在 第 五 步 中 选 择 了
W i n d o w s  E x p l o r e r（ 资 源 管 理 器 ） 选 项 ， 并 且 接 受 了 剩 下 的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的 默 认 选 择 。 D e m o 是 一 个 基 础 项 目 ， 它 仅 创 建 了 由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的 E x p l o r e r（ 资 源 管 理 器 ） 形 式 的 应 用 程 序 所 需 的 典 型 的 代 码 。
第 3 章 和 第 4 章 更 进 一 步 地 描 述 了 如 何 用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来 访 问 和 查 看 项 目 ，
例 如 那 些 在 附 带 光 盘 上 找 到 的 项 目 。

源 文 件 注 释

要 求 源 文 件 注 释 会 使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在 生 成 的 源 代 码 中 添 加 有 用 的
所 做 事 项 的 注 解 。 这 些 注 解 外 观 类 似 于 下 面 的 注 释 ， 它 建 议 你 添 加 的 源 代 码 ，

应 使 一 个 特 征 或 函 数 变 得 可 操 作 ：



v o i d  C D e m o D o c : : S e r i a l i z e ( C A r c h i v e &  a r )

{

    i f  ( a r . I sS to r ing ( ) )

    {

        / / T O D O : a d d  s t o r i n g  c o d e  h e r e

    }

    e l s e

    {

        / / T O D O :  a d d  l o a d i n g  c o d e  h e r e

    }

}

选 择 添 加 源 文 件 注 释 ， 也 会 使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在 项 目 文 件 夹 中 放 置
一 个 R e a d M e . t x t 文 件 。 R e a d M e 文 件 作 为 整 个 项 目 的 目 录 列 表 ， 提 供 了 对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的 所 有 文 件 的 简 要 说 明 。

链 接 到 M F C 库

第 五 步 中 的 第 三 个 选 项 决 定 程 序 如 何 链 接 到 M F C 。默 认 情 况 下 ，A s  A  S h a r e d  D L L
（ 作 为 共 享 的 D L L ） 单 选 按 钮 被 选 中 ， 这 意 味 着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建
立 应 用 程 序 ， 来 动 态 地 链 接 到 包 含 在 单 独 文 件 中 的 M F C 库 。 这 种 链 接 方 式 显 著
地 减 小 了 应 用 程 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大 小 ， 并 能 更 有 效 地 利 用 系 统 资 源 。

然 而 ， 动 态 链 接 到 M F C 要 求 提 供 M fc n n .d l l 库 文 件 ， 文 件 名 中 的 n n 代 表 M F C
的 版 本 号 。 文 件 通 常 是 在 W i n d o w s  S y s t e m 或 S y s t e m 3 2 文 件 夹 下 。 如 果 你 的 应 用
程 序 动 态 链 接 到 M F C ， 而 且 应 用 程 序 通 常 是 用 在 那 些 可 能 没 有 M fc n n .dl l 库 的 系
统 上 ，你 应 该 把 这 个 库 文 件 作 为 应 用 程 序 包 的 一 部 分 提 供 给 用 户 。 如 果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U n i c o d e ， 则 应 用 M f c n n u . d l l 文 件 来 代 替 上 述 的 库 文 件 。 微 软 允 许 你 自 由 地
把 这 些 库 文 件 附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应 用 程 序 的 安 装 程 序 可 以 搜 索 用 户 硬 盘 上 已 有 的
M F C 库 文 件 ， 并 把 文 件 复 制 到 S y s t e m 文 件 夹 中 （ 如 果 文 件 夹 中 还 没 有 的 话 ）。
如 果 还 没 有 M s v c r t . d l l 文 件 ， 则 还 要 复 制 它 ， 因 为 M F C 使 用 C 运 行 时 库 的 共 享
版 。 库 文 件 同 旧 的 应 用 程 序 保 持 向 上 兼 容 ， 因 此 如 果 用 户 的 S y s t e m 文 件 夹 中 已
经 包 含 有 更 新 版 本 的 M F C 和 C 运 行 时 库 文 件 ，你 的 安 装 程 序 就 不 需 要 再 复 制 这
些 文 件 。

如 果 你 的 动 态 链 接 应 用 程 序 打 算 在 国 外 发 行 ，在 那 里 ，它 可 能 会 运 行 在 不 同 语 言
的 系 统 上 ， 那 么 你 需 要 考 虑 更 多 的 事 情 。 M F C 库 文 件 包 含 了 字 符 串 数 据 ， 例 如



程 序 能 访 问 的 对 话 框 文 本 和 帮 助 信 息 。你 必 须 保 证 应 用 程 序 不 会 访 问 和 显 示 以 用
户 母 语 以 外 的 语 言 写 的 库 文 件 字 符 串 。有 两 个 办 法 来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最 简 单 的 办
法 是 写 程 序 时 使 用 自 己 专 用 的 字 符 串 数 据 ， 而 不 访 问 由 库 文 件 提 供 的 文 本 （ 第 4
章 更 详 细 地 讨 论 了 这 个 问 题 ）。 然 后 ， 你 在 分 发 M fc n n .dl l 时 ， 就 可 以 不 用 考 虑 用
户 的 区 域 设 置 了 。

第 二 种 解 决 办 法 是 改 写 安 装 程 序 ，使 它 询 问 主 机 系 统 的 当 地 语 言 、 把 重 新 分 配 的
M fc n n x x x . d l l 文 件 复 制 到 S y s t e m 文 件 夹 中 ， 并 重 命 名 为 M fc n n loc .d l l（ 文 件 名 中
的 x x x 代 表 主 机 语 言 的 三 位 代 码 ， 例 如 d e u 代 表 德 语 而 f ra 代 表 标 准 的 法 语 ）。要
了 解 这 个 主 题 的 更 多 信 息 ， 参 见 在 线 帮 助 的 T e c h n i c a l  N o t e s  5 6 和 5 7， 你 可 以 通
过 M S D N 索 引 中 的 “ M F C  c o m p o n e n t s” 条 目 来 找 到 它 。

如 果 你 愿 意 把 应 用 程 序 静 态 链 接 到 M F C ， 选 择 标 题 为 “ A s  A  S t a t i c a l l y  L i n k e d
L i b r a r y（ 作 为 静 态 链 接 库 ）” 的 单 选 按 钮 。 静 态 链 接 意 味 着 ， 应 用 程 序 不 依 赖 于
M F C 库 文 件 的 存 在 ，尽 管 它 可 能 仍 需 要 M s v c r t . d l l 文 件 。 静 态 链 接 的 代 价 是 可 执
行 文 件 更 大 ， 而 且 ， 对 内 存 的 利 用 可 能 不 够 充 分 。 在 V i s u a l  C + + 的 学 习 版 中 ， 静
态 链 接 到 M F C 是 不 可 能 的 。

你 在 第 五 步 中 选 择 的 M F C 链 接 选 项 仅 仅 是 项 目 的 初 始 设 置 ， 你 可 以 在 开 发 过 程
中 的 任 何 时 候 选 择 一 个 不 同 的 选 项 。 在 生 成 项 目 之 前 ， 从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中
选 择 S e t t i n g s（ 设 置 ） 命 令 ， 并 在 对 话 框 的 G e n e r a l（ 常 规 ） 选 项 卡 中 选 择 静 态 或
动 态 链 接 。



步 骤 6： 类 和 文 件 名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的 第 六 步（ 也 是 最 后 一 步 ） 逐 条 列 举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将 为 项 目 创 建 的 类 。要 改 变 类 的 名 字 ，在 列 表 中 选 中 它 ，并 在 C l a s s
N a m e（ 类 名 ） 文 本 框 中 输 入 一 个 新 名 字 。 其 他 的 文 本 框 显 示 了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为 类 源 代 码 创 建 的 文 件 名 。 这 些 名 字 只 是 一 个 建 议 ， 你 可 以 为 列 表
中 除 应 用 程 序 类 (图 2 - 1 4 中 名 字 为 C D e m o A p p 的 类 )外 的 所 有 类 输 入 一 个 新 的 名
字 。 包 含 应 用 程 序 类 的 源 文 件 的 名 字 取 自 项 目 ， 因 此 不 能 被 改 变 。



图 2 - 1 4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第 六 步 中 指 定 类 名



单 击 Fin i sh （ 完 成 ） 按 钮 后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显 示 一 个 摘 要 表 ， 其
中 列 出 了 所 选 的 项 目 特 征 (图 2 - 1 5 )。 这 个 摘 要 是 你 取 消 项 目 的 最 后 机 会 。 单 击
O K （ 确 定 ） 会 使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在 摘 要 表 底 部 所 列 的 目 录 下 创 建
项 目 。



图 2 - 1 5   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中 选 择 的 项 目 特 征 列 表



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来 创 建 D L L 文 件

如 果 你 要 开 发 一 个 动 态 链 接 库 ， 而 不 是 一 个 普 通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 在 N e w
（ 新 建 ）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d l l ) 图 标 ( 参 见 图 2 - 3 ) 。 这 个 特 殊 的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仅 显 示 图 2 - 1 6 所 示 的 一 个 步 骤 ， 它 询 问 诸 如 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应 如 何 链 接 到 M F C 之 类 的 信 息 。



图 2 - 1 6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设 置 D L L 项 目



这 个 向 导 提 供 了 三 个 不 同 的 链 接 选 项 ，每 个 都 有 优 点 和 缺 点 。前 两 个 选 项 使 动 态
链 接 库 能 被 任 何 W i n 3 2 程 序 访 问 。 第 三 个 选 项 限 制 较 严 ， 因 为 它 创 建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只 能 用 在 使 用 M F C 的 应 用 程 序 和 其 他 库 文 件 上 。 下 面 描 述 了 各 个 链 接 选
项 ：

n  R e g u l a r  D L L  w i t h  M F C  s t a t i c a l l y  l i n k e d （ 具 有 静 态 链 接 M F C 的 常 规
D L L ）： 动 态 链 接 库 静 态 地 链 接 到 M F C ， 这 使 它 能 不 依 赖 于 M F C 库 文
件 的 存 在 ， 而 运 行 在 任 何 的 W i n 3 2 系 统 上 。

n  R e g u l a r  D L L  u s i n g  s h a r e d  M F C  D L L （ 使 用 共 享 M F C  D L L 的 常 规
D L L ）： 运 行 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需 要 访 问 正 确 版 本 的 M F C 库 文 件 。 这 样
就 减 小 了 最 终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大 小 ， 但 正 如 前 面 解 释 过 的 那 样 ， 这 可 能
需 要 在 你 的 产 品 中 附 带 M F C 库 文 件 。如 果 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是 设 计 用 在
动 态 链 接 到 同 一 版 本 的 M F C 的 应 用 程 序 上 时 ，你 尤 其 需 要 考 虑 这 个 选
项 ，因 为 这 样 一 个 M F C 的 实 例 就 可 以 既 用 作 调 用 的 应 用 程 序 ，又 作 为
你 的 库 文 件 。

n  M F C  E x t e n s i o n  D L L ( u s i n g  s h a r e d  M F C  D L L )（ M F C 扩 展 D L L（ 使 用 共
享 M F C  D L L ））：这 个 选 项 同 前 述 的 选 项 有 些 类 似 ，最 重 要 的 差 别 是 调
用 过 程 也 必 须 动 态 链 接 到 正 确 版 本 的 M F C 库 文 件 。 一 个 M F C
E x t e n s i o n  D L L 提 供 的 类 加 强 或 补 充 了 原 有 的 类 的 功 能 。 要 了 解 编 写
M F C  E x t e n s i o n  D L L 的 详 细 信 息 ，参 考 T e c h n i c a l  N o t e  3 3，M S D N 在 线



帮 助 中 的 “ D L L  V e r s i o n  o f  M F C ”。

如 果 你 想 把 动 态 链 接 库 用 在 诸 如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和 V i s u a l  B a s i c 之 类 的
A u t o m a t i o n 客 户 上 ， 选 中 A u t o m a t i o n 复 选 项 。 选 中 W i n d o w s  S o c k e t s （ W i n d o w s
套 接 字 ）复 选 项 来 添 加 对 在 I n t e r n e t 或 其 他 任 何 使 用 T C P / I P 协 议 的 网 络 系 统 上 进
行 通 信 的 支 持 。 选 择 W i n d o w s  S o c k e t s 支 持 会 使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增
加 一 个 对 M F C 的 A f x S o c k e t I n i t 函 数 的 调 用 ：

B O O L  C D e m o A p p : :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i f  ( ! A f x S o c k e t I n i t ( ) )

      {

          A f x M e s s a g e B o x ( I D P _ S O C K E T S _ I N I T _ F A I L E D ) ;

          r e t u r n  FA L S E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当 然 ， 你 必 须 自 己 写 实 际 的 通 信 代 码 。

管 理 模 块 状 态

为 保 持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简 易 特 性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为 库 文 件 项 目 生 成
的 代 码 比 起 它 为 普 通 的 应 用 程 序 所 写 的 源 代 码 来 更 简 洁 。 项 目 的 C P P 文 件 包 含
一 个 消 息 映 像 和 类 的 构 造 器 。文 件 还 包 括 一 个 注 释 块 ，它 解 释 库 文 件 中 输 出 函 数
可 能 需 要 调 用 M F C 的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宏 。 这 取 决 于 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是
静 态 还 是 动 态 链 接 到 M F C 库 。 静 态 链 接 到 M F C 库 不 需 要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宏 ， 但 是 ， 因 为 项 目 的 链 接 设 置 在 开 发 过 程 中 很 容 易 改
变 ， 在 开 始 的 时 候 ， 最 好 先 假 设 使 用 M F C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是 动 态 链 接 到 M F C 库
文 件 的 。 因 此 ， 调 用 M F C 的 输 出 函 数 ， 应 该 像 下 面 这 样 通 过 调 用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宏 来 开 始 ：

e x t e r n  “c ” _ d e c l s p e c (  d l l e x p o r t  )  v o i d  W I N A P I  E x p o r t e d F u n c t i o n ( )

{



      # i f d e f  _ A F X D L L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  A f x G e t S t a t i c M o d u l e S t a t e ( )  ) ;

      # e n d i f

       

}

在 每 个 线 程 的 局 部 存 储 器 的 内 部 ， M F C 维 持 了 一 个 指 向 被 称 为 “ 模 块 状 态 ” 的
结 构 的 指 针 ， 该 结 构 中 包 含 了 M F C 库 当 前 正 在 维 护 的 过 程 模 块 的 特 定 信 息 。 当
应 用 程 序 进 入 到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输 出 函 数 中 时 ， 模 块 状 态 属 于 调 用 它 的 应 用 程 序 ，
而 不 是 属 于 你 的 库 文 件 。 在 把 执 行 权 转 移 到 M F C 时 ， 输 出 函 数 应 首 先 把 指 针 改
变 为 指 向 D L L 自 己 的 模 块 状 态 。 这 就 是 使 用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宏 的 目 的 ，
它 临 时 把 模 块 状 态 指 针 指 向 当 前 的 模 块 （ 即 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 然 后 ， 当 输 出 函
数 完 成 ， 并 返 回 到 调 用 它 的 应 用 程 序 时 ， 这 个 宏 恢 复 原 来 的 指 针 。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宏 在 由 M F C 库 文 件 自 己 调 用 的 输 出 函 数 中 并 不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例 如 ， 在 消 息 映 像 中 列 出 的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和 句 柄 函 数 ， 这 是 因 为 M F C 在
调 用 函 数 之 前 已 经 正 确 设 置 好 了 模 块 状 态 。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宏 应 该 放 在 函 数 的 开 头 附 近 ， 甚 至 要 在 对 象 变 量 定 义 之
前 ， 因 为 它 们 的 构 造 器 本 身 可 能 就 包 括 对 M F C 库 文 件 的 调 用 。程 序 段 中 的 # i f d e f
条 件 块 保 证 编 译 器 只 为 动 态 链 接 到 M F C 的 库 文 件 包 含 宏 代 码 。 如 果 链 接 是 静 态

 &



的 ， V i s u a l  C + + 编 译 器 没 有 预 定 义 _ A F X D L L 常 量 。 要 更 详 细 地 了 解
A F X _ M A N A G E _ S T A T E 宏 ，请 参 考 T e c h n i c a l  N o t e  5 8，M S D N 在 线 帮 助 中 的“ M F C
M o d u l e  S t a t e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第 二 部 分   编   辑   器



第 3 章   文 本 编 辑 器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了 一 个 专 门 为 “ 代 码 剪 切 ” 而 设 计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 这 个 编 辑 器 与
各 种 环 境 工 具（ 诸 如 调 试 器 ）组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统 一 体 ，并 提 供 了 大 量 复 杂 的 特 征 ，
包 括 U n d o / R e d o（ 撤 销 /重 做 ）、 可 定 制 的 快 捷 键 命 令 和 对 W i n 3 2 和 M F C 参 考 的
快 速 访 问 。

作 为 一 个 程 序 员 ， 你 一 定 已 用 过 了 一 种 或 几 种 编 辑 器 。 本 章 将 介 绍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最 重 要 的 几 个 方 面 ，讲 述 一 些 有 用 的 和 隐 含 的 特 性 ，并 展 示 怎 样 有 效 地
使 用 编 辑 器 。即 使 你 仍 愿 使 用 现 有 的 编 辑 器 来 完 成 大 多 数 编 码 任 务 ，也 应 浏 览 一
下 本 章 ， 以 便 了 解 V i s u a l  C + +的 强 大 功 能 。 不 久 你 将 发 现 ， 如 果 只 想 修 改 编 译 器
错 误 ， 那 么 ， 在 编 辑 文 本 时 ， 将 文 本 保 持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中 将 是 很 方 便
的 。 在 本 章 的 最 后 ， 还 有 一 些 有 用 的 建 议 。

由 于 V i s u a l  C + +是 一 个 基 于 W i n d o w s 的 软 件 ， 它 将 其 文 本 文 件 以 A N S I 格 式 存
储 。 有 关 A N S I 标 准 和 A S C I I 及 A N S I 码 表 ， 请 参 考 附 录 A 。



启 动 文 本 编 辑 器

刚 进 入 V i s u a l  C + +时 ，看 不 到 文 本 编 辑 器 ，也 不 会 在 任 何 菜 单 下 看 到“ S t a r t  t h e  t e x t
e d i t o r（ 启 动 文 本 编 辑 器 ）”或“ e d i t o r（ 编 辑 器 ）” 之 类 的 选 项 。 在 V i s u a l  C + +  通
向 对 象 的 环 境 中 ， 只 需 给 出 文 件 类 型 ， 而 不 必 管 应 该 使 用 哪 一 个 工 具 。 在 这 个 环
境 中 ， 除 了 文 本 编 辑 器 ， 还 有 其 他 几 个 编 辑 器 。 只 需 指 出 想 创 建 或 修 改 的 是 一 个
文 本 文 件 ， 而 不 是 其 他 类 型（ 比 如 说 ， 图 表 文 件 ），V i s u a l  C + +将 会 根 据 文 件 类 型
自 动 启 动 相 应 的 编 辑 器 。

进 入 编 辑 器 后 ， 如 果 想 创 建 一 个 新 文 件 ， 请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 再 选 择 N e w
（ 新 建 ）。 在 如 图 3-1 所 示 的 N e w 对 话 框 中 ， V i s u a l  C + +按 字 母 顺 序 列 出 可 以 创
建 的 文 件 类 型 。



图 3 - 1   在 N e w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文 档 类 型



输 入 文 件 名 ， 然 后 在 列 表 中 选 定 其 类 型 ， 如 A c t i v e  S e r v e r  P a g e、 C / C + +  H e a d e r
Fi le、 C + + S o u r c e  F i l e 、 H T M L  P a g e 、 M a c r o  F i l e 、 S Q L  S c r i p t  F i l e 或 Text  F i l e 。 再
单 击 O K（ 确 定 ）就 会 发 现 ，文 本 编 辑 器 以 一 个 空 文 档 窗 口 的 形 式 出 现 在 屏 幕 上 。
此 时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都 基 本 不 变 ，但 会 有 一 声 短 促 的 喇 叭 声 。为 了 保 持 工 作 的 连 续
性 ， V i s u a l  C + + 采 用 通 用 的 外 观 和 动 作 ， 以 便 使 软 件 易 学 易 用 。 例 如 ， 如 果 新 文
档 满 屏 显 示 ， 那 么 ， 除 了 文 档 本 身 外 ， 只 有 很 少 的 几 条 可 视 线 索 能 表 明 此 时 是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 而 不 是 在 V i s u a l  C + +的 主 窗 口 中 。 其 中 之 一 是 在 菜 单 栏 的 左 边 缘
有 一 个 小 页 标 ； 另 一 个 是 在 主 窗 口 顶 部 标 题 栏 中 有 文 档 名 称 ，它 指 出 了 文 档 的 类
型 。 如 果 在 N e w（ 新 建 ） 对 话 框 中 没 有 给 出 文 档 名 称 ， 编 辑 器 将 自 动 给 此 新 文 档
赋 一 个 临 时 名 称 ， 像 Text1 或 C p p 1 ， 直 到  给 文 档 赋 了 新 名 称 为 止 。

在 本 章 后 面 会 看 到 ， V i s u a l  C + +的 菜 单 在 各 种 编 辑 器 中 是 通 用 的 。 虽 然 表 面 的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基 本 不 变 ， 但 在 内 部 会 有 一 些 变 化 。 例 如 ， 在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时 ， 许
多 在 主 窗 口 中 呈 灰 色 的 命 令 被 激 活 ，而 变 为 正 常 体 。对 不 同 的 编 辑 器 ，V i s u a l  C + +
会 自 动 激 活 相 应 的 命 令 。 例 如 ， 由 于 文 本 只 对 文 本 编 辑 器 有 效 ， 因 此 ， F i n d（ 查
找 ） 命 令 在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时 被 激 活 ， 而 呈 正 常 体 ， 而 在 使 用 图 形 编 辑 器 时 ， 则
因 未 被 激 活 ，而 呈 灰 色 。图 3 - 2 中 简 要 列 出 了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时 可 用 的 菜 单 命 令 。



图 3 - 2   文 本 编 辑 器 菜 单

除 了 上 图 中 所 列 的 命 令 外 ， 还 有 一 些 命 令 是 可 用 的 。 例 如 ， 如 果 在 编 辑 器 中 删 除
了 文 本 ， 却 又 想 恢 复 它 ，  可 使 用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下 的 U n d o（ 撤 销 ） 和 R e d o
（ 重 做 ） 命 令 ， U n d o（ 撤 销 ） 能 记 忆 最 近 一 次 删 除 操 作 。 如 果 要 恢 复 更 早 删 除



的 文 本 ， 连 续 单 击 U n d o（ 撤 销 ）， 或 重 复 按 C t r l + Z 直 到 恢 复 到 需 要 的 文 本 为 止 。
不 过 ， 有 时 会 多 击 一 次 ， 或 多 按 一 次 ， 从 而 多 恢 复 了 无 用 的 文 本 ， 这 时 候 ， 可 以
使 用 E d i t（ 编 辑 ） 下 的 R e d o（ 重 做 ） 命 令 来 取 消 最 近 一 次 U n d o （ 撤 销 ） 操 作 。

文 档

这 一 节 是 本 章 最 长 的 一 节 ， 讲 述 怎 样 创 建 、 打 开 、 浏 览 、 存 储 和 打 印 文 本 文 档 。
如 序 言 中 提 到 的 那 样 ， 如 果 已 使 用 过 基 于 W i n d o w s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或 字 处 理 器 ，
那 么 本 节 所 讲 的 一 些 知 识 只 是 对 已 有 知 识 的 复 习 。 但 是 ， 即 使 对 于 有 经 验 的
W i n d o w s 用 户 ， 在 它 们 了 解 了 V i s u a l  C + +的 细 节 后 ， 它 们 仍 能 在 浏 览 和 打 印 文 档
方 面 获 益 。

打 开 文 档

V i s u a l  C + + 文 本 编 辑 器 支 持 多 文 档 操 作 ，所 以 可 以 同 时 打 开 多 个 文 档 。再 使 用 N e w
（ 新 建 ）命 令 ，就 可 以 创 建 另 一 个 新 文 档 ，系 统 自 动 默 认 文 档 名 为 Text2 或 C p p 2。
如 果 是 满 屏 显 示 ，则 正 在 使 用 的 文 档 名 称 显 示 在 屏 幕 顶 端 标 题 栏 中 。可 以 通 过 按
C t r l + F 6 在 已 打 开 的 文 档 间 进 行 切 换 ，也 可 通 过 从 W i n d o w（ 窗 口 ） 菜 单 中 挑 选 所
需 的 文 件 的 名 称 来 实 现 切 换 。



同 一 个 文 档 只 能 创 建 一 次 。 当 将 一 个 新 文 档 存 到 盘 上 时 ， 从 那 一 刻 起 ， 它 将 成 为
一 个 文 件 ， 想 再 次 对 它 进 行 处 理 时 ， 就 必 须 打 开 它 ， 而 不 能 再 创 建 它 。 用 下 述 办

法 可 打 开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文 件 ：

n  单 击 标 准 工 具 栏 中 的 O p e n （ 打 开 ） 按 钮 。

n  按 C t r l + O。

n  选 择 Fi le 下 拉 菜 单 中 的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

n  选 择 Fi le 下 拉 菜 单 中 的 R e c e n t  F i l e（ 最 新 文 件 ） 命 令 ,再 选 择 所 需 文 件



的 名 称 。

前 三 种 办 法 都 会 出 现 O p e n（ 打 开 ） 对 话 框 ,在 对 话 框 中 ,可 以 通 过 浏 览 各 个 文 件 夹
来 寻 找 想 要 打 开 的 文 件 。 最 后 一 种 方 法 不 需 要 对 话 框 ,系 统 自 动 列 出 最 近 编 辑 过
的 文 件 列 表 ,称 做 M R U 列 表 ,从 这 个 列 表 中 ， 可 以 直 接 打 开 所 需 要 的 文 件 .

最 近 编 辑 的 文 件 列 表

在 默 认 情 况 下 ， M R U 列 表 包 含 最 近 编 辑 过 的 四 个 文 件 ， 这 四 个 文 件 并 不 只 是 文
本 编 辑 器 编 辑 过 的 ，也 包 含 其 他 任 意 一 种 编 辑 器 编 辑 过 的 文 件 。拉 下 Fi le（ 文 件 ）
下 拉 菜 单 ，将 鼠 标 光 标 放 在 R e c e n t  F i l e 命 令 行 上 ,就 可 显 示 M R U 列 表 。在 表 中 挑
选 文 件 名 ， 就 可 在 相 应 的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文 件 。 当 同 时 对 几 个 文 件 进 行 操 作 时 ， 使
用 M R U 列 表 是 很 方 便 的 。 然 而 ， 你 会 发 现 ， 即 使 对 于 一 个 很 小 的 软 件 项 目 ， 也
需 同 时 对 四 个 以 上 的 文 件 进 行 操 作 。 这 时 ， M R U 列 表 就 显 得 不 够 用 了 。 幸 运 的
是 ，V i s u a l  C + +允 许 扩 展 M R U 列 表 ，以 使 它 可 容 纳 更 多 的 文 件 名 。单 击 Tools（ 工
具 ） 菜 单 下 的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命 令 ， 然 后 按 左 、 右 箭 头 键 选 择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项 。 在 标 有 R e c e n t  F i l e  L i s t  C o n t a i n s（ 最 新 文 件 列 表 包 含 ） 的 文 本 框 中 输
入 新 值 即 可 (如 下 图 所 示 )。

W o r k s p a c e 选 项 还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影 响 M R U 列 表 外 观 的 选 项 。 如 果 希 望 M R U 列
表 直 接 出 现 在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中 ， 而 不 是 隐 藏 在 下 一 级 命 令 里 ，只 需 取 消 S h o w
R e c e n t l y  U s e d  I t e m s  O n  S u b m e n u s（ 在 子 菜 单 上 显 示 最 近 使 用 的 项 ） 选 项 即 可 。
不 过 ， 由 于 文 件 名 的 增 加 ，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会 显 得 很 拥 挤





O p e n （ 打 开 ） 对 话 框

如 果 所 需 的 文 件 不 在 M R U 列 表 中 ， 那 么 ， 必 须 使 用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 再 在
O p e n （ 打 开 ） 对 话 框 确 定 文 件 。 这 个 对 话 框 中 的 默 认 路 径 是 当 前 软 件 所 在 的 文
件 夹 ， 因 此 不 必 花 很 大 力 气 来 寻 找 文 件 。

在 选 择 要 打 开 的 文 件 时 ， 按 下 Ct r l 键 再 单 击 文 件 名 ， 就 可 以 同 时 打 开 一 组 文 件 ，
每 单 击 一 次 就 多 打 开 一 个 文 件 。 如 果 想 取 消 某 个 已 打 开 的 文 件 ， 只 需 再 次 按 下
C t r l， 同 时 单 击 该 文 件 名 即 可 。 选 定 文 件 后 ， 单 击 O p e n （ 打 开 ）， 就 可 将 所 有 选
中 的 文 件 分 别 打 开 成 不 同 的 文 档 。 如 果 想 打 开 的 文 件 在 其 目 录 下 是 连 续 排 列 的 ，
那 么 ， 有 一 种 更 快 的 方 法 来 选 中 它 们 。 可 先 单 击 选 中 第 一 个 文 件 ， 再 按 住 S h i f t
单 击 最 后 一 个 文 件 ， 这 样 ， 在 这 两 个 文 件 间 的 所 有 文 件 都 被 选 中 了 。 如 果 想 不 要
其 中 某 个 文 件 ， 只 需 按 住 C t r l 的 同 时 单 击 该 文 件 即 可 。

注 意 ： 在 O p e n （ 打 开 ） 对 话 框 中 列 出 的 文 件 并 不 是 该 文 件 夹 下 的 所 有 文 件 ， 这
是 由 于 F i l e s  O f  T y p e（ 文 件 类 型 ） 组 合 框 中 有 过 滤 设 置 。“ 过 滤 ” 是 指 只 选 择 一
组 相 关 的 文 件 。 例 如 ， 系 统 默 认 的 C + +  F i l e s 过 滤 器 将 使 O p e n（ 打 开 ） 对 话 框 中
只 包 含 以 C 、 C P P、 C X X 、 T L I、 H 、 T L H 、 I N L 和 R C 为 扩 展 名 的 文 件 。 如 要 列
出 其 他 类 型 的 文 件 ，如 以 H P P 或 T X T 为 扩 展 名 的 文 件 ，则 须 在 F i l e s  O f  T y p e（ 文
件 类 型 ） 框 中 选 择 相 应 的 过 滤 器 。

在 O p e n（ 打 开 ） 对 话 框 中 有 一 个 O p e n  A s  R e a d - O n l y（ 作 为 只 读 文 件 打 开 ）选 项 。



这 是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选 项 ， 一 旦 它 被 选 中 ， 将 不 能 对 打 开 的 文 件 作 任 何 改 变 ， 而 只
能 对 其 浏 览 、 打 印 ， 或 将 其 复 制 到 剪 贴 板 上 。 通 常 ， 只 需 使 用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下 的 S a v e  a s（ 另 存 为 ） 命 令 ， 将 此 只 读 文 档 以 一 个 新 名 称 保 存 ， 就 可 以 解 除 只
读 限 制 。 注 意 ， 此 时 原 文 件 只 读 属 性 并 未 改 变 ， 只 是 新 文 件 中 没 有 只 读 限 制 。
V i s u a l  C + +  6 . 0 还 提 供 了 一 种 设 置 ， 使 得 即 使 对 于 上 面 这 种 无 害 的 操 作 ， 系 统 也
不 允 许 进 行 。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下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对 话 框 中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兼
容 性 ） 选 项 卡 下 ， 有 一 个 P r o t e c t  R e a d - O n l y  F i l e s  F r o m  E d i t i n g（ 阻 止 编 辑 只 读 文
件 ） 选 项 ， 当 它 被 选 中 后 ， 只 读 文 件 将 不 能 以 新 名 称 另 存 。

查 看 文 档

尽 管 文 本 编 辑 器 尽 可 能 有 效 地 使 用 屏 幕 空 间 ，但 当 有 好 几 个 窗 口 同 时 显 示 时 ，空
间 常 常 显 得 很 紧 张 。为 了 使 可 用 空 间 尽 可 能 大 ，选 择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下 的 Fu l l
S c r e e n  （ 全 屏 ） 命 令 （ 如 图 3 - 3）， 或 者 按 C t r l + V， 就 可 使 标 题 栏 、 菜 单 、 工 具
栏 都 消 失 ， 以 便 最 大 限 度 地 腾 出 空 间 。 如 果 要 返 回 正 常 显 示 ， 只 需 按 E s c ， 或 单
击 浮 动 的 F u l l  S c r e e n（ 全 屏 ） 工 具 栏 即 可 。 在 满 屏 状 态 下 ， 由 于 菜 单 栏 消 失 ， 不
能 再 用 鼠 标 来 单 击 下 拉 菜 单 。 如 果 要 使 用 下 拉 菜 单 ， 可 先 按 A lt， 再 按 所 需 菜 单
的 首 字 母 即 可 。 例 如 ， 先 按 A lt， 再 按 F ， 就 可 激 活 Fi le （ 文 件 ） 菜 单 ， 再 按 左 、
右 箭 头 键 ， 可 激 活 相 邻 的 菜 单 （ 在 这 里 ， 按 A lt 起 激 活 菜 单 栏 的 作 用 ， 因 此 两 个
键 不 必 同 时 按 下 ）。



如 果 F u l l  S c r e e n（ 全 屏 ）工 具 栏 令 你 感 到 眼 花 缭 乱 ，单 击 此 工 具 栏 上 的 关 闭 按 钮 ，
就 可 移 走 它 。 不 过 这 样 的 话 ， 将 只 能 通 过 按 E s c 键 来 返 回 正 常 显 示 。 如 要 恢 复 该
工 具 栏 ， 按 A l t + T 显 示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 再 单 击 C u s t m i z e（ 自 定 义 ） 命 令 ，
在 C u s t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内 的 T o o l b a r（ 工 具 栏 ） 选 项 卡 下 选 中 工 具 栏 列 表
中 的 F u l l  S c r e e n（ 全 屏 ）。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 也 可 以 在 满 屏 状 态 下 显 示 其 他 工 具 栏
或 菜 单 栏 。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提 供 了 一 个 文 档 列 表 ， 其 中 包 含 所 有 的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打 开 的 文 件 。例如，图 3-3 中 的 文 档 表 就 包 含 了 一 个 文 本 文 件 T e s t . C P P 和 一 个 图
表 编 辑 器 下 的 图 片 文 件 D i m o . b m p。 可 以 通 过 拉 下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 再 单
击 想 处 理 的 文 档 名 ，来 实 现 各 个 文 档 间 的 切 换 。如 果 想 同 时 将 所 有 的 文 档 都 显 示
在 屏 幕 上 ，可 选 择 C a s c a d e（ 层 叠 ）、T i l e  H o r i z o n t a l l y（ 水 平 平 铺 ）或 Tile  Ver t ica l ly
（ 垂 直 平 铺 ） 命 令 （ 如 图 3 - 3）。



图 3 - 3   V i e w （ 查 看 ） 和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文 档 窗 口 允 许 多 窗 格 显 示 ，可 以 将 同 一 文 档 的 一 个 、 两 个 或 四 个 不
同 部 分 同 时 显 示 在 窗 口 上 。 图 3 - 4 就 是 同 一 文 档 的 四 窗 格 显 示 的 例 子 。

图 3 - 4   典 型 的 文 档 窗 口 分 为 四 个 窗 格

由 于 V i s u a l  C + +使 用 M F C 的 C S p l i t t e r W n d 类 创 建 每 一 个 文 本 窗 口 ， 所 以 ， 当 创
建 或 打 开 一 个 文 档 时 ， 多 窗 格 功 能 自 动 生 效 。 窗 格 分 隔 条 最 初 显 示 为 两 个 按 钮 ，
一 个 位 于 垂 直 滚 动 条 的 顶 端 ，另 一 个 位 于 水 平 滚 动 条 的 最 左 端 。要 想 设 定 某 个 窗
格 分 隔 条 的 位 置 ，只 需 拖 动 该 窗 格 分 隔 条 到 所 需 位 置 再 释 放 即 可 。 也 可 以 通 过 选
择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下 的 Sp l i t（ 分 隔 ） 命 令 ， 来 一 次 设 定 两 个 窗 格 分 隔 条 的
位 置 。 Sp l i t（ 分 隔 ） 命 令 设 定 了 两 个 窗 格 分 隔 条 所 决 定 的 分 割 线 在 编 辑 窗 口 中 交



点 的 位 置 ， 移 动 鼠 标 ， 将 此 交 点 移 到 所 需 位 置 上 ， 再 单 击 ， 即 可 将 两 个 窗 格 分 隔
条 同 时 设 定 。

由 于 各 窗 格 没 有 自 己 的 滚 动 条 ，因 此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是 将 显 示 窗 口 划 分 为 一 上 一
下 两 个 窗 格 。 要 想 做 此 划 分 ， 只 需 要 将 垂 直 分 隔 条（ 即 位 于 水 平 滚 动 条 上 的 分 隔
条 ） 移 到 最 左 端 或 最 右 端 ， 直 到 其 消 失 为 止 。 通 过 单 击 窗 格 或 按 F 6， 可 从 一 个
窗 格 切 换 到 另 一 窗 格 。

上 面 的 两 窗 格 显 示 对 于 上 下 划 分 的 文 档 非 常 方 便 ， 但 由 于 各 窗 格 不 能 独 立 滚 动 ，
因 此 对 于 左 右 划 分 的 文 档 就 不 大 有 效 了 。 幸 运 的 是 ，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提 供
了 另 一 个 命 令 ， 它 可 以 垂 直 视 图 的 方 式 显 示 将 一 个 文 档 分 成 两 个 或 多 个 窗 格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只 打 开 一 个 文 档 的 情 况 下 ， 单 击 N e w  W i n d o w （ 新 窗 口 ） 命 令 ， 就 会
打 开 另 一 个 包 含 同 一 文 档 的 显 示 窗 口 。这 并 不 是 重 新 打 开 文 件 ，而 不 过 是 在 编 辑
器 的 工 作 空 间 中 提 供 了 原 文 档 的 第 二 个 视 图 。这 两 个 视 图 各 有 其 滚 动 条 及 闪 烁 光
标 ， 所 以 可 以 同 时 浏 览 文 档 的 不 同 部 分 。 此 时 ， 再 单 击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下
的 Tile  Ver t ica l ly（ 垂 直 平 铺 ） 命 令 ， 就 可 使 两 个 浏 览 器 实 现 左 右 显 示 。 通 过 单 击
某 个 窗 口 ， 或 按 F 6 键 ， 可 实 现 视 图 之 间 的 切 换 。

 也 可 以 通 过 N e w  W i n d o w （ 新 窗 口 ） 命 令 再 增 加 视 图 。 不 过 ， 尽 管 各 视 图 之 间
相 互 独 立 ， 但 它 们 都 只 能 显 示 同 一 文 档 的 内 容 ， 因 此 ， 在 一 个 视 图 中 对 文 档 做 的
任 何 修 改 ， 都 会 立 即 显 示 在 其 他 视 图 中 。



保 存 文 档

当 开 始 在 一 个 文 档 窗 口 中 输 入 文 本 时 ，一个“ *”符 号 会 显 示 在 标 题 栏 和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下 已 打 开 文 档 表 中 的 文 档 名 后 。 这 表 明 此 时 该 文 档 已 被 改 变 ， 它 和
原 文 件 已 不 相 同 。与 文 字 处 理 器 不 同 的 是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不 能 自 动 存 盘 ，
因 此 ， 在 输 入 源 代 码 时 ， 一 定 要 养 成 定 时 存 盘 的 习 惯 。 存 盘 可 用 以 下 方 法 ：

n  单 击 标 准 工 具 栏 上 的 S a v e 按 钮 。

n  按 C t r l + S。

n  选 择 Fi le （ 文 件 ） 菜 单 下 的 S a v e（ 保 存 ） 命 令 。



保 存 文 件 时 ， 文 件 名 后 的 “ *” 符 号 将 消 失 。 当 再 次 改 变 文 本 时 ， 它 又 将 出 现 。
当 “ *” 符 号 存 在 时 ， 编 辑 器 会 提 示 先 存 盘 。

定 时 存 盘 主 要 是 针 对 长 时 间 编 辑 一 个 文 档 的 场 合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在 处 理 文 档
时 ， 偶 尔 问 一 下 自 己 ，“ 如 果 突 然 停 电 ， 我 会 不 会 因 没 存 盘 而 很 后 悔 ？ ”。 如 果 答
案 是 肯 定 的 ， 就 请 按 C t r l + S。 如 果 只 是 对 源 文 件 作 一 些 小 改 动 ， 再 重 新 编 译 它 ，
那 么 存 盘 就 不 那 么 重 要 了 ， 因 为 在 重 新 编 译 之 前 ， 系 统 会 自 动 保 存 文 档 。

第 一 次 保 存 一 个 未 命 名 的 文 档 时 ， 会 出 现 S a v e  a s（ 另 存 为 ） 对 话 框 ， 在 这 个 对
话 框 里 ， 你 可 给 出 文 件 名 及 其 扩 展 名 。 请 将 扩 展 名 定 为 C P P 或 C ， 因 为 文 本 编
辑 器 只 能 通 过 扩 展 名 判 断 文 件 内 容 ， 再 依 内 容 将 其 按 C + + 或 C 程 序 编 译 。 如 果
不 给 出 扩 展 名 ， V i s u a l  C + +将 自 动 设 一 个 与 在 N e w （ 新 建 ） 对 话 框 （ 图 3 - 1） 中
选 择 的 文 件 类 型 相 近 的 扩 展 名 。 例 如 ， 如 果 从 此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C + +  S o u r c e  F i l e
（ C + + 源 文 件 ）， 则 新 文 件 名 的 扩 展 名 将 为 C P P 。

许 多 程 序 员 常 将 C + + 头 文 件 的 后 缀 名 置 为 H P P，在 使 用 V i s u a l  C + +时 ，这 会 带 来
一 点 小 麻 烦 。 当 选 择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时 ， 对 话 框 中 通 常 只 显 示 以 C、 C P P 、
C X X 、T L I、H 、T L H 、 I N L、R C 等 为 扩 展 名 的 文 件 。要 想 打 开 一 个 扩 展 名 为 H P P
的 文 件 ， 必 须 将 对 话 框 下 部 的 文 件 类 型 改 为 C + +  I n c l u d e  F i l e（ C + + 包 括 文 件 ） 或
A ll  F i l es（ 所 有 文 件 ）。 除 此 之 外 ， 使 用 H P P 作 为 头 文 件 的 扩 展 名 再 不 会 有 别 的
麻 烦 。实 际 上 ，对 于 头 文 件 可 以 使 用 任 何 扩 展 名 ，因 为 在 创 建 项 目 时 ，V i s u a l  C + +
只 根 据“ # i n c l u d e” 语 句 来 搜 索 源 文 件 。 无 论 扩 展 名 是 什 么 ， 只 要 被 # i n c l u d e 语 句



包 含 ， 它 就 会 自 动 加 入 到 项 目 中 ， 并 显 示 在 W o r k s p a c e （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中 的
F i l e V i e w （ 文 件 视 图 ） 选 项 卡 下 的 头 文 件 表 中 。

当 保 存 一 个 新 文 档 ， 并 给 定 其 文 件 名 时 ， 这 个 文 件 名 就 代 替 系 统 默 认 的 文 件 名 ，
并 显 示 在 标 题 栏 和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下 。 从 此 ， 当 再 保 存 此 文 件 时 ， 系 统 将
自 动 覆 盖 前 一 个 版 本 ， 并 不 再 显 示 S a v e  a s（ 另 存 为 ） 对 话 框 。 而 且 ， 系 统 也 不
会 以 任 何 形 式 保 存 前 一 个 版 本 。 因 此 ， 一 旦 保 存 了 一 个 文 档 ， 则 它 从 前 的 版 本 将
不 复 存 在 。 如 果 源 文 件 需 要 多 个 版 本 ， 则 必 须 通 过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下 的 S a v e  a s
（ 另 存 为 ） 命 令 来 给 不 同 版 本 赋 予 不 同 名 称 。

打 印 文 档

要 打 印 一 个 正 在 编 辑 的 文 档 ， 只 需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下 的 P r i n t（ 打 印 ）命 令 ，
或 按 C t r l + P， 来 打 开 P r i n t（ 打 印 ） 对 话 框 。 如 果 只 想 打 印 该 文 档 中 的 一 部 分 ， 先
选 择 要 打 印 的 部 分 ， 再 启 用 P r i n t（ 打 印 ） 对 话 框 中 的 S e l e c t i o n（ 选 择 ） 单 选 按 钮
（ 如 图 3 - 5）。



图 3 - 5   P r i n t（ 打 印 ） 对 话 框

S e l e c t i o n（ 选 择 ） 单 选 按 钮 设 定 系 统 只 打 印 用 户 选 中 的 部 分 。 如 要 取 消 它 ,只 需 单
击 图 中 的 Al l (所 有 )单 选 按 钮 即 可 。

上 图 所 示 的 对 话 框 也 给 出 了 W i n d o w s 将 使 用 的 打 印 机 。 如 要 选 择 其 他 打 印 机 ，
单 击 P r i n t e r（ 打 印 机 ） 下 拉 框 ， 并 从 其 列 表 中 选 择 打 印 机 类 型 。 再 单 击 O K （ 确
定 ） 就 可 开 始 打 印 。 使 用 后 台 打 印 时 ， 系 统 会 立 即 返 回 文 本 编 辑 器 ， 使 你 可 以 继
续 工 作 。 尽 管 控 制 打 印 过 程 时 需 要 浏 览 P r i n t 文 件 夹 ， 但 还 是 可 以 迅 速 打 印 数 个
文 档 。单 击 任 务 栏 中 的 S t a r t（ 启 动 ）按 钮 ，再 选 择 S e t t i n g（ 设 置 ），然 后 单 击 Pr in t e r s
（ 打 印 机 ）， 选 定 打 印 机 后 再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下 的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 就
可 看 到 当 前 正 在 打 印 的 文 件 列 表 。



当 使 用 后 台 打 印 时 ， 取 消 某 个 打 印 任 务 会 稍 微 麻 烦 一 些 。 一 旦 后 台 打 印 开 始 进
行 ， C a n c e l（ 取 消 ） 按 钮 将 从 屏 幕 上 消 失 ， 因 此 ， 只 能 通 过 P r i n t e r 文 件 夹 来 取 消
打 印 任 务 。 另 外 ， 如 果 后 台 打 印 不 能 用 ， 那 么 ， 文 本 编 辑 器 只 能 等 待 打 印 完 成 后
才 能 被 用 户 使 用 。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为 其 打 印 的 文 本 提 供 了 有 限 格 式 ， 可 以 设 置 页 边 距 ， 并 指
定 每 页 的 页 眉 和 页 脚 。 从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下 选 择 P a g e  S e t u p（ 页 面 设 置 ） 命 令 ，
在 P a g e  S e t u p（ 页 面 设 置 ） 对 话 框 下 将 所 要 的 页 眉 和 页 脚 文 本 分 别 输 入 到 对 应 的
文 本 框 中 。 可 使 用 表 3 - 1 中 的 代 码 在 页 眉 和 页 脚 文 本 中 加 入 某 些 实 时 信 息 。



表 3 - 1   在 页 眉 和 页 脚 中 添 加 信 息 的 打 印 代 码

代 码 意 义

& F 文 件 名 称

& P 当 前 页 数

& T 系 统 时 间

& D 系 统 日 期

& L 页 眉 和 页 脚 与 文 本 左 边 缘 对 齐

& C 页 眉 和 页 脚 与 文 本 中 心 对 齐

& R 页 眉 和 页 脚 与 文 本 右 边 缘 对 齐

这 些 代 码 并 不 需 要 去 记 ， 只 需 单 击 P a g e  S e t u p（ 页 面 设 置 ） 对 话 框 中 文 本 框 旁 边
的 箭 头 ， 即 可 显 示 格 式 选 项 列 表 。 单 击 其 中 某 选 项 ， 就 可 将 它 插 入 到 页 眉 或 页 脚
中 。 打 印 代 码 就 在 此 列 表 的 最 上 端 或 最 下 端 。



可 将 打 印 代 码 与 正 常 文 本 以 任 意 方 式 组 合 。例 如 ，一 个 指 明 文 件 名 称 和 打 印 日 期
的 页 眉 可 做 如 下 安 排 ：

& R F i l e :   & F ;   D a t e :   & D p a g e  & p

这 里 ，& R 代 码 使 得 页 眉 与 右 边 缘 对 齐 ，这 和 字 处 理 器 中 的 右 对 齐 是 一 样 的 。 & P
代 码 打 印 页 数 ， 从 “ 1” 开 始 。 这 里 的 页 数 与 打 印 作 业 相 关 ， 而 不 是 与 原 文 档 相
关 。 也 就 是 说 ， 如 果 选 择 文 档 的 中 间 部 分 打 印 ， & p 代 码 仍 将 被 打 印 的 第 一 页 的
页 数 定 为 “ 1”。 V i s u a l  C + + 中 没 有 代 码 可 显 示 总 页 数 ， 也 就 是 说 ， 不 可 能 以 类 似
于“ P a g e  1  o f  2 0” 的 形 式 来 显 示 页 数 。 另 外 ， 由 于 页 眉 和 页 脚 中 的 打 印 代 码 在 整
个 打 印 过 程 中 都 起 作 用 ， 因 此 ， 不 存 在 那 种 可 交 替 使 用 左 对 齐 与 右 对 齐 ， 以 便 设
定 奇 数 页 为 “ & R "， 而 偶 数 页 为 “ & L "  的 选 项 。

页 眉 和 页 脚 中 每 行 不 能 超 过 4 0 个 字 符 。 每 个 打 印 代 码 算 两 个 字 符 。 T a b 键 不 允
许 使 用 。

浏 览 文 档

当 然 ， 通 过 按 上 下 左 、 右 箭 头 键 或 拉 动 滚 动 条 ， 可 以 浏 览 文 档 。 可 是 ， 在 下 面 将
可 以 看 到 ， 通 过 一 些 其 他 办 法 可 更 方 便 、 更 有 效 地 浏 览 文 档 。 在 此 之 前 ， 先 让 我
们 统 一 一 些 术 语 。 在 D O S 模 式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很 熟 悉 的 光 标 ， 在 W i n d o w s 中 有 不



同 的 名 称 。W i n d o w s 把 闪 烁 光 标 称 为 提 示 符 ，因 为 它 的 功 能 与 用 来 表 示 可 输 入 新
文 本 的  ^  符 号 相 似 。 光 标 一 词 在 W i n d o w s 中 仍 被 保 留 ， 它 被 用 来 指 代 表 示 鼠 标
位 置 的 箭 头 （ 或 其 他 标 志 ）。 V i s u a l  C + +的 在 线 帮 助 称 插 入 符 为 “ 插 入 点 ”， 作 为
一 个 W i n d o w s 程 序 员 ， 应 该 知 道 光 标 与 提 示 符 之 间 的 区 别 。 这 样 ， 当 进 入 A P I
函 数 （ 例 如 S h o w C a r e t 和 S e t C a r e t P o s） 时 ， 就 不 会 感 到 迷 惑 了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移 动 提 示 符 的 快 捷 键 ， 对 于 任 何 一 个 使 用 过 W i n d o w s 字 处 理 器
的 用 户 来 说 ， 都 是 很 熟 悉 的 。 表 3 - 2 列 出 了 主 要 的 提 示 符 移 动 快 捷 键 。



表 3 - 2   文 本 编 辑 器 插 入 符 移 动 键

敲 键 插 入 符 移 动

左 箭 头 ， 右 箭 头 向 前 或 向 后 移 动 一 个 字 符 。 如 果 提 示 符 在 最 左
端 ， 则 左 移 将 移 到 前 一 行 的 末 尾 ； 如 果 提 示 符 在
右 端 ， 则 右 移 将 移 到 下 一 行 的 开 头

上 箭 头 ， 下 箭 头 向 上 或 向 下 一 行 。 如 果 目 标 行 比 当 前 行 短 ， 则 移
动 后 提 示 符 的 位 置 取 决 于 提 示 符 现 在 的 具 体 位 置

Ctr l+ 左 箭 头 ， C t r l +
右 箭 头

向 前 或 向 后 移 动 一 个 单 词 。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将
很 多 标 点 符 号 按 独 立 单 词 对 待 。 例 如 ， 必 须 按 7
次 Ctr l+ 右 箭 头 ， 才 能 移 过 “ C A N ' T / W O N ' T ”

H o m e， E n d 移 到 一 行 的 开 头 或 末 尾

C t r l + H o m e ，
C t r l + E n d

移 到 文 档 的 开 头 或 末 尾



                                                       续 表

P a g e  U p，P a g e  D o w n 按 照 窗 口 中 显 示 的 行 数 来 上 下 滚 动 文 档 。 这 里 ，
编 辑 器 将 重 叠 滚 动 一 行 ， 也 就 是 说 ， 当 按 下
P a g e D o w n 键 时 ， 当 前 屏 幕 最 底 部 的 一 行 将 变 成
下 一 屏 的 最 顶 行 。 这 个 滚 动 间 距 是 不 能 改 变 的

在 空 白 区 内 移 动

当 把 插 入 符 移 到 一 行 的 末 尾 时 ， 文 本 编 辑 器 下 面 再 怎 样 动 作 没 有 一 个 统 一 的 规
则 。 有 些 编 辑 器 将 不 进 行 任 何 操 作 。 另 有 一 些 编 辑 器 将 文 本 看 作 连 续 的 流 ， 当 在
行 尾 按 右 箭 头 键 时 ， 插 入 符 会 移 到 下 一 行 的 开 头 。 如 果 长 时 间 右 箭 头 键 不 放 ， 甚
至 可 将 插 入 符 一 直 移 到 文 档 末 尾 。还 有 一 些 编 辑 器 允 许 插 入 符 继 续 向 右 进 入 空 白
区 。 这 种 方 式 的 好 处 是 ， 它 使 屏 幕 就 像 一 页 纸 ， 你 可 以 任 意 移 动 插 入 符 ， 并 可 在
任 何 地 方 输 入 。 但 同 时 它 也 有 一 些 缺 点 。

想 一 想 ， 当 插 入 符 位 于 下 例 中 第 一 行 的 末 尾 时 ， 想 将 它 移 到 下 一 行 ， 会 出 现 什 么
情 况 ：

b  =  S e n d M e s s g a e (  h w n d， M Y _ M E S S A G E ， w P a r a m ， 1 P a r a m ) ;

b  * = 2 ;



如 果 没 有 空 白 区 ， 按 右 箭 头 键 就 可 很 快 移 到 第 二 行 开 头 ， 按 向 下 箭 头 键 ， 可 移 到
第 二 行 的 结 尾 。 而 对 于 有 空 白 区 的 编 辑 器 ， 则 需 要 按 两 次 键 。 必 须 先 按 向 下 箭 头
键 ， 再 按 E n d 或 H o m e 键 。 然 而 ， 在 另 一 方 面 ， 有 空 白 区 的 编 辑 器 又 可 以 很 方 便
地 给 第 二 行 加 一 个 注 释 。 只 需 把 插 入 符 向 下 移 动 到 空 白 区 即 可 ：

b  = S e n d M e s s a g e  ( h w n d ,  M Y _ M E S S A G E ,  W P a r a m ,  1 P a r a m ) ;

b * = 2 ;           / /  D o u b l e  i t

顺 便 说 一 下 ， V i s u a l  C + +之 外 的 编 辑 器 大 都 将 文 档 看 作 文 本 流 。 这 样 ， 在 文 档 中
就 不 能 留 有 间 隙 。 在 原 文 档 与 在 空 白 区 加 入 的 文 档 之 间 的 间 隙 中 ，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用 尽 可 能 多 的 T A B 键 和 空 格 键 填 充 。

上 面 两 种 体 系 都 有 其 麻 烦 之 处 。 为 了 使 操 作 方 便 ，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将 选 择
权 交 给 了 你 ， 可 按 以 下 步 骤 将 空 白 区 设 置 改 为 自 己 所 喜 好 的 类 型 ：

1 . 选 Too l s（ 工 具 ） 菜 单 下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命 令 。

2 . 单 击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兼 容 性 ） 选 项 卡 。

3 . 设 置 或 清 除 E n a b l e  V i r t u a l  S p a c e（ 启 用 空 白 区 ） 文 本 框 中 的 值 。



括 号 匹 配

V i s u a l  C + + 文 本 编 辑 器 可 识 别 包 围 C / C + + 源 代 码 块 的 括 号 对 ，这 样 ，只 按 一 次 键 ，
就 可 将 插 入 符 由 一 个 括 号 处 移 到 与 此 括 号 相 对 应 的 括 号 处 。编 辑 器 可 区 别 三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括 号 ： 小 括 号 （ ）， 大 括 号 { } ， 方 括 号 [ ]。

括 号 通 常 成 对 使 用 ， 用 于 源 代 码 块 的 两 端 。 每 一 对 括 号 建 立 一 个 层 次 ， 并 可 能 包
含 若 干 个 次 级 层 。 下 例 就 是 一 个 用 大 括 号 来 分 层 次 的 典 型 例 子 ：

i f  ( m s g = W M _ U S E R )

{                                     / / B e g i n  l eve l  A

   f o r ( i = 0 ; i < 5 ; i + + )

   {                                  / / B e g i n  l eve l  B

.

.

.

   }                                  / / E n d  l eve l  B



}                                     / / E n d  l eve l  A

当 光 标 在 任 何 一 个 括 号 旁 边 时 ， 按 C t r l + ]可 将 插 入 符 移 到 与 之 对 应 的 另 一 个 括 号
处 。 按 S h i f t + C t r l + ]可 选 定 两 括 号 间 所 有 文 本 。

C 和 C + +中 的 小 括 号 用 来 含 纳 不 同 的 代 码 元 素 。然 而 ，被 小 括 号 定 义 的 层 次 不 依
赖 于 语 句 类 型 ， 而 依 赖 于 这 些 层 次 在 文 档 中 的 角 色 。 下 面 这 个 例 子 就 举 出 了 A 、
B 、 C 三 个 层 次 的 例 子 ：

这 里 ， 最 里 面 的 两 对 括 号 层 次 相 同 ， 都 是 C 层 ， 并 且 都 包 含 在 A 层 与 B 层 内 。
当 插 入 符 位 于 第 一 个 括 号 旁 时 ， 由 于 它 代 表 A 层 的 开 始 ， 因 此 ， 按 C t r l + ]， 可 将
插 入 符 移 到 代 表 A 层 结 尾 的 最 后 一 个 括 号 处 。

编 辑 器 通 过 使 用 一 个 小 程 序 计 算 源 代 码 中 括 号 的 个 数 ，从 而 确 定 每 个 括 号 属 于 那
一 层 。 任 何 一 个 完 整 层 次 中 左 右 括 号 个 数 必 须 相 等 ， 否 则 就 说 明 有 错 误 。 在 把 插
入 符 从 第 一 个 括 号 处 移 到 A 层 末 尾 的 过 程 中 ， 编 辑 器 向 前 搜 索 匹 配 括 号 ， 并 启
动 记 数 器 。 每 发 现 一 个 左 括 号 计 数 器 加 一 ， 每 发 现 一 个 右 括 号 计 数 器 减 一 ， 直 到



编 辑 器 发 现 层 尾 的 括 号 时 计 数 器 又 变 为 0，于 是 ，编 辑 器 移 动 插 入 符 到 此 括 号 处 。

编 辑 器 也 把 #if， # i f d e f， # e l s e， #el i f 和 # e n d i f 这 些 条 件 编 辑 指 令 按 括 号 对 待 ， 不
过 ， 相 应 的 操 作 键 是 不 同 的 。 当 插 入 符 位 于 某 个 条 件 指 令 旁 边 时 ， 按 C t r l + J 可 将
它 移 到 下 一 个 指 令 旁 。 如 果 同 时 按 下 S h i f t 键 ， 则 会 在 移 动 的 同 时 选 中 这 一 区 间
的 文 本 。

书 签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书 签 可 以 记 忆 一 个 位 置 ， 这 样 ， 无 论 在 文 档 的 任 何 位 置 ， 都 可 以 迅
速 返 回 书 签 所 在 位 置 。 如 果 以 前 是 利 用 G o  T o 命 令 来 跳 到 想 浏 览 的 位 置 ， 那 么 ，
现 在 一 定 会 发 现 书 签 的 好 处 。 G o  T o 命 令 是 以 行 数 为 目 标 的 ， 若 在 文 档 的 某 些 地
方 增 加 或 删 减 了 若 干 行 ， 则 其 后 的 每 一 行 都 将 向 后 或 向 前 偏 离 其 原 始 位 置 。 因
此 ， 当 有 行 加 入 或 删 除 时 ， G o T o 命 令 不 能 准 确 到 达 想 去 的 位 置 。 而 书 签 就 方 便
多 了 ，你 不 必 去 记 行 数 ，书 签 会 自 动 保 留 在 所 在 行 ，并 随 文 档 的 增 减 而 改 变 位 置 。
V i s u a l  C + + 文 本 编 辑 器 提 供 了 两 种 类 型 的 书 签 ： 有 名 书 签 和 无 名 书 签 。

有 名 书 签

一 个 命 名 的 书 签 将 会 长 久 留 在 文 档 中 ，直 到 删 掉 它 为 止 。 它 在 文 本 中 标 志 了 一 个
精 确 的 位 置 。 实 际 上 ， 当 一 个 有 书 签 的 文 档 没 有 打 开 时 ， 也 可 以 从 另 一 个 已 打 开
的 文 档 中 直 接 跳 到 该 文 档 中 。 这 里 ， 编 辑 器 自 动 打 开 该 文 档 ， 并 将 插 入 符 置 于 书



签 所 在 的 位 置 。

要 创 建 一 个 有 名 书 签 ， 先 将 插 入 符 置 于 所 想 标 志 的 位 置 ， 再 单 击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下 的 B o o k m a r k s（ 书 签 ） 命 令 ， 此 时 就 会 看 到 B o o k m a r k （ 书 签 ） 对 话 框 。 输
入 给 此 书 签 所 起 的 名 字 ，再 单 击 A d d（ 添 加 ）按 钮 ，就 可 将 此 书 签 加 入 到 列 表 中 。
当 关 闭 对 话 框 后 ， 此 新 书 签 就 开 始 起 作 用 了 。 有 两 种 方 式 可 返 回 书 签 处 ： 直 接 方
式 和 间 接 方 式 。 如 果 文 档 中 的 书 签 不 很 多 时 ， 用 间 接 方 式 是 最 方 便 的 。 只 需 按
F 2 就 可 跳 到 下 一 个 书 签 处 ， 按 S h i f t + F 2 可 跳 到 前 一 个 书 签 处 。 单 击 E d i t（ 编 辑 ）
工

具 栏 中 的 N e x t  B o o k m a r k （ 下 一 个 书 签 ） 按 钮 ， 也 会 得 到 同 样 的 结 果 ， 如 下 图 所
示 ：



通 过 直 接 方 式 移 动 插 入 符 到 书 签 处 ， 需 要 再 次 访 问 B o o d m a r k （ 书 签 ） 对 话 框 。
双 击 书 签 名 ， 或 选 择 目 标 书 签 ，再 单 击 G o T o（ 转 到 ）按 钮 即 可 。 也 可 以 通 过 E d i t
（ 编 辑 ） 菜 单 下 的 G o T o （ 转 到 ） 命 令 来 跳 到 某 个 有 名 书 签 处 。

具 体 来 说 ， 有 名 书 签 是 一 个 3 2 位 量 ， 用 以 记 录 文 本 中 一 个 特 定 位 置 。 当 在 书 签
前 的 文 本 中 添 加 或 删 除 一 个 字 节 时 ， 这 个 量 会 相 应 增 加 或 减 小 。 这 样 ， 书 签 就 会
继 续 指 向 其 目 标 ， 文 本 怎 样 变 更 都 不 会 影 响 它 。 与 字 处 理 器 不 同 的 是 ， 关 闭 文 档
后 ， V i s u a l  C + + 编 辑 器 不 将 有 名 书 签 保 留 在 文 档 中 ， 因 为 额 外 字 符 会 使 编 辑 器 产
生 混 乱 。

无 名 书 签

通 常 ， 上 面 使 用 书 签 的 方 式 似 乎 有 些 大 材 小 用 。 当 想 定 义 这 样 一 个 书 签 时 ， 它 标



志 源 代 码 的 一 处 地 方 ， 在 编 辑 文 档 的 其 他 部 分 时 ， 只 想 返 回 这 个 地 方 一 两 次 ， 然
后 它 就 没 用 了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有 名 书 签 就 不 是 很 方 便 了 。 此 时 ， 为 方 便 起 见 ，
可 使 用 一 个 无 名 书 签 。无 名 书 签 是 暂 时 的 ，当 取 消 它 或 关 闭 文 档 后 ，它 就 消 失 了 。
而 且 ， 无 名 书 签 只 标 志 一 行 ， 而 不 是 一 个 精 确 位 置 。 当 插 入 符 跳 到 一 个 无 名 书 签
处 时 ， 插 入 符 自 动 置 于 该 行 开 头 。 如 果 删 除 被 标 志 的 行 ， 则 书 签 也 将 被 删 除 。

无 名 书 签 的 好 处 是 ， 它 易 于 设 置 ， 删 除 更 简 便 。 要 使 用 一 个 无 名 书 签 ， 只 需 将 插
入 符 置 于 该 行 ， 按 C t r l + F 2， 或 单 击 标 有 旗 帜 的 按 钮 （ 如 图 示 ） 即 可 。

如 果 页 边 选 择（ 本 章 后 面 部 分 将 会 描 述 ） 被 激 活 ， 那 么 ， 一 个 小 盒 子 图 标 就 会 显
示 在 被 标 志 行 左 边 的 页 边 处 。 否 则 ， 编 辑 器 将 以 不 同 颜 色 来 显 示 整 个 被 标 志 行 。

可 通 过 单 击 工 具 栏 按 钮 ，或 按 F 2 / S h i f t + F 2，来 移 动 插 入 符 到 无 名 书 签 处 。每 按 一



次 ， 插 入 符 将 向 前 或 向 后 移 到 下 一 个 书 签 处 ， 无 论 该 书 签 是 有 名 书 签 ， 还 是 无 名
书 签 。

有 以 下 几 种 方 法 可 删 除 无 名 书 签 ：

n  将 插 入 符 移 到 此 行 ， 再 按 C t r l + F 2 即 可 删 除 此 书 签 。

n  按 S h i f t + C t r l + F 2。 这 将 删 除 所 有 无 名 书 签 。

n  不 去 理 它 。 当 文 档 关 闭 后 ， 无 名 书 签 将 自 动 消 失 。

文 本 搜 索

V i s u a l  C + + 编 辑 器 提 供 了 三 种 文 本 搜 索 类 型 。  可 以 ：

n  在 已 打 开 的 文 档 中 搜 索 文 本 。

n  在 已 打 开 的 文 档 中 替 换 文 本 。

n  在 磁 盘 文 件 中 搜 索 文 本 。

前 两 种 类 型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是 很 普 通 的 ，而 在 磁 盘 文 件 中 搜 索 文 本 ，则 是 一 个 不
常 见 但 却 极 有 用 的 类 型 ，它 可 显 示 出 包 含 一 个 特 定 词 或 短 语 的 所 有 文 件 。以 下 我



们 将 详 细 说 明 这 三 个 类 型 。

在 打 开 的 文 档 中 搜 索 文 本

像 大 多 数 文 本 编 辑 器 一 样 ，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能 够 扫 描 文 档 ， 并 找 出 给 定 单 词 或
短 语 （ 我 们 称 之 为 目 标 字 符 串 ） 的 位 置 。 有 两 种 方 法 可 设 定 目 标 字 符 串 的 内 容 。
最 方 便 的 方 法 是 使 用 标 准 工 具 栏 中 的 下 拉 框 ， 如 下 图 示 ：

在 下 拉 框 中 输 入 字 符 串 ，或 者 单 击 框 旁 的 箭 头 按 钮 ，再 从 列 表 中 选 择 以 前 输 入 的
字 符 串 。 按 E n t e r 键 开 始 搜 索 。 当 编 辑 器 找 到 该 字 符 串 后 ， 它 将 其 高 亮 显 示 ， 并
将 插 入 符 置 于 此 高 亮 字 符 串 的 首 字 符 旁 。 只 要 组 合 框 允 许 ， 按 E n t e r 键 就 可 继 续
按 下 一 个 已 给 出 的 目 标 字 符 串 搜 索 。 按 E s c 键 ， 或 单 击 文 档 窗 口 的 任 何 部 分 ， 就
可 返 回 编 辑 模 式 。再 按 F 3 或 S h i f t + F 3，就 可 继 续 向 后 或 向 前 继 续 搜 索 。V i s u a l  C + +
提 供 了 这 些 命 令 的 工 具 按 钮 ，不 过 需 要 你 自 己 将 它 们 加 到 工 具 栏 中 。本 章 后 面 的
“ 为 命 令 创 建 工 具 栏 按 钮 ” 一 节 将 说 明 怎 样 添 加 工 具 按 钮 。下 面 是 它 们 被 加 到 工
具 栏 中 后 的 样 子 ：



第 二 种 设 定 目 标 字 符 串 的 方 法 需 要 F i n d（ 查 找 ） 对 话 框 。 虽 然 这 种 方 法 不 如 第 一
种 直 接 ， 但 它 提 供 了 更 多 的 选 择 。 例 如 ， 如 果 想 搜 索 的 字 符 串 碰 巧 在 屏 幕 中 ， 可
以 直 接 借 用 它 ， 而 不 必 再 输 入 它 。 如 果 目 标 字 符 串 只 是 一 个 单 词 ， 只 需 通 过 单 击
这 个 单 词 或 将 插 入 符 置 于 这 个 单 词 上 ；否 则 ， 可 通 过 拖 动 鼠 标 光 标 来 选 中 所 需 文
本 。 接 下 来 ， 通 过 按 C t r l + F， 或 选 择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下 的 F i n d（ 查 找 ） 命 令 ，
来 打 开 F i n d（ 查 找 ） 对 话 框 。 当 对 话 框 显 示 出 来 的 时 候 ， 所 选 中 的 文 本 已 经 在 对
话 框 中 了 。

可 通 过 设 定 是 否 区 别 大 小 写 ， 或 是 否 整 词 匹 配 ， 来 使 搜 索 更 为 精 确 。 单 击 M a t c h
C a s e（ 区 别 大 小 写 ）复 选 框 ，将 设 定 一 个 区 别 大 小 写 的 搜 索 。在 这 个 搜 索 过 程 中 ，
编 辑 器 只 找 出 与 目 标 串 完 全 相 同 的 字 符 串 。 例 如 ， 对 于 目 标 串 “ a b c”， 区 分 大 小
写 的 搜 索 只 找 出“ a b c”， 而 不 区 分 大 小 写 的 搜 索 则 会 找 出“ a b c ”、“ A B C ”、“ A b c ”



等 等 。 单 击 M a t c h  W h o l e  W o r d  O n l y （ 整 词 匹 配 ） 复 选 框 ， 可 忽 略 包 含 于 另 一 单
词 之 中 的 目 标 串 。 例 如 ， 对 于 目 标 串“ a n y”， 在 整 词 匹 配 搜 索 中 ， 编 辑 器 只 找 出
以 完 整 单 词 形 式 出 现 的 “ a n y”， 而 忽 略 掉 类 似“ c o m p a n y ”、“ m a n y”、“ a n y w h e r e ”
之 类 的 单 词 。

在 F i n d（ 查 找 ） 对 话 框 中 ， 单 击 M a r k  A l l（ 标 记 所 有 的 ） 按 钮 ， 就 可 在 每 一 个 搜
索 到 的 目 标 处 设 置 一 个 无 名 书 签 。 当 继 续 使 用 F i n d 命 令 搜 索 其 他 目 标 时 ， 这 种
设 置 能 够 回 到 前 面 的 目 标 处 。

V i s u a l  C + + 编 辑 器 中 一 个 有 用 的 变 化 是 ，有 一 个 叫 I n c r e m e n t a l  S e a r c h（ 增 量 搜 索 ）
的 命 令 ，它 使 得 搜 索 工 作 在 输 入 目 标 串 的 同 时 就 开 始 进 行 。在 一 个 打 开 的 文 档 中
按 C t r l + I， 则 “ I n c r e m e n t a l  S e a r c h :” 就 会 立 即 出 现 在 屏 幕 左 下 角 的 状 态 栏 中 。 在
输 入 目 标 串 的 同 时 ， 编 辑 器 就 开 始 搜 索 ， 通 常 不 等 输 完 ， 搜 索 就 已 完 成 。 当 编 辑
器 找 到 正 在 寻 找 的 字 符 串 时 ， 按 E n t e r 键 ， 或 一 个 方 向 键 就 可 回 到 编 辑 模 式 。 如
要 再 次 搜 索 同 样 的 目 标 串 ， 按 F 3 或 单 击 适 当 的 工 具 按 钮 即 可 。 按 S h i f t + C t r l + I
键 可 改 变 搜 索 方 向 ， 以 使 编 辑 器 从 插 入 符 所 在 位 置 向 前 搜 索 。

在 已 打 开 的 文 档 中 替 换 文 本

如 果 想 替 换 文 档 中 的 某 些 字 符 串 ， 可 选 择 E d i t（ 编 辑 ） 命 令 下 的 R e p l a c e（ 替 换 ）
命 令 。 这 个 命 令 将 给 出 一 个 类 似 于 F i n d（ 查 找 ） 对 话 框 的 对 话 框 ，只 不 过 这 个 对
话 框 有 两 个 文 本 框 ， 需 要 两 个 字 符 串 。 第 一 个 文 本 框 中 放 置 普 通 的 目 标 字 符 串 。



第 二 个 文 本 框 中 则 要 放 置 要 用 来 替 换 的 新 字 符 串 。如 果 将 第 二 个 文 本 框 置 空 ，则
编 辑 器 将 把 找 到 的 所 有 目 标 串 删 除 。 为 了 有 选 择 地 搜 索 或 替 换 ，当 编 辑 器 找 到 目
标 串 时 ，单 击 R e p l a c e（ 替 换 ）按 钮 ，系 统 将 自 动 跳 到 下 一 个 目 标 串 处 。单 击 F i n d

N e x t（ 查 找 下 一 个 ）按 钮 ，系 统 将 跳 过 这 个 字 符 串 ，而 不 改 变 它 。单 击 R e p l a c e  A l l
（ 全 部 替 换 ） 按 钮 ， 将 会 一 次 性 完 成 所 有 替 换 。 可 以 只 向 前 ， 或 只 向 后 搜 索 或 替
换 ， 但 不 能 在 多 个 文 件 中 搜 索 或 替 换 。

如 果 在 激 活 R e p l a c e（ 替 换 ）对 话 框 之 前 ，已 选 中 了 超 过 一 行 的 文 本 ，则 S e l e c t i o n
（ 选 择 ）单 选 钮 将 自 动 打 开 ，这 表 明 编 辑 器 将 把 搜 索 或 替 换 操 作 限 制 在 所 选 章 节
之 中 。 单 击 W h o l e  F i l e （ 整 个 文 件 ） 单 选 钮 ， 将 取 消 这 一 设 置 。 虽 然 可 通 过 在 按
下 Al t 键 的 同 时 向 右 下 方 拖 动 鼠 标 光 标 来 选 中 一 列 字 符 串 ， 但 通 常 情 况 下 ， 不 能
进 行 列 的 替 换 。 如 果 选 中 一 列 字 符 串 ， S e l e c t i o n（ 选 择 ） 单 选 钮 将 不 会 打 开 。 不
过 ， 有 一 个 宏 操 作 可 克 服 这 一 困 难 ， 在 第 1 3 章 中 举 出 了 一 个 可 对 列 进 行 搜 索 或
替 换 的 宏 操 作 的 例 子 。

在 磁 盘 文 件 中 搜 索 文 本

U N I X 系 统 的 用 户 都 知 道 这 一 功 能 。 给 出 一 个 目 标 字 符 串 ，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能 找 出 某 个 文 件 夹 下 所 有 包 含 目 标 串 的 文 件 ， 包 括 位 于 子 文 件 夹 内 的 文 件 。单



击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下 的 F i n d  I n  F i l e s（ 在 文 件 中 查 找 ） 命 令 ， 可 打 开 如 图 3 - 6
所 示 的 对 话 框 。 这 个 对 话 框 需 要 指 定 目 标 串 、 文 件 类 型 以 及 搜 索 过 程 所 在 的 文 件
夹 。



图 3 - 6   F i n d  I n  F i l e s 对 话 框 ， 用 于 搜 索 磁 盘 文 件

通 常 ，默 认 文 件 夹 是 当 前 软 件 所 在 的 文 件 夹 ；如 果 想 搜 索 其 他 文 件 夹 ，在 I n  F o l d e r
（ 文 件 夹 中 ） 框 中 ， 输 入 其 路 径 ， 或 单 击 框 旁 的 有 三 个 点 的 按 钮 ，来 寻 找 所 需 文
件 夹 。 L o o k  I n  S u b f o l d e r s（ 在 子 文 件 夹 中 查 找 ） 复 选 框 决 定 编 辑 器 是 否 在 子 文 件
夹 中 进 行 搜 索 。 通 常 其 默 认 值 为 打 开 。 单 击 A d v a n c e d（ 高 级 ） 按 钮 ， 可 设 定 除
子 文 件 夹 之 外 的 其 他 文 件 夹 ， 搜 索 也 将 在 这 些 文 件 夹 中 进 行 。

在 第 1 章 中 我 们 已 看 到 ，F i n d  I n  F i l e s（ 在 文 件 中 查 找 ）命 令 通 常 将 其 找 到 的 文 件



在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的 F i n d  I n  F i l e s  1 选 项 卡 下 列 出 （ 参 看 图 1-7 ）。 如 要 将
其 在 F i n d  I n  F i l e s  2 选 项 卡 下 列 出 ， 只 需 激 活 O u t p u t  T o  P a n e  2（ 输 出 到 窗 格 2）
复 选 框 ， 如 图 3 - 6 所 示 。 这 个 选 项 可 同 时 显 示 两 个 独 立 的 文 件 列 表 ， 这 样 ， 当 前
搜 索 的 结 果 不 会 覆 盖 前 一 次 搜 索 的 结 果 。

如 果 已 经 设 置 好 各 项 ， 单 击 F i n d（ 查 找 ） 按 钮 。 当 V i s u a l  C + +找 到 一 个 包 含 所 给
出 的 目 标 串 的 文 件 时 ， 它 把 其 文 件 名 和 路 径 列 在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 同 时 还
列 出 此 文 件 中 第 一 个 目 标 串 所 在 行 ， 这 便 可 以 看 到 目 标 串 在 文 件 中 是 怎 么 用 的 。
双 击 某 个 文 件 ， 可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它 。

在 进 行 文 件 搜 索 之 前 ， V i s u a l  C + +首 先 保 存 任 何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而 未 保 存 的
文 档 ， 这 将 确 保 所 搜 索 的 文 件 都 是 最 新 版 本 的 。 可 通 过 调 整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对
话 框 中 E d i t o r（ 编 辑 器 ） 选 项 卡 下 的 两 个 标 有 “ S a v e  B e f o r e  R u n n i n g  T o o l s（ 在 运
行 工 具 之 前 保 存 ）”和“ P r o m p t  B e f o r e  S a v i n g  F i l e s（ 在 保 存 文 件 之 前 提 示 ）” 的 复
选 框 来 改 变 这 一 属 性 。关 闭“ S a v e  B e f o r e  R u n n i n g  T o o l s”复 选 框 ，将 使 V i s u a l  C + +
在 搜 索 前 不 保 存 文 档 ，这 样 就 使 搜 索 在 上 次 保 存 的 文 档 中 进 行 。如 果 希 望 在 激 活
F i n d  I n  F i l e s（ 在 文 件 中 查 找 ） 命 令 之 前 ， 由 自 己 决 定 是 否 保 存 文 档 ， 则 关 闭 这 两
个 选 项 。 这 将 使 编 辑 器 在 保 存 每 个 文 档 前 先 征 求 你 的 意 见 。

常 规 表 达 式 搜 索

迄 今 为 止 ， 我 们 见 到 的 搜 索 对 话 框 中 ， 都 包 含 一 个 标 有 R e g u l a r  E x p r e s s i o n（ 常 规



表 达 式 ） 的 复 选 框 。 常 规 表 达 式 是 指 有 一 个 或 多 个 特 殊 字 符 组 成 ， 用 以 表 示 一 系
列 文 本 的 字 符 或 字 符 串 。 在 O p e n（ 打 开 ） 和 S a v e  a s（ 另 存 为 ） 对 话 框 中 ， 我 们
已 有 过 类 似 的 使 用 ， 例 如 ，“ * . C P P ” 表 示 以 C P P 为 扩 展 名 的 任 何 文 件 。 这 里 的
星 号 就 是 一 个 常 规 表 达 式 ， 它 代 表 可 组 成 有 效 文 件 的 任 何 文 本 。

搜 索 中 的 目 标 字 符 串 中 所 用 的 常 规 表 达 式 则 更 为 复 杂 ，这 样 可 以 更 为 精 确 地 控 制
目 标 字 符 串 。 表 3 - 3 列 出 了 系 统 默 认 的 常 规 表 达 式 。 注 意 ， 只 有 当 搜 索 对 话 框 中
的 R e g u l a r  E x p r e s s i o n（ 常 规 表 达 式 ）复 选 框 打 开 时 ，编 辑 器 才 把 这 些 字 符 按 常 规
表 达 式 处 理 ， 否 则 ， 将 把 它 们 当 作 一 般 字 符 处 理 。



表 3 - 3   常 规 表 达 式 字 符

符 号 含 义 示 例

。 任 何 单 个 字 符 " . . d o "可 以 同 r e d o 和 u n d o 匹
配 ， 但 不 能 同 o u t d o 匹 配

[ ] 任 意 字 符 或 括 号 内 的 字 符 " s l [ a o u ] g "可 以 同 s l ag，s l o g 和
s l u g 匹 配

[^ ] 插 入 符 后 所 示 范 围 之 外 的 任 何
字 符

" s l [ ^ r - z ] g "包 含 s l ag， s l o g，但
不 含 s l u g

* 没 有 或 有 更 多 的 前 一 个 字 符 " r e * d "包 含 rd， r ed， r e e d

+ 一 个 或 多 个 前 一 个 字 符 " r e + d "包 含 r ed， r e e d，但 不 含
rd

^ 一 行 的 开 头 " ^ w o r d " 只 包 含 位 于 行 首 的
w o r d



                                                        续 表

$ 一 行 的 结 尾 " w o r d $ " 只 包 含 位 于 行 尾 的
w o r d

\ 下 一 个 字 符 不 是 常 规 表 达 式 " w o r d \ $ "只 与 w o r d $匹 配 ，而 不
把 $看 作 常 规 表 达 式

不 必 去 记 这 张 表 。 在 所 有 的 F i n d（ 查 找 ） 对 话 框 中 ， 都 通 过 组 合 框 旁 的 一 个 小 按
钮 来 给 出 表 3-3 的 当 前 版 本 。 单 击 此 按 钮 ， 打 开 常 规 表 达 式 菜 单 ， 然 后 就 可 以 选
择 所 需 的 常 规 表 达 式 了 。

用 加 号 可 设 计 一 个 字 符 串 。 例 如 ， 考 虑 常 规 表 达 式 [ a - z A - Z ]， 它 代 表 任 何 一 个 字
母 。 如 果 再 增 加 一 个 加 号 ， 意 义 就 完 全 变 了 。 加 号 的 意 义 是“ 一 个 或 多 个 这 些 字
符 ”。 因 此 ， 编 辑 器 将 [ a - z A - Z ] + 看 作 为 任 意 字 符 串 ， 也 就 是 任 意 一 个 单 词 。 同 样 ，
常 规 表 达 式 [ 0 - 9 ]代 表 一 个 数 字 ， 而 [ 0 - 9 ] + 则 代 表 任 意 一 个 正 数 ， 无 论 其 大 小 。

常 规 表 达 式 搜 索 通 常 是 区 别 大 小 写 的 。 即 使 关 闭 F i n d（ 查 找 ） 对 话 框 中 的 M a t c h
C a s e 复 选 框 ， 对 常 规 表 达 式 [ 0 - 9 a - f ] + 的 搜 索 也 只 能 找 到 类 似 于 0 x 3 7 a c 的 字 符 串 ，
而 不 能 找 到 0 x 7 A 4 B 。 为 了 找 到 后 者 ， 必 须 将 大 写 字 母 包 含 在 常 规 表 达 式 中 ， 例
如 : [ 0 - 9 a - f A - F ] + 。



编 程 辅 助 工 具

在 W i n s o w s 和 M F C 下 编 程 ， 即 使 是 最 有 经 验 的 程 序 员 ， 也 不 得 不 经 常 翻 阅 大 量
的 参 考 资 料 ， 或 浏 览 在 线 资 料 。 我 们 还 不 得 不 花 大 量 时 间 ， 去 记 住 一 些 编 程 所 必
须 的 信 息 ， 例 如 参 数 表 、 函 数 或 变 量 的 拼 写 等 。 现 在 ，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一 些 特 性 将 使 程 序 员 省 去 了 这 些 麻 烦 。本 章 将 介 绍 这 其 中 最 有 用 的 一 个 工 具 ：一
种 称 作 S t a t e m e n t  C o m p l e t i o n（ 语 句 补 全 ）  的 输 入 辅 助 工 具 。

S t a t e m e n t  C o m p l e t i o n（ 语 句 补 全 ）是 三 个 编 程 工 具 的 总 称 ，它 们 是 ：成 员 表（ L i s t
M e m b e r s）， 参 数 信 息（ P a r a m e t e r  I n f o）， 输 入 信 息（ T y p e  I n f o）。 这 三 个 工 具 就 如
同 是 手 边 随 时 可 用 的 W i n 3 2 和 M F C 的 参 考 资 料 。

成 员 表

为 了 提 高 代 码 输 入 速 度 ， 并 最 大 限 度 的 减 少 输 入 错 误 ，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的 成 员
表 可 任 随 时 调 用 。 通 过 一 个 弹 出 式 窗 口 ， 成 员 表 给 出 了 一 个 巨 大 的 列 表 ， 其 中 包
括 M F C 类 成 员 、 C 运 行 函 数 、 显 示 常 量 、 结 构 名 称 、 W i n 3 2  A P I 函 数 、 当 前 程
序 的 类 成 员 。 可 在 这 个 列 表 找 出 要 输 入 的 单 词 ， 从 而 完 成 输 入 。 当 输 入 域 运 算 符
（ ::）、 成 员 运 算 符 （ .）、 指 针 运 算 符 （ -> ） 时 ， 成 员 表 会 自 动 弹 出 到 屏 幕 上 。 此
时 ， 当 继 续 输 入 一 个 成 员 名 时 ，这 个 弹 出 式 窗 口 的 选 择 条 会 自 动 移 到 与 输 入 最 匹
配 的 成 员 名 上 。 图 3 - 7 说 明 了 在 函 数 C D C : : S e t M a p M o d e 下 ， 成 员 表 是 如 何 在 完



成 输 入 之 前 找 到 匹 配 名 的 。

图 3 - 7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显 示 的 L i s t  M e m b e r（ 成 员 表 ）

当 输 入 一 个 无 字 符 码 （ 如 空 格 或 s e m i c o l o n） 时 ， 系 统 就 将 高 亮 显 示 的 成 员 名 插
入 到 文 档 中 。 这 个 过 程 听 起 来 挺 复 杂 ， 但 实 际 过 程 要 简 单 得 多 ， 因 为 源 代 码 中 每
一 个 成 员 名 后 都 几 乎 总 是 跟 着 一 个 标 志 ：函 数 名 后 跟 一 个 左 括 号 ， 变 量 名 后 跟 一



个 等 号 或 分 号 。 例 如 ， 在 图 3 - 7 右 图 中 ， 输 入 一 个 左 括 号 会 产 生 如 下 结 果 ：

/ / S e t  c o o r d i n a t e  s y s t e m

p D C - > S e t M a p M o d e (

这 里 ， 成 员 表 消 失 ， 高 亮 显 示 的 S e t M a p M o d e 被 插 入 到 插 入 符 所 在 处 ， 并 在 其 后
加 一 小 括 号 ， 从 而 为 继 续 输 入 参 数 做 好 准 备 。 在 下 一 节 我 们 会 看 到 ， S t a t e m e n t
C o m p l e t i o n（ 语 句 补 全 ） 并 没 有 到 此 为 止 ， 而 是 又 激 活 了 P a r a m e t e r  I n f o（ 参 数 信
息 )工 具 来 帮 你 继 续 完 成 参 数 输 入 。 当 成 员 表 消 失 后 ， 这 个 逻 辑 工 具 就 自 动 取 代
了 它 的 位 置 。

按 Tab 键 或 C t r l + E n t e r 键 ， 可 在 不 增 添 字 符 的 情 况 下 完 成 单 词 输 入 ， 并 使 成 员 表
消失。按 C t r l + A l t + T 键 ， 可 在 任 何 时 刻 激 活 成 员 表 窗 口 。 编 辑 器 总 是 以 插 入 符 左
侧 的 文 本 为 线 索 来 定 位 选 择 条 。 例 如 ， 在 键 入 c v 后 激 活 成 员 表 ， 此 时 将 显 示 成
员 表 窗 口 ， 并 将 选 择 条 定 位 在 C V i e w 处 ：



这 里 输 入 的 字 符 c v 与 高 亮 显 示 的 名 称 C V i e w 大 小 写 不 同 。 不 过 ， 成 员 表 在 定 位
工 具 栏 时 忽 略 大 小 写 ， 因 此 ， 可 以 全 部 用 小 写 输 入 ， 只 是 最 后 需 要 按 T a b 或 回 车



来 确 认 一 下 。 这 个 特 点 有 助 于 输 入 一 些 难 以 记 忆 的 组 合 函 数 ， 如
U n m a p V i e w O f F i l e 和 U n M a p A n d L o a d 等 。

尽 管 通 过 按 组 合 快 捷 键 很 容 易 显 示 成 员 表 窗 口 ， 但 如 果 乐 意 ， 还 可 以 通 过 E d i t
（ 编 辑 ） 菜 单 ， 或 在 文 档 窗 口 内 双 击 右 箭 头 键 ， 激 活 上 下 文 菜 单 来 打 开 成 员 表 。
成 员 表 窗 口 中 只 包 括 那 些 在 当 前 类 或 对 象 下 有 效 的 符 号 名 。 例 如 ， 当 输 入 一 个 从
C D i a l o g 继 承 来 的 目 标 时 ，成 员 表 中 将 包 括 P r e v D l g C t r l 函 数 ，因 为 这 个 函 数 属 于
这 个 类 。 而 当 输 入 一 个 从 C S t r i n g 继 承 来 的 类 时 ， 这 个 函 数 将 不 存 在 于 列 表 中 。

在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下 还 有 一 个 叫 C o m p l e t e  W o r d （ 补 全 词 ） 的 命 令 ， 它 看 似
S t a t e m e n t  C o m p l e t i o n（ 语 句 补 全 ） 的 另 一 个 工 具 ， 其 实 不 过 是 成 员 表 的 一 种 简 短
方 式 。 如 果 不 想 通 过 按 C t r l + A l t + T 来 激 活 L i s t  M e m b e r s（ 成 员 表 ） 命 令 ， 可 通 过
按 C t r l + S p a c e 来 激 活 C o m p l e t e  W o r d 命 令 。 通 常 情 况 下 ， 这 两 种 方 法 会 有 同 样 的
结 果 ， 都 显 示 成 员 表 窗 口 ， 并 将 选 择 条 置 于 与 正 输 入 的 文 本 最 匹 配 的 成 员 名 上 。
不 过 ，当 与 所 输 入 的 文 本 最 匹 配 的 成 员 名 只 有 一 个 时 ，仍 显 示 成 员 表 就 显 得 多 余
了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按 C t r l + S p a c e 将 不 显 示 成 员 表 ， 而 直 接 完 成 操 作 。 例 如 ， 在
输 入 C r e a t e M u l 后 按 C t r l + S p a c e b a r， 就 可 一 步 完 成 输 入 ， 因 为 它 可 以 明 确 判 定 想
输 入 的 是 C r e a t e M u l t i P r o f i l e T r a n s f o r m ， 而 不 是 C r e a t e M u t e x 或 其 他 。

参 数 信 息

参 数 信 息 包 含 函 数 的 各 个 参 数 ，当 在 函 数 后 输 入 第 一 个 括 号 时 ，参 数 信 息 将 以 一



个 工 具 栏 式 窗 口 的 形 式 弹 到 屏 幕 上 。 这 种 工 具 栏 式 窗 口 像 一 个 屏 幕 提 示 ，显 示 出
函 数 原 型 ,并 要 求 输 入 参 数 。 如 下 例 ：

输 入 参 数 时 ，函 数 原 型 一 直 显 示 在 屏 幕 上 ，当 输 入 最 后 的 右 括 号 时 ，此 窗 口 消 失 。
如 果 这 个 函 数 是 过 载 的 ， 可 接 受 多 组 参 数 ， 则 参 数 信 息 窗 口 将 显 示 一 个 函 数 原
型 ， 并 在 窗 口 左 端 给 出 数 字 ， 来 说 明 此 函 数 有 多 少 过 载 的 版 本 。 按 C t r l + P g U p，
或 单 击 参 数 信 息 窗 口 ， 可 在 一 个 函 数 原 型 循 环 到 下 一 个 。 如 下 例 :

有 一 个 命 令 可 使 得 当 把 插 入 符 放 在 函 数 名 上 时 ，参 数 信 息 窗 口 会 自 动 显 示 在 屏 幕
上 。 可 通 过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或 按 C t r l + S h i f t + S p a c e b a r 来 选 择 这 个 命 令 。 也 可 在
文 本 中 用 右 击 一 个 函 数 名 ， 来 打 开 上 下 文 菜 单 ， 再 从 中 选 择 该 命 令 。 和 其 他 的
V i s u a l  C + +命 令 一 样 ， 也 可 以 设 置 一 个 快 捷 键 来 激 活 参 数 信 息 工 具 。 本 章 后 面 的
“ 未 结 合 命 令 ” 一 节 解 释 这 点 。



输 入 信 息

输 入 信 息 和 参 数 信 息 类 似 ， 也 以 工 具 提 示 窗 口 出 现 ，它 包 含 有 关 函 数 和 变 量 的 信
息 。 当 系 统 认 出 鼠 标 光 标 处 的 符 号 时 ， 输 入 信 息 窗 口 将 自 动 显 示 出 来 ， 当 把 光 标
移 开 时 ，该 窗 口 将 自 动 消 失 。可 通 过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 上 下 文 菜 单 或 按 C t r l + T ，
来 调 用 输 入 信 息 功 能 。如 果 想 了 解 刚 输 入 的 ， 或 刚 从 成 员 表 中 粘 贴 过 来 的 代 码 信
息 ， 那 么 ， 最 后 一 种 方 法 是 很 方 便 的 。 当 插 入 符 位 于 一 个 函 数 名 上 时 ， 输 入 信 息
窗 口 和 参 数 信 息 窗 口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是 一 样 的 ，都 列 出 函 数 的 原 型 。 当 调 用 一 个 定
义 的 类 型 时 ， 窗 口 中 显 示 创 建 别 名 时 的 t y p e d e f 语 句 ：

当 需 要 显 示 某 个 变 量 的 信 息 时 ， 输 入 信 息 就 显 得 很 有 用 。 它 给 出 了 变 量 的 说 明 ，
使 得 不 再 需 要 查 询 源 代 码 或 类 的 头 文 件 来 确 定 该 变 量 类 型 。 例 如 ， 如 果 变 量
i n d i c a t o r s 的 类 型 不 清 楚 ， 使 用 输 入 信 息 窗 口 ， 就 会 立 即 看 到 它 是 一 个 整 数 数 组
变 量 ， 如 下 图 ：



输 入 信 息 窗 口 以 及 其 他 类 似 的 弹 出 式 窗 口 也 许 会 使 你 感 到 眼 花 缭 乱 。 如 果 这 样 ，
单 击 Too l s（ 工 具 ） 菜 单 下 的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命 令 ， 再 清 除 对 话 框 中 E d i t o r（ 编
辑 器 ） 选 项 卡 下 的 相 应 复 选 框 即 可 （ 参 看 图 3-11）。 通 过 相 应 的 快 捷 键 或 菜 单 命
令 ， 可 再 次 激 活 这 些 工 具 。

A d v a n c e d（ 高 级 ） 命 令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底 部 附 近 的 A d v a n c e d（ 高 级 ） 命 令 提 供 了 一 个 选 项 集 合 ， 它 们
在 进 行 文 本 文 档 工 作 时 会 非 常 有 用 。 让 光 标 在 A d v a n c e d（ 高 级 ） 命 令 上 停 留 一
会 儿 ,会 显 示 如 下 所 示 的 子 菜 单 。



正 如 你 所 看 到 的 那 样 ， 菜 单 提 供 了 对 前 述 I n c r e m e n t a l  S e a r c h（ 增 量 搜 索 ） 命 令 的
访 问 ， 尽 管 按 C t r l + I 是 访 问 该 命 令 的 更 为 方 便 的 办 法 。 F o r m a t  S e l e c t i o n（ 格 式 选
择 ） 命 令 通 过 插 入 制 表 符 ， 来 设 置 花 括 号 内 的 C / C + +代 码 的 缩 进 。 这 个 命 令 把 下
面 的 代 码 ：

i f ( m s g = W M _ U S E R )

{

f o r ( i = 0 ; i < 5 ; i + + )



{

/ / A d d i t i o n a l  c o d e

}

}

变 成 ：

i f ( m s g =  W M _ U S E R )

{

   f o r ( i = 0 ; i < 5 ; i + + )

   {

      //A d d i t i o n a l  c o d e

   }

}



F o r m a t  S e l e c t i o n（ 选 择 ） 命 令 通 过 扫 描 为 花 括 号 选 择 的 文 本 来 决 定 嵌 套 层 次 。 第
一 层 的 文 本 行 缩 进 一 个 制 表 符 ， 第 二 层 的 文 本 行 缩 进 两 个 制 表 符 ， 依 此 类 推 。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制 表 符 选 择 ） 命 令 把 选 中 的 一 系 列 空 格 转 换 成 等 量 的 制 表 符 。
U n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 取 消 制 表 符 选 择 ） 则 把 这 个 操 作 反 过 来 。 通 过 打 开 V i e w
W h i t e s p a c e（ 查 看 工 作 空 间 ） 双 态 开 关 ， 可 清 楚 地 看 到 两 个 命 令 的 效 果 ， 这 时 文
档 中 的 空 格 和 制 表 符 都 变 成 可 见 的 。 当 该 开 关 打 开 时 ，文 本 中 的 空 格 字 符 显 示 为
小 圆 点 (.)， 而 制 表 符 显 示 为 书 名 号 ( > > )。

子 菜 单 中 剩 下 的 两 个 命 令 的 作 用 就 像 它 们 的 名 字 所 表 示 的 那 样 。 M a k e  S e l e c t i o n
U p p e r c a s e（ 使 选 择 内 容 成 为 大 写 ） 命 令 使 选 中 的 所 有 字 母 都 变 成 大 写 ， 而 M a k e
S e l e c t i o n  L o w e r c a s e （ 使 选 择 内 容 成 为 小 写 ） 命 令 则 恰 恰 相 反 。 选 择 中 的 非 字 母
字 符 ， 如 数 字 和 标 点 符 号 ， 则 不 受 这 两 个 命 令 的 影 响 。

未 结 合 命 令

每 个 V i s u a l  C + + 命 令 都 有 一 个 描 述 性 的 内 部 名 称 。 例 如 ， 刚 刚 说 过 的 I n c r e m e n t a l
S e a r c h（ 增 量 搜 索 ）和 Tab i fy（ 转 换 制 表 符 ）命 令 的 内 部 名 称 为 S e a r c h I n c r e m e n t a l、
S e l e c t i o n T a b i f y 和 S e l e c t i o n U n t a b i f y。在 线 帮 助 提 到 了 许 多 你 在 菜 单 中 找 不 到 的 其
他 命 令 ，例 如 名 为 G o T o（ 转 到 ）N e x t E r r o r T a g，L i n e T r a n s p o s e 和 L i n e D e l e t e T o  S t a r t
的 命 令 。 有 两 个 原 因 来 解 释 为 什 么 帮 助 系 统 宁 愿 用 内 部 名 称 ， 而 不 用 组 合 键 ， 如



F 4 或 S h i f t + A l t + T 来 标 识 命 令 。 首 先 ， 你 可 以 把 命 令 的 组 合 键 改 成 你 喜 欢 的 任 意
键 。 其 次 ， 许 多 命 令 还 没 有 指 派 快 捷 键 。 这 样 的 命 令 称 为 “ 未 结 合 的 ”。 要 使 用
一 个 未 结 合 命 令 ， 你 必 须 首 先 给 它 指 定 一 个 组 合 键 。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下 ， 隐 藏 着 一 大 套 命 令 ， 除 那 些 出 现 在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上 的 命 令 之 外 ，还 有 更 多 的 命 令 可 以 使 用 。在 H e l p（ 帮 助 ）菜 单 中 单 击 K e y b o a r d
M a p（ 敲 键 映 射 ） 来 查 看 命 令 列 表 ， 如 图 3 - 8 所 示 。



图 3 - 8   从 H e l p 菜 单 中 选 择 K e y b o a r d  M a p ， 以 显 示 V i s u a l  C + + 的 命 令 列 表

在 H e l p  K e y b o a r d（ 帮 助 键 盘 ） 窗 口 中 出 现 的 默 认 列 表 称 为“ 结 合 命 令 ”， 这 意 味
着 ， 这 些 命 令 已 经 指 派 了 组 合 键 。 要 查 看 只 属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结 合 命 令 和 未 结 合
命 令 列 表 ， 在 下 拉 列 表 框 中 选 择 E d i t（ 编 辑 ）， 并 在 第 二 栏 的 上 边 单 击 C o m m a n d
（ 命 令 ） 按 钮 ， 来 按 命 令 的 字 母 顺 序 排 列 列 表 。 当 你 滚 动 列 表 时 ， 你 会 在 K e y s
（ 键 ） 栏 中 看 到 最 常 用 的 命 令 已 经 约 定 了 组 合 键 ， 但 许 多 命 令 还 没 有 。 未 结 合 命
令 的 设 置 使 许 多 特 征 变 得 可 用 ， 否 则 它 们 就 不 能 通 过 菜 单 、 工 具 栏 或 键 盘 来 访
问 。

如 何 访 问 命 令 完 全 取 决 于 你 的 喜 好 。 V i s u a l  C + +允 许 你 向 菜 单 或 工 具 栏 中 添 加 任



何 结 合 的 和 未 结 合 命 令 ， 这 将 在 第 1 3 章 中 详 细 讨 论 。 但 因 为 拥 挤 的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反 而 容 易 误 事 ，最 好 通 过 给 未 结 合 命 令 定 义 一 个 组 合 键 来 调 用 它 。唯 一 的 缺 点
是 你 必 须 记 住 访 问 命 令 的 快 捷 键 。

没 有 人 会 打 算 一 次 就 启 用 所 有 的 未 结 合 命 令 。选 择 那 些 你 认 为 最 有 用 的 命 令 ，给
它 们 指 派 最 符 合 你 的 风 格 和 最 容 易 记 忆 的 组 合 键 。举 个 例 子 ，让 我 们 给 文 本 编 辑
器 添 加 两 个 非 常 有 用 的 命 令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 它 们 改 变 当 前
文 本 中 插 入 符 之 下 的 单 词 的 大 小 写 。 默 认 情 况 下 ，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没 有 被 指 派 组 合 键 ， 也 没 有 工 具 栏 按 钮 或 菜 单 选 项 来 访 问 它 们 。
除 非 你 给 它 们 指 定 组 合 键 ， 没 有 别 的 办 法 来 使 用 这 两 个 命 令 。

下 面 是 调 用 命 令 的 方 式 ： 从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中 选 择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来
打 开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对 话 框 ，然 后 单 击 K e y b o a r d（ 键 盘 ）选 项 卡 。从 C a t e g o r y
（ 分 类 ） 下 拉 列 表 中 选 择 E d i t（ 编 辑 ）， 并 确 保 T e x t（ 文 本 ） 出 现 在 E d i t o r 框 中 。
这 些 设 置 表 示 我 们 正 为 一 个 只 用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命 令 定 义 一 个 组 合 键 。 在
C o m m a n d s 列 表 框 中 出 现 的 命 令 是 按 字 母 顺 序 排 列 的 。 向 下 滚 动 列 表 到 底 部 ， 找
到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条 目 ，然 后 单 击 它 来 选 中 它 。对 话 框 的 左 下 角 会 出 现 命 令 的 简
短 说 明 ， 但 C u r r e n t  K e y s（ 当 前 键 ） 列 表 框 中 是 一 片 空 白 ， 这 表 示 目 前 没 有 给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定 义 快 捷 键 。 要 定 义 一 个 快 捷 键 ， 单 击 P r e s s  N e w  S h o r t c u t  K e y
（ 按 新 的 快 捷 键 ） 文 本 框 ， 并 按 下 你 想 用 来 访 问 该 命 令 的 组 合 键 。 如 果 你 按 下
C t r l + U ， 对 话 框 提 示 你 该 组 合 键 目 前 已 指 定 给 S e l e c t i o n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你 不 能 把 C t r l + U 指 定 给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 它 只 是 提 示 你 ， 如 果 你 这 样 做



的 话 ，按 C t r l + U 将 不 再 调 用 S e l e c t i o n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它 会 变 成 一 个 未 结 合 命 令 。
因 为 C t r l + U 已 经 使 用 了 ， A l t + U 对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来 说 是 一 个 更 好 的 选 择 。 当
你 按 下 A l t + U 时 ， 对 话 框 告 诉 你 这 个 快 捷 键 目 前 没 有 定 义 给 别 的 命 令 （ 见 图 3-
9）。 单 击 A s s i g n（ 指 定 ） 按 钮 后 ， 快 捷 键 就 可 以 使 用 了 。



图 3 - 9   对 文 本 编 辑 器 命 令 指 定 一 个 键 组 合



同 样 给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定 义 快 捷 键 A l t + L。 当 你 在 P r e s s  N e w  S h o r t c u t  K e y
文 本 框 中 按 下 A l t + L 时 ，系 统 会 提 示 你 这 个 组 合 键 被 用 来 访 问 菜 单 。提 示 消 息 提
到 L a y o u t（ 布 局 ） 菜 单 ， 它 只 在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调 用 时 才 能 使 用 。 因 为 L a y o u t（ 布
局 ） 菜 单 对 文 本 编 辑 器 没 有 影 响 ， 选 择 A l t + L 不 会 导 致 快 捷 键 冲 突 。 当 文 本 编 辑
器 调 用 时 ， A l t + L 调 用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 当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调 用 时 ， A l t + L 像
以 前 一 样 拉 下 L a y o u t（ 布 局 ） 菜 单 。

要 使 用 新 的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 打 开 一 个 文 本 文 档 ， 并 随
便 在 一 个 单 词 上 放 一 个 插 入 符 。按 下 A l t + U 或 A l t + L 调 用 命 令 来 改 变 从 插 入 符 到
单 词 末 尾 的 所 有 字 母 的 大 小 写 。 同 样 地 ， 新 的 命 令 会 覆 盖 S e l e c t i o n U p p e r c a s e 和
S e l e c t i o n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 因 为 它 们 作 用 在 任 何 选 中 的 文 本 块 上 ， 而 不 是 在 单 一
的 单 词 上 。 现 在 S e l e c t i o n（ 选 择 ） 命 令 是 多 余 的 了 ， 没 有 关 系 。 新 的 A l t + U 和
A l t + L 快 捷 键 比 起 等 同 的 S h i f t + C t r l + U ( S e l e c t i o n U p p e r c a s e ) 和
C t r l + U ( S e l e c t i o n L o w e r c a s e )组 合 键 来 更 容 易 使 用 和 记 忆 。 然 而 这 种 覆 盖 只 适 用 于
选 中 的 文 本 ，因 为 当 没 有 选 择 文 本 时 S e l e c t i o n U p p e r c a s e 和 S e l e c t i o n L o w e r c a s e 会
影 响 插 入 符 附 近 的 字 符 。

为 命 令 创 建 工 具 栏 按 钮

如 果 你 喜 欢 使 用 工 具 栏 ， 并 发 现 自 己 经 常 使 用 诸 如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之 类 没 有 预 定 义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命 令 ，你 可 能 想 为 这 些 命 令 创 建 新



的 按 钮 。 你 可 以 把 按 钮 放 在 任 何 已 有 的 工 具 栏 上 ， 或 者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工 具 栏 。 下
面 演 示 如 何 为 新 的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创 建 工 具 栏 按 钮 。 在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的 C o m m a n d s 选 项 卡 中 ， 从 C a t e g o r y（ 分 类 ） 框 中
选 择 A l l  C o m m a n d s（ 所 有 命 令 ），来 显 示 按 字 母 顺 序 排 列 的 V i s u a l  C + + 命 令 列 表 。
滚 动 列 表 ， 来 找 到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 然 后 从 列 表 中 拖 动 该 条 目 ， 把 它 放 在 环 境 的
一 个 工 具 栏 ， 如 E d i t 工 具 栏 上 。 如 果 你 更 愿 意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工 具 栏 ， 只 要 把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条 目 拖 出 对 话 框 ， 并 放 在 屏 幕 上 没 有 被 工 具 栏 覆 盖 的 地 方 ， 就 可
以 了 。 V i s u a l  C + + 自 动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工 具 栏 来 放 置 按 钮 。 从 列 表 中 把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拖 到 同 一 个 工 具 栏 中 。



图 3 - 1 0   V i s u a l  C + + 提 供 新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图 标 选 择

因 为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没 有 预 定 义 的 图 标 ， B u t t o n



A p p e a r a n c e（ 按 钮 外 观 ） 对 话 框 打 开 （ 图 3 - 1 0）， 在 该 对 话 框 中 ， 你 可 以 为 每 个
新 的 按 钮 选 择 一 个 图 标 。 在 可 用 的 图 标 中 ， 没 有 一 个 能 反 映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的 不 寻 常 的 功 能 ，但 你 可 以 把 图 像 和 文 字 组 合 起 来 ，以 使 按 钮 的
功 能 变 得 明 确 。 在 B u t t o n  A p p e a r a n c e（ 按 钮 外 观 ）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一 个 图 标 ， 单 击
I m a g e  A n d  T e x t（ 图 像 和 文 本 ） 单 选 钮 ， 然 后 ， 在 对 话 框 底 部 的 文 本 框 中 键 入 按
钮 文 本 。 下 面 是 带 有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命 令 的 按 钮 的 新 工 具 栏
的 样 子 ：

未 结 合 命 令 不 只 是 用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下 一 章 描 述 如 何 用 同 样 的 方 法 来 通 过 快 捷 键
或 工 具 栏 按 钮 来 执 行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非 常 有 用 的 命 令 。 第 1 3 章 中 详 细 地 讨 论 了 在
V i s u a l  C + +环 境 中 创 建 工 具 栏 的 主 题 ， 解 释 了 如 何 重 命 名 或 删 除 工 具 栏 ， 如 何 从
一 个 工 具 栏 中 向 另 一 个 工 具 栏 中 复 制 按 钮 ， 以 及 如 何 定 制 按 钮 图 标 。



宏 的 基 础

你 可 以 把 一 个 结 合 命 令 当 作 一 个 预 定 义 的 宏 ， 即 指 派 给 一 个 组 合 键 的 用 法 说 明 。
环 境 也 允 许 你 创 建 用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宏 ， 你 可 以 通 过 记 录 按 键 和 鼠 标 单 击 活 动 ，
来 把 它 们 组 合 成 普 通 的 V i s u a l  C + +命 令 中 的 一 个 可 重 复 使 用 的 命 令 。你 可 以 像 执
行 其 他 命 令 一 样 通 过 快 捷 键 、 菜 单 命 令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来 执 行 一 个 宏 。 实 际 上 ， 宏
同 普 通 的 结 合 命 令 几 乎 没 有 区 别 ， 这 使 它 们 成 为 扩 展 环 境 功 能 的 一 个 高 级 方 法 。
这 一 部 分 只 介 绍 一 下 宏 的 主 题 。 因 为 宏 用 在 整 个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中 ， 而 不
只 是 用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 我 们 在 第 1 3 章 再 作 更 详 细 的 讨 论 。 现 在 ， 我 们 可 以 简 单
地 通 过 打 开 命 令 录 制 器 来 为 文 本 编 辑 器 创 建 一 个 宏 。

下 面 演 示 如 何 创 建 一 个 建 立 在 前 面 说 过 的 U n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解 除 制 表 符 转 换 选
择 ） 命 令 上 的 宏 。 该 宏 把 命 令 的 功 能 扩 展 到 整 个 文 档 ， 而 不 仅 仅 是 选 中 的 文 本 。
首 先 关 闭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所 有 的 文 档 ， 来 防 止 改 变 已 有 的 文 本 ， 然 后 通 过 按 下
C t r l + S h i f t + R， 或 从 Tools（ 工 具 ） 菜 单 中 选 择 R e c o r d  Q u i c k  M a c r o（ 快 速 录 制 宏 ）
命 令 ， 来 开 始 录 制 新 宏 。 这 会 打 开 R e c o r d（ 录 制 ） 工 具 栏 ， 并 把 鼠 标 变 成 一 个 盒
式 磁 带 形 的 图 像 ， 这 表 示 V i s u a l  C + +正 在 录 制 每 一 个 按 键 和 鼠 标 单 击 动 作 。 该 宏
包 括 下 面 四 个 步 骤 ：

1 . 在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单 击 S e l e c t  A l l（ 全 选 ） 命 令 来 选 中 整 个 文 档 。

2 . 从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v a n c e d， 并 在 子 菜 单 中 单 击 U n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命 令 。

3 . 按 下 C t r l + H o m e 来 在 文 档 开 头 返 回 一 个 插 入 符 。

4 . 在 R e c o r d（ 录 制 ） 工 具 栏 上 单 击 S t o p  R e c o r d i n g（ 停 止 录 制 ） 按 钮 来 结
束 录 制 过 程 。

现 在 ， 我 们 有 了 一 个 新 的 宏 。 V i s u a l  C + +以 G l o b a l T e m p o r a r y . d s m（ 该 扩 展 名 代 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宏 ）。 的 文 件 名 把 宏 存 储 在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M a c r o s 的 文 件 夹
下 。 该 文 件 包 含 一 个 简 单 的 V i s u a l  B a s i c 子 程 序 ， 其 中 的 语 句 调 用 了 我 们 刚 才 录
制 的 三 个 命 令 ：



S u b  G l o b a l T e m p o r a r y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S e l e c t A l l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U n t a b i f y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a r t O f D o c u m e n t

E n d  S u b

附 录 C 更 详 细 地 说 明 了 宏 的 源 文 件 语 言 ： V i s u a l  B a s i c  S c r i p t i n g  E d i t i o n。 要 检 验
这 个 宏 ， 打 开 一 个 典 型 的 文 档 ， 并 在 A d v a n c e d （ 高 级 ） 子 菜 单 中 打 开 V i e w
W h i t e s p a c e（ 查 看 空 白 空 间 ） 命 令 ， 来 使 你 能 够 看 到 宏 的 效 果 。 现 在 通 过 按 下
C t r l + S h i f t + P 或 在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中 单 击 P l a y  Q u i c k  M a c r o （ 快 速 播 放 宏 ） 命
令 来 运 行 宏 。 效 果 同 重 新 键 入 录 制 的 动 作 一 样 。

G l o b a l T e m p o r a r y 宏 是 独 特 的 ，因 为 它 没 有 出 现 在 图 3 - 8 所 示 的 V i s u a l  C + +命 令 列
表 中 。 它 被 保 留 为 通 过 R e c o r d  Q u i c k  M a c r o 命 令 创 建 的 “ 快 速 ” 宏 。 通 过 同 样 的
命 令 来 录 制 另 一 个 宏 ， 就 会 覆 盖 前 一 个 宏 ， 因 此 ， 一 次 只 有 一 个 快 捷 宏 存 在 。



定 制 编 辑 器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可 以 改 变 自 己 的 许 多 特 征 ， 以 更 好 地 适 应 你 的 工 作 风 格 。
我 们 已 经 讨 论 过 Tools（ 工 具 ） 菜 单 中 的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命 令 ， 它 让 你 定 制
工 具 栏 ， 并 给 命 令 约 定 快 捷 键 。 要 改 变 编 辑 器 界 面 的 其 他 特 征 ， 从 Tools（ 工 具 ）
菜 单 中 选 择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命 令 。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命 令 显 示 图 3 - 1 1 所 示 的 对 话 框 ， 它 允 许 你 指 定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下
列 特 征 ：

n  外 观 、 文 档 保 存 和 S t a t e m e n t  C o m p l e t i o n（ 语 句 补 全 ） 选 项

n  制 表 符 和 缩 进

n  模 拟

n  字 体



图 3 - 1 1   O p t i o n s 对 话 框 的 E d i t o r 选 项 卡



在 对 话 框 的 E d i t 选 项 卡 中 ， 根 据 你 的 爱 好 来 选 择 编 辑 器 如 何 及 何 时 需 要 保 存 文
档 （ 下 面 将 详 细 说 明 A u t o m a t i c  R e l o a d  O f  E x t e r n a l l y  M o d i f i e d  F i l e s（ 外 部 修 改 的
文 件 自 动 重 新 加 载 ）复 选 项 。你 也 可 以 指 定 编 辑 器 在 编 译 之 前 是 否 自 动 保 存 已 改
变 的 文 件 ， 以 及 在 保 存 文 档 之 前 是 否 提 示 你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同 一 页 中 的 S e l e c t i o n  M arg in（ 选 择 边 界 ）复 选 项 。选 择 边 界 是 文 档
窗 口 左 边 的 大 约 半 英 寸 宽 的 一 列 阴 影 区 。通 过 单 击 该 边 界 ，你 就 可 以 选 中 附 近 的
一 整 行 。 该 空 格 也 可 以 保 留 书 签 的 图 标 ， 以 及 后 面 我 们 将 在 第 11 章 中 提 到 的 调
试 断 点 。 如 果 你 宁 愿 恢 复 这 些 空 白 来 显 示 文 档 ， 清 除 掉 此 复 选 项 ， 来 禁 用 选 择 空
格 。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模 拟 B R I E F 或 E p s i l o n 程 序 员 的 编 辑
器 。 如 果 你 习 惯 于 这 些 产 品 ， 可 以 打 开 相 应 的 模 拟 选 项 。 单 击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兼
容 性 ） 选 项 卡 ， 然 后 从 列 表 中 选 择 编 辑 器 中 的 一 个 ， 或 通 过 打 开 单 个 的 复 选 项 来
设 置 想 要 的 选 项 。

F o r m a t（ 格 式 ） 选 项 卡 允 许 你 给 编 辑 器 窗 口 指 定 字 体 类 型 和 颜 色 。 从 C a t e g o r y 列
表 中 单 击 S o u r c e  W i n d o w s（ 源 窗 口 ）， 来 查 看 当 前 的 字 体 。 默 认 情 况 下 ， 字 体 为
1 0 号 C o u r i e r，但 你 可 以 把 它 改 成 任 何 你 所 想 要 的 类 型 和 大 小 。C o l o r 区 允 许 你 为
编 辑 器 中 不 同 的 标 记 和 文 本 （ 如 源 文 件 注 释 和 H T M L 标 记 ） 调 整 背 景 和 前 景 颜
色 。 要 改 变 颜 色 ， 从 列 表 中 选 择 一 个 条 目 ， 然 后 从 组 合 框 中 选 择 想 要 的 颜 色 。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之 外 编 辑 文 本

文 本 编 辑 器 同 用 户 喜 欢 的 字 处 理 程 序 共 享 了 许 多 特 征 。 V i s u a l  C + +给 你 提 供 了 一
个 非 常 强 大 的 程 序 编 辑 器 ， 但 是 ， 如 果 你 现 在 喜 欢 使 用 另 一 个 编 辑 器 ， 也 可 以 。
使 用 一 个 你 非 常 熟 悉 的 产 品 效 率 可 能 会 更 高 一 些 。并 且 ， 如 果 你 从 来 没 有 使 用 过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 除 了 使 用 别 的 编 辑 器 外 ， 你 没 有 别 的 选 择 了 。V i s u a l  C + +
编 辑 器 是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整 体 的 一 部 分 ， 而 不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程 序 。 你 只 能 从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中 访 问 该 编 辑 器 。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一 个 很 大 的 优 点 是 ， 展 示 了 一 个 集 成 的 开 发 环 境 的 整 体
应 是 什 么 样 子 。 当 编 译 器 在 源 代 码 中 发 现 错 误 时 ，它 自 动 把 编 辑 器 的 光 标 设 置 在
第 一 个 出 错 的 语 句 上 ， 准 备 让 你 改 正 错 误 。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下 一 个 错 误 ， 光 标 就 会
移 动 到 源 文 件 中 的 正 确 位 置 上 。 编 辑 完 后 ， 只 需 单 击 B u i l d （ 建 立 ） 工 具 栏 上 的
C o m p i l e （ 编 译 ） 按 钮 ， 就 可 以 把 修 订 过 的 文 本 重 新 提 交 给 编 译 器 。 V i s u a l  C + +
自 动 把 新 的 源 文 件 保 存 到 磁 盘 上 。在 环 境 之 外 的 编 辑 器 中 工 作 ，就 需 要 更 多 的 努
力 。你 必 须 切 换 到 编 辑 器 ，把 光 标 移 到 编 译 出 错 的 语 句 行 ，改 正 之 后 ，保 存 文 件 ，
然 后 再 切 换 回 V i s u a l  C + +来 重 新 编 译 。

如 果 你 决 定 用 另 一 个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编 写 和 维 护 源 代 码 ，你 应 该 对 V i s u a l  C + +环 境
作 两 个 小 小 的 改 动 。 首 先 ， 如 果 你 打 算 长 期 使 用 另 外 的 一 个 编 辑 器 ， 你 可 能 会 发
现 从 Tools（ 工 具 ）菜 单 中 通 过 编 辑 器 的 专 用 命 令 来 运 行 它 更 为 方 便 。通 过 在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中 放 置 一 个 新 的 命 令 ， 你 可 以 在 环 境 内 部 启 动 编 辑 器 。 如 果 你 的 编



辑 器 从 命 令 行 接 受 文 件 名 ， 可 以 配 置 该 命 令 ， 以 使 编 辑 器 在 启 动 时 自 动 加 载 源 文
件 。 添 加 一 个 新 的 Tools （ 工 具 ） 命 令 ， 来 启 动 一 个 文 本 编 辑 器 （ 或 任 何 其 他 外
部 程 序 ）， 这 将 在 第 1 3 章 中 详 细 讨 论 。

应 该 做 的 第 二 个 改 变 是 对 默 认 设 置 的 细 小 改 动 。在 另 一 个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一 个 文 件
时 ， 通 常 在 V i s u a l  C + + 中 会 打 开 同 一 个 文 件 。 这 发 生 在 编 译 和 调 试 代 码 的 过 程
中 ， 因 为 调 试 器 要 加 载 源 文 件 。 当 你 在 编 辑 器 中 改 变 ， 并 保 存 文 件 后 ， 切 换 回
V i s u a l  C + +来 重 新 编 译 时 ， 环 境 可 以 识 别 到 打 开 的 文 件 副 本 不 再 是 当 前 的 内 容
了 。 默 认 情 况 下 ， 系 统 会 显 示 图 3 - 1 2 所 示 的 消 息 框 ， 它 提 示 你 从 磁 盘 上 重 新 加
载 新 的 文 件 。 你 的 回 答 通 常 会 是 Y e s， 或 者 至 少 你 不 会 很 在 意 。 为 了 防 止 每 次 你
切 换 回 V i s u a l  C + +时 出 现 这 个 消 息 ，在 Tools（ 工 具 ）菜 单 中 单 击 O p t i o n s（ 选 项 ）。
选 中 图 3 - 1 1 所 示 的 A u t o m a t i c  R e l o a d  O f  E x t e r n a l l y  M o d i f i e d  F i l e s 复 选 项 ，来 让 编
辑 器 自 动 加 载 改 变 了 的 文 件 ， 而 不 再 提 示 你 。



图 3 - 1 2   在 外 部 编 辑 器 已 经 改 变 了 一 个 文 件 时 ， 解 析 文 档 版 本

当 你 使 用 另 外 的 编 辑 器 时 ， 你 就 已 经 与 V i s u a l  C + +签 订 了 这 样 的 协 议 ： 你 不 会 在
两 个 编 辑 器 中 同 时 改 变 文 档 。然 而 ，环 境 可 以 处 理 对 文 档 的 同 时 改 变 。V i s u a l  C + +
承 认 外 部 改 动 ， 因 为 当 环 境 重 新 获 得 输 入 焦 点 时 ，它 检 查 所 有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的 文 件 的 日 期 和 时 间 标 志 。出 于 安 全 的 目 的 ，环 境 重 新 加 载 拥 有 更 新 标 志 的 文
件 ， 但 A u t o m a t i c  R e l o a d  O f  E x t e r n a l l y  M o d i f i e d  F i l e s 设 置 仅 适 用 于 那 些 编 辑 器 自
己 的 文 档 副 本 没 有 改 变 的 情 况 下 。如 果 编 辑 器 中 的 文 档 已 经 被 改 变 ，即 使 是 一 个
字 符 ，不 论 A u t o m a t i c  R e l o a d  O f  E x t e r n a l l y  M o d i f i e d  F i l e s 复 选 项 如 何 设 置 ，V i s u a l
C + + 都 显 示 图 3 - 1 2 所 示 的 消 息 。 这 使 你 可 以 控 制 文 档 的 哪 个 版 本 是 正 确 的 。



第 4 章   资 源

一 般 地 ， 当 我 们 说 起 一 个 程 序 的 数 据 时 ， 我 们 指 的 是 那 些 用 X 或 p S t r i n g 命 名 的
源 代 码 里 的 变 量 。 一 个 典 型 的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也 有 另 一 类 叫 做 资 源 的 数 据 ，
它 包 括 文 本 和 图 形 ，这 些 决 定 程 序 用 户 界 面 的 外 观 和 感 觉 。一 个 程 序 的 资 源 定 义
界 面 元 素 如 下 ：

n  菜 单

n  加 速 键

n  位 图 、 光 标 和 图 标

n  对 话 框 和 控 件

n  字 符 串

n  工 具 栏

当 W i n d o w s 调 用 一 个 程 序 时 ， 它 从 程 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里 读 取 程 序 代 码 和 初 始 化



数 据 的 数 值 ， 并 把 它 们 拷 贝 到 分 配 的 内 存 里 。 有 些 情 况 下 ， 资 源 数 据 保 留 在 程 序
硬 盘 上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里 。 资 源 在 运 行 时 读 取 ， 而 不 是 在 装 载 时 读 取 ， 实 际 上 ， 它
是 程 序 创 建 窗 口 、显 示 对 话 框 或 装 载 位 图 时 ，从 E X E 文 件 或 D L L 文 件 里 读 取 的 。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一 些 资 源 编 辑 器 ， 通 过 它 ， 你 可 以 创 建 或 编 辑 一 个 项 目 的 资 源 数
据 。 出 于 某 些 考 虑 ， 本 章 是 前 面 几 章 的 延 续 ， 它 描 述 怎 样 通 过 V i s u a l  C + +的 文 字
编 辑 器 创 建 和 编 辑 文 档 。 虽 然 这 里“ 文 档 ” 这 个 词 的 定 义 已 经 扩 展 ， 它 包 括 的 内
容 不 仅 仅 有 包 括 纯 文 本 ， 还 有 其 他 格 式 ， 这 些 格 式 的 编 辑 原 理 是 相 同 的 。

有 关 资 源 和 资 源 编 辑 器 的 主 题 范 围 广 泛 ，它 占 了 本 章 和 下 一 章 的 内 容 。本 章 覆 盖
了 用 户 在 应 用 里 首 先 会 遇 到 的 界 面 元 素 ， 这 种 资 源 数 据 包 括 菜 单 、 工 具 栏 、 加 速
键 、 图 标 和 鼠 标 光 标 。 有 关 对 话 框 和 控 件 的 主 题 放 在 第 5 章 里 。

系 统 资 源

为 了 以 后 清 楚 所 讲 的 内 容 ， 我 也 应 该 谈 谈 系 统 资 源 ， 它 是 W i n d o w s 提 供 给 应 用
程 序 的 公 共 资 源 数 据 集 。 系 统 资 源 实 际 上 是 借 给 应 用 程 序 的 ， 要 知 道 ， 在 应 用 程
序 释 放 一 个 句 柄 时 ， 它 以 显 式 的 方 式 归 还 给 系 统 ， 在 应 用 程 序 终 止 时 ， 它 以 隐 式
的 方 式 归 还 给 系 统 。 某 些 系 统 资 源 ， 例 如 鼠 标 光 标 ， 是 自 动 提 供 的 ， 这 样 ， 就 不
需 每 个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自 己 的 资 源 了 。虽 然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显 示 它 自 己 独 特 的 光
标 （ 正 如 我 们 在 本 章 后 面 将 看 到 的 ）， 但 是 ， 使 用 箭 头 、 沙 漏 和 其 他 系 统 提 供 的
位 图 更 容 易 些 。 在 对 程 序 员 提 供 方 便 的 同 时 ， 它 也 可 以 保 证 用 户 在 程 序 之 间 切 换



时 ， 不 会 对 各 种 光 标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

其 他 的 系 统 资 源 ， 例 如 设 备 上 下 文 和 系 统 插 入 符 ， 不 能 够 被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复 制 ，
也 不 能 够 被 真 正 类 比 为 本 章 中 所 描 述 的 程 序 资 源 。虽 然 在 一 个 程 序 的 外 观 上 ，内
存 没 有 起 到 什 么 作 用 ， 但 是 ， 它 也 是 一 种 被 经 常 谈 及 的 系 统 资 源 ， 因 为 它 作 为 堆
分 配 给 程 序 ，这 是 程 序 所 要 求 的 。 控 件 是 另 一 种 当 我 们 谈 及 资 源 时 容 易 混 淆 的 潜
在 的 资 源 。 在 一 个 程 序 的 资 源 数 据 里 ， 程 序 声 明 的 仅 仅 是 它 想 使 用 的 控 件 类 型 ，
例 如 窗 口 的 坐 标 ， 或 者 可 能 是 初 始 化 状 态 。 控 件 的 显 示 和 操 作 是 由 系 统 传 递 的 。
如 果 系 统 资 源 和 程 序 资 源 的 界 限 有 时 看 起 来 不 明 了 ，那 么 不 要 着 急 。当 你 在 本 章
中 学 习 更 多 的 资 源 时 ， 两 者 之 间 的 差 别 将 变 得 非 常 明 显 。

R C 资 源 脚 本 文 件

一 个 项 目 在 源 文 件 里 定 义 它 的 资 源 ， 资 源 文 件 以 R C 为 扩 展 名 ， 并 且 一 般 和 项 目
具 有 相 同 的 名 字 。 R C 文 件 只 包 含 文 本 ， 它 更 像 是 一 个 程 序 资 源 文 件 ， 所 以 ， 你
可 以 用 一 个 文 本 编 辑 器 查 看 它 。在 文 件 里 ，你 将 发 现 一 些 定 义 字 符 串 和 菜 单 内 容
的 表 格 ，但 是 ，没 有 包 含 位 图 和 图 标 的 图 形 数 据 。图 形 资 源 保 存 在 单 独 的 文 件 里 ，
它 的 名 字 和 在 磁 盘 中 的 位 置 保 存 在 R C 文 件 里 。 R C 这 个 扩 展 名 指 示 出 这 个 文 件
为 资 源 编 译 器 提 供 像 源 代 码 那 样 的 服 务 ， 资 源 编 译 器 是 V i s u a l  C + +  的 一 个 独 立
部 分 ， 它 把 程 序 的 文 本 和 图 形 资 源 编 译 成 目 标 文 件 形 式 ， 这 样 ， 链 接 器 可 以 把 它
联 编 到 E X E 文 件 里 。 一 个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经 常 叫 做 资 源 脚 本 或 资 源 定 义 文 件 。



资 源 脚 本 文 件 是 可 选 择 的 。 不 与 用 户 交 互 的 窗 口 应 用 程 序 不 需 要 资 源 ，对 一 个 程
序 来 说 ， 更 可 能 在 运 行 时 随 时 创 建 所 有 的 资 源 。 但 是 ， 正 如 你 将 在 本 章 中 看 到 的
那 样 ，资 源 脚 本 利 于 开 发 者 进 行 开 发 ，因 为 资 源 脚 本 从 源 代 码 中 分 离 出 用 户 界 面
元 素 。 通 过 使 用 V i s u a l  C + +资 源 编 辑 器 ， 开 发 者 可 以 设 计 一 个 界 面 ， 看 到 它 是 什
么 样 子 ，并 且 可 以 通 过 少 许 鼠 标 单 击 来 改 变 它 。并 且 ，由 于 程 序 要 面 向 国 际 市 场 ，
所 以 资 源 脚 本 是 必 须 的 ，因 为 它 们 允 许 转 换 者 修 改 用 户 界 面 ，而 不 用 接 触 程 序 源
代 码 。

一 个 V i s u a l  C + +项 目 只 认 可 一 个 主 要 的 R C 文 件 。 如 果 你 想 使 用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里 的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添 加 到 项 目 ） 命 令 添 加 一 个 额 外 的 R C 文 件 ， 集 成 环
境 会 警 告 你 ， 当 编 译 这 个 项 目 时 ， 这 个 文 件 将 不 会 被 编 译 ， 如 下 所 示 ．



然 而 ， 一 个 项 目 可 以 有 任 何 数 目 的 资 源 脚 本 文 件 ， 但 是 ， 所 有 的 二 级 文 件 只 能 通
过 # i n c l u d e 语 句 添 加 到 R C 文 件 里 。 例 如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自 动 创 建
第 二 个 资 源 文 件 ， 这 个 文 件 以 项 目 文 件 名 作 为 名 字 ， 以 R C 2 作 为 扩 展 名 ， 它 提
供 了 一 个 存 放 你 以 前 开 发 和 测 试 的 任 何 资 源 的 好 地 方 ，你 不 需 进 一 步 的 修 改 。为
了 看 看 R C 2 文 件 怎 样 包 含 在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创 建 的 项 目 里 ， 打 开
项 目 ， 并 从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里 选 择 R e s o u r c e  I n c l u d e s（ 资 源 包 括 ） 项 ， 然 后 在
C o m p i l e - T i m e  D i r e c t i v e s（ 编 译 时 伪 指 令 ） 控 件 里 向 下 滚 动 ， 到 下 面 这 一 行 （ 在
这 里 p r o j e c t 是 项 目 名 ）：

# i n c l u d e  “r e s \ p r o j e c t . r c 2”  / / n o n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r e s o u r c e

包 含 在 补 充 文 件 里 的 所 有 资 源 均 将 编 译 ， 并 链 接 到 项 目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里 。 但 是 ，



当 你 使 用 一 个 V i s u a l  C + +资 源 编 辑 器 对 主 R C 文 件 操 作 时 ， 将 不 能 访 问 它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只 有 完 成 的 和 测 试 过 的 资 源 才 应 该 包 含 在 R C 2 中 的 原 因 。 资 源 编 译 器
读 取 所 有 的 脚 本 文 件 ， 并 产 生 一 个 以 R E S 做 后 缀 的 编 译 过 的 二 进 制 文 件 ， 它 类
似 于 C / C + +编 译 器 产 生 的 O B J 文 件 ．

在 第 1 章 中 描 述 的 作 为 环 境 的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 列 出 了 在 主 R C 文
件 里 定 义 的 项 目 资 源 。 当 项 目 打 开 时 ， 单 击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选 项 卡 ，
并 通 过 单 击 靠 近 文 件 夹 图 标 的 加 号 展 开 列 表 。为 了 在 适 当 的 编 辑 器 里 打 开 一 个 资
源 （ 我 们 将 立 刻 做 这 件 事 情 ）， 双 击 列 表 里 的 资 源 。 图 4 - 1 显 示 了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中 的 资 源 ， 这 是 名 为 D e m o 的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项
目 中 的 。

通 过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向 导 ） 创 建 的 默 认 R C 文 件 是 广 泛 的 ， 包 括 冗 长 的 字
符 串 表 、菜 单 脚 本 和 与 交 叉 开 发 平 台 有 关 的 代 码 。如 果 你 接 受 创 建 新 的 应 用 程 序
时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产 生 的 所 有 默 认 资 源 ， 那 么 ， 最 终 将 得 到 一
个 将 近 4 0 0 行 的 R C 文 件 。 你 可 以 尝 试 在 一 个 文 本 编 辑 器 里 修 改 R C 文 件 ， 删 除
通 过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产 生 的 多 余 的 代 码 行 ， 减 少 文 件 尺 寸 到 易
于 管 理 的 大 小 。 但 是 ， 这 样 做 意 味 着 ， 以 后 当 你 使 用 一 个 V i s u a l  C + +的 资 源 编 辑
器 修 改 一 种 资 源 时 ， 就 会 有 麻 烦 。 虽 然 你 可 以 得 到 一 个 有 效 的 R C 文 件 ， 但 是 ，
不 幸 的 是 ， V i s u a l  C + +不 再 认 为 它 是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产 生 的 。
你 仍 然 可 以 通 过 一 个 编 辑 器 修 改 资 源 ， 但 是 ， 当 你 保 存 修 改 后 的 文 件 时 ， V i s u a l
C + + 用 一 个 新 的 R C 文 件 重 写 你 的 最 低 限 要 求 的 R C 文 件 ， 它 包 含 许 多 你 在 前 面



已 经 删 除 的 由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生 成 的 多 余 代 码 。 唯 一 可 供 选 择
的 是 用 一 个 不 同 的 文 件 名 保 存 修 改 后 的 文 件 ，然 后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从 新 文 件 里
拷 贝 你 想 要 的 行 ，并 粘 贴 到 最 初 的 资 源 脚 本 。我 推 荐 你 学 习 使 用 由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产 生 的 巨 大 的 R C 文 件 ， 除 了 一 些 小 的 变 化 外 ， 只 通 过 资 源 编
辑 器 来 修 改 资 源 。



图 4 - 1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的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格



R e s o u r c e . h头 文 件

项 目 里 的 每 一 个 资 源 或 者 通 过 常 量 标 识 符 ，或 者 至 少 通 过 一 个 字 符 串 名 ，来 加 以
区 别 。 例 如 ， 在 图 4 - 1 中 ， 假 想 的 D e m o 程 序 的 资 源 都 用 恒 定 的 值 标 识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是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 I D R _ D E M O T Y P E 是 程 序 的 一 个 图 标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是 A b o u t（ 关 于 ） 对 话 框 。 用 于 标 识 一 个 项 目 的 资 源 常 量 一 般
是 在 以 R e s o u r c e . h 命 名 的 文 件 里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自 动 创 建
R e s o u r c e . h 作 为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 对 资 源 标 识 符 指 定 标 准 M F C 的 资 源 前 缀 。 表 格
4 - 1 列 出 一 些 M F C 使 用 的 标 识 前 缀 。

表 4 - 1   标 准 M F C 标 识 符 前 缀

前 缀 资 源 类 型

I D R _ 主 菜 单 、工 具 栏 、加 速 键 表 和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I D D _ 对 话 框



                                                       续 表

I D C _ 控 件 和 光 标

I D S _ 字 符 串

I D P _ 为 消 息 框 提 示 字 符 串

I D _ 菜 单 命 令

常 量 标 识 符 可 以 由 字 母 （ 大 写 或 小 写 ）、 数 字 和 下 划 线 组 成 ， 但 是 不 能 以 一 个 数
字 开 头 。

C 程 序 把 标 识 符 成 员 认 为 是 明 显 的 常 量 或“ 定 义 ”， 但 是 ，V i s u a l  C + +有 时 将 它 们
作 为 符 号 。 从 技 术 上 来 说 ， 符 号 是 在 源 代 码 里 标 明 内 存 地 址 的 名 字 ， 例 如 一 个 变
量 或 一 个 函 数 名 字 。 我 们 将 在 第 11 章 里 看 到 ， 编 译 器 怎 样 生 成 一 个 程 序 里 的 符
号 列 表 ， 通 过 阅 读 它 ， 调 试 器 可 以 知 道 程 序 里 的 变 量 和 函 数 名 。 不 要 混 淆 资 源 符
号 和 源 代 码 里 的 符 号 。 毫 无 疑 问 ， V i s u a l  C + +的 设 计 者 选 择 单 词 符 号 ， 他 们 认 为
资 源 脚 本 也 是 一 种 源 代 码 和 资 源 标 识 符 ， 类 似 于 程 序 源 代 码 里 的 变 量 名 字 。

你 可 以 改 变 列 在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里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里 的 一 个 资 源 标 识 符 的 名 字 ，或 以 数 字 表 示 的 值 。首 先 通 过 展 开 适 当 的 文 件 夹 图
标 ， 找 到 标 识 符 名 字 ， 如 图 4 - 1 所 示 。 然 后 ， 单 击 列 表 里 的 标 识 符 选 择 它 ， 并 单



击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里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你 也 可 以 右 击 一 个 标 识 符 ， 并 从
弹 出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里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在 任 何 一 种 方 法 里 ， 都 要 通 过 在 ID 控 件 里
重 新 输 入 标 识 符 名 字 来 改 变 它 。同 时 ，你 可 以 像 下 面 这 样 给 名 字 添 加 一 个 以 数 字
表 示 的 整 型 值 ， 来 给 它 赋 值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_ N E W   =   3 0 0 1

按 下 E n t e r 键 时 ， 一 个 星 号 出 现 在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顶 部 的 项 目 行
附 近 ，它 表 明 你 已 经 改 变 了 它 ，但 是 还 没 有 保 存 。从 Fi le（ 文 件 ）菜 单 里 选 择 S a v e
（ 保 存 ） 命 令 ， 使 V i s u a l  C + +重 写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 用 新 的 标 识 符 代 替 # d e f i n e
语 句 里 旧 的 标 识 符 。

从 理 论 上 来 说 ， 你 可 以 给 一 个 资 源 标 识 符 赋 以 从 1 到 6 5 5 3 5（ 0 x F F F F ）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值 。 然 而 ，W i n d o w s 为 系 统 菜 单 项 保 留 了 0 x F 0 0 0 及 它 上 面 的 值 ，M F C 为 内
部 使 用 保 留 了 从 0 x E 0 0 0 到 0 x E F F F 之 间 的 值 ， 所 以 ， 你 应 该 使 自 己 的 标 识 符 值
保 持 在 1 到 5 7 3 4 3 之 间 （ 0 x D F F F ）。 标 识 符 的 值 被 限 制 在 W O R D 大 小 ， 而 不 是
D W O R D 大 小 ，这 是 因 为 W M _ C O M M A N D 消 息 在 w P a r a m 消 息 参 数 的 低 字 节 里
传 递 标 识 符 的 值 。

你 也 可 以 在 R e s o u r c e  S y m b o l s ( 资 源 符 号 )浏 览 器 里 改 变 、 添 加 或 删 除 标 识 符 符
号 ， 如 图 4-2 所 示 ， 这 些 标 识 符 是 由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或 其 他 一
种 V i s u a l  C + +资 源 编 辑 器 创 建 的 R C 文 件 提 供 的 。要 打 开 视 图 ，单 击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里 的 R e s o u r c e  S y m b o l s (资 源 符 号 )。 视 图 将 显 示 所 有 在 R e s o u r c e . h 中 定 义 的



标 识 符 ， 要 给 标 识 符 重 命 名 或 改 变 其 值 ， 从 列 表 里 选 择 它 并 单 击 C h a n g e（ 更 改 ）
按 钮 。 N e w （ 新 建 ） 按 钮 让 你 在 R e s o u r c e . h 里 添 加 新 的 标 识 符 ， 并 给 它 们 赋 值 。
在 你 关 闭 R e s o u r c e  S y m b o l s (资 源 符 号 )对 话 框 之 后 ， 右 击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里 的 项 目 行 ， 并 选 择 S a v e（ 保 存 ） 命 令 ， 把 新 的 值 写 到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里 。



图 4 - 2   R e s o u r c e  S y m b o l s 浏 览 器 ， 它 通 过 V i e w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S y m b o l s 命 令 调 用



符 号 浏 览 器 是 为 最 佳 利 用 由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或 其 他 一 种 V i s u a l
C + + 资 源 编 辑 器 创 建 的 R C 文 件 而 设 计 的 。 你 可 以 查 看 所 有 在 项 目 R C 文 件 里 引
用 的 标 识 符 的 定 义 ， 但 是 ， 浏 览 器 只 可 以 修 改 在 R e s o u r c e . h 头 文 件 里 定 义 的 标 识
符 。 它 把 定 义 在 其 他 包 含 文 件 里 的 标 识 符 当 作 只 读 的 ，并 不 提 供 修 改 它 们 名 字 和
值 的 方 法 。 要 看 这 些 标 识 符 ， 单 击 浏 览 器 对 话 框 里 的 S h o w  R e a d - O n l y  S y m b o l s
（ 显 示 只 读 符 号 ） 检 查 框 。 例 如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添 加 到 R C
文 件 里 的 这 一 行 ， 我 们 将 在 本 章 后 面 再 次 见 到 它 ：

# i n c l u d e  " a f x r e s . h "

当 你 选 择 了 S h o w  R e a d - O n l y  S y m b o l s 复 选 框 ，浏 览 器 将 包 含 在 A f x r e s . h 文 件 里 的
所 有 符 号 的 列 表 。你 可 以 区 别 出 在 列 表 里 的 只 读 符 号 ，因 为 可 修 改 的 符 号 以 黑 体
字 显 示 。

在 I n  U s e（ 正 在 使 用 ） 列 里 ， 一 个 复 选 标 记 表 明 ， 在 R C 文 件 里 ， 一 个 符 号 标 识
一 种 资 源 。 在 你 开 发 一 个 程 序 时 ， 偶 尔 可 能 要 改 变 标 识 符 的 名 字 ， 没 有 关 系 ， 但
是 V i s u a l  C + +不 删 除 旧 的 名 字 ， 而 为 新 的 标 识 符 在 R e s o u r c e . h 中 添 加 一 个 定 义 。
一 些 标 识 符 最 终 会 成 为 孤 标 识 符 （ o r p h a n s）， 它 在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里 定 义 ， 但 是
在 R C 文 件 里 任 何 地 方 都 没 有 使 用 。在 I n  U s e 列 中 ，我 们 可 以 很 容 易 确 定 孤 标 识
符 。 要 删 除 一 个 标 识 符 ， 就 是 从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删 除 它 的 # d e f i n e 语 句 ， 那 么
从 列 表 里 选 择 它 ， 并 单 击 D e l e t e 按 钮 。 删 除 将 在 你 下 一 次 单 击 S a v e（ 保 存 ） 命
令 时 生 效 。 记 住 ， 虽 然 浏 览 器 告 诉 你 ， 只 有 复 选 的 符 号 才 会 出 现 在 R C 文 件 里 ，



但 是 ，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这 个 符 号 不 在 源 代 码 或 其 他 资 源 文 件 的 其 他 地 方 使 用 。

A p p W i z a r d 资 源 的 例 子

在 深 入 说 明 之 前 ， 让 我 们 看 看 一 部 分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为 假 想 的
D e m o 程 序 生 成 的 资 源 脚 本 文 件 。 我 们 已 经 见 到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自 动 的 为 A b o u t（ 关 于 ） 对 话 框 创 建 一 个 资 源 脚 本 ， 还 有 一 个 M F C 图 标 。
在 生 成 的 D e m o . r c 文 件 里 ， 对 话 框 脚 本 看 起 来 像 下 面 这 样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D I S C A R D A B L E   0 ,  0 ,  2 1 7 ,  5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C A P T I O N  " A b o u t  D e m o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I C O N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0 , 2 2 , 2 0 , 2 0

L T E X T        " D e m o  V e r s i o n  1 . 0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1 0 , 1 1 5 , 8



L T E X T        " C o p y r i g h t   1 9 9 8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0 , 2 5 , 1 1 9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 I D O K , 1 7 8 , 7 , 3 2 , 1 4 , W S _ G R O U P

E N D

上 述 命 令 定 义 了 下 面 所 示 的 对 话 框 ，它 是 通 过 选 择 D e m o 程 序 的 H e l p（ 帮 助 ）菜
单 里 的 A b o u t 来 调 用 的 ：



虽 然 一 行 也 没 写 ， 但 是 ， 效 果 还 不 错 。 然 而 ， A p p W i z a r d （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并 不 是 适 合 于 任 何 场 合 。 要 看 一 下 不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将 会
是 什 么 样 ， 本 章 的 其 余 部 分 开 发 了 一 个 不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向 导 ），
而 是 从 头 开 始 的 资 源 程 序 ， 并 讨 论 这 个 方 法 的 利 弊 。

例 程 D i s k P i e 1简 介

这 里 ， 我 们 将 开 始 用 连 续 的 几 节 逐 步 开 发 一 个 叫 做 D i s k P i e 1 的 例 程 。 每 一 节 集
中 一 种 资 源 类 型 ， 我 们 将 从 菜 单 和 加 速 键 开 始 ， 接 着 是 状 态 栏 、 位 图 和 工 具 栏 。
每 一 节 都 以 总 体 讨 论 一 种 资 源 类 型 开 始 ， 以 将 这 种 资 源 加 入 D i s k P i e 1 结 束 ， 并



示 范 怎 样 用 适 当 的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创 建 或 修 改 一 种 资 源 。 当 我 们 结 束 的 时 候 ，
D i s k P i e 1 将 成 为 一 个 有 用 的 工 具 ，它 快 速 查 看 当 前 内 存 使 用 情 况 和 可 用 的 磁 盘 空
间 。

为 了 更 好 地 开 发 实 践 ， 我 们 将 在 写 任 何 代 码 之 前 ， 首 先 对 程 序 进 行 说 明 。 这 个 说
明 将 使 你 了 解 我 们 将 加 入 到 程 序 中 的 资 源 ，并 使 我 们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看 到 它 们 怎 样
一 起 工 作 ， 形 成 一 个 和 谐 的 界 面 。 下 面 是 D i s k P i e 1 的 主 要 说 明 ：

n  描 述 ：D i s k P i e 1 是 一 个 用 M F C 写 的 实 用 程 序 ， 它 显 示 两 份 饼 图 。 通 过
对 菜 单 或 工 具 栏 的 选 择 ， 这 个 图 显 示 指 定 的 磁 盘 驱 动 器 上 的 存 储 空 间
分 配 。 饼 图 的 一 部 分 描 述 已 经 分 配 的 空 间 ， 而 其 余 部 分 显 示 未 分 配 的
空 间 。 有 标 签 将 两 者 明 显 区 分 开 。

n  主 窗 口 ： 程 序 有 四 个 菜 单 ， 叫 做 Fi le， C h a r t， V i e w 和 H e l p 。 Fi le（ 文
件 ） 菜 单 只 包 含 一 个 E x i t 命 令 ， H e l p （ 帮 助 ） 菜 单 有 一 个 显 示 程 序 信
息 的 A b o u t 命 令 。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允 许 用 户 显 示 或 隐 藏 工 具 栏 和 状
态 栏 。 C h a r t 菜 单 开 始 时 只 包 含 一 个 命 令 ， 叫 做 M e m o r y， 它 显 示 内 存
使 用 状 况 。 在 运 行 的 时 候 ， D i s k P i e 1 搜 索 与 系 统 相 连 的 磁 盘 驱 动 器 ，
包 括 R A M 磁 盘 和 远 程 网 络 驱 动 器 ，并 把 它 们 添 加 到 C h a r t 菜 单 里 。此
程 序 忽 略 软 盘 驱 动 器 、 C D 驱 动 器 及 其 他 可 卸 式 驱 动 器 。

n  工 具 栏 和 加 速 键 ： 可 停 靠 的 工 具 栏 和 键 盘 命 令 补 充 了 程 序 的 菜 单 ， 允
许 用 户 通 过 单 击 按 钮 或 通 过 按 表 示 从 C 到 Z 的 特 定 驱 动 器 的 键 ， 来 显



示 表 示 使 用 状 况 的 饼 图 。

n  状 态 栏 ： 标 识 当 前 选 择 的 菜 单 或 工 具 栏 。

n  上 下 文 菜 单 ： D i s k P i e 1 不 提 供 上 下 文 菜 单 。

D i s k P i e 1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通 过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骨 架 代 码 ， 但 是 ， 我 不 选 择 这 样 做 ，
有 两 个 原 因 。 首 先 ， D i s k P i e 1 并 不 是 那 种 文 档 /视 图 形 式 的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 而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文 件 时 ， 注 重 的 是 这 种 形 式 ， 并 且 ， 删 除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多 余
资 源 描 述 可 能 是 冗 长 乏 味 的 过 程 。 第 二 ， 我 们 已 经 谈 到 过 A p p W i z a r d 。 现 在 ， 应
当 看 看 在 V i s u a l  C + + 里 从 底 层 创 建 一 个 项 目 会 怎 样 。 下 面 的 几 节 并 没 有 忽 略
A p p W i z a r d ， 不 管 怎 样 ， 在 默 认 的 情 况 下 ， 它 们 都 描 述 A p p W i z a r d ， 这 样 ， 你 能
够 看 到 ， 通 过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的 小 项 目 将 得 到 或 失 去 什 么 。

讨 论 假 设 D i s k P i e 1 以 一 个 没 有 资 源 文 件 的 空 项 目 开 始 。 如 果 你 喜 欢 在 这 里 略 述
的 步 骤 从 头 开 始 创 建 这 个 项 目 ， 那 么 从 Fi le（ 文 件 ）菜 单 选 择 N e w（ 新 建 ）命 令 ，
然 后 单 击 P r o j e c t（ 项 目 ） 选 项 卡 ， 选 择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图 标 。 输 入 项 目 名 字 ，
然 后 单 击 O K （ 确 定 ） 按 钮 。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W i z a r d 只 显 示 一 个 单 独 的 步 骤 ，
提 供 在 三 种 不 同 的 准 备 状 态 下 ，以 设 置 一 个 新 的 项 目 ，单 击 F i n i s h（ 完 成 ）按 钮 ，
接 受 为 空 项 目 选 择 的 默 认 设 置 。



如 果 你 已 经 运 行 S e t u p 程 序 ， 从 所 附 C D 中 将 D i s k P i e 1 拷 贝 到 你 的 硬 盘 ， 那 么 你
可 能 更 喜 欢 打 开 项 目 ， 不 用 自 己 创 建 资 源 ， 而 继 续 进 行 讨 论 。 要 打 开 已 经 完 成 的
项 目 ， 从 Fi le（ 文 件 ） 菜 单 选 择 O p e n  W o r k s p a c e（ 打 开 工 作 空 间 ） 命 令 ， 并 在 硬
盘 驱 动 器 上 浏 览 D i s k P i e 1 项 目 所 在 的 文 件 夹 。 双 击 D i s k P i e 1 . d s w 打 开 项 目 。



打 开 已 有 的 项 目

新 项 目 就 像 新 文 件 一 样 ， 开 始 要 使 用 N e w 命 令 ， 并 在 一 个 V i s u a l  C + +向 导 的 帮
助 下 （ 如 A p p W i z a r d 或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设 置 新 的 项 目 。 一 旦 向 导 完 成 了 它
的 工 作 ， 此 项 目 就 不 再 使 用 N e w 命 令 了 。 要 打 开 一 个 已 有 的 项 目 ， 例 如 从 配 套
光 盘 中 安 装 的 任 何 一 个 项 目 ， 需 从 Fi l e 菜 单 中 选 择 O p e n  W o r k s p a c e 命 令 ， 并 浏
览 到 项 目 的 文 件 夹 。对 于 最 近 使 用 过 的 项 目 ， 相 同 菜 单 上 的 R e c e n t  W o r k s p a c e 命
令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方 便 性 。

如 果 你 愿 意 ， V i s u a l  C + +环 境 可 以 在 启 动 时 自 动 打 开 最 近 的 项 目 。 对 于 你 已 经 花
费 了 许 多 时 间 的 冗 长 的 项 目 ， 这 个 特 征 非 常 方 便 。 单 击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上 的
O p t i o n s（ 选 项 ），并 滚 动 到 右 边 ，找 到 W o r k s p a c e 选 项 卡 ，然 后 ，激 活 标 为 R e l o a d
L a s t  W o r k s p a c e  A t  S t a r t u p（ 在 启 动 时 重 新 加 载 上 次 的 工 作 空 间 ） 复 选 框 。

配 置 D i s k P i e 1项 目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向 导 只 生 成 几 个 文 件 ， 它 们 用 于 建 立 项 目 的 主 干 内 容 。 此 向 导
也 假 设 项 目 不 使 用 M F， 对 D i s k P i e 1 来 说 ， 这 是 不 正 确 的 假 设 。 在 选 择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创 建 像 D i s k P i e 1 一 样 的 M F C 程 序 之 后 ， 你 必 须 配 置 这 个 项 目 ， 来 识
别 M F C 库 文 件 。 正 如 在 第 2 章 里 描 述 的 那 样 ， 这 是 通 过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G e n e r a l 选 项 卡 的 一 个 开 关 来 实 现 的 。 通 过 从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选 择 S e t t i n g
打 开 对 话 框 ， 从 对 话 框 的 左 上 角 的 组 合 框 里 选 择 A l l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s（ 所 有 配 置 ），



并 为 项 目 选 择 静 态 或 动 态 链 接 库 。 图 4 - 3 显 示 后 一 种 选 择 。



图 4 - 3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到 M F C 的 动 态 链 接

一 旦 打 开 了 初 具 雏 形 的 D i s k P i e 1 项 目 ， 并 正 确 进 行 配 置 ， 我 们 便 可 以 开 始 为 它



创 建 资 源 ， 并 添 加 D i s k P i e 1 . r c 和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了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一 个 小
程 序 ， 它 使 用 了 很 多 资 源 ， 所 以 ， 大 部 分 工 作 是 创 建 资 源 数 据 。 在 完 成 资 源 的 创
建 之 后 ， 我 们 将 为 程 序 写 出 实 际 的 代 码 。

菜 单 和 加 速 键

图 4 - 4 显 示 了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默 认 菜 单 系 统 。 你 可 以 看 到 ， 图 中 的 菜 单 和
A p p W i z a r d 放 在 R C 文 件 中 的 菜 单 脚 本 是 对 应 的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M E N U  P R E L O A D  D I S C A R D A B L E

B E G I N

     P O P U P  " & F i l e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N e w \ t C t r l + N " ,        I D _ F I L E _ N E W

          M E N U I T E M  " & O p e n . . . \ t C t r l + O " ,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M E N U I T E M  " & S a v e \ t C t r l + S " ,       I D _ F I L E _ S A V E



          M E N U I T E M  " S a v e  & A s . . . " ,          I D _ F I L E _ S A V E _ A S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M E N U I T E M  " & P r i n t… \ t C t r l + P " ,       I D _ F I L E _ P R I N T

          M E N U I T E M  " P r i n t  P r e & v i e w " ,       
I D _ F I L E _ P R I N T _ P R E V I E W

          M E N U I T E M  " P & r i n t  S e t u p … " ,        I D _ F I L E _ P R I N T _ S E T U P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M E N U I T E M  " R e c e n t  F i l e " ,            
I D _ F I L E _ M R U _ F I L E 1 , G R A Y E D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M E N U I T E M  " E & x i t " ,               I D _ A P P _ E X I T

     E N D

     P O P U P  " & E d i t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U n d o \ t C t r l + Z " ,        I D _ E D I T _ U N D O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M E N U I T E M  " C u & t \ t C t r l + X " ,      I D _ E D I T _ C U T

          M E N U I T E M  " & C o p y \ t C t r l + C " ,        I D _ E D I T _ C O P Y

          M E N U I T E M  " & P a s t e \ t C t r l + V " ,        I D _ E D I T _ P A S T E

     E N D

     P O P U P  " & V i e w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T o o l b a r " ,           I 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M E N U I T E M  " & S t a t u s  B a r " ,            I D _ V I E W _ S T A T U S _ B A R

     E N D



     P O P U P  " & H e l p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A b o u t  D e m o . . . "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E N D

E N D



图 4 - 4   由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菜 单 系 统

脚 本 的 第 一 行 给 菜 单 栏 一 个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标 识 号 ，它 在 A p p W i z a r d 添 加 到
项 目 的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里 定 义 。像 文 件 里 的 所 有 标 识 符 一 样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只 是 A p p W i z a r d 的 默 认 名 字 。 你 可 以 为 资 源 指 定 你 想 要 的 任 何 名 字 或 值 。

P R E L O A D 和 D I S C A R D A B L E 伪 指 令 在 W i n 3 2 应 用 程 序 程 序 脚 本 中 并 不 是 必 须
的 。 只 对 16 位 程 序 有 意 义 的 P R E L O A D 告 诉 W i n d o w s， 当 它 开 始 加 载 程 序 时 ，
将 菜 单 资 源 数 据 拷 贝 到 内 存 ， 而 不 是 以 后 当 程 序 创 建 主 窗 口 时 ， 再 打 开 程 序 的
E X E 文 件 ， 并 读 取 菜 单 数 据 。 不 需 要 D I S C A R D A B L E 伪 指 令 ， 是 因 为 在 W i n 3 2
里 ， 所 有 的 资 源 都 是 可 丢 弃 的 。 这 意 味 着 ， 操 作 系 统 可 以 自 由 地 从 物 理 内 存 中 删
除 程 序 的 资 源 数 据 ， 以 使 其 他 程 序 能 够 得 到 这 些 内 存 。 当 程 序 再 次 获 得 焦 点 ， 并
需 要 那 些 删 除 的 资 源 时 ， 系 统 从 程 序 的 E X E 文 件 中 重 新 读 取 数 据 。 这 可 能 是 因



为 资 源 是 静 态 只 读 数 据 ， 在 内 存 里 的 副 本 和 磁 盘 上 的 一 样 。 相 反 ， 从 内 存 中 移 去
动 态 数 据 由 虚 拟 内 存 管 理 器 完 成 ，但 是 ，虚 拟 内 存 管 理 器 必 须 首 先 在 内 存 被 用 于
其 他 目 的 之 前 ， 将 数 据 保 存 到 系 统 交 换 文 件 。

资 源 脚 本 文 件 的 缩 进 排 列 显 示 了 B E G I N 和 E N D 语 句 之 间 的 资 源 的 级 别 。第 一 级
定 义 了 完 整 的 菜 单 资 源 ， 包 括 菜 单 栏 ， 它 被 叫 做 顶 级 菜 单 。 B E G I N - E N D 对 的 第
二 级 指 明 每 一 个 下 拉 菜 单 的 内 容 。 每 一 个 P O P U P 语 句 跟 在 一 个 显 示 在 菜 单 栏 上
的 菜 单 标 题 之 后 ， 随 后 的 M E N U I T E M 语 句 指 明 列 在 菜 单 上 的 命 令 。 菜 单 上 的 一
行 叫 做 命 令 或 菜 单 项 。

一 些 菜 单 命 令 包 含 键 盘 组 合 键 ， 例 如 C t r l + N 相 当 于 N e w （ 新 建 ） 命 令 ， C t r l + O
相 当 于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 如 你 所 知 ， 这 些 组 合 键 提 供 像 快 捷 键 那 样 的 服 务 ，
它 让 用 户 选 择 命 令 ， 而 不 用 通 过 菜 单 系 统 。 例 如 ，C t r l + O 立 即 显 示 O p e n（ 打 开 ）
对 话 框 ， 与 从 Fi le（ 文 件 ） 菜 单 里 选 择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的 效 果 一 样 。 加 速 键
的 麻 烦 是 用 户 必 须 记 住 它 们 ， 它 们 出 现 在 菜 单 中 ， 是 为 了 提 醒 用 户 ， 还 有 一 种 更
容 易 的 方 法 来 选 择 命 令 。 加 速 键 要 求 在 R C 文 件 中 附 加 的 表 格 ， 我 们 将 立 即 看 到
这 些 。

加 速 组 合 键 之 前 的 \t 是 一 个 制 表 符 ， 它 整 齐 地 在 菜 单 上 排 列 加 速 键 。 你 也 可 以 使
用 \a 代 替 \t， 在 菜 单 上 右 对 齐 排 列 文 本 ， 以 具 有 一 致 性 。 如 果 你 使 用 \a 来 排 列 菜
单 上 的 任 何 加 速 组 合 键 ， 那 么 ， 你 应 该 在 其 他 行 上 不 使 用 \t。 如 果 不 这 样 做 ， 将
使 W i n d o w s 混 乱 ， 导 致 菜 单 文 本 排 列 凌 乱 。 \a 字 符 比 \t 对 菜 单 的 控 制 更 好 些 。 如



果 菜 单 上 的 文 本 看 起 来 太 拥 挤 ， 那 么 在 \a 字 符 前 输 入 几 个 空 格 ， 可 以 加 宽 菜 单 ，
并 使 加 速 键 和 命 令 之 间 的 间 隔 更 远 。 在 每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里 的 字 符 & 把 它 后 面 的 字
符 作 为 菜 单 的 助 记 符 。 如 图 4 - 4 所 示 ， 在 菜 单 里 ， 一 个 助 记 符 以 下 划 线 显 示 ， 以
便 用 户 识 别 它 。对 于 一 个 菜 单 或 菜 单 栏 来 说 ，助 记 符 应 该 是 唯 一 的 ，例 如 ，F o r m a t
菜 单 应 该 有 一 个 不 是 “ F ” 的 其 他 助 记 符 ， 以 便 避 免 同 Fi l e（ 文 件 ） 菜 单 冲 突 。
但 是 ， 使 用 唯 一 的 助 记 符 只 是 一 个 建 议 ， 而 不 是 一 条 规 则 ， 如 果 一 个 菜 单 栏 或 下
拉 菜 单 在 两 个 或 更 多 的 地 方 包 含 相 同 的 助 记 符 ， 那 么 ， 当 用 户 按 下 助 记 符 时 ，
W i n d o w s 将 依 次 加 亮 每 一 个 命 令 ， 并 且 只 激 活 你 按 下 E n t e r 键 时 选 择 的 命 令 。 下
一 节 描 述 的 菜 单 编 辑 器 可 以 通 过 在 弹 出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上 的 命 令 ，来 检 查 重 复 的 助
记 符 。 在 编 辑 器 工 作 区 域 的 任 何 地 方 右 击 ， 将 打 开 这 个 菜 单 ：



助 记 符 和 加 速 键 并 不 是 相 同 的 东 西 。 加 速 键 不 需 要 通 过 菜 单 系 统 ， 就 可 以 激 活 一
个 命 令 ， 然 而 ， 下 划 线 助 记 符 只 有 当 菜 单 可 见 时 才 是 可 用 的 。

每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都 有 一 个 以 I D _作 为 前 缀 ，紧 接 着 是 描 述 命 令 的 名 字 组 成 的 辅 助



标 识 符 。 包 括 I D _ 前 缀 的 标 识 符 是 完 全 由 用 户 决 定 ， 前 面 的 菜 单 脚 本 只 是
A p p W i z a r d 提 出 的 （ 然 而 ， 正 如 我 们 将 看 到 的 ， 使 用 M F C 已 经 定 义 的 特 定 符 号
名 是 有 好 处 的 ）。 只 有 通 过 菜 单 标 识 符 ， 程 序 才 能 引 用 菜 单 事 件 。 当 用 户 单 击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 或 按 下 一 个 加 速 键 时 ， W i n d o w s 用 在 w P a r a m 低 字 节 里 的 命 令 标 识
符 给 主 窗 口 发 出 W M _ C O M M A N D 消 息 。 如 果 这 个 命 令 是 用 户 按 下 加 速 键 响 应
的 ，那 么 w P a r a m 的 高 字 节 是 T R U E，如 果 是 通 过 菜 单 选 择 响 应 的 ，那 么 w P a r a m
的 高 字 节 是 FA L S E 。

按 传 统 ， C 程 序 通 过 一 系 列 s w i t c h - c a s e 语 句 ， 来 检 查 W M _ C O M M A N D 消 息 的
w P a r a m 参 数 以 传 递 菜 单 命 令 ：

s w i t c h  ( m s g )

{

     c a s e  W M _ C O M M A N D :

          s w i t c h  ( L O W O R D  ( w P a r a m ) )

          {

               c a s e  I D _ F I L E _ N E W

                    O n F i l e N e w  ();



                    b r e a k ;

               c a s e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

                    O n F i l e O p e n  ( ) ;

                    b r e a k ;

.

.

.

          }

}

M F C 程 序 通 过 一 个 消 息 映 射 来 完 成 相 同 的 事 情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M y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F I L E _ N E W ,  O n F i l e N e w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 O n F i l e O p e n )



.

.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为 D i s k P i e 1创 建 菜 单

正 如 我 们 将 为 D i s k P i e 1 所 做 的 那 样 ， 当 我 们 从 头 开 始 创 建 菜 单 资 源 时 ， 我 们 从
I n s e r t 菜 单 选 择 R e s o u r c e ， 以 显 示 资 源 类 型 列 表 ， 如 下 所 示 。 然 后 ， 双 击 列 表 里
的 M e n u 条 目 打 开 菜 单 编 辑 器 。



项 目 必 须 是 打 开 的 ， 你 可 能 不 得 不 隐 藏 W o r k s p a c e 或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 以 便
不 覆 盖 编 辑 器 的 工 作 区 域 。 当 你 设 计 并 保 存 菜 单 时 ， V i s u a l  C + +把 菜 单 脚 本 写 到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里 ， 并 把 标 识 符 # d e f i n e 语 句 写 到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里 。其 后 ， 当 你
打 开 菜 单 资 源 时 ， 环 境 自 动 打 开 菜 单 编 辑 器 。 为 了 显 示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标 识
符 的 列 表 ，双 击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资 源 查 看 ）窗 格 里 的 M e n u 条 目（ 如 图 4 - 1 所 示 ）。
通 过 双 击 列 表 里 的 资 源 标 识 符 或 右 击 标 识 符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里 选 择 O p e n 打 开
菜 单 编 辑 器 。

图 4 - 5   使 用 V i s u a l   C + + 菜 单 编 辑 器 创 建 D i s k P i e 1 的 菜 单

图 4-5 显 示 了 当 我 们 向 D i s k P i e 1 项 目 进 一 步 添 加 菜 单 时 菜 单 编 辑 器 的 外 观 。顶 级
菜 单（ 也 就 是 菜 单 栏 ） 包 含 一 个 点 线 矩 形 ， 叫 做 新 项 框 ， 它 指 出 菜 单 标 题 文 本 插
入 点 。 当 你 在 菜 单 栏 上 输 入 一 个 条 目 ， 并 按 下 E n t e r 键 ， 一 个 带 有 自 己 的 新 项 框
的 下 拉 菜 单 出 现 了 。 模 糊 的 边 界 表 明 新 项 框 是 激 活 的 ， 而 不 管 它 是 菜 单 栏 上 ， 还
是 在 下 拉 菜 单 里 。 如 果 你 想 在 没 有 击 活 的 新 项 框 里 输 入 一 项 ， 那 么 ， 首 先 单 击 新
项 框 来 选 择 它 。 任 何 输 入 到 新 项 框 的 东 西 将 同 时 输 入 到 图 4 - 6 所 示 的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项 属 性 ） 对 话 框 的 C a p t i o n 控 件 里 。 要 返 回 并 修 改 一 个 标 题 或 菜



单 项 ， 或 者 选 择 这 个 项 目 ， 并 输 入 新 的 文 本 ， 或 者 双 击 这 个 项 目 打 开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项 属 性 ） 对 话 框 。 当 你 正 在 菜 单 项 之 间 跳 转 时 ， 对 话 框 会 消 失 ，
有 时 ，这 是 很 不 方 便 的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单 击 对 话 框 左 上 角 带 金 属 头 的 钢 针 按 钮 ，
可 强 制 对 话 框 保 持 可 见 。

D i s k P i e 1 的 Fi l e（ 文 件 ） 菜 单 只 有 一 个 命 令 ， 叫 做 E x i t。 要 创 建 这 个 菜 单 ， 首 先
在 菜 单 栏 的 新 项 框 里 输 入 & F i l e， 按 下 E n t e r 键 ，然 后 输 入 E & x i t 作 为 菜 单 项 的 文
本 。如 果 此 时 按 下 E n t e r 键 ，菜 单 编 辑 器 自 动 给 这 个 命 令 一 个 叫 做 ID _ F I L E _ E X I T
的 标 识 符 ，  它 是 菜 单 标 题 和 菜 单 项 文 本 的 混 和 物 。 它 也 为 I D _ F I L E _ E X I T 添 加
# d e f i n e 语 句 到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

让 我 们 停 一 会 儿 ，想 一 下 为 什 么 这 可 能 会 导 致 以 后 的 问 题 。当 你 保 存 这 个 新 的 菜
单 资 源 时 ， V i s u a l  C + +看 到 这 个 项 目 没 有 R C 文 件 ， 它 自 动 为 你 创 建 一 个 。 它 也
添 加 这 些 行 到 R C 文 件 ：

# i n c l u d e  “a f x r e s . h ”

# i n c l u d e  “r e s o u r c e . h ”

M F C 提 供 了 A f x r e s . h 头 文 件 ， 使 你 不 必 为 每 一 个 项 目 定 义 相 同 的 公 共 标 识 符 ，
它 们 显 示 在 典 型 的 W i n d o w s 程 序 里 。 理 论 上 ， 大 多 数 W i n d o w s 程 序 都 有 一 个
Fi le， E d i t， V i e w 和 H e l p （ 帮 助 ） 菜 单 ， A f x r e s . h 定 义 了 一 些 常 用 的 标 识 符 ， 例
如 ，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 I D _ E D I T _ C O P Y 和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等 。 它 为 你 定 义 自 己



的 资 源 标 识 符 保 留 了 R e s o u r c e . h。 偶 然 情 况 下 ， A f x r e s . h 没 有 为 ID _ F I L E _ E X I T
定 义 ， 但 是 ， 如 果 它 定 义 了 会 怎 样 呢 ？ 在 那 种 情 况 下 ， 当 编 译 R C 文 件 时 ， 你 将
碰 到 一 个 错 误 ， 因 为 I D _ F I L E _ E X I T 将 定 义 两 次 ， 一 次 是 在 A f x r e s . h 里 ， 一 次 是
在 R e s o u r c e . h 里 。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资 源 脚 本 并 不 存 在 这 个 潜 在 的 命 名 冲 突 问 题 。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所 有 的 菜 单 项 都 在 A f x r e s . h 里 定 义 ， 所 以 ，A p p W i z a r d 并 不 为 它 们 添 加 定 义 到
R e s o u r c e . h 里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的 非 A p p W i z a r d 项 目 ， 当 使 用 资 源 编 辑 器 时 ，
你 有 三 种 选 择 来 防 止 定 义 重 复 ：

n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里 打 开 R C 文 件 ， 并 为 A f x r e s . h 移 去 # d e f i n e 语 句 。

n  不 接 受 资 源 编 辑 器 可 能 在 A fxre s .h 文 件 里 的 默 认 标 识 符 ， 用 你 自 己 定
义 的 资 源 标 识 符 。

n  编 辑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 并 删 除 任 何 已 经 在 A fxre s .h 里 定 义 的 标 识 符 。

第 一 种 操 作 的 问 题 是 ， 它 迫 使 你 也 从 文 件 里 移 去 了 所 有 其 他 V i s u a l  C + +要 求 在
A f x r e s . h 里 定 义 的 跟 踪 信 息 。 第 二 种 解 决 方 案 更 可 靠 。 当 命 名 资 源 标 识 符 时 ， 由
于 ID M _在 A f x r e s . h 中 从 没 有 作 为 一 种 标 识 符 前 缀 使 用 ， M F C  T e c h n i c a l  N o t e  2 0
推 荐 你 添 加 I D M _到 菜 单 标 识 符 上 。 在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项 属 性 ） 对 话
框 里 指 定 标 识 符 名 字 ， 同 时 像 下 面 那 样 随 意 为 标 识 符 设 一 个 值 ：



I D M _ F I L E _ E X I T = 1 0 0 1

当 然 ， 你 要 确 定 每 一 个 菜 单 标 识 符 有 一 个 唯 一 的 值 。

采 用 上 面 列 表 选 项 中 的 第 三 种 方 案 更 好 些 ， 尽 管 这 种 方 法 有 些 粗 野 。 考 虑 一 下 ，
如 果 你 在 程 序 里 使 用 像 I D M _ F I L E _ E X I T 这 样 的 名 字 来 标 识 E x i t 命 令 ，将 会 发 生
什 么 。 对 于 像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的 M F C 应 用 程 序 ， 你 必 须 接 着 为 带 有 标 识 符 的
W M _ C O M M A N D 消 息 提 供 一 个 处 理 函 数 ，同 时 也 添 加 一 个 指 向 处 理 函 数 的 消 息
映 射 。 结 果 可 能 看 起 来 像 下 面 这 样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M _ F I L E _ E X I T , O n F i l e E x i t )      / /  I n  t h e  m e s s a g e  m a p

.

.

.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F i l e E x i t ( )                    / / H a n d l e r  f o r
I D M _ F I L E _ E X I T

{

     S e n d M e s s a g e (  W M _ C L O S E ,  0 ,  0 ) ;



}

A f x r e s . h 包 含 几 个 特 定 的 标 识 符 名 字 ，M F C 为 它 提 供 自 己 的 处 理 函 数 ，这 样 做 可
免 除 应 用 程 序 的 麻 烦 。 这 些 特 定 标 识 符 中 的 一 个 是 I D _ A P P _ E X I T ， 它 通 过 一 个
关 闭 应 用 程 序 的 M F C 函 数 来 自 动 调 用 。 通 过 指 定 I D _ A P P _ E X I T 的 值 给 E x i t 菜
单 命 令 ，D i s k P i e 1 不 需 要 提 供 它 自 己 的 代 码 来 处 理 E x i t 菜 单 选 项 。出 于 类 似 的 原
因 ， D i s k P i e 1 的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上 的 两 个 菜 单 项 的 值 被 指 定 为
I 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和 I D _ V I E W _ S T A T U S _ B A R。M F C 认 可 这 些 特 定 值 ，并 调
用 它 自 己 的 处 理 函 数 来 显 示 或 隐 藏 工 具 栏 和 状 态 栏 。D i s k P i e 1 在 它 自 己 的 菜 单 脚
本 里 为 T o o l b a r 和 S t a t u s  B a r 命 令 简 单 地 使 用 这 些 标 识 符 ，而 M F C 框 架 则 处 理 其
他 每 一 件 事 情 。

给 命 令 特 定 的 标 识 符 （ 如 I D _ A P P _ E X I T 或 I 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的 缺 点 是 菜
单 编 辑 器 在 R e s o u r c e . h 里 为 这 些 名 字 书 写 定 义 ，这 样 就 重 复 了 在 A f x r e s . h 里 的 定
义 。我 们 不 得 不 在 创 建 资 源 之 后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删 除 在 R e s o u r c e . h 里 的 无 用
定 义 。

D i s k P i e 1 菜 单 项 标 识 符 的 名 字 是 通 过 把 它 们 输 入 到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项
属 性 ） 对 话 框 里 来 指 定 的 。 下 面 是 结 果 概 况 ：



菜 单 标 题 项 目 标 题 标 识 符

& F i l e E & x i t I D _ A P P _ E X I T

& C h a r t & M e m o r y \ t C t r l + M I D M _ M E M O R Y

& V i e w & T o o l b a r I 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 V i e w & S t a t u s  b a r I D _ V I E W _ S T A T U S _ B A R

& H e l p & A b o u t  D i s k P i e 1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在 图 4 - 6 所 示 的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项 属 性 ） 对 话 框 中 ， 可 以 优 化 菜 单 的
外 观 。 例 如 ， 如 果 程 序 刚 开 始 时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是 非 激 活 的 ， 那 么 ， 这 个 菜 单 的 文
本 应 该 变 灰 ，来 提 示 用 户 这 个 命 令 当 前 是 不 可 用 的 。通 过 单 击 对 话 框 里 的 G r a y e d
（ 变 灰 ） 复 选 框 ， 可 以 为 一 个 菜 单 项 指 定 变 灰 文 本 。 要 在 菜 单 命 令 旁 放 置 复 选 标
记 ， 单 击 C h e c k e d （ 复 选 的 ）。 在 资 源 脚 本 里 设 定 变 灰 文 本 或 复 选 标 记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的 M F C 程 序 是 不 需 要 的 ， 因 为 框 架 会 自 动 更 正 菜 单 。



图 4 - 6   菜 单 资 源 的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如 果 你 想 用 菜 单 命 令 打 开 一 个 折 叠 的 弹 出 菜 单 ，单 击 在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项 属 性 ） 对 话 框 里 的 P o p - u p（ 弹 出 ） 复 选 框 。 显 示 在 菜 单 项 旁 边 的 箭 头 符 号 告
诉 用 户 ，这 个 命 令 显 示 一 个 嵌 套 的 弹 出 菜 单 。 编 辑 器 为 这 个 弹 出 菜 单 显 示 另 一 个
新 项 框 ，你 在 里 面 输 入 命 令 ，就 像 在 其 他 任 何 菜 单 里 一 样（ 在 环 境 的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R e c e n t  F i l e 命 令 给 出 一 个 折 叠 弹 出 菜 单 的 例 子 ）。

对 于 像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有 状 态 栏 的 程 序 ， 当 用 户 加 亮 菜 单 上 的 命 令 时 ， 对 话 框 里
的 P r o m p t（ 提 示 ） 文 本 框 提 供 了 一 个 方 便 的 地 方 ， 来 输 入 显 示 在 状 态 栏 里 的 描



述 。我 们 将 在 以 后 的 一 节 里 ，使用 V i s u a l  C +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添 加 D i s k P i e 1 的 菜 单
描 述 。 当 你 看 到 重 复 的 描 述 时 ， 你 将 会 同 意 ， 使 用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是 最 好 的 选 择 。

D i s k P i e 1 的 菜 单 是 标 准 的 。 唯 一 有 趣 的 添 加 项 是 C h a r t 菜 单 底 部 的 分 隔 条 。 在 一
个 菜 单 最 后 放 置 一 个 分 隔 条 ， 乍 看 起 来 是 很 古 怪 的 。 但 是 ，D i s k P i e 1 在 执 行 时 向
C h a r t 菜 单 添 加 更 多 的 命 令 ： 顶 部 的 M e m o r y 命 令 和 底 部 的 D isk 命 令 ， 像 D i s k  C
和 D i s k  D。 要 在 菜 单 上 创 建 一 个 分 隔 条 ， 需 单 击 图 4 - 6 里 的 S e p a r a t o r（ 分 隔 条 ）
复 选 框 。

如 果 你 想 插 入 一 个 新 的 菜 单 或 菜 单 命 令 ，将 新 项 框 拖 到 想 要 的 地 方 。当 你 拖 拉 这
个 方 框 时 ， 一 个 水 平 或 垂 直 插 入 线 显 示 在 光 标 附 近 。 放 开 鼠 标 按 钮 来 放 下 新 项
框 ， 然 后 一 般 是 输 入 新 菜 单 的 标 题 。 你 也 可 以 拖 动 独 立 的 菜 单 项 或 菜 单 栏 目 ， 来
改 变 它 显 示 的 顺 序 。例 如 ， 要 改 变 C h a r t 和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的 顺 序 ， 拖 动 V i e w
（ 查 看 ）菜 单 到 左 边 ，直 到 你 看 到 一 个 显 示 在 Fi l e 和 V i e w 之 间 的 垂 直 插 入 线 ．释
放 鼠 标 ， 就 完 成 了 操 作 。

如 前 所 述 创 建 一 个 新 菜 单 资 源 时 ， 菜 单 编 辑 器 想 给 这 个 新 资 源 起 一 个 像
I D R _ M E N U 1 这 样 的 名 字 。 资 源 的 符 号 名 字 显 示 在 R C 文 件 里 菜 单 脚 本 的 第 一
行 ：

I D R _ M E N U 1   M E N U  P R E L O A D  D I S C A R D A B L E

菜 单 应 当 有 一 个 像 I D R _ M E N U 1 这 样 的 名 字 ， 但 是 ，对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的 M F C 程



序 来 说 ， 它 不 是 很 好 的 选 择 。 作 为 一 个 单 文 档 界 面 程 序 ( S D I )， D i s k P i e 1 可 以 为
它 的 资 源 注 册 模 板 ，使 用 到 C S i n g l e D o c T e m p l a t e 构 造 器 的 单 独 调 用 ，提 供 具 有 相
同 标 识 符 值 的 所 有 资 源 。 标 识 符 的 值 是 什 么 ， 甚 至 给 资 源 不 同 的 标 识 符 名 字 ， 这
些 并 不 重 要 ， 只 要 菜 单 、 工 具 栏 、 加 速 键 表 和 状 态 栏 资 源 是 通 过 同 一 不 变 的 数 值
描 述 的 就 行 。 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不 调 用 C S i n g l e D o c T e m p l a t e 或 同 M D I 等 效 的
C M u l t i D o c T e m p l a t e ， 那 么 ， 你 不 需 要 担 心 像 菜 单 和 加 速 键 那 样 用 同 样 的 符 号 值
来 标 识 资 源 。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资 源 编 辑 器 给 所 有 的 主 窗 口 资 源 标 识 符 提 供 不 同 的 名 字 和 值 ，所
以 ，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可 能 最 终 是 这 样 ：

# d e f i n e  I D R _ M E N U 1 革 者               1 0 1

# d e f i n e  I D R _ A C C E L E R A T O R 1           1 0 2

# d e f i n e  I D R _ I C O N 1                     1 0 3

# d e f i n e  I D R _ T O O L B A R 1                1 0 4

如 果 创 建 资 源 时 ， 你 接 受 默 认 的 名 字 ， 那 么 必 须 接 着 编 辑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 在 使
用 C S i n g l e D o c T e m p l a t e 前 给 标 识 符 一 个 通 用 值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我 们 将 不 接 受 默
认 的 名 字 ， 而 改 为 给 菜 单 和 其 他 资 源 指 定 相 同 的 普 通 符 号 标 识 符 ， 就 是 被
A p p W i z a r d 使 用 的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这 将 保 证 C S i n g l e D o T e m p l a t e 总 是 得 到 一



个 对 所 有 的 资 源 来 说 公 共 单 一 的 值 。 要 改 变 菜 单 的 标 识 符 ，双 击 菜 单 栏 的 任 何 地
方 ， 但 必 须 是 在 一 个 菜 单 名 字 上 ， 来 打 开 M e n u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 输 入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并 按 下 E n t e r 键 。

这 时 ，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还 没 有 存 在 。 要 保 存 项 目 的 第 一 个 资 源 ，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S a v e 或 S a v e  A s，并 给 文 件 起 一 个 同 项 目 相 同 的 名 字 ，在 此 是 D i s k P i e 1。
V i s u a l  C + + 就 创 建 D iskP ie1 . r c 文 件 ， 将 菜 单 资 源 脚 本 写 到 它 里 面 ， 并 创 建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 以 保 存 新 的 定 义 。 不 要 忘 记 以 后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编 辑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 为 I D _ A P P _ E X I T ， I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 ID _ V I E W _ S T A T U S _ B A R 和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删 除 那 些 不 需 要 的 定 义 。

下 一 步 ， 是 将 D i s k P i e 1 . r c 文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从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命 令 ， 然 后 单 击 显 示 在 下 面 的 级 联 菜 单 中 的 F i l e s：



双 击 在 文 件 列 表 里 的 新 的 D i s k P i e 1 . r c 文 件 ， 将 它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对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不 需 要 进 行 相 同 的 操 作 ，因 为 V i s u a l  C + +自 动 识 别 这 个 头 文 件 作 为 项 目 的 支
持 文 件 。 从 这 点 来 看 ， D i s k P i e 1 是 一 个 实 际 的 项 目 。 接 着 ， 我 们 将 为 D i s k P i e 1
创 建 一 个 资 源 ， 由 于 D iskP ie1 . r c 文 件 已 经 存 在 ， 我 们 将 使 用 S a v e（ 保 存 ） 命 令
来 保 存 资 源 ， 而 不 是 用 S a v e  A s（ 另 存 为 ） 命 令 。

你 可 能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查 看 V i s u a l  C + +写 到 D iskP ie1 . r c 文 件 的 菜 单 脚 本 。通 过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 将 R C 文 件 作 为 文 本 文 档 调 入 ，
来 显 示 O p e n （ 打 开 ） 对 话 框 。 从 对 话 框 底 部 的 O p e n  A s（ 打 开 类 型 ） 组 合 框 里
选 择 T e x t， 然 后 ， 双 击 文 件 列 表 里 的 D i s k P i e 1 . r c。 这 里 是 显 示 在 文 件 里 的 新 菜 单



脚 本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M E N U  D I S C A R D A B L E

B E G I N

     P O P U P  " & F i l e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E & x i t " ,                    I D _ A P P _ E X I T

     E N D

     P O P U P  " & C h a r t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M e m o r y \ t C t r l + M " ,              ID M _ M E M O R Y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E N D



     P O P U P  " & V i e w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T o o l b a r " ,                     I 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M E N U I T E M  " & S t a t u s  B a r " ,                   I D _ V I E W _ S T A T U S _ B A R

     E N D

     P O P U P  " & H e l p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A b o u t  D i s k P i e 1 . . . "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E N D

E N D

图 4-7 显 示 了 D i s k P i e 1 已 经 完 成 的 菜 单 外 观 。C h a r t 菜 单 的 D i s k  C 和 D isk  D 命 令
不 会 显 示 在 上 面 的 菜 单 脚 本 中 ，因 为 这 些 命 令 是 在 运 行 时 添 加 到 菜 单 上 的 。标 题
栏 上 的 图 标 在 本 章 后 面 创 建 。



图 4 - 7   D i s k P i e 1 的 菜 单 系 统

如 果 你 想 在 继 续 下 一 节 之 前 从 屏 幕 上 消 除 菜 单 编 辑 器 ， 那 么 从 Fi l e（ 文 件 ） 菜 单
或 从 W i n d o w s 菜 单 上 选 择 C l o s e（ 关 闭 ） 命 令 。 在 使 用 这 个 命 令 时 ,要 确 定 编 辑 器
具 有 输 入 焦 点 。

为 D i s k P i e 1创 建 加 速 键

在 V i s u a l  C + +将 来 的 版 本 中 ， 可 能 可 以 在 菜 单 脚 本 里 搜 索 加 速 组 合 键 ， 并 自 动 生
成 一 个 相 应 的 加 速 键 表 。 但 是 现 在 ， 我 们 将 不 得 不 手 工 做 这 些 事 。 由 于 上 面 的 脚
本 只 有 一 个 加 速 键 ， 对 应 于 M e m o r y 命 令 的 C t r l + M ， 你 可 能 以 为 D i s k P i e 1 . r c 文
件 里 的 加 速 键 表 很 小 ， 并 且 很 简 单 。 但 是 ， 实 际 上 这 个 表 是 相 当 大 的 ， 因 为 我 们
不 得 不 为 那 些 还 没 有 在 菜 单 上 但 可 能 在 运 行 时 被 添 加 的 项 添 加 按 键 。我 们 将 使 用
V i s u a l  C + + 编 辑 器 做 这 些 。



对 于 已 经 存 在 的 加 速 键 表 ，例 如 一 个 通 过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加 速 键 表 ，从 项 目 的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里 打 开 加 速 键 编 辑 器 ， 就 如 同 你 打 开 其 他 任 何 资
源 编 辑 器 一 样 。 双 击 在 A c c e l e r a t o r 文 件 夹 里 的 条 目 来 启 动 这 个 编 辑 器 。 要 为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的 项 目 从 头 开 始 创 建 一 个 新 表 ， 通 过 从 I n s e r t 菜 单 里 选 择
R e s o u r c e， 并 双 击 在 R e s o u r c e  T y p e 列 表 里 的 A c c e l e r a t o r 打 开 加 速 键 编 辑 器 。

图 4 - 8 显 示 了 D i s k P i e 1 加 速 键 列 表 的 一 部 分 ， 它 包 括 对 应 于 M e m o r y 命 令 的
C t r l + M ， 以 及 从 C 到 Z 的 2 4 个 键 。 这 些 字 母 键 表 示 磁 盘 驱 动 器 ， 作 为 D i s k P i e 1
在 运 行 时 添 加 到 C h a r t 菜 单 的 D i s k 命 令 的 加 速 键 。因 为 磁 盘 驱 动 器（ 包 括 远 程 驱
动 器 ） 可 以 指 定 最 多 到 Z 的 任 何 字 母 ， 所 以 ，D iskP ie1 . r c 必 须 在 加 速 键 表 里 包 括
所 有 可 能 的 加 速 键 。 当 程 序 运 行 时 ， 这 不 会 造 成 任 何 麻 烦 ， 因 为 D i s k P i e 1 忽 略
不 与 已 有 的 驱 动 器 相 对 应 的 按 键 。



图 4 - 8   V i s u a l  C + + 加 速 器 编 辑 器 创 建 D i s k P i e 1 的 加 速 器 表

要 添 加 一 个 加 速 键 到 表 中 ， 双 击 新 项 框 ( 它 以 一 个 点 框 显 示 ）， 来 打 开 A c c e l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 然 后 输 入 加 速 键 和 它 的 标 识 符 。 例 如 ， 在 K e y 控 件 里 和 在 ID
控 件 里 的 I D M _ M E M O R Y 中 输 入 M ，为 D i s k P i e 1 的 M e m o r y 命 令 添 加 C t r l + M 加
速 键 。 在 菜 单 编 辑 器 里 给 C t r l + M 加 速 键 指 定 同 M e m o r y 命 令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 我



们 保 证 在 D i s k P i e 1 里 按 下 C t r l + M 和 从 C h a r t 菜 单 里 选 择 M e m o r y 命 令 具 有 相 同
的 效 果 。 在 任 何 一 种 情 况 下 ， 会 调 用 相 同 的 过 程 ， 以 显 示 表 示 内 存 使 用 状 况 的 饼
图 。

对 应 于 D i s k P i e 1 的 D isk 命 令 的 加 速 键 都 有 像 I D M _ D I S K _ C 、I D M _ D I S K _ D 等 的
标 识 符 。注 意 ，在 图 4 - 8 里 ，这 些 加 速 键 没 有 一 个 是 同 其 他 的 键（ 像 C t r l  或 S h i f t）
进 行 组 合 ， 这 样 就 允 许 用 户 仅 仅 按 下 一 个 字 母 键 ， 例 如 C 或 D ， 来 显 示 C 或 D
磁 盘 的 使 用 状 况 饼 图 。 要 为 一 个 加 速 键 设 置 或 移 去 一 个 组 合 键 ， 在 A c c e l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里 的 M o d i f i e r s 域 选 定 或 不 选 定 C t r l， Al t 或 S h i f t 复 选 框 。

在 加 速 键 编 辑 器 里 ， 从 表 里 移 去 加 速 键 是 很 容 易 的 :仅 仅 选 择 表 里 的 条 目 ， 然 后
按 下 D e l e t e 键 。要 选 择 一 批 条 目 ，单 击 这 些 条 目 中 的 第 一 个 条 目 ，然 后 按 下 S h i f t
键 ， 并 单 击 最 后 一 个 条 目 。 在 表 中 添 加 名 称 是 比 较 麻 烦 的 工 作 ， 特 别 是 如 果 要 添
加 一 大 批 键 的 时 候 。 对 于 有 连 续 名 字 的 符 号 标 识 符 ， 例 如 那 些 在 D i s k P i e 1 表 中
的 ， 使 用 兼 容 宏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有 时 会 更 方 便 。 如 果 你 使 用 一 个 文 本 编 辑 器 在 R C
文 件 里 创 建 加 速 键 表 ， 那 么 ， 记 住 在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里 添 加 适 当 的 定 义 。 如 果 一
个 加 速 键 对 应 于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 要 记 住 ， 也 需 要 给 加 速 键 同 菜 单 项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

当 在 加 速 键 编 辑 器 里 添 加 一 组 具 有 相 近 名 字 （ 例 如 I D M _ D I S K _ C 直 到
I D M _ D I S K _ Z ） 的 加 速 键 时 ， 可 以 利 用 剪 贴 板 。 完 整 地 输 入 第 一 个 条 目 ， 从 列 表
里 选 择 它 ， 然 后 按 下 C t r l + C ， 把 它 拷 贝 到 W i n d o w s 剪 贴 板 ， 然 后 重 复 按 C t r l + V ，



粘 贴 一 系 列 的 副 本 到 加 速 键 编 辑 器 里 。 接 着 ， 双 击 第 一 个 条 目 打 开 A c c e l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 然 后 单 击 图 钉 按 钮 ， 以 便 对 话 框 保 留 在 屏 幕 上 。 你 可 以 下 移
此 列 表 选 择 条 目 ， 并 按 需 要 修 改 标 识 符 名 字 和 键 。

单 击 Fi l e  菜 单 上 的 S a v e 来 保 存 新 的 加 速 键 表 。 编 辑 器 给 这 个 资 源 提 供 标 识 符 ，
如 ID R _ A C C E L E R A T O R 1，你 可 以 从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窗 口 的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中 看 到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来 说 ， 这 不 是 令 人 满 意 的 名 字 ， 出 于
相 同 的 原 因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1 对 菜 单 资 源 来 说 也 不 令 人 满 意 。 右 击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里 的 标 识 符 ， 并 单 击 弹 出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里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然 后 将 资 源 的 符 号 名 字 改 为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如 图 4 - 9 所 示 。 它
与 以 前 给 菜 单 资 源 的 名 字 相 同 。



图 4 - 9   为 加 速 键 表 更 改 标 识 符 名

再 次 选 择 S a v e（ 保 存 ）命 令 ，来 为 加 速 键 表 设 置 新 的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标 识 符 。
在 更 新 的 D i s k P i e 1 . r c 文 件 里 ， 如 下 代 码 段 显 示 了 加 速 键 表 目 前 的 样 子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A C C E L E R A T O R S  D I S C A R D A B L E



B E G I N

" C " , I D M _ D I S K _ C , V I R T K E Y ,
N O I N V E R T

" D " , I D M _ D I S K _ D , V I R T K E Y ,
N O I N V E R T

" E " , I D M _ D I S K _ E , V I R T K E Y ,
N O I N V E R T

.

.

.

. " X " , I D M _ D I S K _ X , V I R T K E Y ,
N O I N V E R T



                                                       续 表

" Y " , I D M _ D I S K _ Y , V I R T K E Y ,
N O I N V E R T

" Z " , I D M _ D I S K _ Z , V I R T K E Y ,
N O I N V E R T

E N D

D i s k P i e 1 的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包 含 了 与 这 些 标 识 符 相 应 的 定 义 ：

# d e f i n e  I D M _ M E M O R Y 1 3 0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C 1 3 1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D 1 3 2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E 1 3 3

.

.



.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X 1 5 2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Y 1 5 3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Z 1 5 4

I D M _ D I S K 标 识 符 的 实 际 值 是 什 么 无 所 谓 ，但 是 ，有 两 个 理 由 应 当 保 持 这 些 值 连
续 。第 一 ，从 I D M _ D I S K _ C 到 I D M _ D I S K _ Z 之 间 使 用 连 续 值 ，便 可 以 在 D i s k P i e 1
里 用 单 一 的 过 程 处 理 所 有 的 菜 单 命 令 ， 或 者 ， 通 过 使 用 M F C 的
O N _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宏 ， 来 处 理 从 C 到 Z 之 间 的 加 速 键 。 当 我 们 开 始 添 加
代 码 到 D i s k P i e 1 中 时 ， 我 们 略 去 了 细 节 。 第 二 个 使 用 连 续 标 识 符 值 的 理 由 是 ，
它 与 W i n d o w s 装 载 包 含 在 一 个 程 序 资 源 数 据 里 的 字 符 串 有 关 。 那 是 下 一 节 的 内
容 。

字 符 串 资 源 和 状 态 栏

当 用 户 加 亮 一 个 菜 单 上 的 命 令 时 ，D i s k P i e 1 显 示 了 在 窗 口 左 下 角 状 态 栏 里 的 命 令
描 述 。 当 鼠 标 滑 过 工 具 栏 上 的 按 钮 时 ， 将 发 生 同 样 的 事 情 。 这 些 描 述 是 字 符 串 资
源 那 样 的 程 序 数 据 ， 它 们 是 以 文 本 形 式 保 存 在 可 执 行 程 序 的 资 源 部 分 中 。 一 个
W i n d o w s 程 序 可 以 保 存 任 何 种 类 的 只 读 文 本 作 为 字 符 串 资 源 ，状 态 栏 的 描 述 文 本



只 是 一 个 例 子 。

这 一 节 以 字 符 串 资 源 的 一 般 性 讨 论 开 始 ， 接 着 ， 缩 小 它 的 范 围 ， 来 看 看 状 态 栏 描
述 文 本 。最 后 ，介 绍 以 使 用 V i s u a l  C + +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写 D i s k P i e 1 的 状 态 栏 描 述 文
本 。

字 符 串 资 源

字 符 串 资 源 同 程 序 数 据 里 其 他 字 符 串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只 是 它 必 须 从 可 执 行 的 文 件
读 到 缓 冲 区 中 。C 程 序 通 过 调 用 L o a d S t r i n g  A P I 函 数 读 取 字 符 串 资 源 ，M F C 程 序
可 以 调 用 C S t r i n g 类 的 L o a d S t r i n g 成 员 函 数 读 取 。 并 且 ， 至 少 在 状 态 栏 描 述 文 本
的 情 况 下 ， M F C 程 序 甚 至 还 不 必 做 这 些 。 M F C 提 供 了 默 认 代 码 ， 可 以 自 动 加 载
描 述 字 符 串 ， 我 们 在 后 面 将 看 到 这 点 。

字 符 串 资 源 是 在 程 序 R C 文 件 里 的 字 符 串 表 里 定 义 的 ， 它 是 用 S T R I N G T A B L E
键 标 识 的 字 符 串 列 表 ， 并 用 B E G I N G - E N D 语 句 或 大 括 号 括 在 一 起 ：

S T R I N G T A B L E

{

     I D _ S T R I N G 1   “T e x t  f o r  s t r i n g  r e s o u r c e  # 1 ”



     I D _ S T R I N G 2   “T e x t  f o r  s t r i n g  r e s o u r c e  # 2 ”

}

在 W i n 3 2 里 ， 字 符 串 资 源 被 限 制 在 4 0 9 6 个 字 符 之 内 ， 并 在 资 源 脚 本 里 只 能 占 一
个 独 立 的 行 。 一 个 R C 文 件 可 以 有 多 个 字 符 串 表 ， 每 一 个 表 有 任 何 多 个 字 符 串 。

与 一 般 的 数 据 字 符 串 相 比 ， 字 符 串 资 源 具 有 两 种 主 要 的 优 点 。 第 一 ， 字 符 串 资 源
只 在 需 要 时 才 加 载 到 内 存 中 ，并 允 许 程 序“ 脱 机 ”保 存 可 能 从 不 使 用 的 文 本 数 据 。
考 虑 一 个 向 用 户 显 示 帮 助 提 示 的 程 序 ，它 可 能 在 消 息 框 里 显 示 。虽 然 很 多 用 户 可
能 会 喜 欢 这 个 特 征 ， 但 是 ， 其 他 用 户 可 能 不 需 要 它 ， 并 快 速 关 闭 这 个 选 项 。 通 过
将 提 示 以 字 符 串 资 源 的 形 式 保 存 ，程 序 在 每 次 运 行 时 ，不 会 因 不 使 用 的 文 本 而 浪
费 内 存 。 字 符 串 的 第 二 个 优 点 是 ， 通 过 将 程 序 的 字 符 串 组 织 成 资 源 ， 开 发 者 将 字
符 串 保 存 在 一 个 地 方 ， 而 不 是 零 散 地 放 置 在 几 个 资 源 模 块 中 。 同 其 他 优 点 相 比 ，
这 样 ， 翻 译 人 员 只 修 改 R C 文 件 中 的 脚 本 ， 便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外 国 语 言 的 版 本 ， 修
改 完 之 后 ， 开 发 者 可 以 重 新 编 译 和 链 接 ， 而 不 需 要 接 触 程 序 源 代 码 。

你 可 以 通 过 文 本 编 辑 器 或 者 V i s u a l  C +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 在 R C 文 件 添 加 或 修 改 字
符 串 资 源 ， 如 果 改 变 了 一 个 字 符 串 标 识 符 的 名 字 ， 那 么 ，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还 可 以 自
动 为 新 的 标 识 符 添 加 定 义 到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然 而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没 有 在 源 代
码 里 放 置 新 的 标 识 符 来 代 替 旧 的 标 识 符 。



提 示 字 符 串 和 工 具 提 示

状 态 栏 里 的 命 令 描 述 （ 又 名 提 示 字 符 串 或 定 点 描 述 ） 迅 速 成 为 W i n d o w s 应 用 程
序 的 标 准 过 程 。 对 其 简 洁 的 菜 单 命 令 ，以 及 抽 象 艺 术 形 式 的 令 人 难 以 理 解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 由 于 它 们 几 乎 没 有 提 供 有 关 其 功 能 的 线 索 ， 我 们 都 曾 经 感 到 困 惑 。 你 可
以 在 状 态 栏 里 仔 细 浏 览 ，那 里 有 提 示 字 符 串 ， 使 新 用 户 不 再 需 要 有 经 验 的 用 户 的
帮 助 。

好 在 要 显 示 提 示 字 符 串 ，在 程 序 中 并 不 需 要 做 很 多 工 作 。 你 通 过 给 所 有 三 个 元 素
相 同 的 资 源 标 识 符 ，便 可 以 将 一 个 提 示 字 符 串 绑 定 到 一 个 指 定 的 菜 单 命 令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上 。 接 着 ， 创 建 一 个 状 态 栏 ，并 添 加 C B R S _ F L Y B Y 标 记 到 工 具 栏 风 格 里 。
M F C 处 理 其 余 的 工 作 ， 当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处 于 高 亮 状 态 ， 或 鼠 标 光 标 停 在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上 时 ， 便 会 显 示 正 确 的 字 符 串 。

添 加 C B R S _ T O O L T I P S 标 记 到 工 具 栏 风 格 里 ， 可 以 生 成 工 具 提 示 ， 这 是 提 示 字
符 串 的 变 种 。工 具 提 示 是 一 个 小 弹 出 窗 口 ，当 鼠 标 光 标 从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上 移 过
时 ， 它 显 示 简 要 的 描 述 信 息 。 V i s u a l  C + +环 境 使 用 工 具 提 示 来 标 识 它 自 己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 可 是 ， 这 个 特 征 是 可 选 的 （ 要 在 V i s u a l  C + +中 打 开 工 具 提 示 ， 通 过 单 击
Tools（ 工 具 ）菜 单 上 的 C u s t o m i z e 打 开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对 话 框 ，再 打 开 T o o l b a r s
选 项 卡 里 的 S h o w  T o o l T i p s（ 显 示 工 具 提 示 ） 复 选 框 。 工 具 提 示 文 本 是 提 示 字 符
串 的 一 部 分 ， 像 下 面 这 样 ， 在 字 符 串 结 尾 添 加 一 个 \n 换 行 字 符 ：



I D _ P R O M P T 1   “P r o m p t  s t r i n g  t e x t  i n  t h e  s t a t u s  b a r  \ n T o o l t i p  t e x t”

这 里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例 子 ， 它 描 述 了 菜 单 、 工 具 栏 、 提 示 字 符 串 和 工 具 提 示 之 间 的
关 系 。 虽 然 接 下 来 的 代 码 段 描 述 了 一 个 只 打 开 和 保 存 文 档 的 M F C 程 序 ， 但 是 ，
用 黑 体 字 显 示 的 相 关 步 骤 也 同 样 可 应 用 程 序 于 非 M F C 程 序 。

1 .  给 R C 资 源 脚 本 文 件 里 的 相 应 菜 单 项 、 工 具 栏 和 提 示 字 符 串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M E N U

B E G I N

     P O P U P  “& F i l e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O p e n ”,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M E N U I T E M  “& S a v e ”,                I D _ F I L E _ S A V E

     E N D

E N D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B I T M A P                “r e s \ \ T o o l b a r . b m p”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T O O L B A R  1 6 ,  1 5

B E G I N

     B U T T O N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B U T T O N      I D _ F I L E _ S A V E

E N D

S T R I N G T A B L E

B E G I N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O p e n  a n  e x i t s t i n g  d o c u m e n t \ n O p e n ”

     I D _ F I L E _ S A V E           “S a v e  t h e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n S a v e”

E N D



2 .  在 源 代 码 里 创 建 菜 单

要 用 一 步 过 程 创 建 主 窗 口 ， 并 配 上 菜 单 ， 需 调 用 C F r a m e W n d : : C r e a t e 成 员 函 数 ：

C r e a t e ( N U L L ,” S i m p l e  D e m o”, W S _ O V E R L A P P E D W I N D O W ,  r e c t D e f a u l t ,
N U L L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

或 者 ， 在 创 建 主 窗 口 后 ， 使 用 此 代 码 来 单 独 加 载 菜 单 。

C m e n u      m e n u ;

m e n u . L o a d M e n u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S e t M e n u ( & m e n u ) ;

m e n u . D e t a c h ( ) ;

3 .  创 建 工 具 栏

C T o o l B a r  t o o l b a r ;                                         / / In  t h e  h e a d e r  f i l e

/ / S t y l e  d e f a u l t s  t o  W S _ C H I L D  |  W S _ V I S I B L E  |  C B R S _ T O P



t oo lba r .Crea t e ( th i s ) ;

t o o l b a r . L o a d T o o l B a r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 / A d d  f l y b y  a n d  t o o l t i p  f l a g s  t o  s t y l e

t o o l b a r . S e t B a r S t y l e ( t o o l b a r . G e t B a r S t y l e ( ) | C B R S _ F L Y B Y | C B R S _ T O O L T I P S ) ;

4 .创 建 并 初 始 化 状 态 栏

C s t a t u s B a r          s t a t u s b a r ;                         / / I n  t h e  h e a d e r  f i l e

U I N T              n I n d i c a t o r = I D _ S E P A R A T O R ;      / / S i n g l e  p a n e  i n  s t a t u s  b a r

s t a tu sba r .Crea t e ( t h i s ) ;

s t a t u s b a r . S e t I n d i c a t o r s ( & n I n d i c a t o r , 1 ) ;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相 似 的 代 码 ， 为 你 做 所 有 这 些 工 作 。 你 只 需 要 打 开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 并 移 去 不 需 要 的 字 符 串 资 源 ， 用 描 述 程 序 里 新 菜 单 命 令 的 字 符 串 代 替 它 们 ，
但 是 ， 首 先 将 遇 到 一 个 或 更 多 的 字 符 串 资 源 。



文 档 字 符 串

当 我 们 完 成 D i s k P i e 1 时 ， 它 将 有 六 个 程 序 资 源 ， 每 一 个 都 用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标 识 符 进 行 标 记 ：

n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n  主 窗 口 的 菜 单

n  菜 单 的 加 速 键 表

n  工 具 栏 窗 口

n  工 具 栏 位 图

n  表 示 文 档 的 字 符 串 资 源

列 表 里 的 最 后 一 项 叫 做 文 档 字 符 串 ，它 由 7 个 子 串 组 成 ，它 们 通 过 \n 换 行 符 分 开 。
当 在 A p p W i z a r d 里 创 建 一 个 S D I 或 M D I 项 目 时 ， 你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在 A p p W i z a r d
第 四 个 步 骤 里 的 A d v a n c e 按 钮 ， 来 预 先 查 看 文 档 字 符 串 的 7 个 子 字 符 串 元 素
（ A d v a n c e 按 钮 是 在 第 2 章 里 描 述 的 ）。单 击 这 个 按 钮 显 示 A d v a n c e d  O p t i o n s（ 高
级 选 项 ） 对 话 框 ， 如 果 你 想 改 变 它 们 ， 那 么 ， 可 以 在 这 里 重 新 输 入 项 目 的 默 认 子
字 符 串 。



如 果 我 们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D i s k P i e 1，那 么 ，A p p W i z a r d 将 在 D i s k P i e 1 . r c 文 件
里 像 这 样 重 新 输 入 一 个 默 认 的 文 档 字 符 串 ：

S T R I N G T A B L E  P R E L O A D  D I S C A R D A B L E

B E G I N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D i s k P i e 1 \ n \ n D i s k P i e 1 \ n \ n \ n D i s k P i e 1 . D o c u m e n t \ n D i s k P i e 1  D o c u m e n t”

E N D

像 其 他 字 符 串 资 源 一 样 ， 文 档 字 符 串 必 须 在 R C 文 件 里 以 单 行 显 示 ， 但 是 ， 由 于
空 间 的 原 因 ， 在 上 面 以 两 行 显 示 。 子 字 符 串 包 含 M F C 指 定 给 程 序 和 它 创 建 的 文
档 的 文 本 和 名 字 。 按 显 示 的 顺 序 ， 这 些 子 字 符 串 指 定 ：

n  在 主 窗 口 标 题 栏 上 显 示 的 程 序 名 。

n  指 定 给 程 序 创 建 的 新 文 档 名 。

n  在 M D I 应 用 程 序 里 使 用 的 文 档 描 述 ， 它 可 以 打 开 同 一 类 型 的 多 个 文
档 。

n  以 常 规 表 达 式 文 件 形 式 组 合 的 文 档 描 述 ， 就 如 同 显 示 在 O p e n 和 S a v e
A s（ 另 存 为 ） 对 话 框 的 文 件 类 型 列 表 一 样 。



n  给 程 序 创 建 的 文 档 的 默 认 扩 展 名 。

n  在 系 统 注 册 表 里 表 示 文 档 类 型 的 名 字 。

n  对 程 序 创 建 的 文 档 类 型 的 描 述 。

由 于 D i s k P i e 1 并 不 创 建 文 档 ， 所 以 ， 我 们 对 文 档 字 符 串 感 兴 趣 只 是 因 为 第 二 个
子 字 符 串 。 当 这 个 子 字 符 串 为 空 时 ， M F C 给 出 新 文 档 一 个 叫 做 “ Unt i t ld ” 的 默
认 名 字 。你 可 能 已 经 注 意 到 ，通 过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程 序 经 常 在 它 们 的 标 题 栏 里
带 有 “ U n t i t l e d” 文 件 名 。 对 于 像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不 需 要 存 储 它 的 数 据 的 程 序 ， 调
用 它 的“ U tit led”显 示 ，只 能 使 用 户 感 到 混 乱 。一 个 解 决 办 法 是 提 供 描 述 程 序（ 而
不 是 文 档 ） 的 第 二 个 子 字 符 串 的 文 本 ， 像 “ D i s k  U s a g e”。 详 见 下 一 节 介 绍 。

为 D i k s P i e 1创 建 字 符 串 资 源

在 R C 脚 本 文 件 里 已 经 有 一 个 字 符 串 表 的 A p p W i z a r d 项 目 ， 通 过 双 击 W o r k s a p c e
窗 口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 资 源 查 看 ） 窗 格 里 的 S t r i n g  T a b l e 打 开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 要 为
一 个 像 D i s k P i e 1 这 样 的 项 目 建 一 个 新 的 字 符 串 表 ， 从 I n s e r t 菜 单 里 选 择
R e s o u r c e， 然 后 双 击 R e s o u r c e  T y p e（ 资 源 类 型 ） 列 表 里 的 S t r i n g  T a b l e。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同 字 符 串 本 身 一 样 普 通 。 唯 一 有 趣 的 部 分 是 在 编 辑 器 窗 口 的 水 平
线 ， 你 可 以 在 图 4 - 1 0 看 到 。 这 些 线 是 字 符 串 表 里 的 分 隔 线 ， 介 于 “ 段 ” 的 字 符



串 组 之 间 ， 每 段 最 多 有 1 6 个 字 符 串 。 字 符 串 标 识 符 的 值 决 定 了 字 符 串 属 于 哪 一
个 段 。 标 识 符 的 值 在 0 到 1 5 之 间 的 字 符 串 属 于 第 一 个 段 ， 标 识 符 值 在 1 6 到 3 1
之 间 的 字 符 串 属 于 第 二 个 段 ， 如 此 类 推 。

有 时 ， 一 个 段 可 以 作 为 预 读 缓 冲 区 ， 在 许 多 磁 盘 驱 动 器 上 都 有 这 种 缓 冲 区 ， 在 预
读 缓 冲 里 ，磁 盘 控 制 器 不 仅 读 取 需 要 的 磁 盘 上 的 扇 区 ，而 且 同 时 读 取 许 多 连 续 的
扇 区 ， 把 它 们 储 存 在 一 个 内 存 缓 冲 区 里 ， 以 备 以 后 使 用 。 预 读 缓 冲 区 加 快 了 磁 盘
使 用 的 速 度 ， 因 为 一 次 磁 盘 操 作 通 常 会 伴 随 有 更 多 的 磁 盘 操 作 ， 这 时 ， 控 制 器 可
以 读 取 缓 冲 区 的 内 容 ， 而 不 是 磁 盘 中 的 内 容 。 用 同 样 的 逻 辑 ， 系 统 从 可 执 行 文 件
里 一 次 读 取 一 个 段 的 字 符 串 资 源 。当 一 个 程 序 L o a d S t r i n g  A P I 函 数 从 它 的 资 源 数
据 里 读 取 独 立 的 字 符 串 时 ，W i n d o w s 读 取 字 符 串 所 属 的 那 个 完 整 的 段 ，如 果 程 序
现 在 想 要 一 个 字 符 串 ， 那 么 它 将 很 快 会 要 求 其 他 的 字 符 串 。 出 于 这 个 原 因 ， 你 应
该 尝 试 通 过 给 字 符 串 连 续 的 标 识 符 值 将 相 关 的 字 符 串 分 组 。 你 可 能 已 经 这 样 做
了 ， 但 现 在 你 知 道 了 这 样 做 的 原 因 。



图 4 - 1 0   V i s u a l  C + +  S t r i n g 编 辑 器

同 其 他 V i s u a l  C + +资 源 编 辑 器 一 样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通 过 显 示 一 个 以 点 框 表 示 的 新
项 框 指 出 表 中 下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位 置 。 要 输 入 一 个 新 的 字 符 串 ， 可 选 择 新 项 框 ， 然
后 开 始 输 入 字 符 串 文 本 。S t r i n g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显 示 一 个 默 认 的 字 符 标 识 符 。如
果 你 需 要 ，那 么 重 新 写 标 识 符 的 名 字 ，或 从 对 话 框 组 合 框 的 下 拉 列 表 里 选 择 一 个
名 字 。这 个 列 表 包 含 了 为 这 个 项 目 定 义 的 所 有 标 识 符 ， 包 括 那 些 在 A fxre s .h 文 件



里 的 标 识 符 ， 它 允 许 你 选 择 一 个 名 字 ， 例 如 I D M _ M E M O R Y ， 而 不 是 输 入 它 。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自 动 用 标 识 符 的 值 来 对 表 里 的 条 目 排 序 。

通 过 输 入 表 4 - 2 里 的 转 义 字 符 ， 可 以 将 字 符 同 字 符 串 分 开 。 此 表 涉 及 到 A S C I I
和 A N S I 值 的 列 表 ， 请 参 阅 附 录 A 。

表 4 - 2   在 字 符 串 资 源 中 特 殊 字 符 的 转 义 序 列

转 义 序 列 意 义

\ n 新 行 （ A S C I I 值 # 1 0）

\ r 回 车 （ A S C I I 值 # 1 3）



                                                       续 表

\ t 制 表 符 （ A S C I I 值 # 9）

\ a 响 铃 字 符 （ A S C I I 值 # 7）

\ \ 反 斜 线 （ \）

\ d d d 任 何 A N S I 字 符 ， 其 中 d d d 是 一 个 8 位 字 节 数 字 ， 范 围
从 0 0 1 到 3 7 7 ( 1 0 进 制 数 2 5 5 )， 用 于 标 识 字 符

D iskP ie1 . r c 文 件 里 的 字 符 串 表 包 含 程 序 所 有 的 字 符 串 资 源 ：

S T R I N G T A B L E  D I S C A R D A B L E

B E G I N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D i s k P i e 1 \ n D i s k  U s a g e \ n \ n \ n \ n \ n \ n "

I D M _ M E M O R Y             " M e m o r y  u s a g e \ n M e m o r y "

I D M _ D I S K _ C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C \ n D r i v e  C "



I D M _ D I S K _ D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D \ n D r i v e  D "

I D M _ D I S K _ E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E \ n D r i v e  E "

.

.

.

I D M _ D I S K _ X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X \ n D r i v e  X "

I D M _ D I S K _ Y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Y \ n D r i v e  Y "

I D M _ D I S K _ Z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Z \ n D r i v e  Z "

A F X _ I D S _ I D L E M E S S A G E    " R e a d y "

A F X _ I D S _ S C S I Z E           " C h a n g e  t h e  w i n d o w  s i z e "

A F X _ I D S _ S C M O V E          " C h a n g e  t h e  w i n d o w  p o s i t i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M I N I M I Z E      " R e d u c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a n  i c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M A X I M I Z E     " E n l a r g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f u l l  s i z e "



A F X _ I D S _ S C C L O S E         " C l o s e  t h e  D i s k P i e 1  a p p l i c a t i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R E S T O R E       " R e s t o r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n o r m a l  s i z e "

E N D

列 表 里 的 第 一 个 字 符 串 是 D i s k P i e 1 的 文 档 字 符 串 ， 它 同 程 序 的 其 他 资 源 有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D i s k P i e 1 \ n D i s k  U s a g e \ n \ n \ n \ n \ n \ n ”

这 个 指 定 的 文 本 代 替“ U n t i t l e d” 标 题 ， 否 则 ， M F C 将 会 把 “ U n t i t l e d” 写 在 标 题
栏 中 。 注 意 一 下 图 4 - 2 0 里 D i s k P i e 1 的 标 题 文 本 ， 你 将 看 到 ， M F C 怎 样 从 文 档 字
符 串 的 前 两 个 子 串 获 取 标 题 栏 的 文 本 。虽 然 这 比 仅 仅 删 除 资 源 行 里 的 第 二 个 子 串
更 麻 烦 ， 但 是 ， 还 会 可 能 从 标 题 栏 里 完 整 地 移 去 “ D i s k  U s a g e”。 你 必 须 找 到
C M a i n F r a m e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w 虚 拟 函 数 ， 清 除 M F C 默 认 添 加 给 窗 口 风 格 的
F W S _ A D D T O T I T L E 标 记 ：

B O O L  C M a i n F r a m e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c s )

{

     c s . s ty le  & = ~ F W S _ A D D T O T I T L E ;



     r e t u r n  C F r a m e W n d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c s ) ;

}

在 字 符 串 表 里 ， 最 后 的 字 符 串 有 指 定 的 A F X _前 缀 标 识 符 ， 它 指 示 这 些 符 号 是 在
A f x r e s . h 文 件 中 定 义 的 。 例 如 ， 当 程 序 在 等 待 用 户 输 入 时 ， M F C 认 可
A F X _ I D S _ I D L E M E S S A G E 标 识 符 ， 并 在 状 态 栏 里 显 示 被 赋 予 的 字 符 串 值 。 为 了
方 便 起 见 ， 字 符 串 只 是 读 取“ R e a d y”。 其 他 的 A F X _符 号 为 D i s k P i e 1 的 系 统 菜 单
标 识 提 示 字 符 串 ，你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程 序 的 图 标 或 右 击 标 题 栏 来 打 开 系 统 菜 单 。当
用 户 从 系 统 菜 单 里 选 择 一 项 时 ， 状 态 栏 中 将 显 示 适 当 的 A F X _字 符 串 。 我 们 将 看
到 ， 当 我 们 在 本 章 结 尾 写 D i s k P i e 2 程 序 时 ， 一 般 根 本 不 需 要 包 含 这 些 提 示 字 符
串 。

位 图 、 工 具 栏 、 图 标 和 光 标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是 创 建 和 修 改 程 序 的 图 形 资 源 的 地 方 ， 图 形 资 源 包 括 位
图 、 工 具 栏 、 图 标 和 光 标 。 图 标 和 光 标 是 位 图 ， 用 途 很 小 。 图 标 显 示 在 任 务 栏 按
钮 上 或 在 目 录 列 表 里 ，光 标 就 是 为 鼠 标 光 标 而 设 计 的 ，当 鼠 标 放 置 在 程 序 的 用 户
区 域 里 时 ， 它 将 提 供 服 务 。 工 具 栏 是 包 含 几 个 位 图 图 形 的 窗 口 ， 它 在 一 个 水 平 行
中 显 示 几 个 按 钮 。 别 的 东 西 ， 例 如 ， 窗 口 里 的 图 形 ， 或 对 话 框 里 的 动 态 图 片 ， 均
叫 做 位 图 。



V i s u a l  C + +环 境 提 供 一 个 适 用 于 所 有 场 合 的 图 形 编 辑 器 ， 所 以 ， 你 不 需 要 去 学 四
种 不 同 的 用 法 。 你 可 能 看 到 在 线 帮 助 里 的“ t o o l b a r  e d i t o r”或“ i c o n  e d i t o r” 参 考 ，
但 是 ， 这 些 只 是 意 味 着 ，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可 以 应 用 于 任 何 一 种 特 定 类 型 的
资 源 。 图 形 编 辑 器 可 以 处 理 不 同 资 源 类 型 的 多 个 文 档 。 图 4-11 显 示 了 打 开 两 种
不 同 文 档 的 编 辑 器 ， 一 个 是 我 们 所 熟 悉 的 1 6× 1 5 的 位 图 ， 另 一 个 是 两 色 的 3 2×
3 2 的 鼠 标 光 标 。

对 于 每 一 种 资 源 类 型 ，编 辑 器 的 外 观 差 别 不 大 ，文 档 窗 口 的 左 上 角 的 图 标 指 示 你
正 在 使 用 的 资 源 类 型 。 表 4-3 显 示 每 一 种 资 源 文 档 对 应 的 图 标 ， 并 列 出 这 个 图 形
编 辑 器 可 以 读 写 的 文 件 类 型 的 扩 展 名 。

当 使 用 O p e n （ 打 开 ） 命 令 打 开 已 有 的 资 源 文 档 ， 而 且 这 个 文 档 还 具 有 表 4 - 3 第
三 列 里 的 某 个 扩 展 名 时 ， V i s u a l  C + +自 动 打 开 图 形 编 辑 器 ， 并 调 整 自 己 ， 以 适 合
这 种 资 源 类 型 。



表 4 - 3   图 形 编 辑 器 图 标 和 文 件 类 型

资 源 图 标 输 入 文 件 类 型 输 出 文 件 类
型

B i t m a p （ 位
图 ）

B M P, D I B ,  E P S ,  G I F ,
J P G

B M P

T o o l b a r（ 工 具
栏 ）

B M P B M P

C u r s o r （ 光
标 ）

C U R C U R

I c o n（ 图 标 ） I C O I C O

D i s k P i e 1 有 菜 单 、 加 速 键 和 字 符 串 数 据 ， 但 还 没 有 图 形 资 源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1 这
样 的 项 目 ，可 以 用 两 种 稍 有 不 同 的 方 法 来 创 建 一 种 新 的 图 形 资 源 。 选 择 什 么 方 法
取 决 于 你 想 象 的 这 个 图 形 文 件 是 什 么 样 子 。如 果 打 开 一 个 项 目 ，并 想 添 加 一 个 新
的 图 形 资 源 到 项 目 中 ， 从 I n s e r t 菜 单 中 选 择 R e s o u r c e， 并 双 击 位 图 或 光 标 ， 或 者



是 在 列 表 里 的 工 具 栏 。 V i s u a l  C + +打 开 图 形 编 辑 器 ， 在 标 题 栏 里 显 示 为 这 种 资 源
文 档 指 定 的 标 识 符 。 根 据 资 源 类 型 的 不 同 ， 标 识 符 是 像 ID B _ B I T M A P 1 ，
I D C _ C U R S O R 1， I D I _ I C O N 1 或 I D R _ T O O L B A R 1 这 样 的 名 字 。 以 后 在 编 辑 器 里
打 开 的 资 源 将 得 到 相 似 的 标 识 符 ， 只 是 在 数 字 上 加 1 ， 例 如 I D I _ I C O N 2 ，
I D I _ I C O N 3 等 等 。 保 存 图 形 资 源 到 文 件 中 时 ， V i s u a l  C + +给 这 个 文 件 起 的 名 字 是
标 识 符 减 去 前 缀 ， 然 后 在 项 目 的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里 定 义 这 个 标 识 符 。 例 如 ， 要 保
存 名 为 I D B _ B I T M A P 1 的 资 源 ， 需 添 加 如 下 一 行 到 R C 文 件 ：

I D B _ B I T M A P 1         B I T M A P          D I S C A R D A B L E        “r e s \ \ b i t m a p 1 . b m p”

并 添 加 下 面 一 行 到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里 ：

# d e f i n e  I D B _ B I T M A P 1    1 3 0

然 而 ，你 没 有 必 要 接 受 这 些 没 有 什 么 特 征 的 名 字 。在 保 存 资 源 前 ，通 过 单 击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并 输 入 一 个 新 的 标 识 符 名 字 来 给 它 提 供 一 个 描 述
性 的 标 识 符 。 在 相 同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里 ， 也 可 以 给 这 个 图 形 文 件 指 定 一 个 名
字 。



图 4 - 1 1   V i s u a l  C + + 图 形 编 辑 器 具 有 两 个 打 开 的 文 档



在 启 动 图 形 编 辑 器 的 第 二 种 方 法 中 ， 你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图 形 资 源 ，但 不 添 加 它
到 项 目 文 件 列 表 里 。 你 可 能 想 这 样 做 ， 例 如 ， 创 建 一 个 资 源 库 ， 或 为 工 具 栏 按 钮
设 计 位 图 。 这 种 方 法 不 要 求 打 开 项 目 ， 只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N e w ， 并 在
Fi le 选 项 卡 里 ， 从 列 表 里 选 择 你 想 要 的 资 源 类 型 ： B i t m a p  F i l e（ 位 图 文 件 ）， I c o n
Fi le（ 图 标 文 件 ） 或 C u r s o r  F i l e（ 光 标 文 件 ）。

图 形 编 辑 器 的 工 作 区 是 分 成 两 个 窗 口 。默 认 状 态 下 ，左 边 窗 口 以 图 形 的 实 际 尺 寸
显 示 图 形 ， 右 边 窗 口 显 示 的 图 形 放 大 到 大 约 36（ 6× 6） 倍 。 放 大 的 图 形 有 一 个
覆 盖 形 式 的 网 格 ， 网 格 中 ， 每 一 个 方 块 表 示 实 际 图 形 上 的 一 个 像 素 。 如 果 你 以 前
使 用 过 画 图 程 序 ，例 如 M i c r o s o f t  W i n d o w s 的 P a i n t 应 用 程 序 ，那 么 ，就 会 对 V i s u a l
C + + 图 形 编 辑 器 很 熟 悉 。

通 过 单 击 左 边 或 右 边 窗 口 中 的 任 何 地 方 ， 来 选 择 要 绘 制 的 图 形 。 如 果 要 处 理 细
节 ， 可 以 在 大 的 工 作 区 域 里 进 行 ， 并 在 实 际 尺 寸 图 形 窗 口 里 观 察 效 果 。 将 两 个 窗
口 分 割 开 的 分 隔 条 是 可 以 移 动 ，只 要 用 鼠 标 向 左 或 向 右 拖 动 它 即 可 。要 开 始 画 图
形 ， 通 过 单 击 显 示 在 图 4 - 1 2 里 G r a p h i c s 工 具 栏 上 的 一 个 按 钮 ， 来 选 择 一 个 合 适
的 工 具 。 与 在 V i s u a l  C + +环 境 里 使 用 其 他 工 具 栏 一 样 ， 你 可 以 通 过 向 内 或 向 外 拖
动 工 具 栏 来 缩 小 或 放 大 它 。



图 4 - 1 2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的 工 具



图 形 编 辑 器 工 具 很 灵 活 ， 而 且 很 友 好 ， 只 需 要 几 分 钟 就 可 以 学 会 ， 然 而 ， 有 几 点
可 能 看 起 来 不 那 么 直 观 ， 所 以 要 简 要 讨 论 一 下 。 首 先 ， 图 形 的 背 景 颜 色 依 赖 于 图
形 的 类 型 。图 标 和 光 标 只 有 一 种 透 明 的 背 景 色 ，在 编 辑 器 窗 口 里 用 蓝 绿 色 进 行 着
色 。 当 W i n d o w s 在 屏 幕 上 画 图 标 或 光 标 时 ， 它 只 画 前 景 色 ， 在 透 明 背 景 色 下 的
所 有 像 素 均 不 擦 除 。 另 一 方 面 ， 位 图 的 背 景 色 是 不 透 明 的 。 一 个 位 图 在 屏 幕 上 是
作 为 一 块 画 出 来 的 ， 它 将 覆 盖 它 下 面 的 任 何 东 西 。 背 景 色 是 否 透 明 ， 可 能 是 这 两
种 图 形 资 源 类 型 之 间 的 最 大 区 别 。

当 你 单 击 R e c t a n g l e  S e l e c t i o n（ 矩 形 选 择 ）， I r r e g u l a r  S e l e c t i o n（ 不 规 则 图 形 选 择 ）
或 T e x t 按 钮 时 ，透 明 选 择 框 显 示 在 G r a p h i c s 工 具 栏 的 底 部 ，它 也 是 编 辑 器 I m a g e
菜 单 上 D r a w  O p a q u e（ 不 透 明 画 图 ） 命 令 的 工 具 栏 版 本 。 要 理 解 选 择 框 的 用 途 ，
考 虑 一 下 一 个 分 为 两 层 的 图 形 ， 一 层 覆 盖 在 另 一 层 上 。 上 层 是 一 个 漂 浮 的 图 形 ，
你 可 以 移 动 ， 或 设 定 它 的 位 置 。 下 面 这 一 层 叫 做 底 层 ， 是 固 定 的 。 利 用 选 择 框 ，
你 可 以 设 定 顶 层 的 背 景 透 明 度 ，但 不 能 影 响 底 层 的 透 明 度 。选 择 透 明 度 选 择 框 的
顶 部 图 标 ，意 味 着 覆 盖 图 形 层 上 的 背 景 像 素 应 该 当 作 前 景 颜 色 ，使 上 面 的 一 层 成
为 实 心 的 矩 形 框 。 选 择 框 的 底 部 图 标 使 上 面 一 层 透 明 ， 实 际 上 ， 是 从 这 一 层 移 去
背 景 像 素 。 例 如 ， 下 面 是 当 打 开 或 关 闭 透 明 度 时 ， 在 底 层 图 形 上 输 入 字 母 “ A ”
时 的 外 观 ：



不 管 透 明 度 的 设 定 如 何 ， 底 层 位 图 图 形 的 背 景 颜 色（ 在 当 前 情 况 下 是 白 色 ） 均 保
持 不 透 明 ， 以 便 在 屏 幕 上 显 示 的 位 图 覆 盖 位 图 矩 形 区 域 内 的 任 何 像 素 。 然 而 ， 当
显 示 一 个 位 图 时 ， 程 序 可 以 模 拟 透 明 的 像 素 ， 首 先 掩 盖 位 图 的 背 景 颜 色 ， 然 后 用
位 图 将 出 现 的 屏 幕 区 域 的 副 本 来 替 代 它 。如 果 你 对 这 个 技 术 感 兴 趣 ，完 全 可 以 从



Je f f   P ro s i s e ’s  P r o g r a m m i n g   W i n d o w s  9 5  w i t h  M F C 里 题 为 “ B i t m a p s， P a l e t t e s，
a n d  R e g i o n s” 那 章 的 透 明 化 位 图 教 程 中 ， 找 到 详 细 的 说 明 。 通 常 ， 你 只 是 想 确 保
一 个 位 图 与 显 示 它 的 窗 口 拥 有 一 样 的 背 景 颜 色 ， 以 便 得 到 一 种 透 明 的 假 象 。有 一
种 简 单 的 方 法 可 以 实 现 这 种 操 作 ， 下 一 节 将 详 细 说 明 。

另 一 种 图 形 编 辑 器 的 隐 藏 特 征 是 ， 鼠 标 的 左 右 按 钮 分 别 对 应 于 前 景 色 和 背 景 色 。
例 如 ， 用 鼠 标 左 键 单 击 C o l o r s 调 色 板 上 的 一 种 颜 色 ， 来 选 择 前 景 色 ， 用 鼠 标 右
击 选 择 背 景 色 。 你 可 以 在 图 形 上 通 过 拖 动 或 单 击 适 当 的 鼠 标 按 钮 ， 来 选 择 使 用 一
种 颜 色 画 图 。

表 4 - 4 总 结 了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里 能 够 看 到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如 图 4 - 1 2 所 示 ，在 G r a p h i c s
工 具 栏 里 ， 按 钮 是 以 平 面 方 式 显 示 的 。 表 4 - 4 显 示 了 处 于 凸 起 状 态 下 的 按 钮 ， 这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区 别 每 一 个 按 钮 。



图 4 - 4   G r a p h i c s 工 具 栏 按 钮

按 钮 说 明

利 用 R e c t a n g l e  S e l e c t i o n 和 I r r e g u l a r  S e l e c t i o n 工 具 ，可
以 标 记 要 移 动 、 清 除 或 复 制 的 图 像 部 分 。 单 击 按 钮 ，
然 后 ， 拖 动 交 叉 十 字 或 光 标 ， 指 向 要 标 记 的 矩 形 或 区
域 。 在 释 放 鼠 标 按 钮 时 ， 在 标 记 的 区 域 周 围 将 出 现 选
择 框 。 你 可 以 移 动 选 择 内 容 ， 方 法 是 使 用 鼠 标 拖 动
它 ； 要 清 除 它 ， 则 按 D e l 键 ； 复 制 它 到 剪 贴 板 的 方 法
是 按 C t r l + C

利 用 S e l e c t  C o l o r（ 取 色 ） 工 具 ， 可 以 从 图 像 中 选 取 颜
色 ，而 不 是 从 C o l o r s 调 色 板 中 。单 击 工 具 栏 上 的 按 钮 ，
然 后 单 击 要 选 取 颜 色 的 图 像 上 的 区 域 。 使 用 鼠 标 左 键
可 以 选 取 前 景 色 ， 使 用 鼠 标 右 键 可 以 选 取 背 景 色



                                                       续 表

E r a s e（ 橡 皮 擦 ） 工 具 将 光 标 改 为 一 个 方 块 ， 可 以 在 图
像 上 拖 动 它 ， 来 擦 除 像 素 。 擦 除 的 像 素 改 变 为 当 前 前
景 色 ， 这 要 取 决 与 当 前 的 资 源 类 型 。 前 面 提 到 过 ， 在
C o l o r s 调 色 板 的 左 上 角 ， 图 标 和 光 标 的 背 景 是 不 透 明
的 颜 色 。 要 改 变 擦 除 块 的 大 小 ， 可 以 单 击 工 具 栏 底 部
选 择 框 中 的 一 个 尺 寸 图 标

Fi l l（ 填 充 ）工 具 将 颜 色 的 像 素 改 变 为 当 前 的 前 景 或 背
景 色 。 单 击 Fi l l 按 钮 ， 然 后 单 击 要 改 变 的 颜 色 中 的 任
何 地 方 。 若 使 用 鼠 标 左 键 ， 则 填 充 前 景 色 ； 使 用 鼠 标
右 键 则 填 充 背 景 色 。 编 辑 器 将 更 改 此 颜 色 的 所 有 连 续
像 素 ， 来 填 充 颜 色 。 像 素 必 须 水 平 或 垂 直 接 触 ， 以 对
角 方 式 接 触 的 像 素 被 认 为 是 不 连 续 的



                                                     续 表

要 改 变 所 选 择 图 形 的 大 小 ， 可 以 使 用 M a g n i f y（ 放 大 ）
工 具 ， 并 选 择 一 个 值 1， 2， 6 或 8。 放 大 值 指 定 对 应
于 实 际 图 形 中 一 个 像 素 的 实 际 像 素 数 。 如 果 放 大 的 图
形 有 网 格 ， 则 放 大 值 确 定 的 是 每 个 网 格 的 宽 度 和 高 度

单 击 左 边 的 图 片 按 钮 ， 可 以 手 绘 图 ， 然 后 ， 拖 动 鼠 标
按 钮 ， 以 留 下 像 素 的 轨 迹 ， 颜 色 是 前 景 色 或 背 景 色 。
P e n c i l（ 铅 笔 ） 工 具 只 画 出 一 个 像 素 宽 的 细 线 。 使 用
B r u s h（ 刷 子 ） 可 以 画 出 粗 线 ，在 工 具 栏 底 部 的 选 择 框
中 可 以 选 择 刷 子 的 宽 度

A i r  B r u s h （ 喷 雾 ） 工 具 可 以 画 出 随 机 的 颜 色 图 案 ， 模
拟 在 画 布 上 轻 微 喷 射 的 效 果 。 在 工 具 栏 的 选 择 框 中 ，
可 以 选 择 喷 射 的 密 度 和 尺 寸



                                                     续 表

画 线 工 具 可 以 画 直 线 ， 还 可 以 画 曲 线 ， 曲 线 从 初 始 位
置 开 始 弹 性 弯 曲 。 单 击 要 开 始 画 线 的 位 置 ， 拖 动 光 标
到 线 的 终 点 ， 然 后 释 放 鼠 标 键 来 确 定 此 线 。 C u r v e 工
具 还 额 外 需 要 一 个 步 骤 ： 在 释 放 鼠 标 键 设 置 终 点 后 ，
移 动 光 标 来 设 置 曲 线 的 曲 率 。 在 曲 线 以 自 己 需 要 的 方
式 成 形 后 ， 双 击 便 可 以 确 定 曲 线 （ 双 击 的 鼠 标 键 必 须
与 拖 动 光 标 的 鼠 标 键 相 同 ）。 如 果 在 画 线 的 过 程 中 改
变 了 主 意 ， 可 以 按 E s c， 或 者 单 击 另 一 个 鼠 标 键 ， 来
重 新 开 始



                                                     续 表

T e x t（ 文 本 ） 工 具 显 示 一 个 小 窗 口 ， 可 以 从 中 输 入 在
图 形 中 出 现 的 文 字 ， 所 用 的 颜 色 是 当 前 的 前 景 色 。 如
前 所 述 ， 在 透 明 选 择 框 中 选 择 文 字 的 透 明 性 ， 然 后 ，
在 选 择 完 T e x t 工 具 时 ， 按 E s c 键

这 些 工 具 可 以 画 矩 形 、 圆 角 矩 形 和 椭 圆 形 ， 这 些 图 形
可 以 是 实 心 的 ， 也 可 以 是 空 心 的 。 选 择 一 个 工 具 ， 然
后 ， 以 前 景 色 或 背 景 色 来 画 出 形 状 ， 方 法 是 在 图 形
上 ，从 左 上 角 向 右 下 角 拖 动 鼠 标 光 标 。按 下 S h i f t 键 可
以 强 制 画 出 某 种 形 状 ， 使 矩 形 画 为 正 方 形 ， 或 者 将 椭
圆 画 为 圆 形 。 在 拖 动 光 标 的 过 程 中 ， 如 果 要 取 消 操
作 ， 可 以 按 E s c， 或 者 单 击 另 一 个 鼠 标 键

位 图

在 为 一 个 新 的 位 图 打 开 图 形 编 辑 器 时 ， 它 提 供 一 个 边 长 为 4 8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的 干
净 区 域 。 然 而 ， 位 图 不 要 求 一 定 是 正 方 形 ， 它 们 可 以 是 边 长 不 大 于 2 0 4 8 个 像 素
的 任 何 尺 寸 的 矩 形 。要 调 整 工 作 区 域 的 大 小 ， 拖 动 工 作 区 域 边 界 上 一 个 调 整 大 小
的 手 柄 ， 在 拖 动 手 柄 的 同 时 ， 注 意 一 下 编 辑 器 状 态 栏 里 的 新 尺 寸 。 也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打 开 B i t m a p  P r o p e r t i e s（ 位 图 属 性 ） 对 话 框 ，
从 中 输 入 想 得 到 的 大 小 。

这 里 是 一 个 C 程 序 如 何 显 示 位 图 资 源 的 例 子 。 此 代 码 段 假 设 位 图 最 初 是 保 存 在
文 件 R e s \ B i t m a p . b m p 里 ，并 在 程 序 的 R C 文 件 里 ，通 过 B i t m a p D e m o 名 进 行 标 识 ，
L o a d B i t m a p 函 数 用 和 名 字 相 同 的 字 符 串 加 载 资 源 。

/ /  R e s o u r c e  d e c l a r a t i o n  i n  t h e  R C  f i l e

B i t m a p D e m o      B I T M A P      “r e s \ \ b i t m a p . b m p”

/ /  I n  t h e  C  s o u r c e  f i l e

H B I T M A P        h b m ;         / /  D e c l a r e  a  g l o b a  h a n d l e  f o r  t h e  b i t m a p

.

.

.

/ /  L o a d  t h e  b i t m a p  i n  W i n M a i n  o r  t h e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p r o c e d u r e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A p p N a m e  [  ]  =  “B i t m a p D e m o ”;



h b m  =  L o a d B i t m a p (  h I n s t a n c e ,  s z A p p N a m e ) ;

.

.

.

/ /  D i s p l a y  t h e  b i t m a p  i n  t h e  w i n d o w  p r o c e d u r e

c a s e  W M _ P A I N T :

h d c  =  B e g i n P a i n t (  h w n d ,  & p s  ) ’

h d c M e m o r y  =  C r e a t e C o m p a t i b l e D C (  h d c  ) ;

G e t O b j e c t  (  h b m ,  s i z e o f  ( B I T A M P ) , & b m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h d c M e m o r y ,  h b m ) ;

B i t B l t (  h d c ,  x ,  y ,  b m . b m W i d t h ,  b m . b m H e i g h t ,

h d c M e m o r y ,  0 ,  0 ,  S R C C O P Y  ) ’

D e l e t e D C (  h d c M e m o r y ) ;



E n d P a i n t (  h w n d , & p s ) ;

b r e a k ;

在 M F C 程 序 里 ，显 示 这 个 位 图 的 步 骤 是 相 似 的 。首 先 ，用 资 源 初 始 化 一 个 C B i t m a p
对 象 ：

b i t m a p . L o a d B i t m a p ( s z A p p N a m e ) ;

然 后 ， 在 窗 口 的 O n D r a w 函 数 里 显 示 这 个 位 图 ：

B I T M A P    b m ;

C D C       d c M e m o r y ;

b i t m a p . G e t O b j e c t (  s i z e o f  ( B I T M A P ) ,  & b m  ) ;

d c M e m o r y . C r e a t e C o m p a t i b l e D C (  P d c  ) ;

d c M e m o r y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b i t m a p  ) ;

P D c - > B i t B l t  (  x ,  y ,  b m . b m W i d t h ,  b m . b m H e i g h t ,  & d c M e m o r y ,  0 ,  0 ,  S R C C O P Y  ) ;

在 结 束 这 一 节 中 有 关 位 图 的 说 明 之 前 ，让 我 们 再 次 看 一 下 ，上 一 次 讨 论 的 有 关 位



图 透 明 性 的 题 目 。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 位 图 的 背 景 色 是 不 透 明 的 ， 但 是 ， 如 果 这 个 位
图 的 背 景 色 是 白 色 ， 而 且 ， 这 个 位 图 将 显 示 在 一 个 背 景 色 也 是 白 色 的 窗 口 里 ， 那
么 ， 这 个 位 图 的 正 方 形 形 状 会 被 掩 盖 。 如 果 给 出 透 明 背 景 色 的 设 想 ， 那 么 ， 只 有
不 是 白 色 的 前 景 色 可 以 显 示 出 来 。 当 时 ， 如 果 窗 口 的 背 景 色 不 是 白 色 的 ， 将 是 什
么 样 的 呢 ？ 在 那 种 情 况 下 ， 在 先 前 代 码 段 里 显 示 的 位 图 将 暴 露 出 它 的 正 方 形 外
形 ， 这 可 能 不 是 你 想 要 的 效 果 。

应 用 程 序 窗 口 一 般 采 用 标 识 为 C O L O R _ W I N D O W 的 系 统 窗 口 颜 色 ， 默 认 状 态
下 ， 它 是 白 色 的 。 然 而 ， 一 个 程 序 可 以 通 过 调 用 S e t S y s C o l o r s 来 改 变 系 统 窗 口 的
颜 色 ， 或 者 ， 用 户 可 以 在 W i n d o w s  C o n t r o l  P a n e l 里 的 D isp lay（ 显 示 ） 部 分 改 变
颜 色（ 如 果 想 试 一 试 ，那 么 ，在 D i s p l a y  P r o p e r t i e s（ 显 示 属 性 ）对 话 框 ，从 A p p e a r a n c e
（ 外 观 ） 选 项 卡 上 的 I tem 组 合 框 里 选 择 W i n d o w ，从 C o l o r 下 拉 列 表 里 选 择 一 个
新 的 颜 色 ， 然 后 单 击 O K （ 确 定 ））。 通 过 使 用 L o a d I m a g e  A P I 函 数 ， 而 不 是
L o a d B i t m a p 函 数 ， 来 装 载 位 图 ， 并 像 下 面 这 样 指 定 L R _ L O A D T R A N S P A R E N T
标 记 ， 程 序 可 以 保 证 位 图 的 背 景 色 总 是 同 C O L O R _ W I N D O W 颜 色 一 致 ：

h b m = L o a d I m a g e (  h I n s t a n c e , s z A p p N a m e , I M A G E _ B I T M A P ,
               0 , 0 , L R _ L O A D T R A N S P A R E N T ) ;

这 个 函 数 查 看 图 像 里 的 第 一 个 像 素 的 颜 色 ， 它 处 于 矩 形 位 图 的 左 上 角 ， 推 测 起
来 ， 应 该 是 背 景 的 一 部 分 。 然 后 ， L o a d I m a g e 函 数 用 当 前 的 C O L O R _ W I N D O W
颜 色 来 代 替 位 图 颜 色 表 里 相 应 的 条 目 。这 样 ， 在 这 个 位 图 里 组 成 背 景 的 所 有 像 素



都 用 默 认 的 窗 口 颜 色 显 示 。 唯 一 的 警 告 是 ， 如 果 位 图 有 2 5 6 多 种 颜 色 ， 那 么
L R _ L O A D T R A N S P A R E N T 将 不 起 作 用 。

我 们 还 没 有 完 全 使 用 L o a d I m a g e 函 数 。正 如 我 们 将 在 下 一 节 中 看 到 的 那 样 ，这 个
函 数 也 可 以 装 载 图 标 。 但 是 现 在 ， 让 我 们 看 一 下 位 图 怎 样 成 为 工 具 栏 。

工 具 栏

在 V i s u a l  C + +中 创 建 工 具 栏 ， 只 不 过 是 设 计 包 含 工 具 栏 按 钮 图 形 的 位 图 。 这 个 位
图 作 为 一 个 B M P 文 件 保 存 ， 并 在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里 用 一 个 标 识 符 名 字 引 用 它 ：

I D R _ T O O L B A R      B I T M A P      “r e s \ \ t o o l s b a r . b m p”

标 识 符 的 名 字 和 文 件 名 都 由 你 决 定 。D i s k P i e 1 用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命 名 它 的 工
具 栏 ， 同 程 序 的 其 他 资 源 保 持 一 致 ， 如 前 所 述 ， 允 许 调 用 到 C S i n g l e D o c T e m p l e
构 造 器 。

工 具 栏 位 图 是 一 系 列 覆 盖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图 形 ，每 一 个 按 钮 都 有 一 个 图 形 。默 认 状
态 下 ， 每 一 个 图 形 都 是 1 6 个 像 素 宽 ， 1 5 个 像 素 高 ， 它 适 合 标 准 的 24 个 像 素 、
宽 22 个 像 素 高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通 过 以 典 型 的 W i n d o w s 方 式 拖 动 编 辑 器 工 作 空 间
的 边 界 ， 可 以 设 置 一 个 图 形 的 尺 寸 是 大 一 点 ， 还 是 小 一 点 ， 是 宽 一 点 ， 还 是 窄 一
点 。 由 于 你 不 能 使 一 个 工 具 栏 里 按 钮 具 有 不 同 的 尺 寸 ， 所 以 ， 新 尺 寸 将 应 用 于 所



有 的 工 具 栏 图 形 。 当 保 存 工 作 时 ， V i s u a l  C + +自 动 指 定 R C 文 件 里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新 尺 寸 。

如 果 A p p W i z a r d 为 你 生 成 项 目 ， 那 么 ， 它 在 项 目 的 R e s 文 件 夹 中 创 建 一 个 叫 做
T o o l b a r . b m p 的 文 件 。 这 个 文 件 包 含 对 应 于 命 令 N e w ， O p e n ， S a v e， C u t， C o p y，
P a s t e， P r i n t 和 H e l p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图 形 。 图 4 - 1 3 是 在 T o o l b a r . b m p 里 放 大 的 位
图 和 最 终 的 工 具 栏 。

图 4 - 1 3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默 认 工 具 栏

在 下 一 段 代 码 中 ，显 示 了 A p p W i z a r d 项 目 中 R C 文 件 的 创 建 工 具 栏 的 脚 本 。工 具
栏 脚 本 里 的 每 一 个 按 钮 ， 都 具 有 对 应 于 本 章“ 菜 单 和 加 速 键 ” 一 节 脚 本 里 列 出 的
菜 单 命 令 的 相 同 标 识 符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B I T M A P M O V E A B L E  P U R E
“r e s \ \ T o o l b a r . b m p”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T O O L B A R  D I S C A R D A B L E   1 6 ,  1 5



B E G I N

     B U T T O N           I D _ F I L E _ N E W

     B U T T O N           I D _ F I L E _ O P E N

     B U T T O N           I D _ F I L E _ S A V E

     S E P A R A T O R

     B U T T O N           I D _ E D I T _ C U T

     B U T T O N           I D _  E D I T _ C O P Y

     B U T T O N           I D _  E D I T  _ P A S T E

     S E P A R A T O R

     B U T T O N           I D _  F I L E _ P R I N T

     B U T T O N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E N D



脚 本 里 的 B I T M A P 语 句 指 向 保 存 位 图 的 项 目 的 T o o l b a r . b m p 文 件 。T O O L B A R 语
句 用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值 标 识 工 具 栏 资 源 ， 并 为 每 个 按 钮 指 定 尺 寸 为 1 6× 1 5
个 像 素 的 图 形 。 S E P A R A T O R 语 句 使 得 邻 近 按 钮 之 间 有 些 空 隙 ， 它 是 通 过
B U T T O N 语 句 定 义 的 。

M F C 程 序 通 过 调 用 C T o o l B a r : : C r e a t e 来 创 建 工 具 栏 。当 函 数 返 回 时 ，它 创 建 的 工
具 栏 只 不 过 是 一 个 空 的 子 窗 口 。 下 一 步 是 调 用 C T o o l B a r : : L o a d T o o l B a r 函 数 ， 来
读

取 工 具 栏 按 钮 数 据 ， 装 载 工 具 栏 位 图 ， 并 画 出 这 些 按 钮 ， 所 有 这 些 都 在 一 步 内 完
成 。

窗 口 为 每 一 个 在 工 具 栏 脚 本 里 的 B U T T O N 语 句 提 供 一 个 空 按 钮 ， 并 在 每 个 按 钮
上 画 出 一 个 对 应 的 位 图 图 形 区 。 例 如 ， 要 装 载 在 上 面 脚 本 里 定 义 的 工 具 栏 ， 程 序
可 以 声 明 一 个 C T o o l B a r 对 象 ， 叫 做 m _ t o o l b a r， 并 在 资 源 里 包 含 这 些 行 ：

m _ t o o l b a r . C r e a t e (  t h i s  ) ;                       //  C r e a t e  t h e  t o o l b a r  w i n d o w

m _ t o o l b a r . L o a d T o o l B a r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 L o a d  t h e  b i t m a p  i m a g e s

在 V i s u a l  C + +里 ， 有 两 种 方 法 可 以 从 头 开 始 创 建 一 个 工 具 栏 。 第 一 个 方 法 是 我 们



很 熟 悉 的 ： 在 一 个 打 开 的 项 目 里 ， 单 击 I n s e r t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 并 双 击 在
R e s o u r c e  T y p e 列 表 里 的 T o o l b a r。这 将 启 动 图 形 编 辑 器 ， 以 便 对 工 具 栏 进 行 改 变 ，
在 图 4 - 1 4 里 ， 图 形 编 辑 器 显 示 了 三 个 分 割 的 窗 口 。 底 部 的 两 个 窗 口 显 示 了 你 正
在 工 作 的 当 前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实 际 尺 寸 ，以 及 放 大 尺 寸 的 视 图 ，上 部 的 窗 口 显 示 了
一 个 工 具 栏 的 完 整 视 图 。开 始 在 一 个 按 钮 上 工 作 时 ，按 钮 图 形 自 动 显 示 在 工 具 栏
视 图 里 ， 在 你 编 辑 时 ， 实 时 改 变 按 钮 显 示 。 当 完 成 了 一 个 按 钮 时 ， 单 击 上 面 窗 口
里 空 的 新 项 目 按 钮 ， 为 下 一 个 按 钮 刷 新 工 作 区 域 。 你 可 以 在 工 具 栏 里 拖 动 它 ， 以
改 变 按 钮 的 位 置 ， 或 把 它 完 全 拉 离 工 具 栏 ， 以 便 删 除 按 钮 。 要 在 如 图 4 - 1 4 里 所
示 的 按 钮 之 间 添 加 分 割 空 隙 ，向 左 或 向 右 拖 动 一 个 按 钮 到 大 约 半 个 按 钮 宽 度 就 可
以 了 。 你 可 以 用 同 样 的 方 法 去 掉 这 个 空 隙 。



图 4 - 1 4   在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创 建 工 具 栏

保 存 工 具 栏 时 ， 不 要 担 心 空 的 项 目 按 钮 会 一 起 保 存 。 在 编 辑 器 写 到 R C 文 件 里 的
工 具 栏 脚 本 里 ， 不 会 包 括 空 的 项 目 按 钮 。 当 在 一 个 程 序 的 主 工 具 栏 中 工 作 时 ， 应
当 给 每 一 个 按 钮 同 菜 单 项 对 应 的 相 同 标 识 符 ， 例 如 I D _ F I L E _ N E W 或
I D _ F I L E _ P R I N T。 在 T o o l b a r  B u t t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工 具 栏 按 钮 属 性 ） 对 话 框 里 输 入



按 钮 的 标 识 符 ， 通 过 在 工 作 区 域 里 的 任 何 地 方 双 击 鼠 标 ， 或 通 过 从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上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来 显 示 上 述 对 话 框 。

在 创 建 工 具 栏 的 第 二 种 方 法 中 ， 要 求 先 设 计 位 图 图 形 ， 然 后 ， 将 得 到 的 结 果 转 化
为 工 具 栏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这 种 方 法 更 加 方 便 些 。

为 D i s k P i e 1创 建 工 具 栏

D i s k P i e 1 是 与 众 不 同 的 ， 它 在 运 行 时 决 定 需 要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 以 及 它 们 对 应 的 图
形 的 个 数 。 在 D iskP ie1 . r c 文 件 里 ， 工 具 栏 脚 本 只 有 一 个 入 口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T O O L B A R  1 6 ,  1 5

B E G I N

     B U T T O N      I D M _ M E M O R Y

E N D

在 程 序 启 动 时 ， 便 添 加 了 为 磁 盘 驱 动 器 显 示 使 用 状 况 饼 图 的 按 钮 。 例 如 ， 如 果
D i s k P i e 1 找 到 了 四 个 磁 盘 驱 动 器 ， 分 别 指 定 为 C ， D ， P 和 R ， 那 么 ， 在 它 创 建
工 具 栏 时 ， 它 指 定 五 个 按 钮 ： 一 个 对 应 于 M e m o r y 命 令 ， 其 余 四 个 对 应 于 四 个 磁



盘 驱 动 器 。 由 于 在 D i s k P i e 1 运 行 之 前 ， 没 有 办 法 知 道 系 统 中 运 行 着 多 少 个 磁 盘
驱 动 器 ， 所 以 ， D i s k P i e 1 的 工 具 栏 位 图 有 2 4 个 不 同 磁 盘 驱 动 器 的 按 钮 图 形 ， 它
们 分 别 以 C 到 Z 标 记 。 由 于 这 25 个 图 形 都 是 1 6 个 像 素 宽 ， 所 以 ， D i s k P i e 1 完
整 的 工 具 栏 位 图 是 4 0 0 个 像 素 宽 、 1 5 个 像 素 高 。 在 图 4 - 1 5 中 ， 可 以 看 到 一 些 按
钮 图 形 的 特 写 视 图 。

图 4 - 1 5   D i s k P i e 1 的 工 具 栏 位 图

可 以 看 到 ， 生 成 位 图 并 不 是 十 分 困 难 ， 只 用 了 大 约 2 0 分 钟 的 时 间 。 这 个 秘 密 就
是 ， 告 诉 图 形 编 辑 器 你 正 在 创 建 一 个 位 图 ， 而 不 是 一 个 工 具 栏 。 第 一 步 在 下 列 两
种 情 况 下 是 一 样 的 ： 通 过 单 击 I n s e r t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来 打 开 图 形 编 辑 器 。 为
了 用 重 复 的 图 形 加 宽 如 图 4 - 1 5 所 示 的 位 图 ， 从 资 源 类 型 列 表 里 选 择 B i t m a p ， 而
不 是 T o o l b a r。 这 将 可 以 在 一 个 连 续 的 条 中 操 作 按 钮 图 形 ， 而 单 独 操 作 每 个 按 钮 。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里 ， 将 普 通 位 图 转 换 为 工 具 栏 是 很 容 易 的 ， 设 计 它 就 是 做 这 个 的 。

这 里 是 使 用 重 复 图 形 生 成 加 宽 的 位 图 的 步 骤 。双 击 编 辑 器 工 作 区 域 的 空 白 区 域 的
任 何 地 方 ， 打 开 B i t m a p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 输 入 工 具 栏 标 识 符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是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并 给 B M P 文 件 起 一 个 文 件 名 。 通 过 增 加 按 钮 的 数 目 ，
来 增 加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宽 度 ，并 输 入 这 个 数 字 作 为 位 图 的 宽 度 。 位 图 的 高 度 是
一 个 按 钮 的 高 度 。 对 于 D i s k P i e 1 ， 对 话 框 看 起 来 像 这 样 ：

按 下 E n t e r 键 返 回 工 作 区 域 ， 现 在 它 有 了 新 的 尺 寸 。 下 一 步 ， 用 亮 灰 色 画 出 整 个
工 作 区 域 ， 以 便 每 一 个 图 形 能 和 它 的 按 钮 相 融 合 。 在 C o l o r 调 色 板 里 单 击 亮 灰 色
框 ， 并 选 择 G r a p h i c s 工 具 栏 里 的 Fi l l 工 具 。



单 击 工 作 区 域 格 子 里 的 任 何 地 方 ， 来 用 亮 灰 色 画 整 个 区 域 。 现 在 ， 在 工 作 区 域 里
的 一 个 1 6× 1 5 的 块 里 ， 画 第 一 个 按 钮 的 图 形（ 或 是 任 何 的 按 钮 尺 寸 ）。 一 旦 已 经
画 出 第 一 个 图 形 ， 就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R e c t a n g l e  S e l e c t i o n 工 具 来 复 制 它 ， 并 在 图 形
的 1 6× 1 5 方 块 上 拖 动 光 标 。 是 用 鼠 标 左 键 ， 还 是 用 右 键 拖 动 ， 取 决 于 你 是 移 动
这 个 位 图 ， 还 是 拷 贝 它 。 如 果 想 移 动 图 形 到 位 图 工 作 区 域 的 其 他 地 方 ， 那 么 使 用
鼠 标 左 键 。 当 你 释 放 鼠 标 按 钮 时 ， 在 图 形 的 周 围 出 现 一 个 选 择 框 ， 此 时 可 以 拖 动
它 来 重 新 定 位 选 择 区 域 。按 下 C t r l 键 拖 动 选 择 框 ，便 移 动 了 被 选 择 图 形 的 一 个 副
本 ， 而 不 是 图 形 本 身 ， 但 是 ， 有 一 种 更 好 的 方 法 来 复 制 图 形 。

要 生 成 一 个 图 形 的 副 本 ， 需 单 击 R e c t a n g l e  S e l e c t i o n（ 选 择 ） 工 具 ， 并 用 按 下 鼠
标 右 键（ 而 不 是 鼠 标 左 键 ） 来 选 择 图 形 。 释 放 鼠 标 按 钮 时 ， 被 选 择 图 形 的 一 个 副



本 将 跟 随 鼠 标 光 标 而 移 动 。 将 副 本 定 位 在 工 作 区 域 的 任 何 地 方 ， 并 单 击 ， 将 它 放
置 在 选 择 的 位 置 上 。单 击 左 键 将 放 下 图 形 的 一 个 副 本 ，单 击 右 键 将 放 下 图 形 的 遮
罩 ， 其 中 ， 前 景 像 素 转 化 为 当 前 图 形 的 背 景 颜 色 ， 图 形 里 的 背 景 像 素 被 当 作 透 明
的 小 洞 。 你 可 以 用 这 种 方 法 生 成 任 何 数 量 的 副 本 。 完 成 操 作 时 ， 按 下 E S C 键 ，
或 选 择 另 一 个 工 具 来 返 回 一 般 编 辑 模 式 。

你 将 发 现 图 形 横 越 整 个 16× 1 5 方 块 ， 像 图 4 - 1 6 里 的 磁 盘 驱 动 器 图 形 一 样 ， 那 么
定 位 它 将 更 加 容 易 。 如 果 图 形 比 方 块 窄 ， 那 么 在 方 块 的 顶 部 或 底 部 画 一 条 1 6 个
像 素 宽 的 临 时 黑 线 。 然 后 ， 当 你 拷 贝 图 形 时 ， 就 可 以 准 确 看 到 正 在 拖 动 什 么 。 如
果 你 打 算 使 用 文 本 标 记 每 一 个 按 钮 ， 像 图 4 - 1 5 里 所 做 的 那 样 ， 那 么 ， 最 后 ， 在
所 有 的 图 形 都 到 位 后 ， 将 添 加 标 记 。 单 击 T e x t 工 具 ， 输 入 文 字 ， 并 拖 动 文 字 图
形 到 指 定 位 置 。 在 做 完 每 一 个 文 字 之 后 ， 按 下 E S C 键 取 消 T e x t 工 具 。



图 4 - 1 6   复 制 选 择 的 图 形

完 成 了 位 图 的 设 计 时 ，单 击 I m a g e 菜 单 上 的 T o o l b a r  E d i t o r，来 转 化 位 图 到 一 个 工
具 栏 上 ， 在 N e w  T o o l b a r  R e s o u r c e（ 新 工 具 栏 资 源 ） 对 话 框 里 ， 接 受 建 议 的 1 6×
1 5 的 按 钮 尺 寸 。 你 可 以 使 用 相 同 的 T o o l b a r  E d i t o r 命 令 ， 在 工 具 栏 和 位 图 之 间 来
回 转 换 。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S a v e（ 保 存 ） 命 令 ， 将 新 的 工 具 栏 脚 本 写 到
R C 文 件 里 ， 并 将 工 具 栏 位 图 保 存 成 在 前 面 B i t m a p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里 命 名 的
B M P 文 件 。 V i s u a l  C + +为 新 工 具 栏 脚 本 中 的 按 钮 指 定 默 认 的 标 识 符 值 ， 现 在 ， 在
D iskP ie1 . r c 文 件 里 ， 它 们 看 起 来 像 下 面 这 样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T O O L B A R  D I S C A R D A B L E  1 6 ,  1 5

B E G I N



B U T T O N      I D _ B U T T O N 4 0 0 3 0

B U T T O N      I D _ B U T T O N 4 0 0 3 1

B U T T O N      I D _ B U T T O N 4 0 0 3 2

.

.

.

E N D

按 钮 标 识 符 最 终 必 须 改 成 同 对 应 菜 单 命 令 的 标 识 符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 即
I D M _ M E M O R Y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D M _ D I S K _ D 等 等 。这 将 保 证 单 击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有 同 选 择 相 应 菜 单 命 令 相 同 的 效 果 。 我 们 应 该 使 用 T o o l b a r  B u t t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里 具 有 指 定 的 正 确 按 钮 标 识 符 ，调 用 这 个 对 话 框 的 方 法 是
选 择 一 个 按 钮 ，并 双 击 工 作 区 域 的 任 何 地 方 。但 是 ，这 没 有 什 么 必 要 。当 D i s k P i e 1
确 定 运 行 时 必 须 在 工 具 栏 上 显 示 多 少 按 钮 时 ，D i s k P i e 1 给 按 钮 指 定 正 确 的 值 。 在
后 面 ， 我 们 将 编 辑 工 具 栏 脚 本 ， 用 在 这 节 开 头 引 用 的 简 短 的 脚 本 来 代 替 它 ， 同 时
也 从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移 去 为 按 钮 标 识 符 定 义 的 多 余 的 # d e f i n e 语 句 。



图 标

图 标 是 特 殊 的 位 图 ， 设 计 用 来 用 图 形 方 式 表 示 程 序 或 文 档 。 一 般 情 况 下 ， 图 标 指
定 给 一 个 框 架 窗 口 ，以 便 在 窗 口 的 标 题 栏 里 显 示 图 形 ，当 图 标 指 定 给 程 序 的 主 窗
口 时 ，图 标 资 源 叫 做 程 序 图 标 或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本 节 集 中 讲 述 怎 样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 它 是 最 普 遍 使 用 的 一 种 图 标 资 源 。 但 是 ， 不 管 图 标 是 表 示 主 窗 口 ， 还 是 屏
幕 上 的 另 一 个 对 象 ， 图 标 不 过 就 是 图 标 ， 它 是 在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里 创 建
的 ， 而 且 创 建 的 方 式 相 同 。

一 个 图 标 资 源 包 含 多 个 图 形 ， 它 们 经 常 是 同 样 设 计 的 不 同 尺 寸 的 图 形 。 例 如 ，
M i c r o s o f t 建 议 ， W i n d o w s 程 序 提 供 给 它 图 标 资 源 的 三 个 图 形 ， 每 一 个 图 形 具 有
不 同 的 尺 寸 ：

n  一 个 边 长 为 1 6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 1 6 色 图 形 ， W i n d o w s 将 在 程 序 的 标
题 栏 、 任 务 栏 和 用 小 图 标 显 示 的 目 录 列 表 里 显 示 它 。

n  边 长 为 3 2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 1 6 色 图 形 ， 在 A b o u t（ 关 于 ） 对 话 框 这 样
的 对 话 框 窗 口 里 使 用 ， 或 在 桌 面 上 表 示 程 序 ， 或 在 用 大 图 标 显 示 的 目
录 列 表 里 显 示 。

n  边 长 为 4 8 个 像 素 的 2 5 6 色 图 形 ， 在 系 统 D i s p l a y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里 ，
若 选 中 Effec t s（ 效 果 ） 选 项 卡 里 的 U s e  L a r g e  I c o n（ 使 用 大 图 标 ） 选 项



时 ， 它 在 W i n d o w s  9 8 里 代 替 32× 3 2 图 标 （ 要 打 开 这 个 对 话 框 ， 在 桌
面 空 白 区 域 按 下 鼠 标 右 键 ， 并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W i n d o w s  9 5 要 求 安 装
M i c r o s o f t  P l u s !包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U s e  L a r g e  I c o n s 选 项 在 对 话 框 的 P l u s !
选 项 卡 里 ）。

你 可 以 在 E x p l o r e r（ 资 源 管 理 器 ） 窗 口 里 看 到 大 的 和 小 的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的 例 子 ，
或 在 V i s u a l  C + + 环 境 里 通 过 打 开 S a v e  A s（ 另 存 为 ）或 O p e n（ 打 开 ） 对 话 框 看 到 。
在 目 录 列 表 窗 口 的 空 白 区 域 右 击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的 V i e w 命 令 中 选 择 L a r g e
I c o n s（ 大 图 标 ）。同 一 个 菜 单 里 的 S m a l l  I c o n s（ 小 图 标 ）命 令 显 示 1 6× 1 6 的 图 形 。

在 W i n d o w s 编 程 中 ， 应 当 使 用 具 有 独 特 魅 力 的 图 标 ， 但 这 不 是 必 须 的 。 如 果 一
个 程 序 在 它 的 资 源 里 根 本 不 包 括 任 何 图 标 ， 它 仍 可 以 使 用 在 W inuser .h 文 件 里 的
标 准 系 统 图 标 ， 像 I D I _ A P P L I C A T I O N 和 I D I _ W I N L O G O。 当 系 统 图 标 处 于 1 6
× 1 6 像 素 尺 寸 状 态 下 ， 它 们 看 起 来 像 下 面 这 样 ：



在 一 个 图 标 资 源 里 封 装 的 三 个 图 形 ， 可 以 将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大 小 增 加 大 约 5 0 0 0 个
字 节 。如 果 它 看 起 来 太 大 ，便 可 以 用 一 个 单 独 的 1 6× 1 6 或 3 2× 3 2 图 形 创 建 一 个
图 标 ， 当 用 其 他 尺 寸 显 示 图 标 时 ，W i n d o w s 按 适 当 的 比 例 显 示 。 然 而 ， 你 可 能 对
这 个 结 果 感 到 失 望 ， 因 为 曲 线 和 斜 线 将 产 生 边 界 粗 糙 的 效 果 。

下 一 节 显 示 怎 样 用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创 建 一 个 图 标 ， 但 是 ， 首 先 让 我 们 看 一
下 程 序 怎 样 加 载 图 标 资 源 。 通 常 ，C 程 序 在 它 创 建 主 程 序 窗 口 时 加 载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 如 果 图 标 资 源 只 包 含 一 个 图 形 尺 寸 ， 那 么 程 序 可 以 调 用 L o a d I c o n  A P I 函 数
（ 在 旧 的 W i n d o w s 版 本 里 使 用 的 方 法 ）。 但 是 ， 要 从 相 同 的 图 标 资 源 里 加 载 多 个
图 形 ， 这 个 程 序 应 该 使 用 L o a d I m a g e 函 数 代 替 前 面 的 函 数 。 由 于 使 用 旧 版 本 的
W N D C L A S S 结 构 的 R e g i s t e r C l a s s 函 数 只 接 受 一 个 图 标 句 柄 ， 所 以 ， 程 序 也 必 须
调 用 指 向 W N D C L A S S E X 结 构 的 R e g i s t e r C l a s s E x 函 数 ， 为 窗 口 类 设 定 大 的 和 小
的 图 标 。 这 里 是 一 个 加 载 两 个 图 标 图 形 的 代 码 段 ， 一 个 是 边 长 为 1 6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 另 一 个 是 边 长 为 32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



/ /  D e c l a r e  t h e  i c o n  i n  t h e  . R C  f i l e

I c o n D e m o I C O N “r e s \ \ a p p i c o n . i c o ”

/ / I n  W i n M a i n ,  i n i t i a l i z e  t h e  W N D C L A S S E X  s t r u c t u r e  w i t h  i m a g e  h a n d l e s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A p p N a m e [ ] = ”I c o n D e m o”;

W N D C L A S S E X w n d c l a s s ;

w n d c l a s s . c b S i z e  =  s i z e o f  ( w n d c l a s s ) ;

w n d c l a s s . h I c o n    =  L o a d I m a g e (  n h I n s t a n c e ,  s z A p p N a m e , I M A G E _ I C O N ,

                           3 2 , 3 2  L R _ D E F A U L T C O L O R  ) ;

w n d c l a s s . h I c o n S m  =  L o a d I m a g e ( h I n s t a n c e , s z A p p N a m e , I M A G E _ I C O N ,

                           1 6 , 1 6 ,  L R _ D E F A U L T C O L O R  ) ;

.

.

.



R e g i s t e r C l a s s E x (  & w n d c l a s s  ) ;

M F C 程 序 不 需 要 担 心 任 何 上 面 这 种 情 况 。 A p p W i z a r d 为 项 目 提 供 两 个 图 标 ， 一
个 图 标 提 供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的 功 能 ， 另 一 个 表 示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的 文 档 。 R C 文 件 用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和 I D R _ p r o j e c t _ T Y P E 标 识 图 标 资 源 ， 这 里 的 p r o j e c t 代 表 项
目 名 。 A p p W i z a r d 保 存 图 标 ， 如 下 所 示 ， 在 项 目 的 R e s 文 件 夹 里 以 pro jec t . i co 和
p r o j e c t D o c . i c o 表 示 ：

A p p W i z a r d 自 动 生 成 正 确 加 载 同 程 序 的 其 他 资 源 在 一 起 的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的 代
码 。 要 使 用 你 设 计 的 图 标 来 代 替 常 规 的 A p p W i z a r d 图 标 ， 需 关 闭 项 目 的 工 作 空
间 ， 并 从 Fi le（ 文 件 ） 菜 单 里 选 择 N e w 。 双 击 在 Fi l e 选 项 卡 里 的 I con  F i l e（ 图 标
文 件 ）来 打 开 图 形 编 辑 器 ，设 计 这 个 新 图 标 ，并 把 它 保 存 在 项 目 的 R e s 文 件 夹 里 ，
重 新 覆 盖 已 经 存 在 的 pro jec t . i co 和 p r o j e c t D o c . i c o 文 件 。



如 果 你 已 经 能 够 不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的 帮 助 来 写 M F C 程 序 ， 那 么 ， 加 载 应 用 程 序
的 图 标 仍 然 是 很 简 单 的 。 如 果 主 窗 口 类 是 来 自 C F r a m e W n d ， 那 么 ， 使 用 在 M F C
的 Afres .h 文 件 里 定 义 的 A F X _ I D I _ S T D _ F R A M E 值 来 标 识 I C O 文 件 。 例 如 ， 在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中 ， 在 名 为 A p p I c o n . i c o 文 件 里 保 存 的 图 标 资 源 按 如 下 方 式 进 行
标 识 ：

# i n c l u d e  " a f x r e s . h "

.

.

.

A F X _ I D I _ S T D _ F R A M E   I C O N  a p p i c o n . i c o

如 果 窗 口 类 来 自 C M D I F r a m e W n d ， 那 么 使 用 这 一 行 代 替 上 面 这 一 行 。

A F X _ I D I _ S T D _ M D I F R A M E  I C O N  a p p i c o n . i c o

如 果 图 标 文 件 同 时 包 含 一 个 大 的 和 一 个 小 的 图 形 ， 那 么 M F C 加 载 这 些 图 形 ， 并
把 它 们 同 窗 口 框 架 正 确 关 联 ， 以 便 小 图 形 显 示 在 标 题 栏 上 ， 大 图 形 显 示 在 A b o u t
（ 关 于 ）对 话 框 里 。如 果 你 浏 览 M F C 源 代 码 ，来 学 习 有 关 这 些 工 作 的 更 多 信 息 ，
那 么 你 将 看 到 C W i n A p p : : L o a d I c o n 并 不 像 前 面 描 述 的 那 样 调 用 : : L o a d I m a g e  。 相



反 ， 它 调 用 使 用 R T _ G R O U P _ I C O N 值 的 : : F i n d R e s o u r c e 函 数 ， 来 从 图 标 资 源 里 加
载 所 有 的 图 形 ， 然 后 搜 索 图 形 资 源 ， 来 查 找 最 符 合 所 需 要 尺 寸 的 图 形 。
C W i n A p p : : L o a d I c o n 检 索 图 形 的 方 法 是 ，使 用 : : F i n d R e s o u r c e 函 数 返 回 的 实 例 值 来
调 用 : : L o a d I c o n 函 数 。

为 D i s k P i e 1创 建 图 标

创 建 D i s k P i e 1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的 过 程 是 ，在 打 开 的 项 目 里 单 击 V i s u a l  C + +  I n s e r t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命 令 ， 然 后 ， 双 击 R e s o u r c e  T y p e 列 表 里 的 I c o n。 图 形 编 辑 器 默
认 打 开 一 个 边 长 为 3 2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1 6 色 工 作 区 域 ，W i n d o w s 在 里 面 调 用 大 的
或 标 准 的 图 标 尺 寸 。 编 辑 器 在 工 作 区 域 上 面 的 D e v i c e 组 合 框 中 ， 显 示 当 前 的 标
准 ( 3 2× 3 2 )尺 寸 。 组 合 框 的 下 拉 列 表 中 只 包 含 一 个 尺 寸 ， 这 意 味 着 ， 你 当 前 正 在
操 作 的 图 标 有 一 个 图 形 ， 并 且 是 边 长 为 3 2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可 以 创 建 有 任 何 图 形 数 目 的 图 标 资 源 ， 每 一 个 都 有 不 同 的
尺 寸 ，或 含 有 不 同 的 颜 色 。要 看 其 他 可 用 的 尺 寸 ，可 以 按 下 I n s e r t 键 、选 择 I m a g e
菜 单 的 N e w  D e v i c e  I m a g e， 或 者 单 击 N e w  D e v i c e  I m a g e 按 钮 ：



上 述 方 法 都 会 打 开 图 4 - 1 7 里 的 N e w  I c o n  I m a g e 对 话 框 ， 在 这 里 ， 显 示 了 可 用 的
图 形 尺 寸 ， 但 是 还 没 有 与 图 标 关 联 。 如 果 你 在 列 表 里 没 有 看 到 想 要 的 尺 寸 ， 可 单
击 C u s t o m 按 钮 ， 并 指 定 一 个 新 的 图 形 尺 寸 。



图 4 - 1 7   为 图 标 选 择 新 的 图 形

在 N e w  I c o n  I m a g e 对 话 框 中 ，提 供 了 在 一 个 图 标 资 源 里 包 含 多 个 图 形 的 方 法 。在
你 画 完 这 个 标 准 的 3 2× 3 2 大 小 的 图 形 之 后 ， 从 对 话 框 里 选 择 另 一 个 尺 寸 ， 并 重
新 开 始 。 如 果 你 想 切 换 回 原 来 的 3 2× 3 2 大 小 的 图 形 ， 在 D e v i c e 组 合 框 里 单 击 下
拉 箭 头 ， 并 从 打 开 的 列 表 里 选 择 S t a n d a r d ( 3 2× 3 2 )。 当 你 从 N e w  I c o n  I m a g e 对 话



框 里 选 择 了 新 的 图 形 尺 寸 时 ，这 个 条 目 从 对 话 框 的 列 表 里 消 失 ，并 传 递 给 组 合 框
列 表 。换 句 话 说 ，D e v i c e 组 合 框 列 出 当 前 在 图 标 里 的 图 形 尺 寸 ，而 N e w  I c o n  I m a g e
对 话 框 显 示 可 添 加 到 图 标 的 尺 寸 。要 从 图 标 里 移 去 当 前 图 形 ，单击 I m a g e 菜 单 上
的 D e l e t e  D e v i c e  I m a g e（ 删 除 设 备 图 形 ）。

D i s k P i e 1 图 标 有 三 个 图 形 尺 寸 ， 范 围 从 边 长 为 1 6 个 像 素 到 4 8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

一 般 情 况 下 ， 程 序 图 标 里 的 图 形 是 相 同 的 图 片 ， 但 是 尺 寸 不 同 。 我 给 出 了 三 种 不
同 的 设 计 图 形 ， 来 清 楚 地 显 示 W i n d o w s 从 D i s k P i e 1 的 资 源 数 据 里 提 取 正 确 的 图
形 ，而 不 是 按 比 例 显 示 图 形 。双 击 编 辑 器 工 作 区 域 的 任 何 地 方 打 开 I c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 并 把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标 识 符 指 定 给 资 源 ， 并 保 存 工 作 。

鼠 标 光 标

就 D i s k P i e 1 这 个 程 序 来 说 ， 不 需 要 设 计 一 个 定 制 的 鼠 标 光 标 ， 但 是 ， 让 我 们 花
一 些 时 间 ，来 看 一 下 V i s u a l  C + +是 怎 样 做 这 些 工 作 的 。鼠 标 光 标 是 一 个 边 长 为 3 2
个 像 素 的 单 色 位 图 ， 它 有 透 明 的 背 景 和 一 个 “ 热 点 ”。 热 点 是 位 图 里 的 一 个 单 独
的 像 素 ， W i n d o w s 把 它 当 做 鼠 标 的 坐 标 。 例 如 ， 当 一 个 程 序 接 收 到 一 个
W M _ M O U S E M O V E 或 一 个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时 ， 鼠 标 光 标 的 x 和 y
坐 标 保 存 在 消 息 的 l P a r a m 值 里 ， 表 明 这 个 在 光 标 热 点 下 面 的 像 素 坐 标 ：

c a s e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

x =  L O W O R D ( l P a r a m ) ; / / x - c o o r d i n a t e  o f  m o u s e  c l i c k

y =  H I W O R D ( l P a r a m ) ; / / y - c o o r d i n a t e  o f  m o u s e  c l i c k

要 创 建 一 个 鼠 标 光 标 ， 或 者 从 Fi le 菜 单 里 选 择 N e w （ 新 建 ） 命 令 ， 然 后 双 击 在
Fi le 选 项 卡 里 的 C u r s o r  F i l e（ 光 标 文 件 ）， 或 者 ， 对 于 一 个 已 经 存 在 的 项 目 ， 从
I n s e r t 菜 单 里 选 择 R e s o u r c e 命 令 。 双 击 列 表 里 的 C u r s o r，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空 白 的 方
块 ， 你 可 以 在 上 面 设 计 新 光 标 。 如 果 要 从 一 个 标 准 的 W i n d o w s 光 标 图 形 开 始 设
计 ， 那 么 ， 展 开 C u r s o r 标 题 ， 并 从 I D C _ N O D R O P ， I D C _ P O I N T E R 或



I D C _ P O I N T E R _ C O P Y 里 选 择 。 编 辑 器 显 示 一 个 边 长 为 3 2 个 像 素 的 工 作 区 域 ，
你 将 在 上 面 画 光 标 。如 果 你 已 经 有 了 想 使 用 的 图 形 ，但 它 是 另 一 种 形 式 ，例 如 3 2
× 3 2 的 位 图 ， 那 么 ， 首 先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里 打 开 位 图 ， 并 按 下 C t r l + C 将 图 形 拷 贝
到 剪 贴 板 。 然 后 打 开 一 个 新 的 光 标 ， 并 按 下 C t r l + V 来 粘 贴 位 图 到 光 标 工 作 区 域 。
位 图 里 的 颜 色 被 转 化 为 黑 色 或 透 明 色 ，这 取 决 于 它 们 的 亮 度 。如 果 你 不 喜 欢 这 个
结 果 ， 那 么 按 下 D e l 键 删 除 光 标 图 形 。

当 图 形 编 辑 器 加 载 一 个 光 标 图 形 时 ， 一 个 S e t  H o t s p o t（ 设 置 热 点 ） 按 钮 显 示 在 工
作 区 域 窗 口 的 上 面 。 你 可 以 在 图 4 - 1 8 里 看 到 这 个 用 坐 标 （ 0， 1 3） 标 记 的 按 钮 ，
将 热 点 放 在 图 中 啮 齿 动 物 的 鼻 子 上 。 单 击 S e t  H o t s p o t（ 设 置 热 点 ） 按 钮 ， 然 后 单
击 图 形 表 格 里 想 设 置 光 标 热 点 的 点 。 完 成 时 ， 从 Fi le （ 文 件 ） 菜 单 里 选 择 S a v e ，
V i s u a l  C + +将 把 这 个 图 形 保 存 成 一 个 C U R 文 件 ， 像 下 面 这 样 添 加 定 义 到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里 ：

I D C _ C U R S O R 1       C O U S O R  D I S C A R D A B L E         " r e s \ \ c u r s o r 1 . c u r "



图 4 - 1 8   在 V i s u a l  C + +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创 建 定 制 的 鼠 标 光 标

设 置 新 的 光 标 作 为 程 序 的 默 认 光 标 ， 需 要 调 用 L o a d C u r s o r  A P I 函 数 。 在 一 个 C
程 序 里 ， 当 为 窗 口 初 始 化 W N D C L A S S 或 W N D C L A S S E X 结 构 时 ， 这 是 典 型 的
做 法 。 这 里 是 设 置 新 的 I D C _ C U R S O R 1 资 源 的 方 式 ：



W N D C L A S S E X w n d c l a s s ;

w n d c l a s s . h C u r s o r  =  L o a d C u r s o r (  h I n s t a n c e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C _ C U R S O R 1 )  ) ;

.

.

.

R e g i s t e r C l a s s E x (  & w n d c l a s s ) ;

对 于 通 过 字 符 串 名 标 识 的 光 标 资 源 ， 字 符 串 是 名 字 ， 而 不 是 值 ， 方 法 几 乎 和 下 面
一 样 ：

/ / R e s o u r c e  d e c l a r a t i o n  i n  t h e  R C  f i l e

M o u s e D e m o C U R S O R “m o u s e . c u r”

/ / L o a d  a n d  s e t  r e s o u r c e  d u r i n g  i n i t i a l i z a t i o n  i n  t h e  C  s o u r c e  f i l e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A p p N a m e [  ]  =  “M o u s e D e m o”



W N D C L A S S E X w n d c l a s s ;

w n d c l a s s . h C u r s o r  =  L o a d C u r s o r (  h I n s t a n c e ,  s z A p p N a m e  ) ;

你 可 以 在 一 个 M F C 程 序 里 使 用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全 局 函 数 做 相 同 的 事 。下 面
的 例 子 为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函 数 的 最 后 一 个 参 数 使 用 一 个 常 规 图 标 ， 但 是 ，
真 正 的 应 用 程 序 应 该 提 供 它 自 己 的 图 标 句 柄 ：

C S t r i n g  w n d c l a s s  =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  C S _ H R E D R A W  |  C S _ V R E D R A W ,

                : : L o a d C u r s o r (  h I n s t a n c e , s z A p p N a m e  ) ,

                ( H B R U S H )  ( C O L O R _ W I N D O W  +  ) ,

                t h e A p p . L o a d S t a n d a r d I c o n (  I D I _ A P P L I C A T I O N  )  ) ;

利 用 这 些 命 令 ，无 论 鼠 标 指 针 位 于 程 序 用 户 区 域 的 任 何 地 方 ，W i n d o w s 都 会 显 示
新 的 鼠 标 。 图 4 - 1 9 显 示 了 上 面 设 计 的 光 标 在 一 个 程 序 的 外 观 （ 你 可 以 从 随 书 所
附 C D 里 的 C o d e \ C h a p e r . 0 4 \ M o u s e 子 文 件 夹 里 找 到 这 个 很 小 的 C 程 序 源 代 码 ）。



图 4 - 1 9   新 的 鼠 标 光 标 在 程 序 中 出 现

光 标 就 讲 这 些 吧 ， 我 们 再 来 谈 谈 D i s k P i e 1 程 序 。



向 D i s k P i e 1添 加 代 码

现 在 ， D i s k P i e 1 有 菜 单 、 加 速 键 、 工 具 栏 、 状 态 栏 和 图 标 ， 这 些 是 需 要 的 所 有 资
源 。 现 在 ， 可 以 添 加 代 码 使 它 执 行 。 如 果 你 在 本 章 里 依 照 D i s k P i e 1 的 生 成 过 程
进 行 ， 那 么 ， 你 将 可 以 识 别 在 图 4 - 2 0 里 的 用 户 界 面 元 素 。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 菜 单 、
工 具 栏 和 状 态 栏 是 在 前 面 几 节 里 用 V i s u a l  C + +资 源 编 辑 器 设 计 的 。

在 创 建 主 窗 口 的 过 程 中 ，D i s k P i e 1 将 找 到 所 有 连 接 的 固 定 磁 盘 ， 包 括 远 程 驱 动 器
和 R A M 驱 动 器 ， 每 找 到 一 个 它 ， 都 要 做 下 面 这 些 工 作 ：



图 4 - 2 0   D i s k P i e 1 程 序 ， 显 示 8 M B  R A M 磁 盘 上 的 可 用 空 间

n  向 C h a r t 菜 单 添 加 一 个 叫 做 D i s k  x 的 命 令 ，这 里 x 是 磁 盘 的 指 定 字 母 。

n  在 工 具 栏 里 添 加 一 个 按 钮 ， 从 表 示 驱 动 器 C 到 Z 的 工 具 栏 位 图 中 ， 从



2 4 个 图 像 中 选 择 按 钮 的 图 形 。

左 下 角 的 文 本 指 出 饼 图 的 类 型 ， 或 者 是 内 存 ， 或 者 是 本 地 固 定 的 驱 动 器 、 R A M
驱 动 器 或 远 程 驱 动 器 。 饼 图 由 两 部 分 组 成 ， 分 别 标 记 为 “ U s e d” 和 “ F r e e”。 内
存 的 总 数 量 或 磁 盘 的 容 量 通 过 右 下 角 的 图 表 表 示 。

虽 然 D i s k P i e 1 是 一 个 相 当 小 的 程 序 ， 但 是 ， 它 使 用 通 用 的 C + + 方 式 进 行 编 译 ，
将 类 分 开 放 在 分 开 的 资 源 文 件 里 。 完 整 的 程 序 列 在 后 面 ， 在 随 书 附 带 的 C D 里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4 \ D i s k P i e 1 子 文 件 夹 里 ，可 以 读 取 这 些 程 序 。如 果 你 已 经 跟 随 本 章
里 的 步 骤 ， 为 新 的 D i s k P i e 1 项 目 创 建 了 资 源 ， 那 么 ， 你 可 能 想 完 成 这 个 项 目 ，
并 为 这 个 程 序 建 立 你 自 己 的 版 本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拷 贝 H 和 C P P 资 源 文 件 到 你
的 项 目 文 件 夹 ， 并 使 用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里 的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命 令 添 加 C P P 文
件 。 此 代 码 要 求 有 一 个 A b o u t（ 关 于 ） 对 话 框 ， 所 以 ，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从 C D 上
的 D i s k P i e 1 . r c 文 件 里 拷 贝 和 粘 贴 脚 本 到 你 自 己 的 R C 文 件 。要 记 住 ， 需 除 掉 工 具
栏 脚 本 ， 使 它 像 “ 为 D i s k P i e 1 创 建 工 具 栏 ” 一 节 中 给 出 的 那 样 。

下 面 的 目 录 描 述 了 D i s k P i e 1 源 文 件 ， 可 以 帮 助 你 理 解 在 列 表 4 - 1 中 的 代 码 。



源 文 件 说 明

D iskP ie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函 数 ， 显 示 A b o u t 对 话

M a i n F r m 1 创 建 主 窗 口 ， 确 定 可 用 的 驱 动 器 ， 并 为 每 个 驱 动 器 添 加
菜 单 命 令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D i s k D o c 确 定 当 前 内 存 和 磁 盘 的 使 用 状 况

D i s k V i e w 包 含 O n D r a w 函 数 ， 它 为 当 前 的 使 用 状 况 数 据 显 示 饼 图



列 表 4 - 1   D i s k a P i e 1 源 文 件

R e s o u r c e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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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R e s o u r c e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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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1 0 0

# d e f i n e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1 0 1

# d e f i n e  I D M _ M E M O R Y                             1 3 0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C                               1 3 1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D                               1 3 2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E                               1 3 3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F                               1 3 4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G                               1 3 5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H                               1 3 6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I                                1 3 7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J                                1 3 8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K                               1 3 9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L                               1 4 0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M                               1 4 1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N                               1 4 2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O                               1 4 3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P                               1 4 4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Q                               1 4 5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R                               1 4 6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S                               1 4 7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T                               1 4 8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U                               1 4 9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V                               1 5 0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W                               1 5 1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X                               1 5 2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Y                               1 5 3

# d e f i n e  I D M _ D I S K _ Z                               1 5 4

D i s k P i e 1 .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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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 k P i e 1 . 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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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r e s . h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I C O N      " r e s \ \ d i s k p i e 1 . i c o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B I T M A P   " r e s \ \ t o o l b a r . b m p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M E N U

B E G I N

     P O P U P  " & F i l e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E & x i t " ,             I D _ A P P _ E X I T

     E N D

     P O P U P  " & C h a r t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M e m o r y \ t C t r l + M " ,   I D M _ M E M O R Y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E N D

     P O P U P  " & V i e w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T o o l b a r " ,           I 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M E N U I T E M  " & S t a t u s  B a r " ,         I D _ V I E W _ S T A T U S _ B A R

     E N D



     P O P U P  " & H e l p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A b o u t  D i s k P i e 1 . . . "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E N D

E N D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A C C E L E R A T O R S

B E G I N

    " M " , I D M _ M E M O R Y , V I R T K E Y ,  C O N T R O L ,  N O I N V E R T

    " C " , I D M _ D I S K _ C , V I R T K E Y

    " D " , I D M _ D I S K _ D , V I R T K E Y

    " E " , I D M _ D I S K _ E , V I R T K E Y



    "F", I D M _ D I S K _ F , V I R T K E Y

    " G " , I D M _ D I S K _ G , V I R T K E Y

    " H " , I D M _ D I S K _ H , V I R T K E Y

    "I" , I D M _ D I S K _ I , V I R T K E Y

    " J" , I D M _ D I S K _ J , V I R T K E Y

    " K " , I D M _ D I S K _ K , V I R T K E Y

    "L", I D M _ D I S K _ L , V I R T K E Y

    " M " , I D M _ D I S K _ M , V I R T K E Y

    " N " , I D M _ D I S K _ N , V I R T K E Y

    " O " , I D M _ D I S K _ O , V I R T K E Y

    "P", I D M _ D I S K _ P , V I R T K E Y

    " Q " , I D M _ D I S K _ Q , V I R T K E Y



    " R " , I D M _ D I S K _ R , V I R T K E Y

    "S", I D M _ D I S K _ S , V I R T K E Y

    " T " , I D M _ D I S K _ T , V I R T K E Y

    " U " , I D M _ D I S K _ U , V I R T K E Y

    " V " , I D M _ D I S K _ V , V I R T K E Y

    " W " , I D M _ D I S K _ W , V I R T K E Y

    " X " , I D M _ D I S K _ X , V I R T K E Y

    " Y " , I D M _ D I S K _ Y , V I R T K E Y

    "Z", I D M _ D I S K _ Z , V I R T K E Y

E N D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T O O L B A R  1 6 ,  1 5

B E G I N



     B U T T O N      I D M _ M E M O R Y

E N D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D I S C A R D A B L E   0 ,  0 ,  2 4 0 ,  6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C A P T I O N  " A b o u t  D i s k P i e 1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I C O N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0 , 2 2 , 2 0 , 2 0

L T E X T             " D i s k P i e 1  V e r s i o n  1 . 0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1 0 , 1 1 5 , 8

L T E X T             " "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P r o g r a m m e r ' s  G u i d e "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2 6 , 1 4 0 , 8



L T E X T             " C o p y r i g h t  \ 2 5 1  1 9 9 8 ,  B e c k  Z a r a t i a n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4 2 , 1 1 5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 I D O K , 1 9 5 , 1 0 , 3 5 , 4 0 , W S _ G R O U P

E N D

S T R I N G T A B L E

B E G I N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D i s k P i e 1 \ n D i s k  U s a g e \ n \ n \ n \ n \ n \ n "

    I D M _ M E M O R Y " M e m o r y  u s a g e \ n M e m o r y "

    I D M _ D I S K _ C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C \ n D r i v e  C "

    I D M _ D I S K _ D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D \ n D r i v e  D "

    I D M _ D I S K _ E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E \ n D r i v e  E "

    I D M _ D I S K _ F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F \ n D r i v e  F "

    I D M _ D I S K _ G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G \ n D r i v e  G "



    I D M _ D I S K _ H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H \ n D r i v e  H "

    I D M _ D I S K _ I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I \ n D r i v e  I "

    I D M _ D I S K _ J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J \ n D r i v e  J "

    I D M _ D I S K _ K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K \ n D r i v e  K "

    I D M _ D I S K _ L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L \ n D r i v e  L "

    I D M _ D I S K _ M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M \ n D r i v e  M "

    I D M _ D I S K _ N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N \ n D r i v e  N "

    I D M _ D I S K _ O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O \ n D r i v e  O "

    I D M _ D I S K _ P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P \ n D r i v e  P "

    I D M _ D I S K _ Q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Q \ n D r i v e  Q "

    I D M _ D I S K _ R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R \ n D r i v e  R "

    I D M _ D I S K _ S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S \ n D r i v e  S "



    I D M _ D I S K _ T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T \ n D r i v e  T "

    I D M _ D I S K _ U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U \ n D r i v e  U "

    I D M _ D I S K _ V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V \ n D r i v e  V "

    I D M _ D I S K _ W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W \ n D r i v e  W "

    I D M _ D I S K _ X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X \ n D r i v e  X "

    I D M _ D I S K _ Y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Y \ n D r i v e  Y "

    I D M _ D I S K _ Z " U s a g e  f o r  d r i v e  Z \ n D r i v e  Z "

    A F X _ I D S _ I D L E M E S S A G E " R e a d y "

    A F X _ I D S _ S C S I Z E " C h a n g e  t h e  w i n d o w  s i z e "

    A F X _ I D S _ S C M O V E " C h a n g e  t h e  w i n d o w  p o s i t i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M I N I M I Z E " R e d u c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a n  i c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M A X I M I Z E " E n l a r g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f u l l  s i z e "



    A F X _ I D S _ S C C L O S E " C l o s e  t h e  D i s k P i e 1  a p p l i c a t i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R E S T O R E " R e s t o r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n o r m a l  s i z e "

E N D

D i s k P i e 1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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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 k P i e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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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D i s k P i e A p p  :  p u b l i c  C W i n A p p

{

p u b l i c :



    v i r tua l  B O O L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A p p A b o u t (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D i s k P i e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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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 k P i e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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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V C _ E X T R A L E A N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e x t . h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P i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D o c . h "

# i n c l u d e  " M a i n F r m 1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V i e w . h "

C D i s k P i e A p p  t h e A p p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D i s k P i e A p p ,  C W i n A p p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  O n A p p A b o u t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B O O L  C D i s k P i e A p p : :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C S i n g l e D o c T e m p l a t e *  p D o c T e m p l a t e ;

     p D o c T e m p l a t e  =  n e w  C S i n g l e D o c T e m p l a t e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R U N T I M E _ C L A S S  ( C D i s k D o c ) ,

                                         R U N T I M E _ C L A S S  ( C M a i n F r a m e ) ,

                                         R U N T I M E _ C L A S S  ( C D i s k V i e w ) ) ;

     A d d D o c T e m p l a t e ( p D o c T e m p l a t e ) ;

     C C o m m a n d L i n e I n f o  c m d I n f o ;

     i f  ( ! P r o c e s s S h e l l C o m m a n d ( c m d I n f o ) )

       r e t u r n  F A L S E ;

     r e t u r n  T R U E ;

}

c l a s s  C A b o u t D l g  :  p u b l i c  C D i a l o g



{

p u b l i c :

     C A b o u t D l g ( ) ;

     e n u m  {  I D D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 ;

C A b o u t D l g : : C A b o u t D l g ( )  :  C D i a l o g ( C A b o u t D l g : : I D D )

{

}

v o i d  C D i s k P i e A p p : : O n A p p A b o u t ( )

{

     C A b o u t D l g  a b o u t D l g ;

     a b o u t D l g . D o M o d a l ( ) ;



}

D i s k D o c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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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 k D o c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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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D i s k D o c  :  p u b l i c  C D o c u m e n t

{

     D E C L A R E _ D Y N C R E A T E  ( C D i s k D o c )

p u b l i c :

     s t a t i c  i n t   i D r i v e T y p e [ 2 4 ] ;



     s ta t ic   D W O R D d w T o t a l ,  d w F r e e ;

     s t a t i c  i n t   i C h a r t T y p e ;

     s t a t i c  U I N T   n C u r r e n t ;

     i n t          G e t D r i v e C o u n t ( ) ;

     v o i d         G e t M e m o r y U s a g e ( ) ;

     v o i d         G e t D i s k U s a g e (  U I N T  n I D  ) ;

} ;

D i s k D o c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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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 k D o c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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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V C _ E X T R A L E A N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P i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D o c . h "

# d e f i n e   P I E _ M E M O R Y      0 ;

I M P L E M E N T _ D Y N C R E A T E  ( C D i s k D o c ,  C D o c u m e n t )

i n t   C D i s k D o c : : i D r i v e T y p e [ 2 4 ] ,

i n t   C D i s k D o c : : i C h a r t T y p e  =  P I E _ M E M O R Y ;

U I N T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I D M _ M E M O R Y ;

D W O R D   C D i s k D o c : : d w T o t a l ,  C D i s k D o c : : d w F r e e ;



v o i d  C D i s k D o c : : G e t M e m o r y U s a g e  ( )

{

     M E M O R Y S T A T U S m s ;

     : : G l o b a l M e m o r y S t a t u s (  & m s  ) ;

     d w T o t a l =  m s . d w T o t a l P h y s ;

     d w F r e e  =  m s . d w A v a i l P h y s ;

     i C h a r t T y p e  =  P I E _ M E M O R Y ;

     n C u r r e n t    =  I D M _ M E M O R Y ;

}

v o i d  C D i s k D o c : : G e t D i s k U s a g e (  U I N T  n I D  )

{

     c h a r        s z D r i v e [ ]  =  "x : \ \ \ 0 " ;



     D W O R D    d w S e c t s P e r C l u s t ,  d w B y t e s P e r S e c t ,  d w F r e e C l u s t s ,  d w T o t a l C l u s t s ;

     D W O R D    d w B y t e s P e r C l u s t ;

     G e t D r i v e C o u n t ( ) ;

     i f  ( i D r i v e T y p e [ n I D  -  I D M _ D I S K _ C ]  = =  D R I V E _ F I X E D    ||

       i D r i v e T y p e [ n I D  -  I D M _ D I S K _ C ]  = =  D R I V E _ R E M O T E   ||

       i D r i v e T y p e [ n I D  -  I D M _ D I S K _ C ]  = =  D R I V E _ R A M D I S K )

     {

       s z D r i v e [ 0 ]  =  ( c h a r )  ( n I D  -  I D M _ D I S K _ C )  +  ' C ' ;

       i f  ( : : G e t D i s k F r e e S p a c e (  s z D r i v e ,  & d w S e c t s P e r C l u s t ,  & d w B y t e s P e r S e c t ,

           & d w F r e e C l u s t s ,  & d w T o t a l C l u s t s  ) )

       {

          d w B y t e s P e r C l u s t  =  d w S e c t s P e r C l u s t  *  d w B y t e s P e r S e c t ;



          d w T o t a l         =  d w B y t e s P e r C l u s t  *  d w T o t a l C l u s t s ;

          d w F r e e          =  d w B y t e s P e r C l u s t  *  d w F r e e C l u s t s ;

          i C h a r t T y p e  =  i D r i v e T y p e [ n I D  -  I D M _ D I S K _ C ] ;

          n C u r r e n t    =  n I D ;

       }

     }

}

i n t  C D i s k D o c : : G e t D r i v e C o u n t ( )

{

     in t   i ,  c D r i v e s  =  0 ;

     c h a r  s z D r i v e [ ]   =  "x: \ \ \0" ;

     f o r  ( s z D r i v e [ 0 ] = ' C ' ;  s z D r i v e [ 0 ]  < =  ' Z ' ;  s z D r i v e [ 0 ] + + )



     {

          i  =  ( i n t )  ( s z D r i v e [ 0 ]  -  ' C ' )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 G e t D r i v e T y p e (  s z D r i v e  ) ;

          if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F I X E D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R E M O T E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R A M D I S K )

          {

            c D r i v e s + + ;

          }

     }

r e t u r n  c D r i v e s ;

}



D i s k V i e w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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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kVie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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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D i s k V i e w  :  p u b l i c  C V i e w

{

     D E C L A R E _ D Y N C R E A T E  ( C D i s k V i e w )

p r i v a t e :



     s t a t i c   C O L O R R E F  r g b C o l o r [ 2 ] ;

     s t a t i c   CS t r i ng   s t rType [ ] ;

     v o i d    G e t L a b e l (  C S t r i n g *  s t r ,  d o u b l e  e ,  P C S T R  s t r T a i l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 u a l   v o i d    O n D r a w (  C D C *  p D C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M e m o r y U p d a t e (  C C m d U I *  p C m d U I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D i s k U p d a t e (  C C m d U I *  p C m d U I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D i s k V i e w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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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 k V i e w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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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V C _ E X T R A L E A N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V i e w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D o c . h "

# i n c l u d e  " m a t h . h "

# d e f i n e  P I                3 . 1 4 1 5 9 2 6 5 4

# d e f i n e  R A D I U S          9 0 0

# d e f i n e  S L I C E _ O F F S E T    1 2



# d e f i n e  M E M _ C O L O R R G B  ( 0 ,  2 5 5 ,  2 5 5 )    //  C y a n

# d e f i n e  D I S K _ C O L O R R G B  ( 0 ,  2 5 5 ,  0 )      //  G r e e n

C O L O R R E F  C D i s k V i e w : : r g b C o l o r [ 2 ]  =  {  M E M _ C O L O R ,  D I S K _ C O L O R  } ;

C S t r i n g   C D i s k V i e w : : s t r T y p e [ ]      =  {  "  M e m o r y " ,

                                  "  F i x e d  d i s k " ,

                                  "  R e m o t e  d r i v e " ,

                                  "  R A M  d i s k "  } ;

I M P L E M E N T _ D Y N C R E A T E  ( C D i s k V i e w ,  C V i e w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D i s k V i e w ,  C V i e w )

     O N _ U P D A T E _ C O M M A N D _ U I  ( I D M _ M E M O R Y ,  O n M e m o r y U p d a t e )

     O N _ U P D A T E _ C O M M A N D _ U I _ R A N G E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D M _ D I S K _ Z ,  O n D i s k U p d a t e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a i n t  t h e  p i e  c h a r t

v o i d  C D i s k V i e w : : O n D r a w (  C D C *  p D C  )

{

     C p e n      p e n ;

     C B r u s h    b r u s h ;

     C R e c t     r e c t ;

     C s t r i n g    s t r ;

     i n t        x ,  y ,  i ,  iColor ;

     d o u b l e     d U s e S w e e p ,  d F r e e S w e e p ;

     / /  C o l o r  i s  c y a n  f o r  m e m o r y  c h a r t ,  g r e e n  f o r  d r i v e  c h a r t s

     i C o l o r  =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  I D M _ M E M O R Y )  ?  0  :  1 ;



     / /  S e t  c o o r d i n a t e  s y s t e m  s o  t h a t  o r i g i n  i s  a t  c e n t e r  o f  c l i e n t  a r e a

     G e t C l i e n t R e c t (  r e c t  ) ;

     p D C - > S e t M a p M o d e (  M M _ I S O T R O P I C  ) ;

     p D C - > S e t W i n d o w E x t (  R A D I U S + 1 0 0 ,  R A D I U S + 1 0 0  )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E x t (  r e c t . r i gh t / 2 ,  - r e c t . bo t t om/2  )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O r g (  r ec t . r i gh t /2 ,  r ec t . bo t tom/2  ) ;

     /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o f  c u r r e n t  c o l o r  t o  p a i n t  " U s e d "  p i e  s l i c e

     p e n . C r e a t e P e n (  P S _ S O L I D ,  1 ,  r g b C o l o r [ i C o l o r ]  ) ;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r g b C o l o r [ i C o l o r ]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p e n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b r u s h  ) ;

     / /  S w e e p  a n g l e s  i n  r a d i a n s  f o r  " F r e e "  a n d  " U s e d "  p i e  s l i c e s



     d F r e e S w e e p  =  ( d o u b l e )  ( P I * 2  *  C D i s k D o c : : d w F r e e / C D i s k D o c : : d w T o t a l ) ;

     d U s e S w e e p   =  ( d o u b l e )  P I * 2  -  d F r e e S w e e p ;

     / /  P a i n t  " U s e d "  s l i c e  f i r s t ,  s w e e p i n g  c o u n t e r - c l o c k w i s e  f r o m  d u e  n o r t h

     x  =  - ( i n t )  ( s i n (  d U s e S w e e p  )  *  R A D I U S ) ;

     y  =   ( i n t )  ( c o s (  d U s e S w e e p  )  *  R A D I U S ) ;

     p D C - > P i e (  - R A D I U S ,  R A D I U S ,  R A D I U S ,  - R A D I U S ,  0 ,  R A D I U S ,  x ,  y  ) ;

     / /  C r e a t e  h a t c h e d  b r u s h  o f  c u r r e n t  c o l o r  t o  p a i n t  " F r e e "  p i e  s l i c e

     p D C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W H I T E _ B R U S H  ) ;

     p D C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B L A C K _ P E N  ) ;

     b r u s h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 ;

     p e n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 ;

     p e n . C r e a t e P e n (  P S _ S O L I D ,  1 ,  r g b C o l o r [ i C o l o r ]  ) ;



     b r u s h . C r e a t e H a t c h B r u s h (  H S _ C R O S S ,  r g b C o l o r [ i C o l o r ]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p e n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b r u s h  ) ;

     / /  C o m p u t e  n e w  c e n t e r  f o r  " F r e e "  s l i c e ,  s l i g h t l y  o f f s e t  f r o m

     / /  o r i g i n a l  c e n t e r ,  t h e n  p a i n t  t h e  " F r e e "  s l i c e

     x  =   ( in t )  ( s i n (  P I  -  d U s e S w e e p / 2  )  *  S L I C E _ O F F S E T ) ;

     y  =  - ( i n t )  ( c o s (  P I  -  d U s e S w e e p / 2  )  *  S L I C E _ O F F S E T ) ;

     p D C - > O f f s e t W i n d o w O r g (  x ,  y  ) ;

     p D C - > O f f s e t V i e w p o r t O r g (  x ,  y  ) ;

     x  =  ( i n t )  ( s i n (  d F r e e S w e e p  )  *  R A D I U S ) ;

     y  =  ( i n t )  ( c o s (  d F r e e S w e e p  )  *  R A D I U S ) ;

     i f ( a b s  ( x )  >  4 )



       p D C - > P i e (  - R A D I U S ,  R A D I U S ,  R A D I U S ,  - R A D I U S ,  x ,  y ,  0 ,  R A D I U S  ) ;

     p D C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B L A C K _ P E N  ) ;

     p D C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W H I T E _ B R U S H  ) ;

     p D C - > S e t B k M o d e (  T R A N S P A R E N T  ) ;

     p e n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 ;

     b r u s h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 ;

     / /  L a b e l  " F r e e "  s l i c e

     G e t L a b e l (  & s t r ,  C D i s k D o c : : d w F r e e ,  " F r e e "  ) ;

     p D C - > T e x t O u t (  1 0 ,  R A D I U S / 2 ,  s t r  ) ;

     / /  L a b e l  " U s e d "  s l i c e ,  m a k i n g  s u r e  i t  d o e s n ' t  o c c u r  n e a r  t h e  " F r e e "  l a b e l

     x  =  - ( i n t )  ( s i n (  d U s e S w e e p / 2  )  *  R A D I U S ) ;

     y  =   ( i n t )  ( c o s (  d U s e S w e e p / 2  )  *  R A D I U S ) ;



     i f  (  y  >  0   & &   ( y  -  R A D I U S / 2 )  <  2 5 )

     {

          x  =  - ( R A D I U S  -  1 0 ) ;

          y  =  0 ;

     }

     G e t L a b e l (  & s t r ,  ( C D i s k D o c : : d w T o t a l  -  C D i s k D o c : : d w F r e e ) ,  " U s e d "  ) ;

     p D C - > T e x t O u t (  x,  y ,  s t r  ) ;

     / /  R e s t o r e  o r i g i n a l  m a p p i n g  m o d e  s o  w e  c a n  u s e  D r a w T e x t  f u n c t i o n

     p D C - > S e t M a p M o d e (  M M _ T E X T  ) ;

     p D C - > S e t W i n d o w E x t (  r ec t . r i gh t ,  r ec t . bo t tom )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E x t (  r ec t . r i gh t ,  r ec t . bo t tom )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O r g (  0 ,  0  ) ;



     p D C - > S e t W i n d o w O r g (  0 ,  0  ) ;

     / /  W r i t e  " T o t a l "  a t  b o t t o m  r i g h t  c o r n e r  o f  w i n d o w

     G e t L a b e l (  & s t r ,  C D i s k D o c : : d w T o t a l ,  " T o t a l  "  ) ;

     p D C - > D r a w T e x t (  s t r ,  r e c t ,  D T _ S I N G L E L I N E  |  D T _ B O T T O M  |  D T _ R I G H T  ) ;

     / /  W r i t e  d e v i c e  t y p e  a t  b o t t o m  l e f t  c o r n e r  o f  w i n d o w

     i  =  0 ;

     i f  ( C D i s k D o c : : i C h a r t T y p e  = =  D R I V E _ F I X E D )

        i  =  1 ;

     i f  ( C D i s k D o c : : i C h a r t T y p e  = =  D R I V E _ R E M O T E )

        i  =  2 ;

     i f  ( C D i s k D o c : : i C h a r t T y p e  = =  D R I V E _ R A M D I S K )



        i  =  3 ;

     p D C - > D r a w T e x t (  s t r T y p e [ i ] ,  r e c t ,  D T _ S I N G L E L I N E  |  D T _ B O T T O M  |  D T _ L E F T  ) ;

}

v o i d  C D i s k V i e w : : G e t L a b e l (  C S t r i n g *  s t r ,  d o u b l e  d ,  P C S T R  s t r T a i l  )

{

     c h a r c h  =  'K ' ;                             //  'K '  f o r  k i l oby te s

     d  / =  1 0 2 4 ;

     i f  ( d  >  1 0 2 4 )                             //  I f  a m o u n t  i s  g r e a t e r  t h a n

     {                                      / /   1 0 2 4  k i l o b y t e s ,  d i v i d e

        d   / =  1 0 2 4 ;                          / /    aga in  b y  1 0 2 4  t o  c o n v e r t

        c h   =  'M ';                          //   to m e g a b y t e s

     }



     s t r - > F o r m a t (  " % . 2 f  % c % s % s " ,  d ,  c h ,  " b  " ,  s t r T a i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a k e  s u r e  m e n u  c h e c k  m a r k s  a n d  t o o l b a r  b u t t o n s  a r e  i n  s y n c

v o i d  C D i s k V i e w : : O n M e m o r y U p d a t e (  C C m d U I *  p C m d U I  )

{

     p C m d U I - > S e t C h e c k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  I D M _ M E M O R Y  ) ;

}

v o i d  C D i s k V i e w : : O n D i s k U p d a t e (  C C m d U I *  p C m d U I  )

{

     p C m d U I - > S e t C h e c k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  p C m d U I - > m _ n I D  ) ;

}



M a i n F r m 1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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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a i n F r m 1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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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M a i n F r a m e  :  p u b l i c  C F r a m e W n d

{

     D E C L A R E _ D Y N C R E A T E  ( C M a i n F r a m e )

p r i v a t e :

     C T o o l B a r t o o l b a r ;

     C S t a t u s B a r   s t a t u s b a r ;



     C D i s k D o c d i s k d o c ;

p r o t e c t e d :

     a f x _ m s g  i n t  O n C r e a t e (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M e m o r y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D i s k (  U I N T  n I D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S e t F o c u s (  C W n d *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M a i n F r m 1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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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a i n F r m 1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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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V C _ E X T R A L E A N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e x t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c m n . h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P i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D o c . h "

# i n c l u d e  " M a i n F r m 1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V i e w . h "

I M P L E M E N T _ D Y N C R E A T E  ( C M a i n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M a i n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O N _ W M _ C R E A T E  ()

     O N _ W M _ S E T F O C U S  (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M _ M E M O R Y ,  O n M e m o r y )

     O N _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D M _ D I S K _ Z ,  O n D i s k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r e a t e  m a i n  w i n d o w ,  t o o l b a r ,  a n d  s t a t u s  b a r

i n t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

     in t        i ,  j;

     c h a r       s z M e n u [ ]  =  " D i s k  & x \ t x \ 0 " ;



     C M e n u *    p m e n u ;

     s t a t i c  c o n s t  U I N T  i n d i c a t o r   =  I D _ S E P A R A T O R ;

     s t a t i c  c o n s t  U I N T  n B u t t o n s [ ]  =  {  I D M _ M E M O R Y ,  I D _ S E P A R A T O R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D M _ D I S K _ D ,  I D M _ D I S K _ E ,  I D M _ D I S K _ F ,

               I D M _ D I S K _ G ,  I D M _ D I S K _ H ,  I D M _ D I S K _ I ,  I D M _ D I S K _ J ,

               I D M _ D I S K _ K ,  I D M _ D I S K _ L ,  I D M _ D I S K _ M ,  I D M _ D I S K _ N ,

               I D M _ D I S K _ O ,  I D M _ D I S K _ P ,  I D M _ D I S K _ Q ,  I D M _ D I S K _ R ,

               I D M _ D I S K _ S ,  I D M _ D I S K _ T ,  I D M _ D I S K _ U ,  I D M _ D I S K _ V ,

               I D M _ D I S K _ W ,  I D M _ D I S K _ X ,  I D M _ D I S K _ Y ,  I D M _ D I S K _ Z  } ;

     i f  ( C F r a m e W n d : : O n C r e a t e (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 =  - 1 )

       r e t u r n  - 1 ;



     s t a t u s b a r . C r e a t e (  th is  ) ;

     s t a t u s b a r . S e t I n d i c a t o r s (  & ind i ca to r ,  1  ) ;

     t o o l b a r . C r e a t e (  t h i s  ) ;

     t o o l b a r . S e t W i n d o w T e x t (  " C h a r t s "  ) ;

     t o o l b a r . L o a d T o o l B a r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a r S t y l e (  t o o l b a r . G e t B a r S t y l e ( )  |

              C B R S _ T O O L T I P S  |  C B R S _ F L Y B Y  |  C B R S _ S I Z E _ D Y N A M I C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s (  n B u t t o n s ,  d i s k d o c . G e t D r i v e C o u n t ( )  +  2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S t y l e (  0 ,  T B B S _ C H E C K G R O U P  ) ;

     p m e n u  =  G e t M e n u ( ) - > G e t S u b M e n u (  1  ) ;

     f o r  ( i = 0 ,  j = 2 ;  i  <  2 4 ;  i + + )

     {



          i f ( C D i s k D o c :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F I X E D    ||

            C D i s k D o c :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R E M O T E   ||

            C D i s k D o c :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R A M D I S K )

          {

            s z M e n u [ 6 ]  =  'C '  +  (char )  i ;

            s z M e n u [ 8 ]  =  'C '  +  (char )  i ;

            p m e n u - > I n s e r t M e n u (  0 x F F F F ,  M F _ B Y P O S I T I O N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  s z M e n u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I n f o (  j + +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  T B B S _ C H E C K G R O U P ,  i + 1  ) ;

          }

     }

     t o o l b a r . E n a b l e D o c k i n g (  C B R S _ A L I G N _ A N Y  ) ;

     E n a b l e D o c k i n g (  C B R S _ A L I G N _ A N Y  ) ;



     D o c k C o n t r o l B a r (  & t o o l b a r  ) ;

     r e t u r n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e s p o n d  t o  m e n u / t o o l b a r / a c c e l e r a t o r  c o m m a n d s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M e m o r y  ( )

{

     d i s k d o c . G e t M e m o r y U s a g e  ( ) ;

     I n v a l i d a t e  ( ) ;

}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D i s k (  U I N T  n I D  )

{



     d i s k d o c . G e t D i s k U s a g e (  n I D  ) ;

     I n v a l i d a t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 h e n  f o c u s  r e g a i n e d ,  r e f r e s h  d i s p l a y  i n  c a s e  d a t a  h a s  c h a n g e d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S e t F o c u s (  C W n d *  )

{

     i f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  I D M _ M E M O R Y )

       d i s k d o c . G e t M e m o r y U s a g e ( ) ;

     e l s e

       d i s k d o c . G e t D i s k U s a g e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

}



如 果 从 程 序 的 逻 辑 流 来 看 ， 那 么 ， 你 将 发 现 ， 最 重 要 的 步 骤 在 M a i n F r m 1 . c p p 模
块 里 。不 管 什 么 时 候 ，只 要 W i n d o w s 发 送 一 条 W M _ S E T F O C U S 消 息 ，通 知 获 得
输 入 焦 点 的 主 窗 口 ， 便 将 调 用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S e t F o c u s 函 数 。 当 D i s k P i e 1 首 先
启 动 时 ， 或 无 论 何 时 ， 只 要 用 户 从 其 他 程 序 切 换 到 D i s k P i e 1 时 ， 将 发 生 这 个 事
件 。 这 样 ， 这 个 函 数 提 供 两 种 用 途 的 服 务 。 它 使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免 于 在
程 序 开 始 启 动 时 调 用 D i s k D o c : : G e t M e m o r y U s a g e 来 初 始 化 数 据 ， 并 且 ，它 也 保 证
当 用 户 运 行 其 他 程 序 ， 或 删 除 一 个 文 件 时 ， 当 D i s k P i e 1 重 新 获 得 焦 点 时 ， 自 动
重 画 当 前 的 饼 图 ， 来 反 映 新 的 状 况 。

通 过 给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函 数 提 供 一 个 连 接 的 驱 动 器 列 表 ， 函 数 添 加 C h a r t
菜 单 命 令 ， 例 如 为 每 个 连 接 的 驱 动 器 添 加 D I S K  C 和 D I S K  D 这 样 的 命 令 。 它 也
为 每 一 个 驱 动 器 添 加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根 据 驱 动 器 指 定 的 字 母 选 择 工 具 栏 位 图 的
合 适 部 分 。 例 如 ， 驱 动 器 D 的 按 钮 是 用 位 图 的 1 6× 1 5 这 部 分 画 的 ， 其 中 包 含 这
个 磁 盘 驱 动 器 图 像 和 字 母 D （ 含 有 2 5 个 位 图 块 的 完 整 工 具 栏 位 图 显 示 在 图 4 - 1 5
中 ）。

用 户 可 以 请 求 内 存 状 况 饼 图 或 磁 盘 驱 动 器 的 饼 图 ， 你 可 以 通 过 下 面 步 骤 完 成 ：

n  从 C h a r t 菜 单 选 择 一 个 命 令 。

n  单 击 工 具 栏 按 钮 。



n  要 查 看 内 存 ， 按 下 C t r l + M ， 或 要 查 看 磁 盘 驱 动 器 ， 按 下 C t r l 和 从 C 到
Z 对 应 于 驱 动 器 的 字 母 。

这 些 事 件 是 通 过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M e m o r y 和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D i s k 函 数 处 理 的 ，
它 通 过 类 的 消 息 映 射 接 收 控 制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M a i n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

.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m _ m e m o r y , O n M e m o r y )

     O N _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D M _ D I S K _ Z ,  O n D i s k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你 可 能 回 想 起 ， 在 本 章 前 面 创 建 D i s k P i e 1 加 速 键 时 的 情 形 ， 我 们 必 须 保 证 从
I D M _ D I S K _ C 到 I D M _ D I S K _ Z 的 标 识 符 值 是 连 续 排 列 的 。 上 面 的 消 息 映 射 显 示
了 为 什 么 要 这 样 。 因 为 标 识 符 有 连 续 的 值 ， 程 序 可 以 使 用 M F C 的
O N _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宏 来 为 任 何 磁 盘 驱 动 器 发 送 请 求 给 O n D i s k 函 数 。根 据



作 为 参 数 传 递 的 磁 盘 驱 动 器 标 识 符 ， O n D i s k 决 定 用 户 要 求 用 饼 图 显 示 的 磁 盘 。
O n M e m o r y 不 要 求 O N _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因 为 只 有 一 个 内 存 饼 图 。

决 定 内 存 和 磁 盘 使 用 状 况 的 机 制 是 在 D i s k D o c . c p p 模 块 里 使 用 两 个 函 数 。 这 两 个
函 数 C D i s k D o c : : G e t M e m o r y U s a g e 和 C D i s k D o c : : G e t D i s k U s a g e 使 用 了 相 似 的 逻 辑
结 构 。 它 们 通 过 调 用 G l o b a l M e m o r y S t a t u s 和 G e t D i s k F r e e S p a c e  A P I 函 数 ， 从 系 统
中 找 到 它 们 要 求 的 信 息 ， 然 后 ， 使 用 这 个 信 息 来 决 定 d w T o t a l 和 d w F r e e 内 存 变
量 的 值 ，它 包 含 当 前 饼 图 的 总 字 节 数 和 未 使 用 的 字 节 数 。 变 量 中 的 数 据 不 管 是 表
示 内 存 ， 还 是 磁 盘 空 间 ， 对 于 画 图 程 序 来 说 ， 都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 在 决 定 了 当 前 使
用 状 况 数 据 之 后 ，O n M e m o r y 和 O n D i s k 函 数 调 用 I n v a l i d a t e 来 强 制 显 示 一 个 新 的
饼 图 。

现 在 ， 应 该 介 绍 D i s k V i e w . c p p 文 件 里 C D i s k V i e w : : O n D r a w 函 数 了 。 这 个 函 数 使
用 了 公 共 的 d w T o t a l 和 d w F r e e 值 ， 来 决 定 饼 图 的 两 个 分 块 所 占 用 的 角 度 ：

/ / S w e e p  a n g l e s  i n  r a d i a n s  f o r  “F r e e ”a n d  “U s e d ” p i e  s l i c e s

d F r e e S w e e p  =  ( d o u b l e )  ( P I * 2  *  C D i s k D o c : : d w F r e e / C D i s k D o c : : d w T o t a l ) ;

d U s e S w e e p  =  ( d o u b l e )  P I * 2  -  d F r e e S w e e p ;

O n D r a w 先 画 出 “ U s e d（ 使 用 的 ）” 的 那 一 部 分 ， 通 过 d U s e S w e e p 角 度 ， 来 决 定
从 12 点 位 置 反 时 针 转 过 的 角 度 。“ F r e e（ 空 闲 ）” 块 是 剩 余 的 那 部 分 。O n D r a w 为



每 一 块 关 联 一 个 标 签 ， 并 显 示 这 个 饼 图 。 如 果 需 要 画 另 一 个 饼 图 ， 就 必 须 重 新 开
始 整 个 过 程 。

一 个 饼 图 快 速 提 供 了 目 前 的 使 用 状 况 。 当 D i s k P i e 1 获 得 焦 点 时 ， 刷 新 饼 图 的 唯
一 方 便 的 方 法 是 按 下 对 应 于 这 个 饼 图 的 加 速 键 。 在 W i n d o w s 这 样 的 抢 占 式 多 任
务 系 统 里 ，内 存 使 用 状 况 的 变 化 特 别 快 ，每 一 微 秒 都 在 发 生 变 化 。如 果 你 在 V i s u a l
C + + 中 ， 在 后 台 编 译 一 个 项 目 时 ， 连 续 按 下 C t r l + M 键 ， 那 么 ， 你 可 以 看 到 快 速
分 配 和 释 放 物 理 内 存 的 效 果 。 添 加 O n T i m e r 函 数 可 以 定 期 更 新 显 示 。

更 严 重 的 是 ， D i s k P i e 1 无 法 解 决 驱 动 器 连 接 的 动 态 变 化 问 题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函 数 怎 样 添 加 菜 单 命 令 ，以 及 如 何 为 连 接 到 系 统 上 的 磁 盘
驱 动 器 添 加 工 具 栏 按 钮 ， 包 括 任 何 通 过 网 络 提 供 的 远 程 驱 动 器 。 然 后 ， 在 程 序 的
生 存 期 内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保 持 不 变 ，即 使 用 户 后 来 可 能 添 加 或 卸 载 一 个 网 络 驱 动
器 ，或 由 于 服 务 器 端 出 现 问 题 ，而 使 一 个 连 接 消 失 。然 而 ，这 并 不 会 致 命 ，D i s k P i e 1
仍 然 正 常 工 作 ，因 为 C D i s k D o c : : G e t D i s k U s a g e 总 是 在 显 示 一 个 饼 图 之 前 列 举 驱 动
器 。 增 强 程 序 将 添 加 重 新 检 查 刷 新 显 示 时 驱 动 器 的 连 接 状 态 的 逻 辑 ，从 而 根 据 情
况 添 加 或 移 去 菜 单 命 令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

再 谈 未 结 合 命 令

前 面 的 章 节 描 述 了 怎 样 通 过 指 定 键 盘 组 合 键 和 工 具 栏 按 钮 打 开 命 令 ，来 设 置 名 为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的 命 令 ， 将 它 们 与 文 本 编 辑 命 令 结 合 。 V i s u a l
C + + 环 境 也 提 供 许 多 为 图 形 编 辑 器 设 计 的 有 用 的 未 结 合 命 令 ，你 可 以 完 全 使 用 第
3 章“ 文 本 编 辑 器 ” 中 描 述 的 过 程 。 要 看 到 图 形 编 辑 器 的 未 结 合 和 结 合 命 令 的 列
表 ，单 击 在 H e l p（ 帮 助 ）菜 单 上 的 K e y b o a r d  M a p（ 键 盘 映 射 ），并 从 H e l p  K e y b o a r d
（ 帮 助 键 盘 ） 对 话 框 的 组 合 框 里 选 择 I m a g e  。 图 4 - 2 1 显 示 了 一 个 相 似 的 列 表 。



图 4 - 2 1   图 形 编 辑 器 的 命 令 ， 通 过 从 H e l p 菜 单 中 选 择 K e y b o a r d  M a p 来 显 示

列 表 里 的 许 多 I m a g e 命 令 已 经 有 了 键 盘 指 定 。 例 如 ， 图 4 - 2 1 显 示 了 按 下 A 键 打
开 A i r b u s h（ 喷 雾 器 ） 工 具 ， 按 下 +或 － 键 增 加 或 减 少 其 尺 寸 。 但 是 ， 其 他 命 令 在
为 它 们 指 定 按 键 或 创 建 组 合 键 后 ， 才 可 以 使 用 。 为 了 证 明 这 点 ， 本 节 显 示 了 怎 样
为 列 表 里 的 第 一 个 名 为 I m a g e 3 d R e c t a n g l e T o o l 的 命 令 指 定 一 个 组 合 键 ， 它 是 图 形
编 辑 器 上 R e c t a n g l e （ 矩 形 ） 工 具 的 一 个 变 种 。

从 T o o l 菜 单 上 选 择 C u s t o m i z e， 并 单 击 K e y b o a r d 选 项 卡 。 从 C a t e g o r y 和 E d i t o r



组 合 框 里 选 择 I m a g e， 它 将 告 诉 V i s u a l  C + +， 只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使 用 新 的 键 盘 命
令 （ 也 叫 做 图 像 编 辑 器 ）。 从 命 令 列 表 里 选 择 Im a g e 3 d R e c t a n g l e T o o l， 单 击 N e w
S h o r t c u t  K e y （ 新 的 快 捷 键 ） 文 本 框 ， 然 后 为 命 令 输 入 一 个 组 合 键 ， 例 如
S h i f t + C t r l + 3。对 话 框 显 示 说 明 目 前 没 有 分 配 的 组 合 键 ，所 以 ，我 们 不 必 担 心 是 否
从 其 他 命 令 取 走 S h i f t + C t r l + 3。 单 击 A s s i g n 按 钮 ， 然 后 单 击 C l o s e（ 关 闭 ） 按 钮
来 除 去 对 话 框 。

I m a g e 3 d R e c t a n g l e T o o l 命 令 是 为 位 图 设 计 的 ， 所 以 ， 要 在 运 行 中 看 到 它 ， 通 过 选
择 Fi l e 菜 单 里 的 N e w 打 开 图 形 编 辑 器 ， 并 双 击 F i l e s 选 项 卡 里 的 B i t m a p  F i l e（ 位
图 文 件 ）。按 下 S h i f t + C t r l + 3 组 合 键 时 ，或 者 按 下 指 定 给 这 个 命 令 的 任 何 其 他 组 合
键 时 ， 图 形 光 标 变 成 R e c t a n g l e（ 矩 形 ） 工 具 使 用 的 十 字 形 。 但 是 ， 当 画 一 个 矩
形 时 ， 新 的 光 标 会 稍 微 不 同 的 效 果 。 当 你 从 左 上 角 拖 动 光 标 到 右 下 角 时 ， 上 边 和
左 边 用 目 前 的 前 景 色 ，而 右 边 和 底 部 用 背 景 色 显 示 。通 过 用 鼠 标 右 键 拖 动 来 修 改
颜 色 。 使 用 正 确 的 颜 色 组 合 ， 嵌 套 的 矩 形 显 示 一 个 三 维 外 观 ， 可 以 快 速 生 成 下 面
这 样 的 图 标 ：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里 工 作 时 ， I m a g e 3 d R e c t a n g l e T o o l 只 是 许 多 有 用 的 键 盘 命 令 中 的 一
个 。 例 如 ， 当 设 计 自 画 的 按 钮 时 ， 相 似 的 I m a g e W i n d o w R e c t a n g l e 命 令 快 速 画 出
按 钮 处 于 正 常 状 态 、 按 下 或 非 活 动 状 态 下 的 位 图 图 像 。 在 列 表 中 浏 览 ， 并 看 一 下
你 喜 欢 的 命 令 。 如 果 想 为 命 令 创 建 工 具 栏 按 钮 ， 可 查 看 第 3 章 的 “ 未 结 合 命 令 ”
一 节 。

修 整 资 源 数 据

由 于 有 不 使 用 的 或 效 率 低 下 的 资 源 数 据 ，W i n d o w s 程 序 经 常 是 过 度 负 载 ，那 些 程
序 使 程 序 的 文 件 尺 寸 增 大 ， 更 糟 糕 的 是 ， 它 占 用 内 存 。 即 使 从 来 都 没 有 使 用 的 资
源 ， 也 可 以 进 入 内 存 ， 但 只 是 闲 在 那 里 ， 占 用 有 效 的 共 享 资 源 。 你 可 以 解 决 这 种
问 题 ， 所 需 要 付 出 的 努 力 也 不 大 。 这 一 节 研 究 一 些 减 小 程 序 资 源 数 据 大 小 的 技
术 ， 并 通 过 对 D i s k P i e 1 程 序 做 一 些 修 改 ， 来 证 明 我 们 常 常 可 以 修 整 一 个 程 序 里



资 源 数 据 的 有 效 数 量 。

要 记 住 的 第 一 件 事 是 ，你 不 必 保 留 A p p W i z a r d 提 供 给 你 的 每 一 件 东 西 。字 符 串 是
罪 魁 祸 首 ， 因 为 它 们 太 长 了 ， 或 者 根 本 不 需 要 它 们 。W i n 3 2 资 源 字 符 串 保 存 在 一
个 程 序 文 件 里 ， 作 为 U n i c o d e 字 符 串 ， 这 意 味 着 ， 你 删 除 的 每 一 个 字 符 保 存 在 两
个 字 节 里 ， 而 不 是 一 个 字 节 。 如 果 你 从 通 过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R C 文 件 里 移 去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 那 么 ， 你 要 确 定 移 去 和 它 在 一 起 的 提 示 字 符 串 ， 并 且 不 要 忘 记 对 应
的 加 速 键 。

A p p W i z a r d 添 加 提 示 字 符 串 到 R C 文 件 里 ， 它 描 述 了 一 个 程 序 的 系 统 菜 单 ：

S T R I N G T A B L E

B E G I N

     A F X _ I D S _ S C S I Z E     " C h a n g e  t h e  w i n d o w  s i z e "

     A F X _ I D S _ S C M O V E       " C h a n g e  t h e  w i n d o w  p o s i t i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M I N I M I Z E " R e d u c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a n  i c o n "

     A F X _ I D S _ S C M A X I M I Z E " E n l a r g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f u l l  s i z e "

     A F X _ I D S _ S C C L O S E    " C l o s e  t h e  a c t i v e  w i n d o w "



     A F X _ I D S _ S C R E S T O R E   " R e s t o r e  t h e  w i n d o w  t o  n o r m a l  s i z e "

.

.

.

E N D

M F C 库 文 件 包 含 这 些 相 同 的 字 符 串 ，所 以 ，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使 用 M F C 动 态 链 接 库 ，
那 么 ， 你 可 以 安 全 地 从 R C 文 件 里 删 除 这 些 字 符 串 ， 而 不 用 改 变 程 序 的 行 为（ 然
而 ， 如 果 你 的 程 序 是 面 向 国 际 市 场 的 ，它 有 可 能 运 行 在 配 置 不 同 使 用 语 言 系 统 的
机 器 上 ， 其 他 因 素 可 能 影 响 你 是 否 使 用 M F C 库 文 件 提 供 的 字 符 串 的 决 定 。 看 一
下 第 2 章 开 始 的 有 关 海 外 市 场 和 动 态 链 接 到 M F C 的 讨 论 ）。通 过 释 放 一 些 资 源 字
符 串 ， 动 态 链 接 到 M F C ， 而 不 是 静 态 链 接 ， 将 明 显 减 少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尺 寸 ， 因
为 M F C 代 码 是 在 D L L 里 的 ， 而 不 是 在 调 用 的 程 序 里 。 当 然 ，只 有 在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程 序 同 时 使 用 M F C 库 运 行 时 ， 用 户 才 会 获 益 。

我 在 前 面 的 章 节 里 提 到 ， 如 果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只 提 供 一 个 边 长 为 3 2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图 标 ， W i n d o w s 将 自 动 将 图 形 按 需 要 成 比 例 转 换 成 1 6× 1 6 或 48× 4 8 的 正 方
形 。 如 果 图 标 图 形 只 包 含 直 线 和 矩 形 ， 比 例 变 换 一 般 不 会 改 变 图 形 。 对 于 不 受 比
例 变 换 影 响 的 图 形 ， 你 可 能 考 虑 只 包 含 一 个 3 2× 3 2 的 图 形 ， 而 不 是 两 个 或 三 个



不 同 尺 寸 的 图 形 。

你 可 以 通 过 使 它 们 的 颜 色 数 最 小 ， 来 进 一 步 减 少 图 标 和 位 图 要 求 的 空 间 。 例 如 ，
默 认 状 态 下 ， 图 形 编 辑 器 的 N e w  I c o n  I m a g e（ 新 图 标 图 像 ） 对 话 框 (显 示 在 图 4-
1 7 上 )为 边 长 为 4 8 个 像 素 的 正 方 形 图 标 图 像 设 置 2 5 6 种 颜 色 。但 是 ，许 多 图 标 图
形 ， 像 D i s k P i e 1 的 图 标 ， 只 包 含 几 种 颜 色 。 为 一 个 图 形 指 定 1 6 种 颜 色 ， 一 个 像
素 只 使 用 4 位 ； 而 不 是 使 用 2 5 6 色 的 图 形 ， 每 个 像 素 占 8 位 。 通 过 减 半 4 8× 4 8
图 形 占 用 的 空 间 ， 来 减 少 图 标 文 件 的 大 小 ， 这 是 最 简 单 的 步 骤 。 在 保 存 时 ， 同 时
保 存 一 个 包 含 在 图 标 里 的 颜 色 表 ， 将 增 加 2 K 字 节 大 小 的 资 源 数 据 。 要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里 创 建 一 个 1 6 色 的 4 8× 4 8 的 图 标 图 形 ，按 下 I n s e r t 键 ，打 开 N e w  I c o n  I m a g e
对 话 框 ， 单 击 对 话 框 里 的 C u s t o m 按 钮 ， 并 填 写 适 当 的 控 件 框 。

D i s k P i e 1 使 用 了 大 量 的 资 源 空 间 ， 来 保 存 它 那 巨 大 的 工 具 栏 位 图 ， 正 如 图 4 - 1 5
所 示 的 那 样 。 在 位 图 里 有 2 5 个 图 形 ， 其 中 2 4 个 是 副 本 ， 只 有 在 重 复 的 磁 盘 图 形
上 显 示 的 字 母 是 不 同 的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可 以 把 它 存 成 一 个 图 形 ， 并 提 供 任 何 数
目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服 务 。再 增 加 一 点 附 加 的 代 码 ，它 可 以 提 供 工 具 栏 图 形 中 其 他
2 3 个 图 形 的 作 用 。 这 就 大 量 节 省 了 程 序 的 尺 寸 。 下 面 说 明 怎 样 实 现 它 。

程 序 D i s k P i e 2

D i s k P i e 1 . e x e 的 发 行 版 本 文 件 大 小 是 2 4 5 7 9 字 节 。 通 过 去 掉 其 资 源 数 据 中 的 许 多
无 用 数 据 ， 新 的 D i s k P i e 2 程 序 大 小 减 小 到 1 7 9 2 0 字 节 ， 在 没 有 明 显 改 动 程 序 的



同 时 ， 减 少 了 几 乎 三 分 之 一 的 大 小 。D i s k P i e 2 用 四 种 技 术 来 减 少 它 的 资 源 数 据 的
大 小 ：

n  通 过 接 收 一 个 “ R e a d y（ 就 绪 ）” 消 息 ， 这 个 程 序 没 有 在 它 的 资 源 数 据
里 包 含 提 示 字 符 串 ，而 通 过 M F C 库 文 件 提 供 提 示 字 符 串 ，D i s k P i e 2 在
它 的 状 态 栏 里 为 所 有 的 命 令 显 示 一 般 性 的 提 示 信 息 ， 但 那 些 在 C h a r t
菜 单 里 选 择 的 命 令 除 外 。

n  由 于 没 有 提 示 字 符 串 ， D i s k P i e 2 必 须 在 需 要 的 时 候 生 成 工 具 提 示 。 生
成 工 具 提 示 的 代 码 比 工 具 提 示 字 符 串 本 身 占 用 更 小 的 空 间 ， 导 致 程 序
大 小 整 体 降 低 。

n  4 8× 4 8 图 标 图 像 有 一 个 1 6 色 表 ， 而 不 是 2 5 6 色 表 。

n  D i s k P i e 2 工 具 提 示 位 图 只 有 两 个 图 像 ， 而 不 是 像 D i s k P i e 1 那 样 要 求 的
2 5 个 图 像 。

这 两 个 工 具 栏 位 图 的 视 图 显 示 了 D i s k P i e 2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所 使 用 的 图 像 ：



这 些 图 像 复 制 了 D i s k P i e 1 中 工 具 栏 的 前 两 个 图 形 ， 只 是 第 二 个 图 形 没 有 标 记 ，
并 使 它 适 于 表 示 任 何 磁 盘 驱 动 器 。 运 行 时 ，D i s k P i e 2 给 按 钮 的 磁 盘 驱 动 器 图 形 添
加 像 “ C :” 和 “ D :” 这 样 的 名 称 。 你 可 以 在 图 4 - 2 2 里 看 到 这 个 结 果 。



图 4 - 2 2   D i s k P i e 2 程 序

新 的 D i s k P i e 2 程 序 要 求 改 变 D i s k P i e 1 的 三 个 源 文 件 ， 来 创 建 叫 做 D iskP ie2 . r c，



M a i n F r m 2 . h 和 M a i n F r m . c p p 文 件 的 升 级 版 本 。 列 表 4-2 显 示 了 修 订 的 代 码 ， 在
D iskP ie1 . r c 里 去 掉 了 不 需 要 的 提 示 字 符 串 ， 在 M a i n F r m 2 . c p p 里 接 收 为 标 记 工 具
栏 按 钮 构 造 工 具 提 示 文 本 而 添 加 的 指 令 。

D i s k P i e 2 .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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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s k P i e 2 . 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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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r e s . h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I C O N " r e s \ \ D i s k P i e 2 . i c o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B I T M A P   " r e s \ \ t o o l b a r . b m p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M E N U

B E G I N

     P O P U P  " & F i l e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E & x i t " ,                I D _ A P P _ E X I T

     E N D

     P O P U P  " & C h a r t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M e m o r y \ t C t r l + M " ,      ID M _ M E M O R Y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E N D

     P O P U P  " & V i e w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T o o l b a r " ,              ID _ V I E W _ T O O L B A R

          M E N U I T E M  " & S t a t u s  B a r " ,            ID _ V I E W _ S T A T U S _ B A R

     E N D

     P O P U P  " & H e l p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A b o u t  D i s k P i e 2 . . . "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E N D

E N D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A C C E L E R A T O R S



B E G I N

    " M " , I D M _ M E M O R Y , V I R T K E Y ,  C O N T R O L

    "C" , I D M _ D I S K _ C , V I R T K E Y

    " D " , I D M _ D I S K _ D , V I R T K E Y

    " E " , I D M _ D I S K _ E , V I R T K E Y

    " F " , I D M _ D I S K _ F , V I R T K E Y

    " G " , I D M _ D I S K _ G , V I R T K E Y

    " H " , I D M _ D I S K _ H , V I R T K E Y

    "I", I D M _ D I S K _ I , V I R T K E Y

    "J" , I D M _ D I S K _ J , V I R T K E Y

    " K " , I D M _ D I S K _ K , V I R T K E Y

    " L " , I D M _ D I S K _ L , V I R T K E Y



    " M " , I D M _ D I S K _ M , V I R T K E Y

    " N " , I D M _ D I S K _ N , V I R T K E Y

    " O " , I D M _ D I S K _ O , V I R T K E Y

    " P " , I D M _ D I S K _ P , V I R T K E Y

    " Q " , I D M _ D I S K _ Q , V I R T K E Y

    "R" , I D M _ D I S K _ R , V I R T K E Y

    " S " , I D M _ D I S K _ S , V I R T K E Y

    " T " , I D M _ D I S K _ T , V I R T K E Y

    " U " , I D M _ D I S K _ U , V I R T K E Y

    " V " , I D M _ D I S K _ V , V I R T K E Y

    " W " , I D M _ D I S K _ W , V I R T K E Y

    " X " , I D M _ D I S K _ X , V I R T K E Y



    " Y " , I D M _ D I S K _ Y , V I R T K E Y

    " Z " , I D M _ D I S K _ Z , V I R T K E Y

E N D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T O O L B A R  1 6 ,  1 5

B E G I N

     B U T T O N   I D M _ M E M O R Y

E N D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0 ,  0 ,  2 4 0 ,  6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C A P T I O N  " A b o u t  D i s k P i e 2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I C O N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0 , 2 2 , 2 0 , 2 0

     L T E X T " D i s k P i e 2  V e r s i o n  1 . 0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1 0 , 1 1 5 , 8

     L T E X T " "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P r o g r a m m e r ' s  G u i d e "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2 6 , 1 4 0 , 8

     L T E X T " C o p y r i g h t  \ 2 5 1  1 9 9 7 ,  B e c k  Z a r a t i a n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4 2 , 1 1 5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 I D O K , 1 9 5 , 1 0 , 3 5 , 4 0 , W S _ G R O U P

E N D

S T R I N G T A B L E

B E G I N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D i s k P i e 2 \ n D i s k  U s a g e \ n \ n \ n \ n \ n \ n "

     A F X _ I D S _ I D L E M E S S A G E    " R e a d y "

E N D



M a i n F r m 2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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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a i n F r m 2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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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M a i n F r a m e  :  p u b l i c  C F r a m e W n d

{

     D E C L A R E _ D Y N C R E A T E  ( C M a i n F r a m e )

p r i v a t e :

     C T o o l B a r t o o l b a r ;

     C S t a t u s B a r   s t a t u s b a r ;



     C D i s k D o c d i s k d o c ;

p r o t e c t e d :

     a f x _ m s g  i n t  O n C r e a t e (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N e w C h a r t (  U I N T  n I D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S e t F o c u s (  C W n d *  ) ;

     a f x _ m s g  B O O L O n T o o l t i p (  U I N T  i d ,  N M H D R *  p N M H D R ,  L R E S U L T *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M a i n F r m 2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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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a i n F r m 2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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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V C _ E X T R A L E A N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e x t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c m n . h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P i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D o c . h "

# i n c l u d e  " M a i n F r m 2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s k V i e w . h "

I M P L E M E N T _ D Y N C R E A T E  ( C M a i n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M a i n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O N _ W M _ C R E A T E  ()

     O N _ W M _ S E T F O C U S  ( )

     O N _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 I D M _ M E M O R Y ,  I D M _ D I S K _ Z ,  O n N e w C h a r t )

     O N _ N O T I F Y _ E X (  T T N _ N E E D T E X T ,  0 ,  O n T o o l t i p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r e a t e  m a i n  w i n d o w ,  t o o l b a r ,  a n d  s t a t u s  b a r

i n t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

     in t       i ,  j ;

     c h a r      s z D i s k [ ]  =  " x : \ 0 " ;



     c h a r      s z M e n u [ ]  =  " D i s k  & x \ t x \ 0 " ;

     C M e n u *   p m e n u ;

     s t a t i c  c o n s t  U I N T  i n d i c a t o r  =  I D _ S E P A R A T O R ;

     i f  ( C F r a m e W n d : : O n C r e a t e (  l p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 =  - 1 )

       r e t u r n  - 1 ;

     s t a t u s b a r . C r e a t e (  th is  ) ;

     s t a t u s b a r . S e t I n d i c a t o r s (  & ind i ca to r ,  1  ) ;

     t o o l b a r . C r e a t e (  t h i s  ) ;

     t o o l b a r . S e t W i n d o w T e x t (  " C h a r t s "  ) ;

     t o o l b a r . L o a d T o o l B a r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a r S t y l e (  t o o l b a r . G e t B a r S t y l e ( )  |



           C B R S _ T O O L T I P S  |  C B R S _ F L Y B Y  |  C B R S _ S I Z E _ D Y N A M I C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s (  N U L L ,  d i s k d o c . G e t D r i v e C o u n t ( )  +  2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I n f o (  0 ,  I D M _ M E M O R Y ,  T B B S _ C H E C K G R O U P ,  0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T e x t (  0 ,  " M e m o r y "  ) ;

     / /  T h e  s e c o n d  " b u t t o n "  i s  a  s e p a r a t o r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I n f o (  1 ,  I D _ S E P A R A T O R ,

                        T B B S _ S E P A R A T O R  |  T B B S _ C H E C K G R O U P ,  0  ) ;

     p m e n u  =  G e t M e n u ( ) - > G e t S u b M e n u (  1  ) ;

     f o r  ( i = 0 ,  j = 2 ;  i  <  2 4 ;  i + + )

     {

        i f ( C D i s k D o c :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F I X E D    ||

          C D i s k D o c :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R E M O T E   ||



          C D i s k D o c : : i D r i v e T y p e [ i ]  = =  D R I V E _ R A M D I S K )

        {

          s z D i s k [ 0 ]  =  ' C '  +  ( c h a r )  i ;

          s z M e n u [ 6 ]  =  'C '  +  ( cha r )  i ;

          s z M e n u [ 8 ]  =  'C '  +  ( cha r )  i ;

          p m e n u - > I n s e r t M e n u (  0 x F F F F ,  M F _ B Y P O S I T I O N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  s z M e n u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I n f o (  j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  T B B S _ C H E C K G R O U P ,  1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T e x t (  j + + ,  s z D i s k  ) ;

        }

     }

     t o o l b a r . S e t S i z e s (  C S i z e (  4 5 ,  4 0  ) ,  C S i z e (  1 6 ,  1 5  )  ) ;



     t o o l b a r . E n a b l e D o c k i n g (  C B R S _ A L I G N _ A N Y  ) ;

     E n a b l e D o c k i n g (  C B R S _ A L I G N _ A N Y  ) ;

     D o c k C o n t r o l B a r (  & t o o l b a r  ) ;

     r e t u r n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e s p o n d  t o  m e n u / t o o l b a r / a c c e l e r a t o r  c o m m a n d s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N e w C h a r t (  U I N T  n I D  )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n I D ;

     O n S e t F o c u s (  N U L L  ) ;

     I n v a l i d a t e ( ) ;



     t oo lba r . Inva l ida t e ( ) ;           / /  N e c e s s a r y  w h e n  b a r  i s  f l o a t i n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 h e n  f o c u s  r e g a i n e d ,  r e f r e s h  d i s p l a y  i n  c a s e  d a t a  h a s  c h a n g e d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S e t F o c u s (  C W n d *  )

{

     i f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  I D M _ M E M O R Y )

       d i s k d o c . G e t M e m o r y U s a g e ( ) ;

     e l s e

       d i s k d o c . G e t D i s k U s a g e (  C D i s k D o c : : n C u r r e n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 h e n  T T N _ N E E D T E X T  n o t i f i c a t i o n  r e c e i v e d .  G e n e r a t e  t o o l t i p  t e x t

B O O L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T o o l t i p (  U I N T  i d ,  N M H D R *  p N M H D R ,  L R E S U L T *  )

{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M e m T i p [ ]   =  " M e m o r y  u s a g e  c h a r t \ 0 " ;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D i s k T i p [ ]  =  " U s a g e  c h a r t  f o r  d r i v e  x \ 0 " ;

     T O O L T I P T E X T *  p T T T  =  ( T O O L T I P T E X T * )  p N M H D R ;

     U I N T  n I D   =  p N M H D R - > i d F r o m ;

     i f  ( n I D  = =  I D M _ M E M O R Y )

       p T T T - > l p s z T e x t  =  s z M e m T i p ;

     e l s e

     {

       s z D i s k T i p [ 2 2 ]  =  ( c h a r )  ( n I D  -  I D M _ D I S K _ C )  +  ' C ' ;

       p T T T - > l p s z T e x t  =  s z D i s k T i p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除 了 文 件 大 小 的 差 别 外 ，D i s k P i e 1 和 D i s k P i e 2 之 间 唯 一 明 显 的 差 别 在 于 它 们 工 具
栏 的 外 观 。 由 于 D i s k P i e 2 为 它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使 用 单 一 的 磁 盘 驱 动 器 图 像 ， 所 以 ，
程 序 必 须 在 运 行 时 用 文 字 标 记 它 们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函 数 在 F o r 循 环 里 处
理 这 个 任 务 ， 这 个 循 环 运 行 通 过 每 一 个 连 接 的 驱 动 器 。

f o r  ( i = 0 ,  j = 2 ;  i  <  2 4 ;  i + + )

{

.

.

.

     p m e n u - > I n s e r t M e n u (  0 x F F F F ,  M F _ B Y P O S I T I O N ,  I D M _ D I S K _ C + i ,
s z M e n u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I n f o (  j ,  IDM _ D I S K _ C + i ,  T B B S _ C H E C K G R O U P ,  1  ) ;



     t o o l b a r . S e t B u t t o n T e x t (  j + + ,  s z D i s k  ) ;

}

t o o l b a r . S e t S i z e s ( C s i z e ( 4 5 , 4 0 ) , C s i z e ( 1 6 , 1 5 ) ) ;

对 C T o o l B a r : : S e t B u t t o n I n f o 的 调 用 与 在 D i s k P i e 1 里 的 指 令 相 同 ，不 同 的 是 最 后 的
参 数 ， 它 是 在 工 具 栏 位 图 里 按 钮 图 形 的 下 标 ， 以 0 开 始 。 D i s k P i e 1 使 用 循 环 计 数
器 从 2 4 个 可 用 的 图 形 中 选 择 按 钮 的 图 形 。D i s k P i e 2 只 处 理 一 个 磁 盘 驱 动 器 图 形 。
但 是 ， 为 了 不 使 每 一 个 图 标 看 起 来 都 相 似 ， 代 码 也 调 用 C T o o l B a r : : S e t B u t t o n T e x t
添 加 驱 动 器 名 称 。 添 加 的 文 本 要 求 每 一 个 按 钮 都 有 更 多 的 空 间 ， 所 以 ， 代 码 通 过
调 用 C T o o l B a r : : S e t S i z e s 来 增 大 按 钮 的 尺 寸 到 4 5× 4 0，而 不 是 D i s k P i e 1 的 2 4× 2 2
像 素 。

按 要 求 出 现 的 工 具 提 示 和 提 示 字 符 串

由 于 在 D i s k P i e 2 的 资 源 数 据 中 没 有 提 示 字 符 串 ， 所 以 ， 它 在 运 行 时 ， 根 据 需 要
来 配 置 其 工 具 提 示 。 当 系 统 要 显 示 一 个 工 具 提 示 窗 口 时 ， 它 通 过 一 个
T T N _ N E E D T E X T 通 知 消 息 来 通 知 程 序 。D i s k P i e 2 在 它 的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T o o l t i p
函 数 里 处 理 它 。 这 个 消 息 提 供 了 一 个 指 向 T O O L T I P T E X T 结 构 的 指 针 ， 它 是
N M H D R 结 构 的 扩 展 形 式 ：



t y p e d e f  s t r u c t

{

     N M H D R       h d r ;

     L P T S T R       l p s z T e x t ;

     c h a r           s z T e x t [ 8 0 ] ;

     H I N S T A N C E   h i n s t ;

     U I N T          u F l a g s ;

} T O O L T I P T E X T ,  F A R  * L P T O O L T I P T E X T ;

h d r . i d F r o m 的 值 标 识 光 标 停 留 处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通 过 这 个 值 ，O n T o o l t i p 决 定 合 适
的 工 具 提 示 ， l p s z T e x t 指 向 新 的 文 本 字 符 串 ， 并 返 回 一 个 T R U E 值 。 函 数 在 它 的
两 个 静 态 的 字 符 串 里 保 留 它 的 工 具 提 示 ：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M e m T i p [ ]   = "M e m o r y  u s a g e  c h a r t \ 0" ;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D i s k T i p [ ]   = "U s a g e  c h a r t  f o r  d r i v e  x \ 0 " ;



h d r . i d F r o m 里 的 I D M _ M E M O R Y 的 值 表 明 ， 第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需 要 工 具 提 示 文
本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代 码 将 l p s z T e x t 的 结 构 成 员 指 向 字 符 串 s z M e m T i p 。 如 果
h d r . i d F r o m 标 识 从 I D M _ D I S K _ C 到 I D M _ D I S K _ Z 中 的 一 个 驱 动 器 状 况 按 钮 ，
O n T o o l t i p 将 l p s z T e x t 指 向 s z D i s k T i p 字 符 串 ， 并 将 其 中 的 字 符 x 所 处 的 位 置 用 C
到 Z 的 合 适 的 驱 动 器 字 母 代 替 。这 样 ，由 于 这 些 工 具 提 示 大 多 只 差 一 个 字 符 ，所
以 ， D i s k P i e 2 的 工 具 提 示 很 容 易 创 建 。

通 过 相 似 的 技 术 ， 就 可 以 写 D i s k P i e 2， 使 它 按 要 求 生 成 它 缺 少 的 状 态 栏 提 示 信
息 。 状 态 栏 提 示 信 息 需 要 进 行 大 量 的 测 试 ， 来 决 定 光 标 是 位 于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上 ， 还 是 在 菜 单 命 令 上 。 在 空 闲 时 间 中 ， M F C 框 架 自 动 完 成 这 些 工 作 ， 通 过 程
序 的 C C m d U I 对 象 来 连 续 更 新 状 态 栏 。 随 时 产 生 滚 动 提 示 信 息 的 秘 密 只 是 提 供
足 够 的 字 符 串 资 源 ， 来 利 用 框 架 的 碰 撞 测 试 ， 然 后 ， 建 立 一 个 超 越
C S t a t u s B a r : : O n S e t 函 数 的 完 整 的 提 示 字 符 串 。 例 如 ， D i s k P i e 2 将 在 程 序 的 R C 文
件 里 使 用 驱 动 器 分 配 字 母 作 为 最 小 的 提 示 字 符 串 ：

S T R I N G T A B L E

B E G I N



     I D M _ M E M O R Y    " M e m o r y  u s a g e"

     I D M _ D I S K _ C           " C"

     I D M _ D I S K _ D           " D"

.

.

.

     I D M _ D I S K _ X           " X"

     I D M _ D I S K _ Y           " Y"

     I D M _ D I S K _ Z           " Z"

E N D

要 钩 住 O n S e t T e x t 函 数 ， 你 必 须 声 明 一 个 来 自 C S t a t u s B a r 的 类 ， 并 使 用 它 在
C M a i n F r a m e 来 创 建 状 态 栏 ：

c l a s s  C S t a t u s H o o k  :  p u b l i c  C S t a t u s B a r

{



p r o t e c t e d ;

     a f x _ m s g  L R E S U L T  O n S e t T e x t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c l a s s  C M a i n F r a m e  :  p u b l i c  C F r a m e W n d

{

     D E C L A R E _ D Y N C R E A T E  ( C M a i n F r a m e )

p r i v a t e :

     C S t a t u s H o o k s t a tu sba r ;

当 系 统 要 在 状 态 栏 里 显 示 一 个 简 单 的 提 示 字 符 串 时 ， 一 个 消 息 映 射 和 O n S e t T e x t
处 理 函 数 捕 获 发 送 的 W M _ S E T T E X T 消 息 。 处 理 函 数 通 过 将 这 个 单 独 的 字 符 提
示 插 入 一 个 冗 长 的 文 本 字 符 串 里 ， 来 生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提 示 字 符 串 ， 将 l P a r a m 重
新 指 向 构 造 的 字 符 串 ， 并 传 递 控 制 到 低 级 的 O n S e t T e x t 函 数 。 现 在 ， 状 态 栏 中 不
是 只 显 示 单 独 的 字 母 ，像“ C ”，而 是 更 加 有 用 的 字 符 串 ，如“ D i s k  C  u s a g e  c h a r t”。
下 面 是 处 理 函 数 建 立 这 样 一 个 提 示 字 符 串 的 方 式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S t a t u s H o o k , C S t a t u s B a r )

     O N _ M E S S A G E (  W M _ S E T T E X T , O n S e t T e x t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L R E S U L T  C S t a t u s H o o k : : O n S e t T e x t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

     / /  C o n s t r u c t e d  s t r i n g  m u s t  b e  s t a t i c

     s t a t i c  c h a r  s z D i s k [ ]  =  " D i s k  x  u s a g e  c h a r t \ 0" ;

     / / I f  d i sp l ay  i s  on l  1  cha rac t e r ,  conve r t  i t  t o  f u l l  s t r i ng

     i f  ( l s t r l e n (  ( L P C T S T R )  l p a r m  ) = = 1 )



     {

          s z D i s k [ 5 ]  =  * ( ( L P C T S T R )  l p a r a m ) ;   / /Se t  d r i ve  l e t t e r

          l p a r a m    = ( L P A R A M )  s z D i s k ;      / / R e p o i n t  l p a r a m

     }

     r e t u r n  C S t a t u s B a r : : O n S e t T e x t (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 ;

}

只 有 在 实 现 代 码 比 它 所 代 替 的 资 源 数 据 占 用 更 少 的 空 间 时 ，在 运 行 时 生 成 提 示 字
符 串 才 物 有 所 值 。 不 管 怎 样 ， 当 提 示 字 符 串 必 须 反 映 某 些 动 态 的 程 序 状 态 时 ， 例
如 用 户 输 入 的 不 能 预 料 的 只 读 字 符 串 资 源 ， 这 个 技 术 有 时 是 很 有 用 的 。



第 5 章   对 话 框 和 控 件

我 们 经 常 同 时 介 绍 对 话 框 和 控 件 ，这 是 因 为 它 们 经 常 同 时 出 现 。控 件 是 具 有 特 殊
用 途 的 子 窗 口 (例 如 ， 按 钮 、 复 选 框 或 进 度 指 示 器 )， 而 对 话 框 是 在 其 客 户 区 内 包
含 了 一 个 或 多 个 控 件 的 父 窗 口 。对 话 框 和 控 件 之 间 的 联 系 非 常 密 切 ，以 至 于 我 们
干 脆 就 将 其 整 个 组 合 叫 做 “ 对 话 ”。

许 多 对 话 (例 如 A b o u t 对 话 框 )的 作 用 是 向 用 户 传 递 信 息 ， 而 其 他 对 话 则 用 于 询 问
输 入 信 息 ，为 键 入 文 件 名 或 单 击 按 钮 做 出 选 择 提 供 一 个 方 便 的 地 方 。如 果 此 时 你
想 起 了 工 具 栏 ， 那 么 你 就 对 了 ， 工 具 栏 就 是 对 话 的 一 种 类 型 。 像 工 具 栏 一 样 ， 大
多 数 对 话 都 是 组 成 程 序 资 源 的 用 户 界 面 元 素 的 组 成 部 分 。

然 而 ， 有 些 对 话 框 则 不 是 程 序 资 源 数 据 的 组 成 。 像 消 息 框 这 样 的 对 话 ， 以 及 所 谓
的 通 用 对 话 是 由 系 统 提 供 的 ， 它 们 可 以 通 过 像 M e s s a g e B o x 和 G e t O p e n F i l e N a m e
这 样 的 A P I 函 数 或 像 C F i l e D i a l o g 这 样 的 M F C 类 来 调 用 。 你 甚 至 可 以 在 运 行 时
使 用 D i a l o g I n d i r e c t  A P I 函 数 为 一 个 程 序 设 计 和 创 建 对 话 ， 这 个 A P I 函 数 可 以 把
结 构 作 为 输 入 ， 而 不 是 来 自 该 程 序 的 资 源 区 域 的 数 据 。这 样 的 对 话 严 格 说 来 属 于
编 程 问 题 ， 而 不 是 你 在 V i s u a l  C + +中 创 建 的 资 源 ， 因 此 ， 你 在 这 里 找 不 到 有 关 它
们 的 任 何 讨 论 。



本 章 将 接 着 前 一 章 讨 论 资 源 数 据 的 另 一 方 面 。 首 先 ， 我 们 将 看 一 看 在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中 定 义 对 话 的 资 源 脚 本 ， 然 后 进 入 V i s u a l  C + +对 话 编 辑 器 ， 在 那 里 ， 可 以 像
单 击 一 样 轻 松 地 进 行 对 话 设 计 。本 章 将 用 几 个 例 程 来 说 明 编 辑 器 的 功 能 ，其 中 有
一 个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创 建 属 性 表 (也 多 选 项 卡 对 话 )。

对 话 脚 本

向 程 序 中 添 加 对 话 是 件 很 容 易 的 事 情 。每 个 对 话 都 在 资 源 数 据 区 中 做 为 一 系 列 命
令 而 存 在 ， 而 这 些 命 令 是 由 该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中 的 脚 本 编 译 而 来 的 。 它 们 用 来 指
定 诸 如 对 话 窗 口 大 小 、标 题 栏 中 的 标 题 以 及 控 件 的 放 置 之 类 的 详 细 资 料 。要 修 改
对 话 ， 通 常 仅 仅 需 要 在 R C 文 件 中 编 辑 脚 本 。

为 了 举 一 个 例 子 ， 让 我 们 来 看 一 看 第 4 章 的 R e s o u r c e， 在 那 里 ， A p p W z a r d 将 在
H e l p 菜 单 上 生 成 一 个 命 令 ， 并 为 A b o u t（ 关 于 ） 框 生 成 所 有 必 需 的 源 代 码 ， 以 及
具 有 当 前 在 W i n d o w s 程 序 中 越 来 越 普 遍 的 其 他 特 征 。 A p p W i z a r d 还 在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中 编 写 用 来 定 义 对 话 及 控 件 外 观 的 脚 本 。
下 面 是 该 脚 本 的 另 一 种 表 示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D I S C A R D A B L E  0 ,  0 ,  2 1 7 ,  5 5

C A P T I O N  " A b o u t  D e m o "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I C O N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1 , 1 7 , 2 0 , 2 0

L T E X T " D e m o  V e r s i o n  1 . 0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0 , 1 0 , 1 1 9 , 8 , S S _ N O P R E F I X

L T E X T " C o p y r i g h t  ( C )  1 9 9 8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0 , 2 5 , 1 1 9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 I D O K , 1 7 8 , 7 , 3 2 , 1 4 , W S _ G R O U P

E N D

脚 本 的 第 一 行 用 符 号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来 标 识 资 源 ，该 符 号 在 项 目 的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定 义 。 D I S C A R D A B L E 关 键 字 后 面 跟 着 的 四 个 数 字 ， 用 来 指 定 对 话 的 大
小 。 前 两 个 数 字 (0， 0 )用 来 设 定 对 话 窗 口 左 上 角 的 原 点 坐 标 。 脚 本 中 的 所 有 其 他
坐 标 都 相 对 于 原 点 ， 正 值 的 X 是 向 右 ， 正 值 的 Y 是 向 下 。 后 两 个 数 用 来 确 定 对
话 窗 口 的 尺 寸 ， 在 本 例 中 ， 窗 口 的 宽 度 是 2 1 7 个 单 元 ， 高 度 是 5 5 个 单 元 。



对 话 单 元 不 是 像 素 ， 而 且 ， 在 X 和 Y 方 向 上 代 表 的 距 离 也 不 一 定 相 同 。 对 话 单
元 的 尺 寸 取 决 于 用 于 对 话 文 字 的 字 体 ， 而 对 话 字 体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为 系 统 字 体 (在
上 面 的 脚 本 中 ， 可 选 的 F O N T 指 令 将 对 话 字 体 指 定 为 8 磅 M S  S a n s  S e r i f )。 水 平
X 方 向 的 一 个 对 话 单 元 等 于 用 于 该 对 话 字 体 的 1/4 平 均 字 符 宽 。 在 垂 直 Y 方 向 ，
一 个 对 话 单 元 是 1/8 字 符 高 。因 为 在 W i n d o w s 采 用 的 字 体 测 量 系 统 里 面 ，将 字 符
高 度 作 为 字 体 的 大 小 ， 因 此 ， 对 于 一 个 使 用 了 8 磅 字 体 的 对 话 来 说 ， 一 个 垂 直 对
话 单 元 就 是 1 磅 ， 或 1 / 1 2 英 寸 。

尽 管 与 可 视 化 控 件 相 比 ，完 成 控 件 的 布 局 要 复 杂 些 ，但 将 对 话 单 元 与 字 体 大 小 结
合 起 来 ，就 意 昧 着 一 个 对 话 框 将 在 不 同 的 屏 幕 分 辨 率 下 保 持 同 一 尺 寸 。它 还 可 以
确 保 当 对 话 的 字 体 改 变 时 ， 控 件 之 间 的 相 对 位 置 保 持 不 变 ，虽 然 大 一 点 儿 或 小 一
点 儿 的 字 体 仅 仅 是 导 致 对 话 窗 口 及 其 内 容 在 尺 寸 上 扩 大 或 缩 小 。在 运 行 时 ，在 对
话 窗 口 之 中 放 置 控 件 的 程 序 应 该 首 先 通 过 调 用 G e t D i a l o g B a s e U n i t s  A P I 函 数 来 确
定 该 对 话 的 “ 基 本 单 元 ”。 基 本 单 元 定 义 了 当 前 屏 幕 分 辨 率 下 的 对 话 单 元 与 像 素
之 间 的 关 系 。 M a p D i a l o g R e c t 函 数 可 以 自 动 实 现 会 话 ， 将 对 话 单 元 中 的 坐 标 翻 译
成 相 等 数 量 的 屏 幕 像 素 。 M S D N 在 线 帮 助 十 分 详 细 地 介 绍 了 这 两 个 A P I 函 数 。

对 话 脚 本 中 的 S T Y L E 伪 指 令 指 定 了 影 响 对 话 外 观 的 各 种 标 志 ， 例 如 ， 为 对 话 提
供 标 题 栏 的 W S _ C A P T I O N 标 志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标 志 与 对 话 的 模 态 样 式 无
关 ， 它 仅 仅 取 决 于 程 序 创 建 对 话 的 方 式 。 模 态 样 式 的 意 思 是 ， 在 对 话 可 见 期 间 ，
只 有 属 于 其 他 程 序 的 窗 口 才 可 以 接 收 输 入 焦 点 ， 因 此 ， 用 户 在 运 行 负 责 该 对 话 的
程 序 (或 至 少 是 线 程 )之 前 必 须 先 关 闭 它 。 例 如 ， A b o u t（ 关 于 ） 框 就 是 模 态 对 话 ，



它 可 以 阻 塞 程 序 执 行 ， 直 至 被 放 弃 。 非 模 态 对 话 则 不 太 明 显 ， 它 允 许 用 户 不 必 关
闭 对 话 ，就 可 以 在 程 序 内 切 换 到 另 一 个 窗 口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F i n d 命 令
是 非 模 态 对 话 的 好 例 子 。 将 要 在 本 章 稍 后 介 绍 的 名 为 C o l o r 的 范 例 程 序 ， 说 明 了
如 何 使 用 V i s u a l  C + +来 创 建 非 模 态 样 式 的 对 话 。

尽 管 名 字 叫 做 W S _ S Y S M E N U ，但 这 个 标 志 只 不 过 是 在 对 话 标 题 栏 的 最 右 边 放 置
了 一 个 C l o s e 按 钮 而 已 ， 因 为 子 窗 口 控 件 是 不 会 有 真 正 的 系 统 菜 单 的 。 可 选 的
C A P T I O N 指 令 指 定 了 将 要 在 标 题 栏 中 出 现 的 文 字 。

对 话 的 控 件 定 义 语 句 被 括 在 B E G I N 和 E N D 语 句 之 间 。每 条 定 义 都 包 含 有 与 脚 本
第 一 行 一 样 的 相 同 类 型 的 四 数 字 系 列 。在 那 里 ，前 两 个 数 字 给 出 了 控 件 左 上 角 相
对 于 对 话 原 点 的 X 和 Y 坐 标 ， 后 两 个 数 字 用 于 指 定 控 件 窗 口 的 宽 度 和 高 度 。 再
重 复 一 遍 ， 所 有 的 坐 标 和 尺 寸 都 是 以 对 话 单 元 表 示 的 。

这 个 对 话 脚 本 为 A b o u t（ 关 于 ） 框 提 供 了 一 个 标 签 为 O K 的 推 压 式 按 钮 ， 以 及 三
个 静 态 控 件 ，其 中 一 个 控 件 包 含 有 程 序 图 标 的 一 个 副 本 。 我 们 将 在 本 章 后 面 的 范
例 代 码 中 遇 到 这 些 控 件 及 其 他 控 件 。如 果 想 获 得 包 括 有 普 遍 控 件 在 内 的 一 个 完 整
控 件 列 表 ， 请 访 问 M S D N 在 线 帮 助 ， 或 查 阅 一 些 参 考 书 ， 例 如 C h a r l e s  P e t z o l d
编 著 的 P r o g r a m m i n g  W i n d o w s  9 5（ W i n d o w s  9 5 编 程 ）。

你 可 以 对 A p p W i z a r d 提 供 的 A b o u t 对 话 进 行 改 进 。如 果 没 有 别 的 改 进 的 话 ，就 在
版 权 行 中 添 上 你 的 名 字 。 让 我 们 首 先 来 看 一 看 V i s u a l  C + +对 话 编 辑 器 ， 然 后 使 用
这 个 编 辑 器 向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对 话 框 中 添 加 一 些 其 他 东 西 。



对 话 编 辑 器

在 以 前 进 行 W i n d o w s 编 程 的 时 候 ， 开 发 者 们 设 计 对 话 框 的 过 程 大 概 是 这 样 的 ，
它 们 不 得 不 在 R C 文 件 中 编 写 脚 本 ， 然 后 ， 再 编 译 和 运 行 程 序 ， 才 能 看 到 对 话 框
实 际 的 样 子 。 这 个 不 断 摸 索 反 复 试 验 的 过 程 ， 通 常 需 要 反 复 多 次 ， 才 能 正 确 地 放
置 控 件 ， 并 使 其 工 作 。 但 是 ， 那 个 时 代 已 经 结 束 了 。 就 是 这 个 资 源 编 辑 器 而 不 是
其 他 任 何 东 西 ， 使 得 V i s u a l  C + + 变 得“ 形 象 ” 了 ， 一 旦 你 已 经 开 始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来 设 计 对 话 ， 那 么 就 再 也 不 用 回 到 旧 方 法 了 。 你 不 仅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几 下 鼠 标 ， 把
专 业 质 量 的 对 话 放 在 一 起 ， 当 你 创 建 它 的 时 候 ， 看 着 它 在 屏 幕 上 形 成 表 单 ， 而 且
还 可 以 在 编 辑 器 中 对 对 话 的 工 作 模 态 进 行 测 试 。 控 件 看 上 去 不 对 吗 ?想 改 变 助 记
键 吗 ?利 用 这 个 编 辑 器 ， 修 改 工 作 会 很 轻 松 愉 快 。 当 你 完 成 之 后 ， 也 就 知 道 了 对
话 的 确 切 工 作 方 式 以 及 它 们 在 运 行 程 序 中 的 样 子 。正 如 我 们 将 要 在 下 一 章 中 看 到
的 ， 对 话 编 辑 器 与 C l a s s W i z a r d 结 合 得 也 很 好 ， 后 者 可 以 自 动 生 成 代 码 ， 来 初 始
化 和 检 索 来 自 对 话 控 件 的 数 据 。

至 于 其 他 资 源 ， 你 可 能 会 发 现 ， 通 过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编 辑 R C 文 件 ， 以 便 更 容 易
地 对 现 有 的 对 话 脚 本 做 出 小 小 的 修 改 。 这 一 点 儿 都 没 有 错 。 但 对 大 多 数 修 改 来
说 ， 特 别 是 当 你 创 建 一 个 新 对 话 的 时 候 ， 对 话 编 辑 器 应 该 是 你 最 好 的 选 择 。 与 其
他 的 V i s u a l  C + + 资 源 编 辑 器 类 似 ， 可 以 用 两 种 方 法 之 一 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究 竟
使 用 哪 一 种 方 法 取 决 于 你 是 想 创 建 一 个 新 对 话 框 ，还 是 想 继 续 使 用 已 经 在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中 存 在 的 那 个 对 话 框 。如 果 想 从 头 开 始 创 建 一 个 新 对 话 框 ，请 单 击 I n s e r t



（ 插 入 ）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来 打 开 I n s e r t  R e s o u r c e（ 插 入 资 源 ） 框 ， 然 后 从 列 表
中 选 择 D i a l o g：



展 开 I n s e r t  R e s o u r c e 框 中 的 D i a l o g 条 目 ， 将 展 现 出 代 表 特 殊 对 话 形 状 的 标 识 符 ，
例 如 具 有 工 具 栏 尺 寸 的 I D D _ D I A L O G B A R。 如 果 想 创 建 一 个 带 有 默 认 的 O K 和



C a n c e l 按 钮 的 通 用 对 话 ， 请 双 击 D i a l o g 而 不 展 开 它 。

如 果 想 继 续 在 现 有 的 对 话 上 工 作 ，请 打 开 项 目 。并 且 单 击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资 源 视 图 ）窗 格 中 列 出 的 对 话 标 识 符 。如 果 你 想 在 非 当 前 项
目 的 一 个 项 目 中 编 辑 对 话 ， 请 单 击 Fi l e（ 文 件 ） 菜 单 ， 并 打 开 另 一 个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该 操 作 将 打 开 其 他 项 目 的 资 源 列 表 ，你 可 以 从 中 选 取 需 要 的 对 话 框 。不 过 ，
你 不 能 将 该 资 源 存 入 当 前 的 项 目 ， 原 因 是 V i s u a l  C + +不 能 将 来 自 R C 文 件 的 对 话
脚 本 合 并 到 另 一 个 对 话 脚 本 之 中 。文 本 编 辑 器 为 将 另 一 个 项 目 的 对 话 复 制 到 当 前
的 项 目 提 供 了 最 现 实 的 办 法 。可 以 按 照 第 4 章 中 介 绍 的 方 法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其 他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选 择 和 复 制 所 需 要 的 脚 本 ，并 将 其 粘 贴 进 当 前 的 R C 文 件 。
另 外 ， 还 要 在 项 目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定 义 必 要 的 标 识 符 。 然 后 ， 你 就 可 以 打 开 当
前 项 目 中 的 资 源 ， 并 对 其 进 行 正 常 的 编 辑 了 。

图 5 - 1 显 示 了 用 于 D e m o 这 个 虚 构 的 A p p W i z a r d 项 目 的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 在 里 面 ， 单 击 A D D _ A B O U T B O X 标 识 符 ， 可 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并 加 载
程 序 的 A b o u t（ 关 于 ） 框 对 话 。



图 5 - 1   在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中 ， 双 击 一 个 对 话 标 识 符 ， 将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为 现 有 的 对 话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时 候 ， 该 编 辑 器 将 读 取 R C 文 件 的 脚 本 ， 并 且 在
编 辑 器 工 作 区 中 复 制 这 个 对 话 (如 果 W o r k s p a c e 或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处 于 连 接
模 式 之 中 ， 它 可 能 会 覆 盖 掉 对 话 编 辑 器 窗 口 。 如 果 是 这 样 的 话 ， 请 右 击 每 个 覆 盖



的 窗 口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H i d e（ 隐 藏 ） 命 令 )。 图 5 - 2 显 示 了 已 加 载 到 编
辑 器 中 准 备 修 改 的 D e m o 的 A b o u t 对 话 框 。

尽 管 这 样 看 上 去 已 经 足 够 真 实 了 ， 但 图 5-2 中 的 A b o u t（ 关 于 ） 框 只 不 过 是 一 个
没 有 运 行 的 演 示 图 片 而 已 。 单 击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的 按 钮 或 编 辑 框 ， 可 以 选 中 控 件 ，
但 不 激 活 它 。 图 5 - 2 中 所 显 示 的 规 则 指 导 是 可 选 的 ， 但 是 ， 你 可 能 通 过 从 L a y o u t
（ 布 局 ）菜 单 中 选 择 G u i d e  S e t t i n g s（ 指 南 设 置 ）来 将 它 们 关 闭 。这 两 个 叫 做 C o n t r o l s
和 D i a l o g 的 工 具 栏 需 要 详 细 解 释 一 下 。



图 5 - 2   对 话 编 辑 器

C o n t r o l（ 控 件 ） 工 具 栏

利 用 C o n t r o l（ 控 件 ） 工 具 栏 ， 你 可 以 单 击 访 问 对 话 窗 口 中 放 置 的 控 件 。 单 击 代



表 你 想 要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 并 且 ， 将 控 件 从 工 具 栏 拖 入 到 对 话 框 中 的 位 置 。 在 你 拖
动 的 时 候 ， 一 个 点 划 线 的 矩 形 显 示 了 控 件 窗 口 的 轮 廓 ， 这 样 ， 在 你 释 放 鼠 标 按 钮
放 置 控 件 之 前 ， 就 可 以 对 控 件 的 尺 寸 和 位 置 一 目 了 然 。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 只 需 在 从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 工 具 栏 选 中 一 个 按 钮 ， 然 后 ， 在 对 话 窗 口 的 任 何 地 方 单 击 即 可 。
控 件 窗 口 将 在 单 击 位 置 的 中 心 地 方 出 现 。 图 5 - 3 标 识 了 C o n t r o l s （ 控 件 ） 工 具 栏
上 可 以 提 供 的 控 件 类 型 。

一 旦 已 经 把 自 己 想 要 的 控 件 从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 工 具 栏 拖 进 了 对 话 区 ， 那 么 ， 下
面 就 是 在 自 己 喜 欢 的 位 置 安 排 控 件 了 。D i a l o g（ 对 话 ）工 具 栏 可 以 为 你 提 供 帮 助 ，
但 是 ， 首 先 我 们 必 须 来 讨 论 一 下 在 对 话 中 选 中 控 件 窗 口 。



图 5 - 3   C o n t r o l s 工 具 栏

选 择 和 安 排 控 件

将 控 件 窗 口 拖 入 对 话 框 的 时 候 ，在 该 控 件 周 围 包 围 着 一 个 有 阴 影 的 矩 形 ，这 就 表
示 该 控 件 已 被 选 中 了 。阴 影 的 选 择 矩 形 有 八 个 尺 寸 控 制 柄 ，它 们 是 放 置 在 矩 形 四
角 和 四 边 的 小 正 方 形 。 像 在 W i n d o w s 中 的 典 型 操 作 一 样 ， 你 可 以 通 过 用 鼠 标 指
针 来 拖 动 一 个 尺 寸 控 制 柄 ， 来 调 整 选 中 的 控 件 ，或 者 如 果 想 更 加 精 确 地 进 行 调 整
的 话 ， 还 可 以 通 过 按 箭 头 键 的 同 时 按 下 S h i f t 键 来 完 成 。 每 按 一 次 ， 控 件 的 尺 寸
改 变 一 个 单 位 。 你 还 可 以 通 过 在 工 作 内 的 任 何 地 方 而 不 是 在 控 件 窗 口 上 单 击 ，来
选 中 和 调 整 对 话 框 本 身 。



当 你 将 控 件 窗 口 拖 入 对 话 的 时 候 ，没 有 必 要 对 其 进 行 仔 细 定 位 ，因 为 移 动 已 经 就
位 的 控 件 是 很 容 易 的 。单 击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的 控 件 来 选 中 控 件 窗 口 ， 然 后 使 用 鼠 标
拖 动 或 使 用 箭 头 键 移 动 它 。 为 了 更 好 地 对 齐 ， 可 单 击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上 的
T o g g l e  G r i d（ 开 关 网 格 ） 按 钮 打 开 网 格 。

当 可 以 在 对 话 窗 口 中 看 到 网 格 的 时 候 ， 控 件 仅 从 一 个 网 格 行 移 向 另 一 个 网 格 行 ，
这 个 特 征 就 是 大 家 熟 知 的 “ 与 网 格 对 齐 ”。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水 平 和 垂 直 网 格 间 距
是 5 个 对 话 单 位 ， 但 你 可 以 在 图 5 - 4 所 示 的 G r i d  S e t t i n g s（ 网 格 设 置 ） 对 话 框 中
改 变 这 个 对 话 框 。



图 5 . 4   G u i d e  S e t t i n g 框



如 果 与 网 格 对 齐 特 征 阻 碍 你 按 照 自 己 的 方 式 来 安 排 控 件 ， 那 么 只 需 将 其 关 闭 即
可 。 如 果 你 后 来 又 打 开 了 ， 编 辑 器 不 影 响 对 话 框 中 已 经 存 在 的 控 件 窗 口 的 放 置 。
如 果 想 临 时 抑 制 一 下 此 特 征 ， 请 在 拖 动 控 件 的 时 候 按 A l t 键 。

每 次 将 几 个 控 件 作 为 一 组 而 不 是 单 独 一 个 进 行 移 动 或 调 整 往 往 更 加 方 便 。对 话 编
辑 器 为 同 时 选 中 几 个 控 件 提 供 了 两 种 方 法 。 第 一 种 方 法 是 在 按 住 S h i f t 键 的 同 时
依 次 单 击 你 想 选 中 的 控 件 。第 二 种 方 法 最 适 于 成 组 安 排 的 控 件 。单 击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工 具 栏 上 的 S e l e c t i o n（ 选 择 ）工 具 ，并 将 虚 线 矩 形 拖 到 控 件 上 面 来 选 中 它 们 。
图 5-5 说 明 了 这 个 过 程 。

如 果 你 想 取 消 对 所 选 组 中 某 个 控 件 的 选 中 ， 请 在 按 住 S h i f t 键 的 同 时 单 击 该 控
件 。 还 可 以 用 同 样 的 方 法 向 组 中 添 加 控 件 。 选 中 了 多 个 控 件 之 后 ， 在 选 中 组 中 ，
除 了 一 个 控 件 之 外 ，除 有 控 件 的 尺 寸 控 制 柄 全 都 显 示 为 空 的 ，以 表 明 它 们 处 于 非
激 活 状 态 。 剩 下 的 那 个 具 有 实 尺 寸 控 制 柄 的 控 件 被 认 为 是 选 中 组 中 的 支 配 控 件 ，
编 辑 器 可 以 从 中 确 定 作 为 整 体 的 选 中 组 的 调 整 或 对 齐 方 式 。 例 如 ， 图 5 - 5 中 的
C h e c k 1 控 件 就 是 选 中 的 组 中 的 三 个 控 件 的 支 配 控 件 ， 因 为 它 是 唯 一 具 有 实 尺 寸
控 制 柄 的 控 件 。 在 按 下 C t r l 键 的 同 时 ， 单 击 选 中 组 中 的 另 一 个 控 件 ，可 以 使 其 成
为 新 的 支 配 控 件 。



图 5 - 5    同 时 选 中 几 个 控 件

仅 有 实 尺 寸 控 制 柄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如 果 尺 寸 控 制 柄 是 空 的 ，那 么 该 控 件 就 不 能 在



这 个 方 向 上 进 行 调 整 。组 合 框 控 件 仅 仅 在 两 边 上 具 有 活 动 的 尺 寸 控 制 柄 。这 是 因
为 通 常 看 不 到 的 控 件 下 拉 区 域 边 是 控 件 窗 口 的 一 部 分 ， 在 建 立 窗 口 尺 寸 的 时 候 ，
必 须 将 其 考 虑 进 来 。 图 5-6 说 明 了 如 何 改 变 组 合 框 控 件 下 拉 区 域 的 尺 寸 。

你 可 以 创 建 控 件 的 一 个 副 本 ，并 通 过 在 按 下 C t r l 键 的 时 候 拖 动 控 件 窗 口 ，来 将 其
放 在 工 作 区 中 ， 如 图 5 - 7 所 示 。 该 操 作 将 创 建 一 个 新 窗 口 ， 除 了 具 有 自 己 的 标 识
符 值 外 ， 它 就 是 原 始 窗 口 的 “ 克 隆 ” 体 。

图 5 - 6   改 变 组 合 框 的 尺 寸



图 5 - 7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复 制 控 件 窗 口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既 然 你 已 经 知 道 了 如 何 选 中 一 组 控 件 ， 那 么 ， 图 5 - 8 所 示 的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就 更 有 意 义 了 。 在 对 话 中 四 处 拖 动 控 件 是 找 到 合 适 位 置 的 好 办 法 ， 但 是 ， 如 果
要 精 确 对 齐 控 件 窗 口 ， 你 应 该 使 用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上 的 工 具 。 利 用 它 们 ，
你 可 以 在 对 话 框 内 部 对 齐 了 的 行 和 列 中 放 置 控 件 窗 口 ，为 对 话 提 供 整 齐 的 和 专 业
的 外 观 。这 个 工 具 栏 上 还 有 一 个 测 试 模 式 开 关 ，它 允 许 你 将 新 的 对 话 用 于 测 试 驱
动 程 序 ， 来 看 看 它 在 实 际 中 的 外 观 和 行 为 。



图 5 - 8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所 有 的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按 钮 在 L a y o u t（ 布 局 ） 菜 单 上 都 具 有 功 能 相 同 的 命
令 ， 因 此 ， 如 果 你 不 想 看 见 工 具 栏 的 话 ， 还 可 以 把 它 关 闭 。 如 果 想 显 示 或 隐 藏 工
具 栏 ， 请 从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中 选 择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单 击 T o o l b a r s（ 工
具 栏 ） 选 项 卡 ， 然 后 单 击 列 表 中 的 D i a l o g（ 对 话 ） 复 选 框 。

正 如 你 在 图 5-8 中 所 看 到 的 ， 工 具 栏 将 按 钮 安 排 在 五 个 逻 辑 组 中 ， 它 们 分 别 用 于
对 齐 、 居 中 、 间 隔 、 调 整 控 件 的 尺 寸 ， 以 及 打 开 和 关 闭 网 格 和 标 尺 指 南 。 在 图



5 - 8 中 呈 现 为 灰 色 的 对 齐 、 间 隔 和 尺 寸 调 整 工 具 ， 仅 仅 当 对 话 中 选 中 了 两 个 或 多
个 控 件 时 才 被 启 用 。

下 面 几 节 将 阐 述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的 几 个 效 果 。 通 常 ， 为 了 将 一 组 控 件 放 到 所
需 要 的 位 置 ，需 要 采 用 几 个 工 具 。因 此 ，你 必 须 考 虑 一 下 应 用 工 具 的 顺 序 。不 过 ，
即 使 做 错 了 也 没 关 系 。 如 果 一 个 工 具 的 效 果 不 合 适 ， 只 需 单 击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上 的 U n d o （ 撤 消 ） 即 可 。

对 齐 工 具

对 齐 工 具 的 作 用 是 将 所 选 组 的 控 件 与 支 配 控 件 对 齐 。 例 如 ， 单 击 A l i g n  L e f t（ 左
对 齐 ） 按 钮 ， 将 改 变 选 中 控 件 的 X 坐 标 ， 以 便 与 支 配 控 件 的 X 坐 标 和 匹 配 ， 而
不 影 响 Y 坐 标 。



居 中 工 具

居 中 工 具 可 以 作 用 于 单 个 选 中 控 件 或 一 组 控 件 ，将 选 中 部 分 放 在 对 话 客 户 区 的 水
平 或 垂 直 中 心 。



间 隔 工 具

间 隔 工 具 仅 仅 在 包 含 有 三 个 或 更 多 控 件 的 选 中 组 上 才 能 工 作 。 在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中 ， 它 们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因 为 它 不 能 区 分 哪 一 个 选 中 控 件 是 支 配 控 件 。 水 平
间 隔 将 改 变 选 中 组 中 除 了 最 左 边 和 最 右 边 控 件 之 外 的 X 坐 标 ， 使 水 平 方 向 的 控
件 均 匀 排 列 。 垂 直 间 隔 工 具 完 成 Y 坐 标 方 向 上 相 同 的 工 作 ， 使 控 件 在 垂 直 方 向
上 均 匀 分 布 。 在 下 列 中 ， 垂 直 间 隔 工 具 (编 辑 器 为 它 取 了 个 容 易 引 起 混 淆 的 名 字 ，
S p a c e  D o w n（ 向 下 间 隔 ） )调 整 的 仅 仅 是 A p p l y（ 应 用 ） 按 钮 ，O K 和 C a n c e l 按 钮



依 旧 在 原 来 的 位 置 不 变 。

尺 寸 调 整 工 具

尺 寸 调 整 工 具 作 用 于 包 含 有 两 个 或 更 多 控 件 的 选 中 组 。尺 寸 调 整 并 不 移 动 控 件 窗
口 ， 而 仅 仅 改 变 选 中 的 控 件 的 高 度 和 宽 度 ，以 便 与 选 中 部 分 中 支 配 控 件 的 尺 寸 相
配 。



控 件 属 性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的 每 个 控 件 都 有 一 个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框 ， 你 可 以 在 里 面 为
控 件 指 定 标 识 符 和 值 ， 键 入 标 签 ， 设 置 适 合 于 控 件 窗 口 的 样 式 标 志 。 如 果 想 展 现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 请 右 击 工 作 区 中 的 控 件 窗 口 ， 并 从 弹 出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上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你 还 可 以 选 中 一 个 控 件 ， 并 单 击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命 令 。 每 个 控 件 类 型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在 外 观 和 内 容 上 略 有 不
同 。 图 5 - 9 显 示 了 一 个 复 选 框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



图 5 - 9   一 个 复 选 框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在 第 4 章 中 ，你 可 能 已 经 习 惯 于 在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双 击 一 个 项 目 来 打 开
合 适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了 ， 但 该 项 技 术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则 不 具 有 相 同 的 效
果 。 双 击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的 一 个 控 件 窗 口 可 以 导 致 三 个 结 果 之 一 ，这 主 要 取 决 于 环
境 和 控 件 类 型 。

n  如 果 控 件 接 受 用 户 输 入 ，双 击 控 件 窗 口 ，将 调 用 一 个 题 为 A d d  F u n c t i o n
（ 添 加 函 数 ） 的 对 话 ， 它 允 许 你 为 这 个 控 件 快 速 添 加 存 根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n  双 击 静 态 控 件 或 对 话 窗 口 ， 将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对 话 类 的 源 文 件 ，
并 在 构 造 器 中 放 置 插 入 符 。

n  如 果 项 目 没 有 C l a s s W i z a r d 数 据 库 C L W 文 件（ 将 在 下 章 介 绍 )，那 么 双
击 非 静 态 控 件 的 一 个 控 件 将 没 有 任 何 效 果 。 这 种 行 为 不 同 于 版 本 5 ，
在 版 本 5 中 ， 没 有 CLW 文 件 时 ， 双 击 将 显 示 该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

如 果 控 件 接 受 用 户 输 入 ， 例 如 复 选 框 或 滑 块 控 件 ， 那 么 ， 当 你 键 入 控 件 标 题 的 时
候 ，将 分 配 一 个 独 一 无 二 的 助 记 键 。利 用 助 记 键 ，用 户 通 过 按 下 键 盘 上 的 一 个 键 ，
可 以 将 输 入 焦 点 移 到 控 件 上 。前 一 章 介 绍 了 用 于 菜 单 命 令 的 助 记 键 ，用 于 标 签 的
助 记 键 也 没 有 什 么 差 别 。 只 需 要 在 任 何 字 符 前 加 上 “ 与 ” 符 号 (& )， 将 字 符 作 为
控 件 的 助 记 键 标 识 即 可 。 例 如 图 5 - 9 中 的 复 选 框 就 具 有 标 题 “ & R e d”， 在 里 面 ，
助 记 键 是 字 母 “ R ”。

对 于 滑 块 控 件 或 像 编 辑 框 这 样 的 文 字 条 目 控 件 ，应 在 静 态 控 件 标 签 中 为 其 分 配 助
记 键 ， 下 面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例 子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按 A l t + D 将 把 焦 点 放 在 D a t e 编 辑 框 中 ， 按 下 A l t + A， 将 把 焦 点
放 在 A m o u n t 编 辑 框 中 (当 两 个 编 辑 框 都 没 有 焦 点 时 ，A lt 键 是 可 选 的 )。为 了 使 助
记 键 工 作 ， 每 个 编 辑 框 必 须 按 照 按 Tab 键 的 移 动 顺 序 排 列 它 的 静 态 控 件 标 签 。

按 Ta b键 的 移 动 顺 序

助 记 键 并 不 是 为 某 个 控 件 分 配 输 入 焦 点 的 唯 一 办 法 。 用 户 可 以 用 鼠 标 单 击 控 件 ，
或 通 过 反 复 按 T a b 键 跳 到 某 一 控 件 。 每 当 系 统 检 测 到 Tab 键 的 时 候 ， 它 就 把 输 入
焦 点 移 动 到 Tab 键 移 动 顺 序 的 下 一 个 控 件 。



按 Tab 键 的 移 动 顺 序 可 以 由 R C 文 件 对 话 脚 本 的 控 件 语 句 顺 序 中 推 出 。 例 如 ， 当
在 下 面 脚 本 中 定 义 的 对 话 出 现 的 时 候 ， I D C _ C O M B O 1 组 合 框 控 件 就 具 有 了 输 入
焦 点 。 按 下 Tab 键 ， 将 输 入 焦 点 从 I D C _ C O M B O 1 控 件 按 显 示 的 顺 序 移 到 另 一 个
控件。当 I D _ C A N C E L 按 钮 具 有 了 焦 点 之 后 ， 再 次 按 下 Tab 键 ， 将 把 焦 点 循 环 回
I D C _ C O M B O 1 的 开 始 处 。

I D D _ D E M O _ D L G  D I A L O G  0 ,  0 ,  2 4 7 ,  6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D S _ 3 D L O O K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V I S I B L E  |  W S _ C A P T I O N

C A P T I O N  " D e m o  D i a l o g"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B E G I N

     C O M B O B O X        I D C _ C O M B 0 1 , 1 5 , 1 5 , 1 5 9 , 8 0 , W S _ V S C R O L L  |

                       W S _ T A B S T O P  |  C B S _ D R O P D O W N | C B S _ A U T O H S C R O L L

     C O N T R O L          " a n d" , I D C _ R A D I 0 1 ,  " B u t t o n"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4 , 3 9 , 2 5 , 1 0

     C O N T R O L          " o r" , I D C _ R A D I 0 2 ," B u t t o n"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W S _ T A B S T O P , 4 4 , 3 9 , 2 0 , 1 0

     C O M B O B O X        I D C _ C O M B O 2 , 6 9 , 3 9 , 1 0 6 , 8 0 , W S _ V S C R O L L  | W S _ G R O U P  |

                       W S _ T A B S T O P  |  C B S _ D R O P D O W N  |  C B S _ A U T O S C R O L L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I D O K , 1 9 6 , 1 2 , 4 4 , 1 7 , W S _ G R O U P

     P U S H B U T T O N       " C a n c e l" , I D _ C A N C E L , 1 9 6 , 3 4 , 4 4 , 1 7 , W S _ G R O U P

E N D

对 话 编 辑 器 可 以 将 你 与 R C 文 件 中 的 详 细 信 息 隔 离 开 来 ， 但 是 ， 你 仍 然 需 要 留 心
询 问 用 户 输 入 对 话 中 Tab 键 的 移 动 顺 序 。检 查 顺 序 通 常 是 你 在 单 击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上 的 测 试 开 关 之 前 所 做 的 最 后 一 件 事 情 。 从 L a y o u t（ 布 局 ） 菜 单 选 择 T a b
O r d e r（ T a b  次 序 ）， 可 以 显 示 当 前 对 话 的 T a b 键 移 动 顺 序 ， 该 顺 序 是 作 为 序 号 码

在 对 话 控 件 附 近 出 现 的 。 下 面 是 在 前 面 的 脚 本 中 定 义 的 用 于 对 话 的 工 作 区 ：



如 果 想 修 改 Tab 键 的 移 动 顺 序 ， 请 单 击 以 第 一 个 控 件 开 头 的 序 列 中 的 每 个 控 件 ，
也 就 是 当 对 话 首 次 出 现 时 ， 你 想 让 其 具 有 输 入 焦 点 的 那 个 控 件 。如 果 现 有 的 顺 序
仅 仅 对 于 某 一 点 来 说 是 正 确 的 ，那 么 ，你 可 能 会 发 现 ，只 改 变 错 误 的 是 很 容 易 的 。
在 单 击 具 有 最 高 的 正 确 Tab 键 的 移 动 顺 序 号 的 控 件 窗 口 的 同 时 按 下 C t r l 键 ，然 后
释 放 C t r l 键 ， 并 继 续 单 击 所 要 求 顺 序 中 的 控 件 ， 直 到 顺 序 正 确 为 止 。 例 如 ， 如 果
想 改 变 控 件 4 到 6 的 顺 序 ， 请 在 按 下 C t r l 键 的 时 候 单 击 控 件 3， 然 后 依 次 单 击 你
想 让 其 拥 有 制 表 号 4， 5 和 6 的 控 件 。 按 E n t e r 键 设 置 顺 序 并 返 回 到 编 辑 模 式 。

对 于 成 组 出 现 的 控 件 ， 例 如 单 选 按 钮 和 复 选 框 ， 改 正 Tab 键 的 移 动 顺 序 特 别 重
要 。 第 6 章 将 主 要 介 绍 Tab 键 的 移 动 顺 序 ， 以 及 它 在 使 一 组 单 选 按 钮 互 斥 (在 一
组 按 钮 中 设 置 一 个 将 自 动 清 除 其 他 按 钮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



例 1： 修 改 A b o u t对 话

这 里 是 演 示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一 些 功 能 的 简 单 例 子 。假 定 你 想 修 正 一 下 前 一 章 中 为 虚
构 的 D e m o 项 目 所 引 入 的 A b o u t（ 关 于 ）框 。图 5 - 1 0 显 示 了 一 种 可 能 的 修 改 结 果 ，
它 也 是 用 于 虚 构 程 序 S p i f D e m o 的 A b o u t（ 关 于 ） 框 ， 它 制 作 得 更 加 精 心 。



图 5 - 1 0   修 改 后 的 A b o u t（ 关 于 ） 框

位 图 标 志 事 先 在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创 建 ， 并 保 存 在 名 为 X Y Z C o r p . b m p 的



文 件 之 中 。 除 此 之 外 ，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所 做 的 改 动 只 用 几 个 步 骤 即 可 完 成 ， 所 花
的 时 间 也 就 5 分 钟 。 如 果 你 想 试 着 自 己 修 改 A b o u t（ 关 于 ） 框 ， 那 么 ， 可 以 以 一
个 名 为 D e m o 的 免 费 分 布 的 A p p W i z a r d 项 目 作 为 开 始 。 然 后 按 如 下 步 骤 进 行 操
作 。

1 . 创 建 标 志 ：单 击 I n s e r t（ 插 入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资 源 ），并 选 中 B i t m a p
（ 位 图 ）， 来 启 动 V i s u a l  C + +图 形 编 辑 器 。设 计 标 志 位 图 ， 从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来 为 新 的 位 图 资 源 提 供 标 识 符 ， 并 指 定 文 件
名 。 完 成 之 后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S a v e （ 保 存 ）。

2 .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并 加 载 A b o u t（ 关 于 ） 框 ： 在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的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格 中 ， 双 击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3 . 调 整 对 话 的 尺 寸 ： 通 过 单 击 没 有 被 控 件 占 据 的 灰 色 对 话 框 里 面 的 任 何
地 方 ， 来 选 中 对 话 窗 口 ， 并 拖 动 底 部 尺 寸 调 整 控 制 柄 来 扩 大 窗 口 。

4 . 改 变 标 题 ： 在 对 话 窗 口 处 于 选 中 状 态 的 时 候 ， 单 击 V i e w（ 查 看 ）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命 令 ， 并 在 D i a l o g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属 性 ） 框 中 重 新 编
写 标 题 。

5 . 添 加 标 志 ： 在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选 中 M F C 图 标 ， 通 过 按 D e l 键 将 其 删 除 ，
然 后 用 在 步 骤 1 中 创 建 的 代 表 公 司 标 志 的 新 位 图 来 代 替 它 。 如 果 想 向



对 话 添 加 一 个 位 图 ， 请 单 击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 工 具 栏 上 的 Pic tu r e（ 图
片 ） 按 钮 ， 并 将 控 件 拖 到 对 话 中 的 任 何 地 方 （ 位 置 不 需 要 十 分 精 确 ）。
在 图 形 控 件 处 于 选 中 状 态 的 时 候 ， 使 用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命 令 可 以 调
用 代 表 新 图 形 控 件 的 P i c t u r e  P r o p e r t i e s（ 图 片 属 性 ） 框 (如 果 想 选 中 像
图 片 这 样 的 空 控 件 ， 请 单 击 该 控 件 周 围 的 框 架 ， 原 因 是 编 辑 器 不 能 将
框 架 里 面 的 单 击 识 别 为 以 控 件 作 为 目 标 )。从 T y p e（ 类 型 ）框 的 列 表 中
选 择 B i t m a p（ 位 图 ），并 在 I m a g e（ 图 像 ） 框 中 键 入 位 图 标 识 符 。 一 定
要 键 入 与 在 步 骤 1 给 定 的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 你 可 以 按 照 同 样 的 方 式 向 对
话 中 添 加 图 标 ， 只 是 应 选 择 T y p e（ 类 型 ） 框 中 的 I c o n（ 图 标 ）， 而 不
是 B i t m a p（ 位 图 ）。

6 . 编 辑 对 话 文 字 ： 对 话 中 每 两 行 文 字 就 是 一 个 静 态 控 件 。 为 每 个 静 态 控
件 调 用 Tex t  P rop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 并 修 改 C a p t i o n（ 标 题 ）框 中 的 文 字 。
在 上 例 中 ， 将 “ D e m o” 改 为 “ S p i t f y D e m o”， 版 权 行 扩 展 为 包 括 X Y Z
C o r p o r a t i o n。 在 原 来 文 字 中 用 \ 2 5 1 代 替 “ ( C )” 版 权 符 号 ， \ 251 是 A X S I



字 符 的 八 进 制 代 码 (如 果 想 获 得 你 想 用 相 同 方 式 添 加 到 文 字 控 件 的 其 他
A N S I 字 符 列 表 ， 请 参 考 附 录 A )。

7 . 添 加 电 话 号 码 ：该 步 骤 需 要 用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工 具 栏 提 供 的 G r o u p  B o x
（ 组 框 ） 工 具 和 S t a t i c  T e x t（ 静 态 文 本 ） 工 具 。 首 先 ， 单 击 G r o u p  B o x
（ 组 框 ） 按 钮 ， 并 将 它 的 图 像 移 动 到 对 话 框 的 下 半 空 白 区 域 。 在 需 要
的 时 候 将 其 扩 大 ，然 后 再 次 单 击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命 令 打 开 G r o u p  B o x
P r o p e r t i e s（ 组 框 属 性 ） 对 话 ， 并 将 标 题 改 为 “ P h o n e  N u m b e r s”， 下 一
步 ， 单 击 S t a t i c  t e x t（ 静 态 文 本 ） 按 钮 ， 并 将 其 拖 到 对 话 中 的 组 合 框 里
面 。 在 静 态 控 件 窗 口 仍 处 于 选 中 状 态 的 时 候 ， 通 过 在 按 住 C t r l 键 的 同
时 短 距 离 地 拖 动 控 件 ， 可 以 创 建 它 的 多 个 副 本 。 将 这 些 副 本 拖 到 独 立
的 行 上 ，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放 置 。 在 这 个 阶 段 ， 对 齐 并 不 是 很 重 要 的 ， 因
为 以 后 可 以 更 加 仔 细 地 进 行 。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静 态 控 件 包 含 有 单 个 单 词 “ Sta t ic ”。 为 这 三 个 静 态 控
件 中 的 每 一 个 打 开 T e x t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 并 在 C a p t i o n（ 标 题 ）
框 中 用 新 文 字 和 电 话 号 码 代 替“ Sta t ic”。 单 击 位 于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左 上
角 的 按 钉 按 钮 ， 可 以 阻 止 它 在 两 个 选 择 之 间 消 失 。

\ t 制 表 符 在 三 个 静 态 控 件 中 为 电 话 号 码 留 空 ， 并 将 它 们 对 齐 ， 例 如
“ S a l e s : \ t \ t \ t ( 2 0 6 ) 5 5 5 - 1 2 1 2”。 不 过 ， 在 C a p t i o n 栏 中 键 入 \t 字 符 将 只 为



静 态 控 件 扩 展 一 个 单 空 格 ， 因 此 ， \t 字 符 后 面 的 文 字 可 能 不 会 在 控 件
窗 口 中 出 现 。 如 果 看 到 它 ， 你 可 以 通 过 拖 动 控 件 的 右 尺 寸 调 整 控 制 柄
来 手 工 加 长 每 个 静 态 控 件 。

8 . 对 齐 控 件 ： 打 开 网 格 ， 并 使 用 鼠 标 拖 动 控 件 就 位 。 三 个 带 有 电 话 号 码
的 文 字 控 件 应 当 被 对 齐 ， 而 且 被 均 匀 排 列 。 在 你 所 希 望 的 地 方 设 置 第
一 行 ， 然 后 选 中 全 部 三 行 ， 并 且 单 击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上 的 A l i g n
L e f t（ 左 对 齐 ） 和 S p a c e  D o w n（ 向 下 间 隔 ） 按 钮 。

如 果 想 使 对 话 的 外 观 均 衡 ， 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 还 可 以 扩 大 O K 按 钮 。
只 需 单 击 该 按 钮 便 可 选 中 它 ， 然 后 根 据 需 要 拖 动 尺 寸 调 整 控 制 柄 即
可 。

9 . 测 试 ： 单 击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上 的 测 试 驱 动 开 关 ， 可 以 看 看 完 成
以 后 的 作 品 是 什 么 样 子 。 如 果 想 返 回 编 辑 模 式 ， 请 单 击 对 话 的 O K 按
钮 ， 或 按 E S C 。



保 存 自 己 的 工 作 之 后 ， 对 话 编 辑 器 将 用 修 改 后 的 A b o u t（ 关 于 ） 框 所 对 应 的 新 脚
本 覆 盖 文 件 中 原 来 的 脚 本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D I S C A R D A B L E  0 ,  0 ,  2 1 7 , 1 2 9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C A P T I O N  " A b o u t  X Y Z  S p i f f y D e m o"

F O N T  8 ,  "M S  S a n s  S e r i f"

B E G I N

C O N T R O L I D B _ X Y Z C O R P , I D C _ S T A T I C ," Sta t i c" ,

S S _ B I T M A P , 1 7 , 1 6 , 8 5 , 1 0

L T E X T " S p i f f y D e m o  V e r s i o n  1 . 0 " ,

I D C _ S T A T I C , 2 1 , 3 3 , 1 1 9 , 8 , S S _ N O P R E F I X



                                                       续 表

L T E X T "C o p y r i g h t  \ 2 5 1  1 9 9 8 , X Y Z  C o r p o r a t i o n" ,

I D C _ S T A T I C , 2 1 , 4 5 , 1 1 9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O K " , I D O K , 1 6 6 , 1 5 , 3 2 , 4 0 , W S _ G R O U P

G R O U P B O X " P h o n e  N u m b e r s"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7 , 6 5 , 1 8 1 , 5 6

L T E X T "T e c h n i c a l  S u p p o r t : \ t ( 2 0 6 )  5 5 5 - 1 2 1 2" ,

I D C _ S T A T I C , 3 3 , 8 2 , 1 4 0 , 8

L T E X T "C u s t o m e r  S e r v i c e : \ t ( 2 0 6 )  5 5 5 - 1 2 1 2" ,

I D C _ S T A T I C , 3 3 , 9 4 , 1 4 2 , 8

L T E X T " S a l e s : \ t \ t \ t ( 2 0 6 )  5 5 5 - 1 2 1 2" ,

I D C _ S T A T I C , 3 3 , 1 0 6 , 1 4 1 , 8

E N D



该 脚 本 的 第 一 个 C O N T R O L 语 句 引 用 I D B _ X Y Z C O R P 位 图 ， 该 位 图 包 含 步 骤 1
中 用 图 形 编 辑 器 创 建 的 公 司 标 志 。 资 源 编 辑 器 知 道 到 哪 里 去 找 I O B _ X Y Z C O R P
位 图 ， 因 为 图 形 编 辑 器 已 在 R C 文 件 中 其 他 地 方 记 录 了 文 件 名 。

I D B _ X Y Z C O R P     B I P M A P  M O V E A B L E  P O R E     " y e s \ \ x y z c o r p . b m p"

例 2： 简 单 的 非 模 态 对 话 框

A b o u t 是 模 态 对 话 框 ， 直 到 单 击 O K 关 闭 对 话 之 后 ， 它 才 允 许 用 户 继 续 在 程 序 中
工 作 。 相 反 ， 非 模 态 对 话 框 就 允 许 用 户 在 同 一 程 序 中 切 换 到 另 一 个 窗 口 ， 并 且 继
续 工 作 。 而 对 话 仍 在 屏 幕 上 保 留 ， 直 到 被 退 出 。

对 话 是 模 态 的 ， 还 是 非 模 态 的 ， 仅 仅 取 决 于 程 序 在 运 行 时 间 创 建 该 对 话 的 方 式 。
你 可 以 用 相 同 的 方 法 设 计 模 态 和 非 模 态 对 话 框 。 只 有 一 点 例 外 ：非 模 态 对 话 框 必
须 具 有 样 式 标 志 W S _ V I S I B L E 。 该 标 志 可 以 这 样 设 定 ，在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右 击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来 调 用 D i a l o g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属 性 ） 框 。 然 后 ，
打 开 M o r e  S t y l e （ 其 他 风 格 ） 选 项 卡 中 的 Vis ib le（ 可 见 性 ） 复 选 框 ：



该 操 作 将 把 W S _ V I S I B L E 标 志 添 加 到 R C 文 件 中 该 对 话 脚 本 的 S T Y L E 语 句 。

C 程 序 通 过 调 用 C r e a t D i a l o g  A P I 函 数 或 者 它 的 一 个 变 种 (例 如 ，C r e a t D i a l o g I n d i r e c t )
来 创 建 一 个 非 模 态 对 话 ：

h D i g = C r e a t e D i a l o g ( h I n s t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D _ D I A L O G 1 ) ,

h w n d , D l g P r o c )；

在 本 例 中 ， h I n s t 是 程 序 的 实 例 句 柄 ， I D D _ D I A L O G 1 是 R C 文 件 中 代 表 该 对 话 脚
本 的 标 识 符 ，h w n d 是 对 话 拥 有 者 的 句 柄 ，D i g P r o c 是 指 向 运 行 该 脚 本 及 接 收 它 的



消 息 的 过 程 的 指 针 。

使 用 M F C 的 C + + 程 序 用 C D i a l o g : : C r e a t e 函 数 来 创 建 非 模 态 对 话 。 下 面 几 行 假 定
C M y D l g 类 是 由 M F C 的 C D i a l o g 派 生 出 来 的 ：

C M y D l y * p D l g = n e w  C m y d l g ;

D d l g   C r e a t e ( I D D _ D I A L O G , t h i s ) ;

C D i a l o g : : C r e a t e 和 C D i g l o g : : D o m o d e l 之 间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差 异 。因 为 后 一 个 函 数 创
建 的 是 模 态 对 话 。 直 到 对 话 关 闭 ， 它 才 会 返 回 。 而 C r e a t e 可 以 立 即 返 回 ， 在 非 模
态 对 话 保 留 在 屏 幕 上 的 时 候 ， 允 许 程 序 继 续 运 行 。 对 话 在 程 序 关 闭 它 之 前 ， 将 一
直 存 在 ：

d e l e t e  p D l g ;

在 本 节 展 示 的 C o l o r 程 序 中 ， 显 示 了 带 有 三 个 滑 块 控 件 (也 叫 轨 迹 条 )的 非 模 态 对
话 ， 这 三 个 滑 块 可 以 调 整 主 窗 口 背 景 颜 色 的 红 、 绿 、 蓝 组 成 。 当 你 用 鼠 标 或 箭 头
键 移 动 滑 块 的 时 候 ， 主 窗 口 的 颜 色 将 根 据 新 的 颜 色 组 成 而 变 化 ， 颜 色 值 可 能 在 0
到 2 5 5 之 间 变 化 。 如 果 视 频 硬 件 足 够 的 话 ， 从 理 论 上 讲 ， 你 可 以 通 过 移 动 滑 动 栏
来 显 示 1 6 7 7 7 2 1 6 ( 2 5 6 3 )种 不 同 颜 色 中 的 任 一 种 。图 5-11 显 示 了 带 有 非 模 态 的 C o l o r
对 话 的 程 序 窗 口 。



C o l o r 是 一 个 M F C 程 序 ， 但 不 是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 下 节 将 显 示 如 何 在
A p p W i z a r d 应 用 程 序 中 创 建 新 对 话 )。 C o l o r 项 目 开 始 是 选 中 N e w 对 话 P r o p e r t i e s
选 项 卡 中 的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图 标 。 键 入 C o l o r 作 为 项 目 名 ， 单 击 O K 。 通 过 单
击 I n s e r t（ 插 入 ）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并 双 击 资 源 类 型 列 表 中 的 D i a l o g 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新 的 对 话 是 以 出 现 默 认 的 O K 和 C a n c e l 按 钮 作 为 开 始 的 ； 在 工 作 区
中 选 中 这 些 按 钮 ， 并 按 D e l e t e 来 删 除 它 们 。



图 5 - 1 1   C o l o r 程 序



C o l o r 对 话 仅 仅 包 含 三 个 不 同 的 类 型 ， 它 们 是 由 来 自 编 辑 器 的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
工 具 栏 的 S t a t i c  T e x t（ 静 态 文 本 ） , B u t t o n（ 按 钮 ） 和 S l i d e r（ 滑 块 ） 工 具 创 建 的 。



滑 块 栏 在 对 话 中 形 成 了 三 条 分 界 线 ， 在 图 5 - 1 1 中 分 别 标 为 R e d ,  G r e e n 和 B l u e。
为 了 创 建 R e d (上 )线 ， 首 先 需 要 在 两 个 静 态 文 本 控 件 之 间 放 置 一 个 滑 块 控 件 ， 然
后 所 有 的 控 件 都 要 对 齐 ， 并 留 出 间 隔 。 将 文 本 控 件 的 标 题 初 始 化 为 R e d ， 并 在
T e x t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中 键 入 X 。X 的 作 用 是 充 当 C o l o r 在 运 行 期 间 用 滑 块 位 置 的 新
值 进 行 覆 盖 的 占 位 符 。为 滑 块 控 件 分 配 一 个 静 态 边 缘 的 边 框 和 一 个 具 有 指 针 的 按
钮 。 这 些 样 式 可 以 在 S l i d e r  P r o p e r t i e s（ 滑 块 属 性 ） 对 话 中 进 行 设 置 ， 可 以 通 过 右
击 对 话 中 的 滑 块 控 件 窗 口 ， 并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来 设 置 ：

1 . 在 Sty le （ 样 式 ） 选 项 卡 中 ， 在 拇 指 样 式 的 P o i n t（ 指 向 ） 框 中 选 中
B o t t o m / R i g h t（ 底 部 /右 边 ）。

2 . 在 E x t e n d e r  S t y l e（ 扩 展 样 式 ） 选 项 卡 中 ， 单 击 S t a t i c  E d g e（ 静 态 边 缘 ）
复 选 框 。

G r e e n 和 B l u e 线 的 创 建 方 法 与 R e d 线 完 全 相 同 ， 通 过 将 R e d 的 三 个 控 件 做 为 一
组 选 中 来 复 制 ， 然 后 按 照 前 一 章 中 介 绍 的 方 法 ， 在 按 下 C t r l 的 同 时 拖 动 该 组 控
件 。 这 时 候 ， 对 话 编 辑 器 工 作 区 看 上 去 与 下 图 类 似 ， 完 成 该 对 话 仅 仅 需 要 将 第 二
个 和 第 三 个 标 题 分 别 改 为 G r e e n 和 B l u e，将 控 件 对 齐 ，并 在 对 话 窗 口 的 底 部 添 加
O K 按 钮 。 为 该 按 钮 分 配 一 个 标 识 符 I D O K ， 并 设 置 该 按 钮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S t y l e s 选 项 卡 中 的 D e f a u l t  B u t t o n（ 默 认 按 钮 ） 复 选 框 。



在 复 制 选 定 了 的 控 件 的 时 候 ，对 话 编 辑 器 将 自 动 为 新 的 控 件 分 配 不 同 的 标 识 符 符
号 ， 以 确 保 该 对 话 中 的 每 个 控 件 都 被 独 一 无 二 地 标 识 。新 的 符 号 与 原 来 的 符 号 具



有 相 同 的 名 字 ，只 是 后 面 添 加 了 数 字 。 例 如 ，第 一 行 的 R e d 滑 块 控 件 将 分 配 一 个
名 为 I D C _ S L I D E _ R E D 的 标 识 符 。 当 你 通 过 复 制 R e d 线 来 创 建 G r e e n 和 B l u e 线
的 时 候 ， 编 辑 器 将 为 新 控 件 分 配 名 为 ID C _ S L I D E _ R E D 1 和 I D C _ S L I D E _ R E D 2
的 标 识 符 (在 C o l o r 程 序 中 ， 以 后 将 在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中 把 每 个 控 件 的 标 识
符 改 为 I D C _ S L I D E _ G R E E N 的 I D C _ S L I D E _ B L U E )。在 保 存 这 个 对 话 的 时 候 ，编
辑 器 将 在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为 新 的 标 识 符 写 下 # d e f i n e 语 句 。 结 果 总 结 如 下 ：

C o l o r 对 话 中 的 控 件 标 识 符

上 行 中 行 下 行

C o l o r 静 态
控 件

I D C _ S T A T I C I D C _ S T A T I C I D C _ S T A T I C

滑 块 控 件 I D C _ S L I D E _ R E
D

I D C _ S L I D E _ G R E E N I D C _ S L I D E _ B L
U E

X 静 态 控 件 I D C _ S T A T I C _ R
E D

I D C _ S T A T I C _ G R E E
N

I D C _ S T A T I C _ B L
U E

C o l o r 静 态 控 件 (最 左 面 的 控 件 )的 标 题 应 该 是 R e d ， G r e e n 和 B l u e。 最 右 边 的 控 件
的 标 题 是 所 有 三 条 线 的 X 。



C o l o r 的 源 代 码 仅 需 要 一 个 主 文 件 ，两 个 名 为 R e s o u r c e . h 和 Color .h 的 头 文 件 ，以
及 一 个 定 义 了 对 话 的 名 为 Color . re 的 资 源 脚 本 文 件 。 源 程 序 列 表 如 下 (见 列 表 5-
1 )：

列 表 5 - 1： C o l o r 程 序 的 源 代 码

R e s o u r c e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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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R e s o u r c e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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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1 2 8

# d e f i n e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1 0 0

# d e f i n e  I D D _ C O L O R _ D I A L O G 1 0 1



# d e f i n e  I D C _ S T A T I C _ R E D 1 0 2

# d e f i n e  I D C _ S T A T I C _ G R E E N 1 0 3

# d e f i n e  I D C _ S T A T I C _ B L U E 1 0 4

# d e f i n e  I D C _ S L I D E _ R E D 1 0 5

# d e f i n e  I D C _ S L I D E _ G R E E N 1 0 6

# d e f i n e  I D C _ S L I D E _ B L U E 1 0 7

# d e f i n e  I D M _ C O L O R 2 0 0

C o l o r .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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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olor . 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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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r e s . h "

A F X _ I D I _ S T D _ F R A M E        I C O N       " r e s \ \ C o l o r . i c o "

ID R _ M A I N F R A M E  M E N U

B E G I N

     P O P U P  " & O p t i o n s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C o l o r " ,          I D M _ C O L O R

          M E N U I T E M  S E P A R A T O R

          M E N U I T E M  " E & x i t " ,           I D _ A P P _ E X I T

     E N D



     P O P U P  " & H e l p "

     B E G I N

          M E N U I T E M  " & A b o u t  C o l o r . . . "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E N D

E N D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0 ,  0 ,  2 4 0 ,  6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C A P T I O N  " A b o u t  C o l o r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I C O N A F X _ I D I _ S T D _ F R A M E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0 , 2 2 , 2 0 , 2 0

L T E X T " C o l o r  V e r s i o n  1 . 0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1 0 , 1 1 5 , 8



L T E X T " "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P r o g r a m m e r ' s  G u i d e "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2 6 , 1 4 0 , 8

L T E X T " C o p y r i g h t  \ 2 5 1  1 9 9 8 ,  B e c k  Z a r a t i a n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4 2 , 1 1 5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 I D O K , 1 9 5 , 1 0 , 3 5 , 4 0 , W S _ G R O U P

E N D

ID D _ C O L O R _ D I A L O G  D I A L O G E X  0 ,  0 ,  1 8 6 ,  1 3 2

S T Y L E  W S _ P O P U P  |  W S _ V I S I B L E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C A P T I O N  " C o l o r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L T E X T " R e d "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6 , 1 5 , 1 4 , 8

L T E X T " G r e e n "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6 , 4 9 , 2 0 , 8

L T E X T " B l u e "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6 , 8 3 , 1 4 , 8

C O N T R O L " S l i d e r 1 " , I D C _ S L I D E _ R E D , " m s c t l s _ t r a c k b a r 3 2 " ,

T B S _ N O T I C K S  |  W S _ T A B S T O P , 4 2 , 1 0 , 1 0 6 , 2 1 ,

W S _ E X _ S T A T I C E D G E

C O N T R O L " S l i d e r 1 " , I D C _ S L I D E _ G R E E N , " m s c t l s _ t r a c k b a r 3 2 " ,

T B S _ N O T I C K S  |  W S _ T A B S T O P , 4 2 , 4 4 , 1 0 6 , 2 1 ,

W S _ E X _ S T A T I C E D G E

C O N T R O L " S l i d e r 1 " , I D C _ S L I D E _ B L U E , " m s c t l s _ t r a c k b a r 3 2 " ,

T B S _ N O T I C K S  |  W S _ T A B S T O P , 4 2 , 7 8 , 1 0 6 , 2 1 ,



W S _ E X _ S T A T I C E D G E

L T E X T " x " , I D C _ S T A T I C _ R E D , 1 5 8 , 1 5 , 1 2 , 8

L T E X T " x " , I D C _ S T A T I C _ G R E E N , 1 5 8 , 4 9 , 1 2 , 8

L T E X T " x " , I D C _ S T A T I C _ B L U E , 1 5 8 , 8 3 , 1 2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 I D O K , 6 8 , 1 1 1 , 5 0 , 1 4

E N D

Colo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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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olor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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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c l a s s  C C o l o r A p p  :  p u b l i c  C W i n A p p

{

p u b l i c :

     v i r tua l  B O O L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C o l o r D l g  d i a l o g

c l a s s  C C o l o r D l g  :  p u b l i c  C D i a l o g

{

p u b l i c :

     i n t      n C o l o r [ 3 ] ;



     B O O L   b C r e a t e ;

     C C o l o r D l g  (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v i r tua l  v o i d O n O K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C a n c e l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H S c r o l l (  U I N T  n C o d e ,  U I N T  n P o s ,  C S c r o l l B a r *  p S c r o l l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M a i n F r a m e

c l a s s  C M a i n F r a m e  :  p u b l i c  C F r a m e W n d



{

p u b l i c :

     C C o l o r D l g *   p C o l o r D l g ;

     C M a i n F r a m e ( ) ;

     ~ C M a i n F r a m e ( ) ;

p r o t e c t e d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A b o u t ( ) ;

     a f x _ m s g  B O O L O n E r a s e B k g n d (  C D C *  p D C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C o l o r (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A b o u t D l g  d i a l o g

c l a s s  C A b o u t D l g  :  p u b l i c  C D i a l o g

{

p u b l i c :

     C A b o u t D l g ( ) ;

} ;

C A b o u t D l g : : C A b o u t D l g ( )  :  C D i a l o g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

C o l o r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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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o lo r . c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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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V C _ E X T R A L E A N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c m n . h >

# i n c l u d e  " C o l o r . h "

C C o l o r A p p  t h e A p p ;

B O O L  C C o l o r A p p : :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m _ p M a i n W n d  =  n e w  C M a i n F r a m e ;

     m _ p M a i n W n d - > S h o w W i n d o w (  m _ n C m d S h o w  ) ;



     m _ p M a i n W n d - > U p d a t e W i n d o w  (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M a i n F r a m e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M a i n F r a m e ,  C F r a m e W n d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M _ C O L O R ,  O n C o l o r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  O n A b o u t )

     O N _ W M _ E R A S E B K G N D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C M a i n F r a m e : : C M a i n F r a m e  ( )



{

     p C o l o r D l g  =  n e w  C C o l o r D l g ;

     C r e a t e ( N U L L ,  " C o l o r " ,  W S _ O V E R L A P P E D W I N D O W ,  r e c t D e f a u l t ,  N U L L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

}

C M a i n F r a m e : : ~ C M a i n F r a m e  ( )

{

     d e l e t e  p C o l o r D l g ;

}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o l o r ( )

{

     i f  ( p C o l o r D l g - > b C r e a t e )       / /  I f  t h e  d i a l o g  a l r e a d y  e x i s t s ,



        p C o l o r D l g - > S e t F o c u s ( ) ;    / /  g i v e  i t  f o c u s

     e l se                       / /  O t h e r w i s e ,  c r e a t e  i t

     {

        if ( p C o l o r D l g - > C r e a t e (  I D D _ C O L O R _ D I A L O G ,  t h i s  ) )

          p C o l o r D l g - > b C r e a t e  =  T R U E ;

      }

}

B O O L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E r a s e B k g n d (  C D C *  p D C  )

{

     C b r u s h       b r u s h ;

     C R e c t        r e c t ;

     C O L O R R E F   r g b B a c k G n d  =  R G B  ( ( B Y T E )  p C o l o r D l g - > n C o l o r [ 0 ] ,



                                   ( B Y T E )  p C o l o r D l g - > n C o l o r [ 1 ] ,

                                   ( B Y T E )  p C o l o r D l g - > n C o l o r [ 2 ] ) ;

     G e t C l i e n t R e c t (  & r e c t  ) ;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r g b B a c k G n d  ) ;

     p D C - > F i l l R e c t (  r e c t ,  & b r u s h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A b o u t ( )

{

     C A b o u t D l g  a b o u t D l g ;

     a b o u t D l g . D o M o d a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C o l o r D l g  d i a l o g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C o l o r D l g ,  C D i a l o g )

     O N _ W M _ H S C R O L L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C C o l o r D l g : : C C o l o r D l g  ( )

{

     n C o l o r [ 0 ]  =  0 ;        //  In i t i a l  co lo r  i s

     n C o l o r [ 1 ]  =  1 2 8 ;      //  m e d i u m - i n t e n s i t y  g r e e n

     n C o l o r [ 2 ]  =  0 ;

     b C r e a t e   =  F A L S E ;   / /  H a v e n ' t  c r e a t e d  t h e  d i a l o g  y e t

}



B O O L  C C o l o r D l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S l i d e r C t r l *   p S l i d e [ 3 ] ;

     C S t r i n g       s z C o l o r V a l u e ;

     in t           i ;

     for  ( i = 0 ;  i  <  3 ;  i + + )

     {

          p S l i d e [ i ]  =  ( C S l i d e r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L I D E _ R E D  +  i  ) ;

          p S l i d e [ i ] - > S e t R a n g e (  0 ,  2 5 5  ) ;

          p S l i d e [ i ] - > S e t P o s (  n C o l o r [ i ]  ) ;

          s z C o l o r V a l u e . F o r m a t (  " % d " ,  n C o l o r [ i ]  ) ;

          S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  I D C _ S T A T I C _ R E D ,  s z C o l o r V a l u e  ) ;



     }

     S e t I c o n (  A f x G e t A p p ( ) - > L o a d I c o n (  A F X _ I D I _ S T D _ F R A M E  ) ,  F A L S E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v o i d  C C o l o r D l g : : O n H S c r o l l (  U I N T  n C o d e ,  U I N T  n P o s ,  C S c r o l l B a r *  p S c r o l l  )

{

     C S l i d e r C t r l *   p S l i d e  =  ( C S l i d e r C t r l * )  p S c r o l l ;

     C S t r i n g       s z C o l o r V a l u e ;

     in t           i  =  p S l i d e - > G e t D l g C t r l I D  ( )  -  I D C _ S L I D E _ R E D ;

     n C o l o r [ i ]  =  p S l i d e - > G e t P o s  ( ) ;         / /  S l i d e r  p o s i t i o n  i s

     s z C o l o r V a l u e . F o r m a t (  " % d " ,  n C o l o r [ i ]  ) ;  / /    c o m p o n e n t  0 - 2 5 5

     //  W r i t e  c u r r e n t  c o m p o n e n t  v a l u e  i n  t h e  " x "  s t a t i c  c o n t r o l



     S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  I D C _ S T A T I C _ R E D ,  s z C o l o r V a l u e  ) ;

     A f x G e t M a i n W n d ( ) - > I n v a l i d a t e  ( ) ;

}

v o i d  C C o l o r D l g : : O n O K  ( )

{

     O n C a n c e l  ( ) ;      / /  C l o s e  d i a l o g  w h e n  O K  C l i c k e d

}

/ /  C l o s e  o n  ( 1 )  O K  b u t t o n ;  ( 2 )  E s c  k e y ;  o r  ( 3 )  d i a l o g ' s  C l o s e  c o m m a n d

v o i d  C C o l o r D l g : : O n C a n c e l  ( )

{

     i f  ( D e s t r o y W i n d o w  ( ) )

     ( ( C M a i n F r a m e * )  A f x G e t M a i n W n d ( ) ) - > p C o l o r D l g - > b C r e a t e  =  F A L S E ;



}

程 序 的 所 有 主 要 工 作 是 由 两 个 类 来 实 现 的 ， 它 们 分 别 是 用 于 主 窗 口 的
C M a i n F r a m e， 以 及 一 个 名 为 C c o l o r d l g 的 C d i a l o g 派 生 类 ， 它 的 作 用 是 用 来 驱 动
非 模 态 对 话 框 。 C C o l o r D l g 构 造 器 初 始 化 一 个 代 表 主 窗 口 的 背 景 颜 色 值 的 数 组 ，
它 以 中 等 密 度 的 绿 色 开 始 。既 然 窗 口 背 景 颜 色 的 红 、绿 和 蓝 成 份 可 从 0 变 到 2 5 5，
那 么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可 以 把 每 个 滑 块 滚 动 范 围 设 为 从 0 到 2 5 5。 这 就 意 味 着 ，
该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整 数 可 代 表 任 何 一 个 时 刻 的 拇 指 按 钮 的 位 置 ，可 以 很 方 便 地 确 定
颜 色 成 分 的 当 前 值 。

当 用 户 移 动 滑 块 拇 指 的 时 候 ， C C o l o r D l g : : O n H S c r o l l 函 数 就 获 得 控 制 权 ， 并 指 出
哪 个 滑 块 正 在 通 过 调 用 G e t D l g C t r l I D 被 移 动 。 该 函 数 然 后 调 用 G e t P o s 来 获 得 新
的 拇 指 位 置 ， 将 该 值 写 到 n C o l o r 数 组 和 对 话 中 的 静 态 文 字 控 件 之 中 ， 并 且 调 用
I n v a l i d a t e 函 数 。

对 I n v a l i d a t e 的 调 用 将 导 致 操 作 系 统 向 主 窗 口 发 送 一 条 W H _ E R A S E B K G N D 消
息 ， 告 诉 该 窗 口 为 自 己 重 新 上 色 。 该 消 息 为 像 C o l o r 这 样 的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一 个
为 自 己 填 上 背 景 颜 色 的 机 会 。 大 多 数 应 用 程 序 都 忽 略 W M _ E R A S E B K G N D 消
息 ，在 这 些 情 形 中 ，W i n d o w s 将 使 用 程 序 在 创 建 窗 口 时 所 指 定 的 默 认 背 景 颜 色 不
为 窗 口 上 色 (通 常 是 白 的 )。 C o l o r . c p p 在 它 的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E r a s e B K G n d 函 数 中
截 住 了 W M _ E R A S E B K G N D 消 息 ， 该 函 数 在 存 储 在 n C o l o r 数 组 中 的 红 、 绿 和 蓝
颜 色 组 成 的 当 前 值 的 基 础 之 上 ， 声 明 了 C O L O R R E F 对 象 ：



C O L O R R E F  r g b B a c k G n d  =  R G B  ( ( B Y T E )  p C o l o r D o g - > n C o l o r [ 0 ] ,

( B Y T E )  p C o l o r D o g - > n C o l o r [ 1 ] ,

( B Y T E )  p C o l o r D o g - > n C o l o r [ 2 ] ,

O n E r a s e B k G n d 然 后 从 r g b B a c k G n d 中 创 建 画 刷 ， 并 使 用 它 为 窗 口 上 色 ， 并 且 返
回 一 个 值 T U R E 。 T R U E 返 回 值 用 来 告 诉 操 作 系 统 ， 它 不 应 该 用 默 认 的 颜 色 清 除
窗 口 ， 因 为 应 用 程 序 已 经 重 新 上 了 背 景 颜 色 。

所 有 这 些 都 是 为 了 解 释 为 什 么 程 序 要 在 创 建 主 窗 口 之 前 采 取 特 殊 的 步 骤 来 创 建
非 模 态 对 话 控 件 ：

C M a i n F r a m e : : C M a i n F r a m e  ( )

{

     p C o l o r D l g  =  n e w  C C o l o r D l g ;

     C r e a t e (  N U L L ,  " C o l o r" , W S _ O V E R L A P P E D W I N D O W ,  r e c t D e f a u l t ,  N U L L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  ) ;

}



在 主 窗 口 出 现 之 后 ， 操 作 系 统 立 即 发 送 W M _ E R A S E B K G N D 消 息 ， 因 此 ， 首 先
创 建 C C o l o r D l g 对 象 ， 可 以 确 保 O n E r a s e D K G n d 函 数 读 到 n C o l o r 数 组 中 有 效 的
颜 色 值 。

例 3： 向 A p p W i z a r d 程 序 添 加 对 话

如 果 你 愿 意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帮 助 下 开 始 项 目 ， 那 么 ， 前 一 节 中 的 C o l o r 程 序 看 上
去 就 与 此 没 有 关 系 了 。 实 际 上 ， 它 是 有 关 的 。 向 程 序 添 加 新 对 话 将 调 用 相 同 的 步
骤 ， 不 管 是 否 由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这 个 程 序 。 但 A p p W i z a r d 将 生 成 精 确 表 单 的 代
码 ，它 与 C o l o r . c p p 的 紧 凑 样 式 相 匹 配 可 能 会 有 点 儿 困 难 。为 显 示 在 向 A p p W i z a r d
程 序 中 添 加 新 对 话 中 引 用 了 什 么 ，本 节 将 演 示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范 例 程 序 M F c T r e e
的 必 要 步 骤 。

图 5 - 1 2 所 显 示 的 M f c T r e e 对 话 并 不 稀 奇 ，仅 仅 是 一 些 M F C 类 和 一 个 O K 按 钮 的
树 状 视 图 。 但 它 却 可 以 很 好 地 用 来 演 示 要 说 明 的 问 题 ， 在 本 章 稍 后 和 第 1 3 章 ，
我 们 还 要 对 其 进 行 改 进 。



图 5 - 1 2   M f c T r e e 程 序

该 程 序 的 创 建 过 程 可 分 为 五 步 ：

1 .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M f c T r e e 项 目 。

2 .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创 建 对 话 资 源 。



3 . 向 项 目 添 加 新 的 对 话 类 的 资 源 文 件 。

4 . 修 改 菜 单 。

5 . 向 项 目 资 源 文 件 添 加 必 要 的 源 代 码 。

下 面 ， 我 们 来 一 步 一 步 地 进 行 。

步 骤 1：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来 创 建 M f c T r e e项 目

在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单 击 N e w ， 并 在 N e w 对 话 中 选 中 P r o j e c t s 选 项 卡 。 选 择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e x e )图 标 ， 并 将 新 项 目 命 名 为 M f c T r e e，然 后 单 击 O K 按 钮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 除 了 如 下 说 明 的 例 外 选 项 外 ， 其 他 均 接 受 A p p W i z a r d 的 默 认 设 置 。
这 些 例 外 是 ，在 步 骤 1 中 选 中 S i n g l e  D o c u m e n t  I n t e r f a c e（ 单 文 档 界 面 ），在 步 骤 4
中 清 除 掉 用 于 停 靠 工 具 栏 和 打 印 支 持 的 复 选 框 。如 果 想 在 配 套 C D 上 保 持 短 文 件
名 ，那 么 默 认 的 M f c T r e e D o c 和 M f c T r e e V i e w 文 件 名 应 改 为 M f c D o c 和 M f c V i e w ，
但 这 个 步 骤 完 全 是 可 选 的 。

步 骤 2： 创 建 M f c T r e e对 话

既 然 M f c T r e e 是 一 个 打 开 的 项 目 ， 那 么 ， 我 们 就 可 以 设 计 它 的 对 话 资 源 。 通 过 单



击 I n s e r t（ 插 入 ）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并 双 击 资 源 类 型 列 表 中 的 D i a l o g 来 启 动 资
源 对 话 框 。 在 工 作 区 中 选 中 默 认 的 C a n c e l 按 钮 ， 并 按 D e l 键 来 删 除 该 按 钮 。 在
对 话 工 作 区 内 任 何 地 方 右 击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来 引 用 D ia log
P r o p e r t i e s （ 属 性 ） 框 。 将 对 话 标 题 改 为 M f c T r e e ， 将 对 话 标 识 符 改 为
I D C _ M F C _ D I A L O G 。

下 一 步 是 添 加 树 状 视 图 控 件 ， 从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 工 具 栏 中 ， 将 T r e e  C o n t r o l（ 树
状 控 件 ） 工 具 拖 入 对 话 工 作 区 ， 并 根 据 需 要 调 整 对 话 工 作 区 和 控 件 的 大 小 。 单 击
V i e w （ 查 看 ）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来 调 用 T r e e  C o n t r o l  P r o p e r t i e s（ 树 状 控 件 属 性 ）
框 ，并 将 标 识 符 符 号 改 为 I D C _ M F C _ T R E E 。在 S t y l e 选 项 卡 中 ，单 击 H a s  B u t t o n s
（ 有 按 钮 ）， H a s  L i n e s（ 有 线 ） 和 L i n e s  A t  R o o t（ 根 位 置 的 线 ） 复 选 框 ， 如 下 图
所 示 ：



这 些 样 式 改 变 将 向 列 表 视 图 添 加 小 的 加 号 或 减 号 图 标 ， 当 单 击 这 些 图 标 的 时 候 ，
将 折 叠 或 展 开 列 表 层 次 中 的 各 级 。使 用 本 章 前 面 介 绍 的 水 平 间 隔 工 具 将 O K 按 钮
移 到 对 话 和 中 心 两 个 控 件 的 底 部 。 现 在 ， 对 话 在 编 辑 工 作 区 中 的 样 子 如 图 所 示 ：





从 Fi l e（ 文 件 ）菜 单 选 择 S a v e ，将 新 对 话 脚 本 保 存 到 M fcTree . rc 文 件 。V i s u a l  C + +
自 动 向 R e s o u r c e 文 件 添 加 代 表 新 标 识 符 的 # d e f i n e 语 句 。 通 过 单 击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C l o s e 命 令 关 闭 对 话 编 辑 器 。

步 骤 3： 为 C M fcD lg 对 话 类 添 加 源 文 件

我 们 现 在 已 经 拥 有 了 一 个 新 的 对 话 资 源 ， 但 是 ， 需 要 从 C D i a l o g 派 生 的 一 个 类 才
能 运 行 它 。 在 下 一 章 中 ， 我 们 将 会 看 到 如 何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来 生 成 主 体 的 对 话
类 ， 并 自 动 将 它 的 文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但 目 前 ， 我 们 只 能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完 成
相 同 的 工 作 。 为 包 含 新 的 C M f c D l g 对 话 类 (列 表 5 - 2 )而 创 建 源 文 件 C M fD lg .h 和
M f c D l g . c p p。 现 在 我 们 只 需 要 这 些 很 少 的 文 件 ， 就 能 将 C M f c D l g 类 添 加 到 项 目 。
我 们 将 在 步 骤 5 中 将 源 代 码 添 加 到 文 件 。

如 果 想 从 头 开 始 为 一 个 像 M f c T r e e 这 样 的 开 放 项 目 创 建 新 的 源 文 件 ，请 将 箭 头 停
在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的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添 加 到 项 目 ） 命 令 上 ， 然 后 ， 单 击 随
后 出 现 的 次 级 菜 单 上 的 N e w 。 选 择 你 想 创 建 的 文 件 ，并 输 入 文 件 名 。单 击 O K 启
动 文 本 编 辑 器 ， 编 辑 器 中 将 出 现 一 个 空 的 文 档 窗 口 。

列 表 5 - 2： C M f c D l g 类 的 主 体 源 文 件

M f c D l g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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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f c D l g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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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M f c D l g  :  p u b l i c  C D i a l o g

{

p u b l i c :

     C M f c D l g (  C W n d *  p P a r e n t  =  N U L L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

M f c D l g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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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f c D l g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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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s t d a f x . h "

# i n c l u d e  " M f c T r e e . h "

# i n c l u d e  " M f c D l g . h "

C M f c D l g : : C M f c D l g (  C W n d *  p P a r e n t  )  :



         C D i a l o g (  I D D _ M F C _ D I A L O G ,  p P a r e n t  )

{

}

B O O L  C M f c D l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如 果 你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键 入 了 两 个 源 文 件 ，完 成 之 后 ，一 定 要 把 它 们 保 存 到 项 目
文 件 夹 。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 你 可 以 从 配 套 C D 上 的 C h a p t e r . o s \ M f c T r e e 文 件 夹 中 复
制 这 两 个 文 件 的 完 整 形 式 。 复 制 文 件 需 要 你 将 它 们 手 工 添 加 到 项 目 。在 弹 出 的 次
级 菜 单 上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并 单 击 F i l e s， 然 后 双 击 文 件 列 表 中 的 M f c D l g . c p p
文 件 ， 将 它 添 加 到 项 目 之 中 。



不 必 用 相 同 的 方 法 来 添 加 M f c D l g . h 文 件 ， 因 为 V i s u a l  C + + 将 头 文 件 识 别 为
M f c D l g . c p p 的 相 关 文 件 。

步 骤 4： 修 改 菜 单

M f c T r e e 需 要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来 调 用 对 话 ， 但 是 ， 不 需 要 A p p W i z a r d 放 在 菜 单 上 的
其 他 命 令 。 使 用 第 4 章 中 介 绍 的 V i s u a l  C + +菜 单 编 辑 器 将 M f c T r e e 的 菜 单 修 改 成
如 下 的 样 子 。



在 菜 单 编 辑 器 中 ， 双 击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的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菜 单 标 识 符 可 以 打 开 资 源 。 在 菜 单 编 辑 器 中 ， 双 击 M F c T r e e
菜 单 来 显 示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菜 单 项 属 性 ） 框 。 键 入 I D M _ O P T I O N _ M F C
作 为 项 目 的 标 识 符 ， 然 后 按 E N T E R 键 。

步 骤 5： 添 加 需 要 的 源 代 码

如 果 按 照 步 骤 3 中 所 列 出 的 代 码 键 入 了 M f c D l g . c p p 文 件 ， 该 文 件 仅 仅 包 含 一 个
类 构 造 器 和 一 个 叫 做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的 存 根 函 数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需 要 用 下 面 显
示 的 带 阴 影 的 代 码 ， 来 初 始 化 树 形 视 图 控 件 。 正 如 你 所 看 到 的 ， 它 可 以 用 许 多 指
令 来 初 始 化 树 形 视 图 。 如 果 你 通 过 自 己 创 建 M f c T r e e 来 顺 着 这 些 步 骤 进 行 操 作 ，
那 么 没 有 必 要 键 入 所 有 的 行 。 只 需 键 入 头 一 组 ， 或 者 从 配 套 C D 的
C h a p t e r . o s \ M f c T r e e 文 件 夹 中 的 M f c D l g . c p p 源 文 件 中 进 行 剪 切 和 粘 贴 即 可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用 来 初 始 化 一 个 名 为 P T r e e 的 指 针 ， 该 指 针 指 向 的 是 作 为
I D C _ M F e _ T R U E 标 识 的 对 话 的 树 形 窗 口 控 件 。 该 函 数 然 后 重 复 调 用 C t r e e
Ct r l : : n se r t I t em 函 数 来 向 控 制 添 加 一 个 包 含 有 从 C W n d 派 生 的 M F e 类 的 层 次 列
表 。 项 目 被 插 入 到 层 次 中 比 它 的 父 层 低 一 级 的 列 表 之 中 ， 第 二 个 参 数 或 者 是 以 前
为 父 层 级 调 用 Inse r t I t em 所 返 回 的 M T R E E I T E M 值 ， 或 者 是 值 T V I _ R O O T (如 果
没 有 父 层 的 话 )。 T V 1 _ S O R T 标 志 指 示 树 形 视 窗 控 件 将 该 项 目 按 字 母 顺 序 排 序 ：

B O O L  C M f c D l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H T R E E I T E M    h R o o t ,  h L e v e l 1 ,  h L e v e l 2 ,  h L e v e l 3 ,  h L e v e l 4 ,  h L e v e l 5 ;

     C T r e e C t r l *      p T r e e  =  ( C T r e e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M F C _ T R E E  ) ;

     h R o o t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F r a m e  w i n d o w s " ,  T V I _ R O O T ,  T V I _ S O R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F r a m e W n d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M D I C h i l d W n d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M D I F r a m e W n d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P F r a m e W n d " ,  h L e v e l 1  ) ;



     h R o o t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n t r o l  b a r s " ,  T V I _ R O O T ,  T V I _ S O R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C o n t r o l B a r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D i a l o g B a r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R e s i z e B a r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t a t u s B a r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T o o l B a r " ,  h L e v e l 1  ) ;

     h R o o t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O t h e r  w i n d o w s " ,  T V I _ R O O T ,  T V I _ S O R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p l i t t e r W n d " ,  h R o o t  ) ;

     h R o o t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D i a l o g  b o x e s " ,  T V I _ R O O T ,  T V I _ S O R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D i a l o g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C o m m o n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C o l o r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F i l e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F i n d R e p l a c e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F o n t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B u s y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C h a n g e I c o n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C h a n g e S o u r c e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C o n v e r t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I n s e r t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L i n k s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5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U p d a t e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4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p a s t e S p e c i a l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P r o p e r t i e s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P a g e S e t u p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P r i n t D i a l o g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h L e v e l 1  ) ;

     h R o o t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V i e w s " ,  T V I _ R O O T ,  T V I _ S O R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V i e w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C t r l V i e w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E d i t V i e w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L i s t V i e w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R i c h E d i t V i e w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T r e e V i e w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c r o l l V i e w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3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F o r m V i e w " ,  h L e v e l 2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 ,  h L e v e l 3  ) ;

     h L e v e l 4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R e c o r d V i e w " ,  h L e v e l 3  ) ;

     h R o o t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n t r o l s " ,  T V I _ R O O T ,  T V I _ S O R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A n i m a t e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B u t t o n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B i t m a p B u t t o n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C o m b o B o x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E d i t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H e a d e r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H o t K e y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L i s t B o x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C h e c k L i s t B o x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D r a g L i s t B o x " ,  h L e v e l 1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L i s t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O l e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P r o g r e s s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R i c h E d i t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c r o l l B a r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l i d e r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t a t i c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S t a t u s B a r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T a b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T o o l b a r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T o o l T i p C t r l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T r e e C t r l " ,  h R o o t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尽 管 上 面 的 代 码 目 前 可 以 工 作 ， 但 是 ， 这 是 十 分 不 够 的 。 第 1 3 章 中 所 引 入 的
M f c T r e e 3 程 序 显 示 了 一 个 更 加 清 楚 的 方 法 ， 来 实 现 对 Inse r t I t em 的 一 系 列 调 用 。

下 一 步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编 辑 文 件 M f c T r e e . c p p 和 M f c T r e e . h ， 并 添 加 一 个 叫 做
O n M f c T r e e 的 函 数 。当 用 户 单 击 了 程 序 的 O p t i o n s 菜 单 上 的 M F C  T R E E 命 令 的 时
候 ， O n M f c T r e e 处 理 函 数 就 获 得 了 控 制 。 如 果 想 添 加 O n M f c T r e e ， 请 通 过 在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窗 口 的 F i l e V i e w s 窗 格 中 双 击 其 文 件 名 ，来 打 开 M f c T r e e . c p p
文 档 。 在 靠 近 源 代 码 开 始 处 插 入 如 下 代 码 ：

# i n c l u d e  " M f c D l g . h "



另 外 ， 编 辑 M f c T r e e . c p p 中 的 消 息 映 射 ， 使 它 成 为 下 面 的 样 子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M f c T r e e A p p ,  C W i n A p p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 C M f c T r e e A p p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  O n A p p A b o u t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M _ O P T I O N S _ M F C ,  O n M f c T r e e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将 O n M f c T r e e 函 数 添 加 到 M f c T r e e . c p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M f c T r e e A p p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s

v o i d  C M f c T r e e A p p : : O n M f c T r e e ( )



{

     C M f c D l g  m f c D l g ;

     m f c D l g . D o M o d a l ( ) ;

}

并 在 M f c T r e e . h 文 件 中 声 明 它 ：

/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 { { A F X _ M S G ( C M f c T r e e A p p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A p p A b o u t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M f c T r e e ( ) ;

     / / } } A F X _ M S G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现 在 就 准 备 创 建 M f c T r e e 了 。单 击 B u i l d 菜 单 上 的 S e t  A c t i v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设 置
有 效 配 置 ） 命 令 ， 来 选 中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目 标 ， 然 后 就 可 以 创 建 和 测 试 这 个 应 用
程 序 。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M f c T r e e 的 所 有 操 作 都 在 对 话 中 而 不 是 在 主 窗 口 中 进 行 。 如 果 程 序 将 主 窗 口 完 全
隐 藏 起 来 ， 仅 仅 显 示 对 话 ， 那 么 将 更 加 方 便 ， 这 可 以 省 掉 用 户 单 击 菜 单 命 令 来 调
用 窗 口 的 麻 烦 。 以 前 ， 你 曾 经 看 到 过 这 样 的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 即 W i n d o w s
提 供 的 C h a r a c t e r  M a p （ 字 符 映 射 表 ）， C a l c u l a t o r（ 计 算 器 ） 和 P h o n e  D i a l e r（ 电
话 拨 号 程 序 ）实 用 程 序 ， 都 是 用 来 显 示 一 个 程 序 如 何 有 效 地 通 过 代 替 主 窗 口 的 单
个 对 话 来 与 用 户 进 行 有 效 联 系 的 例 子 。   在 本 节 中 ， 我 们 将 看 到 如 何 用 V i s u a l
C + + 编 写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 并 创 建 一 个 范 例 程 序 来 演 示 这 项 技 术 。

用 C 编 写 的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不 初 始 化 W N D C L A S S 或 W N D C L A S S E X 结
构 ， 不 调 用 R e g i s t e r C l a s s 来 注 册 窗 口 类 。 不 调 用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来 创 建 主 窗 口 。
它 不 调 用 S h o w W i n d o w 和 U p d a t e W i n d o w ， 甚 至 没 有 调 用 G e t M e s s a g e 和
D i s p a t c h M e s s a g e 的 消 息 循 环 。 它 不 需 要 这 些 东 西 ， 与 用 户 的 所 有 交 互 都 在 对 话
中 发 生 ， W i n d o w s 可 以 处 理 它 ， 程 序 仅 仅 需 要 创 建 类 似 于 下 面 的 对 话 即 可 ：

i n t  W I N A P I  W i n M a i n (  H I N T A N C E  h I n s t ,  H I N S T A N C E  h I n s t P r e v ,



L P S T R  s z C m d l i n e ,  i n t  n C m d S h o w )

{

     D i a l o g B o x ( h I n s t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D _ D I A L O G ) ,

N U L L , D l g P r o c ) ;

     r e t u r n (  0  ) ;

}

在 这 个 代 码 段 中 ， I D D _ D I A L O G 值 用 来 标 识 该 程 序 的 R C 文 件 中 的 对 话 脚 本 。
D l g P r o c 是 一 个 指 针 ，它 指 向 的 是 接 收 像  W M _ I N I T D I A L O G 和 W M _ C O M M A N D
这 样 的 系 统 消 息 的 过 程 。

M F C 程 序 没 有 可 见 的 W i n M a i n 函 数 或 消 息 ， 因 此 ， 有 关 对 话 界 面 的 代 码 数 量 减
少 了 许 多 。 但 M F C 提 供 了 A p p W i z a r d 的 优 点 ， 它 可 以 为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生
成 模 板 形 式 的 代 码 。

例 4： M f c T r e e的 基 于 对 话 的 版 本

A p p W i z a r d 为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所 编 写 的 代 码 比 它 为 一 般 的 应 用 程 序 所 生 成



的 代 码 更 加 清 晰 ， 更 加 易 于 理 解 。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S t e p 1 (如 图 5 - 1 3 所 示 )中 单 击
D i a l o g  B a s e d 单 选 按 钮 ， 将 导 致 A p p W i z a r d 为 两 个 类 创 建 源 文 件 ， 一 个 为 应 用 程
序 ， 另 一 个 为 对 话 对 象 。

A p p W i z a r d 为 仅 包 含 一 个 O K 按 钮 、 一 个 C a n c e l 按 钮 以 及 一 个 带 有 警 告 “ P l a c e
d i a l o g  c o n t r o l s  h e r e（ 将 对 话 控 件 放 在 这 里 ）” 的 静 态 控 件 的 对 话 窗 口 生 成 资 源 脚
本 。 如 果 你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步 骤 2 中 单 击 了 C o n t e n t - S e n s i t i v e  H e l p（ 与 内 容 相 关
的 帮 助 ） 复 选 框 的 话 。 该 对 话 还 包 括 一 个 H e l p 按 钮 （ 如 果 想 了 解 有 关 的 详 细 信
息 ， 请 参 阅 第 2 章 )。 这 种 方 法 的 思 路 是 在 创 建 项 目 之 后 ， 为 你 运 行 对 话 编 辑 器 ，
并 将 应 用 程 序 需 要 的 控 件 添 加 到 对 话 中 。

在 V i s u a l  C + +版 本 6 .0 中 ， 当 A p p W i z a r d 完 成 之 后 ， 对 话 编 辑 器 将 自 动 启 动 。 在
以 前 的 版 本 中 ， 你 必 须 自 己 通 过 双 击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口 中 的 对 话 标 识 符 才 能 启
动 。



图 5 - 1 3   在 A p p W i z a r d 中 创 建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M f c T r e e 的 基 于 对 话 的 版 本 只 需 三 个 步 骤 ，与 前 一 节 中 的 五 个
步 骤 对 比 如 下 ：

步 骤 主 窗 口 版 本 基 于 对 话 的 版 本

1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项 目 √ √

2  创 建 或 修 改 对 话 √ √

3  插 入 新 对 话 类 的 源 文 件 √

4  修 改 菜 单 √

5  添 加 所 必 需 的 源 代 码 √ √

为 对 话 创 建 新 类 的 步 骤 3 和 修 改 主 菜 单 的 步 骤 4，在 M f c T r e e 基 于 对 话 的 版 本 中
是 不 需 要 的 。 A p p W i z a r d 为 对 话 类 自 动 生 成 主 体 源 文 件 ， 清 除 主 窗 口 也 取 消 了 对
菜 单 的 需 要 。甚 至 A p p W i z a r d 所 生 成 的 源 代 码 也 比 较 易 于 修 改 ，因 为 你 仅 仅 需 要
编 辑 C M f D l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 在 该 函 数 的 T O D O 行 后 添 加 I n s e r t I t e m 调 用 和
以 前 一 样 ，下 面 代 码 段 中 的 灰 色 阴 影 表 示 是 新 的 源 程 序 行 ，它 们 与 以 前 介 绍 的 添
加 到 M f c T r e e 的 原 始 版 本 中 的 代 码 是 一 样 的 ：

B O O L  C M f c D l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d i a l o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

.

     / /  T O D O :  A d d  e x t r a  i n i t i a l l i z a t i o n  h e r e

     H T R E E I T E M    h R o o t ,  h L e v e l 1 ,  h L e v e l 2 ,  h L e v e l 3 ,  h L e v e l 4 ,  h L e v e l 5 ;

     C T r e e C t r l *      p T r e e  =  ( C T r e e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M F C _ T R E E  ) ;

     h R o o t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F r a m e  w i n d o w s " ,  T V I _ R O O T ,  T V I _ S O R T  ) ;

     h L e v e l 1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F r a m e W n d " ,  h R o o t  ) ;

     h L e v e l 2  =  p T r e e - > I n s e r t I t e m (  " C M D I C h i l d W n d " ,  h L e v e l 1  ) ;

      .

      .

      .



              / / A d d  t h e  r e s t  o f  t h e  s o u r c e  c o d e  h e r e

}

图 5 - 1 4 显 示 了 M f c T r e e， 这 是 它 基 于 对 话 的 版 本 。 从 本 质 上 讲 ， 除 了 主 窗 口 已 被
清 除 ，对 话 标 题 栏 现 在 包 含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和 系 统 菜 单 ，并 且 程 序 更 加 易 于 创 建 和
使 用 之 外 ， 它 与 图 5 - 1 2 中 所 显 示 的 原 始 版 本 是 同 一 个 程 序 。 如 果 你 想 自 己 试 试
这 个 新 版 本 ， 可 以 在 配 套 C D 上 C h a p t e r o s \ M f c T r e e 2 文 件 类 中 找 到 它 。



图 5 - 1 4   M f c T r e e 程 序 基 于 对 话 的 版 本



例 5： 不 用 A p p W i z a r d 实 现 的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在 创 建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的 时 候 ， A p p W i z a r d 起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 因 为 这 样 的 应
用 程 序 在 方 法 上 很 一 致 ， 因 此 A p p W i z a r d 添 加 你 不 想 要 的 代 码 的 可 能 性 就 很 小 。
但 A p p W i z a r d 可 能 仍 然 满 足 不 了 你 的 特 殊 需 要 ， 如 果 你 对 不 用 A p p W i z a r d 编 写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感 兴 趣 ， 那 么 本 节 将 告 诉 你 如 何 去 做 。 它 用 名 为 D irLis t1 的
范 例 程 序 来 进 行 说 明 ，该 程 序 的 作 用 是 在 对 话 中 显 示 一 个 目 录 列 表 。但 是 为 了 更
加 有 趣 ，D irLis t1 展 现 给 用 户 的 对 话 是 一 个 属 性 表 ，通 常 叫 做 多 选 项 卡 的 对 话 框 。

属 性 表 可 以 向 用 户 展 示 大 量 的 信 息 ， 这 就 很 好 地 解 决 了 对 话 框 过 分 拥 挤 的 问 题 ，
但 从 本 质 上 讲 ， 属 性 表 也 仅 仅 是 一 个 对 话 ， 或 者 可 以 说 是 一 系 列 叫 做 页 面 的 对
话 ， 这 些 页 面 一 个 盖 着 另 一 个 ，你 可 以 像 设 计 其 他 对 话 一 样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设 计 属
性 表 的 每 页 。 R C 文 件 中 一 个 页 面 的 属 性 脚 本 看 上 去 与 普 通 的 对 话 是 一 样 的 ， 只
是 属 性 表 的 所 有 页 面 都 具 有 相 同 的 大 小 。当 程 序 调 用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A P I 函 数 创 建
M F C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对 象 的 时 候 ， W i n d o w s 将 属 性 表 页 面 做 为 对 话 来 显 示 。



偶 然 情 况 下 ，你 可 能 会 遇 到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工 具 栏 中 的 T a b  C o n t r o l
（ 选 项 卡 控 件 ） 的 工 具 。 这 个 控 件 显 示 一 组 可 以 在 对 话 中 充 当 属 性 表 的 分 选 项 卡
的 页 面 ， 但 并 不 将 你 的 对 话 转 化 为 属 性 表 。

图 5 - 1 5 显 示 了 D i r L i s t 1 属 性 对 话 的 第 一 个 和 第 二 个 页 面 ， 标 签 分 别 为 L o c a t i o n
和 D a t e 。

D a t e 选 项 卡 利 用 新 的 D a t e - T i m e  P i c k e r（ 日 期 -时 间 选 取 器 ） 控 件 ， 允 许 用 户 通 过
弹 出 的 日 历 选 择 日 期 ， 尽 管 D a t e 和 S i z e 页 面 可 以 正 常 工 作 ， 但 是 ， 该 页 面 的 存
在 仅 仅 是 为 了 说 明 的 目 的 ， 对 程 序 的 这 个 版 本 并 没 有 影 响 (第 7 章 中 将 要 介 绍 的
D irLis t2 项 目 ，利 用 了 D a t e 和 S i z e 页 )。D irLis t1 中 的 重 要 活 动 在 L o c a t i o n（ 位 置 ）
页 中 发 生 ， 它 在 一 个 列 表 框 控 件 中 显 示 一 个 目 录 列 表 。 D i r L i s t 1 通 过 调 用
C W n d : : D l g D i r L i s t 函 数 来 用 目 录 列 表 填 充 这 个 列 表 框 。



D l g D i r L i s t D i r , I D C _ L I S T , I D C _ D I R P A T H , D O L _ A L L ) ;

参 数 p D i r 指 向 以 n u l l (空 ) 结 束 的 字 符 串 ， 该 字 符 串 包 含 了 目 录 路 径 。 常 数
I D C _ L I S T 用 来 标 识 显 示 目 录 列 表 框 控 件 ， ID C _ D I R P A T H 用 来 标 识 一 个 静 态 控
件 ， D L g D i r L i s t 把 路 径 字 符 串 写 到 这 个 控 件 里 面 。 D L L _ A L L 是 一 个 在 源 代 码 中
定 义 的 常 数 ， 它 将 标 志 D D L _ D R I V E，  D D L _ D I R E C T O R T 和 D D L _ H I D D E N 组
合 了 起 来 。 这 些 标 志 告 诉 D l g D i r L i s t， 在 目 录 列 表 中 包 括 驱 动 器 、 子 目 录 和 隐 藏
的 文 件 。单 击 列 表 中 的 驱 动 器 或 子 目 录 ，将 改 变 路 径 ，并 刷 新 列 表 。利 用 L o c a t i o n
选 项 卡 中 标 签 为 U p  1  D i r e c t o r y  L e v e l（ 向 上 一 级 目 录 ） 的 大 按 钮 ， 用 户 可 以 回 到
上 一 级 目 录 。



图 5 - 1 5   D i r L i s t 1 程 序 的 L o c a t i o n 和 D a t e 选 项 卡



D irLis t1 中 的 属 性 表 对 话 仅 用 到 了 五 种 控 件 类 型 ：推 压 按 钮 、单 选 按 钮 、列 表 框 、
编 辑 控 件 和 微 调 框 。 如 果 你 对 这 些 控 件 的 安 装 方 式 感 兴 趣 ， 请 打 开 D irLis t . rc 文
件 ， 并 且 通 过 双 击 下 图 所 示 的 一 个 对 话 标 识 符 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I D D _ P A G E 1，I D D _ P A G E 2 和 I D D _ P A G E 3 分 别 用 来 标 识 对 话 的 L o c a t i o n 页 ，D a t e
页 和 S i z e 页 。 列 表 5 - 3 显 示 了 D irLis t1 项 目 的 源 代 码 。



列 表 5 - 3   D i r L i s t 1 的 源 程 序 文 件

R e s o u r c e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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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R e s o u r c e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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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1 0 0

# d e f i n e  I D D _ D I R L I S T 1 0 1

# d e f i n e  I D I _ D R I V E 1 0 2

# d e f i n e  I D I _ F O L D E R 1 0 3

# d e f i n e  I D I _ F I L E 1 0 4



# d e f i n e  I D I _ A P P I C O N 1 0 5

# d e f i n e  I D C _ D I R P A T H 1 1 0

# d e f i n e  I D C _ L I S T 111

# d e f i n e  I D C _ B U T T O N 1 1 2 0

# d e f i n e  I D C _ E D I T 1 1 2 1

# d e f i n e  I D C _ E D I T 2 1 2 2

# d e f i n e  I D C _ R A D I O 1 1 2 3

# d e f i n e  I D C _ R A D I O 2 1 2 4

# d e f i n e  I D C _ R A D I O 3 1 2 5

# d e f i n e  I D C _ R A D I O 4 1 2 6

# d e f i n e  I D C _ S P I N 1 1 2 7

# d e f i n e  I D C _ S P I N 2 1 2 8



# d e f i n e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1 1 3 0

# d e f i n e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2 1 3 1

# d e f i n e  I D D _ P A G E 1 1 0 0 1

# d e f i n e  I D D _ P A G E 2 1 0 0 2

# d e f i n e  I D D _ P A G E 3 1 0 0 3

D i r L i s t 1 .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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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r L i s t 1 . 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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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r e s . h "

I D I _ A P P I C O N      I C O N      " r e s \ \ d i r l i s t . i c o "

S T R I N G T A B L E

B E G I N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A b o u t  D i rL i s t . . . "

E N D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0 ,  0 ,  2 4 0 ,  6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C A P T I O N  |  W S _ S Y S M E N U

C A P T I O N  " A b o u t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I C O N I D I _ A P P I C O N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0 , 2 2 , 2 0 , 2 0



L T E X T "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V e r s i o n  1 . 0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1 0 , 1 1 5 , 8

L T E X T " "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P r o g r a m m e r ' s  G u i d e "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2 6 , 1 4 0 , 8

L T E X T " C o p y r i g h t  \ 2 5 1  1 9 9 8 ,  B e c k  Z a r a t i a n " ,

I D C _ S T A T I C , 4 5 , 4 2 , 1 1 5 , 8

D E F P U S H B U T T O N " O K " , I D O K , 1 9 5 , 1 0 , 3 5 , 4 0 , W S _ G R O U P

E N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1  -  " L o c a t i o n "

//

I D D _ P A G E 1  D I A L O G  0 ,  0 ,  2 8 2 ,  1 3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D S _ 3 D L O O K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V I S I B L E  |  W S _ C A P T I O N

C A P T I O N  " L o c a t i o n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L T E X T " D i r e c t o r y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0 , 5 , 3 5 , 1 0

L T E X T " " , I D C _ D I R P A T H , 5 0 , 5 , 2 2 0 , 1 0

P U S H B U T T O N " U p  1  D i r e c t o r y  L e v e l " , I D C _ B U T T O N 1 , 1 0 , 1 7 , 2 6 0 , 1 5

L I S T B O X I D C _ L I S T , 9 , 3 8 , 2 6 0 , 7 3 ,

L B S _ S T A N D A R D  |  L B S _ M U L T I C O L U M N  |  W S _ H S C R O L L

L T E X T " L i s t  t h e s e  f i l e s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3 7 , 1 1 5 , 4 7 , 1 0

E D I T T E X T I D C _ E D I T 1 , 9 1 , 1 1 3 , 1 0 0 , 1 5 , E S _ A U T O H S C R O L L

E N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2  -  " D a t e "

//

I D D _ P A G E 2  D I A L O G  0 ,  0 ,  2 8 2 ,  1 3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D S _ 3 D L O O K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V I S I B L E  |  W S _ C A P T I O N

C A P T I O N  " D a t e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C O N T R O L " & A n y  d a t e " , I D C _ R A D I O 1 , " B u t t o n "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W S _ G R O U P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5 , 1 0 , 4 0 , 1 0



C O N T R O L " & b e t w e e n " , I D C _ R A D I O 2 , " B u t t o n "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0 0 , 2 3 , 4 3 , 1 0

C O N T R O L " & w i t h i n  p r e v i o u s " , I D C _ R A D I O 3 , " B u t t o n "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0 0 , 8 0 , 6 3 , 1 0

C O N T R O L " w i t h i n  & p r e v i o u s " , I D C _ R A D I O 4 , " B u t t o n "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0 0 , 1 0 5 , 6 3 , 1 0

G R O U P B O X " O n l y  f i l e s  d a t e d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7 0 , 1 0 , 2 0 0 , 1 1 5 , W S _ G R O U P

C O N T R O L " D a t e T i m e P i c k e r 1 " ,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1 , " S y s D a t e T i m e P i c k 3 2 " , D T S _ R I

G H T A L I G N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7 0 , 2 0 , 5 0 , 1 5

L T E X T " a n d "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2 8 , 5 0 , 1 3 , 8 , N O T  W S _ G R O U P

C O N T R O L " D a t e T i m e P i c k e r 1 " ,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2 , " S y s D a t e T i m e P i c k 3 2 " , D T S _ R I

G H T A L I G N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7 0 , 4 5 , 5 0 , 1 5

E D I T T E X T I D C _ E D I T 1 , 1 7 0 , 7 6 , 3 5 , 1 6 , E S _ N U M B E R



C O N T R O L " S p i n 3 " , I D C _ S P I N 1 , " m s c t l s _ u p d o w n 3 2 " ,

U D S _ S E T B U D D Y I N T  |  U D S _ A L I G N R I G H T  |  U D S _ A U T O B U D D Y  |

U D S _ A R R O W K E Y S , 2 0 5 , 7 5 , 1 1 , 1 4

L T E X T " m o n t h ( s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2 1 6 , 8 0 , 4 0 , 1 1 , N O T  W S _ G R O U P

E D I T T E X T I D C _ E D I T 2 , 1 7 0 , 1 0 1 , 3 5 , 1 6 , E S _ N U M B E R

C O N T R O L " S p i n 3 " , I D C _ S P I N 2 , " m s c t l s _ u p d o w n 3 2 " ,

U D S _ S E T B U D D Y I N T  | U D S _ A L I G N R I G H T  |  U D S _ A U T O B U D D Y  |

U D S _ A R R O W K E Y S , 2 0 5 , 1 0 0 , 1 1 , 1 4

L T E X T " d a y ( s ) " , I D C _ S T A T I C , 2 2 0 , 1 0 5 , 4 0 , 1 1 , N O T  W S _ G R O U P

E N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3  -  " S i z e "



//

I D D _ P A G E 3  D I A L O G  0 ,  0 ,  2 8 2 ,  1 3 5

S T Y L E  D S _ M O D A L F R A M E  |  D S _ 3 D L O O K  |  W S _ P O P U P  |  W S _ V I S I B L E  |  W S _ C A P T I O N

C A P T I O N  " S i z e "

F O N T  8 ,  " M S  S a n s  S e r i f "

B E G I N

C O N T R O L " & A n y  s i z e " , I D C _ R A D I O 1 , " B u t t o n "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W S _ G R O U P  |  W S _ T A B S T O P , 1 5 , 2 0 , 4 2 , 1 0

C O N T R O L " & O n l y  f i l e s  b e t w e e n : " , I D C _ R A D I O 2 , " B u t t o n " ,

B S _ A U T O R A D I O B U T T O N , 1 5 , 4 0 , 7 5 , 1 0

E D I T T E X T I D C _ E D I T 1 , 5 0 , 6 0 , 4 8 , 1 6 , E S _ N U M B E R  |  W S _ G R O U P

C O N T R O L " S p i n 3 " , I D C _ S P I N 1 , " m s c t l s _ u p d o w n 3 2 " ,



U D S _ S E T B U D D Y I N T  |  U D S _ A L I G N R I G H T  |  U D S _ A U T O B U D D Y  |

U D S _ A R R O W K E Y S , 9 8 , 6 2 , 1 1 , 1 4

L T E X T " a n d " , I D C _ S T A T I C , 1 1 1 , 6 5 , 1 3 , 8 , N O T  W S _ G R O U P

E D I T T E X T I D C _ E D I T 2 , 1 4 0 , 6 0 , 4 8 , 1 6 , E S _ N U M B E R

C O N T R O L " S p i n 3 " , I D C _ S P I N 2 , " m s c t l s _ u p d o w n 3 2 " ,

U D S _ S E T B U D D Y I N T  |  U D S _ A L I G N R I G H T  |  U D S _ A U T O B U D D Y  |

U D S _ A R R O W K E Y S , 1 8 8 , 6 1 , 1 1 , 1 4

L T E X T " k i l o b y t e s " , I D C _ S T A T I C , 2 0 1 , 6 5 , 3 1 , 9 , N O T  W S _ G R O U P

E N D

D i r L i s t 1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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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r L i s t 1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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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D i r L i s t A p p  :  p u b l i c  C W i n A p p

{

p u b l i c :

     B O O L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 ;

c l a s s  C A b o u t D l g  :  p u b l i c  C D i a l o g

{

p u b l i c :

     C A b o u t D l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1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l a s s  C P a g e 1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p r i v a t e :

     B O O L         b E d i t F o c u s ;

     C S t r i n g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s t rF i l te r ;

     v o i d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v o i d           S h o w L i s t  ( ) ;

p u b l i c :

     C P a g e 1  (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_ P A G E 1  )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v o i d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E d i t G a i n F o c u s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E d i t L o s e F o c u s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U p 1 L e v e l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S e l C h a n g e  (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2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l a s s  C P a g e 2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p u b l i c :

     i n t        n A n y D a t e ;

     C t i m e      t i m e M i n ,  t i m e M a x ;

     i n t        P r e v D a y s ;

     i n t        P r e v M o n t h s ;

     C P a g e 2  (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_ P A G E 2  )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vo id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3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l a s s  C P a g e 3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p u b l i c :

     i n t        n A n y S i z e ;

     D W O R D   M i n S i z e ;

     D W O R D   M a x S i z e ;

     C P a g e 3  (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_ P A G E 3  )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v o i d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L i s t S h e e t

c l a s s  C L i s t S h e e t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p u b l i c :

     C P a g e 1    p a g e 1 ;

     C P a g e 2    p a g e 2 ;

     C P a g e 3    p a g e 3 ;

     C L i s t S h e e t (  L P C T S T R  s z C a p t i o n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S y s C o m m a n d (  U I N T  n I D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D i r L i s t 1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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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r L i s t 1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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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d l g s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c m n . h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r l i s t 1 . h "

# d e f i n e   D D L _ A L L D D L _ D I R E C T O R Y  |  D D L _ D R I V E S  |  D D L _ H I D D E N

C D i r L i s t A p p D i r L i s t A p p ;

B O O L  C D i r L i s t A p p : :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C L i s t S h e e t  sh (  "D i r ec to ry  L i s t "  ) ;     / /  C r e a t e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o b j e c t

     s h . D o M o d a l  ( ) ;                    / /  a n d  d i s p l a y  d i a l o g

     r e t u r n  F A L S E ;                    //  R e t u r n  F A L S E  t o  e x i t  D i r L i s t

}

C A b o u t D l g : : C A b o u t D l g ( )  :  C D i a l o g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L i s t S h e e t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C L i s t S h e e t : : C L i s t S h e e t (  L P C T S T R  s z C a p t i o n  )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s z C a p t i o n  )

{

     A d d P a g e (  & p a g e 1  ) ;

     A d d P a g e (  & p a g e 2  ) ;

     A d d P a g e (  & p a g e 3  ) ;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L i s t S h e e t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O N _ W M _ S Y S C O M M A N D (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B O O L  C L i s t S h e e t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  A d d  " A b o u t . . . "  c o m m a n d  t o  s y s t e m  m e n u

     C M e n u *  p S y s M e n u  =  G e t S y s t e m M e n u (  F A L S E  ) ;

     C S t r i n g  str ;

     s t r . L o a d S t r i n g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p S y s M e n u - > A p p e n d M e n u (  M F _ S E P A R A T O R  ) ;

     p S y s M e n u - > A p p e n d M e n u (  M F _ S T R I N G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s t r  ) ;

     / /  R e m o v e  A p p l y  b u t t o n ,  s i n c e  i t ' s  n o t  n e e d e d

     C B u t t o n *  b u t t o n  =  ( C B u t t o n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_ A P P L Y _ N O W  ) ;



     b u t t o n - > D e s t r o y W i n d o w ( ) ;

     / /  S e t  t h e  1 6 - b y - 1 6  i m a g e  ( s e e  c l o s i n g  r e m a r k s  i n  C h a p t e r  5 )

     H I C O N  h I c o n  =  ( H I C O N )  : : L o a d I m a g e (  D i r L i s t A p p . m _ h I n s t a n c e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I _ A P P I C O N  ) ,

                           I M A G E _ I C O N ,  1 6 ,  1 6 ,  L R _ D E F A U L T C O L O R  ) ;

     S e t I c o n (  h I c o n ,  F A L S E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v o i d  C L i s t S h e e t : : O n S y s C o m m a n d (  U I N T  n I D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

     i f  ( n I D  =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C A b o u t D l g  d l g A b o u t ;

          d l g A b o u t . D o M o d a l ( ) ;

     }

     e l s e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 O n S y s C o m m a n d (  n I D ,  l P a r a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1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B O O L  C P a g e 1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b E d i t F o c u s  =  F A L S E ;

     s t r F i l t e r   =  "* .* " ;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S h o w L i s t  ( ) ;

     r e t u r n  C D i a l o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P T S T R  p D i r  =  n e w  c h a r [ M A X _ P A T H ] ;

     : :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M A X _ P A T H ,  p D i r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p D i r ;

     i f ( s t rD i rec to ry .R igh t (  1  )  !=  " \ \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 \ \ " ; / /  A p p e n d  b a c k s l a s h

     d e l e t e  [ ]  p D i r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S h o w L i s t  ( )

{

     P T S T R  p D i r  =  n e w  c h a r [ M A X _ P A T H ] ;

     l s t r cpy (  pDi r ,  s t rD i r ec to ry  ) ;

     l s t rca t (  pDi r ,  s t rF i l t e r  ) ;

     D l g D i r L i s t (  p D i r ,  I D C _ L I S T ,  I D C _ D I R P A T H ,  D D L _ A L L  ) ;

     d e l e t e  [ ]  p D i r ;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P a g e 1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O N _ E N _ S E T F O C U S    ( I D C _ E D I T 1 ,  O n E d i t G a i n F o c u s )

     O N _ E N _ K I L L F O C U S   ( I D C _ E D I T 1 ,  O n E d i t L o s e F o c u s )

     O N _ B N _ C L I C K E D ( I D C _ B U T T O N 1 ,  O n U p 1 L e v e l )

     O N _ L B N _ S E L C H A N G E  ( I D C _ L I S T ,  O n S e l C h a n g e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E d i t G a i n F o c u s  ( )

{

     b E d i t F o c u s  =  T R U E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E d i t L o s e F o c u s  ( )

{

     b E d i t F o c u s  =  F A L S E ;



     G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_ E D I T 1 ,  s t r F i l t e r  ) ;

     S h o w L i s t  ( )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U p 1 L e v e l  ( )

{

     / /  I f  E n t e r  p r e s s e d  i n  e d i t  c o n t r o l ,  r e f r e s h  l i s t

     i f  ( b E d i t F o c u s )

     {

          G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_ E D I T 1 ,  s t r F i l t e r  ) ;

          S h o w L i s t  ();

     }

     / /  E l s e  g o  u p  o n e  d i r e c t o r y  l e v e l



     e l s e

     {

          //  W h e n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 d : \ " ,  w e ' r e  a l r e a d y  a t  r o o t

          if ( s t rD i r ec to ry .R igh t (  2  )  !=  " : \ \ " )

          {

               //  R e m o v e  ' \ '  a t  e n d  o f  s t r i n g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G e t B u f f e r S e t L e n g t h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G e t L e n g t h ( )  -  1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R e l e a s e B u f f e r  ( ) ;

               //  F i n d  l a s t  ' \ '  a n d  t r u n c a t e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s t r i n g

               in t  c L a s t S l a s h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R e v e r s e F i n d (  ' \ \ '  ) ;

               if ( c L a s t S l a s h  ! =  - 1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G e t B u f f e r S e t L e n g t h (  c L a s t S l a s h  +  1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R e l e a s e B u f f e r  ( ) ;

                    S h o w L i s t  ( ) ;

               }

          }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S e l C h a n g e  ( )

{

     c h a r       s z I t e m [ M A X _ P A T H ] ;

     c h a r       * p I t e m  =  s z I t e m ;

     in t        i ;



     i  =  S e n d D l g I t e m M e s s a g e (  I D C _ L I S T ,  L B _ G E T C U R S E L ,  0 ,  0  ) ;

     S e n d D l g I t e m M e s s a g e (  I D C _ L I S T ,  L B _ G E T T E X T ,  i ,  ( L P A R A M )  s z I t e m  ) ;

     / /  W e ' r e  i n t e r e s t e d  o n l y  i n  d r i v e s  [ - d - ]  o r  s u b d i r e c t o r i e s  [ s u b d i r ]

     i f  ( sz I tem[0]  ==  ' [ ' )

     {

          if ( l s t r cmp(  sz I t em,  " [ . . ] "  ) ) //  I g n o r e  p a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 ] "

          {

               p I t e m + + ; / /  Sk ip  pas t  f i r s t  b racke t  ' [ '

               //  I f  d r ive ,  change  " [ -d - ] "  to  "d : "

               if ( p I t e m [ 0 ]  = =  ' - '   & &   p I t e m [ 2 ]  == '- ' )

               {

                    p I t e m + + ;                / /  Sk ip  pa s t  f i r s t  hyphen  ' - '



                    p I t e m [ 1 ]  = ': ';           / /  Ove rwr i t e  s econd  ' - '  w i th  ' : '

                    p I t e m [ 2 ]  = ' \0 ' ;           / /  T r u n c a t e  s t r i n g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p I t e m ;      / /  N e w  d i r e c t o r y

               }

               //  I f  s u b d i r ,  c h a n g e  " [ s u b d i r ] "  t o  " s u b d i r "

               e l s e

               {

                    i  =  l s t r l en (  s z I t em ) ;

                    p I t em[ i -2 ]  =  ' \0 ' ; / /  Ove rwr i t e  ' ] '  t o  t runca te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p I t e m ; / /  A p p e n d  n e w  s u b d i r e c t o r y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 \ " ;          / /  A p p e n d  b a c k s l a s h



               S h o w L i s t  ( ) ;                / /  R e f r e s h  l i s t

          }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1 ,  s t r F i l t e r  ) ;

     D D V _ M a x C h a r s (  p D X ,  s t r F i l t e r ,  1 2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2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B O O L  C P a g e 2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s p i n ;

     / /  I n i t i a l i z e  va r i ab l e s

     n A n y D a t e   =  0 ;

     P r e v D a y s   =  1 ;

     P r e v M o n t h s  =  1 ;

     t i m e M i n    =  0 ;

     t i m e M a x    =  C T i m e : : G e t C u r r e n t T i m e ( ) ;

     / /  S e t  l i m i t s  o f  s p i n  b u t t o n s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1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1 ,  1 0 0  ) ; / /  W i t h i n  x  m o n t h s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2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1 ,  3 6 5  ) ; / /  W i t h i n  x  d a y s

     r e t u r n  C D i a l o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v o i d  C P a g e 2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D D X _ D a t e T i m e C t r l (  p D X ,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1 ,  t i m e M i n ) ;

     D D X _ D a t e T i m e C t r l (  p D X ,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2 ,  t i m e M a x ) ;

     D D X _ R a d i o (  p D X ,  I D C _ R A D I O 1 ,  n A n y D a t e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1 ,  P r e v M o n t h s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2 ,  P r e v D a y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3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B O O L  C P a g e 3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s p i n ;

     / /  I n i t i a l i z e  va r i ab l e s

     n A n y S i z e  =  0 ;

     M i n S i z e   =  0 ;

     M a x S i z e   =  1 0 0 ;

     / /  S e t  l i m i t s  o f  s p i n  b u t t o n s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1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0 ,  9 9 9 9  ) ; / /  M i n  s i z e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2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1 ,  9 9 9 9  ) ; / /  M a x  s i z e

     r e t u r n  C D i a l o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v o i d  C P a g e 3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D D X _ R a d i o (  p D X ,  I D C _ R A D I O 1 ,  n A n y S i z e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1 ,  M i n S i z e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2 ,  M a x S i z e  ) ;



}

该 程 序 的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函 数 首 先 创 建 一 个 C l i s t S h e e t 对 象 ， 该 对 象 是 从 M F C 的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类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 D o M o d e l 成 员 函 数 用 来 显 示 属 性 表 ：

C L i s t S h e e t  s h (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 ;   / /  M a k e  p r o p s h e e t  o b j e c t

s h . D o M o d a l  ( ) ;                  / /  a n d  d i s p l a y  d i a l o g

当 该 对 象 的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获 得 控 制 的 时 候 ，它 向 系 统 菜 单 添 加 一 个 调 用 该 程
序 的 A b o u t 框 的 命 令 。然 后 删 除 不 需 要 的 A p p l y 按 钮 ，这 个 按 钮 是 框 架 把 它 放 在
对 话 中 的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还 演 示 了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是 如 何 设 置 两 个 图 标
图 像 的 ， 一 个 1 6× 1 6 像 素 的 小 图 像 作 为 对 话 标 题 栏 上 的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 3 2× 3 2
像 素 的 大 图 像 将 出 现 在 A b o u t（ 关 于 ） 框 中 。 两 个 图 像 都 在 项 目 的 D irLis t . i co 文
件 之 中 。M F C 框 架 在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窗 口 时 将 自 动 抽 取 大 图 像 ， 因 此 ，D irLis t1 必
须 通 过 调 用 第 4 章 中 介 绍 的 L o a d  I m a g e  A P I  函 数 来 自 己 调 用 小 图 像 ：

/ /  S e t  t h e  1 6 - b y - 1 6  i c o n  i m a g e

H I C O N  h I c o n  =  ( H I C O N )  : : L o a d I m a g e (  D i r L s i t A p p . m _ h I n s t a n c e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I _ A P P I C O N  ) ,



I M A G E _ I C O N , 1 6 , 1 6 , L R _ D E F A U L T C O L O R  ) ;

S e t I c o n (  h I c o n ,  F A L S E  )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调 用 L o a d I m a g e 是 必 要 的 ， 因 为 L o a d I c o n 函 数 只 能 正 确 识 别 3 2
× 3 2 (或 更 多 )像 素 的 图 像 ， 一 个 尺 寸 与 S M _ C X I C O N 和 S M _ C Y I C O N 系 统 计 量
值 相 匹 配 的 图 像 。 向 S e t I c o n 函 数 传 递 一 个 参 数 值 F A L S E 可 能 把 小 的 1 6× 1 6 图
像 设 置 为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C l i s t S h e e t 对 象 是 一 个 空 的 对 话 窗 口 。 C l i s t S h e e t 构 造 器 通 过 调 用
A d d P a g e 成 员 函 数 来 添 加 三 个 属 性 页 。A d d P a g e 将 指 针 指 向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对 象 ，
该 对 象 是 通 过 向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基 本 初 始 化 程 序 传 递 对 话 标 识 符 而 创 建 的 。 例
如 ， 下 面 是 D i r L i s t 1 为 属 性 表 的 第 一 页 声 明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对 象 的 代 码 ：

p u b l i c :

    C P a g e 1  (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_ P A G E 1 )  { }

A d d P a g e 函 数 负 责 将 对 话 资 源 转 换 成 带 有 选 项 卡 的 属 性 页 ，该 选 项 卡 上 包 含 有 对
话 标 题 ， 例 如 L o c a t i o n 和 S i z e。

当 准 备 显 示 第 一 页 的 时 候 ， 它 的 C P a g e 1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调 用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A P I 函 数 ， 向 当 前 路 径 添 加 * . *过 滤 器 ， 并 且 调 用 D l g D i r L i s t，



将 当 前 的 目 录 列 表 写 到 列 表 框 之 中 。 S t r F i l t e r 字 符 串 包 含 有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编 辑 控
件 改 变 的 过 滤 器 。 程 序 最 有 趣 的 部 分 在 C P a g e 1 : : O n S e l C h a n g e 函 数 中 ， 当 用 户 选
中 了 列 表 框 中 一 个 项 目 的 时 候 ， 该 函 数 便 得 到 控 制 权 。

如 果 用 户 选 中 了 一 个 文 件 名 ，函 数 将 忽 略 这 个 选 择 。如 果 选 中 的 项 目 是 磁 盘 驱 动
器 ， 那 么 驱 动 器 目 标 将 代 替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中 的 路 径 ， 然 后 成 为 字 符 串 d : \， 其 中 d
是 所 选 中 的 驱 动 器 符 号 。 在 列 表 框 中 选 定 了 一 个 子 目 录 ， 将 把 子 目 录 名 添 加 到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中 的 路 径 。 当 路 径 改 变 的 时 候 ， O n S e l C h a n g e 将 调 用 S h o w L i s t 来 显
示 新 路 径 的 目 录 列 表 。O n S e l C h a n g e 将 按 照 C W n d : : D l g D i r L i s t 在 列 表 框 中 写 该 文
件 名 、驱 动 器 和 子 目 录 的 方 式 来 在 它 们 之 间 进 行 区 分 。驱 动 器 符 号 包 含 在 方 括 号
和 边 字 符 之 中 ， 例 如 [ - a - ]或 [ - c - ]。 子 目 录 包 括 在 没 有 连 字 符 的 方 括 号 之 中 。 文 件
名 没 有 括 号 或 连 字 符 。

虽 然 调 用 D l g D i r L i s t 添 加 目 录 列 表 具 有 一 定 的 方 便 性 ，但 该 技 术 还 存 在 着 两 个 严
重 的 缺 陷 。 首 先 ， 目 录 列 表 不 吸 引 人 ， 并 没 有 达 到 当 前 的 W i n d o w s 标 准 。 其 次 ，
D l g D i r L i s t 只 有 在 W i n d o w s  N T 下 才 能 识 别 长 文 件 名 。 出 于 这 两 方 面 的 考 虑 ， 我
们 不 得 不 完 全 放 弃 列 表 框 ， 而 来 试 一 试 其 他 东 西 。 当 我 们 创 建 了 一 个 从 M F C 的
C L i s t V i e w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新 类 ，并 将 其 添 加 到 V i s u a l  C + +中 叫 做 G a l l e r y 的 组 件 集
时 ， 我 们 再 来 做 这 件 事 。

但 是 ， 目 前 有 另 一 个 问 题 比 G a l l e r y 更 加 迫 切 。 本 章 中 已 完 成 的 一 些 工 作 可 能 就
变 得 不 必 要 了 ， 或 者 至 少 是 这 样 ， 它 可 以 得 到 简 化 。 你 可 能 会 记 起 ， 在 创 建



M F c T r e e 项 目 时 ， 我 们 为 M f c l a g h 和 M f c D l g . c p p 源 文 件 编 写 了 存 根 函 数 ， 并 且
将 项 目 手 工 插 入 到 一 个 消 息 映 射 之 中 。 这 些 任 务 可 以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中 很 容 易 地
进 行 处 理 。 C l a s s W i z a r d 是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天 然 伙 伴 ； 使 用 编 辑 器 来 设 计 对 话 ， 使
C l a s s W i z a r d 可 以 生 成 运 行 该 对 话 的 源 代 码 。 下 一 章 将 显 示 如 何 去 做 。



第 三 部 分   编 程 帮 助 工 具



第 6 章   C l a s s W iza rd （ 类 向 导 ）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一 个 项 目 之 后 ， 你 便 拥 有 了 C l a s s W i z a r d 这 个 V i s u a l  C + +“ 程
序 员 助 手 ” 选 项 。 从 广 义 上 讲 ，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与 类 的 关 系 和 A p p W i z a r d 与 应 用 程
序 的 关 系 是 相 同 的 。 C l a s s W i z a r d 通 过 生 成 实 现 C P P 文 件 ， 以 及 一 个 带 有 合 适 存
根 函 数 的 头 文 件 ，来 帮 助 你 开 始 编 写 新 类 。用 实 际 的 代 码 填 充 这 些 函 数 则 是 你 的
责 任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在 四 个 区 域 提 供 帮 助 ， 它 可 以 为 如 下 目 的 生 成 代 码 ：

n  从 接 收 消 息 或 管 理 控 件 窗 口 的 许 多 M F C 类 中 的 一 个 派 生 出 来 的 新
类 。

n  处 理 消 息 的 成 员 函 数 。

n  O L E / A c t i v e X 方 法 、 属 性 和 事 件 触 发 。

n  用 于 输 入 到 对 话 控 件 中 的 数 据 交 换 和 验 证 函 数 。

C l a s s W i z a r d 识 别 和 支 持 M F C 基 类 ， 它 们 用 某 种 方 法 与 用 户 进 行 交 互 。除 了 少 数
例 外 的 类 （ 例 如 C R e c o r d S e t 和 C H t t p S e r v e r） 之 外 ， 基 类 都 是 由 C C m d T a r g e t 派



生 而 来 ， 它 们 能 够 对 消 息 作 出 反 应 ， 并 能 够 管 理 对 话 框 中 的 控 件 。 大 约 有 5 0 个
多 个 M F C 基 类 ， 你 可 以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从 这 样 的 类 中 创 建 一 个 派 生 类 ； 参 考
本 书 附 录 B ， 可 以 得 到 一 个 完 整 列 表 。

访 问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不 能 从 一 个 空 的 项 目 中 访 问 C l a s s W i z a r d 。项 目 中 至 少 应 有 一 个 R C 文 件 ，即 使 这
个 R C 文 件 是 空 的 。 一 旦 R C 文 件 被 附 加 到 项 目 之 中 （ A p p W i z a r d 可 以 自 动 完 成
这 项 工 作 ）， 你 就 可 以 通 过 从 V i e w 菜 单 中 选 择 C l a s s W i z a r d 命 令 来 调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了 ， 如 图 6-1 所 示 。



图 6 - 1   V i e w 菜 单 中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关 于 C l a s s W i z a r d ， 有 两 点 不 大 明 显 。 首 先 ， 它 的 服 务 完 全 是 可 选 的 。 你 在 开 发
自 己 项 目 的 过 程 中 ， 如 果 自 己 愿 意 的 话 ， 从 头 至 尾 ， 都 可 以 不 处 理 C l a s s W i z a r d 。
其 次 ， 你 可 以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向 M F C 项 目 添 加 新 类 ， 即 使 该 项 目 不 是 由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 C l a s s W i z a r d 编 译 项 目 的 类 的 数 据 库 ， 并 将 它 存 储 在 与 项 目
同 名 且 扩 展 名 为 C L W 的 一 个 文 件 之 中 。 如 果 你 一 直 都 是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为 项
目 创 建 新 类 ， 那 么 CLW 文 件 可 以 保 持 最 新 。 不 过 ， 在 V i s u a l  C + + 中 ， 你 与
C l a s s W i z a r d 之 间 并 不 是 全 有 或 全 无 的 关 系 ， 你 可 以 自 由 地 编 写 新 类 ， 或 者 从 当
前 项 目 之 外 的 其 他 源 文 件 中 复 制 代 码 。 在 一 个 类 不 是 以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为 起 源 的 情
况 下 ， 有 一 个 简 单 的 方 法 可 以 更 新 CLW 数 据 库 。 在 你 使 用 了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上 的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命 令 向 项 目 添 加 新 类 源 文 件 之 后 ，请 删 除 C L W 文 件 ，并 再 次 调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 V i s u a l  C + +将 检 测 到 数 据 库 不 存 在 了 ， 并 提 供 重 新 创 建 它 的 服 务 ：

当 你 单 击 Y e s 接 受 创 建 新 数 据 库 的 服 务 之 后 ， 将 出 现 一 个 标 题 为 S e l e c t  S o u r c e
F i l e s 的 对 话 ，其 中 带 有 一 个 V i s u a l  C + +创 建 类 数 据 库 将 要 读 取 的 实 现 文 件 和 文 件
夹 列 表 。如 果 你 已 经 将 全 部 的 新 源 文 件 都 插 入 到 了 项 目 之 中 ，那 么 列 表 应 该 已 经
是 完 整 的 了 ， 因 此 除 单 击 O K 外 ， 你 不 需 要 做 任 何 事 情 。 进 程 指 示 器 主 要 用 来 指
示 V i s u a l  C + +正 在 创 建 数 据 库 文 件 ， 在 此 之 后 ， 将 出 现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框 。

C l a s s W i z a r d对 话

图 6 - 2 显 示 了 主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框 。 我 之 所 以 叫 它 为 “ 主 ” 对 话 ， 是 因 为
C l a s s W i z a r d 可 以 在 2 0 多 种 不 同 的 对 话 中 显 示 自 己 ，究 竟 在 哪 一 个 对 话 中 显 示 需



取 决 于 环 境 。 图 6 - 2 中 的 对 话 充 当 着 到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主 入 口 的 角 色 ， 将 其 命 名 为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 以 便 于 让 你 记 住 它 所 处 理 的 仅 仅 是 M F C 类 。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不
能 帮 助 你 创 建 从 除 了 支 持 M F C 类 之 外 的 任 何 类 中 派 生 的 类 ； 对 于 带 有 任 何 其 他
基 的 类 ， 你 必 须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或 I n s e r t 菜 单 上 的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从 零 开 始 自 己
编 写 代 码 。 在 本 章 稍 后 将 详 细 介 绍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



图 6 - 2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五 个 选 项 卡 具 有 不 同 的 用 途 ， 对 于 任 何 一 个 特 定 的 类 ，
都 不 是 完 全 需 要 这 五 个 选 项 卡 。表 6 - 1 可 以 帮 助 你 确 定 自 己 需 要 哪 个（ 或 哪 几 个 ）
选 项 卡 ， 这 主 要 取 决 于 你 想 为 自 己 的 类 做 哪 些 工 作 。

表 6 - 1   M F C  C las sW i z a r d 对 话 框 的 五 个 选 项 卡

选 项 卡 用 途

M e s s a g e  M a p s（ 消 息 映
射 ）

添 加 或 删 除 处 理 消 息 的 成 员 函 数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成
员 变 量 ）

添 加 或 删 除 附 加 到 使 用 控 件 的 类 上 的 成 员
变 量 。 一 般 地 说 ， 这 些 是 从 C D i a l o g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C R e c o r d V i e w 或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中 派 生 的 对 话 类

A u t o m a t i o n 向 支 持 A u t o m a t i o n 的 类 （ 例 如 A c t i v e X 控
件 类 ） 添 加 属 性 或 方 法



                                                   续 表

A c t i v e X  E v e n t s 为 触 发 事 件 （ 通 常 是 实 现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类 ）添 加 支 持 。在 开 发 接 收 触 发 事 件 的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时 ， 不 用 该 选 项 卡

C l a s s  I n f o 有 关 项 目 的 类 的 其 他 信 息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中 ，标 为 M e s s a g e  M a p s 和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的 头 两 个 选 项 卡
将 在 下 两 节 介 绍 。A u t o m a t i o n 和 A c t i v e X  E v e n t 选 项 卡 的 讨 论 推 迟 到 第 8 章 和 第 9
章 ， 这 两 章 将 阐 述 C l a s s W i z a r d 如 何 在 包 含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项 目 开 发 中 起 帮 助 作
用 。

M e s s a g e  M a p s（ 消 息 映 射 ） 选 项 卡

M e s s a g e  M a p s（ 消 息 映 射 ） 选 项 卡 是 你 为 自 己 的 类 指 定 消 息 处 理 函 数 的 地 方 。 该
选 项 卡 中 的 两 个 组 合 框 和 前 两 个 列 表 框 是 这 样 安 排 的 ,每 个 控 件 都 显 示 逐 渐 高 一
级 的 控 件 详 细 资 料 。换 句 话 说 ，控 件 的 内 容 取 决 于 前 面 控 件 中 的 选 中 部 分 。C l a s s
N a m e（ 类 名 ） 组 合 框 列 出 了 P r o j e c t 组 合 框 中 选 中 的 项 目 的 类 ； O b j e c t  I D s 框 中
显 示 的 是 与 C l a s s  N a m e 框 中 选 中 的 类 相 关 联 的 标 识 符 ， M e s s a g e 框 中 显 示 的 是
O b j e c t  I D s 框 中 当 前 选 中 部 分 的 消 息 和 其 他 信 息 。 表 6 - 2 显 示 了 O b j e c t  I D s 框 中



选 中 的 项 目 和 M e s s a g e 框 内 容 之 间 的 关 系 。

表 6 - 2 在 M e s s a g e  M a p 选 项 卡 中 ， O b j e c t  I d s 框 中 的 选 中 部 分 决 定 了 M e s s a g e
框 的 内 容

O b j e c t  I D S 框 中 选
中 部 分

M e s s a g e 框 的 内 容

类 名 W M _ 消 息 和 处 理 消 息 的 类 虚 拟 函 数

菜 单 命 令 标 识 符 用 于 菜 单 命 令 消 息 的 O N _ C O M M A D 和
O N _ C O M M A N D _ U I 宏

控 件 标 识 符 控 件 通 知 消 息 。 反 应 的 消 息 用 等 于 （ = ） 前 缀
标 记

当 你 在 M e s s a g e 框 中 选 中 一 条 消 息 或 虚 拟 函 数 的 时 候 ，将 在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底 部 出 现 选 中 项 目 的 简 要 说 明 。 如 果 想 了 解 有 关 选 中 项 目 的 详 细 信 息 ，可 以
像 第 一 章 中 介 绍 的 那 样 切 换 到 M S D N 在 线 帮 助 ，然 后 再 搜 索 索 引 。与 V i s u a l  C + +
旧 版 本 不 同 ， 按 下 F 1 键 将 显 示 有 关 M e s s a g e 框 本 身 的 一 般 信 息 ， 而 不 是 有 关 选
中 项 目 的 信 息 。

如 果 想 向 选 定 的 类 添 加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请 双 击 M e s s a g e 框 中 的 消 息 或 虚 拟 函



数 。M e m b e r  F u n c t i o n s 框 包 含 有 当 前 类 函 数 的 一 个 列 表 ，在 图 6 - 2 中 是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和 O n A p p A b o u t。“ W ” 标 识 符 将 O n A p p A b o u t 作 为 一 个 处 理 带 有 W M _ 前 缀 的 系
统 消 息 的 函 数 来 标 识 ， 在 本 例 中 ， 是 包 含 有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菜 单 值 的
W M _ C O M M A N D 。“ V ” 用 来 将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作 为 一 个 超 越 虚 拟 函 数 来 标 识 。

对 于 添 加 到 类 的 每 个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该 类 的 源 文 件 做 三 处 修
改 ：

n  向 头 文 件 添 向 函 数 声 明 。

n  向 C P P 实 现 文 件 添 加 带 有 骨 干 代 码 的 函 数 定 义 。

n  将 代 表 该 函 数 的 条 目 添 加 到 类 的 消 息 映 射 。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成 员 变 量 ） 选 项 卡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成 员 变 量 ） 选 项 卡 与 使 用 控 件 的 类 相 关 ， 这 些 类 中 的 大 部 分
是 从 C D i a l o g，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F o r m V i e w ， C R e c o r d V i e w 或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 从 上 述 五 个 M F C 类 中 的 一 个 派 生 出 来 的 类 叫 做 对 话 类 ， 因 为 它
需 要 一 个 代 表 对 话 资 源 的 标 识 符 。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成 员 变 量 ） 选 项 卡 是 指 定
从 类 对 话 中 的 控 件 中 接 收 数 据 的 成 员 变 量 的 地 方 。



如 果 想 向 对 话 类 添 加 成 员 变 量 ， 请 打 开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成 员 变 量 ） 选 项 卡 ，
并 从 C l a s s  N a m e（ 类 名 ） 框 中 选 择 类 。 在 C o n t r o l  I D s 框 中 ， 选 择 你 想 向 其 上 附
加 新 变 量 的 控 件 的 标 识 符 ， 然 后 单 击 A d d  V a r i a b l e 按 钮 打 开 如 图 6 - 3 所 示 的 A d d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对 话 。



图 6 - 3   从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成 员 变 量 ） 选 项 卡 中 调 用 的 A d d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对 话 框



在 可 选 的“ M ” 前 缀 后 面 键 入 变 量 名 ， 然 后 根 据 控 件 类 型 ， 在 C a t e g o r y 框 中 选 择
V a l u e 或 C o n t r o l。 V a l u e 设 置 的 意 思 是 指 该 变 量 包 含 有 这 个 控 件 的 数 据 ， 例 如 用
户 向 编 辑 框 键 入 的 文 字 或 数 字 值 。 C o n t r o l 设 置 的 意 思 是 该 变 量 代 表 控 件 本 身 。
作 为 一 个 例 子 ， 可 以 把 成 员 变 量 考 虑 成 一 个 复 选 框 控 件 。 选 定 V a l u e 类 别 可 以 使
该 成 员 变 量 成 为 B o o l e a n 型 ， 能 够 包 含 有 用 来 指 示 该 复 选 框 状 态 的 值 T R U E 或
F A L S E。然 而 ，选 择 C o n t r o l 类 别 ， 将 使 变 量 成 为 一 个 代 表 复 选 框 控 件 的 C B u t t o n
对 象 。如 果 你 想 使 用 该 变 量 来 确 定 用 户 是 打 开 还 是 关 闭 了 这 个 复 选 框 ，那 么 请 选
择 V a l u e 类 别 。 如 果 你 想 使 用 该 变 量 在 运 行 时 以 某 种 方 式 改 变 复 选 框 ， 例 如 通 过
调 用 C B u t t o n : S e t W i n d o w T e x t 来 改 变 标 题 ，或 通 过 调 用 C B u t t o n : : S e t C h e c k 设 置 复
选 框 的 状 态 ， 那 么 请 选 择 C o n t r o l 类 别 。

表 6-3 列 出 了 可 用 的 标 准 控 件 的 变 量 类 型 。 当 你 阅 读 该 表 时 ， 请 记 住 如 下 几 点 ：

n  编 辑 框 特 别 适 合 将 数 据 传 递 给 许 多 不 同 类 型 的 变 量 。 表 中 提 到 的 “ 数
字 ”数 据 类 型 是 一 个 包 罗 万 象 的 术 语 ，它 包 括 B Y T E ，s h o r t，i n t，U N I T ，
l o n g， D W O R D ， f l oa t 和 d o u b l e 。

n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不 列 出 由 I D C _ S T A T I C 值 标 识 的 静 态 控 件 。如 果 想 把 静 态
控 件 与 变 量 关 联 起 来 ， 应 首 先 为 该 控 件 分 配 一 个 除 了 I D C _ S T A T I C 之
外 的 值 。

n  在 一 组 单 选 按 钮 中 ， 仅 有 该 组 中 第 一 个 按 钮 的 标 识 符 出 现 在 C o n t r o l
ID s 框 中 。 当 我 们 稍 后 讨 论 与 小 组 的 第 一 个 按 钮 相 关 联 的 单 个 变 量 是



如 何 代 表 整 个 小 组 的 时 候 ， 你 就 会 清 楚 为 什 么 不 包 括 小 组 中 其 他 按 钮
的 原 因 。

n  正 如 表 中 所 指 示 的 ， P u s h 按 钮 控 件 不 允 许 V a l u e 类 别 的 变 量 ， 因 为 这
些 控 件 不 接 受 来 自 用 户 的 数 据 。

表 6 - 3   用 于 标 准 控 件 的 V a l u e 和 C o n t r o l 类 别 的 变 量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控 件 V a l u e 类 别 C o n t r o l 类 别

复 选 框 B O O L C B u t t o n

复 选 框 （ 三
态 ）

I n t C B u t t o n

组 合 框 C S t r i n g 或 i n t C C o m b o x B o x



                                                  续 表

编 辑 框 C S t r i n g ,  B O O L ， 数 字 ，
C O l e D a t e T i m e 或
C O L e C u r r e n c y

C E d i t

列 表 框 C s t r i n g 或 i n t C L i s t B o x

压 入 式 按 钮 C B u t t o n

单 选 按 钮 I n t C B u t t o n

滚 动 条 i n t C S c r o l l B a r

静 态 文 本 C S t r i n g C S t a t i c

通 过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向 对 话 类 添 加 成 员 变 量 ，你 可 以 利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所 提 供 的
高 效 特 征 ：为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和 对 话 数 据 验 证 自 动 生 成 源 代 码 ，也 就 是 人 们 所 熟 知
的 D D X / D D V。 数 据 交 换 和 验 证 仅 仅 应 用 于 为 之 选 定 了 V a l u e 类 别 的 成 员 变 量 。
也 就 是 说 ， 具 有 在 表 6 - 3 中 间 那 列 列 出 的 类 型 的 成 员 变 量 。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负 责 数 据 在 控 件 中 的 进 出 。当 对 话 首 次 出 现 的 时 候 ， 每 个 控 件 窗 口
自 动 用 相 应 的 成 员 变 量 的 值 进 行 初 始 化 。 当 用 户 通 过 单 击 O K 按 钮 ， 或 通 过 按



E n t e r 键 关 闭 对 话 的 时 候 ， 该 控 件 无 论 是 包 含 哪 一 个 值 或 文 本 ， 都 将 被 复 制 回 该
变 量 。 对 话 数 据 验 证 可 以 确 保 值 落 在 规 定 的 限 制 之 内 。 交 换 和 验 证 机 制 都 是 由
M F C 框 架 通 过 表 6 - 4 和 6 - 5 中 所 列 出 的 函 数 集 提 供 的 。 每 个 函 数 都 有 一 个 前 缀
D D X _或 D D V _， 来 把 它 作 为 数 据 交 换 或 数 据 验 证 函 数 来 标 识 。

表 6 - 4   常 见 的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函 数

交 换 函 数 获 得 /设 置 这 种 类 型 的
数 据 …

… 用 于 该 种 类 型 控
件

D D X _ C B I n d e x i n t C o m b o  b o x

D D X _ C B S t r i n g C S t r i n g C o m b o  b o x

D D X _ C B S t r i n g E x a
c t

C S t r i n g C o m b o  b o x

D D X _ C h e c k i n t C h e c k  b o x

D D X _ D a t e T i m e C t r l C t i m e D a t e - t i m e  p i c k e r

D D X _ L B I n d e x i n t L i s t  b o x



                                                  续 表

D D X _ L B S t r i n g C S t r i n g L i s t  b o x

D D X _ L B S t r i n g E x a
c t

C S t r i n g L i s t  b o x

D D X _ M o n t h C a l C t r l C t i m e M o n t h  c a l e n d a r

D D X _ R a d i o i n t R a d i o  b u t t o n

D D X _ S c r o l l i n t S c r o l l  b a r

D D X _ T e x t C S t r i n g  o r  n u m e r i c a l
( B Y T E ,
s h o r t , i n t , U I N T , l o n g , e t c . )

E d i t  c o n t r o l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 D D X ）

M F C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函 数 ， 它 们 可 以 在 对 话 类 中 的 控 件 成 员 变 量 之
间 移 动 数 据 。 除 了 表 6 - 4 中 所 列 的 常 见 函 数 之 外 ， 还 有 用 于 记 录 集 数 据 和 由
A c t i v e X 控 件 返 回 的 数 据 的 特 殊 交 换 函 数 。 D D X _ C o n t r o l 函 数 可 以 为 几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控 件 传 输 数 据 ， 例 如 A n i m a t e 和 I P  A d d r e s s。 如 果 想 了 解 有 关 数 据 交 换 函 数



的 更 为 详 细 的 信 息 ， 请 参 考 V i s u a l  C + +在 线 帮 助 。

表 6 - 4 中 列 出 的 D D X _ R a d i o 函 数 值 得 讨 论 一 下 。 在 所 有 的 数 据 交 换 函 数 之 中 ，
该 函 数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它 只 应 用 于 一 组 控 件 ， 而 不 是 一 个 控 件 。 D D X _ R a d i o 返
回 一 个 i n t 值 用 来 指 示 用 户 打 开 了 组 中 的 哪 个 按 钮 ： 0 代 表 组 中 的 第 一 个 按 钮 ， 1
代 表 第 二 个 按 钮 ，以 此 类 推 。值 -1 的 意 思 是 小 组 中 的 所 有 按 钮 都 是 清 除 的 。你 可
以 调 用 D D X _ R a d i o 来 确 定 单 个 单 选 按 钮 的 状 态 （ 假 如 它 是 组 中 的 唯 一 一 个 按
钮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返 回 值 0 的 意 思 是 按 钮 是 打 开 的 ，值 -1 意 为 按 钮 是 关 闭 的 。
建 立 一 个 单 选 按 钮 通 常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进 行 ， 我 们 一 会 儿 就 能 看 到 。

对 话 数 据 验 证 （ D D V ）

表 6-5 列 出 了 八 个 对 话 数 据 验 证 函 数 ，它 们 仅 仅 应 用 于 接 受 用 于 从 键 盘 输 入 数 据
的 控 件 成 员 变 量 。 换 言 之 ， 就 是 编 辑 控 件 和 组 合 框 。



表 6 - 5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函 数

验 证 函 数 验 证 …

D D V _ M i n M a x B y t e 指 定 限 制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B Y T E 值

D D V _ M i n M a x I n t 指 定 限 制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i n t 值

D D V _ M i n M a x U I n t 指 定 限 制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U N I T 值

D D V _ M i n M a x L o n g 指 定 限 制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l o n g 值

D D V _ M i n M a x D W o r d 指 定 限 制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D W O R D 值

D D V _ M i n M a x F l o a t 指 定 限 制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f l oa t 值

D D V _ M i n M a x D o u b l e 指 定 限 制 范 围 内 的 一 个 d o u b l e 值

D D V _ M a x C h a r s C S t r i n g 字 符 串 的 长 度 不 能 超 过 指 定
的 最 大 长 度

当 你 为 编 辑 控 件 或 组 合 框 添 加 成 员 变 量 ， 然 后 在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选 项 卡 中 的
C o n t r o l  I D s 框 中 选 择 控 件 的 时 候 ，两 个 提 示 之 一 将 会 出 现 在 该 选 项 卡 的 底 部 。究



竟 出 现 哪 一 个 提 示 取 决 于 变 量 所 具 有 的 是 数 字 数 据 ，还 是 文 字 数 据 ；在 任 一 种 情
况 下 ， 都 要 输 入 用 于 验 证 的 变 量 限 制 值 ：

除 了 一 个 对 话 数 据 验 证 函 数 之 外 ，所 有 函 数 都 监 视 数 值 数 据 ，以 确 保 由 用 户 输 入
的 值 落 在 指 定 的 上 下 限 之 间 。 例 外 是 D D V _ M a x C h a r s 函 数 ， 它 用 来 验 证 键 入 到
编 辑 控 件 或 组 合 框 中 的 字 符 数 不 超 过 给 定 的 最 大 值 。与 表 6 - 4 中 列 出 的 交 换 函 数
不 同 ， 验 证 函 数 仅 仅 在 对 话 关 闭 的 时 候 起 作 用 ， 而 不 在 它 刚 出 现 的 时 候 起 作 用 。
如 果 输 入 到 一 个 控 件 的 值 落 到 了 指 定 的 限 制 之 外 ，那 么 ， 该 控 件 的 验 证 函 数 将 显
示 一 个 消 息 框 ， 以 通 知 用 户 出 了 问 题 。 当 消 息 框 被 关 闭 的 时 候 ， 出 问 题 的 控 件 将
具 有 一 个 焦 点 ， 提 示 用 户 重 新 输 入 数 据 。 除 非 所 有 的 数 据 验 证 函 数 都 满 足 了 ， 否
则 ， 用 户 不 能 够 通 过 单 击 O K 来 关 闭 对 话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C l a s s W i z a r d 把 叫 做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的 成 员 函 数 添 加 到 对 话 类 的 C P P 文 件 。 这 个



函 数 包 含 对 话 所 需 要 的 对 数 据 交 换 和 验 证 函 数 的 所 有 调 用 。 例 如 ， 对 于 接 受 从 1
到 9 9 的 整 数 的 单 个 编 辑 控 件 ，C l a s s W i z a r d 可 以 编 写 不 同 的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

v o i d  C D e m o D l g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D i a l o g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 / { { A F X _ D A T A _ M A P ( C D e m o D l g )

    D D X _ M i n M a x I n t ( p D X , m _ n E d i t V a l ,  1 ,  9 9 ) ;

    / / } } A F X _ D A T A _ M A P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是 一 个 完 整 的 函 数 ， 并 不 是 你 必 须 进 一 步 添 加 的 存 根 代 码 。 既
然 在 对 话 开 始 和 结 束 的 时 候 ， 框 架 都 要 调 用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那 么 ， 有 时 向 它
添 加 初 始 化 和 清 除 代 码 是 很 方 便 的 ， 否 则 你 通 常 会 忘 记 该 函 数 的 存 在 。如 果 你 在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成 员 变 量 ） 选 项 卡 删 除 了 一 个 变 量 ， 那 么 C l a s s W i z a r d 将 会 在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中 删 除 对 该 变 量 任 何 数 据 的 交 换 和 验 证 调 用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和 A p p W i z a r d 为 项 目 中 的 每 个 对 话 编 写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即 使



对 话 没 有 接 受 用 户 输 入 的 控 件 也 是 如 此 。例 如 ，由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A b o u t 框 类
具 有 一 个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 即 使 该 对 话 没 有 任 何 控 件 （ 一 个 图 标 ， 两 行 静
态 文 字 和 一 个 压 入 式 按 钮 ） 可 以 从 用 户 处 接 收 数 据 。如 果 你 想 让 一 个 控 件 仅 仅 显
示 数 据 ，而 不 允 许 用 户 改 变 值 ，那 么 应 该 删 除 C l a s s W i z a r d 添 加 到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的 控 件 的 任 何 D D X / D D V 调 用 。 另 一 个 选 项 是 完 全 删 除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
我 们 将 要 在 本 章 稍 后 看 到 另 一 个 例 子 。

在 创 建 对 话 的 时 候 ，在 设 计 过 程 的 早 期 ，你 应 该 考 虑 一 下 对 话 的 类 是 如 何 在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与 验 证 融 合 在 一 起 的 。在 第 5 章 中 介 绍 过 ，对 话 编 辑 器 允 许 你 通 过 在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框 中 打 开 或 关 闭 合 适 的 复 选 框 来 设 计 每 个 控 件 的 属 性 。 当 为 使 用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和 验 证 的 控 件 设 计 属 性 的 时 候 ， 请 记 住 以 下 几 点 ：

n  对 于 只 接 受 简 单 的 十 进 制 （ 而 不 是 十 六 进 制 ） 的 整 数 的 编 辑 控 件 ， 在
E d i t  P r o p e r t i e s（ 编 辑 属 性 ）对 话 的 S t y l e s（ 风 格 ）选 项 卡 中 设 置 N u m b e r
（ 数 字 ） 复 选 框 。 这 将 给 这 个 控 件 分 配 一 个 样 式 标 志 E S _ N U M B E R ，
使 它 忽 略 除 从 0 到 9 之 外 的 任 何 字 符 ， 其 中 也 包 括 逗 号 和 句 号 。

n  如 果 组 合 框 或 列 表 框 只 接 受 自 由 数 字 数 据 ， 那 么 ， 请 访 问 该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 并 关 闭 它 的 排 序 选 项 。 对 于 组 合 框 和 一 般 的 列 表 框 ，
请 清 除 S t y l e s（ 风 格 ） 选 项 卡 中 的 S o r t  P r o p e r t y（ 排 序 属 性 ） 复 选 框 ；
对 于 列 表 控 件 ， 确 保 S t y l e（ 风 格 ） 选 项 卡 中 的 S o r t  S e l e c t i o n（ 排 序 选
择 ） 为 N o n e。 因 为 这 些 控 件 将 根 据 数 字 的 A S C I I 值 ， 而 不 是 数 字 值 ，



对 数 字 进 行 排 序 ， 仅 仅 当 条 目 具 有 固 定 的 数 字 号 码 ， 并 且 包 含 有 前 导
0（ 例 如 0 0 1 和 0 9 9） 时 ， 它 们 才 能 正 确 地 排 出 一 个 号 码 列 表 。

n  当 你 创 建 一 组 单 选 按 钮 的 时 候 ， 请 为 组 中 的 每 个 按 钮 设 置 A u t o 属 性 。
这 将 使 得 这 个 单 选 按 钮 成 为 互 斥 的 ， 以 便 单 击 一 个 按 钮 将 自 动 清 除 组
中 其 他 所 有 的 按 钮 。

n  仅 仅 为 组 中 的 第 一 个 单 选 按 钮 设 置 G r o u p 属 性 ， 确 保 组 中 其 他 所 有 的
按 钮 按 照 Tab 键 顺 序 跟 在 第 一 个 按 钮 之 后 。 如 果 这 样 做 失 败 了 ， 那 么
当 用 户 按 箭 头 键 时 ， 将 禁 止 对 话 将 焦 点 从 一 个 单 选 按 钮 移 动 到 下 一 个
单 选 按 钮 。 另 外 ， 还 要 为 紧 跟 在 组 中 最 后 的 单 选 按 钮 之 后 的 那 个 控 件
设 置 G r o u p 属 性 。 这 表 示 这 是 前 一 组 的 末 尾 和 另 一 组 的 开 始 。 在 调 试
器 中 运 行 该 程 序 将 会 告 诉 你 ， 何 时 一 组 单 选 按 钮 不 能 由 G r o u p 属 性 来
正 确 地 定 界 ，因 为 当 对 话 出 现 的 时 候 ，调 试 器 将 在 O u t p u t 窗 口 中 显 示
这 条 消 息 。

W a r n i n g :  s k i p p i n g  n o n - r a d i o  b u t t o n  i n  g r o u p .（ 警 告 ： 跳 过 组 中 的 非 单 选 按 钮 ）

向 项 目 添 加 类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所 有 五 个 选 项 卡 都 具 有 A d d  C l a s s（ 添 加 类 ）按 钮 ，因 为 你 可
以 从 对 话 的 任 何 一 个 选 项 卡 中 开 始 一 个 新 类 。 单 击 了 A d d  C l a s s （ 添 加 类 ） 按 钮



之 后 ， 选 中 如 下 两 个 选 项 之 一 ：

n  N e w（ 新 建 ）：创 造 包 含 有 由 C l a s s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骨 干 代 码 的 C P P 文 件
和 H 文 件 。

n  F r o m  a  t y p e  l i b r a r y（ 来 自 类 型 库 ）： 为 基 于 O L E 类 库 的 一 个 类 创 建 源
代 码 。 这 个 类 型 库 可 以 是 一 个 单 独 的 文 件 （ 通 常 具 有 T L B 扩 展 名 ），
或 者 它 可 以 作 为 资 源 数 据 包 含 在 像 动 态 链 接 库 这 样 的 程 序 内 部 。 动 态
链 接 库 一 般 具 有 如 下 扩 展 名 ： O L B （ 对 象 库 ）、 O C X （ A c t i v e X 控 件 ）
或 D L L 。 例 如 ， 选 择 第 8 章 中 介 绍 的 任 何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 都 将 从
O C X 文 件 的 类 型 库 信 息 中 生 成 的 项 目 中 添 加 类 源 代 码 。在 你 定 位 并 选
中 了 所 需 要 的 类 型 库 文 件 之 后 ， 在 类 列 表 中 选 择 一 个 类 ， 这 个 类 列 表
是 C l a s s W i z a r d 从 库 中 的 信 息 收 集 保 存 的 ， 并 在 C o n f i r m  C l a s s e s (确 认 )
对 话 中 显 示 。 如 果 你 希 望 为 当 前 的 项 目 重 命 名 选 中 的 类 ， 那 么 请 在
C l a s s  N a m e 控 件 中 输 入 新 的 名 字 。 你 还 可 以 指 定 C l a s s W i z a r d 所 创 建
的 C P P 和 H 文 件 的 名 字 。

两 个 选 项 都 可 以 为 新 类 自 动 更 新 CLW 数 据 库 。 如 果 想 通 过 从 另 一 个 项 目 中 复 制
一 个 现 有 的 类 来 创 建 一 个 新 类 ，那 么 可 以 采 用 三 种 不 同 的 方 法 。借 用 现 有 类 的 最
直 接 方 法 是 将 源 代 码 复 制 到 你 的 项 目 文 件 夹 ， 并 使 用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命 令 ， 将 C P P 文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 在 弹 出 式 次 级 菜 单 中 单 击 F i l e s， 然 后 双
击 文 件 列 表 中 该 类 的 C P P 文 件 。 正 如 前 一 章 中 所 提 及 的 ， 不 必 要 以 相 同 的 方 法



添 加 头 文 件 ， 原 因 是 V i s u a l  C + +是 将 头 文 件 做 为 从 属 文 件 来 识 别 。 第 二 种 方 法 需
要 从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中 I n s e r t  P r o j e c t  I n t o  W o r k s p a c e（ 插 入 项 目 到 工 作 空 间 ） 命 令 来
插 入 现 有 的 项 目 。 然 后 ， 你 就 可 以 自 由 地 从 插 入 的 项 目 中 借 用 源 文 件 了 。 第 三 种
方 法 是 通 过 G a l l e r y， 我 们 将 在 第 7 章 中 进 行 讨 论 。

你 可 能 不 是 从 类 型 库 中 添 加 一 个 现 有 的 类 ， 而 是 更 经 常 地 选 择 N e w 选 项 ， 来 让
C l a s s W i z a r d 启 动 你 想 开 发 的 新 的 派 生 类 。 单 击 N e w 将 显 示 如 图 6 - 4 所 示 的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框 ， 在 这 个 对 话 框 中 ， 你 可 以 为 你 的 类 输 入 一 个 名 字 ， 然 后 从
C l a s s W i z a r d 支 持 的 M F C 类 中 选 择 它 的 基 。



图 6 - 4   从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中 调 用 的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为 了 命 名 类 源 文 件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向 你 所 指 定 的 类 名 添 加 C P P 和 H 文 件 扩 展 ， 去
掉 任 何 C 前 缀 ， 如 果 你 想 采 用 其 他 名 称 ， 请 单 击 C h a n g e 按 钮 。

D ia log  ID 控 件 是 否 在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中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取 决 于 所 选 中 的 基 类 。当 你
作 为 基 类 从 五 个 M F C 对 话 类（ C D i a l o g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C F o r m V i e w ，C R e c o r d V i e w
或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 中 进 行 选 择 的 时 候 ， D i a l o g  I D 控 件 处 于 激 活 状 态 ， 提 示 与
新 类 相 关 联 的 对 话 的 资 源 标 识 符 。创 建 基 于 对 话 的 类 的 最 好 方 法 是 ，首 先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设 计 和 保 存 对 话 资 源 ，然 后 ，在 编 辑 器 仍 然 处 于 激 活 状 态 且 有 输 入 焦 点
的 时 候 ， 访 问 C l a s s W i z a r d ， 来 为 对 话 创 建 新 类 。 在 本 章 稍 后 的 例 子 中 ， 我 们 将
这 样 做 。

A u t o m a t i o n 组 框 中 单 选 按 钮 的 外 观 取 决 于 选 中 的 基 类 是 否 支 持 A u t o m a t i o n。当 你
选 中 像 C H t t p F i l t e r 这 样 的 基 类 的 时 候 ， 将 出 现 一 条 十 分 详 细 的 消 息 ， 通 知 你
A u t o m a t i o n 不 是 一 个 选 项 。 不 过 ， 对 于 可 察 知 A u t o m a t i o n 的 基 类 ， A u t o m a t i o n
单 选 按 钮 是 启 用 的 。 打 开 该 按 钮 ， 将 指 导 C l a s s W i z a r d 编 写 代 码 来 生 成 源 文 件 ，
从 而 使 得 这 个 新 类 成 为 一 个 可 编 程 的 对 象 ， 而 且 对 于 像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这 样 的
A u t o m a t i o n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是 可 见 的 。本 书 附 录 B 标 识 了 那 些 M F C 类 可 察 知
A u t o m a t i o n。 如 果 你 想 了 解 有 关 A u t o m a t i o n 的 更 多 信 息 ， 由 D a v i d  K r u g l i n s k i 编
著 的 I n s i d e  V i s u a l  C + +中 ， 专 门 有 一 章 来 讨 论 这 一 主 题 。

单 击 C r e a t e a b l e  B y  T y p e  I D（ 通 过 类 型 ID 可 创 建 ） 单 选 按 钮 将 生 成 代 码 ， 这 些 代
码 允 许 其 他 的 A c t i v e X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你 的 新 类 的 A u t o m a t i o n 对 象 。 C l a s s W i z a r d



自 动 将 项 目 名 和 类 名 组 合 起 来 ，以 形 成 编 辑 控 件 中 所 显 示 的 类 型 标 识 符 ，以 及 一
个 用 来 帮 助 确 保 标 识 符 为 独 一 无 二 的 方 案 。这 个 类 型 标 识 符 也 就 是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程 序 设 计 标 识 符 ， 它 可 以 被 A c t i v e X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用 来 指 定 对 象 。 例 如 ， 一 个
E x c e l 宏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C N e w C l a s s 对 象 ：

S e t   D e m o O b j = C r e a t O b j e c t  ( " D e m o . N e w C l a s s " )

添 加 非 M F C 类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不 是 向 项 目 添 加 类 的 唯 一 方 法 。 单 击 I n s e r t 菜 单 上 的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 将 显 示 如 图 6 - 5 所 示 的 对 话 ， 它 与 图 6 - 4 中 的 对 话 共 享 相 同 的 名 字 ， 而 且
看 起 来 十 分 相 似 。 唯 一 的 不 同 是 ， 在 对 话 的 顶 部 多 了 个 C l a s s  T y p e 框 ， 它 是 用 来
指 示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的 双 重 特 性 的 。

对 于 类 的 类 型 ， 默 认 选 择 是 M F C  C l a s s， 这 将 导 致 对 话 的 行 为 与 图 6 - 4 中 的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一 致 。 选 择 B a s e  C l a s s 控 件 中 的 一 个 基 本 M F C 类 ， 并 且 像 以 前 一 样 设
置 A u t o m a t i o n 单 选 按 钮 。如 果 想 创 建 一 个 基 于 表 单 的 新 类 ，请 在 C l a s s  T y p e 框 中
选 择 F o r m  C l a s s ， 然 后 选 择 C F o r m V i e w ， C D i a l o g ， C R e c o r d V i e w 或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的 一 个 基 类 。 对 于 类 的 类 型 ， 第 三 个 方 案 是 G e n e r i c  C l a s s ， 它
将 导 致 V i s u a l  C + +为 不 是 从 M F C 中 派 生 的 类 生 成 存 根 代 码 。V i s u a l  C + +仅 仅 借 用
来 自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技 术 ， 如 果 你 愿 意 看 到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只 是 作 为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中 的 另 一 部 分 ， 当 然 也 可 以 。 但 是 一 定 要 切 记 ， 图 6 - 4 所 示 的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的
变 种 仅 仅 可 用 于 从 M F C 派 生 而 来 的 类 ， 对 于 它 ， 你 总 是 可 以 应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全 部 功 能 。 用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创 建 常 规 的 非 M F C 的 类 将 生 成 存 根 代 码 ， 但 同
时 也 舍 弃 了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其 他 功 能 。



图 6 - 5   通 过 从 In se r t 菜 单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进 行 访 问 的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对 话 中 的 G e n e r i c  C l a s s 设 置 启 用 一 个 列 表 框 ，你 可 以 从 中 为 新 类 选 择 一 个 基 。生
成 的 源 代 码 仅 仅 由 用 于 类 构 造 器 和 析 构 器 的 存 根 函 数 组 成 ，这 些 函 数 包 含 在 一 个
为 该 类 命 名 的 C P P 文 件 和 H 文 件 之 中 。例 如 ，这 是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为 从 C B a s e C l a s s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类 写 到 头 文 件 中 的 声 明 。

c l a s s  C D e r i v e d C l a s s  :  p u b l i c  C B a s e C l a s s

{

p u b l i c :

    C D e r i v e d C l a s s ( ) ;

    v i r tua l  ~ C D e r i v e d C l a s s ( ) ;

} ;

除 了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之 外 ，V i s u a l  C + + 还 提 供 了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其 他 分 支 。我 们 将
要 在 下 面 看 到 ，W i z a r d B a r 作 为 到 达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侧 门 ，它 通 常 比 主 要 入 口 更 加
方 便 。



W i z a r d B a r（ 向 导 栏 ）

W i z a r d B a r 是 一 个 可 停 靠 的 工 具 栏 ， 当 你 在 文 本 和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四 处 移 动 的 时
候 ， 它 可 以 记 住 插 字 符 的 位 置 或 当 前 选 中 的 部 分  。 无 论 你 当 前 正 在 处 理 的 是 哪
一 类 ， 该 栏 都 会 连 续 不 断 地 调 整 它 的 外 观 。 例 如 ， 打 开 用 于 C M a i n F r a m e 类 的 实
现 文 件 将 自 动 为 该 类 初 始 化 W i z a r d B a r， 提 供 一 种 方 便 的 方 法 迅 速 找 到 成 员 函 数
的 定 义 和 声 明 。 和 其 他 任 何 V i s u a l  C + +工 具 栏 一 样 ， 你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Tools 菜 单
上 的 C u s t o m i z e 命 令 ， 并 在 T o o l s B a r 选 项 中 选 中 合 适 的 复 选 框 来 将 W i z a r d B a r 打
开 或 关 闭 。

图 6-6 显 示 了 W i z a r d B a r 的 类 型 视 图 。



图 6 - 6   W i z a r d B a r

W i z a r d B a r 的 三 个 组 合 框 用 于 封 装 在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M e s s a g e  M a p s（ 消
息 映 射 ）选 项 卡 中 显 示 的 信 息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中 所 做 的 任 何 改 变 都 可 以 在 W i z a r d B a r
中 连 续 不 断 地 反 映 出 来 。 表 6 - 6 说 明 了 W i z a r d B a r 的 框 和 按 钮 。

W i z a r d B a r 最 右 边 的 箭 头 按 钮 显 示 的 是 图 6 - 7 中 所 示 的 选 项 的 下 拉 菜 单 。



表 6 - 6   W i z a r d B a r 上 的 控 件

向 导 控 件 说 明

C l a s s e s（ 类 ） 显 示 编 辑 器 中 当 前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的 类 名 ， 并 且
提 供 一 个 项 目 中 所 有 类 的 下 拉 列 表 。 当 既 没 有
文 本 编 辑 器 也 没 有 对 话 编 辑 器 具 有 焦 点 的 时
候 ， 框 中 条 目 是 灰 色 的

Iden t i f i e r s （ 标 识
符 ）

列 出 当 前 所 使 用 的 符 号 标 识 符 (当 前 类 的 名 字
出 现 在 W i z a r d B a r 的 C l a s s e s 框 中 )

F u n c t i o n s（ 函 数 ） 包 含 用 于 当 前 类 的 虚 拟 函 数 和 C C m d T a r g e t 的
过 程 名



                                                  续 表

D e f a u l t（ 默 认 ） 单 击 位 于 W i z a r d B a r 最 右 端 的 “ 棍 棒 ” 图 标 ，
将 执 行 两 行 W i z a r d B a r 菜 单 的 默 认 命 令 。 默 认
命 令 取 决 于 当 前 的 支 持 以 及 在 W i z a r d B a r 中 选
中 的 部 分 。 例 如 ， 如 果 类 实 现 文 件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 并 且 插 字 符 在 函 数 块 之
内 ， 那 么 默 认 的 操 作 将 是  G o  T o  F u n c t i o n
D e c l a r a t i o n（ 转 向 函 数 声 明 ）， 即 打 开 类 的 头 文
件 ，并 定 位 在 函 数 原 型 中 的 插 字 符 位 置 ，然 后 ，
默 认 的 操 作 将 变 为  G o  T o  F u n c t i o n  D e f i n i t i o n
（ 转 向 函 数 定 义 ）， 将 插 字 符 发 回 到 实 现 C P P
文 件 ， 默 认 操 作 总 是 在 W i z a r d B a r 菜 单 上 列 出
的 第 一 个 命 令 ， 如 图 6-7 所 示

M e n u（ 菜 单 ） 显 示 可 用 选 项 的 W i z a r d B a r 菜 单 ， 将 在 下 面 列
出 的 项 目 符 号 列 表 中 仔 细 说 明

菜 单 的 内 容 反 映 了 当 前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的 文 档 ，因 此 ，当 源 文 档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的 时 候 ，像 G o  T o  N e x t  F u n c t i o n 这 样 的 命 令 才 可 用 。在 菜 单 命 令 的 以
下 说 明 中 ， 词“ 当 前 ” 指 的 是 W i z a r d B a r 中 的 设 置 。例 如 ，当 前 类 是 在 W i z a r d B a r
的 C l a s s e s 框 中 显 示 的 类 ， 如 图 6 - 6 所 示 。



图 6 - 7   通 过 单 击 W i z a r d B a r 上 的 箭 头 按 钮 显 示 的 W i z a r d B a r 菜 单



n  G o  T o  F u n c t i o n  D e f i n i t i o n（ 转 向 定 义 ）： 如 果 必 要 的 话 ， 打 开 源 C P P
文 件 ， 并 在 当 前 函 数 的 第 一 行 放 置 插 字 符 ， 在 W i z a r d B a r 的 F u n c t i o n s
框 中 标 识 。

n  G o  T o  F u n c t i o n  D e c l a r a t i o n（ 转 向 函 数 声 明 ）： 在 当 前 函 数 的 原 型 处 放
置 插 字 符 。

n  A d d  W i n d o w s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添 加 窗 口 消 息 处 理 函 数 ）： 调 用 N e w
W i n d o w s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新 建 窗 口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 对 话 。 在 该 对 话
中 ， 可 以 快 速 从 C W n d 开 始 ， 向 随 后 的 类 中 添 加 存 根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n  A d d  V i r t u a l  F u n c t i o n（ 添 加 虚 拟 函 数 ）： 超 越 基 类 的 虚 拟 函 数 。 该 命 令
显 示 两 个 列 表 ， 一 个 包 含 有 可 以 为 超 越 提 供 的 虚 拟 函 数 ， 另 外 一 个 显
示 已 被 当 前 类 超 越 的 那 些 函 数 。 这 些 列 表 提 供 了 与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中 的 M e s s a g e s 框 相 同 的 信 息 ， 但 更 加 易 于 使 用 ， 且 更 加 便 于 浏
览 。

n  A d d  M e m b e r  F u n c t i o n（ 添 加 成 员 函 数 ）： 向 当 前 类 添 加 存 根 成 员 函 数 。
像 下 图 如 示 那 样 ， 输 入 该 函 数 的 返 回 类 型 、 声 明 和 访 问 标 签 。



V i s u a l  C + + 将 这 个 新 函 数 的 声 明 和 定 义 代 码 都 添 加 到 类 源 文 件 。

/ / I n  t he  c l a s s  heade r  f i l e

p u b l i c :



    v o i d  N e w F u n c t i o n ( i n t  I ,  C s t r i n g  & s t r ) ;

/ /  I n  t h e  c l a s s  C P P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f i l e

v o i d  C M a i n F r a m e : : N e w F u n c t i o n ( i n t  I ,  C s t r i n g  & s t r )

{

}

n  D e l e t e（ 删 除 ）： 从 类 的 来 源 中 删 除 当 前 函 数 。 在 查 询 确 认 之 后 ，V i s u a l
C + + 把 该 函 数 的 声 明 和 注 释 从 实 现 代 码 中 删 除 。 编 辑 器 的 U n d o 命 令
不 能 恢 复 已 被 删 除 的 函 数 。

n  G o  T o  C l a s s  D e f i n i t i o n（ 转 到 类 ）： 在 当 前 类 的 构 造 器 函 数 的 实 现 代 码
处 放 置 插 字 符 。

n  N e w  C l a s s（ 新 建 类 ）：与 I n s e r t 菜 单 上 的 N e w  C l a s s 命 令 是 等 价 的 。

n  N e w  F o r m （ 新 建 表 单 ）： 显 示 N e w  F o r m 对 话 ， 该 对 话 可 用 于 生 成 代
表 从 C F o r m V i e w ， C d i a l o g， C R e c o r d V i e w 或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中 派 生
的 基 于 表 单 的 新 类 的 源 代 码 。该 操 作 与 从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中 选 中 F o r m



C l a s s 类 型 产 生 的 结 果 相 同 。

n  G o  T o  N e x t / P r e v i o u s  F u n c t i o n（ 转 向 下 一 个 /前 一 个 函 数 ）： 在 实 现 文 件
中 ， 将 插 字 符 向 前 或 向 后 发 送 到 下 一 个 函 数 定 义 。 在 头 文 件 中 ， 将 插
字 符 发 送 到 邻 近 的 函 数 声 明 。

n  O p e n  I n c l u d e  F i l e（ 打 开 包 括 文 件 ）： 扫 描 当 前 文 档 查 找 # i n c l u d e 语 句 ，
然 后 展 示 一 个 带 有 包 括 文 件 的 列 表 。 如 果 想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一 个
文 件 ， 请 在 列 表 中 双 击 它 的 文 件 名 。

n  W i z a r d B a r  H e l p（ 向 导 栏 帮 助 ）： 在 M S D N  H e l p 窗 口 中 显 示 一 个 题 为
“ O v e r V i e w :  W i z a r d B a r” 的 话 题 。 从 那 里 ， 你 可 以 跳 到 与 W i z a r d B a r
有 关 的 其 他 话 题 。

W i z a r d B a r 提 供 了 到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快 速 访 问 ， 是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替 代 方 法 ，
使 用 起 来 很 方 便 。一 旦 你 知 道 了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输 入 与 输 出 ，W i z a r d B a r 的 功 能 看
上 去 就 很 熟 悉 了 。 尽 管 本 章 将 重 点 放 在 通 过 各 种 对 话 框 来 访 问 C l a s s W i z a r d 之
上 ， 该 信 息 同 样 可 以 应 用 到 W i z a r d B a r 工 具 。

C l a s s W i z a r d如 何 识 别 类

C L W 数 据 库 文 件 是 以 A S C I I 文 本 形 式 存 在 的 ， 因 此 你 可 能 对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阅



读 它 比 较 感 兴 趣 。 数 据 库 将 项 目 中 的 每 个 类 进 行 分 类 ， 并 记 录 该 类 的 基 和 源 文
件 。对 话 、菜 单 和 加 速 键 这 样 的 资 源 数 据 ，也 用 它 们 的 标 识 符 在 文 件 中 运 行 分 类 。

为 了 构 造 C L W 数 据 库 文 件 ， V i s u a l  C + +扫 描 附 加 在 该 项 目 之 上 的 每 个 源 文 件 ，
寻 找 特 殊 的 注 释 行 。在 前 面 的 A p p W i z a r d 程 序 中 ，你 已 经 看 到 了 这 些 注 释 ；它 们
以 { /或 / /}开 头 ， 以 起 到 标 记 声 明 、 消 息 映 射 条 目 和 其 他 与 类 成 员 相 关 的 代 码 的 作
用 ， 除 了 为 CLW 数 据 库 中 包 括 的 东 西 标 识 类 信 息 之 外 ， 注 释 没 有 其 他 的 作 用 。
如 果 你 没 有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写 一 个 类 ，而 后 来 又 想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向 该 类 添 加
其 他 的 函 数 或 数 据 ， 那 么 你 必 须 包 括 注 释 行 。 否 则 ， 注 释 就 不 是 必 要 的 。

每 个 注 释 限 定 符 都 包 含 表 6 - 7 中 列 出 的 十 三 个 关 键 字 中 的 一 个 。大 多 数 关 键 字 是
成 对 使 用 的 ， 一 个 关 键 字 用 来 标 记 类 的 头 文 件 中 的 一 条 声 明 ， 而 它 的 对 应 物（ 带
有 _ M A P 后 缀 ）标 记 的 是 C P P 文 件 中 消 息 映 射 中 的 相 应 条 目 。例 如 ，这 里 是 V i s u a l
C + + 如 何 识 别 名 为 C D e m o A p p 中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的 例 子 ， 其 中 C D e m o A p p 是
从 M F C 的 C W i n A p p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在 C P P 实 现 文 件 中 ，特 殊 的 A F X _ M S G _ M A P
注 释 将 代 表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C D e m o A p p : : O n A p p A b o u t 的 消 息 映 射 条 目 括 了 起 来 ，
使 得 该 条 目 可 以 被 C l a s s W i z a r d 所 识 别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D e m o A p p ,  C W i n A p p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 C D e m o A p p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  O n A p p A b o u t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表 6 - 7   C l a s s W i z a r d 所 需 要 的 注 释 关 键 字

关 键 字 文 件 说 明

A F X _ D A T A H 用 于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的 成 员 变 量 声 明

A F X _ D A T A _ I N I T C P P 对 话 类 的 构 造 器 中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变
量 的 初 始 化

A F Z _ D A T A _ M A P C P P 对 话 类 的 D o D a t e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中 的
对 话 数 据 交 换 调 用

A F X _ D I S P H 自 动 声 明

A F X _ D I S P _ M A P C P P 自 动 映 射

A F X _ E V E N T H A c t i v e X 事 件 声 明

A F X _ E V E N T _ M A P C P P A c t i v e X 事 件 映 射



                                                  续 表

A F X _ F I E L D _ I N I T C P P 初 始 化 记 录 集 类 的 构 造 器 中 的 记 录
字 段 交 换 成 员 变 量

A F X _ F I E L D _ M A P C P P 记 录 类 的 D o F i e l d E x c h a n g e 成 员 函 数
中 的 记 录 字 段 交 换 调 用

A F X _ M S G H 在 消 息 映 射 中 出 现 的 函 数 变 量

A F X _ M S G _ M A P C P P 消 息 映 射 条 目

A F X _ V I R T U A L H 虚 拟 函 数 超 越 的 声 明

C l a s s W i z a r d 还 需 要 读 取 该 函 数 的 原 型 ， 因 此 头 文 件 中 的 O n A p p A b o u t 声 明 相 应
的 A F X _ M S G 注 释 进 行 标 记 ：

p u b l i c :

    / / { { A F X _ M S G ( C D e m o A p p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A p p A b o u t ( ) ;



    / / } } A F X _ M S G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有 了 这 条 记 录 在 C L W 数 据 库 中 的 信 息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就 可 以 知 道 ， C D e m o A p p
类 包 含 有 一 个 名 为 O n A p p A b o u t 的 成 员 函 数 ， 当 程 序 接 收 到 包 含 在
W M _ C O M M A N D 消 息 中 的 I D _ A P P _ A B O U T 标 识 符 的 时 候 ， 便 调 用 该 成 员 函
数 。 函 数 中 的 a f x _ m s g 前 缀 是 为 了 C l a s s W i z a r d 才 包 括 进 来 的 ， 否 则 ， 它 是 不 需
要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和 A p p W i z a r d 可 以 在 生 成 源 代 码 的 时 候 自 动 添 加 正 确 的 限 定
符 注 释 。 但 是 ， 如 果 你 想 在 不 是 用 A p p W i z a r d 开 始 的 项 目 中 ，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话 ，表 6 - 7 显 示 了 如 何 转 换 现 有 的 源 文 件 ，使 它 们 可 以 被 C l a s s W i z a r d 所 识 别 。
该 表 说 明 了 由 注 释 关 键 字 所 标 记 的 函 数 和 声 明 的 类 型 ， 并 且 指 示 了 关 键 字 在 哪
个 源 文 件 中 使 用 。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创 建 对 话 类

在 为 新 的 M F C 程 序 设 计 了 新 的 对 话 资 源 之 后 ， 你 必 须 还 提 供 从 C D i a l o g (或 者 其
他 基 于 对 话 的 类 )中 派 生 的 类 ， 来 显 示 对 话 和 响 应 它 的 消 息 。 通 常 情 况 下 ， 在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完 成 之 后 ， C l a s s W i z a r d 是 你 的 下 一 个 逻 辑 步 骤 。 例 如 ，当 我 们 在 第 5
章 中 编 写 M f c T r e e 程 序 的 时 候 ，就 曾 经 用 过 C l a s s W i z a r d。M f c T r e e 显 示 的 是 一 个
包 含 有 一 些 M F C 类 的 树 状 列 表 的 简 单 对 话 。 在 第 5 章 中 ， 我 们 编 写 了 一 个 叫 做



C M f c D l g 的 类 来 运 行 这 个 对 话 ，首 先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编 写 主 要 的 实 现 文 件 和 头
文 件 ， 名 字 分 别 为 M f c D l g . c p p 和 M f c D l g . h ， 然 后 通 过 从 I n s e r t 菜 单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p e r t i e s 命 令 来 将 这 些 文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这 两 个 步 骤 都 可 以 由 C l a s s W i z a r d 运
行 处 理 。

做 为 例 子 说 明 ， 让 我 们 再 次 创 建 主 要 的 M f c D l g . c p p 和 M f c D l g . h 文 件 。 这 次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 而 不 是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从 零 开 始 编 写 文 件 。 为 了 清 楚 地 了 解
C l a s s W i z a r d 自 动 完 成 的 工 作 ， 你 可 能 想 回 顾 一 下 第 5 章 题 为 “ 为 C M f c D l g 对 话
类 添 加 源 文 件 ” 一 节 的 内 容 。 该 节 介 绍 了 创 建 M f c T r e e . e x e 所 使 用 的 五 个 步 骤 中
的 第 三 步 。

在 开 始 这 个 练 习 的 时 候 ，假 设 M f c T r e e 的 对 话 刚 刚 创 建 ， 并 且 保 存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之 中 。 在 I D D _ M F C _ D I A L O G 资 源 仍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的 时 候 ， 请
单 击 V i e w 菜 单 上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C l a s s W i z a r d 将 检 测 新 的 对 话 资 源 ， 并 且 询 问
你 是 否 愿 意 为 它 创 建 一 个 新 类 。



我 们 可 以 向 已 经 存 在 源 代 码 的 类 中 添 加 类 。例 如 ，你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创 建 和 保 存
资 源 之 前 ，可 能 已 经 编 写 了 对 话 类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你 应 该 单 击 S e l e c t  A n  E x i s t i n g
C l a s s（ 选 择 现 有 类 ） 单 选 按 钮 ， 将 对 话 附 加 到 类 上 。 并 且 阻 止 C l a s s W i z a r d 生 成



新 的 C P P 和 H 源 文 件 。 不 过 ， 对 于 本 例 ， 既 然 C M fcDlg 类 还 没 有 存 在 ， 那 么 ，
C r e a t e  A  N e w  C l a s s（ 创 建 新 类 ） 单 选 按 钮 便 是 正 确 的 选 择 。

单 击 O K 按 钮 打 开 相 似 的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 在 N a m e 框 中 输 入 C M fcDlg ， 将 为 新
类 取 一 个 名 字 。跳 过 C h a n g e 按 钮 ，接 受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为 源 文 件 建 议 的 M F c D l g . c p p
和 M f c D l g . h 默 认 名 字 。 因 为 它 知 道 我 们 正 在 为 这 个 新 对 话 创 建 一 个 类 ， 所 以
C l a s s W i z a r d 已 经 选 中 了 C D i a l o g 作 为 基 类 。 它 还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写 向 M f c T r e e . r c
文 件 的 对 话 标 识 符 I D D _ M F C _ D I A L O G，来 填 充 D i a l o g  I D 框 ，图 6 - 8 显 示 了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框 的 样 子 。



6 - 8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中 创 建 新 C M f c D l g 类



单 击 O K 按 钮 来 关 闭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 并 再 现 如 图 6-9 所 示 的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 这 就 是 你 为 新 的 C M f c D l g 类 生 成 主 体 代 码 的 地 方 。 C M f c D l g 仅 仅 需 要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 它 刚 好 在 I D D _ M F C _ D I A L O G 对 话 出 现 之 前 获 得 控 制 权 。 在
O b j e c t  I D s 框 中 ， 选 中 C M f c D l g ， 然 后 双 击 M e s s a g e s 栏 中 的 W M _ I N I T D I A L O G
来 添 加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



图 6 - 9   向 C M f c D l g 类 添 加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成 员 函 数



C l a s s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两 个 成 员 函 数 的 名 字 出 现 在 对 话 底 部 的 M e m b e r  F u n c t i o n s 框
中 。 框 中 选 中 的 项 目 用 来 指 示 当 程 序 接 收 到 W M _ I N I T D I A L O G 消 息 的 时 候 ，
O N _ W M _ I N I T D I A L O G 消 息 映 射 宏 负 责 对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的 日 常 控 制 。
C M f c D l g 树 状 视 图 中 的 项 目 保 持 不 变 ，因 此 ，也 就 不 需 要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
如 果 你 想 删 除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请 在 M e m b e r  F u n c t i o n s 框 中 选 中 它 ， 并 单 击
D e l e t e  F u n c t i o n 按 钮 。 不 过 ， 这 样 做 只 能 从 M f c D l g . h 头 文 件 中 删 除 函 数 原 型 ：

/ / { { A F X _ V I R U A L ( C M f c D l g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 u a l  v o i d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 / D D X / D D V  s u p p o r t

/ / } } A F X _ V I R T U A L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源 代 码 仍 旧 在 M f c D l g . c p p 文 件 中 存 在 。 原 因 是 C l a s s W i z a r d 仅
仅 删 除 了 注 释 限 定 符 之 内 的 代 码 ，而 从 不 删 除 实 现 代 码 。 一 条 消 息 可 以 提 醒 你 注
意 这 个 事 实 ：



如 果 单 击 Y e s 按 钮 ， 就 是 同 意 将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删 除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源 代 码 。
如 果 你 后 来 想 将 函 数 添 回 到 M f c D l g . c p p 文 件 ， 便 会 有 两 次 定 义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的 危 险 。 当 C l a s s W i z a r d 添 加 一 个 新 的 成 员 函 数 的 时 候 ， 它 应 首 先 扫 描 文 件 ， 看
看 函 数 是 否 已 经 存 在 ， 它 只 是 编 写 新 的 函 数 外 壳 ：

v o i d  C M f c D l g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d i a l o g : : D a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



如 果 删 除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的 原 始 实 现 失 败 ， 将 会 导 致 编 译 错 误 ， 因 为 编 译 器 不
能 接 受 同 一 函 数 的 两 个 定 义 。

在 退 出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时 候 ，C l a s s W i z a r d 将 向 项 目 添 加 新 的 M f c D l g . c p p
和 M f c D l g . h 文 件 ， 这 两 个 文 件 都 包 含 有 用 于 C M f c D l g 类 的 存 根 函 数 。 一 旦 你 向
第 5 章 中 介 绍 的 那 样 ， 在 类 的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中 添 加 了 代 码 ， 这 些 新 文 件 在 功
能 上 与 从 头 开 始 编 写 的 文 件 是 等 价 的 ， 而 且 ， 更 加 易 于 创 建 。 如 果 你 愿 意 比 较 新
的 源 代 码 ， 可 以 在 配 套 光 盘 的 C h a p t e r . 0 5 \ M f c T r e e 文 件 夹 中 找 到 原 来 的 M f c D l g
源 文 件 。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帮 助 下 生 成 的 相 应 的 M f c D l g . c p p 和 M f c D l g . h 文 件 位
于 C h a p t e r . 0 6 \ M f c T r e e 文 件 夹 中 。



第 7 章   G a l lery（ 组 件 集 ）

G a l l e r y 是 一 类 工 具 箱 ， M i c r o s o f t 在 它 里 面 放 置 了 一 类 叫 做 组 件 的 “ 罐 装 代 码 ”，
你 可 以 把 它 们 添 加 到 自 己 的 项 目 中 。 还 可 以 使 用 G a l l e r y 来 保 存 你 以 后 想 再 使 用
的 任 何 属 于 自 己 的 类 。 G a l l e r y 保 存 三 种 主 要 类 型 的 组 件 ： 源 代 码 ， 对 话 资 源 和
A c t i v e X 控 件 。 通 过 G a l l e r y， 你 可 以 为 了 寻 找 某 个 组 件 而 浏 览 自 己 的 硬 盘 或 整 个
网 络 ， 然 后 单 击 一 下 鼠 标 ， 将 它 插 入 到 你 的 项 目 中 。 因 为 组 件 可 以 存 储 在 任 何 地
方 ， 所 以 G a l l e r y 既 可 以 作 为 个 人 代 码 存 储 库 ， 存 储 组 件 供 你 个 人 使 用 ， 又 可 以
作 为 全 局 性 的 代 码 存 储 库 ， 允 许 开 发 网 络 链 向 它 来 共 享 通 用 组 件 集 。

G a l l e r y 提 供 的 预 先 包 装 好 的 组 件 存 储 在 由 V i s u a l  C + +安 装 程 序 创 建 的 两 个 文 件
夹 中 。 一 个 文 件 用 于 源 代 码 组 件 ， 另 一 个 文 件 夹 用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 V i s u a l  C + +
C o m p o n e n t s 文 件 夹 包 含 有 到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快 捷 方 式 ， 它 可 以 自 动 向 项 目 添 加 源
代 码 和 资 源 。 第 二 个 文 件 夹 名 字 叫 做 R e g i s t e r e d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 它 包 含 有 到 在
你 的 系 统 上 注 册 的 所 有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快 捷 方 式 链 接 。 有 些 注 册 的 控 件 是 由
V i s u a l  C + +经 过 许 可 后 提 供 的 ， 因 此 ， 你 可 以 在 自 己 的 应 用 程 序 之 中 重 新 分 布 它
们 。 有 关 A c t i v e X 控 件 有 很 多 地 方 值 得 一 提 ， 它 们 中 的 大 部 分 不 直 接 附 属 于
Gal le ry ,因 此 ，直 到 本 书 第 四 部 分 ， 才 能 涉 及 这 方 面 的 话 题 。本 章 把 重 点 放 在 如 何
访 问 G a l l e r y 以 及 创 建 你 自 己 的 可 重 用 的 对 象 集 上 。



对 于 预 包 装 的 组 件 来 说 ， V i s u a l  C + +不 是 唯 一 可 提 供 的 资 源 。 许 多 销 售 商 以 源 代
码 和 二 进 制 两 种 形 式 提 供 组 件 工 具 ， 并 且 在 商 业 期 刊 和 I n t e r n e t 上 做 广 告 。 预 包
装 的 组 件 比 你 自 己 创 建 的 更 加 方 便 ，因 为 它 们 可 以 自 动 实 现 向 项 目 添 加 组 件 的 全
部 过 程 。 通 过 操 作 V i s u a l  C + +环 境 加 载 和 运 行 的 可 执 行 库 ， 这 些 专 业 组 件 可 以 通
过 在 必 要 的 时 候 添 加 函 数 和 # i n c l u d e 语 句 （ 通 常 很 少 或 干 脆 就 没 有 为 你 留 下 编 程
工 作 的 地 方 ） 来 插 入 图 形 资 源 ， 并 重 写 现 有 的 项 目 文 件 。 预 包 装 组 件 通 常 提 供 有
它 们 自 己 的 在 线 帮 助 。

G a l l e r y 在 如 图 7 - 1 所 示 的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d  C o n t r o l s  G a l l e r y 对 话 中 显 示 它 的 组
件 。当 一 个 C + + 项 目 在 环 境 中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的 时 候 ，可 以 通 过 将 光 标 暂 时 停 留 在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上 的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添 加 到 项 目 ） 命 令 上 来 访 问 G a l l e r y 对 话 。 该 操
作 将 显 示 一 个 二 级 下 拉 式 菜 单 ， 你 可 以 从 中 选 择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d  C o n t r o l（ 组 件
和 控 件 ） 命 令 。 当 你 从 列 表 中 选 中 一 个 组 件 时 ， 如 果 该 对 话 的 M o r e  I n f o 按 钮 是
启 用 的 ， 那 么 该 组 件 便 可 以 通 过 在 线 帮 助 来 描 述 自 己 。 如 果 想 把 一 个 G a l l e r y 组
件 插 入 到 项 目 中 ， 请 选 中 它 的 图 标 ， 并 单 击 I n s e r t 按 钮 。



图 7 - 1   G a l l e r y 的 V i s u a l  C + + 组 件 文 件 夹



在 V i s u a l  C + +版 本 4 中 ， 如 果 你 总 是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项 目 ， G a l l e r y (就 是 所 熟
知 的 C o m p o n e n t  G a l l e r y )将 会 变 得 很 拥 挤 。 每 当 A p p W i z a r d 执 行 的 时 候 ， 它 都 自
动 向 C o m p o n e n t  G a l l e r y 添 加 新 类 ， 并 且 安 装 所 有 的 项 目 类 (例 如 C M a i n F r a m e 和
C A b o u t D l g )作 为 源 代 码 组 件 。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C l a s s W i z a r d 还 向 项 目 分 类 添 加 你
所 创 建 的 任 何 新 类 。 清 除 C o m p o n e n t  G a l l e r y 中 不 想 要 的 附 件 的 责 任 就 交 给 用 户
了 ， 尽 管 许 多 程 序 员 只 是 忽 略 展 开 的 组 件 列 表 ， 或 没 有 注 意 到 A p p W i z a r d 和
C l a s s W i z a r d 在 幕 后 做 了 些 什 么 。 整 个 C o m p o n e n t  G a l l e r y 数 据 库 存 储 在 一 个 叫 做
Gal l e ry .da t 的 单 个 文 件 之 中 ， 因 此 没 有 方 便 的 方 法 可 以 与 其 他 开 发 者 一 起 共 享 组
件 。

尽 管 版 本 6 中 G a l l e r y 的 函 数 没 有 改 变 ， 但 它 的 方 法 已 经 得 到 了 很 大 改 进 。
Gal l e ry .da t 不 再 存 在 ， 它 的 数 据 库 已 被 存 在 于 磁 盘 或 网 络 上 任 何 地 方 的 单 个 组 件
文 件 所 取 代 。 A p p W i z a r d 和 C l a s s W i z a r d 都 不 再 向 G a l l e r y 添 加 类 。 正 如 我 们 将 在
下 一 章 中 所 看 到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成 为 G a l l e r y 数 据 库 的 一 部 分 ，而 无 需 你 的
许 可 ， 但 是 ， 对 于 其 他 组 件 类 型 则 不 可 以 。 你 必 须 采 用 特 殊 的 步 骤 才 能 把 组 件 添
加 到 G a l l e r y， 其 中 包 括 你 想 从 版 本 4 中 继 承 的 任 何 组 件 。 下 一 节 将 解 释 如 何 向
G a l l e r y 添 加 新 组 件 ， 现 在 ， 让 我 们 来 看 一 看 V i s u a l  C + +中 提 供 的 预 包 装 组 件 。

例 子 ： 添 加 一 个 属 性 表

第 5 章 介 绍 了 如 何 使 用 编 辑 器 来 创 建 属 性 表 对 话 ，并 将 其 融 入 一 个 程 序 。G a l l e r y



提 供 了 一 个 叫 做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的 组 件 ， 利 用 它 ， 工 作 起 来 就 会 更 加 容 易 。 本 节
和 下 一 节 将 阐 述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以 及 V i s u a l  C + +提 供 的 一 些 其 他 组 件 ， 首 先 显 示
如 何 向 叫 做 G a d g e t s 的 项 目 添 加 属 性 表 ， 然 后 用 从 G a l l e r y 中 借 用 的 更 多 代 码 来
充 实 和 完 善 程 序 。 G a d g e t 作 为 一 个 典 型 的 A p p W i z a r d 项 目 启 动 ， 然 后 ， 随 着 你
不 断 地 添 入 组 件 ，它 会 变 得 越 来 越 高 级 。下 面 是 建 立 项 目 并 添 加 第 一 个 组 件 的 步
骤 ：

1 .  从 Fi le 菜 单 选 择 N e w 对 话 ，在 Pro jec t s 选 项 卡 中 选 择 A p p W i z a r d（ e x e ）
图 标 。 键 入 G a d g e t s 作 为 项 目 名 并 单 击 O K 。

2 .  当 A p p W i z a r d 在 屏 幕 上 依 次 出 现 各 个 步 骤 时 ， 在 第 一 步 中 选 中 S i n g l e
D o c u m e n t 单 选 按 钮 ，并 且 在 第 四 步 中 解 除 对 状 态 栏 、停 靠 工 具 栏 和 打
印 支 持 的 选 择 。 在 其 他 步 骤 中 接 受 默 认 的 设 置 。

3 .  当 A p p W i z a r d 完 成 ， 而 且 V i s u a l  C + +打 开 项 目 的 时 候 ， 从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 并 单 击 位 于 次 级 菜 单 上 的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d
C o n t r o l s 命 令 ， 来 显 示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d  C o n t r o l s  G a l l e r y 对 话 。

4 .  在 对 话 中 打 开 V i s u a l  C + +  C o m p o n e n t s 文 件 夹 ， 并 双 击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组 件 图 标 (为 了 找 到 该 图 标 ， 你 可 能 不 得 不 从 头 至 尾 滚 动 列 表 。G a l l e r y
出 现 一 个 消 息 框 ， 询 问 你 是 否 确 实 想 插 入 这 个 组 件 。

5 .  V i s u a l  C + + 加 载 并 执 行 这 个 组 件 的 可 执 行 库 ， 它 将 显 示 一 个 对 话 ， 询



问 与 你 想 创 建 的 属 性 表 类 型 有 关 的 各 种 问 题 ，只 需 单 击 N e x t 按 钮 ，接
受 所 有 的 默 认 设 置 即 可 。 完 成 之 后 ， 关 闭 G a l l e r y 对 话 。

你 将 会 发 现 ，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组 件 已 经 为 新 的 属 性 表 类 的 源 文 件 自 动 放 进 了
G a d g e t s 文 件 夹 。 该 组 件 还 修 改 了 G a d g e t 项 目 中 四 个 现 有 的 文 件 ，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包 含 有 属 性 表 类 所 需 要 的 定 义 ， G a d g e t s . r c 文 件 已 用 代 表 两 个 属 性 页 的 脚 本 进
行 了 更 新 ， M a i n F r m . h 和 M a i n F r m . c p p 文 件 包 含 有 用 于 新 的 名 为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的
函 数 的 新 代 码 。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函 数 中 的“ t o  d o”注 释 解 释 了 你 必 须 将 该 函 数 连 接 到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
这 样 ， 当 用 户 单 击 菜 单 命 令 的 时 候 ， 属 性 表 才 能 显 示 出 来 。 该 操 作 仅 需 要 两 步 ：

1 .在 M a i n F r m . c p p 中 ， 将 代 表 该 函 数 的 条 目 添 加 到 消 息 映 射 。 新 的 映 射
条 目 在 这 里 显 示 为 阴 影 ， 它 必 须 插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注 释 限 定 符 之 间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 C M a i n F r a m e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M _ P R O P S H E E T ,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2 .  在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的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格 中 ， 展 开 M e n u 文 件 夹 ， 并 双
击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菜 单 编 辑 器 。 编 辑 该 菜 单 系 统 ， 使 它 如 下 图 所



示 ：

当 你 向 O p t i o n 菜 单 添 加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命 令 的 时 候 ，一 定 要 在 M e n u  I t e m  P r o p e r t i e s
（ 菜 单 项 属 性 ） 对 话 中 给 它 一 个 I D M _ P R O P S H E E T 的 标 识 符 值 。 这 与 第 一 步 中
添 加 到 消 息 映 射 中 的 阴 影 行 所 使 用 的 标 识 符 是 相 同 的 。

使 用 B u i l d 的 工 具 栏 ， 可 以 将 活 动 项 目 配 置 改 为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创 建 G a g e t s . e x e，
并 运 行 它 。 从 程 序 的 O p t i o n 菜 单 中 选 择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命 令 ， 将 显 示 如 图 7 - 2 所
示 的 属 性 表 。 在 对 话 的 这 两 页 中 ， 准 备 使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向 其 中 添 加 控 件 。 从 开 始
到 完 成 ， 整 个 操 作 仅 需 要 几 分 钟 。 你 可 以 轻 轻 松 松 地 创 建 属 性 表 ， 这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图 7 - 2   显 示 有 属 性 表 的 G a d g e t s 程 序



例 子 : 添 加 初 始 屏 幕 和 时 钟

初 始 屏 幕 是 位 图 图 像 ，它 在 程 序 启 动 的 时 候 出 现 一 会 儿 。 在 加 载 文 件 和 实 现 其 他
初 始 化 操 作 的 时 候 ，大 的 W i n d o w s 程 序 (例 如 V i s u a l  C + +，甚 至 是 W i n d o w s 自 已 )
通 常 要 在 显 示 一 个 主 窗 口 之 前 出 现 一 个 初 始 屏 幕 。这 不 仅 仅 可 以 在 程 序 忙 的 时 候
为 用 户 提 供 一 些 吸 引 人 的 东 西 ， 而 且 还 可 以 起 到 表 达 系 统 响 应 的 效 果 。 G a d g e t

程 序 十 分 小 ， 因 此 ， 它 不 需 要 初 始 屏 幕 ， 但 这 也 没 关 系 。 让 我 们 添 加 一 个 带 有 时
钟 的 状 态 栏 。 你 可 能 不 会 想 相 信 ， 这 非 常 简 单 。

我 们 所 需 要 的 组 件 叫 做 S p l a s h  S c r e e n 和 S t a t u s  B a r ,在 G a l l e r y 对 话 的 V i s u a l  C + +
C o m p o n e n t s 文 件 夹 中 ， 它 们 是 用 这 些 大 图 标 标 识 的 。



通 过 双 击 组 件 图 标 可 以 将 每 个 组 件 添 到 打 开 的 G a d g e t e s 项 目 之 中 。 S t a t u s  B a r 组
件 运 行 了 一 个 对 话 ，让 你 选 择 新 状 态 栏 是 否 显 示 日 期 和 时 间 。如 果 想 在 状 态 栏 中
包 括 时 间 ，请 在 第 二 步 中 单 击 U s e  S y s t e m  D e f a u l t（ 使 用 系 统 默 认 值 ）单 选 按 钮 (对
于 其 他 步 骤 接 受 默 认 设 置 )。 在 关 闭 G a l l e r y 时 ， 你 将 会 发 现 创 建 在 最 右 边 带 有 小
时 钟 状 态 栏 的 代 码 已 添 加 到 M a i n F r m . c p p 文 件 之 中 。 你 只 需 将 阴 影 行 添 向
M a i n F r m . c p p 文 件 的 消 息 映 射 中 即 可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 C M a i n F r a m e )

O N _ C O M M A N D (  I D M _ P R O P S H E E T ,  O n P r o p e r t i e s  )

O N _ W M _ C R E A T E  (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S p l a s h  S c r e e n 组 件 提 供 了 一 个 名 为 S p l s h 1 6 . b m p 的 文 件 ， 它 包 含 一 个 位 图 图 像 。



对 于 你 自 己 设 计 的 初 始 屏 幕 ， 在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1 6 色 图 像 ， 并 将 其
保 存 在 相 同 的 文 件 名 之 下 ， 覆 盖 掉 原 来 的 S p l a s h 1 6 . b m p 文 件 。 初 始 屏 幕 默 认 的
持 续 时 间 是 3/4 秒 ( 7 5 0 毫 秒 )，但 是 ，你 可 以 通 过 在 S p l a s h . c p p 文 件 中 修 改 如 下 代
码 来 改 变 它 ：

S e t T i m e r ( 1 , 7 5 0 , N u l l ) ;

如 果 想 看 到 有 效 的 新 组 件 ， 请 重 建 G a d g e t s 程 序 ， 并 运 行 它 。 图 7 - 3 显 示 了 新 程
序 的 样 子 。



图 7 - 3   带 有 新 的 初 始 屏 幕 、 状 态 栏 和 时 钟 的 G a d g e t s 程 序



创 建 自 定 义 的 组 件

G a l l e r y 是 无 限 可 扩 展 的 。 你 可 以 通 过 创 建 自 定 义 的 组 件 （ 例 如 对 话 框 或 新 类 ），
将 它 们 添 加 到 新 的 集 合 中 。 对 于 类 来 说 ， 自 定 义 的 组 件 由 源 代 码 组 成 ， 通 常 是 单
个 的 C P P 实 现 文 件 和 H 头 文 件 。 如 果 这 个 类 是 从 M F C 对 话 类 ( C D i a l o g ,
C F o r m V i e w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C R e c o r d V i e w 或 C D a o R e a r d V i e w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 那
么 ， 该 组 件 还 包 括 用 于 该 对 话 的 资 源 数 据 。

应 当 把 你 的 工 作 作 为 一 个 新 组 件 来 保 存 ， 理 由 如 下 。 首 先 ， G a l l e r y 可 以 做 为 存
储 可 重 用 源 代 码 的 仓 库 来 使 用 。当 你 为 一 个 项 目 开 发 一 个 类 ，并 将 其 作 为 一 个 组
件 来 保 存 的 时 候 ， 你 不 必 为 了 将 该 类 添 加 到 新 项 目 而 搜 索 磁 盘 文 件 来 查 找 源 代
码 。 创 建 新 组 件 的 第 二 个 原 因 是 通 过 网 络 链 接 的 开 发 者 的 特 殊 需 要 ，他 们 现 在 可
以 向 中 心 组 件“ 银 行 ” 中 添 加 组 件 ， 或 从 中 调 用 组 件 。 在 开 发 新 类 之 前 ， 你 可 以
检 查 一 下 G a l l e r y， 看 看 是 否 有 人 已 经 为 你 做 了 这 项 工 作 。

如 果 想 向 G a l l e r y 添 加 一 个 组 件 ， 请 在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的 窗 格 中 右 击 它 的 类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T o  G a l l e r y（ 添 加 到 组 件 集 ） 命 令 。 图 7 - 4 说 明 了 为 名
为 C N e w C o m p o n e n t 的 类 的 添 加 步 骤 。

如 果 必 要 的 话 ， 单 击 A d d  T o  G a l l e r y 命 令 将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文 件 夹 。 该 子 文 件 夹 具
有 与 项 目 相 同 的 名 字 ，并 且 包 含 新 的 具 有 O G X 扩 展 名 的 组 件 文 件 。O G X 组 件 文
件 不 是 指 向 原 始 类 源 代 码 的 指 针 ； 它 包 含 有 定 义 该 类 的 C P P 和 H 文 本 文 件 的 绑



定 副 本 。 如 果 该 类 是 基 于 对 话 的 ， 那 么 O G X 文 件 便 存 档 了 代 码 对 话 资 源 脚 本 的
一 个 副 本 。 因 为 O G X 文 件 存 档 了 代 码 的 完 整 副 本 ， 所 以 ， 一 个 组 件 可 以 在 它 的
项 目 消 失 后 依 旧 存 在 。 即 使 项 目 被 删 除 或 移 动 了 ， G a l l e r y 总 是 可 以 产 生 原 始 的
资 源 代 码 。 这 就 意 味 着 ， 在 将 组 件 添 加 到 G a l l e r y 时 代 码 的 快 照 便 是 组 件 。 组 件
不 是 与 源 代 码 一 起 自 动 更 新 的 ； 如 果 想 更 新 组 件 ， 你 必 须 再 次 向 G a l l e r y 添 加 该
类 。



图 7 - 4   向 G a l l e r y 添 加 一 个 类



你 所 创 建 的 自 定 义 组 件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 一 是 对 于 自 定 义 组 件 ， G a l l e r y 对 话 中 的
M o r e  I n f o 按 钮 是 非 活 动 的 ， 因 为 没 有 直 接 的 方 法 添 加 在 线 帮 助 ， 来 解 释 该 组 件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 自 定 义 组 件 也 不 能 像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和 S p l a s h  S c r e e n 组 件 所 做 的
那 样 ， 自 动 修 改 项 目 中 现 有 的 源 文 件 。 要 创 建 适 合 于 软 件 市 场 的 专 业 质 量 的 组
件 ， 需 要 M i c r o s o f t 的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 d e r ' s  K i t， 利 用 它 ， 可 以 创 建 可 使 用 在 线 帮
助 系 统 的 可 执 行 组 件 。 M i c r o s o f t 不 再 为 该 工 具 箱 收 取 费 用 ， 但 目 前 只 能 提 供 给
软 件 公 司 ， 不 能 提 供 给 个 人 。 如 想 申 请 B u i l d e r ' s  K i t 的 副 本 ， 请 在 你 的 公 司 的 信
头 上 向 如 下 地 址 发 送 一 个 请 求 。

V i s u a l  C + +  M a n a g e r

M i c r o s o f t  C o r p o r a t i o n

O n e  M i c r o s o f t  W a y

R e d m o n d ,  W A  9 8 0 5 2 - 6 3 9 9

例 子 ： 用 于 目 录 列 表 的 自 定 义 组 件

本 节 说 明 创 建 自 定 义 组 件 的 过 程 ， 首 先 规 划 出 一 个 名 为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的 新 类 ， 然
后 将 它 添 加 到 G a l l e r y。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是 从 M F C 的 C L i s t C t r l 类 中 派 生 的 ， 它 在 列
表 视 图 通 用 控 件 中 显 示 目 录 列 表 ，并 附 加 上 帮 助 你 迅 速 区 分 驱 动 器 、文 件 夹 或 文



件 的 小 图 标（ 见 图 7-5）。单 击 列 表 中 的 驱 动 器 或 文 件 夹 将 自 动 改 变 路 径 并 刷 新 列
表 。 因 为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不 使 用 D l g D i r L i s t  A P I 函 数 ， 所 以 ， 它 可 以 在 W i n d o w s  9 5
中 正 确 显 示 长 文 件 名 。如 果 这 与 我 们 在 第 5 章 中 为 D irLis t1 程 序 所 使 用 的 一 些 东
西 相 像 ， 那 么 你 就 对 了 。 后 一 节 将 显 示 为 了 创 建 叫 做 D irLis t2 的 程 序 的 新 版 本 而
添 加 D irL i s tC t r l 自 定 义 组 件 。



图 7 - 5   典 型 对 话 框 中 的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列 表 7 - 1 显 示 了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类 的 源 代 码 ， 包 含 在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7 \
D i rC t r l 文 件 夹 中 的 D irCtr l .h 和 D irCt r l . cpp 文 件 中 。C D .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包 含 五 个 公 共
成 员 函 数 ， 其 中 有 三 个 在 D irL i s tC t r l 头 文 件 中 声 明 。 在 其 余 两 个 之 中 ， C r e a t e 用
于 建 立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S h o w L i s t 用 于 刷 新 该 控 件 中 的 目 录 列 表 。显 示 的 目 录 路 径
存 储 在 私 有 的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字 符 串 之 中 。 改 变 列 表 是 两 步 过 程 ， 在 该 过 程 中 ，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对 象 的 创 建 者 首 先 调 用 S e t P a t h 函 数 来 改 变 目 录 路 径 ， 然 后 调 用



S h o w L i s t 来 显 示 新 目 录 。

表 7 - 1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类 的 源 文 件

D i r C t r l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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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r C t r l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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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e f i n e  D L _ D R I V E          1

# d e f i n e  D L _ F O L D E R        2

# d e f i n e  D L _ F I L E            4

# d e f i n e  D L _ A L L            7



t y p e d e f B O O L  ( C A L L B A C K  * P C A L L B A C K ) (  P W I N 3 2 _ F I N D _ D A T A  ) ;

c l a s s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p u b l i c  C L i s t C t r l

{

p r i v a t e :

    i n t                   iL i s tF l ags ,  i d c P a t h ;

    C S t r i n g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s t rF i l t e r ;

    C L i s t B o x             l i s t D u m m y ;

    C I m a g e L i s t           i m a g e L i s t ;

    C D i a l o g *             p D i a l o g ;

    B O O L               F i n d F i l e s (  D W O R D  d w F l a g s  ) ;

    v o i d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P C A L L B A C K         p C a l l B a c k ;



p u b l i c :

    B O O L     S h o w L i s t (  C S t r i n g &  F i l t e r  ) ;

    v o i d       G e t P a t h (  C S t r i n g &  s t r P a t h  )  {  s t r P a t h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v o i d       S e t P a t h (  C S t r i n g &  s t r P a t h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s t r P a t h ;  }

    v o i d       S e t C a l l B a c k (  P C A L L B A C K  p C B  )  {  p C a l l B a c k  =  p C B ;  }

    v o i d       C r e a t e (  C D i a l o g *  p D l g ,  L P R E C T  p r e c t ,  i n t  i d c C o n t r o l ,

              in t  i d c S t a t i c ,  i n t  i F l a g s = D L _ A L L ,  i n t  i d i I c o n = 0  ) ;

p r o t e c t e d :

    B O O L       G e t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  i n t  i T y p e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S e l C h a n g e (  N M H D R *  p n u m h d r ,  L R E S U L T *  p R e s u l t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D i r C t r l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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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r C t r l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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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a f x c m n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r c t r l . h "

# d e f i n e  I D C _ D U M M Y       4 8 8 8 8

v o i d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C r e a t e (  C D i a l o g *  p D l g ,  L P R E C T  p r e c t ,  i n t  i d c C o n t r o l ,

                      i n t  i dcS t a t i c ,  i n t  iF l ags ,  i n t  i d i I con  )



{

    p D i a l o g    =  p D l g ;                  / /  S a v e  p t r  t o  d i a l o g  o b j e c t

    i d c P a t h    =  i dcS ta t i c ;               //  S a v e  I D  o f  s t a t i c  c o n t r o l

    p C a l l B a c k  =  N U L L ;                 / /  A s s u m e  n o  c a l l - b a c k

    //  C r e a t e  D i r L i s t C t r l  c o n t r o l

    if ( ! C r e a t e E x (  W S _ E X _ C L I E N T E D G E ,  W C _ L I S T V I E W ,  N U L L ,

            L V S _ L I S T  |  L V S _ S I N G L E S E L  |  L V S _ A L I G N L E F T  |  W S _ V I S I B L E  |  W S _ C H I L D ,

            W S _ V I S I B L E  | W S _ C H I L D , p r e c t - > l e f t , p r e c t - > t o p ,

            p r ec t -> l e f t ,  p r e c t - > t o p ,  p r e c t - > r i g h t ,  p r e c t - > b o t t o m ,

            p D i a l o g - > m _ h W n d ,  ( H M E N U )  i d c C o n t r o l  ) )

    {

        M e s s a g e B o x (  " F a i l e d  t o  c r e a t e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



        r e t u r n ;

    }

    //  A s s o c i a t e  " f i l e " ,  " f o l d e r " ,  a n d  " d r i v e "  i c o n s  w i t h  D i r L i s t C t r l  c o n t r o l

    i m a g e L i s t . C r e a t e (  1 6 ,  1 6 ,  T R U E ,  1 ,  0  ) ;

    if ( i d i I c o n )

    {

         i m a g e L i s t . A d d (  A f x G e t A p p ( ) - > L o a d I c o n (  i d i I c o n  )  ) ;        / /  F l o p p y

         i m a g e L i s t . A d d (  A f x G e t A p p ( ) - > L o a d I c o n (  i d i I c o n  +  1  )  ) ;     //  H a r d

         i m a g e L i s t . A d d (  A f x G e t A p p ( ) - > L o a d I c o n (  i d i I c o n  +  2  )  ) ;     //  C D - R O M

         i m a g e L i s t . A d d (  A f x G e t A p p ( ) - > L o a d I c o n (  i d i I c o n  +  3  )  ) ;     //  F o l d e r

         i m a g e L i s t . A d d (  A f x G e t A p p ( ) - > L o a d I c o n (  i d i I c o n  +  4  )  ) ;     //  F i l e

    }



    S e t I m a g e L i s t (  & i m a g e L i s t ,  L V S I L _ S M A L L  ) ;

    //  C r e a t e  d u m m y  l i s t  b o x

    C R e c t  r e c t D u m m y ;

    r e c t D u m m y . S e t R e c t E m p t y  ( ) ;

    l i s t D u m m y . C r e a t e (  W S _ C H I L D  |  L B S _ S O R T ,  r e c t D u m m y ,  p D i a l o g ,  I D C _ D U M M Y  ) ;

    //  S t a r t  w i t h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i L i s t F l a g s  =  iF l ags ;

}

B O O L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S h o w L i s t (  C S t r i n g &  F i l t e r  )

{

    s t a t i c  i n t i T y p e [ 3 ]  =  {  D L _ D R I V E ,  D L _ F O L D E R ,  D L _ F I L E  } ;



    B O O L         b R e t C o d e  =  F A L S E ;

    in t            i ,  j ,  n ,  n I c o n ,  n I t e m  =  0 ;

    U I N T         u T y p e ;

    P S T R         p I t e m  =  n e w  c h a r [ M A X _ P A T H ] ;

    c h a r          s z R o o t [ ]  =  { " x : \ \ \ 0 " } ;

    if (F i l t e r . I sEmpty  ( ) )

       s t rF i l t e r  =  " * . * " ;

    e l s e

    {

         s t rF i l t e r  =  F i l t e r ;

         s t rF i l t e r .T r imLef t  ( ) ;            / /  R e m o v e  a n y  l e a d i n g

        if ( s t rF i l t e r .Ge tAt (  0  )  ==  ' \ \ ' )      //  w h i t e  s p a c e s  o r



        {                           / /  b a c k s l a s h

           s t rF i l t e r .Se tAt (  0 ,  '  '  ) ;

           s t rF i l t e r .T r imLef t  ();

        }

    }

    //  U p d a t e  s t a t i c  c o n t r o l  a n d  e m p t y  t h e  l i s t

    p D i a l o g - > S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P a t h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D e l e t e A l l I t e m s  () ;

    //  D i s p l a y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i n  t h i s  o r d e r :   d r i v e s ,  fo lde r s ,  f i l e s

    f o r  ( n = 0 ,  j = D L _ D R I V E ;  n  <  3 ;  n + + ,  j  < < =  1 )

    {   

       i f  ( ( i L i s t F l a g s  &  j ) )



       {

          if ( G e t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  i T y p e [ n ]  ) )

          {

           b R e t C o d e  =  T R U E ;

           / /  C o p y  l i s t  f r o m  d u m m y  b o x  t o  l i s t  v i e w  c o n t r o l

           i  =  0 ;

           w h i l e  ( l i s t D u m m y . S e n d M e s s a g e (  L B _ G E T T E X T ,  i + + ,

                              ( L P A R A M )  p I t e m  )  ! =  L B _ E R R )

           {

               if ( l s t r c m p (  p I t e m ,  " . "  )   & &

                 l s t r c m p (  p I t e m ,  " . . "  ) )

           {



                 / /  D e t e r m i n e  w h i c h  i c o n  t h e  l i s t e d  i t e m

                 / /  s h o u l d  h a v e : f l o p p y ,  h a r d  d i s k ,  e t c .

                 s w i t c h  (j)

                 {

                    c a s e  D L _ D R I V E :

                       s z R o o t [ 0 ]  =  * p I t e m ;

                       n I c o n  =  1 ;

                       u T y p e  =  : : G e t D r i v e T y p e (  s z R o o t  ) ;

                       i f  ( u T y p e  = =  D R I V E _ R E M O V A B L E )

                         n I c o n  =  0 ;

                       i f  ( u T y p e  = =  D R I V E _ C D R O M )

                         n I c o n  =  2 ;



                       b r e a k ;

                    c a s e  D L _ F O L D E R :

                        n I c o n  =  3 ;

                        b r e a k ;

                     d e f a u l t :

                        n I c o n  =  4 ;

                  }

                  I n s e r t I t e m (  n I t e m ,  p I t e m ,  n I c o n  ) ;

                  S e t I t e m D a t a (  n I t e m + + ,  i T y p e [ n ]  ) ;

               }

            }

          }



       }

    }

    d e l e t e  [ ]  p I t e m ;                         //  C l e a n  u p

    r e t u r n  b R e t C o d e ;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C L i s t C t r l )

    O N _ N O T I F Y _ R E F L E C T  ( L V N _ I T E M C H A N G E D ,  O n S e l C h a n g e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v o i d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O n S e l C h a n g e (  N M H D R *  p n u m h d r ,  L R E S U L T *  p R e s u l t  )

{

    N M _ L I S T V I E W *  p n m l v  =  ( N M _ L I S T V I E W * )  p n u m h d r ;

    //  G e t  i t e m  s e l e c t e d  i n  l i s t  v i e w



    if ( ( p n m l v - > u N e w S t a t e )  &  L V I S _ F O C U S E D )

    {

     / /  I s  i t  a  d r ive ,  fo lde r ,  o r  f i l e ?

     i n t  i T y p e  =  G e t I t e m D a t a (  p n m l v - > i I t e m  ) ;

     i f  ( i T y p e  ! =  D L _ F I L E )                / /  Ignore  i t  i f  i t ' s  a  f i le

     {

       C S t r i n g  s t r I t e m  =  G e t I t e m T e x t (  p n m l v - > i I t e m ,  0  ) ;

       / /  I f  d r i v e  s e l e c t e d ,  r e p l a c e  d i r e c t o r y

       i f  ( i T y p e  = =  D L _ D R I V E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s t r I t e m ;            //  D i r e c t o r y  =  " d : "

       / /  I f  f o l d e r  s e l e c t e d ,  a p p e n d  i t  t o  c u r r e n t  p a t h

       e l se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s t r I t e m ;          //  A p p e n d  s t r i n g  " s u b d i r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 \ \ " ;               //  I n  e i t h e r  c a s e ,  a p p e n d  ' \ '

        if ( ! S h o w L i s t (  s t r F i l t e r  ) )               / /  N e w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i n g

        {

           / /  I f  e r ro r ,  r e se t  t o  cu r r en t  d i r ec to ry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s t r F i l t e r . E m p t y  ( ) ;

           S h o w L i s t (  s t rF i l te r  ) ;

        }

      }

    }

    * p R e s u l t  =  0 ;



}

B O O L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G e t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  i n t  i T y p e  )

{

     D W O R D     d w D r i v e s ;

     c h a r         s z D r i v e [ ]  =  " A : " ;

     B O O L       b R e t ;

     / /  E m p t y  t h e  d u m m y  l i s t  b o x

     l i s t D u m m y . S e n d M e s s a g e (  L B _ R E S E T C O N T E N T ,  0 ,  0  ) ;

     s w i t c h  ( iType )

     {

          c a s e  D L _ D R I V E :

              d w D r i v e s  =  : : G e t L o g i c a l D r i v e s  ( ) ;



              for  ( ;  d w D r i v e s  & &  s z D r i v e [ 0 ]  < =  ' Z ' ;  + + s z D r i v e [ 0 ] )

              {

                 i f  ( d w D r i v e s  &  1 )

                   l i s t D u m m y . S e n d M e s s a g e (  L B _ A D D S T R I N G ,  0 ,

                                          ( L P A R A M )  s z D r i v e  ) ;

                 d w D r i v e s  > > =  1 ;

              }

              b R e t  =  T R U E ;

           b r e a k ;

        c a s e  D L _ F O L D E R :

           b R e t  =  F i n d F i l e s (  F I L E _ A T T R I B U T E _ D I R E C T O R Y  ) ;

           b r e a k ;



        c a s e  D L _ F I L E :

           b R e t  =  F i n d F i l e s (  0 L  ) ;

           b r e a k ;

    }

    r e t u r n  b R e t ;

}

B O O L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F i n d F i l e s (  D W O R D  d w F l a g s  )

{

    W I N 3 2 _ F I N D _ D A T A  f d ;

    H A N D L E            h F i n d ;

    C S t r i n g              s t r  =  " * . * " ;

    B O O L               b O k a y ;



    if ( d w F l a g s  = =  0 )

       s t r  =  s t rF i l t e r ;

    h F i n d  =  : : F i n d F i r s t F i l e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s t r ,  & f d  ) ;

    if ( h F i n d  = =  I N V A L I D _ H A N D L E _ V A L U E )

       r e t u r n  F A L S E ;

    w h i l e  ( T R U E )

    {

       i f  ( d w F l a g s  = =  ( f d . d w F i l e A t t r i b u t e s  &

                    F I L E _ A T T R I B U T E _ D I R E C T O R Y ) )

       {

          b O k a y  =  ( p C a l l B a c k )  ?  p C a l l B a c k (  & f d  )  :  T R U E ;



          if ( b O k a y )

             l i s t D u m m y . S e n d M e s s a g e (  L B _ A D D S T R I N G ,  0 ,  ( L P A R A M )  f d . c F i l e N a m e  ) ;

          }

          if ( ! : : F i n d N e x t F i l e (  h F i n d ,  & f d  ) )

             b r e a k ;

    }

    : : F i n d C l o s e (  h F i n d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v o i d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

{

    P T S T R  p D i r  =  n e w  c h a r [ M A X _ P A T H ] ;



    : : G e t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  M A X _ P A T H ,  p D i r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p D i r ;

    if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R i g h t (  1  )  ! =  " \ \ " )

      s t r D i r e c t o r y  + =  " \ \ " ;                  / /  A p p e n d  b a c k s l a s h

    d e l e t e  [  ]  pDi r ;

}

仅 仅 为 了 创 建 控 件 而 调 用 一 次 的 C r e a t e 函 数 ， 在 D irCt r l 头 文 件 中 ， 其 原 型 为 ：

 v o i d  C r e a t e (  C D i a l o g *  p D l g ,  L P R E C T  p r e c t ,  i n t  i d c C o n t r o l ,

            i n t  i d c S t a t i c ,  i n t  i F l a g s = D L _ A L L ,  i n t  i d i I c o n = 0  ) ;

表 7-1 解 释 了 该 函 数 的 六 个 参 数 。

调 用 者 可 以 在 它 的 资 源 代 码 中 最 多 提 供 五 个 图 标 图 像 ， 每 个 1 6 像 素 形 成 一 个 正
方 形 ， 它 们 代 表 了 在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中 显 示 的 各 种 驱 动 器 类 型 和 文 件 名 。 图 7 - 5 显
示 了 可 能 的 图 标 图 像 ， 它 们 包 括 软 盘 驱 动 器 、 硬 盘 、 C D - R O M 驱 动 器 、 文 件 、
文 件 夹 以 及 代 表 文 件 的 小 钻 石 形 状 。C r e a t e 函 数 通 过 调 用 C I m a g e L i s t : : A d d 函 数 ，



可 以 将 每 个 图 标 附 属 到 控 件 ， 由 i d i I c o n 参 数 标 识 以 软 盘 驱 动 器 图 标 作 为 开 始 。
因 此 i d i I c o n + 1 代 表 硬 盘 图 像 的 标 识 符 ；i d i I c o n + 2 是 代 表 C D - R O M 驱 动 器 图 像 的
标 识 符 ； 等 等 。 图 标 是 可 选 的 ， 也 可 以 不 使 用 它 。

表 7 - 1   C r e a t e 函 数 的 参 数

参 数 说 明

p D l g 用 于 包 含 对 话 框 的 th is 指 针

p r e c t 指 向 包 含 在 对 话 窗 口 内 列 表 视 图 控 制 的 维 数 的
R E C T 结 构

i d c C o n t r o l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的 标 识 符

i d c S t a t i c 对 话 中 静 态 控 件 的 标 识 符 。 S h o w L i s t 函 数 将 当 前 的
目 录 路 径 写 到 i d c S t a t i c 控 件



                                                  续 表

i F l a g s 在 D irCtr l .h 中 定 义 的 位 标 志 ， 由 它 来 确 定 目 录 所 列
出 的 内 容 。 值 可 以 是 D L _ D R I V E ,  D L _ F O L D E R 和
D L _ F I L E 的 任 意 组 合 ，默 认 的 D L _ A L L 值 包 括 列 表
中 所 有 的 三 种 类 型

i d i I c o n 用 于 在 目 录 列 表 中 显 示 的 五 个 图 标 中 的 第 一 个 标 识
符 值

C r e a t e 函 数 在 退 出 之 前 调 用 C L i s t B o x : : C r e a t e，来 建 立 一 个 名 为 l i s t D u m m y 的 不 可
见 的 列 表 框 控 件 。 l i s t D u m m y 列 表 框 从 来 都 不 显 示 ， 它 仅 仅 作 为 组 成 目 录 列 表 的
文 件 名 的 中 间 存 储 仓 库 。F i n d F i l e s 函 数 在 目 录 中 定 位 的 每 个 文 件 夹 的 名 字 被 添 加
到 l i s t D u m m y 列 表 框 。 既 然 该 列 表 框 是 用 L B S _ S O R T 标 志 创 建 的 ， 那 么 ， 当 它
接 收 到 每 个 文 件 和 文 件 夹 名 字 的 时 候 ， 它 会 自 动 将 它 的 字 符 集 进 行 分 类 。 当
S h o w L i s t 函 数 从 列 表 框 中 展 开 字 符 串 的 时 候 ，该 列 表 框 将 该 按 字 母 顺 序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传 送 字 符 。

S e t C a l l B a c k 内 嵌 函 数 用 于 取 得 一 个 可 选 的 回 调 例 程 的 地 址 。如 果 P C a l l B a c k 地 址
为 非 空 ， 那 么 ， F i n d F i l e s 函 数 就 假 定 回 调 例 程 存 在 ， 并 在 将 文 件 名 添 加 到
l i s t D u m m y 列 表 框 之 前 ， 为 每 个 文 件 调 用 它 ：



b O k e y  =  ( p C a l l B a c k )  ?  p C a l l B a c k ( & f d ) : T R U E ;

i f ( b O k e y )

l i s t D u m m y . S e n d M e s s a g e ( L B _ A D D S T R I N G ,  0 ,  ( L P A R A M ) ) f d . c F i l e N A m e ;

通 过 从 回 调 例 程 中 返 回 T R U E 或 F A L S E，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对 象 的 创 建 者 可 以 接 受
和 拒 绝 任 何 文 件 。 在 本 章 稍 后 ， 我 们 将 看 到 D i r L i s t 2 程 序 是 如 何 利 用 该 项 功 能 来
为 目 录 列 表 中 所 显 示 的 文 件 打 开 窗 口 的 。

创 建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类

在 作 为 组 件 添 加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之 前 ， 我 们 需 要 一 个 临 时 项 目 来 包 含 源 文 件 。 这 是
因 为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的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只 能 在 打 开 的 项 目 中 才 能 访 问 。 因 此 ， 当
你 想 添 加 到 G a l l e r y 的 类 作 为 不 属 于 项 目 的 源 代 码 存 在 时 ， 创 建 一 个 临 时 类 是 很
有 必 要 的 。 一 旦 该 类 已 被 添 加 到 G a l l e r y， 你 就 可 以 删 除 这 个 临 时 项 目 了 。 项 目
名 无 关 紧 要 。

你 可 以 用 两 种 方 法 创 建 一 个 临 时 项 目 来 包 含 现 有 的 类 。 第 一 种 方 法 依 赖 于
A p p W i z a r d 。在 Fi le 菜 单 上 单 击 N e w ，在 Pro jec t s 选 项 卡 中 选 择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e x e )图 标 ，键 入 项 目 名 (下 面 所 概 括 的 步 骤 假 定 项 目 名 为 D irCtr l )。单 击 A p p W i z a r d
中 的 F i n i s h 按 钮 来 接 受 所 有 的 默 认 设 置 ，这 并 不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我 们 将 抛 弃 所 有
的 生 成 文 件 。



为 包 含 组 件 类 而 创 建 临 时 项 目 的 第 二 种 方 法 不 依 赖 于 A p p W i z a r d 。这 样 一 个 项 目
仅 仅 需 要 一 个 与 项 目 同 名 的 存 根 R C 文 件 。 甚 至 这 个 R C 文 件 可 以 是 空 的 。 如 果
想 创 建 这 个 项 目 ， 请 在 N e w 对 话 中 的 Pro jec t s 选 项 卡 中 选 中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图 标 (而 不 是 A p p W i z a r d 图 标 )， 给 项 目 取 一 个 名 字 (例 如 D irCtr l )， 然 后 单 击 O K 。
在 该 向 导 的 下 一 步 ， 接 受 指 定 空 项 目 的 默 认 设 置 ， 单 击 F i n i s h 按 钮 。 下 一 步 ，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创 建 一 个 空 的 R C 文 件 ， 并 将 其 保 存 到 D irCt r l 项 目 文 件 夹 。 在
新 项 目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的 时 候 ， 从 P r o j e c t 菜 单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命 令 ， 并 单 击
次 级 菜 单 上 的 F i l e s。在 I n s e r t  F i l e s  I n t o  P r o j e c t 对 话 中 双 击 存 根 R C 文 件 ， 将 其 添
加 到 项 目 ， 这 就 是 启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所 需 要 做 的 所 有 工 作 ， 现 在 可 以 通 过 V i e w
菜 单 上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命 令 访 问 C l a s s W i z a r d 了 。当 调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时 候 ，V i s u a l
C + + 将 检 测 到 用 于 该 项 目 的 C L W 文 件 不 存 在 ， 并 提 供 它 以 创 建 一 个 新 文 件 。 你
必 须 单 击 Y e s，并 在 随 后 出 现 的 S e l e c t  S o u r c e  F i l e s（ 选 择 源 文 件 ）对 话 中 单 击 O K
来 继 续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

无 论 使 用 哪 一 种 方 法 来 创 建 新 项 目 ， 都 要 单 击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中 的 A d d
C l a s s（ 添 加 类 ）按 钮 ，然 后 选 择 N e w ，来 调 用 如 图 6 - 4 所 示 的 N e w  C l a s s 的 对 话 。
键 入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作 为 类 名 ， 选 择 C L i s t C t r l 作 为 基 类 。 单 击 C h a n g e 按 钮 ， 将 所
生 成 的 源 文 件 重 命 名 为 D i r C t r l . h 和 D i r l C t r l . C P P。当 你 关 闭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时
候 ， V i s u a l  C + + 将 编 写 用 于 新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类 的 存 根 代 码 ， 并 且 将 文 件 自 动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第 二 步 是 为 新 类 提 供 源 代 码 。 将 D irCt r l . cpp 和 D irCt r l .h 文 件 从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7 \ D i r c t r l 文 件 夹 复 制 到 D i r C t r l 项 目 文 件 夹 ，覆 盖 掉 C l a s s W i z a r d 刚
刚 创 建 的 存 根 文 件 。 还 将 文 件 D i r C t r l . r c o ,  F l o p p y . i c o ,  H a r d D i s k . i c o ,  C D - R O M . i c o ,
Fo lde r . i co 和 Fi l e . i co 复 制 到 项 目 文 件 夹 ， 以 后 将 需 要 这 些 文 件 。

创 建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组 件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目 前 是 一 个 正 在 开 发 的 类 ， 还 不 是 已 完 成 的 和 可 以 使 用 的 组 件 。 展
现 项 目 的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 并 单 击 类 列 表 中 的 C D i r L i s t C t r l，然 后 从 如 图 7-4 所 示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T o  G a l l e r y 命 令 。 V i s u a l  C + +把 D i r C t r l . c p p 和 D irCt r l .h
组 成 一 个 名 为 D i r L i s t C t r l . o g x 的 单 一 文 件 ，并 将 这 个 O G X 文 件 存 储 在 名 为 D i r C t r l
的 新 G a l l e r y 文 件 夹 中 。 下 面 几 段 将 详 细 介 绐 这 个 新 的 G a l l e r y 文 件 夹 ， 因 此 ， 不
要 将 它 与 原 来 的 D irCt r l 项 目 文 件 夹 弄 混 了 。

打 开 G a l l e r y 中 的 D irCt r l 文 件 夹 看 看 这 个 新 组 件 ，它 是 以 大 图 标 视 图 的 形 式 出 现
的 。



它 需 要 做 一 些 额 外 的 工 作 ， 但 你 可 以 将 它 这 个 组 件 的 外 观 再 装 饰 一 下 。第 一 步 是
将 O G X 文 件 移 出 D irCt r l 文 件 夹 ， 并 且 用 快 捷 方 式 文 件 来 代 替 它 。 右 击 新 的
D i r L i s t C t r l . o g x 图 标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C u t 命 令 。 通 过 右 击 大 列 表 框 的 任
何 空 白 区 域 ， 并 选 择 N e w 命 令 ， 在 G a l l e r y 对 话 的 文 件 夹 中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子 文 件
夹 ，为 新 文 件 夹 取 一 个 像 O G X  F i l e s 这 样 的 一 般 性 的 名 字 ，然 后 ，将 D i r L i s t C t r l . o g x
文 件 粘 贴 进 这 个 新 文 件 夹 。右 击 D i r L i s t C t r l . o g x 图 标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C r e a t e
S h o r t c u t（ 创 建 快 捷 方 式 ） 命 令 ， 然 后 剪 切 该 快 捷 方 式 文 件 ， 并 将 其 粘 贴 回 原 来
的 D i r C t r l 文 件 夹 。

我 们 就 要 完 成 了 。 这 时 候 ， 原 来 的 O G X 文 件 已 被 移 到 了 一 个 叫 做 O G X  F i l e s 的
文 件 夹 中 ， 并 且 为 D irCt r l  文 件 夹 中 的 一 个 快 捷 方 式 所 取 代 。 最 后 一 步 是 改 进
D irCt r l 文 件 夹 中 快 捷 方 式 图 标 的 外 观 。 通 过 右 击 该 图 标 ， 并 选 择 R e n a m e， 为 快
捷 方 式 图 标 提 供 一 个 更 具 说 明 性 的 名 字 (例 如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 右 击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图 标 ，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然 后 单 击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S h o r t c u t 选 项 卡 中 的 C h a n g e  I c o n
（ 更 改 图 标 ）按 钮 。输 入（ 或 浏 览 ）到 你 以 前 曾 经 从 配 套 光 盘 中 复 制 的 D i r C t r l . i c o
文 件 的 路 径 。 当 你 单 击 O K 关 闭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的 时 候 ， 组 件 现 在 在 D i r C t r l 文 件
中 就 应 该 像 这 个 样 子 。

我 们 只 做 了 很 少 的 工 作 ，就 使 组 件 的 外 观 比 我 们 开 始 的 时 候 要 好 。 如 果 你 肯 付 出
努 力 ， 还 可 以 把 所 有 的 新 组 件 文 件 都 放 入 O G X  F i l e s 文 件 夹 ， 按 照 相 同 的 方 法 用
快 捷 方 式 来 代 替 它 们 。

不 幸 的 是 ， V i s u a l  C + +没 有 提 供 简 单 的 方 法 来 将 说 明 附 加 到 类 组 件 上 ， 在 O G X
文 件 和 它 的 快 捷 方 式 中 均 不 可 以 。只 能 用 文 件 名 来 向 其 他 开 发 者 提 供 有 关 组 件 目
的 的 必 要 信 息 。 创 建 一 个 可 以 描 述 自 己 的 组 件 ， 需 要 前 面 提 到 的 C o m p o n e n t
B u i l d e r ' s  K i t。图 7 - 1 显 示 了 当 D i a l o g 栏 组 件 被 选 中 的 时 候 ，第 一 条 说 明 是 如 何 出
现 在 G a l l e r y 之 中 的 。尽 管 已 超 出 了 本 章 的 范 围 ，但 使 用 B u i l d e r ' s  K i t 创 建 D irec to ry



L i s t 组 件 ，允 许 我 们 在 D I R 图 标 在 对 话 中 被 选 中 的 时 候 ，附 加 上 一 条 类 似 的 说 明 ：

D i s p l a y  a  s o r t e d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i n g  i n  a  l i s t  v i e w  c o n t r o l .

C o m p l e t e  w i t h  i c o n s  r e p r e s e n t i n g  d r i v e s ,  f o l d e r s ,  a n d  f i l e s .

退 出 G a l l e r y 之 后 ， 你 可 以 通 过 在 G a l l e r y 对 话 中 显 示 D irCt r l 文 件 夹 ， 并 双 击 代
表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组 件 的 快 捷 方 式 ， 来 将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类 添 加 向 任 何 打 开 的 项 目 。
既 然 组 件 已 被 安 装 到 G a l l e r y 之 中 ， D irCt r l 项 目 就 已 经 实 现 了 它 的 目 的 ， 不 再 需
要 它 了 。 D i r L i s t C t r l . o g x 包 含 有 类 源 代 码 ， 因 此 你 可 以 安 全 地 关 闭 这 个 项 目 ， 并
且 删 除 原 来 的 D i r C t r l . c p p 和 D irCtr l .h 文 件 ， 以 及 D i r C t r l 项 目 文 件 夹 中 的 其 他 文
件 。 不 过 ， 不 要 删 除 以 前 从 光 盘 中 复 制 的 I C O 文 件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快 捷 方 式 链 接
指 向 包 含 有 代 表 组 件 的 D I R 图 标 的 D irCt r l . i co 文 件 。 当 你 将 新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类 插
入 项 目 的 时 候 ， 它 可 能 需 要 部 分 或 全 部 保 留 文 件 ， 例 如 H a r d D i s k . i c o 和
Fo lde r . i co。 下 节 将 用 一 个 名 为 D irLis t2 的 范 例 程 序 来 说 明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组 件 。

例 子 :D i rL is t2程 序

你 可 能 会 回 想 起 第 5 章 中 介 绍 的 D i r L i s t 1 程 序 ， 它 使 用 了 D l g D i r L i s t  A P I 函 数 来
在 列 表 框 控 件 中 显 示 目 录 列 表 。 该 列 表 不 仅 在 外 观 上 很 平 淡 ， 而 且 难 以 阅 读 ， 因
为 D l g D i r L i s t 不 能 在 W i n d o w s  9 5 中 识 别 长 文 件 名 ，所 以 ，它 只 能 在 W i n d o w s  N T
中 显 示 长 文 件 名 。 这 里 所 展 示 的 D irLis t2 程 序 通 过 融 入 新 的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组 件



克 服 了 这 些 不 足 之 处 。

如 图 7 - 6 所 示 的 D irlist2 程 序 与 D irlist1 一 样 ， 是 基 于 对 话 的 ，它 使 用 属 性 表 与 用

户 进 行 交 互 。 除 了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控 件 所 提 供 的 吸 引 人 的 目 录 列 表 之 外 ， D i r L i s t 2
还 利 用 了 属 性 表 的 D a t e 和 S i z e 选 项 卡 ， 允 许 用 户 按 照 文 件 大 小 或 日 期 对 列 表 进
行 过 滤 。例 如 ，程 序 可 以 只 显 示 在 最 后 一 日 中 创 建 容 量 为 5 到 1 0 K B 之 间 的 文 件 。
使 用 前 面 所 介 绍 的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回 调 功 能 可 以 实 现 其 他 过 滤 。



图 7 - 6   D i r L i s t 2 程 序



为 使 我 们 添 加 的 内 容 比 较 少 ， D irLis t2 程 序 使 用 了 与 D irLis t1 程 序 相 同 的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和 相 同 的 R C 文 件 。 这 些 文 件 的 内 容 在 第 5 章 中 已 经 列 出 。 如 果
你 愿 意 自 己 独 立 创 建 D i r L i s t 2 程 序 ， 并 且 不 执 行 S e t u p 程 序 来 从 配 套 光 盘 上 安 装
范 例 项 目 ； 请 单 击 Fi l e 菜 单 上 的 N e w ， 并 选 中 P r o j e c t s 选 项 卡 。 因 为 D irLis t2 不
是 A p p W i z a r d 程 序 ， 所 以 ， 请 单 击 W i n 3 2  A p p l i c a t i o n 来 创 建 该 项 目 。 在 该 向 导
的 对 话 出 现 时 ， 输 入 项 目 名 ， 并 接 受 默 认 的 设 置 。 在 V i s u a l  C + +创 建 了 空 项 目 之
后 ， 单 击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上 的 S e t t i n g s。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的 G e n e r a l 选 项 卡 中 ，
选 择 选 项 ， U s e  M F C  I n  A  S h a r e d  D L L（ 在 共 享 的 D L L 中 使 用 M F C ）。



将 文 件 D i r L i s t 2 . c p p ,  D i r L i s t 2 . h ,  D i r L i s t 2 . r c 和 R e s o u r c e . h 从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7 \ D i r L i s t 2 文 件 夹 复 制 到 项 目 文 件 夹 。 还 要 把 DirL i s t . i co 文 件 复 制
到 D i r L i s t 2 \ R e s 子 文 件 夹 ， 以 便 D irLis t2 有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图 标 。 通 过 从 P r o j e c t 菜
单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然 后 从 次 级 菜 单 中 选 择 F i l e s 命 令 ， 来 将 D i r L i s t 2 . c p p 和
D irLis t2 . rc 文 件 附 加 到 项 目 上 。



因 为 DirL i s t2 程 序 利 用 了 新 的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类 ， 所 以 还 需 要 几 个 文 件 。 当 然 ， 这
是 练 习 的 整 个 目 的 ： 既 然 类 已 经 安 装 在 G a l l e r y 之 中 了 ， 那 么 ， 添 加 用 于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的 源 文 件 就 是 一 件 很 容 易 的 工 作 了 。 通 过 再 次 从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并 且 单 击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d  C o n t r o l s ， 可 以 打 开 G a l l e r y 对 话 。 在
G a l l e r y 的 D irCt r l 文 件 夹 中 ， 双 击 代 表 新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组 件 的 图 标 。 源 文 件
D i r C t r l . c p p 和 D irct r l .h 自 动 从 D i r L i s t C t r l . o g x 组 件 文 件 中 展 开 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不 幸 的 是 ，G a l l e r y 不 能 够 提 供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在 目 录 列 表 中 显 示 图 标 所 需 要 的 I C O
文 件 。 除 了 通 过 使 用 M i c r o s o f t 的 B u l d e r ' s  K i t 创 建 该 组 件 之 外 ， 没 有 办 法 将 I C O
文 件 与 O G X 文 件 中 的 源 代 码 捆 绑 起 来 ， 因 此 ， 必 须 在 一 步 中 将 所 有 必 要 的 文 件
传 送 给 项 目 。 组 件 的 用 户 必 须 手 工 复 制 I C O 文 件 ，D irLis t2 只 需 要 驱 动 器 和 文 件
夹 图 标 ， 它 们 包 含 在 位 于 以 前 创 建 的 D irCt r l 项 目 文 件 夹 的 F l o p p y . i c o ,
H a r d D i s k . i c o ,  C D - R O M . i c o 和 Folde r . i co 文 件 之 中 。 请 将 这 四 个 文 件 复 制 到
D i r L i s t 2 \ R e s 文 件 夹 。

这 是 额 外 的 步 骤 ，它 必 须 为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这 样 的 自 定 义 组 件 进 行 存 档 。既 然 自 定
义 组 件 不 能 在 G a l l e r y 对 话 中 提 供 在 线 帮 助 ， 那 么 ， 组 件 提 供 文 档 的 最 好 办 法 就
是 通 过 在 C P P 文 件 的 开 头 包 括 一 块 注 释 。对 于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注 释 应 该 满 足 使 用
该 组 件 的 任 何 项 目 的 四 个 需 要 ：

n  I C O 文 件 必 须 被 复 制 到 项 目 的 R e s 的 文 件 夹 。

n  R C 文 件 必 须 包 括 在 控 件 中 用 于 每 个 图 标 的 链 接 。



I D I _ F L O P P Y I C O N "res \ \F loppy . i co"

I D I _ H A R D D I S K I C O N " r e s \ \ H a r d D i s k . i c o "

I D I _ C D _ R O M I C O N " r e s \ \ C D - R O M . i c o "

I D I _ F O L D E R I C O N "res \ \Fo lde r . i co"

I D I _ F I L E I C O N "res \ \F i l e "

n  标 识 符 ID I _ F L O P P Y , I D I _ H A R D D I S K , I D I _ C D - R O M , I D I _ F O L D E R 和
I D I _ F I L E 必 须 在 项 目 的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定 义 。 I D I _ F L O P P Y 可 以 是
任 何 值 ； 其 余 的 标 识 符 值 必 须 依 给 定 的 顺 序 依 次 增 加 。

n  所 有 使 用 类 的 源 文 件 必 须 包 含 如 下 一 行 。

   ＃ i n c l u d e  " d i r c t r l . h "

D irLis t2 的 操 作 基 本 上 与 D irLis t1 相 同 ， 除 了 C P a g e l 类 包 括 了 一 个 叫 作
C h e c k D a t e S i z e 的 新 成 员 函 数 之 外 ， C h e c k D a t e S i z e 是 一 个 通 过 调 用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S e t C a l l B a c k 进 行 注 册 的 回 调 函 数 。正 如 在 源 代 码 的 注 解 中 所 说 明 的
那 样 ，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f i n d F i l e s 为 它 想 添 加 到 目 录 列 表 的 每 个 文 件 名 调 用 这 个 回 调
函 数 ，为 该 回 调 函 数 分 配 一 个 指 向 W I N 3 2 _ F I N D _ F I L E 结 构 的 指 针 ，该 结 构 包 含



有 与 该 文 件 有 关 的 信 息 。 C h e c k D a t e S i z e 用 于 决 定 文 件 确 认 用 户 在 S i z e 和 D a t e
页 中 所 设 置 的 过 滤 器 ， 并 返 回 一 个 值 T R U E 或 FA L S E ， 允 许 或 不 允 许 该 文 件 。

修 改 后 的 源 代 码 列 在 下 面 。 没 有 包 括 D irLis t . rc 和 R e s o u r e . h 文 件 ， 原 因 是 它 们 与
第 5 章 中 的 只 有 细 微 的 差 别 ， 只 是 融 入 了 代 表 图 标 资 源 I D I _ F L O P P Y ,
I D I _ H A R D I S K ,  I D I _ C D - R O M 和 I D I _ F O L D E R 的 几 行 ， 因 为 程 序 在 没 有 目 标 标
记 的 列 表 中 留 下 了 文 件 名 ， 所 以 没 有 定 义 I D I _ F I L E。 你 可 以 在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7 \ D i r L i s t 2 子 文 件 夹 中 找 到 所 有 的 文 件 。

列 表 7 - 2   用 于 D i r L i s t 1 程 序 的 源 文 件

D i r L i s t 2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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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r L i s t 2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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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 a s s  C D i r L i s t A p p  :  p u b l i c  C W i n A p p

{

p u b l i c :

    B O O L In i t In s t ance  ( ) ;

} ;

c l a s s  C A b o u t D l g  :  p u b l i c  C D i a l o g

{

p u b l i c :

    C A b o u t D l g ( ) ;

} ;



c l a s s  C P a g e 2 ;                      / /  F o r w a r d  r e f e r e n c e

c l a s s  C P a g e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1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l a s s  C P a g e 1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p r i v a t e :

    B O O L           b E d i t C h a n g e ;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d i r l i s t ;

    CS t r ing          s t rF i l t e r ,  s t rO ldF i l t e r ;



    s t a t i c  C P a g e 2 *     p D a t e ;

    s t a t i c  C P a g e 3 *     p S i z e ;

    s t a t i c  B O O L  C A L L B A C K    C h e c k D a t e S i z e (  P W I N 3 2 _ F I N D _ D A T A  p f d  ) ;

p u b l i c :

    C P a g e 1  (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_ P A G E 1  )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v o i d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S e t A c t i v e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U p 1 L e v e l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E d i t G a i n F o c u s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E d i t C h a n g i n g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E d i t L o s e F o c u s  (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2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l a s s  C P a g e 2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p u b l i c :

    i n t         n A n y D a t e ,  P r e v D a y s ,  P r e v M o n t h s ;

    C t i m e      t i m e M i n ,  t i m e M a x ;

    C P a g e 2  (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_ P A G E 2  )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vo id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3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l a s s  C P a g e 3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p u b l i c :

    i n t         n A n y S i z e ;

    D W O R D    M i n S i z e ,  M a x S i z e ;

    C P a g e 3  (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_ P A G E 3  )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vo id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L i s t S h e e t

c l a s s  C L i s t S h e e t  :  p u b l i c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p u b l i c :

    C P a g e 1     p a g e 1 ;

    C P a g e 2     p a g e 2 ;

    C P a g e 3     p a g e 3 ;



    C L i s t S h e e t (  L P C T S T R  s z C a p t i o n  ) ;

p r o t e c t e d :

    v i r tua l  B O O L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S y s C o m m a n d (  U I N T  n I D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

    D E C L A R E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D i s L i s t 2 . c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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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 i r L i s t 2 . c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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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c l u d e  " a f x w i n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d l g s . h "

# i n c l u d e  " a f x c m n . h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r c t r l . h "

# i n c l u d e  " d i r l i s t 2 . h "

C D i r L i s t A p p  D i r L i s t A p p ;



B O O L  C D i r L i s t A p p : :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 )

{

    C L i s t S h e e t  sh (  "D i r ec to ry  L i s t "  ) ;            / /  C r e a t e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o b j e c t

    s h . D o M o d a l  ( ) ;                          / /  a n d  d i s p l a y  d i a l o g

    r e t u r n  F A L S E ;                          //  R e t u r n  F A L S E  t o  e x i t  D i r L i s t 2

}

C A b o u t D l g : : C A b o u t D l g ( )  :  C D i a l o g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L i s t S h e e t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C L i s t S h e e t : : C L i s t S h e e t (  L P C T S T R  s z C a p t i o n  )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s z C a p t i o n  )

{

    A d d P a g e (  & p a g e 1  ) ;

    A d d P a g e (  & p a g e 2  ) ;

    A d d P a g e (  & p a g e 3  ) ;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L i s t S h e e t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O N _ W M _ S Y S C O M M A N D (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B O O L  C L i s t S h e e t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B u t t o n *  b u t t o n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A d d  " A b o u t . . . "  m e n u  i t e m  t o  s y s t e m  m e n u

    C M e n u *   p S y s M e n u  =  G e t S y s t e m M e n u (  F A L S E  ) ;

    C S t r i n g  str ;



    s t r . L o a d S t r i n g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p S y s M e n u - > A p p e n d M e n u (  M F _ S E P A R A T O R  ) ;

    p S y s M e n u - > A p p e n d M e n u (  M F _ S T R I N G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s t r  ) ;

    //  R e m o v e  A p p l y  a n d  C a n c e l  b u t t o n s  a n d  r e n a m e  O K  b u t t o n

    b u t t o n  =  ( C B u t t o n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_ A P P L Y _ N O W  ) ;

    b u t t o n - > D e s t r o y W i n d o w ( ) ;

    b u t t o n  =  ( C B u t t o n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A N C E L  ) ;

    b u t t o n - > D e s t r o y W i n d o w ( ) ;

    b u t t o n  =  ( C B u t t o n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O K  ) ;

    b u t t o n - > S e t W i n d o w T e x t (  " C l o s e "  ) ;



    //  S e t  t h e  1 6 - b y - 1 6  i m a g e  ( s e e  c l o s i n g  r e m a r k s  i n  C h a p t e r  5 )

    H I C O N  h I c o n  =  ( H I C O N )  : : L o a d I m a g e (  D i r L i s t A p p . m _ h I n s t a n c e ,

                                       M A K E I N T R E S O U R C E (  I D I _ A P P I C O N  ) ,

                                       I M A G E _ I C O N ,  1 6 ,  1 6 ,  L R _ D E F A U L T C O L O R  ) ;

    S e t I c o n (  h I c o n ,  F A L S E  ) ;

    //  A c t i v a t e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f o r  e a c h  p a g e  t o  i n i t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S e t A c t i v e P a g e (  2  ) ;

    S e t A c t i v e P a g e (  1  ) ;

    S e t A c t i v e P a g e (  0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v o i d  C L i s t S h e e t : : O n S y s C o m m a n d (  U I N T  n I D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

    if ( n I D  =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

    {

        C A b o u t D l g  d l g A b o u t ;

        d l g A b o u t . D o M o d a l ( ) ;

    }

    e l s e

    {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 : O n S y s C o m m a n d (  n I D ,  l P a r a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1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P a g e 2 *  C P a g e 1 : : p D a t e ;                       / /  S t a t i c  p t r s  t o  D a t e  a n d

C P a g e 3 *  C P a g e 1 : : p S i z e ;                       / /    S i z e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s

B O O L  C P a g e 1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R E C T  r e c t  =  {  1 5 ,  6 0 ,  3 9 0 ,  1 0 2  } ;        / /  D i m e n s i o n s  o f  D i r C t r l  c t r l



    s t r F i l t e r    =  "* .* " ;

    b E d i t C h a n g e  =  F A L S E ;

    p D a t e        =  ( C P a g e 2 * )  ( ( C L i s t S h e e t * )  G e t P a r e n t ( ) ) - > G e t P a g e (  1  ) ;

    p S i z e        =  ( C P a g e 3 * )  ( ( C L i s t S h e e t * )  G e t P a r e n t ( ) ) - > G e t P a g e (  2  ) ;

    d i r l i s t .C rea t e (  t h i s ,  & r e c t ,  I D C _ D I R C T R L ,  I D C _ D I R P A T H ,  D L _ A L L ,  I D I _ F L O P P Y  ) ;

    d i r l i s t . S e t C a l l B a c k (  & C h e c k D a t e S i z e  ) ;

    r e t u r n  C D i a l o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B O O L  C P a g e 1 : : O n S e t A c t i v e  ( )



{

    d i r l i s t . S h o w L i s t (  s t rF i l t e r  ) ;

    r e t u r n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O n S e t A c t i v e  ( ) ;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P a g e 1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O N _ E N _ S E T F O C U S   (  I D C _ E D I T 1 ,  O n E d i t G a i n F o c u s  )

    O N _ E N _ C H A N G E     (  I D C _ E D I T 1 ,  O n E d i t C h a n g i n g  )

    O N _ E N _ K I L L F O C U S  (  I D C _ E D I T 1 ,  O n E d i t L o s e F o c u s  )

    O N _ B N _ C L I C K E D    (  I D C _ B U T T O N 1 ,  O n U p 1 L e v e l  )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T h e s e  t h r e e  f u n c t i o n s  s i m p l y  e n s u r e  t h a t  w h e n  t h e  u s e r  t y p e s  i n  a n o t h e r

/ /  f i l t e r  s t r i ng  ( such  a s  "* . t x t " ) ,  t he  d i r ec to ry  l i s t i ng  i s  au toma t i ca l l y

/ /  u p d a t e d  t o  r e f l e c t  t h e  c h a n g e .

/ /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E d i t G a i n F o c u s  ( )

{

    G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_ E D I T 1 ,  s t r O l d F i l t e r  )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E d i t C h a n g i n g  ( )

{



    b E d i t C h a n g e  =  T R U E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E d i t L o s e F o c u s  ( )

{

    if ( b E d i t C h a n g e )

    {

        b E d i t C h a n g e  =  F A L S E ;

        U p d a t e D a t a (  T R U E  ) ;

        //  I f  u s e r  e n t e r s  a  n e w  f i l t e r  s t r i n g ,  u p d a t e  t h e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if ( s t r F i l t e r  ! =  s t r O l d F i l t e r )



        {

            d i r l i s t . S h o w L i s t (  s t rF i l te r  ) ;

            s t r O l d F i l t e r  =  s t rF i l t e r ;

        }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O n U p 1 L e v e l  ( )

{

    C S t r i n g  s t r P a t h ;

    //  I f  En t e r  p r e s sed  i n  ed i t  con t ro l ,  r e f r e sh  l i s t



    if ( G e t F o c u s ( )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E D I T 1  ) )

        O n E d i t L o s e F o c u s  ( ) ;

    //  E l s e  g o  u p  o n e  d i r e c t o r y  l e v e l

    e l s e

    {

        d i r l i s t . G e t P a t h (  s t r P a t h  ) ;

        //  W h e n  s t r P a t h  = =  " d : \ " ,  w e ' r e  a l r e a d y  a t  r o o t

        if ( s t rPa th .R igh t (  2  )  !=  " : \ \ " )

        {

            / /  R e m o v e  ' \ '  a t  e n d  o f  s t r i n g



            s t r P a t h . G e t B u f f e r S e t L e n g t h (  s t r P a t h . G e t L e n g t h ( )  -  1  ) ;

            s t r P a t h . R e l e a s e B u f f e r  ( ) ;

            / /  F i n d  l a s t  ' \ '  a n d  t r u n c a t e  s t r P a t h  s t r i n g

            i n t  c L a s t S l a s h  =  s t r P a t h . R e v e r s e F i n d (  ' \ \ '  ) ;

            i f  ( c L a s t S l a s h  ! =  - 1 )

            {

                s t r P a t h . G e t B u f f e r S e t L e n g t h (  c L a s t S l a s h  +  1  ) ;

                s t r P a t h . R e l e a s e B u f f e r  ( ) ;

                d i r l i s t .Se tPa th (  s t rPa th  ) ;

                d i r l i s t . S h o w L i s t (  s t rF i l t e r  ) ;

            }



        }

    }

}

/ /  E a c h  t i m e  i t  f i n d s  a  f i l e  t h a t  i s  a  c a n d i d a t e  f o r  i n c l u s i o n  i n  t h e

/ /  d i r e c t o r y  l i s t ,  C D i r L i s t C t r l : : F i n d F i l e s  c a l l s  t h i s  s t a t i c  c a l l b a c k

//  ---------------------------------------------------------------------------------

B O O L  C P a g e 1 : : C h e c k D a t e S i z e (  P W I N 3 2 _ F I N D _ D A T A  p f d  )

{

    //  A c c e p t  a l l  s u b d i r e c t o r i e s  r e g a r d l e s s  o f  d a t e / s i z e  c r i t e r i a

    if ( p f d - > d w F i l e A t t r i b u t e s  &  F I L E _ A T T R I B U T E _ D I R E C T O R Y )



        r e t u r n  T R U E ;

    //  I f  o p t i o n s  s e t  i n  D a t e  p a g e ,  f i l t e r  f i l e s  b y  d a t e  c r i t e r i a

    if ( p D a t e - > n A n y D a t e )

    {

        C T i m e   t i m e F i l e (  p f d - > f t L a s t W r i t e T i m e  ) ;

        if ( p D a t e - > n A n y D a t e  = =  1 )

        {

            / /  R e j e c t  f i l e  n o t  d a t e d  w i t h i n  s p e c i f i e d  m i n / m a x  p e r i o d

            i f  ( t i m e F i l e  < =  p D a t e - > t i m e M i n   || t i m e F i l e  >  p D a t e - > t i m e M a x )

                r e t u r n  F A L S E ;



        }

        e lse

        {

            C T i m e      t i m e N o w  =  C T i m e : : G e t C u r r e n t T i m e ( ) ;

            C T i m e S p a n  t i m e A g e (  t i m e N o w . G e t T i m e ( )  -  t i m e F i l e . G e t T i m e ( )  ) ;

            / /  R e j e c t  f i l e  o l d e r  t h a n  s p e c i f i e d  n u m b e r  o f  m o n t h s

            i f  ( p D a t e - > n A n y D a t e  = =  2   & &   p D a t e - > P r e v M o n t h s )

                if ( t i m e A g e . G e t D a y s ( ) / 3 0  > =  p D a t e - > P r e v M o n t h s )

                    r e t u r n  FA L S E ;

            / /  R e j e c t  f i l e  o l d e r  t h a n  s p e c i f i e d  n u m b e r  o f  d a y s



            i f  ( p D a t e - > n A n y D a t e  = =  3   & &   p D a t e - > P r e v D a y s )

                if ( t i m e A g e . G e t D a y s ( )  > =  p D a t e - > P r e v D a y s )

                    r e t u r n  FA L S E ;

        }

    }

    //  I f  o p t i o n s  s e t  i n  S i z e  p a g e ,  f i l t e r  f i l e s  b y  s i z e  c r i t e r i a

    if ( p S i z e - > n A n y S i z e )

    {

        if ( p S i z e - > M i n S i z e   & &   p f d - > n F i l e S i z e L o w  <  p S i z e - > M i n S i z e * 1 0 2 4 )

            r e t u r n  F A L S E ;



        if ( p S i z e - > M a x S i z e   & &   p f d - > n F i l e S i z e L o w  >  p S i z e - > M a x S i z e * 1 0 2 4 )

            r e t u r n  F A L S E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v o i d  C P a g e 1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1 ,  s t r F i l t e r  ) ;

    D D V _ M a x C h a r s (  p D X ,  s t r F i l t e r ,  1 2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2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B O O L  C P a g e 2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s p i n ;

    //  In i t i a l i ze  va r i ab les

    n A n y D a t e     =  0 ;

    P r e v D a y s     =  1 ;



    P r e v M o n t h s   =  1 ;

    t i m e M i n      =  0 ;

    t i m e M a x      =  C T i m e : : G e t C u r r e n t T i m e ( ) ;

    //  S e t  l i m i t s  o f  s p i n  b u t t o n s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1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1 ,  1 0 0  ) ;                            //  W i t h i n  x  m o n t h s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2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1 ,  3 6 5  ) ;                            //  W i t h i n  x  d a y s

    r e t u r n  C D i a l o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v o i d  C P a g e 2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D D X _ D a t e T i m e C t r l (  p D X ,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1 ,  t i m e M i n ) ;

    D D X _ D a t e T i m e C t r l (  p D X ,  I D C _ D A T E T I M E 2 ,  t i m e M a x ) ;

    D D X _ R a d i o (  p D X ,  I D C _ R A D I O 1 ,  n A n y D a t e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1 ,  P r e v M o n t h s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2 ,  P r e v D a y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a g e 3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B O O L  C P a g e 3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s p i n ;

    //  In i t i a l i ze  va r i ab les

    n A n y S i z e  =  0 ;

    M i n S i z e   =  0 ;

    M a x S i z e   =  1 0 0 ;

    //  S e t  l i m i t s  o f  s p i n  b u t t o n s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1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0 ,  9 9 9 9  ) ;                           //  M i n  s i z e

    s p i n  =  (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 )  G e t D l g I t e m (  I D C _ S P I N 2  ) ;

    s p i n - > S e t R a n g e (  1 ,  9 9 9 9  ) ;                           //  M a x  s i z e

    r e t u r n  C D i a l o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 ;

}

v o i d  C P a g e 3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D D X _ R a d i o (  p D X ,  I D C _ R A D I O 1 ,  n A n y S i z e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1 ,  M i n S i z e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2 ,  M a x S i z e  ) ;

}



第 四 部 分   A c t i v e X 控 件



第 8 章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A c t i v e X 控 件 是 可 执 行 组 件 ，设 计 它 们 的 目 的 是 将 其 嵌 入 窗 口 或 W e b 页 中 ， 来 实
现 一 些 完 备 的 功 能 。 对 于 用 户 来 讲 ， 它 们 与 我 们 在 前 一 章 中 遇 到 的 普 通 的
W i n d o w s 控 件 十 分 相 像 ， 这 些 普 通 控 件 是 通 过 对 话 编 辑 器 或 G a l l e r y 添 加 到 程 序
的 。 但 与 普 通 控 件 不 同 的 是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在 W e b 页 上 或 在 对 话 框 中 是 相 同 的 ，
它 使 开 发 者 可 以 同 时 接 触 两 个 明 显 不 同 的 市 场 。

如 果 你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感 兴 趣 (作 为 一 个 开 发 者 ， 你 理 应 如 此 )， 那 么 ， 你 可 能 就
是 因 为 想 使 用 它 们 或 想 编 写 它 们 。 V i s u a l  C + +可 以 帮 助 你 实 现 这 两 个 目 的 。 本 章
所 涉 及 的 是 这 一 主 题 的 前 半 部 分 ，介 绍 如 何 在 叫 做 包 容 器 的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第 9 章 和 第 1 0 章 将 涉 及 后 半 部 分 ， 介 绍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两 种
不 同 方 法 。 本 章 将 展 现 有 关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介 绍 性 信 息 ， 因 此 ， 如 果 你 愿 意 了 解
有 关 这 一 主 题 的 入 门 知 识 的 话 ， 应 该 首 先 阅 读 这 一 章 。

为 了 使 讨 论 的 长 度 适 中 ， 这 些 章 中 的 范 例 程 序 使 用 了 M F C 。 M F C 框 架 管 理 了 几
百 个 A c t i v e X 编 程 的 详 细 资 料 ， 它 使 得 编 写 包 容 器 或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不 再 比
W i n d o w s 中 其 他 编 程 项 目 更 为 困 难 。 编 写 使 用 现 有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M F C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通 常 需 要 很 少 的 或 者 根 本 就 不 需 要 什 么 基 础 知 识 。 尽 管 在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时 使 用 M F C 有 一 些 争 论 (完 全 是 因 为 大 小 的 问 题 ， 我 们 将 在 下 一 章
讨 论 )， 但 是 ， 当 应 用 到 包 容 器 的 时 候 ， 这 些 争 论 就 不 那 么 有 效 了 。 M F C 将 客 户
/服 务 器 之 间 的 交 互 过 程 包 装 得 非 常 完 全 ，以 致 于 如 果 没 有 M F C 类 库 或 类 似 支 持
的 帮 助 ，就 难 以 编 写 一 个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不 过 ，如 果 你 不 愿 意 使 用 M F C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 A T L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方 案 。 V i s u a l  C + +包 括 一 个 叫 做 A t l C o n 的 范
例 项 目 ， 它 演 示 了 如 何 使 用 A T L 编 写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 源 文 件 位 于 文 件 夹
M S D N \ S a m p l e s \ V c 9 8 \ A T L \ A t l C o n 之 中 。第 1 0 章 为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的 开 发 仔 细 讨
论 了 A T L 所 提 供 的 类 型 支 持 。

尽 管 本 章 和 随 后 两 章 所 讨 论 的 是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需 求 和 内 部 操 作 ，对 于 这 样 一 个
大 主 题 ， 它 们 所 介 绍 的 也 仅 仅 是 基 础 知 识 。 本 章 重 点 介 绍 一 些 方 法 ， 应 用 这 些 方
法 ， V i s u a l  C + +将 使 程 序 员 在 处 理 A c t i v e X 控 件 时 更 加 得 心 应 手 ， 无 论 你 正 在 编
写 的 是 一 个 控 件 ，还 是 使 用 该 控 件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如 果 想 了 解 本 领 域 内 可 能
对 I n t e r n e t 编 程 来 说 十 分 重 要 的 内 容 ，请 参 考 专 业 资 料 ，例如 K r a i g  B r o c k s c h m i d t
的 I n s i d e  O L E（ O L E 内 幕 ） 第 二 版 。 你 可 以 在 M S D N 在 线 帮 助 中 找 到 完 整 的 文
本 。

背 景 知 识 简 介

A c t i v e X 这 个 名 字 是 新 的 ，但 是 ，它 的 技 术 是 成 熟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形 成 了 M i c r o s o f t
的 A c t i v e X 技 术 的 唯 一 组 成 部 分 ，它 们 是 建 立 在 C o m p o n e n t  O b j e c t  M o d e l ( 组 件 对



象 模 型 ，C O M )和 O L E 的 基 础 之 上 。O L E 用 于 代 表 O b j e c t  L i n k i n g  a n d  E m b e d d i n g
（ 对 象 链 接 与 嵌 入 ）， 但 是 ， 因 为 对 象 嵌 入 很 早 就 是 O L E 能 力 中 的 很 小 的 一 部
分 ， 所 以 M i c r o s o f t  已 经 抛 弃 了 这 个 缩 略 语 。 目 前 ， O L E 已 经 有 了 新 的 含 义 ， 不
再 具 有 版 本 号 了 。它 已 经 从 为 特 定 目 的 而 创 建 的 一 门 技 术 ，转 化 到 了 一 种 作 为 其
他 技 术 (其 中 包 括 A c t i v e X )基 础 的 一 般 结 构 。 O L E 定 义 了 为 创 建 和 连 接 包 括 叫 做
O L E 自 定 义 控 件 在 内 的 多 种 程 序 组 件 定 义 了 一 个 标 准 的 蓝 图 。 至 少 ， 它 们 过 去
被 称 作 O L E 控 件 ， M i c r o s o f t 现 在 叫 它 们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

那 么 ， 什 么 是 O L E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呢 ?简 单 的 答 案 是 O L E / A c t i v e X 控 件 是 一 个 动 态
链 接 库 ， 它 是 作 为 基 于 C O M 的 服 务 器 进 行 操 作 的 ， 并 且 可 以 嵌 入 在 包 容 器 宿 主
应 用 程 序 之 中 。 详 细 的 答 案 就 是 本 章 的 内 容 。 在 深 入 介 绍 它 的 工 作 方 式 之 前 ， 让
我 们 来 回 顾 一 下 O L E 控 件 的 历 史 。

吸 引 W i n d o w s 开 发 者 注 意 的 第 一 种 类 型 的 组 件 软 件 可 能 是 V i s u a l  B a s i c  E x t e n s i o n
模 型 的 自 定 义 控 件 。 自 定 义 控 件 就 是 人 们 所 熟 悉 的 V B X ， 它 是 为 添 加 到 控 件 名
之 后 的 三 字 母 扩 展 名 而 命 名 的 。V B X 结 构 允 许 开 发 者 向 V i s u a l  B a s i c 程 序 创 建 有
效 的 和 可 重 使 用 的 附 加 物 ， 它 们 可 以 作 为 自 己 组 件 放 置 在 窗 口 之 中 ， 在 V i s u a l
B a s i c 中 叫 做 表 单 。 V B X 控 件 的 优 点 有 三 方 面 ：

n  V B X 能 够 实 现 虚 拟 显 示 并 与 用 户 交 互 。

n  V i u s a l  B a s i c 应 用 程 序 能 够 通 过 叫 做 方 法 的 由 V B X 导 出 的 函 数 来 编 程
V B X 。



n  作 为 一 个 动 态 链 接 库 ，V B X 控 件 可 以 以 二 进 制 的 形 式 代 替 源 代 码 重 新
使 用 。

正 如 我 们 将 要 看 到 的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提 供 相 同 的 优 点 。

V B X 控 件 还 允 许 程 序 员 对 从 V i s u a l  B a s i c 中 继 承 下 来 的 一 些 局 限 性 进 行 补 偿 。例
如 ，既 然 V B X 控 件 通 常 是 用 C 或 汇 编 语 言 编 写 的 ，那 么 ，它 们 就 可 以 使 用 V i s u a l
B a s i c 中 没 有 的 指 针 来 帮 助 应 用 程 序 进 行 大 量 的 指 针 操 作 ，例 如 散 列 和 分 类 。V B X
模 型 的 一 个 问 题 是 ， 它 不 是 为 向 其 他 语 言 和 平 台 完 美 地 进 行 移 植 而 设 计 的 。 例
如 ， 一 个 C + +程 序 员 不 能 很 容 易 地 创 建 一 个 V B X 派 生 物 ， 因 为 V B X 不 是 由 类
表 示 的 。更 进 一 步 来 说 ，V B X 模 型 是 一 个 捆 绑 在 I n t e l 处 理 器 分 段 结 构 之 上 的 1 6
位 标 准 。 不 过 ， V B X 控 件 活 跃 的 市 场 已 经 证 明 了 ， 组 件 软 件 可 以 在 W i n d o w s 开
发 中 充 当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O L E 控 件 标 准 是 设 计 用 来 满 足 下 一 层 次 的 要 求 的 ， 它 将 V B X 类 型 控 件 的 优 点 带
给 了 具 有 W i n 3 2 编 程 功 能 的 所 有 语 言 。 这 些 语 言 包 括 A c c e s s  B a s i c ;  V i s u a l  B a s i c
f o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V B A ) ,  W o r d B a s i c 和 V i s u a l  B a s i c  S c r i p t i n g ( V B S c r i p t )。

考 虑 到 V B X 取 名 的 方 法 ， O L E 控 件 通 常 被 叫 作 O C X ， 这 是 因 为 O C X 扩 展 名 称
通 常 添 加 到 文 件 名 的 后 面 。 有 了 O C X 和 V B X 共 有 的 约 定 ， 就 足 以 说 明 其 中 一
个 是 如 何 从 另 一 种 中 演 化 的 。 例 如 ， M i c r o s o f t 从 V B X 术 语 中 借 用 了 三 个 接 口 类
型 ， 它 们 定 义 了 O L E 控 件 和 它 的 客 户 、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之 间 的 通 信 。



n  M e t h o d s（ 方 法 ）： O L E 控 件 展 现 给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的 函 数 ， 允 许 客 户
调 用 该 控 件 。

n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控 件 和 包 容 器 内 部 的 公 共 数 据 ， 它 可 以 用 来 向 对 方
描 述 自 己 。 在 启 动 期 间 ， 一 个 控 件 可 以 读 取 该 包 容 器 的 属 性 ， 并 且 调
整 它 的 初 始 化 过 程 ， 以 便 它 与 包 容 器 的 外 观 和 特 性 相 配 。 当 控 件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的 时 候 ， 包 容 器 可 以 读 取 该 控 件 的 属 性 ， 来 了 解 它 当 前 的 状
态 ， 如 果 控 件 允 许 的 话 ， 还 可 以 重 写 属 性 ， 以 改 变 控 件 的 行 为 。

n  E v e n t s (事 件 )： 控 件 发 送 给 包 容 器 的 通 知 ， 本 章 稍 后 将 详 细 介 绍 这 个 问
题 。 一 个 事 件 通 知 是 通 过 调 用 包 容 器 中 的 一 个 函 数 来 发 生 的 ， 也 就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 点 燃 ” 事 件 。

就 在 人 们 已 经 注 意 到 1 6 位 V B X 的 局 限 的 时 候 ， O L E (那 些 日 子 是 叫 O L E 2 )已 逐
渐 趋 于 成 熟 ， 从 逻 辑 上 来 说 ， 它 已 成 为 以 O L E 控 件 形 式 存 在 的 V B X 的 接 任 者 ，
现 在 叫 做 A c t i v e X 控 件 。

控 件 包 容 器

A c t i v e X 控 件 是 服 务 器 ，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是 客 户 。 A c t i v e X 控 件 最 好 从 客 户 端 实
现 ， 因 此 本 节 一 开 始 是 讨 论 包 容 器 是 如 何 通 过 现 有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扩 展 其 能 力 ，



我 们 通 过 几 个 例 子 和 实 验 来 进 行 演 示 。 幸 运 的 是 ， 现 成 的 样 本 非 常 多 ， 我 们 可 以
从 中 进 行 选 择 。V i s u a l  C + +和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随 带 一 个 免 费 特 许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集 ，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在 图 8-1 的 G a l l e r y 对 话 中 列 出 。 如 果 想 打 开 G a l l e r y 对 话 ， 请
从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添 加 到 项 目 ） 命 令 ， 并 单 击 次 级
菜 单 上 的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d  C o n t r o l s （ 组 件 和 控 件 ）。 然 后 双 击 R e g i s t e r e d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文 件 夹 来 显 示 控 件 列 表 。



图 8 - 1   G a l l e r y 中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表 8-1 列 出 了 M i c r o s o f t 提 供 的 免 费 特 许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如 果 在 G a l l e r y 中 选 中
了 一 个 控 件 图 标 ， M o r e  I n f o（ 其 他 信 息 ） 按 钮 是 启 用 的 ， 那 么 ， 这 就 意 味 着 该 控
件 可 以 通 过 在 线 帮 助 来 描 述 自 己 。 单 击 M o r e  I n f o 按 钮 可 以 查 看 该 控 件 的 资 料 。

表 8 - 1   一 些 可 以 从 M i c r o s o f t 中 提 供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文 件 名 说 明

A n i B t n 3 2 . o c x A n i m a t e d  b u t t o n（ 动 画 按 钮 ）： 使 用 位 图 或 元 文 件
来 创 建 一 个 带 有 变 化 的 图 像 的 按 钮

B t n M e n u . o c x M e n u（ 菜 单 ）： 显 示 一 个 按 钮 和 一 个 弹 出 式 菜 单 ，
如 图 8 - 2 所 示 。

D B G r i d 3 2 . o c x G r i d （ 网 格 ）： 以 标 准 网 格 样 式 显 示 单 元 格 的 电 子
表 控 件 。 用 户 可 以 选 定 单 元 格 (与 老 的 G r id32 控 件
不 同 )， 并 直 接 将 数 据 输 入 单 元 格 。 还 可 以 由 包 容
器 通 过 编 程 来 填 充 单 元 格 ，或 为 了 自 动 更 新 而 捆 绑
到 记 录 集

I E L a b e l . o c x l a b e l（ 标 签 ）： 以 一 定 角 度 或 沿 指 定 的 曲 线 显 示 文
字



                                                  续 表

I E M e n u . o c x P o p - u p  m e n u （ 弹 出 式 菜 单 ）： 显 示 一 个 弹 出 式 菜
单 ， 如 图 8 - 2 所 示

I E P o p W n d . o c x

I E P r l d . o c x

P o p - u p  w i n d o w（ 弹 出 窗 口 ）： 在 弹 出 式 窗 口 中 显 示
M T M L 文 档

P r e l o a d e r（ 预 加 载 器 ）： 下 载 指 定 U R L 的 内 容 ， 并
将 它 存 储 在 高 速 缓 存 中 。完 成 下 载 之 后 ，该 控 件 将
触 发 一 个 事 件

I E S t o c k . o c x s t o c k  t i c k e r（ 股 市 自 动 接 收 机 ）： 以 指 定 的 固 定 周
期 下 载 和 显 示 U R L 的 内 容 。 正 如 它 的 名 字 所 暗 示
的 ， 该 控 件 对 于 显 示 连 续 变 化 的 数 据 时 特 别 有 用 ，
如 图 8 - 2 所 示

I E T i m e r . o c x T i m e r（ 计 时 器 ）： 一 个 不 可 见 的 控 件 ， 以 一 定 的 周
期 触 发 一 个 事 件

k e y S t a 3 2 . o c x K e y（ 键 ） 状 态 ： 显 示 并 有 选 择 地 修 改 C a p  L o c k ,
N u m  L o c k , I n s e r t 和 S c r o l l  L o c k 键 的 状 态



                                                  续 表

M a r q u e e . o c x M a r q u e e（ 大 屏 幕 ）： 水 平 或 垂 直 方 向 滚 动 H T M L
文 件 中 的 文 字 ，可 以 被 配 置 成 改 变 滚 动 的 数 量 和 延
迟 时 间

M C I 3 2 . o c x M u l t i m e d i a （ 多 媒 体 ）： 管 理 M e d i a  C o n t r o l
I n t e r f a c e ( M C I，媒 体 控 制 接 口 )设 备 的 多 媒 体 文 件 的
录 音 和 播 放 。 该 控 件 可 以 显 示 一 套 用 于 将 M C I 命
令 传 向 设 备 的 推 压 式 按 钮 ， 这 些 设 备 包 括 音 频 板 、
M I D I 序 列 发 生 器 、 C D - R O M 驱 动 器 、 音 频 C D 播
放 器 、视 频 光 盘 播 放 器 以 及 视 频 磁 带 录 音 机 和 播 放
器 。 该 控 件 还 支 持 V i d e o  f o r  W i n d o w s  A V I 文 件 的
播 放

M S C a l . o c x C a l e n d a r（ 日 历 ）：在 屏 幕 上 显 示 的 日 历 ，用 户 可 以
从 中 选 择 日 期 。



                                                          续 表

M S C h a r t . o c x C h a r t（ 图 表 ）： 一 个 高 级 的 图 表 控 件 ， 它 接 收 数 字
数 据 ， 然 后 显 示 几 种 图 表 类 型 之 一 ， 包 括 线 、 条 和
栏 形 图 表 。 该 控 件 的 绘 制 以 两 维 或 三 维 形 式 显 示 ，
见 图 8 - 2 和 图 8-3

M S C o m m 3 2 . o c
x

C o m m （ 通 信 ）： 为 串 行 通 信 提 供 支 持 ， 处 理 发 送
到 串 行 口 和 从 串 行 口 接 收 的 数 据 传 输

M S M a s k 3 2 . o c x M a s k e d  e d i t（ 掩 码 编 辑 ）： 一 个 增 强 的 编 辑 控 件 ，
它 可 以 确 保 输 入 符 合 预 先 定 义 好 的 格 式 。例 如 ，一
个 “ # # : # # ? ? ” 的 约 束 将 输 入 限 制 为 时 间 格 式 。 例
如 “ 1 1 : 1 8  A M”

P i c C L P 3 2 . o c x P i c t u r e  c l i p（ 图 片 剪 辑 ）：显 示 位 图 中 剪 下 的 矩 形 区
域 ，可 以 根 据 指 定 的 行 数 和 列 数 将 位 图 划 分 为 网 格

在 表 8 - 1 中 ， 一 些 文 件 名 的“ IE ” 前 缀 代 表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用 来 表 明 该 控 件 是 那
个 程 序 所 包 括 的 。 O C X 文 件 可 以 位 于 系 统 之 上 的 任 何 地 方 ， 但 通 常 都 放 在
W i n d o w s \ O C C a c h e 和 W i n d o w s \ S y s t e m 子 文 件 夹 中 。 如 果 由 于 某 种 原 因 ， 你 没 有
了 这 些 文 件 ， 并 且 想 沿 着 本 章 的 演 示 继 续 下 去 ， 请 从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的 O C X 文 件



夹 中 将 这 些 文 件 复 制 到 你 的 O C C a c h e , S y s t e m 或 S y s t e m 3 2 文 件 夹 中 。不 过 ，不 要
假 定 这 个 小 小 的 样 本 就 代 表 了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的 最 新 词 汇 。市 场 上 每 天 都 有 新 控
件 出 现 ， 你 可 以 在 自 己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免 费 使 用 它 们 的 演 示 版 。 如 果 你 想 浏 览
I n t e r n e t 寻 找 一 些 控 件 ， 如 下 两 个 地 址 可 以 提 供 免 费 下 载 ， 并 且 提 供 了 到 应 用 程
序 开 发 者 感 兴 趣 的 W e s 站 点 的 链 接 ：

h t t p : / / w w w . m c i r o s o f t . c o m / c o m /

h t t p : / / w w w . a c t r v e x . c o m



图 8 - 2   几 个 在 包 容 器 上 出 现 的 M i c r o s o f t  A c t i v e X 控 件



当 你 从 配 套 光 盘 或 另 一 个 来 源 向 自 己 的 硬 盘 复 制 控 件 文 件 的 时 候 ， 请 使 用 在
v c 9 8 \ B i n 于 文 件 夹 中 找 到 的 R e g S v r 3 2 . e x e 实 用 程 序 对 其 进 行 注 册 。 R e g S v r 3 2 调
用 该 控 件 的 自 注 册 函 数 ，该 函 数 将 有 关 这 个 控 件 的 信 息 写 入 系 统 注 册 表 。在 注 册
控 件 之 前 ，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一 般 是 没 有 办 法 来 为 嵌 入 而 定 位 它 的 。 单 击 S t a r t 按
钮 ， 并 从 R u n 对 话 中 执 行 R e g s v r 3 2 ,在 命 令 行 中 指 定 一 个 o c x 文 件 ：

r e g s v r 3 2 \ w i n d o w s \ o c c a c h e \ a n i b t m 3 2 . o c x

如 果 你 的 系 统 P A T H 语 句 没 有 包 括 V C 9 8 \ B i n 文 件 夹 ， 那 么 ， 请 在 键 入 r e g s v r 3 2
的 时 候 指 定 正 确 的 路 径 。 如 果 想 解 除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注 册 (也 就 是 说 ， 从 注 册
表 中 删 除 它 的 条 目 )，请 按 照 相 同 的 方 式 再 运 行 一 遍 R e g S v r 3 2 ,但 是 要 在 文 件 名 前
包 括 开 关 “ /u”。 解 除 对 控 件 的 注 册 并 不 从 磁 盘 上 删 除 它 的 o c x 文 件 。

你 还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上 的 R e g i s t e r  C o n t r o l（ 注 册 表 控 件 ） 命 令
来 从 V i s u a l  C + + 中 运 行 R e g s v r 3 2 。 不 过 ，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该 命 令 假 定 你 想 在 结 构
之 下 注 册 一 个 控 件 ， 因 此 ， 它 仅 仅 注 册 项 目 目 标 文 件 。 第 1 3 章 将 解 释 如 何 修 改
像 R e g i s t e r  C o n t r o l（ 注 册 表 控 件 ） 这 样 的 工 具 ， 以 便 你 可 以 将 任 何 文 件 指 定 为 命
令 行 参 数 ， 而 不 仅 仅 是 当 前 项 目 中 一 个 文 件 。

向 W e b 页 添 加 A c t i v e X控 件

在 向 项 目 插 入 A c t i v e X 控 件 之 前 ， 你 可 能 想 先 看 一 看 控 件 。 你 只 需 一 个 文 本 编 辑



器 和 一 个 支 持 A c t i v e X 的 浏 览 器 即 可 ， 一 个 用 于 创 建 H T M L 文 档 ， 另 一 个 用 于
查 看 它 。 H T M L 代 表 H y p e r t e x t  M a r k u p  L a n g u a g e (超 文 本 标 记 语 言 )， 它 定 义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约 定 ， 以 创 建 在 各 种 书 和 文 章 中 说 明 良 好 的 W e b 页 。 仅 仅 通 过 几 分 钟
的 学 习 ，你 就 可 以 了 解 到 有 关 H T M L 的 许 多 知 识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可 以 编
辑 H T M L 文 件 ， 在 这 方 面 ， 它 的 能 力 有 限 ， 但 可 以 在 显 示 窗 口 中 为 标 记 和 其 他
文 档 元 素 加 上 颜 色 。

为 了 在 H T M L 文 档 中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你 必 须 首 先 找 到 该 控 件 的 3 2 个 数 字 的
类 标 符 号 码 。我 们 将 在 下 一 章 中 更 加 详 细 地 介 绍 C L S I D ，现 在 ，你 只 需 知 道 如 何
查 看 该 号 码 即 可 。注 册 表 编 辑 器 为 找 到 控 件 的 C L S I D 提 供 了 一 种 方 法 。单 击 S t a r t
按 钮 ， 并 在 R u n 对 话 中 键 入 r e g e d i t 或 r e g e d i t 3 2 ,究 竟 键 入 哪 个 ， 需 取 决 于 系 统 是
W i n d o w s  9 5 还 是 W i n d o w s  N T。 单 击 注 册 表 编 辑 器 E d i t 菜 单 上 的 F i n d 命 令 ， 然
后 键 入 该 控 件 的 文 件 名 。

例 如 ， 在 注 册 表 编 辑 器 中 ， 搜 索 i e t imer .ocx， 将 找 到 注 册 表 中 的 如 下 层 次 ：



位 于 窗 口 底 部 的 3 2 位 数 字 的 号 码 代 表 T i m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C L S I D 。 用 相 同 的
方 式 搜 索 i e l abe l . ocx 将 显 示 代 表 L a b e l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C L S I D ：

    9 9 b 4 2 1 2 0 - 6 e c 7 - 1 1 c f - a b c 7 - 0 0 a a 0 0 a 4 7 d d 2

应 用 手 头 的 这 两 个 号 码 ，你 可 以 编 写 一 个 简 单 的 H T M L 文 档 ，使 用 T i m e r 和 L a b e l
控 件 来 显 示 文 本 ， 它 们 不 停 地 翻 滚 ， 永 无 休 止 地 从 彩 色 框 底 部 弹 出 ：



如 果 想 看 动 画 ， 请 使 用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这 样 的 浏 览 器 ， 或 任 何 可 察 知 A c t i v e X



的 创 作 工 具 ， 来 打 开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8 文 件 夹 的 T u m b l e . h t m 文 档 。
在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3 . 0 及 以 后 版 本 中 ， 单 击 O p e n 命 令 ， 并 找 到 该 文 档 ， 然 后 双
击 打 开 它 。 列 表 8 - 1 显 示 了 T u m b l e . h t m 文 档 的 内 容 。

列 表 8 - 1   T u m b l e . h t m 文 档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 d = " c l s i d : 5 9 c c b 4 a 0 - 7 2 7 d - 1 1 c f - a c 3 6 - 0 0 a a 0 0 a 4 7 d d 2 "

    i d = t i m e r 1

>

< P A R A M  N A M E = " I n t e r v a l "  v a l u e = " 1 0 0 " >

< P A R A M  N A M E = " E n a b l e d "  v a l u e = " T R U E " >

< / O B J E C T >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 d = " c l s i d : 9 9 b 4 2 1 2 0 - 6 e c 7 - 1 1 c f - a 6 c 7 - 0 0 a a 0 0 a 4 7 d d 2 "

    i d = l a b e l

    w i d t h = 1 5 0

    h e i g h t = 1 5 0

>

< P A R A M  N A M E = " A n g l e "  v a l u e = " 0 " >

< P A R A M  N A M E = " A l i g n m e n t "  v a l u e = " 7 " >

< P A R A M  N A M E = " B a c k S t y l e "  v a l u e = " 1 " >

< P A R A M  N A M E = " B a c k C o l o r "  v a l u e = " 2 5 5 " >

< P A R A M  N A M E = " F o n t I t a l i c "  v a l u e = " - 1 " >

< P A R A M  N A M E = " F o n t U n d e r l i n e "  v a l u e = " - 1 " >

< P A R A M  N A M E = " C a p t i o n "  v a l u e = " T u m b l i n g  t e x t ! " >



< P A R A M  N A M E = " F o n t N a m e "  v a l u e = " T i m e s  N e w  R o m a n " >

< P A R A M  N A M E = " F o n t S i z e "  v a l u e = " 1 8 " >

< / O B J E C T >

< S C R I P T  L A N G U A G E = " V B S C R I P T " >

s u b  t i m e r 1 _ t i m e r

    l a b e l . A n g l e  =  ( l a b e l . A n g l e  +  5 )  m o d  3 6 0

e n d  s u b

< / S C R I P T >

Te s t  C o n t a i n e r实 用 程 序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了 一 个 名 为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工 具 ， 正 如 它 的 名 字 所 暗 示 的 那 样 ，
利 用 它 ， 你 不 用 创 建 自 己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 便 可 加 载 和 试 验 已 注 册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单 击 T o o l s（ 工 具 ） 菜 单 上 的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A v t i v e X 控 件



测 试 包 容 器 ） 命 令 ， 来 启 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如 图 8-3 所 示 ， 它 带 有 两 个 典 型 的
A c i v e X 控 件 ，分 别 叫 做 B u t t o n  M e n u 和 M i c r o s o f t  C h a r t，在 配 套 光 盘 中 均 有 提 供 。
该 程 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是 T s t c o n 3 2 . e x e ,在 C o m m o n \ T o o l s 子 文 件 夹 中 。

如 果 想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中 加 载 控 件 ， 请 从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选 择 I n s e r t  N e w
C o n t r o l（ 插 入 新 控 件 ） 命 令 ， 或 者 单 击 工 具 栏 上 的 N e w  C o n t r o l（ 新 建 控 件 ） 按
钮 ， 然 后 从 I n s e r t  C o n t r o l（ 新 建 控 件 ） 对 话 中 显 示 的 列 表 中 选 择 所 需 要 的 控 件 ，
在 T e x t  C o n t a i n e r（ 文 本 包 容 器 ） 窗 口 中 ， 一 个 控 件 可 以 首 次 仅 仅 作 为 小 框 出 现 ；
如 果 是 这 样 的 话 ，请 通 过 拖 动 一 角 来 调 整 控 件 。控 件 的 初 始 尺 寸 取 决 于 该 控 件 从
包 容 器 中 申 请 的 启 动 尺 寸 (如 果 有 的 话 )。下 一 章 中 的 一 个 范 例 项 目 演 示 了 用 M F C
编 写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是 如 何 调 用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S e t I n c t i a l S i z e 函 数 来 建 立 它 的 启 动
尺 寸 的 。 如 图 8 - 3 所 演 示 的 帮 样 ， 几 个 控 件 可 以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中 同 时 运 行 ；
在 每 个 控 件 窗 口 所 圈 定 的 矩 形 框 内 单 击 ，可 以 从 活 动 控 件 中 进 行 选 择 。当 一 个 控
件 被 选 中 之 后 ， 尺 寸 控 制 柄 将 出 现 在 它 的 边 框 之 上 ，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工 具 栏 上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a n d  P r o p e r t i e s（ 调 用 方 法 和 属 性 ） 工 具 成 为 可 以 启 用 的 。



图 8 - 3   通 过 T o o l s（ 工 具 ） 菜 单 调 用 的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被 选 中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通 过 它 的 方 法 函 数 编 程 。 单 击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调 用
方 法 ）， 或 从 C o n t r o l 菜 单 中 选 择 相 应 的 命 令 ， 来 打 开 如 图 8-4 所 示 的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对 话 。 M e t h o d  N a m e（ 方 法 名 ） 组 合 框 的 下 拉 式 列 表 将 所 有 控 件 方 法 归
类 ， 大 致 可 分 为 普 通 方 法 和 属 性 方 法 两 类 。 普 通 方 法 在 下 拉 式 列 表 中 被 标 为
M e t h o d。 属 性 方 法 被 标 为 P r o p G e t 或 P r o p P u t， 究 竟 标 记 为 哪 一 个 ， 主 要 取 决 于
它 们 所 对 应 的 是 检 索 属 性 值 的“ 获 取 ” 方 法 ， 还 是 写 属 性 值 的“ 放 置 ” 方 法 。 例
如 图 8 - 4 显 示 了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导 出 了 两 种 方 法 类 型 ， 允 许 包 容 器 通 过 获 取 和
放 置 方 法 读 或 写 该 控 件 的 C a p t i o n 属 性 (就 是 出 现 在 按 钮 上 的 文 字 )。



图 8 - 4    通 过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调 用 方 法 ） 对 话 对 控 件 编 程



为 了 向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的 弹 出 式 菜 单 中 添 加 一 个 项 目 ，包 容 器 调 用 A d d I t e m 方
法 。 我 们 可 以 使 用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调 用 方 法 ） 对 话 框 做 相 同 的 事 情 。 在 M e t h o d
N a m e 框 中 选 择 A d d I t e m ,然 后 在 标 签 为 P a r a m e t e r  V a l u e（ 参 数 值 ） 的 编 辑 框 中 键
入 所 需 求 的 文 字 。 当 你 单 击 I n v o k e 按 钮 的 时 候 ，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将 调 用 A d d I t e m
方 法 ，将 文 字 添 加 到 控 件 的 菜 单 命 令 列 表 之 中 。为 了 看 到 新 命 令 ，可 以 关 闭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调 用 方 法 ） 对 话 ， 并 单 击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

当 为 一 个 整 数 类 型 的 属 性 选 中 放 置 方 法 的 时 候 ， 你 必 须 还 在 P a r a m e t e r  T y p e（ 参
数 类 型 ） 框 中 做 出 像 V T _ 1 4 这 样 的 选 择 。 通 过 先 调 用 相 应 的 获 取 方 法 ， 并 记 下
返 回 值 ， 或 者 在 P a r a m e t e r  T y p e（ 参 数 类 型 ） 框 中 选 择 V T _ U N K N O W N ， 可 以 确
定 正 确 的 参 数 类 型 。如 果 放 置 方 法 有 多 个 参 数 ， 请 依 次 在 P a r a m e t e r s 列 表 框 中 选
中 每 个 变 量 ， 在 键 入 值 后 单 击 S e t  V a l u e（ 设 置 值 ） 按 钮 。 当 所 有 的 值 都 在 V a l u e
列 中 正 确 出 现 之 后 ， 单 击 I n v o k e 来 将 参 数 传 递 给 方 法 。

像 B a c k C o l o r 这 样 的 颜 色 属 性 是 24 位 C O L O R R E F 值 ， 它 可 以 表 示 为 V T _ 1 4 整
数 类 型 。 C O L O R R E F 值 的 三 个 字 节 对 应 于 整 个 颜 色 的 红 、 绿 和 蓝 组 件 ， 请 参 阅
第 5 章 中 C o l o r 范 例 项 目 。 尽 管 C O L O R R E F 值 作 为 像 O X F F 这 样 的 十 六 进 制 数
来 表 达 更 为 容 易 ，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对 话 仅 仅 能 识 别 以 十 进 制 格 式 键 入 的 值 。 如 果
想 在 对 话 中 输 入 一 个 新 颜 色 值 ， 可 键 入 16， 7 1 1， 6 8 0 来 代 表 深 蓝 ， 6 5 ,  2 8 0 代 表
深 绿 ， 2 5 5 代 表 深 红 。 在 P a r a m e t e r  T y p e（ 参 数 类 型 ） 框 中 选 择 V T _ C O L O R， 将
启 用 标 签 为 C h o o s e  C o l o r（ 选 择 颜 色 ） 的 按 钮 显 示 范 例 颜 色 的 种 类 。 不 过 ， 该 选
项 目 前 不 能 将 选 择 的 颜 色 正 确 转 换 成 有 效 的 方 法 参 数 。



许 多 控 件 提 供 它 们 自 己 的 属 性 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可 以 通 过 P r o p e r t i e s
工 具 按 钮 访 问 它 们 。 单 击 工 具 将 导 致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向 控 件 发 布 一 条
O L E I V E R B _ P R O P E R T I E S 命 令 ， 告 诉 它 显 示 属 性 表 (如 果 有 的 话 )。 双 击 控 件 的
边 框 还 可 以 调 用 该 命 令 ， 其 功 能 与 从 T e x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选 择
P r o p e r t i e s 一 样 。

通 过 可 移 动 的 分 隔 条 ， 可 以 把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窗 口 分 成 两 个 水 平 的 窗 格 。 底 部 视
窗 一 般 显 示 所 选 中 控 件 触 发 事 件 的 实 时 记 录 。记 录 也 叫 做 事 件 日 志 ，可 以 重 新 确
定 路 线 ， 方 法 是 从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O p t i o n s（ 选 项 ） 菜 单 中 选 择 L o g g i n g（ 记 录 ）
命 令 。 在 A c t i v e X 控 件 开 发 期 间 ， 利 用 事 件 日 志 ， 可 以 节 省 开 发 人 员 的 时 间 ， 让
你 快 速 测 试 控 件 事 件 是 否 已 被 正 确 触 发 。 在 下 一 章 ， 当 我 们 测 试 范 例 A c t i v e X 控
件 时 ， 我 们 还 会 看 到 事 件 日 志 的 功 能 。



向 对 话 框 添 加 A c t i v e X控 件

尽 管 从 C W n d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任 何 类 都 可 以 嵌 入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 M F C 还 需 为
对 话 包 容 器 进 行 优 化 。 这 是 很 好 的 ， 因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与 普 通 控 件 一 样 ， 通 常 也
是 在 对 话 框 中 出 现 的 。 这 种 优 化 是 在 V i s u a l  C + + 中 反 映 出 来 的 ， 它 提 供 了 许 多 特
征 ， 可 以 帮 助 你 为 第 6 章 介 绍 的 基 于 对 话 的 类 (就 是 C D i a l o g ,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C F o r m V i e w ,  C R e c o r d V i e w 或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使 用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创 建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 向 对 话 添 加 已 经 注 册 的 类 仅 需 单 击 几 下 鼠 标 即 可 ， 先 是 在 G a l l e r y 中 ，
然 后 是 在 V i s u a l  C +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

在 某 些 方 面 ， 对 话 编 辑 器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比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更 为
方 便 的 测 试 区 。 其 中 之 一 便 是 ， 即 使 控 件 没 有 提 供 它 自 己 的 属 性 表 ， 对 话 编 辑 器
也 将 显 示 一 个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 例 如 ， 如 果 你 双 击 了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窗 口 中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的 边 框 ， 将 会 出 现 一 个 消 息 框 ， 说 “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a r e  n o t
s u p p o r t e d（ 属 性 页 未 支 持 ）”。 但 是 ， 如 果 你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为 相 同 的 命 令 调 用 了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命 令 ， 那 么 编 辑 器 将 向 它 的 一 般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框 添 加
一 个 标 签 为 A ll（ 所 有 ） 的 颜 色 选 项 卡 ， 它 列 出 了 该 控 件 的 属 性 ， 并 允 许 你 进 行
编 辑 。A ll 选 项 卡 比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中 引 用 方 法 所 包 含 的 过 程 提 供 了 到
控 件 属 性 的 更 为 方 便 的 访 问 。

下 面 查 看 对 话 框 中 正 在 工 作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方 法 ： 无 需 任 何 编 程 。 对 话 编 辑 器
自 己 作 为 控 件 客 户 ，在 这 里 ，我 们 以 A n i m a t e  B u t t o n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为 例 进 行 演 示 。



如 果 你 愿 意 在 这 些 步 骤 中 用 完 整 的 项 目 练 习 ， 请 打 开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上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0 8 \ A n i B u t t n 文 件 夹 中 的 D e w o . d s w 文 件 。 运 行 D e m o . e x e， 并 单 击
H e l p 菜 单 上 的 A b o u t 命 令 。

步 骤 1： 创 建 一 个 空 项 目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一 个 空 项 目 ，为 它 取 一 个 喜 欢 的 名 字 ，并 接 受 所 有 的 默 认 设
置 。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A p p W i z a r d 通 过 在 步 骤 3 中 打 开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复 选 框 ，
来 使 得 每 个 应 用 程 序 都 成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包 容 器 ：





选 择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选 项 ， 将 运 行 大 量 的 其 他 代 码 ， 来 支 持 控 件 包 容 方 式 ， 但
是 ， 由 框 架 来 管 理 每 件 东 西 。 在 表 面 上 ， 该 选 项 只 是 把 这 行 添 加 到 应 用 程 序 类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函 数 ：

A f x E n a b l e C o n t r o l C o n t a i n e r ( ) ;

将 这 行 添 加 到 S t d A f x . h 文 件 ：

# i n d u d e < a f x d i s p . h >     / / M F C  O L E  a u t o m a t i o n  c l a s s e s .

如 果 你 有 一 个 M F C 项 目 想 转 化 为 控 件 包 容 器 ， 请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手 工 实 现 上
述 改 变 。如 果 想 得 到 相 同 的 结 果 ，还 可 以 将 位 于 G a l l e r y 的 V i s u a l  C + +  C o m p o n e n t s
文 件 夹 的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C o n t a i n m e n t 组 件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

步 骤 2： 插 入 A c t i v e X 控 件

当 A p p W i z a r d 完 成 创 建 项 目 之 后 ，请 从 P r o j e c t（ 项 目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 添 加 到 项 目 ） 命 令 ， 然 后 单 击 次 级 菜 单 上 的 C o m p o n e n t s  A n d  C o n t r o l s 命 令 来
显 示 G a l l e r y 对 话 。 在 R e g i s t r y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文 件 夹 中 选 择 A n i b u t t o n  C o n t r o l
图 标 ， 并 单 击 I n s e r t 按 钮 。 接 受 C o n f i r m  C l a s s e s（ 确 认 类 ） 对 话 中 的 默 认 设 置 ，
然 后 退 出 G a l l e r y。

因 为 你 还 可 以 从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向 项 目 添 加 A c t i v e X 控 件 ， 所 以 ， 进 入 G a l l e r y 不



是 必 需 的 。 当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工 作 区 域 出 现 (在 下 一 步 中 介 绍 )的 时 候 ， 请 右 击 工 作
区 中 的 任 何 地 方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I n s e r t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该 操 作 将 打 开
与 G a l l e r y 对 话 中 显 示 的 相 同 的 注 册 控 件 列 表 。 只 需 单 击 列 表 中 的 一 个 控 件 ， 便
可 以 将 它 添 加 到 对 话 中 去 。

步 骤 3： 向 对 话 添 加 控 件 并 初 始 化

从 技 术 上 讲 ，对 话 包 容 器 不 是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父 窗 口 ，而 仅 仅 提 供 一 个 站 点（ C O M
这 样 称 呼 它 ）， 这 个 词 不 应 该 从 字 面 上 来 理 解 。 站 点 的 作 用 是 嵌 入 式 对 象 及 其 包
容 器 之 间 的 中 间 人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是 处 理 A c t i v e X 控 件 和 对 话 窗 口 之 间 的 通 信 。
任 何 对 话 都 可 以 为 实 现 演 示 的 目 的 而 做 到 过 一 点 ， 甚 至 是 项 目 的 A b o u t（ 关 于 ）
框 也 是 如 此 。我 们 甚 至 不 需 要 为 使 用 新 控 件 而 创 建 项 目 。 我 们 所 需 要 的 只 是 一 个
站 点 ， 以 及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模 拟 的 A b o u t（ 关 于 ） 框 。

双 击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I D D _ A B O U T B O X，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并 加 载 A b o u t（ 关 于 ） 框 。 当 编 辑 器 的 窗 口 出 现 的 时 候 ， 它 的
控 件 窗 口 就 具 有 了 一 个 新 按 钮 ， 用 来 代 表 插 入 的 A n i b u t t o n 控 件 。



这 个 工 具 并 不 是 在 工 具 栏 上 永 久 存 在 ，它 是 仅 仅 为 这 个 项 目 而 使 用 的 。如 果 想 向
另 一 个 项 目 添 加 A n i b u t t o n 组 件 ， 你 必 须 再 返 回 步 骤 2 去 插 入 一 个 控 件 。 至 于 使
控 件 进 入 对 话 工 作 区 ，没 有 特 殊 的 处 理 要 求 。 只 需 像 你 对 任 何 控 件 工 具 操 作 的 那
样 ， 把 它 拖 入 对 话 框 ， 然 后 右 击 对 话 中 选 中 的 控 件 ， 并 且 单 击 上 下 文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来 调 用 该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对 话 。图 8 - 5 显 示 了 A n i b u t t o n  C o n t r o l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的 C o n t r o l 选 项 卡 ， 这 就 是 我 们 将 开 始 初 始 化 控 件 的 地 方 。



图 8 - 5   A n i b u t o n  C o n t r o l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的 C o n t r o l 选 项 卡

注 意 ：如 果 注 册 表 中 的 某 个 条 目 丢 失 了 ，Vis u a l  C + +  将 显 示 一 条 消 息 ，说 An i m a t e d
B u t t o n 控 件 需 要 一 个 设 计 时 间 许 可 证 。 如 果 你 按 照 这 里 列 出 的 步 骤 操 作 时 出 现
了 这 条 消 息 ， 这 就 表 明 ， 你 要 么 装 了 只 具 有 USER 权 限 的 Vis u a l  C + +， 或 者 是 注



册 表 已 经 崩 溃 了 。 重 新 安 装 Vis u a l  C + +好 象 是 唯 一 的 解 决 方 案 。 如 果 想 了 解 这
个 问 题 ， 以 及 其 他 Acti v e X 控 件 的 列 表 ， 请 访 问 这 个 Kno w e d g e  B a s e 站 点 ：

h t t p : / / s u p p o r t . m i c r o s o f t . c o m / s u p p o r t / k b / a r t i c l e s / Q 1 5 5 / 0 / 5 9 . a s p

如 下 的 列 表 将 引 导 你 完 成 演 示 程 序 所 需 要 的 初 始 化 设 置 。 这 些 设 置 是 在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的 五 个 选 项 卡 中 完 成 的 。

n  C o n t r o l（ 控 件 ） 选 项 卡 ： 在 C o n t r o l 选 项 卡 中 单 击 组 合 框 ， 并 选 中 如
图 8 - 5 所 示 的 条 目 。

n  G e n e r a l  2（ 常 规 2） 选 项 卡 ： 如 果 想 指 定 在 控 件 窗 口 中 显 示 的 数 字 ，
请 在 C a p t a i n （ 标 题 ） 框 中 键 入 C l i c k  H e r e ! 。 将 复 选 框 设 置 为
H i d e F o c u s B o x， 这 可 以 防 止 在 控 件 具 有 焦 点 的 时 候 点 线 矩 形 出 现 在 标
题 文 字 的 周 围 。

n  F r a m e  S e t t i n g（ 帧 设 置 ） 选 项 卡 ： A n i b u t o n 控 件 可 以 保 持 大 量 充 当 按
钮 图 像 的 位 图 。 对 于 我 们 的 演 示 ， 任 何 位 图 均 可 行 ， 其 中 也 包 括
W i n d o w s 文 件 夹 中 的 系 统 墙 纸 图 像 文 件 。 单 击 L o a d 按 钮 ， 并 找 到
W i n d o w s 文 件 夹 来 显 示 B M P 文 件 列 表 ，这 些 文 件 具 有 像 B l a c k  T h a t c h ,
B l u e R i v e t s ,  S a n d s t o n e 以 及 T r i a n g l e s 这 样 的 名 字 。从 列 表 中 选 中 一 个 文
件 ， 并 单 击 I n s e r t 按 钮 。 再 次 单 击 L o a d 按 钮 ， 并 重 复 上 述 过 程 ， 直 至
已 经 向 控 件 添 加 了 五 六 个 不 同 的 位 图 。 完 成 之 后 ， 你 可 以 通 过 移 动 滚



动 条 来 检 查 每 个 位 图 条 目 。

n  F o n t s （ 字 体 ） 选 项 卡 ： 这 是 你 为 按 钮 上 出 现 的 标 题 选 中 字 体 的 地 方 。
图 8 - 6 中 的 字 体 是 T i m e s  N e w  R o m a n ,  斜 体 ， 磅 值 为 3 2。

n  C o l o r s（ 颜 色 ） 选 项 卡 ： 因 为 位 图 图 像 是 填 充 控 件 窗 口 的 ， 所 以 ， 背
景 颜 色 无 关 紧 要 。 通 过 从 P r o p e r t y  N a m e 文 本 框 中 选 定 F o r e C o l o r， 并
单 击 白 色 块 来 设 置 标 题 文 字 的 前 景 颜 色 。

在 本 章 前 面 的 章 节 中 ， 已 经 提 到 了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都 提 供 自 己 的 属
性 表 ， 但 A n i b u t o n 控 件 就 是 这 样 。 上 面 列 出 的 属 性 页 是 在 A n i B t n 3 2 . o c x 可 执 行
文 件 中 包 含 的 资 源 ， 对 话 编 辑 器 选 取 并 添 加 自 己 的 G e n e r a l 和 Al l 选 项 卡 ， 以 形
成 如 图 8 - 5 所 示 的 完 整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 这 就 意 味 着 ， 你 无 需 与 两 个 对
话 进 行 交 互 ， 这 两 个 对 话 一 个 由 控 件 提 供 ， 而 另 一 个 由 对 话 编 辑 器 提 供 。

步 骤 4： 测 试 控 件

通 过 拖 动 尺 寸 控 制 柄 在 对 话 工 作 区 内 扩 大 控 件 ， 然 后 ， 在 对 话 框 的 中 心 重 新 定 位
控 件 窗 口 。 打 开 D i a l o g（ 对 话 ） 工 具 栏 上 的 编 辑 器 测 试 模 式 开 关 ：



在 新 A c t i v e X 控 件 窗 口 内 部 单 击 几 次 ， 循 环 显 示 位 图 图 像 ， 其 中 一 个 如 图 8 - 6 所
示 。 单 击 对 话 的 O K 按 钮 来 返 回 到 编 辑 模 式 。



图 8 - 6   典 型 对 话 中 的 A n i b u t t o n  A c t i v e X 控 件

既 然 我 们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实 现 的 许 多 形 式 已 经 有 了 一 定 的 了 解 ， 那 么 ， 让 我



们 来 分 析 其 中 的 一 个 ， 看 看 它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

在 包 容 器 和 A c t i v e X 控 件 之 间 进 行 通 信

A c t i v e X 控 件 服 务 器 可 以 非 常 有 效 地 与 一 个 客 户 进 程 关 联 起 来 。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通 常 在 作 为 动 态 链 接 库 工 作 ， 这 就 意 味 着 该 控 件 在 客 户 进 程 的 地 址 空 间 执 行 ，
但 这 并 非 一 定 如 此 。 由 于 这 个 原 因 ， A c t i v e X 控 件 通 常 称 为 进 行 中 的 服 务 器 。 包
容 器 程 序 在 加 载 普 通 D L L 的 时 候 ，并 不 是 通 过 调 用 L o a d L i b r a r y  A P I 函 数 来 加 载
这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相 反 ，它 调 用 C o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来 申 请 C o m p o n e n t  O b j e c t  M o d e l
框 架 的 运 行 时 间 服 务 来 加 载 库 ，并 在 客 户 和 控 件 服 务 器 之 间 建 立 初 始 通 信 点 。这
个 通 信 点 叫 做 接 口 。 包 容 器 所 调 用 的 一 个 接 口 ， 一 般 在 图 中 用 一 个 小 圈 来 表 示 ，
如 图 8 - 7 所 示 。 在 服 务 器 中 ， 实 现 对 正 确 函 数 的 调 用 。 请 注 意 该 图 ， 一 旦 初 始 接
口 就 位 之 后 ， 所 有 对 象 就 将 开 始 彼 此 之 间 的 对 话 ， 图 中 没 有 包 括 C O M 。



图 8 - 7   将 A c t i v e x 控 件 连 向 包 容 器

每 个 接 口 都 是 一 个 指 向 A c t i v e x 控 件 导 出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数 组 。 这 个 数 组 一 般 叫 做
V 表 ，因 为 它 十 分 像 指 向 虚 拟 函 数 的 指 针 的 C + + 表 。因 为 仅 有 接 口 的 单 一 间 接 步



骤 处 于 客 户 和 运 行 的 服 务 器 之 间 ， 所 以 ， 调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实 际 上 和 调 用 一 个 普
通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一 样 迅 速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C O M 服 务 器 都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 服 务 器 E X E 应 用 程 序 在 它 自 己 的
地 址 空 间 中 运 行 ，或 者 是 与 客 户 相 同 的 机 器 ， 或 者 是 通 过 网 络 附 加 到 另 一 台 机 器
上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都 是 通 过 处 理 边 界 进 行 分 隔 的 ， 并 不 能 直 接 进
行 通 信 。 对 于 进 程 之 外 的 服 务 器 ， C O M 为 了 处 理 通 信 而 加 载 两 个 动 态 链 接 库 。
第 一 个 库 叫 做 代 理 ， 被 映 射 到 服 务 器 空 间 。 当 客 户 调 用 代 理 的 接 口 的 时 候 ， 代 理
将 函 数 参 数 打 包 ， 通 过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 R P C )将 它 们 发 送 到 S t u b。 S t u b 将 包 中 的 信
息 转 换 回 参 数 列 表 ，并 调 用 服 务 器 中 的 目 标 函 数 。从 服 务 器 回 到 客 户 的 通 信 的 是
同 一 个 路 径 。通 过 代 理 和 存 根 库 连 接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的 过 程 叫 做 编 组 。正 如 你 所 希
望 的 那 样 ， 编 组 比 客 户 和 A c t i v e X 控 件 之 间 更 加 直 接 的 交 互 更 慢 ， 因 为 运 行 的 服
务 器 并 不 依 赖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来 与 客 户 进 行 通 信 ， 除 非 通 信 是 线 程 之 间 的 ，否 则 也
不 需 要 编 组 。 第 1 0 章 将 详 细 讨 论 线 程 内 的 编 组 。

通 信 在 A c t i v e X 控 件 和 它 的 包 容 器 间 的 两 个 方 向 运 行 ， 因 此 ，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必
须 提 供 它 自 己 的 一 套 接 口 ， 才 能 从 控 件 处 接 收 呼 叫 。 M i c r o s o f t 发 布 了 指 定 包 容
器 应 该 支 持 的 最 小 接 口 集 的 指 导 方 针 。该 指 导 方 针 在 在 线 帮 助 中 有 说 明 ，可 以 通
过 M S D N  L i b r a r y 窗 口 的 I n d e x 选 项 卡 进 行 访 问 。 从 V i s u a l  C + +的 H e l p 菜 单 选 择
I n d e x 命 令 ， 然 后 键 入 r e q u i r e d  i n t e r f a c e 来 定 位 该 标 题 的 文 章 。

通 过 支 持 这 些 接 口 ，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确 保 与 遵 守 该 指 导 方 针 的 任 何 A c t i v e X



控 件 融 在 一 起 。表 8-2 介 绍 了 包 容 器 为 了 遵 守 O L E / A c t i v e X 技 术 规 范 而 应 该 支 持
的 八 个 接 口 。

表 8 - 2 中 的 头 三 个 接 口 提 供 复 合 文 档 包 容 器 ， 而 不 是 控 件 包 容 器 。 用 M F C 编 写
包 容 器 程 序 ， 可 以 使 你 不 必 担 心 接 口 支 持 的 详 细 情 况 。 正 如 本 章 以 前 曾 经 介 绍
的，在 A p p W i z a r d 中 ， 为 一 个 包 容 器 项 目 选 择 A c t i v e X 控 件 支 持 ， 将 向 源 代 码 添
加 一 个 对 框 架 的 A f x E n a b l e C o n t r o l C o n t a i n e r 函 数 的 调 用 。 该 函 数 用 于 建 立 表 8 - 2
中 列 出 的 所 有 接 口 。 一 旦 这 些 接 口 就 位 之 后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和 它 的 包 容 器 之 间 的
通 信 就 可 以 通 过 事 件 、 方 法 和 属 性 来 发 生 了 。

事 件

尽 管 A c t i v e X 控 件 是 完 备 的 ，它 仍 然 可 以 通 过 触 发 事 件 使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了 解 到
控 件 内 部 的 行 为 。对 于 某 个 控 件 触 发 的 事 件 ， 控 件 开 发 者 便 认 为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想 知 道 有 关 控 件 的 事 情 。 例 如 ， 控 件 可 以 为 了 响 应 控 件 窗 口 内 的 鼠 标 单 击 ， 或 者
在 控 件 有 焦 点 的 时 候 ，向 包 容 器 传 递 任 何 收 集 到 的 键 盘 输 入 来 触 发 一 个 事 件 。一
个 触 发 事 件 可 能 发 送 信 号 ， 来 表 明 类 似 于 定 位 U R L、 下 载 数 据 或 分 类 列 表 这 样
的 任 务 已 经 完 成 。 我 们 可 以 把 事 件 触 发 和 普 通 控 件 向 它 的 父 窗 口 发 送 诸 如
C B N _ D R O P D R O W N 或 B N _ D O U B L E C L I C K E D 之 类 的 通 知 消 息 做 一 个 类 比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除 了 A c t i v e X 控 件 是 通 过 调 用 包 容 器 中 的 一 个 函 数 ， 而 不 是 通 过 发
送 消 息 来 触 发 事 件 的 之 外 ， 两 者 是 很 相 似 的 。



表 8 - 2    包 容 器 应 该 支 持 的 遵 守 O L E / A c t i v e X 技 术 规 范 的 接 口

接 口 说 明

I O l e  C l i e n t S i t e 嵌 入 式 对 象 用 来 查 询 包 容 器 有 关 客 户 站 点 的 大
小 以 及 用 户 接 口 的 特 性 。 I O l e C l i e n t S i t e 接 口 还 提
供 了 诸 如 R e q u e s t N e w O b j e c t  L a y o u t 函 数 之 类 的
服 务 ， 控 件 可 以 通 过 这 个 函 数 来 为 它 的 站 点 申 请
新 的 大 小

I A d v i s e S i n k 由 对 象 使 用 ， 用 来 将 对 象 数 据 中 的 改 变 通 知 给 包
容 器

I O l e I n P l a c e S i t e 用 于 管 理 包 容 器 和 对 象 站 点 之 间 的 交 互

I O l e C o n t r o l S i t e 为 嵌 入 式 A c t i v e X 控 件 提 供 各 种 服 务 。 例 如 ，
T r a n s l a t e  A c c e l e r a t o r 函 数 用 来 请 求 包 容 器 处 理 指
定 的 键 击 ， O n F o c u s 函 数 用 来 告 诉 控 件 它 是 否 具
有 输 入 焦 点



                                                  续 表

I O l e I n P l a c e F r a m
e

A c t i v e X 控 件 用 来 统 治 像 组 成 菜 单 这 样 的 资 源 的
显 示

I O l e C o n t a i n e r 允 许 控 件 强 制 它 的 包 容 器 保 持 在 运 行 状 态 ， 或 访
问 其 他 嵌 入 在 同 一 文 档 或 窗 口 中 的 其 他 控 件

I E r r o r I n f o 支 持 双 重 接 口 包 容 器 所 需 要 的 (请 参 阅 第 10 章 )

I D i s p a t c h 控 件 用 来 访 问 包 容 器 的 外 部 层 性 ， 并 调 用 该 包 容
器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该 包 容 器 为 属 性 和 事 件
实 观 独 立 的 I d i s p a t c h 接 口

接 收 触 发 事 件 的 包 容 器 中 的 函 数 是 回 调 类 型 的 函 数 。如 果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想 被 通
知 一 个 特 殊 的 控 件 事 件 ， 它 必 须 提 供 一 个 函 数 (也 就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事 件 处 理 函 数
或 事 件 实 现 函 数 )来 接 收 调 用 。 包 容 器 在 一 个 I D i s p a t c h  V 表 (也 就 是 事 件 接 收 端 )
中 存 储 到 它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的 指 针 列 表 。这 个 事 件 接 收 端 将 每 个 事 件 与 它 自 己 的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连 接 起 来 。这 个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不 必 要 为 该 控 件 触 发 的 每 个 事 件 提
供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也 不 是 每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都 触 发 事 件 。

O L E / A c t i v e X 标 准 预 定 义 了 大 量 的 库 存 事 件 ，它 们 将 控 件 窗 口 中 所 发 生 的 事 情 通



知 给 包 容 器 。 例 如 ， 当 鼠 标 在 控 件 窗 口 内 部 单 击 的 时 候 ， 为 了 将 这 个 库 存 事 件 通
知 给 包 容 器 ， 一 个 使 用 M F C 的 控 件 可 以 通 过 E V E N T _ S T O C K _ C L I C K 宏 建 立
C l i c k 事 件 ：

B E G I N _ E V E N T _ M A P ( C D e m o C t r l ,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 { { A F X _ E V E N T _ M A P ( C D e m o C t r l )

    E V E N T _ S T O C K _ C L I C K ( )

    / / } } A F X _ E V E N T _ M A P

E N D _ E V E N T _ M A P ( )

因 为 由 框 架 来 负 责 感 知 鼠 标 移 动 和 触 发 事 件 ， 所 以 ， 该 控 件 不 需 要 其 他 代 码 。 如
果 包 容 器 想 知 道 鼠 标 单 击 在 控 件 窗 口 中 是 何 时 发 生 的 ， 它 可 以 为 c l i ck 事 件 提 供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可 以 在 匹 配 事 件 接 收 端 映 射 中 引 用 它 。

B E G I N _ E V E N T S I N K _ M A P ( C D e m o C o n t a i n e r , C d i a l o g )

      / / { { A F X _ E V E N T S I N K _ M A P ( C D e m o C o n t a i n e r )

      O N _ E V E N T ( C D e m o C o n t a i n e r ,  I D C _ C T R L , D I S P I D _ C L I C K ,



                  O n C l i c k , V T S _ N O N E )

      / / } } A F X _ E V E N T S I N K _ M A P

E N D _ E V E N T S I N K _ M A P ( )

在 上 面 的 代 码 段 中 ， O N _ E V E N T 宏 的 参 数 可 能 需 要 解 释 一 下 。 C D e m o C o n t a i n e r
是 该 包 容 器 的 类 ， 它 是 从 C D i a l o g 中 派 生 的 。 常 数 I D C _ C T R L 用 来 标 识 类 对 话
窗 口 中 的 控 件 。D I S P I D _ C L I C K 是 C l i c k 事 件 的 调 度 标 识 符 (简 写 为 d i s p i d )。用 于
库 存 事 件 的 调 度 标 识 符 在 O leCt l .h 文 件 中 定 义 ，每 个 标 识 符 都 具 有 一 个 D I S P I D _
前 缀 。 所 有 的 非 库 存 事 件 都 叫 自 定 义 事 件 ， O L E 可 以 为 它 分 配 一 个 正 的 调 度 标
识 符 ，而 为 库 存 事 件 保 留 负 的 标 识 符 。该 宏 的 第 四 个 参 数 指 向 用 于 处 理 事 件 的 包
容 器 成 员 函 数 。 本 例 中 ， 该 成 员 函 数 的 名 字 是 O n C l i c k 。V T S _ N O N E 参 数 用 于 指
定 C l i c k 事 件 没 有 参 数 。

表 8 - 3 列 出 了 由 O L E / A c t i v e X 技 术 规 范 定 义 的 库 存 事 件 的 函 数 原 型 。 除 了 E r r o r
之 外 ， 所 有 库 存 事 件 者 仅 仅 在 A c t i v e X 控 件 具 有 输 入 焦 点 时 发 生 。 事 件 原 型 好 像
可 以 暗 示 单 一 函 数 的 存 在 ， 事 实 上 ， 通 常 至 少 包 括 三 个 函 数 ， 如 图 8-8 所 示 。 在
较 低 层 次 上 ， 一 个 控 件 通 过 调 用 包 容 器 的 I D i s p a t c h : I n v o k e 方 法 ， 并 传 递 给 它 适
于 该 事 件 的 参 数 来 触 发 一 个 事 件 。 但 是 ， 在 更 高 的 层 次 上 ， 存 在 着 两 个 其 他 的 函
数 ， 一 个 位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用 包 装 对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的 调 用 ， 另 一 个 位 于 包
容 器 中 用 于 处 理 调 用 。 两 个 函 数 共 享 同 一 个 参 数 表 ， 而 在 效 果 上 是 单 一 的 函 数 ，
隐 藏 了 发 生 在 它 们 之 间 的 低 级 的 I D i s p a t c h 行 为 。 函 数 名 是 任 意 的 。 M F C 通 过 向



事 件 名 前 添 加 前 缀 Fi re， 来 形 成 触 发 函 数 的 名 字 ， 例 如 F i r e C l i c k 函 数 触 发 的 是
C l i c k 事 件 。

图 8 - 8   触 发 一 个 典 型 的 事 件



表 8 - 3   由 O L E / A c t i v e X 定 义 的 库 存 事 件

事 件 原 型 当 时 触 发 事 件

v o i d  F i r e C l i c k ( ) 在 控 件 窗 口 中 单 击 了 任 何 鼠 标 按
钮 (左 ， 中 或 右 )， M o u s e D o w n 和
M o u s e U p 库 存 事 件 在 C l i c k 之 前
触 发

v o i d  F i r e D b l C l i c k ( ) 在 控 件 窗 口 中 双 击 了 任 何 鼠 标 按
钮

v o i d  F i r e E r r o r ( S C O D E  s c o d e ,

   L P C S T R  l p s z D e s c r i p t i o n ,

   U N I T  n H e l p I D = 0 )

控 件 检 测 到 错 误

v o i d  F i r e K e y D o w n ( s h o r t *  p n C h a r ,

   s h o r t  n S h i f t S t a t e )

控 件 接 收 到
W M _ S Y S K E Y D O W N 或
W M _ K E Y D O W N 消 息

v o i d  F i r e K e y P r e s s ( s h o r t *  p n C h a r ) 控 件 接 收 到 W M _ C H A R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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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 i d  F i r e K e y U p ( s h o r t *  p c C h a r ,

   S h o r t  n S h i f t S t a t e  )

控 件 接 收 到 W M _ S Y S K E Y U P 或
M W _ K E Y U P 消 息

v o i d  F i r e M o u s e D o w n ( s h o r t
n B u t t o n ,

    s h o r t  n S h i f t S t a t e ,

    f loa t  x ,  f l o a t  y )

按 下 任 何 鼠 标 按 钮 ( 左 、 中 或
右 ) ， 生 成 一 条
W M _ x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v o i d  F i r e M o u s e M o v e ( s h o r t
n B u t t o n ,

    s h o r t  nSh i f tS t a t e ,  f l oa t  x ,  f l oa t
y )

控 件 接 收 到 W M _ M O U S E M O V E
消 息

v o i d  F i r e M o u s e U p ( s h o r t  n B u t t o n ,

    s h o r t  nSh i f tS t a t e ,  f l oa t  x ,  f l oa t
y )

任 何 鼠 标 按 钮 被 释 放 ， 生 成 一 个
W M _ x B U T T O N U P 消 息



方 法

方 法 与 事 件 处 理 函 数 刚 好 相 反 。 事 件 处 理 函 数 位 于 包 容 器 之 中 ， 并 由 控 件 调 用 ，
方 法 则 位 于 控 件 之 中 ， 由 包 容 器 调 用 。 包 容 器 可 以 调 用 方 法 来 了 解 条 件 ， 或 申 请
控 件 完 成 一 些 操 作 。

O L E / A c t i v e X 预 定 义 了 三 个 库 存 方 法 ， 分 别 叫 做 D o C l i c k ， R e f r e s h 和 A c t i v e X ，
它 们 中 没 有 一 个 具 有 参 数 或 返 回 值 。D o c l i c k 导 致 控 件 触 发 它 的 C l i c k 库 存 事 件 (如
果 支 持 它 的 话 )， R e f r e s h 方 法 告 诉 控 件 使 它 的 窗 口 失 效 ， 并 自 己 重 绘 ， A b o u t B o x
告 诉 该 控 件 去 显 示 一 个 信 息 丰 富 的 对 话 框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导 入 的 任 何 其 他 方 法 都
叫 做 自 定 义 方 法 ， 它 们 是 由 控 件 的 作 者 设 计 的 。 对 于 包 容 器 而 言 ， 方 法 是 作 为 由
动 态 链 接 库 导 出 的 普 通 函 数 出 现 的 ， 带 有 一 个 可 选 的 参 数 表 ， 最 多 可 带 有 1 5 个
参 数 ， 并 返 回 任 何 类 型 的 值 。

属 性

属 性 是 包 含 在 包 容 器 和 控 件 内 部 并 可 以 互 相 展 示 的 公 共 数 据 。O L E / A c t i v e X 定 义
了 四 类 属 性 ， 分 别 叫 做 库 存 的 、 自 定 义 的 、 环 境 的 和 扩 展 的 。 库 存 和 自 定 义 属 性
属 于 控 件 ， 环 境 和 扩 展 属 性 属 于 包 容 器 。



库 存 和 自 定 义 属 性

库 存 属 性 用 于 指 定 由 A c t i v e X 标 准 定 义 的 典 型 控 件 特 性 ，例 如 控 件 的 前 景 和 背 景
颜 色 ， 在 窗 口 中 显 示 的 文 字 ， 以 及 用 于 文 字 的 字 体 。 自 定 义 属 性 是 控 件 设 计 者 想
展 现 给 包 容 器 的 所 有 其 他 数 据 。 包 容 器 通 过 调 用 M F C 中 作 为 G e t 和 S e t 方 法 的
函 数 来 读 写 控 件 的 属 性 ， 这 些 方 法 是 由 该 控 件 导 出 的 。 在 使 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对 话 的 时 候 ，我 们 曾 经 遇 到 过 相 同 的 g e t / p u t 属 性 方 法 。不 同 之 处
是 名 称 方 面 的 差 异 ，W F C 以 前 缀 G e t 和 S e t 作 为 方 法 名 的 开 头 ，而 C O M 术 语 使
用 g e t 和 pu t (小 写 形 式 )。 一 般 说 来 ， 每 个 属 性 都 有 一 个 对 应 的 G e t / S e t 方 法 对 ，
但 控 件 可 以 不 为 它 导 出 S e t 方 法 ， 来 阻 止 包 容 器 改 变 控 件 属 性 。 第 6 章 将 演 示 这
是 如 何 实 现 的 。

表 8 - 4 显 示 了 控 件 中 的 库 存 属 性 和 包 容 器 为 读 取 该 属 性 而 调 用 的 函 数 之 间 的 链
接 。 对 于 在 表 中 第 三 列 列 出 的 每 个 获 取 方 法 ， 都 存 在 一 个 具 有 与 其 相 匹 配 的 名 字
对 应 的 S e t 方 法 。 S e t 方 法 没 有 返 回 值 ， 只 有 一 个 类 型 与 G e t 方 法 的 返 回 值 相 同
的 参 数 。 G e t A p p e a r a n c e 和 S e t A p p e a r a n c e 的 原 型 说 明 了 G e t / s e t 函 数 的 样 式 ：

s h o r t  G e t A p p e a r a n c e (  )     / / R e t u r n s  a  p r o p e r t y  o f  t y p e  s h o r t

v o i d  S e t A p p e a r a n c e (  s h o r t  n  )   / / P a s s e s  a  p r o p e r t y  o f  t y p e  s h o r t



表 8 - 4   由 O L E / A c t i v e X 定 义 的 库 存 控 件 属 性

属 性 控 件 中 调 度 映 射 项 由 包 容 器 调 用 的 G e t
函 数

A p p e a r a n c e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A P P E A R
A N C E

s h o r t  G e t A p p e a r a n c e ( )

B a c k C o l o r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B A C K C O
L O R

O L E _ C O L O R
G e t B a c k C o l o r ( )

B o r d e r S t y l e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B O R D E R
S T Y L E

s h o r t  G e t B o r d e r S t y l e ( )

C a p t i o n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C A P T I O N B S T R  G e t T e x t ( )

E n a b l e d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E N A B L E
D

B O O L  G e t E n a b l e d ( )

F o n t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F O N T L P F O N T D I S P
G e t F o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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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C o l o r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F O R E C O
L O R

O L E _ C O L O R
G e t F o r e C o l o r ( )

h W n d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H W N D O L E _ H A N D L E
G e t H w n d ( )

Tex t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T E X T B S T R  G e t T e x t ( )

R e a d y S t a t e D I S P _ S T O C K P R O P _ R E A D Y S
T A T E

l o n g  G e t R e a d y S t a t e ( )

环 境 和 扩 展 属 性

环 境 和 扩 展 属 性 属 于 客 户 站 点 ，不 能 被 控 件 改 变 。扩 展 属 性 是 与 嵌 入 的 控 件 相 关
的 数 据 ， 但 由 包 容 器 进 行 实 现 和 管 理 。 环 境 属 性 用 于 描 述 包 容 器 本 身 。 例 如 ， 它
的 当 前 背 景 颜 色 或 字 体 。通 过 阅 读 它 的 包 容 器 的 环 境 属 性 ，控 件 可 以 对 它 的 外 观
和 行 为 进 行 剪 裁 ，以 与 包 容 器 相 匹 配 。控 件 通 过 调 用 带 有 用 于 所 要 求 属 性 的 调 度
标 识 符 的 C O l e C o n t r o l : G e t A m b i e n t P r o p e r t y 函 数 来 查 询 环 境 属 性 ：

L P F O N T D I S P  f o n t d i s p ;



G e t A m b i e n t P r o p e r t y (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F O N T , V T _ F O N T , & f o n t d i s p ) ;

对 于 由 O L E / A c t i v e X 技 术 规 范 预 定 义 的 标 准 环 境 属 性 ，一 个 控 件 可 以 更 加 方 便 地
调 用 由 C O l e C o n t r o l 提 供 的 相 关 帮 助 器 函 数 ， 例 如 A m b i e n t F o n t :

L P F O N T D I S P  f o n t d i s p = A m b i e n t F o n t ( ) ;

表 8 - 5 列 出 了 包 容 器 所 支 持 的 标 准 环 境 属 性 。 A c t i v e X 控 件 通 过 调 用 使 用 表 的 第
二 列 中 列 出 的 调 度 标 识 符 之 一 的 G e t A m b i e n t P r o p e r t y ， 或 者 通 过 调 用 第 三 列 中 等
价 的 帮 助 器 函 数 ，来 确 定 环 境 属 性 的 值 。如 果 你 使 用 A p p W i z a r d 来 创 建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 那 么 ， 对 标 准 环 境 属 性 的 支 持 就 已 经 在 内 部 创 建 了 ， 而 不 需 进 行 特 殊 的
操 作 。 调 用 S e t F o n t 或 S e t T e x t C o l o r 在 包 容 器 中 设 置 字 体 或 前 景 颜 色 ， 将 自 动 在
对 话 中 为 站 点 设 置 环 境 属 性 。 当 A c t i v e X 控 件 调 用 A m b i e n t F o n t 或
A m b i e n t F o r e C o l o r 函 数 的 时 候 ， 它 接 收 到 用 于 当 前 对 话 的 环 境 数 据 。

编 写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包 容 器 开 发 者 是 如 何 事 先 知 道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所 提 供 的 事 件 、 方 法 和 属 性 ， 以
及 你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应 包 含 哪 些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呢 ？ G a l l e r y 和 C l a s s W i z a r d 可 以
为 你 完 成 这 项 工 作 。在 你 的 包 容 器 程 序 中 ，使 用 现 有 的 控 件 取 决 于 单 个 的 许 可 证
协 议 (这 是 下 一 章 将 要 涉 及 的 主 题 )， 但 是 ， 你 可 以 从 G a l l e r y 中 选 择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并 将 它 作 为 任 何 其 他 组 件 添 加 到 你 的 项 目 中 。V i s u a l  C + +自 动 扫 描 注 册 表 ，
来 定 位 在 系 统 上 注 册 的 所 有 控 件 ， 因 此 ， 向 G a l l e r y 添 加 A c t i v e X 控 件 仅 仅 是 注
册 它 的 事 情 。



表 8 - 5    标 准 的 包 容 器 环 境 属 性

属 性 调 度 标 识 符 控 件 调 用 的 函 数

B a c k C o l o r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B A C K C
O L O R

O L E _ C O L O R
A m b i e n t B a c k C o l o r ( )

D i s p l a y N a m e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D I S P L A
Y N A M E

C S t r i n g
A m b i e n t D i s p l a y N a m e ( )

F o n t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F O N T L P F O N T D I S P
A m b i e n t F o n t ( )

F o r e C o l o r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F O R E C O
L O R

O L E _ C O L O R
A m b i e n t F o r e C o l o r ( )

L o c a l e I D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L O C A L E
ID

L C I D  A m b i e n t L o c a l e I D ( )

S c a l e U n i t s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S C A L E U
N I T S

C S t r i n g
A m b i e n t S c a l e U n i t s ( )



                                                      续 表

S h o w G r a b H a
n d l e s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S H O W G
R A B H A N - D L E S

B O O L
A m b i e n t S h o w G r a b H a n d l
e s ( )

S h o w H a t c h i n
g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S H O W H
A T C H I N G

B O O L
A m b i e n t S h o w H a t c h i n g ( )

T e x t A l i g n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T E X T A L
I G N

s h o r t
A m b i e n t T e x t A l i g n ( )

U I D e a d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U I D E A D B O O L  A m b i e n t U I D e a d ( )

U s e r M o d e D I S P I D _ A M B I E N T _ U S E R M
O D E

B O O L
A m b i e n t U s e r M o d e ( )

当 G a l l e r y 在 你 的 包 容 器 项 目 中 放 置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时 候 ， 它 将 检 查 该 控 件 的 可
执 行 图 像 中 包 含 的 类 型 库 ， 以 获 得 由 该 控 件 所 导 出 的 事 件 、方 法 和 属 类 的 一 个 列
表 。 从 这 个 信 息 中 ， G a l l e r y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完 整 的 包 装 类 ， 该 类 中 包 含 有 G e t / S e t
属 性 函 数 和 方 法 调 用 ，包 容 器 可 以 通 过 它 们 获 得 到 控 件 数 据 的 访 问 。如 果 想 在 控
件 中 获 得 或 设 置 属 性 (例 如 背 景 颜 色 )， 包 容 器 将 调 用 包 装 类 中 的 一 个 函 数 ：



O L E _ C O L O R  C D e m o C t r l : : G e t B a c k C o l o r ( )

{

     O L E _ C O L O R  resu l t ;

     G e t P r o p e r t y ( D I S P I D _ B A C K C O L O R , V T _ I 4 ,  ( v o i d * ) & r e s u l t ) ;

     r e t u r n  r e su l t ;

}

v o i d  C D e m o C t r l : : S e t B a c k C o l o r ( O L E _ C O L O R  p r o p V a l )

{

S e t P r o p e r t y ( D I S P I D _ B A C K C O L O R , V T _ I 4 , p r o p V a l ) ;

}

既 然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属 于 包 容 器 的 类 ，通 常 由 C D i a l o g 这 样 的 类 中 派 生 出 来 ，那 么 ，
G a l l e r y 就 不 为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添 加 源 代 码 。 在 控 件 被 添 加 到 对 话 之 中 ， 这 项



工 作 留 给 C l a s s W i z a r d 完 成 。

最 后 ，举 例 来 说 明 这 个 过 程 。本 节 创 建 了 一 个 叫 做 H o u r 的 简 单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
它 使 用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中 包 括 的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该 控 件 与 以 前 在 T u m b e r . h t m
文 档 中 使 用 的 是 同 一 个 I E T i m e r . o c x 定 时 器 控 件 。在 G a l l e r y 的 R e g i s t e r e d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文 件 夹 中 名 称 T i m e r  O b j e c t 下 列 出 的 控 件 之 中 ， 你 可 以 找 到 这 个 I E T i m e r
控 件 。 这 个 文 件 夹 中 的 控 件 列 表 可 能 还 包 括 另 一 个 定 时 器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它 是 由
名 为 T i m e  C o n t r o l 的 样 本 项 目 中 创 建 的 ( T i m e  C o n t r o l 的 源 文 件 位 于 文 件 夹
M S D N \ S a m p l e s \ V C 9 8 \ M F C \ C o n t r o l s \ T i m e 之 中 )。 两 个 定 时 器 控 件 导 出 相 同 的 方
法 ， 并 实 现 相 同 的 功 能 ， 因 此 ， H o u r 项 目 使 用 哪 一 个 都 无 所 谓 。

与 A n i b u t t o n 和 C a l e n d a r 这 样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不 同 的 是 ，T i m e r  O b j e c t 不 是 一 个 可
见 的 控 件 。在 包 容 器 内 ，它 不 作 为 窗 口 显 示 ，而 只 是 以 指 定 的 周 期 触 发 一 次 事 件 ，
为 包 含 程 序 起 到 定 时 器 的 作 用 。H o u r 程 序 使 用 定 时 器 事 件 来 管 理 如 图 8 - 9 所 示 的
三 个 进 程 指 示 器 。 这 个 进 程 控 件 以 分 秒 和 十 分 之 一 秒 的 形 式 来 显 示 剩 余 时 间 。
H o u r 程 序 的 名 称 来 源 于 这 种 事 实 ： 当 M i n u t e s 进 程 控 件 满 6 0 分 钟 之 后 ， 三 个 控
件 便 会 复 位 。



图 8 - 9   H o u r 程 序

从 开 始 到 结 束 创 建 H o u r 项 目 只 需 五 步 。



步 骤 1： 用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H o u r项 目

从 环 境 的 Fi le 菜 单 选 择 N e w ， 在 P r o j e c t s 选 项 卡 中 选 中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e x e )图
标 ，键 入 H o u r 作 为 项 目 名 。H o u r 是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因 此 ，单 击 A p p W i z a r d
步 骤 1 中 的 D i a l o g  B a s e d（ 基 于 的 对 话 ） 单 选 按 钮 ， 并 确 保 步 骤 2 中 的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复 选 框 已 经 打 开 ：

单 击 F i n i s h 按 钮 创 建 该 项 目 。

步 骤 2： 将 Tim e r O b j e c t控 件 插 入 项 目

现 在 ，你 应 该 很 熟 悉 这 一 步 骤 了 。 使 用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上 的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命 令 来 打



开 G a l l e r y。 并 显 示 如 图 8 - 1 所 示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列 表 。 水 平 滚 动 并 选 择 T i m e r
O b j e c t 或 T i m e r  C o n t r o l 图 标 ， 然 后 单 击 Inse r t 按 钮 。 该 操 作 将 把 C I e T i m e r 或
C T i m e r C t r l 类 的 源 代 码 添 加 到 H o u r 项 目 ，究 竟 是 哪 一 个 类 取 决 于 所 选 定 的 控 件 。
当 C o n f i r m  C l a s s e s 对 话 出 现 的 时 候 单 击 O K ， 然 后 关 闭 G a l l e r y 对 话 。

如 果 T i m e r  O b j e c t 没 有 在 对 话 显 示 中 列 出 ， 那 么 ， 该 控 件 就 还 没 有 注 册 。 如 果 想
注 册 T i m e r  O b j e c t 控 件 ， 请 将 I E T i m e r . o c x 文 件 从 配 套 光 盘 中 复 制 到
W i n d o w s \ O C C a c h e 文 件 夹 ， 并 运 行 R e g S v r 3 2 实 用 程 序 。 当 控 件 成 功 注 册 了 自 己
之 后 ， 当 你 下 次 打 开 对 话 时 ， 它 将 在 G a l l e r y 列 表 中 出 现 。

步 骤 3： 在 H o u r对 话 中 放 置 Tim e r O b j e c t控 件



在 V i s u a l  C + + 的 早 期 版 本 中 ， 你 必 须 双 击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I D D _ H O U R _ D I A L O G 标 识 符 ， 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并 加 载 主 对 话 。 通 过 选 中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的 “ t o  d o” 静 态 文 字 控 件 和 C a n c e l 按 钮 ， 并 按 D e l 键 来 删 除 它 们 。
将 P r o g r e s s ,  S t a t i c  T e x t 和 T i m e r  O b j e c t 工 具 从 C o n t r o l s 工 具 栏 拖 到 工 作 区 之 上 ，



并 对 其 进 行 排 列 ， 使 它 看 上 去 与 下 图 类 似 ：

由 于 T i m e r  O b j e c t  A c t i v e X 控 件 在 程 序 运 行 的 时 候 没 有 创 建 自 己 的 窗 口 ， 所 以 ，
你 把 它 放 在 对 话 中 的 什 么 地 方 都 可 以 。 展 现 每 个 控 件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框 ， 并 键 入 屏
幕 图 像 上 显 示 的 标 题 ， 以 及 在 表 8 - 6 中 第 二 列 列 出 的 标 识 符 。



表 8 - 6    H o u r 程 序 中 的 控 件 标 识 符

控 件 标 识 符 变 量 名

分 钟 进 度 指 示 器 I D C _ P R O G R E S S _ M I N p r o g M i n

秒 钟 进 度 指 示 器 I D C _ P R O G R E S S _ S E C p r o g S e c

十 分 之 一 秒 进 度 指 示 器 I D C _ P R O G R E S S _ M I N p r o g T e n

顶 端 “ x” 静 态 控 件 I D C _ M I N U T E S s t r M i n

中 间 “ x” 静 态 控 件 I D C _ S E C O N D S s t r S e c

底 部 “ x” 静 态 控 件 I D C _ T E N T H S st rTen

时 间 控 件 I D C _ T I M E R 1 t i m e

应 用 程 序 类 C H o u r D l g 需 要 代 表 每 个 对 话 控 件 的 成 员 变 量 ， 你 可 以 通 过
C l a s s W i z a r d 来 添 加 它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仍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的 时 候 ， 单 击 V i e w 菜 单 上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命 令 来 调 用 第 6 章 中 介 绍 的 M F C  C l a s s W i z a r d 。在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 成 员 变 量 ） 选 项 卡 中 ， 选 中 C o n t r o l  I D s 框 中 的 每 个 新 类 ， 并 单 击 A d d  V a r i a b l e
（ 添 加 变 量 ） 按 钮 ， 来 显 示 A d d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 添 加 成 员 变 量 ） 对 话 。 在 标



签 为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N a m e（ 成 员 变 量 名 ） 的 文 本 框 中 ， 键 入 表 8 - 6 中 第 三 列 列
出 的 控 件 变 量 。 图 8 - 1 0 显 示 了 最 后 的 结 果 。

我 们 还 需 要 一 个 函 数 来 处 理 由 T i m e r  O b j e c t 控 件 触 发 的 事 件 。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M e s s a g e  M a p s（ 消 息 映 射 ） 选 项 卡 中 ， 选 中 I D C _ T I M E R 1， 并 从 M e s s a g e s 框 中
选 中 T i m e r， 然 后 单 击 从 O b j e c t  I D s 框 中 的 A d d  F u n c t i o n （ 添 加 函 数 ） 按 钮 。
C l a s s W i z a r d 添 为 名 为 O n T i m e r T i m e r 1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添 加 存 根 代 码 。



“ E ” 前 缀 用 来 将 O n T i m e T i m e r 1 指 定 为 一 个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单 击 O K 来 关
闭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



图 8 - 1 0    向 C H o u r D l g 类 添 加 成 员 函 数



步 骤 4：  向 H o u r .cpp和 H o u r.h 文 件 添 加 代 码

如 果 想 查 看 一 下 C l a s s W i z a r d 已 经 添 加 到 H o u r D l g . h 头 文 件 的 变 量 和 函 数 声 明 ，
请 单 击 位 于 W i z a r d B a r 最 右 端 的 箭 头 按 钮 ：

并 从 下 拉 式 菜 单 中 选 择 G o  T o  C l a s s  D e f i n i t i o n（ 转 向 类 定 义 ）。 V i s u a l  C + +将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自 动 打 开 H o u r D l g . h ， 并 将 插 字 符 定 位 在 C H o u r D l g 声 明 的 开 始 处 ，
在 这 里 添 加 新 控 件 变 量 。

/ /  D i a l o g  D a t a

  / / { { A F X _ D A T A ( C H o u r D l g )

e n u m  {  I D D  =  I D D _ H O U R _ D I A L O G  } ;

C P r o g r e s s C t r l      p r o g T e n ;

C P r o g r e s s C t r l      p r o g S e c ;



C P r o g r e s s C t r l      p r o g M i n ;

C S t r i n g           s t r M i n ;

C S t r i n g           s t r S e c ;

C S t r i n g           s t r T e n ;

    C I e T i m e r       t i m e ;

    / / } } A F X _ D A T A

C l a s s W i z a r d 还 可 以 为 O n T i m e r T i m e r 1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添 加 原 型 ：

a f x _ m s g  v o i d  O n T i m e r T i m e r 1 ( ) ;

D E C L A R E _ E V E N T S I N K _ M A P ( )

C H o u r D l g 类 声 明 仅 需 两 行 ：

c l a s s  C H o u r D l g  :  p u b l i c  C D i a l o g

{



p r i v a t e :

    i n t       i M i n ,  i S e c ;

像 以 前 一 样 ， 阴 影 部 分 表 示 你 必 须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键 入 的 附 加 代 码 。

变 量 iM in 和 i S e c 用 于 保 持 已 经 过 去 的 分 和 秒 的 计 数 情 况 ， 它 们 被 写 到 对 话 框 中
与 进 程 指 示 器 相 邻 的 静 态 控 件 之 中 。 对 于 消 逝 的 十 分 之 一 秒 ，不 需 要 类 似 的 计 数
器 ，因 为 I D C _ P R O G R E S S _ T E N 进 程 指 示 器 的 位 置 在 由 T i m e r  O b j e c t 控 件 触 发 的
每 个 事 件 之 前 。 过 一 会 ， 当 我 们 向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添 加 代 码 的 时 候 ， 这 一 切 就 会 变
得 很 清 楚 。

对 源 代 码 的 最 后 修 改 是 在 C H o u r D l g : :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中 进 行 的 。 在 W i z a r d B a r
的 M e m b e r s 框 内 任 何 地 方 单 击 ， 来 显 示 成 员 函 数 的 下 拉 列 表 ， 并 从 如 图 所 示 列
表 中 选 择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V i s u a l  C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H o u r D l g . c p p 源 文 件 ， 并 且 自 动 将 插 字 符 放 在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定 义 的 开 始 处 。 在 该 函 数 的 “ t o  d o” 行 添 加 阴 影 文 字 ， 如 下 所 示 ：

    //  T O D O :  A d d  e x t r a  i n i t i a l i z a t i o n  h e r e

    t i m e . S e t I n t e r v a l (  1 0 0  ) ;          //  S e t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t o  1 / 1 0  s e c o n d

    p r o g M i n . S e t R a n g e (  0 ,  59  ) ;      / /  S e t  r a n g e s  f o r  p r o g r e s s  i n d i c a t o r s

    p r o g S e c . S e t R a n g e (  0 ,  59  ) ;       //  S e c o n d s :  1 - 6 0



    p r o g T e n . S e t R a n g e (  0 ,  9  ) ;       / /  T e n t h s :   1 - 1 0

    p r o g M i n . S e t S t e p (  1  ) ;           / /  S e t  s t e p  i n t e r v a l s  f o r  p r o g  i n d i c a t o r s

    p r o g S e c . S e t S t e p (  1  ) ;

    p r o g T e n . S e t S t e p (  1  ) ;

   i M i n  =  i S e c  =  0 ;              //  In i t ia l ize  ta l l ies

这 些 指 令 用 于 初 始 化 进 程 指 示 器 控 件 。 指 令 ：

t i m e . S e t I n t e r v a l ( 1 0 0 )； / / S e t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t o  1 / 1 0  s e c o n d

调 用 T i m e  O b j e c t 中 的 一 个 方 法 ， 告 诉 控 件 开 始 每 隔 1 0 0 毫 秒 触 发 一 次 事 件 。

使 用 W i z a r d B a r 向 下 到 C H o u r D l g : : O n T i m e r T i m e r 1 函 数 ， 并 添 加 如 下 阴 影 行 ：

v o i d  C H o u r D l g : : O n T i m e r T i m e r 1 ( )



{

    //  T O D O :  A d d  y o u r  c o n t r o l  n o t i f i c a t i o n  h a n d l e r  c o d e  h e r e

    i n t  i  =  p r o g T e n . S t e p I t  ( ) ;

    if ( + + i  = =  1 0 )

    {

    if ( + + i S e c  = =  6 0 )

    {

       i f  ( + + i M i n  = =  6 0 )

       {

         i M i n  =  0 ;



         p r o g M i n . S e t P o s (  0  ) ;

    }

    e l s e

         p r o g M i n . S t e p I t  ( ) ;

    i S e c  =  0 ;

    p r o g S e c . S e t P o s (  0  ) ;

    s t r M i n . F o r m a t (  " % d " ,  i M i n  ) ;

    S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_ M I N U T E S ,  s t r M i n  ) ;

    }

    e l s e

      p r o g S e c . S t e p I t  ();



    i  =  0 ;

    p r o g T e n . S e t P o s (  0  ) ;

    s t r S e c . F o r m a t (  " % d " ,  i S e c  ) ;

    S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_ S E C O N D S ,  s t r S e c  ) ;

    }

    s t r T e n . F o r m a t (  " % d " ,  i  ) ;

    S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_ T E N T H S ,  s t r T e n  ) ;

}

每 隔 十 分 之 一 秒 ， O n T i m e r T i m e r 1 实 现 函 数 接 收 到 该 控 件 的 触 发 事 件 ， 并 将
I D C _ P R O G R E S S _ T E N 进 程 指 示 器 提 前 一 步 。当 T e n t h s 进 程 指 示 器 达 到 最 大 值 之
后 ， 该 指 示 器 被 复 位 到 零 ， S e c o n d s 指 示 器 加 1。 按 照 同 样 的 方 式 ， 在 6 0 秒 过 去
之 后 ， S e c o n d s 指 示 器 被 复 位 到 零 ， M i n u t e s 指 示 器 加 1。 当 一 个 小 时 过 去 之 后 ，



整 个 过 程 再 重 新 开 始 。

步 骤 5： 创 建 和 测 试 项 目

在 B u i l d 工 具 栏 上 选 中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配 置 ，然 后 创 建 H o u r . e x e 程 序 的 发 行 版 本 。
单 击 B u i l d 菜 单 上 的 E x e c u t e 命 令 来 运 行 完 成 后 的 程 序 。 请 注 意 ， H o u r 运 行 得 有
点 儿 慢 ， 它 是 依 靠 系 统 定 时 器 资 源 的 一 个 典 型 的 W i n 3 2 程 序 。 尽 管 你 可 以 把 它
作 为 一 个 煮 蛋 定 时 器 使 用 ，但 T i m e r  O b j e c t 控 件 并 不 适 合 于 需 要 精 确 定 时 的 应 用
程 序 。

下 一 章 将 介 绍 名 为 G a m e 的 另 一 个 包 容 器 项 目 ， 它 与 H o u r 十 分 相 似 。 不 同 之 处
是 G a m e 使 用 你 自 己 编 写 的 而 不 是 由 M i c r o s o f t 提 供 的 自 定 义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在 没 有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情 况 下 工 作

利 用 V i s u a l  C + + 对 话 编 辑 器 ， 就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向 对 话 框 添 加 控 件 。 但 是 ， 当 想 在
窗 口 而 不 是 对 话 中 放 置 一 个 控 件 时 ， 可 能 就 要 花 些 时 间 了 。不 存 在 任 何 技 术 上 的
障 碍 (只 是 因 为 常 规 控 件 可 以 在 框 架 化 的 窗 口 中 出 现 ， 因 此 A c t i v e X 控 件 也 能 )，
但 你 必 须 走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服 务 的 前 面 。 本 节 将 解 释 如 何 向 非 对 话 窗 口 添 加
A c t i v e X 控 件 ， 通 过 将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放 入 应 用 程 序 的 客 户 区 来 演 示 这 点 。



这 里 所 介 绍 的 B u t t o n 项 目 仅 需 要 键 入 一 些 东 西 即 可 ； 否 则 ， 你 可 以 在 配 套 光 盘
上 找 到 所 有 的 源 文 件 。 请 注 意 ， 该 项 目 没 有 使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 因 此 ， 在 开 发 期 间
从 来 都 不 用 例 子 来 说 明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 本 节 中 介 绍 的 技 术 可 以 克 服 一 些 控 件
在 设 计 阶 段 所 存 在 的 创 建 错 误 。任 何 A c t i v e X 控 件 都 可 以 按 照 这 些 步 骤 放 在 窗 口
之 中 ， 应 用 程 序 将 正 确 地 进 行 编 译 。 但 是 ， 这 里 可 以 进 行 真 正 的 许 可 保 护 ， 因 为
未 经 许 可 的 应 用 程 序 不 能 在 运 行 时 实 例 化 一 个 受 保 护 的 控 件 。下 一 章 当 我 们 讨 论
有 关 许 可 的 问 题 时 ， 就 会 清 楚 这 一 点 了 。

步 骤 1： 创 建 B u t t o n项 目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开 始 项 目 ，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第 一 屏 中 选 中 S i n g l e  D o c u m e n t（ 单
文 档 ）选 项 。在 A p p W i z a r d 完 成 之 后 ，打 开 G a l l e r y 中 的 R e g i s t e r e d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文 件 夹 ，并 双 击 标 签 为 B t n M e n u  O b j e c t 的 图 标 。接 受 提 出 的 新 控 件 类 名 C p m e n u，
然 后 关 闭 G a l l e r y。

步 骤 2： 向 C B u t t o n V i e w类 添 加 控 件

我 们 的 目 的 是 在 应 用 程 序 的 主 窗 口 视 图 内 放 置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 因 此 ， 开 始 在
B u t t o n  V i e w 源 文 件 中 进 行 编 码 。首 先 ，向 位 于 B u t t o n V i e w . h 头 文 件 的 C B u t t o n V i e w
类 声 明 中 添 加 C p m e n u 对 象 ：



# i n c l u d e  " p m e n u . h "

# d e f i n e   I D C _ B T N M E N U      1 0 0 1

c l a s s  C B u t t o n V i e w  :  p u b l i c  C V i e w

{

p r i v a t e :

    C p m e n u    b t n m e n u ;

.

.

.

}

下 一 步 是 编 写 初 始 化 b t n m e n u 对 象 的 代 码 。 这 项 工 作 最 好 在
C B u t t o n V i e w : : O n I n i t i a l U p d a t e 函 数 中 完 成 ， 以 确 保 该 应 用 程 序 仅 仅 在 视 图 刚 出 现
的 时 候 创 建 控 件 。 C l a s s W i a r d 可 以 生 成 该 函 数 的 初 始 代 码 ； 只 需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M e s s a g e  M a p s 选 项 卡 中 的 C l a s s  N a m e 框 中 选 中 C B u t t o n V i e w ， 然 后 双 击
M e s s a g e s 框 中 的 O n I n i t i a l U p d a t e 即 可 。通 过 E d i t  C o d e 按 钮 退 出 C l a s s W i z a r d ，该
操 作 将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自 动 打 开 B u t t o n V i e w . c p p 源 文 档 ， 并 将 插 字 符 定 位 在 新
O n I n i t i a l U p d a t e 函 数 。 向 该 函 数 添 加 如 下 所 示 的 初 始 化 代 码 ：

v o i d  C B u t t o n V i e w : : O n I n i t i a l U p d a t e ( )

{

    C V i e w : : O n I n i t i a l U p d a t e ( ) ;

    //  T O D O :  A d d  y o u r  s p e c i a l i z e d  c o d e  h e r e  a n d / o r  c a l l  t h e  b a s e  c l a s s

    C O l e V a r i a n t  v (  1 L  ) ;

    C R e c t  r e c t (  3 0 ,  3 0 ,  2 5 0 ,  1 2 0  ) ;

    b t n m e n u . C r e a t e (  N U L L ,  W S _ V I S I B L E ,  r e c t ,  t h i s ,  I D C _ B T N M E N U  ) ;

    b t n m e n u . S e t C a p t i o n (  " C l i c k  H e r e "  ) ;

    b t n m e n u . I n v a l i d a t e ( ) ;

    b t n m e n u . A d d I t e m (  " M e n u  i t e m  # 1 " ,  v  ) ;



    v  =  2 L ;

    b t n m e n u . A d d I t e m (  " M e n u  i t e m  # 2 " ,  v  ) ;

    v  =  3 L ;

    b t n m e n u . A d d I t e m (  " M e n u  i t e m  # 3 " ,  v  ) ;

    v  =  4 L ;

    b t n m e n u . A d d I t e m (  " M e n u  i t e m  # 4 " ,  v  ) ;

}

C p m e n u 是 从 C w n d 派 生 出 来 的 ， 它 提 供 了 C r e a t e 函 数 的 两 个 版 本 ， 这 两 个 版 本
在 P m e n u . h 文 件 中 都 有 原 型 。出 于 简 化 的 考 虑 ，这 里 所 列 出 的 代 码 段 使 用 了 C R e c t
对 象 将 该 控 件 在 主 窗 口 中 的 尺 寸 和 位 置 固 定 下 来 。 C p m e n u : : A d d I t e m 函 数 用 于 向
该 按 钮 的 弹 出 式 菜 单 添 加 命 令 字 符 串 ， 根 据 函 数 的 第 二 个 参 数 所 给 定 的
V A R I A N T 值 ， 来 组 织 菜 单 中 的 命 令 。 本 例 中 的 O n I n i t i a l U p d a t e 函 数 ， 只 是 为 了
保 持 V A R I N T 值 而 创 建 一 个 C o l e V a r i a n t 对 象 ， 以 及 为 了 插 入 一 个 有 代 表 性 的 菜
单 命 令 列 表 而 四 次 调 用 A d d I t e m s。

如 果 你 这 时 编 译 并 运 行 B u t t o n 应 用 程 序 ， 那 么 ， 它 将 在 主 窗 口 中 正 确 地 显 示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 尽 管 单 击 该 控 件 可 以 调 用 它 的 弹 出 式 菜 单 ， 但 是 ， 当 选 中 并
单 击 菜 单 中 的 命 令 的 时 候 ， 应 用 程 序 本 身 并 不 能 做 出 响 应 。这 是 因 为 我 们 还 没 有
添 加 函 数 来 处 理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在 用 户 交 互 期 间 触 发 的 事 件 。那 是 下 一 步 的 工
作 。

步 骤 3： 处 理 事 件

我 们 现 在 仍 然 不 知 道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触 发 的 是 什 么 事 件 。该 信 息 被 作 为 类 型 库
资 源 的 一 部 分 存 储 在 控 件 的 O C X 文 件 之 中 。 但 是 ，C l a s s W i z a r d 却 不 能 读 取 这 个
数 据 ，原 因 是 它 对 控 件 或 C p m e n u 类 一 无 所 知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了 一 个 实 用 程 序 ，
你 可 以 应 用 它 来 探 究 一 个 控 件 的 类 型 库 ，来 了 解 该 控 件 可 以 触 发 的 事 件 ，以 及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所 需 要 的 参 数 列 表 。 该 程 序 的 名 字 叫 O l e V i e w . e x e， 是 通 过 单 击 Tools
菜 单 上 的 O L E / C O M  O b j e c t  V i e w e r 调 用 的 。 利 用 O b j e c t  V i e w e r 的 Fi l e 菜 单 上 的
V i e w  T y p e L i b 命 令 ， 你 可 以 打 开 B t n M e n u . o c x 文 件 ， 并 显 示 它 的 类 型 库 。 它 表 明
B u t t o n  M e n u 仅 能 触 发 两 个 事 件 ， 分 别 叫 做 C l i c k 和 S e l e c t。 库 脚 本 显 示 了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如 何 必 须 声 明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以 便 正 确 地 接 收 事 件 触 发 ：



这 是 我 们 为 事 件 编 写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所 需 要 的 所 有 信 息 。但 是 对 于 提 供 了 许 多 不 同
事 件 的 控 件 来 说 ，浏 览 类 型 库 还 有 更 容 易 的 方 法 ，即 将 该 控 件 的 存 在 简 单 地 通 知
给 C l a s s W i z a r d 。 然 后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可 以 承 担 从 控 件 读 取 类 型 信 息 的 所 有 工 作 ，
为 存 根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生 成 代 码 ，并 向 事 件 接 收 端 映 射 添 加 它 们 的 条 目 。所 需 要 的
仅 仅 是 项 目 类 数 据 库 的 一 点 消 息 ， 以 及 向 C B u t t o n V i e w 类 声 明 添 加 一 点 儿 东 西 。
步 骤 如 下 ：

首 先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But ton . c lw 文 件 ， 并 为 一 个 对 话 框 添 加 新 的 资 源 条
目 ：

R e s o u r c e C o u n t = 3



R e s o u r c e 1 = I D R _ M A I N F R A M E

R e s o u r c e 2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R e s o u r c e 3 = I D D _ F A K E D L G

在 第 一 行 中 一 定 要 把 资 源 数 目 增 加 到 3。 在 文 件 的 底 部 添 加 新 对 话 资 源 的 一 个 声
明 。

[ D L G : I D D _ F A K E D L G ]

T y p e = 1

C l a s s = C B u t t o n V i e w

C o n t r o l C o u n t = 1

C o n t r o l 1 = I D C _ B T N M E N U , { 5 2 d f a e 6 0 - c e b f - 1 1 c f - a 3 a 9 - 0 0 a 0 c 9 0 3 4 9 2 0 } , 1 3 4 2 1 7 7 2 8 0

在 项 目 中 没 有 这 样 的 对 话 (及 标 识 符 名 )， 但 是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并 不 需 要 知 道 这 一
点 。 该 条 目 将 告 诉 C l a s s W i z a r d ， 一 个 标 识 为 I D D _ F A K E D L G 的 对 话 资 源 属 于
C B u t t o n V i e w 类 ； 并 且 包 含 有 由 C L S I D 号 进 行 标 识 的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



下 一 步 ， 返 回 到 B u t t o n V i e w . h 文 件 ， 并 修 正 我 们 以 前 添 加 的 代 码 ， 为
I D D _ F A K E D L G 标 识 符 添 上 # d e f i n e 语 句 ，并 在 C B u t t o n V i e w 类 声 明 中 声 明 该 值 。
新 条 目 是 用 特 殊 的 A F X _ D A T A 注 释 进 行 标 记 的 ， 使 得 对 话 框 标 识 符 对 于 第 6 章
中 解 释 的 标 识 符 来 说 是 可 以 识 别 的 。 结 果 应 该 与 下 面 类 似 ：

# i n c l u d e  " p m e n u . h "

# d e f i n e   I D C _ B T N M E N U      1 0 0 1

# d e f i n e   I D D _ F A K E D L G      1 0 0 2

c l a s s  C B u t t o n V i e w  :  p u b l i c  C V i e w

{

p r i v a t e :

    C p m e n u    b t n m e n u ;

    / / { { A F X _ D A T A ( C B u t t o n V i e w )

    e n u m  {  I D D  =  I D D _ F A K E D L G  } ;



    / / } } A F X _ D A T A

保 存 该 文 件 。现 在 ，当 你 调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时 候 ，如 果 C l a s s N a m e 中 C B u t t o n V i e w
类 被 选 中 的 话 ，I D C _ B T N M E N U 标 识 符 将 在 M e s s a g e  M a p s 选 项 卡 中 对 象 列 表 的
底 部 显 示 出 来 。选 中 I D C _ B T N M E N U 条 目 来 显 示 M e s s a g e s 框 中 的 两 个 事 件 ，然
后 双 击 S e l e c t 事 件 来 添 加 名 为 O n S e l e c t B t n m e n u 的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无 论 何 时 用 户
单 击 了 控 件 弹 出 式 菜 单 中 的 一 个 命 令 ， 该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前 将 赢 得 控 制 权 。

在 M e m b e r  F u n c t i o n s（ 成 员 函 数 ）框 中 选 定 了 新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之 后 ，单 击 E d i t  C o d e
（ 编 辑 代 码 ） 按 钮 ， 来 重 新 打 开 B u t t o n V i e w . c p p 文 件 。 将 代 码 添 加 到
O n S e l e c t B t n m e n u 函 数 ， 无 论 何 时 ， 该 控 件 触 发 了 它 的 S e l e c t 事 件 ， 该 函 数 都 将
做 出 反 应 ：

v o i d  C B u t t o n V i e w : : O n S e l e c t B t n m e n u ( l o n g  i t e m )

{

    //  T O D O :  A d d  y o u r  c o n t r o l  n o t i f i c a t i o n  h a n d l e r  c o d e  h e r e

  

    C S t r i n g  str ;



    s t r . F o r m a t (  " Y o u  s e l e c t e d  i t e m  # % 1 i \ t " ,  i t e m  ) ;

    M e s s a g e B o x (  s t r ,  " B u t t o n  a p p l i c a t i o n " ,  M B _ I C O N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创 建 B u t t o n 程 序 并 运 行 它 。每 次 你 单 击 如 图 8 - 1 1 所 示 控 件 菜 单 中 的 一 个 项 目 时 ，
你 都 应 该 能 看 到 一 个 消 息 框 。



图 8 - 1 1   在 框 架 窗 口 中 放 置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第 9 章   使 用 M F C 编 写 A c tiv e X 控 件

第 8 章 演 示 了 在 使 用 M F C 的 情 况 下 ，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并 不 特 别 需 要 理 解 O L E
和 C O M 基 础 结 构 。 很 显 然 ， 在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时 亦 是 如 此 。M F C 可 以 处 理 诸
多 的 细 节 ， 你 不 必 关 心 它 太 多 复 杂 的 基 础 信 息 ， 便 可 以 编 写 控 件 。 如 果 你 决 定 不
用 M F C 来 编 写 自 己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这 个 想 法 的 理 由 很 充 足 )， 那 么 ， 你 对 项 目
的 实 现 就 更 加 有 信 心 了 。根 据 你 的 方 法 和 控 件 的 复 杂 性 ， 你 可 能 需 要 仔 细 地 了 解
A c t i v e X 和 C o m p o n e n t  O b j e c t  M o d e l 的 原 理 。

本 章 继 续 前 一 章 的 内 容 。 它 从 服 务 器 而 不 是 客 户 的 角 度 来 检 查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介
绍 了 V i s u a l  C + +帮 助 想 编 写 而 不 只 是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开 发 者 的 一 些 方 法 。
V i s u a l  C + + 提 供 了 三 个 不 同 的 工 具 来 帮 助 建 立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

n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M F C 支 持 。

n  B a s e C t l 框 架 。

n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用 于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V i s u a l  C + +工 具

M F C 提 供 了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最 容 易 的 方 法 。 以 前 在 M i c r o s o f t  D e v e l o p e r
N e t w o r k 上 提 供 的 C o n t r o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k i t 已 经 作 为 一 套 工 具 并 入 V i s u a l  C + +中 ，
该 套 工 具 包 括 已 经 重 命 名 了 的 M F C  A c t i v e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和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正 如 本 章 稍 后 用 例 子 所 演 示 的 那 样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将 生 成 包 含 有
原 始 代 码 的 源 文 件 ， 该 代 码 使 用 M F C 来 管 理 几 乎 所 有 的 C O M 详 细 资 料 。 生 成
的 源 代 码 可 以 处 理 串 行 方 式 ，显 示 控 件 的 属 性 表 ，并 为 程 序 员 和 用 户 提 供 其 他 许
多 方 便 之 处 。你 仅 仅 需 要 添 加 必 要 的 代 码 来 画 出 该 控 件 ， 对 用 户 的 输 入 做 出 反 应
和 触 发 事 件 。

使 用 M F C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使 O C X 文 件 相 当 小 ，但 是 ，这 是 一 种 误 导 ，因
为 该 控 件 永 远 依 靠 两 个 大 文 件 的 存 在 而 存 在 。这 是 M F C 的 缺 点 。如 果 控 件 的 O C X
文 件 在 用 户 的 计 算 机 上 不 可 用 ，该 用 户 的 浏 览 器 程 序 必 须 下 载 这 个 文 件 ，才 能 显
示 它 ， 因 此 ， 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尺 寸 对 于 用 于 W e b 页 的 控 件 来 说 就 特 别 重 要 。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不 能 与 M F C 静 态 链 接 起 来 ， 这 就 意 味 着 ， 如 果 用 户 硬 盘 上 不 存
在 M F C 库 D L L 文 件 的 正 确 版 本 ，那 么 该 文 件 必 须 随 控 件 一 起 传 输 。更 为 糟 糕 的
是 ，M F C 需 要 C 运 行 时 间 库 ， 因 此 M s r c r t . d l l 文 件 也 可 能 需 要 下 载 。 当 用 户 首 先
遇 到 一 个 显 示 依 靠 M F C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W e b 页 的 时 候 ， 将 自 动 传 输 库 文 件 。
尽 管 对 于 用 户 通 过 快 速 网 络 连 向 的 内 部 W e b 站 点 来 说 ， 这 是 很 合 理 的 ， 但 是 对
于 I n t e r n e t 来 说 却 是 不 现 实 的 。 既 然 M F C 的 大 小 大 约 为 1 兆 字 节 ， 因 此 ， 使 通



过 快 速 快 速 调 制 解 调 器 下 载 该 文 件 ， 也 要 花 上 几 分 钟 的 时 间 。

B a s e C t r l 框 架 也 就 是 人 们 所 熟 知 的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框 架 ，是 M F C 的 一 个 简 便 的
替 代 方 案 。 尽 管 B a s e C t r l 为 开 发 者 提 供 的 支 持 比 M F C 少 得 多 ， 但 它 却 提 供 了 更
大 的 灵 活 性 。 从 B a s e C t r l 中 创 建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既 不 需 要 M F C ， 也 不 需 要 C 运
行 时 间 库 。 因 为 框 架 仅 仅 提 供 了 最 少 的 代 码 ， 因 此 该 控 件 比 它 的 M F C 同 伴 占 用
更 少 的 内 存 。但 是 B a s e C t r l 的 优 点 是 要 付 出 代 价 的 ，使 用 B a s e C t r l 需 要 对 你 的 组
件 做 更 多 的 工 作 ， 并 且 要 对 C O M 和 A c t i v e X 的 原 理 有 更 深 入 的 理 解 。 例 如 ， 你
必 须 十 分 适 应 持 久 的 接 口 ， 例 如 I s t r eam ， I P e r s i s t P r o p e r t y B a g 和 I P e r s i s t S t r e a m 。
框 架 通 过 三 个 主 类 提 供 了 核 心 功 能 ， 这 三 个 主 类 的 名 字 分 别 为
C A u t o m a t i o n O b j e c t， C o l e C o n t r o l 和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B a s e C t r l 过 去 常 常 需 要 V i s u a l  B a s i c  4 . 0 来 开 始 一 个 项 目 ， 但 现 在 不 需 要 了 。 你 现
在 可 以 运 行 一 个 由 V i s u a l  C + +提 供 的 N M a k e 实 用 程 序 来 开 始 一 个 项 目 ， 第 一 次
生 成 库 文 件 ， 再 次 为 新 类 生 成 存 根 源 文 件 。 在 B a s e C t r l 提 供 的 R e n d M e . t x t 文 件
中 解 释 了 这 个 过 程 。 在 安 装 V i s u a l  C + + 时 ， 如 果 你 申 请 包 括 范 例 代 码 ， 那 么
R e a d M e . t x t 文 件 和 几 个 范 例 B a s e C t l 项 目 的 源 代 码 将 位 于 文 件 夹
M S D N \ S a m p l e s \ V C 9 8 \ S D K \ C O M \ A a t i v e X C \ B a s e C t r l 之 中 。 如 果 想 得 到 B a s e C t l
的 最 近 更 新 版 本 ， 请 从 如 下 站 点 下 载 A c t i v e X 开 发 工 具 箱 ：

h t t p : w w w . m i c r o s o f t . c o m / i n t d e v / s d k

目 前 并 不 常 使 用 B a s e C t l，原 因 是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 A T L )提 供 了 一 种 创 建 小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高 级 工 具 。 尽 管 结 果 O C X 文 件 比 依 赖 于 M F C 的 类 似 控 件 要 大 ，
但 通 过 A T L 创 建 的 控 件 通 常 占 用 更 少 的 内 存 ， 原 因 是 它 不 需 要 其 他 辅 助 文 件 的
存 在 。除 了 为 你 实 现 许 多 标 准 接 口 的 智 能 模 板 代 码 库 之 外 ，A T L 还 提 供 了 一 个 可
以 生 成 初 始 源 文 件 的 向 导 ， 这 就 大 大 简 化 了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的 早 期 阶 段 。 与 用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和 M F C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相 比 ，用 A T L 创 建 相 同 的 控 件 需 要 更 多
的 工 作 ， 但 对 于 创 建 用 I n t e r n e t 上 使 用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讲 ， A T L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选 择 。
你 可 能 听 说 过 A T L 不 适 合 于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但 自 从 该 库 的 2.0 发 行 之 后 ，这
种 说 法 就 不 再 正 确 了 。 不 过 ，A T L 不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主 题 ， 直 到 下 一 章 才 能 涉 及 到
更 加 详 细 的 讨 论 。 本 章 将 介 绍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M F C 方 法 。 M F C 提 供 了 试 验
A c t i v e X 编 程 的 最 好 方 法 ， 并 提 供 了 充 足 的 信 息 。 除 了 可 以 为 你 节 省 大 量 的 编 码
之 外 ， 使 用 M F C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还 可 以 提 供 许 多 有 帮 助 的 V i s u a l  C + +特 征 ，
例 如 C l a s s W i z a r d 和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 正 如 我 们 将 要 在 下 面 看 到 的 那 样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提 供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起 点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应 用 与 A p p W i z a r d 为 M F C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项 目 相 同 的 方 法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可 以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创 建 一 个 项 目 。 在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帮 助 下 创 建 的 控 件 使 用 M F C ， 因
此 也 就 具 有 前 一 节 所 介 绍 的 优 点 和 缺 点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是 A p p W i z a r d 的 自 定 义
的 形 式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项 目 以 和 普 通 A p p W i z a r d 项 目 相 同 的 方 式 开 始 。 从 Fi le



菜 单 中 选 择 N e w 命 令 打 开 N e w 对 话 ，在 Pro jec t s 选 项 卡 中 单 击 代 表 M F C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图 标 。 图 9 - 1 说 明 了 这 些 步 骤 。



图 9 - 1   用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开 始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在 创 建 项 目 之 前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将 引 导 完 成 两 个 步 骤 。 本 节 将 检 查 这 个 向 导 所
提 供 的 选 项 ， 并 讨 论 一 个 选 项 何 时 对 于 你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说 是 合 适 的 ， 以 及 它
为 什 么 合 适 。

图 9 - 2 显 示 了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打 开 屏 幕 ， 它 首 先 询 问 你 项 目 中 控 件 的 数 量 。 与
V B X 自 定 义 的 控 件 类 似 ， 一 个 O C X 文 件 可 以 包 含 不 止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组 件 。
请 在 对 话 顶 部 的 文 本 框 中 指 定 你 想 要 的 控 件 数 量 。 以 后 ， 在 项 目 开 发 期 间 ， 你 还
可 以 添 加 控 件 。 使 用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屏 上 的 下 一 个 选 项 ， 可 以 通 过 许 可 来 限 制 控
件 的 使 用 。 尽 管 许 可 支 持 选 项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是 关 闭 的 ， 对 于 一 般 用 途 的 许 多 控
件 ， 应 该 具 有 简 短 描 述 的 许 可 保 护 。



图 9 - 2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步 骤 1



步 骤 1 中 的 最 后 一 个 选 项 用 于 指 导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为 控 件 生 成 帮 助 文 件 。 对 项 目
帮 助 文 件 的 申 请 ，所 添 加 的 帮 助 支 持 种 类 与 从 A p p W i z a r d 中 得 到 的 相 同 。如 果 想
获 得 所 生 成 的 帮 助 文 件 的 说 明 ， 请 参 阅 第 2 章 开 始 部 分 的 讨 论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第 二 屏 (图 9 - 3 )展 现 了 决 定 控 件 如 何 与 包 容 器 进 行 交 互 的 选 项 。
第 二 步 中 的 选 项 需 要 解 释 一 下 ， 因 此 ， 下 面 详 细 对 它 们 说 明 。



图 9 - 3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步 骤 2



n  A c t i v a t e s  w h e n  V i s i b l e （ 可 见 时 激 活 ）： 决 定 当 控 件 可 见 时 ， 包 容 器 是
否 应 自 动 激 活 它 。 对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 通 常 需 要 立 即 激 活 ， 尽 管 选 中
A c t i v a t e s  W h e n  V i s i b l e 选 项 仅 仅 作 为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的 线 索 ， 它 可 能
忽 略 申 请 。 如 下 的 讨 论 有 很 多 是 与 此 选 项 有 关 的 。

n  I n v i s i b l e  A t  R u n - T i m e （ 运 行 时 不 可 见 ）： 如 果 选 中 了 该 选 项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将 不 把 O n D r a w 函 数 添 向 控 件 类 。 可 以 为 那 些 不 需 要 与
用 户 进 行 交 互 的 控 件 使 用 该 选 项 ， 例 如 第 8 章 中 介 绍 的 T i m e r  O b j e c t
控 件 。

n  A v a i l a b l e  I n  I n s e r t  O b j e c t  D i a l o g（ 在 插 入 对 象 对 话 中 可 用 ）：与 从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工 具 到 M i c r o s o f t  O f f i c e 应 用 程 序 的 许 多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的 I n s e r t  O b j e c t 对 话 (或 等 价 物 )相 关 。 不 选 中 该 选 项 ， 将 通 知 包 容 器 ，
它 不 应 该 在 包 容 器 的 I n s e r t  O b j e c t 对 话 中 包 括 这 个 新 控 件 。

n  H a s  A n  A b o u t  B o x（ 有 一 个 A b o u t 框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将 为 A b o u t 方
法 生 成 源 代 码 ， 为 常 用 A b o u t 框 生 成 资 源 。

n  A c t s  A s  A  S i m p l e  F r a m e  C o n t r o l（ 作 为 一 个 简 单 的 框 架 控 件 ）： 为
I s i m p l e F r a m e -  S i t e 接 口 添 加 支 持 。 该 选 项 将 设 置 控 件 ， 来 充 当 框 架 ，
用 来 包 围 包 容 器 窗 口 中 其 他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将 控 件 分 组 ， 并 允 许 它 们
一 起 移 动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包 容 器 都 支 持 简 单 的 框 架 。



n  W i n d o w  S u b c l a s s i n g（ 窗 口 细 分 类 ）：通 过 对 诸 如 编 辑 框 或 进 程 指 示 器
之 类 的 普 通 W i n d o w s 控 件 进 行 细 分 类 ， 来 建 立 控 件 项 目 。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仅 仅 打 开 上 面 列 出 的 两 个 选 项 A c t i v a t e s  w h e n
Vis ib le 和 H a s  A n  A b o u t  B o x。 取 消 选 中 A c t i v a t e  w h e n  V i s i b l e 复 选 框 ， 将 清 除 掉
该 控 件 的 O L E M I S C _ A C T I V A T E W H E N V I S I B L E 状 态 标 志 ， 该 标 志 是 控 件 通 过
M F C 的 A f x O L e R e g i s t e r C o n t r o l C l a s s 全 局 函 数 放 置 在 它 的 注 册 表 数 据 之 中 的 。 嵌
入 控 件 的 包 容 器 可 以 通 过 调 用 控 件 的 I O l e O b j e c t : : G e t M i s c S t a t u s 方 法 来 确 定 该 标
志 的 状 态 。 清 楚 的 标 志 将 向 包 容 器 传 递 信 号 ， 当 控 件 可 见 时 ， 它 应 该 保 持 非 激 活
状 态 ， 这 样 ， 将 延 迟 对 控 件 窗 口 的 创 建 ， 直 至 用 户 需 要 它 。 对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这 将 节 省 创 建 窗 口 这 一 不 必 要 的 操 作 。 第 1 0 章 将 详 细 讨 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状 态 标
志 ， 例 如 O L E M I S C _ A C T I V A T E W H U E N V I S I B L E。

你 可 能 还 想 考 虑 关 闭 A b o u t  B o x 选 项 ，因 为 对 A b o u t 框 添 加 的 支 持 将 增 大 完 成 之
后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容 量 。 例 如 由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生 成 的 标 准 A b o u t 框 将 向 完 成
之 后 的 O C X 文 件 添 加 大 约 2 K B 的 额 外 代 码 和 资 源 文 件 。如 果 想 了 解 有 关 最 小 化
资 源 数 据 的 其 他 方 法 ， 请 参 考 第 4 章 的 最 后 一 节 ， 这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说 是 特 别
重 要 的 。

如 果 选 中 了 A v a i l a b l e  I n  I n s e r t  O b j e c t  D i a l o g 复 选 框 ， 那 么 ， 该 控 件 的 自 我 注 册 过
程 将 向 控 件 的 C L S I D 注 册 表 层 次 添 加 名 为 I n s e r t a b l e 的 R e g i s t r y 键 。In se r t ab l e 键
将 通 知 包 容 器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充 当 被 动 嵌 入 的 对 象 。 这 样 ， 包 容 器 就 能 够 通 过



O L E  D o c u m e n t s 接 口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对 象 。这 些 用 I O l e 前 缀 标 识 的 接 口 包 括
I O l e C a c h e ,  I O l e C l i e n t S i t e ,  I O l e C o n t a i n e r ,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和 I O l e I n P l a c e S i t e。 可
以 在 包 容 器 文 档 中 嵌 入 对 象 的 应 用 程 序 为 寻 找 具 有 In se r t ab l e 键 的 对 象 而 扫 描 注
册 表 ， 并 在 标 准 的 O b j e c t 对 话 中 列 出 了 一 个 对 象 列 表 。 例 如 ， 为 了 在 M i c r o s o f t
W o r d 中 看 到 这 个 列 表 ， 请 单 击 W o r d 的 Inse r t 菜 单 上 的 O b j e c t 命 令 。 仅 仅 当
A v a i l a b l e  I n  I n s e r t  O b j e c t  D i a l o g 复 选 框 打 开 的 时 候 ， 使 用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才 能 出 现 在 列 表 之 中 。 不 支 持 包 容 器 文 档 的 应 用 程 序 将 忽 略
In se r t ab l e 键 。 例 如 ， 我 们 在 第 8 章 中 所 遇 到 的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中 的 N e w
C o n t r o l， 将 显 示 一 个 所 有 注 册 控 件 的 列 表 ， 而 不 管 它 是 否 标 记 为 可 插 入 的 。

如 果 你 想 让 A c t i v e X 控 件 对 标 准 或 普 通 W i n d o w s 控 件 进 行 细 分 ， 那 么 请 单 击 图
9 - 3 中 屏 幕 底 部 显 示 的 框 。 该 下 拉 窗 口 将 显 示 一 个 列 表 ， 其 范 围 从 按 钮 到 树 状 视
图 的 1 6 个 W i n d o w s 控 件 。 从 该 列 表 中 选 中 一 条 目 ， 将 导 致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为 对
选 中 的 W i n d o w s 控 件 进 行 细 分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生 成 源 代 码 。 使 用 该 选 项 可 以 生
成 只 有 某 个 W i n d o w s 控 件 的 特 性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但 是 ， 为 了 添 加 所 需 要 的 效
果 ， 你 可 能 还 要 进 行 修 改 。

在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步 骤 2 中 单 击 A d v a n c e d 按 钮 ，来 打 开 如 图 9 - 4 所 示 的 A d v a n c e d
A c t i v e X  F e a t u r e s 对 话 。该 对 话 提 供 了 用 来 设 置 或 清 除 由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C o n t r o l F l a g s
枚 举 集 定 义 的 位 标 志 ，该 枚 举 集 描 述 了 控 件 被 激 活 时 的 行 为 特 性 。 设 置 任 何 复 选
框 都 将 导 致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添 加 超 越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G e t C o n t r o l F l a g s 方 法 的 代 码 ，该
方 法 的 作 用 是 将 C o n t r o l F l a g s 设 置 通 知 给 包 容 器 。 为 了 在 现 有 的 控 件 项 目 中 添 加



超 越 代 码 ， 请 设 置 特 定 的 位 标 志 ， 例 如 下 面 的 W i n d o w l e s s A c t i v a t e :

D W O R D  C D e m o C t r l : : G e t C o n t r o l F l a g s ( )

    {

        r e t u r n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G e t C o n t r o l F l a g s ( )  |  w i n d o w l e s s A c t i v a t e ;

    }

在 A d v a n c e d  A c t i v e X  F e a t u r e s 对 话 中 的 复 选 框 标 签 看 上 去 很 简 洁 ， 但 是 ， 略 加 解
释 之 后 是 可 以 很 容 易 理 解 它 的 。下 面 的 列 表 说 明 了 标 志 的 含 义 。如 果 想 了 解 有 关
C o n t r o l F l a g s 设 置 ， 以 及 它 们 是 如 何 影 响 到 控 件 动 作 的 更 为 详 细 的 信 息 ， 请 查 阅
题 目 为 “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 :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的 帮 助 文 章 ， 通 过 索 引 条 目 O p t i m i z i n g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可 以 找 到 它 。



图 9 - 4   通 过 单 击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A d v a n c e d 按 钮 调 用 A d v a n c e d  A c t i v e X  F e a t u r e s 对 话

n  W i n d o w l e s s  A c t i v a t i o n (无 窗 口 激 活 )：通 知 包 容 器 ，控 件 在 激 活 时 不 创
建 自 己 的 窗 口 。 下 面 的 讨 论 有 许 多 是 关 于 无 窗 口 激 活 的 。

n  U p c l i p p e d  D e v i c e  C o n t e x t（ 不 剪 辑 设 备 上 下 文 ）： 申 请 不 要 剪 辑 控 件



的 显 示 ， 这 样 处 理 会 更 快 。 不 过 ， 控 件 必 须 确 保 不 在 站 点 边 界 之 外 显
示 。

n  F l i c k e r - F r e e  A c t i v a t i o n（ 激 活 时 不 闪 烁 ）：要 求 包 容 器 要 在 控 件 切 换 状
态 时 不 要 使 控 件 窗 口 无 效 。 该 操 作 将 阻 止 控 件 在 成 为 活 动 或 不 活 动 的
时 候 重 绘 自 己 ， 这 样 也 就 清 除 了 可 能 发 生 的 轻 微 的 闪 烁 。 该 选 项 仅 仅
适 合 于 不 管 状 态 如 何 而 以 同 一 种 方 式 绘 制 自 己 的 控 件 。

n  M o u s e  P o i n t e r  N o t i f i c a t i o n s（ 鼠 标 指 针 通 知 ）：要 求 包 容 器 在 控 件 不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发 送 鼠 标 消 息 。 如 果 包 容 器 满 足 了 要 求 ，
那 么 ， 非 活 动 的 控 件 将 继 续 接 收 与 控 件 窗 口 上 鼠 标 活 动 有 关 的
W M _ S E T C U R S O R 和 W M _ M O U S E M O V E 消 息 。 选 中 该 选 项 将 启 用
I P o i n t e r I n a c t i v e 接 口 ， 包 容 器 将 把 这 些 属 于 控 件 的 消 息 委 托 给 这 个 接
口 。 I P o i n t e r I n a c t i v e 接 口 为 控 件 窗 口 调 整 每 条 消 息 的 鼠 标 坐 标 ， 并 且
通 过 控 件 的 消 息 映 射 分 派 消 息 。 通 过 这 项 功 能 ， 控 件 甚 至 可 以 在 非 活
动 状 态 实 现 拖 放 目 标 的 功 能 。

n  O p t i m i z e d  D r a w i n g（ 优 化 的 绘 制 ）： 通 过 允 许 控 件 的 O n D r a w 方 法 在
返 回 时 不 恢 复 用 于 设 备 上 下 文 的 原 始 G D I 对 象 ， 来 提 高 绘 制 的 速 度 。
仅 仅 当 包 容 器 支 持 优 化 的 绘 制 时 ， 该 选 项 才 起 作 用 ， 而 包 容 器 是 否 支
持 优 化 的 绘 制 ，由 控 件 通 过 调 用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I s O p t i m i z e d D r a w 函 数 来
确 定 。 返 回 值 T R U E 意 味 着 该 控 件 不 必 在 完 成 绘 制 之 后 不 必 选 中 诸 如



钢 笔 和 刷 子 之 类 的 原 始 G D I 对 象 ， 便 可 回 到 设 备 上 下 文 之 中 。

n  L o a d  P r o p e r t i e s  A s y n c h r o n o u s l y （ 异 步 加 载 属 性 ）： 该 选 项 可 以 提 高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响 应 性 ，而 且 这 种 控 件 需 要 大 量 属 性 数 据 。异 步 加 载 将
允 许 控 件 在 W e b 页 上 尽 可 能 地 成 为 活 动 状 态 ， 即 使 在 浏 览 器 在 后 台 连
续 不 断 地 通 过 调 制 解 调 器 加 载 该 控 件 的 数 据 时 也 是 如 此 。 例 如 ， 该 控
件 这 样 便 可 以 立 即 播 放 音 频 或 视 频 片 断 ， 而 无 需 等 待 完 整 的 数 据 集 。
不 过 ， 控 件 必 须 不 对 尚 未 到 达 的 数 据 进 行 操 作 。 异 步 加 载 为 控 件 增 添
了 负 担 ， 因 此 ， 应 该 仅 仅 为 可 以 从 中 受 益 的 控 件 使 用 该 选 项 。

W i n d o w l e s s  A c t i v a t i o n 选 项 与 前 面 介 绍 的 I n v i s i b l e  A t  R u n - T i m e 标 记 不 是 同 一 件
事 情 。 无 窗 口 激 活 仅 仅 意 味 着 控 件 不 提 供 它 自 己 的 窗 口 。 通 过 不 创 建 窗 口 ， 控 件
优 化 了 创 建 的 速 度 ，同 时 稍 微 降 低 了 一 点 儿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大 小 。如 果 包 容 器 支 持
无 窗 口 对 象 的 话 ， 该 控 件 可 以 自 由 使 用 包 容 器 的 窗 口 服 务 。 这 种 支 持 需 要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W i n d o w l e s s 接 口 来 将 用 户 输 入 消 息 反 应 到 无 窗 口 控 件 。 通 过 覆
盖 包 容 器 的 窗 口 ，无 窗 口 控 件 可 以 带 有 真 正 透 明 的 背 景 ， 对 于 显 示 自 己 矩 形 窗 口
的 普 通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说 ， 达 到 这 种 效 果 是 不 可 能 的 。 不 过 ， 使 用 第 4 章 中 介 绍
的 使 背 景 透 明 的 想 法 ，一 个 窗 口 控 件 通 常 可 以 将 它 自 己 的 窗 口 颜 色 与 包 容 器 的 背
景 颜 色 相 匹 配 ， 来 模 拟 透 明 背 景 。 正 如 在 前 一 章 中 所 提 到 的 那 样 ， 控 件 可 以 通 过
调 用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A m b i e n t B a c k C o l o r 来 确 定 包 容 器 周 围 的 当 前 颜 色 ：

O L E _ C O L O R  C o n t a i n e r B k G r n d  =  A m b i e n t B a c k C o l o r ( ) ;



并 非 所 有 的 包 容 器 都 支 持 C o l e C o n t r o l 的 A m b i e n t 函 数 。 在 调 用 诸 如
A m b i e n t B a c k C o l o r 之 类 的 函 数 之 后 。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应 该 检 查 有 效 返 回 值 。

许 可

放 置 在 流 行 W e b 上 的 A c t i v e 控 件 不 久 便 可 以 在 全 世 界 的 计 算 机 上 出 现 ， 在 数 以
千 计 的 浏 览 器 上 查 看 。这 种 简 单 重 复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能 力 可 能 是 该 项 技 术 最
吸 引 人 的 特 征 和 最 大 的 优 点 。 不 过 ， 这 样 的 话 ， 便 引 起 了 有 关 程 序 员 的 知 识 产 权
的 潜 在 问 题 。 为 了 更 清 楚 地 认 识 这 一 问 题 ， 请 考 虑 一 下 A c t i v e X 控 件 是 如 何 传 过
A u t h o r、 W e b m a s t e r 和 U s e r 这 迥 然 不 同 的 三 方 面 的 。

收 取 一 定 的 费 用 ，A u t h o r 便 允 许 W e b m a s t e r 在 W e b 页 上 安 装 A c t i v e X 控 件 。U s e r
通 过 I n t e r n e t 访 问 W e b m a s t e r 的 站 点 ，结 果 ，A c t i v e X 控 件 将 从 W e b m a s t e r 的 计 算
机 复 制 到 U s e r 的 计 算 机 ； 在 U s e r 的 浏 览 器 程 序 中 出 现 。 到 此 为 止 ， 每 件 事 情 都
如 期 进 行 ， 控 件 的 使 用 像 A u t h o r 所 期 望 的 那 样 。 但 是 ， 如 果 不 采 取 一 些 安 全 措
施 的 话 ， 拥 有 这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其 他 程 序 员 就 可 以 在 自 己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它 。 许 多 开 发 者 不 愿 意 在 未 经 授 权 的 情 况 下 ， 他 们 的 产 品 用 这 种 方 式 被 重 用 ， 特
别 是 在 可 以 得 益 的 商 品 应 用 程 序 之 中 使 用 。

要 防 止 未 经 授 权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 最 常 用 的 措 施 是 包 含 一 个 许 可 证 。 许 可 证 不
仅 将 我 们 的 范 例 中 的 A u t h o r 标 识 为 作 为 控 件 版 权 的 所 有 者 ， 而 且 还 可 以 阻 止 没



有 从 A u t h o r 处 收 到 许 可 证 的 开 发 者 随 便 重 用 控 件 。 O L E / A c t i v e X 控 件 标 准 的 设
计 考 虑 到 了 许 可 证 。 该 标 准 定 义 了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接 口 ， 包 容 器 可 以 通 过 该 接 口
来 创 建 控 件 对 象 的 一 个 实 例 ，并 证 明 它 自 己 已 获 得 了 使 用 该 控 件 的 许 可 证 。仅 仅
当 包 容 器 满 足 了 有 效 许 可 证 存 在 的 控 件 的 时 候 ， 才 能 完 成 控 件 对 象 的 创 建 。

许 可 证 已 成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普 遍 采 用 的 方 法 ，因 此 ，详 细 检 查 一 下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许 可 证 方 案 还 是 十 分 值 得 的 。 在 这 个 主 题 上 花 费 时 间 的 另 一 个 原 因 是 ， V i s u a l
C + + 在 线 文 档 中 的 许 可 证 说 明 不 十 分 清 楚 ，这 主 要 是 因 为 当 可 能 涉 及 到 几 个 包 容
器 的 时 候 ， 这 个 文 档 将 说 “ t h e  c o n t a i n e r（ 这 个 包 容 器 ）”。 记 住 ， 任 何 程 序 都 是
可 以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 并 为 之 提 供 站 点 的 包 容 器 ， 这 一 点 是 很 重 要
的 。 第 8 章 演 示 了 可 以 在 不 同 环 境 下 嵌 入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几 个 不 同 的 包 容 器 ：

n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或 另 一 个 可 察 知 A c t i v e 的 浏 览 器 ， 它 通 过 由 H T M L
文 档 中 的 O B J E C T 标 记 指 定 的 类 标 识 符 来 定 位 控 件 。

n  V i s u a l  C + + 对 话 编 辑 器 ，当 它 被 放 入 开 发 环 境 下 的 一 个 对 话 中 时 ，创 建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

n  H o u r 程 序 这 样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 它 可 以 在 运 行 时 嵌 入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许 可 证 方 案 可 以 阻 止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未 经 授 权 便 使 用 控 件 ， 但 是 ， 阻 止 哪 一 个 包
容 器 呢 ?在 我 们 的 方 案 中 ， 当 U s e r 连 同 显 示 A u t h o r 的 控 件 的 H T M L 指 令 一 起 下



载 该 控 件 的 时 候 ， U s e r 的 浏 览 器 必 须 能 够 自 由 运 行 该 控 件 ， 而 不 必 使 用 许 可 证 。
访 问 应 该 仅 仅 限 制 到 列 表 中 的 其 他 两 种 类 型 的 包 容 器 ：也 就 是 开 发 程 序 (像 V i s u a l
C + + )和 以 及 它 们 所 创 建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像 H o u r )。

当 W e b m a s t e r 决 定 开 发 使 用 A u t h o r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时 候 。 应 该 考 虑 一 连 串 的
事 件 。 为 了 创 建 应 用 程 序 ， W e b m a s t e r 运 行 一 个 W i n d o w s 开 发 程 序 ， 例 如 V i s u a l
C + + 或 V i s u a l  B a s i c。 这 个 程 序 设 计 要 求 应 用 程 序 在 对 话 框 中 显 示 控 件 ， 因 此 ，
W e b m a s t e r 使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本 身 就 是 包 容 器 创 建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 并 在 该 对 话 中
显 示 它 。 这 个 时 候 ， 叫 做 设 计 阶 段 ， 许 可 证 问 题 便 出 现 了 。 在 创 建 控 件 实 例 的 过
程 中 ， 开 发 程 序 将 调 用 该 控 件 的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L i c 方 法 ， 其 中 的
参 数 为 N U L L ，控 件 通 过 仅 仅 在 确 认 许 可 证 存 在 之 后 返 回 到 接 口 的 一 个 指 针 来 响
应 该 函 数 (过 一 会 儿 ， 我 们 将 看 到 是 如 何 响 应 的 )。

既 然 W e b m a s t e r 被 授 权 可 以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使 用 该 控 件 ，那 么 许 可 证 验 证 将 获 得 成
功 ， 对 话 编 辑 器 可 以 创 建 该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 W e b m a s t e r 完 成 应 用 程 序 的 开 发 ，
并 将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副 本 出 售 给 U s e r。 作 为 软 件 包 的 一 部 分 ， W e b m a s t e r 提 供 一 个
安 装 程 序 ，用 来 在 U s e r 的 硬 盘 上 放 置 A u t h o r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副 本 ，并 注 册 它 。
尽 管 U s e r 从 来 没 有 与 A u t h o r 一 起 签 订 过 许 可 证 协 议 ， 新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将 在
运 行 时 成 功 地 创 建 控 件 对 象 的 一 个 实 例 (这 个 处 理 过 程 过 一 会 再 解 释 )。 这 叫 做 许
可 证 验 证 的 运 行 阶 段 。

现 在 ，让 我 们 来 考 虑 一 下 当 U s e r (恰 好 又 是 程 序 员 )试 图 创 建 嵌 有 A u t h o r 控 件 的 另



一 个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的 时 候 ，会 有 什 么 事 情 像 以 前 一 样 发 生 。U s e r 的 开 发 程 序 调
用 控 件 的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L i c 方 法 ， 但 这 次 ， 控 件 检 测 到 U s e r 没 有
拥 有 许 可 证 ， 因 此 也 就 不 允 许 这 一 创 建 企 图 。 有 决 心 的 U s e r 可 以 在 没 有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帮 助 下 开 发 应 用 程 序 ，但 是 ，完 成 之 后 的 应 用 程 序 不 再 能 够 创 建 该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未 经 授 权 的 控 件 中 的 许 可 证 验 证 代 码 既 在 设 计 时 使 用 ， 又 在 运 行 时 使
用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添 向 控 件 项 目 的 代 码 可 以 实 现 类 似 刚 才 介 绍 的 许 可 证 方 案 。 下 一
节 将 解 释 该 方 案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

C o n t r o l W izard 许 可 证 支 持

如 图 9 - 2 所 示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初 始 屏 幕 提 供 了 对 许 可 证 协 议 的 支 持 。如 果 你 为
新 控 件 要 求 运 行 时 间 许 可 证 ， 那 么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将 生 成 额 外 的 源 代 码 和 文 本
文 件 ，它 们 一 起 可 以 保 证 使 你 的 控 件 将 只 被 经 过 授 权 的 人 使 用 。文 本 文 件 是 带 有
L I C 扩 展 名 的 文 档 ， 包 含 如 下 文 字 。

C o p y r i g h t  ( c )  1 9 9 8  a u t h o r

W a r n i n g :   T h i s  p r o d u c t  i s  l i c e n s e d  t o  y o u  p u r s u a n t  t o  t h e  t e r m s  o f  t h e



l i c e n s e  a g r e e m e n t  i n c l u d e d  w i t h  t h e  o r i g i n a l  s o f t w a r e ,  a n d  i s

p r o t e c t e d  b y  c o p y r i g h t  l a w  a n 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 r e a t i e s .   U n a u t h o r i z e d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o r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m a y  r e s u l t  i n  s e v e r e  c i v i l  a n d  c r i m i n a l

p e n a l t i e s ,  a n d  w i l l  b e  p r o s e c u t e d  t o  t h e  m a x i m u m  e x t e n t  p o s s i b l e  u n d e r

t h e  l a w .

在 许 可 证 的 第 一 行 中 ， 单 词 a u t h o r 代 表 你 的 用 户 名 或 公 司 名 。 像 这 样 一 个 由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实 现 的 基 于 文 件 的 许 可 证 方 案 ， 当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在 设 计 时 添 加
该 控 件 的 时 候 ， 需 要 L I C 文 档 与 控 件 O C X 文 件 存 在 于 同 一 目 录 之 中 。 由 于 这 个
原 因 ，A u t h o r 必 须 向 W e b m a s t e r 分 发 这 个 L I C 文 本 文 件 ，以 便 W e b m a s t e r 可 以 创
建 使 用 该 控 件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但 许 可 证 的 期 限 阻 止 了 W e b m a s t e r 将 该 文 档 重
新 分 发 给 别 人 。用 户 不 需 要 L I C 文 件 便 可 运 行 W e b m a s t e r 的 应 用 程 序 ，并 或 在 浏
览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在 主 项 目 文 件 夹 中 放 置 L I C 文 件 的 主 副 本 。 当 V i s u a l  C + +创 建
这 个 O C X 文 件 的 时 候 ， 它 将 这 个 L I C 文 件 从 主 文 件 夹 复 制 到 O C X 文 件 驻 留 的
R e l e a s e 或 D e b u g 文 件 夹 ，因 此 ，最 终 一 个 项 目 可 能 有 两 三 个 许 可 证 文 件 的 副 本 。
在 创 建 O C X 文 件 之 前 ， 应 当 制 订 文 件 主 副 本 的 更 改 方 案 ， 以 便 所 有 的 副 本 保 持
最 新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添 加 到 项 目 的 源 代 码 由 两 个 函 数 组 成 ， 一 个 叫 做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它 可 以 从 该 控 件 的 O C X 文 件 中 检 索 到 一 个 独 一 无 二 的 密 码 或 关 键 字 ， 另 一 个 函
数 叫 做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它 为 许 可 证 文 本 文 件 的 存 在 检 查 用 户 磁 盘 的 指 定 位
置 。一 个 名 为 L i c e n s e 什 么 都 不 做 的 项 目 ，演 示 了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是 如 何 把 这 两 个
函 数 添 加 到 控 件 的 类 源 代 码 之 中 的 。 你 没 有 必 要 自 己 创 建 L i c e n s e 项 目 ， 因 为 不
在 这 里 开 发 控 件 。 它 的 作 用 仅 仅 是 使 得 如 下 讨 论 更 加 容 易 ， 同 时 用 来 阐 述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的 许 可 证 方 案 。

下 面 是 这 两 个 函 数 的 源 代 码 清 单 ，它 取 自 该 项 目 的 L i c e n s e C t l . c p p 实 现 文 件 (第 三
行 上 的 _ s 2 L i c S t r i n g 文 字 根 据 系 统 不 同 而 有 所 不 同 )。

s t a t i c  c o n s t  T C H A R  B A S E D _ C O D E  _ s z L i c F i l e N a m e [ ]  =  _ T ( " L i c e n s e . l i c " ) ;

s t a t i c  c o n s t  W C H A R  B A S E D _ C O D E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 ]  =

    L " C o p y r i g h t  ( c )  1 9 9 8  W i t z e n d  S o f t w a r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 :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F a c t o r y : :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



/ /  C h e c k s  f o r  e x i s t e n c e  o f  a  u s e r  l i c e n s e

B O O L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 :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F a c t o r y : :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 )

{

    r e t u r n  A f x V e r i f y L i c F i l e ( A f x G e t I n s t a n c e H a n d l e ( ) ,  _ s z L i c F i l e N a m e ,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 :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F a c t o r y : :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



/ /  R e t u r n s  a  r u n t i m e  l i c e n s i n g  k e y

B O O L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 : C L i c e n s e C t r l F a c t o r y : :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 D W O R D  d w R e s e r v e d ,

    B S T R  F A R *  p b s t r K e y )

{

     i f  ( p b s t r K e y  = =  N U L L )

     r e t u r n  F A L S E ;

    * p b s t r K e y  =  S y s A l l o c S t r i n g (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 ;



r e t u r n  ( * p b s t r K e y  ! =  N U L L ) ;

}

在 设 计 时 ， 当 开 发 程 序 企 图 将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插 入 到 包 容 器 项 目 时 ， 也 就 是 当
对 话 编 辑 器 向 正 在 开 发 中 的 对 话 添 加 控 件 的 时 候 ，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和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函 数 均 被 调 用 。 当 开 发 完 成 ， 而 且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已 经 建 立 并 执
行 的 时 候 ， 它 在 运 行 时 创 建 控 件 实 例 的 企 图 ， 会 导 致 了 再 调 用 该 控 件 的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函 数 。 让 我 们 分 别 考 查 一 下 这 两 种 情 形 ， 首 先 看 一 看 在 设 计 时 控
件 是 如 何 为 开 发 程 序 验 证 许 可 证 的 存 在 的 。

设 计 时 间 许 可 证 验 证

通 过 调 用 控 件 的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L i c 方 法 ， 开 发 程 序 事 实 上 是 在 说 ：
“ 如 果 有 效 许 可 证 存 在 ，就 创 建 控 件 的 一 个 新 实 例 ，并 返 回 一 个 指 向 该 实 例 接 口
的 指 针 ”。 该 控 件 的 工 作 便 是 验 证 许 可 证 的 存 在 。 当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L i c 被 调 用 的
时 候 ，框 架 将 调 用 路 由 到 控 件 的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函 数 ，该 函 数 用 来 确 认 L I C 许
可 证 文 件 与 控 件 O C X 文 件 存 在 于 同 一 目 录 之 中 ， 而 且 ， 该 文 件 的 第 一 行 与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参 数 的 内 容 相 匹 配 。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参 数 就 是 人 们 所 熟 知 的 许 可 证 关 键
字 。



如 果 L I C 文 件 存 在 ， 并 且 包 含 正 确 的 许 可 证 关 键 字 ， 那 么 ，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将
返 回 值 T R U E， 允 许 开 发 程 序 为 正 在 开 发 之 中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实 例 。开 发 程 序 下 一 步 调 用 控 件 的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 : R e l e s t L i c k e y 方 法 。这 个 调
用 以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结 束 ，该 函 数 是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向 控 件 源 代 码 添 加 的 两 个 函 数
中 的 第 二 个 。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将 返 回 控 件 的 _ s z L i c e n s e K e y 关 键 字 的 一 个 副 本 ， 开
发 程 序 将 它 嵌 入 在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之 中 。当 我 们 谈 到 运 行 时 间 许 可
证 的 时 候 ， 我 们 还 将 看 到 为 什 么 包 容 器 需 要 它 自 己 的 关 键 字 副 本 。

如 果 控 件 没 有 在 与 O C X 文 件 相 同 的 目 录 中 找 到 L I C 文 件 ， 或 者 ， 如 果 该 许 可 证
文 件 的 第 一 行 已 经 被 改 变 了 ， 那 么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将 返 回 FA L S E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开 发 程 序 将 显 示 一 条 解 释 该 问 题 的 错 误 信 息 。 例 如 ， 下 面 是 当 L i c e n s e L i c
文 件 被 改 变 或 重 命 名 之 后 ，V i s u a l  C + + 是 如 何 处 理 这 种 情 形 的 (如 果 你 想 自 己 试 一
试 ， 一 定 要 在 包 含 O C X 文 件 的 子 文 件 夹 中 改 变 L i c e n s e L i c 文 件 ， 因 为 在 控 件 创
建 之 后 ， 改 变 项 目 文 件 夹 中 的 主 副 本 是 没 有 任 何 效 果 的 )。 假 定 你 正 在 开 发 一 个
叫 做 D e m o C o n t a i n e r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并 且 希 望 把 L i c e n s e  A c t i v e X 控 件 添 加 到
D e m o C o n t a i n e r 的 A b o u t 框 ， 请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加 载 A b o u t 框 资 源 ， 并 在 工 作 区
内 右 击 来 显 示 该 编 辑 器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I n s e r t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命 令 ， 然 后 从 图 9-5 所 示 的 列 表 中 选 择 L i c e n s e  C o n t r o l。



图 9 - 5   向 包 容 器 项 目 插 入 L i c e n s e 控 件



对 话 编 辑 器 企 图 创 建 L i c e n s e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 这 导 致 了 一 系 列 的 函 数 调 用 。 编
辑 器 首 先 调 用 控 件 的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L i c 方 法 ， 该 方 法 依 次 调 用 控
件 的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函 数 ，该 函 数 调 用 框 架 的 A f x V e r i f y L i c F i l e 函 数 。这 个 M F C
函 数 读 取 由 s z L i c e n s e N a m e 字 符 串 (这 里 是 L i c e n s e L i c )来 标 识 的 文 件 ，如 果 该 文 件
存 在 的 话 ， 将 它 的 第 一 行 与 包 含 在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中 的 许 可 证 关 键 字 进 行 比 较 。 如
果 文 件 不 存 在 ， 或 第 一 行 与 许 可 证 关 键 字 不 匹 配 ， A f x V e r i f y L i c F i l e 将 返 回 值
F A L S E， 来 禁 止 对 象 创 建 。 结 果 会 出 现 V i s u a l  C + +的 一 条 错 误 信 息 ， 来 解 释 为 何
失 败 ：



运 行 时 间 许 可 证

如 果 许 可 证 文 件 存 在 ， 并 且 ，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函 数 返 回 了 值 T R U E， 那 么 开 发
程 序 将 成 功 地 创 建 控 件 实 例 ，并 将 控 件 类 的 源 文 件 插 入 到 包 容 器 项 目 之 中 。直 到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被 创 建 并 成 为 可 执 行 程 序 之 后 ， 才 发 生 下 一 次 有 效 许 可 证 的 验
证 。

当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运 行 ， 并 试 图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一 个 实 例 的 时 候 ， 它 还 调 用
该 控 件 的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l i c 方 法 。 但 是 与 开 发 程 序 在 设 计 时 间 为
第 四 个 参 数 传 递 的 N U L L 值 不 同 ，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一 个 指 向 它 的 许 可 证 关 键 字
副 本 的 指 针 。 这 个 字 符 串 与 开 发 程 序 从 控 件 的 G e t L i c e n s e k e y 函 数 获 得 并 放 在 应
用 程 序 的 数 据 之 中 的 字 符 中 是 相 同 的 。 对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L i c 的 调 用 即 ：“ 创 建 控



件 的 一 个 新 实 例 ， 这 里 是 证 明 我 是 一 个 经 过 授 权 的 包 容 器 的 证 据 。” 控 件 将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中 它 自 己 的 许 可 证 关 键 字 副 本 与 包 容 器 递 交 的 副 本 进 行 比 较 ，验 证 匹
配 ， 并 允 许 创 建 操 作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框 架 不 调 用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函 数 ， 这 就
是 当 应 用 程 序 在 U s e r 的 机 器 上 运 行 时 ， 为 什 么 不 需 要 L I C 文 件 的 原 因 。 仅 仅 是
W e b m a s t e r 机 器 上 的 开 发 程 序 而 不 是 完 成 后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过 需 要 许 可 证 。

为 了 获 得 更 多 的 保 护 ， 改 变 许 可 证 L I C 文 件 的 第 一 行 ，使 文 字 更 具 体 些 。但 是 要
对 源 代 码 中 的 _ s z L i c S t r i n g 字 符 数 组 做 出 相 同 的 改 变 ， 否 则 ，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将 识 别 不 了 这 个 文 本 文 件 。你 还 可 能 考 虑 修 改 这 里 介 绍 的 基 于 文 件 的 许 可 证 方 案
来 依 靠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而 不 是 L I C 文 本 文 件 的 关 键 字 。这 将 需 要 为 搜 索 注 册 表 简 单
地 重 写 一 下 V e r i f y U s e r L i c e n s e 函 数 ， 而 且 ， 还 要 假 定 已 经 安 装 了 程 序 ， 来 为 授 权
的 许 可 证 注 册 关 键 字 。

例 1： 什 么 都 不 做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在 开 始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开 发 之 前 ， 我 们 应 该 清 楚 地 了 解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对 项 目 的
巨 大 贡 献 。 最 好 的 办 法 是 运 行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并 从 生 成 的 源 文 件 中 创 建 一 个 什
么 都 不 做 的 控 件 。 正 如 我 们 将 要 在 下 一 节 中 所 看 到 的 ， 创 建 一 个 有 用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需 要 做 一 些 工 作 ，并 且 需 要 进 行 一 定 数 量 的 讨 论 ，所 有 这 些 都 使 得 在 开 始 编
写 代 码 之 前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已 经 为 工 作 控 件 生 成 了 所 有 必 要 的 源 文 件 这 一 事 实
不 那 么 明 朗 了 。 留 给 开 发 者 的 任 务 通 常 只 是 装 饰 一 下 现 有 的 控 件 ， 其 工 作 已 不 如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那 样 多 了 。 从 一 开 始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创 建 就 可 以 在 一 个 包 容 器
中 运 行 ， 显 示 它 自 己 的 窗 口 ， 当 它 的 窗 口 被 移 动 或 调 整 之 后 ， 做 出 合 适 的 反 应 ，
显 示 A b o u t 框 ， 并 显 示 它 的 属 性 表 的 模 型 。 不 过 ， 该 控 件 所 执 行 的 没 有 一 件 是 有
用 的 工 作 ， 因 为 它 没 有 触 发 事 件 ， 导 出 自 定 义 方 法 或 包 含 属 性 。



图 9 - 6   由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默 认 A c t i v e X 控 件



创 建 如 图 9 - 6 所 示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不 需 要 任 何 编 程 。 如 果 你 愿 意 进 行 实 验 ， 可 以
像 以 前 解 释 的 那 样 通 过 运 行 M F C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来 创 建 一 个 空 项 目 ，将 项 目 的 配
置 改 为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从 所 生 成 的 源 文 件 中 创 建 控 件 。 像 任 何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一
样 ， 结 果 可 能 只 通 过 像 第 8 章 中 介 绍 的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这 样 的 执 行 包 容
器 来 加 载 。 从 T o o l s 菜 单 中 启 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调 用 它 的 N e w  C o n t r o l 工 具 ， 为
新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搜 索 列 表 。 该 控 件 与 项 目 具 有 相 同 的 名 字 ， 作 为 D e m o 控 件 或
某 些 类 似 的 东 西 出 现 在 列 表 之 中 。将 该 控 件 插 入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然 后 通 过 双 击 该
控 件 的 窗 口 边 框 或 通 过 单 击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按 钮 ， 来 打 开 如 图 9 - 6 所
示 的 默 认 属 性 表 。 如 果 想 显 示 控 件 的 A b o u t 框 ， 请 选 中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工 具 ， 并
单 击 I n v o k e 按 钮 。 完 成 实 验 之 后 ， 退 出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并 关 闭 项 目 。 注 册 表 中 的
控 件 条 目 可 以 永 远 保 持 ，而 不 受 损 害 ，但 在 从 系 统 中 删 除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之 前 ，
最 好 是 清 理 一 下 注 册 表 。 运 行 第 8 章 中 介 绍 的 R e g s r v 3 2 实 用 程 序 ， 并 包 括 / u 开
关 来 取 消 对 该 控 件 的 注 册 ：

r e g s v r 3 2 / u  \ d e m o \ r e l e a s e \ d e m o . o c x



该 实 用 程 序 通 过 显 示 一 个 消 息 框 来 指 示 成 功 ：

当 控 件 被 成 功 地 取 消 注 册 之 后 ， 就 可 以 删 除 项 目 文 件 了 。



一 个 名 为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O n D r a w 的 过 载 成 员 函 数 用 于 绘 制 如 图 9-6 所 示 的 控 件 窗
口 。与 由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所 生 成 的 一 样 ，O n D r a w 函 数 在 白 色 矩 形 内 部 显 示 一 个 椭
圆 ：

v o i d  C D e m o C t r l : : O n D r a w (

                C D C *  p d c ,  c o n s t  C r e c t &  r c B o u n d s ,  c o n s t  C R e c t &  r c I n v a l i d )

{

    p d c - > F i l l R e c t ( r c B o u n d s ,

         C B r u s h : : F r o m H a n d l e ( H B R U S H ) G e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W H I T E _ B R U S H ) ) ) ;

    p d c - > E l l i p s e ( r c B o u n d s ) ;

}

当 你 开 发 使 用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时 候 ， 这 个 函 数 是 你 开 始 的
首 选 位 置 之 一 。 我 们 使 用 一 个 范 例 函 数 ， 演 示 了 如 何 重 写 O rD r a w 函 数 ， 来 显 示



一 个 含 义 更 加 丰 富 的 控 件 窗 口 。

例 2：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本 节 将 对 前 一 节 的 内 容 进 行 扩 展 ， 展 示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项 目 ， 用 来 说 明 如 何 从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开 始 ，来 开 发 一 个 有 用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我 已 经 将 其 命 名 为 T o w e r，
因 为 它 是 汉 诺 塔 （ T o w e r  o f  H a n o i） 难 题 的 变 种 ， 这 个 难 题 由 十 九 世 纪 法 国 数 学
家 E d o u a r d  L u c a s 提 出 。 图 9 - 7 显 示 了 T o w e r 控 件 出 现 在 对 话 中 的 情 形 ， 它 显 示
为 分 为 三 层 的 矩 形 窗 口 。游 戏 的 目 的 是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从 第 一 个 窗 格 中 拖 动 几 个 新
块 ， 并 将 其 重 新 安 装 在 第 三 个 窗 格 之 中 。你 可 以 从 任 何 一 个 窗 格 向 另 一 个 窗 格 移
动 单 个 新 块 ， 但 不 能 把 大 块 放 在 小 块 之 上 。

尽 管 仅 仅 是 个 游 戏 ， 但 是 T o w e r 控 件 显 示 了 一 个 典 型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所 有 标 志 。
T o w e r 包 含 库 存 和 自 定 义 属 性 ， 可 以 导 出 方 法 ， 以 及 触 发 事 件 ， 来 让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知 道 游 戏 的 当 前 状 态 。 在 本 章 稍 后 ， 我 们 将 使 用 T e x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来
在 控 件 发 生 时 监 视 它 们 的 状 态 。



图 9 - 7   嵌 入 典 型 的 对 话 中 的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如 果 你 愿 意 自 己 创 建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按 如 下 步 骤 进 行 ，其 中 解 释 了 操 作 。
不 过 ， 讨 论 不 是 专 门 针 对 T o w e r 项 目 的 ， 而 且 同 时 也 搜 索 了 你 在 建 立 自 己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时 可 能 想 考 虑 的 一 些 替 代 方 法 。 第 一 步 是 运 行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创 建 项 目 ， 后 四 步 是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向 T o w e r 项 目 添 加 属 性 、 方 法 、 事 件 和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第 六 步 是 为 控 件 创 建 一 个 简 单 的 属 性 页 。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存



根 代 码 就 位 之 后 ，第 七 步 是 展 示 如 何 为 了 运 行 第 八 步 中 创 建 和 测 试 的 控 件 而 用 其
他 代 码 来 充 实 程 序 。 图 9 - 7 中 显 示 的 G a m e 程 序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包 容 器 ， 编 写 它 的
目 的 只 是 为 了 演 示 T o w e r。它 是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帮 助 下 创 建 的 基 于 对 话 的 应 用 程
序 ， 与 前 一 章 中 介 绍 的 H o u r 程 序 有 些 类 似 。 因 为 我 们 已 经 研 究 过 了 这 种 类 型 的
程 序 ， 所 以 ， 本 节 仅 仅 简 单 提 及 一 下 G a m e 。 你 将 在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o q 文 件 夹 中 找 到 T o w e r 和 G a m e 包 容 器 程 序 的 源 代 码 。

步 骤 1： 创 建 T o w e r项 目

T o w e r 项 目 是 通 过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诞 生 的 。 通 过 单 击 Fi le 菜 单 上 的 N e w
命 令 激 活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然 后 单 击 P r o j e c t s 选 项 卡 ，并 选 择 如 图 9 - 1 所 示 的 M F C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图 标 。 键 入 T o w e r 作 为 项 目 名 ， 并 接 受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第
二 步 中 的 默 认 设 置 。

步 骤 2： 添 加 属 性

T o w e r 控 件 有 五 个 属 性 ， 名 字 分 别 为 C a p t i o n， F o n t， F o r e C o l o r， B a c k C o l o r 和
C u r n e n t B l o c k 。 头 四 个 用 于 确 定 在 T o w e r 窗 口 的 顶 部 显 示 的 标 题 文 字 和 外 观 的 库
存 属 性 。 在 启 动 的 时 候 ， 控 件 将 标 题 文 字 初 始 化 为 “ T o w e r”。 但 是 ， 如 果 需 要 的
话 ， 包 容 器 可 以 在 C a p t i o n 属 性 中 指 定 新 文 字 。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是 包 含 有 代 表 被 拖
动 块 的 整 数 值 的 C u r s o r 属 性 。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中 整 数 值 的 范 围 是 从 代 表 最 小 块 的 0



到 代 表 最 大 块 的 6。因 为 包 容 器 没 有 理 由 改 变 这 个 值 ，所 以 T o w e r 将 C u r r e n t b l a c k
作 为 只 读 属 性 来 保 持 。

在 像 T o w e r 这 样 的 M F C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指 定 属 性 ， 需 要 各 种 宏 的 精 确 放 置 和 取
名 ， 因 此 ， 这 项 工 作 最 好 留 给 C l a s s W i z a r d 去 做 。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A u t o m a t i o n
选 项 卡 中 ，单 击 A d d  P r o p e r t y（ 添 加 属 性 ）按 钮 来 打 开 A d d  P r o p e r t y 对 话 (图 9 - 8 )，
然 后 单 击 E x t e r n a l  N a m e（ 外 部 名 称 ） 框 中 的 箭 头 来 显 示 一 个 库 存 属 性 列 表 。 通
过 从 列 表 中 选 中 它 ， 来 向 项 目 添 加 库 存 属 性 。 如 果 想 指 定 C u s t o m 属 性 ， 请 键 入
库 存 名 字 列 表 之 中 没 有 的 任 何 外 部 名 字 。



图 9 - 8   从 A u t o m a t i o n 选 项 卡 中 调 用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A d d  P r o p e r t y 对 话

利 用 I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实 现 ） 组 框 中 的 S t o c k 单 选 按 钮 ， 可 以 明 确 地 指 定 一 个 属



性 是 库 存 的 ， 还 是 自 定 义 的 。 但 是 ， 当 你 选 中 库 存 属 性 的 时 候 ， 该 按 钮 是 默 认 设
置 的 。 标 签 为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和 G e t / S e t  M e t h o d s 的 单 选 按 钮 仅 用 于 自 定 义 属
性 ， 为 控 件 将 自 定 义 属 性 展 现 给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两 个 选 择 。 如 果 你 想 使 客
户 到 该 属 性 的 访 问 不 受 限 制 ， 请 在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单 选 按 钮 处 进 行 设 置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将 为 客 户 可 以 通 过 属 性 页 改 变 的 属 性 创 建 一 个 变 量 ， 并 且 还 可 以 在
包 容 器 改 变 了 属 性 的 时 候 ， 产 生 一 个 简 单 的 通 知 来 让 控 件 知 道 。如 果 你 的 控 件 不
需 要 这 个 通 知 ， 可 以 清 除 文 本 框 ， 以 阻 止 函 数 的 生 成 ， 这 样 可 以 减 少 开 销 量 。

为 了 对 包 容 器 如 何 (或 何 时 )可 以 读 或 写 自 定 义 属 性 进 行 最 大 限 度 的 控 制 ， 请 单 击
G e t / S e t  M e t h o d s 单 选 按 钮 。 该 操 作 将 指 示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为 一 对 包 容 器 可 以 为 了 读
或 写 属 性 而 调 用 的 方 法 生 成 源 代 码 。 如 果 想 检 索 属 性 的 当 前 值 ，包 容 器 可 以 调 用
相 应 的 获 取 方 法 ； 如 果 想 设 置 新 值 ， 包 容 器 可 以 调 用 S e t 方 法 。 你 可 以 通 过 省 略
S e t 方 法 将 属 性 设 为 只 读 ， 或 通 过 省 略 G e t 方 法 ， 而 将 属 性 设 为 只 读 。 不 过 ， 打
开 G e t / S e t  M e t h o d s 单 选 按 钮 至 少 需 要 定 义 一 种 方 法 ， 来 使 得 该 属 性 对 于 包 容 器
来 说 是 可 见 的 。

我 们 可 以 接 受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为 T o w e r 的 库 存 属 性 所 做 的 默 认 设 置 。如 图 9 - 8 所 示 。
选 中 C a p t i o n 库 存 属 性 将 自 动 打 开 S t o c k 单 选 按 钮 ， 并 导 出 函 数 G e t T e x t 和
S e t T e x t， 以 允 许 包 容 器 读 和 写 T o w e r 的 当 前 标 题 。 这 是 M F C 帮 助 进 行 A c t i v e X
控 件 轻 松 编 程 的 几 种 方 法 之 一 ： G e t T e x t 和 S e t T e x t 方 法 是 框 架 的 C O l e C o n t r o l 对
象 的 成 员 ， 因 此 ， 我 们 只 需 要 单 击 它 ， 随 后 ， 便 可 以 忽 略 它 们 。 框 架 承 担 了 维 护
C a p t i o n 属 性 ， 并 通 过 G e t T e x t 和 S e t T e x t 函 数 导 出 到 容 器 的 所 有 工 作 。 这 两 个 函



数 从 T e x t 库 存 属 性 中 获 取 它 们 的 名 字 ， 在 该 属 性 中 ， C a p t i o n 仅 仅 是 一 个 别 名 ）。
单 击 O K 按 钮 将 C a p t i o n 属 性 添 加 到 T o w e r 控 件 ， 然 后 ， 重 复 相 同 的 步 骤 来 添 加
F o n t， F o r e F o n t 和 B a c k C o l o r 库 存 属 性 。

如 果 仅 仅 添 加 T o w e r 的 自 定 义 属 性 ， 请 第 五 次 进 入 A d d  P r o p e r t y 对 话 框 ， 并 且 键
入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作 为 外 部 名 字 ， 为 它 分 配 s h o r t 类 型 。 不 是 接 受 建 议 的 通 知 函 数
O n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C h a n g e d ， 而 是 单 击 G e t / S e t  M e t h o d s 单 选 按 钮 。 C l a s s W i z a r d 将 自
动 分 配 名 为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和 S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的 函 数 。 但 是 ， 既 然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C u s t o m 属 性 对 于 包 容 器 来 说 应 呈 现 为 只 读 ，因 此 应 清 除 S e t  F u n c t i o n
框 ， 以 便 不 再 将 S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添 加 到 控 件 类 。 嵌 入 了 T o w e r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现 在 已 没 有 办 法 改 变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 尽 管 它 可 以 在 任 何 时 候 调 用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 查 询 控 件 ， 找 出 属 性 的 当 前 值 。

单 击 A d d  P r o p e r t y 对 话 中 的 O K 按 钮 ， 将 导 致 C l a s s W i z a r d 在 T o w e r C t l . c p p 文 件
中 为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函 数 编 写 存 根 代 码 。 图 9-9 显 示 了 在 指 定 了 五 个 属 性 之 后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样 子 。 靠 近 外 部 名 字 的 “ S ” 和 “ C ” 代 码 用 来 指 示 该 属 性
是 库 存 的 ， 还 是 自 定 义 的 。



图 9 - 9   向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添 加 属 性



步 骤 3： 添 加 方 法

从 技 术 上 讲 ， 我 们 已 经 向 T o w e r 项 目 添 加 了 一 种 方 法 。 在 前 一 节 中 生 成 的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函 数 就 是 一 种 方 法 。也 就 是 说 ，它 是 包 容 器 可 以 通 过 接 口 调 用 的
导 出 函 数 。 在 这 里 ， 我 们 将 添 加 另 一 个 名 为 R e s e t 的 方 法 。 R e s e t 函 数 为 包 容 器
指 示 控 件 去 重 启 动 游 戏 提 供 了 一 种 方 法 。 图 9 - 7 中 的 G a m e 程 序 演 示 了 应 用 程 序
是 如 何 使 用 该 特 征 的 ， 当 用 户 单 击 对 话 的 R e s e t 按 钮 时 ， 将 调 用 T o w e r 的 R e s e t
方 法 。

还 是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A u t o m a t i o n 选 项 卡 中 ，单 击 A d d  M e t h o d 按 钮 ，并 键 入 R e s e t
作 为 外 部 名 字 。 选 择 Void 为 返 回 类 型 ， 因 为 R e s e t 不 返 回 值 。R e s e t 也 没 有 参 数 ，
但 如 果 有 的 话 ， 将 通 过 双 击 的 标 签 为 P a r a m e t e r  L i s t (参 数 列 表 )的 框 的 N a m e 列 ，
并 键 入 函 数 参 数 来 指 定 ，每 行 一 个 参 数 。在 下 节 中 ，当 我 们 添 加 T o w e r 的 事 件 时 ，
还 要 做 类 似 的 工 作 。

单 击 O K 返 回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 该 对 话 现 在 在 外 部 名 字 列 表 中 列 出 了 R e s e t 方
法 。“ M ” 前 缀 将 R e s e t 作 为 一 种 方 法 来 进 行 标 识 。

步 骤 4： 添 加 事 件

下 面 介 绍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的 A c t i v e X  E v e n t s （ A c t i v e X 事 件 ） 选 项 卡 ， 并 单 击



A d d  E v e n t 按 钮 ， 来 打 开 如 图 9 - 1 0 所 示 的 A d d  E v e n t 对 话 框 。 我 们 还 要 向 T o w e r
控 件 添 加 一 个 库 存 事 件 和 四 个 C u s t o m 事 件 ， 它 们 共 同 使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能 够 了
解 T o w e r 控 件 中 所 发 生 的 事 情 。库 存 事 件 是 C l i c k，可 以 从 A d d  E v e n t 对 话 E x t e r n a l
N a m e 框 中 的 下 拉 式 列 表 中 选 中 它 。C l i c k 事 件 用 于 通 知 包 容 器 T o w e r 窗 口 什 么 时
候 以 及 在 哪 里 发 生 了 鼠 标 单 击 。单 击 O K 按 钮 ，然 后 第 二 次 打 开 A d d  E v e n t 对 话 ，
并 为 该 控 件 的 第 一 个 C u s t o m 事 件 键 入 外 部 名 字 F r o m P a n e l。 无 论 何 时 用 户 选 中
面 板 中 的 一 块 ， T o w e r 控 件 都 将 通 过 调 用 F i r e F r o m P a n e l 函 数 来 触 发 F r o m P a n e l
事 件 。 F i r e F r o m P a n e l 调 用 客 户 中 的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向 它 传 递 一 个 从 0 到 2
的 单 一 参 数 ，这 一 参 数 是 用 来 标 识 从 中 拖 出 块 的 面 板 。通 过 双 击 标 签 为 P a r a m e t e r
L i s t 的 列 表 框 中 的 蓝 色 区 域 展 现 新 条 目 框 来 指 定 函 数 的 参 数 。 在 新 条 目 框 中 ， 键
入 代 表 参 数 名 的 n P a n e l， 并 接 受 默 认 的 类 型 s h o r t， 如 图 9 - 1 0 所 示 。

下 一 个 C u s t o m 事 件 叫 做 T o P a n e l， 它 与 F r o m P a n e l 类 似 ， 有 一 个 类 型 为 s h o r t 的
单 一 参 数 n P a n e l。 当 用 户 放 下 块 的 时 候 ， T o w e r 触 发 T o P a n e l 事 件 ， 通 过 n P a n e l
参 数 表 明 三 个 面 板 中 哪 一 个 接 受 了 放 置 操 作 。 第 三 个 自 定 义 事 件 叫 做 E r r o r， 当
用 户 企 图 在 小 块 上 面 放 置 大 块 的 时 候 ， T o w e r 将 触 发 它 ， 来 通 知 包 容 器 这 是 无 效
的 移 动 。 E r r o r 没 有 参 数 表 ， 因 此 ， 只 需 在 E x t e r n a l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它 ， 并 单 击
O K ， 返 回 到 主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即 可 。



图 9 - 1 0   为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指 定 自 定 义 事 件 及 其 参 数



E r r o r 是 包 括 在 外 部 名 字 下 拉 式 列 表 之 中 的 库 存 事 件 的 名 字 。在 E x t e r n a l  N a m e 框
中 键 入 它 ， 而 不 是 从 列 中 选 中 它 ， 表 明 c l a s s W i z a r d 应 该 把 这 个 事 件 视 为 自 定 义
的 。 这 就 演 示 了 如 何 可 以 使 用 库 存 事 件 名 以 及 它 的 调 度 标 识 符 用 于 自 定 义 事 件 。
因 为 E r r o r 库 存 事 件 至 少 需 要 七 个 参 数 ， 因 此 ， 通 过 使 用 自 定 义 事 件 ， 而 不 是 库
存 事 件 ， 可 以 简 化 用 于 控 件 及 其 包 容 器 的 代 码 。

第 四 个 也 就 是 最 后 一 个 自 定 义 事 件 是 W i n n e r， 它 用 来 通 知 包 容 器 ， 用 户 已 成 功
地 将 最 后 一 块 移 入 了 控 件 的 第 三 个 面 板 ， 从 而 赢 得 了 这 场 游 戏 。 与 自 定 义 E r r o r
事 件 类 似 ， W i n n e r 没 有 参 数 表 。
图 9-11 显 示 了 在 添 加 了 T o w e r 的 五 个 事 件 之 后 对 话 的 A c t i v e X  E v e n t s 选 项 卡 的
样 子 。

正 如 在 前 一 章 中 所 提 及 的 ，包 容 器 不 需 要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触 发 的 所 有 事 件 提 供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例 如 ， G a m e 包 容 器 程 序 将 忽 略 T o w e r 的 C l i c k 库 存 事 件 ， 而 仅 仅
处 理 自 定 义 事 件 ，来 在 事 件 发 生 的 时 候 更 新 状 态 窗 口 。控 件 设 计 者 必 须 预 料 到 包
容 器 可 能 需 要 的 信 息 类 型 ， 并 且 提 供 事 件 来 传 达 该 信 息 ， 同 时 允 许 同 一 个 包 容 器
忽 略 某 些 事 件 。



图 9 - 1 1   向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添 加 事 件



步 骤 5： 添 加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在 T o w e r 中 ， 用 户 使 用 拖 放 方 式 在 面 板 中 移 动 块 。 当 用 户 按 下 左 鼠 标 按 钮 的 时
候 ， 箭 头 将 变 为 十 字 形 状 ， 从 而 提 供 反 馈 ， 来 指 示 拖 动 操 作 起 作 用 了 。 当 鼠 标 按
钮 被 释 放 的 时 候 ，系 统 将 把 鼠 标 恢 复 为 原 来 的 箭 头 形 状 。 在 本 练 习 的 步 骤 6 中 编
写 代 码 的 时 候 ， 我 们 将 详 细 说 明 处 理 的 过 程 ， 但 目 前 ， 我 们 仅 仅 需 要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来 为 鼠 标 消 息 创 建 存 根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M e s s a g e  M a p 选 项 卡 中 ， 从 M e s s a g e s 框 中 选 中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 并 单 击 A d d  F u n c t i o n 按 钮 来 创 建 O n _ B u t t o n D o w n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为 W M _ L B U T T O N U P 消 息 做 相 同 的 操 作 ， 接 受 默 认 的 函 数 名
O n B u t t o n U p 。 对 于 第 三 个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从 M e s s a g e s 框 选 中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并 单 击 A d d  F u n c t i o n 按 钮 。 这 将 生 成 C W n d 虚 拟 函 数 的 超 越
存 根 ， 为 T o w e r 最 后 几 分 钟 的 初 始 化 提 供 一 个 方 便 的 位 置 。

图 9 - 1 2 显 示 了 在 添 加 需 要 的 函 数 之 后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M e s s a g e  M a p s 选 项 卡 的 外
观 ( T o w e r  C t r l 类 的 其 他 成 员 函 数 ， 例 如 O n D r a w 和 O n R e s e t S t a t e， 已 在 前 面 由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生 成 )。 完 成 之 后 ， 单 击 O K 按 钮 退 出 C l a s s W i z a r d。 我 们 还 必 须 编
写 代 码 来 填 充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和 C l a s s W i z a r d 已 经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的 所 有 存 根 代 码 ，
但 是 ， 还 有 一 个 更 艰 巨 的 任 务 ， 需 要 V i s u a l  C + + 对 话 编 辑 器 的 服 务 来 完 成 。



图 9 - 1 2   向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添 加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步 骤 6： 创 建 属 性 表

我 们 以 前 曾 经 看 到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向 项 目 添 加 一 个 普 通 的 属 性 页 资 源 (见 图 9-
6 )。 本 节 将 解 释 如 何 修 正 该 资 源 ， 它 最 终 将 扩 展 进 入 一 个 可 以 使 用 的 属 性 表 ， 该
属 性 表 允 许 用 户 在 设 计 时 查 看 和 改 变 T o w e r 的 属 性 。第 一 步 是 在 对 话 编 辑 器 中 修
改 普 通 的 属 性 页 。 通 过 双 击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R e s o u r c e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I D D _ P R O P P A G E _ T O W E R 标 识 符 来 加 载 资 源 。 选 中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的 “ t o  d o” 静
态 文 字 控 件 ， 并 删 除 它 ， 用 如 下 所 示 的 静 态 标 签 和 编 辑 框 来 代 替 它 。

选 中 对 话 工 作 区 中 的 编 辑 框 ， 单 击 V i e w 菜 单 上 的 Prope r t i e s， 给 该 框 一 个 标 识 符



值 I D C _ E D I T _ C A P T I O N 。 属 性 页 本 身 的 大 小 无 关 紧 要 。 我 们 一 会 儿 将 要 看 到 ，
M F C 为 属 性 页 提 供 颜 色 和 字 体 库 存 属 性 ，它 们 决 定 了 完 成 之 后 的 属 性 表 对 话 的 大
小 。

在 编 辑 框 中 输 入 的 文 字 成 为 C a p t i o n 属 性 的 新 值 ， 它 被 存 储 在 一 个 字 符 串 变 量 之
中 。 通 过 最 后 一 次 进 入 C l a s s W i z a r d ， 并 单 击 C l a s s W i z a r d 的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s 选
项 卡 ， 来 创 建 该 字 符 串 变 量 。 在 C l a s s  N a m e 框 中 ， 确 定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是 当 前
类 ，并 且 在 C o n t r o l  I D s 框 中 已 经 选 中 了 I D C _ E D I T _ C A P T I O N 。单 击 A d d  V a r i a b l e
按 钮 ， 并 将 新 成 员 变 量 命 名 为 s t r C a p t i o n。 类 别 应 该 是 V a l u e， 变 量 类 型 应 该 是
“ C S t r i n g”。单 击 O K 按 钮 退 出 A d d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对 话 。最 好 是 通 过 对 话 数 据
验 证 (请 参 阅 第 6 章 )， 来 限 制 基 于 文 本 的 属 性 (例 如 s t r C a p t i o n )的 长 度 。 通 过 在
M e m b e r  V a r i a b l e 选 项 卡 的 顶 部 文 本 框 中 键 入 一 个 值 ， 可 以 设 置 字 符 串 限 制 ：



单 击 O K 按 钮 退 出 C l a s s W i z a r d 。 用 户 现 在 已 经 可 以 在 设 计 时 通 过 调 用 属 性 页 并
键 入 新 字 符 串 来 改 变 T o w e r 的 标 题 了 。在 下 一 节 中 ，我 们 将 看 到 这 些 工 作 是 如 何
完 成 的 。

步 骤 7： 添 加 源 代 码

从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和 C l a s s W i z a r d 之 间 ， 已 经 生 成 了 5 0 0 多 行 源 代 码 。 但 是 ， 如 果
我 们 现 在 就 创 建 T o w e r 控 件 的 话 ，它 看 上 去 还 是 有 点 像 前 面 所 介 绍 的 什 么 都 没 做
的 D e m o 控 件 。该 练 习 的 第 七 步 将 向 T o w e r C t l . c p p 和 T o w e r C t l . h 文 件 添 加 源 代 码 ，
充 实 在 前 面 步 骤 中 添 加 的 存 根 函 数 。本 节 最 后 将 对 T o w e r P p g . c p p 文 件 和 Tower . r c
脚 本 文 件 进 行 微 小 的 修 改 。



T o w e r C t l . h

T o w e r C t l . h 头 文 件 只 需 稍 微 改 动 一 下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加 载 该 文 件 ， 并 像 下 面 那
样 对 其 进 行 修 正 ， 添 加 阴 影 行 。

/ /  T o w e r C t l . h  :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f  t h e  C T o w e r C t r l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c l a s s .

# d e f i n e         N U M _ B L O C K S    7

# d e f i n e         E M P T Y           N U M _ B L O C K S

# d e f i n e         B L A C K           R G B (    0 ,    0 ,    0  )

# d e f i n e         B L U E         R G B (    0 ,    0 ,  2 5 5  )

# d e f i n e         C Y A N            R G B (    0 ,  2 5 5 ,  2 5 5  )

# d e f i n e         G R E E N             R G B (    0 ,  2 5 5 ,    0  )

# d e f i n e         M A G E N T A          R G B (  2 5 5 ,    0 ,  2 5 5  )



# d e f i n e         R E D                R G B (  2 5 5 ,    0 ,    0  )

# d e f i n e         Y E L L O W            R G B (  2 5 5 ,  2 5 5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S e e  T o w e r C t l . c p p  f o r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c l a s s  C T o w e r C t r l  :  p u b l i c  C O l e C o n t r o l

{

    D E C L A R E _ D Y N C R E A T E ( C T o w e r C t r l )

p r i v a t e :

    s h o r t           n P a n e l [ 3 ] [ N U M _ B L O C K S ] ;     / /  P a n e l  c o n t e n t s

    sho r t          n B l o c k N d x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P a n e l  i n d e x  o f  m o v e d  b l o c k

    B O O L          b M o v i n g ;                   / /  F l a g  i s  s e t  w h e n  d r a g g i n g

    C O L O R R E F     c o l o r [ N U M _ B L O C K S ] ;       / /  B l o c k  c o l o r s



    H C U R S O R      h C r o s s H a i r s ;                / /  D r a g g i n g  c u r s o r

p u b l i c :

    s h o r t         G e t P a n e l (  i n t  i  ) ;

/ /  C o n s t r u c t o r

p u b l i c :

    C T o w e r C t r l ( ) ;

.

.

.

以 后 ， 当 我 们 讨 论 实 现 代 码 的 时 候 ， 将 遇 到 C T o w e r C t r l 类 的 六 个 成 员 变 量 。 表
9 - 1 提 供 了 这 些 变 量 的 简 要 说 明 。



表 9 - 1   C T o w e r C t r l 类 的 成 员 变 量

变 量 说 明

n P a n e l 一 个 3× 7 的 数 值 ，其 作 用 是 反 映 任 何 时 刻 三 个 面 板 的
内 容 。 数 组 元 素 值 0 到 6 意 味 着 该 位 置 被 一 个 彩 色 块
所 占 据 ，0 代 表 最 小 的 块 ，6 代 表 最 大 的 块 。 元 素 值 为
7 意 味 着 该 位 置 是 空 闲 的 。 例 如 ， 当 块 整 齐 地 堆 在 第
一 个 面 板 的 时 候 ， n P a n e l 数 组 应 该 是 这 样 的

n P a n e l [ 0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P a n e l  1

n P a n e l [ 1 ] [ ] = { 7 , 7 , 7 , 7 , 7 , 7 , 7 , } ;  / / P a n e l  2

n P a n e l [ ] 2 [ ] = { 7 , 7 , 7 , 7 , 7 , 7 , 7 , } ;  / / P a n e l  3

n B l o c k N d x 正 在 拖 动 的 块 的 辅 助 数 组 索 引

n F o r m P a n e l 正 在 拖 动 的 块 的 主 数 组 索 引

b M o v i n g 当 用 户 拖 动 块 时 被 设 置 为 T R U E 的 B o o l e a n 值



                                                   续 表

C o l o r 包 含 有 块 的 颜 色 的 C O L O R R E F 值 的 数 组 。 颜 色 是 按
照 块 尺 寸 递 增 的 顺 序 安 排 的 ， 最 小 块 的 颜 色 放 在 数 组
的 第 一 个 值 中

h C r o s s H a i r s 系 统 十 字 箭 头 的 一 个 句 柄 。 当 用 户 拖 块 一 个 块 时 ， 该
光 标 应 为 十 字 形 状

T o w e r C t l . c p p

下 一 个 是 T o w e r C t l . c p p 类 实 现 文 件 。通 过 单 击 W i z a r d B a r 上 的 棍 棒 图 标 打 开 这 个
文 件 ， 并 滚 动 到 在 这 里 显 示 的 属 性 页 映 射 。 按 照 阴 影 行 中 指 示 的 那 样 做 出 修 改 ，
为 颜 色 和 字 体 属 性 添 加 由 M F C 框 架 提 供 的 属 性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s

B E G I N _ P R O P P A G E I D S ( C T o w e r C t r l ,  3 )



    P R O P P A G E I D (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 : g u i d )

    P R O P P A G E I D (  C L S I D _ C C o l o r P r o p P a g e  )

    P R O P P A G E I D (  C L S I D _ C F o n t P r o p P a g e  )

E N D _ P R O P P A G E I D S ( C T o w e r C t r l )

在 映 射 第 一 行 的 B E G I N _ P R O P P A G E I D S 宏 中 ， 将 页 数 设 置 为 3， 这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如 果 你 以 后 在 属 性 表 中 添 加 或 删 除 了 页 ， 应 该 对 页 数 进 行 调 整 ， 以 反 映 出 改
变 。 通 过 使 用 对 话 编 辑 器 创 建 其 他 的 资 源 ，并 且 将 每 个 页 的 新 条 目 插 入 属 性 页 映
射 ， 可 以 向 控 件 的 属 性 表 添 加 更 多 的 自 定 义 页 面 。 这 个 过 程 很 少 会 用 到 ， 因 此 ，
直 到 本 章 最 后 一 节 ， 才 讨 论 附 加 属 性 页 的 问 题 。

图 9 - 1 3 显 示 了 完 成 之 后 的 T o w e r 属 性 表 的 样 子 。 该 表 的 顺 序 是 前 三 页 (标 签 为
C a p t i o n ; C o l o r s 和 F o n t s )对 应 于 属 性 页 映 射 中 三 个 条 目 的 顺 序 。 剩 下 的 修 改 影 响
到 后 半 个 T o w e r C t l . c p p 实 现 文 件 ，这 里 列 出 的 文 件 以 类 构 造 器 开 头 。该 清 单 被 分
为 几 部 分 ， 每 部 分 之 后 跟 着 一 段 注 释 ， 用 来 解 释 阴 影 行 中 所 添 加 的 代 码 的 目 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C T o w e r C t r l  -  C o n s t r u c t o r



C T o w e r C t r l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

    I n i t i a l i z e I I D s ( & I I D _ D T o w e r ,  & I I D _ D T o w e r E v e n t s ) ;

    c o l o r [ 0 ]  =  B L A C K ;                      //  I n i t i a l i z e  b l o c k  c o l o r s

    c o l o r [ 1 ]  =  B L U E ;

    c o l o r [ 2 ]  =  C Y A N ;

    c o l o r [ 3 ]  =  G R E E N ;

    c o l o r [ 4 ]  =  M A G E N T A ;

    c o l o r [ 5 ]  =  R E D ;

    c o l o r [ 6 ]  =  Y E L L O W ;

    Rese t ( ) ;                              / /  I n i t i a l i z e  pane l s



    Se t In i t i a lS i ze (  2 0 0 ,  7 5  ) ;                 / /  C o n t r o l  w i n d o w  s i z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D e s t r u c t o r

C T o w e r C t r l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

}

类 构 造 器 用 块 颜 色 初 始 化 c o l o r 数 组 ， 并 调 用 R e s e t 方 法 来 初 始 化 n P a n e l 数 组 。
对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S e t I n i t i a l S i z e 函 数 的 调 用 为 T o w e r 控 件 分 配 了 一 个 2 0 0× 7 5 像 素
的 默 认 窗 口 尺 寸 。 在 创 建 站 点 时 ， 许 多 包 容 器 程 序 超 越 控 件 的 初 始 尺 寸 ， 因 此 ，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说 ， 调 用 Se t In i t i a lS i ze 通 常 是 没 有 用 的 。 当 你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中 打 开 控 件 的 时 候 ，该 函 数 的 目 的 就 很 明 显 了 ， 它 接 受 控 件 为 自 己 所 建
立 的 任 何 一 个 初 始 尺 寸 。 正 如 我 们 在 第 8 章 中 所 看 到 的 那 样 ， 有 些 A c t i v e X 控 件



(例 如 B u t t o n  M e n u 控 件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中 是 作 为 小 方 框 出 现 的 ， 为 了 展 现 控 件
窗 口 ， 用 户 必 须 对 其 进 行 调 整 。 对 T o w e r 并 不 发 生 这 种 情 形 ， 因 为 它 通 过
Se t In i t i a lS i ze 为 自 己 设 置 默 认 窗 口 尺 寸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O n D r a w  -  D r a w i n g  f u n c t i o n

v o i d  C T o w e r C t r l : : O n D r a w (

               C D C *  p d c ,  c o n s t  C R e c t &  r c B o u n d s ,  c o n s t  C R e c t &  r c I n v a l i d )

{

    R E C T              r e c t ;

    T E X T M E T R I C       t m ;

    C p e n               p e n ;

    C P e n *              p O l d P e n ;

    C B r u s h             b r u s h ;

    C B r u s h *            p O l d B r u s h ;



    C O L O R R E F        c o l o r B a c k  =  T r a n s l a t e C o l o r (  G e t B a c k C o l o r ( )  ) ;

    in t                i ,  j ,  k ,  y C a p t i o n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i P a n e l H e i g h t ;

    //  P a i n t  c o n t r o l  b a c k g r o u n d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c o l o r B a c k  ) ;

    p d c - > F i l l R e c t (  r c B o u n d s ,  & b r u s h  ) ;

    p d c - > S e t B k M o d e (  T R A N S P A R E N T  ) ;

    p d c - > S e t T e x t C o l o r (  T r a n s l a t e C o l o r (  G e t F o r e C o l o r ( )  )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F o n t (  p d c  ) ;

    //  D i s p l a y  c a p t i o n



    : : C o p y R e c t (  & r e c t ,  r c B o u n d s  ) ;

    p d c - > D r a w T e x t (  I n t e r n a l G e t T e x t ( ) ,  - 1 ,  & r e c t ,  D T _ C E N T E R  |  D T _ T O P  ) ;

    p d c - > G e t T e x t M e t r i c s (  & t m  ) ;                           //  C o m p u t e  h e i g h t

    y C a p t i o n      =  t m . t m H e i g h t  +  t m . t m E x t e r n a l L e a d i n g ;      //  o f  C a p t i o n  a r e a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r c B o u n d s . W i d t h ( ) / 3 ;                    / /  w i d t h  a n d  h e i g h t

    i P a n e l H e i g h t  =  r c B o u n d s . H e i g h t ( )  -  y C a p t i o n ;             / /  o f  a  p a n e l

    //  D r a w  c o l u m n  d i v i d e r s

    p e n . C r e a t e P e n (  P S _ S O L I D ,  1 ,  T r a n s l a t e C o l o r (  G e t F o r e C o l o r ( )  )  ) ;

    p O l d P e n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p e n  ) ;

    p d c - > M o v e T o (  r c B o u n d s . l e f t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r c B o u n d s . t o p + y C a p t i o n  ) ;



    p d c - > L i n e T o (  r c B o u n d s . l e f t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r c B o u n d s . b o t t o m  );

    p d c - > M o v e T o (  r c B o u n d s . l e f t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2 ,  r c B o u n d s . t o p + y C a p t i o n  ) ;

    p d c - > L i n e T o (  r c B o u n d s . l e f t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2 ,  r c B o u n d s . b o t t o m  ) ;

    //  S a v e  c u r r e n t  b r u s h

    p O l d B r u s h  =  ( C B r u s h * )  p d c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N U L L _ B R U S H  ) ;

    //  O u t e r  l o o p :  f o r  e a c h  p a n e l . . .

    f o r  ( i = 0 ;  i  <  3 ;  i + + )

    {

        r e c t . t o p     =  r c B o u n d s . t o p  +  y C a p t i o n ;

        r e c t . b o t t o m  =  r e c t . t o p  +  i P a n e l H e i g h t / N U M _ B L O C K S ;



        //  I n n e r  l o o p :  f o r  e a c h  c o l o r e d  b l o c k  i n  p a n e l . . .

        for  ( j = 0 ;  j  <  N U M _ B L O C K S ;  j + + )

        {

            i f  ( n P a n e l [ i ] [ j ]  ! =  E M P T Y )

            {

                //  D e t e r m i n e  l e f t  a n d  r i g h t  e d g e s  o f  c o l o r e d  b l o c k

                k  =  N U M _ B L O C K S  -  1  -  n P a n e l [ i ] [ j ] ;

                r e c t . l e f t   =  r c B o u n d s . l e f t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i  +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k ) / ( 2 * N U M _ B L O C K S )  +  1 ;

                r ec t . r igh t  =  r ec t . l e f t  +

                          i P a n e l W i d t h * ( n P a n e l [ i ] [ j ] + 1 ) / N U M _ B L O C K S  -  1 ;



                   //  F i l l  r e c t a n g l e  w i t h  b l o c k ' s  c o l o r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co lo r [nPane l [ i ] [ j ] ]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b r u s h  ) ;

                   p d c - > F i l l R e c t (  & r e c t ,  & b r u s h  ) ;

              }

               r e c t . t o p      =  r e c t . b o t t o m ;

               r e c t . b o t t o m  + =  i P a n e l H e i g h t / N U M _ B L O C K S ;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p O l d P e n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p O l d B r u s h  ) ;

}

下 一 步 ， 需 在 该 类 的 O n D r a w 函 数 中 修 改 源 代 码 ， 无 论 何 时 ， T o w e r 的 窗 口 失 效
时 都 将 执 行 这 个 函 数 。 我 们 以 前 曾 经 看 到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编 写 O n D r a w 的 简 单 版
本 。在 白 色 矩 形 中 显 示 普 通 的 椭 圆 。在 这 里 ，我 们 来 修 改 一 下 这 个 函 数 ，在 T o w e r
的 三 个 面 板 中 绘 制 彩 块 的 当 前 排 列 情 况 。无 论 何 时 用 户 移 动 了 一 个 块 ，窗 口 都 将
重 画 自 己 ， 以 反 映 出 改 变 。

O n D r a w 首 先 用 控 件 的 B a c k C o l o r 属 性 的 当 前 值 来 画 窗 口 背 景 。 该 函 数 从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G e t B a c k C o l o r 函 数 中 检 索 到 属 性 ， 通 过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T r a n s l a t e C o l o r
将 它 转 换 为 C O L O R R E F 值 ， 并 创 建 一 个 刷 子 ， 用 它 来 填 充 窗 口 矩 形 ( r c B o u n d s
参 数 提 供 了 T o w e r 窗 口 相 对 于 包 容 器 窗 口 原 点 的 坐 标 )。 类 似 地 ， 该 函 数 使 用
F o r e C o l o r 属 性 的 当 前 值 来 设 置 设 备 上 下 文 的 文 字 颜 色 ， 并 使 用 F o n t 属 性 设 置 当
前 的 字 体 。O n P r a w 然 后 编 写 包 含 在 C a p t i o n 属 性 之 中 的 字 符 串 ， 将 文 字 在 P o w e r
窗 口 的 顶 部 居 中 显 示 ：

p d c→ D r a w T e x t ( I n t e r n a l G e t T e x t ( ) , - 1 , & r e c t , D T _ C E N T E R  |  D T _ T D P ) ;

从 T o w e r 窗 口 的 高 度 中 减 去 标 题 文 字 的 高 度 便 是 面 板 的 高 度 ， 这 个 值 被 存 储 在



i P a n e l H e i g h t 之 中 。每 个 彩 块 的 高 度 (厚 度 )是 面 板 高 度 的 七 分 之 一 ，因 此 ，七 个 块
堆 起 来 正 好 从 面 板 底 部 堆 到 顶 部 。 每 个 面 板 的 宽 度 是 整 个 窗 口 宽 度 的 三 分 之 一 。
有 了 这 些 尺 寸 之 后 ， O n D r a w 就 开 始 准 备 在 面 板 中 显 示 彩 块 了 。

每 个 块 的 当 前 位 置 被 存 储 在 一 个 3× 7 的 n P a n e l 数 组 之 中 。 使 用 为 每 个 面 板 重 复
的 外 循 环 和 为 每 个 块 重 复 的 内 循 环 ， 该 函 数 可 以 遍 历 所 出 现 的 2 1 个 槽 中 的 每 一
个 ， 并 在 每 一 步 读 取 n P a n e l 数 组 的 一 个 元 素 。E M P T Y 元 素 值 意 味 着 该 槽 没 有 包
含 一 个 块 。 如 果 一 个 元 素 具 有 从 0 到 6 的 值 ， O n D r a w 将 使 用 C o l o r 数 组 中 相 应
的 颜 色 为 槽 中 的 块 上 色 。 一 个 名 为 r e c t 的 R E C T 结 构 用 于 保 持 当 前 块 的 坐 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D o P r o p E x c h a n g e  -  P e r s i s t e n c e  s u p p o r t

v o i d  C T o w e r C t r l : : D o P r o p E x c h a n g e ( C P r o p E x c h a n g e *  p P X )

{

    E x c h a n g e V e r s i o n ( p P X ,  M A K E L O N G ( _ w V e r M i n o r ,  _ w V e r M a j o r ) ) ;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D o P r o p E x c h a n g e ( p P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O n R e s e t S t a t e  -  R e s e t  c o n t r o l  t o  d e f a u l t  s t a t e

v o i d  C T o w e r C t r l : : O n R e s e t S t a t e ( )

{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O n R e s e t S t a t e ( ) ;   / /  R e s e t s  d e f a u l t s  f o u n d  i n  D o P r o p E x c h a n g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 : A b o u t B o x  -  D i s p l a y  a n  " A b o u t "  b o x  t o  t h e  u s e r



v o i d  C T o w e r C t r l : : A b o u t B o x ( )

{

    C D i a l o g  d l g A b o u t ( I D D _ A B O U T B O X _ T O W E R ) ;

    d l g A b o u t . D o M o d a l ( ) ;

}

尽 管 T o w e r 没 有 改 变 类 的 D o P r o p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 但 是 ， 简 单 考 虑 一 下 该 函 数 还
是 值 得 的 。 属 性 交 换 允 许 A c t i v e X 控 件 保 存 嵌 入 物 之 间 的 自 定 义 属 性 。 例 如 ， 每
当 它 启 动 的 时 候 ， T o w e r 控 件 总 是 初 始 化 游 戏 ， 并 在 第 一 个 面 板 中 安 装 彩 块 堆 。
通 过 属 性 交 换 ， 我 们 可 以 增 强 T o w e r， 以 便 在 关 闭 的 时 候 保 存 被 中 断 了 的 游 戏 ，
并 且 在 下 次 包 容 器 嵌 入 该 控 件 的 时 候 ，重 新 创 建 同 一 个 块 位 置 。在 运 行 之 间 保 存
和 恢 复 的 属 性 具 有 持 久 性 。

由 框 架 管 理 的 库 存 属 性 自 动 具 有 持 久 性 。 为 了 使 自 定 义 属 性 具 有 持 久 性 ， 应 向
D o P r o p E x c h a n g e 函 数 添 加 合 适 的 属 性 交 换 函 数 ， 当 该 控 件 被 加 载 以 及 当 它 再 次
中 止 时 ，该 函 数 便 可 执 行 。属 性 交 换 函 数 是 用 P X _前 缀 后 面 跟 着 由 函 数 系 列 化 的
数 据 类 型 来 进 行 标 识 的 。 例 如 ， P X _ B o o l ,  P X _ F o n t 和 P X _ S t r i n g 函 数 使 得
B o o l e a n 、 字 体 和 C S t r i n g 属 性 具 有 持 久 性 。 如 果 想 获 得 这 些 及 其 他 属 性 交 换 函 数
的 说 明 ， 请 参 考 在 线 帮 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s

s h o r t  C T o w e r C t r l : :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 )

{

r e t u r n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函 数 是 在 第 二 步 中 建 立 的 方 法 ，在 此 ，包 容 器 想 了 解 哪 一 个 块 正
在 移 动 (尽 管 C l a s s W i z a r d 向 代 码 中 添 加 标 题 ， 但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不 是 消 息 处 理
函 数 )。 可 以 在 任 何 时 候 调 用 这 个 函 数 ， 但 是 ， 如 果 包 容 器 对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感 兴 趣 的 话 ， 它 可 能 将 调 用 该 函 数 来 响 应 F r o m P a n e l 事 件 ， 这 个 事 件
宣 布 一 个 块 正 在 被 移 动 。G e t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的 E M P T Y 的 返 回 值 意 味 着 用 户 当 前 没
有 拖 动 块 。可 以 回 想 一 下 第 二 步 过 程 ，因 为 包 容 器 没 有 理 由 改 变 属 性 ，所 以 ，T o w e r
不 为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属 性 导 进 相 应 的 S e t 方 法 。

v o i d  C T o w e r C t r l : : R e s e t ( )

{



    i n t  i;

    f o r  ( i = 0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i + + )         //  I n i t i a l i z e  p a n e l  a r r a y

    {

       n P a n e l [ 0 ] [ i ]  =  i ;                    //  P a n e l  0  =  0 , 1 , 2 , 3 , 4 , 5 , 6

       n P a n e l [ 1 ] [ i ]  =  E M P T Y ;              / /  P a n e l  1  =  7 , 7 , 7 , 7 , 7 , 7 , 7

       n P a n e l [ 2 ] [ i ]  =  E M P T Y ;              / /  P a n e l  2  =  7 , 7 , 7 , 7 , 7 , 7 , 7

    }

    n B l o c k N d x   =  0 ;                     / /  N d x  o f  b l o c k  b e i n g  m o v e d

    n F r o m P a n e l  =  0 ;

    I n v a l i d a t e C o n t r o l ( ) ;



}

利 用 R e s e t 方 法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重 新 开 始 游 戏 。例 如 ，当 用 户 单 击 如 图  9-7
所 示 的 R e s e t 按 钮 的 时 候 ， G a m e 程 序 将 调 用 R e s e t 方 法 。 T o w e r C t r l 类 构 造 器 还
调 用 R e s e t， 以 在 启 动 时 初 始 化 n P a n e l 数 组 ， 在 第 一 个 面 板 中 堆 起 七 个 块 ， 并 将
其 他 两 个 面 板 中 的 所 有 位 置 标 记 为 空 。 R e s e t 调 用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I n v a l i d a t e C o n t r o l
函 数 来 触 发 对 O n D r a w 的 一 次 调 用 ， 刷 新 控 件 窗 口 。 为 了 使 自 己 失 效 ， 基 于
C O l e C o n t r o l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应 调 用 I n V a l i d a t e C o n t r o l 函 数 ，而 不 是 I n V a l i d a t e  A P I
函 数 。

B O O L  C T o w e r C t r l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c s )

{

    S e t T e x t (  " T o w e r "  ) ;                                  //  D e f a u l t  c a p t i o n

    h C r o s s H a i r s  =  : : L o a d C u r s o r (  N U L L ,  I D C _ C R O S S  ) ;        //  D r a g g i n g  c u r s o r

    r e t u r n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c s ) ;

}

T o w e r 通 过 监 视 左 鼠 标 按 钮 来 模 拟 拖 和 放 操 作 。当 用 户 在 T o w e r 窗 口 之 中 按 下 鼠



标 按 钮 的 时 候 ， 控 件 将 把 箭 头 改 为 系 统 十 字 形 状 ，以 为 用 户 提 供 简 单 而 形 象 的 反
馈 ， 表 明 拖 操 作 起 作 用 了 。 当 包 容 器 第 一 次 嵌 入 T o w e r 控 件 时 调 用 的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将 加 载 十 字 箭 头 ， 并 将 该 句 柄 存 储 在 h C r o s H a i r s 之 中 。 该
函 数 还 调 用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S e t T e x t 来 初 始 化 C a p t i o n 属 性 。

v o i d  C T o w e r C t r l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U I N T  n F l a g s ,  C P o i n t  p o i n t )

{

    sho r t i = 0 ;

    n F r o m P a n e l  =  G e t P a n e l (  p o i n t . x  ) ;        / /  P a n e l  f r o m  w h i c h  b l o c k  i s  t a k e n

    w h i l e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i ]  = =  E M P T Y   &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i++ ;                          / /  i = n d x  o f  p a n e l ' s  s m a l l e s t  b l o c k

    if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  D o e s  p a n e l  h a v e  a  b l o c k  i n  i t ?

    {

      b M o v i n g    =  T R U E ;               //  I f  s o ,  b l o c k  i s  n o w  m o v i n g

      n B l o c k N d x  = I ;                    / /  S a v e  n d x  o f  t h e  b l o c k



      : : S e t C u r s o r (  h C r o s s H a i r s  ) ;           //  C h a n g e  c u r s o r  t o  i n d i c a t e  d r a g

      F i r e F r o m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  T e l l  c o n t a i n e r  t h e  p a n e l  n u m b e r

    }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n F l a g s ,  po in t ) ;

}

s h o r t  C T o w e r C t r l : : G e t P a n e l (  i n t  x  )

{

    sho r t i = 0 ;

    R E C T r e c t ;

    G e t C l i e n t R e c t (  & r e c t  ) ;                    / /  C o n t r o l  w i n d o w

    if ( x  >  r e c t . r i g h t / 3 )                       / /  H i t  t e s t :



       i  =  1 ;                               / /  i  =  0  f o r  f i r s t  p a n e l

    if ( x  >  r e c t . r i g h t * 2 / 3 )                     //  =  1  f o r  s e c o n d  p a n e l

       i  =  2 ;                              //  =  2  f o r  t h i r d  p a n e l

    r e t u r n  i;                             / /  R e t u r n  p a n e l  n u m b e r

}

当 用 户 在 T o w e r 窗 口 中 的 某 处 按 下 鼠 标 左 按 钮 的 时 候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函 数 将
处 理 产 生 的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该 函 数 首 先 检 查 p o i n t 参 数 中 的 单 击 坐
标 ， 然 后 确 定 单 击 发 生 在 哪 个 面 板 之 中 。 如 果 面 板 为 空 ， 单 击 将 被 忽 略 。 否 则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将 把 箭 头 改 为 十 字 形 状 ，并 触 发 F r o m P a n e l 事 件 ，来 将 正 在 移 动
块 的 消 息 通 知 包 容 器 。

因 为 仅 有 面 板 中 最 小 的 块 才 能 被 移 动 ， 因 此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只 需 确 定 单 击 发
生 在 哪 个 面 板 之 中 ， 而 不 必 确 定 发 生 在 哪 个 块 上 。 尽 管 这 可 以 大 大 简 化 帮 助 器
G e t P a n e l 函 数 中 测 试 的 次 数 ， 它 同 时 还 具 有 为 一 个 块 启 动 拖 动 操 作 的 作 用 ， 即 使
单 击 没 有 精 确 地 落 在 该 块 上 面 。

v o i d  C T o w e r C t r l : : O n L B u t t o n U p ( U I N T  n F l a g s ,  C P o i n t  p o i n t )



{

    sho r t i = 0 ,  n T o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G e t P a n e l (  p o i n t . x  ) ;   //  P a n e l  i n  w h i c h  b l o c k  i s  d r o p p e d

    if ( b M o v i n g   & &   n T o P a n e l  ! =  n F r o m P a n e l )

    {

      w h i l e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  E M P T Y   &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1 )

            i++ ;                / /  i = n d x  o f  p a n e l ' s  s m a l l e s t  b l o c k

            / /  I s  d r a g g e d  b l o c k  s m a l l e r  t h a n  s m a l l e s t  b l o c k  i n  p a n e l ?

            i f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

               if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  E M P T Y )

                 - - i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E M P T Y ;

             F i r e T o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  T e l l  c o n t a i n e r

             i f  ( i  ==  0 & & n T o P a n e l  = =  2             //  I f  we 've  f i l l ed

             {                                   / /  t h e  t h i r d  p a n e l ,

             F i r e W i n n e r  ( ) ;                        / /  f i r e  W i n n e r  e v e n t

             R e s e t  ( ) ;                             //  a n d  r e s e t  g a m e

             }

            I n v a l i d a t e C o n t r o l ( ) ;

         }

         e l s e                                     //  I f  i n v a l i d  d r o p ,



            F i r e E r r o r  ( ) ;                           //  t e l l  c o n t a i n e r

    }

    b M o v i n g  =  F A L S E ;                            //  N o t  m o v i n g  n o w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O n L B u t t o n U p ( n F l a g s ,  po in t ) ;

}

当 用 户 在 面 板 中 释 放 左 鼠 标 按 钮 来 放 下 块 时 ， O n B u t t o n U p 函 数 接 收 控 制 。 该 函
数 比 它 的 同 伴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有 更 多 的 工 作 要 做 。 除 了 确 定 放 置 操 作 发 生 哪 一
个 面 板 中 之 外 ，O n L B u t t o n U p 还 必 须 确 定 该 面 板 中 的 块 均 不 小 于 所 放 置 的 块 。如
果 有 的 话 ，O n B u t t o n U p 将 触 发 E r r o r 事 件 通 知 包 容 器 ，说 用 户 企 图 进 行 非 法 放 置 。
如 果 放 操 作 是 合 法 的 ，O n L B u t t o n U p 将 触 发 T o P a n e l 事 件 ，来 宣 布 放 操 作 的 结 束 。
如 果 块 正 在 被 拖 入 第 三 个 面 板 最 上 面 的 槽 中 ， 那 么 游 戏 结 束 ，O n L B u t t o n U p 将 触
发 W i n n e r 事 件 。

释 放 鼠 标 按 钮 很 方 便 ， 但 也 有 副 作 用 ， 即 在 O n L B u t t o n U p 没 有 采 取 任 何 动 作 的
情 况 下 ，光 标 便 恢 复 到 以 前 的 形 状 。因 为 T o w e r 不 处 理 W M _ S E T C U R S O R 消 息 ，
所 以 ， 当 用 户 释 放 鼠 标 按 钮 的 时 候 ， 系 统 将 自 动 恢 复 原 来 的 窗 口 光 标 。



T o w e r P p g . c p p

在 步 骤 6 中 ， 我 们 通 过 添 加 一 个 允 许 用 户 重 写 C a p t i o n 属 性 的 文 本 框 ， 来 修 改
T o w e r 的 普 通 属 性 。 T o w e r 在 S t r C a p t i o n 变 量 中 存 储 该 文 本 框 的 内 容 ， 该 变 量 是
一 个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C S t r i n g 对 象 。 在 s e t C a p t i o n 字 符 串 和 C a p t i o n 库 存 属
性 之 间 需 要 一 个 链 接 ， 以 便 当 用 户 在 T o w e r 的 属 性 表 中 改 变 s t r C a p t i o n 的 时 候 ，
控 件 可 以 把 改 变 转 发 给 埋 藏 在 框 架 之 中 的 库 存 属 性 。

可 以 通 过 D D P _ 前 缀 来 识 别 M F C 的 属 性 数 据 传 输 函 数 的 目 的 。 T o w e r 所 需 要 的
函 数 是 D P P _ T e x t 函 数 ， 它 可 以 将 文 字 以 字 符 串 变 量 ( s t r C a p t i o n )中 复 制 到 字 符 属
性 ( C a p t i o n )。 如 果 想 添 加 D D P _ T e x t 调 用 ， 请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T o w e r P p g . c p p
实 现 文 件 ， 并 插 入 如 下 所 示 的 阴 影 行 ：

v o i d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 : D o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C D a t a E x c h a n g e *  p D X )

{

    / / { { A F X _ D A T A _ M A P (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

    D D P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_ C A P T I O N ,  s t r C a p t i o n ,  _ T ( " C a p t i o n " )  ) ;

    D D X _ T e x t ( p D X ,  I D C _ E D I T _ C A P T I O N ,  s t r C a p t i o n ) ;



    D D V _ M a x C h a r s ( p D X ,  s t r C a p t i o n ,  2 5 ) ;

    / / } } A F X _ D A T A _ M A P

    D D P _ P o s t P r o c e s s i n g ( p D X ) ;

}

T o w e r . r c

在 默 认 状 态 下 ，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将 普 通 属 性 页 标 为 G e n e r a l， 将 该 标 签 作 为 字 符 串
资 源 存 储 在 Tower . r c 脚 本 文 件 之 中 。如 果 想 改 变 该 选 项 卡 标 签 ，请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Tower . rc 文 件 ， 并 在 如 下 所 示 的 阴 影 行 中 将 “ G e n e r a l” 改 为 “ C a p t i o n”：

S T R I N G T A B L E  D I S C A R D A B L E

B E G I N

    I D S _ T O W E R                " T o w e r  C o n t r o l "

    I D S _ T O W E R _ P P G            " T o w e r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S _ T O W E R _ P P G _ C A P T I O N    " C a p t i o n "



E N D

你 还 可 以 使 用 第 4 章 中 介 绍 的 V i s u a l  C +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实 现 相 同 的 修 改 。图 9 - 1 3
显 示 了 修 改 后 的 结 果 。

步 骤 8： 创 建 和 测 试 T o w e r  A c t i v e X控 件

如 果 你 正 在 从 源 代 码 中 创 建 T o w e r 控 件 ，首 先 应 将 文 件 Tower . i co 和 T o w e r C t l . b m p
从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o 9 \ T o w e r 文 件 夹 复 制 到 项 目 文 件 夹 。第 一 个 文 件 提 供 了 在 控 件 的
A b o u t 框 中 出 现 的 独 一 无 二 的 图 标 资 源 。 第 二 个 文 件 包 含 有 一 个 位 图 ， 包 容 器 可
以 在 嵌 入 控 件 时 从 这 个 位 图 中 创 建 一 个 个 性 化 的 工 具 按 钮 。正 如 我 们 在 前 一 章 中
所 看 到 的 那 样 ， V i s u a l  C + +自 己 利 用 该 控 件 的 位 图 。 当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通 过
G a l l e r y 添 加 到 项 目 的 时 候 ， 对 话 编 辑 器 将 从 该 控 件 的 资 源 文 件 中 展 开 位 图 ， 并
使 用 这 个 图 像 在 C o n t r o l s 工 具 栏 上 画 新 的 工 具 按 钮 ：



对 于 这 种 目 的 ， 一 个 图 标 一 般 来 说 太 大 了 ， 因 此 ， A c t i v e X 标 准 建 议 ， 在 控 件 的
资 源 数 据 中 包 括 1 6× 1 6 位 图 图 像 。 提 供 这 种 资 源 的 控 件 通 过 类 的 注 册 表 数 据 中
的 T o o l b o x B i t m a p 3 2 键 来 宣 告 自 己 。 在 下 一 章 中 ， 我 们 还 要 遇 到 这 个 键 。

将 项 目 配 置 设 为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并 且 从 B u i l d 菜 单 选 择 B u i l d 命 令 。 当 源 码 成 功
编 译 和 链 接 之 后 ， V i s u a l  C + +将 自 动 注 册 这 个 控 件 。 如 果 你 想 不 将 T o w e r 作 为 项
目 创 建 便 拿 它 做 试 验 ， 那 么 ， 在 使 用 它 之 前 你 必 须 注 册 该 控 件 。 如 果 想 注 册
T o w e r，首 先 应 将 T o w e r . o c x 文 件 复 制 到 硬 盘（ 如 果 必 要 的 话 ），然 后 运 行 R e g S v r 3 2
实 用 程 序 ：



r e g s v r 3 2  p a t h \ t o w e r . o c x

其 中 ， pa th 代 表 T o w e r . o c x 文 件 在 硬 盘 上 的 位 置 。

本 书 配 套 光 盘 上 的 G a m e 程 序 为 试 验 新 的 T o w e r 控 件 提 供 了 最 方 便 的 方 法 。G a m e
具 有 用 于 显 示 T o w e r 的 A b o u t 框 、复 位 游 戏 以 及 列 出 游 戏 规 则 的 按 钮 。程 序 还 可
以 连 续 不 断 地 显 示 游 戏 状 态 ， 这 是 通 过 监 视 T o w e r 的 F r o m P a n e l， T o P a n e l ,  E r r o r
和 W i n n e r 事 件 来 实 现 的 。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方 法 来 用 T o w e r
控 件 做 试 验 ， 并 且 能 够 比 G a m e 程 序 展 现 该 控 件 更 多 的 内 部 工 作 过 程 。 正 确 注 册
了 控 件 之 后 ， 运 行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单 击 N e w  C o n t r o l 按 钮 ， 从 如 下 的 列 表 中 选 中
T o w e r 控 件 ：



I n s e r t  C o n t r o l 对 话 响 应 键 盘 条 目 ， 让 你 通 过 按 控 件 名 的 第 一 个 字 母 来 快 速 滚 动 列
表 。 例 如 ， 按 下 T 可 以 立 即 把 选 择 条 放 在 T o w e r 控 件 条 目 上 。

通 过 双 击 控 件 边 框 ， 可 以 试 一 试 T o w e r 的 属 性 表 。M F C 框 架 已 经 添 加 了 属 性 页 ，
你 可 以 在 里 面 修 改 用 于 在 T o w e r 窗 口 中 显 示 标 题 的 控 件 和 字 体 。 图 9 - 1 3 显 示 了
在 控 件 的 属 性 表 中 展 现 的 F o n t 页 。 在 对 话 的 其 他 三 个 选 项 卡 中 ， C a p t i o n 选 项 卡



用 于 显 示 在 步 骤 6 中 修 改 的 属 性 页 。 当 你 为 标 题 键 入 新 文 字 的 时 候 ，变 化 立 即 在
控 件 的 窗 口 中 反 映 出 来 。

图 9 - 1 3   T o w e r  C o n t r o l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可 以 显 示 T o w e r 事 件 的 实 时 记 录 ，当 你 调 试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时
候 ， 这 是 非 常 宝 贵 的 。 向 上 移 动 分 隔 栏 ， 以 为 事 件 日 志 展 现 更 多 的 空 间 ， 然 后 从
T o w e r 的 第 一 个 面 板 中 拖 动 一 个 块 ， 并 把 它 放 到 另 一 个 面 板 之 中 。 作 为 对 拖 放 操
作 的 响 应 ， T o w e r 触 发 C l i c k F r o m P a n e l 和 T o P a n e l 事 件 ， 当 它 们 发 生 的 时 候 ， 在
事 件 日 志 中 均 有 记 录 。 如 图 9 - 1 4 所 示 ， 日 志 中 的 每 个 条 目 均 以 下 一 个 用 来 指 示
事 件 在 哪 个 控 件 发 生 的 标 签 作 为 开 头 。 既 然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可 以 嵌 入 多 个 控 件 ，
那 么 ， 利 用 标 签 ， 在 事 件 很 多 时 ， 日 志 条 目 仍 可 以 保 持 直 观 。



图 9 - 1 4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中 监 视 事 件



向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添 加 属 性 页

正 如 我 们 在 开 发 T o w e r 控 件 时 所 看 到 的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可 以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生 成
一 个 单 一 属 性 页 ， 来 补 充 M F C 提 供 的 库 存 页 。对 于 T o w e r 项 目 ，一 页 就 足 够 了 ，
原 因 是 C a p t i o n 是 需 要 自 定 义 属 性 页 的 唯 一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属 性 。 不 过 ， 带 有 多 个
属 性 数 据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能 需 要 其 他 的 页 来 将 数 据 展 现 给 用 户 。每 个 附 加 页 都
需 要 在 属 性 页 映 射 中 具 有 它 自 己 的 对 话 资 源 类 和 条 目 。 最 后 一 节 列 出 了 向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添 加 新 属 性 页 的 必 要 步 骤 ， 使 用 T o w e r 控 件 作 为 例 子 。

1 .  在 项 目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的 时 候 ， 单 击 I n s e r t 菜 单 上 的 R e s o u r c e 命 令 ， 并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D i a l o g 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 你 还 可 以 展 开 对 话 资 源 列
表 ， 并 选 中 I D D _ O L E _ P R O P P A G E _ L A R G E。 和 以 前 一 样 ， 新 属 性 页
的 大 小 并 不 重 要 。 按 照 你 所 希 望 的 那 样 设 计 新 属 性 页 ， 然 后 在 工 作 区
中 选 中 对 话 窗 口 ，并 单 击 V i e w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命 令 ，来 展 现 D ia log
P r o p e r t i e s 框 。 在 S t y l e s 选 项 卡 中 ， 关 闭 Ti t l eba r 复 选 框 ， 将 对 话 样 式
设 为 C h i l d ，禁 用 边 框 。如 果 你 选 中 了 I D D _ O L E _ P R O P P A G E _ L A R G E ，
来 启 动 对 话 编 辑 器 ，这 些 设 置 就 已 经 为 你 做 好 了 。S t y l e s 选 项 卡 应 该 是
下 图 的 样 子 ：



2 .  按 C t r l + S 来 保 存 新 对 话 资 源 ， 然 后 单 击 V i e w 菜 单 中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命 令 。 当 询 问 你 是 否 愿 意 为 对 话 资 源 创 建 一 个 新 类 的 时 候 ， 单 击 O K
按 钮 表 示 接 受 。 为 新 类 键 入 一 个 名 字 ， 选 择 C O l e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作 为 基
类 ：





3 .  为 新 页 添 加 所 需 要 的 所 有 成 员 变 量 ， 然 后 退 出 C l a s s W i z a r d 。 在
T o w e r C t l . c p p 实 现 文 件 中 ， 为 C l a s s W i z a r d 刚 刚 创 建 的 属 性 类 头 文 件 添
加 一 条 # i n c l u d e 语 句 ， 如 下 ：

#  i n c l u d e  " T o w e r P P G 2 . h " .

 正 确 的 文 件 名 出 现 在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的 F i l e  N a m e 框 中 ， 在 T o w e r C t l . c p p
文 件 中 ， 还 要 为 新 页 的 属 性 页 映 射 添 加 一 个 条 目 。 对 于 T o w e r 控 件 ，
添 加 部 分 应 该 是 这 个 样 子 ：

B E G I N _ P R O P P A G E I D S ( C T o w e r C t r l ,  4 )

    P R O P P A G E I D (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 : g u i d )

    P R O P P A G E I D (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2 : : g u i d )

    P R O P P A G E I D (  C L S I D _ C C o l o r P r o p P a g e  )

    P R O P P A G E I D (  C L S I D _ C F o n t P r o p P a g e  )

E N D _ P R O P P A G E I D S ( C T o w e r C t r l )

记 住 ，要 在 映 射 第 一 行 中 的 B E G I N _ P R O P P A G E I D S 宏 中 增 加 页 数 。新
页 数 是 4。



4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或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 并 添 加 两 个 字
符 串 资 源 。 第 一 个 字 符 串 用 来 标 识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已 注 册 的 属 性 页 ， 第
二 个 字 符 串 用 来 保 持 在 属 性 表 对 话 中 出 现 的 选 项 卡 标 签 ：

S T R I N G T A B L E  D I S C A R D A B L E

B E G I N

    ID S _ T O W E R                " T o w e r  C o n t r o l "

    ID S _ T O W E R _ P P G            " T o w e r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D S _ T O W E R _ P P G 2           " T o w e r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2 "

    ID S _ T O W E R _ P P G _ C A P T I O N    " C a p t i o n "

    ID S _ T O W E R _ P P G _ N E W P A G E    " N e w  P a g e "

E N D

5 .  如 果 你 在 上 一 步 中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创 建 新 字 符 串 资 源 ， 那 么 请 向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为 ID S _ T O W E R _ P P G 2 和
I D S _ T O W E R _ P P G _ N E W P A G E 常 数 添 加 定 义 ：



# d e f i n e  I D S _ T O W E R _ P P G 2    3 0 0

# d e f i n e  I D S _ T O W E R _ P P G _ N E W P A G E   3 0 1

如 果 你 在 上 一 步 中 使 用 的 是 字 符 串 编 辑 器 ， 那 么 添 加 这 些 行 就 不 是 必
要 的 了 ， 因 为 V i s u a l  C + +在 你 保 存 字 符 串 资 源 的 时 候 会 自 动 写 下 定 义 。

6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 打 开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为 新 属 性 页 类 创 建 的 实 现 C P P 文
件 。 搜 索 这 里 的 源 代 码 ， 在 每 个 阴 影 行 中 ， 用 字 符 串 标 识 符 代 替 0 参
数 。

B O O L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2 : :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F a c t o r y

                    : : U p d a t e R e g i s t r y ( B O O L  b R e g i s t e r )

{

    if ( b R e g i s t e r )

      r e t u r n  A f x O l e R e g i s t e r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C l a s s (

               A f x G e t I n s t a n c e H a n d l e ( ) ,

               m _ c l s i d ,  I D S _ T O W E R _ P P G 2 ) ;



    e lse

     r e t u r n  A f x O l e U n r e g i s t e r C l a s s ( m _ c l s i d ,  N U L L ) ;

}

.

.

.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2 : : C T o w e r P r o p P a g e 2 ( ) :

    C O l e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 I D D , I D S _ T O W E R _ P P G _ N E W P a g e )

{

.

.

.

在 做 出 这 些 改 变 之 后 ， 重 建 T o w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向 控 件 资 源 添 加 新
属 性 页 。 这 里 是 新 属 性 页 的 一 个 例 子 ， 这 主 要 取 决 于 你 在 本 练 习 的 第 一



步 中 的 设 计 。



第 1 0 章   用 A T L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第 9 章 演 示 了 使 用 M F C 轻 松 地 编 写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但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其 方 便 性
的 代 价 是 ， 可 执 行 部 分 过 于 庞 大 。 对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说 ， 它 适 于 小 文 件 ， 特 别
是 在 万 维 网 上 应 用 程 序 时 ， 这 点 非 常 重 要 。 幸 运 的 是 ， V i s u a l  C + +在 M F C 之 外
还 提 供 了 其 他 工 具 。 这 一 章 就 是 要 讨 论 一 个 非 常 流 行 的 M F C 替 代 工 具 ， 叫 做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活 动 模 板 库 ）。

A c t i v e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通 常 简 称 为 A T L ， 它 提 供 了 一 套 范 围 很 广 的 C + + 类 模 板
（ 注 ： C + + 类 模 板 也 叫 做 参 数 化 的 类 型 ， 它 是 一 种 高 级 的 宏 格 式 ， 编 译 器 根 据 传
递 到 模 板 的 参 数 ， 扩 展 为 正 常 的 类 定 义 。 模 板 与 使 用 # d e f i n e 语 句 创 建 的 宏 不 同 ，
它 扩 展 为 普 通 的 类 型 ，使 它 们 成 为 类 型 安 全 的 类 。编 译 器 可 以 监 视 程 序 模 板 化 的
类 的 使 用 ， 就 像 它 对 普 通 的 类 一 样 ， 而 且 ， 可 以 正 确 识 别 出 任 何 不 一 致 类 型 的 情
况 ）， 用 于 开 发 可 嵌 入 在 C O M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服 务 器 目 标 。 在 A T L 的 第 3 版 中 ，
A T L 辅 助 编 写 各 种 类 型 的 C O M 目 标 ，甚 至 可 帮 助 生 成 包 容 器 程 序 ；在 这 一 章 里 ，
主 要 讨 论 怎 样 使 用 A T L 开 发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这 里 的 目 的 是 继 续 说 明 第 9 章 所 讨
论 的 问 题 ， 说 明 用 M F C 之 外 的 方 法 来 开 发 制 作 A c t i v e X 控 件 。

M F C 简 化 了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开 发 ，但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出 现 大 量 的 M F C 库 D L L ，这



对 于 制 作 网 页 是 不 合 适 的 。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M i c r o s o f t 已 经 增 强 了 A T L， 其
方 法 是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添 加 特 殊 的 支 持 。 当 前 ， 选 择 开 发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一 般 要 遵 守 的 原 则 是 ：

n  在 开 发 如 第 9 章 所 述 的 G a m e 程 序 的 一 般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时 ， 考 虑 使
用 M F C 。 当 包 容 器 本 身 同 M F C 有 较 强 的 联 系 时 ， M F C 作 为 开 发 工 具
是 很 有 吸 引 力 的 ， 因 为 控 件 不 负 责 加 载 库 。 也 就 是 说 ， 它 早 已 做 出 了
补 偿 。

n  应 用 在 I n t e r n e t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则 使 用 A T L。

这 一 章 将 比 前 两 章 更 详 细 地 讨 论 C O M ， 还 详 细 地 介 绍 使 用 A T L 编 写 复 杂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而 不 把 更 多 的 精 力 放 在 C O M 上 。 A T L 不 像 M F C ， 它 让 开 发 者 离
C O M 的 表 面 更 近 ， 而 不 是 在 它 下 面 。

A T L和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尽 管 A T L 不 是 本 章 的 主 题 ，但 它 对 包 容 器 编 程 的 支 持 值 得 说 两 句 。A T L 在 C O M
编 程 中 的 作 用 比 较 突 出 ， 但 它 倾 向 于 对 服 务 器 的 开 发 ， 而 不 是 客 户 。 库 提 供 两 类
模 板 ， 分 别 叫 做 C C o m P t r 和 C C o m Q I P t r ， 这 两 类 模 板 证 明 对 编 写 客 户 端 代 码 非
常 有 用 。 这 些 模 板 生 成 灵 活 的 接 口 指 针 ， 可 设 计 来 保 证 客 户 正 确 地 释 放 控 制 接



口 ， 即 使 有 异 常 错 误 打 断 了 正 常 的 运 行 流 程 。

首 先 看 问 题 ， 再 看 解 决 方 案 。 包 容 器 用 控 件 的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方 法 去 调 用 控 件 的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方 法 ， 来 请 求 控 件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 唯 一 的 限 制 是 当 完 成 使 用 接
口 时 ， 包 容 器 就 需 要 调 用 接 口 的 R e l e a s e 方 法 ， 通 知 控 件 这 个 接 口 已 不 需 要 了 。
不 能 执 行 C O M 这 一 基 本 规 则 ， 将 导 致 控 件 目 标 在 系 统 的 内 存 池 中 保 存 ， 甚 至 在
包 容 器 终 止 之 后 仍 然 存 在 。使 用 一 个 代 码 段 可 以 演 示 包 容 器 如 何 需 要 指 向 控 件 接
口 的 指 针 ， 以 I O l e O b j e c t 为 例 ：

v o i d  F u n c t i o n 1 ( I u n k n o w n *  p U n k )

{

    I O i e O b j e c t  * p O l e O b j ;

    p U n k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I I D _ O l e O b j e c t , ( P V O I D * )  & p O l e O b j  ) ;

.

.                               / /  U s e  t h e  I O l e O b j e c t  i n t e r f a c e

.

    p O l e O b j - > R e l e a s e ( ) ;         / / W h e n  f in i shed , r e l ea se  i t



}

如 果 在 最 后 一 行 调 用 IO l e O b j e c t : : R e l e a s e 让 该 接 口 终 止 前 ， 有 一 个 异 常 错 误 让 程
序 结 束 的 话 ， 这 段 编 码 就 会 出 现 麻 烦 。 如 果 把 p O l e O b j 当 作 智 能 指 针 就 会 解 决 这
一 潜 在 问 题 ，因 为 这 一 指 针 的 破 坏 程 序 调 用 该 接 口 的 R e l e a s e 方 法 ，当 I O l e O b j e c t
在 使 用 中 时 ， 即 使 程 序 突 然 中 止 ， 它 仍 能 够 运 行 。

v o i d  F u n c t i o n 1 ( I u n k n o w n *  p U n k )

{

     C C o m P t r < I O l e O b j e c t >  p O l e O b j ;

     p U n k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 p O l e O b j  ) ;

.

.                                  / /  U s e  t h e  I O l e O b j e c t  i n t e r f a c e

.

}                                 / /  R e l e a s e  c a l l e d  a u t o m a t i c a l l y

两 个 程 序 段 的 明 显 区 别 是 ， 修 改 过 的 版 本 在 停 止 使 用 I O l e O b j e c t 时 ，没 有 明 确 调
用 IO l e O b j e c t : : R e l e a s e 。当 p O l e O b j 脱 离 作 用 域 时 ， 因 为 F u n c t i o n 1 正 常 返 回 或 出



现 错 误 ， 指 针 的 破 坏 程 序 就 承 担 起 释 放 接 口 的 任 务 。

把 p O l e O b j 当 作 智 能 指 针 还 有 另 外 的 优 点 。现 在 ，检 索 接 口 指 针 p U n k 将 更 简 单 ，
原 因 是 C C o m P t r 提 供 其 本 身 的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函 数 ， 从 p O l e O b j 中 推 出 接 口 的 标
识 符 。 通 过 确 保 标 识 符 ( I I D _ O l e O b j e c t ) 和 目 标 指 针 ( p O l e O b j ) 指 向 同 一 接 口
( I O l e O b j e c t )，它 使 编 码 更 方 便 ，也 增 加 了 安 全 性 。可 避 免 犯 以 下 这 样 可 笑 的 错 误 ：

p U n k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I I D _ T h i s O b j e c t ,  ( P V O I D * )  & p T h a t O b j e c t ) ;

C c o m P t r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能 够 通 过 应 用 程 序 _ _ u u i d o f 运 算 符 让 接 口 标 识 符 不 指 向
指 针 ( U U I D 为 u n i v e r s a l l y  u n i q u e  i d e n t i f i e r (通 用 唯 一 标 识 符 )的 缩 写 )。 在 编 译 时 确
定 标 识 符 ， _ _ u u i d o f 取 消 了 多 余 的 编 码 同 定 义 标 识 符 的 程 序 间 的 链 接 。 总 的 效 果
是 减 少 了 运 行 大 小 。 例 如 ， 在 前 面 F u n c t i o n 1 的 第 一 个 版 本 中 ， 可 以 用 以 下 两 行
的 任 意 一 行 _ _ u u i d o f 代 替 调 用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p U n k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_ _ u u i d o f ( I O l e b j e c t ) , ( P V O I D * ) & p O l e O b j ) ;

p U n k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_ _ u u i d o f ( p O l e O b j ) ,  ( P V O I D * ) & p O l e O b j ) ;

I u n k n o w n 是 客 户 最 终 很 少 需 要 的 接 口 ， 但 它 是 客 户 能 肯 定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支 持
的 唯 一 接 口 。 获 得 一 个 接 口 可 分 两 个 步 骤 ： 首 先 调 用 程 序 得 到 一 个 I u n k n o w n 指
针（ 在 分 段 代 码 中 的 p U n k ），然 后 调 用 I u n k n o w n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检 索 实 际 需 要 的
接 口 指 针 。 A T L 提 供 另 一 个 智 能 指 针 把 这 两 个 步 骤 合 二 为 一 。 C C o m Q I P t r 模 板



在 构 造 器 包 含 对 I u n k n o w n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的 调 用 。以 下 是 一 个 A T L 的 C C o m Q I P t r
模 板 的 简 要 列 表 ，显 示 构 造 器 怎 样 得 到 所 要 的 接 口 指 针 和 破 坏 程 序 在 以 后 如 何 释
放 它 。

t e m p l a t e  < c l a s s  T ,  c o n s t  I I D *  p i i d  =  & _ u n i d o f ( T ) >

c l a s s  C C o m Q I P t r

{

p u b l i c :

    T *  P ;

.

.

.

    C C o m Q I P t r ( I u n k n o w n *  l p )

{

         p  =  N U L L ;



         if ( l p  ! =  N U L L )

            l P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  p i i d ,  ( v o i d  * *  ) & p  ) ;

}

～ C C o m Q I P t r ( )

{

     if ( p )

         p - > R e l e a s e ( ) ;

}

.

.

.

}

C C o m Q I P t r 模 板 为 调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一 个 更 为 简 洁 的 方 法 从 控 件 得 到 一 个 接 口 指



针 。 如 果 控 件 不 支 持 所 需 接 口 ， 指 针 类 的 p 成 员 为 N U L L 。

C C o m Q I P t r  < I O l e O b j e c t >  p O l e O b j ;

p O l e O b j  =  p U n k ;

i f  ( p O l e O b j . p )

{

.

.                             / /  U s e  t h e  I O l e O b j e c t  i n t e r f a c e

.

}

调 用 程 序 可 使 用 C C o m Q I P t r 为 除 了 I U n k n o w n 之 外 的 任 何 接 口 生 成 指 针 。 要 为
I u n k n o w n 接 口 生 成 指 针 可 使 用 C C o m P t r 。

C C o m Q I P t r 和 C c o m P t r 模 板 受 到 S t a n d a r d  T e m p l a t e  L i b r a r y（ 标 准 模 板 库 ） 中 的
a u t o _ p t r 智 能 指 针 类 的 启 发 ， 它 确 保 了 通 过 n e w 分 配 的 目 标 返 回 到 程 序 的 空 闲 空
间 。 尽 管 模 板 主 要 对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有 好 处 ， 它 们 也 可 很 容 易
地 为 控 件 本 身 服 务 ，特 别 是 控 件 聚 集 或 包 含 另 一 个 控 件 时 。本 章 稍 后 会 介 绍 一 个



例 子 ， 来 说 明 A c t i v e X 控 件 如 何 利 用 智 能 指 针 。

A T L 对 客 户 编 程 的 支 持 是 非 常 被 动 的 ，它 只 包 括 项 目 中 的 源 代 码 文 件 。这 些 文 件
可 通 过 其 A tl 前 缀 识 别 ， 存 储 在 V C 9 8 \ A T L \ I n c l u d e 文 件 夹 中 。 例 如 ， 一 个 使 用
C C o m Q I P t r 和 C c o m P t r 的 包 容 器 项 目 访 问 M S D N 的 S a m p l e s \ V C 9 8 \ A T L 文 件 夹
中 的 A t l C o n 项 目 。A T L 对 开 发 类 似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服 务 程 序 的 帮 助 远 不 止 这 些 ，
本 章 其 余 部 分 将 集 中 介 绍 A T L 的 这 一 方 面 。

A T L和 A c t i v e X 控 件

从 技 术 上 说 ， A c t i v e X 标 准 对 控 件 的 能 力 要 求 不 高 。 作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运 行 ， 一
个 组 件 只 需 要 实 现 I u n k n o w n， 可 嵌 入 ， 而 且 可 以 自 我 注 册 。 其 他 诸 如 属 性 、 方
法 和 事 件 均 是 可 选 的 。 由 于 过 于 微 小 ， 而 且 是 隐 性 的 ， 一 个 C O M 目 标 在 学 术 之
外 没 有 讨 论 的 价 值 。 实 际 上 ，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维 持 一 组 数 据 ； 激 发 事 件 ； 并 支
持 足 够 的 接 口 ， 让 用 户 应 用 程 序 和 它 交 互 。 A c t i v e X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A c t i v e X 测 试
包 容 器 ） 功 能 对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说 就 像 是 石 蕊 试 纸 。 本 章 开 发 的 两 个 控 件 项 目
能 够 成 功 地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中 运 行 ， 因 为 它 们 插 入 了 在 表 1 0 - 1 描 述 的 接 口 。 所
列 的 接 口 是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为 同 公 布 的 M i c r o s o f t 指 南 相 兼 容 所 必 须 提 供 的 支 持 。
比 较 表 1 0 - 1 和 表 8 - 2， 其 中 列 出 了 要 嵌 入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一 个 包 容 器 必 须 支 持 的
接 口 。



如 果 希 望 A T L 很 容 易 地 创 建 一 个 只 有 几 K 大 小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一 定 会 很 失 望 。
库 提 供 了 几 种 方 法 来 减 少 运 行 量 ， 但 实 现 表 1 0 - 1 所 列 的 接 口 会 加 入 大 量 的 编 码 。
创 建 短 小 编 码 的 唯 一 方 法 就 是 直 接 使 用 C O M 编 程 ，而 不 借 助 于 A T L 和 其 他 支 持
库 （ V i s u a l  C + +的 S a m p l e s \ V C 9 8 \ A T L 文 件 夹 中 有 一 个 叫 做 M i n i m a l 的 A T L 项 目
范 例 ，创 建 了 一 个 小 C O M 服 务 器 程 序 只 有 5 6 0 0 个 字 节 。M i n i m a l 服 务 器 缺 少 几
个 基 本 特 征 ， 并 不 是 为 了 创 建 真 正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与 M F C 一 样 ，A T L 带 来 了
方 便 ， 也 带 来 了 大 量 冗 长 无 用 的 编 码 。 做 一 些 额 外 的 工 作 ， 就 可 以 得 到 一 个 简 单
的 无 窗 口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例 如 只 有 4 0 K B 大 小 或 更 小 。 本 章 稍 后 会 介 绍 几 种 帮
助 减 少 用 A T L 控 件 大 小 的 方 法 。



表 1 0 - 1   A c t i v e X 控 件 必 须 支 持 的 接 口 ， 以 同 指 南 相 兼 容

接 口 说 明

I O l e O b j e c t 与 控 件 的 客 户 站 点 通 信 所 需 要 的 ， 事 件 除 外 。
事 件 通 过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接 口 进 行
处 理 ， 在 下 面 将 说 明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通 过 在 适 当 位 置 激 活 的 控 件 来 实 现 ，并 提 供 它
们 自 己 的 用 户 接 口 。 需 要 I O l e O b j e c t 的 支 持

I O l e I n P l a c e A c t i v e O b j
e c t

只 有 在 控 件 提 供 用 户 接 口 ， 而 且 支 持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的 情 况 下 才 需 要

I D a t a O b j e c t 以 某 种 方 式 传 送 数 据 到 包 容 器 的 控 件 需 要
它 ，如 共 享 内 存 或 文 件 。I D a t a O b j e c t 提 供 C O M
的 U n i f o r m  D a t a  T r a n s f e r（ 统 一 数 据 传 输 ） 的
手 段 ， 这 是 一 种 协 议 ， 用 于 为 任 何 数 据 类 型 的
交 换 建 立 规 则

I V i e w O b j e c t 2 通 过 显 示 窗 口 的 可 见 控 件 来 实 现



                                                   续 表

I D i s P a t c h 具 有 定 制 方 法 或 客 户 可 以 通 过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来 访 问 的 控 件 需 要 它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启 动 事 件 的 控 件 需 要 它 。这 个 接 口 为 客 户 枚 举
控 件 目 标 可 以 启 动 的 事 件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支 持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控 件 需 要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由 包 含 类 型 库 信 息 的 控 件 实 现 ，这 意 味 着 大 多
数 A c t i v e X 控 件 。 通 过 其 G e t C l a s s I n f o 方 法 ，
接 口 提 供 了 到 I T y p e I n f o 实 现

的 指 针 ， 从 中 ， 客 户 可 以 抽 取 控 件 的 类 型 信
息 。 类 似 的



                                                   续 表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接 口 是 一 个 扩 展 接 口 ， 它 扩 充 了 G e t G U I D 方
法 ， 这 样 ， 客 户 便 可 以 为 控 件 的 默 认 事 件 来 检
索 到 标 识 符 的 指 针

I P e r s i s t S t o r a g e 可 以 保 存 和 从 包 容 器 提 供 的 I s t o r a g e 实 例 加 载
的 控 件 需 要 它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实 例 化 一 个 要 求 的 类 目 标 ，将 返 回 给 它 一 个 指
针 。此 目 标 是 通 过 在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注 册 的 类 标
识 符 来 进 行 标 识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与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相 同 ， 但 是 ， 它 还 增 加 了 许 可
证 的 支 持 （ 参 见 第 9 章 的 “ 许 可 证 ” 一 节 ）

另 一 方 面 ，当 考 虑 到 与 控 件 有 关 的 大 量 M F C 库 D L L 时，用 A T L 编 写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比 用 M F C 编 写 的 相 应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要 小 得 多 。 用 A T L 库 构 造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使 用 M F C ， 但 这 样 用 A T L 就 没 有 意 义 。 如 果 计 划 用 M F C 编 写 控 件 ， 可
以 首 选 M F C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只 有 在 创 建 智 能 指 针 类 C C o m Q I P t r 和 C c o m P t r 才 会
使 用 A T L。 使 用 A T L 的 主 要 好 处 是 ， 它 所 创 建 的 组 件 不 需 要 M F C 和 C 运 行 库 。



这 样 的 组 件 可 放 在 I n t e r n e t 上 独 立 存 在 ， 而 不 用 依 靠 用 户 机 器 上 的 支 持 文 件 。

与 M F C 一 样 ， A T L 为 控 件 包 含 的 每 一 个 目 标 创 建 单 一 的 代 表 性 的 类 。 这 些 类 来
源 于 目 标 支 持 的 所 有 接 口 ， 这 是 M F C 通 过 嵌 套 类 玩 的 一 个 小 把 戏 。 A T L 可 通 过
使 用 多 样 继 承 更 灵 活 地 达 到 同 样 的 效 果 ， 这 些 继 承 是 几 个 基 类 发 展 出 来 新 的 类 ，
新 类 从 每 个 类 继 承 了 成 员 数 据 和 函 数 。基 类 列 表 叫 做 继 承 列 表 ，看 起 来 像 以 下 的
类 声 明 ：

c l a s s  C M y C l a s s :

p u b l i c  C C l a s s 1 ,

p u b l i c  C C l a s s 2 ,

p u b l i c  I I n t e r f a c e 1 ,

p u b l i c  I I n t e r f a c e 2 ,

.

.

.

{



A T L 为 开 发 A c t i v e X 控 件 提 供 最 重 要 的 服 务 是 许 多 库 的 实 现 代 码 ，这 些 代 码 用 于
控 件 通 常 支 持 的 许 多 C O M 接 口 。 以 类 模 板 的 形 式 ， 有 了 库 代 码 ， 就 不 用 再 编 写
程 序 来 支 持 通 用 的 接 口 了 。 A T L 为 列 在 表 1 0 - 1 中 的 每 一 个 接 口 提 供 了 模 板 化 的
实 现 代 码 ， 并 以 接 口 名 加 上 I m p l 后 缀 来 命 名 该 模 板 。 例 如 ， I Q u i c k A c t i v e I m p l
模 板 为 I Q u i c k A c t i v e 方 法 提 供 如 S e t E x t e n t 和 G e t E x t e n t 这 样 的 代 码 。 与 C O M 要
求 的 那 样 ， 一 个 支 持 接 口 的 所 有 方 法 都 列 出 来 ， 但 不 一 定 使 用 。 许 多 方 法 只 叫 做
A T L T R A C E N O T I M P L 宏 ， 为 V i s u a l  C + +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的 D e b u g 选 项 卡 编
写 很 少 的 记 录 信 息 ，并 把 E _ N O T I M P L 返 回 给 调 用 程 序 。如 果 想 让 A c t i v e X 控 件
提 供 这 样 的 方 法 ， 则 必 须 自 己 添 加 代 码 。

除 了 代 码 库 外 ， A T L 还 提 供 A p p W i z a r d ， 以 开 始 创 建 一 个 服 务 器 项 目 ， 还 有 另 一
个 向 导 ， 用 来 帮 助 生 成 A c t i v e X 控 件 所 需 的 类 代 码 。 你 会 感 觉 到 ， 使 用 A T L 并
不 比 使 用 M F C 困 难 ， A T L 需 要 编 程 人 员 比 使 用 M F C 时 多 注 意 项 目 细 节 ， 并 处
理 更 多 的 C O M 问 题 。在 展 示 A T L 的 演 示 项 目 前 ，先 停 顿 一 下 ，了 解 一 下 后 面 会
遇 到 的 有 关 A T L 3 个 方 面 的 背 景 信 息 ： 接 口 映 射 ， 目 标 映 射 和 线 程 模 型 。

接 口 映 射

接 口 映 射 是 大 多 数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函 数 的 通 用 模 式 。C O M 目 标 的 所 有 接 口 都 支 持
这 一 函 数 ， 让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在 任 何 接 口 中 调 用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并 接 收 其 他 任
何 接 口 的 指 针 。 如 果 控 件 不 支 持 所 需 的 接 口 ， 它 返 回 的 值 为 E _ N O I N T E R F A C E 。



以 下 程 序 段 演 示 了 一 个 典 型 的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函 数 在 不 使 用 A T L 时 看 起 来 会 是 什
么 样 。 参 数 ri id 指 调 用 程 序 所 需 的 接 口 标 识 符 ， 参 数 p p v O b j e c t 接 收 接 口 指 针 ：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M y C l a s s :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R E F I I D  r i i d , P V O I D  * p p v O b j e c t  )

{

     s w i t c h (  r i i d )

     {

         c a s e  I I D _ U N K N O W N :

         c a s e  I I D _ I I n t e r f a c e 1 :

             * p p v O b j e c t  =  ( I In t e r f ace l* )  t h i s ;

             b r e a k ;

         c a s e  I I D _ I I n t e r f a c e 2 :

             * p p v O b j e c t  =  ( I In t e r f ace2*  th i s ;



             b r e a k ;

         c a s e  I I D _ I I n t e r f a c e 3 :

             * p p v O b j e c t  =  ( I I n t e r f a c e 3 * )  t h i s ;

             b r e a k ;

         de fau l t :

             * p p v O b j e c t  =  0 ;

             r e t u r n  E _ N O I N T E R F A C E ;

    }

    ( I U n k n o w n * )  * p p v O b j e c t - > A d d R e f (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这 类 重 复 的 模 式 很 容 易 用 宏 来 实 现 ， 了 解 宏 ， 便 可 对 接 口 映 射 的 物 理 分 布 有 清 楚
的 认 识 。 当 用 户 调 用 类 目 标 的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方 法 时 ， 接 口 映 射 通 过 A T L 的
C C o m O b j e c t R o o t B a s e : : I n t e r n a l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函 数 来 确 定 调 用 的 路 线 ，在 A t l C o m . h
文 件 中 ， 如 下 处 理 ：

s t a t i c  H R E S U L T  W I N A P I  I n t e r n a l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P V O I D  p T h i s ,

c o n s t _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 p E n t r i e s , R E F I I D  r i i d ,  P V O I D  * p p v O b j e c t )

同 以 前 一 样 ， ri id 确 认 接 口 ， p p v O b j e c t 接 收 它 的 指 针 。 该 函 数 的 第 二 个 参 数
p E n t r i e s 指 向 接 口 映 射 的 开 始 ， 它 包 含 _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数 组 结 构 ， 数 组
中 的 每 一 个 结 构 包 含 一 个 接 口 标 识 符 ， 一 个 D W O R D 变 量 ， 还 有 一 个 函 数 指 针 ：

s t r u c t  _ A L T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

    c o n s t  I ID*                        p i id ;                  / / In t e r f ace  i edn t i f i e r

    D W O R D                         d w ;                   / / O f f s e t

    _ A T L _ C R E A T O R A R G F U N C *       p F u n c ;                F u n c t i o n  p o i n t e r

} ;



p F u n c 的 值 决 定 I n t e r n a l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如 何 解 释 d w 的 值 。 如 果 p F u n c 是
A T L _ S I M P L E M A P E N T R Y ( 定 义 为 1 ) ， d w 则 包 含 类 目 标 的 偏 移 值 ， 允 许
I n t e r n a l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完 成 类 似 以 下 的 调 用 ：

* p p v O b j e c t = p T h i s + p E n t r i e s - > d w ;

* p p v O b j e c t - > A d d R e f ( ) ;

P E n t r i e s 已 经 增 加 值 ， 以 指 向 数 组 中 接 口 _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 如 果
p F u n c 的 值 大 于 1， 则 I n t e r n a l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调 用 函 数 ， 把 d w 作 为 参 数 。

P e n t r i e s - > p F u n c (  p T h i s ,  r i i d ,  p p v O b j e c t ,  p E n t r i e s - > d w ) ;

所 调 用 的 函 数 负 责 编 写 所 需 的 指 向 * p p v O b j e c t 的 接 口 指 针 。

P f u n c 成 员 也 可 为 N U L L 。 这 个 特 殊 值 为 数 组 中 最 后 的 _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所 保 留 ， 作 为 接 口 映 射 的 结 尾 标 记 。 你 没 有 必 要 过 分 担 心 这 一 部 分 ， A T L
通 过 特 殊 的 宏 来 确 保 最 后 的 结 构 。 另 外 ， 在 安 排 映 射 数 组 的
_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方 面 没 有 限 制 。 以 下 是 前 面 所 引 述 的 C m y C l a s s 的
接 口 映 射 。 注 意 ， 一 个 空 的 _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是 如 何 结 束 数 组 的 ：

{ & I I D _ I n t e r f a c e 1 ,  0 ,  1 }



{ & I I D _ I n t e r f a c e  2 ,  4 ,  1 }

{ & I I D _ I n t e r f a c e  3 ,  8 ,  1 }

{ 0 ,  0 ,  0  }

在 使 用 A T L 的 代 码 中 ，接 口 映 射 由 一 系 列 的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构 成 ，每 个 宏
扩 展 为 一 个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 A T L 提 供 17 种 不 同 的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 通 过 其 后 缀 _ E N T R Y 和 _ T E A R _ O F F 来 表 明 宏 要 处 理 的
接 口 类 型 。 宏 的 名 称 由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加 上 后 缀 字 符 串 构 成 。表 1 0 - 2 将 描 述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 并 解 释 什 么 时 候 使 用 它 们 。 为 简 明 起 见 ， 第 一 列 只 列 宏
后 缀 名 。 要 想 详 细 了 解 宏 ， 请 参 阅 在 线 帮 助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M a c r o s”。



表 1 0 - 2   A T L 的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说 明

_ E N T R Y 暴 露 衍 生 类 的 接 口

_ E N T R Y _ I I D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相 同 ， 但 是 ，
压 指 定 接 口 的 标 识 符

_ E N T R Y 2 对 于 从 两 个 或 多 个 双 接 口 衍 生 的 类 ，要 解 析 其
接 口 的 不 明 确 性 ，应 当 提 供 到 I d i s p a t c h 接 口 的
指 针 。 双 接 口 在 本 章 的 后 面 介 绍

_ E N T R Y 2 _ I I D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2 相 同 ， 但 是 ，
它 指 定 接 口 的 标 识 符

_ E N T R Y _ I M P L 是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续 表

_ E N T R Y _ I M P L _ I I D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I M P L 相 同 ，
但 是 ， 它 指 定 接 口 的 标 识 符 。 此 宏 和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I M P L 在 A T L 版
本 3 中 是 过 时 的 ， 要 使 用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E N T R Y _ F U N C 在 A T L 处 理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时 ， 指 定 获 得 控 件
的 挂 钩 函 数 。 挂 钩 函 数 可 以 忽 略 此 进 程 ， 方 法
是 返 回

E _ N O I N T E R F A C E ， 这 样 ， 便 可 以 隐 藏 A T L
要 返 回 的 接 口

_ E N T R Y _ F U N C _ B L I
N D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F U N C 相 同 ，
只 是 要 查 询 引 起 挂 钩 函 数 调 用 的 所 有 接 口



                                                   续 表

_ E N T R Y _ T E A R _ O F
F

为 快 用 （ t ea r -o f f） 接 口 声 明 C O M 映 射 项 ， 这
种 接 口 只 有 在 客 户 通 过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请 求
时 ， 才 进 行 实 例 化 。 这 种 接 口 只 在 需 要 时 才 占
用 内 存 ， 这 使 它 更 适 合 于 I S u p p o r t E r r o r I n f o 这
样 的 接 口 ， 因 为 在 控 件 的 生 存 期 ， 这 样 的 接 口
也 可 以 不 使 用 。 其 缺 点 是 ， 它 比 常 规 接 口 的 开
销 要 稍 大 些

实 现 这 种 接 口 的 类 必 须 从
C C o m T e r z a O f f O b j e c t B a s e 衍 生 出 来 ，而 且 具 有
自 己 的 C O M 映 射

_ E N T R Y _ C A C H E D

_ T E A R _ O F F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T E A R _ O F F 宏
相 同 ， 不 同 的 是 ， 在 第 一 个 实 例 后 ， 保 存 此 接
口 数 据 。 如 果 快 用 接 口 是 实 例 化 的 ， 则 有 效 地
缓 存 可 以 将 它 转 换 为 常 规 接 口

_ E N T R Y _ A G G R E G A
T E

为 聚 合 目 标 提 供 的 接 口 声 明 C O M 映 射 。 此 宏
查 询 转 发 到 聚 合 目 标 的 I U n k n o w n 接 口 的 接 口
标 识 符 。 本 章 的 后 面 将 讨 论 有 关 聚 合 的 问 题



                                                   续 表

_ E N T R Y _ A G G R E G A
T E _ B L I N D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A G G R E G A T E
相 同 ， 不 同 的 是 ， 所 有 查 询 都 转 发 到 指 定 的
I u n k n o w n 接 口

_ E N T R Y _ A U T O -

A G G R E G A T E

如 果 提 供 I U n k n o w n 指 针 ， 则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A U T O A G G R E G A T E 相 同 ，否 则 ，此
宏 自 动 插 件 由 给 定 的 类 标 识 符 指 出 的 聚 合

_ _ E N T R Y _ A U T O -

A G G R E G A T E _ B L I N
D

与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A U T O A G G R E G
A T E 相 同 ， 除 非 提 供 了 I U n k n o w n 指 针 ， 在 这
样 的 情 况 下 ， 所 有 查 询 都 转 发 到 I u n k n o w n 接
口 ， 如 果 I u n k n o w n 指 针 没 有 提 供 ， 则 宏 创 建
由 给 定 的 类 标 识 符 指 出 的 聚 合



                                             续 表

_ E N T R Y _ C H A I N 允 许 继 续 处 理 指 定 的 基 本 类 的 C O M 映 射 。 基
本 类 必 须 在 当 前 类 的 继 承 性 列 表 中 出 现 。也 就
是 说 ， 它 必 须 是 当 前 类 的 基 础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C H A I N 不 能 是
C O M 映 射 中 的 第 一 项

_ E N T R Y _ B R E A K 在 请 求 指 定 的 接 口 时 ，调 用 D e b u g B r e a k。使 用
此 宏 来 触 发 调 试 器 断 点 （ 调 试 器 在 第 11 章 中
介 绍 ）

_ E N T R Y _ N O I N T E R -

FA C E

在 查 询 指 定 的 接 口 时 ， 返 回
E _ N O I N T E R F A C E， 并 结 束 C O M 映 射 处 理 。
此 宏 禁 用 此 接 口 ， 防 止 它 被 C O M 映 射 后 的 任
何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进 行 处 理

A T L 指 作 为 C O M 映 射 的 源 代 码 的 宏 系 列 ，这 一 名 称 常 常 和 宏 所 创 建 的 接 口 映 射
混 用 。 在 A T L 中 ， C O M 映 射 以 调 用 B E G I N _ C O M _ M A P 宏 开 始 ， 以
E N D _ C O M _ M A P 宏 结 束 。 在 它 们 之 间 有 一 系 列 的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 都 有
类 支 持 的 接 口 。



B E G I N _ C O M _ M A P ( C M y C l a s s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M y C l a s s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D i s p a t c h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2 ( I P e r s i s t ,  I p e r s i s t S t r e a m I n i t )

.

.

.

E N D _ C O M _ M A P ( )

映 射 从 M F C 的 标 准 消 息 映 射 中 借 鉴 了 许 多 方 法（ M F C 提 供 自 己 的 宏 来 创 建 接 口
映 射 ， 这 一 点 在 第 9 章 没 有 叙 述 。 在 M F C 中 ， 接 口 映 射 以 B E G I N _
I N T E R F A C E _ M A P 宏 开 始 ， 以 E N D _ I N T E R F A C E _ M A P 宏 结 束 ）。 C O M 映 射 的
结 构 顺 序 并 不 重 要 ， 列 表 中 的 第 一 个 接 口 必 须 使 用 简 单 的 映 射 项 ， 例 如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或 其 他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宏 ， 用
A T L _ S I M P L E _ M A P E N T R Y 的 p F u n c 值 扩 展 至 A T L _ I N T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 这
个 需 求 阻 止 了 A T L 使 用 映 射 中 的 第 一 个 接 口 来 响 应 目 标 的 I U n k n o w n 接 口 的 请
求 。



目 标 映 射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能 包 含 几 个 目 标 ， 每 个 目 标 都 通 过 一 个 类 来 表 示 ， 提 供 自 己
的 接 口 映 射 。 图 1 0 - 1 显 示 了 控 件 、 控 件 所 包 含 的 目 标 和 目 标 实 现 的 接 口 之 间 的
层



图 1 0 - 1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元 素

次 关 系 。同 接 口 映 射 的 概 念 一 样 ， 目 标 映 射 记 录 了 一 个 控 件 的 目 标 和 目 标 相 关 的
类 标 识 符 （ C L S I D ）。 A T L 把 目 标 映 射 安 排 成 一 个 _ A T L _ O B J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数 组 ， 每 一 个 定 义 一 系 列 求 助 功 能 。 以 下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_ A T L _ O B J M A P _ E N T R Y
结 构 数 组 ：

s t r u c t  _ A T L _ O B J M A P _ E N T R Y



{

    H R E S U L T  U p d a t e R e g i s t r y (  B O O L  b R e g i s t e r  ) ;

    H R E S U L T  G e t C l a s s O b j e c t (  v o i d *  p v ,  R E F I I D  r i i d , P V O I D *  p p v ) ;

    H R E S U L T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  v o i d *  p v ,  R E F I I D  r i i d , P V O I D *  p p v ) ;

    L P C T S T R  G e t O b j e c t D e s c r i p t i o n ( ) ;

    H R E S U L T  R e v o k e C l a s s O b j e c t ( ) ;

    H R E S U L T  R e g i s t e r C l a s s O b j e c t (  D W O R D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 D W O R D  d w F l a g s ) ;

} ;

当 客 户 第 一 次 请 求 一 个 类 目 标 时 ， 便 调 用 G e t C l a s s O b j e c t 函 数 ， 生 成 一 个 目 标 实
例 ，向 调 用 程 序 提 供 了 一 个 指 针 ，来 指 向 所 需 要 的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或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2
接 口 。 函 数 在 目 标 映 射 结 构 中 存 储 类 工 厂（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指 针 ， 让 下 一 个 调 用 类
目 标 新 实 例 的 需 求 尽 快 完 成 。因 为 类 目 标 在 栈 和 堆 上 进 行 实 例 化 ， 而 不 是 在 控 件
的 静 态 数 据 中 ， 所 以 ， 用 A T L 构 造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不 需 要 同 C 运 行 库 进 行 链 接 。
不 使 用 C 运 行 库 和 静 态 构 造 器 ， 可 以 保 证 最 终 控 件 的 可 执 行 尺 寸 很 少 ， 不 用 对
链 接 的 C 库 进 行 额 外 的 初 始 化 。



线 程 模 型

A T L 支 持 四 种 线 程 模 型 ，分 别 名 为 单 一（ s i n g l e）、公 寓（ a p a r t m e n t）、自 由（ f r ee）
和 两 种 （ b o t h）。 线 程 模 型 描 述 了 一 个 控 件 实 现 的 线 程 安 全 类 型 和 程 度 ， 尽 管 对
于 任 何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无 论 线 程 安 排 是 怎 么 样 的 ，都 可 安 全 地 进 入 任 何 线 程 模 型
生 成 的 控 件 。 如 果 客 户 的 线 程 与 任 何 线 程 模 型 都 不 兼 容 ， 则 C O M 便 会 在 二 者 之
间 实 现 自 身 ， 以 保 证 线 程 的 安 全 通 信 。 有 了 这 个 保 证 ， 为 自 己 的 控 件 选 择 哪 种 线
程 模 型 就 会 很 简 单 了 。 对 于 每 一 种 选 择 ， 都 有 其 各 自 的 优 缺 点 ， 通 常 ， 性 能 与 代
码 的 大 小 是 相 对 的 ，效 率 与 简 化 是 相 对 的 。A T L 添 加 到 项 目 中 的 代 码 支 持 用 户 选
择 的 线 程 ， 所 以 ， 你 只 需 要 保 证 自 己 编 写 的 代 码 也 与 所 选 择 的 模 型 相 符 。 在 本 节
中 ， 将 解 释 4 种 模 型 之 间 的 不 同 之 处 ， 以 帮 助 你 决 定 哪 一 种 最 适 合 你 的 项 目 。

从 客 户 的 角 度 来 看 ， 很 容 易 想 象 线 程 是 怎 样 的 。 开 始 ， 我 们 来 看 看 应 用 程 序 于 包
容 器 的 线 程 模 型 ， 然 后 ， 检 查 每 种 线 程 模 型 对 应 用 程 序 嵌 入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影
响 如 何 。 线 程 模 型 并 不 难 以 理 解 ， 但 是 ， 其 中 的 规 则 却 有 些 不 好 理 解 。 在 本 章 的
后 面 ， 有 一 个 示 例 项 目 ， 它 应 用 这 里 讨 论 的 一 些 理 论 ， 并 说 明 一 种 控 件 在 不 同 的
线 程 模 型 下 是 如 何 起 作 用 的 。

单 一 线 程

单 一 线 程 模 型 是 四 种 线 程 中 最 简 单 的 ，因 为 它 不 需 要 任 何 控 件 来 防 卫 其 数 据 的 模
拟 使 用 ，即 使 是 静 态 数 据 。这 种 模 型 允 许 客 户 创 建 一 个 控 件 项 目 的 任 何 数 目 的 实



例 ， 但 是 ， 它 限 制 在 一 个 线 程 中 ， 所 有 客 户 都 访 问 这 些 实 例 。 单 一 线 程 不 限 制 客
户 可 以 运 行 的 线 程 数 目 ， 而 且 ， 确 实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应 当 假 定 其 许 多 客 户 都 是 多
线 程 的 。这 种 模 型 只 是 指 示 对 目 标 接 口 的 所 有 调 用 都 从 客 户 的 线 程 中 产 生 ，这 个
线 程 是 第 一 次 调 用 C o I n i t i a l i z e E x 来 初 始 化 C O M 框 架 的 线 程 。由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不 需 要 耗 费 其 他 精 力 来 保 证 线 程 对 其 接 口 或 其 他 数 据 的 访 问 是 安 全 的 ，所 以 ，单
一 的 线 程 是 在 四 种 线 程 模 型 中 尺 寸 最 小 的 。只 要 客 户 符 合 此 模 型 的 限 制 条 件 ，在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之 间 进 行 通 信 就 是 直 接 而 快 速 的 。

但 是 ， 考 虑 一 下 ， 在 客 户 使 用 相 同 的 A v t i v e X 控 件 时 ， 在 两 个 线 程 之 间 会 发 生 什
么 。 线 程 A ， 它 不 是 客 户 的 主 线 程 ， 通 过 C o I n i t i a l i z e E X 来 初 始 化 C O M ， 然 后 调
用 C o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来 创 建 控 件 目 标 的 一 个 实 例 。 线 程 B 随 后 需 要 此 控 件 的 服
务 ， 与 线 程 A 一 样 ， 它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线 程 实 例 。 但 是 ， 在 这 一 次 ， C O M 不 像 线
程 A 调 用 C o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那 样 ， 返 回 直 接 指 向 控 件 代 码 的 接 口 指 针 。 而 是 ， 返
回 的 指 针 引 用 一 个 在 线 程 B 上 运 行 的 不 可 见 的 代 理 服 务 目 标 。 在 客 户 使 用 指 针
从

线 程 B 来 调 用 一 种 方 法 时 ， 代 理 服 务 便 会 发 送 一 条 消 息 给 线 程 A 上 运 行 的 存 根
目 标 。 存 根 依 次 直 接 调 用 到 相 同 线 程 上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然 后 ， 通 过 另 一 条 消 息
传 递 返 回 值 给 代 理 服 务 。 消 息 的 交 换 在 线 程 之 间 进 行 ， 而 且 保 证 A c t i v e X 控 件 总
是 在 线 程 A 的 环 境 中 执 行 ， 也 就 是 第 一 次 初 始 化 C O M 的 线 程 。



从 一 个 线 程 中 重 新 确 定 一 个 调 用 的 路 线 ，并 在 另 一 个 线 程 中 完 成 它 ，这 便 是 线 程
间 调 度 ， 从 概 念 上 来 说 ， 它 与 第 8 章 讨 论 的 进 程 间 调 度 类 似 。 主 要 的 不 同 是 代 理
服 务 和 执 行 线 程 间 调 度 的 存 根 目 标 是 由 C O M 设 置 的 隐 藏 目 标 ， 而 不 是 在 单 独 的
进 程 中 安 装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 窗 口 之 间 的 消 息 传 送 与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类 似 ，它 在 客 户
进 程 内 的 代 理 服 务 和 进 程 外 的 存 根 之 间 来 回 传 递 。线 程 之 间 的 调 度 通 常 要 比 进 程
之 间 的 要 快 ， 但 是 ， 与 直 接 调 用 目 标 相 比 ， 交 换 消 息 和 切 换 线 程 的 环 境 还 会 大 大
减 慢 对 目 标 实 例 的 访 问 速 度 。 每 次 客 户 从 线 程 B 调 用 控 件 的 一 种 方 法 时 ， 为 了
调 度 到 对 线 程 A 的 调 用 ， 还 要 重 复 相 同 的 繁 琐 过 程 。 最 糟 糕 的 是 ， 线 程 A 可 能
会 非 常 忙 ， 没 有 在 其 消 息 循 环 中 ， 这 样 ， 代 理 服 务 提 出 的 消 息 就 必 须 进 行 等 待 ，
直 到 其 抽 取 和 路 由 到 存 根 。 对 线 程 A 生 成 的 客 户 的 所 有 方 法 调 用 ， 都 直 接 到 控
件 中 ， 而 且 不 进 行 调 度 ， 这 使 得 线 程 A 具 有 了 特 殊 的 权 限 ， 而 其 他 使 用 此 控 件
的 线 程 都 没 有 授 予 此 权 限 。只 有 在 客 户 从 不 是 第 一 个 通 过 C o I n i t i a l i z e E x 用 C O M
注 册 自 身 的 线 程 调 用 控 件 时 ， 单 一 线 程 模 型 才 会 得 到 性 能 上 的 损 失 。

公 寓 线 程

公 寓 线 程 模 型 为 了 消 除 线 程 间 的 调 度 ， 做 了 很 多 的 工 作 。 在 这 种 安 排 方 法 下 ， 所
有 的 客 户 线 程 都 享 有 特 权 ， 而 且 能 够 直 接 与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实 例 交 互 ， 而 不 需 要
首 先 通 过 代 理 服 务 和 存 根 服 务 。换 句 话 说 ，每 个 公 寓 线 程 都 像 是 前 面 讨 论 的 线 程
A ， 没 有 一 个 线 程 像 线 程 B 那 样 。 需 要 控 件 服 务 的 每 个 线 程 都 首 先 调 用
C o I n i t i a l i z e E x， 与 以 前 一 样 ， 然 后 调 用 C o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 来 创 建 一 个 控 件 实 例 。
在 此 公 寓 线 程 中 ， 返 回 的 接 口 指 针 直 接 指 向 接 口 实 例 化 目 标 中 的 V 表 ， 而 且 不



进 入 代 理 服 务 。 每 个 线 程 都 具 有 自 己 的 目 标 实 例 ， 只 要 线 程 只 访 问 它 创 建 的 实
例 ， 就 不 会 有 调 度 发 生 。

有 时 ， 人 们 会 产 生 混 淆 ， 这 是 因 为 有 两 类 公 寓 线 程 。A T L 所 说 的 “ 公 寓 ” 模 型 更
像 是 单 一 线 程 的 公 寓 模 型 ， 通 常 缩 写 为 STA 。 这 种 模 型 在 前 面 已 经 介 绍 了 ： 每 个
线 程 都 有 一 个 目 标 实 例 ， 每 个 线 程 都 调 用 自 己 的 实 例 。 多 线 程 的 公 寓 模 型 ， 即
M TA ， 就 是 A T L 称 之 为 自 由 模 型 的 公 寓 模 型 ， 稍 候 我 们 将 介 绍 这 种 模 型 。 公 寓
是 一 个 抽 象 的 概 念 ， 它 与 现 实 世 界 进 程 和 线 程 的 处 理 方 法 的 关 系 不 大 ， 所 以 ， 不
要 浪 费 很 多 时 间 来 试 图 将 它 可 视 化 。 可 以 这 样 来 看 ， 一 个 进 程 就 像 是 一 个 建 筑
物 ， 其 中 ， 线 程 表 示 单 独 的 房 间 。 这 种 模 型 将 一 个 目 标 的 单 一 实 例 与 可 以 直 接 安
全 调 用 到 那 个 实 例 的 一 个 或 多 个 线 程 进 行 折 衷 。

尽 管 我 们 通 常 要 讲 到 STA 或 M TA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模 型 的 指 定 可 以 更 精 确 地 应 用
到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线 程 ， 因 为 进 程 可 以 包 含 STA 和 M TA 线 程 。 在 客 户 线 程 调 用
C o I n i t i a l i z e E x 时 ，它 将 传 递 一 个 值 ，这 个 值 指 定 此 线 程 是 为 哪 种 公 寓 模 型 而 设 计
的 。 C O I N I T _ A P A R T M E N T T H R E A D E D 的 值 在 STA 模 型 下 注 册 线 程 ， 也 就 是 单
一 线 程 公 寓 的 方 法 。 C O I N I T _ M U L T I T H R E A D E D 的 值 注 册 线 程 作 为 多 线 程 公 寓
的 一 部 分 。一 个 进 程 可 以 包 含 任 何 数 目 的 单 一 线 程 公 寓 ， 但 只 能 包 含 一 个 多 线 程
的 公 寓 ， 在 多 线 程 公 寓 中 ， 任 意 数 目 的 线 程 都 可 以 属 于 它 。 在 公 寓 内 部 调 用 线 程
时 ， 从 目 标 检 索 的 接 口 指 针 不 进 行 调 度 ， 但 是 ， 在 使 用 其 他 公 寓 中 的 线 程 时 ， 总
是 要 进 行 调 度 。 在 谈 到 单 一 线 程 公 寓 模 型 时 ， 公 寓 和 线 程 这 两 个 词 经 常 互 换 使
用 ， 不 会 引 起 混 乱 ， 但 是 ， 在 实 际 应 用 程 序 中 ， 在 应 用 到 多 线 程 公 寓 模 型 中 时 ，



这 就 不 对 了 ， 下 面 将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

自 由 线 程

自 由 线 程 是 多 线 程 公 寓 模 型 的 另 一 个 名 称 。在 多 线 程 公 寓 中 的 线 程 可 以 安 全 地 共
享 目 标 的 单 一 实 例 所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 而 不 管 创 建 实 例 的 线 程 是 什 么 。 C O M 在
此 方 法 中 不 起 作 用 ， 而 且 ， 在 公 寓 的 限 制 内 ， 不 发 生 调 度 调 用 。 然 而 ， 与 在 单 一
线 程 模 型 中 一 样 的 是 ，在 线 程 调 用 到 在 另 一 个 公 寓 中 实 例 化 的 目 标 时 ，还 需 要 进
行 调 度 。

这 似 乎 是 足 够 了 ， 但 是 ， 自 由 线 程 将 重 大 的 责 任 都 放 到 了 开 发 者 身 上 。 选 择 支 持
自 由 线 程 模 型 意 味 着 ， 在 任 何 时 间 ， 要 编 写 任 意 数 目 的 线 程 安 全 访 问 的 代 码 。 下
一 节 将 介 绍 每 个 线 程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施 加 影 响 的 一 些 需 求 。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选 择 线 程 模 型

理 解 C O M 的 客 户 端 口 的 线 程 模 型 ， 便 可 以 选 择 最 适 于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线 程 模
型 。 幸 运 的 是 ， 服 务 器 中 的 线 程 涉 及 到 更 到 的 代 码 ， 而 且 ， 理 论 概 念 更 少 。 你 只
需 要 为 自 己 的 控 件 选 择 一 种 线 程 模 型 ， 并 根 据 情 况 来 编 写 代 码 ， 保 证 C O M 将 通
过 调 度 来 解 决 任 何 不 匹 配 的 问 题 。客 户 线 程 与 STA 或 M TA 模 型 是 一 致 的 ，但 是 ，
A c t i v e X 控 件 采 用 了 前 面 列 出 的 四 种 模 型 之 一 ： 单 一 （ 非 线 程 ）， 公 寓 （ STA ），
自 由 （ M T A ） 或 两 种 。 两 种 线 程 模 型 意 味 着 STA 和 M TA ， 也 就 是 说 ， 必 须 写 控
件 来 适 应 客 户 线 程 的 两 种 可 能 模 型 ， 而 不 需 要 C O M 来 调 度 其 交 互 作 用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了 ， 在 调 用 C o I n i t i a l i z e E x 时 ， 客 户 线 程 如 何 对 C O M 识 别 其 模 型 ，
但 是 ，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主 线 程 是 接 收 客 户 调 用 的 线 程 ， 它 并 不 需 要 注 册 自 身 。 这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 因 为 毕 竟 我 们 讲 过 ， 只 有 一 个 线 程 沿 着 程 序 逻 辑 流 从 客 户 到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而 且 再 回 来 ， 而 不 通 过 调 度 程 序 进 行 传 递 。 控 件 通 过 其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的 条 目 来 来 识 别 其 线 程 模 型 ， 这 些 条 目 可 能 是 a p a r t m e n t (公 寓 ) ,  f ree（ 自 由 ）
或 b o t h（ 两 种 ）。 如 果 这 个 条 目 不 存 在 ，C O M 就 假 定 控 件 符 合 单 一 线 程 模 型 。 本
章 中 以 后 的 项 目 演 示 了 A c t i v e X 控 件 如 何 在 注 册 表 中 指 定 其 线 程 模 型 。

学 完 了 线 程 模 型 这 些 难 以 理 解 的 内 容 后 ，我 们 至 少 可 以 处 理 一 种 非 常 重 要 的 问 题
了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如 何 提 前 知 道 客 户 使 用 的 哪 种 线 程 模 型 ？ 答 案 相 当 简 单 ： 它 并
不 知 道 ， 而 且 ， 它 也 不 需 要 知 道 。 你 为 控 件 选 择 的 线 程 模 型 告 诉 C O M 客 户 设 计
用 来 处 理 的 客 户 线 程 的 种 类 ， 而 不 需 要 进 行 调 度 。 C O M 识 别 何 时 发 生 调 度 ， 并
且 ， 只 有 在 发 生 任 何 调 度 时 ， 才 透 明 地 设 置 调 度 。 例 如 ， 实 例 化 控 件 的 STA 客
户 线 程 标 记 a p a r t m e n t（ 公 寓 ）， 直 接 与 控 件 实 例 进 行 交 互 。 然 而 ， 在 M T A 线 程
实 例 化 控 件 时 ， C O M 必 须 调 度 所 有 的 调 用 ， 以 保 证 客 户 和 控 件 在 相 同 的 线 程 上
运 行 。 在 注 册 公 寓 线 程 模 型 时 ， 控 件 已 经 通 知 C O M ， 每 个 实 例 只 可 以 适 应 单 一
线 程 上 的 调 用 。 调 度 可 以 保 证 所 发 生 的 事 情 。 表 10-3 概 括 了 在 什 么 条 件 下 C O M
调 度 客 户 及 其 嵌 入 的 控 件 之 间 的 调 用 。



表 1 0 - 3   C O M 在 客 户 和 控 件 之 间 调 度 的 条 件

此 模 型 的 客 户 线
程

访 问 此 模 型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需 要 调 度 吗 ？

STA 单 一 第 一 个 初 始 化 C O M 的 线
程 不 需 要 ， 所 有 其 他 线 程
都 需 要

M TA 单 一 需 要

STA 公 寓 不 需 要

M TA 公 寓 需 要

STA 自 由 需 要

M TA 自 由 不 需 要

STA 两 种 不 需 要

M TA 两 种 不 需 要



哪 种 线 程 模 型 最 适 于 控 件 取 决 于 你 提 前 使 用 的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的 种 类 ，以 及 你 要 承
担 多 少 额 外 的 工 作 ， 以 保 证 线 程 的 访 问 安 全 。 为 了 实 现 线 程 安 全 ， 单 一 的 非 线 程
模 型 根 本 不 需 要 额 外 的 代 码 ，因 为 只 有 一 个 客 户 线 程 可 以 直 接 访 问 控 件 的 所 有 实
例 。 另 一 方 面 ， 自 由 线 程 模 型 最 适 于 这 样 的 情 况 ： 你 提 前 知 道 M TA 应 用 程 序 将
独 占 使 用 控 件 。 然 而 ， 很 少 能 够 得 到 这 样 的 保 证 ， 除 非 是 你 自 己 编 写 客 户 程 序 。
现 在 ， 由 于 大 量 的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都 符 合 STA 线 程 ， 所 以 ， 对 于 设 计 用 来 服 务 于
许 多 不 同 的 客 户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说 ，公 寓 模 型 通 常 是 最 佳 选 择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和 N e t s c a p e  N a v i g a t o r 是 STA 应 用 程 序 ， 使 用 M F C 的 包 容 器 程 序 也 是 ， 另 外 ，
还 有 使 用 V i s u a l  B a s i c  5 及 以 后 版 本 编 写 的 程 序 也 是 。M i c r o s o f t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e r v e r
也 符 合 STA 的 规 则 ， 所 以 ， 控 件 如 果 支 持 M T S ， 则 应 当 使 用 公 寓 模 型 。

线 程 安 全 性 是 在 公 寓 模 型 下 易 于 编 程 的 ， 它 仅 需 在 安 全 保 护 下 不 同 时 写 静 态 数
据 ， 通 常 通 过 关 键 区 域 或 一 些 类 似 的 机 制 。如 果 你 要 确 保 快 速 访 问 控 件 而 不 管 客
户 机 的 线 程 模 型 ， 选 择 两 种 （ b o t h） 模 型 。 顺 从 S T A 和 M T A 访 问 而 不 配 置 额 外
工 作 ，特 别 是 运 行 在 多 线 程 下 的 控 件 。要 研 究 一 下 M T A 线 程 的 复 杂 性 ，细 读 D a v i d
Pla t t 在 M i c r o s o f t  S y s t e m s  J o u r n a l 第 1 2 卷 第 8 页 的 文 章 即 可 。 在 目 录 标 签 的 期 刊
条 目 下 的 M S D N 在 线 帮 助 中 可 找 到 此 文 章 。

示 例 1： P u l s e  A c t i v e X 控 件

在 本 节 中 提 出 的 P u l s e 控 件 说 明 了 如 何 使 用 A T L 来 生 成 简 单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P u l s e 是 选 择 性 的 ， 它 从 库 中 获 取 。 这 里 的 目 的 不 仅 仅 是 演 示 A T L， 还 要 给 出 减
少 控 件 大 小 的 方 法 ， 而 且 不 修 改 A T L 源 代 码 ， 或 者 ， 采 取 直 接 的 C O M 指 令 。 通
过 结 果 ， 你 应 当 理 解 在 使 用 A T L 创 建 时 ，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尺 寸 可 以 达 到 多
小 。

P u l s e 只 是 一 个 计 时 器 ， 在 编 程 时 ， 它 以 一 定 的 间 隔 来 启 动 事 件 ， 这 样 ， 它 的 作
用 就 很 像 是 我 们 在 建 立 H o u r 程 序 时 使 用 的 I E T i m e r 控 件 。 与 I E T i m e r 一 样 的 是 ，
P u l s e 是 完 全 自 给 自 足 的 ，它 既 不 使 用 M F C ，也 不 使 用 C 运 行 库 。但 是 ，在 3 7 K B，
P u l s e 没 有 I E T i m e r . o c x 的 一 半 大 小 ， 而 且 还 提 供 相 同 的 服 务 。 P u l s e 这 样 小 的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是 ， 如 果 不 显 示 窗 口 的 话 ， 它 运 转 起 来 是 不 可 见 的 。

P u l s e 控 件 包 含 一 个 有 名 为 C P u l s e C t l 的 类 控 制 的 单 一 目 标 。 除 了 实 现 表 1 0 - 1 中
列 出 的 接 口 外 ， 此 目 标 还 提 供 了 这 些 控 件 元 素 ：

n  包 含 脉 冲 间 隔 的 适 当 的 变 量 ， 以 毫 秒 为 单 位 。

n  允 许 包 容 器 启 动 和 结 束 事 件 启 动 的 方 法 。

n  每 次 间 隔 过 去 时 通 知 包 容 器 的 事 件 。

在 这 里 介 绍 了 1 0 步 ， 来 演 示 P u l s e 项 目 如 何 获 取 格 式 。 本 讨 论 采 用 常 规 的 方 法
来 使 用 A T L 创 建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而 且 ，并 不 专 门 针 对 不 可 见 的 控 件 ，如 P u l s e 。
这 些 不 要 使 你 感 觉 到 我 们 在 这 里 所 做 的 事 情 有 多 么 困 难 。 使 用 A T L 创 建 简 单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非 常 简 单 。

步 骤 1： 运 行 A T L  C O M  A p p W iza rd

使 用 A T L 创 建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开 始 总 是 使 用 A T L 的 向 导 ，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 单 击 Fi le （ 文 件 ） 菜 单 上 的 N e w （ 新 建 ） 命 令 ， 选 择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 如 图 1 0 - 2 所 示 ， 并 输 入 项 目 名 P u l s e。



图 1 0 - 2   启 动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在 出 现 一 个 对 话 框 列 出 控 件 选 项 时 （ 图 1 0 - 3）， 单 击 Fin i sh （ 完 成 ） 按 钮 ， 来 接
受 默 认 设 置 。 这 些 设 置 指 定 新 的 控 件 作 为 不 使 用 M F C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来 运 行 。 对
于 标 签 为 A l l o w  M e r g i n g  O f  P r o x y / S t u b  C o d e（ 允 许 代 理 和 存 根 代 码 的 合 并 ）， 它
只 对 D L L 服 务 器 类 型 可 用 。 选 择 这 个 选 项 告 诉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 来 设 置 项 目 来
链 接 调 度 代 码 到 控 件 的 可 执 行 映 像 中 ， 产 生 一 个 单 一 的 D L L 文 件 ， 其 中 包 含 控
件 及 其 代 理 /存 根 指 令 。清 除 选 项 告 诉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来 编 写 调 度 代 码 到 单 独 的
名 为 D l l D a t a . c 文 件 ， 这 样 ， 可 以 减 少 最 终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整 个 大 小 。 在 本 练 习 的
第 5 步 中 ， 我 们 将 更 多 地 讨 论 控 件 的 代 理 和 存 根 代 码 。



图 1 0 - 3   在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中 选 择 一 个 项 目



C O M 和 A T L 都 引 用 进 程 中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作 为 动 态 链 接 库 。 在 第 9 章 中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 A c t i v e X 确 实 是 一 个 动 态 链 接 库 ， 但 是 ， 具 有 特 殊 的 格 式 。 在 随 后 的
步 骤 中 ， 你 可 以 在 源 代 码 中 看 到 ， 要 记 住 ，“ D L L ” 引 用 我 们 正 在 创 建 的 P u l s e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在 设 置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中 ，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生 成 了 几 个 源 文 件 ， 其 中 包 含 必
要 的 代 码 。 P u l s e . c p p 文 件 实 现 D llM ain 函 数 ， 在 第 一 次 加 载 库 时 ， 操 作 系 统 便 调
用 这 个 函 数 ，还 有 附 加 的 四 个 服 务 于 C O M 的 函 数 。由 于 C O M 不 提 供 这 些 函 数 ，
所 以 ， P u l s e 这 样 的 进 程 内 A c t i v e X 控 件 就 必 须 自 己 导 出 它 们 ：

n  D llG e t C l a s s O b j e c t： 在 客 户 第 一 次 请 求 C O M 在 内 存 中 实 例 化 控 件 目 标
时，从 C o G e t C l a s s O b j e c t 调 用 。 此 函 数 通 过 创 建 类 工 厂（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的 实 例 ， 并 返 回 到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或 I C l a s s F a c t o r y 接 口 的 指 针 ， 来 处 理
这 个 调 用 。

n  D l l C a n U n l o a d N o w ： 在 客 户 使 用 控 件 服 务 器 完 成 时 ， 从
C o F r e e U n u s e d L i b r a r i e s 中 调 用 。 此 函 数 通 知 调 用 程 序 是 否 A c t i v e X 控
件 管 理 的 任 何 目 标 还 处 于 服 务 状 态 ， 这 是 通 过 控 件 未 决 目 标 的 内 部 引
用 计 数 来 指 出 的 。 如 果 对 于 所 有 的 接 口 这 个 计 数 值 为 0 ， 则
D l l C a n U n l o a d N o w 函 数 便 返 回 S _ O K ， 以 允 许 C O M 从 内 存 中 卸 载 控
件 。



n  D l l R e g i s t e r S e r v e r： 实 现 有 关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信 息 到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 在
控 件 的 注 册 表 数 据 中 最 重 要 的 数 据 是
H K E Y _ C L A S S E S _ R O O T \ C L S I D 下 的 项 ，它 指 定 控 件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位 置 。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只 给 出 控 件 的 类 标 识 符 ， C O M 扫 描 C L S I D 文
件 夹 ， 来 定 位 控 件 ， 这 样 ， 它 就 可 以 将 它 加 载 到 内 存 中 。 此 安 排 允 许
A c t i v e X 控 件 驻 留 在 硬 盘 或 网 络 上 的 任 何 地 方 ， 与 普 通 的 D L L 文 件 通
常 必 须 要 限 制 在 由 操 作 系 统 可 以 识 别 的 特 定 位 置 不 同 。

n  D llU n r e g i s t e r S e r v e r： 对 每 个 控 件 目 标 ， 都 删 除 由 D l l R e g i s t e r S e r v e r 实
现 的 注 册 表 数 据 。

 这 四 个 函 数 是 简 短 的 包 装 器 （ w r a p p e r）， 每 个 只 有 一 行 。 它 们 都 调 用
到 一 个 名 为 _ M o l d u l e 的 目 标 中 ， 这 便 是 A T L 的 C C o m M o d u l e 类 的 实
例 。 它 是 _ M o d u l e 目 标 ， 为 函 数 提 供 主 要 的 实 现 。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提 供 完 成 的 控 件 ，具有 D L L 扩 展 名 ， 而 不 是 O C X 扩 展
名 ， 它 不 提 供 选 择 文 件 扩 展 名 的 选 项 。 你 可 能 会 感 觉 到 D L L 文 件 太 多
了 ，A c t i v e X 控 件 应 当 具 有 O C X 扩 展 名 ，以 允 许 用 户 推 断 出 文 件 的 目 的 。
如 果 是 这 样 的 话 ，此 时 就 需 要 进 行 一 些 编 辑 工 作 ，来 更 改 文 件 的 扩 展 名 。
暂 时 关 闭 项 目 的 工 作 控 件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P u l s e . d s p 文 件 ， 并 使 用
R e p l a c e 命 令 ， 来 重 新 命 名 所 有 的“ .dl l”为“ . o c x”。 然 后 重 新 打 开 项 目 ，
并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项 目 设 置 ） 对 话 框 的 L i n k（ 链 接 ） 选 项 卡 中 更 改



文 件 的 扩 展 名 。 如 果 控 件 在 M i c r o s o f t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e r v e r 环 境 中 运 行 的
话 ， 就 不 要 这 样 做 。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创 建 一 个 项 目 梗 概 ， 但 是 ， 不 要 为 A c t i v e X 类 目 标 本 身
添 加 源 代 码 。 在 运 行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后 ， 下 一 步 是 为 目 标 的 类 实 现 代
码 ，这 要 使 用 A T L 的 第 二 个 向 导 ，名 为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A T L 目 标 向
导 ）。

步 骤 2： 运 行 A T L  O b j e c t  W iza rd

 A T L 的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生 成 一 个 类 的 声 明 ， 以 及 为 目 标 类 实 现 函 数 的 存
根 ， 使 它 与 M F C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有 些 一 致 之 处 。 运 行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如
图 1 0 - 4 所 示 ， 方 法 是 从 I n s e r t（ 实 现 ） 菜 单 中 选 择 N e w  A T L  O b j e c t（ 新
建 A T L 目 标 ） 命 令 ， 或 者 是 在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右 击 项 目 名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这 个 命 令 。 W i z a r d B a r 菜 单 也 提 供 了 到 相 同 命 令 的 访 问 。



1 0 - 4   调 用 A T L  W i z a r d 支 持 的 常 用 方 法



 对 于 1 7 种 不 同 的 目 标 类 型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自 动 添 加 A T L 代 码 到 项 目 中 ，
其 中 的 一 些 在 表 1 0 - 4 中 列 出 。在 开 发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时 ，通 常 选 择 Fu l l
C o n t r o l（ 完 全 控 制 ） 选 项 ， 但 是 ， 此 选 项 假 定 控 件 将 显 示 一 个 窗 口 ， 并
以 属 性 表 来 支 持 这 种 方 法 ， 而 且 还 有 一 个 表 达 图 标 。 对 于 小 的 不 可 见 的
控 件 。例 如 P u l s e，通 常 ，从 那 里 选 择 一 种 更 简 单 的 组 件 类 型 ，并 建 立 它 ，
而 不 是 以 后 再 删 除 不 必 要 的 代 码 ，这 样 更 合 适 。P u l s e 项 目 不 需 要 许 多 启
动 程 序 所 使 用 的 代 码 ， 所 以 ， 在 向 导 对 话 框 的 左 窗 格 中 选 择 O b j e c t s ，并
双 击 标 签 为 S i m p l e  O b j e c t（ 简 单 目 标 ） 的 图 标 ， 如 图 1 0 - 5 所 示 。



图 1 0 - 5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话



 表 1 0 - 4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支 持 的 常 用 目 标 类 型

目 标 类 型 说 明

S i m p l e  O b j e c t（ 简 单 目 标 ） 创 建 一 个 主 干 C O M 目 标 。此 接 口 支 持
必 须 手 工 添 加

A d d - i n  O b j e c t（ 附 加 目 标 ） 创 建 一 个 简 单 的 附 加 目 标 ， 它 连 接 到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I A p p l i c a t i o n 接
口 。第 1 3 章 更 详 细 地 解 释 了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O b j e c t
（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目 标 ）

创 建 一 个 C O M 目 标 ， 它 支 持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所 期 望 的 接 口 ，但 是 ，没 有 用
户 界 面 的 附 加 支 持

A c t i v e X  S e r v e r  C o m p o n e n t
（ A c t i v e X 服 务 器 组 件 ）

为 O n S t a r t P a g e 和 O n E n d P a g e 添 加 支
持 ， 具 有 A S P 接 口 的 指 针 ， 例 如
I r e q u e s t ,  I r e s p o n s e 和 I s e r v e r



                                                   续 表

M i c r o s o f t T r a n s a c t i o n S e r v e r

（ M i c r o s o f t 事 务 服 务 器 ）

创 建 一 个 概 略 的 实 现 文 件 ， 它 包 括 事
务 服 务 器 所 需 要 的 M tx.h 头 文 件

C o m p o n e n t  R e g i s t r a r（ 组 件
记 录 器 ）

通 过 A T L 的 R e g i s t r a r 来 访 问 系 统 注 册
表 ， 通 过 I r eg i s t r a r 接 口 来 实 现

L i t e  C o n t r o l（ 真 正 的 控 件 ） 使 用 可 以 嵌 入 到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中 的
用 户 界 面 来 创 建 一 个 控 件 ， 但 是 ， 它
并 不 支 持 由 许 多 其 他 包 容 器 所 需 要 的
接 口 。 提 供 指 针 到 客 户 的
I O l e I n P l a c e W i n d o w l e s s ,  I O l e C l i e n t S i t e
和 I ad iv i s e

S i n k 接 口

F u l l  C o n t r o l（ 完 全 控 件 ） 创 建 一 个 控 件 ， 可 以 嵌 入 到 所 有 符 合
A c t i v e X 规 则



                                                   续 表

的 7 中 。 提 供 相 同 的 指 针 作 为 Li te
C o n t r o l 到 站 点 接 口

C o m p o s i t e  C o n t r o l（ 混 合 控
件 ）

创 建 一 个 类 似 对 话 框 的 控 件 ， 它 可 以
包 含 其 他 A c t i v e X 控 件 和 常 规 控 件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属 性 页 面 ） 添 加 属 性 页 面 目 标 到 控 件 项 目 中 。 只
为 每 个 属 性 页 面 选 择 一 次 此 选 项

D i a l o g（ 对 话 ） 对 目 标 添 加 一 个 常 规 对 话 资 源

P r o v i d e r（ 提 供 者 ） 创 建 一 个 目 标 ， 来 执 行 O L E  D B 提 供
者 的 数 据 转 换 服 务

接 下 来 ，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显 示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 参 见 图 1 0 - 6 ）， 它 查 询 控 件 的 特 性 。
在 N a m e s 选 项 卡 中 ， 键 入 短 名 P u l s e C t l， 从 中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使 用 适 当 的 条 目 填
充 其 他 编 辑 框 。 C l a s s 编 辑 框 包 含 C p u l s e C t l 类 的 名 称 ， 它 可 以 实 现 控 件 的 目 标 。
此 类 非 常 重 要 ， 原 因 是 它 从 P u l s e 控 件 支 持 的 所 有 接 口 继 承 而 来 。



图 1 0 - 6   为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中 的 对 象 指 定 名 称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编 写 C P u l s e C t l 类 源 代 码 到 指 出 的 H 和 C P P 文 件 。 C o C l a s s 编 辑 框



中 容 纳 字 控 件 的 组 件 类 的 名 称 ， 它 作 为 类 型 库 ， 等 效 于 对 象 类 。 C P u l s e C t l 类 和
P u l s e C t l 组 件 类 引 用 相 同 的 目 标 ， 但 是 ， 定 义 对 象 的 位 置 有 所 不 同 。 C P u l s e C t l
引 用 到 实 现 此 对 象 的 C + +源 代 码 ，而 P u l s e C t l 组 件 类 引 用 到 此 对 象 在 控 件 的 类 型
库 中 的 定 义 。 I n t e r f a c e 框 显 示 接 口 的 名 称 ， 在 这 个 接 口 中 ， 控 件 将 其 定 制 的 方 法
和 属 性 展 示 出 来 。标 有 T y p e  a n d  P r o g I D 的 编 辑 框 容 纳 字 符 串 ，它 描 述 了 C P u l s e C t l
对 象 ， 及 其 编 程 的 标 识 符 。

如 图 1 0 - 6 所 示 ，一 些 名 称 作 为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的 条 目 ，由 P u l s e 的 D l l R e g i s t e r S e r v e r
函 数 放 置 在 那 里 。 例 如 ， 编 程 的 标 识 符 P u l s e C t l . P u l s e C t l 和 P u l s e C t l . P u l s e C t l . 1 分
别 成 为 V e r s i o n I n d e p e n d e n t P r o g I D 和 P r o g I D 注 册 表 键 下 面 的 字 符 串 。在 这 两 个 标
识 符 之 间 ， 唯 一 的 不 同 是 ， 在 此 情 况 下 ， 后 者 包 含 控 件 的 版 本 号 1。 人 们 可 以 识
别 这 两 个 字 符 串 ， 它 们 是 控 件 的 标 识 符 的 另 一 种 形 式 ， 它 提 供 了 一 种 手 段 ， 使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请 求 控 件 对 象 ， 而 不 必 使 用 C L S I D 字 符 串 。 例 如 ， M F C 的
C W n d : : C r e a t e C o n t r o l 函 数 按 如 下 的 方 法 接 收 编 程 的 标 识 符 ：

      C r e a t e C o n t r o l (  “P u l s e C t l . P u l s e C t l . 1 ”, N U L L ,  0  & r e c t ,

                    p P a r e n t W n d , I D C _ P U L S E C T L ) ;

类 似 地 ， V i s u a l  B a s i c 或 V B A 容 器 可 以 传 递 标 识 符 到 C r e a t e O b j e c t 函 数 ：

      D i m  P u l s e C t l  A s  O b j e c t



      P u l s e C t l  =  C r e a t e O b j e c t  ( “P u l s e C t l . P u l s e C t l . 1 ”)

客 户 仅 为 控 件 控 制 变 成 的 标 识 符 ，它 可 以 确 定 对 应 的 类 标 识 符 ，方 法 是 调 用 O L E
函 数 C L S I D F r o m P r o g I D 。 函 数 P r o g I D F r o m C L S I D 执 行 相 反 的 转 换 。



图 1 0 - 7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在 A t t r i b u t e s（ 属 性 ） 选 项 卡 中 ， 选 择 标 有 S u p p o r t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s（ 支 持 连 接



点 ）的 复 选 框 ，如 图 1 0 - 7 所 示 。对 于 诸 如 启 动 事 件 的 P u l s e 这 样 的 A c t i v e X 来 说 ，
连 接 点 是 必 要 的 。此 选 项 卡 还 显 示 单 选 按 钮 ，来 确 定 控 件 的 线 程 模 式 、接 口 类 型 ，
以 及 是 否 它 支 持 聚 合 特 征 。 我 们 已 经 查 看 了 A T L 支 持 的 线 程 模 型 ， 但 是 ， 双 接
口 和 聚 合 特 征 也 应 当 详 细 说 明 。

n  双 接 口 ： 在 第 8 章 中 ，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 M i c r o s o f t 已 经 扩 展 了 O L E 的
设 计 ，以 支 持 定 制 的 控 件 ，使 这 样 的 组 件 作 为 V B X 组 件 的 3 2 位 方 式 。
然 而 ， 由 于 这 种 方 式 传 递 函 数 参 数 ， 所 以 ， 版 本 4 之 前 的 V i s u a l  B a s i c
不 能 直 接 调 用 控 件 方 法 。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M i c r o s o f t 在 O L E 中 合
并 了 I d i s p a t c h 接 口 ， 以 提 供 必 要 的 链 接 。 现 在 ， I d i s p a t c h 通 常 作 为 客
户 脚 本 编 程 的 通 信 管 道 ， 例 如 V B S c r i p t 和 J a v a S c r i p t， 使 它 们 可 以 通
过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函 数 的 服 务 ， 来 调 用 控 件 的 方 法 ， 它 可 以 转 换 参
数 ， 并 返 回 值 到 客 户 的 本 机 数 据 类 型 ， 或 者 ， 返 回 客 户 本 机 数 据 类 型
的 值 。尽 管 这 种 解 决 方 案 可 行 ，但 是 ， 额 外 的 转 换 和 间 接 调 用 I n v o k e，
将 会 减 慢 包 容 器 与 控 件 之 间 的 交 互 。

对 于 W e b 页 面 ， 以 及 以 前 的 V i s u a l  B a s i c 客 户 ， I d i s p a t c h 是 一 个 必 要
的 折 衷 方 法 。 然 而 ， 在 C + + 这 样 的 语 言 中 编 写 的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直 接 访 问 控 件 的 方 法 ， 其 方 法 是 通 过 指 针 进 行 调 用 。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及 其 耗 时 的 转 换 都 不 再 需 要 了 。为 了 适 应 支 持 除 了 V a r i a n t 数 据 类 型 的
客 户 ， O L E 支 持 双 接 口 技 术 。 双 接 口 方 法 函 数 要 么 通 过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间 接 进 行 调 用 ，要 么 通 过 调 用 到 方 法 的 指 针 来 直 接 访



问 ， 这 样 ， 不 管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是 使 用 什 么 语 言 编 写 的 ， 所 有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都 可 以 得 到 适 当 的 服 务 。

n  聚 合 ： 通 过 聚 合 ， 另 一 个 对 象 可 以 在 其 调 用 程 序 中 出 现 ， 以 具 有 P u l s e
控 件 加 上 第 二 个 对 象 提 供 的 新 服 务 的 能 力 。 聚 合 对 象 通 常 叫 做 包 含 或
外 部 对 象 ， 它 嵌 入 P u l s e 控 件 的 方 式 与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的 相 同 。 然 后 ，
外 部 控 件 选 择 性 地 从 其 客 户 中 1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请求，为 I P u l s e C t l 接 口
将 请 求 传 递 给 P u l s e。外 部 对 象 的 客 户 接 收 需 要 的 指 针 ，并 调 用 到 P u l s e
中 ， 它 不 知 道 现 在 是 P u l s e， 而 不 是 聚 合 它 的 对 象 正 在 提 供 服 务 。

 在 O b e j c t  W i z a r d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中 ， 聚 合 选 择 不 确 定 控 件 是 否 聚 合 另 一
个 对 象 ， 是 否 控 件 本 身 是 聚 合 的 。

如 果 你 的 控 件 不 打 算 服 务 于 以 前 的 V i s u a l  B a s i c 应 用 程 序 ， 或 者 ， 在 W e b 页 或
A c t i v e  S e r v e r  P a g e 上 进 行 脚 本 编 程 ， 在 此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C u s t o m （ 定 制 ） 单 选 按
钮 。 这 样 做 的 好 处 是 ， 它 可 以 稍 微 减 少 最 终 控 件 的 大 小 ， 因 为 每 个 实 现 的 接 口 都
没 有 合 并 I d i s p a t c h 的 四 个 方 法 。 尽 管 具 有 客 户 接 口 的 控 件 可 以 在 H T M L 文 档 中
出 现 ， 但 是 ， 它 并 不 能 通 过 脚 本 进 行 编 程 。 脚 本 解 释 器 必 须 在 控 件 对 象 上 找 到
I d i s p a t c h， 或 者 ， 它 不 能 访 问 此 控 件 。

对 于 P u l s e 控 件 ， 接 收 默 认 的 设 置 ， 来 启 用 公 寓 模 型 线 程 ， 并 添 加 双 接 口 支 持 ，
但 是 ， 没 有 聚 合 特 征 。 在 深 思 熟 虑 之 后 ， 可 以 通 过 在 A g g r e g a t i o n（ 聚 合 ） 组 中
选 择 N o 单 选 按 钮 ， 来 使 P u l s e 成 为 非 聚 合 的 。这 便 对 C P u l s e C t l 类 定 义 添 加 了 一



行 ， 如 下 所 示 ：

D E C L A R E _ N O T _ A G G R E G A T A B L E ( C P u l s e C t l )

尽 管 聚 合 通 常 被 认 为 是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一 个 有 用 的 特 性 ，但 是 支 持 聚 合 使 控 件 的
执 行 空 间 增 加 了 大 约 2 K B 。由 于 这 本 书 的 一 个 目 的 是 说 明 如 何 用 A T L 创 建 控 件 ，
从 而 减 小 控 件 的 大 小 ， 因 而 放 弃 聚 合 似 乎 是 一 种 合 理 的 折 衷 方 案 。

这 个 折 衷 方 案 并 不 像 表 面 上 看 起 来 的 那 么 严 重 ，因 为 聚 合 并 不 是 A c t i v e X 控 件 在
使 用 另 外 一 种 技 术 时 所 必 须 使 用 的 唯 一 技 术 。任 何 原 因 都 不 能 阻 止 一 个 控 件 像 一
个 客 户 一 样 动 作 ， 而 且 可 以 嵌 入 在 P u l s e 控 件 中 。 这 项 技 术 被 称 为 包 容 ， 包 容 控
件 提 供 了 运 行 P u l s e 自 己 的 方 法 函 数 ， 并 通 过 它 自 己 的 类 库 公 布 这 种 方 法 。 当 一
个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要 求 某 项 P u l s e 服 务 时 ， 包 容 控 件 （ 我 们 称 之 为 O u t e r（ 外 部 对
象 ）） 将 这 个 调 用 传 递 给 P u l s e。当 P u l s e 启 动 这 个 事 件 后 ， 控 件 回 到 O u t e r（ 外 部
对 象 ）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它 将 通 过 启 动 它 的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来 传 递 事 件 。 当 使 用 聚 合
时 ，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并 不 知 道 另 一 个 控 件 正 在 提 供 这 项 服 务 。 但 与 聚 合 不 同 的 是 ，
包 容 器 减 少 了 P u l s e 和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之 间 的 通 信 ， 因 为 O u t e r（ 外 部 对 象 ） 控 件
必 须 作 为 二 者 之 间 的 中 介 而 存 在 。

不 要 选 中 标 有 “ F r e e  T h r e a d e d  M a r s h a l e r（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 的 复 选 框 。 这 个 选
项 将 把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这 个 对 象 加 入 到 项 目 中 ，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说 明 如 下 。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在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中 选 中 “ F r e e  T h r e a d e d  M a r s h a l e r（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复 选 框 ，将 产 生 对 C O M 的 C o C r e a t e F r e e T h r e a d e d M a r s h a l e r 函 数 的 调 用 。

H r e s u l t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 )

{

    r e t u r n  C o C r e a t e F r e e T h r e a d e d M a r s h a l e r (

          G e t C o n t r o l l i n g U n k n o w n ( ) ,  & m _ p U n k M a r s h a l e r . p ) ;

}

这 个 函 数 将 创 建 一 个 称 为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的 对 象 ，它 将 与 控 件 聚 合 并 监 督 调 度 操
作 。 它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当 一 个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嵌 入 到 使 用 两 个 线 程 模 型 的 某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的 单 线 程 公 寓 模 型 时 ， 来 提 高 性 能 。 为 了 理 解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如 何 改 善 这 样 一 个 控 件 的 性 能 ， 应 仔 细 研 究 一 个 典 型 的 运 行 两 个 STA 线 程 的 客
户 ， 在 这 样 的 客 户 中 ， 线 程 B 必 须 调 用 线 程 A 所 拥 有 的 对 象 实 例 。 线 程 A 首 先
调 用 C o M a r s h a l I n t e r T h r e a d I n t e r f a c e I n S t r e a m ， 返 回 时 收 到 一 个 指 向 流 的 指 针 （ 流
只 是 一 个 数 据 的 集 合 ）。 线 程 A 将 流 指 针 传 递 给 线 程 B ， 线 程 B 利 用 流 指 针 调 用
C o G e t I n t e r f a c e A n d R e l e a s e S t r e a m ， 收 到 一 个 指 向 代 表 理 想 实 例 的 代 理 的 指 针 ， 线



程 B 现 在 可 以 安 全 地 调 用 代 理 ， 来 对 对 象 接 口 的 方 法 进 行 访 问 ， 即 使 实 例 在 不
同 的 公 寓 中 创 立 。

如 果 一 个 同 时 使 用 两 个 线 程 模 型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可 以 安 全 地 处 理 从 任 何 公 寓 来 的
直 接 调 用 ，甚 至 来 自 于 不 同 的 STA 公 寓 ，通 过 一 个 调 度 器 整 理 来 自 客 户 的 线 程 B
的 调 用 所 浪 费 的 时 间 是 不 必 要 的 ， 因 为 客 户 可 以 直 接 正 确（ 而 且 更 加 有 效 ） 地 从
线 程 B 中 调 用 对 象 实 例 。 客 户 不 能 安 全 地 假 定 这 个 选 项 存 在 ， 所 以 必 须 通 过
C o G e t I n t e r f a c e A n d R e l e a s e S t r e a m 应 用 一 个 代 理 。但 是 ，因 为 这 个 控 件 是 用 于 对 不
同 S T A 线 程 上 同 时 进 行 安 全 的 访 问 ， 它 通 过 自 由 线 程 调 度 器 调 用
C o C r e a t e F r e e T h r e a d e d M a r s h a l e r 以 进 行 它 自 身 的 用 户 调 度 。 这 个 对 象 就 像 一 个 存
根 一 样 ， 将 一 个 指 向 接 口 的 指 针 拷 贝 到 流 中 ， 而 这 个 接 口 正 是 客 户 通 过
C o G e t I n t e r f a c e A n d R e l e a s e S t r e a m 所 申 请 的 。 结 果 就 是 线 程 B 得 到 了 它 的 接 口 指
针 ， 而 不 用 切 换 线 程 ， 或 者 遍 历 C O M 调 度 器 的 路 径 。 客 户 无 法 了 解 这 个 差 别 ，
除 非 因 为 调 用 实 例 是 直 接 访 问 方 法 ， 而 不 是 通 过 代 理 码 进 行 ，使 得 调 用 实 例 更 快
一 些 。 可 是 一 个 采 用 这 项 技 术 的 控 件 必 须 确 保 对 象 可 以 处 理 同 时 调 用 。

单 击 O K 按 钮 可 以 关 闭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A T L 对 象 向 导 ） 对 话 框 ， 此 时 向 导
将 产 生 三 个 文 件 ：

n  P u l s e C t l . h 和 P u l s e C t l . c p p： 新 C p u l s e C t l 类 的 定 义 和 执 行 码 。

n  P u l s e C t l . r g s： 包 括 控 件 的 注 册 信 息 脚 本 的 文 本 文 件 。 R G S 文 件 中 的 注
册 脚 本 是 包 含 在 控 件 执 行 文 件 资 源 数 据 中 的 一 部 分 ， D l l R e g i s t e r S e r v e r



函 数 将 其 读 出 ， 并 安 装 在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 中 。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在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中 加 入 一 行 ， 来 引 用 注 册 脚 本 ：

I D R _ P U L S E C T L      R E G I S T R Y  D I S C A R D A B L E       “P u l s e C t l . r g s”

并 在 R e s o u r c e . h 中 为 I D R _ P U L S E C T L 常 量 插 入 一 个 # d e f i n e 语 句 。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也 在 S t d A f x . c p p 和 S t d A f x . h 文 件 中 插 入 了 几 个 # i n c l u d e
语 句 。 这 些 语 句 将 带 给 项 目 所 必 须 的 A T L 源 文 件 ， 例 如 A t l I m p l . c p p， A t l C t l . c p p
和 A t l W i n . c p p。 尽 管 S t d A f x 文 件 的 名 字 看 起 来 与 M F C 项 目 类 似 ， 它 们 只 在 选 择
了 步 骤 1 中 的 M F C 选 项 后 才 引 用 M F C 头 文 件 。

对 于 加 入 到 控 件 中 的 每 一 个 对 象 ，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在 控 件 对 象 映 射 中
加 入 一 个 入 口 。 P u l s e 仅 包 含 一 个 C P u l s e C t l 对 象 ， 所 以 在 向 导 结 束 后 ， P u l s e . c p p
文 件 中 的 对 象 映 射 看 起 来 是 这 样 的 ：

B E G I N _ O B J E C T _ M A P ( O b j e c t M a p )

     O B J E C T _ E N T R Y ( C L S I D _ P u l s e C t l , C p u l s e C t l )

E N D _ O B J E C T _ M A P ( )

最 后 ，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对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进 行 必 要 的 修 改 ， 控 件



的 类 库 就 是 从 I D L 文 件 中 产 生 的 。 I D L 代 表 接 口 描 述 语 言 ， 而 I D L 文 件 作 为
M i c r o s o f t  I D L 编 译 工 具 M I D L 的 输 入 。 当 增 加 P u l s e 的 事 件 函 数 时 ， 就 能 看 见 这
个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的 详 细 资 料 。

步 骤 3： 加 入 n I n t e r v a l属 性

P u l s e 有 唯 一 的 一 个 用 户 属 性 ， 称 为 n I n t e r v a l， 它 包 括 以 毫 秒 为 单 位 的 控 件 启 动
事 件 的 速 度 。 为 了 在 接 口 上 加 入 这 个 属 性 ， 在 C l a s s V i e w 窗 口 中 展 开 P u l s e 类 列
表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I P u l s e C t l 的 入 口 ，然 后 选 择 A d d  P r o p e r t y（ 加 入 属 性 ）命 令 ：





这 将 激 活 A d d  P r o p e r t y  T o  I n t e r f a c e（ 为 接 口 加 入 属 性 ） 对 话 框 ， 如 图 1 0 - 8 所 示 ，
它 与 第 9 章 中 所 遇 到 的 类 向 导 的 A d d  P r o p e r t y （ 加 入 属 性 ） 对 话 框 所 要 求 的 信 息
是 一 样 的 。



图 1 0 - 8   对 P u l s e  A c t i v e X 控 件 增 加 n I n t e r v a l 用 户 属 性



键 入 n I n t e r v a l 作 为 P u l s e 属 性 的 名 字 ， 给 定 它 的 属 性 类 型 为 L o n g（ 这 个 属 性 为
s h o r t 时 将 简 单 一 些 ， 但 是 ， 那 将 限 制 最 大 时 间 间 隔 为 一 分 钟 多 一 点 ）。 属 性 的 获
取 /放 置 方 法 的 默 认 I D L 类 型 出 现 在 对 话 框 的 底 部 ：

[ p r o p g e t ,  … ]

    H R E S U L T  n In t e rva l  (  [ ou t ,  r e tva l  ]  l ong  *pVa l ) ;

[ p r o p p u t , … ]

    H R E S U L T  n I n t e r v a l  ( [ i n ]  l o n g  n e w V a l ) ;

C O M 的 获 取 /放 置 方 法 与 M F C 的 获 取 /设 置 函 数 是 低 级 等 价 的 ， 它 为 包 容 器 提 供
了 读 写 控 件 属 性 数 据 的 方 法 。 当 M I D L 编 译 器 编 译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时 ， 它 将 通
过 在 属 性 名 字 前 加 入 ge t_ 和 pu t_ 来 定 义 接 口 的 两 个 方 法 。 获 取 函 数 的 p V a l 参 数
指 向 属 性 的 当 前 值 ； 而 放 置 函 数 的 n e w V a l 参 数 包 含 了 一 个 取 代 旧 属 性 值 的 新 属
性 值 。 如 果 控 件 的 获 取 /放 置 方 法 需 要 一 个 更 大 的 扩 展 参 数 列 表 ， 在 对 话 框 参 数
框 中 增 加 变 量 数 。 对 话 框 将 任 何 增 加 的 变 量 插 入 到 p V a l 和 n e w V a l 参 数 之 前 ， 并
使 它 们 可 以 被 获 取 和 放 置 方 法 公 用 。 如 果 不 想 让 两 个 函 数 具 有 相 同 的 列 表 ，必 须
在 稍 后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手 工 编 辑 I D L 文 件 。 可 以 自 由 改 变 ID L 文 件 中 参 数 的 顺 序
或 者 名 字 ， 但 是 ， 在 参 数 列 表 的 最 后 ， 必 须 留 下 p V a l 和 n e w V a l 参 数 ， 以 及 它 们
的 [ou t , r e tva l ]和 [ i n ]属 性 。



P u t  F u n c t i o n（ 放 置 函 数 ） 复 选 框 与 两 个 标 有 P r o p P u t 和 P r o P u t R e f 的 单 选 钮 是 同
时 出 现 的 。 P r o p P u t R e f 与 默 认 的 P r o p P u t 选 项 是 类 似 的 ， 除 了 它 告 诉 包 容 器 ， 属
性 的 放 置 函 数 靠 引 用 而 不 是 靠 值 来 得 到 n e w V a l 参 数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包 容 器 将
通 过 调 用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设 置 属 性 ， 并 用 D I S P A T C H _ P R O P E R T Y P U T R E F 标
志 取 代 D I S P A T C H _ P R O P E R T Y P U T。 例 如 对 于 V B 的 用 户 ， 用 s e t 关 键 字 来 表 示
一 个 属 性 通 过 引 用 而 不 是 通 过 值 进 行 赋 值 ：

S e t  P u l s e C t l . n I n t e r v a l = x

清 除 图 1 0 - 8 中 的 P u t  F u n c t i o n（ 放 置 函 数 ） 复 选 框 ， 目 的 是 防 止 M I D L 编 译 器 为
n I t e r v a l 属 性 产 生 一 个 放 置 方 法 入 口 。 不 能 允 许 一 个 包 容 器 改 变 n I n t e r v a l 属 性 ，
清 除 对 话 框 内 的 P u t  F u n c t i o n（ 放 置 函 数 ） 复 选 框 将 使 变 量 是 只 读 的 。 控 件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为 客 户 提 供 了 一 个 更 加 符 合 逻 辑 的 设 置 n I n t e r v a l 属 性 的 方 法 。

对 话 框 的 A t t r i b u t e s（ 属 性 ） 按 钮 打 开 了 一 个 对 话 框 ， 其 中 可 以 选 择 属 性 特 征 ，
例 如 调 度 标 识 符 ， 一 个 可 选 的 描 述 和 特 殊 标 志 。 所 选 择 的 属 性 将 出 现 在 I D L 文
件 中 ， 并 最 终 出 现 在 类 型 库 中 ， 在 那 里 ， 它 们 向 将 来 使 用 的 包 容 器 描 述 属 性 。 单
击 图 1 0 - 9 中 的 组 合 框 ， 将 显 示 出 一 张 可 用 的 属 性 设 置 列 表 ， 如 表 1 0 - 5 所 示 。 要
牢 记 ， 属 性 的 确 定 要 引 用 属 性 的 获 取 /放 置 函 数 ， 而 不 要 引 用 属 性 变 量 自 身 。 在
C O M 中 ， 字 的 属 性 通 常 被 用 作 获 取 /放 置 方 法 的 速 记 形 式 ， 它 可 以 让 一 个 客 户 访
问 属 性 。



图 1 0 - 9   在 E d i t  A t t r i b u t e s（ 编 辑 属 性 ）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属 性



表 1 0 - 5   属 性

属 性 描 述

id 为 属 性 的 获 取 或 者 放 置 方 法 指 定 一 个 调 度 标 识 符 （ D I S P I D ）

h e l p s t r i n g 指 定 一 个 短 文 本 串 ， 用 以 描 述 属 性 。 包 容 器 可 以 通 过 控 件 的

I T y p e I n f o : : G e t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方 法 提 取 这 个 串 。 尽 管 这 个 帮 助 文 本

作 为 控 件 类 信 息 的 一 部 分 储 存 在 控 件 内 部 ， 在 E d i t  A t t r i b u t e （ 编

辑 属 性 ）对 话 框 内 删 除 h e l p s t r i n g 入 口 ， 并 不 能 减 小 控 件 的 执 行 映

像 的 大 小



                                                                     续 表

b i n d a b l e 用 组 合 数 据 使 属 性 与 数 据 库 中 的 特 定 域 联 系 在 一 起 。 它 的 意 思

是 ， 任 何 时 候 当 属 性 值 改 变 时 ， 控 件 通 知 数 据 库 ， 并 要 求 所 联 系

的 记 录 域 进 行 放 置 ， 以 反 映 新 的 值 。 为 得 到 关 于 这 个 非 常 有 用 的

概 念 的 进 一 步 信 息 ， 请 参 考 标 题 为 “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s :  U s i n g  D a t a

B i n d i n g  i n  a n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在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使 用 组 合 数 据 ）” 的 M S D N 文 章 。 可 以 用 复 选 框 设 置 S e a r c h

T i t l e s  O n l y（ 仅 按 标 题 搜 索 ） 在 M S D N 的 S e a r c h（ 搜 索 ） 选 项 卡

中 搜 索 这 篇 文 章



                                                                       续 表

c a l l _ a s 使 客 户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名 字 访 问 属 性 的 获 取 /放 置 函 数 。 这 对 于 有 大

量 的 “ n o n r e m o t a b l e （ 非 远 程 ）” 参 数 类 型 的 函 数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

例 如 i n t 或 者 vo id。一 个 非 远 程 的 变 量 对 于 不 同 机 器 上 的 操 作 系 统

来 说 并 不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 例 如 ， 因 为 C O M 并 不 保 证 每 一 台 机 器

（ 或 者 每 一 个 客 户 ）为 变 量 分 配 相 同 的 空 间 ，所 以 一 个 i n t 值 并 不

是 远 程 的 。 相 反 ， 由 于 每 一 台 机 器 认 为 s h o r t 和 l o n g 变 量 占 据 2

和 4 个 字 节 ，所 以 它 们 是 远 程 的 。由 于 这 个 原 因 ，在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中 的 变 量 类 型 列 表 包 括 sho r t 和 l o n g 类 型 ， 而 没 有

i n t， 这 对 于 C O M 是 非 常 不 明 确 的 。

单 个 非 远 程 参 数 也 可 以 通 过 r e p r e s e n t _ a s 和 t r a n s m i t _ a s 属 性 进 行 规

定 。 当 时 对 于 使 用 几 个 非 远 程 类 型 变 量 的 获 取 /放 置 函 数 来 说 ，

c a l l _ a s 比  r e p r e s e n t _ a s 和 t r a n s m i t _ a s 更 为 方 便 和 有 效 。 对 属 性 函

数 规 定 一 个 c a l l _ a s 属 性 ， 意 味 着 控 件 可 以 一 步 进 行 所 有 必 要 的 转

换 ， 而 不 是 用 几 步 完 成 ， 每 一 步 进 行 一 个 变 量 的 转 换 。

用 非 远 程 函 数 参 数 ， 对 于 像 A c t i v e X 控 件 这 样 的 进 程 内



                                 续 表

服 务 器 的 效 率 是 非 常 低 的 ，应 为 它 强 迫 通 过 代 理 /存 根 代 码 对 调 用

c a l l _ a s 函 数 进 行 调 度 。 必 须 为 处 理 非 远 程 参 数 的 包 容 器 的 代 理

D L L 提

供 一 个 对 话 例 程 ， 而 且 为 控 件 中 的 存 根 提 供 另 一 个 例 程 ， 以 接 受

调 用 。 在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的 所 有 函 数 参 数 全 部 使 用 远 程 类

型 ， 将 确 保 从 包 容 器 可 以 不 经 过 调 度 而 直 接 访 问 控 件

d e f a u l t b i n d 指 明 可 绑 定 的 最 代 表 控 件 对 象 的 属 性 。 只 有 控 件 的 一 个 属 性 可 以

具 有 d e f a u l t b i n d 标 志 ，而 且 它 必 须 具 有 b i n d a b l e 标 志 。D e f a u l t b i n d

标 志 允 许 一 个 包 容 器 绑 定 在 整 个 控 件 对 象 上 ， 而 不 是 单 个 属 性

d e f a u l c o l l e l e m 允 许 用 V i s u a l  B a s i c  f o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编 写 的 客 户 直 接 访 问 属 性 的 获

取 /放 置 函 数

d i s p l a y b i n d 指 示 包 容 器 绑 定 的 属 性 必 须 显 示 给 用 户 。 这 个 属 性 同 样 必 须 具 有

b i n d a b l e 标 志



                                                    续 表

h e l p c o n t e x t 规 定 一 个 3 2 位 数 字 ，以 识 别 控 件 的 属 于 某 个 属 性 的 帮 助 文 件 中 的

信 息

h i d d e n 要 求 包 容 器 不 向 用 户 显 示 属 性

i m m e d i a t e b i n d 要 求 在 放 置 属 性 后 ， 立 即 通 知 数 据 库 ， 而 不 是 等 到 控 件 失 去 输 入

焦 点 之 后 。 这 个 属 性 同 样 必 须 具 有 b i n d a b l e 标 志

l o c a l 规 定 M I D L 编 译 器 必 须 仅 仅 产 生 接 口 头 文 件 ， 而 不 产 生 存 根 代

码 。 l o c a l 标 志 与 类 似 P u l s e 这 样 的 过 程 内 A c t i v e X 控 件 没 有 关 系

n o n b r o w s a b l e 要 求 包 容 器 不 要 包 含 包 容 器 属 性 浏 览 器 中 的 属 性



                                                                        续 表

r e q u e s t e d i t 表 示 在 改 变 属 性 值 之 前 ， 控 件 将 向 包 容 器 查 询 是 否 允 许 改 变 。 通

过 I p r o p e r t y N o t i f y S i n k : : O n R e q u e s t E d i t 函 数 可 以 申 请 许 可 ， 这 个 函

数 将 通 知 包 容 器 属 性 将 被 改 变 ， 而 且 对 象 正 在 申 请 允 许 ， 以 继 续

进 行 。 从 O n R e q u e s t E d i t 的 返 回 值 S _ F A L S E 将 拒 绝 这 个 申 请 ； 而

返 回 值 S _ O K 将 允 许 改 变 属 性 值 。 在 收 到 S _ O K 后 ， 如 果 属 性 也

具 有 b i n d a b l e 标 志 ， 则 控 件 必 须 调 用 I P r o p e r t y N o t i f y S i n k : : O n

C h a n g e d

res t r i c t ed 规 定 属 性 的 获 取 /放 置 方 法 不 能 从 宏 中 调 用

s o u r c e 说 明 获 取 /放 置 函 数 返 回 一 个 对 象 或 者 Var i an t 作 为 某 事 件 源 的 变

化 。s o u r c e 很 少 用 在 属 性 中 ， 但 是 我 们 将 在 P u l s e 的 接 口 列 表 中 使

用 它

vara rg 说 明 这 个 属 性 的 获 取 /放 置 方 法 可 以 接 收 数 目 不 同 的 参 数 。 这 个 方

法 的 最 后 一 个 参 数 必 须 是 一 个 可 靠 的 V a r i a n t 类 型 数 组 ，其 中 包 含

了 每 一 个 未 规 定 的 参 数 的 默 认 值



步 骤 4： 加 入 方 法

关 闭 A d d  P r o p e r t y  T o  I n t e r f a c e（ 为 接 口 加 入 属 性 ） 对 话 框 ， 将 在 I D L 文 件 中 写 入
属 性 信 息 。 下 一 步 是 加 入 三 个 名 为 S t a r t P u l s e ,  E n d P u l s e 和 _ O n T i m e r 的 方 法 。 通
过 调 用 S t a r t P u l s e 方 法 ， 包 容 器 告 诉 P u l s e 开 始 节 拍 性 的 事 件 启 动 过 程 。 这 个 函
数 参 数 以 毫 秒 为 单 位 ，规 定 了 包 容 器 接 收 事 件 通 知 的 事 件 间 隔 。在 控 件 停 止 激 活
后 ，包 容 器 调 用 E n d P u l s e 停 止 事 件 启 动 过 程 ，这 样 将 不 占 用 C P U 时 间 。_ O n T i m e r
函 数 由 C T i m e r 类 使 用 ， 在 步 骤 6 中 进 行 说 明 。 对 于 每 一 种 方 法 ， 像 以 前 一 样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I P u l s e C t l 接 口 ，但 这 一 次 选 择 A d d  M e t h o d（ 加
入 方 法 ） 命 令 ：





S t a r t P u l s e 的 n R a t e 参 数 是 n I n t e r v a l 属 性 的 新 值 。 这 解 释 了 在 前 面 的 步 骤 中 ， 我
们 决 定 一 个 客 户 不 需 要 访 问 一 个 p u t _ n I n t e r v a l 函 数 ， 因 为 调 用 S t a r t P u l s e 可 以 达
到 同 样 的 目 的 。 在 图 1 0 - 1 0 中 所 示 的 A d d  M e t h o d  T o  I n t e r f a c e（ 为 接 口 加 入 方 法 ）
对 话 框 中 键 入 函 数 和 参 数 名 称 ， 然 后 单 击 O K 关 闭 对 话 框 。 重 复 以 上 步 骤 ， 以 加
入 E n d P u l s e 和 _ O n T i m e r 方 法 。E n d P u l s e 和 _ O n T i m e r 都 没 有 参 数 ，所 以 使 参 数 框
空 着 。关 闭 A d d  M e t h o d  T o  I n t e r f a c e（ 为 接 口 加 入 方 法 ）对 话 框 ，此 时 V i s u a l  C + +
将 把 对 应 3 种 方 法 的 适 当 代 码 加 入 到 P u l s e . i d l 文 件 中 。它 还 将 为 方 法 写 出 存 根 函
数 ， 加 入 到 P u l s e . c p p 文 件 中 ， 我 们 将 在 为 控 件 加 入 一 个 事 件 函 数 后 ， 对 其 进 行
编 辑 。



图 1 0 - 1 0   A d d  M e t h o d  t o  I n t e r f a c e 对 话 框



步 骤 5： 加 入 P u l s e 事 件

在 我 们 开 始 编 码 之 前 ， 为 项 目 添 加 的 最 后 一 个 部 分 是 P u l s e 事 件 ， 它 将 在 每 一 个
时 间 间 隔 到 来 时 启 动 。 在 A T L 以 前 的 版 本 中 ， 在 控 件 中 增 加 一 个 事 件 需 要 一 点
手 动 操 作 ， 包 括 产 生 一 个 事 件 接 口 的 G U I D 标 识 符 ， 编 辑 I D L 文 件 和 运 行 一 个
称 为 A T L  P r o x y  G e n e r a t o r 的 工 具 。 但 随 着 库 的 第 三 版 的 发 布 ， 这 个 过 程 变 得 更
加 简 单 和 友 好 。 现 在 为 控 件 增 加 事 件 和 增 加 方 法 和 属 性 一 样 容 易 ， 仅 仅 需 要 一 点
时 间 对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进 行 编 译 。

在 我 们 将 讨 论 发 生 在 屏 幕 之 后 的 事 情 之 后 ，下 面 给 出 了 产 生 新 事 件 代 码 过 程 中 所
需 要 的 步 骤 列 表 。 图 1 0 - 1 1 说 明 了 4 个 步 骤 。

1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入 口 ， 并 从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M e t h o d  （ 加 入 方 法 ）命 令 。在 A d d  M e t h o d  T o  I n t e r f a c e（ 为
接 口 加 入 方 法 ） 对 话 框 中 ， 选 择 vo id 返 回 类 型 ， 将 事 件 函 数 命 名 为
P u l s e， 然 后 单 击 O K 关 闭 对 话 框 。

2 .   找 到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中 的 F i l e V i e w 窗 格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P u l s e . i d l 入
口 ， 然 后 选 择 C o m p i l e  （ 编 译 ） P u l s e . i d l 命 令 。 这 将 启 动 M I D L 编 译
器 ， 它 将 产 生 类 型 库 文 件 Pulse . t lb ， 并 加 入 到 项 目 中 。

3 .   当 M I D L 编 译 器 结 束 工 作 后 ， 切 换 回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 然 后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C P u l s e C t l 入 口 。 从 菜 单 中 选 择 I m p l e m e n t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实
现 连 接 点 ） 命 令 ， 以 显 示 同 名 字 的 对 话 框 。

4 .   设 置 标 有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的 复 选 框 ， 并 单 击 O K 关 闭 对 话 框 。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底 部 一 半 的 地 方 列 出 了 名 为 P U L S E L i b 的 l i b r a ry 块 ， 它 将 向
M I D L 编 译 器 描 述 新 P u l s e 事 件 。 当 为 一 个 控 件 的 方 法 和 属 性 搜 索 类 型 库 时 ， 某
些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仅 仅 读 出 l ib ra ry 块 ， 所 以 通 常 要 小 心 地 编 辑 I D L 文 件 ， 以 移
动 最 前 的 两 个 缩 进 代 码 块 到 l ib rary 块 。 第 一 个 块 由 方 括 号 [ ]组 成 ， 包 括 I P u l s e C t l
接 口 的 标 志 ；



图 1 0 - 1 1   为 A T L  A c t i v X 项 目 加 入 一 个 事 件



第 二 个 块 用 花 括 号 括 起 来 ， 包 含 有 接 口 的 方 法 列 表 。 列 表 1 0 - 1 表 示 了 在 重 新 安
排 代 码 之 后 应 该 有 的 结 果 。 如 果 按 照 这 些 步 骤 建 立 P u l s e 项 目 ， 你 自 己 的 ID L 文
件 的 G U I D 数 目 与 列 表 中 所 显 示 的 将 不 会 相 同 。

i m p o r t l i b 指 令 从 O L E 类 型 库 S t d O l e 3 2 . t l b 和 S t d O l e 2 . t l b 中 带 入 预 编 译 类 型 信 息 ，
这 两 个 类 型 库 通 常 位 于 W i n d o w s 系 统 或 者 S y s t e m 3 2 目 录 中 。 尽 管 并 非 必 要 ， 接
口 名 字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仍 然 以 下 划 线 开 始 。 这 个 约 定 将 通 知 接 口 浏 览 器 ，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接 口 属 于 控 件 ， 而 且 浏 览 器 不 能 将 接 口 显 示 给 用 户 。

列 表 1 0 - 1   改 正 后 的 P u l s e . i d l 文 件

i m p o r t  " o a i d l . i d l " ;

i m p o r t  " o c i d l . i d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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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 i r s t  t w o  b l o c k s  h a v e  b e e n  m o v e d  f r o m  h e r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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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u i d ( 3 B 3 6 5 F 9 D - C 3 A E - 1 1 D 1 - B E C 9 - E 0 F 4 E 3 5 2 5 0 7 A ) ,

    v e r s i o n ( 1 . 0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P u l s e  1 . 0  T y p e  L i b r a r y " )

]

l i b r a r y  P U L S E L i b

{

    i m p o r t l i b ( " s t d o l e 3 2 . t l b " ) ;

    impor t l i b ( " s tdo l e2 . t l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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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to  h e r e :

    [

        o b j e c t ,

        u u i d ( 3 B 3 6 5 F A 9 - C 3 A E - 1 1 D 1 - B E C 9 - E 0 F 4 E 3 5 2 5 0 7 A ) ,

        d u a l ,

        h e l p s t r i n g ( " I P u l s e C t l  In t e r f ace" ) ,

        p o i n t e r _ d e f a u l t ( u n i q u e )

    ]

    i n t e r f a c e  I P u l s e C t l  :  I D i s p a t c h

    {

        [ p r o p g e t ,  i d ( 1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p r o p e r t y  n I n t e r v a l " ) ]  H R E S U L T  n I n t e r v a l ( [ o u t ,  r e t v a l ]  l o n g



         *pVal ) ;

        [ id (2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m e t h o d  S t a r t P u l s e " ) ]  H R E S U L T  S t a r t P u l s e ( l o n g  n R a t e ) ;

        [ id (3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m e t h o d  E n d P u l s e " ) ]  H R E S U L T  E n d P u l s e ( ) ;

        [ id (4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m e t h o d  _ O n T i m e r " ) ]  H R E S U L T  _ O n T i m e 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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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u i d ( 3 B 3 6 5 F A A - C 3 A E - 1 1 D 1 - B E C 9 - E 0 F 4 E 3 5 2 5 0 7 A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In te r face" )

    ]

    d i s p i n t e r f a c e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p r o p e r t i e s :

        m e t h o d s :

        [ id (1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m e t h o d  P u l s e " ) ]  v o i d  P u l s e ( ) ;

    } ;

    [

        u u i d ( 8 C 9 B A B D D - B C E 5 - 1 1 D 1 - B E C 9 - D 4 3 C A 8 C B 2 F 5 1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P u l s e C t l  C l a s s " )

    ]

    c o c l a s s  P u l s e C t l

    {

        [ de fau l t ]  i n t e r f a c e  I P u l s e C t l ;



        [ de fau l t ,  s o u r c e ]  d i s p i n t e r f a c e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 ;

} ;

然 而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浏 览 器 都 遵 守 这 个 约 定 。

[ d e f a u l t ]  i n t e r f a c e  I P u l s e C t r l ;

[ d e f a u l t ,  s o u r c e ]  d i s p i n t e r f a c e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下 面 这 几 行 规 定 I P u l s e C t l 为 控 件 的 默 认 调 度 接 口 ， 而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作 为 控 件
的 默 认 源 接 口 ， 通 过 这 些 包 容 器 接 收 控 件 的 事 件 通 知 信 息 。 s o u r c e 告 诉 M ID L 编
译 器 ， 包 容 器 而 不 是 控 件 ， 将 为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提 供 I D i s p a t c h 实 现 。 这 个 控 件
是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接 口 中 调 用 的 源 ， 而 且 包 容 器 的 事 件 I D i s p a t c h 是 事 件 的 接 收
器 。

下 面 的 这 一 行 通 过 内 部 名 字 规 定 了 控 件 的 事 件 ， 而 且 将 事 件 与 唯 一 的 由 id 关 键
字 规 定 的 调 度 标 识 符 值 联 系 在 一 起 ：

[ i d ( 1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m e t h o d  p u l s e " ) ]  v o i d  P u l s e ( ) ;



这 个 控 件 并 不 直 接 调 用 P u l s e 函 数 来 启 动 事 件 ， 而 是 调 用 一 个 名 为 F i r e _ P u l s e 的
由 A T L 加 入 到 项 目 中 的 封 装 函 数 。 这 个 封 装 函 数 称 为 代 理 ， 依 次 调 用 包 容 器 的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方 法 ， 提 供 调 度 标 识 符 号 码 ， 以 识 别 启 动 的 事 件 。 以 上 就 是 一
个 代 理 如 何 得 到 它 的 名 字 的 过 程 。 F i r e _ P u l s e 函 数 作 为 包 容 器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的 替 身 或 者 代 理 ， 当 启 动 一 个 事 件 时 ， 作 为 控 件 调 用 的 现 场 ， 而 不 用 担 心 调 用 最
终 如 何 到 达 客 户 的 细 节 。 代 理 函 数 是 单 一 代 理 类 的 成 员 ， 单 一 代 理 类 作 为 导 出
C P u l s e C t l 的 基 类 ， 允 许 控 件 在 C P u l s e C t l 实 现 的 任 何 地 方 启 动 事 件 。 代 理 类 的 角
色 与 C O M 所 设 置 的 用 于 调 度 线 程 间 调 用 的 代 理 对 象 是 不 同 的 。 类 和 调 度 对 象 通
常 被 简 称 为 “ p r o x y”， 所 以 有 时 候 很 容 易 混 淆 它 们 。 但 它 们 不 是 同 一 件 事 。

在 执 行 I m p l e m e n t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实 现 连 接 点 ） 命 令 时 ， 我 们 在 项 目 内 增 加 了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接 口 的 实 现 ， 通 过 这 个 接 口 包 容 器 可 以 决 定 A c t i v e X 控 件 支 持
哪 一 个 连 接 点 。 这 个 命 令 检 查 控 件 的 类 型 库 文 件 ， 从 中 提 取 接 口 名 字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和 I P u l s e C t l 以 创 立 代 理 类 。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通 常 在 控 件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中 作 为 原 始 数 据 包 含 它 自 己 的 类 型 库 ， 并 允 许 类 型 浏 览 器 如
C l a s s W i z a r d 来 访 问 数 据 。 然 而 ， 在 控 件 的 开 发 阶 段 ， 类 型 库 以 T L B 文 件 的 形 式
独 立 存 在 。

A T L 的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I m p l 模 板 为 新 C P r o x y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代 理 类 定 义 了 一 个
基 准 。 这 个 类 的 代 码 驻 留 在 P u l s e C P . h 文 件 中 ， 以 子 函 数 的 形 式 包 含 了 P u l s e 的
单 个 事 件 代 理 ：



t e m p l a t e  < c l a s s  T >

c l a s s  C P r o x y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p u b l i c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I m p l < T ,

   & D I I D _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C C o m D y n a m i c U n k A r r a y >

{

    / / W a r n i n g  t h i s  c l a s s  m a y  b e  r e c r e a t e d  b y  t h e  w i z a r d .

p u b l i c :

    V O I D  F i r e _ P u l s e ( )

    {

        T *  p T  =  s t a t i c _ c a s t < T * > ( t h i s ) ;

        in t  n C o n n e c t i o n I n d e x ;

        in t  n C o n n e c t i o n s  =  m _ v e c . G e t S i z e ( ) ;



        for  ( n C o n n e c t i o n I n d e x  =  0 ;  n C o n n e c t i o n I n d e x  <  n C o n n e c t i o n s ;

 n C o n n e c t i o n I n d e x + + )

        {

            p T - > L o c k ( ) ;

            C C o m P t r < I U n k n o w n >  s p  =  m _ v e c . G e t A t ( n C o n n e c t i o n I n d e x ) ;

            p T - > U n l o c k ( ) ;

            I D i s p a t c h *  p D i s p a t c h  =  r 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 I D i s p a t c h * > ( s p . p ) ;

            i f  ( p D i s p a t c h  ! =  N U L L )

            {

                D I S P P A R A M S  d i s p  =  {  N U L L ,  N U L L ,  0 ,  0  } ;

                p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 0 x 1 ,  I I D _ N U L L ,  L O C A L E _ U S E R _ D E F A U L T ,



   D I S P A T C H _ M E T H O D ,  & d i s p ,  N U L L ,  N U L L ,  N U L L ) ;

            }

        }

     

    }

} ;

注 意 ， F i r e _ P u l s e 代 理 函 数 的 类 型 是 vo id 。 事 件 与 方 法 不 同 ， 它 从 不 返 回 值 。

通 过 它 的 基 类 ， C P r o x y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为 由 第 二 个 模 板 参 数 识 别 的 接 口 实 现 了
连 接 点 。 在 我 们 的 例 子 中 ， 接 口 是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而 它 的 调 度 接 口 标 识 符 是
D I I D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由 P u l s e _ i . c 文 件 进 行 定 义 。 第 三 个 模 板 参 数 规 定 了 处 理
连 接 的 A T L 类 。这 个 默 认 的 C C o m D y n a m i c U n k A r r a y 类 允 许 的 连 接 数 目 不 限 ；而
可 选 的 C C o m U n k A r r a y 类 只 允 许 数 目 固 定 的 连 接 。

步 骤 6： 加 入 C T i m e r类

P u l s e 可 以 捕 获 W M _ T I M E R 消 息 来 激 活 它 的 事 件 启 动 过 程 ， 但 是 那 样 将 需 要 创



立 一 个 窗 口 来 接 收 消 息 。 窗 口 将 消 耗 系 统 资 源 ， 需 要 时 间 来 建 立 和 关 闭 ， 而 且 ，
向 P u l s e 这 样 的 流 型 A c t i v e X 控 件 应 尽 可 能 避 免 创 立 窗 口 。幸 运 的 是 ，V i s u a l  C + +
中 所 包 含 的 A t l B u t t o n 例 子 项 目 包 含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安 全 线 程 C T i m e r 类 ，这 个 类 正
是 我 们 所 需 要 的 。 由 于 代 码 不 是 由 A T L 向 导 产 生 的 ， 列 表 1 0 - 2 中 列 出 了 它 的 全
部 内 容 。

列 表 1 0 - 2   T i m e r . h 文 件

/ /  T i m e r . h  :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f  t h e  C T i m e r  c l a s s  ( b o r r o w e d  f r o m

/ /         S a m p l e s \ V C 9 8 \ A T L \ A t l B u t t o \ A t l B u t t o . h  f i l e )

t e m p l a t e  < c l a s s  D e r i v e d ,  c l a s s  T ,  c o n s t  I I D *  p i i d >

c l a s s  C T i m e r

{

p u b l i c :

    C T i m e r ( )  {  m _ b T i m e r O n  =  F A L S E ;  }                 //  T i m e r  i s  O F F



    H R E S U L T  T i m e r O n (  D W O R D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  A r m  t h e  t i m e r

    {

        D e r i v e d *  p D e r i v e d  =  ( ( D e r i v e d * )  t h i s ) ;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if ( m _ b T i m e r O n )    // I f  a l r e a d y  o n ,  j u s t  c h a n g e  i n t e r v a l

           r e t u r n  S _ O K ;

       m _ b T i m e r O n =  T R U E ;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m _ p S t r e a m  =  N U L L ;



       H R E S U L T  h R e s  =  C o M a r s h a l I n t e r T h r e a d I n t e r f a c e I n S t r e a m (

                       * p i i d ,  ( T * ) p D e r i v e d ,  & m _ p S t r e a m  ) ;

       / /  C r e a t e  t h r e a d  a n d  p a s s  t h e  t h r e a d  p r o c  t h e  t h i s  p t r

       m _ h T h r e a d  =  C r e a t e T h r e a d ( N U L L ,  0 ,  & _ A p a r t m e n t ,

                  ( P V O I D )  t h i s ,  0 ,  & m _ d w T h r e a d I D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v o i d  T i m e r O f f ( )                        //  D i s a b l e  t h e  t i m e r

{

       i f  ( m _ b T i m e r O n )



       {

         m _ b T i m e r O n  =  F A L S E ;

         A t l W a i t W i t h M e s s a g e L o o p (  m _ h T h r e a d  ) ;

       }

}

/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p r i v a t e :

    s t a t i c  D W O R D  W I N A P I  _ A p a r t m e n t (  P V O I D  p v  )

    {

       C T i m e r < D e r i v e d ,  T ,  p i i d > *  p T h i s  =  ( C T i m e r < D e r i v e d ,  T ,  p i i d > * )  p v ;

       p T h i s - > A p a r t m e n t ( ) ;



       r e t u r n  0 ;

       }

       D W O R D  A p a r t m e n t ( )

       {

            C o I n i t i a l i z e ( N U L L ) ;

            H R E S U L T  h R e s ;

            m _ s p T . R e l e a s e ( ) ;

            i f  ( m _ p S t r e a m )

              h R e s  =  C o G e t I n t e r f a c e A n d R e l e a s e S t r e a m (

                    m _ p S t r e a m ,  * p i i d ,  ( P V O I D * )  & m _ s p T  ) ;



            / /  M a i n  t i m e r  l o o p  t h a t  p e r i o d i c a l l y  c a l l s  _ O n T i m e r

            w h i l e ( m _ b T i m e r O n )

            {

              S l e e p (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

              if ( ! m _ b T i m e r O n )

                b r e a k ;

              m _ s p T - > _ O n T i m e r ( ) ;

            }

            m _ s p T . R e l e a s e ( ) ;         / /  W h e n  T i m e r O f f  f u n c t i o n  s e t s

            C o U n i n i t i a l i z e ( ) ;         / /  m _ b T i m e r O n  =  F A L S E ,  u n r e g i s t e r



            r e t u r n  0 ;  / /  a n d  q u i t

    }

p u b l i c :

    D W O R D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B O O L    m _ b T i m e r O n ;

p r i v a t e :

    H A N D L E  m _ h T h r e a d ;

    D W O R D   m _ d w T h r e a d I D ;

    L P S T R E A M    m _ p S t r e a m ;

    C C o m P t r < T >  m _ s p T ;



} ;

通 过 列 表 ， 可 以 看 出 C T i m e r 分 为 几 步 ， 其 原 因 还 不 是 立 即 就 可 以 看 出 来 。 类 通
过 它 的 T i m e r O n 函 数 封 装 了 计 时 器 ， 这 个 函 数 将 创 立 一 个 新 线 程 ， 以 调 用 S l e e p
函 数 ， 以 在 需 要 时 进 入 休 眠 。 当 线 程 被 唤 醒 时 ， 它 调 用 我 们 在 步 骤 4 中 加 入 的
_ O n T i m e r 方 法 ， 以 表 明 间 隔 已 经 结 束 。 线 程 然 后 再 次 回 到 休 眠 ， 这 个 过 程 在 一
个 循 环 中 不 断 重 复 ， 直 至 T i m e r O f f 函 数 被 调 用 。 这 个 类 是 非 常 有 趣 的 ， 因 为 它
执 行 自 己 的 线 程 之 间 的 用 户 调 度 ， 确 保 _ O n T i m e r 函 数 不 是 从 新 线 程 受 到 调 用 ，
而 是 从 启 动 计 时 器 的 原 始 线 程 受 到 调 用 。 在 我 们 的 例 子 中 ， 这 是 P u l s e 控 件 的 主
线 程 ，从 这 里 _ O n T i m e r 可 以 安 全 的 启 动 P u l s e 事 件 。调 度 回 到 主 线 程 对 于 像 P u l s e
一 样 的 公 寓 线 程 控 件 是 必 要 的 一 步 ， 因 为 C O M 的 规 则 指 出 一 个 对 象 必 须 在 客 户
的 公 寓 内 启 动 事 件 。 也 就 是 说 ， 在 与 使 对 象 实 例 化 的 同 一 个 客 户 STA 线 程 上 。

如 果 作 为 新 项 目 创 立 P u l s e，简 单 地 从 公 司 C D 上 拷 贝 Timer .h 文 件 到 自 己 的 项 目
文 件 夹 中 。 这 个 文 件 是 一 个 头 文 件 ， 所 以 没 有 必 要 用 A d d  T o  P r o j e c t（ 加 入 到 项
目 中 ） 命 令 将 其 加 入 到 项 目 中 。

步 骤 7： 编 辑 Pu lseC t l . h 文 件

在 步 骤 2 中 ，选 择 最 简 单 的 可 以 从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中 得 到 的 对 象
类 型 ， 这 将 设 置 C P u l s e C t l 类 ， 以 便 仅 仅 继 承 3 个 基 类 和 2 个 接 口 。 一 个 真 正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必 须 实 现 比 这 些 更 多 的 接 口 ， 所 以 ， 在 这 一 步 ， 我 们 将 扩 展 类 的 继



承 列 表 ， 以 包 含 一 个 典 型 包 容 器 希 望 一 个 控 件 所 实 现 的 附 加 接 口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打 开 P u l s e C t l . h 文 件 ，然 后 加 入 下 面 灰 色 所 示 的 两 个 # i n c l u d e 语 句 ，
一 个 用 于 我 们 在 前 面 的 步 骤 中 创 立 的 C T i m e r 类 ， 而 另 一 个 用 于 引 入 项 目 所 需 要
的 附 加 接 口 实 现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 m a i n  s y m b o l s

# i n c l u d e  " P u l s e C P . h "

# i n c l u d e  " t i m e r . h "

# i n c l u d e  < a t l c t l . h >

然 后 ， 在 C P u l s e C t l 继 承 列 表 中 增 加 下 列 内 容 。 这 些 行 的 实 际 顺 序 并 不 重 要 ， 但
是 ， 注 意 列 表 中 的 所 有 入 口 都 有 一 个 逗 号 结 尾 ， 最 后 一 个 例 外 。

c l a s s  A T L _ N O _ V T A B L E  C P u l s e C t l  :

p u b l i c  C C o m O b j e c t R o o t E x < C C o m S i n g l e T h r e a d M o d e l > ,

p u b l i c  C C o m C o C l a s s < C P u l s e C t l ,  & C L S I D _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D i s p a t c h I m p l < I P u l s e C t l ,  & I I D _ I P u l s e C t l ,  & L I B I D _ P U L S E L i b > ,

p u b l i c  C T i m e r < C P u l s e C t l ,  I P u l s e C t l ,  & I I D _ I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O b j e c t W i t h S i t e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C C o m C o n t r o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P e r s i s t S t r e a m I n i t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O l e C o n t r o l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O l e O b j e c t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V i e w O b j e c t E x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W i n d o w l e s s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P e r s i s t S t o r a g e I m p l < C P u l s e C t l > ,

p u b l i c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2 I m p l < & C L S I D _ P u l s e C t l ,

                     & D I I D _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 L I B I D _ P U L S E L i b > ,



p u b l i c  C P r o x y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C P u l s e C t l  >

{

尽 管 P u l s e 控 件 是 不 可 见 的 （ 而 不 是 无 窗 口 ）， 然 而 ， C p u l s e C t l 类 必 须 从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W i n d o w l e s s I m p l 中 导 出 （ 复 习 第 9 章 内 容 ， 无 窗 口 控 件 取 决 于
显 示 服 务 的 控 件 ）。这 是 A T L 对 于 像 P u l s e 这 样 的 不 可 视 控 件 不 进 行 优 化 的 例 子 。
A T L 没 有 提 供 我 们 的 控 件 所 需 要 的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接 口 的 单 独 实 现 ，而 是 仅 仅
提 供 了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W i n d o w l e s s， 这 是 对 I O l e I n P l a c e a O b j e c t 的 扩 展 ，这 将 增
加 对 窗 口 信 息 的 支 持 和 拖 放 操 作 。 P u l s e 并 不 需 要 这 些 额 外 的 方 法 ， 但 是 必 须 包
含 它 们 ， 以 实 现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按 照 类 继 承 列 表 ， 为 F i n a l R E l e a s e 子 函 数 加 入 原 型 ， 这 个 子 函 数 在 卸 载 P u l s e 控
件 时 ， 被 A T L 的 C C o m O b j e c t 调 用 ：

p u b l i c :

H R E S U L T  F i n a l R e l e a s e ( ) ;



C P u l s e C t l ( )

{

}

注 意 C P u l s e C t l 并 没 有 声 明 一 个 类 析 构 函 数 。 这 是 因 为 析 构 函 数 在 从 C P u l s e C t l
导 出 的 A T L 基 类 中 是 不 可 视 的 ， 所 以 类 并 不 能 确 实 地 假 定 它 的 析 构 函 数 将 永 远
不 会 被 调 用 。一 个 使 用 A T L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类 执 行 在 F i n a l R e l e a s e 函 数 中 的 任 何
必 要 的 清 除 功 能 ，这 将 在 对 象 实 例 被 破 坏 之 前 被 调 用 。它 的 必 然 结 果 是 一 个 控 件
必 须 将 它 的 初 始 化 任 务 限 定 在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函 数 中 。 本 章 后 面 出 现 的 第 2 个 项
目 说 明 了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的 用 法 。 为 了 与 C P u l s e C t l 继 承 性 列 表 内 的 接 口 模 板 匹
配 ， 必 须 为 类 的 C O M 映 射 加 入 相 应 的 入 口 ， 如 下 所 示 ：

B E G I N _ C O M _ M A P ( C P u l s e C t l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I M P L (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P u l s e C t l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D i s p a t c h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O b j e c t W i t h S i t e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V i e w O b j e c t E x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V i e w O b j e c t 2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V i e w O b j e c t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W i n d o w l e s s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2 ( I O l e W i n d o w ,  I O l e I n P l a c e O b j e c t W i n d o w l e s s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O l e C o n t r o l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O l e O b j e c t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P e r s i s t S t r e a m I n i t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2 ( I P e r s i s t ,  I P e r s i s t S t r e a m I n i t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P e r s i s t S t o r a g e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2 )

E N D _ C O M _ M A P ( )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2 是 新 的 O L E 接 口 ，替 换 了 旧 的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一 些 包 容 器
不 认 识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2 ， 所 以 映 射 包 含 了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的 入 口 。 因 为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2 代 表 旧 接 口 ， 所 以 加 入 的 内 容 不 会 增 加 P u l s e 的 代 码 大 小 。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和 I P r o v i d e C l a s s I n f o 2 支 持 P u l s e 的 事 件 启 动 。 两 个 接 口 都 提 供
了 G e t C l a s s I n f o 方 法 ， 它 将 提 供 属 于 P u l s e C t l 组 件 类 对 象 的 类 型 信 息 。 这 个 类 型
信 息 来 自 控 件 的 类 型 库 ， 将 告 诉 客 户 如 何 为 P u l s e 事 件 建 立 它 的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除 了 建 立 U n i f o r m  D a t a  T r a n s f e r（ 统 一 数 据 传 送 ） 的 核 心 之 外 ， I D a t a O b j e c t 接 口
提 供 了 向 客 户 通 知 数 据 变 化 的 方 法 。 一 个 实 现 I A d v i s e S i n k 接 口 的 客 户 调 用 控 件
的 ID a t a O b j e c t : : A d v i s e 方 法 在 控 件 的 数 据 被 改 变 时 ， 开 始 接 收 通 知 。 这 并 不 适 用
于 P u l s e， 而 且 控 件 可 以 在 不 支 持 I D a t a O b j e c t 的 情 况 下 正 常 工 作 。 然 而 ， 一 些 客
户 ， 例 如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实 用 程 序 要 求 接 口 建 立 通 知 连 接 。

确 保 C O M 映 射 包 含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的 入 口 ：

C O M _ I N T E R F A C E _ E N T R Y _ I M P L ( I C o n n c e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



如 果 没 有 在 步 骤 2 中 的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中 选 择 S u p p o r t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s
（ 支 持 连 接 点 ） 选 项 ， 在 C O M 映 射 中 键 入 入 口 ， 并 在 类 继 承 性 列 表 中 增 加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I m p l。 一 个 包 容 器 通 过 它 的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接 口 来 查 询 对 象 ， 以 了 解 对 象 支 持 哪 些 接 口 ， 在 我 们 的 例 子 中 是 事 件 接 口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包 容 器 的 事 件 接 收 器 与 对 象 的 连 接 和 断 开 将 通 过 对 象 的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接 口 进 行 。 C O M 映 射 不 需 要 单 独 的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接 口 ， 因
为 I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C o n t a i n e r 提 供 了 F i n d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方 法 ，它 将 向 A T L 的 代
表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的 I C o n n c e t i o n P o i n t 返 回 一 个 指 针 。 图 1 0 - 1 2 说 明 了 包 容 器 如
何 将 它 的 事 件 接 收 器 挂 接 在 P u l s e 的 事 件 函 数 上 的 步 骤 。



图 1 0 - 1 2   包 容 器 如 何 建 立 连 接 以 接 收 事 件 启 动 消 息

F i n d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和 它 的 姊 妹 方 法 E n u m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s 读 入 一 个 数 组 ， 这 个
数 组 被 称 为 连 接 点 映 射 ， 它 包 含 了 控 件 提 供 的 每 一 个 连 接 点 的 接 口 标 识 符 列 表 。



P u l s e 仅 仅 支 持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的 一 个 连 接 点 ， 这 将 在 C O M 映 射 后 面 的 连 接 点
映 射 中 规 定 ：

B E G I N _ C O N N E C T I O N _ P O I N T _ M A P ( C P u l s e C t l )

     C O N N E C T I O N _ P O I N T _ E N T R Y ( D I I D _ _ I P u l s e C t l E v e n t s )

E N D _ C O N N E C T I O N _ P O I N T _ M A P ( )

在 连 接 点 映 射 下 面 ， 加 入 如 下 所 示 的 属 性 映 射 。 这 个 映 射 是 空 的 ， 因 为 P u l s e 不
支 持 属 性 工 作 表 ， 但 是 ， 加 入 到 C P u l s e C t l 类 中 的 一 些 接 口 实 现 要 求 映 射 存 在 ：

B E G I N _ P R O P E R T Y _ M A P ( C P u l s e C t l )

E N D _ P R O P E R T Y _ M A P ( )

步 骤 8： 编 辑 P u l s e C t l . c p p文 件

在 P u l s e C t l . c p p 文 件 中 加 入 下 面 灰 色 部 分 所 示 的 指 令 ， 以 完 成 存 根 函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P u l s e C t l



# d e f i n e    M I N _ R A T E   1 0                 / /  M i n i m u m  f i r i n g  r a t e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P u l s e C t l : : g e t _ n I n t e r v a l (  l o n g  * p V a l  )

{

    * p V a l  =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r e t u r n  S _ O K ;

}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P u l s e C t l : : S t a r t P u l s e (  l o n g  n R a t e  )

{

    if ( ! m _ b T i m e r O n )



    {

        if ( n R a t e  <  M I N _ R A T E )                   //  E n s u r e  f i r i n g  r a t e

           n R a t e  =  M I N _ R A T E ;                  / /    i s  n o t  t o o  l o w

        T i m e r O n (  n R a t e  ) ;                       //  S t a r t  t he  t ime r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n R a t e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r e t u r n  S _ F A L S E ;

}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P u l s e C t l : : E n d P u l s e ( )

{

    T i m e r O f f ( ) ;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  0 ;

    r e t u r n  S _ O K ;

}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P u l s e C t l : : _ O n T i m e r ( )

{

    F i r e _ P u l s e (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H R E S U L T  C P u l s e C t l : : F i n a l R e l e a s e ( )

{

    r e t u r n  E n d P u l s e ( ) ;

}

g e t _ n I n t e r v a l 方 法 通 知 调 用 者 当 前 的 计 时 器 间 隔 ， 它 被 存 储 在
C T i m e r : : m _ d w T i m e r I n t e r v a l 成 员 变 量 中 。因 为 我 们 在 步 骤 2 中 规 定 n I n t e r v a l 属 性
为 只 读 ，所 以 没 有 匹 配 的 放 置 函 数 。S t a r t P u l s e 和 E n d P u l s e 实 现 控 件 的 两 个 方 法 ，
启 动 和 停 止 计 时 器 。当 包 容 器 在 结 束 控 件 后 ，没 有 调 用 E n d P u l s e 时 ，F i n a l R e l e a s e
函 数 调 用 E n d P u l s e， 以 确 保 计 时 器 的 工 作 线 程 在 控 件 结 束 前 是 正 确 的 。

步 骤 9： 编 辑 P u l s e . r g s文 件

早 些 时 候 ， 我 们 了 解 到 项 目 的 R G S 文 件 中 包 含 脚 本 信 息 ， 这 是 由 控 件 的



D l l R e g i s t e r S e r v e r 函 数 写 入 到 系 统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内 的 。在 步 骤 2 中 选 择 S i m p l e
O b j e c t（ 简 单 对 象 ） 选 项 将 是 A T L  O b j e c t  W i a Z z r d （ 对 象 向 导 ） 丢 失 某 些 一 般
A c t i v e X 控 件 需 要 的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 信 息 ， 例 如 O L E M I S C 标 志 列 表 。 稍 后 的
附 加 内 容 详 细 讨 论 了 标 志 ， 但 现 在 我 们 仅 仅 需 要 在 P u l s e 的 注 册 数 据 上 增 加 一 个
值 ， 以 规 定 在 M i s c S t a t u s  R e g i s t r y 键 内 所 需 要 的 标 志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P u l s e . r g s 文 件 ， 并 增 加 下 列 内 容 ：

F o r c e R e m o v e  { 8 C 9 B A B D D - B C E 5 - 1 1 D 1 - B E C 9 - D 4 3 C A 8 C B 2 F 5 1 }  =  s  ' P u l s e C t l  C l a s s '

{

    P r o g I D  =  s  ' P u l s e . P u l s e C t l . 1 '

    V e r s i o n I n d e p e n d e n t P r o g I D  =  s  ' P u l s e . P u l s e C t l '

    F o r c e R e m o v e  ' P r o g r a m m a b l e '

    I n p r o c S e r v e r 3 2  =  s  ' % M O D U L E % '

    {

        v a l  T h r e a d i n g M o d e l  =  s  ' A p a r t m e n t '

    }



    F o r c e R e m o v e  'Con t ro l '

    'M i s c S t a t u s '  =  s  ' 0 '

    {

        '1' =  s  ' 1 4 8 6 2 4 '

    }

    'TypeLib '  =  s  ' { 3 B 3 6 5 F 9 D - C 3 A E - 1 1 D 1 - B E C 9 - E 0 F 4 E 3 5 2 5 0 7 A } '

}

控 件 入 口 将 P u l s e 作 为 一 个 可 嵌 入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M i s c S t a t u s 的 值 1 4 8 6 2 4 代 表
5 个 标 志 的 组 合 值 ： O L E M I S C _ S E T C L I E N T S I T E F I R S T ,  O L E M I S C _ I N S I D E O U T ,
O L E M I S C _ C A N T L I N K I N S I D E , O L E M I S C _ I N V I S I B L E A T R U N T I M E 和
O L E M I S C  _ N O U I A C T I V A T E ， 这 些 都 在 稍 候 的 附 加 内 容 上 有 说 明 。

一 般 地 ，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为 控 件 项 目 增 加 了 一 个 默 认 位 图 ， 但 对
于 像 P u l s e 这 样 的 简 单 对 象 类 型 不 是 这 样 。如 果 想 增 加 一 个 小 位 图 ，以 增 强 P u l s e
控 件 的 功 能 ，下 面 将 告 诉 你 处 理 方 法 。我 们 已 经 看 见 一 些 包 容 器 ，例 如 V i s u a l  C + +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 如 何 向 用 户 显 示 代 表 一 个 控 件 的 工 具 按 钮 上 的 一 幅 位 图 。包 容 器



从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自 身 资 源 数 据 中 提 取 位 图 图 像 ，图 像 由 系 统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
内 的 控 件 的 T o o l b o x B i t m a p 3 2 键 识 别 。为 了 插 入 T o o l b o x B i t m a p 3 2 键 ，在 P u l s e . r g s
文 件 中 连 同 其 他 加 入 的 部 分 一 起 加 入 下 面 的 一 行 ：

F o r c e R e m o v e  ' T o o l b o x B i t m a p 3 2 '  =  s  ' % M O D U L E % ,  1 '

一 个 控 件 的 位 图 是 完 全 可 选 的 ， 但 是 ， 为 那 些 控 件 加 入 一 个 专 业 的 方 法 ， 是 市 场
所 需 要 的 。位 图 的 大 小 是 1 6× 1 5 像 素 ，所 以 一 幅 1 6 色 位 图 占 据 了 空 间 资 源 数 据
段 的 5 1 2 个 字 节 。从 Inse r t（ 插 入 ）菜 单 中 选 择 R e s o u r c e（ 资 源 ）命 令 ，选 择 B i t m a p
（ 位 图 ）， 然 后 按 下 A l t + E n t e r， 以 打 开 B i t m a p  P r o p e r t i e r s（ 位 图 属 性 ） 对 话 框 。
改 变 工 作 区 域 的 尺 寸 到 16× 1 5，并 指 定 T o o l b o x B i t m a p 3 2 键 的 资 源 标 识 符 的 值 与
F o r c e R e m o v e 语 句 中 给 定 的 值 一 样 。 在 我 们 的 例 子 中 ， 这 个 值 是 1：



O L E M I S C 标 志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注 册 了 一 组 O L E M I S C 位 标 志 ， 并 作 为 一 个 3 2 位 值 存 储 在 系
统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 中 。 标 志 包 括 控 件 的 信 息 ， 通 知 包 容 器 控 件 的 特 性 ， 运 行
首 选 项 和 功 能 。 将 这 个 信 息 公 布 在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 中 ， 意 味 着 将 来 的 包 容 器
不 需 要 首 先 将 控 件 嵌 入 ，以 了 解 它 的 要 求 和 功 能 。如 果 一 个 控 件 需 要 包 容 器 无 法
提 供 的 服 务 ，包 容 器 可 以 在 不 浪 费 加 载 控 件 所 需 的 时 间 和 资 源 的 情 况 下 决 定 匹 配
是 不 合 适 的 。

为 决 定 控 件 的 O L E M I S C 标 志 的 设 置 ，包 容 器 可 以 调 用 I O l e O b j e c t : : G e t M i s c S t a t u s
函 数 。 这 个 调 用 并 不 会 将 控 件 载 入 ， 因 为 O L E 为 这 个 函 数 提 供 了 默 认 的 实 现 ，



即 从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中 读 出 控 件 的 O L E M I S C 标 志 。在 涉 及 到 O L E 实 时 库 时 ，
可 以 用 另 外 的 方 法 ， 即 包 容 器 自 己 可 以 从 R e g i s t r y（ 注 册 表 ） 中 直 接 读 出 控 件 的
标 志 ， 访 问 控 件 的 C L S I D 入 口 下 的 \M iscS ta tus \1 文 件 夹 。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仅 仅 为 A c t i v e X 控 件 在 R G S 文 件 中 产 生 M i s c S t a t u s
值 ， 而 对 于 像 P u l s e 这 样 的 简 单 对 象 则 不 是 这 样 的 。 一 般 可 视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例 如 ， M i s c S t a t u s 的 值 为 1 3 1 , 4 7 3， 代 表 下 面 的 5 个 O L E M I S C 位 标 志 ：

n  O L E M I S C _ R E C O M P O S E O N R E S I Z E ─ ─ 调 整 大 小 时 ， 控 件 将 放 置 它
的 显 示 ， 而 不 是 仅 仅 是 比 例 缩 放 。 因 而 ， 当 调 整 大 小 时 ， 包 容 器 必 须
激 活 对 象 ， 并 用 新 窗 口 大 小 尺 寸 调 用 控 件 的 I O l e O b j e c t : : S e t E x t e n t 方
法 。

n  O L E M I S C _ C A N T L I N K I N S I D E─ ─ 如 果 对 象 被 拷 贝 到 剪 贴 板 上 ，包 容
器 必 须 禁 止 用 户 激 活 与 剪 贴 板 连 接 的 对 象 。

n  O L E M I S C _ I N S I D E O U T─ ─ A c t i v e X 控 件 所 需 要 的 。 这 个 标 志 告 诉 包
容 器 ， 控 件 对 象 可 以 在 包 容 器 窗 口 内 的 适 当 位 置 被 激 活 ， 而 包 容 器 不
必 显 示 任 何 特 殊 的 用 户 接 口 元 素 ， 例 如 菜 单 和 工 具 栏 ， 以 使 用 户 与 控
件 相 互 作 用 。 适 当 位 置 激 活 ， 也 被 称 为 可 视 化 编 辑 ， 要 求 包 容 器 支 持
I O l e I n P l a c e S i t e 接 口 。



n  O L E M I S C _ A C T I V A T E W H E N V I S I B L E ─ ─ 当 对 象 可 视 时 ， 对 象 想 要
被 激 活 。

n  O L E M I S C _ S E T C L I E N T S I T E F I R S T ─ ─ 仅 仅 在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时 使
用 ， 这 个 标 志 指 出 ， 控 件 优 先 使 用 I O l e O b j e c t : : S e t C l i e n t S i t e 作 为 它 的
初 始 化 函 数 ， 甚 至 在 调 用 I P e r s i s t s t r e a m I n i t : : I n i t N e w 或 者
I P e r s i s t S t o r a g e : : I n i t N e w ， 以 从 磁 盘 上 提 取 控 件 的 属 性 数 据 之 前 就 是 如
此 。 这 将 允 许 控 件 在 从 永 久 存 储 加 载 信 息 之 前 ， 访 问 包 容 器 的 环 境 属
性 。 注 意 O l e C r e a t e ,  O l e C r e a t e F r o m D a t a ,  O l e C r e a t e F r o m F i l e ,  O l e L o a d
的 当 前 实 现 和 默 认 处 理 程 序 的 当 前 实 现 并 不 理 解 这 个 值 。 希 望 兑 现 这
个 标 志 的 控 件 包 容 器 必 须 在 当 前 实 现 这 些 函 数 自 己 的 版 本 ， 目 的 是 为
控 件 建 立 正 确 的 初 始 化 顺 序 。

n  像 P u l s e 这 样 的 不 可 视 控 件 一 般 为
O L E M I S C _ A C T I V A T E W H E N V I S I B L E 设 置 两 个 标 志 ：

n  O L E M I S C _ I N V I S I B L E A T R U N T I M E─ ─ 通 知 包 容 器 ， 控 件 没 有 用 户
接 口 ， 而 且 不 需 要 显 示 在 屏 幕 上 。

n  O L E M I S C _ N O U I A C T I V A T E -控 件 不 需 要 共 享 用 户 接 口 元 素 ， 例 如 菜
单 ， 而 且 运 行 时 不 需 要 输 入 焦 点 。

如 果 控 件 有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设 置 的 标 志 所 无 法 识 别 的 其 他 实 时 要 求 ，



在 建 立 项 目 之 前 ， 对 R G S 文 件 中 的 M i s c S t a t u s 值 进 行 适 当 的 放 置 。 为 了 得 到 标
志 和 它 们 的 位 值 的 完 整 列 表 ， 参 考 V i s u a l  C + +在 线 帮 助 中 的 文 章 “ O L E M I S C ”
的 内 容 。

步 骤 1 0 ： 建 立 和 测 试 P u l s e  A c t i v e X控 件

最 后 的 一 步 将 监 督 完 成 P u l s e 项 目 ， 并 提 出 如 何 检 查 新 控 件 的 方 法 。 首 先 我 们 选
择 一 个 建 立 的 目 标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按 照 4 种 公 布 的 配 置 建 立 一 个 A T L 项
目 ：



配 置 预 处 理 定 义

释 放 M i n S i z e _ A T L _ D L L

释 放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_ A T L _ S T A T I C _ R E G I S T R Y

U n i c o d e 释 放 M i n S i z e _ U N I C O D E ,  _ A T L _ D L L

U n i c o d e 释 放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_ U N I D O C E ,
_ A T L _ S T A T I C _ R E G I S T R Y

对 于 A N S I 和 U n i c o d e 控 件 项 目 ，M i n S i z e 和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目 标 为 A T L 服 务 提
供 一 种 选 择 机 会 ，即 控 件 依 赖 于 一 个 辅 助 的 实 时 文 件 ，或 者 将 它 所 需 要 的 全 部 代
码 合 并 到 它 自 己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内 。这 是 在 减 小 文 件 大 小 和 减 小 运 行 时 相 关 性 之 间
进 行 选 择 ， 非 常 类 似 在 M F C 项 目 中 ， 必 须 在 与 M F C 库 静 态 或 者 动 态 链 接 之 间
进 行 选 择 。

M i n S i z e 配 置 将 控 件 动 态 链 接 在 A tl.dll 上 ， 这 是 V i s u a l  C + + 安 装 在
W i n d o w s \ S y s t e m 文 件 夹 下 的 一 个 5 4 K B 的 库 文 件 ，从 而 减 小 控 件 的 大 小 。当 控 件
运 行 时 ， 它 为 控 件 所 要 求 的 服 务 函 数 而 调 用 A tl.dll。 这 种 安 排 的 结 果 是 ， 当 有 几
个 链 接 在 Atl .d l l 上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一 起 运 行 时 ，将 使 内 存 的 利 用 效 率 最 高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M i n S i z e 目 标 也 可 以 在 通 过 网 络 或 者 I n t e r n e t 传 送 控 件 时 ， 减 小 下 载
时 间 ， 这 是 因 为 控 件 的 组 合 文 件 大 小 被 减 小 了 ─ ─ 即 使 考 虑 加 上 A tl .dl l 也 是 如
此 ， Atl .d l l 将 与 控 件 一 起 传 送 。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配 置 将 设 置 控 件 项 目 ， 使 编 译 器 扩 展 类 模 板 到 整 个 类 ， 而 不 是 调
用 Atl .d l l 的 存 根 函 数 。在 这 种 配 置 下 ，控 件 自 身 包 括 它 需 要 的 接 口 实 现 代 码 ， 就
像 A T L 服 务 被 静 态 链 接 一 样 （ 这 仅 仅 是 一 个 类 比 ， 因 为 对 于 A T L 没 有 像 M F C
那 样 的 静 态 库 L I B 文 件 ）。 产 生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并 不 依 赖 与 A tl .d l l 文 件 ， 它 用 较
大 的 执 行 映 像 换 来 了 独 立 性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目 标 最 好 用 于 那 些 不 会 与 其 他 A T L
控 件 一 起 运 行 的 单 个 的 控 件 。 因 为 P u l s e 符 合 这 样 的 条 件 ， 所 以 在 B u i l d 工 具 栏
中 选 择 R e l e a s e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配 置 ：



从 配 套 光 盘 上 安 装 的 项 目 文 件 将 目 标 名 字 简 化 为 M i n S i z e 和 M i n D e p， 这 样 可 以
是 文 件 夹 名 字 小 于 8 个 字 母 。如 果 没 有 比 在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减 小 它 们 所 占 的 空 间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 你 最 好 为 你 自 己 的 A T L 项 目 选 择 短 目 标 名 字 。 为 了 修 正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所 设 置 的 目 标 名 字 ， 暂 时 关 闭 工 作 空 间 ， 然 后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项
目 的 D S P 文 件 。用 R e p l a c e（ 替 换 ）命 令 ，用“ M i n D e p ”替 换 所 有 存 在 的“ R e l e a s e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和“ R e l e a s e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按 照 类 似 的 步 骤 ， 缩 短 M i n S i z e
目 标 的 名 字 。将 D S P 文 件 存 盘 ，并 重 新 打 开 项 目 。你 就 可 以 看 见 在 B u i l d（ 建 立 ）
工 具 栏 中 列 出 的 新 目 标 名 字 。

至 今 为 止 ， 我 们 还 没 有 讨 论 编 译 器 优 化 ， 那 是 第 12 章 的 内 容 ， 但 是 ，V i s u a l  C + +
优 化 器 可 以 增 加 执 行 速 度 ， 或 者 减 小 代 码 大 小 。 后 者 通 常 是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最 佳
选 择 ， 所 以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为 你 预 先 选 择 了 小 代 码 空 间 优 化 设 置 。 如 果 这 不 是
你 需 要 的 ， 改 变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项 目 设 置 ） 对 话 框 的 C + + 选 项 卡 的 选 项 。 在 你



选 择 目 标 配 置 之 后 ， 单 击 B u i l d（ 建 立 ） 菜 单 上 的 B u i l d  P u l s e . d l l 命 令 ， 编 译 和 链
接 P u l s e 控 件 。 如 果 所 有 编 译 和 链 接 步 骤 成 功 结 束 ， V i s u a l  C + + 将 运 行
R e g S v r 3 2 . e x e 来 注 册 控 件 ， 并 在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显 示 结 果 ：

R e g i s t e r i n g  A c t i v e X  C o n t r o l…

R e g v r 3 2 :  D l l R e g i s t e r S e r v e r  i n  . \ M i n D e p \ P u l s e . o c x  s u c c e e d e d

注 意 ：如 果 你 的 Acti v e X 控 件 需 要 C 实 时 服 务 ，首 先 除 去 阻 止 链 接 到 运 行 库 的 预
处 理 定 义 。 在 Pro j e c t  S e t t i n g（ 项 目 设 置 ） 对 话 框 的 C++选 项 卡 内 ， 删 除 标 有
Pre p r o c e s s o r  D e f i n i t i o n s（ 预 处 理 定 义 ） 的 框 内 的 常 量 _AT L _ M I N _ C R T。

列 表 10-3 所 列 出 的 T u m b l e 2 . h t m 文 档 展 示 了 新 控 件 。 如 果 你 按 照 这 里 所 描 述 的
步 骤 创 立 P u l s e 控 件 ，则 它 的 一 个 类 标 识 符 与 配 套 光 盘 上 的 P u l s e . o c x 控 件 所 用 的
不 同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你 必 须 在 T u m b l e 2 . h t m 文 档 中 放 置 对 P u l s e 对 象 的 c lass id
语 句 ：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 d = " c l s i d :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 x x x x - x x x x -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i d = p u l s e 1



>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提 供 了 你 所 需 要 的 新 类 标 识 符 。 从 P u l s e . i d l 文 件 中 最 后 一 行 的
uu id 语 句 将 标 识 符 拷 贝 到 剪 贴 板 内 ， 然 后 将 其 粘 贴 在 T u m b l e 2 . h t m 文 档 内 ， 以 改
变 c lass id 的 值 。 尽 管 T u m b l e 2 使 用 不 同 的 计 时 器 ， 它 的 动 画 显 示 与 原 始 T u m b l e
文 档 相 同 。

< H T M L >

< H E A D >

< T I T L E > T u m b l i n g  T e x t  E x a m p l e  2  ( C h a p t e r  1 0 ) < / T I T L E >

< / H E A D >

< B O D Y >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 d = " c l s i d : 9 9 B 4 2 1 2 0 - 6 E C 7 - 1 1 C F - A 6 C 7 - 0 0 A A 0 0 A 4 7 D D 2 "

i d = l a b e l



w i d t h = 1 5 0

h e i g h t = 1 5 0

>

< P A R A M  N A M E = " A n g l e "  v a l u e = " 0 " >

< P A R A M  N A M E = " A l i g n m e n t "  v a l u e = " 7 " >

< P A R A M  N A M E = " B a c k S t y l e "  v a l u e = " 1 " >

< P A R A M  N A M E = " B a c k C o l o r "  v a l u e = " 2 5 5 " >

< P A R A M  N A M E = " F o n t B o l d "   v a l u e = " - 1 " >

< P A R A M  N A M E = " C a p t i o n "    v a l u e = " C l i c k  H e r e " >

< P A R A M  N A M E = " F o n t N a m e "   v a l u e = " T i m e s  N e w  R o m a n " >

< P A R A M  N A M E = " F o n t S i z e "   v a l u e = " 1 8 " >

< / O B J E C T >



< S C R I P T  L A N G U A G E = " V B S C R I P T " >

s u b   l a b e l _ C l i c k

l a b e l . C a p t i o n    =  " T u m b l i n g  t e x t ! "

l a b e l . F o n t B o l d   =  " 0 "

l a b e l . F o n t U n d e r l i n e  =  " - 1 "

l a b e l . F o n t I t a l i c =  " - 1 "

p u l s e 1 . S t a r t P u l s e (  1 0 0  )

e n d  s u b

s u b   p u l s e 1 _ P u l s e

     l a b e l . A n g l e  =  ( l a b e l . A n g l e  +  5 )  m o d  3 6 0

e n d  s u b



< / S C R I P T >

< / B O D Y >

< / H T M L >



图 1 0 - 1 3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中 测 试 P u l s e  A c t i v e X 控 件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实 用 程 序 也 可 以 成 功 地 嵌 入 我 们 的 新 控 件 ， 就 像 图
1 0 - 1 3 中 说 明 的 那 样 。 启 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然 后 选 择 N e w  C o n t r o l



（ 新 控 件 ） 工 具 ， 并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P u l s e C t l 类 入 口 ， 加 载 P u l s e 控 件 （ 列 表 是 按
照 阿 拉 伯 字 母 排 列 的 ； 在 键 盘 上 按 下 P ， 将 自 动 滚 动 到 以 P 打 头 的 第 一 个 控 件
处 ）。 一 旦 控 件 被 加 载 到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内 ， 单 击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 激 活 方 法 ） 工 具 ， 按 照 图 1 0 - 1 3 所 示 ， 在 M e t h o d  N a m e  B o x（ 方 法 名 称 框 ） 中
选 择 S t a r t P u l s e 方法，将 n R a t e 参 数 设 置 为 2 0 0 0， 然 后 单 击 I n v o k e（ 激 活 ） 按 钮 。
这 将 使 控 件 每 2 秒 启 动 它 的 P u l s e 事 件 ，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将 为 事 件
日 志 增 加 一 个 新 入 口 而 检 查 这 一 点 。 激 活 E n d P u l s e 方 法 结 束 启 动 。

如 果 想 了 解 P u l s e . o c x 如 何 被 嵌 入 到 一 个 普 通 的 包 容 器 中 应 用 程 序 中 ， 运 行 配 套
光 盘 上 文 件 夹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1 0 \ H o u r 2 。 H o u r 2 使 用 P u l s e 控 件 作 为 它 的 计 时 器 ，
而 不 是 I E T i m e r 控 件 ， 除 了 这 一 点 之 外 ， H o u r 2 与 第 8 章 H o u r 程 序 相 同 。

例 子 2： T o w e r A T L  A c t i v e X 控 件

P u l s e 项 目 证 明 A T L 可 以 帮 助 你 创 立 比 利 用 M F C 产 生 的 控 件 更 小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但 是 ， 对 A T L 和 M F C 的 精 确 比 较 ， 只 有 通 过 利 用 两 种 工 具 建 立 同 样 的 控 件
才 能 进 行 。 这 正 是 我 们 在 这 一 章 所 讲 述 的 内 容 。 正 如 标 题 所 指 出 的 那 样 ，
T o w e e r A T L 控 件 复 制 第 9 章 的 T o w e r 项 目 ，输 出 相 同 的 属 性 、方 法 和 事 件 。但 是 ，
T o w e r A T L 是 完 全 利 用 A T L 的 服 务 创 立 的 ， 没 有 用 到 M F C 。



T o w e r A T L 是 一 个 比 P u l s e 更 复 杂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包 含 有 栈 属 性 、 属 性 工 作 表
和 一 个 A b o u t 框 。 尽 管 如 此 ， 这 个 项 目 看 起 来 比 较 容 易 ， 因 为 讨 论 更 加 紧 凑 ， 而
且 我 们 在 P u l s e 项 目 中 所 注 意 过 的 部 分 占 据 较 小 篇 幅 。 现 在 已 经 排 除 了 大 多 数 的
不 相 关 的 东 西 ， 这 个 项 目 更 加 精 确 地 反 映 了 用 A T L 创 立 一 个 典 型 A c t i v e X 控 件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和 努 力 。

步 骤 1： 创 立 T o w e r A T L项 目

再 次 运 行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这 一 次 将 项 目 命 名 为 T o w e r A T L。单 击 F i n i s h（ 结
束 ） 按 钮 接 受 默 认 设 置 ， 这 将 是 T o w e r A T L 控 件 成 为 一 个 不 需 要 M F C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当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结 束 后 ，从 I n s e r t（ 插 入 ）菜 单 中 选 择 N e w  A T L  O b j e c t
（ 新 A T L 对 象 ）， 启 动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选 择 对 话 框 的 第 一 个 列
表 内 的 控 件 ， 然 后 双 击 标 有 F u l l  C o n t r o l（ 完 整 控 件 ） 的 图 标 。 T o w e r A T L 支 持 比
P u l s e 更 多 的 接 口 ， 我 们 将 需 要 像 I Q u i c k A c t i v a t e 和 I S p e c i f y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s 这 样 的
接 口 ， 它 们 由 F u l l  C o n t r o l（ 完 整 控 件 ） 选 项 加 入 到 源 代 码 中 。

注 意 ，在 对 话 框 中 ， A T L 将 控 件 的 属 性 页 作 为 一 个 单 独 的 对 象 。在 结 束 这 个 项 目
之 前 ， 返 回 到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以 增 加 一 个 属 性 页 对 象 。 在 P r o p e r t i e s
（ 属 性 ） 对 话 框 的 N a m e s（ 名 称 ） 选 项 卡 中 键 入 T o w e r C t l 作 为 短 名 字 ， 接 受 其
他 框 内 的 默 认 名 字 。在 A tt r ibu tes（ 属 性 ）选 项 卡 内 ，与 我 们 在 P u l s e 项 目 中 一 样 ，
选 择 S u p p o r t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s（ 支 持 连 接 点 ） 复 选 框 。 接 受 选 项 卡 内 的 其 他 默 认



设 置 ， 启 用 公 寓 线 程 、 双 接 口 和 聚 合 。

M i s c e l l a n e o u s（ 杂 项 ） 选 项 卡 包 括 设 置 各 种 O L E M I S C 标 志 的 开 关 。 例 如 ， 选 择
A c t s  L i k e  B u t t o n（ 按 钮 功 能 ）复 选 框 ，设 置 O L E M I S C _ A C T S L I K E B U T T O N 标 志 ，
这 将 告 诉 包 容 器 ， 控 件 将 对 鼠 标 单 击 作 出 响 应 ， 并 通 常 作 为 一 个 按 钮 动 作 。 A c t s
L i k e  L a b e l（ 选 项 卡 功 能 ） 复 选 框 设 置 O L E M I S C _ A C T S L I K E L A B E L 标 志 ， 这 将
通 知 包 容 器 ，这 个 控 件 作 为 按 选 项 卡 顺 序 紧 跟 其 后 的 控 件 的 选 项 卡 使 用 ，就 是 在
包 容 器 的 R C 脚 本 内 列 出 的 下 一 个 控 件 。 I n v i s i b l e  A t  R u n t i m e（ 运 行 时 不 可 见 ）
复 选 框 将 打 开 O L E M I S C _ I N V I S I B L E A T R U N T I M E 标 志 ， 这 适 合 像 P u l s e 这 样 的
在 激 活 时 仍 然 不 可 视 的 控 件 。

跳 过 M i s c e l l a n e o u s 选 项 卡 ，接 受 它 的 默 认 设 置 ，并 进 入 S t o c k  P r o p e r t i e s（ 栈 属 性 ）
选 项 卡 。 与 T o w e r 的 M F C 版 本 类 似 ， T o w e r A T L 控 件 包 括 4 个 栈 属 性 ， 名 字 为
B a c k C o l o r ,  F o r e C o l o r ,  C a p t i o n 和 F o n t。 在 列 表 中 选 择 每 一 个 属 性 ， 并 单 击 > 按 钮 ，
就 可 以 在 S u p p o r t e d （ 支 持 ） 框 内 增 加 这 些 属 性 ， 如 图 1 0 - 1 4 所 示 （ B a c k C o l o r 和
F o r e C o l o r 属 性 在 列 表 中 标 为 B a c k g r o u n d  C o l o r 和 F o r e g r o u n d  C o l o r）。 单 击 O K
按 钮 ， 关 闭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对 话 框 。



图 1 0 - 1 4   在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内 选 择 栈 属 性

步 骤 2： 加 入 n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用 户 属 性

与 4 个 栈 属 性 一 起 ，T o w e r A T L 具 有 一 个 称 为 n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的 用 户 属 性 ，这 个 属



性 保 留 了 一 个 数 ， 用 于 识 别 正 在 被 拖 动 的 块 。 从 技 术 上 讲 ， 它 是 由 通 过
g e t _ n C u r r e n t B o l c k 方 法 显 露 这 个 属 性 的 对 象 所 继 承 的 I T o w e r C t l 接 口 。 为 了 给
I T o w e r C t l 接 口 加 入 这 个 用 户 属 性 ， 在 C l a s s V i e w 窗 口 中 展 开 T o w e r A T L 类 列 表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I T o w e r C t l 入 口 ， 然 后 选 择 A d d  P r o p e r t y （ 加 入 属 性 ） 命 令 ， 以
激 活 A d d  P r o p e r t y  T o  I n t e r f a c e（ 为 接 口 加 入 属 性 ） 对 话 框 。 选 择 s h o r t 作 为 属 性
类 型 ，并 键 入 n C u r r e n t B o l c k 作 为 属 性 的 名 字 。就 像 我 们 在 第 9 章 中 所 做 的 一 样 ，
使 c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属 性 具 有 只 读 特 性 ， 以 阻 止 一 个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改 变 它 的 值 。
清 除 标 有 P u t  F u n c t i o n（ 放 置 函 数 ） 的 单 选 钮 ， 以 告 诉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不 要 为 这 个 属 性 产 生 放 置 方 法 ， 然 后 关 闭 这 个 对 话 框 。

步 骤 3： 加 入 R e s e t方 法

T o w e r A T L 导 出 了 一 个 称 为 R e s e t 的 方 法 函 数 ，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利 用 这 个 函 数 告
诉 控 件 再 次 启 动 程 序 ， 重 新 启 动 左 面 板 中 的 所 有 块 。 再 次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C l a s s V i e w 中 的 I T o w e r C t l 接 口 ，选 择 A d d  M e t h o d（ 加 入 方 法 ）命 令 ，然 后 在 A d d
M e t h o d  T o  I n t e r f a c e（ 为 接 口 加 入 方 法 ） 对 话 框 中 键 入 R e s e t 作 为 函 数 名 字 。 这 个
方 法 没 有 参 数 ， 所 以 使 参 数 框 保 持 空 白 。

单 击 O K 关 闭 A d d  M e t h o d（ 加 入 方 法 ） 对 话 框 ， 此 时 V i s u a l  C + +将 在 这 个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中 为 这 个 方 法 加 入 适 当 的 代 码 ，并 在 T o w e r C t l . c p p 文 件 中 写 入 一 个 存 根
R e s e t 函 数 。 在 控 件 中 加 入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和 事 件 之 后 ， 我 们 将 编 辑 这 些 代 码 。



步 骤 4： 加 入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如 果 你 回 忆 第 9 章 的 内 容 ，控 件 窗 口 将 对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作 出 响 应 ，
方 法 是 初 始 化 一 个 拖 动 操 作 ，在 这 个 操 作 中 ， 用 户 将 一 个 彩 色 块 从 一 个 面 板 移 动
到 另 一 个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表 示 这 个 块 已 经 被 拖 动 到 位 。项 目 的 第 4
步 非 常 简 单 ， 只 需 要 加 入 存 根 函 数 以 处 理 两 条 消 息 。

在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C T o w e r C t l 入 口 ， 并 从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W i n d o w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 加 入 窗 口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 双 击 列 表 中 的
W M _ M O U S E M O V E ,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和 W M _ L B U T T O N U P， 以 将 它 们
加 入 到 右 边 的 框 中 ， 然 后 关 闭 对 话 框 。



步 骤 5： 加 入 事 件

与 原 来 的 T o w e r 控 件 一 样 ，T o w e r A T L 启 动 5 个 事 件 ，名 称 分 别 为 C l i c k ,  F r o m P a n e l ,
T o P a n e l ,  E r r o r 和 W i n n e r 它 们 共 同 保 证 使 包 容 器 了 解 对 控 件 所 发 生 的 事 件 。 在 项
目 中 加 入 这 些 事 件 的 步 骤 与 我 们 对 P u l s e 控 件 的 操 作 是 一 样 的 ：

1 .  在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_ I T o w e r C t l E v e n t s 入 口 ，并 从 关 联
菜 单 中 选 择 A d d  M e t h o d s（ 加 入 方 法 ）命 令 ，然 后 在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v o i d
返 回 类 型 ，并 键 入 一 个 函 数 名 字 。对 所 有 5 个 事 件 函 数 重 复 这 些 操 作 。
只 有 F r o m P a n e l 和 T o P a n e l 带 有 参 数 ，分 别 为 n F r o m P a n e l 和 n T o P a n e l，
这 两 个 参 数 的 类 型 都 是 s h o r t。



2 .  在 W o r k s p a c e 窗 口 的 F i l e V i e w 窗 格 中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T o w e r A T L . i d l
的 入 口 ， 并 选 择 C o m p i l e （ 编 译 ） 命 令 ， 以 创 建 这 个 项 目 的 类 型 库 文



件 。忽 略 来 自 M I D L 编 译 器 中 的 警 告 信 息“ i n t e r f a c e  d o e s  n o t  c o n f o r m  t o
[ o l e a u t o m a t i o n ]  a t t r i b u t e”。 这 个 警 告 信 息 是 因 为 编 译 器 认 为 p F o n t 参 数
─ ─  一 个 指 向 I F o n t D i s p 接 口 的 指 针 ─ ─ 不 是 一 个 兼 容 A u t o m a t i o n 的
类 型 。 但 是 因 为 I F o n t D i s p 来 自 与 I D i s p a t c h ， 这 是 一 个 合 法 的
A u t o m a t i o n 接 口 ， 所 以 这 条 警 告 信 息 是 不 正 确 的 。

3 .  在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C T o w e r C t l， 并 从 菜 单 中 选 择
I m p l e m e n t  C o n n e c t i o n  P o i n t（ 实 现 连 接 点 ） 命 令 。

4 .  设 置 标 有 _ I T o w e r C t l E v e n t s 的 复 选 框 ， 然 后 单 击 O K 关 闭 对 话 框 。

在 这 里 ， 我 们 为 项 目 加 入 事 件 的 步 骤 与 我 们 在 前 面 章 节 中 用 M F C 开
发 T o w e r 控 件 时 所 用 的 步 骤 是 类 似 的 ， 尽 管 看 起 来 可 能 不 是 这 样 。 在
这 些 操 作 之 后 ， 第 9 章 中 的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将 创 建 一 个 O D L 文 件 （ 与
I D L 类 似 ）， 其 中 包 含 了 这 些 指 令 ：

/ / { { A F X _ O L D _ E V E N T ( C T o w e r C t r l )

[ i d ( D I S P I D _ C L I C K ) ]  v o i d  C l i c k  ( ) ;

[ i d ( 1 ) ]  v o i d  F r o m P a n e l  ( s h o r t  n P a n e l ) ;

[ i d ( 2 ) ]  v o i d  T o P a n e l  ( s h o r t  n P a n e l ) ;



[ i d ( D I S P I D _ E R R O R E V E N T ) ]  v o i d  E r r o r ( )  ;

[ i d ( 3 ) ]  v o i d  W i n n e r ( ) ;

/ / } } A F X _ O D L _ E V E N T

从 这 些 信 息 中 ， C l a s s W i z a r d 产 生 像 F i r e C l i c k 和 F i r e W i n n e r 这 样 的 代 理 函 数 ， 它
们 将 调 用 M F C 的 C O l e C o n t r o l : : F i r e E v e n t 函 数 。 然 后 F i r e E v e n t 将 调 用 包 容 器 的
I D i s p a t c h : : I n v o k e 方 法 ， 这 些 与 A T L 产 生 的 代 理 函 数 完 全 一 样 。

步 骤 6： 加 入 属 性 工 作 表

第 9 章 的 T o w e r 控 件 提 供 了 一 张 属 性 工 作 表 ， 这 允 许 用 户 改 变 控 件 的 标 题 ，字 体
和 颜 色 。 图 9 - 1 3 显 示 了 属 性 工 作 表 的 外 观 。 在 这 一 节 ， 我 们 将 为 T o w e r A T L 创
建 一 个 类 似 的 属 性 工 作 表 。

A T L 将 控 件 的 属 性 工 作 表 的 每 一 页 设 置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对 象 ，通 过 从 I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导 出 的 一 个 类 来 实 现 。 系 统 的 M s s t k p r p . d l l 库 为 标 有 F o n t（ 字 体 ） 和 C o l o r s （ 颜
色 ）的 属 性 页 提 供 默 认 的 类 实 现 ，这 将 允 许 用 户 改 变 F o n t ,  B a c k C o l o r 和 F o r e C o l o r
栈 属 性 。这 些 栈 属 性 将 依 次 决 定 显 示 在 T o w e r A t l 窗 口 顶 部 的 标 题 的 字 体 和 颜 色 。
为 提 供 访 问 C a p t i o n 栈 属 性 的 方 法 ， 它 其 中 包 含 了 控 件 标 题 的 文 本 ， 我 们 必 须 像
以 前 对 原 来 的 T o w e r 控 件 的 操 作 一 样 ， 多 加 入 一 个 标 为 C a p t i o n 的 属 性 页 。 在 控



件 中 加 入 一 个 属 性 页 需 要 A T L 的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提 供 服 务 ， 为 你 想
加 入 的 每 一 页 运 行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为 加 入 T o w e r A T L 的 新 C a p t i o n
页 ，在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的 左 框 中 选 择 C o n t r o l s（ 控 件 ），并 双 击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属 性 页 ） 图 标 ：



当 出 现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P r o p e r t i e s （ A T L 对 象 向 导 属 性 ） 对 话 框 时 ， 键 入
T o w e r P P G 作 为 对 象 的 短 名 字 ：



像 以 前 一 样 ， 向 导 将 帮 助 我 们 用 推 荐 的 名 字 填 充 其 他 框 。 I n t e r f a c e（ 接 口 ） 框 是
灰 色 的 ， 因 为 一 个 属 性 页 对 象 不 需 要 用 户 接 口 。 接 受 A t t r i b u t e s（ 属 性 ） 选 项 卡



内 的 默 认 设 置 ， 并 选 择 S t r i n g s（ 字 符 串 ） 选 项 卡 。 键 入 & C a p t i o n 作 为 页 的 标 题 ，
在 标 有 D o c  S t r i n g（ D o c 字 符 串 ） 的 框 内 键 入 C a p t i o n  p r o p e r t y。 T o w e r A T L 不 会
提 供 帮 助 文 件 ， 所 以 删 除 第 3 个 编 辑 框 内 的 文 本 ， 并 保 持 空 白 。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将 标 题 和 文 档 字 符 串 写 入 项 目 的 R C 文 件 ， 在 这 里 ，
它 们 变 成 控 件 的 字 符 串 资 源 数 据 的 一 部 分 。标 题 规 定 了 出 现 在 新 属 性 页 的 选 项 卡
上 的 内 容 。文 档 字 符 串 被 用 作 选 项 卡 的 工 具 提 示 文 本 ，它 将 在 鼠 标 光 标 移 动 暂 停
在 选 项 卡 上 时 ， 描 述 这 一 页 的 作 用 ， 但 是 这 一 个 字 符 串 并 不 经 常 使 用 ， 并 且 不 会
作 为 工 具 提 示 或 者 其 他 的 东 西 出 现 。 这 是 因 为 负 责 创 建 属 性 工 作 表 窗 口 的 O L E
运 行 O l e C r e a t e P r o p e r t y F r a m e 函数，在 O L E 术 语 中 被 称 为 属 性 帧 ， 并 不 支 持 工 具
提 示 。

单 击 O K 按 钮 ， 关 闭 对 话 框 ， 此 时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将 在 项 目 中 加 入 这
些 ：

n  加 入 T o w e r P P G . c p p 和 T o w e r P P G . h 文 件 ， 以 实 现 新 C T o w e r P P G 类 。

n  在 T o w e r A T L . r c 文 件 中 为 标 题 和 工 具 提 示 写 入 字 符 串 资 源 ：

I D S _ T I T L E T o w e r P P G    " C a p t i o n "

I D S _ D O C S T R I N G T o w e r P P G    " C a p t i o n  p r o p e r t y "



n  为 新 属 性 页 对 象 在 T o w e r A T L . i d l 文 件 中 追 加 一 个 标 识 符 和 c o c l a s s 入
口 。

[

u u i d ( 0 5 D 2 B A A 4 - C 4 7 1 - 1 1 D 1 - B E C 9 - F B 1 A F 6 6 F C C 7 9 ) ,

h e l p s t r i n g ( " T o w e r P P G  C l a s s " )

]

c o c l a s s  T o w e r P P G

{

i n t e r f a c e  I U n k n o w n ;

} ;

n  加 入 T o w e r p p g . r g s 文 件 ， 为 新 对 象 提 供 注 册 表 脚 本 。

n  在 T o w e r A T L . c p p 文 件 中 的 控 件 对 象 映 射 中 为 页 插 入 一 个 入 口 。

B E G I N _ O B J E C T _ M A P ( O b j e c t M a p )



.

.

.

   O B J E C T _ E N T R Y ( C L S I D _ T o w e r P P G ,  C T o w e r P P G )

E N D _ O B J E C T _ M A P ( )

当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完 成 这 些 操 作 后 ， 将 自 动 出 现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 这 表
示 它 已 经 准 备 好 让 你 开 始 设 计 新 属 性 页 。用 静 态 和 编 辑 控 件 工 具 编 辑 对 话 框 ，使
对 话 框 看 起 来 就 像 这 样 ：



你 自 己 的 属 性 页 的 精 确 布 置 并 不 重 要 ， 但 是 ， 要 像 图 中 那 样 为 编 辑 框 指 定 一 个
I D C _ C A P T I O N 的 标 识 符 （ 为 激 活 P r o p e r t i e s 对 话 框 ， 选 择 编 辑 框 ， 并 单 击 E d i t

（ 编 辑 ） 菜 单 上 的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存 盘 ， 并 关 闭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

此 时 T o w e r A T L 控 件 已 接 近 完 成 了 。 剩 下 的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是 在 A T L 产 生 的 骨 架
源 文 件 中 加 入 代 码 。 这 是 下 一 步 的 事 情 。



步 骤 7： 编 辑 T o w e r p p g . h 文 件

T o w e r P P G . h 文 件 包 含 对 应 C T o w e r P P G 类 的 代 码 ，这 个 类 用 与 处 理 控 件 的 C a p t i o n
属 性 页 对 象 。 我 们 仅 仅 需 要 在 类 上 加 入 一 些 指 令 ， 以 在 用 户 键 入 新 C a p t i o n 字 符
串 时 监 视 页 的 编 辑 框 和 调 用 p u t _ C a p t i o n 方 法 。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的 C T o w e r P P G 类 ， 并 选 择 A d d  W i n d o w s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加 入 窗 口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 命 令 。 当 N e w  W i n d o w s  M e s s a g e（ 新 窗 口 消 息 ） 对 话 框 出 现 时 ， 在 标 有
C l a s s  O r  O b j e c t  T o  H a n d l e （ 处 理 的 类 或 对 象 ） 的 小 框 内 选 择 I D C _ C A P T I O N ， 并
在 列 表 中 双 击 E N _ C H A N G E。 接 受 O n C h a n g e C a p t i o n 这 个 名 字 作 为 函 数 名 字 ，
并 关 闭 N e w  W i n d o w s  M e s s a g e（ 新 窗 口 消 息 ） 对 话 框 。

当 用 户 在 我 们 前 面 所 加 入 的 属 性 页 的 编 辑 框 中 键 入 字 符 时 ， 将 运 行
O n C h a n g e C a p t i o n 函 数 ， 这 样 产 生 修 正 C a p t i o n 属 性 的 意 图 。 这 个 函 数 仅 仅 通 过
传 递 一 个 值 T R U E 到 S e t D i r t y 子 函 数 ， 使 对 话 框 的 A p p l y（ 应 用 ） 按 钮 可 用 。 单
击 属 性 工 作 表 对 话 框 中 的 O K 或 者 A p p l y（ 应 用 ） 按 钮 将 运 行 A p p l y 函 数 ， 它 需
要 额 外 的 代 码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T o w e r P P G . h 文 件 ， 并 加 入 这 些 行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  m a i n  s y m b o l s

# i n c l u d e  " T o w e r A t l . h "

.



.

.

S T D M E T H O D ( A p p l y ) ( v o i d )

{

     U S E S _ C O N V E R S I O N ;

     c h a r   s z C a p t i o n [ 2 5 6 ] ;

     C C o m Q I P t r < I T o w e r C t l >  p T o w e r (  m _ p p U n k [ 0 ]  ) ;

     i f  ( G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  I D C _ C A P T I O N ,  s z C a p t i o n ,  2 5 6  ) )

        p T o w e r - > p u t _ C a p t i o n (  A 2 B S T R (  s z C a p t i o n  )  ) ;

m _ b D i r t y  =  F A L S E ;

r e t u r n  S _ O K ;



}

L R E S U L T  O n C h a n g e C a p t i o n ( W O R D  w N o t i f y C o d e ,  W O R D  w I D ,

H W N D  h W n d C t l ,  B O O L &  b H a n d l e d )

{

    S e t D i r t y (  T R U E  ) ;                      / /  E n a b l e  A p p l y  b u t t o n

r e t u r n  0 ;

}

A p p l y 函 数 调 用 G e t D l g I t e m T e x t 将 新 标 题 字 符 串 从 编 辑 框 拷 贝 到 s z C a p t i o n 缓 冲
区 中 ， 然 后 调 用 控 件 的 p u t _ c a p t i o n 方 法 按 照 新 字 符 串 放 置 C a p t i o n 属 性 。
p u t _ C a p t i o n 方 法 需 要 一 个 B S T R 参 数 ，所 以 代 码 用 A T L 宏 A 2 B S T R 来 将 s z C a p t i o n
中 的 A N S I 字 符 串 转 换 为 B S T R 类 型 。 正 如 A p p l y 函 数 所 证 明 的 那 样 ， 在 激 活 像
A 2 B S T R 这 样 的 转 换 宏 之 前 ， 必 须 包 含 U S E S _ C O N V E R S I O N 宏 。 这 样 做 将 消 除
转 换 所 带 来 的 编 译 器 错 误 。

这 段 代 码 也 证 明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如 何 利 用 C C o m Q I P t r 灵 巧 指 针 模 板 类 。 因 为



p u t _ C a p t i o n 是 C T o w e r C t l 的 一 个 子 函 数 ， 而 不 是 C T o w e r P P G 的 ， 所 以 这 个 函 数
必 须 首 先 通 过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接 收 一 个 指 向 I T o w e r C t l 的 指 针 。 将 p T o w e r 作 为 一
个 灵 巧 指 针 ， 将 确 保 I T o w e r C t l : : R e l e a s e 在 G e t D l g I t e m T e s t 或 者 p u t _ C a p t i o n 不 大
可 能 出 现 错 误 的 事 件 中 被 调 用 。

步 骤 8： 编 辑 TowerC t l . h 文 件

完 成 T o w e r A T L 项 目 需 要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进 行 较 多 的 编 辑 工 作 ，为 T o w e r 加 入 与 我
们 在 第 9 章 中 所 加 入 的 源 代 码 一 样 的 部 分 。 打 开 T o w e r C t l . h 文 件 ， 并 找 到
T o w e r A T L 中 彩 色 显 示 的 以 # d e f i n e 语 句 开 头 的 部 分 ：

# i n c l u d e  " r e s o u r c e . h "                  / / m a i n  s y m b o l s

# i n c l u d e  < a t l c t l . h >

# i n c l u d e  " T o w e r C P . h "

# d e f i n e N U M _ B L O C K S 7



                                                       续 表

# d e f i n e E M P T Y N U M _ B L O C K S

# d e f i n e B L A C K R G B (    0 ,    0 ,    0  )

# d e f i n e B L U E R G B (    0 ,    0 ,  2 5 5  )

# d e f i n e C Y A N R G B (    0 ,  2 5 5 ,  2 5 5  )

# d e f i n e G R E E N R G B (    0 ,  2 5 5 ,    0  )

# d e f i n e M A G E N T A R G B (  2 5 5 ,    0 ,  2 5 5  )

# d e f i n e R E D R G B (  2 5 5 ,    0 ,    0  )

# d e f i n e Y E L L O W R G B (  2 5 5 ,  2 5 5 ,    0  )

# d e f i n e W H I T E R G B (  2 5 5 ,  2 5 5 ,  2 5 5  )

# d e f i n e G R A Y R G B (  1 2 8 ,  1 2 8 ,  1 2 8  )

然 后 ，在 C T o w e r C t l 类 中 为 我 们 在 原 来 的 T o w e r 项 目 中 使 用 的 相 同 的 子 变 量 加 入
声 明 ：



c l a s s  A T L _ N O _ V T A B L E  C T o w e r C t l  :

.

.

.

{

p r i v a t e :

    s h o r t   n P a n e l [ 3 ] [ N U M _ B L O C K S ] ;         / /  P a n e l  c o n t e n t s

    s h o r t   n B l o c k N d x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P a n e l  i n d e x  o f  m o v e d  b l o c k

    B O O L    b M o v i n g ;                      / /  F l a g  i s  s e t  w h e n  d r a g g i n g

    C O L O R R E F    c o l o r [ N U M _ B L O C K S ] ;      / /  B l o c k  c o l o r s

    H C U R S O R # h A r r o w ,  h C r o s s H a i r s ;            / /  C u r s o r  h a n d l e s

    i n t# iLef t ,  i W i d t h ,  i H e i g h t ;                   //  W i n d o w  d i m e n s i o n s

    s h o r t   G e t P a n e l (  i n t  i  ) ;



p u b l i c :

    H R E S U L T #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 ) ;

C T o w e r C t l ( )

{

}

一 个 像 C T o w e r C t l 这 样 的 使 用 数 据 的 对 象 必 须 覆 盖 C C o m O b j e c t -
R o o t E x : :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子 函 数 ， 就 像 这 里 说 明 的 一 样 。 与 M F C 的 有 用 的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非 常 类 似 ， 在 A T L 完 成 设 置 对 象 之 后 ， 对 象 被 激 活 之 前 ， 将 调
用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正 是 在 这 里 ， 而 不 是 在 其 他 的 类 操 作 时 ， 控 件 必 须 执 行 它 自
己 的 大 部 分 初 始 化 工 作 。 在 P u l s e 控 件 中 已 经 被 说 明 的 匹 配 的 F i n a l R e l e a s e 函 数
允 许 控 件 执 行 任 何 必 要 的 清 除 工 作 。

更 改 属 性 映 射 ， 以 建 立 C a p t i o n ,  C o l o r 和 F o n t 在 控 件 的 属 性 工 作 表 中 出 现 的 顺
序 ：

B E G I N _ P R O P _ M A P ( C T o w e r C t l )

P R O P _ P A G E (  C L S I D _ T o w e r P P G  )



P R O P _ P A G E (  C L S I D _ S t o c k C o l o r P a g e  )

P R O P _ E N T R Y (  " F o n t " ,  D I S P I D _ F O N T ,  C L S I D _ S t o c k F o n t P a g e  )

E N D _ P R O P _ M A P ( )

这 个 消 息 映 射 包 含 在 步 骤 4 中 加 入 的 控 件 的 3 个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的 入 口 ：

B E G I N _ M S G _ M A P ( C T o w e r C t l )

M E S S A G E _ H A N D L E R ( W M _ M O U S E M O V E ,  O n M o u s e M o v e )

M E S S A G E _ H A N D L E R (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M E S S A G E _ H A N D L E R ( W M _ L B U T T O N U P ,  O n L B u t t o n U p )

.

.

.

E N D _ M S G _ M A P ( )

当 用 户 按 下 和 松 开 左 鼠 标 按 钮 ， 在 面 板 之 间 拖 动 彩 色 块 时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和



O n L B u t t o n U p 函 数 将 进 行 控 制 。 当 鼠 标 移 动 时 ， O n M o u s e M o v e 进 行 控 制 ， 它 的
作 用 仅 仅 是 当 用 户 拖 动 一 个 块 时 ， 保 证 光 标 保 持 交 叉 形 状 。

所 有 带 有 M E S S A G E _ H A N D L E R 宏 的 在 消 息 映 射 中 列 出 的 函 数 必 须 具 有 相 同 的
参 数 列 表 ：

L R E S U L T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 U I N T  u M s g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B O O L  & b H a n d l e d ) ;

最 前 面 的 3 个 参 数 是 标 准 的 消 息 参 数 。 例 如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处 理 程 序 ， 接 收
u M s g 参 数 中 的 值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w P a r a m 中 的 当 前 键 状 态 和 I P a r a m 中
的 鼠 标 光 标 的 坐 标 。 在 调 用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之 前 ， M E S S A G E _ H A N D L E R 宏 将
b H a n d l e d 标 志 设 定 为 T R U E。一 个 不 能 完 全 满 足 消 息 要 求 的 处 理 程 序 在 返 回 之 前
要 清 除 这 个 标 志 ：

* b H a n d l e d  =  F A L S E

否 则 ， M E S S A G E _ H A N D L E R 宏 产 生 的 代 码 将 立 即 返 回 ， 向 操 作 系 统 指 出 消 息
已 经 被 完 全 处 理 了 。

一 个 A T L 消 息 映 射 与 在 M F C 中 的 映 射 具 有 一 样 的 形 式 。 A T L 通 过 向
W M _ C O M M A N D 和 W M _ N O T I F Y 消 息 提 供 C O M M A N D _ H A N D L E R 和
N O T I F Y _ H A N D L E R 宏 ， 而 进 一 步 与 M F C 匹 配 。 为 了 用 一 个 函 数 处 理 一 组 不 同



的 消 息 ， 用 一 个 R A N G E 宏 替 代 ： M E S S A G E _ R A N G E _ H A N D L E R ,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_ H A N D L E R 或 者 N O T I F Y _ R A N G E _ H A N D L E R 。 与 M F C
中 的 O N _ C O M M A N D _ R A N G E 和 O N _ N O T I F Y _ R A N G E 类 似 ，这 些 宏 为 所 有 在
规 定 值 范 围 内 的 消 息 规 定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V i s u a l  C + + 将 函 数 O n D r a w ,
O n M o u s e M o v e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和 O n l B u t t o n U p 定 义 为 C T o w e r C t l 类 声 明 中 的 内
联 函 数 。 为 了 在 同 一 个 地 方 实 现 代 码 ， 并 帮 助 与 原 来 的 T o w e r 源 文 件 进 行 比 较 ，
将 这 4 个 函 数 移 动 到 T o w e r C t l . c p p 文 件 中 ， 我 们 将 在 下 面 讨 论 它 。 当 然 ， 剪 切 和
粘 贴 是 完 全 可 选 的 ；如 果 你 按 照 本 文 创 立 这 个 项 目 ，并 喜 欢 将 这 些 函 数 放 在 头 文
件 中 ， 只 需 要 按 照 下 一 节 所 讲 的 内 容 编 辑 它 们 的 代 码 。

在 关 闭 T o w e r C t l . h 文 件 之 前 ， 有 必 要 进 行 最 终 的 检 查 。 在 类 声 明 的 结 尾 ， 一 些 版
本 的 V i s u a l  C + + 写 下 了 一 个 名 为 m _ s p F o n t 的 子 变 量 。 这 个 名 字 必 须 换 为
m _ p F o n t， 以 防 止 栈 的 F o n t 页 的 A T L 实 现 产 生 错 误 ：

C C o m P t r < I F o n t D i s p > m _ p F o n t

步 骤 9： 编 辑 T o w e r C t l . c p p文 件

T o w e r C t l . c p p 的 源 代 码 与 我 们 为 原 来 的 T o w e r 项 目 的 相 同 文 件 加 入 的 代 码 非 常 相
似 。 事 实 上 ， 它 们 相 似 的 程 度 ， 使 得 第 9 章 中 的 代 码 仍 然 适 用 于 这 个 控 件 的 新 版
本 。 因 为 这 个 文 件 需 要 扩 充 ， 列 表 1 0 - 4 列 出 了 完 整 的 编 辑 后 的 版 本 。



控 件 的 M F C 和 A T L 版 本 之 间 的 一 个 重 要 区 别 是 T o w e r C t l . c p p 中 如 何 进 行 初 始
化 。 T o w e r 控 件 使 用 类 构 造 器 和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虚 拟 函 数 来 初 始 化 它 的 数 据 ，
而 现 在 T o w e r A T L 使 用 A T L 的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函 数 。

按 排 初 始 化 工 作 仍 然 是 相 同 的 ； 只 是 位 置 发 生 了 变 化 。

列 表 1 0 - 4   T o w e r C t l  c p p 文 件

/ /  T o w e r C t l . c p p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f  C T o w e r C t l

# i n c l u d e  " s t d a f x . h "

# i n c l u d e  " T o w e r A L T . h "

# i n c l u d e  " T o w e r C t l . h "

# i n c l u d e  " T o w e r B o x . h "      / /  A b o u t  b o x  d i a l o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l

H R E S U L T  C T o w e r C t l : : F i n a l C o n s t r u c t ( )

{

c o l o r [ 0 ]          = B L A C K ;        / /  I n i t i a l i z e  b l o c k  c o l o r s

c o l o r [ 1 ]          = B U L E ;

c o l o r [ 2 ]          = C Y A N ;

c o l o r [ 3 ]          = G R E E N ;

c o l o r [ 4 ]          = M A G E N T A ;

c o l o r [ 5 ]          = R E D ;

c o l o r [ 6 ]          = Y E L L O W ;

m _ c l r B a c k C o l o r  =  G R A Y ;       / / D e f a u l t  b a c k g r o u n d  c o l o r ,



m _ c l r F o r e C o l o r  =  W H I T E ;       / /   f o r e g r o u n d  co lo r ,

m _ b s t r C a p t i o n  =  “T o w e r A T L ”;    / /   a n d  c a p t i o n

m _ b A u t o S i z e   =  F A L S E ;        / / C o n t r o l  c a n  b e  r e s i z e d

m _ s i z e E x t e n t . c x       = 7 0 0 0 ;        / / I n i t  H I M E T R I C  s i z e  f o r

m _ s i z e E x t e n t . c y       = 2 5 0 0 ;        / /    4  x  1 . 5  w i d t h / h e i h t  r a t i o

Rese t ( ) ;                           / / I n i t i a l i ze  p a n e l s

/ /  C u r s o r s  f o r  n o r m a l  ( a r r o w )  a n d  d r a g g i n g  ( c r o s s h a i r s )

h A r r o w     =  L o a d C u r s o r (  N U L L ,  I D C _ A R R O W ) ;

h C r o s s H a i r s =  L o a d C u r s o r (  N U L L , I D C _ C R O S S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H R E S U L T  C T o w e r C t l : : O n D r a w (  A T L _ D R A W I N F O &  d i )

{

R E C T &            r c = * ( R E C T * ) d i . p r c B o u n d s ;

R E C T              r e c t ;

T E X T M E T R I C      t m ;

H P E N              h P e n , h P e n O l d ;

H B R U S H           h B r u s h ,  h B r u s h O l d ;

H F O N T             h F o n t ,  h F o n t O l d ;

i n t                  I , j , k , yCap t ion ;

U S E S _ C O N V E R S I O N ;



/ / P a i n t  c o n t r o l  b a c k g r o u n d

h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m _ c l r B a c k C o l o r ) ;

h B r u s h O l d = ( H B R U S H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h B r u s h ) ;

F i l l R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 r c , h B r u s h ) ;

/ /  S e t  c a p t i o n  c o l o r  a n d  f o n t

S e t B k M o d e ( d i . h d c D r a w , T R A N S P A R E N T ) ;

S e t T e x t C o l o r ( d i . h d c D r a w , m _ c l r F o r e C o l o r ) ;

i f  ( m _ p F o n t )

{

    C C o m Q I P t r < I f o n t >  p F o n t ( m _ p F o n t ) ;

p F o n t - > g e t _ h F o n t ( & h F o n t ) ;

h F o n t O l d = ( H F O N T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h F o n t ) ;



}

e l s e

{

    h F o n t    =  ( H F O N T )  G e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S Y S T E M _ F O N T ) ;

    h F o n t O l d = N U L L ;

}

    //  D i s p l a y  c a p t i o n

    C o p y R e c t (  & r e c t ,  & r c ) ;

    D r a w T e x t (  d i . h d c D r a w , O L E 2 A (  m _ b s t r C a p t i o n  ) ,  - 1 ,

          & r e c t ,  D T _ C E N T E R  |  D T _ T O P  ) ;



/ /  C o m p u t e  h e i g h t  o f  C a p t i o n  a r e a

G e t T e x t M e t r i c s (  d i . h d c D r a w , & t m ) ;

y C a p t i o n  =  t m . t m H e i g h t  +  t m . t m E x t e r n a l L e a d i n g ;

/ /  C o m p u t e  w i d t h  a n d  h e i g h t  o f  a  p a n e l

i L e f t      =  rc . le f t ;

i W i d t h     =  ( r c . r igh t  -  r c . l e f t )1 /3 ;

i H e i g h t     =  r c . b o t t o m  -  r c . t o p  -  y C a p t i o n ;

/ /  D r a w  c o l u m n  d i v i d e r s

h P e n      =  C r e a t e P e n (  P S _ S O L I D ,  1 ,  m _ c l r F o r e C o l o r  ) ;



h P e n O l d   =  ( H P E N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 h P e n ) ;

M o v e T o E x ( d i . h d c D r a w , r c . l e f t + i W i d t h ,     r c . t o p + y C a p t i o n ,  0  ) ;

L i n e T o (    d i . h d c D r a w , r c . l e f t + i W i d t h ,      r c . b o t t o m  );

M o v e T o E x ( d i . h d c D r a w ,  r c . l e f t + i W i d t h * 2 ,   r c . t o p + y C a p t i o n ,  0  ) ;

L i n e T o (     d i . h d c D r a w , r c . l e f t + i W i d t h * 2 ,   r c . b o t t o m ) ;

/ /  O u t e r  l o o p :  f o r  e a c h  p a n e l

f o r  ( i = 0  i  <  3  i + + )

{

    r e c t . t o p     =  r c . t o p  +  y C a p t i o n ;

    r e c t . b o t t o m  =  r e c t . t o p  +  i H e i g h t / N U M _ B L O C K S ;

        //  I n n e r  l o o p :  f o r  e a c h  c o l o r e d  b l o c k  i n  p a n e l…



        for  ( j = 0 ;  j  < N U M _ B L O C K S ;  j + + )

        {

           i f  ( n P a n e l  [ I ]  [ j ]  ! =  E M P T Y )

           {

              //  D e t e r m i n e  l e f t  a n d  r i g h t  e d g e s  o f  b l o c k

              k =  N U M _ B L O C K S  -  1  -  n P a n e l  [ I ]  [ j ]  ;

              rec t . le f t  =  r c . l e f t  +  i W i d t h * I  +

                     ( i W i d t h * K )  / ( 2 * N U M _ B L O C K S )  +  1 ;

              r ec t . r igh t  =  rec t . le f t  +

                     i W i d t h * ( n P a n e l [ I ] [ j ] + 1 ) / N U M _ B L O C K S  -  1 ;

              //  F i l l  r e c t a n g l e  w i t h  b l o c k ’s  c o l o r



              h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c o l o r [ n P a n e l [ I ] [ j ] ]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 r e c t , h B r u s h  ) ;

            }

            r e c t . t o p        =  r e c t . b o t t o m ;

            r e c t . b o t t o m  + =  i H e i g h t / N U M _ B L O C K S ;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 h P e n O l d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 h B r u s h O l d  ) ;

    if ( h F o n t O l d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d i . h d c D r a w ,  & h F o n t O l d  )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h P e n )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h B r u s h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T o w e r C t l : : g e t _ n C u r r e n t B l o c k (  s h o r t  * p V a l _

{

* p V a l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T o w e r C t l : : R e s e t ( )



{

int I;

f o r  ( I = 0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I + + )    / /  I n i t i a l i z e  p a n e l  a r r a y

{

   n P a n e l  [0] [ i ]  =  I ;                //  P a n e l  0  =  0 , 1 , 2 , 3 , 4 , 5 , 6

   n P a n e l [ 1 ] [ i ]  =  E M P T Y ;           //  P a n e l  1 =  7 , 7 , 7 , 7 , 7 , 7 , 7

   n P a n e l [ 2 ] [ i ]  =  E M P T Y ;           //  P a n e l  2 =  7 , 7 , 7 , 7 , 7 , 7 , 7

}

n B l o c k N d x   = 0 ;                   / /  N d x  o f  b l o c k  b e i n g  m o v e d

n F r o m  P a n e l  = 0 ;



F i r e V i e w C h a n g e (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T o w e r C t r l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s

L R E S U L T  C t o w e r t l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U I N T  u M s g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B O O L &  b H a n d l e d )

{

s h o r t  i  =  0 ;

i n t    x  =  L O W O R D (  L p a r a m ) ;



n F r o m P a n e l  =  G e t P a n e l (  x  ) ;

w h i l e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I ]  = =  E M P T Y  &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i + + ;                       / /  i  = n d x  o f  s m a l l e s t  b l o c k

i f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 /  D o e s  p a n e l  h a v e  a  b l o c k ?

{

   b M o v i n g     =  T R U E ;         / /  I f  s o ,  b l o c k  i s  m o v i n g

   n B l o c k N d x   =  I;             / /  S a v e  n d x  o f  t h e  b l o c k

   F i r e + F r o m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 /  T e l l  c o n t a i n e r  p a n e l  #

       / /  c h a n g e  c u r s o r  t o  c r o s s h a i r s  w h i l e  d r a g g i n g

       S e t C u r s o r (  h C r o s s H a i r s ) ;



}

r e t u r n  0 ;

}

L R E S U L T  C T o w e r C t l : : O n L B u t t o n U p ( U I N T  u M s g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B O O L &  b H a n d l e d )

{

s h o r t  i  =  0 ,  n T o P a n e l ;

i n t    x =  L O W O R D (  L p a r a m  ) ;

n T o P a n e l  =  G e t P a n e l (  x ) ;    //  P a n e l  w h e r e  b l o c k  i s  d r o p p e d

i f  ( b M o v i n g  & &  n T o P a n e l  ! =  n F o r m P a n e l )

{



   w h i l e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 E M P T Y  & &  I  < N U M _ B L O C K S - 1 )

      i  + + ;               //  I  -  n d x  o f  p a n e l’s  s m a l l e s t  b l o c k

       / /  I s  d r a g g e d  b l o c k  s m a l l e r  t h a n  s m a l l e s t  b l o c k  i n  p a n e l ?

       I f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

          if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  E M P T Y )

             - - I ;

             n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I ]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n P a n e l [ n F r o m P a n e l ] [ n B l o c k N d x ]  =  E M P T Y ;

             F i r e _ T o P a n e l (  n T o P a n e l  ) ;         //  T e l l  c o n t a i n e r

             i f  ( i = =  0   & &  n T o P a n e l  = =  2 )     / /  I f  w e’ve  f i l l ed



             {                             / /  t h e  t h i r d  p a n e l ,

                F i r e _ W i n n e r  ( ) ;              / /  f i r e  W i n n e r  e v e n t

                R e s e t  ( ) ;                    //  a n d  r e s e t  g a m e

             }

             F i r e V i e w C h a n g e ( ) ;

             }

             e l se                           / /  I f  i n v a l i d  d r o p ,

                 F i r e _ E r r o r  ( ) ;               //  t e l l  c o n t a i n e r

}

/ /  R e s t o r e  o r i g i n a l  a r r o w  c u r s o r

S e t C u r s o r (  h A r r o w ) ;

b M o v i n g  =  F A L S E ;                    / /  N o t  m o v i n g  n o w



r e t u r n  0 ;

}

s h o r t  C T o w e r C t r l  : :  G e t P a n e l  (  i n t  x  )

{

s h o r t  I  =  0 ;

x  - =  i L e f t ;                       / / C o n v e r t  x  t o  w i n d o w  c o o r d s

i f  ( x  >  i W i d t h )                   / /H i t  tes t :

   i  = 1 ;                        //I =  0  f o r  f i r s t  p a n e l

i f  ( x  >  i W i d t h * 2 )                 / /   = 1  f o r  s e c o n d  p a n e l

   i  =  2 ;                       / /   =  2  f o r  t h i r d  p a n e l

r e t u r n  i ;                        //  R e t u r n  p a n e l  n u m b e r

}



L R E S U L T  C T o w e r C t l : : O n M o u s e M o v e (  U N I T  u M s g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B O O L &  b H a n d l e d )

{

i f  ( b M o v i n g )                    //  W h i l e  d r a g g i n g ,  k e e p

   S e t C u r s o r (  h C r o s s H a i r s  ) ;       / /  c r o s s h a i r s  c u r s o r

r e t u r n  0 ;

}

步 骤 1 0 ： 加 入 A b o u t框

除 了 属 性 页 外 ，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也 可 将 一 个 对 话 资 源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对 象 加 入 到 控 件 项 目 中 。 这 一 节 将 通 过 为 T o w e r A T L 项 目 创 立 一 个 A b o u t
框 ， 从 而 解 释 如 何 在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合 并 对 话 框 对 象 。 许 多 开 发 者 不 愿 意 在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加 入 A b o u t 框 ，这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因 为 即 使 一 个 最 简 单 的 对 话 框 ，
也 将 在 O C X 文 件 中 增 加 至 少 2 K B 资 源 数 据 。但 是 ，一 个 A b o u t 框 对 于 你 自 己 的
控 件 可 能 需 要 的 任 何 类 型 的 对 话 框 而 言 ， 是 一 个 非 常 好 的 说 明 。 更 重 要 的 是 ， 项



目 设 计 迫 使 我 们 尽 可 能 地 接 近 原 来 的 T o w e r 控 件 ， 原 来 的 T o w e r 控 件 中 包 括 由
M F C  C o n t r o l W i z a r d 支 持 的 自 己 的 A b o u t 框 。



图 1 0 - 1 5   为 A T L  A c t i v e X 控 件 项 目 加 入 对 话 框 资 源



这 一 节 的 内 容 是 自 我 包 容 的 ，与 练 习 的 其 他 部 分 保 持 独 立 性 。它 将 在 同 一 个 位 置
说 明 包 含 一 个 对 话 框 资 源 的 所 有 必 须 的 步 骤 ，所 以 如 果 你 希 望 不 影 响 项 目 的 其 余
部 分 ， 你 可 用 忽 略 这 一 节 的 内 容 。 为 了 加 入 T o w e r A T L 的 A b o u t 框 ， 再 次 允 许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 对 象 向 导 ）， 这 一 次 ， 在 左 框 中 选 择 M i s c e l l a n e o u s， 并 双 击
D i a l o g（ 对 话 框 ） 图 标 。 按 照 图 1 0 - 1 5 命 名 对 象 T o w e r B o x， 并 单 击 O K ， 关 闭 对
话 框 。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为 类 C T o w e r B o x 产 生 源 代 码 ，它 被 包 含 在 T o w e r B o x . c p p
和 T o w e r B o x . h 文 件 中 。 如 果 你 想 使 用 在 另 一 个 项 目 中 的 一 个 A b o u t 框 资 源 ， 只
需 要 将 对 话 框 脚 本 合 并 到 T o w e r A T L . r c 中 ， 并 在 R e s o u r c e . h 文 件 中 加 入 必 要 的
# d e f i n e 语 句 。如 果 不 是 这 样 ，在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中 设 计 A b o u t 框 ，在 你 关 闭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时 ，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将 自 动 启 动 。 下 面 是 对 话 框 可 能 的 样 子 ：





这 个 对 话 框 借 用 了 项 目 的 位 图 ， 所 以 这 种 装 饰 图 并 不 代 表 资 源 控 件 的 奢 侈 浪 费 。
首 先 将 T o w e r C t l . b m p 文 件 从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1 0 \ T o w e r A T L 文 件 夹 内 拷 贝 到 你 的 项
目 中 ， 覆 盖 有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象 向 导 ） 提 供 的 相 同 名 字 的 B M P 文 件 。 用
Pic tu r e（ 图 像 ） 工 具 将 图 像 放 在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内 ， 然 后 弹 出 P o r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框 ， 并 在 T y p e（ 类 型 ） 框 内 选 择 B i t m a p （ 位 图 ）， 在 I m a g e（ 图 像 ） 框 内 选 择
标 识 符 。最 后 一 行 的 编 辑 框 是 可 选 的 ，仅 仅 为 了 方 便 显 示 控 件 正 在 其 上 运 行 的 线
程 的 标 识 符 。 这 将 使 我 们 可 用 在 独 立 公 寓 中 运 行 的 时 候 ， 确 认 一 个 像 T o w e r A T L
这 样 的 公 寓 线 程 控 件 的 动 作 。 给 编 辑 框 分 配 一 个 I D C _ T H R E A D _ I D 标 识 符 ， 并
在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对 话 框 内 设 置 R e a d  O n l y（ 只 读 ） 复 选 框 。

在 完 成 设 计 A b o u t 框 后 ， 将 对 话 框 资 源 存 盘 ， 然 后 在 C l a s s V i e w 窗 格 中 用 鼠 标 右
键 单 击 I T o w e r C t l，并 选 择 A d d  M e t h o d（ 加 入 方 法 ）命 令 。如 下 所 示 键 入 A b o u t B o x
作 为 新 方 法 的 名 字 。 与 R e s e t 方 法 类 似 ， A b o u t B o x 没 有 参 数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T o w e r B o x . h 文 件 ， 并 在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中 加 入 下 面 灰 色
显 示 的 指 令 。 在 A b o u t 对 话 框 出 现 之 前 ， 代 码 将 从 系 统 中 提 取 线 程 标 识 符 ， 并 将



其 写 入 到 I D C _ T H R E A D _ I D 编 辑 框 中 ：

L R E S U L T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 U I N T  u M s g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A M  l P a r a m ,  B O O L &  b H a n d l e d )

{

    S e t D l g I t e m I n t (  I D C _ T H R E A D _ I D ,

                ( U I N T )  : : G e t C u r r e n t T h r e a d I d ( ) ,  F A L S E  ) ;

r e t u r n  1 ;   // L e t  t h e  s y s t e m  s e t  t h e  f o c u s

}

然 后 重 新 打 开 T o w e r C t l . c p p 文 件 ， 并 在 新 A b o u t B o x 函 数 中 加 入 这 些 行 ：

S T D M E T H O D I M P  C T o w e r C t l : : A b o u t B o x ( )

{

      C T o w e r B o x  d l g A b o u t ;



      d l g A b o u t . D o M o d a l ( ) ;

r e t u r n  S _ O K ;

}

当 一 个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调 用 控 件 的 A b o u t B o x 方 法 时 ， 这 个 函 数 将 创 立 一 个
C T o w e r B o x 对 象 ， 并 激 活 这 个 对 话 框 。 下 一 节 中 的 G a m e 2 程 序 证 明 了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如 何 通 知 T o w e r A T L 显 示 它 的 A b o u t 框 。

步 骤 11： 建 立 和 测 试 T o w e r A T L  A c t i v e X控 件

选 择 R e l e a s e  M i n D e p e n d e n c y（ 或 M i n D e p ） 配 置 ， 并 建 立 T o w e r A T L 控 件 ， 在
V i s u a l  C + + 成 功 编 译 、 链 接 和 注 册 这 个 控 件 之 后 ， 你 可 以 在 任 何 A c t i v e X 软 件 包
容 器 应 用 程 序 中 测 试 完 成 的 产 品 。图 1 0 - 1 6 显 示 了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实 用 程 序 中 带 有 属 性 工 作 表 的 T o w e r A T L 的 样 子 。 在 将 T o w e r A T L 加 入 到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窗 口 之 后 ， 单 击 P r o p e r t i e s（ 属 性 ） 工 具 ， 以 显 示 控 件
的 属 性 工 作 表 。



图 1 0 - 1 6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内 显 示 的 T o w e r A T L 属 性 工 作 表



为 了 说 明 ，可 以 在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中 加 载 另 一 个 T o w e r A T L 控 件 的 实 例 ，并 用 I n v o k e
M e t h o d s（ 激 活 方 法 ） 工 具 激 活 每 一 个 实 例 的 A b o u t 框 。 你 将 会 发 现 两 个 实 例 中
显 示 在 A b o u t 框 中 的 线 程 标 识 符 是 相 同 的 ， 这 证 明 T e s t  C o n t a i n e r（ 测 试 包 容 器 ）
在 一 个 线 程 上 创 建 所 有 的 控 件 实 例 。另 一 方 面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在 一 个 独 立 的 线
程 上 运 行 每 一 个 窗 口 ， 我 们 可 以 用 显 示 在 列 表 1 0 - 5 中 的 简 单 的 T o w e r C t l . h t m 文
档 证 明 这 一 点 。 在 配 套 光 盘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1 0 \ T o w e r A t l 文 件 夹 下 找 到 这 个 文 档 。
如 果 你 创 建 了 你 自 己 版 本 的 T o w e r A T L， 首 先 用 控 件 的 类 标 识 符 放 置 这 个 文 档 的
c lass id 入 口 ， 从 项 目 的 I D L 文 件 中 拷 贝 字 符 串 ， 这 就 和 我 们 前 面 对 T u m b l e 2 . h t m
文 档 的 操 作 一 样 。 然 后 按 照 这 些 步 骤 进 行 试 验 ：

列 表 1 0 - 5   T o w e r C t l . h t m 文 件

< H T M L >

< H E A D >

< T I T L E > A T L  3 . 0  t e s t  p a g e  f o r  o b j e c t  T o w e r C t l < / T I T L E >

< / H E A D >

< B O D Y >



< O B J E C T

     c l a s s i d = " c l s i d : 3 B 3 6 5 F B A - C 3 A E - 1 1 D 1 - B E C 9 - E 0 F 4 E 3 5 2 5 0 7 A "

     i d = t o w e r

>

< / O B J E C T >

< S C R I P T  L A N G U A G E = " V B S C R I P T " >

s u b     t o w e r _ E r r o r

      . t o w e r  A b o u t B o x ( )

e n d  s u b

< / S C R I P T >



< / B O D Y >

< / H T M L >

n  运 行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从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中 选 择 O p e n（ 打 开 ） 命 令 ，
然 后 浏 览 ， 并 找 到 T o w e r C t l . h t m 。 如 果 控 件 已 经 正 确 的 注 册 在 你 的 系
统 中 ， 打 开 这 个 文 档 ， 将 显 示 T o w e r A T L 窗 口 。

n  从 同 样 的 菜 单 中 选 择 N e w （ 新 建 ）， 打 开 一 个 显 示 控 件 的 复 制 窗 口 。

n  在 这 两 个 窗 口 中 的 每 一 个 窗 口 中 ， 拖 动 一 个 彩 色 块 到 一 个 小 一 些 的
块 ，这 将 启 动 控 件 的 E r r o r 事 件 。在 事 件 启 动 的 任 何 时 候 ，文 档 的 脚 本
将 激 活 控 件 的 A b o u t 框 。

比 较 显 示 在 每 一 个 A b o u t 框 中 的 线 程 标 识 符 （ 图 1 0 - 1 7 ）， 可 以 发 现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在 独 立 的 S T A 公 寓 中 运 行 每 一 个 控 件 实 例 。因 为 T o w e r A T L 采 用 公 寓 线
程 模 型 ， 所 以 并 不 需 要 在 任 两 个 实 例 之 间 进 行 线 程 间 调 度 ， 这 对 于 像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这 样 的 STA 客 户 是 理 想 的 。但 是 我 们 为 T o w e r A T L 选 择 了 单 一 非 线 程 模
型 ， 因 为 C O M 将 被 强 迫 调 度 所 有 与 它 有 关 的 交 互 作 用 ， 所 以 控 件 的 第 二 个 实 例
将 比 第 一 个 实 例 运 行 得 慢 很 多 。



图 1 0 - 1 7   在 分 离 的 STA 公 寓 中 运 行 T o w e r A T L 控 件

配 套 光 盘 提 供 了 一 个 名 为 G a m e 2 的 程 序 ， 它 是 专 门 为 显 示 新 T o w e r A T L 控 件 而
设 计 的 。 G a m e 2 . r c 文 件 位 于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1 0 \ G a m e 2 文 件 夹 中 ， 引 用 了 C D 上 提
供 的 T o w e r A T L . o c x 控 件 的 类 标 识 符 的 值 。如 果 你 想 要 用 你 自 己 创 立 的 T o w e r A T L
版 本 运 行 G a m e 2 ， 仍 需 要 从 你 的 T o w e r C t l . i d l 文 件 中 拷 贝 正 确 的 类 标 识 符 ， 来 替
换 G a m e 2 . r c 中 的 标 识 符 字 符 串 。 在 重 建 G a m e 2 程 序 之 前 ， 在 对 话 框 脚 本 的
I D C _ T O W E R A T L 语 句 中 粘 贴 新 类 标 识 符 字 符 串 ：



I D D _ G A M E 2 _ D I A L O G  D I A L O G E X  0 ,  0 ,  2 9 5 ,  1 2 5

.

.

.

C O N T R O L           " " , I D C _ T O W E R A T L , " {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 x x x x - x x x x -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W S _ T A B S T O P , 5 , 2 0 , 2 2 5 , 1 0 0

E N D

与 第 9 章 的 T o w e r 项 目 相 比 ， T o w e r A T L 需 要 在 M F C 为 我 们 屏 蔽 的 细 节 上 更 加
努 力 和 更 加 注 意 。所 以 从 这 一 点 说 ，值 得 总 结 我 们 在 用 A T L 代 替 M F C 控 件 时 的
得 失 。 损 失 很 容 易 发 现 ： 更 多 的 工 作 量 。 然 而 ， 作 为 补 偿 ， 我 们 得 到 了 一 个 小 得
多 的 可 执 行 映 像 ， 尽 管 最 开 始 你 可 能 不 这 么 认 为 。 新 T o w e r A T L . o c x 有 7 0 K B，
这 是 我 们 在 第 9 章 中 创 建 的 T o w e r . o c x 文 件 大 小 的 3 倍 。 但 是 如 果 你 考 虑 到
T o w e r . o c x 需 要 的 实 时 库 ， 控 件 的 A T L 版 本 的 实 际 需 要 的 存 储 器 比 原 来 的 M F C
版 本 小 1 兆 多 。 T o w e r A T L . o c x 可 以 在 W o r l d  W i d e  W e b 上 传 送 ， 可 以 在 一 个 用 户
的 浏 览 器 中 运 行 ， 而 不 需 要 与 它 一 起 拖 动 其 他 文 件 。

可 是 ， 即 使 通 过 一 个 较 快 的 调 制 解 调 器 ， 我 们 可 预 料 T o w e r A T L . o c x 的 下 载 时 间
将 超 过 2 0 s。 这 对 于 用 户 来 说 是 一 个 明 显 的 时 间 投 资 ， 而 用 户 的 耐 心 可 能 已 经 被



其 他 巨 大 的 组 件 和 点 缀 页 面 的 图 像 所 消 耗 了 。 I n t e r n e t 上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面 对 唯
一 的 障 碍 是 用 户 事 先 通 常 对 要 求 并 不 明 确 ， 并 且 可 能 不 愿 意 在 这 方 面 多 花 时 间 。
可 以 理 解 的 是 ， 急 躁 经 常 可 以 战 胜 好 奇 心 。 为 I n t e r n e t 编 写 一 个 成 功 的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诀 窍 是 使 它 在 W e b 页 上 看 起 来 足 够 小 ，并 在 好 奇 心 被 击 败 之 前 准 备 运 行 。

现 在 A T L 提 供 了 编 写 小 A c t i v e X 控 件 ，缩 短 直 接 C O M 编 程 的 最 佳 途 径 。库 代 表
了 大 小 和 劳 动 量 之 间 ， 以 及 可 能 和 实 际 之 间 的 折 衷 。 因 为 A T L 用 优 秀 的 结 果 回
报 了 合 理 的 开 发 努 力 ， 所 以 这 个 折 衷 是 成 功 的 。

对 比 组 件 模 型

在 结 束 这 本 处 理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书 之 前 ， 让 我 们 后 退 一 步 ， 从 一 个 安 全 的 距 离 来
考 虑 这 个 主 题 。 当 着 手 一 个 组 件 项 目 时 ， 一 个 开 发 者 不 能 仅 仅 衡 量 像 A T L 这 样
的 支 持 技 术 的 正 面 和 负 面 因 素 ， 而 必 须 首 先 考 虑 是 否 使 用 A c t i v e X 控 件 。 像 其 他
软 件 技 术 一 样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对 于 某 些 情 况 是 合 适 的 ， 但 并 不 适 用 于 其 他 情 况 。
如 果 组 件 是 作 为 一 个 嵌 入 应 用 程 序 单 独 计 划 的 ， 并 且 永 远 不 会 在 一 个 W e b 页 上
应 用 ， 那 么 A c t i v e X 需 要 较 高 的 成 本 。 通 过 在 C O M 和 A c t i v e X 服 务 库 中 拖 动 ，
即 使 是 一 个 向 P u l s e 这 样 的 简 单 控 件 将 在 存 储 器 中 安 装 许 多 K B 的 代 码 ， 而 且 可
能 显 著 地 降 低 调 用 应 用 程 序 的 加 载 进 程 速 度 。

有 另 一 种 解 决 方 案 。将 P u l s e 设 计 为 一 个 一 般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而 不 是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 这 将 以 一 个 线 程 安 全 的 形 式 保 留 软 件 和 可 用 的 组 件 ， 而 不 用 花 费 A c t i v e X
和 C O M 那 样 的 代 价 。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向 库 在 每 一 个 要 求 的 时 间 间 隔 结 束 时 调 用 的
回 调 函 数 返 回 一 个 指 针 ，而 不 是 建 立 一 个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来 接 收 事 件 。既 然 在 新 外
壳 下 ， 一 个 事 件 处 理 程 序 仅 仅 是 一 个 回 调 ， 那 么 结 果 是 一 样 的 。 如 果 你 想 了 解 一
个 P u l s e 的 D L L 版 本 的 模 样 ， 你 可 用 在 配 套 光 盘 的 C h a p t e r . 1 0 \ P u l s e D L L 文 件 夹
中 找 到 这 样 的 一 个 项 目 的 源 文 件 。 P u l s e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版 本 的 最 有 趣 的 特 点 是 它
的 大 小 ： 3 K B ， 而 A c t i v e X 控 件 版 本 需 要 3 7 K B。 而 且 P u l s e D L L 不 需 要 C O M 。

这 个 简 短 的 对 比 的 目 的 仅 仅 是 想 说 明 这 个 问 题 的 各 个 方 面 ，提 醒 大 家 注 意 至 少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低 级 动 态 链 接 库 仍 然 在 世 界 组 件 软 件 中 占 据 一 席 之 地 。这 并 不 是 建
议 所 有 不 用 于 I n t e r n e t 的 组 件 必 须 用 动 态 链 接 库 编 写 。事 实 上 远 非 如 此 ，A c t i v e X
超 越 动 态 链 接 库 而 提 供 了 显 著 的 方 便 性 ， 特 别 是 在 处 理 众 所 周 知 的“ 版 本 ” 问 题
时 更 是 如 此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吸 引 力 由 于 它 的 第 二 版 的 发 布 而 降 低 了 ，而 这 个 问 题
对 A c t i v e X 控 件 的 影 响 并 没 有 那 么 大 。 例 如 ， 假 设 我 们 决 定 ， 如 果 它 调 用
t i m e S e t E v e n t 和 t i m e K i l l E v e n t  应 用 程 序 编 程 接 口 函 数 ， 而 不 依 赖 于 系 统 的 S l e e p
计 时 器 的 行 为 ， P u l s e 将 是 一 个 更 精 确 的 计 时 器 。 放 置 后 的 版 本 将 向 新 客 户 提 供
新 对 象 和 能 力 ， 而 像 H o u r 2 这 样 的 旧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将 像 以 前 一 样 嵌 入 到 新 P u l s e
中 ， 不 需 要 改 变 任 何 东 西 。 甚 至 用 新 版 本 覆 盖 旧 P u l s e . o c x 文 件 ， 也 不 会 影 响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 而 不 论 它 们 是 否 利 用 扩 展 特 性 。 在 利 用 一 个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高 版 本
时 ， 这 种 稳 定 性 是 非 常 难 以 达 到 的 。



第 五 部 分   高  级  主  题



第 1 1 章   调 试 器

完 成 设 计 和 编 码 后 ， 即 开 始 调 试 程 序 ， 这 是 软 件 开 发 的 第 三 步 。 一 个 3 0 0 0 行 的
程 序 ， 其 编 译 可 达 到 没 有 一 个 警 告 ， 然 而 在 运 行 时 却 可 能 崩 溃 ， 更 糟 糕 的 是 ， 运
行 只 是 偶 尔 崩 溃 。 当 程 序 不 能 顺 利 运 行 ， 而 又 不 知 道 问 题 的 症 结 所 在 时 ， 就 该 使
用 调 试 器 来 监 视 此 程 序 的 运 行 了 。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是 整 个 产 品 中 最 具 特 色 的 一 部 分 ， 省 时 省 力 ， 简 单 易 用 ， 它 可
以 帮 助 找 到 在 W i n d o w s 软 件 开 发 过 程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几 乎 一 切 故 障 。 但 调 试 程 序
就 像 科 学 一 样 ， 它 需 要 技 术 ， 需 要 有 清 醒 的 头 脑 和 良 好 的 洞 察 力 ， 调 试 器 就 像 显
微 镜 一 样 ， 因 为 它 能 扩 大 你 的 视 野 ， 但 你 必 须 知 道 所 查 找 的 症 结 。

动 态 链 接 库 ，包 括 A c t i v e  X 控 件 ，对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来 说 ，并 不 是 特 殊 的 情 况 。
调 试 器 轻 松 跨 越 两 个 项 目 之 间 的 边 界 时 ， 即 意 味 着 可 以 开 始 调 试 项 目 中 的 程 序 ，
然 后 ， 当 此 程 序 调 用 动 态 链 接 库 中 的 外 部 函 数 时 ， 继 续 进 行 调 试 ， 即 使 该 库 和 它
的 源 文 件 存 在 于 另 一 项 目 或 子 项 目 中 ， 反 之 亦 然 。 在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项 目 中 ， 可 以
启 动 调 试 会 话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调 试 器 自 动 运 行 所 调 用 的 应 用 程 序 ， 并 且 ， 当 执
行 流 执 行 了 某 一 库 函 数 时 ， 就 会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用 户 。



调 试 器 能 够 处 理 多 线 程 和 A c t i v e X 应 用 程 序 ，并 且 有 能 力 在 调 试 程 序 的 计 算 机 上
运 行 。 在 以 后 的 章 节 中 ， 我 们 将 会 看 到 这 些 特 殊 的 情 况 。 首 先 ， 让 我 们 先 熟 悉 一
下 调 试 器 。

调 试 与 发 行

V i s u a l  C + +中 的 程 序 能 产 生 两 种 类 型 的 执 行 代 码 ， 称 为 调 试 与 发 行 版 本 ， 或 称 之
为“ 目 标 ” 版 本 。 调 试 版 本 是 软 件 开 发 和 检 测 修 改 程 序 的 部 分 ， 发 行 版 本 是 最 终
的 结 果 ， 将 发 行 给 客 户 。 调 试 版 本 较 之 发 行 版 本 要 大 ， 运 行 起 来 要 慢 一 些 。 编 译
器 在 目 标 文 件 中 填 满 了 符 号 信 息 ，这 些 符 号 信 息 记 录 了 编 译 器 知 道 的 函 数 名 、程
序 中 的 变 量 名 和 标 识 的 内 存 地 址 。通 过 读 取 源 文 件 和 包 含 在 执 行 文 件 中 的 符 号 信
息 ，调 试 器 能 将 源 代 码 中 的 每 条 流 线 同 相 应 的 可 执 行 映 像 中 的 二 进 制 指 令 联 系 起
来 。 调 试 器 运 行 可 执 行 文 件 ， 但 必 须 使 用 源 代 码 来 显 示 程 序 的 进 程 。

发 行 版 本 含 有 的 仅 仅 是 编 译 器 优 化 的 可 执 行 指 令 ， 没 有 符 号 信 息 。 如 果 你 需 要 ，
可 以 在 调 试 器 中 执 行 一 个 发 行 版 本 。 调 试 器 将 会 提 醒 你 文 件 没 有 符 号 数 据 。 同
时 ，可 以 执 行 程 序 中 的 调 试 版 本 而 无 须 调 试 器 。这 具 有 实 际 效 果 ，因 为 V i s u a l  C + +
以 即 时 （ j u s t - i n - t i m e） 调 试 而 闻 名 ， 在 以 后 的 章 节 中 将 证 明 这 一 点 。 当 运 行 没 有
调 试 器 的 程 序 的 调 试 版 本 时 ，W i n d o w s 加 载 程 序 将 会 忽 略 文 件 中 的 一 些 外 加 的 符
号 信 息 ， 从 而 允 许 程 序 正 常 运 行 。 如 果 程 序 产 生 了 错 误 ， 而 且 系 统 的 异 常 处 理 导
致 控 制 权 返 回 V i s u a l  C + +， 则 继 续 执 行 调 试 器 。 当 程 序 停 止 时 ， 调 试 器 显 示 产 生



错 误 的 指 令 ，并 且 显 示 程 序 停 止 当 前 的 数 据 值 。对 查 找 在 程 序 检 测 期 间 跟 踪 错 误
来 说 ， 以 及 寻 找 那 些 看 上 去 似 乎 是 随 机 的 ， 但 却 是 程 序 运 行 中 的 祸 根 的 错 误 来
说 ， 这 种 高 级 特 征 尤 其 有 用 。

顺 便 说 一 下 ， 如 果 想 保 留 对 你 来 说 比 较 重 要 的 内 容 ， 处 理 源 代 码 时 ， 就 应 该 处 理
程 序 中 的 调 试 版 本 。含 有 符 号 信 息 的 程 序 文 件 要 比 工 程 逆 转 容 易 得 多 ，原 因 是 该
文 件 含 有 程 序 中 的 所 有 变 量 名 和 函 数 名 。 它 取 代 了 匿 名 的 反 汇 编 语 句 ， 例 如 ：

0 0 4 0 1 7 a e     p u s h      e b p

0 0 4 0 1 7 a f     m o v      e b p , e s p

调 试 器 包 括 从 符 号 数 据 中 读 取 的 函 数 名 ：

Mycla s s  : :  I n i t i I n s t ance  :

0 0 4 0 1 7 a e     p u s h      e b p

0 0 4 0 1 7 a f     m o v      e b p , e s p

虽 然 源 代 码 现 在 没 有 什 么 用 处 了 ， 但 是 ，现 在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识 别 名 为 I n i t I n s t a n c e
的 函 数 序 码 。



调 试 器 的 使 用

当 你 调 试 一 个 有 小 毛 病 的 程 序 时 ， 这 种 程 序 有 时 也 称 之 为 被 调 试 程 序
（ d e b u g g e e）， 首 先 调 试 器 开 始 运 行 ， 接 着 开 始 执 行 你 想 要 调 试 的 程 序 ， 当 所 运
行 的 程 序 到 达 所 选 定 的 指 令 或 者 改 变 某 一 特 定 的 变 量 时 ，调 试 器 允 许 你 重 新 获 得
控 制 权 。 当 此 程 序 被 挂 起 时 ， 这 将 会 给 你 一 个 检 查 当 前 数 据 值 的 机 会 ， 也 能 确 保
控 制 流 沿 着 一 条 所 期 望 的 路 径 进 行 处 理 。

调 试 器 能 够 提 供 大 量 的 信 息 ， 这 使 之 看 上 去 更 为 复 杂 。 如 果 你 是 编 程 新 手 ， 不 要
被 调 试 器 所 吓 倒 ， 很 快 ， 你 就 会 了 解 每 个 程 序 员 所 学 得 的 知 识 。 一 个 典 型 的 调 试
操 作 由 以 下 几 步 组 成 ： 首 先 ， 确 定 出 现 问 题 的 那 一 段 程 序 ， 然 后 给 这 段 程 序 的 第
一 个 指 令 加 上 标 记 ， 启 动 调 试 器 ， 运 行 程 序 ， 直 到 控 制 到 达 你 事 先 在 带 有 疑 问 的
程 序 段 所 设 置 的 标 记 。 当 调 试 器 停 止 程 序 的 执 行 时 ， 可 以 通 过 单 步 操 作 指 令 ， 以
核 实 每 步 的 影 响 效 果 。

那 么 ， 调 试 器 怎 样 知 道 什 么 时 候 中 断 程 序 呢 ？ 实 际 上 ， 并 不 是 调 试 器 中 断 程 序 ，
而 是 程 序 自 己 自 行 中 断 ，当 程 序 运 行 到 你 先 前 设 置 的 标 志 时 便 进 行 中 断 ，这 种 标
记 为 断 点 。



断 点

在 W i n d o w s 中 ， 调 试 器 与 所 运 行 的 程 序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不 可 能 再 找
到 两 个 程 序 在 运 行 时 联 系 得 如 此 紧 密 。调 试 器 和 程 序 不 能 够 同 时 运 行 在 一 种 其 他
常 规 应 用 程 序 能 同 时 运 行 的 多 任 务 环 境 下 。 当 程 序 运 行 时 ， 调 试 器 停 止 工 作 ， 当
执 行 程 序 触 发 断 点 时 ， 它 会 重 新 获 得 控 制 权 。

调 试 器 允 许 你 设 置 两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断 点 ，一 种 断 点 是 基 于 代 码 所 在 的 位 置 ，另 一
种 是 基 于 程 序 数 据 。位 置 断 点 是 一 种 与 源 代 码 相 联 系 的 特 殊 指 令 的 标 志 ，类 似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的 书 签 。在 所 有 想 彻 底 弄 清 楚 错 误 怎 样 产 生 的 含 有 可 疑 代 码 的 程 序
段 中 ， 你 设 置 一 个 位 置 断 点 。 当 执 行 程 序 试 图 运 行 所 标 记 的 指 令 时 ， 它 就 会 停 止
或 者 “ 中 断 ” (在 接 下 来 的 章 节 中 我 们 将 会 弄 清 楚 这 是 怎 样 进 行 的 )。

数 据 断 点 取 决 于 数 据 ，而 不 是 代 码 。当 你 怀 疑 某 一 变 量 在 程 序 中 的 某 一 地 方 被 错
误 地 改 变 但 又 不 知 道 在 什 么 位 置 时 ， 就 可 以 使 用 数 据 断 点 。数 据 断 点 可 以 告 诉 调
试 器 ， 当 变 量 改 变 或 变 为 某 一 不 确 定 的 值 时 ， 就 中 断 执 行 。 例 如 ， 当 指 针 重 新 赋
值 或 变 量 x 的 值 超 过 了 5 0 0 时 。

当 位 置 或 数 据 断 点 被 触 发 时 ，控 制 权 返 回 到 调 试 器 。调 试 器 更 改 显 示 目 前 变 量 值
的 窗 口 ， 以 及 发 生 中 断 的 源 代 码 所 在 的 程 序 段 。 现 在 ， 可 以 单 步 执 行 代 码 ， 每 次
一 条 指 令 ， 以 便 弄 清 楚 变 量 是 怎 样 变 化 的 ， 以 及 程 序 的 执 行 状 况 。



断 点 返 回 控 制 权 给 调 试 器 的 方 式

为 了 阐 述 断 点 是 怎 样 工 作 的 ，本 节 讲 述 调 试 器 设 置 断 点 来 中 断 程 序 和 断 点 触 发 时
重 新 获 得 控 制 权 的 步 骤 。 讨 论 以 I n t e l 和 兼 容 处 理 器 为 主 ， 但 在 其 他 处 理 器 中 的
过 程 与 这 里 所 概 述 的 过 程 类 似 。在 接 下 来 的 讨 论 中 ，“ 程 序 ”仅 指 你 的 应 用 程 序 ，
不 会 是 调 试 器 。 这 可 以 避 免 使 用 “ 被 调 试 的 程 序 ” 这 样 绕 口 的 短 语 。 并 且 ，
“ D e b u g g e e（ 被 调 试 的 程 序 ）” 听 起 来 太 像 d e b u g g e r（ 调 试 器 ）。

当 设 置 一 个 位 置 断 点 ，或 者 单 步 操 作 从 一 个 C / C + +指 令 到 另 一 个 指 令 时 ，在 执 行
程 序 代 码 块 中 断 的 地 方 ， 调 试 器 会 覆 写 一 个 简 单 的 字 节 。 它 存 储 字 节 的 原 始 值 ，
然 后 在 它 所 在 的 位 置 写 上 0 x C C。 处 理 器 将 0 x C C 解 释 成 IN T  3 指 令 ， 它 将 会 提
醒 处 理 器 去 执 行 相 应 的 中 断 3 系 统 处 理 程 序 ， 它 与 In t e l 调 用 的 中 断 3 这 个 断 点
不 会 重 合 。

写 完 I N T  3  指 令 后 ， 调 试 器 通 过 调 用 W a i t F o r D e b u g E v e n t  A P I 函 数 进 入 睡 眠 状
态 ， 系 统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该 程 序 ， 直 到 它 运 行 到 I N T  3 指 令 后 才 会 恢 复 正 常 。 在
执 行 这 个 指 令 时 ， 处 理 器 将 C S 和 E I P 寄 存 器 的 当 前 值 写 到 堆 栈 上 ， 并 调 用 系 统
的 中 断 3 处 理 程 序 ， 这 就 是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调 试 器 的 过 程 。 内 核 从
W a i t F o r D e b u g E v e n t 返 回 ，唤 醒 调 试 器 ，然 后 更 改 它 的 窗 口 ，并 等 待 你 的 指 令（ 参
见 后 面 的 C S 和 E I P 寄 存 器 说 明 ）。

此 时 ， 程 序 将 冻 结 ， 由 于 它 无 法 接 收 到 C P U 时 间 ， 当 你 与 调 试 器 交 互 时 ， 程 序



不 能 继 续 执 行 通 过 断 点 。 一 般 来 说 ， 在 程 序 中 ， 调 试 器 直 接 控 制 程 序 中 的 某 一 线
程 ， 以 便 别 的 线 程 继 续 接 收 C P U 时 间 ， 在 以 后 的 章 节 中 ， 将 会 说 明 怎 样 将 线 程
挂 起 ， 而 不 是 进 行 调 试 。

C S 和 E I P 寄 存 器 说 明

处 理 器 含 有 少 量 的 芯 片 存 储 区 ，即 寄 存 器 ，它 可 以 暂 时 将 所 需 要 处 理 的 指 令 寄 存
起 来 。 In t e l 处 理 器 含 有 C S 和 E I P 两 个 寄 存 器 ， 在 处 理 过 程 中 ， 它 们 不 断 指 向 下
一 个 指 令 。这 里 简 单 描 述 了 寄 存 器 中 的 指 针 当 产 生 中 断 后 怎 样 引 导 处 理 器 返 回 程
序 。

C S 代 表 代 码 段 ，在 3 2 位 编 程 中 也 可 以 说 是 代 码 选 择 器 ， 因 为 寄 存 器 容 纳 指 向 程
序 码 基 址 的 值 ， 这 是 操 作 系 统 赋 予 的 ， E I P（ 扩 展 命 令 指 针 ） 寄 存 器 容 纳 一 个 3 2
位 偏 移 量 ，它 指 向 处 理 器 将 要 执 行 的 另 一 个 指 令 的 代 码 区 域 。当 它 响 应 某 一 中 断
（ 诸 如 I N T  3 指 令 ） 时 ， In t e l 处 理 器 在 跳 到 为 中 断 服 务 的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之 前 ， 首
先 将 C S 和 E I P 寄 存 器 的 内 容 写 到 堆 栈 上 。当 处 理 程 序 完 成 时 ，原 始 的 C S 和 E I P
值 从 堆 栈 中 弹 出 ， 告 诉 处 理 器 下 一 步 该 干 什 么 。 也 就 是 说 ， 在 离 开 中 断 服 务 时 ，
返 回 将 要 执 行 的 程 序 指 令 。 同 C S 和 E I P 一 样 ， 含 有 当 前 处 理 器 标 记 的 另 一 种 寄
存 器 也 从 堆 栈 中 恢 复 ， 以 便 原 始 程 序 恢 复 执 行 它 所 不 知 道 的 （ 而 且 没 有 被 影 响
的 ） 中 断 。

发 生 中 断 的 情 况 很 多 ， 这 主 要 源 于 执 行 程 序 中 的 I N T 指 令 和 硬 件 故 障 。 例 如 ，
按 下 键 盘 上 的 一 个 键 ， 即 触 发 中 断 。 当 松 开 此 键 时 ， 又 会 产 生 另 一 种 中 断 。 系 统



计 时 器 以 每 秒 1 8 次 的 速 度 不 时 地 中 断 处 理 器 ，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操 作 系 统 ， 以 便
它 能 直 接 将 处 理 器 重 新 引 导 到 时 间 片 中 的 下 一 线 程 。中 断 服 务 很 快 ，但 断 点 中 断
是 一 个 例 外 。 操 作 系 统 和 调 试 器 保 留 控 制 权 ， 直 到 恢 复 调 试 。 此 时 ， 系 统 退 出 中
断 3 处 理 程 序 ， 并 且 允 许 处 理 器 继 续 运 行 正 在 调 试 的 程 序 。

当 恢 复 运 行 程 序 时 ， 调 试 器 将 被 0 x C C 值 覆 写 的 字 节 重 置 ， 并 恢 复 设 置 断 点 处 的
原 始 指 令 。 因 为 堆 栈 中 的 EIP 值 现 在 指 向 临 时 的 I N T  3 指 令 之 后 的 字 节 ， 调 试 器
减 少 此 值 ， 以 便 能 够 重 新 指 向 原 始 指 令 。 接 着 调 试 器 通 过 调 用
C o n t i n u e D e b u g E v e n t  A P I 函 数 回 到 睡 眠 状 态 。 操 作 系 统 将 寄 存 器 恢 复 到 原 始 数
据 ， 并 执 行 中 断 3 处 理 程 序 中 的 I R E T 指 令 （ 中 断 返 回 ）。 处 理 器 从 堆 栈 中 弹 出
C S ， 并 改 变 E I P 值 ， 继 续 恢 复 执 行 被 中 断 的 程 序 ， 就 像 什 么 也 没 有 发 生 一 样 。

在 所 有 运 行 的 W i n d o w s 程 序 实 例 均 共 享 含 有 程 序 码 的 同 一 内 存 段 时 ， 情 况 更 为
复 杂 。 由 于 调 试 器 将 I N T  3 指 令 写 成 程 序 代 码 ，你 可 能 希 望 程 序 实 例 在 调 试 器 之
外 运 行 ， 并 且 也 能 触 发 断 点 ， 并 进 入 调 试 器 ， 但 这 是 不 可 能 发 生 的 。 W i n d o w s
提 供 一 种 著 名 的 复 制 写 入 机 制 ，能 将 这 种 情 形 处 理 得 相 当 好 。当 调 试 器 调 用 系 统
的 W r i t e P r o c e s s M e m o r y 函 数 ， 并 将 I N T  3  指 令 写 入 一 页 程 序 码 中 时 ， W i n d o w s
分 配 一 块 可 写 的 内 存 ， 将 代 码 页 复 制 到 新 块 中 ， 重 新 映 射 该 页 的 虚 拟 内 存 地 址 ，
利 用 复 制 的 页 面 来 完 成 调 试 器 的 写 操 作 。另 外 一 些 在 调 试 器 外 部 运 行 的 程 序 实 例
可 从 原 始 码 中 继 续 运 行 ， 并 且 不 会 遇 到 I N T  3 指 令 。

调 试 器 采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来 捕 获 与 程 序 数 据 中 的 变 量 相 关 联 的 数 据 断 点 ，对 用 来 改



变 变 量 的 每 个 指 令 中 设 置 I N T 代 码 是 不 切 实 际 的 ， 所 以 ， 调 试 器 必 须 单 步 通 过
程 序 中 的 每 条 指 令 ， 每 次 都 检 查 这 些 变 量 。 如 果 变 量 没 有 变 化 ， 调 试 器 就 会 执 行
下 一 条 指 令 。可 以 想 像 ， 不 间 断 的 中 断 与 检 查 可 能 会 很 大 程 度 地 降 低 被 调 试 程 序
的 执 行 速 度 ， 由 于 上 千 种 中 断 均 能 够 发 生 ， 所 以 ， 在 利 用 数 据 断 点 来 调 试 时 ， 可
能 会 程 序 挂 起 。

一 些 处 理 器 所 提 供 的 特 殊 调 试 寄 存 器 就 在 芯 片 上 ，可 以 使 调 试 器 脱 离 开 这 些 冗 长
繁 杂 的 任 务 ， 一 个 In t e l 处 理 器 拥 有 8 个 调 试 寄 存 器 ， 虽 然 它 可 以 监 视 4 种 数 据
断 点 的 最 大 值 ， 因 为 仅 仅 是 4 个 调 试 寄 存 器 （ D R 0 到 D R 3 ） 中 的 第 一 个 ， 并 容
纳 内 存 地 址 。当 你 为 变 量 设 置 数 据 断 点 时 ，调 试 器 将 变 量 的 地 址 写 入 到 处 理 器 的
调 试 寄 存 器 中 。 接 着 使 用 1 位 标 记 来 编 写 调 试 控 制 寄 存 器 ，以 指 示 处 理 器 去 监 视
内 存 写 指 令 。 当 处 理 器 运 行 程 序 时 ， 它 会 不 断 地 检 查 每 条 指 令 ， 以 弄 清 楚 是 否 它
已 写 到 调 试 寄 存 器 所 指 向 的 内 存 ， 如 果 是 这 样 ， 处 理 器 会 产 生 中 断 1， 称 为 跟 踪
中 断 或 调 试 中 断 ， 通 过 中 断 处 理 程 序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操 作 系 统 。 当 系 统 从
W a i t F o r D e b u g E v e n t 返 回 时 ， 调 试 器 从 D R 6 状 态 寄 存 器 读 取 信 息 ， 以 确 定 四 个 断
点 中 究 竟 是 哪 个 触 发 了 断 点 。 调 试 器 随 之 更 新 其 窗 口 ， 以 提 醒 你 变 量 已 经 被 改
变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无 论 什 么 时 候 ， 当 程 序 存 取 一 个 变 量 时 ， 也 就 是 说 ， 当 它 从 变 量
中 读 取 或 者 给 它 赋 值 时 ， In t e l 处 理 器 都 能 立 即 发 生 中 断 。 而 且 ，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不 会 利 用 这 种 选 项 ，因 为 通 常 情 况 下 ，与 进 行 调 试 时 的 赋 值 变 量 的 程 序 指 令 相
比 ， 读 取 变 量 的 程 序 指 令 更 缺 少 意 义 。用 处 理 器 的 调 试 寄 存 器 来 监 视 位 置 断 点 和



数 据 断 点 ， 并 用 I N T  3 指 令 来 保 存 覆 写 代 码 的 额 外 工 作 ， 这 也 是 可 能 的 。 但 是 ，
调 试 寄 存 器 是 珍 贵 的 资 源 ， 因 此 ，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通 过 调 用 中 断 3 来 监 视 位 置
断 点 ， 并 且 保 留 使 用 数 据 断 点 的 调 试 寄 存 器 。

通 过 使 用 调 试 寄 存 器 ，调 试 器 将 检 查 数 据 断 点 的 重 担 转 给 处 理 器 ， 有 效 地 消 除 了
性 能 障 碍 ， 否 则 ， 将 会 导 致 每 条 指 令 都 单 步 执 行 来 监 视 数 据 的 变 化 。 然 而 ， 在 断
点 包 括 条 件 时 使 用 数 据 断 点 ，例 如 变 量 x 是 否 超 出 了 某 个 值 ，数 据 断 点 也 可 能 影
响 程 序 的 运 行 速 度 。 指 定 断 点 的 一 个 变 量 在 一 个 单 循 环 的 过 程 中 可 以 改 变 很 多
次 。 变 量 每 变 化 一 次 ， 处 理 器 就 会 中 断 ， 控 制 权 返 回 调 试 器 ， 然 后 估 价 条 件 。 永
远 或 很 少 得 到 真 值 的 条 件 表 达 式 可 能 会 因 此 降 低 程 序 的 运 行 速 度 ，后 面 的 章 节 中
将 会 谈 到 这 种 情 况 。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调 试 器 不 会 使 用 调 试 寄 存 器 来 监 视 数 据 断
点 ， 而 是 依 赖 于 速 度 更 慢 的 单 步 调 试 法 。

建 立 调 试 版 本

为 了 创 建 一 个 程 序 的 调 试 执 行 版 本 ， 首 先 应 该 保 证 配 置 是 W i n 3 2  D e b u g。 默 认 情
况 下 ， 当 你 创 建 一 个 新 项 目 时 ， V i s u a l  C + + 即 设 置 配 置 为 W i n 3 2  D e b u g，在 B u i l d
工 具 栏 中 显 示 当 前 的 配 置 ：



也 可 以 在 B u i l d（ 建 立 ） 菜 单 中 单 击 S e t  A c t i v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设 置 活 动 配 置 ） 命
令 ， 以 查 看 当 前 的 配 置 ， 看 是 否 有 必 要 将 它 更 改 为 调 试 版 本 。 W i n 3 2  D e b u g 配 置
自 动 改 变 为 程 序 设 置 ， 并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项 目 设 置 ） 对 话 框 中 显 示 出 来 。 通
过 单 击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中 的 S e t t i n g s（ 设 置 ） 命 令 ， 打 开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项
目 设 置 ） 对 话 框 ， 并 调 出 C / C + +和 L i n k 选 项 卡 ， 对 话 框 中 的 设 置 应 和 图 11-1 中
所 示 类 似 ：

n  在 C / C + + 选 项 卡 上 的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s （ 优 化 ） 组 合 框 显 示 D i s a b l e
（ D e b u g）（ 禁 用 （ 调 试 ）） 选 项 。

n  在 L i n k 选 项 卡 中 ， 复 选 标 志 显 示 在 G e n e r a t e  D e b u g  I n f o（ 生 成 调 试 信
息 ） 复 选 框 中 。

有 了 这 些 设 置 ， 就 可 以 顺 利 的 建 立 项 目 了 ，其 结 果 是 一 个 针 对 调 试 器 含 有 符 号 信
息 的 程 序 调 试 版 本 。



C / C + +选 项 卡 中 的 设 置



L i n k 选 项 卡 中 的 设 置

图 1 1 - 1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设 置 调 试 信 息



调 试 器 界 面

像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一 样 ， 调 试 器 仅 适 用 于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 调 试 程 序 要
求 项 目 是 开 放 式 的 ， 并 且 ， 你 应 该 创 建 一 个 程 序 的 调 试 执 行 版 本 。

文 本 编 辑 器 是 开 始 调 试 的 好 地 方 ，打 开 一 个 或 更 多 个 程 序 源 文 件 ， 找 出 程 序 运 行
时 需 中 断 执 行 的 行 ， 单 击 此 行 所 在 的 位 置 ， 将 在 此 处 设 置 插 入 标 志 ， 然 后 按 F 9
设 置 一 个 位 置 断 点 。编 辑 器 在 所 选 行 的 左 边 放 置 一 个 小 的 红 色 八 角 形 ，来 作 为 此
行 的 标 记 ， 以 表 示 中 断 。 如 果 禁 用 选 择 边 界 ， 如 第 3 章 所 述 ， 编 辑 器 会 将 整 行 用
红 色 高 亮 显 示 。 为 了 取 消 位 置 断 点 ，可 在 要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的 所 在 行 的 任 一 位 置 设
置 插 入 标 志 ， 并 重 新 按 F 9 来 消 除 断 点 。

如 果 想 使 用 鼠 标 而 不 是 键 盘 ， 可 以 在 此 行 单 击 鼠 标 右 键 ， 即 可 设 置 或 消 除 断 点 。
如 图 1 1 - 2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所 示 。 从 此 菜 单 中 ， 可 选 择 I n s e r t / R e m o v e  B r e a k p o i n t
（ 插 入 /删 除 断 点 ）命 令 来 清 除 或 设 置 断 点 。此 菜 单 也 提 供 一 个 D i s a b l e  B r e a k p o i n t
（ 禁 用 断 点 ） 命 令 ， 允 许 关 闭 断 点 而 不 去 消 除 它 。

虽 然 有 点 不 太 方 便 ， 但 也 可 以 通 过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来 设 置 一 个 位 置 断
点 ， 此 对 话 框 仅 提 供 设 置 数 据 断 点 的 方 式 ， 和 两 个 其 他 变 量 ， 称 为 条 件 断 点 和 消
息 断 点 。



图 1 1 - 2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I n s e r t / R e m o v e  B r e a k p o i n t（ 插 入 /删 除 断 点 ） 命 令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图 1 1 - 3 所 示 为 B r e a k p o i n t 对 话 框 ， 按 下 C t r l + B 键 或 在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单 击
B r e a k p o i n t 命 令 ， 对 话 框 中 的 三 个 选 项 卡 可 以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 数 据 断 点 、 条 件 断
点 和 消 息 断 点 ， 后 面 介 绍 这 四 种 断 点 类 型 。



图 1 1 - 3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位 置 断 点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中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比 按 F 9 键 或 从 编 译 器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一 条 命 令 要 麻 烦 得 多 。 但 是 ， 对 话 框 对 位 置 断 点 来 说 ， 提 供 了 几 种 增 强 功
能 ， 这 些 被 证 明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 你 可 以 在 B r e a k  A t（ 断 点 位 置 ） 控 制 处 键 入 函 数
名 ， 以 便 在 函 数 的 第 一 行 处 设 置 一 个 位 置 断 点 ；键 入 标 号 的 名 字 在 标 志 行 处 设 置
一 个 断 点 （ 在 这 二 者 之 间 有 一 点 细 微 的 差 别 ， 因 为 函 数 名 仅 仅 是 一 个 标 号 ）。 在
B r e a k  A t 控 制 中 的 字 母 必 须 与 函 数 名 或 标 号 相 符 合 ， 并 且 ， C + + 函 数 名 必 须 包 括
类 名 和 作 用 域 解 析 运 算 符 。 因 此 ， O n C r e a t e 条 目 不 会 指 定 有 效 的 断 点 位 置 ， 而
C M a i n F r a m e : : O n C r e a t e 却 可 以 做 到 这 一 点 。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对 话 框 中 键 入 函 数 或 标 号 名 ， 以 便 在 源 文 件 中 设 置 一 个 有 效 的 断
点 ， 但 它 不 能 给 文 本 编 辑 器 提 供 行 号 。 因 为 文 本 编 辑 器 要 求 行 号 来 显 示 断 点 符
号 ， 所 以 ， 它 不 能 在 文 档 窗 口 中 标 记 此 行 ， 或 者 ， 给 予 其 他 已 有 位 置 断 点 的 标 志
行 一 些 别 的 可 视 线 索 。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对 话 框 底 部 列 出 的 断 点 ，只 能 用 来 确 认 新 断
点 的 存 在 ，断 点 符 号 的 停 止 标 志 仅 仅 在 调 试 器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时 的 源 文 件 中 显 示 出
来 。

为 了 在 一 个 特 殊 行 中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在 紧 接 着 的 B r e a k  A t 控 制 的 行 号 处 键 入 一 个
句 点 。 对 于 当 前 行 ， 也 就 是 说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含 有 插 入 记 号 的 所 在 行 ， 单 击 控
件 右 边 的 小 箭 头 按 钮 ， 并 选 择 所 给 的 行 号 ， 这 个 按 钮 能 够 引 出 A d v a n c e d
B r e a k p o i n t（ 高 级 断 点 ） 对 话 框 ， 你 可 以 据 此 区 分 源 文 件 中 的 函 数 或 标 号 ， 而 不



是 根 据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显 示 的 内 容 。

位 置 断 点 有 类 似 于 文 本 编 辑 器 书 签 的 特 征 ， 并 且 ， V i s u a l  C + +使 用 相 同 的 逻 辑 实
现 断 点 和 书 签 。 除 了 标 记 特 殊 行 以 外 ， 位 置 断 点 就 像 命 名 的 标 签 一 样 ， 它 会 保 持
在 文 档 中 的 固 定 位 置 ， 除 非 你 消 除 它 。 如 果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之 外 编 辑 了
一 个 文 档 ，断 点 和 书 签 就 会 均 显 示 在 另 一 行 中 。在 调 试 器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的 环 境 下
编 辑 文 档 时 ，也 能 与 此 位 置 之 外 的 位 置 断 点 发 生 冲 突 ，因 为 位 置 断 点 与 行 号 相 联
系 ， 随 着 文 档 在 编 辑 过 程 中 变 大 或 缩 小 ， 新 的 语 句 可 能 会 进 入 标 有 断 点 的 行 号
中 。 如 果 新 行 不 含 有 效 的 程 序 指 令 ， V i s u a l  C + +在 你 下 一 次 启 动 调 试 器 时 会 提 供
警 告 ：

当 出 现 这 种 消 息 时 ， 应 该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检 查 源 代 码 ， 消 除 不 适 当 的 断 点 ， 在 其
原 来 的 位 置 上 重 新 设 置 新 的 断 点 。 如 果 你 经 常 在 V i s u a l  C + +环 境 之 外 编 辑 源 代



码 ， 或 者 在 调 试 器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时 进 行 一 些 变 化 ， 以 期 望 能 不 断 地 了 解 一 些 信
息 ， 对 有 效 地 解 决 重 置 断 点 之 类 的 问 题 是 比 较 棘 手 的 ，尤 其 是 你 在 另 一 个 编 译 器
中 做 了 某 些 变 换 时 ， 就 像 书 签 、 断 点 是 指 针 ， 而 不 是 嵌 入 源 代 码 文 档 中 的 字 符 一
样 （ 仅 使 编 译 器 出 错 ）， 因 此 ， 改 变 该 环 境 外 的 文 本 将 不 可 避 免 地 有 重 置 指 针 目
标 的 危 险 。

然 而 ，重 置 问 题 并 不 会 影 响 使 用 B r e a k p o i n t 对 话 框 时 与 符 号 或 函 数 名 相 联 系 的 位
置 断 点 ， 无 论 文 档 内 容 怎 么 改 变 ， 这 些 位 置 断 点 对 其 标 志 来 说 总 是 保 持 固 定 ， 因
为 它 每 运 行 一 次 ，调 试 器 就 会 搜 寻 标 志 的 源 代 码 ，用 断 点 给 每 一 个 标 志 行 作 上 标
记 ， 这 经 常 是 在 使 用 B r e a k p o i n t 对 话 框 时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的 原 因 ， 远 没 有 按 F 9 设
置 方 便 。在 以 后 的 章 节 中 ，我 们 将 使 用 对 话 的 方 式 在 一 个 调 试 例 子 中 来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

数 据 断 点

B r e a k p o i n t 对 话 框 仅 仅 提 供 了 一 种 设 置 数 据 断 点 的 方 法 ， 当 变 量 的 值 有 所 改 变 ，
或 者 ， 当 条 件 表 达 式 变 成 真 时 ， 数 据 断 点 即 被 触 发 。 如 果 已 经 使 用 了 微 软 的 旧 式
C o d e V i e w 调 试 器 ， 你 可 能 会 将 数 据 断 点 作 为 C o d e V i e w 中 的 跟 踪 点 。 单 击
B r e a k p o i n t 对 话 框 中 的 D a t a（ 数 据 ） 选 项 卡 ， 键 入 你 想 利 用 调 试 器 进 行 监 视 的 变
量 或 表 达 式 的 名 称 （ 参 见 图 1 1 - 4）， 进 入 一 个 标 准 的 C / C + + 条 件 表 达 式 ， 例 如
i = = 1 0 0 或 n C o u n t> 25。

当 调 试 器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时 ， 可 以 为 不 在 作 用 域 中 的 变 量 设 置 数 据 断 点 ，方 法 是 先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对 话 框 中 键 入 表 达 式 ，然 后 单 击 标 有 E n t e r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T o
B e  E v a l u a t e d （ 输 入 要 求 值 的 表 达 式 ） 文 本 框 右 边 的 箭 头 按 钮 。 单 击 弹 出 的
A d v a n c e d（ 高 级 ） 命 令 ， 并 输 入 所 要 求 的 文 本 信 息 ， 使 调 试 器 跟 踪 进 入 作 用 域 的
变 量 。



图 1 1 - 4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中 输 入 数 据 断 点



调 试 器 能 够 监 视 指 针 所 标 识 的 变 量 范 围 ，如 数 组 或 结 构 名 ，以 提 供 表 达 式 中 指 针
的 重 引 用 状 况 。 例 如 ， 在 E n t e r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输 入 表 达 式 ） 文 本 框 中 键 入 数 组
名 i A r r a y， 就 不 可 能 按 你 所 期 望 的 那 样 为 数 组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设 置 断 点 ， 必 须 通 过
键 入 i A r r a y [ 0 ]来 重 引 用 数 组 指 针 。 为 了 监 视 数 组 的 其 他 元 素 ， 需 在 E n t e r  T h e
N u m b e r  O f  E l e m e n t s  T o  W a t c h 的 小 控 件 中 设 置 元 素 数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这 是 元 素
数 ，而 不 是 字 节 数 。例 如 ，如果 i A r r a y 含 有 整 数 ，在 第 一 个 控 件 中 键 入 i A r r a y [ 0 ]
和 在 第 二 个 控 件 中 键 入 数 字 1 0，如 果 变 化 发 生 在 数 组 的 前 4 0 个 字 节（ 从 iA r ray [9 ]
到 i A r r a y [ 0 ]的 整 数 ）， 就 会 引 起 程 序 中 断 。

类 似 地 ， 为 了 监 视 变 量 p S t r i n g 所 指 向 的 一 串 字 符 ， 在 E n t e r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控 件
中 键 入 *  p S t r i n g。 在 较 小 的 控 件 中 ， 键 入 你 想 利 用 调 试 器 监 视 的 字 节 数 ， 键 入 不
带 星 号 的 p S t r i n g 重 引 用 运 算 符 意 味 着 ， 只 有 在 p S t r i n g 改 变 为 指 向 别 的 地 方 时 ，
再 触 发 断 点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调 试 器 所 监 视 的 是 p S t r i n g 本 身 ， 而 不 是 它 所 指 向
的 数 组 的 内 容 。

以 前 提 到 过 ， 当 用 数 据 断 点 调 试 时 ， 程 序 的 执 行 速 度 将 会 明 显 减 慢 。 当 设 置 的 断
点 比 处 理 器 中 的 调 试 寄 存 器 所 能 容 纳 的 断 点 数 要 多 ，或 者 用 自 动 存 储 类 为 变 量 设
置 了 数 据 断 点 时 ，程 序 运 行 速 度 也 会 降 下 来 。 自 动 数 据 包 括 函 数 自 变 量 以 及 在 没
有 s t a t i c 关 键 字 的 函 数 中 所 定 义 的 变 量 。 这 类 数 据 存 在 于 堆 栈 中 ， 当 程 序 运 行 时
就 不 再 存 在 。尽 管 你 可 以 为 自 动 变 量 设 置 数 据 断 点 ，但 调 试 器 也 不 会 利 用 处 理 器
的 调 试 寄 存 器 来 监 视 断 点 ， 因 此 ， 当 变 量 在 作 用 域 内 时 ， 执 行 速 度 就 会 下 降 。 调
试 器 利 用 调 试 寄 存 器 监 视 的 仅 仅 是 存 在 于 程 序 数 据 段 中 的 静 态 变 量 的 数 据 断



点 ， 而 不 是 堆 栈 中 的 局 部 数 据 。

由 于 数 据 断 点 会 使 程 序 的 执 行 速 度 大 大 降 低 ， 可 能 会 使 你 认 为 程 序 已 被 挂 起 了 。
使 用 数 据 断 点 时 ，需 要 耐 心 。如 果 你 认 为 程 序 确 实 因 为 某 些 原 因 停 止 了 ，在 V i s u a l
C + +  D e b u g（ 调 试 ） 菜 单 中 单 击 B r e a k （ 中 断 ） 命 令 ， 这 就 会 中 断 程 序 ， 并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调 试 器 。

条 件 断 点

条 件 断 点 是 位 置 断 点 的 扩 展 方 式 ，在 源 代 码 指 令 中 设 置 断 点 与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的 方
式 相 同 。 但 是 ， 当 控 制 到 达 带 标 记 的 指 令 时 ， 如 果 指 定 的 条 件 是 真 ， 调 试 器 就 会
响 应 条 件 断 点 。 条 件 断 点 在 同 一 指 令 执 行 数 百 次 的 循 环 中 用 处 不 大 ，设 置 在 循 环
中 的 位 置 断 点 在 每 次 重 复 过 程 中 都 会 停 止 执 行 ， 这 是 我 们 所 不 希 望 的 。条 件 断 点
中 断 指 令 仅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发 生 ， 例 如 当 循 环 次 数 达 到 1 0 0 时 。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的 L o c a t i o n（ 位 置 ） 选 项 卡 中 设 置 条 件 断 点 ， 在 定
义 想 利 用 断 点 标 记 的 源 代 码 后 ， 单 击 图 1 1 - 3 中 所 示 的 C o n d i t i o n（ 条 件 ） 按 钮 ，
显 示 B r e a k p o i n t  C o n d i t i o n 对 话 框 ：





在 对 话 框 的 顶 部 控 件 中 ，以 C / C + +条 件 表 达 式 的 形 式 键 入 断 点 条 件 。 所 标 记 的 指
令 每 运 行 一 次 ， 如 果 表 达 式 是 真 或 非 零 ， 调 试 器 就 会 对 表 达 式 进 行 一 次 求 值 ， 并
中 断 程 序 流 。 B r e a k p o i n t  C o n d i t i o n（ 断 点 条 件 ） 对 话 框 中 的 底 部 文 本 框 允 许 你 定
义 在 调 试 器 中 断 程 序 之 前 条 件 必 须 为 真 的 次 数 。

消 息 断 点

消 息 断 点 与 窗 口 过 程 紧 密 相 关 ， 当 窗 口 过 程 接 收 到 一 条 定 义 的 信 息 时 ， 例 如
W M _ S I Z E 或 W M _ C O M M A N D ， 便 执 行 中 断 。 消 息 断 点 在 使 用 M F C 的 C / C + +
程 序 中 无 多 大 用 处 。 因 为 窗 口 过 程 通 常 存 在 于 M F C 框 架 中 ， 而 不 是 在 程 序 源 代
码 中 。 为 了 中 断 M F C 程 序 中 的 特 定 信 息 ， 必 须 为 处 理 消 息 的 函 数 设 置 一 个 位 置
断 点 ， 在 类 的 消 息 映 射 中 将 会 被 标 识 。

图 11-5 将 描 述 怎 样 为 B u t t o n P r o c 窗 口 过 程 设 置 消 息 断 点 ， 范 例 如 下 ：

    i n t  C A L L B A C K  B u t t o n P r o c  ( H W N D  h w n d , U I N T  m s g ,

                             W P A R A M  w P a r a m ,   L P A R M   l P a r a m ) ;



图 1 1 - 5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中 设 置 消 息 断 点



当 操 作 系 统 调 用 B u t t o n P r o c 过 程 时 ， 它 会 在 m s g 参 数 中 传 递 诸 如
W M _ C O M M A N D 或 W M _ C R E A T E 的 消 息 值 ， 以 通 知 程 序 为 何 被 调 用 。 当
B u t t o n P r o c 接 收 到 一 条 特 定 的 消 息 时 ， 为 了 中 断 运 行 ， 单 击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中 的 M e s s a g e （ 消 息 ） 选 项 卡 ， 并 在 B r e a k  A t  W n d P r o c 控 件 中 键 入
B u t t o n P r o c， 单 击 第 二 个 组 合 框 中 的 箭 头 ， 显 示 出 消 息 标 识 符 的 下 拉 列 表 ， 并 选
择 一 条 消 息 ， 诸 如 在 图 1 1 -５ 中 所 示 的 W M _ C R E A T E 消 息 。 当 运 行 调 试 器 中 的
程 序 时 ，在 W i n d o w s 调 用 带 有 W M _ C R E A T E 消 息 的 过 程 时 ， 在 B u t t o n P r o c 的 第
一 行 处 将 中 断 执 行 。

可 以 看 到 ， 消 息 断 点 就 是 条 件 断 点 的 特 殊 形 式 ， 在 L o c a t i o n（ 位 置 ） 选 项 卡 中 可
以 获 得 相 同 的 结 果 ， 方 法 是 对 具 有 如 下 条 件 的 B u t t o n P r o c 标 号 设 置 位 置 断 点 ：

m s g = =  W M _ C R E A T E

运 行 调 试 器

一 旦 确 定 了 程 序 停 止 的 条 件 和 位 置 ， 就 作 好 了 运 行 的 准 备 。 现 在 ， 是 文 本 编 辑 器
而 不 是 调 试 器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 执 行 程 序 的 调 试 版 本 ， 只 要 启 动 调 试 器 ， 接 着 运 行
程 序 。

从 B u i l d（ 建 立 ） 菜 单 中 选 择 S t a r t  D e b u g  （ 开 始 调 试 ） 命 令 ， 将 出 现 四 个 名 字 为
G o（ 转 到 ）、 Step  In to（ 开 始 内 部 单 步 调 试 ）、 R u n  T o  C u r s o r（ 运 行 到 光 标 处 ） 和



A t t a c h  T o  P r o c e s s（ 与 进 程 联 系 ） 的 选 项 ， 如 图 1 1 -６ 所 示 。 在 源 代 码 中 设 置 了 至
少 一 个 断 点 时 ， 即 可 以 使 用 G o 命 令 。 调 试 器 运 行 程 序 时 ， 当 程 序 中 的 执 行 流 到
达 位 置 断 点 或 触 发 数 据 断 点 时 ， 就 会 停 下 。 顾 名 思 义 ， S t e p  I n t o 命 令 的 意 思 是 ：
进 入 程 序 ， 并 且 在 第 一 条 指 令 处 终 止 。 W i n d o w s 程 序 的 第 一 条 指 令 是 W i n M a i n
函 数 的 开 始 处 ， 或 者 ， 对 于 M F C 程 序 ， 是 _ t W i n M a i n 函 数 的 开 始 处 。 在 另 外 一
种 情 况 下 ， 调 试 器 打 开 源 模 块 ， 对 _ t W i n M a i n 来 说 ， 是 位 于 M F C 文 件 夹 中 的
A p p m o d u l . c p p 文 件 ， 并 显 示 在 源 文 件 的 窗 口 中 。



图 1 1 - 6   从 B u i l d （ 建 立 ） 菜 单 中 启 动 调 试 器

R u n  T o  C u r s o r 命 令 在 插 入 标 记 符 号 的 源 代 码 行 处 终 止 执 行 ， 如 果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没 有 源 文 件 打 开 ， R u n  T o  C u r s o r 命 令 将 会 失 去 作 用 。 否 则 ， 它 将 提 供 较 方 便
的 方 式 进 入 程 序 中 ，而 无 须 设 置 一 个 断 点 ，如 果 程 序 流 在 到 达 插 入 记 号 之 前 触 发
了 断 点 ， 在 断 点 处 ， 执 行 程 序 就 会 停 下 ， 而 不 是 在 带 有 插 入 记 号 的 行 。 为 了 继 续



运 行 程 序 ， 在 目 标 行 处 重 新 设 置 插 入 记 号 ， 再 次 单 击 R u n  T o  C u r s o r。利 用 A t t a c h
T o  P r o c e s s（ 与 进 程 关 联 ） 命 令 ， 可 启 动 调 试 器 ， 并 且 可 将 它 与 目 前 运 行 的 程 序
联 系 起 来 。 调 试 器 通 过 D e u g A c t i v e P r o c e s s  A P I 函 数 来 完 成 这 种 功 能 ， 在 在 线 帮
助 中 有 所 描 述 。

调 试 器 为 S t a r t  D e b u g（ 开 始 调 试 ） 中 的 前 三 个 子 命 令 提 供 了 快 捷 键 ， 因 此 ， 可 以
不 打 开 B u i l d（ 建 立 ） 菜 单 来 开 始 调 试 。 快 捷 键 F 5 的 功 能 是 G o（ 转 到 ）， F 1 1 快
捷 键 的 功 能 是 S t e p  I n t o （ 开 始 内 部 单 步 调 试 ）。 C t r l + F 1 0 快 捷 键 的 功 能 是 R u n  T o
C u r s o r。

调 试 器 窗 口

调 试 的 程 序 在 某 一 断 点 处 停 止 时 ， 调 试 器 更 新 带 有 目 前 程 序 运 行 状 态 消 息 的 窗
口 。 也 许 调 试 器 窗 口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源 程 序 窗 口 ， 它 能 显 示 程 序 所 停 之 处 的 源 代
码 。 称 为 指 令 指 针 的 小 黄 色 箭 头 出 现 在 中 断 指 令 左 边 的 选 择 边 界 处（ 如 果 选 择 边
界 禁 用 ， 整 行 将 会 以 黄 色 高 亮 显 示 ）。 这 种 标 志 表 明 程 序 恢 复 运 行 时 ， 将 要 执 行
而 还 没 有 执 行 的 下 一 行 。

如 图 1 1 - 7 所 示 ，当 调 试 器 重 新 获 取 控 件 时 ，D e b u g (调 试 器 )工 具 栏 出 现 在 屏 幕 上 。
图 中 标 有 D e b u g g e r  W i n d o w s 的 六 个 按 钮 充 当 触 发 器 ， 显 示 或 隐 藏 含 有 目 前 程 序
状 态 消 息 的 窗 口 。 表 1 1 -１ 描 述 了 显 示 在 每 个 窗 口 中 的 消 息 类 型 。 D e b u g (调 试 器 )
工 具 栏 对 源 程 序 窗 口 来 说 不 含 有 类 似 的 按 钮 ，因 为 调 试 器 仅 仅 从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借



用 窗 口 。 当 你 需 要 查 看 普 通 文 档 时 ， 打 开 或 关 闭 源 程 序 窗 口 即 可 。

图 1 1 - 7   触 发 调 试 器 窗 口 开 关 的 工 具 按 钮



表 1 1 - 1    被 D e b u g (调 试 器 )工 具 栏 中 的 按 钮 激 活 的 六 个 调 试 器 窗 口 中 的 消 息

窗 口 按 钮 说 明

W a t c h (观 察 ) 通 过 调 试 器 跟 踪 的 目 前 变 量 和 表 达 式
的 值 。 在 W a t c h 窗 口 中 ， 指 定 当 程 序
被 挂 起 时 ， 要 了 解 哪 些 变 量 的 当 前 值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在 访 问 或 靠 近 中 断 位 置 处 的 当 前 变 量
值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具 有 以 下 三
个 选 项 卡 ：

A u t o（ 自 动 ）：显 示 变 量 和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续 表

L o c a l s （ 局 部 ）： 显 示 当 前 函 数 的 局 部
变 量

T h i s（ 当 前 ）： 在 一 个 C + + 程 序 中 ， 标
识 指 针 目 前 所 指 向 的 目 标

R e g i s t e r s （ 寄 存
器 ）

C P U 寄 存 器 的 当 前 内 容

M e m o r y （ 内 存 ） 特 定 地 址 的 内 存 转 储



                                                  续 表

C a l l  S t a c k（ 调 用
堆 栈 ）

没 有 返 回 的 被 调 用 函 数 的 列 表 ， C a l l
S t a c k（ 调 用 堆 栈 ） 显 示 通 过 嵌 套 函 数
调 用 断 点 位 置 的 执 行 路 径

D i s a s s e m b l y （ 反
汇 编 ）

在 屏 幕 上 ， 为 了 补 充 源 程 序 窗 口 ， 其
中 显 示 编 译 代 码 的 汇 编 语 言 转 换 ，
“ D i s a s s e m b l y（ 反 汇 编 ）” 意 味 着 将 程
序 中 的 机 器 码 转 化 为 相 当 的 汇 编 指 令

W a t c h 窗 口 提 供 了 特 定 变 量 的 概 况 ， 显 示 出 当 程 序 挂 起 时 这 些 变 量 的 当 前 值 。
W a t c h（ 观 察 ） 窗 口 的 变 量 与 中 断 程 序 流 没 有 关 系 ， 因 此 ， 不 要 将 观 察 到 的 变 量
与 数 据 断 点 中 所 设 置 的 变 量 混 淆 。 为 了 在 W a t c h 窗 口 增 加 一 个 变 量 ，在 窗 口 中 双
击 带 点 的 新 项 目 框 ， 并 键 入 变 量 名 。

图 1 1 - 7 中 所 示 的 Q u i c k W a t c h （ 快 速 查 看 ） 工 具 栏 ， 对 没 有 在 W a t c h 窗 口 中 添 加
的 变 量 ， 提 供 了 一 种 查 看 的 方 法 。 为 了 方 便 起 见 ， 可 以 简 单 地 在 源 程 序 窗 口 中 将
鼠 标 光 标 指 向 变 量 名 来 查 询 其 当 前 值 。这 将 在 含 有 当 前 值 的 工 具 提 示 窗 口 中 显 示
出 来 ：



对 诸 如 结 构 元 素 和 类 成 员 的 一 些 变 量 ，对 调 试 器 来 说 ，可 能 不 能 确 切 地 辨 别 这 些
变 量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必 须 首 先 选 择 目 标 和 变 量 名 以 及 相 关 的 点 运 算 符 （ 同 在
M y C l a s s .M e m b e r 中 的 一 样 ）， 然 后 将 鼠 标 光 标 停 在 源 程 序 窗 口 的 选 择 项 上 。

在 W a t c h 窗 口 中 ， 可 以 看 到 作 用 域 中 的 变 量 ， 而 不 管 它 们 是 在 程 序 中 的 什 么 地 方
获 取 的 。V a r i a b l e s 窗 口 将 集 中 在 运 行 的 冻 结 点 上 。 在 程 序 挂 起 之 前 ， 最 终 运 行 的
指 令 （ 可 能 还 有 前 一 两 条 指 令 ） 所 引 用 的 所 有 变 量 ， 将 出 现 在 Var i ab l e s 窗 口 中 。
你 也 可 以 通 过 在 Var i ab l e s 窗 口 中 双 击 变 量 ， 并 键 入 新 值 ， 来 改 变 它 的 值 。

R e g i s t e r s（ 寄 存 器 ） 窗 口 一 般 仅 当 D i s a s s e m b l y（ 反 汇 编 ） 窗 口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时 使
用 ， 当 程 序 被 挂 起 时 ， 它 显 示 处 理 器 寄 存 器 的 状 态 。 在 表 1 1 - 2 中 所 描 述 的 In t e l
处 理 器 标 记 就 是 位 标 记 ，以 及 双 击 R e g i s t e r s（ 寄 存 器 ）窗 口 中 的 标 记 所 触 发 的 值 。
表 中 的 符 号 栏 显 示 出 现 在 R e g i s t e r s （ 寄 存 器 ） 窗 口 中 的 标 记 符 号 。

调 试 器 窗 口 能 够 存 储 许 多 信 息 ， 但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不 必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查 看 它 们 。
窗 口 还 具 有 显 示 源 程 序 窗 口 中 的 源 代 码 的 屏 幕 空 间 ，一 般 情 况 下 ， 总 可 以 看 到 它
们 ， 以 便 你 知 道 当 时 正 处 于 程 序 中 的 什 么 地 方 。



表 1 1 - 2   I n t e l 处 理 器 标 记

标 记 名 符 号 说 明

O v e r f l o w （ 溢 出 ） O V 当 一 个 整 数 指 令 所 产 生 的 结 果 太 小 或 者
太 大 ， 不 能 填 入 目 标 寄 存 器 或 内 存 地 址 中
时 ， 便 设 置 此 标 记

D irec t ion（ 方 向 ） U P 决 定 重 复 字 符 串 和 比 较 指 令 的 方 向 ，例 如
M O V S（ M o v e  S t r i n g）和 C M P S（ C o m p a r e
S t r i n g）

E n a b l e  i n t e r r u p t（ 启
用 中 断 ）

E I 当 清 除 它 时 ， 处 理 器 忽 略 硬 件 中 断 ， 如 键
盘 活 动



                                                  续 表

S i g n（ 正 负 号 ） P L 含 有 一 条 算 术 指 令 的 高 序 位 值（ 不 清 楚 为
什 么 V i s u a l  C + + 设 计 者 选 择 字 母 P L 来 代
表 符 号 标 志 ， 不 要 将 它 与 处 理 器 的 I/O
P r i v i l e g e  L e v e l 标 志 相 混 淆 ）

Z e r o（ 零 ） Z R 当 一 条 算 术 指 令 的 结 果 是 零 时 设 置

A u x i l i a r y  c a r r y（ 附 加
进 位 ）

A C 在 一 条 算 术 指 令 后 ， 含 有 A L 寄 存 器 的 四
个 低 序 位 （ 也 叫 做 半 字 节 ） 的 进 位

Par i ty（ 奇 偶 性 ） P E 当 一 条 算 术 指 令 结 果 的 二 进 制 值 是 偶 数
个 1 位 时 设 置

C a r r y（ 进 位 ） C Y 类 似 于 O v e r f l o w 标 记 ，但 指 示 无 符 号 的 溢
出 ， 可 以 通 过 S T C （ S e t  C a r r y） 和 C L C
（ C l e a r  C a r r y） 指 令 来 控 制

如 第 一 章 所 提 到 的 ， 调 试 器 使 用 环 境 O u t p u t （ 输 出 ） 窗 口 来 显 示 来 自
O u t p u t D e b u g S t r i n g  函 数 或 a f x D u m p 类 的 数 据 。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也 能 显 示 线
程 终 止 代 码 、 第 一 次 异 常 通 知 ， 并 调 出 信 息 。 在 D e b u g 工 具 栏 中 ， 没 有 控 制 显



示 O u t p u t 窗 口 的 按 钮 ， 因 为 此 窗 口 属 于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 而 不 是 调 试 器 。
通 过 单 击 标 准 工 具 栏 上 的 O u t p u t 按 钮 ， 将 显 示 或 隐 藏 O u t p u t 窗 口 。

只 有 真 正 使 用 调 试 器 窗 口 ， 才 能 掌 握 它 。 在 以 后 的 章 节 中 ， 将 会 给 出 一 个 例 子 来
描 述 调 试 器 窗 口 怎 样 调 试 进 程 。

单 步 调 试 程 序

当 利 用 调 试 器 跟 踪 一 个 程 序 的 错 误 时 ，应 当 确 定 你 认 为 有 问 题 的 代 码 段 ，并 在 此
段 或 刚 好 在 此 段 之 前 设 置 一 个 位 置 断 点 。当 调 试 器 在 断 点 处 将 程 序 挂 起 时 ，你 可
以 单 步 调 试 程 序 ， 每 次 执 行 一 条 指 令 ， 检 查 变 化 时 的 变 量 状 况 。

如 图 1 1 - 8  所 示 ， D e b u g 工 具 栏 拥 有 一 组 四 个 按 钮 ， 可 以 让 你 单 步 调 试 被 挂 起 的
程 序 。 可 以 通 过 箭 头 粗 略 地 了 解 S t e p 工 具 ； 现 在 我 们 知 道 ， 按 钮 上 的 图 像 表 达
了 它 的 作 用 ， 在 如 下 次 序 所 显 示 的 按 钮 中 ， 分 别 激 活 S t e p  I n t o（ 开 始 内 部 单 步 调
试 ），S t e p  O v e r（ 整 体 单 步 调 试 ）， S t e p  O u t（ 完 成 内 部 单 步 调 试 ）和 R u n  T o  C u r s o r
（ 运 行 到 光 标 处 ） 命 令 ， 在 这 之 前 ， 我 们 已 经 讨 论 了 R u n  T o  C u r s o r（ 运 行 到 光
标 处 ） 命 令 ， 其 他 的 三 条 命 令 则 需 要 更 多 的 解 释 。



图 1 1 - 8   D e b u g (调 试 器 )工 具 栏 中 的 四 个 S t e p（ 单 步 调 试 ） 工 具

利 用 S t e p  I n t o 和 S t e p  O v e r 命 令（ 或 者 它 们 等 同 的 快 捷 键 F 1 1 和 F 1 0），可 以 单 步
调 试 程 序 。 选 择 S t e p  I n t o 或 S t e p  O v e r 命 令 时 ， 调 试 器 可 以 让 程 序 恢 复 运 行 ， 但
仅 仅 执 行 一 条 指 令 。 当 指 令 完 成 时 ， 调 试 器 重 新 将 执 行 程 序 挂 起 。 你 可 能 会 想 ，
是 什 么 组 成 了 一 条 指 令 ， 因 为 在 高 级 语 言 ， 像 C + + 中 ， 一 条 简 单 的 命 令 可 以 转 化
成 1 2 条 处 理 器 级 别 的 机 器 码 指 令 。 它 取 决 于 是 否 启 用 了 D i s a s s e m b l y（ 反 汇 编 ）
视 图 ， 如 果 启 用 了 ， 则 单 步 操 作 的 指 令 仅 仅 是 当 前 的 机 器 码 指 令 ， 移 动 箭 头 将 指
向 反 汇 编 列 表 中 的 另 一 条 指 令 。如 果 没 有 启 用 反 汇 编 视 图 ，Step  In to 或 S t e p  O v e r
命 令 执 行 当 前 的 源 程 序 窗 口 中 的 C / C + +指 令 ， 处 理 由 一 组 机 器 码 构 成 的 指 令 。

当 Step  In to 和 S t e p  O v e r 命 令 作 为 调 用 函 数 指 令 使 用 时 ， 你 会 对 它 们 有 更 深 的 认
识 。 思 考 一 下 ， 当 调 试 器 在 如 下 的 if 语 句 中 终 止 程 序 运 行 时 会 发 生 什 么 ：



  if ( F u n c t i o n 1 ( h d c ,  F u n c t i o n 2 ( m s g ) ) )

     x = 3 ;

  e lse

     y = 1 0 0 ;

S t e p  O v e r 命 令 所 执 行 的 如 其 名 字 所 指 的 一 样 ， 处 理 整 个 if 语 句 ， 包 括 调 用
F u n c t i o n 1 和 F u n c t i o n 2。 程 序 在 x = 3 或 y = 1 0 0 语 句 处 会 再 次 终 止 。 S t e p  I n t o 命 令
处 理 这 种 情 况 稍 有 不 同 。 当 你 在 if 语 句 中 单 击 S t e p  I n t o 按 钮 时 ， 调 试 器 进 入
F u n c t i o n 2， 并 在 第 一 条 指 令 处 停 下 。 如 果 此 时 检 查 C a l l  S t a c k（ 调 用 堆 栈 ） 窗 口 ，
将 会 在 此 列 表 的 顶 部 看 到 F u n c t i o n 2， 并 在 下 部 看 到 你 刚 离 开 的 函 数 名 。

此 时 ， S t e p  O u 命 令 就 有 用 了 ， 这 个 命 令 执 行 当 前 函 数 的 其 余 部 分 ， 接 着 ， 在 所
调 用 函 数 之 后 的 下 一 条 语 句 处 停 下 来 。 换 句 话 说 ， 所 调 用 的 Step  In to 和 S t e p  O u t
命 令 一 起 作 用 于 一 个 函 数 时 ， 它 有 着 与  S t e p  O v e r 相 同 的 作 用 。 而 且 ， 如 果 指 令
在 所 给 的 例 子 中 含 有 不 止 一 个 函 数 ， 事 情 将 会 更 复 杂 。 在 条 件 语 句 中 单 击 S t e p
In to 按 钮 ， 并 在 F u n c t i o n 2 的 第 一 条 指 令 处 终 止 时 ， 继 续 单 击 S t e p  O u t 命 令 ， 指
令 指 针 的 箭 头 保 持 指 向 if 语 句 。这 是 因 为 F u n c t i o n 2 已 经 完 成 运 行 ， 但 F u n c t i o n 1
还 没 有 被 调 用 ，再 次 激 活 S t e p  I n t o 指 向 F u n c t i o n 1 的 第 一 条 指 令 。 如 果 单 击  S t e p
O u t 命 令 返 回 F u n c t i o n 1， 指 令 箭 头 仍 然 指 向 if 语 句 ， 因 为 if 语 句 检 测 自 身 还 没
有 执 行 。



利 用 反 汇 编 的 代 码 视 图 ， 可 以 对 所 发 生 的 一 切 更 清 楚 ， 带 阴 影 的 行 指 示 C 源 程
序 语 句 ，紧 跟 的 是 等 价 的 反 汇 编 指 令（ 反 汇 编 行 仅 仅 用 来 阐 述 i f 语 句 中 的 内 部 事
件 链 ， 并 不 意 味 着 D i s a s s e m b l y（ 反 汇 编 ）窗 口 是 可 视 的 ）。在 代 码 序 列 的 开 始 处 ，
黄 色 的 指 针 箭 头 指 向 if 语 句 ：

i f  ( F u n c t i o n 1 ( h d c ,  F u n c t i o n 2 (  m s g  ) ) )              I n s t r u c t i o n  p o i n t e r  a r r o w  i s  h e r e .

m o v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m s g ]

p u s h    e a x

m o v    e c x ,  d w o r d  p t r  [ t h i s ]

c a l l    @ I L T + 3 0 ( C M y C l a s s : : F u n c t i o n 2 )  ( 0 0 4 0 1 0 l e )

p u s h    e a x                                   F i r s t  S t e p - I n t o - S t e p - O u t  p r o c e s s e s

m o v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h d c ]                      F u n c t i o n 2  a n d  e n d s  h e r e . A r r o w

p u s h    e a x                                   s t i l l  p o i n t s  t o  t h e  i f  s t a t e m e n t .

m o v    e c x ,  d w o r d  p t r  [ t h i s ]

c a l l    @ I L T + 8 5 ( C M y C l a s s : : F u n c t i o n 1 )  ( 0 0 4 0 1 0 5 5 )



t e s t   eax ,  e a x                                 N e x t  S t e p - I n t o - S t e p - O u t  p r o c e s s e s

j e     C M y C l a s s : : C a l l e r + 0 0 0 0 0 0 7 1               F u n c t i o n 1  a n d  e n d s  h e r e . A r r o w

                                           s t i l l  p o i n t s  t o  t h e  i f  s t a t e m e n t .

X  =  3 ;                                       N e x t  S t e p - I n t o  e n d s  h e r e …

m o v    d w o r d  p t r  [ x ] ,  0 0 0 0 0 0 0 3

e l s e

j m p    C M y C l a s s : : C a l l e r + 0 0 0 0 0 0 7 8

y  =  1 0 0 ;                                      … o r  h e r e ,  d e p e n d i n g  o n

                                            F u n c t i o n 1 ’s  r e t u r n  v a l u e .

M o v    d w o r d  p t r  [ y ] ,  0 0 0 0 0 0 6 4

W i n d o w s  9 5 不 允 许 进 入 系 统 A P I 函 数 进 行 单 步 调 试 ， 如 下 所 示 ：



: : S l e c t O b j e c t（ h d c , : : G e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B L A C K _ P E N ) ) ;

如 果 在 这 条 指 令 中 选 择 Step  In to ， S l e c t O b j e c t 和 G e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在 调 试 器 停 止 运
行 之 前 继 续 执 行 下 一 语 句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S t e p  I n t o 和 S t e p  O v e r 具 有 相 同 的 作
用 。

终 止 和 重 新 启 动 调 试 器

如 图 1 1 - 9  中 所 示 ， R e s t a r t（ 重 新 启 动 ） 按 钮 可 以 取 消 执 行 命 令 ， 并 从 头 开 始 重
新 运 行 程 序 ， 废 弃 诸 如 系 统 资 源 或 内 存 之 类 的 分 配 。 这 可 以 了 结 以 前 的 状 态 ， 而
无 须 退 出 并 重 新 启 动 调 试 器 。 单 击 S t o p  D e b u g g i n g（ 停 止 调 试 ） 按 钮 ， 可 立 即 退
出 调 试 器 ， 一 步 取 消 调 试 器 和 程 序 。 B r e a k  E x e c u t i o n 按 钮 同 D e b u g（ 调 试 ） 菜 单
中 的 B r e a k （ 中 断 ） 指 令 一 样 ， 有 着 同 样 的 作 用 ， 终 止 程 序 的 运 行 ， 并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调 试 器 。选 择 B r e a k  E x e c u t i o n（ 中 断 执 行 ）按 钮 来 终 止 无 限 循 环 中 的 程 序 。



图 1 1 - 9   控 制 执 行 点 的 调 试 器 工 具

标 有 S h o w  N e x t  S t a t e m e n t（ 显 示 下 一 语 句 ） 的 小 黄 色 箭 头 可 以 很 好 地 解 决 以 前 的
问 题 ， 当 程 序 被 挂 起 时 跟 踪 错 误 ， 经 常 要 求 查 询 其 他 部 分 的 文 档 ， 并 且 ， 甚 至 会
使 你 进 入 别 的 源 文 件 中 。单 击 D e b u g (调 试 器 )工 具 栏 中 的 S h o w  N e x t  S t a t e m e n t（ 显
示 下 一 语 句 ） 箭 头 ， 会 马 上 带 你 返 回 到 源 程 序 窗 口 中 的 终 止 指 令 处 。 从 这 个 工 具
图 标 中 ， 可 以 联 想 到 出 现 在 邻 近 终 止 指 令 选 择 边 界 中 的 指 令 指 针 箭 头 。



随 机 校 正

在 调 试 程 序 时 发 现 了 错 误 时 ， V i s u a l  C + +在 许 多 情 况 下 允 许 你 不 停 止 调 试 器 而 继
续 进 行 校 正 。 例 如 ， 一 个 变 量 含 有 一 个 错 误 的 值 ， 在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中 ，
键 入 正 确 的 值 ， 很 容 易 就 可 以 继 续 执 行 程 序 。 如 果 喜 欢 从 一 条 新 指 令 中 恢 复 运 行
程 序 ， 右 击 源 程 序 窗 口 需 要 的 行 ，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S e t  N e x t  S t a t e m e n t（ 设 置
下 一 条 语 句 ） 命 令 ：

这 将 会 使 指 令 指 针 重 新 再 次 指 向 单 击 过 的 行 ， 允 许 你 重 做 或 跳 过 程 序 中 的 指 令 。
而 且 ， 对 你 来 说 ， 这 是 一 个 负 担 ， 你 要 保 证 移 动 的 指 令 指 针 方 向 不 要 错 。 重 复 赋



值 指 令 通 常 来 说 是 比 较 安 全 的 ，像 许 多 调 用 的 A P I 函 数 一 样 ，但 是 ，在 重 新 执 行
一 条 n e w 指 令 或 分 配 资 源 的 其 他 代 码 的 情 况 下 ， 一 定 要 当 心 。

在 调 试 会 话 中 键 入 一 个 新 值 ， 这 是 比 较 好 的 临 时 处 理 办 法 。 它 意 味 着 ， 最 终 你 将
退 出 调 试 器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修 整 错 误 的 源 代 码 ，并 重 新 编 译 ，得 到 正 确 的 结 果 。
但 V i s u a l  C + +现 在 提 供 了 一 个 更 方 便 的 方 法 ， 对 那 些 运 行 过 的 步 骤 ， 你 可 以 在 调
试 器 的 源 窗 口 修 改 出 现 的 问 题 ， 而 且 这 种 修 改 是 永 久 性 的 。 在 编 辑 完 源 程 序 后 ，
重 新 恢 复 运 行 程 序 时 ， V i s u a l  C + +首 先 编 译 已 校 正 的 代 码 ， 并 用 正 确 的 版 本 替 代
被 影 响 的 机 器 指 令 。 这 种 修 改 是 永 久 性 的 ， 尽 管 你 关 闭 了 调 试 器 ， 重 新 编 译 被 校
正 的 源 代 码 ， 并 再 次 启 动 调 试 器 。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编 辑 和 继 续 执 行 ） 特 征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 在 调 试 程 序 时 ， 总 是
使 用 它 们 。 尽 管 你 可 以 选 择 通 过 手 工 或 者 自 动 应 用 这 些 特 征 。 默 认 情 况 下 ， 当 你
选 择 G o（ 转 到 ） 或 S t e p 命 令 中 的 一 条 命 令 ， 在 修 正 源 代 码 后 ， 继 续 执 行 被 中 断
的 程 序 时 ，它 们 自 动 处 于 激 活 状 态 。如 果 你 倾 向 于 更 多 地 控 制 调 试 会 话 中 变 换 的
代 码 是 否 重 新 编 译 ， 则 显 示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对 话 框 中 的 D e b u g 选 项 卡 ， 清 除 标
有 D e b u g  C o m m a n d s  I n v o k e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 调 试 命 令 调 用 编 辑 和 继 续 执 行 ）
的 复 选 框 。这 并 不 能 使 编 辑 和 继 续 执 行 特 征 失 去 作 用 ，但 仅 能 保 证 调 试 器 在 你 没
有 允 许 时 不 会 去 调 用 它 们 。 只 要 需 要 ， 就 可 以 在 调 试 器 中 重 新 编 译 校 正 的 代 码 ，
方 法 是 单 击 D e b u g (调 试 器 )工 具 栏（ 图 1 1 - 1 0） 上 的 A p p l y  C o d e  C h a n g e s（ 应 用 代
码 更 改 ） 按 钮 ， 或 者 从 D e b u g（ 调 试 ） 菜 单 或 源 程 序 窗 口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择 相
应 的 命 令 。 A p p l y  C o d e  C h a n g e s 命 令 仅 当 你 对 代 码 做 某 些 更 改 时 才 会 起 作 用 ， 所



做 的 更 改 或 者 在 调 试 器 的 源 程 序 窗 口 中 ，或 在 V i s u a lＣ + + 环 境 之 外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

重 新 编 译 代 码 后 ， 执 行 点 有 时 会 有 所 改 变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调 试 器 会 用 消 息 来 通
知 你 。 如 果 指 令 指 针 不 在 它 应 该 在 的 地 方 ， 应 该 用 S e t  N e x t  S t a t e m e n t 命 令 重 新
进 行 设 置 。

图 1 1 - 1 0   调 用 调 试 器 的 E d i t 和 C o n t i n u e 特 性

应 当 记 住 ，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命 令 有 某 些 限 制 。 这 种 特 征 不 能 识 别 源 程 序 中 不 可
能 、 不 切 实 际 的 源 代 码 更 改 ， 也 不 能 识 别 在 调 试 时 进 行 编 译 不 安 全 的 代 码 更 改 ，
例 如 ：

n  某 些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的 改 变 。

n  函 数 的 大 量 删 除 。



n  类 和 函 数 定 义 的 变 化 。

n  静 态 函 数 的 变 化 。

n  项 目 R C 文 档 中 的 源 程 序 数 据 的 变 化 。

完 成 上 述 任 何 变 化 后 ， 要 通 过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命 令 来 恢 复 程 序 运 行 ， 调 试 器 会
在 状 态 栏 中 显 示 一 条 错 误 消 息 来 解 释 问 题 所 在 。你 有 权 选 择 是 使 用 以 前 的 代 码 继
续 调 试 ， 还 是 关 闭 调 试 器 ， 并 重 新 编 译 校 正 后 的 代 码 。 为 了 安 全 起 见 ，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命 令 可 用 来 延 迟 对 一 个 函 数 的 更 改 ， 直 到 所 调 用 的 堆 栈 完 全 “ 展 开 ”。
如 果 你 编 辑 在 执 行 时 被 冻 结 的 函 数 ， 并 且 ， 如 果 函 数 已 被 另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 调 试
器 在 你 试 着 恢 复 运 行 时 ， 将 显 示 下 图 所 示 的 消 息 。





这 个 对 话 框 并 不 是 一 条 错 误 消 息 ，它 仅 仅 提 醒 你 ，函 数 将 要 利 用 其 初 始 代 码 来 完
成 运 行 ， 并 且 ， 你 的 校 正 不 会 起 任 何 作 用 ， 直 到 下 一 次 函 数 执 行 相 同 的 调 用 链 。
单 击 Y e s 按 钮 继 续 运 行 ，单 击 N o 来 取 消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命 令 ， 并 返 回 调 试 器 。

断 点 编 程

有 时 ，做 一 些 小 的 确 认 测 验 来 通 过 程 序 ，比 在 不 同 的 位 置 设 置 断 点 要 容 易 方 便 得
多 。 A S S E R T 宏 一 般 用 做 这 样 的 目 的 ， 如 果 产 生 错 误 ， 即 终 止 运 行 ， 通 过 创 建 一
个 简 单 的 名 为 C H E C K 的 测 试 宏 来 编 制 自 己 的 断 点 ， 以 显 示 一 条 消 息 ， 如 果 测 试
失 败 ， 则 终 止 执 行 。 断 点 在 宏 中 容 易 编 制 ， 利 用 在 线 汇 编 ， 可 以 简 单 地 将 其 编 码
成 一 条 I N T  3 指 令 。 在 以 前 的 章 节 中 ， 我 们 已 经 谈 过 ， 在 处 理 器 执 行 它 时 ， 这 个
指 令 会 将 控 制 权 返 回 给 调 试 器 。

只 有 在 一 个 条 件 失 败 时 ， C H E C K 宏 便 触 发 I N T  3 断 点 。 宏 采 用 两 个 参 数 ： 一 个
表 达 式 用 来 检 测 条 件 ， 还 有 一 个 用 来 解 释 错 误 的 字 符 串 指 针 。

# i f d e f _ D E B U G

    # d e f i n e  C H E C K ( b ,  s )  \

      i f  (b )  \



      {  \

        : : M e s s a g e B o x ( N U L L ,  s ,  " C H E C K  E r r o r " ) ,  M B _ I C O N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_ a s m  in t  3  \

      }

#e l s e

    # d e f i n e  C H E C K ( b ,  s )

# e n d i f

利 用 此 处 的 宏 ， 可 以 检 测 程 序 的 逻 辑 性 ， 如 ：

      i R e t  =  F u n c t i o n 1 ( )  ;

      C H E C K ( i R e t  ! = 1 ,  " B a d  r e t u r n  v a l u e  f r o m  F u n c t i o n 1 " ) ;

如 果 检 测 失 败 ， 宏 会 显 示 错 误 消 息 ， 并 在 断 点 处 终 止 程 序 的 运 行 ， 重 新 设 置 指 令
指 针 。 接 着 ， 你 可 以 更 正 调 试 器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 重 新 设 置 指 令 指 针 ， 再 次 通 过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命 令 试 着 运 行 该 指 令 。



例 子 ： 开 发 和 调 试 S h o c k W a v e程 序

本 章 中 介 绍 的 S h o c k W a v e 程 序 提 供 了 应 用 某 些 知 识 的 机 会 。 S h o c k W a v e 所 能 做
的 仅 仅 是 显 示 任 意 色 彩 波 动 图 案 中 的 圆 环 。虽 然 它 编 译 没 有 错 误 ，但 S h o c k W a v e
不 能 正 常 运 行 ， 程 序 存 在 有 两 个 错 误 ， 一 个 比 较 明 显 ， 另 一 个 不 太 明 显 。 使 用 调
试 器 的 检 测 工 作 就 是 让 程 序 运 行 起 来 。

    S h o c k W a v e 显 示 如 何 通 过 颜 色 层 次 来 获 得 三 维 效 果 。 你 将 需 要 配 备 一 个 2 4
位 色 的 视 频 适 配 器 ， 并 至 少 需 1 M b 的 显 存 来 观 看 3 - D 效 果 ， 但 是 ， 由 于 程 序 的
目 的 是 演 示 调 试 器 的 作 用 。 在 图 11-11 中 ， 显 示 了 成 功 调 试 后 的 程 序 状 态 。



图 1 1 - 1 1   S h o c k W a v e 样 例 程 序



开 发 S h o c k W a v e

S h o c k W a v e 是 一 个 M F C 应 用 程 序 ， 是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帮 助 下 创 建 的 。 你 可 以 在
从 C D 中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1 1 \ S h o c k W a v 的 子 文 件 夹 中 建 立 此 项 目 。 此 子 文 件 夹 中
的 文 档 中 含 有 错 误 的 源 代 码 ，程 序 更 改 后 的 版 本 是 S h o c k _ O K 文 件 夹 ，也 可 以 通
过 接 下 来 的 6 个 步 骤 来 开 发 S h o c k W a v e 程 序 。 程 序 非 常 简 单 ， 只 要 编 辑 它 的 视
图 类 ， 因 此 ， 开 发 此 程 序 是 一 个 比 较 有 趣 的 练 习 ， 它 需 要 键 入 的 代 码 并 不 多 。

步 骤 1：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来 创 建 S h o c k W a v e 项 目

单 击 V i s u a l  C + +  F i l e（ 文 件 ） 菜 单 中 的 N e w (新 建 )命 令 ， 选 择 P r o j e c t（ 项 目 ） 选
项 卡 中 M F C  A p p W i z a r d （ e x e） 图 标 ， 键 入 S h o c k W a v e 作 为 项 目 名 字 。 单 击 O K
以 运 行 A p p W i z a r d ， 并 创 建 新 的 S h o c k W a v e 项 目 。 当 指 定 项 目 选 项 时 ， 在
A p p W i z a r d 的 步 骤 １ 中 选 择 S i n g l e  D o c u m e n t（ 简 单 文 档 ）按 钮 ，并 禁 用 的 工 具 栏 、
初 始 状 态 栏 和 步 骤 ４ 中 的 打 印 支 持 。

A p p W i z a r d 所 创 建 的 源 文 件 名 和 C D 上 的 略 有 不 同 ， 它 严 格 控 制 字 符 的 长 度 为 ８
个 字 母 或 更 少 ， 以 适 应 以 前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因 为 那 些 文 本 编 辑 器 不 能 识 别 长 文 件
名 。 尽 管 文 件 名 不 同 ， 文 件 中 的 源 代 码 却 与 这 ６ 个 步 骤 中 所 描 述 的 代 码 完 全 一
样 。



步 骤 ２ ： 校 正 S h o c k W a v e 的 菜 单

S h o c k W a v e 要 求 的 仅 仅 是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 用 以 退 出 程 序 ， 因 此 ， 并 不 需 要
A p p W i z a r d 添 加 到 菜 单 资 源 中 的 其 他 命 令 。 利 用 V i s u a l  C + + 菜 单 编 译 器 ， 校 正
S h o c k W a v e 菜 单 ， 以 便 它 仅 有 一 个 Fi l e（ 文 件 ） 菜 单 和 一 个 H e l p （ 帮 助 ） 菜 单 。
如 下 ：

步 骤 ３ ： 利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添 加 消 息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S h o c k W a v e 调 节 波 动 图 案 的 大 小 ， 以 填 充 在 客 户 窗 口 里 ， 并 适 应 窗 口 大 小 的 变
化 。 也 可 以 在 客 户 区 域 利 用 鼠 标 单 击 将 新 的 波 纹 图 案 置 于 中 心 位 置 。为 了 响 应 这
些 事 件 ，S h o c k W a v e 利 用 名 字 为 O n S i z e 和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的 处 理 函 数 ， 来 跟 踪
W M _ S I Z E 和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

通 过 单 击 V i e w 菜 单 中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命 令 ，来 添 加 处 理 函 数 到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类 。 在 M e s s a g e  M a p s（ 消 息 映 射 ） 选 项 卡 中 ， 设 置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作 为 类 名 ，
并 在 M e s s a g e（ 消 息 ） 框 中 选 择 W M _ S I Z E 。 单 击 A d d  F u n c t i o n（ 添 加 函 数 ） 按



钮 ， 以 便 自 动 创 建 O n S i z e 函 数 ， 它 用 来 处 理 W M _ S I Z E 消 息 。 对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做 同 样 的 工 作 ， 使 之 添 加 到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函 数
中 ， 如 图 1 1 - 1 2 中 所 示 。 我 们 将 简 单 地 添 加 代 码 到 处 理 函 数 中 。 在 继 续 进 行 下 一
步 操 作 之 前 ， 关 闭 C l a s s W i z a r d 对 话 框 。



图 1 1 - 1 2   在 C l a s s W i z a r d 中 创 建 O n S i z e 和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处 理 函 数



步 骤 4： 编 辑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h  文 档

打 开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的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h 文 件 ，并 定 位 到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类 声 明
处 （ 在 配 套 C D 中 ， 此 文 件 名 为 S h o c k V w . h ）， 添 加 阴 影 代 码 如 下 ：

/ /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h  :  i n t e r f a c e  o f  t h e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c l a s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e f i n e      N U M _ C O L O R S   6

# d e f i n e      R E D          0

# d e f i n e      G R E E N        1

# d e f i n e      B L U E         2

# d e f i n e      C Y A N         3

# d e f i n e      M A G E N T A      4



# d e f i n e      G R A Y         5

c l a s s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p u b l i c  C V i e w

{

p r i v a t e :

    C P o i n t       c e n t e r ;

    C R e c t          r e c t C l i e n t ;

    C O L O R R E F     r g b [ N U M _ C O L O R S ] ;

    i n t             i C o l o r ;

p r o t e c t e d :         / /  c r e a t e  f r o m  s e r i a l i z a t i o n  o n l y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



D E C L A R E _ D Y N C R E A T E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

.

步 骤 5： 编 辑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c c p 文 件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c c p 文 件 （ 或 C D 中 的 S h o c k V w . c c p 文 件 ） 含 有 所 有 针 对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类 的 实 现 的 详 细 信 息 。 它 也 要 求 一 些 附 加 信 息 ， 在 带 有 阴 影 的
行 中 有 所 显 示 。 W i z a r d B a r 提 供 了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文 件 的 简 单 方 法 。 因 为 文
本 编 辑 器 显 示 了 当 前 类 的 头 文 件 ，单 击 W i z a r d B a r 中 的 棍 棒 图 标 ，打 开 C P P 文 件 。
可 以 通 过 单 击 相 同 的 工 具 立 即 返 回 到 头 文 件 。

接 下 来 列 出 的 程 序 显 示 了 整 个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c c p 文 件 中 的 源 代 码 。在 每 条 重 要
的 函 数 之 后 增 加 了 注 释 ， 以 解 释 所 发 生 的 一 切 。

/ /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c p p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f  t h e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c l a s s

//



# i n c l u d e  " s t d a f x . h "

# i n c l u d e  " S h o c k W a v e . h "

# i n c l u d e  " S h o c k W a v e D o c . h "

# i n c l u d e  "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h "

# i n c l u d e  < m a t h . h >

# i f d e f  _ D E B U G

# d e f i n e  n e w  D E B U G _ N E W

# u n d e f   T H I S _ F I L E

s t a t i c  c h a r  T H I S _ F I L E [ ]  =  _ _ F I L E _ _ ;

# e n d i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I M P L E M E N T _ D Y N C R E A T E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C V i e w )

B E G I N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C V i e w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O N _ W M _ S I Z E ( )

O N _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 )

/ / } } A F X _ M S G _ M A P

E N D _ M E S S A G E _ M A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d e s t r u c t i o n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

    S Y S T E M T I M E  st ;

    : : G e t S y s t e m T i m e (  &s t  ) ;

    s r a n d (  ( i n t )  s t . w M i l l i s e c o n d s  ) ;       //  S e e d  t h e  r a n d o m  n u m b e r

    r g b [ 0 ]  =  R G B (  1 2 8 ,    0 ,    0  ) ;         //  R e d

    r g b [ 1 ]  =  R G B (    0 ,  1 2 8 ,    0  ) ;         //  G r e e n

    r g b [ 2 ]  =  R G B (    0 ,    0 ,  1 2 8  ) ;         //  B l u e



    r g b [ 3 ]  =  R G B (    0 ,  1 2 8 ,  1 2 8  ) ;         //  C y a n

    r g b [ 4 ]  =  R G B (  1 2 8 ,    0 ,  1 2 8  ) ;         //  M a g e n t a

    r g b [ 5 ]  =  R G B (  1 2 8 ,  1 2 8 ,  1 2 8  ) ;         //  G r a y

    i C o l o r  =  1 ;                            / /  S t a r t  w i t h  G r e e n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构 造 器 用 6 种 色 彩 的 C O L O R _ R E F 值 初 始 化 r g b 数 组 。当 显 示
波 动 图 案 时 ， C S h o c k W a v e 随 机 地 选 择 其 中 的 一 个 色 彩 。 在 变 量 i C o l o r 中 ， 容 纳
r g b 中 决 定 的 程 序 用 来 绘 制 波 动 图 案 的 颜 色 种 类 的 下 标 值 。



构 造 器 调 用 W i n d o w s  A P I  函 数 G e t S y s t e m T i m e 来 检 索 当 前 系 统 时 间 的 m s 组 件 。
这 个 值 的 范 围 是 0 到 9 9 9， 并 为 s r a n d 函 数 （ C 运 行 时 间 随 机 数 字 发 生 器 ） 提 供
一 个 便 利 的 种 子 值 。

B O O L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  c s )

{

    H C U R S O R  h C u r  =  : : L o a d C u r s o r (  N U L L ,  I D C _ C R O S S  ) ;

    c s . l p s z C l a s s  =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  C S _ H R E D R A W  |  C S _ V R E D R A W ,  h C u r ,  N U L L  ) ;

    :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h C u r  ) ;

    r e t u r n  T R U E ;

}

S h o c k W a v e 显 示 的 鼠 标 光 标 是 十 字 形 ，而 不 是 一 般 的 箭 头 形 状 。利 用 这 种 轻 微 的
变 化 ， 用 户 可 以 更 明 确 客 户 区 域 中 的 目 标 是 什 么 ， 然 后 单 击 它 。S h o c k W a v e 使 用



单 击 坐 标 作 为 下 一 个 波 动 图 案 的 中 心 。 为 了 改 变 窗 口 光 标 的 形 状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使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无 效 。M F C 框 架 在 它 创 建 程 序 的 主 窗
口 之 前 ， 调 用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 将 函 数 传 递 给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结 构 。 此
结 构 含 有 M F C 计 划 使 用 窗 口 的 设 置 。 使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无 效 给 程 序 提 供
了 一 个 机 会 ， 在 M F C 创 建 窗 口 之 前 更 改 窗 口 特 征 ， 诸 如 它 的 光 标 形 状 。

在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的 实 现 中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首 先 加 载 标 准 的 W i n d o w s 十 字
形 光 标 ， 它 拥 有 一 个 I D C _ C R O S S 标 识 值 。 函 数 接 着 注 册 一 个 新 的 窗 口 类 ， 给 它
指 定 一 个 十 字 形 光 标 ，以 及 具 有 N U L L 值 的 背 景 画 笔 。N U L L 背 景 颜 色 标 志 着 在
操 作 系 统 重 新 调 整 窗 口 大 小 时 不 能 重 新 绘 制 窗 口 背 景 。因 为 窗 口 颜 色 可 随 每 一 个
新 的 波 纹 而 随 机 变 化 ， S h o c k W a v e 本 身 负 有 绘 制 背 景 的 任 务 。

你 可 以 重 新 调 用 第 5 章 中 的 C o l o r 样 例 程 序 来 绘 制 自 己 的 背 景 。 C o l o r 程 序 不 能
像 S h o c k W a v e 那 样 调 整 窗 口 创 建 标 志 ， 但 是 ， 可 以 捕 获 W M _ E R A S E B K G N D 消
息 ， 以 防 止 操 作 系 统 绘 制 窗 口 。以 下 的 两 个 程 序 说 明 了 两 种 不 同 的 技 术 可 以 获 得
相 同 的 结 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d r a w i n g



# d e f i n e  P I         3 . 1 4 1 5 9 2 6

# d e f i n e  N U M _ R I N G S  5

v o i d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D r a w ( C D C *  p D C )

{

    C P e n       p e n ;

    C R e c t      r e c t ;

    C O L O R R E F   c o l o r ;

    in t        i ,  j ,  i P e r i o d ;

    d o u b l e     A n g l e ;

     

    //  S e t  u p  c o o r d i n a t e  s y s t e m  f o r  l a r g e s t  w a v e



    i  =  m i n (  r e c t C l i e n t . r i g h t ,  r e c t C l i e n t . b o t t o m  ) ;    //  i  =  d i a m e t e r

    p D C - > S e t M a p M o d e (  M M _ I S O T R O P I C  ) ;

    p D C - > S e t W i n d o w E x t (  i ,  i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E x t (  r e c t C l i e n t . r i g h t ,  - r e c t C l i e n t . b o t t o m  )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O r g (  cen te r .x ,  cen te r .y  ) ;

    i  =  m a x (  r e c t C l i e n t . r i g h t ,  r e c t C l i e n t . b o t t o m  ) / 2 ;  / /  i  =  r a d i u s

    r e c t . S e t R e c t (  -i ,  - i ,  i ,  i  ) ;

    i P e r i o d  =  i / ( 2 * N U M _ R I N G S ) ;



    //  T w o  l o o p s :  l o o p  1  d i s p l a y s  o n e  w a v e  p e r  i t e r a t i o n

    / /             l o o p  2  d r a w s  o n e  c o l o r  g r a d a t i o n  p e r  i t e r a t i o n

    f o r  ( j = 0 ;  j  <  N U M _ R I N G S ;  j + + )

    {

        for  ( A n g l e = 0 . 0 ,  i = 1 ;  i  <  i P e r i o d ;  i + + )

        {

            A n g l e  + =  P I / i P e r i o d ;

            c o l o r   =  1 2 8  +  ( D W O R D ) ( 1 2 8 . 0  *  s i n (  A n g l e  ) ) ;

            i f  ( c o l o r  >  2 5 5 )

                c o l o r  =  2 5 5 ;



            s w i t c h  ( i C o l o r )

            {

                c a s e  G R E E N :

                    c o l o r  < < =  8 ;

                    b r e a k ;

                c a s e  B L U E :

                    c o l o r  < < =  1 6 ;

                    b r e a k ;

                c a s e  C Y A N :

                    c o l o r  =  R G B (  0 ,  ( i n t )  c o l o r ,  ( i n t )  c o l o r  ) ;



                    b r e a k ;

                c a s e  M A G E N T A :

                    c o l o r  =  R G B (  ( i n t )  c o l o r ,  0 ,  ( i n t )  c o l o r  ) ;

                    b r e a k ;

                c a s e  G R A Y :

                    c o l o r  =  R G B (  ( i n t )  c o l o r ,  ( i n t )  c o l o r ,

                                 ( in t )  co lo r  ) ;

                    b r e a k ;

            }



            r e c t . I n f l a t e R e c t (  - 1 ,  - 1  ) ;

            p e n . C r e a t e P e n (  P S _ S O L I D ,  1 ,  c o l o r  ) ;

            p D C - > S e l e c t O b j e c t (  & p e n  ) ;

            p D C - > E l l i p s e (  rec t  ) ;

            p D C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B L A C K _ P E N  ) ;

            p e n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 ;

        }

        r e c t . I n f l a t eRec t (  - i P e r i o d ,  - i P e r i o d  ) ;

    }

}

O n D r a w 函 数 承 担 了 显 示 波 动 图 案 的 整 个 任 务 ， 在 一 系 列 小 的 同 心 圆 中 画 出 每 道
波 纹 。 每 个 圆 具 有 一 个 像 素 宽 ， 从 波 纹 的 外 部 边 缘 开 始 ， 然 后 向 中 央 作 用（ 由 于



这 个 原 因 ，波 动 图 案 出 现 在 屏 幕 上 时 ，看 上 去 似 乎 是 向 内 扩 展 而 不 是 向 外 扩 展 ）。
对 每 一 个 像 素 圆 ，代 码 只 会 在 当 前 颜 色 的 强 度（ 或 亮 度 ）上 有 轻 微 的 增 加 或 减 弱 。
强 度 的 递 减 使 波 纹 明 显 具 有 三 维 效 果 。

此 函 数 在 两 个 循 环 中 画 波 动 图 案 ， 一 个 循 环 嵌 套 在 另 一 个 里 面 。 外 部 循 环 重 复 5
次 ， 一 次 重 复 即 可 画 出 一 个 完 整 的 波 纹 。 内 部 循 环 每 重 复 一 次 ， 便 画 出 一 个 像 素
宽 度 的 圆 ， 直 到 画 完 足 够 的 圆 ， 形 成 整 个 波 纹 。 对 每 个 圆 ， 内 循 环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设 备 上 下 文 画 笔 ， 采 用 i C o l o r 确 定 的 当 前 色 彩 ，轻 微 调 整 颜 色 的 强 度 。 在 每 循 环
一 次 后 ，强 度 从 中 间 亮 度 值 1 2 8  变 化 到 最 大 值 2 5 5，在 一 个 代 码 行 中 体 现 了 这 种
变 化 ：

c o l o r = 1 2 8 + ( D W O R D ) ( 1 2 8 . 0 * s i n ( A n g l e ) ) ;

由 于 窗 口 背 景 的 颜 色 强 度 值 为 1 2 8 ， 每 个 波 纹 似 乎 都 是 以 正 弦 曲 线 从 背 景 中 产
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m e s s a g e  h a n d l e r s

v o i d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S i z e ( U I N T  n T y p e ,  i n t  c x ,  i n t  c y )



{

C V i e w : : O n S i z e ( n T y p e ,  c x ,  c y ) ;

    r e c t C l i e n t . S e t R e c t (  0 ,  0 ,  cx ,  cy  ) ;

    c en t e r . x  =  c x / 2 ;                         //  C e n t e r  o f  s h o c k  w a v e

    cen te r .y  =  c y / 2 ;

}

v o i d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U I N T  n F l a g s ,  C P o i n t  p o i n t )

{

     C V i e w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n F l a g s ,  po in t ) ;



    c e n t e r  =  p o i n t ;

    i C o l o r  =  r a n d ( ) ;

    I n v a l i d a t e (  FA L S E  ) ;

}

这 个 练 习 中 的 步 骤 3 使 用 C l a s s W i z a r d 来 为 W M _ S I Z E 和 W M _ L B U T T O N D O W N
消 息 添 加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在 这 里 ， 我 们 将 代 码 添 加 到 C l a s s W i z a r d 创 建 的 存 根 函
数 中 。

当 窗 口 大 小 发 生 变 化 时 ， O n S i z e 处 理 程 序 将 波 纹 图 案 置 于 客 户 窗 口 的 中 心 ， 并
在 r e c t C l i e n t 中 记 录 新 窗 口 的 尺 寸 。O n D r a w 函 数 利 用 这 些 尺 寸 ，以 保 证 波 动 图 案
填 充 这 个 窗 口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函 数 记 录 鼠 标 光 标 的 坐 标 ， 它 将 确 定 下 一 波 形
的 中 心 。 函 数 也 可 从 r g b 数 组 的 6 个 变 量 中 随 机 选 择 一 个 新 的 颜 色 ， 并 调 用
I n v a l i d a t e， 以 便 窗 口 用 新 的 波 动 图 案 重 绘 。

步 骤 6  ： 建 立 并 运 行 S h o c k W a v e . e x e  程 序

确 定 B u i l d 工 具 栏 显 示 W i n 3 2  D e b u g 作 为 当 前 的 程 序 配 置 ：



单 击 工 具 栏 中 的 B u i l d 按 钮 （ 或 者 选 择 B u i l d（ 建 立 ） 菜 单 中 的 命 令 ）， 以 创 建 一
个 S h o c k W a v e 的 调 试 版 本 ， 然 后 单 击 E x e c u t e（ 执 行 ） 命 令 ， 以 便 运 行 程 序 。

调 试 S h o c k W a v e

第 一 次 运 行 S h o c k W a v e 时 ， 第 一 个 错 误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 但 不 是 致 命 的 ）。 客 户 窗
口 似 乎 是 透 明 的 ， V i s u a l  C + +中 的 工 具 栏 和 文 本 出 现 在 S h o c k W a v e 的 窗 口 里 。 你
可 能 已 经 明 白 了 在 哪 里 出 的 错 ， 但 是 ， 让 我 们 用 调 试 器 来 调 试 程 序 ， 以 弄 清 楚 问
题 产 生 的 原 因 ， 利 用 E x i t（ 退 出 ） 命 令 关 闭 有 错 误 的 S h o c k W a v e 程 序 。

开 始 调 试 工 作 时 ，利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寻 找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c c p（ 或 S h o c k V w . c c p）
文 档 。 错 误 最 有 可 能 在 视 图 类 中 产 生 ， 因 为 它 含 有 要 求 大 量 变 换 的 部 分 源 代 码 。
由 于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中 存 在 一 些 错 误 ， 所 以 ， 应 该 怀 疑 开 始 的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和 O n D r a w 函 数 。 这 两 个 函 数 在 这 个 练 习 的 第 5 步 已 经 校 正 。第 1 个 函 数 设 置 窗
口 特 性 ， 第 2 个 函 数 设 置 窗 口 内 容 。

单 击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的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命 令 ， 在 B r e a k p o i n t（ 断 点 ） 对
话 框 的 L o c a t i o n（ 位 置 ） 选 项 卡 中 键 入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 按



E n t e r 键 ， 并 在 同 一 地 方 键 入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D r a w ， 这 可 以 将 位 置 断 点 设
置 在 每 个 不 可 信 函 数 的 开 始 处 ， 单 击 O K 按 钮 返 回 编 译 器 。

现 在 按 F 5 启 动 调 试 器 ， 硬 盘 的 活 动 表 示 V i s u a l  C + +正 在 启 动 调 试 器 ， 接 着 运 行
S h o c k W a v e . e x e 文 件 。 调 试 器 源 程 序 窗 口 接 着 显 示 指 令 箭 头 指 向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的 第 一 行 。S h o c k W a v e 程 序 在 已 设 置 的
两 个 位 置 断 点 处 的 第 一 个 位 置 停 下 来 。 V i s u a l  C + +窗 口 现 在 看 上 去 有 点 像 图 1 1 -
1 3。



图 1 1 - 1 3   S h o c k W a v e 程 序 在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中 的 断 点 处 停 止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内 幕

单 击 图 1 1 - 1 3 所 示 的 D e b u g 工 具 栏 中 的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工 具 ， 以 显 现 Var i ab l e s
（ 变 量 ） 窗 口 。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列 出 了 最 后 执 行 行 中 引 用 的 变 量 ， 在 此 情
况 下 ，是 通 过 函 数 序 言 来 访 问 变 量 c s。c s 变 量 指 向 M F C 用 来 创 建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的 C R E A T E S T R U C T 结 构 。 在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中 临 近 c s 名 字 的 地 方 ，
单 击 小 的 加 号 （ + ） 按 钮 ， 以 扩 大 显 示 结 构 成 员 变 量 。

如 果 一 些 变 量 名 太 长 ， 不 能 填 充 在 栏 目 里 ， 可 以 使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里 的
N a m e 栏 调 宽 一 些 。将 鼠 标 光 标 置 于 两 个 栏 目 标 签 之 间 的 分 隔 线 上 ，刚 好 在 V a l u e
（ 值 ） 标 签 的 左 边 ， 并 左 右 拖 动 分 隔 线 ， 重 新 调 整 栏 宽 。 双 击 分 隔 线 将 自 动 调 整
栏 宽 ， 以 便 在 栏 中 容 纳 最 长 的 变 量 名 。



按 F 1 0 键 或 者 单 击 S t e p  O v e r（ 整 体 单 步 调 试 ） 工 具 按 钮 来 执 行 函 数 序 言 代 码 。
指 针 在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的 下 一 行 处 停 止 。

H C U R S O R   h C u r = : : L o a d C u r s o r ( N U L L , I D C _ C R O S S ) ;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现 在 包 括 目 前 的 h C u r 值 ， 但 是 因 为 指 令 还 没 有 执 行 ， 窗
口 中 显 示 的 值 是 没 有 意 义 的 ，整 体 单 步 执 行 此 指 令 ，赋 予 h C u r 返 回 给 L o a d C u r s o r
A P I 函 数 的 值 。 新 值 以 红 色 出 现 ， 来 指 示 最 后 一 条 指 令 已 经 改 变 h C u r 的 值 。 颜
色 代 码 是 一 些 调 试 器 窗 口 的 优 秀 特 征 ， 可 以 让 你 迅 速 弄 清 楚 指 令 改 变 后 的 变 量
值 。



按 F 1 0 再 次 调 用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

c s . 1 p s z C l a s s =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 C S _ H R E D R A W  |  C S _ V R E D R A W , h C u r , N U L L ) ;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显 示 ， c s . l p s z C l a s s 现 在 指 向 一 个 有 效 类 名 。 有 时 有 点 类 似
被 M F C 框 架 所 指 定 的 A f x : 4 0 0 0 0 0 : 3 : 1 3 c e : 0 : 0 。 c s . 1 p s z C l a s s 的 新 值 可 以 确 定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已 被 正 确 运 行 。 这 不 值 得 惊 奇 ， 因 为 操 作 系 统 正 确 创 建 了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类 必 须 正 确 注 册 ，窗 口 绘 制 ，而 不 是 窗 口 创 建 ，这 是 一 个 难 题 ，
因 此 错 误 必 定 在 O n D r a w 函 数 里 。 按 下 F 5 键 ， 或 者 从 D e b u g（ 调 试 ） 菜 单 中 选
择 G o（ 转 到 ） 来 移 向 下 一 断 点 ， 同 时 仔 细 观 察 屏 幕 。

O n D r a w 函 数 内 幕

继 续 运 行 ， 直 到 程 序 流 到 达 下 一 个 早 先 在 O n D r a w 函 数 里 设 置 的 断 点 ，为 了 理 解
程 序 的 这 一 点 ， 可 以 看 见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闪 烁 ， 然 后 消 失 ，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仍
然 存 在 ，但 在 重 新 获 得 控 制 权 时 ，调 试 器 窗 口 将 会 覆 盖 它 。通 过 最 小 化 V i s u a l  C + +
可 以 展 现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 注 意 S h o c k W a v e 已 完 全 处 于 不 活 动 状 态 ， 它 甚 至 没
有 菜 单 栏 。 在 此 时 ， 控 制 权 属 于 调 试 器 。

返 回 到 调 试 器 ， 并 重 复 按 F 1 0 键 ， 以 便 单 步 通 过 数 据 声 明 ， 向 下 到 此 段 代 码 ：

p D C - > S e t M a p M o d e (  M M _ I S O T R O P I C  ) ;



p D C - > S e t W i n d o w E x t (  i ,  i  )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E x t (  r e c t C l i e n t . r i g h t ,  - r e c t C l i e n t . b o t t o m  ) ;

p D C - > S e t V i e w p o r t O r g (  c e n t e r . x ,  c e n t e r . y  ) ;

第 一 行 设 置 映 射 模 式 为 M M _ I S O T R O P I C ， 确 保 波 形 以 圆 形 显 示 在 屏 幕 上 ， 而 不
是 椭 圆 。 接 下 来 的 两 行 设 置 窗 口 范 围 和 覆 盖 整 个 S h o c k W a v e 客 户 区 域 的 视 口 。
最 后 一 行 在 窗 口 的 中 央 设 置 视 口 原 点 。 像 许 多 M F C 函 数 一 样 ， 这 些 C D C 成 员
函 数 在 成 功 时 返 回 一 个 正 值 ， 或 返 回 N U L L 以 指 出 某 一 问 题 。 这 些 函 数 失 败 是
不 大 可 能 的 ， 因 此 ， 它 们 不 可 能 保 证 利 用 其 他 检 查 返 回 值 的 代 码 来 使 程 序 混 乱 。
即 使 S h o c k W a v e 没 有 存 储 函 数 返 回 值 ， 也 可 以 观 察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里 的
这 些 值 ， 以 便 确 保 函 数 正 确 运 行 。 每 次 整 体 调 试 一 个 函 数 时 ， 窗 口 会 显 示 一 个 返
回 值 ， 如 下 图 所 示 ：



如 果 一 个 函 数 返 回 错 误 代 码 ，当 你 调 试 它 时 ， 调 试 器 能 将 此 返 回 值 转 换 成 所 需 要
的 有 用 消 息 。 在 W a t c h（ 观 察 ） 窗 口 ， 双 击 N a m e（ 名 字 ） 栏 内 带 点 的 条 目 框 ，
并 键 入 e r r ,h r， 在 决 定 这 个 条 目 的 值 时 ， 调 试 器 调 用 G e t L a s t E r r o r  A P I 函 数 ， 并 将
结 果 转 换 成 有 用 的 文 本 ， 诸 如 “ T h e  h a n d l e  i s  i n v a l i d （ 此 句 柄 无 效 ）”。

R e g i s t e r s（ 寄 存 器 ） 窗 口 也 可 提 供 另 一 种 检 查 函 数 返 回 值 的 方 法 。 在 In t e l 处 理 器
中 ， 一 个 W i n 3 2 函 数 在 退 出 之 前 ， 将 一 个 返 回 值 放 在 E A X 寄 存 器 中（ 6 4 位 返 回
值 占 据 了 E D X : E A X 寄 存 器 对 ）。 为 了 检 查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 在 单 步 进 行 整 体 函 数
调 用 后 ， 立 即 浏 览 一 下 R e g i s t e r s（ 寄 存 器 ） 窗 口 中 的 E A X ， 像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一 样 ， R e g i s t e r s（ 寄 存 器 ） 窗 口 用 红 色 显 示 新 值 ， 以 显 示 寄 存 器 在 最 后 指 令
的 变 化 。由 于 以 上 函 数 返 回 来 的 值 都 不 是 0，因 此 ，可 以 得 知 本 段 代 码 运 行 正 确 。
在 这 点 上 ， S h o c k W a v e 在 绘 制 波 纹 图 案 的 两 个 循 环 的 开 始 做 好 准 备 。 但 是 ， 有 时
也 会 出 错 ， 程 序 不 应 该 画 出 圆 的 波 纹 ， 因 为 S h o c k W a v e 客 户 区 域 的 背 景 依 然 没



有 重 新 绘 制 。

重 新 调 用 第 5 步 中 校 正 过 的 P r e C r e a t e W i n d o w 函 数 ，指 示 W i n d o w s 不 要 重 新 绘 制
S h o c k W a v e 的 背 景 。 这 也 是 在 注 册 窗 口 类 时 ， N U L L 画 笔 值 赋 给
A f x R e g i s t e r W n d C l a s s 的 目 的 。 因 此 ， 按 照 要 求 ， W i n d o w s 正 确 建 立 了 窗 口 ， 而
无 须 填 充 客 户 区 域 。 问 题 在 于 ， S h o c k W a v e 不 这 样 做 ， 必 须 有 人 来 重 新 绘 制 窗 口
背 景 ，如 果 不 是 系 统 ，S h o c k W a v e 就 必 须 自 己 去 做 。解 决 第 一 个 错 误 的 办 法 就 是 ：
S h o c k W a v e 需 要 在 画 出 波 动 图 案 之 前 绘 制 窗 口 背 景 。

在 这 里 ， 我 们 可 以 有 选 择 地 修 正 源 代 码 ， 重 新 恢 复 执 行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但 是
C a l l  S t a c k（ 调 用 堆 栈 ） 窗 口 显 示 了 ， O n D r a w 函 数 是 几 个 嵌 套 函 数 行 中 的 最 后 一
个 ， 这 些 调 用 操 纵 内 核 和 M F C 框 架 。 这 意 味 着 所 有 的 更 改 不 会 马 上 起 作 用 ， 仅
当 函 数 下 次 执 行 时 才 有 效 。 因 此 ， 可 以 终 止 调 试 器 并 返 回 编 译 器 。

这 将 引 出 一 个 比 较 有 趣 的 情 况 ， 你 可 以 假 定 ， 继 续 S h o c k W a v e 的 运 行 是 终 止 调
试 的 一 种 方 法 ， 而 且 这 种 方 法 是 经 过 三 思 的 。 可 以 利 用 E x i t（ 退 出 ） 命 令 正 常 退
出 S h o c k W a v e， 并 且 调 试 器 将 会 停 止 。 返 回 到 文 本 编 辑 器 ， 好 ， 试 一 试 它 ， 按 下
F 5 继 续 运 行 S h o c k W a v e。

这 样 ， 你 永 远 也 不 可 能 到 达 S h o c k W a v e 菜 单 ， 因 为 每 次 按 下 F 5 键 ， 在 退 后 到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D r a w 函 数 里 的 断 点 之 前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只 是 简 短 地 出 现
一 下 。 要 弄 清 楚 发 生 了 什 么 并 不 困 难 。 当 S h o c k W a v e 重 新 获 得 焦 点 时 ， 它 将 出
现 在 V i s u a l  C + +的 顶 部 以 及 屏 幕 上 所 有 其 他 窗 口 之 上 。 W i n d o w s 将 W M _ PA I N T



消 息 传 送 给 S h o c k W a v e， 告 诉 它 需 要 重 新 绘 制 。 但 在 重 新 绘 制 时 ， 框 架 需 要 调 用

S h o c k W a v e 的 O n D r a w 函 数 触 发 断 点 。 调 试 器 然 后 获 得 焦 点 ， V i s u a l  C + + 就 在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上 显 示 自 己 。 每 次 你 按 下 F 5 来 继 续 执 行 S h o c k W a v e 时 ， 进 程 便
重 复 无 限 的 循 环 。可 以 通 过 在 按 下 F 5 键 之 前 删 除 或 禁 用 断 点 来 终 止 循 环 。但 是 ，
D e b u g（ 调 试 ） 工 具 栏 中 的 S t o p  D e b u g（ 停 止 调 试 ） 按 钮 （ 或 D e b u g（ 调 试 ） 菜
单 中 与 其 等 同 的 命 令 ） 可 以 提 供 更 好 的 终 止 调 试 器 的 办 法 。

这 个 命 令 将 会 使 你 重 新 返 回 到 编 译 器 ， 离 开 所 有 的 断 点 。

校 正 和 重 建 S h o c k W a v e

绘 制 窗 口 背 景 并 不 要 求 太 多 的 代 码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添 加 如 下 带 有 灰 色 的 程 序
行 ， 以 使 O n D r a w 函 数 成 为 如 下 的 形 式 ：



v o i d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D r a w ( C D C *  p D C )

{

    C P e n       p e n ;

    C R e c t      r e c t ;

    C O L O R R E F   c o l o r ;

    in t        i ,  j ,  i P e r i o d ;

    d o u b l e     A n g l e ;

    C B r u s h     b r u s h ;

    //  P a i n t  c l i e n t  a r e a  w i t h  c u r r e n t  c o l o r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rgb [ iCo lo r ]  ) ;

    p D C - > F i l l R e c t (  r e c t C l i e n t ,  & b r u s h  ) ;

    p D C - > S e l e c t S t o c k O b j e c t (  N U L L _ B R U S H  ) ;



    b r u s h . D e l e t e O b j e c t ( ) ;

.

.

.

灰 色 行 给 画 笔 分 配 当 前 被 i C o l o r 指 出 的 颜 色 ， 利 用 它 绘 制 客 户 区 域 ，接 着 ， 删 除
画 刷 ， 在 此 处 使 用 新 的 代 码 ， 再 建 立 S h o c k W a v e 的 调 试 版 本 ， 并 使 用 B u i l d （ 建
立 ） 菜 单 的 E x e c u t e （ 执 行 ） 命 令 运 行 它 。 这 次 将 会 正 确 显 示 出 来 ， 其 背 景 用 中
间 色 度 的 绿 色 来 绘 制 。

第 二 个 错 误

S h o c k W a v e 还 存 在 第 二 个 错 误 ，第 二 个 错 误 比 第 一 个 错 误 更 有 趣 ， 因 为 它 说 明 了
在 调 试 器 没 有 运 行 时 ， V i s u a l  C + +怎 样 让 你 发 现 程 序 错 误 。 为 了 弄 清 楚 第 二 个 错
误 ， 在 S h o c k W a v e 窗 口 中 的 任 意 地 方 单 击 鼠 标 。 按 照 程 序 设 定 ， 这 种 行 为 不 会
清 除 窗 口 ，用 6 个 可 用 颜 色 中 的 一 个 来 重 绘 窗 口 ，在 鼠 标 单 击 的 坐 标 中 心 重 绘 波
动 图 案 。 你 可 以 多 击 几 次 鼠 标 ， 但 最 终 W i n d o w s 将 会 显 示 如 下 消 息 ：



在 某 些 地 方 ，S h o c k W a v e 试 图 访 问 不 属 于 它 的 内 存 ，当 这 些 在 程 序 的 发 行 版 本 中
发 生 时 ， 你 将 别 无 选 择 ， 只 好 单 击 C l o s e（ 关 闭 ） 按 钮 来 终 止 程 序 ， 建 立 一 个 等
同 的 调 试 版 本 ， 再 次 启 动 调 试 器 ， 并 重 复 错 误 的 产 生 情 况 。 但 以 上 消 息 提 供 了 另
一 种 选 择 ，如 果 你 单 击 D e b u g（ 调 试 ）按 钮 ，W i n d o w s 将 会 自 动 重 新 启 动 调 试 器 ，
甚 至 即 使 在 V i s u a l  C + + 没 有 正 确 运 行 的 情 况 下 。 你 将 会 发 现 ， 自 己 在 查 看
S h o c k W a v e 程 序 ，因 为 它 在 错 误 之 后 立 即 出 现 。没 有 必 要 猜 测 哪 一 行 引 起 了 保 护
错 误 ， 因 为 黄 色 的 指 令 指 针 箭 头 正 指 向 它 。 M icroso f t 将 此 特 征 称 作 即 时 调 试 。

根 据 源 程 序 窗 口 显 示 ， 程 序 在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D r a w 函 数 里 的 第 一 条 指 令
处 运 行 失 败 ：

b r u s h . C r e a t e S o l i d B r u s h ( r g b [ i C o l o r ] ) ;



这 是 我 们 刚 刚 添 加 的 一 行 ， 它 建 立 了 一 个 画 刷 ， 以 便 O n D r a w 绘 制 S h o c k W a v e
客 户 区 域 的 背 景 。 变 量 i C o l o r 中 是 r g b 数 组 的 下 标 ， 如 下 所 示 ， 它 在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h 中 已 经 声 明 了 。

# d e f i n e   N U M _ C O L O R S    6

.

.

.

C O L O R R E F  r g b [ N U M _ C O L O R S ] ;

i C o l o r 的 当 前 值 决 定 了 用 于 背 景 画 刷 使 用 的 颜 色 。 在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中 查
看 一 下 i C o l o r， 它 的 值 应 该 为 6 或 更 多 ， 这 意 味 着 画 刷 目 前 的 颜 色 是 rgb 数 组 中
的 第 i C o l o r 个 元 素 。

这 里 存 在 一 个 问 题 ， 给 i C o l o r 赋 予 一 个 比 5 大 的 值 ， 这 意 味 着 程 序 试 图 访 问 r g b
数 组 中 的 一 个 元 素 ， 而 这 个 元 素 并 不 存 在 。 很 明 显 ， 这 是 保 护 错 误 。 我 们 已 经 找
到 了 错 误 ， 但 是 不 知 道 是 什 么 原 因 引 起 的 。 i C o l o r 变 量 所 接 收 的 值 仅 仅 是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函 数 里 的 ， 当 系 统 在 客 户 区 域 检 测 鼠 标 时 ，
它 便 开 始 运 行 。



v o i d  C S h o c k W a v e V i e w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U I N T  n F l a g s ,  C P o i n t  p o i n t )

{

    C V i e w : : O n L B u t t o n D o w n ( n F l a g s ,  po in t ) ;

    c e n t e r  =  p o i n t ;

    i C o l o r  =  r a n d ( ) ;

    I n v a l i d a t e (  FA L S E  ) ;

}

此 行 ：

    i C o l o r = r a n d（ ）；

指 定 i C o l o r 为 一 个 随 机 数 ， 是 从 r a n d 函 数 中 得 到 的 。 这 个 C 运 行 函 数 返 回 的 值
范 围 是 从 0 到 R A N D _ M A X ， Std l ib .h 头 文 件 定 义 为 0 x 7 F F F 或 3 2 7 6 7。 i C o l o r 会
以 这 样 高 的 值 结 束 就 不 奇 怪 了 。我 们 需 要 保 证 i C o l o r 的 值 永 远 不 会 超 过 rgb 数 组
中 的 元 素 数 目 ， 以 便 O n D r a w 函 数 只 访 问 有 效 的 颜 色 元 素 。 可 以 利 用 下 行 语 句 ，
通 过 重 置 错 误 行 来 限 制 i C o l o r 的 值 。



i C o l o r = r a n d ( )   %   N U M _ C O L O R S ;

这 样 就 解 决 了 第 二 个 错 误 ，方 法 是 限 制 i C o l o r 的 值 为 从 0 到 5 的 范 围 。如 果 你 重
建 了 S h o c k W a v e， 并 再 次 通 过 E x e c u t e 命 令 执 行 了 它 ， 将 会 看 到 程 序 的 运 行 将 如
愿 以 偿 。

特 殊 的 调 试 情 况

W i n 3 2 程 序 可 以 完 成 许 多 任 务 ， 并 且 ， 在 本 章 中 所 述 的 这 些 简 单 例 子 中 ， 几 乎 不
可 能 直 接 应 用 于 你 自 己 的 程 序 中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我 将 尽 量 把 重 心 集 中 在 技 术 上 ，
而 不 是 细 节 上 的 原 因 ， 无 论 你 的 W i n 3 2 应 用 程 序 多 么 复 杂 ， 或 者 多 么 不 正 常 ，
也 要 有 自 信 心 ，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能 给 你 提 供 帮 助 。

这 里 说 明 如 何 利 用 先 进 的 W i n 3 2 特 征 来 调 试 程 序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能 截 取 异 常
情 况 。 用 多 线 程 处 理 应 用 程 序 ， 调 试 A c t i v e X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 所 有 这 些
都 能 快 速 完 成 。 当 被 调 试 的 控 制 程 序 在 一 台 计 算 机 上 运 行 时 ，调 试 器 还 能 在 另 一
台 计 算 机 上 运 行 。

调 试 异 常

利 用 C + + 异 常 处 理 机 制 ，当 意 想 不 到 的 错 误 发 生 时 ， 程 序 可 以 保 留 控 制 权 。 当 函



数 检 测 到 一 个 错 误 时 ， 它 通 过 调 用 t h r o w 关 键 字 来 通 知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利 用 ca t ch 来 获 得 通 知 。 如 果 没 有 捕 获 异 常 情 况 的 处 理 程 序 ， 调 试 器 会 通 知
你 没 有 捕 获 异 常 。C 程 序 也 能 执 行 结 构 化 异 常 处 理 ，它 用 _ t ry 和 _ e x c e p t 语句，而
不 是 t h r o w 和 c a t c h 语 句 。

在 图 1 1 - 1 4 中 显 示 了 E x c e p t i o n s（ 异 常 ） 对 话 框 ， 可 以 从 中 指 定 调 试 器 应 该 怎 样
处 理 每 种 类 型 的 异 常 情 况 。 通 过 单 击 D e b u g 菜 单 上 的 E x c e p t i o n s（ 异 常 ） 命 令 来
调 出 此 对 话 框 。 你 可 以 为 程 序 中 可 能 发 生 的 每 种 异 常 情 况 设 置 两 个 选 项 中 的 一
项 ： S t o p  A l w a y s（ 永 远 停 止 ） 或 S t o p  I f  N o t  H a n d l e d（ 如 果 不 处 理 便 停 止 ）。

如 果 为 一 种 异 常 指 定 S t o p  I f  N o t  H a n d l e d ， 当 异 常 出 现 时 ， 调 试 器 将 一 条 消 息 写
到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中 ， 但 不 会 终 止 程 序 ， 或 用 一 个 对 话 框 来 通 知 你 ， 除 非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解 决 异 常 时 失 败 。此 时 修 改 问 题 或 检 查 源 代 码 以 弄 清 楚 异 常 发 生 的 位
置 就 太 晚 了 ， 因 为 程 序 已 经 出 现 异 常 ， 并 正 在 运 行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



图 1 1 - 1 4   E x c e p t i o n s（ 异 常 ） 对 话 框

如 果 为 一 种 异 常 情 况 指 定 S t o p  A l w a y s， 你 会 对 异 常 情 况 的 处 理 具 有 更 多 的 控 制
权 。 当 异 常 情 况 产 生 时 ， 调 试 器 将 会 立 即 终 止 程 序 ， 更 新 源 程 序 窗 口 ， 以 显 示 错
误 指 令 ， 并 在 异 常 情 况 处 理 函 数 获 得 控 制 权 之 前 通 知 你 。 有 些 情 况 下 ， 可 以 在
Var i ab l e s（ 变 量 ） 窗 口 中 更 改 一 些 错 误 的 变 量 来 处 理 异 常 情 况 。 如 果 你 接 着 按 下
F 5 来 继 续 运 行 程 序 ， 对 话 框 将 会 询 问 你 ， 是 否 想 忽 略 异 常 ， 返 回 到 程 序 异 常 处
理 函 数 。 如 果 你 修 正 了 问 题 ， 单 击 N o 按 钮 。 否 则 ， 单 击 Y e s 按 钮 ， 以 便 将 控 制



权 传 递 给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 如 果 异 常 处 理 程 序 不 能 修 正 问 题 ， 调 试 器 会 终 止 程 序 ，
并 再 次 通 知 ， 就 像 你 已 经 选 择 了 S t o p  I f  N o t  H a n d l e d 一 样 。 因 为 S t o p  A l w a y s 选
项 使 用 处 理 器 的 调 试 寄 存 器 ， 对 没 有 调 试 寄 存 器 的 处 理 器 ， 这 个 选 项 不 合 适 。

显 示 在 图 1 1 - 1 4 中 的 E x c e p t i o n s 列 表 框 含 有 一 个 系 统 异 常 的 默 认 列 表 。 可 以 添 加
或 从 列 表 中 删 除 异 常 ，V i s u a l  C + +在 项 目 的 O P T 文 件 中 能 保 存 新 的 列 表 。对 于 不
在 列 表 中 的 异 常 ， 调 试 器 的 处 理 像 对 待 S t o p  I f  N o t  H a n d l e d 异 常 那 样 。 每 个 异 常
有 一 个 唯 一 的 数 字 ， 系 统 异 常 利 用 E X C E P T I O N 前 缀 在 W inbase .h 头 文 件 中 定
义 ， 诸 如 E X C E P T I O N _ A C E S S _ V I O L A T I O N 。

为 了 添 加 新 的 异 常 到 异 常 列 表 中 ， 调 用 E x c e p t i o n s（ 异 常 ） 对 话 框 ，并 在 N u m b e r
控 件 中 键 入 异 常 号 ，在 N a m e 控 件 中 键 入 异 常 情 况 名 。单 击 S t o p  A l w a y s 或 S t o p  I f
N o t  H a n d l e d 按 钮 ， 接 着 单 击 A d d 按 钮 。 为 了 删 除 异 常 情 况 ， 从 E x c e p t i o n s 列 表
中 选 择 它 ， 并 单 击 R e m o v e（ 删 除 ） 按 钮 。 如 果 你 改 变 主 意 ， 并 想 恢 复 所 有 删 除
的 系 统 异 常 ， 单 击 R e s e t（ 重 置 ）， 如 果 为 异 常 情 况 改 变 选 项 ， 诸 如 它 的 名 字 ， 单
击 C h a n g e（ 改 变 ） 按 钮 来 使 更 改 成 为 永 久 的 。

调 试 线 程

在 一 个 运 行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 一 个 线 程 就 是 一 条 运 行 路 径 。 每 个 应 用 程 序 至 少 运 行
一 个 线 程 ， 即 主 线 程 或 根 线 程 ， 它 也 可 能 生 成 其 他 线 程 。 当 调 试 具 有 多 个 线 程 的
程 序 时 ， 你 可 以 选 择 要 调 试 哪 个 线 程 ， 并 按 照 其 执 行 流 进 行 调 试 。



只 有 在 调 试 器 开 始 执 行 后 ， 才 可 以 选 择 一 个 要 调 试 的 线 程 。 首 先 ， 在 需 要 的 地 方
设 置 一 个 断 点 ， 当 执 行 程 序 在 断 点 处 停 下 来 时 ， 通 过 断 点 的 所 有 线 程 均 被 挂 起 。
单 击 D e b u g 菜 单 的 T h r e a d s（ 线 程 ） 来 调 出 T h r e a d s 对 话 框 ， 从 线 程 列 表 中 选 出
所 需 要 的 线 程 ， 并 单 击 S e t  F o c u s（ 设 置 焦 点 ） 按 钮 。 当 你 继 续 单 步 调 试 程 序 时 ，
调 试 器 沿 着 具 有 焦 点 的 线 程 进 行 调 试 。 为 了 防 止 别 的 线 程 运 行 同 样 的 代 码 ， 在
T h r e a d s（ 线 程 ） 对 话 框 中 ， 将 其 他 线 程 挂 起 。 后 面 ， 你 可 以 恢 复 被 挂 起 的 程 序 ，
方 法 是 在 同 样 的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它 ， 并 单 击 R e s u m e（ 恢 复 ） 按 钮 。

调 试 动 态 链 接 库

在 V i s u a l  C + +中 调 试 动 态 链 接 库 与 调 试 普 通 的 应 用 程 序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不 同 的 只
是 调 试 器 启 动 库 的 调 用 程 序 ，并 没 有 加 载 D L L 文 件 本 身 。当 调 用 程 序 需 要 库 时 ，
操 作 系 统 才 会 照 管 加 载 的 库 。当 控 制 到 达 库 代 码 中 的 断 点 时 ，所 运 行 的 调 用 程 序
和 D L L 均 被 挂 起 。 在 调 试 动 态 链 接 库 中 ， 唯 一 额 外 的 步 骤 就 是 标 识 所 调 用 的 应
用 程 序 ，以 便 调 试 器 能 运 行 它 。显 示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项 目 设 置 ）对 话 框 中 的 D e b u g
（ 调 试 ） 选 项 卡 ， 方 法 是 选 择 P r o j e c t（ 项 目 ） 菜 单 中 的 S e t t i n g s（ 设 置 ） 命 令 ，
然 后 键 入 或 浏 览 所 调 用 应 用 程 序 的 文 件 名 和 路 径 。



如 果 离 开 E x e c u t a b l e  F o r  D e b u g  S e s s i o n（ 调 试 会 话 的 可 执 行 程 序 ） 对 话 框 ， 当 你
开 始 调 试 动 态 链 接 库 时 ， 调 试 器 会 提 示 文 件 名 。 在 线 帮 助 建 议 你 在 C a t e g o r y（ 分
类 ） 框 中 选 择 A d d i t i o n a l  D L L（ 附 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在 L o c a l  N a m e（ 局 部 名 称 ）



栏 中 双 击 蓝 色 的 条 目 框 ， 并 浏 览 想 调 试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文 件 。 而 且 ， 依 靠 所 设 置 的
路 径 ， 当 你 进 行 调 试 时 ， 操 作 系 统 在 定 位 D L L 文 件 时 仍 然 会 出 现 错 误 。 避 免 此
类 问 题 的 方 法 是 ， 忽 略 A d d i t i o n a l  D L L s 设 置 ， 并 在 项 目 D e b u g 文 件 夹 中 放 置 一
个 调 用 程 序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副 本 。将 调 用 程 序 和 动 态 链 接 库 均 放 置 于 相 同 的 文 件 夹
中 ， 以 确 保 W i n d o w s 总 是 能 够 调 出 动 态 链 接 库 。

在 库 源 代 码 中 设 置 断 点 后 ， 选 择 G o（ 转 到 ） 命 令 ， 或 者 按 下 F 5 键 ， 来 启 动 调 试
器 。 如 果 被 调 用 的 程 序 是 调 试 或 发 行 的 格 式 ， 这 两 种 启 动 方 式 将 没 有 多 大 区 别 。
但 是 ， 在 后 一 种 情 况 下 ， V i s u a l  C + +显 示 一 条 消 息 ， 告 知 你 程 序 没 有 符 号 消 息 。
因 为 D L L 文 件 正 在 被 调 试 ， 而 不 是 被 调 用 的 程 序 。 这 种 消 息 仅 仅 是 一 个 手 续 ，
提 醒 你 不 能 跟 随 后 面 的 执 行 流 进 入 被 调 用 的 程 序 。 单 击 O K 按 钮 开 始 调 试 工 作 。

调 试 O L E / A c t i v e X应 用 程 序

除 了 诸 如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一 类 的 进 程 内 的 服 务 器 外 ， C O M 的 工 作 就 像 是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 R P C ） 一 样 ， 从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到 另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 一 般 来 说 ， 正 在 调 用 的
应 用 程 序 是 客 户 ，被 调 用 的 程 序 是 服 务 器 。如 果 你 只 想 开 发 一 个 服 务 器 或 者 一 个
客 户 ， 应 该 关 注 所 支 持 的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一 端 所 发 生 的 情 况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对 于
调 试 O L E / A c t i v e X 应 用 程 序 没 有 特 殊 的 地 方 。对 客 户 而 言 ，在 访 问 服 务 器 的 调 用
中 设 置 一 个 断 点 ， 运 行 调 试 器 ， 当 断 点 被 激 活 时 ， 确 保 参 数 能 正 确 地 初 始 化 ， 然
后 整 体 单 步 调 试 此 调 用 ， 检 查 所 有 的 返 回 值 。 当 调 试 一 个 服 务 器 时 ， 在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中 设 置 一 个 断 点 ， 以 便 接 收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 并 运 行 调 试 器 来 启 动 服 务 器 。 然
后 ， 转 换 到 调 试 器 ， 程 序 应 当 在 断 点 处 被 中 断 。

如 果 开 发 的 是 同 时 工 作 的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 利 用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 可 以 对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的 两 端 能 进 行 调 试 ， 即 使 你 所 开 发 的 应 用 程 序 是 一 个 独 立 项 目 ，调 试 器 所
要 求 的 仅 仅 是 一 个 额 外 的 步 骤 。在 两 个 项 目 中 ，从 Tools（ 工 具 ）菜 单 中 选 择 O p t i o n s
（ 选 项 ），然 后 单 击 D e b u g（ 调 试 ）选 项 卡 ，并 启 用 O L E  R P C  D e b u g g i n g（ O L E  R P C
调 试 ） 复 选 框 。 所 有 这 些 均 能 实 现 ， 只 是 在 W i n d o w s  N T 中 ， 必 须 要 有 管 理 员 的
特 权 才 能 启 用 此 复 选 框 。

如 本 书 的 第 4 部 分 所 述 ， A c t i v e X 控 件 充 当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服 务 器 ， 在 同 一 地 址 空
间 内 利 用 控 件 来 执 行 。调 试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与 调 试 普 通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没 有 很 大 的 区
别 ，一 个 O L E / A c t i v e X 服 务 器 作 为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运 行 ，而 不 是 作 为 一 个 动 态 链 接
库 来 运 行 ， 而 且 ， 在 不 同 的 地 址 上 运 行 ， 而 不 是 在 客 户 上 ， 通 过 P R C 穿 过 进 程
边 界 相 互 通 信 。 V i s u a l  C + + 处 理 这 种 情 况 的 方 法 是 ， 运 行 调 试 器 的 两 个 实 例 ， 一
个 对 客 户 ，一 个 对 服 务 器 。当 调 试 一 个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的 两 端 时 ，必 须 有 两 种 要 求 ，
它 们 都 没 有 任 何 限 制 。 首 先 ， 如 上 所 述 ， 必 须 利 用 O L E  P R C  D e b u g g i n g 复 选 框 ，
其 次 ， 服 务 器 应 用 程 序 必 须 是 局 部 的 。 也 就 是 说 ， 它 必 须 在 同 一 机 器 上 作 为 客 户
运 行 。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不 能 启 动 在 不 同 机 器 上 运 行 的 远 程 服 务 器 ， 通 过 网 络 为
调 试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需 沿 着 该 点 调 用 服 务 器 的 运 行 路 径 进 行 。如 果 接 着 进 入 调 用
的 内 部 单 步 调 试 中 ， V i s u a l  C + +会 启 动 另 一 个 调 试 器 实 例 ， 如 果 它 可 用 ， 就 会 加
载 服 务 器 源 代 码 。 接 着 ， 在 服 务 器 响 应 远 程 调 用 时 ， 单 步 调 试 通 过 服 务 器 。 当 服



务 器 从 R P C 返 回 时 ， 控 制 权 恢 复 调 试 器 的 第 一 个 实 例 ， 并 且 ， 在 调 用 后 ， 又 返
回 到 了 客 户 的 下 一 指 令 。 调 试 器 的 第 2 个 实 例 直 到 将 服 务 器 终 止 下 来 它 才 会 终
止 。 所 以 ， 现 在 立 即 穿 越 R P C 桥 接 ， 再 次 从 客 户 进 入 服 务 器 进 行 单 步 调 试 ， 不
要 等 待 启 动 新 的 调 试 器 实 例 。

你 也 可 以 从 服 务 器 端 开 始 调 试 ，尽 管 你 必 须 手 工 启 动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在 想 终 止 服
务 器 的 地 方 设 置 一 个 断 点 ， 接 着 按 下 F 5 来 启 动 调 试 器 ， 并 启 动 服 务 器 。 转 换 到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并 调 出 所 要 求 的 程 序 。接 着 转 换 返 回 调 试 器 ，以 继 续 调 试 服 务 器 。
如 果 你 从 R P C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中 退 出 单 步 调 试 ，并 进 入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V i s u a l  C + +
启 动 调 试 器 的 另 外 一 个 实 例 ，并 将 它 与 执 行 客 户 关 联 。新 的 调 试 器 实 例 只 有 在 退
出 客 户 应 用 程 序 时 才 会 终 止 ，你 可 以 在 远 程 过 程 调 用 的 不 同 位 置 继 续 调 试 客 户 和
服 务 器 ， 而 不 用 管 在 哪 个 应 用 程 序 里 开 始 调 试 。

用 两 台 计 算 机 进 行 调 试

在 调 试 时 ，经 常 由 于 调 试 器 竞 争 被 调 试 程 序 的 屏 幕 空 间 而 引 起 问 题 ，当 被 调 试 程
序 运 行 时 ， 它 在 屏 幕 上 显 示 了 正 常 的 输 出 值 ， 但 是 ， 调 试 器 必 须 使 用 屏 幕 与 用 户
联 系 。 基 于 D O S 的 调 试 器 像 C o d e V i e w 对 此 类 问 题 有 一 个 有 效 的 解 决 方 法 ， 因
为 调 试 器 仅 仅 在 文 本 模 式 中 运 行 ， 程 序 员 能 够 将 系 统 连 接 一 个 独 立 的 单 色 监 视
器 ， 用 来 显 示 调 试 器 的 源 程 序 窗 口 、 寄 存 器 ， 并 观 察 变 量 。 同 时 ， 被 调 试 程 序 在
E G A 或 V G A 主 系 统 监 视 器 上 正 常 显 示 。 两 个 监 视 器 会 使 桌 面 显 得 拥 挤 ， 但 是 ，



调 试 起 来 会 更 加 简 单 、 有 效 。

这 种 解 决 方 法 在 W i n d o w s 下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为 调 试 器 不 再 在 文 本 模 式 下 运 行 ，
调 试 器 和 程 序 使 用 相 同 的 显 存 来 运 行 ， 像 其 他 的 W i n d o w s 程 序 一 样 ， 两 者 必 须
在 一 个 或 更 多 个 窗 口 中 显 示 其 输 出 值 。 这 意 味 着 ， 当 运 行 的 程 序 被 中 断 ， 并 且 当
调 试 器 获 得 控 制 权 时 ，调 试 器 窗 口 很 容 易 就 会 覆 盖 属 于 被 调 试 程 序 的 窗 口 。当 我
们 在 前 一 章 中 调 试 S h o c k W a v e 程 序 时 ， 就 看 到 了 这 种 现 象 。

像 以 往 的 C o d e V i e w 一 样 ，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提 供 了 一 种 解 决 办 法 ， 将 冲 突 的 显
示 分 离 开 来 ， 引 导 它 们 到 各 自 的 监 视 器 中 。 但 是 ， 你 不 是 使 用 一 个 单 色 监 视 器 ，
而 是 需 要 一 个 额 外 的 能 够 运 行 程 序 的 计 算 机 及 其 主 机 环 境 ， 无 论 是 W i n d o w s  9 5
还 是 W i n d o w s  N T（ P o w e r  M a c i n t o s h 不 再 支 持 〕， 因 为 V i s u a l  C + +不 再 支 持 串 行
空 调 制 解 调 器 链 接 ， 所 以 ， 两 个 计 算 机 必 须 通 过 网 络 链 接 起 来 。 一 个 计 算 机 作 为
主 机 ， 以 显 示 调 试 器 窗 口 ， 而 另 一 台 计 算 机 ， 指 定 为 目 标 计 算 机 或 远 程 计 算 机 ，
用 来 显 示 被 调 试 程 序 的 输 出 值 。 V i s u a l  C + + 称 这 种 安 排 为 远 程 调 试 。

远 程 调 试 由 三 步 组 成 ：

1 .  拷 贝 文 件 到 远 程 计 算 机 上 。

2 .  配 置 主 机 。

3 .  配 置 远 程 计 算 机 。



步 骤 1： 拷 贝 文 件 到 远 程 计 算 机 上

拷 贝 文 件 M s v c r t . d l l  ,  T i n 0 t . d l l ,  D m . d l l ,  M s v c p 6 0 . d l l ,  M s d i s 1 1 0 . d l l 到 远 程 计 算 机 的
W i n d o w s 文 件 夹 中 ，如 果 被 调 试 程 序 在 W i n d o w s  N T 下 运 行 ，还 需 要 拷 贝 P s A P I . d l l
文 件 。这 些 文 件 操 作 调 试 器 的 远 程 监 视 器 程 序 ，文 件 在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B i n  和
V C 9 8 \ R e d i s t 的 V i s u a l  C + + 文 件 夹 中 的 子 文 件 夹 中 。

步 骤 2： 配 置 主 机

配 置 主 机 能 告 知 V i s u a l  C + +在 哪 儿 找 到 你 想 调 试 的 程 序 ，以 及 它 所 运 行 的 远 程 计
算 机 种 类 ，和 两 台 计 算 机 的 连 接 类 型 。首 先 ，单 击 P r o j e c t（ 项 目 ）菜 单 中 的 S e t t i n g s
（ 设 置 ），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项 目 设 置 ） 对 话 框 的 D e b u g 选 项 卡 中 标 有 R e m o t e
E x e c u t a b l e  P a t h  A n d  F i l e  N a m e（ 远 程 可 执 行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的 文 本 框 中 指 定 程 序
路 径 。这 个 路 径 可 以 视 作 从 自 调 试 器 正 在 运 行 的 主 机 上 进 行 查 看 。 在 这 个 文 本 框
中 ，输 入 程 序 路 径 ，作 为 M s v c m o n . e x e 从 远 程 计 算 机 上 的 所 在 位 置 进 行 查 看 的 程
序 路 径 。

接 着 ， 从 B u i l d（ 建 立 ） 菜 单 中 选 择 D e b u g g e r  R e m o t e  C o n n e c t i o n（ 调 试 器 远 程 连
接 ）， 以 显 示 R e m o t e  C o n n e c t i o n（ 远 程 连 接 ） 对 话 框 。 选 择 T C P \ I P 作 为 远 程 计
算 机 的 连 接 类 型 ，然 后 单 击 R e m o t e  C o n n e c t i o n（ 远 程 连 接 ）对 话 框 的 S e t t i n g s（ 设
置 ） 按 钮 。 这 将 会 显 示 另 一 个 对 话 框 ， 可 以 查 询 通 信 设 置 ， 包 括 远 程 计 算 机 的 密
码 。



步 骤 3： 配 置 远 程 计 算 机

在 远 程 计 算 机 上 运 行 M s v c m o n . e x e 来 调 试 监 视 器 程 序 ， 当 V i s u a l  C + +  D e b u g
M o n i t o r（ 调 试 监 视 器 ） 对 话 框 出 现 时 ， 单 击 S e t t i n g s (设 置 )按 钮 ， 并 在 接 下 来 的
步 骤 中 键 入 相 同 的 密 码 ， 单 击 O K 按 钮 就 退 出 了 对 话 框 ， 然 后 ， 在 主 机 上 开 始 正
常 运 行 调 试 器 。



第 1 2 章   编 译 器 优 化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编 译 器 将 C 和 C + + 源 代 码 转 换 成 机 器 码 ，对 程 序 的 调 试 版 本
来 说 ， 这 种 转 换 是 真 正 进 行 的 ， 在 完 成 的 可 执 行 程 序 中 ，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低 级 的 机
器 指 令 ，它 们 完 全 表 示 源 程 序 的 高 级 指 令 。发 行 版 本 给 编 译 器 提 供 了 更 大 的 工 作
范 围 ， 因 为 完 全 进 行 源 程 序 转 换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 甚 至 并 不 是 人 们 所 希 望 的 。 当 创
建 发 行 版 本 时 ， 编 译 器 有 不 同 的 任 务 ， 它 产 生 一 个 最 小 的 或 最 快 的 目 标 代 码 ， 而
不 给 程 序 引 进 新 的 和 不 能 预 料 的 行 为 。

这 章 有 两 个 目 的 ，一 个 是 使 你 熟 悉 V i s u a l  C + +优 化 代 码 和 处 理 影 响 优 化 的 不 同 情
况 的 方 法 。 了 解 一 些 内 在 的 进 程 信 息 ， 有 助 于 你 （ 而 不 是 优 化 器 ） 更 好 地 工 作 ，
从 而 使 来 源 代 码 可 以 通 过 优 化 来 进 行 改 进 。第 2 个 目 的 就 是 解 释 V i s u a l  C + +中 的
许 多 开 关 和 选 项 ， 它 们 是 用 来 约 束 优 化 进 程 的 ， 以 便 你 能 够 更 精 确 地 理 解 ， 在 打
开 或 关 闭 一 个 开 关 时 ， 编 译 器 的 行 为 将 会 如 何 作 用 。

为 了 完 成 这 两 个 目 标 ， 本 章 粗 略 地 分 成 两 部 分 ， 前 半 部 分 描 述 编 译 器 优 化 的 全
貌 ， 解 释 技 术 ， 并 讨 论 它 们 的 优 缺 点 。 第 后 半 部 分 将 前 半 部 分 的 概 述 同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的 一 个 特 定 的 编 译 器 开 关 联 系 起 来 。 最 后 ， 将 详 细 说 明 优 化 问
题 ， 在 汇 编 级 上 检 查 一 个 优 化 代 码 的 例 子 。



优 化 入 门

在 本 章 的 讨 论 中 ， 仔 细 区 分 了 运 行 的 速 度 和 尺 寸 ， 有 些 读 者 可 能 奇 怪 ， 为 什 么 这
里 会 区 分 它 们 ， 不 是 越 小 的 代 码 速 度 越 快 吗 ？ 我 们 感 觉 是 这 样 ，广 告 也 是 这 样 讲
的 ， 它 保 证 产 品 是 “ 轻 巧 而 快 速 ” 或 “ 小 巧 而 灵 活 ”。 但 实 际 上 ， 在 可 执 行 代 码
的 速 度 和 大 小 之 间 ， 没 有 什 么 严 格 的 界 限 ， 而 且 ， 提 高 质 量 的 优 化 可 能 反 过 来 影
响 其 他 方 面 。

这 里 存 在 三 种 代 码 优 化 级 别 ，程 序 员 和 编 译 器 都 可 以 使 用 它 们 ，最 高 级 是 算 法 级
别 ， 这 属 于 程 序 员 。 例 如 ， 快 速 排 序 算 法 能 很 容 易 执 行 一 种 简 单 的 插 入 排 序 ， 并
使 用 二 叉 树 方 法 搜 寻 一 个 查 询 表 ， 这 比 简 单 地 从 头 到 尾 扫 描 要 快 得 多 。 不 幸 的
是 ， 快 速 算 法 要 比 简 单 算 法 使 用 更 多 的 代 码 ， 并 且 ， 简 单 算 法 的 方 法 要 更 直 接 了
当 。

最 低 级 的 优 化 ， 被 称 为 窥 视 孔 优 化 ， 它 属 于 编 译 器 。 在 这 种 级 别 上 ， 编 译 器 利 用
机 器 特 定 的 方 法 来 保 存 一 个 消 息 或 时 钟 周 期 ，当 通 过 整 个 程 序 积 累 时 ，存 储 将 会
更 有 意 义 。窥 视 孔 优 化 通 常 由 于 代 码 比 较 小 或 者 速 度 较 快 而 引 起 ， 但 并 非 总 是 这
样 ， 例 如 ， In t e l 指 令 ：

a n d  d w o r d   p t r  [ iVar] ,  0

它 有 3 个 字 节 ， 比 较 小 ， 但 是 ， 它 要 比 下 面 的 指 令 慢 3 倍 。



m o v   d w o r d  p t r  [ iVar] ,  0

两 个 指 令 均 将 0 赋 给 整 数 iVa r， 在 8 0 4 8 6 和 奔 腾 处 理 器 上 ， 如 下 指 令 ：

p u s h   1

p o p  e a x

它 采 用 3 个 字 节 和 2 个 时 钟 周 期 ， 尺 寸 将 近 一 半 ， 但 是 ， 速 度 只 有 如 下 等 效 指 令
速 度 的 一 半 ：

m o v  e a x ,  1

中 间 级 别 的 优 化 介 于 算 法 和 窥 视 孔 优 化 级 别 之 间 ，它 包 括 了 传 统 的 优 化 技 术 ，像
子 表 达 式 的 消 除 、 复 制 传 播 和 循 环 启 动 ， 所 有 这 些 将 在 下 一 节 说 明 。 这 种 中 间 级
别 经 常 留 给 编 译 器 ， 尽 管 程 序 员 也 可 以 随 意 介 入 ， 例 如 ， 程 序 员 可 能 会 注 意 到 ，
两 个 独 立 的 循 环 可 以 在 一 个 循 环 中 实 现 （ 称 为 循 环 阻 塞 技 术 〕， 并 根 据 情 况 重 新
编 写 代 码 ， 典 型 的 循 环 如 下 ：

f o r  ( i = 0 ;  i < 1 0 ;  i + + )

    n A r r a y 1 [ i ] = i ;

f o r  ( j = 0 ;  j < 1 0 ;  j + + )



    n A r r a y 2 [ j ] = j ;

循 环 阻 塞 将 循 环 组 合 为 一 个 循 环 ， 在 同 一 循 环 中 ， 所 做 的 工 作 并 不 相 同 ， 这 样 便
节 省 了 第 2 个 循 环 的 开 销 ：

f o r  ( i = 0 ;  i < 1 0 ;  i + + )

{     n A r r a y 1 [ i ] = i ;

     n A r r a y 2 [ i ] = i ;

}

V i s u a l  C + +不 能 识 别 这 样 的 循 环 阻 塞 ， 因 此 ， 如 果 没 有 人 为 的 干 涉 ， 便 将 失 去 优
化 机 会 。

当 决 定 是 否 优 化 速 度 或 者 大 小 时 ， 应 该 记 住 ， 速 度 的 节 省 几 乎 总 是 可 以 度 量 的 ，
但 并 不 是 总 能 被 人 们 感 觉 到 。一 个 较 普 遍 的 原 因 在 于 ，计 算 机 时 钟 的 测 量 和 人 们
所 能 辨 别 的 速 度 之 间 有 很 大 的 差 别 。 提 高 最 终 用 户 感 觉 不 到 的 程 序 运 行 速 度 ，无
异 于 浪 费 精 力 。

一 般 来 说 ，只 有 算 法 优 化 能 使 运 行 速 度 得 以 显 著 提 高 ，较 低 级 的 优 化 通 常 不 能 节
省 几 百 万 个 时 钟 周 期 ，而 这 是 人 们 能 感 觉 到 速 度 的 提 高 所 需 要 的 ， 除 非 是 应 用 优



化 的 特 定 循 环 和 或 函 数 执 行 上 百 次 。 由 于 这 个 原 因 ， 在 编 程 方 面 ， 人 们 已 经 发 展
了 以 源 程 序 级 别 来 编 写 有 效 的 算 法 ， 并 设 置 编 译 器 优 化 尺 寸 ， 而 不 是 优 化 速 度 。
对 于 多 任 务 操 作 系 统 ， 例 如 W i n d o w s 系 统 ， 特 别 鼓 励 这 种 方 式 ， 在 内 存 拥 挤 的
条 件 下 ， 对 于 具 有 较 小 内 存 映 像 的 程 序 ， 其 引 发 页 面 错 误 的 机 会 就 更 少 。 在 出 现
页 面 错 误 时 ， 操 作 系 统 必 须 从 磁 盘 上 重 新 加 载 内 存 ， 这 种 操 作 的 代 价 是 很 昂 贵
的 。 将 它 们 与 程 序 组 合 在 一 起 ， 无 论 对 速 度 的 优 化 有 多 大 ， 看 上 去 ， 也 似 乎 没 有
反 应 ， 而 且 反 应 较 慢 。

优 化 技 术

V i s u a l  C + + 从 优 化 技 术 中 引 用 的 许 多 技 术 已 经 被 编 译 器 使 用 了 多 年 。表 12-1 列 出
了 一 些 最 重 要 的 优 化 技 术 ， V i s u a l  C + +利 用 它 们 ， 并 指 出 其 目 的 是 用 来 减 小 代 码
的 尺 寸 ， 提 高 代 码 速 度 ， 还 是 二 者 兼 而 有 之 。 因 为 这 里 涉 及 到 许 多 变 量 ， 有 时 ，
要 事 先 预 测 优 化 技 术 的 全 面 影 响 是 相 当 困 难 的 。 然 而 ， 表 中 所 反 应 的 仅 仅 是 编 译
器 的 意 图 ，而 不 是 必 要 的 结 果 。对 特 殊 程 序 的 最 佳 优 化 设 置 经 常 通 过 试 错 法 来 决
定 。

在 这 里 ， 我 们 开 始 给 出 一 系 列 简 短 的 子 程 序 段 ， 来 检 查 表 1 2 - 1 中 所 列 的 14 种 优
化 方 法 。 每 个 子 程 序 段 描 述 了 优 化 是 怎 样 工 作 的 ， 什 么 时 候 使 用 它 ， 它 的 优 缺 点
是 什 么 。



处 理 器 寄 存 器 的 使 用

在 以 往 的 C 程 序 编 制 中 ，较 好 的 方 法 是 利 用 R e g i s t e r 关 键 字 ，使 一 或 两 个 函 数 的
局 部 变 量 成 为 寄 存 器 变 量 。 寄 存 器 存 储 类 反 应 了 程 序 员 的 一 个 要 求 ，即 告 诉 编 译
器 ， 如 果 有 一 个 可 用 的 寄 存 器 变 量 ， 就 不 将 它 分 配 在 堆 栈 中 ， 而 在 处 理 器 寄 存 器
中 保 持 局 部 变 量 。 除 了 节 省 少 量 的 堆 栈 空 间 外 ， 在 寄 存 器 里 保 持 变 量 ， 可 以 保 证
访 问 它 的 速 度 最 快 ，因 为 处 理 器 读 写 自 己 的 寄 存 器 要 比 读 写 内 存 快 得 多 。在 寄 存
器 中 管 理 一 个 变 量 （ 而 不 是 在 内 存 中 ） 也 能 导 致 代 码 大 小 稍 有 下 降 。



表 1 2 - 1   V i s u a l  C + + 编 译 器 优 化 技 术

优 化 减 小 大 小           提 高 速 度

处 理 器 寄 存 器 的 使 用

常 量 传 播 和 复 制 传 递

死 码 和 死 存 储 区 的 消 除

普 通 子 表 达 式 的 消 除

循 环 优 化

指 令 计 划

强 度 减 少

内 嵌 扩 展

字 符 串 合 并

禁 用 堆 栈 检 查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结 构 指 针 的 删 除

堆 栈 覆 盖

假 定 没 有 使 用 别 名

函 数 级 别 链 接

                     续 表

ü                     ü

ü                     ü

ü                     ü

今 天 ， 人 们 很 少 看 到 有 人 使 用 r e g i s t e r 变 量 ， 因 为 优 化 的 编 译 器（ 像 V i s u a l  C + +）
能 自 动 处 理 这 项 任 务（ 实 际 上 ，V i s u a l  C + + 忽 略 了 R e g i s t r y 关 键 字 ）。 几 乎 所 有 的
数 据 对 象 都 可 以 作 为 寄 存 器 对 象 ， 例 如 ， 全 局 和 局 部 变 量 、 常 数 值 、 结 构 元 素 和
函 数 参 数 ， 包 括 按 引 用 传 递 的 参 数 指 针 。 编 译 器 扫 描 函 数 ， 来 决 定 怎 样 使 用 它 的
数 据 ， 给 每 个 变 量 分 配 一 个 分 数 ， 来 代 表 在 寄 存 器 中 存 储 变 量 的 好 处 。 当 写 出 函
数 的 目 标 代 码 时 ， 编 译 器 尽 可 能 将 得 到 最 高 分 的 变 量 置 于 寄 存 器 中 。 结 果 是 ， 在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 提 高 了 运 行 速 度 。



在 计 算 机 中 ， 寄 存 器 较 少 ， 并 且 ， 在 决 定 什 么 时 候 使 用 寄 存 器 来 存 储 变 量 时 ， 编
译 器 必 须 作 出 明 智 的 选 择 。 优 化 的 代 码 花 费 部 分 时 间 ，以 便 在 寄 存 器 和 内 存 之 间
改 变 数 据 。 代 码 通 过 将 它 的 内 容 写 入 变 量 的 基 本 内 存 地 址 来 释 放 寄 存 器 。 但 是 ，
优 化 编 译 器 必 须 首 先 决 定 是 否 值 得 内 存 访 问 。释 放 寄 存 器 ，而 后 又 再 次 用 同 一 值
调 用 ， 如 果 它 使 寄 存 器 可 以 用 于 更 短 的 代 码 段 ， 这 样 做 也 可 能 并 不 值 得 。

常 量 传 播 和 复 制 传 播

代 码 优 化 中 的 指 导 原 则 就 是 寄 存 器 比 常 量 快 ，常 量 比 内 存 要 快 。如 果 没 有 足 够 的
可 用 寄 存 器 来 容 纳 一 个 代 码 段 中 的 所 有 变 量 ，下 一 个 最 佳 选 择 方 法 就 是 用 一 个 常
量 来 代 替 表 达 式 。 编 译 器 遇 到 常 量 传 播 时 可 以 使 用 常 量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指 定 的
常 量 值 向 前 或 通 过 代 码 传 播 。编 译 器 通 过 替 换 表 达 式 来 优 化 代 码 ， 以 求 出 一 个 常
量 值 ， 例 如 ， 下 面 的 行 ：

X  =  2 5 5 ；

Y  =  X ；

用 下 面 的 式 子 表 示 会 更 好 ：

X = 2 5 5 ；

Y = 2 5 5 ；



通 过 用 一 个 常 量 值 重 写 第 2 行 ，编 译 器 便 节 省 了 一 个 不 必 要 的 内 存 访 问 。尽 管 优
化 技 术 本 身 经 常 就 叫 做 “ 传 播（ p r o p a g a t i o n）”， 这 个 术 语 更 准 确 地 说 明 了 优 化 即
意 味 着 修 正 。

复 制 传 播 类 似 于 常 量 传 播 ， 在 一 系 列 的 赋 值 中 ，一 个 值 从 一 个 变 量 传 递 到 另 一 个
变 量 时 ， 便 会 发 生 复 制 传 播 。 在 这 种 情 形 中 ， 中 间 的 变 量 不 使 用 值 ， 而 只 是 将 它
传 递 到 下 一 个 变 量 。 在 这 个 系 列 中 ， 更 有 效 的 是 ， 将 值 直 接 赋 予 最 后 的 变 量 ， 并
跳 过 其 他 变 量 。 这 里 有 一 个 例 子 ， 在 此 ， 删 除 复 制 传 播 ， 来 给 出 一 个 无 关 紧 要 的
语 句 ， 编 译 器 作 出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替 换 。 看 看 这 些 代 码 序 列 ：

i =  n P a r a m ;

F u n c t i o n ( i ) ;

i= j ;

转 变 为 ：

i =  n P a r a m ;

F u n c t i o n ( n P a r a m ) ;

i= j ;



在 这 里 ， n P a r a m 值 通 过 i 来 传 播 ， 以 便 变 成 f u n c t i o n 的 参 数 ， 但 是 ， 既 然 i 从 来
不 使 用 n P a r a m 值 ，复 制 传 播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编 译 器 能 较 安 全 地 将 n P a r a m 替 换 为
函 数 参 数 。 因 为 这 种 优 化 ， 第 1 个 赋 值 语 句 现 在 变 成 了 无 用 的 “ 死 存 储 区 ”， 在
下 一 节 将 会 讨 论 这 一 点 。

死 存 储 区 和 死 码 的 消 除

当 我 们 看 到 前 面 的 例 子 时 ， 复 制 传 播 经 常 将 中 间 赋 值 语 句 留 作 死 存 储 区 ，程 序 可
以 将 数 据 赋 给 一 个 变 量 ， 而 无 需 从 中 读 取 它 。 当 它 识 别 出 死 存 储 区 赋 值 时 ， 优 化
编 译 器 只 是 忽 略 这 些 指 令 ， 以 便 它 不 会 变 成 目 标 映 象 中 的 一 部 分 。 例 如 ， 在 编 译
器 消 除 了 死 存 储 区 后 ， 原 来 此 段 中 的 三 个 指 令 被 减 少 为 两 个 指 令 。

F u n c t i o n  ( n P a r a m )

i  =  j

在 编 译 器 扩 充 了 复 杂 的 宏 后 ， 便 可 以 删 除 复 制 传 播 和 死 存 储 区 了 。

与 死 存 储 区 相 关 的 是 死 码 。死 码 是 程 序 运 行 时 处 理 器 不 能 到 达 的 一 条 指 令 或 一 群
指 令 ，这 些 不 可 达 到 的 代 码 经 常 是 目 前 优 化 的 副 产 品 ，由 于 编 译 器 没 有 为 死 码 或
死 存 储 区 产 生 目 标 指 令 ， 因 此 ， 消 除 这 些 条 件 代 表 了 最 理 想 的 优 化 。



公 共 子 表 达 式 的 消 除

当 编 译 器 识 别 到 一 系 列 表 达 式 都 影 响 相 同 的 值 时 ，它 会 计 算 一 次 子 表 达 式 ，并 替
换 系 列 中 所 有 子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 例 如 ， 考 虑 下 段 中 的 子 表 达 式 y * z：

x = y * z ;

w = y * z ;

通 过 添 加 一 个 赋 值 语 句 ，并 用 一 个 变 量 替 代 两 个 子 表 达 式 ，编 译 器 消 除 了 两 个 多
相 操 作 中 的 一 条 。

t e m p = y * z ;

x = t e m p ;

w = t e m p ;

根 据 环 境 以 及 子 表 达 式 是 否 经 常 出 现 ， 替 换 可 以 减 少 程 序 段 中 的 代 码 大 小 。 而
且 ， 消 除 公 共 的 子 表 达 式 几 乎 总 能 提 高 运 行 速 度 。

循 环 优 化

循 环 内 部 的 优 化 通 常 是 显 著 有 效 的 ， 因 为 速 度 是 通 过 循 环 的 次 数 来 加 倍 提 高 。在



以 前 程 序 段 里 所 描 述 的 优 化 仅 仅 当 应 用 是 在 循 环 内 的 代 码 时 才 会 更 有 效 。 但 是 ，
这 里 也 有 其 他 的 优 化 技 术 ， 适 用 于 针 对 循 环 的 编 译 器 。 也 许 ， 最 常 见 的 循 环 优 化
技 术 就 是 不 变 式 移 动 或 提 升 ， 这 意 味 着 将 代 码 从 一 个 循 环 内 移 到 循 环 外 ，“ 不
变 ” 是 指 ， 在 通 过 所 有 的 循 环 时 ， 一 个 表 达 式 仍 保 持 常 量 值 ， 这 里 有 一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 它 是 循 环 中 的 不 变 表 达 式 ：

f o r  ( i = 0 ;  i < 1 0 ;  i + + )

   n A r r a y [ i ] = x + y  ;

通 过 从 循 环 中 移 出 不 变 表 达 式 ，编 译 器 产 生 仅 计 算 一 次 表 达 式 的 代 码 ，而 不 是 1 0
次 ， 在 代 码 大 小 上 没 有 明 显 的 增 大 。

t e m p = x + y ;

f o r ( i = 0 ;  i < 1 0 ;  i + + )

   n A r r a y [ i ] = t e m p ;

指 令 顺 序 安 排

如 果 一 条 指 令 不 依 赖 于 其 他 指 令 的 结 果 ， 高 级 处 理 器（ 像 奔 腾 系 列 ） 能 够 在 两 个
类 似 的 流 水 线 同 时 执 行 两 条 指 令 。独 立 性 可 能 会 导 致 称 为 流 水 线 堆 栈 的 条 件 。通



过 使 用 指 令 时 序 安 排 ， 也 就 是 指 令 定 序 ， 编 译 器 通 过 重 新 安 排 机 器 指 令 的 顺 序 ，
以 阻 止 这 样 的 独 立 性 产 生 。 例 如 ， 考 虑 标 为 A ， B ， C 的 三 个 指 令 ：

a d d      a x , i S h o r t       ; I n s t r u c t i o n   A

m o v s x   e b x , a x         ;  I n s t r u c t i o n   B

x o r      e c x , e c x        ;  I n s t r u c t i o n   C

指 令 A 和 B 不 能 同 时 执 行 ， 因 为 指 令 B 依 赖 于 指 令 A 的 结 果 。 也 就 是 说 ， 在 运
行 指 令 B 之 前 ，处 理 器 必 须 了 解 寄 存 器 A X 中 的 值 和 它 的 符 号 位 状 态 。而 且 ，指
令 C 既 不 依 赖 于 A ， 也 不 依 赖 于 B ， 通 过 颠 倒 指 令 B 和 指 令 C 的 顺 序 ， 编 译 器
便 避 免 了 潜 在 的 拖 延 情 况 的 发 生 ， 允 许 指 令 A 和 指 令 C 同 时 执 行 ：

a d d      a x , i S h o r t       ;  I n s t r u c t i o n   A

x o r      e c x , e c x         ;  I n s t r u c t i o n   C

m o v s x   e b x , a x          ;  I n s t r u c t i o n   B

指 令 顺 序 安 排 对 代 码 的 大 小 无 多 大 的 影 响 ，并 且 ，仅 当 程 序 在 高 级 处 理 器 上 运 行
时 才 会 发 生 作 用 。 在 此 章 的 最 后 一 节 中 ， 对 指 令 顺 序 安 排 有 较 详 细 的 说 明 。



降 低 强 度

处 理 器 在 做 加 法 和 减 法 时 比 较 快 ， 在 做 乘 法 和 除 法 时 ， 相 对 要 慢 些 。 例 如 ， 奔 腾
处 理 器 在 一 个 时 钟 周 期 中 可 以 添 加 两 个 3 2 位 寄 存 器 ， 而 在 进 行 乘 法 时 ， 需 要 1 0
个 周 期 ， 在 做 除 法 时 ， 所 需 要 的 周 期 要 超 过 4 0 个 。 在 优 化 时 ，V i s u a l  C + +编 译 器
要 寻 求 减 少 算 术 复 杂 性 的 机 会 ， 也 就 是 减 少 指 令“ 强 度 ” 的 机 会 ， 而 不 影 响 计 算
的 结 果 。

例 如 ，乘 以 或 除 以 2 的 指 令 强 度 可 以 通 过 等 效 的 移 位 操 作 来 实 现 。假 定 y 是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 对 于 如 下 操 作 ：

y = y / 1 6

编 译 器 可 以 将 它 替 换 为 ：

y = y > > 4 ;

这 种 替 代 产 生 了 与 原 始 指 令 同 样 的 结 果 ，因 为 除 以 1 6（ 2 4）可 以 与 右 移 4 位 有 同
样 的 效 果 。 以 其 他 方 向 移 位 也 一 样 ， 因 此 ， 整 数 变 量 乘 以 2 n， 就 等 效 于 左 移 n
位 。

在 从 汇 编 级 别 来 观 察 时 ，这 种 优 化 要 更 有 趣 ， 这 里 给 出 了 反 汇 编 时 原 始 指 令 的 状
态 ， 每 条 机 器 指 令 使 用 的 时 间 在 注 释 中 给 出 ：



/ /  I n s t r u c t i o n s  f o r  y  =  y / 1 6

m o v     e c x ,  1 6                      ;  1  c y c l e  o n  a  P e n t i u m

m o v     e a x  d w o r d  p t r  [ y ]              ;  1  cyc le

c d q                                 ;  3  c y c l e s

i d i v     e c x                          ; 4 6  c y c l e s

m o v     d w o r d  p t r  [y ] ,  eax              ;  1  c y c l e

                                   ; 5 2  c y c l e s  t o t a l

强 度 减 少 可 以 利 用 一 条 简 单 的 指 令 替 代 ：

/ /  I n s t r u c t i o n  f o r  y = y > > 4 ;

s a r    d w o r d   p t r  [y ] ,4     ; 3  c y c l e s   t o t a l

在 V i s u a l  C + +编 译 器 里 ， 这 个 例 子 颇 具 学 术 价 值 。 用 等 效 的 移 位 指 令 来 替 代 乘 或
除 操 作 ， 其 改 进 的 效 果 相 当 明 显 ， V i s u a l  C + +即 使 在 优 化 关 闭 时 也 会 作 出 这 样 的
替 换 。



内 嵌 扩 展

为 什 么 调 用 一 个 函 数 的 行 为 会 使 程 序 执 行 流 的 进 程 减 慢 ，原 因 有 几 个 。因 为 处 理
器 会 跳 到 代 码 的 新 位 置 ， 处 理 器 指 令 队 列 中 保 存 的 即 将 调 用 的 指 令 就 不 再 有 用
了 。 如 果 处 理 器 不 执 行 二 分 法 预 测 （ 奔 腾 机 也 是 一 样 〕， 在 这 个 队 列 满 时 ， 并 且
函 数 的 第 一 个 指 令 从 内 存 中 检 索 到 时 ， 它 就 会 停 下 来 。 更 糟 糕 的 是 ， 当 函 数 的 参
数 被 推 到 堆 栈 上 和 处 理 器 的 E I P 寄 存 器 上 时 ，此 调 用 也 许 会 产 生 一 系 列 的 内 存 写
操 作（ 对 E I P 寄 存 器 的 描 述 ， 参 见 第 11 章 中 有 关 调 试 器 的 附 加 信 息 ）。 当 函 数 完
成 后 ， 当 返 回 地 址 从 堆 栈 中 弹 出 到 E I P 寄 存 器 中 时 ， 处 理 器 会 再 次 停 止 ， 如 果 有
必 要 的 话 ， 预 取 的 队 列 会 被 填 满 ， 并 且 ， E I P 指 向 的 下 一 指 令 将 从 内 存 中 读 取 。
简 而 言 之 ， 调 用 函 数 和 退 出 函 数 的 代 价 都 相 当 昂 贵 。

内 嵌 扩 展 可 以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但 有 时 会 以 增 大 代 码 大 小 为 代 价 。在 这 个 优 化 技 术
里 ， 编 译 器 将 函 数 码 插 入 程 序 的 主 体 里 ，用 一 个 函 数 自 己 的 复 制 版 本 来 代 替 函 数
调 用 。 永 远 也 不 生 成 C A L L 机 器 指 令 ， 使 处 理 器 可 以 沿 着 指 令 的 顺 序 路 径 进 行 ，
而 不 会 转 到 其 他 地 方 。 按 照 顺 序 的 逻 辑 路 径 ， 处 理 器 能 够 更 精 确 地 预 取 指 令 ， 当
内 嵌 扩 展 发 生 在 一 个 循 环 中 时 ， 节 省 的 时 间 会 更 多 。

看 上 去 似 乎 很 奇 怪 ，但 内 嵌 扩 展 经 常 可 以 降 低 程 序 的 大 小 。内 嵌 扩 展 在 应 用 到 较
小 的 函 数 时 会 更 有 效 ，尤 其 是 对 于 参 数 是 常 量 ，或 者 按 指 针 传 递 而 不 是 按 值 来 传
递 的 参 数 。在 这 些 情 况 下 ，编 译 器 可 以 不 需 要 整 段 代 码 ，便 将 参 数 值 写 到 堆 栈 上 。
内 嵌 函 数 能 够 节 省 程 序 段 的 起 始 和 结 束 部 分 ， 并 可 以 省 却 创 建 独 立 的 堆 栈 结 构 。



内 嵌 也 暴 露 了 函 数 的 副 作 用 ， 例 如 ， 改 变 为 全 局 变 量 ， 它 们 对 编 译 器 来 说 是 不 可
见 的 。 这 可 以 进 行 更 多 的 其 他 优 化 ， 可 能 无 需 内 嵌 扩 展 也 行 。

字 符 串 合 并

编 译 器 能 决 定 什 么 时 候 程 序 多 次 创 建 相 同 的 字 符 串 。 字 符 串 合 并 是 一 种 优 化 技
术 ， 在 这 种 技 术 中 ， 编 译 器 仅 仅 为 第 1 个 字 符 串 分 配 数 据 空 间 ， 然 后 将 指 针 重 新
指 向 第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任 何 复 制 字 符 串 。

堆 栈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堆 栈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对 I n t e l 系 统 来 说 是 一 种 优 化 ， 它 能 节 省 代 码 的 起 始 和 结 尾
代 码 ， 对 拥 有 许 多 函 数 的 程 序 来 说 ， 这 种 节 省 是 可 观 的 。 如 果 没 有 堆 栈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编 译 器 会 为 每 一 个 要 求 堆 栈 结 构 的 函 数 产 生 序 言 代 码 。将 处 理 器 的 E B P
的 寄 存 器 指 向 堆 栈 结 构 的 顶 端 ， 如 下 ：

p u s h     e b p               ; S a v e   E B P   r e g i s t e r

m o v     e b p ,  e s p           ; P o i n t  t o  t o p  o f  f r a m e

s u b      e s p , l o c a l _ s p a c e     ; A l l o c a t e   s t a c k  f r a m e

当 函 数 完 成 时 ， 结 尾 代 码 消 除 堆 栈 结 构 ：



m o v   e s p , e b p      ; R e s t o r e   s t a c k   p o i n t e r

p o p   e b p          ; R e s t o r e    E B P   r e g i s t e r

利 用 这 种 方 法 ，E B P 寄 存 器 被 堆 栈 结 构 指 针 所 调 用 ，自 动 内 存 类 变 量 在 堆 栈 结 构
中 通 过 相 对 于 E B P 的 偏 移 量 而 被 引 用 ，利 用 E B P 作 为 结 构 指 针 是 W i n d o w s 老 版
本 中 遗 留 下 来 的 ，它 被 设 计 在 I n t e l  8 0 2 8 6 处 理 器 上 运 行 。当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起 作
用 时 ， 编 译 器 根 据 E S P 寄 存 器 的 相 对 堆 栈 数 据 ， 而 不 是 E B P 寄 存 器 ， 来 引 用 堆
栈 数 据 。 函 数 的 序 言 变 成 一 个 简 单 的 指 令 ， 来 调 整 E S P 堆 栈 指 针 创 建 堆 栈 结 构 ：

s u b   e s p , l o c a l _ s p a c e     ; A l l o c a t e   s t a c k   f r a m e

结 尾 程 序 会 去 除 堆 栈 结 构 ，方 法 是 将 l o c a l _ s p a c e 添 加 到 E S P ，更 好 的 是 ，堆 栈 指
针 的 忽 略 使 E B P 寄 存 器 可 以 自 由 地 用 在 其 他 优 化 上 ，结 构 指 针 忽 略 的 弊 端 在 于 ，
要 编 码 相 对 于 E S P 的 内 存 指 针 ， 这 比 相 对 于 E B P 的 相 同 指 针 多 用 一 个 字 节 。

禁 用 堆 栈 检 查

W i n 3 2 里 的 堆 栈 检 查 与 1 6 位 环 境 不 一 样 。 在 16 位 W i n d o w s 中 ， 堆 栈 检 查 涉 及
到 调 用 一 个 C 运 行 函 数 ， 即 堆 栈 探 测 器 （ s t a c k  p r o b e）。 在 一 个 程 序 中 ， 在 每 个
函 数 的 开 始 进 行 调 用 ，堆 栈 探 测 器 确 定 这 个 堆 栈 是 否 有 足 够 的 空 间 ，来 适 应 函 数
的 自 动 存 储 要 求 。 如 果 堆 栈 空 间 足 够 ， 探 测 器 返 回 ， 并 且 函 数 继 续 运 行 。 否 则 ，
探 测 器 会 通 知 开 发 人 员 函 数 不 能 执 行 ， 因 为 它 超 出 了 堆 栈 的 限 度 。



W i n 3 2 应 用 程 序 不 要 求 这 种 堆 栈 检 查 ，因 为 有 一 种 系 统 服 务 阻 止 了 堆 栈 溢 出 。 当
一 个 程 序（ 或 线 程 ） 访 问 堆 栈 底 端 附 近 的 内 存 时 ， 操 作 系 统 假 设 堆 栈 空 间 已 经 不
够 用 了 ，并 且 相 应 提 高 堆 栈 的 大 小 。这 将 在 程 序 的 最 深 访 问 处 和 堆 栈 的 底 端 之 间
产 生 更 大 的 距 离 。 尽 管 自 动 堆 栈 调 整 使 老 式 的 1 6 位 堆 栈 探 测 器 过 时 ， 堆 栈 检 查
仍 然 可 以 应 用 在 W i n 3 2 应 用 程 序 里 。 为 了 了 解 这 种 目 的 ， 有 必 要 检 查 系 统 怎 样
将 内 存 添 加 到 堆 栈 上 。

对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或 单 独 的 线 程 来 说 ， 堆 栈 空 间 在 页 面 提 交 。页 面 大 小 取 决 于 目 标
系 统 ，对 In t e l、M I P S 和 P o w e r P C 系 统 来 说 ，一 页 有 4 K B 。仅 当 堆 栈 的 访 问 结 束 ，
进 入 到 保 护 页 的 区 域 后 ，操 作 系 统 才 能 识 别 堆 栈 溢 出 。保 护 页 是 堆 栈 中 最 后 的 提
交 页 （ W i n d o w s  N T 中 设 置 的 保 护 页 与 W i n d o w s  9 5 中 略 有 不 同 ）。 当 程 序 访 问 保
护 页 中 的 堆 栈 内 存 时 ， 系 统 将 提 交 另 一 页 ， 来 增 加 堆 栈 的 大 小 ， 此 过 程 称 为“ 堆
栈 的 增 长 ”。 图 1 2 - 1 显 示 了 堆 栈 是 怎 样 通 过 被 操 作 系 统 提 交 的 页 而 增 长 的 。

如 图 1 2 - 1 所 示 ， 对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 超 出 堆 栈 保 护 页 ， 并 试 图 进 入 保 留 的 内
存 ， 这 是 可 能 发 生 的 。这 可 能 发 生 在 函 数 为 其 局 部 变 量 分 配 更 多 的 堆 栈 页 面 的 情
况 下 ：

v o i d  B i g L o c a l  (  )

{

c h a r  c h A r r a y  [ 3 * 4 0 9 6 ] ;        / / A l l o c a t e  3  p a g e s  ( 1 2  k b )  o f  s t a c k



c h A r r a y [ 1 2 0 0 0 ]  =  - 1 ;          / / T h i s  a s s i g n m e n t  m a y  f a i l

.

.

.

}

在 这 个 简 单 的 说 明 中 ， c h A r r a y 假 定 3 页 ( 1 2 K B )的 堆 栈 。 函 数 为 自 动 数 据 分 配 空
间 ， 方 法 是 按 请 求 的 1 2 K B 来 减 少 处 理 器 的 堆 栈 指 针 E S P ， 但 是 ， 这 不 可 能 提 交

更 多 的 堆 栈 。 如 果 分 配 给 c h A r r a y 的 空 间 在 靠 近 堆 栈 的 底 端 进 行 ， 访 问 c h A r r a y
中 的 高 序 元 素 可 能 超 过 堆 栈 的 保 护 页 ，从 而 进 入 保 留 的 内 存 。这 将 触 发 一 种 非 法
的 访 问 操 作 ， 系 统 会 通 过 终 止 应 用 程 序 来 解 决 这 种 系 统 问 题 。



图 1 2 - 1   应 用 程 序 堆 栈 的 增 长

在 W i n 3 2 的 堆 栈 检 查 中 ， 可 以 阻 止 这 种 类 型 的 方 案 。 当 启 用 堆 栈 检 查 时 ， 编 译
器 计 算 每 个 函 数 局 部 数 据 的 总 尺 寸 ， 带 局 部 变 量 的 函 数 消 耗 的 堆 栈 页 面 要 少 一
个 ， 不 能 超 出 保 护 页 ， 并 因 此 不 能 要 求 堆 栈 检 查 。 而 且 ， 带 有 多 页 自 动 数 据 的 每
个 函 数 要 优 先 于 在 C 运 行 库 中 的 堆 栈 检 查 调 用 。 堆 栈 检 查 例 程 只 是 到 达 接 下 来



的 堆 栈 页 ， 也 就 是 说 ， 它 进 入 一 个 循 环 ， 来 读 取 堆 栈 上 的 字 节 ， 其 增 量 为 4 0 9 6
字 节 。 循 环 在 堆 栈 的 顶 端 开 始 ， 并 向 下 继 续 执 行 ， 直 到 堆 栈 检 查 例 程 到 达 足 够 多
的 页 ， 来 满 足 函 数 的 堆 栈 要 求 。

图 1 2 - 1 显 示 了 堆 栈 检 查 怎 样 解 决 B i g L o c a l 函 数 的 问 题 ， 在 B i g L o c a l 函 数 得 到 控
制 权 之 前 ， 堆 栈 检 查 例 程 到 达 堆 栈 顶 端 下 面 的 1， 2 和 3 页 。 假 定 c h A r r a y 的 分
配 在 堆 栈 中 的 最 后 提 交 页 中 开 始 ，第 一 次 到 达 将 访 问 保 护 页 ，系 统 的 反 应 是 提 交
另 一 页 ， 使 它 成 为 新 的 保 护 页 。 在 堆 栈 检 查 例 程 中 ， 循 环 里 的 第 2 次 重 复 到 达 新
的 保 护 页 ， 使 得 系 统 提 交 下 一 页 。 此 处 理 会 第 3 次 重 复 ， 在 堆 栈 检 查 例 程 返 回 和
B i g L o c a l 得 到 控 制 之 前 ， 给 堆 栈 增 加 三 页 。 现 在 ， 当 B i g L o c a l 存 取 邻 近 c h A r r a y
末 尾 时 的 一 个 元 素 时 ， 存 取 陷 入 堆 栈 的 提 交 页 中 ， 并 且 不 会 触 发 错 误 。

B i g L o c a l 没 有 堆 栈 检 查 也 能 解 决 它 自 己 的 问 题 吗 ？ 绝 对 可 以 。 例 如 ， 只 要 在
A r r a y [ 1 2 0 0 0 ]之 前 访 问 c h A r r a y [ 4 0 0 0 ]和 c h A r r a y [ 8 0 0 0 ]，函 数 便 可 以 照 管 提 交 要 求
的 内 存 ， 并 确 保 堆 栈 没 有 溢 出 。 堆 栈 检 查 给 程 序 添 加 了 开 销 ， 禁 用 它 可 以 节 省 代
码 ， 并 且 ， 对 于 具 有 很 大 的 存 储 器 要 求 的 应 用 程 序 ， 可 以 增 强 其 运 行 速 度 。 只 要
在 随 后 的 页 中 存 取 堆 栈 数 据 ，并 从 堆 栈 的 顶 部 向 底 部 工 作 ，这 些 应 用 程 序 不 要 求
进 行 堆 栈 检 查 。

堆 栈 覆 盖

堆 栈 覆 盖 优 化 也 许 有 好 处 ， 也 许 没 有 好 处 。 这 取 决 于 堆 栈 适 用 的 范 围 。 通 过 使 用
堆 栈 覆 盖 ， 编 译 器 重 新 使 用 堆 栈 空 间 ， 来 保 存 没 有 覆 盖 的 局 部 变 量 ， 这 意 味 着 ，



在 一 个 函 数 中 ， 如 果 最 后 访 问 X 在 第 一 次 访 问 Y 之前，则 X 和 Y 均 能 安 全 地 占
据 堆 栈 结 构 的 同 一 位 置 。

通 过 最 大 限 度 的 地 减 小 所 占 据 堆 栈 的 深 度 ，编 译 器 降 低 程 序 运 行 时 堆 栈 溢 出 的 机
会 。 尽 管 堆 栈 增 大 时 的 系 统 反 应 对 用 户 来 说 是 透 明 的 ， 但 操 作 会 消 耗 不 少 时 间 ，
堆 栈 覆 盖 也 能 减 少 一 个 函 数 的 运 行 大 小 ，方 法 是 缩 短 堆 栈 上 的 局 部 变 量 与 堆 栈 结
构 顶 端 之 间 的 距 离 。重 新 调 用 函 数 的 结 构 指 针 指 向 堆 栈 结 构 的 顶 端 。如 果 在 一 个
堆 栈 中 ，局 部 变 量 所 占 据 的 位 置 距 离 堆 栈 结 构 指 针 少 于 1 2 8 个 字 节 ，则 编 码 每 个
变 量 的 指 针 时 ， 要 比 偏 移 量 大 于 1 2 8 字 节 时 少 用 3 个 以 下 的 字 节 。

m o v    e a x , [ E B P + 4 ]     ;  T h i s  i n s t r u c t i o n  i s  3  b y t e s  s m a l l e r

m o v    e a x , [ E B P + 2 5 6 ]   ;  t h an  t h i s  i n s t ruc t i on

任 何 在 堆 栈 上 从 覆 盖 变 量 所 得 到 的 好 处 都 与 环 境 有 关 ，但 是 ，堆 栈 覆 盖 没 有 任 何
代 价 。

假 定 没 有 别 名

别 名 意 味 着 使 用 多 个 名 字 引 用 一 个 内 存 对 象 。指 针 和 联 合 给 程 序 员 提 供 了 众 多 的
机 会 来 使 用 别 名 。 下 面 给 出 了 一 个 比 较 典 型 的 例 子 ， 其 中 ， c 和 *cp t r 引 用 内 存 中
的 相 同 字 节 。



c h a r   c ;

c h a r   * c p t r  =  & c ;

别 名 的 使 用 限 制 了 编 译 器 进 行 某 种 优 化 的 能 力 ， 如 将 变 量 设 为 寄 存 器 变 量 。 例
如 ， 在 这 种 代 码 段 中 ， 编 译 器 不 能 安 全 地 存 储 寄 存 器 中 的 变 量 ， 如 果 有 这 种 可 能
性 ， 程 序 随 后 将 用 cp t r 而 不 是 c 将 一 个 新 值 写 入 内 存 。 如 果 发 生 这 样 的 情 况 ， 寄
存 器 内 的 值 将 不 再 有 效 。 编 译 器 能 经 常 较 成 功 地 跟 踪 cp t r 和 c 的 使 用 ， 而 且 ， 不
管 别 名 的 使 用 如 何 ， 在 安 全 的 情 况 下 ， 它 可 以 重 新 将 C 作 为 寄 存 器 变 量 （ cp t r
变 量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均 能 被 再 次 寄 存 ）。

别 名 可 以 假 定 一 种 微 妙 的 格 式 ，使 编 译 器 不 能 识 别 ，接 下 来 的 代 码 描 述 了 两 个 变
量 p t r1 和 p t r2 均 指 向 同 一 数 组 的 情 况 。 然 而 ， 编 译 器 不 能 识 别 这 个 别 名 ， 因 为
p t r2 是 从 主 函 数 作 用 域 之 外 的 另 一 个 函 数 中 获 得 它 的 值 。

c h a r  c h A r r a y [ 5 ] ;                        //  G l o b a l  s c o p e

m a i n  ( )

{

 …



     c h a r  * p t r 1  =  c h A r r a y ;              / /p t r1  p o i n t s  t o  c h A r r a y

     c h a r  * p t r 2  =  G e t P o i n t e r ( ) ;          / / S o  d o e s  p t r 2

        

}

c h a r  *  G e t P o i n t e r  ( v o i d )

{

        r e t u r n  c h A r r a y ;

}

当 以 保 守 的 方 式 进 行 优 化 时 ，以 上 例 子 能 够 正 确 运 行 ，因 为 编 译 器 不 能 事 先 知 道
p t r2 的 值 ， 它 允 许 这 种 可 能 性 存 在 ，即 pt r1 和 p t r2 均 是 同 一 内 存 目 标 的 别 名 。 因
此 ， 它 可 能 在 涉 及 到 其 中 任 何 一 个 指 针 时 不 进 行 任 何 优 化 。这 种 假 设 是 比 较 安 全
的 ， 但 也 可 能 会 引 起 编 译 器 错 过 合 理 优 化 的 机 会 。

V i s u a l  C + +编 译 器 提 供 了 一 个 A s s u m e  N o  A l i a s i n g（ 假 定 没 有 别 名 ） 开 关 来 处 理
类 似 这 样 的 情 形 。这 种 优 化 开 关 提 示 编 译 器 变 量 没 有 隐 藏 的 别 名 ， 与 本 例 子 中 的
c h A r r a y 的 情 形 一 样 。 此 开 关 给 编 译 器 提 供 了 一 种 权 限 ， 去 主 动 优 化 涉 及 指 针 的



代 码 ， 这 些 指 针 通 过 不 可 见 的 别 名 来 释 放 。

相 对 于 A s s u m e  N o  A l i a s i n g 选 项 ， V i s u a l  C + + 还 提 供 了 不 太 主 动 的 方 式 ， 名 为
A s s u m e  A l i a s i n g  A c r o s s  F u n c t i o n  C a l l s（ 假 定 别 名 跨 越 函 数 调 用 ）。 这 种 优 化 开 关
告 诉 编 译 器 ， 假 定 别 名 在 代 码 中 不 存 在 ， 除 非 是 跨 越 函 数 调 用 。 此 开 关 给 予 编 译
器 的 仅 仅 是 限 定 的 权 限 ， 来 优 化 涉 及 到 指 针 的 代 码 ， 但 是 ， 这 比 根 本 没 有 权 限 要
更 好 一 些 。本 章 的 后 一 节 将 会 讨 论 这 两 个 优 化 开 关 经 常 是 怎 样 应 用 于 试 错 方 法 中
的 。

函 数 级 别 的 链 接

对 一 个 函 数 而 言 ， 在 它 外 面 对 它 进 行 优 化 是 可 能 的 ， 可 以 通 过 内 嵌 方 法 ， 或 者 因
为 编 译 器 已 经 知 道 了 怎 样 用 这 种 从 不 调 用 函 数 的 方 式 来 编 译 程 序 。而 且 ，因 为 编
译 器 无 法 决 定 是 否 有 别 的 源 模 块 访 问 此 函 数 ，函 数 必 须 要 被 编 译 ， 并 包 含 在 目 标
映 象 中 。仅 当 链 接 器 能 识 别 何 时 函 数 在 一 个 程 序 中 保 持 不 引 用 时 。 如 果 编 译 器 以
压 缩 形 式 写 下 了 一 个 未 引 用 的 函 数 ， 链 接 器 将 从 所 完 成 的 可 执 行 程 序 中 删 除 它 。

函 数 级 别 的 链 接 确 保 在 一 个 源 模 块 里 的 所 有 函 数 都 封 装 起 来 。也 就 是 说 ，在 目 标
代 码 中 ， 通 过 一 个 C O M D A T 记 录 来 识 别 。 C O M D A T 记 录 的 格 式 是 C O F F
（ C o m m o n  O b j e c t  F i l e  F o r m a t，通 用 目 标 文 件 格 式 ），含 有 允 许 链 接 器 去 识 别 未 引
用 函 数 ， 并 从 可 执 行 映 象 中 删 除 它 们 ， 这 个 过 程 叫 做 “ 传 递 C O M D A T 消 除 ”。
如 果 没 有 C O M D A T 记 录 ， 在 链 接 后 ， 映 象 中 将 保 留 未 引 用 的 函 数 ， 从 而 占 据 空
间 。



优 化 开 关

现 在 ， 让 我 们 从 概 述 转 向 细 则 。 本 节 主 要 是 将 目 前 所 学 的 编 译 器 优 化 同 V i s u a l
C + + 中 控 件 优 化 进 程 的 开 关 联 系 起 来 。开 关 在 图 1 2 - 2 所 示 的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 可 以 使 用 P r o j e c t 菜 单 中 的 S e t t i n g s 命 令 来 调 用 它 。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具 有 许 多 开 关 和 选 项 ，它 们 可 以 影 响 建 立 的 进 程 和 最 终 可 执 行 程 序 的 效 率 。这 节
集 中 在 对 话 框 的 C / C + +选 项 卡 上 ，其 中 包 含 有 用 来 管 理 编 译 器 如 何 优 化 项 目 源 文
件 的 一 切 开 关 。

默 认 优 化 设 置 取 决 于 建 立 的 目 标 。 在 建 立 调 试 版 本 时 ， V i s u a l  C + +会 关 闭 优 化 ，
以 确 保 可 执 行 程 序 真 正 转 换 的 是 源 程 序 。 对 于 发 行 版 本 ， 默 认 情 况 下 ， 编 译 器 优
化 速 度 ，甚 至 不 惜 增 大 代 码 尺 寸 。对 许 多 项 目 来 说 ，默 认 优 化 设 置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并 且 ，在 本 书 中 已 经 用 实 例 说 明 了 这 一 点 ，你 可 以 较 轻 松 地 建 立 和 开 发 一 个 无 需
进 入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的 项 目 。 我 们 将 会 明 白 ， 为 什 么 需 要 人 工 调 节 项 目 的
优 化 设 置 。

图 1 2 - 2 显 示 了 含 有 一 列 项 目 源 文 件 的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的 左 半 部 分 ，它 类 似
于 W o r k s p a c e（ 工 作 空 间 ） 窗 口 里 的 F i l e V i e w 窗 格 。 在 设 置 优 化 开 关 之 前 ， 从 列
表 顶 端 选 择 项 目 名 或 单 独 的 文 件 。 为 了 选 择 一 组 文 件 ， 当 按 下 C t r l 键 时 ， 单 击 需
要 的 文 件 名 。文 件 列 表 中 的 选 择 指 出 优 化 开 关 将 应 用 在 哪 个 文 件 或 文 件 组 。选 择
项 目 名 ， 使 优 化 设 置 对 于 所 有 源 文 件 是 通 用 的 。 选 择 单 独 的 模 块 ， 可 以 为 最 快 速
度 而 优 化 其 中 的 一 些 ，有 些 是 为 了 最 小 的 尺 寸 ，还 有 一 些 是 为 了 所 选 择 的 混 合 优



化 标 准 。 初 始 的 建 立 目 标 在 对 话 框 的 左 上 角 显 示 ， 它 取 决 于 当 前 项 目 的 有 效 配
置 。 当 设 置 编 译 器 优 化 时 ， 目 标 应 该 是 W i n 3 2 发 行 版 本 。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目 标 并 不 能 改 变 项 目 的 有 效 配 置 。



图 1 2 - 2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优 化 目 标 的 快 捷 方 式

为 了 更 细 致 地 进 行 优 化 ， 可 在 源 代 码 的 关 键 位 置 插 入 o p t i m i z e。 这 会 为 单 独 的 函



数 设 置 编 译 器 优 化 开 关 ，从 而 忽 略 目 前 的 项 目 设 置 ，你 可 以 优 化 特 定 函 数 的 运 行
速 度 ， 例 如 ， 当 为 代 码 的 大 小 优 化 源 模 块 的 余 下 部 分 时 ， 参 考 在 线 帮 助 ， 以 寻 求
更 多 的 关 于 o p t i m i z e 的 信 息 。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的 C / C + +选 项 卡 的 外 观 取 决 于 对 话 框 顶 部 的 C a t e g o r y 框
中 的 当 前 选 项 。 在 这 个 框 中 已 列 出 8 种 编 译 器 分 类 ，四 种 含 有 所 有 的 与 编 译 器 优
化 相 关 的 开 关 。

n  G e n e r a l  c a t e g o r y （ 通 用 分 类 ）： 对 于 总 的 优 化 目 标 ， 这 是 很 方 便 的 选
择 ， 它 没 有 针 对 单 独 的 优 化 方 法 的 微 调 使 用 的 控 件 。

n  C o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c a t e g o r y （ 代 码 生 成 分 类 ）： 处 理 器 特 定 的 优 化 和 项
目 的 默 认 调 用 约 定 。

n  C u s t o m i z e  c a t e g o r y （ 自 定 义 分 类 ）： 字 符 串 共 用 和 函 数 级 别 的 链 接 。

n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s  c a t e g o r y （ 优 化 分 类 ）： 对 项 目 优 化 进 行 微 调 。

在 C / C + +选 项 卡 中 ， 所 有 分 类 都 有 R e s e t（ 重 新 设 置 ） 按 钮 ， 而 且 ， 它 是 返 回 到
编 译 器 的 默 认 设 置 的 方 便 方 式 。 当 所 有 开 关 被 设 置 为 默 认 值 时 ， R e s e t 按 钮 被 禁
用 ， 只 有 在 任 意 分 类 中 作 出 某 种 变 化 时 ， 它 才 会 变 成 有 效 的 。 单 击 R e s e t 按 钮 可
以 恢 复 所 有 分 类 的 默 认 设 置 ， 而 不 只 是 可 见 的 分 类 。



通 用 分 类

在 通 用 分 类 中 ，你 可 以 快 速 从 几 种 名 为 D e f a u l t（ 默 认 ）, D i sab le（ 禁 用 ）,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 最 大 化 速 度 ） ,  M i n i m i z e  S i z e（ 最 小 化 大 小 ） 和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图
1 2 - 2 ） 的 优 化 设 置 中 选 择 。 因 为 D i s a b l e 设 置 代 表 了 完 全 抑 制 所 有 编 译 器 优 化 的
唯 一 方 式 ， 它 用 于 进 行 调 试 。 D e f a u l t 设 置 清 除 了 所 有 优 化 开 关 ， 包 括 D isab le 开
关 ，这 意 味 着 ，编 译 器 还 可 执 行 一 些 提 高 速 度 的 优 化 ，稍 候 ，我 们 将 介 绍 其 详 情 。
D e f a u l t 设 置 不 是 特 别 有 效 。 只 有 在 想 手 工 控 制 字 符 串 共 用 和 函 数 级 别 链 接 优 化
的 开 关 时 ， 才 选 择 C u s t o m i z e 设 置 。 这 些 开 关 出 现 在 C u s t o m i z e 分 类 中 ， 这 将 在
以 后 简 单 进 行 描 述 。

在 G e n e r a l 分 类 中 ，最 重 要 的 优 化 设 置 是 M i n i m u m  S i z e 和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这 些
开 关 可 以 作 为 大 多 数（ 不 是 所 有 的 ） 优 化 技 术 中 的 快 捷 方 式 ， 允 许 你 选 择 优 化 目
标 ， 而 无 须 涉 及 细 节 。 表 1 2 - 2 显 示 了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和 M i n i m i z e  S i z e 设 置 启 用
的 特 定 优 化 。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和 M i n i m i z e  S i z e 设 置 很 方 便 ， 但 有 点 保 守 。 如 表 1 2 - 2 所 示 ， 两
种 设 置 均 不 能 启 用 别 名 优 化（ A s s u m e  N o  A l i a s i n g 优 化 是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s 分 类 的 一
部 分 ）。 虽 然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设 置 包 括 字 符 串 共 用 和 函 数 级 别 链 接 的 优 化 ， 这 些
优 化 技 术 一 般 仅 仅 改 善 代 码 的 尺 寸 ， 而 不 是 速 度 。

表 1 2 - 2   通 过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和 M inim i z e  S i z e 设 置 启 用 的 优 化



优 化 最 小 尺 寸        最 快 速 度

G l o b a l  o p i t i m i z a t i o n s （ 全 局 优
化 ）

G e n e r a t e  i n t r i n s i c  f u n c t i o n s（ 产 生
内 部 函 数 ）

i n l i n e（ 内 嵌 ）

F a v o r  s m a l l  c o d e（ 支 持 小 代 码 ）

F a v o r  f a s t  c o d e（ 支 持 快 速 代 码 ）

F r a m e  p o i n t e r  o m i s s i o n（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

D i s a b l e  s t a c k  c h e c k i n g（ 禁 用 堆 栈
检 查 ）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S t r i n g  p o o l i n g（ 字 符 串 共 用 ）

F u n c t i o n - l e v e l  l i n k i n g（ 函 数 级 别
链 接 ）

                  续 表

目 前 ， 我 们 还 没 有 遇 到 表 1 2 - 2 中 的 前 4 项 ， 因 此 ， 需 要 对 它 们 稍 许 解 释 一 下 。
对 于 本 章 前 半 部 分 介 绍 的 某 些 编 译 器 优 化 来 说 ， G l o b a l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s 这 个 术 语 是
包 罗 万 象 的 ， 例 如 窥 孔 优 化 ， 处 理 器 寄 存 器 的 使 用 ， 循 环 优 化 ， 强 度 降 低 ， 消 除
不 需 要 的 元 素 ， 像 死 存 储 区 和 死 码 。 表 1 2 - 1 中 所 列 的 前 8 个 编 译 器 优 化 均 在 全
局 优 化 的 范 围 中 。

一 般 地 ， 通 过 时 间 运 行 库 提 供 的 函 数 ， 在 表 1 2 - 3 中 列 出 的 函 数 有 其 特 定 的 格 式 。
编 译 器 编 写 内 部 的 内 嵌 函 数 。 也 就 是 说 ， 在 选 择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选 项 时 ， 没 有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 放 置 内 嵌 内 部 函 数 能 够 提 高 程 序 的 运 行 速 度 ，但 也 能 导 致 程 序 尺
寸 更 大 ， 这 取 决 于 程 序 使 用 内 部 函 数 的 程 度 。 例 如 ， 在 I n t e l 处 理 器 上 运 行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 s t r c p y 函 数 的 内 部 形 式 占 据 了 4 1 个 代 码 字 节 。 调 用 函 数 的 正 常 运 行
版 本 最 多 占 用 1 8 个 字 节 ， 其 中 包 括 指 令 ， 来 传 递 堆 栈 上 的 两 个 字 符 串 指 针 ， 以
及 随 后 的 堆 栈 清 除 ， 它 通 过 调 用 程 序 来 处 理 。 使 用 s t r c p y 函 数 的 运 行 版 本 ， 而 不



是 它 的 内 在 格 式 ， 这 样 可 使 随 后 大 量 使 用 此 函 数 的 应 用 程 序 代 码 大 小 大 幅 度 降
低 。 当 仅 应 用 于 一 两 次 调 用 时 ， 这 种 节 省 似 乎 不 太 有 用 。

表 1 2 - 3   V i s u a l  C + + 中 内 在 的 运 行 函 数

_ d i s a b l e         _ l r o t r         _ s t r s e t         e x p        m e m c p
s t r ca t

_ e n a b l e         _ o u t p          a b s           f a b s       m e m c p y
s t r len

_ i n p            _ o u t p w        a t a n          l a b s        m e m s e t
s t r c m p

_ i n p w          _ r o t l           a t a n 2         l o g         s i n
s t r c p y

_ l r o t l           _ r o t r           c o s          l o g 1 0       s q r t
t an

除 了 针 对 表 1 2 - 3 中 函 数 的 内 嵌 调 用 ， 转 向 内 部 优 化 也 可 以 加 速 a c o s ,  a s i n ,  c o s h ,
f m o d ,  p o w ,  s i n h 和 t a n h 库 函 数 的 调 用 。 虽 然 这 些 函 数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内 部 函 数 ， 编
译 器 通 过 写 入 代 码 来 直 接 将 函 数 参 数 放 在 浮 点 芯 片 中 ， 而 不 是 将 它 们 置 于 堆 栈



中 ， 以 此 来 优 化 它 们 的 性 能 。 结 果 是 在 函 数 中 将 会 花 费 更 少 的 时 间 ， 但 代 码 的 代
价 要 提 高 些 。

当 编 译 器 遇 到 某 种 通 过 优 化 来 改 善 速 度 或 大 小 的 代 码 序 列 ，但 并 不 是 两 者 同 时 优
化 时 ， F a v o r  S m a l l  C o d e 和 F a v o r  F a s t  C o d e 优 化 将 影 响 编 译 器 的 决 定 。 例 如 ， 考
虑 一 条 指 令 ， 用 7 1 乘 以 变 量 x， 因 为 编 译 器 不 能 通 过 简 单 的 移 位 来 完 成 乘 法 计
算 ， 因 此 ， 当 决 定 怎 样 将 操 作 转 换 成 机 器 代 码 时 ， 它 可 以 有 两 种 有 效 的 选 择 。 如
下 所 示 ， 第 一 种 选 择 要 慢 一 些 ， 但 要 求 的 代 码 更 少 。

/ /  I n s t r u c t i o n s  f o r  x  * =  7 1 ;

m o v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x ]       ;               1  c y c l e         4  b y t e s

i m u l      e a x , e a x , 7 1             ;              1 0  c y c l e s        3  b y t e s

m o v      d w o r d  p t r  [ x ] ,  e a x       ;               1  c y c l e s        4  b y t e s

                             ;  To ta l  :        1 2  c y c l e s        1 1  by tes

第 二 种 选 择 使 用 特 定 的 In t e l 技 巧 ， 来 避 免 昂 贵 的 IM U L 指 令 ， 结 果 是 速 度 更 快 ，
但 代 码 序 列 更 长 。

/ /  I n s t r u c t i o n s  f o r  x  * =  7 1 ;



m o v        e c x ,  d w o r d  p t r  [ x ]                ;         1  c y c l e       4  b y t e s

l e a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e c x + e c x * 8 ]         ;         1  c y c l e       3  b y t e s

s h l         e a x ,  3                          ;         1  c y c l e       3  b y t e s

s u b         e a x , e c x                        ;         1  c y c l e       2  b y t e s

m o v        d w o r d  p t r  [x ] ,  eax                ;         1  c y c l e       4  b y t e s

                                        ;  To ta l :    5  c y c l e s     1 6  b y t e s

比 较 这 两 个 代 码 段 的 实 际 运 行 速 度 是 比 较 困 难 的 ，因 为 使 用 时 钟 周 期 极 少 能 区 别
整 个 事 件 。时 钟 周 期 所 测 定 的 仅 仅 是 处 理 器 在 运 行 一 个 指 令 时 所 花 费 的 时 间 ，不
是 读 指 令 和 从 内 存 读 取 数 据 到 处 理 器 时 所 花 的 时 间 。 尽 管 就 处 理 时 间 而 言 ， 第 2
种 代 码 序 列 要 比 第 1 种 代 码 序 列 快 得 多 ，严 格 来 说 ，真 正 提 高 的 速 度 可 能 要 比 这
些 数 字 所 指 示 少 些 。因 为 第 2 种 序 列 要 更 长 一 些 ，处 理 器 必 须 花 更 多 的 时 间 来 访
问 和 解 码 代 码 的 多 余 字 节 。 这 是 一 个 比 较 少 见 的 问 题 ， 而 且 ， 如 果 序 列 出 现 在 循
环 内 部 ，因 为 循 环 的 第 一 次 重 复 之 后 ，处 理 器 将 从 它 的 指 令 缓 存 内 而 不 是 内 存 内
取 出 代 码 。

当 试 图 决 定 两 个 序 列 中 谁 代 表 速 度 较 快 的 代 码 时 ，要 考 虑 到 另 一 个 能 进 一 步 影 响
结 果 的 因 素 。第 2 个 序 列 比 第 1 个 序 列 要 使 用 更 多 的 寄 存 器 ，而 寄 存 器 有 利 于 帮



助 优 化 另 一 部 分 代 码 。估 计 另 一 种 优 化 方 法 的 整 体 效 果 经 常 是 相 当 困 难 的 。一 般
来 说 ， 当 对 大 小 而 不 是 速 度 作 出 假 设 时 ， 可 能 要 容 易 猜 测 些 。

代 码 生 成 分 类

在 C a t e g o r y 框 中 选 择 C o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代 码 生 成 ），可 选 择 在 图 1 2 - 3 中 所 示 的 选
项 ， 包 括 ：

n  优 化 处 理 器 类 型

n  编 译 器 假 设 的 默 认 调 用 约 定

n  应 用 程 序 所 采 用 的 运 行 库 类 型

n  结 构 成 员 的 对 齐



图 1 2 - 3   C o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分 类 中 的 选 项



处 理 器

在 P r o c e s s o r（ 处 理 器 ）框 中 ，可 以 选 择 优 化 的 处 理 器 级 别 。默 认 设 置 为 B l e n d（ 混
合 ）， 它 代 表 了 一 种 折 衷 方 案 。 在 V i s u a l  C + +版 本 4 中 ， B l e n d 设 置 使 得 编 译 器 主
要 用 于 I n t e l  8 0 4 8 6 的 优 化 ，为 8 0 3 8 6 和 奔 腾 处 理 器 添 加 在 8 0 4 8 6 上 并 不 禁 止 执 行
的 优 化 。 在 版 本 5 和 版 本 6 中 ， B l e n d 设 置 主 要 针 对 奔 腾 机 ， 为 低 级 的 8 0 4 8 6 处
理 器 添 加 所 选 择 的 优 化 。

不 考 虑 处 理 器 设 置 ，编 译 器 所 产 生 的 仅 仅 是 能 被 8 0 3 8 6 识 别 的 机 器 指 令 。这 能 保
证 优 化 的 程 序 即 使 是 利 用 P e n t i u m 或 P e n t i u m  P r o 设 置 来 编 译 ， 也 能 运 行 在 低 级
处 理 器 上 。 实 际 上 ， P e n t i u m  和 B l e n d 设 置 具 有 同 样 的 作 用 。

调 用 约 定

C a l l i n g  C o n v e n t i o n（ 调 用 约 定 ） 框 中 的 选 择 确 定 为 项 目 或 所 选 定 源 文 件 的 默 认 调
用 约 定 。此 设 置 仅 仅 指 定 了 默 认 调 用 约 定 ，所 有 约 定 都 明 显 地 包 括 在 超 越 默 认 设
置 的 函 数 原 型 中 。调 用 约 定 为 调 用 程 序 和 被 调 用 的 函 数 确 立 了 规 则 ，指 定 参 数 以
什 么 顺 序 压 入 堆 栈 中 ， 外 部 名 字 怎 样 给 定 ， 当 函 数 返 回 时 谁 将 清 除 堆 栈 。

V i s u a l  C + +能 识 别 _ c d e c l ,  _ f a s t c a l l 和 _s tdca l l 调 用 约 定 ， 这 些 均 为 C 关 键 字 命 名 ，
以 函 数 声 明 的 顺 序 指 定 约 定 ， 约 定 总 结 如 下 ：



调 用 约 定            参 数 顺
序

  堆 栈 清 除        名 字

_ c d e c l              从 右 至 左

_fa s t ca l l             从 右 至
左

_s tdca l l             从 右 至 左

  调 用 程 序        _ f u n c t i o n

  调 用 函 数
@ f u n c t i o n @ n n n

  调 用 函 数
_ f u n c t i o n @ n n n

表 中 最 右 端 栏 目 所 描 述 的 是 函 数 名 怎 样 出 现 在 目 标 列 表 中 ， 其 中 ， f u n c t i o n 出 现
在 源 程 序 中 时 ， 它 代 表 函 数 名 ， n n n 表 示 参 数 列 表 的 大 小 ， 以 字 节 为 单 位 。 表 中
所 总 结 的 方 案 仅 仅 应 用 在 C 程 序 ， 以 及 e x t e r n  " C "关 键 字 的 C + + 函 数 中 。 如 果 没
有 关 键 字 ， C + + 便 使 用 一 种 不 同 的 设 定 系 统 。

_ c d e c l 设 置 指 定 了 C 调 用 约 定 ，这 种 约 定 变 量 参 数 列 表 ， 原 因 是 调 用 程 序 负 有 在
函 数 返 回 后 清 除 堆 栈 的 义 务 。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后 ，清 除 堆 栈 只 需 要 使 用 一 个 简 单
的 机 器 指 令 ， 以 便 来 重 新 设 置 堆 栈 指 针 。 代 码 并 不 多 ， 尤 其 是 如 果 函 数 采 用 一 个
参 数 的 情 况 下 ， 此 时 ， 一 字 节 的 P O P 指 令 便 可 以 重 新 设 置 堆 栈 指 针 。 但 是 ， 当
采 用 更 多 的 函 数 调 用 时 ， 清 除 堆 栈 的 指 令 便 会 对 程 序 少 许 增 加 一 些 开 销 。



_ f a s t c a l l 约 定 改 进 了 调 用 至 少 占 用 一 个 参 数 的 C 函 数 的 速 度 。 在 这 种 约 定 中 ， 前
两 个 适 当 的 函 数 参 数 值 被 传 递 给 处 理 器 寄 存 器 。 所 有 其 他 参 数 传 递 到 函 数 中 ，方
法 是 的 它 们 以 从 左 到 右 的 顺 序 压 入 堆 栈 。 在 In t e l 系 统 中 ， V i s u a l  C + +利 用 E C X
和 E D X 寄 存 器 为 _fa s t ca l l 函 数 传 递 参 数 。尽 管 E C X 和 E C X 寄 存 器 自 从 C  7 时 代
以 来 已 经 被 _ f a s t c a l l 所 应 用 ， 但 微 软 公 司 不 能 保 证 将 来 的 V i s u a l  C + +发 行 版 本 将
会 继 续 使 用 同 一 寄 存 器 （ 这 种 警 告 仅 适 用 于 含 有 内 嵌 汇 编 代 码 的 _ f a s t c a l l 函 数 ）。
除 了 提 高 运 行 速 度 外 ， _fas t ca l l 约 定 通 常 会 稍 微 减 少 代 码 大 小 ， 约 定 的 唯 一 不 利
之 处 就 是 ， 它 不 允 许 变 量 参 数 列 表 。

_ s t d c a l l  约 定 通 过 W i n d o w s  A P I 来 调 用 约 定 ， 当 应 用 给 有 固 定 参 数 列 表 的 函 数
时 ， _s tdca l l 类 似 于 _fas t ca l l 约 定 ， 只 是 它 不 能 向 寄 存 器 中 传 递 参 数 。 这 个 约 定 有
利 于 减 少 程 序 代 码 大 小 ，因 为 堆 栈 清 除 的 义 务 属 于 被 调 用 的 函 数 ， 而 不 是 调 用 程
序 。 在 _fas t ca l l 和 _s tdca l l 下 ， 函 数 通 过 R E T（ 返 回 ） 指 令 可 以 有 效 地 清 除 堆 栈 ，
而 无 需 显 式 地 调 节 E S P 堆 栈 指 针 。 _s tdca l l 约 定 也 允 许 函 数 的 变 量 参 数 列 表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调 用 以 与 _ c d e c l 一 样 的 方 式 实 现 ， 强 迫 调 用 程 序 清 除 堆 栈 。

运 行 库

选 择 正 确 的 运 行 库 ，能 减 少 应 用 程 序 的 代 码 大 小 ，尽 管 通 常 没 有 必 要 去 调 整 默 认
设 置 。 不 要 误 解 M u l t i t h r e a d e d  D L L 和 D e b u g  M u l t i t h r e a d e d  D L L 的 设 置 ， 设 置 中
的“ D L L ” 指 的 是 运 行 库 ， 而 不 是 项 目 ， 并 且 ， 它 并 不 意 味 着 运 行 时 仅 仅 应 用 于
创 建 动 态 链 接 库 的 项 目 。 M u l t i t h r e a d e d  D L L 设 置 将 项 目 与 用 于 M s v c r t . d l l 的 导 入



库 链 接 起 来 ， 这 是 一 个 可 重 新 分 布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 它 含 有 C 运 行 库 的 版 本 ， 而
且 可 以 处 理 线 程 。 动 态 或 静 态 地 与 运 行 库 链 接 ， 与 动 态 或 静 态 地 与 M F C 库 链 接
所 需 考 虑 的 问 题 相 同 。 静 态 链 接 使 可 执 行 文 件 变 得 更 大 。 动 态 链 接 使 得 代 码 更
小 ， 但 是 ， 要 求 用 已 完 成 的 应 用 程 序 来 重 新 分 配 M s v c r t . d l l。

在 表 1 2 - 4 中 ，总 结 了 C o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分 类 中 用 来 指 定 项 目 运 行 库 的 U s e  R u n - T i m e
L i b r a r y（ 使 用 运 行 库 ） 框 中 的 设 置 ：



表 1 2 - 4   U s e  R u n - T i m e  L i b r a r y 框 中 的 设 置 ， 它 确 定 程 序 如 何 与 C 运 行 库 链 接

设 置 运 行 库 说 明

S i n g l e - T h r e a d e d（ 单 线 程 ）

M ul t i t h r eaded（ 多 线 程 ）

M u l t i t h r e a d e d  D L L

D e b u g  S i n g l e e - T h r e a d e d （ 单 线
程 调 试 ）

D e b u g  M u l t i t h r e a d （ 多 线 程 调
试 ）

D e b u g  M u l t i t h r e a d e d  D L L ( 调
试 多 线 程 D L L )

L i b c . l i b

L i b c m t . l i
b

M s v c r t d . l
i b

L i b c d . l i b

L i b c m t d . l
i b

M s v c r t d . l
i b

与 库 的 静 态 链 接 ， 单 线
程

与 库 的 静 态 链 接 ， 单 线
程

用 于 M s v c r t d . l i b 的 导 入
库

静 态 链 接 ， 单 线 程 （ 调
试 版 本 〕

静 态 链 接 ， 多 线 程 （ 调
试 版 本 〕

用 于 M s v c r t d . l i b 的 导 入
库



结 构 对 齐

在 C o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分 类 中 ， 最 后 的 设 置 指 定 了 结 构 和 联 合 成 元 对 齐 的 边 界 。 在
结 构 的 第 1 个 成 员 后 ，随 后 的 每 个 成 员 落 在 内 存 边 界 上 ， 这 个 边 界 是 按 成 员 的 大
小 或 按 对 齐 的 设 置 来 决 定 的 ， 取 其 中 的 最 小 值 。 设 定 结 构 对 齐 值 为 1， 可 以 保 证
在 结 构 成 员 之 间 没 有 浪 费 的 内 存 ， 这 就 是 著 名 的 压 缩 结 构 的 技 术 。

压 缩 能 减 少 自 动 内 存 类 结 构 的 堆 栈 使 用 ， 或 减 少 静 态 存 储 类 的 结 构 的 程 序 大 小 。
对 压 缩 来 说 ，要 起 作 用 ，一 个 结 构 就 必 须 有 至 少 一 个 元 素 长 度 仅 为 1 或 2 个 字 节 ，
而 且 放 置 在 一 个 更 大 的 多 字 节 成 员 之 前 ， 如 一 个 整 数 。 例 如 ， 考 虑 压 缩 对 这 个 简
单 结 构 的 影 响 。

s t ruc t  s

{

    c h a r  c h ;     / / O n e - b y t e  e l e m e n t

in t  I ;       / / F o u r - b y t e  e l e m e n t

}

对 齐 值 为 4 或 更 多 ， 将 会 在 两 个 成 员 之 间 浪 费 3 个 字 节 ， 原 因 是 编 译 器 将 成 员 i



置 于 一 个 双 字 边 界 上 。 然 而 ， 对 齐 值 1 会 将 i 压 缩 c h 邻 近 内 存 的 位 置 ：



尽 管 压 缩 能 够 减 少 结 构 的 大 小 ， 这 种 节 省 可 能 并 不 会 使 程 序 数 据 区 域 全 面 减 少 。
它 取 决 于 结 构 里 的 成 员 的 混 合 状 况 ， 以 及 内 存 中 结 构 的 数 据 目 标 。 如 果 一 个 整 数
在 结 构 之 后 出 现 在 内 存 之 中 ， 例 如 ， 编 译 器 在 s . i 之 后 ， 将 整 数 与 下 一 个 双 字 边
界 对 齐 ， 因 此 ， 浪 费 的 字 节 通 过 压 缩 结 构 便 可 以 节 省 下 来 了 。

结 构 压 缩 需 要 运 行 速 度 方 面 的 代 价 ，因 为 处 理 器 当 从 内 存 中 读 取 不 对 齐 的 数 据 时



便 会 有 时 间 上 的 拖 延 。在 I n t e l  8 0 4 8 6 和 奔 腾 处 理 器 上 ，均 能 够 在 一 个 内 存 引 用 周
期 里 取 回 一 个 4 字 节 的 整 数 ，整 数 便 安 排 在 双 字 对 齐 边 界 上 。如 果 整 数 的 位 置 与
它 的 优 化 边 界 有 偏 移 ， 处 理 器 在 取 数 据 时 就 必 须 等 待 3 个 附 加 的 周 期 。 如 前 所
述 ， 在 存 储 整 数 s . i 时 ， 对 齐 设 置 1 或 2 可 以 节 省 空 间 ， 但 是 ， 代 价 是 当 读 写 入
整 数 时 ， 访 问 时 间 要 增 加 4 倍 。

对 动 态 链 接 库 和 组 件 软 件 ， 诸 如 A c t i v e X 控 件 ， 结 构 压 缩 也 会 导 致 出 现 一 些 小 问
题 。 如 果 库 导 出 一 个 函 数 ， 这 个 函 数 采 用 结 构 作 为 参 数 ， 或 者 返 回 结 构 指 针 ， 调
用 应 用 程 序 和 导 出 函 数 两 者 都 必 须 对 齐 结 构 。 看 一 下 前 面 的 图 ， 将 会 使 你 确 信 ，
当 调 用 应 用 程 序 使 用 4 或 更 高 的 对 齐 设 置 来 编 译 ，试 图 将 结 构 s 传 递 给 已 经 用 对
齐 设 置 1 或 2 编 译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时 ， 便 会 产 生 问 题 。 当 发 生 这 种 情 况 时 ， 调 用 程
序 和 库 对 整 数 s . i 找 到 的 内 存 位 置 是 不 同 的 。

如 果 你 的 库 将 结 构 或 指 针 传 递 给 一 个 结 构 ， 应 当 更 多 地 考 虑 压 缩 所 带 来 的 后 果 。
V i s u a l  B a s i c 假 定 结 构 对 齐 在 W O R D 边 界 上 ， 因 此 ， 为 了 成 功 地 共 享 一 个 结 构 ，
对 齐 设 置 2 对 库 和 V i s u a l  B a s i c 调 用 程 序 来 说 是 必 须 的 。 当 在 一 个 头 文 件 中 声 明
此 结 构 时 ， 也 必 须 考 虑 使 用 p a c k 关 键 字 。 接 着 ， 使 头 文 件 对 于 调 用 你 的 库 来 编
写 C / C + +应 用 程 序 的 开 发 人 员 都 可 用 。用 相 同 的 头 文 件 编 译 库 和 调 用 程 序 来 确 保
结 构 对 齐 的 一 致 ， 而 不 用 管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的 选 项 。

# p r a g m a  p a c k (  p u s h ,  P A C K _ S  )          / /  S a v e  c u r r e n t  a l i g n m e n t  s e t t i n g

# p r a g m a  p a c k (  2 )                      / / W o r d - a l i g n  the  s t ruc tu re



s t ruc t  s

{

     c h a r  c h ;

     in t   I ;

} ;

# p r a g m a  p a c k (  p o p ,  P A C K _ S  )           / / R e s t o r e  o r i g i n a l  a l i g n m e n t

自 定 义 分 类

C u s t o m i z e 分 类（ 图 1 2 - 4 中 ） 控 制 启 用 函 数 级 别 的 链 接 和 重 复 字 符 串 的 消 除（ 字
符 串 共 用 ） 的 优 化 。 两 种 优 化 都 是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最 大 速 度 ） 选 项 中 的 一 个 整
体 部 分 。如 果 在 G e n e r a l 分 类 中 设 置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标 有 E n a b l e  F u n c t i o n _ L e v e l
L i n k i n g（ 启 用 函 数 级 链 接 ） 和 E l i m i n a t e  D u p l i c a t e  S t r i n g s（ 消 除 重 复 字 符 串 ） 的
复 选 框 在 C u s t o m i z e 分 类 中 便 被 禁 用 。 这 似 乎 也 指 出 了 那 些 优 化 同 时 也 失 去 作
用 ， 但 并 不 是 这 样 ， 选 择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将 打 开 两 种 优 化 。 为 了 使 复 选 框 发 生
作 用 ， 首 先 在 G e n e r a l 分 类 中 选 择 M i n i m i z e  S i z e 或  C u s t o m i z e， 如 前 面 所 述 。



图 1 2 - 4   C u s t o m i z e 分 类 中 的 选 项

函 数 级 别 的 链 接 仅 仅 应 用 于 封 装 的 函 数 。也 就 是 说 ，函 数 通 过 目 标 列 表 中 的 一 个
C O M D A T 记 录 向 链 接 器 进 行 标 识 。 在 C / C + +类 声 明 中 的 内 嵌 成 员 函 数 是 自 动 封
装 的 ， 而 别 的 成 员 函 数 不 是 这 样 。 为 了 编 译 所 有 封 装 形 式 的 函 数 ， E n a b l e
F u n c t i o n - L e v e l  L i n k i n g（ 启 用 函 数 级 链 接 ） 复 选 框 必 须 打 开 （ 或 者 ， 如 果 选 择



M a x i m i z e  S p e e d 设 置 ， 则 仍 禁 用 ）。

优 化 分 类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s (优 化 )分 类 为 用 于 项 目 中 的 优 化 类 型 提 供 更 细 微 的 控 制 ， 并 且 允 许
你 指 定 编 译 器 是 否 应 该 扩 大 函 数 内 嵌 。 此 分 类 显 示 G e n e r a l 分 类 中 所 选 择 的 同 样
的 优 化 设 定 ， 这 些 设 置 必 须 进 行 自 定 义 ， 来 启 用 图 12-5 中 所 示 的 复 选 框 ， 这 将
允 许 你 从 编 译 器 优 化 列 表 中 选 择 。 C u s t o m i z e 设 置 为 打 开 A s s u m e  N o  A l i a s i n g 优
化 提 供 了 唯 一 的 方 法 。



图 1 2 - 5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s 分 类 中 的 选 项

在 此 列 表 中 ， 最 后 的 复 选 框 开 关 标 有 F u l l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完 全 优 化 ）， 它 打 开 一 系



列 优 化 ， 包 括 内 嵌 扩 充 、 内 在 函 数 、 支 持 快 速 代 码 、 无 堆 栈 检 查 以 及 全 局 优 化 。
在 此 列 表 中 ， 可 能 只 需 要 解 释 标 为 Im p r o v e  F l o a t  C o n s i s t e n c y（ 改 进 浮 点 一 致 性 ）
的 复 选 框 。这 个 开 关 当 被 关 闭 时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优 化 。它 的 代 价 是 需 要 更 多 的 代 码
和 更 慢 的 浮 点 操 作 ，打 开 开 关 ，会 使 编 译 器 采 取 下 列 步 骤 来 减 少 浮 点 舍 入 错 误 的
机 会 。

n  在 每 个 浮 点 操 作 之 前 添 加 指 令 ， 从 内 存 中 复 制 数 据 到 浮 点 寄 存 器 上 。
尽 管 这 将 会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减 慢 操 作 ， 但 是 计 算 结 果 可 以 保 证 得 到 数 据
类 型 所 能 容 纳 的 精 确 数 据 。

n  禁 用 执 行 浮 点 运 算 的 运 行 函 数 内 嵌 的 内 在 形 式 ， 在 表 1 2 - 3 中 已 列 出 ，
程 序 使 用 标 准 的 运 行 函 数 。

n  禁 用 这 样 的 计 算 优 化 ， 它 允 许 计 算 结 果 为 浮 点 处 理 器 的 8 0 位 精 度 。

这 些 步 骤 把 浮 点 计 算 的 结 果 维 持 在 32 位 或 6 4 位 精 度 ，有 利 于 确 保 两 个 浮 点 数 字
能 更 准 确 地 测 试 其 是 否 相 等 。 而 且 ， 即 使 打 开 了 I m p r o v e  F l o a t  C o n s i s t e n c y（ 改 进
浮 点 一 致 性 ） 开 关 ， 它 仍 然 是 一 个 好 主 意 ， 在 比 较 f l oa t 型 和 d o u b l e 型 数 字 时 ，
可 以 容 许 少 量 的 偏 差 ， 例 如 ：

# d e f i n e  T O L E R A N C E  0 . 0 0 0 0 1



d o u b l e  x  =  2 . 0 ,  y  =  s q r t ( 4 . 0  ) ;

i f  ( x  +  T O L E R A N C E  >  Y  & &  x  -  T O L E R A N C E  < y >

{

/ /  x  a n d  y  a r e  e q u a l

}

在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s 分 类 组 合 框 中 ，提 供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控 制 ，它 们 针 对 编 译 器 怎 样 利
用 等 价 的 内 嵌 代 码 来 代 替 函 数 调 用 ， 三 种 选 择 如 下 ：

n  O n l y _ i n l i n e（ 只 有 内 嵌 的 ）：仅 仅 替 换 标 有 _ i n l i n e，i n l i n e 或 _ f o r c e i n l i n e
关 键 字 的 目 标 函 数 ， 或 者 对 于 类 声 明 中 定 义 的 类 成 员 函 数 。 当 优 化 速
度 时 ， 编 译 器 使 用 内 嵌 代 码 替 代 所 有 这 样 的 函 数 调 用 。 当 V i s u a l  C + +
优 化 尺 寸 时 ， 就 不 完 全 相 同 了 。 如 果 F a v o r  S m a l l  C o d e 选 项 已 经 起 作
用 ， 编 译 器 不 会 扩 大 标 有 _ i n l i n e 或 i n l i n e 的 太 大 函 数 。 甚 至 当 内 嵌 大
范 围 使 用 时 ， 这 也 会 保 证 得 到 更 好 的 优 化 结 果 。 新 的 _ f o r c e i n l i n e 关 键
字 超 出 了 编 译 器 的 能 力 ， 尽 管 不 是 在 每 种 情 况 下 均 如 此 。 例 如 ， 强 制
采 用 变 量 参 数 列 表 的 函 数 的 内 嵌 ， 或 者 是 不 能 被 i n l i n e  r e c u r s i o n 关 键
字 识 别 的 递 归 函 数 。



n  A n y  s u i t a b l e （ 任 何 适 用 的 ）： 除 了 被 O n l y _ i n l i n e 设 置 覆 盖 的 函 数 外 ，
这 种 选 项 也 能 替 代 函 数 的 调 用 ， 那 些 函 数 是 编 译 器 认 为 太 小 ， 不 足 以
进 行 内 嵌 的 函 数 。 微 软 公 司 没 有 为 这 样 的 函 数 说 明 编 译 器 标 准 。

n  D i s a b l e（ 禁 用 ）：没 有 设 置 内 嵌 ， 即 使 对 调 用 标 有 _ i n l i n e 或 _ f o r c e i n l i n e
的 函 数 。

从 调 试 到 发 行

在 产 品 的 生 产 周 期 中 ，需 要 不 时 地 建 立 应 用 程 序 的 发 行 版 本 。第 一 次 发 行 版 本 的
建 立 可 能 要 等 到 编 完 调 试 版 本 以 后 的 数 周 或 数 月 后 。一 般 来 说 ，创 建 发 行 目 标 仅
仅 涉 及 到 一 个 新 的 建 立 版 本 ，但 偶 尔 也 存 在 其 他 一 些 问 题 。这 节 主 要 讨 论 当 从 调
试 转 到 发 行 时 ， 可 能 产 生 的 潜 在 缺 陷 ， 并 解 释 如 何 避 开 它 们 。

为 了 建 立 程 序 的 发 行 版 本 ，在 B u i l d 菜 单 中 单 击 S e t  A c t i v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设 置 活
动 配 置 ） 命 令 ， 并 选 择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或 者 在 B u i l d 工 具 栏 中 选 择 目 标 。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中 设 置 所 希 望 的 优 化 开 关 ， 然 后 单 击 B u i l d 命 令 。 你 可
以 注 意 到 ， 编 译 程 序 的 发 行 版 本 所 花 的 时 间 ， 要 比 编 译 调 试 版 本 要 多 ， 这 是 因 为
编 译 器 优 化 时 需 做 更 多 的 工 作 。

对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来 说 ， 如 果 它 在 调 试 状 态 正 确 运 行 ， 在 作 为 发 行 目 标 重 新 编 译 ，
根 据 优 化 器 进 行 中 间 过 程 的 处 理 时 ， 很 少 会 出 问 题 。 仅 仅 在 别 名 的 情 况 下 ， 才 可
能 出 错 ， 通 常 ， 这 是 很 少 见 的 。 隐 藏 的 别 名 可 以 在 程 序 员 陌 生 的 代 码 中 。 如 果 一
个 调 试 应 用 程 序 在 打 开 A s s u m e  N o  A l i a s i n g 选 项 时 失 败 ， 则 问 题 出 自 所 存 在 的 隐
含 别 名 。 通 过 重 新 建 立 发 行 版 本 ， 而 且 关 闭 A s s u m e  N o  A l i a s i n g，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检 测 到 这 个 条 件 。 如 果 应 用 程 序 仍 然 失 败 ， 就 不 应 当 责 怪 优 化 器 。 当 应 用 程 序 从
调 试 版 本 移 到 发 行 版 本 时 ， 为 何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可 能 中 断 ， 原 因 有 许 多 。

例 如 ， A S S E R T s 在 发 行 模 式 中 ， 编 译 器 忽 略 在 A S S E R T 宏 中 的 代 码 。 如 果 断 言
的 代 码 调 用 一 个 函 数 ， 或 执 行 一 些 在 A S S E R T 之 外 的 代 码 所 要 求 的 其 他 任 务 ，
这 将 会 引 起 一 些 问 题 ， 考 虑 如 下 例 子 ：

A S S E R T   ( ( p t r = G e t P o i n t e r ( ) ) ! = N U L L ) ;



X = * P T R ;

在 调 试 时 ， 这 种 代 码 能 够 正 确 运 行 。 在 发 行 版 本 里 ， 代 码 可 能 会 引 起 错 误 ， 因 为
ptr 没 有 被 初 始 化 。 解 决 方 法 就 是 在 A S S E R T 之 前 调 用 G e t P o i n t e r 函 数 ， 或 使 用
V E R I F Y 宏 代 替 A S S E R T 。 对 于 使 用 ＃ i f d e f _ D E B U G 加 前 缀 的 条 件 代 码 ， 也 可 能
会 发 生 类 似 的 问 题 。因 为 编 译 器 不 会 预 先 在 发 行 模 式 中 定 义 _ D E B U G ，条 件 块 中
的 代 码 不 必 执 行 影 响 块 外 代 码 的 行 为 。尽 管 这 看 上 去 很 明 显 ，但 许 多 程 序 员 经 常
犯 简 单 的 错 误 。

禁 用 堆 栈 检 查 也 能 引 起 一 些 问 题 ，对 一 个 函 数 来 说 ，它 可 能 需 要 更 多 的 堆 栈 空 间
页 ， 用 于 其 局 部 变 量 。 尽 管 在 程 序 的 调 试 版 本 里 ， 函 数 可 以 通 过 第 一 次 调 用 一 个
堆 栈 检 查 例 程 来 成 功 地 运 行 ， 当 优 化 时 ， 如 果 禁 用 堆 栈 检 查 ， 则 可 能 会 失 败 。 解
决 办 法 就 是 重 写 函 数 ，以 到 达 随 后 页 面 的 堆 栈 内 存 ，或 者 ， 插 入 一 个 c h e c k _ s t a c k
程 序 ， 选 择 性 地 使 堆 栈 检 查 对 函 数 起 作 用 。

在 调 试 和 发 行 模 式 之 间 ， 编 译 器 行 为 可 以 用 其 他 更 微 妙 的 方 法 来 改 变 。 例 如 ， 在
调 试 版 本 里 ， n e w 运 算 符 对 内 存 分 配 添 加 保 护 字 节 。 无 意 之 中 依 赖 于 这 些 额 外 字
节 的 程 序 也 许 在 其 发 行 版 本 中 会 运 行 失 败 。

函 数 参 数 可 以 用 任 何 次 序 来 求 值 ，而 且 ，必 须 保 证 参 数 顺 序 在 程 序 的 调 试 版 本 和
发 行 版 本 中 保 持 一 致 。接 下 来 的 例 子 在 一 种 版 本 中 可 以 正 确 运 行 ， 而 在 另 一 种 版
本 中 不 能 ：



F u n c t i o n 1 (  p t r = G e t p o i n t e r ( ) , * p t r ) ;

隐 藏 的 线 程 问 题 有 时 仅 在 程 序 的 发 行 版 本 中 出 现 ，如 常 见 的 错 误 有 ，两 个 线 程 同
时 访 问 一 个 写 静 态 变 量 的 函 数 。 在 调 试 版 本 里 ， 变 量 总 是 保 持 在 内 存 里 ， 因 此 ，
线 程 间 的 潜 在 冲 突 不 会 由 于 时 间 上 的 轻 微 差 别 而 出 现 。在 发 行 版 本 里 ，错 误 出 现
的 机 会 会 更 多 ， 因 为 变 量 能 为 函 数 运 行 的 持 续 时 间 而 重 新 寄 存 ，这 将 使 得 一 个 线
程 覆 盖 其 他 结 果 更 为 可 能 。

一 个 优 化 过 的 程 序 可 能 会 运 行 失 败 ， 原 因 可 能 是 许 多 其 他 类 型 的 源 代 码 问 题 ，它
们 中 的 一 些 如 表 1 2 - 5 所 示 。 为 了 跟 踪 某 一 问 题 ， 应 当 尽 量 单 独 打 开 这 些 优 化 ，
以 确 定 错 误 在 什 么 情 形 下 会 出 现 。表 中 的 第 2 栏 提 供 了 一 些 建 议 ，在 检 查 代 码 时
应 该 查 询 这 些 。



表 1 2 - 5   从 代 码 优 化 中 产 生 的 典 型 源 代 码 问 题

优 化 可 能 引 起 的 问 题

内 嵌 扩 展

全 局 优 化

产 生 固 有 的 函 数 内 嵌

改 善 浮 点 一 致 性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未 初 始 化 的 局 部 变 量

未 初 始 化 的 局 部 变 量

未 初 始 化 的 局 部 变 量

比 较 时 依 赖 于 确 切 的 精 度

由 于 不 正 确 的 函 数 原 型 而 引 起 堆
栈 破 坏

在 发 行 版 本 出 问 题 时 怀 疑 优 化 器 ， 这 可 能 是 人 类 的 本 性 。 毕 竟 ， 编 译 器 用 我 们 不
熟 悉 的 方 法 来 重 写 代 码 ， 但 是 ， 在 V i s u a l  C + +编 译 器 里 ， 代 码 优 化 技 术 的 可 靠 性
相 当 高 。 微 软 公 司 在 自 己 的 主 要 产 品 里 ， 例 如 W i n d o w s  9 5 ， W i n d o w s  N T 和
M i c r o s o f t  O f f i c e， 使 用 C / C + +语 言 编 写 它 们 ， 并 进 行 优 化 ， 这 体 现 了 微 软 公 司 具
有 足 够 的 自 信 。 单 凭 这 个 事 实 ， 就 应 该 减 轻 人 们 对 优 化 不 安 全 的 担 心 。



基 准 V i s u a l  C + +

当 V i s u a l  C + +  4 . 0 版 本 处 在 β 测 试 阶 段 时 ， 微 软 公 司 请 我 去 执 行 新 产 品 的 基 准 测
试 ， 并 写 一 篇 讨 论 基 准 结 果 和 方 法 的 文 章 。 此 测 试 将 V i s u a l  C + +与 三 种 合 格 的 产
品 相 比 较 ，以 查 看 对 于 相 同 的 源 代 码 ，哪 种 编 译 器 将 产 生 最 快 的 或 最 小 的 可 执 行
代 码 。得 到 的 结 果 将 是 每 个 编 译 器 能 力 的 可 靠 性 量 度 ，由 此 可 以 知 道 如 何 最 好 地
优 化 源 代 码 。

V i s u a l  C + +在 基 准 测 试 中 做 的 较 好 ， 可 以 说 是 相 当 不 错 ， 实 际 上 ， 这 并 不 是 本 节
的 要 点 。 然 而 ， 它 可 以 使 我 们 得 知 ， 要 查 看 基 准 测 试 代 码 中 的 单 个 函 数 ， 将 会 涉
及 到 复 杂 的 数 字 计 算 。 这 种 特 殊 的 函 数 ， 代 表 了 在 基 准 测 试 中 ， 结 果 将 是 各 不 相
同 的 ， 它 生 动 地 演 示 了 一 些 聪 明 的 编 译 器 优 化 可 以 获 得 的 潜 在 好 处 。 尽 管 所 有 4
个 编 译 器 都 进 行 设 置 ，来 为 函 数 的 最 大 速 度 进 行 优 化 ，在 此 部 分 的 测 试 中 ，V i s u a l
C + + 产 生 的 可 执 行 程 序 的 运 行 速 度 要 比 占 第 2 位 的 代 码 速 度 快 3 倍 多 ，从 反 汇 编
代 码 中 可 以 得 知 原 因 何 在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C + +  4 最 接 近 的 竞 争 对 手

? F n x 9 @ @ Y A X X Z  P R O C  N E A R ? F n x 9 @ @ Y A X X Z :

s u b   e s p ,  8                                     Ê p u s h    E B P

x o r   e d x , e d x m o v   E B P ,  E S P                        Ê

p u s h  e b x s u b     E S P ,  0 3 8 h

p u s h  e s i p u s h    E B X

p u s h  e d i p u s h    E S I

$ L 1 2 2 0 : m o v    d w o d  p t r  - 0 3 8 h [ E B P ] ,  5

m o v   e b x ,  D W O R D  P T R  ? X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d x ] m o v    d w o r d  p t r  - 0 3 4 h [ E B P ] ,  8



                                                  续 表

m o v   e b i ,  D W O R D  P T R  ? X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d x + 4 ] m o v  E S I , o f f s e t  F L A T : ? Y @ @ 3 Q A V T e s t  @ @ A

l e a   e d i ,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d x ] m o v  E B X , o f f s e t F L A T : ?  X @ @ 3 Q A V T e s t  @ @ A

a d d   e d x ,  8                                    Î m o v    E D X ,  - 0 3 4 h [ E B P ]

l e a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e b x + e b x * 4 ] m o v    E A X ,  - 0 3 8 h [ E B P ]

l e a   e c x ,  D W O R D  P T R  [ e d i * 8 ] m o v    - 0 2 0 h [ E B P ] , E A X

s u b   e a x ,  e c x m o v    - 0 1 c h [ E B P ] , E D X

m o v   e c x ,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d x - 4 ] L 3 5 2 :

a d d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e s i ] m o v    E D X ,  4 [ E S I ]

m o v   D W O R D  P T R  $ T 1 4 5 5 [ e s p + 2 0 ] , e a x m o v    E A X ,  [ E S I ]

l e a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e c x + e b x * 8 ]                Ì m o v    - 0 1 0 h [ E B P ] , E A X



                                                  续 表

l e a   e b x , D W O R D  P T R  [ e d i + e d i * 4 ] m o v    - 0 C h [ E B P ] , E D X

m o v   e d i ,  D W O R D  P T R  $ T 1 4 5 5 [ e s p + 2 0 ] m o v    E D X , 4 [ E B X ]

a d d   e a x ,  e b x m o v    E D X ,  [ E B X ]

m o v   D W O R D  P T R  [ e s i ] ,  e d i m o v    - 0 1 8 h [ E B P ] , E A X

m o v   D W O R D  P T R  [ e s i ] ,  e d i m o v    - 0 1 8 h [ E B P ] , E A X

m o v    D W O R D  P T R  [ e s i + 4 ] ,  e a x m o v    - 0 1 4 h [ E B P ] , E D X

c m p    e d x ,  8 0 0 0 m o v    E D X , - 0 2 0 h [ E B P ]

j l     S H O R T  $ l 1 2 2 0 i m u l   E D X ,  - 0 1 8 h [ E B P ]

p o p    e d i m o v    E D X ,  - 0 1 C h [ E B P ]

p o p    e s i i m u l   E D X ,  - 0 1 4 h [ E B P ]



                                                  续 表

p o p    e b x s u b    E C X , E D X

a d d    e s p ,  8                                   Ë m o v    - 0 3 0 h [ E B P ] ,  E C X

re t    0 m o v    E C X ,  - 0 2 0 h [ E B P ]

i m u l   E C X ,  - 0 1 4 h [ E B P ]

m o v    E C X ,  - 0 1 C h [ E B P ]

i m u l   E C X ,  - 0 1 8 h [ E B P ]

a d d    E C X , E D X

m o v    - 0 2 C h [ E B P ] , E C X                 Í

m o v    E D X ,  - 0 2 C h [ E B P ]

m o v    E A X ,  - 0 3 0 h [ E B P ]



                                                  续 表

m o v    - 8 [ E B P ] ,  E A X

m o v    - 4 [ E B P ] , E D X

m o v    E C X , - 0 1 0 h [ E B P ]

a d d    E C X , - 8 [ E B P ]

m o v    - 0 2 8 h [ E B P ] , E C X

m o v    E C X , - 0 C h [ E B P ]

a d d    E C X , - 4 [ E B P ]

m o v    - 0 2 4 h [ E B P ] , E C X

m o v    E D X , - 0 2 4 h [ E B P ]

m o v    E A X , - 0 2 8 h [ E B P ]



                                                  续 表

m o v    [ E S I ] , E A X

m o v    4 [ E S I ] , E D X

m o v    E C X ,  8

a d d    E S I ,  E C X

a d d    E B X ,  E C X

c m p   E B X , o f f s e t  F L A T : ? @ @ 3 Q A V T e s t @ @ A

j b     L 3 5 2

p o p    E S I

p o p    E B X

m o v    E S P ,  E B P



                                                  续 表

p o p    E B P                            Ë

r e t

除 了 在 大 小 上 的 明 显 不 同 外 ， 在 序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中 ， 标 有 Ê和 Ë的 两 个 列 表 之 间
的 差 异 也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 通 过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进 行 优 化 时 ， V i s u a l  C + + 产 生 的 代
码 分 配 8 字 节 堆 栈 ， 并 且 ， 通 过 使 用 E S P 寄 存 器 的 偏 移 量 来 访 问 函 数 的 堆 栈 结
构 。 其 他 的 编 译 器 ， 不 能 提 供 堆 栈 指 针 忽 略 作 为 优 化 技 术 ，必 须 压 入 和 弹 出 E B P
寄 存 器 ， 来 使 它 更 适 于 用 作 结 构 指 针 。 而 且 ， 再 进 一 步 看 ， 对 于 此 函 数 来 说 ， 揭
露 堆 栈 结 构 甚 至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 而 且 ， V i s u a l  C + +失 去 了 优 化 在 列 表 中 标 记 Ì的
代 码 的 机 会 。 虽 然 E B P 寄 存 器 因 为 结 构 指 针 的 忽 略 现 在 是 空 闲 的 ， 代 码 仍 然 使
用 堆 栈 来 支 持 中 间 计 算 。这 将 会 浪 费 掉 结 构 指 针 忽 略 所 带 来 的 好 处 ：为 了 在 其 他
优 化 中 使 用 ， 便 释 放 E B P 寄 存 器 。 如 果 写 成 如 下 方 式 ， 标 有 Ì的 序 列 将 会 稍 快 ，
而 且 更 小 一 些 ：

m o v      e b p ,  e a x                             ; S t o r e  i n t e r m e d i a t e  c a l c u l a t i o n

l e a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e c x + e b x * 8 ]          ; W i t h  v a l u e  t e m p o r a r i l y  s a v e d ,

l e a       e b x , D W O R D  P T R  [ e d i + e d i * 4 ]           ;   w e  c a n  u s e  E A X



m o v      e d i ,  e b p                             ; R e c o v e r  c a l c u l a t i o n  i n  E D I

利 用 E B P 来 存 储 中 间 计 算 结 果 ， 在 每 次 循 环 中 ， 将 可 以 节 省 两 次 内 存 访 问 。

V i s u a l  C + +版 本 可 以 节 省 代 码 空 间 ， 并 通 过 组 合 地 址 模 式 为 一 条 指 令 ， 来 赢 得 速
度 。 这 允 许 它 为 简 单 的 算 术 计 算 使 用 L E A （ 加 载 有 效 地 址 ） 指 令 ， 这 是 I n t e l 处
理 器 的 一 个 显 著 特 征 。 通 过 使 用 左 移 和 加 法 运 算 ， L E A 指 令 能 操 纵 基 本 的 和 索
引 的 寄 存 器 ， 以 便 执 行 某 种 乘 法 操 作 ， 这 比 处 理 器 的 乘 法 指 令 M U L 和 I M U L 指
令 要 快 得 多 。例 如 ，这 里 有 一 个 L E A 指 令 ，它 能 够 乘 以 存 在 E A X 寄 存 器 里 的 值 ：



指 令 说 明

l e a    e a x ,  [ e a x * 2 ] E A X × 2

l e a    e a x ,  [ e a x + e a x * 2 ] E A X × 3

l e a    e a x ,  [ e a x * 4 ] E A X × 4

l e a    e a x ,  [ e a x + e a x * 4 ] E A X × 5

l e a    e a x ,  [ e a x * 8 ] E A X × 8

l e a    e a x ,  [ e a x + e a x * 8 ] E A X × 9

尽 管 用 这 种 方 式 使 用 L E A 由 In t e l 公 司 清 楚 地 编 制 了 文 档 ， 其 他 编 译 器 恢 复 为 4
个 IM U L 指 令 ，即 使 它 们 在 一 个 重 复 了 一 千 次 的 循 环 中 发 生 ，其 代 价 是 相 当 昂 贵
的 。 从 其 他 编 译 器 产 生 的 循 环 长 度 也 可 以 知 道 ， 需 要 使 用 约 3 9 个 机 器 指 令 。 这
个 V i s u a l  C + +版 本 的 循 环 方 式 要 求 仅 仅 是 1 8 个 指 令 ，并 且 根 本 没 有 IM U L 指 令 。

其 他 编 译 器 不 太 在 意 其 使 用 的 寄 存 器 ， 考 虑 到 从 标 有 Í的 代 码 里 取 出 的 序 列 ， 在
这 里 ， 值 被 写 入 堆 栈 中 ， 并 且 能 立 即 再 次 获 取 ：



m o v   - 0 2 c h [ E B P ] , E C X

m o v    E D X , - 0 2 C H [ E B P ]

因 为 E C X 寄 存 器 已 经 被 控 制 ， 所 以 ， 从 内 存 中 再 次 读 取 这 个 值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
如 果 像 以 下 这 样 ， 代 码 序 列 将 会 更 小 ：

m o v    - 0 2 C H [ E B P ] , E C X          ; s t o r e  t h e  E C X  v a l u e

m o v    E D X , E C X               ; A l s o  c o p y   it t o  E D X

两 个 编 译 器 似 乎 要 进 行 合 理 的 尝 试 ， 以 避 免 流 水 线 通 过 正 确 的 指 令 顺 序 时 会 停
顿 。 人 们 不 应 该 期 望 编 译 器 能 正 确 排 序 ， 因 为 它 通 过 代 码 传 递 的 事 情 太 多 了 ， 导
致 建 立 时 间 长 得 无 法 让 人 接 受 。 在 搜 寻 优 化 指 令 顺 序 时 ， V i s u a l  C + +编 译 器 仅 仅
错 误 了 一 次 ， 产 生 了 标 有 Î的 3 个 指 令 序 列 ：

l e a   e s i ,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d x ]

a d d   e d x , 8

l e a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e b x + e b x * 4 ]

第 2 条 指 令 不 能 改 变 E D X 寄 存 器 ， 直 到 第 1 条 指 令 已 经 完 成 读 取 它 。 改 变 第 2
和 第 3 条 指 令 的 顺 序 ， 可 以 避 免 潜 在 的 停 止 ， 确 保 序 列 中 邻 近 的 指 令 能 同 时 运



行 ：

l e a     e s i ,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d x ]

l e a     e a x , D W O R D   P T R   [ e b x + e b x * 4 ]

a d d    e d x , 8

对 版 本 4 来 说 ， 这 就 够 了 。 版 本 5 对 优 化 器 进 行 了 大 量 改 进 ， 对 于 个 人 计 算 机 来
说 ，V i s u a l  C + +确 实 具 有 优 化 的 编 译 器 技 术 。目 前 的 发 行 版 本 更 进 一 步 进 行 改 进 ，
但 是 注 意 力 不 在 新 技 术 上 ， 而 是 更 多 地 放 在 了 调 节 编 译 器 的 能 力 上 ，以 便 为 使 代
码 更 小 和 速 度 更 快 寻 求 机 会 。 微 软 公 司 估 计 ， V i s u a l  C + +在 版 本 4 中 ， 能 够 减 少
的 可 执 行 代 码 大 小 超 过 1 0％ ， 并 且 ， 再 次 编 译 本 节 中 讨 论 过 的 代 码 ， 便 可 以 知
道 ， 它 的 改 进 确 实 很 显 著 。 代 码 大 小 缩 小 约 1 6 % ， 而 且 ， 现 在 ， 编 译 器 将 指 出 怎
样 完 全 废 除 堆 栈 结 构 ， 而 不 依 赖 于 序 言 代 码 和 结 束 代 码 ：

? F n x 9 @ @ Y A X X Z  P R O C  N E A R

    p u s h     e s i

    p u s h     e d i

    x o r      e a x ,  e a x



$ L 1 6 2 1 :

    m o v     e d x ,  D W O R D  P T R  ? X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4 ]

    m o v     e c x ,  D W O R D  P T R  ? X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a d d      e a x ,  8

    l e a      ed i ,  D W O R D  P T R  [ e d x * 8 ]

    l e a      e d x ,  D W O R D  P T R  [ e d x + e d x * 4 ]

    l e a      e s i ,  D W O R D  P T R  [ e c x + e c x * 4 ]

    l e a      e c x ,  D W O R D  P T R  [ e d x + e c x * 8 ]

    m o v     e d x ,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8 ]

    s u b      e s i ,  e d i

    m o v     e d i ,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4 ]

    a d d      e d x ,  e s i                                                            Ï



    a d d      e c x ,  e d i

    m o v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8 ] ,  e d x

    m o v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4 ] ,  e c x

    c m p      e a x ,  8 0 0 0

    j l       S H O R T  $ L 1 6 2 1

    p o p      e d i

    p o p      e s i

    r e t      0

标 有 代 码 Ï的 程 序 段 使 我 们 可 以 更 清 楚 优 化 编 译 器 的 工 作 。 优 化 器 用 3 个 步 骤 写
下 本 代 码 段 ， 代 码 从 内 存 中 读 取 两 个 整 数 ， 将 它 们 添 加 到 寄 存 器 的 值 中 ， 然 后 ，
将 它 们 的 和 写 回 到 内 存 中 ， 用 下 面 3 个 指 令 来 替 代 所 有 标 有 Ï的 代 码 ：

s u b    e s i ,   e d i

a d d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8 ] , e s i



a d d    D W O R D   P T R   ? Y @ @ 3 P A V T e s t @ @ A [ e a x - 4 ] , e c x

修 正 的 版 本 所 呈 现 的 是 ，读 取 操 作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并 且 进 一 步 减 少 函 数 的 大 小 约
2 1％ ， 尽 管 它 不 能 提 高 运 行 速 度 。 添 加 一 个 寄 存 器 的 值 到 内 存 中 ， 比 复 制 这 个 值
要 慢 得 多 ， 但 是 ， 其 补 偿 是 指 令 数 减 少 了 ， 因 为 处 理 器 读 取 的 代 码 更 少 。 修 正 后
的 函 数 虽 然 更 小 一 些 ， 但 仍 会 同 以 往 的 V i s u a l  C + +编 译 器 生 成 的 一 样 ， 以 同 样 的
速 度 来 运 行 。

如 果 你 在 自 己 的 程 序 里 对 研 究 编 译 器 优 化 的 影 响 有 兴 趣 ， V i s u a l  C + +可 以 产 生 汇
编 语 言 列 表 ， 像 在 本 节 中 所 列 出 的 那 些 一 样 。 在 P r o j e c t  S e t t i n g s 对 话 框 的 C / C + +
选 项 卡 里 ， 选 择 L i s t i n g  F i l e s（ 列 表 文 件 ） 分 类 ， 然 后 ， 选 择 在 L i s t i n g  F i l e s  T y p e
（ 列 表 文 件 类 型 ） 框 中 所 希 望 的 汇 编 列 表 类 型 。



第 1 3 章   自 定 义 V i s u a l  C + +

随 着 对 V i s u a l  C + +的 逐 渐 熟 悉 ， 你 会 迫 切 希 望 改 变 它 的 某 些 特 性 ， 以 便 更 好 地 配
合 自 己 的 工 作 风 格 。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诸 多 喜 好 ， 来 改 变 环 境 的 许 多 方 面 ， 从 文 本
编 辑 器 窗 口 的 内 容 ， 到 自 定 义 工 具 栏 的 外 观 。 我 们 可 以 用 复 杂 的 宏 语 言 和 附 加
库 ， 来 扩 充 工 作 环 境 的 很 多 方 面 ， 给 V i s u a l  C + + 编 制 新 的 功 能 ， 而 这 些 功 能 即 便
是 设 计 者 也 不 曾 想 到 。 本 章 阐 述 了 自 定 义 V i s u a l  C + +诸 多 方 法 中 的 几 种 ， 采 用 这
些 方 法 ， 能 获 得 更 富 效 率 的 工 作 环 境 。

大 多 数 环 境 行 为 都 具 有 记 忆 功 能 ， 这 就 意 味 着 ， 一 次 只 需 调 整 一 个 设 置 。 其 后 ，
这 个 调 整 的 环 境 会 在 下 次 启 动 V i s u a l  c + +时 变 为 默 认 的 环 境 。 例 如 ， 退 出 V i s u a l
C + + 时 ， 如 果 文 本 编 辑 器 窗 口 处 于 满 屏 ， 则 在 下 次 运 行 该 程 序 时 ， 将 再 次 自 动 出
现 满 屏 方 式 。 某 些 自 定 义 的 设 置 不 很 明 显 ， 如 果 不 知 从 何 处 查 看 ， 将 很 难 找 到 它
们 。

在 Too l s（ 工 具 ） 菜 单 中 ， 有 O p t i o n s 和 C u s t o m i z e 两 项 指 令 ， 从 中 ， 可 以 直 接 访
问 给 管 理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的 行 为 指 令 的 开 关 和 选 项 。 虽 然 不 能 从 这 些 命 令
中 访 问 所 有 的 定 制 设 置 ， 但 这 还 是 一 个 相 当 不 错 的 起 点 。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对 话 框

如 表 1 3 - 1 所 示 ， O p t i o n s 命 令 显 示 许 多 选 项 卡 ， 这 个 O p t i o n s 对 话 框 中 包 含 着 范
围 广 泛 的 设 置 集 合 ， 包 括 V i s u a l  C + +编 辑 器 和 调 试 器 的 行 为 及 外 观 、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的 制 表 位 间 隔 和 缩 进 、编 译 和 链 接 期 间 中 使 用 的 文 件 和 库 的 目 录 位 置 、不 同 窗
口 所 用 的 字 体 类 型 和 文 本 颜 色 。 表 1 3 - 1 列 举 了 一 些 对 话 框 的 选 项 。



表 1 3 - 1   单 击 T o o l s（ 工 具 ） 菜 单 中 的 O p t i o n s， 在 调 出 的 O p t i o n s 对 话 中 进 行
设 置

O p t i o n s（ 选 项 ） 对 话 框 中 的 选 项 卡 说 明

文 本 编 辑 器 ─ ─ 启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里 的 滚 动 条 和 选 择
边 界 。选 择 影 响 编 译 器 如 何
保 存 文 件 的 设 置 ，以 及 在 文
档 窗 口 里 是 否 自 动 出 现 语
句 的 自 动 补 全 特 征



                                                  续 表

文 本 文 档 里 的 制 表 位 位 置
─ ─ 在 文 本 文 档 里 设 置 制
表 位 宽 度 ，以 及 源 代 码 的 自
动 缩 进 。确 定 编 辑 器 是 否 应
当 接 受 制 表 位 作 为 A S C I I
字 符 ， 或 者 ， 在 你 键 入 时 ，
将 它 们 转 换 为 等 量 的 间 隔



                                                  续 表

调 式 器 设 置 ─ ─ 选 择 1 6 进
制 或 1 0 进 制 显 示 ， 以 及 调
试 器 里 不 同 窗 口 的 外 型 。 指
定 显 示 在 M e m o r y 窗 口 里 的
默 认 地 址 ， 启 用 即 时 调 试 ，
并 在 E d i t  a n d  C o n t i n u e 特 征
的 自 动 或 手 工 应 用 程 序 之
间 选 择



                                                    续 表

文 本 编 辑 器 选 项 ─ ─ 选 择
文 本 编 辑 器 仿 真
（ D e v e l o p t e r  S t u d i o ,  B R I E F ,
E p s i l o n ）， 启 用 其 他 选 项 ，
例 如 对 话 框 编 辑 器 里 双 击
的 虚 拟 空 间 和 行 为



                                                   续 表

定 位 文 件 的 目 录 ─ ─ 选 择
E x e c u t a b l e  f i l e s ( 可 执 行 文
件 )、 I n c l u d e  f i l e s（ 包 括 文
件 ）、 Lib ra ry  f i l e s（ 库 文 件 ）
或 S o u r c e  f i l e s（ 源 文 件 ），
然 后 添 加 或 删 除 文 件 路
径 ， V i s u a l  C + + 按 列 出 的 顺
序 扫 描 每 条 路 径 来 搜 索 文
件



                                                   续 表

工 作 空 间 选 项 ─ ─ 启 用 或
禁 用 窗 口 的 停 靠 ， 设 置

V i s u a l  C + +启 动 时 大 部 分 最
近 项 目 中 自 动 加 载 的 内

容 。 决 定 W i n d o w （ 窗 口 ）
菜 单 是 否 按 字 母 顺 序 来 排

序 文 件 。通 过 在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中 的 R e c e n t  F i l e s（ 最 新
文 件 ） 和 R e c e n t  W o r k s p a c e
（ 最 新 工 作 空 间 ） 命 令 ， 来

设 置 显 示 的 列 表 的 范 围



                                                   续 表

文 本 窗 口 里 的 颜 色 与 字 体
─ ─ 为 选 择 的 窗 口 设 定 字
体 类 型 和 大 小 。 设 定 各 种 文
本 成 员 的 颜 色 ， 诸 如 注 释 、
关 键 字 和 H T M L 标 记

O p t i o n s 对 话 框 中 的 E d i t o r ,  T a b s 和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选 项 卡 仅 应 用 于 文 本 编 辑 。而 且 ，
这 些 选 项 卡 中 的 大 多 数 设 置 同 时 影 响 编 辑 器 的 标 准 和 全 屏 幕 显 示 ，以 及 调 试 器 的
源 文 本 窗 口 。 另 一 些 设 置 取 决 于 当 前 的 查 看 方 式 ， 以 及 调 试 器 是 否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 这 就 为 在 环 境 中 创 建 三 个 不 同 的 屏 幕 布 局 创 建 了 条 件 ， 这 三 个 布 局 是 ： 一 个
用 于 正 常 显 示 时 的 编 辑 ， 另 一 个 全 屏 显 示 ， 第 三 个 用 于 调 试 。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表 1 3 - 2 中 是 C u s t o m i z e 命 令 所 显 示 的 对 话 框 ， 它 们 可 以 做 如 下 事 情 ：

n  增 加 或 删 除 菜 单 命 令

n  给 菜 单 命 令 增 加 图 标

n  打 开 或 关 闭 工 具 栏

n  增 加 或 删 除 工 具 栏 按 钮

n  创 建 命 名 的 敲 键 命 令



表 1 3 - 2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中 的 设 置 ， 通 过 单 击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中 的 C u s t o m i z e 来 调 出

C u s t o m i z e （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里 的 选 项
卡

说 明

添 加 命 令 到 菜 单 ─ ─ 更 改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或 恢 复 默 认
菜 单



                                                   续 表

工 具 栏 ─ ─ 使 工 具 栏 可 视
或 不 可 视 ， 对 工 具 栏 按 钮 启
用 工 具 提 示 ， 在 工 具 提 示 消
息 中 显 示 快 捷 键 ， 以 及 选 择
普 通 或 较 大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续 表

工 具 菜 单 命 令 ─ ─ 添 加 或
删 除 用 于 实 用 程 序 的 命
令 ， 指 定 路 径 、 文 件 名 ， 以
及 每 个 程 序 的 命 令 行 参
数 。 指 定 实 用 程 序 的 初 始 目
录



                                                   续 表

未 结 合 的 键 盘 命 令 ─ ─ 给
V i s u a l  C + +命 令 指 定 新 的 敲
键



                                                      续 表

宏 文 件 — — 启 用 或 禁 用 宏
文 件 或 附 加 实 用 程 序

本 书 在 其 他 几 章 中 已 简 要 地 叙 述 了 这 些 命 令 ，例 如 ，第 3 章 中 演 示 了 如 何 为 名 为
W o n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n d l o w e r C a s e 的 两 个 未 结 合 的 命 令 指 定 敲 键 。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C o m m a n d s 选 项 卡 控 制 着 环 境 菜 单 的 内 容 ， 当 屏 幕 上 显 示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时 ，可 显 示 菜 单 ， 但 菜 单 中 的 每 个 单 独 命 令 并 不 处 于 有 效 状 态 。
相 反 ， 这 个 环 境 作 为 一 个 菜 单 编 辑 器 ， 可 以 在 其 中 增 加 或 删 除 菜 单 命 令 ， 改 变 命
令 顺 序 ， 以 及 为 现 存 命 令 增 加 图 标 。

这 儿 有 一 个 给 Fi le 菜 单 上 的 P a g e  S e t u p 命 令 增 加 图 标 图 像 的 例 子 。第 一 步 是 调 出
一 个 合 适 的 图 像 ， 并 存 在 剪 贴 板 中 。 可 以 使 用 屏 幕 捕 获 程 序 ， 或 者 在 V i s u a l  C + +



图 形 编 辑 器 中 ， 自 己 设 计 一 个 1 6× 1 6 的 图 像 。 当 然 ， 也 可 以 从 任 何 环 境 工 具 栏
中 捕 获 图 标 图 像 到 剪 贴 板 ,使 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C o m m a n d 选 项 卡 ， 右 击 工 具
栏 按 钮 ， 显 示 上 下 文 菜 单 ， 如 图 13-1 所 示 ， 菜 单 上 的 C o p y  B u t t o n  I m a g e（ 复 制
按 钮 图 像 ） 命 令 指 按 钮 的 图 标 图 像 复 制 到 剪 贴 板 。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本 身 作 为 按 钮 图 像 的 便 利 来 源 ， 能 显 示 V i s u a l  C + +工 具 栏 中 的
所 有 图 像 ， 并 借 用 它 们 。 首 先 在 C o m m a n d s 选 项 卡 中 单 击 C a t e g o r y 组 合 框 ， 屏
上 显 示 一 个 下 拉 菜 单 ， 在 表 中 选 择 一 个 菜 单 ， 为 菜 单 命 令 显 示 一 个 小 图 标 集 。 例
如 ， 从 C a t e g o r y 下 拉 表 中 选 择 Fi le， 并 右 击 表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图 标 图 像 ， 而 且 ， 这
个 图 标 能 够 表 达 出 页 面 设 置 的 意 思 。 所 显 示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与 图 13-1 所 显 示 的 相
同 ， 从 中 ， 我 们 可 选 择 C o p y  B u t t o n  I m a g e（ 复 制 按 钮 图 像 ） 命 令 ， 将 图 像 复 制 到
剪 贴 板 。



图 1 3 - 1   当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可 视 时 ， 右 击 菜 单 命 令 或 工 具 栏 按 钮 ， 将 显 示 这 个

        上 下 文 菜 单



只 要 剪 贴 板 存 有 1 6× 1 6 图 像 ，就 可 以 在 Fi le 菜 单 上 将 其 转 换 成 P a g e  S e t u p 命 令 。
在 C o m m a n d s 选 项 卡 中 ， 在 菜 单 栏 中 单 击 Fi l e 显 示 菜 单 ， 然 后 右 击 P a g e  S e t u p
命 令 显 示 上 下 文 菜 单 ， 如 图 1 3 - 1 所 示 。 用 P a s t e  B u t t o n  I m a g e（ 粘 贴 按 钮 图 像 ）
命 令 ， 将 新 图 标 图 像 放 置 在 Fi le 菜 单 P a g e  S e t u p 命 令 的 左 侧 ：

如 果 想 改 变 结 果 ， 有 两 种 方 法 可 撤 消 前 面 的 工 作 。 第 一 种 是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 单 击 R e s e t  A l l  M e n u s（ 重 置 所 有 菜 单 ）， 也 就 是 将 全 部 菜 单 命 令 全 部 恢 复 为
初 始 状 态 ， 如 果 仅 仅 只 想 删 除 个 别 菜 单 命 令 中 的 图 标 图 像 ， 右 击 命 令 ，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出 T e x t  O n l y（ 仅 对 文 本 ）。 另 外 ， 要 使 用 这 种 方 法 ，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必 须 显 示 出 来 。

用 户 可 以 为 菜 单 工 具 栏 本 身 增 加 图 标 图 像 ，右 击 菜 单 的 标 题 显 示 上 下 文 菜 单 ，与
前 面 一 样 ， 选 择 P a s t e  B u t t o n  I m a g e（ 粘 贴 按 钮 图 像 ）。 下 图 就 是 一 个 定 制 的 菜 单



栏 ， 在 V i s u a l  C + +环 境 下 ， 从 不 同 位 置 中 调 出 图 标 图 像 而 创 建 的 ：

要 给 环 境 菜 单 增 加 新 命 令 ， 仅 需 两 步 就 能 完 成 ：

1 .  当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C o m m a n d s 选 项 卡 显 示 在 屏 上 时 ， 下 拉 菜 单 。

2 .  从 C a t e g o r y 下 拉 列 表 中 选 出 需 要 的 工 具 组 ， 并 将 工 具 图 标 或 命 令 名 称
从 对 话 框 拖 到 菜 单 中 ， 会 有 一 个 水 平 放 置 栏 指 出 菜 单 的 位 置 。

删 除 菜 单 上 的 新 命 令 时 ， 右 击 命 令 ， 并 从 弹 出 菜 单 中 选 击 D e l e t e（ 删 除 ）， 同 时
可 为 宏 和 未 结 合 命 令 增 加 菜 单 项 ，从 C a t e g o r y 下 拉 列 表 中 选 出 A l l  C o m m a n d s（ 所
有 命 令 ）， 并 在 表 中 定 位 命 令 名 ， 然 后 ， 将 命 令 名 从 表 上 移 到 菜 单 中 的 理 想 位 置 ，
图 1 3 - 2 显 示 了 给 E d i t 菜 单 增 加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命 令 的 过 程 。



图 1 3 - 2   将 一 条 新 命 令 放 在 一 个 菜 单 里

工 具 栏

工 具 栏 在 屏 幕 里 的 显 示 取 决 于 运 行 的 编 辑 器 ，以 及 编 辑 器 是 否 处 于 满 屏 状 态 。默
认 情 况 下 ， 在 满 屏 方 式 中 时 ， 工 具 栏 仍 处 于 不 可 见 的 状 态 ； 要 使 工 具 栏 可 视 ， 先
打 开 全 屏 查 看 ， 并 按 住 A l t + T 键 下 拉 Tools 菜 单 ， 单 击 C u s t o m i z e 命 令 ， 以 及
T o o l b a r s 选 项 卡 ， 然 后 选 择 表 中 所 需 工 具 栏 旁 边 的 复 选 框 。 用 这 种 方 法 ， 也 可 以
在 全 屏 方 式 中 显 示 菜 单 栏 。 因 为 是 在 全 屏 方 式 进 行 这 种 改 变 ，工 具 栏 的 外 观 以 及



在 屏 幕 中 的 位 置 仅 适 合 于 全 屏 查 看 。 按 E s c 键 时 ， 屏 幕 返 回 到 正 常 的 查 看 方 式 ，
工 具 栏 也 返 回 到 原 来 位 置 ， 而 且 ， 它 甚 至 可 能 是 不 可 见 的 。

如 果 想 要 工 具 栏 浮 动 ，而 不 靠 着 另 一 个 窗 口 或 屏 幕 边 缘 ， 在 工 具 栏 中 双 击 任 何 空
白 区 。 要 使 一 个 浮 动 工 具 栏 返 回 到 原 来 停 靠 的 位 置 ， 双 击 工 具 的 标 题 栏 即 可 。 在
第 1 章 中 我 们 提 到 过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工 具 栏 ， 在 拖 动 浮 动 工 具 栏 时 ， 按 住 C t r l
键 ， 以 防 它 停 靠 在 另 一 个 窗 口 。 当 拖 动 工 具 栏 到 停 靠 位 置 时 ， 按 住 S h i f t 键 ， 可
以 在 水 平 和 垂 直 方 向 之 间 切 换 工 具 栏 窗 口 。

V i s u a l  C + +能 轻 而 易 举 地 改 变 工 具 栏 的 外 观 和 内 容 ， 故 能 将 工 具 栏 按 钮 从 一 个 工
具 栏 复 制 到 另 一 个 工 具 栏 上 ， 并 保 存 使 用 的 工 具 所 在 的 工 具 栏 中 。 首 先 ， 显 示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 在 这 里 ， 可 用 Tools 菜 单 ， 或 右 击 工 具 栏 ， 从 它 的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出 C u s t o m i z e 。 如 果 想 要 修 改 的 工 具 栏 没 有 显 示 在 屏 幕 上 ， 单 击 一 下
T o o l b a r s 选 项 卡 ，工 具 栏 就 会 显 示 出 来 。在 对 话 框 的 C o m m a n d s 按 钮 中 ，从 C a t e g o r y
框 中 选 择 一 个 菜 单 名 ，来 显 示 图 示 所 选 菜 单 上 属 于 命 令 的 工 具 按 钮 。单 击 对 话 框
中 的 工 具 按 钮 ， 来 显 示 关 于 这 个 工 具 的 简 短 描 述 ， 从 而 确 定 按 钮 的 作 用 。 为 确 保
目 标 工 具 栏 和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不 会 在 屏 幕 上 重 叠 ， 可 将 想 要 的 工 具 从 对 话 框 拖
到 工 具 栏 中 ， 只 要 用 户 乐 意 ， 也 可 在 环 境 菜 单 栏 中 设 置 工 具 按 钮 。

如 同 菜 单 命 令 一 样 ， 当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显 示 在 屏 幕 上 时 ， 工 具 栏 按 钮 不 再 起 作
用 。 这 就 要 求 用 户 拖 动 工 具 栏 按 钮 ， 并 将 它 放 在 相 同 工 具 栏 的 不 同 位 置 ， 或 拖 动
这 个 按 钮 到 不 同 的 工 具 栏 。 当 然 ， 也 可 通 过 左 右 移 动 按 钮 ， 在 两 个 按 钮 间 插 入 约



半 个 按 钮 宽 度 的 空 间 。 完 成 上 述 过 程 后 ， 单 击 对 话 框 中 的 C l o s e 按 钮 。 实 际 上 ，
在 把 一 个 工 具 从 一 个 工 具 栏 移 到 另 一 个 工 具 栏 中 并 不 需 要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 显
示 工 具 栏 ， 按 住 A l t 键 ， 将 想 要 的 工 具 按 钮 从 一 个 工 具 栏 移 到 另 一 个 工 具 栏 中 ，
当 然 ， 也 可 以 同 时 按 住 Al t 和 C t r l 键 来 复 制 按 钮 ， 而 不 是 移 动 它 。

自 定 义 工 具 栏

根 据 个 人 的 口 味 ， 如 果 某 些 较 大 的 工 具 栏 占 据 了 屏 幕 较 大 的 区 域 ， 我 们 会 希 望
V i s u a l  C + +能 提 供 一 两 个 小 工 具 栏 ， 并 能 将 它 们 放 在 屏 幕 角 落 里 ， 里 面 只 有 确 实
需 要 的 几 个 工 具 。 要 想 实 现 上 面 的 想 法 ， 我 们 可 以 自 定 义 工 具 栏 ， 而 且 这 只 需 要
很 少 的 几 步 就 能 完 成 。 本 书 第 3 章 曾 介 绍 过 自 定 义 工 具 栏 的 内 容 ， 并 用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和 W o r d L o w e r C a s e 两 个 命 令 进 行 演 示 过 。下 面 将 前 述 内 容 进 行 补
充 说 明 。

首 先 ， 根 据 在 何 处 使 用 工 具 栏 ， 来 选 定 标 准 或 全 屏 的 显 示 方 式 ， 然 后 在 T o o l s 菜
单 上 单 击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一 类 的 未 结 合 命 令 ，在 C a t e g o r y 框 中 选 出 A l l  C o m m a n d s
（ 所 有 命 令 ） 来 显 示 命 令 名 称 表 ， 在 表 中 确 定 所 要 的 命 令 ， 然 后 拖 动 表 项 到 工 具
栏 中 。 要 复 制 预 先 规 定 的 环 境 按 钮 时 ， 在 C a t e g o r y 表 中 选 出 一 个 菜 单 ， 将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某 个 按 钮 移 到 工 具 栏 中 。



不 必 用 预 先 确 定 的 工 具 栏 来 接 收 这 个 新 的 工 具 按 钮 ，原 因 是 环 境 提 供 了 两 种 方 法
来 创 建 定 制 工 具 栏 。 第 一 种 方 法 是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T o o l b a r s 选 项 卡 中 单 击
N e w 按 钮 ， 然 后 给 新 工 具 栏 命 名 ：

单 击 O K 按 钮 时 ， V i s u a l  C + +就 会 创 建 可 存 放 前 述 按 钮 的 空 白 工 具 栏 。

与 第 一 种 方 法 比 较 起 来 ， 另 一 种 方 法 更 易 于 创 建 新 工 具 栏 ， 只 须 从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拖 动 一 个 命 令 ， 并 将 它 放 到 屏 幕 上 不 会 被 工 具 栏 覆 盖 住 的 任 何 区 域 即 可 。
对 于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一 类 的 新 命 令 来 说 ， 只 要 从 C a t e g o r y 列 表 中 选 出 A ll
C o m m a n d s ， 并 从 C o m m a n d s 表 中 拖 出 适 当 的 表 项 。 这 个 过 程 和 前 面 将
W o r d u p p e r c a s e 存 放 在 菜 单 上 一 样 。 在 B u t t o n  A p p e a r a n c e （ 按 钮 外 观 ）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一 个 按 钮 图 标 ，增 加 适 当 的 正 文 来 标 识 这 个 按 钮 ，单 击 O K 按 钮 ，V i s u a l  C + +
就 会 自 动 创 建 一 个 新 工 具 栏 来 存 放 这 个 按 钮 ；



为 了 复 制 已 确 定 的 环 境 命 令 ，可 在 C a t e g o r y 表 中 选 出 一 个 菜 单 名 ，并 从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移 出 一 个 图 标 ， 放 在 屏 幕 上 的 空 白 区 ， 如 图 1 3 - 1 所 示 。 这 种 方 法 的 最
大 好 处 在 于 能 同 时 复 制 图 标 图 像 和 按 钮 正 文 。 要 显 示 新 工 具 栏 按 钮 的 图 像 和 正
文 ，右 击 工 具 栏 中 的 按 钮 ，并 从 上 下 文 菜 单 中 选 出 I m a g e  A n d  T e x t（ 图 像 和 文 本 ）。



图 1 3 - 3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自 定 义 工 具 栏

可 以 轻 而 易 举 地 从 任 何 工 具 栏 中 删 除 按 钮 ，不 管 这 些 按 钮 是 自 定 义 的 ，还 是 预 定
义 的 。 当 屏 幕 上 显 示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时 ， 我 们 可 以 从 工 具 栏 中 拖 出 一 个 按 钮 ，
并 在 屏 上 的 空 白 处 释 放 它 。 同 时 ， 也 可 为 工 具 栏 和 任 何 按 钮 标 题 更 名 。 给 按 钮 标
题 更 名 时 ， 先 在 它 所 在 的 工 具 栏 中 右 击 这 个 按 钮 ， 并 从 弹 出 菜 单 中 选 择 B u t t o n



A p p e a r a n c e（ 按 钮 外 观 ） 命 令 ， 然 后 ， 在 B u t t o n  A p p e a r a n c e 对 话 框 底 部 的 编 辑 框
中 重 新 输 入 按 钮 标 题 ， 当 然 ， 也 可 在 任 何 时 候 ， 通 过 剪 贴 板 的 剪 切 和 粘 贴 操 作 来
更 换 按 钮 图 标 。

给 定 制 的 工 具 栏 更 名 时 ， 有 必 要 先 浏 览 一 下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的 T o o l b a r s 选 项
卡 ， 在 这 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用 户 只 能 给 自 定 义 的 工 具 栏 更 名 ， 而 不 能 给 系 统 预
定 义 的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工 具 栏 更 名 。 更 名 时 ， 先 从 表 中 选 出 自 定 义 的 工 具 栏 ，
并 在 T o o l b a r  N a m e（ 工 具 栏 名 称 ） 框 中 输 入 新 的 名 称 ， 新 的 名 称 就 会 在 工 具 栏 的
标 题 区 域 和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T o o l b a r 表 中 显 示 出 来 ， 这 样 ， 我 们 就 能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打 开 和 关 闭 其 他 工 具 栏 。 当 新 工 具 栏 只 有 几 个 按 钮 时 ， 应 尽 量 名 称 简 短 ，
否 则 ， 标 题 栏 中 的 空 间 会 不 够 用 。 图 1 3 - 4 显 示 了 在 第 3 章 中 创 建 从 T o o l b a r 1 到
W o r d  C a s e 工 具 栏 的 更 名 过 程 。



图 1 3 - 4   在 C u s t o m i z e（ 自 定 义 ） 对 话 框 中 重 新 命 名 一 个 工 具 栏



在 表 中 选 择 一 个 定 制 工 具 栏 ，并 启 用 D e l e t e 按 钮 ，使 它 具 有 永 久 删 除 定 制 工 具 栏
的 功 能 。

添 加 命 令 到 Tools （ 工 具 ） 菜 单

本 书 第 3 章 中 的 最 后 一 节 ，讲 述 了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下 ，添 加 命 令 到 Tools
菜 单 中 ， 以 便 启 动 第 三 方 文 本 编 辑 器 。 并 讲 述 了 不 仅 可 为 文 本 编 辑 器 ， 也 可 为 任
何 程 序 增 加 命 令 。本 节 更 详 细 地 论 述 了 增 加 命 令 的 过 程 ， 以 及 集 成 应 用 程 序 到 环
境 中 的 可 用 选 项 。

首 先 ， 让 我 们 在 没 有 提 示 或 专 门 处 理 工 具 的 情 况 下 ， 回 顾 一 下 给 Tools 菜 单 增 加
简 单 的 实 用 程 序 的 过 程 。 M f c T r e e s 3 应 用 程 序 列 出 了 M F C 类 的 层 次 ， 它 是 第 5
章 中 开 发 的 M f c T r e e 2 对 话 框 的 更 完 整 的 版 本 。 与 先 前 的 版 本 相 比 ， M f c T r e e 3 的
源 代 码 并 无 多 大 改 变 ，但 此 程 序 现 在 将 类 名 作 为 字 符 串 资 源 来 保 存 ，而 不 是 在 对
话 的 O n I n i t D i a l o g 函 数 中 ，将 它 们 硬 编 码 到 C T r e e C t r l : : I n s e r t I t e m 的 长 长 的 调 用 列
表 中 。在 配 套 光 盘 的 C h a p t e r . 1 3 \ M f c T r e e 3 文 件 夹 中 ，可 以 找 到 所 有 源 文 件 ，在 下
面 的 演 示 中 ，只 需 要 将 C D 盘 上 的 M f c T r e e 3 . e x e 程 序 文 件 复 制 到 磁 盘 上 的 任 何 位
置 。

通 过 调 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 可 以 添 加 M f c T r e e s 工 具 到 环 境 中 。 在 Tools 选 项 卡
中 ， 双 击 新 项 所 在 的 框 ， 它 在 列 表 最 后 的 工 具 之 后 ， 显 示 为 一 个 点 划 的 矩 形（ 如



图 1 3 - 5 所 示 ）。 输 入 菜 单 项 文 本 & M F C T r e e  L i s t， 用 字 母 “ M ” 作 为 命 令 助 记 符 ，
来 指 定 菜 单 项 。



图 1 3 - 5   添 加 新 的 M F C T r e e  L i s t 命 令 到 T o o l s（ 工 具 ） 菜 单



按 下 E n t e r 键 ， 在 C o m m a n d 框 中 ， 为 M f c T r e e 3 输 入 完 整 的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包 括
E X E 扩 展 名 。 在 关 闭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时 ， V i s u a l  C + +将 此 命 令 添 加 到 T o o l s 菜
单 的 底 部 。 单 击 新 的 M F C  T r e e  L i s t 命 令 便 启 动 M f c T r e e 3 应 用 程 序 ， 它 将 显 示
M F C 的 类 列 表 ， 如 图 13-6 所 示 。

M f c T r e e 3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添 加 到 Tools 菜 单 中 ， 因 为 此 程 序 不 需 要 任 何 命 令 行 参
数 ， 而 且 在 一 个 单 独 的 窗 口 即 可 显 示 其 输 出 。 下 面 将 介 绍 的 其 他 实 用 程 序 就 不 这
么 简 单 了 。



图 1 3 - 6   T o o l s（ 工 具 ） 菜 单 和 M F C T r e e 3 应 用 程 序 的 新 的 M F C  T r e e  L i s t 命 令

命 令 行 参 数

某 些 应 用 程 序 ， 尤 其 是 基 于 控 制 台 的 程 序 ， 在 程 序 运 行 时 ， 需 要 使 用 用 户 指 定 的



命 令 栏 参 数 。 对 从 Too l s 菜 单 上 启 动 使 用 命 令 行 参 数 的 程 序 ， 有 两 种 方 法 。 第 一
种 是 给 V i s u a l  C + +配 置 每 次 运 行 程 序 时 查 询 命 令 行 参 数 的 功 能 。可 选 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的 P r o m p t  F o r  A r g u m e n t s（ 提 示 参 数 ）复 选 框 来 设 置 这 种 配 置 ，如 图 13-5
所 示 。 具 有 这 种 配 置 后 ， 在 每 次 从 Too l s 菜 单 运 行 此 实 用 程 序 时 ， 此 复 选 框 会 使
V i s u a l  C + + 提 示 参 数 ， 然 后 ， 通 过 命 令 行 将 参 数 传 给 程 序 。

我 们 看 一 下 范 例 ： 假 定 用 户 想 浏 览 一 下 P r o m p t  F o r  A r g u m e n t s 复 选 框 打 开 时 ， 添
加 W i n d o w s  N o t e p a d 实 用 程 序 到 Tools 菜 单 中 ， 将 出 现 的 情 况 。 在 Tools 菜 单 中
启 动 N o t e p a d ，首 先 ，显 示 一 个 提 示 ，你 可 以 在 其 中 输 入 文 件 名 ，如 图 1 3 - 7 所 示 。
单 击 O K 按 钮 ， N o t e p a d 启 动 ， 并 自 动 装 入 指 定 的 文 件 。

如 果 用 户 想 要 在 每 次 启 动 应 用 程 序 时 ，都 能 接 收 到 同 一 命 令 行 参 数 ，使 用 第 二 种
方 法 来 提 供 参 数 更 为 简 捷 。清 除 P r o m p t  F o r  A r g u m e n t s 复 选 框 ，在 图 1 3 - 5 所 示 的
A r g u m e n t s 框 中 输 入 命 令 行 参 数 。 此 后 ， V i s u a l  C + +会 将 参 数 传 递 给 程 序 ， 而 且
不 再 提 示 。



图 1 3 - 7   当 从 工 具 菜 单 运 行 程 序 时 的 命 令 行 变 量 提 示

参 数 宏

V i s u a l  C + +具 有 参 数 宏 这 一 较 显 著 的 特 征 ， 这 样 ， 给 Tools 程 序 传 递 命 令 更 为 容
易 一 些 。 如 表 1 3 - 3 所 示 。 每 一 条 宏 命 令 都 扩 展 成 一 个 字 符 串 ， 用 来 描 述 当 前 项
目 或 文 件 的 特 点 。

在 说 到 参 数 宏 命 令 的 灵 活 性 时 ，我 们 来 看 一 个 简 单 的 例 子 ，假 定 用 户 想 用 N o t e p a d
工 具 ， 使 当 前 运 行 的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的 文 档 处 于 常 开 状 态 ， 使 用 宏 命 令 $ ( F i l e P a t h )
要 容 易 得 多 ， 且 不 用 每 次 都 提 示 文 件 名 ， 即 可 达 到 上 述 目 的 。 同 时 ， 这 个 宏 命 令
也 能 扩 展 ，对 当 前 具 有 输 入 焦 点 文 档 使 用 完 全 的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如 若 没 有 文 档 焦
点 ，宏 将 产 生 一 个 空 字 符 串 。要 利 用 N o t e p a d 工 具 来 使 用 宏 命 令 ，可 删 除 C u s t o m i z e



A r g u m e n t s 对 话 框 中 的 P r o m p t  F o r  A r g u m e n t s 复 选 框 ， 并 键 入 $ ( F i l e P a t h )， 如 下 所
示 ：



表 1 3 - 3    适 用 于 Tools 选 项 卡 的 参 数 宏

宏 名 称 说 明

$ ( C u r C o l )

$ ( C u r D i r )

$ ( C u r L i n e )

$ ( C u r T e x t )

$ ( F i l e D i r )

$ ( F i l e E x t )

$ ( F i l e N a m e
)

$ ( F i l e P a t h )

当 前 列

当 前 目 录

当 前 行

当 前 文 本

文 件 目 录

文 件 扩 展
名

文 件 名

文 件 路 径

在 文 本 窗 口 里 ， 插 入 符 位 置 的 当 前 列 数

当 前 工 作 目 录 ， 表 示 为 d : p a t h \

在 文 本 窗 口 里 ， 插 入 符 位 置 的 当 前 行 数

当 前 文 本 ， 插 入 符 所 停 位 置 的 词 ， 或 者 所 选
文 本 的 一 行

活 动 窗 口 里 的 源 文 件 目 录 ， 表 示 为 d : p a t h \

活 动 窗 口 里 的 源 文 件 扩 展 名

活 动 窗 口 里 源 文 件 的 文 件 名

活 动 窗 口 里 源 文 件 的 完 整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表
示 为 ：

d :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续 表

$ ( T a r g e t A r g s

)

$ ( T a r g e t D i r )

$ ( T a r g e t E x t )

$ ( T a r g e t N a m

e )

$ ( T a r g e t P a t h )

$ ( W k s p D i r )

$ ( W k s p N a m

e )

目 标 参 数

目 标 目 录

目 标 扩 展 名

目 标 名

目 标 路 径

工 作 空 间 目

录

工 作 空 间 名

传 递 给 项 目 应 用 程 序 的 命 令 行 参 数

D e b u g 或 R e l e a s e 子 目 录 里 包 含 的 可 执 行 项 目 的 路

径 ， 表 示 为 d : \ p a t h \

可 执 行 项 目 的 文 件 名 范 围 ， 例 如 E X E 或 D L L

可 执 行 项 目 的 文 件 名 （ 通 常 是 项 目 名 ）

可 执 行 项 目 的 文 件 名 的 完 整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表 示 为

d : \ p a t h \ f i l e n a m e

含 有 项 目 文 件 的 目 录 ， 表 示 为 d : \ p a t h \项 目

项 目 名

在 文 本 编 译 器 中 编 辑 文 档 期 间 ，启 动 此 工 具 时 ，N o t e p a d 会 自 动 打 开 相 同 的 文 档 。



表 1 3 - 3 中 提 供 了 Tools 选 项 卡 中 可 用 的 1 5 种 不 同 的 参 数 宏 命 令 。

在 V i s u a l  C + +查 询 命 令 行 参 数 时 ， 可 使 用 参 数 宏 命 令 来 完 成 ， 如 图 13-7 所 示 。
而 且 ， 在 A r g u m e n t s （ 参 数 ） 和 In i t i a l  D i r ec to ry（ 初 始 目 录 ） 文 本 框 中 ， 这 种 宏
命 令 更 为 有 用 。 我 们 在 使 用 这 些 宏 命 令 时 ， 不 必 费 力 去 记 住 它 们 ， 需 要 时 只 要 单
击 一 下 文 本 框 旁 边 的 箭 头 按 钮 ，就 会 显 示 一 个 菜 单 ，其 中 是 宏 命 令 名 称 的 完 整 列
表 。单 击 表 中 的 任 一 宏 命 令 ，它 就 会 出 现 在 旁 边 的 文 本 框 中 。宏 名 不 区 分 大 小 写 ，
例 如 ， $ ( F i l e D i r )与 $( f i l ed i r )是 相 同 的 ， 宏 所 产 生 的 路 径 字 符 串 ， 诸 如 $ ( F i l e D i r )与
$ ( T a n g e t D i r )， 以 反 斜 线 结 束 。

例 子 ： S t r u c t实 用 程 序 工 具

参 数 宏 命 令 能 为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与 实 用 程 序 更 紧 密 地 集 成 到 一 起 提 供 一 种
方 式 。 通 过 自 动 为 当 前 项 目 或 文 档 提 供 合 适 的 命 令 行 命 令 ， 利 用 参 数 宏 ， 可 以 为
V i s u a l  C + + 专 门 设 计 的 Tools 菜 单 创 建 附 加 的 实 用 程 序 。

这 里 有 一 个 例 子 ， 说 明 了 工 具 程 序 是 怎 样 响 应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的 当 前 插 入 符 位
置 ，甚 至 显 示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环 境 内 部 的 输 出 。S t r u c t 实 用 程 序 描 述 了 接 收 命 令
行 参 数 的 过 程 ， 而 这 些 参 数 包 含 来 自 当 前 文 本 文 档 中 的 词 。如 果 参 数 容 纳 此 程 序
小 数 据 库 中 表 示 的 W i n 3 2  A P I 结 构 的 一 个 名 称 ， S t r u c t 就 会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s
的 O u t p u t 窗 口 中 显 示 结 构 的 声 明 。 $ ( C u r T e x t )宏 产 生 的 命 令 行 参 数 可 以 在 文 档 中
去 选 择 ， 如 果 没 有 选 择 文 本 ， 该 词 就 会 在 插 入 符 位 置 。 如 果 S t r u c t 不 能 识 别 所 提



供 的 结 构 名 称 ， 屏 幕 上 将 会 出 现 未 知 结 构 名 的 消 息 。

图 1 3 - 8 显 示 了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怎 样 创 建 S t r u c t 程 序 ， 并 使 它 成 为 T o o l s 菜
单 上 的 一 个 工 具 的 过 程 。 S t r u c t 可 以 访 问 到 O u t p u t 窗 口 ， 原 因 是 U s e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使 用 输 出 窗 口 )复 选 框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这 个 复 选 框 只 对 基 于 控 制 台 的 程 序
启 用 。 设 置 此 复 选 框 ， 能 使 D e v e l o p  S t u d i o 截 取 所 有 实 用 程 序 的 标 准 输 出 ， 并 在
O u t p u t 窗 口 中 单 独 的 选 项 卡 里 显 示 。通 过 选 项 卡 中 显 示 的 工 具 名 称 ， 我 们 可 以 确
定 输 出 来 源 。

S t r u c t 程 序 相 当 简 单 ，仅 能 识 别 几 个 W i n 3 2  A P I 结 构 ，例 如 R E C T 和 P O I N I。S t r u c t
是 以 C 语 言 编 写 的 ， 只 不 过 是 一 个 程 序 外 壳 ， 但 是 ， 它 也 能 很 容 易 地 扩 充 ， 以
包 括 附 加 的 结 构 和 其 他 信 息 ， 如 函 数 原 型 以 及 消 息 参 数 。 尽 管 具 有 某 些 局 限 性 ，
这 个 程 序 还 是 能 清 楚 地 演 示 如 何 将 这 些 工 具 和 V i s u a l  C + + 集 成 。 安 装 和 检 测
S t r u c t 实 用 程 序 时 ， 可 采 取 以 下 步 骤 ：

1 .   如 果 从 配 套 C D 盘 上 复 制 项 目 时 ， 没 有 运 行 S e t u p 程 序 ， 我 们 可 复 制
S t r u c t . e x e 程 序 文 件 复 制 到 硬 盘 的 适 当 位 置 。 此 程 序 装 在 C D 的
C o d e \ C h a p t e r . 1 3 \ S t r u c t \ R e l e a s e 子 文 件 夹 中 。

2 .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T o o l s 选 项 卡 中 ， 给 Tools 菜 单 ， 为 S t r u c t 添 加
命 令 ， 如 图 1 3 - 8 所示。在 C o m m a n d 框 中 ， 输 入 S t r u c t . e x e 的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包 括 E X E 扩 展 名 ， 在 硬 盘 上 指 定 文 件 夹 到 复 制 此 程 序 的 位 置 。
在 A r g u m e n t s 框 中 输 入 $ ( C u r T e x t )， 或 单 击 旁 边 的 箭 头 按 钮 ， 并 从 表 中



选 择 C u r r e n t  T e x t（ 当 前 文 本 ）。 注 意 ， 在 此 过 程 中 ， 必 须 打 开 对 话 框
左 下 角 的 U s e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复 选 框 。



图 1 3 - 8   为 S t r u c t 实 用 程 序 设 置 一 个 菜 单 命 令

3 .  在 文 本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Strue t .c 源 文 件 （ 列 表 1 3 - 1 ）， 或 用 Fi l e 菜 单 上 的



N e w 命 令 ， 来 创 建 一 个 新 文 本 文 档 。 在 新 建 文 档 中 输 入 一 行 ， 其 中 包
含 S t r u c t 所 能 识 别 的 A P I 结 构 名 称 ， 如 下 ：

 R E C T R E C T L P O I N T # P O I N T L # S I I E # P O I N I S # F I L E # T I M E # S Y S T E # M T I M E

4 .  在 文 档 中 ， 将 插 入 符 放 在 函 数 名 中 的 任 一 位 置 ， 在 Too l s 菜 单 上 单 击
W i n 3 2  S t r u c t u r e 命 令 ， 图 1 3 - 9 显 示 了 O u t p u t 窗 口 中 W i n 3 2  S t r u c t 选 项
卡 的 实 用 程 序 消 息 。

图 1 3 - 9   在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里 ， S t r u c t 实 用 程 序 的 输 出 出 现 在 自 己 的 选 项 卡 中



列 表 1 3 - 1   S t r u c t . c 源 文 件

/ /  S t ruc t . c           D i s p l a y s  W i n 3 2  s t r u c t u r e  d e c l a r a t i o n s  i n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 /                  C o p y r i g h t  ( c )  1 9 9 8 ,  B e c k  Z a r a t i a n

# i n c l u d e  < s t d i o . h >

# i n c l u d e  < s t r i n g . h >

c h a r  * p s z S t r u c t [ ]  =

{

     " F I L E T I M E \ n { \ n   D W O R D   d w L o w D a t e T i m e ; \ n   D W O R D   "  \

     " d w H i g h D a t e T i m e ; \ n } " ,



     " O V E R L A P P E D \ n { \ n   D W O R D    I n t e r n a l ; \ n   D W O R D    "  \

     " I n t e r n a l H i g h ; \ n   D W O R D    O f f s e t ; \ n   D W O R D    "  \

     " O f f s e t H i g h ; \ n    H A N D L E   h E v e n t ; \ n } ; " ,

     " P O I N T \ n { \ n     L O N G   x ; \ n   L O N G   y ; \ n } ; " ,

     " P O I N T L \ n { \ n    L O N G   x ; \ n   L O N G   y ; \ n } ; " ,

     " P O I N T S \ n { \ n    S H O R T   x ; \ n   S H O R T   y ; \ n } ; " ,

     " P R O C E S S _ I N F O R M A T I O N \ n { \ n   H A N D L E   h P r o c e s s ; \ n   H A N D L E   "  \

     " h T h r e a d ; \ n       D W O R D    d w P r o c e s s I d ; \ n   D W O R D    d w T h r e a d I d ; \ n } ; " ,



    " R E C T \ n { \ n        L O N G   l e f t ; \ n   L O N G   t o p ; \ n   L O N G   r i g h t ; "  \

    " \ n             L O N G   b o t t o m ; \ n } ; " ,

     " R E C T L \ n { \ n   L O N G   l e f t ; \ n   L O N G   t o p ; \ n   L O N G   r i g h t ; "  \

    " \ n   L O N G   b o t t o m ; \ n } ; " ,

     " S E C U R I T Y _ A T T R I B U T E S \ n { \ n   D W O R D    n L e n g t h ; \ n   L P V O I D   "  \

     " l p S e c u r i t y D e s c r i p t o r ; \ n   B O O L     b I n h e r i t H a n d l e ; \ n } " ,

     " S I Z E \ n { \ n   L O N G   c x ; \ n   L O N G   c y ; \ n } ; " ,



     " S Y S T E M T I M E \ n { \ n   W O R D   w Y e a r ; \ n   W O R D   w M o n t h ; \ n   W O R D   "  \

     " w D a y O f W e e k ; \ n   W O R D   w D a y ; \ n   W O R D   w H o u r ; \ n   W O R D   "  \

     " w M i n u t e ; \ n   W O R D   w S e c o n d ; \ n   W O R D   w M i l l i s e c o n d s ; \ n } ; "

} ;

m a i n (  i n t  a r g c ,  c h a r  * a r g v [ ] ,  c h a r  * e n v p [ ]  )

{

     c h a r * s z ;

     s i z e _ t       i L e n ;

     in t            i ,  i C o u n t  =  s i z e o f ( p s z S t r u c t ) / s i z e o f ( c h a r * ) ;

     i f  ( a r g c  >  1 )



     {

       f o r  ( i = 0 ;  i  <  i C o u n t ;  i + + )

       {

          //  D e t e r m i n e  l e n g t h  o f  s t r u c t u r e  n a m e

          s z    =  p szS t ruc t [ i ] ;

          i L e n  =  ( s ize_ t )  ( s t rchr (  sz ,  ' \ n '  )  -  sz ) ;

          //  I f  s t r u c t u r e  i s  i n  d a t a b a s e ,  d i s p l a y  d e c l a r a t i o n

          if ( s t r l e n (  a r g v [ 1 ]  )  = =  i L e n   & &

             ! s t r n c m p (  s z ,  a r g v [ 1 ] ,  i L e n  ) )

          {

          p r in t f (  "S t ruc tu r e  dec l a r a t i on : \ n \n "  ) ;



                    p r in t f (  " s t r u c t  % s \ n \ n " ,  p s z S t r u c t [ i ]  ) ;

                    b r e a k ;

               }

          }

         if ( i  = =  i C o u n t )

             p r in t f (  " S t r u c t u r e  n o t  r e c o g n i z e d \ n \ n "  ) ;

     }

     r e t u r n  0 ;

}



宏

V i s u a l  C + + 中 有 一 种 优 秀 的 宏 语 言 ，其 格 式 为 V i s u a l  B a s i c  S c r i p t i n g  E d i t i o n，即 著
名 的 V B S c r i p t。通 过 在 文 件 中 存 储 宏 脚 本 时 ， 这 个 环 境 能 使 不 断 收 集 与 其 他 文 件
共 享 的 宏 命 令 。 通 过 记 录 任 务 序 列 ， 或 者 是 书 写 程 序 脚 本 ， 用 户 可 创 建 一 个 宏 。
在 这 部 分 里 ， 我 们 将 看 到 ，V B S c r i p t 提 供 了 一 个 函 数 库 ， 它 可 以 运 行 宏 来 查 询 用
户 的 输 入 ， 显 示 消 息 框 ， 进 行 算 术 运 算 ， 控 制 字 符 串 ， 并 执 行 一 些 超 出 用 户 接 口
程 序 范 围 的 其 他 任 务 。

V B S c r i p t 是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B a s i c  f o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V B A ）的 子 集 ，V B A 是 M i c r o s o f t
A c c e s s 这 样 程 序 的 编 程 语 言 。 V B S c r i p t 设 计 成 一 种 用 H T M L 书 写 的 W e b 文 档 的
脚 本 编 程 语 言 ， 它 为 H T M L 页 面 提 供 了 嵌 入 A c t i v e X 控 件 和 其 他 对 象 的 方 式 。
但 是 ， 它 还 可 以 作 为 常 规 的 脚 本 编 程 语 言 ， 能 解 释 针 对 应 用 程 序 的 命 令 表 ， 并 通
过 A u t o m a t i o n 来 执 行 这 些 命 令 。 换 句 话 说 ， V B S c r i p t 可 以 作 为 宏 语 言 。 在 这 种
环 境 中 ， V i s u a l  C + +能 使 用 V B S c r i p t。

一 个 宏 意 味 着 将 一 类 命 令 封 装 为 一 个 命 令 。 用 V B S c r i p t 写 的 宏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简
单 程 序 ， 在 这 种 程 序 中 ， 宏 脚 本 作 为 源 代 码 。 执 行 一 个 宏 ， 就 等 于 执 行 了 脚 本 中
包 含 的 所 有 命 令 。 在 第 3 章 中 ， 我 们 讲 了 怎 样 通 过 记 录 敲 键 和 鼠 标 单 击 ， 来 创 建
V B S c r i p t 宏 的 过 程 。 记 录 后 ， 便 为 用 户 提 供 一 个 宏 ， 它 可 以 回 放 一 系 列 记 录 的 命
令 。 一 旦 记 录 了 一 个 宏 ， 就 需 要 手 工 使 用 这 些 命 令 。 此 后 ， 无 论 在 什 么 时 候 运 行
录 制 的 宏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都 会 自 动 重 复 相 同 的 步 骤 。



第 3 章 中 的 解 除 制 表 符 转 换 宏 是 使 用 R e c o r d  Q u i c k  M a c r o（ 快 速 录 制 宏 ） 命 令 创
建 的 ， 这 一 方 法 尽 管 很 方 便 ， 但 也 有 其 不 足 之 处 ， 即 R e c o r d  Q u i c k  M a c r o 命 令 仅
能 创 建 一 个 临 时 宏 ， 当 下 次 使 这 个 命 令 和 记 录 另 一 个 宏 时 ， 前 一 个 宏 将 永 远 消
失 。 相 反 ， Tools 菜 单 中 的 M a c r o 命 令 能 记 录 永 久 保 存 的 宏 ， 并 用 一 个 单 独 的 文
件 来 保 存 几 个 相 关 的 宏 。为 了 说 明 这 点 ，这 里 说 明 了 怎 样 创 建 这 个 宏 的 永 久 性 版
本 ， 并 用 相 应 的 制 表 符 转 换 宏 来 增 强 它 。 这 个 宏 扩 展 了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和
U n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命 令 ， 来 对 整 个 文 档 加 制 表 符 和 取 消 制 表 符 ， 而 不 仅 仅 选 择 的
文 本 。 第 一 步 是 创 建 一 个 宏 文 件 ， 接 着 为 这 些 新 宏 增 加 脚 本 。 在 文 件 编 辑 器 中 打
开 一 个 文 档 ，从 Tools 菜 单 中 选 取 M a c r o 命 令 ，来 打 开 M a c r o 对 话 框 ，单 击 O p t i o n s
按 钮 ，接 着 单 击 N e w  F i l e（ 新 文 件 ）按 钮 ，输 入 一 个 文 件 名 和 这 个 宏 文 件 的 说 明 ，
如 下 ：



单 击 O K 按 钮 ，并 在 第 一 个 宏 的 名 下 键 入 U n t a b i f y A l l，单 击 R e c o r d 按 钮 ，在 A d d
M a c r o（ 添 加 宏 ） 对 话 框 中 键 入 可 选 的 说 明 文 字 ， 例 如 ， E x p a n d s  t a b s  i n t o  s p a c e s。
单 击 O K 按 钮 ， 主 M a c r o 对 话 框 关 闭 ， 并 返 回 到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文 档 中 。 现 在 ，

R e c o r d 工 具 栏 显 示 在 屏 上 ，鼠 标 光 标 中 包 含 着 盒 式 磁 带 的 图 像 ，这 就 暗 示 着 ，现
在 ， V i s u a l  C + +正 在 记 录 着 每 个 敲 键 和 鼠 标 单 击 。 同 第 3 章 所 述 的 一 样 ， 我 们 可

以 通 过 同 样 的 三 步 来 创 建 宏 ；

１ 在 E d i t 菜 单 上 ， 单 击 S e l e c t  A l l（ 全 选 ） 命 令 来 选 整 个 文 档 。

２ 从 E d i t 菜 单 中 选 A d v a n c e d ， 并 单 击 U n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命 令 。



３ 按 C t r l + H o m e 将 插 入 符 移 到 文 档 顶 端 。

在 R e c o r d 工 具 栏 中 单 击 S t o p  R e c o r d i n g 按 钮 来 结 束 录 制 ，在 此 处 ，文 本 编 辑 器 自
动 打 开 新 的 V B S c r i p t 宏 文 件 ， 该 文 件 名 为 T a b s . d s m ， 此 时 可 以 编 辑 宏 （ 该 文 件
的 扩 展 名 代 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宏 ）。在 W i n d o w 菜 单 上 单 击 文 件 名 ，就 会 返 回 到
原 来 的 文 本 文 档 中 。

当 再 次 显 示 M a c r o 对 话 框 时 ， M a c r o  F i l e（ 宏 文 件 ） 组 合 框 中 就 会 出 现 T a b s 文 件
名 。 按 上 文 所 述 的 相 同 步 骤 ， 可 增 加 一 个 新 的 转 换 制 表 符 宏 ， 只 是 这 次 不 单 击
O p t i o n s 和 N e w  F i l e 按 钮 ， 因 为 我 们 只 想 增 加 到 宏 文 件 ， 而 不 是 去 创 建 一 个 新 文
件 。仅 需 键 入 T a b i f y A l l 来 给 第 二 个 宏 命 名 ，单 击 R e c o r d 按 钮 ，输 入 新 宏 的 说 明 ，
例 如 C o n v e r t s  s p a c e s  i n t o  t a b s。 接 着 按 以 上 步 骤 ， 创 建 第 二 个 宏 ， 这 次 ， 我 们 选
用 T a b i f y  S e l e c t i o n（ 将 选 择 内 容 进 行 制 表 符 转 换 ）命 令 。此 T a b s 宏 文 件 现 在 包 含
着 两 个 宏 ， 即 在 M a c r o 对 话 框 中 列 出 的 U n t a b i f y A l l 和 T a b i f y A l l。 运 行 宏 时 ， 从
对 话 框 的 列 表 中 选 出 它 ， 并 单 击 R u n 按 钮 ， 其 效 果 与 人 工 重 新 键 入 录 制 的 敲 键
一 样 。

在 录 制 过 程 中 ， V i s u a l  C + + 将 所 执 行 的 每 个 命 令 列 表 进 行 编 译 ， 并 把 它 们 用
V B S C r i p t 代 码 写 到 D S M 文 件 中 。 在 录 制 时 ， 可 以 在 任 何 编 辑 器 中 工 作 ， 甚 至 可
以 在 编 辑 器 之 间 来 回 转 换 。 单 击 R e c o r d 工 具 栏 中 的 第 二 个 按 钮 暂 停 录 制 ， 可 以
执 行 不 包 括 在 最 终 宏 中 的 操 作 。 再 单 击 相 同 的 按 钮 ， 则 恢 复 录 制 。 一 般 来 说 ， 在
运 行 宏 前 ， 首 先 ， 应 把 插 入 符 移 到 要 回 放 所 录 制 敲 键 的 文 档 位 置 。 这 一 步 对



T a b i f y A l l 和 U n t a b i f y A l l 宏 来 说 ， 并 不 需 要 。

大 多 数 的 宏 都 是 通 过 这 种 方 法 来 完 成 录 制 一 系 列 命 令 的 任 务 ，但 是 ，可 能 出 现 这
种 状 况 ： 需 要 一 个 宏 完 成 的 任 务 却 不 能 被 录 制 。 要 创 建 这 样 一 个 宏 ， 必 须 写 一 个
脚 本 ， 并 将 它 作 为 D S M 文 件 存 盘 ， 下 节 将 介 绍 如 何 做 这 一 工 作 。

例 子 ： 用 于 栏 目 搜 索 和 替 换 的 宏

V B S c r i p t 包 括 一 个 编 译 器 和 一 个 运 行 库 。 V B S c r i p t 编 译 器 解 释 宏 中 列 出 的 命 令 ，
库 提 供 了 宏 可 以 调 用 的 函 数 。 附 录 C 中 包 含 了 关 于 V B S c r i p t 的 简 短 教 程 ， 它 描
述 了 语 言 元 素 和 V B S c r i p t 库 函 数 。 V B S c r i p t 十 分 简 单 ， 可 以 很 快 掌 握 ， 好 在 它
的 许 多 编 程 特 点 和 C 语 言 十 分 相 似 。

使 用 一 个 简 单 例 子 即 可 说 明 一 些 V B S c r i p t 宏 的 特 征 。 在 第 3 章 中 讲 述 过 ， 虽 然
在 一 个 文 档 中 可 以 选 择 一 块 文 本 ，但 文 本 编 辑 器 对 所 选 栏 没 有 提 供 搜 索 和 替 换 操
作 的 方 法 。 如 果 给 文 本 栏 作 上 标 记 ， 并 从 E d i t（ 编 辑 ） 菜 单 中 选 择 R e p l a c e（ 替
换 ）， R e p l a c e  对 话 框 就 会 使 S e l e c t i o n 单 选 钮 失 效 。 对 编 辑 器 来 说 ， 在 标 记 栏 中
替 换 文 本 ，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特 征 。 用 一 个 宏 ， 我 们 能 编 程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文 本 编
辑 器 来 做 到 这 一 点 。

通 过 尽 可 能 多 地 进 行 录 制 来 创 建 宏 ， 然 后 ， 使 用 文 本 编 辑 器 ， 来 给 宏 脚 本 文 件 增
加 一 些 不 能 录 制 的 命 令 ， 这 是 十 分 方 便 的 。 在 本 例 中 ， 我 们 不 录 制 任 何 东 西 ， 原



因 是 R e p l a c e . d s m 宏 文 件 已 经 从 头 开 始 编 码 了 。 要 检 测 一 下 这 个 宏 ， 将 C D 盘 上
的 C h a p t e r . 1 3 文 件 夹 中 的 R e p l a c e . d s m 复 制 到 硬 盘 的 V i s u a l  C + +  M a c r o 文 件 夹
中 。 该 文 件 夹 的 默 认 路 径 是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M a c r o s。

从 Too l s 菜 单 中 选 M a c r o 命 令 ， 单 击 O p t i o n s 按 钮 ， 然 后 单 击 L o a d e d  F i l e s（ 加 载
的 文 件 ）按 钮 。这 就 会 显 示 我 们 熟 悉 的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其 中 ，新 的 R e p l a c e . d s m
文 件 显 示 在 M a c r o s 文 件 夹 中 的 宏 文 件 表 中 ， 打 开 表 中 的 R e p l a c e 复 选 框 ， 关 闭
对 话 框 ，并 再 一 次 调 用 M a c r o 命 令 。 这 个 R e p l a c e 宏 文 件 马 上 显 示 在 M a c r o 对 话
框 的 下 拉 列 表 中 ， 如 图 1 3 - 1 0 所 示 ， 选 择 这 个 文 件 ， 在 表 中 增 加 单 独 的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



图 1 3 - 1 0   调 用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如 果 想 亲 自 键 入 这 个 宏 ， 用 N e w 命 令 ， 并 在 F i l e s 选 项 卡 中 双 击 M a c r o  F i l e （ 宏
文 件 ） 图 标 。 键 入 脚 本 ， 如 列 表 1 3 - 2 所 示 ， 接 着 ， 把 该 文 件 以 R e p l a c e . d s m 为 名
存 在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M a c r o s 文 件 夹 中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仍 不 能 识 别 这 个 新 的
宏 文 件 ， 因 此 ， 必 须 按 前 一 段 所 说 的 那 样 ， 打 开 它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的 复 选
框 。

配 套 光 盘 的 C h a p t e r . 1 3 文 件 夹 包 括 了 名 为 C o l u m n . t x t 的 文 本 文 件 ， 为 演 示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提 供 了 简 单 的 测 试 基 础 （ 你 可 以 使 用 所 要 的 任 何 文 本 文 档 来
试 验 ）。 为 了 改 变 文 本 中 的 一 栏 ， 拖 动 鼠 标 时 按 着 A LT 键 ， 先 选 择 一 块 文 本 ， 如
图 1 3 - 1 1 所 示 。 通 常 ， 可 以 从 右 下 角 向 左 上 角 拖 动 鼠 标 来 标 记 一 块 ， 但 是 ，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却 假 定 鼠 标 光 标 从 左 上 方 向 右 下 方 拖 动 。



图 1 3 - 1 1   标 记 文 本 块

接 下 来 ， 单 击 Tools 菜 单 中 的 M a c r o 命 令 ， 如 果 有 必 要 的 话 ， 从 M a c r o  F i l e 下 拉
列 表 中 选 择 R e p l a c e， 并 双 击 框 中 的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如 图 1 3 - 1 0 所 示 。 当 这 个



宏 运 行 时 ， 它 查 询 搜 索 的 字 符 串 和 替 换 的 字 符 串 。 并 在 第 一 次 查 询 时 键 入 W o r d
一 词 ：

在 第 二 个 询 问 下 键 入 替 换 文 本 ， 如 N e w ：



在 第 二 个 询 问 下 单 击 E n t e r 键 或 者 单 击 O K ， 在 选 择 块 中 ， 宏 就 会 代 替 所 有 的
“ w o r d ” ,其 余 的 “ w o r d ” 词 不 变 ：



把 一 个 敲 键 组 合 指 定 给 宏 ，以 便 可 以 快 速 访 问 它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K e y b o a r d
选 项 卡 中 ， 从 C a t e g o r y 框 选 M a c r o s， 并 从 C o m m a n d s 表 中 选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
单 击 标 有 P r e s s  N e w  S h o r t c u t  K e y（ 按 新 的 快 捷 键 ）的 框 ，并 键 入 组 合 键 ，如 A l t + R
（ 用 于 替 换 ）， 能 更 好 地 提 醒 你 宏 的 用 途 。 你 可 以 给 工 具 栏 或 菜 单 增 加 宏 命 令 ，
这 与 增 加 V i s u a l  C + +其 他 的 命 令 一 样 。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的 C o m m a n d 选 项 卡
中 ， 从 C a t e g o r y 列 表 中 选 择 M a c r o s， 然 后 ， 将 宏 名 称 从 显 示 的 列 表 中 拖 到 工 具
栏 或 菜 单 上 ， 如 本 章 前 部 分 所 述 。

列 表 1 3 - 2 列 出 了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脚 本 。 对 于 脚 本 中 使 用 的 V B S c r i p t 元 素 的
解 释 ， 可 参 考 附 录 C 中 的 教 程 。 此 列 表 后 面 的 简 短 讨 论 ， 概 括 了 重 要 的 代 码 段 ，



并 描 述 了 宏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

列 表 1 3 - 2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脚 本

M a c r o :  C o l u m n a r  s e a r c h - a n d - r e p l a c e

S u b  C o l R e p l a c e  ( )

  If no  t ex t  s e l ec t ed ,  ex i t

  If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 T h e n  E x i t  S u b "

  s t r T i t l e = " C o l u m n a r  S e a r c h - a n d - R e p l a c e "

  G e t  c o l u m n  c o o r d i n a t e s :  ( x 1 , y 1 )  =  u p p e r - l e f t  c o r n e r

                          ( x 2 , y 2 )  =  l o w e r - r i g h t  c o r n e r

  y2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L i n e



  x 2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C o l u n

  x 1  =  I n t (  x 2  -  I n S t r B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v b C R ) / 2  +  . 5 )

  y 1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S e l e c t i o n  T o p L i n e

  P r o m p t  f o r  s e a r c h / r e p l a c e  s t r i n g s

  s t r F i n d      =  I n p u t B o x (  E n t e r  w o r d  t o  s e a r c h  f o r ,  s t r T i t l e )

  If s t r F i n d  =  " T h e n  E x i t  S u b "

  s t r R e p l a c e  =  I n p u t B o x ( " R e p l a e c e  w i t h  w h a t  w o r d ? ,  s t r T i t l e  )

  T e m p o r a r i l y  a d d  a  c o p y  o f  t h e  s e a r c h  s t r i n g  t o  t h e  e n d  o f

  t h e  l i n e .  T h i s  p r e v e n t s  R e p l a c e T e x t  f r o m  c y c l i n g  t o  t h e

  t o p  o f  t h e  d o c u m e n t  a f t e r  t h e  f i n a l  r e p l a c e m e n t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E n d O f L i n e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r F i n d

  S t a r t  f r o m  t o p  l i n e  o f  s e l e c t i o n  a n d  w o r k  d o w n

  D o  W h i l e  y 1  < =  y 2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G o T o L i n e  y 1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a r t O f L i n e

D o  W h i l e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C o l u m n  <  x 1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S e l e c t i o n

C h a r R i g h t  d S M o v e , 1

L o o p

D o  W h i l e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C o l u m n  <  x 2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h a r R i g h t  d s E x t e n d ,  1

L o o p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R e p l a c e T e x t  s t r F i n d ,  s t r R e p l a c e

y 1   =  y 1  +  1

L o o p

R e m o v e  t e m p o r a r y  s t r i n g  a t  e n d  o f  l i n e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E n d O f L i n e

f o r  i =  1  T o  L e n (  s t r F i n d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B a c k S p a c e

N e x t



E n d  S u b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是 V B S c r i p t 属 性 ，它 包 含 当 前 文 档 所 选 的 所 有 文 本（“ 属
性 ” 是 V i s u a l  B a s i c 术 语 ， 指 的 是 一 个 对 象 的 值 ， 用 在 这 里 与 第 8 章 中 的 意 思 相
同 。 你 还 会 记 得 ， 向 上 追 溯 ， A c t i v e X 控 件 来 源 于 V i s u a l  B a s i c 自 定 义 控 件 ）。 如
果 在 文 档 中 没 有 选 择 文 本 ， 则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中 是 空 字 符 串 。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通 过 检 查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的 内 容 ， 首 先 确 定 在 文 档 中
已 选 取 了 文 本 。 如 果 这 个 字 符 串 是 空 的 ， 则 宏 终 止 ， 而 不 会 采 取 任 何 动 作 。

紧 接 着 ， 宏 确 定 选 择 块 的 坐 标 ， 坐 标 指 的 是 选 择 区 的 左 上 角 和 左 下 角 的 行 列 位
置 。 属 性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L i n e 和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C o l u m n 提 供 了 插 入 符 位 置 的 行 和 列 值 ， 其 坐 标
是 选 择 块 右 下 角 的 坐 标 （ x 2 ,  y 2）。 这 便 解 释 了 宏 为 什 么 需 要 你 向 下 拖 动 鼠 标 光
标 ， 而 不 是 向 上 拖 动 ， 来 选 择 文 本 块 。 在 宏 开 始 时 ， 插 入 符 必 须 停 在 所 选 块 的 右
下 角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T o p l i n e 提 供 了 所 选 块 的 第 一 行 ， 并 保 存 在 y1 坐
标 中 。 对 于 文 本 块 开 始 的 栏 ， 没 有 对 应 的 属 性 。 因 此 ， 宏 依 赖 于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
即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插 入 一 个 返 回 字 符 ， 来 标 出 选 择 栏 中 每 行 的 结 束 位 置 ， 选 择
栏 包 含 在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中 。 通 过 定 位 字 符 串 的 第 一 个 返 回 字 符 （ 用
v b C R 常 量 表 示 ）， 宏 确 定 屏 上 列 区 域 块 的 宽 度 ， 然 后 ， 用 x 2 减 去 区 域 块 宽 ， 算
出 区 域 块 中 的 第 一 个 列 标 x 1 。

单 独 调 用 I n p u t  B o x 库 函 数 ， 将 向 用 户 查 询 搜 索 字 符 串 及 其 替 换 字 符 串 。 如 果 用



户 单 击 C a n c e l 按 钮 ， 或 不 指 定 搜 索 字 符 串 ， 宏 将 停 止 。 对 于 替 换 字 符 串 没 有 类
似 的 操 作 ， 因 为 宏 允 许 用 空 值 作 为 有 效 的 替 换 项 。 如 果 替 换 字 符 串 为 空 ， 宏 只 是
用 空 来 替 换 搜 索 字 符 串 ， 也 就 是 从 文 本 中 删 掉 字 符 串 。 在 I n p u t B o x 函 数 中 ， 没
有 提 供 区 分 使 用 空 替 换 字 符 串 单 击 O K 与 单 击 C a n c e l 之 间 的 手 段 。 因 此 ， 这 个
宏 对 于 这 两 个 操 作 的 处 理 是 一 样 的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提 供 取 消 运 行 宏 的 手 段 ， 当 宏 运 行 时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宏 图 标
显 示 在 W i n d o w s 任 务 栏 右 边 的 系 统 区 中 ：

双 击 这 个 图 标 ， 显 示 结 束 宏 的 确 认 消 息 。 因 为 在 确 认 消 息 显 示 时 ， 宏 继 续 运 行 ，
所 以 ， 必 须 要 尽 快 对 此 消 息 作 出 反 应 。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中 主 循 环 的 每 一 次 重 复 ， 都 能 替 换 被 选 区 的 每 一 行 文 本 。 循 环
从 区 域 顶 端 的 行 标 （ y1） 开 始 ， 一 次 下 移 一 行 ， 直 到 到 达 区 域 底 部 的 行 标 （ y2 ）
处 ：

D o  W h i l e  y 1  < =  y 2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R e p l a c e T e x t  s t r F i n d ,  s t r R e p l a c e

    y 1  =  y 1  +  1

L o o p

第 一 个 嵌 套 循 环 把 插 入 符 从 行 的 始 端 移 到 区 域 块 的 第 一 列 ：

F i n d  l e f t  e d g e  o f  s e l e c t e d  c o l u m n

D o  W h i l e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C o l u m n  <  x 1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h a r R i g h t  d s M o v e ,  1

L o o p

嵌 套 的 第 二 个 循 环 移 动 插 入 符 ，并 一 次 通 过 块 中 的 一 个 字 符 ，并 在 运 行 时 选 择 文
本 ：

S e l e c t  t e x t  a c r o s s  w i d t h  o f  c o l u m n

D o  W h i l e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C o l u m n  <  x 2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h a r R i g h t  d s E x t e n d ,  1

L o o p

如 下 显 示 的 是 选 择 的 文 本 覆 盖 原 来 区 域 块 的 结 果 ：

一 旦 在 一 行 中 已 经 选 择 了 一 部 分 文 本 ， 宏 就 调 用 R e p l a c e T e x t。 这 个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方 式 使 用 替 换 字 符 串 替 换 每 个 S t r F i n d 搜 索 字 符 串 。 这 种 搜 索 不 区 分 大 小
写 ，尽 管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能 轻 而 易 举 地 进 行 修 改 ，成 为 可 以 区 分 大 小 写 的 方 法 。
R e p l a c e T e x t 只 作 用 于 所 选 文 本 ， 不 是 在 整 行 上 ， 这 是 整 个 宏 的 关 键 。 当 主 循 环
重 复 时 ， 对 于 所 选 块 最 后 一 行 的 下 一 行 ， 这 一 过 程 将 重 复 进 行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附 加 项

通 过 创 建 附 加 项 ， 有 助 于 增 强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环 境 ， 附 加 项 是 A c t i v e X 动 态
链 接 库 ， 这 是 V i s u a l  C + +在 启 动 时 加 载 的 ， 并 可 以 响 应 用 户 的 命 令 。 附 加 项 可 以
为 环 境 提 供 集 成 的 特 征 ， 但 不 能 与 宏 相 结 合 。 由 于 它 们 可 以 访 问 全 部 W i n d o w s
A P I， 附 加 项 能 完 成 以 下 任 务 ， 诸 如 文 件 的 输 入 与 输 出 、 通 信 、 打 印 、 I n t e r n e t
支 持 等 所 有 想 让 程 序 做 的 工 作 。 在 使 用 I n p u t B o x 和 M s g B o x 函 数 显 示 的 对 话 框
中 ， 宏 能 与 用 户 联 系 ， 附 加 项 包 含 有 自 己 的 资 源 数 据 ， 也 能 显 示 对 话 框 和 自 己 设
计 的 属 性 表 。 附 加 项 的 不 利 之 处 在 于 创 建 时 颇 费 时 间 和 精 力 。

本 节 只 粗 略 地 描 述 了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中 附 加 项 是 怎 样 工 作 和 开 始 编 写 的 ， 但
由 于 有 关 附 加 项 的 主 题 相 当 深 广 ， 其 中 的 许 多 对 象 、 属 性 、 方 法 和 事 件 都 必 须 进
行 说 明 。所 以 ，详 细 讨 论 这 个 主 题 超 出 了 本 书 的 范 围 。更 详 细 消 息 ，可 参 阅 V i s u a l
C + + 的 在 线 帮 助 ，或 研 究 V i s u a l  C + +提 供 的 A p i 2 H e l p 项 目 的 源 代 码 。为 了 在 硬 盘
上 复 制 A p i 2 H e l p 项 目 ， 应 当 按 题 为 C o p y i n g  t h e  S a m p l e  A d d - i n s（ 复 制 样 本 附 加
项 ） 的 在 线 论 文 中 所 概 括 的 步 骤 ， 它 的 位 置 在 索 引 项 s a m p l e  a d d - i n s（ 样 本 附 加
项 ） 下 面 。

要 开 始 一 个 附 加 项 项 目 ， 从 Fi le（ 文 件 ） 菜 单 中 选 择 N e w 命 令 ， 并 单 击 P r o j e c t s
选 项 卡 。 输 入 一 个 项 目 名 ， 并 双 击 D e v S t u d i o  A d d - i n  W i z a r d 图 标 ， 来 启 动 创 建 项
目 的 向 导 ， 这 个 向 导 用 一 步 即 可 创 建 项 目 ：



A d d - i n  W i z a r d 会 自 动 设 置 项 目 ， 并 生 成 源 代 码 ， 对 于 大 多 数 编 写 附 加 项 的 工 作 ，
这 些 源 代 码 依 赖 于 M F C 和 A T L。对 于 不 需 要 M F C 的 附 加 项 项 目 ，需 用 A T L  C O M
A p p W i z a r d 来 开 始 项 目 ，而 不 是 D e v S t u d i o  A d d - i n  W i z a r d 。从 I n s e r t 菜 单 中 选 N e w
A T L  O b j e c t（ 新 的 A T L 目 标 ） 命 令 ， 双 击 A T L  O b j e c t  W i z a r d 对 话 框 中 的 A d d - i n



O b j e c t 图 标 。用 C 或 V i s u a l  B a s i c 也 可 写 附 加 项 ，但 这 样 的 话 ，W i z a r d s 所 带 来 的
便 利 和 优 势 就 都 不 能 用 了 。

在 编 码 和 建 立 附 加 项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后 ， 紧 接 着 ， 把 D L L 文 件 的 信 息 通 知 给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以 便 加 载 库 ，并 调 用 它 。调 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单击 A d d - I n s
A n d  M a c r o  F i l e s（ 附 加 项 和 宏 文 件 ） 选 项 卡 ， 在 浏 览 了 D L L 文 件 后 ， 双 击 表 中
的 该 文 件 。 也 可 将 该 文 件 复 制 到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A d d - i n 文 件 夹 中 ， 这 就 没 有
必 要 再 浏 览 了 。在 当 前 的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会 话 中 加 载 附 加 项 库 ，打开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用 于 附 加 项 文 件 的 复 选 框 。这 个 复 选 框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会 使 V i s u a l  C + +自
动 将 动 态 链 接 库 文 件 在 启 动 时 自 动 加 载 。

图 1 3 - 1 2 说 明 了 附 加 项 和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是 如 何 相 互 作 用 的 。 一 个 附 加 项 将 两
个

对 象 展 现 给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 并 命 名 为 C o m m a n d s 和 D S A d d I n， A d d - i n  W i z a r d
在 C o m m a n d s . c p p 和 D S A d d I n , c p p 文 件 中 创 建 类 的 源 代 码 。 C o m m a n d s 对 象 则 容
纳 着 完 成 附 加 项 提 供 的 全 部 命 令 的 方 法 ， 而 D S A d d I n 对 象 仅 容 纳 名 为
O n C o n n e c t i o n 和 O n D i s c o n n e c t i o n 的 两 种 方 法 。 当 加 载 （ 或 连 接 ） 附 加 项 时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调 用 第 一 种 方 法 。 在 卸 载 附 加 项 时 ， 则 需 要 调 用 第 二 种 方 法 。
附 加 项 开 始 执 行 时 ， O n C o n n e c t i o n 方 法 获 得 控 件 ， 并 调 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s 的
A d d C o m m a n d 函 数 。 调 用 A d d C o m m a n d 给 环 境 增 加 新 的 命 令 ， 并 提 供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需 要 呈 现 给 用 户 的 所 有 命 令 信 息 。 新 的 命 令 通 过 动 态 链 接 库 来 提 供 服 务 ，
但 对 用 户 来 说 ， 这 个 命 令 与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内 部 命 令 集 中 的 任 何 命 令 一 样 。
A d d C o m m a n d 的 参 数 可 以 用 来 指 定 信 息 ， 例 如 命 令 名 称 ， 在 菜 单 上 选 择 命 令 后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状 态 栏 显 示 的 文 本 、 工 具 提 示 的 文 本 和 命 令 的 工 具 栏 按 钮 ，
以 及 通 过 附 加 项 动 态 链 接 库 导 出 的 方 法 名 称 ，在 用 户 调 用 这 个 命 令 时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应 当 调 用 该 动 态 链 接 库 。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也 能 导 出 两 种 其 他 方 法 ， 使 得 附 加 项 在 用 户 使 用 时 可 以 更 快 地
访 问 命 令 。A d d C o m m a n d B a r B u t t o n 可 指 示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为 附 加 项 导 出 的 命 令
创 建 一 个 工 具 栏 按 钮 ， A d d K e y B i n d i n g 则 可 为 命 令 设 置 组 合 键 。 尽 管 将 敲 键 存 入
系 统 中 ， 可 以 节 省 用 户 指 定 键 的 麻 烦 ， 我 们 却 不 推 荐 调 用 A d d K e y B i n d i n g， 因 为
它 有 可 能 会 覆 盖 现 存 的 敲 键 ， 给 用 户 引 起 混 淆 。 通 常 ， 在 附 加 项 开 始 后 ， 最 好 是
使 附 加 项 命 令 成 为 未 结 合 的 命 令 ， 让 用 户 在 C u s t o m i z e 对 话 框 中 设 置 一 个 键 。 对
当 前 键 组 合 的 列 表 来 说 ， 附 加 项 无 法 查 询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



图 1 3 - 1 2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怎 样 与 附 加 的 动 态 链 接 库 联 系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提 供 了 一 系 列 代 表 环 境 方 面 的 对 象 ， 例 如 建 立 和 配 置 信 息 ， 打
开 文 档 、 调 试 器 、 窗 口 等 等（ 附 录 C 解 释 了 V i s u a l  C + +宏 怎 样 使 用 这 些 对 象 的 ）。
通 过 一 个 对 象 的 属 性 和 方 法 ， 附 加 项 能 获 得 或 设 置 与 环 境 相 关 的 详 细 信 息 。 例



如 ， 在 表 1 3 - 4 和 表 1 3 - 5 中 ， 列 出 了 主 要 的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对 象 （ 名 为
A p p l i c a t i o n） 所 包 含 的 所 有 属 性 和 方 法 的 集 合 。 在 简 单 的 宏 脚 本 中 显 示 出 来 ， 可
获 得 熟 悉 的 属 性 字 符 串 和 其 他 值 。 例 如 在 一 个 宏 中 执 行 此 行 ：

M s g B o x ( A p p l i c a t i o n . N a m e + " v e r s i o n " + " A p p l i c a t i o n . V e r s i o n )

产 生 如 下 消 息 ：

A p p l i c a t i o n 和 D e b u g g e r 是 启 动 事 件 的 唯 一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对 象 ， 且 D e b u g g e r
仅 能 启 动 B r e a k P o i n t H i t 事 件 ， 它 通 知 附 加 项 ， 在 调 试 器 已 经 触 发 断 点 （ 见 第 11
章 的 “ 断 点 ” 部 分 ， 该 节 专 门 论 述 了 调 试 器 的 断 点 ）。 A p p l i c a t i o n 对 象 能 启 动 1 2
种 事 件 ， 本 书 将 它 们 列 在 表 1 3 - 6 中 ， A d d - i n  W i z a r d （ 附 加 项 向 导 ） 产 生 的
C C o m m a n d s 类 包 含 所 有 启 动 事 件 的 外 壳 处 理 程 序 函 数 ， 要 使 附 加 项 得 知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当 前 状 况 ，可 增 加 实 现 代 码 ， 以 便 在 C o m m a n d s . c p p 文 件 中 选



择 事 件 处 理 函 数 。



表 1 3 - 4   A p p l i c a t i o n 对 象 的 属 性

属 性 说 明

A c t i v e

A c t i v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A c t i v e P r o j e c t

A c t i v e W i n d o w

C u r r e n t D i r e c t o r y

D e b u g g e r

D o c u m e n t s

F u l l N a m e

用 来 指 示 是 否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处 于 运 行 状 态 的 布 尔 值

含 有 当 前 项 目 配 置 的 字 符 串 ， 通 常 是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或  W i n 3 2

D e b u g

活 动 文 档 窗 口 名

当 前 项 目 名

当 前 活 动 的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窗 口 标 题

O p e n 命 令 使 用 的 当 前 目 录

代 表 V i s u a l  C + +调 试 器 的 对 象

代 表 打 开 文 档 的 对 象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可 执 行 的 路 径 和 文 件 名 ， 通 常 是 C : \ P r o g r a m

F i l e s \ M i 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S t u d i o \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B i n \ M s D e v . e x e



H e i g h t

L e f t

N a m e

P a r e n t

P a t h

P r o j e c t s

T e x t E d i t o r

T o p

V e r s i o n V i s i b l e

W i d t h

含 有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主 窗 口 高 度 的 l o n g 型 值 ， 以 像 素 为 单 位

含 有 主 窗 口 左 端 的 l o n g 型 值

含 有 M i c r o s o f t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文 本 的 字 符 串

A p p l i c a t i o n 的 父 对 象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路 径 ， 通 常 是

C : \ P r o g r a m F i l e s \ M i c r o s o f t  i s u a l  S t u d i o \ C o m m o n \ M s D e v 9 8 \ B i n

当 前 工 作 空 间 中 代 表 所 有 项 目 的 集 合 对 象

代 表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辑 器 的 对 象

含 有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主 窗 口 顶 端 边 界 的 y 坐 标 l o n g 型 值

含 有 当 前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版 本 （ 如 6.0 ） 的 字 符 串  决 定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主 窗 口 是 否 可 视 的 B o o l e a n 值



W i n d o w s

W i n d o w s S t a t e

含 有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主 窗 口 宽 度 的 l o n g 型 值

代 表 所 有 打 开 窗 口 的 集 合 对 象

代 表 主 窗 口 状 态 的 l o n g 型 值 。 值 可 能 包 括

d s W i n d o w S t a t e M a x i m i z e d 和 D s w i n d o w S t a t e M i n i m i z e d 常 量 ， 用

来 指 示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是 最 大 还 是 最 小



表 1 3 - 5   A p p l i c a t i o n 对 象 的 方 法

方 法 说 明

A d d C o m m a n d

A d d C o m m a n d B a r B u t t o n

A d d K e y b i n d i n g

B u i l d

E n a b l e M o d e l e s s

E x e c u t e C o m m a n d

E x e c u t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G e t P a c k a g e E x t e n s i o n

对 V i s u a l  C + + 添 加 通 过 附 加 项 定 义 的 命 令

为 附 加 项 创 建 一 个 工 具 栏

给 附 加 项 命 令 指 定 一 个 键 组 合

通 过 只 处 理 变 化 的 文 件 来 创 建 项 目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中 使 模 态 窗 口 有 效 或 失 效

执 行 一 条 指 定 的 命 令 或 V B S c r i p t 宏

运 行 通 过 项 目 创 建 的 程 序

对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之 外 的 其 他 对 象 提 供 访 问



P r i n t T o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Q u i t

R e b u i l d A l l

S e t A d d I n I n f o

                                             续 表

将 一 个 字 符 串 写 到 O u t p u t（ 输 出 ） 窗 口 之 外 的 M a c r o 选 项

卡 中 （ 可 参 见 附 录 C 的 例 子 ）

提 示 用 户 保 存 文 档 ，关 闭 所 有 的 文 档 窗 口 ，并 关 闭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执 行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R e b u i l d  A l l 命 令

提 供 关 于 附 加 项 的 信 息



表 1 3 - 6   A p p l i c a t i o n 对 象 的 事 件

应 用 程 序 事 件 使 用 时 间

B e f o r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h u t D o

w n

B e f o r e B u i l d S t a r t

B e f o r e D o c u m e n t C l o s e

B u i l d F i n i s h

D o c u m e n t O p e n

D o c u m e n t S a v e

在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关 闭 之 前

用 户 选 择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B u i l d 命 令 之 后 ，但 在 编 辑 开 始 之 前

在 一 个 文 档 关 闭 之 前 ， 当 事 件 发 生 时 ， 文 档 仍 打 开 着

当 创 建 完 成 时 （ 成 功 或 者 不 成 功 ）

在 一 个 文 档 打 开 之 后

在 一 个 文 档 保 存 之 后 ， 当 事 件 发 生 时 ， 老 文 档 已 经 被 覆 盖

N e w D o c u m e n t

N e w W o r k S p a c e

W i n d o w A c t i v e

当 一 个 新 文 档 被 创 建 时 ， 当 事 件 发 生 时 ， 文 档 处 于 打 开 状 态

当 一 个 新 的 工 作 空 间 被 创 建 时

当 一 个 窗 口 处 于 活 动 状 态 时 。此 事 件 用 在 编 辑 器 里 的 文 档 窗 口



W i n d o w D e a c t i v a t e

W o r k s p a c e C l o s e

W o r k s p a c e O p e n

                                              续 表

和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应 用 程 序 窗 口 里 ， 例 如 调 试 器 窗 口

在 一 个 窗 口 失 效 或 被 关 闭 之 后

在 一 个 工 作 空 间 被 关 闭 之 后

在 一 个 工 作 空 间 被 打 开 以 后



第 六 部 分   附     录



附 录 A   A S C I I 和 A N S I 文 件 格 式

V i s u a l  C + + 文 本 编 缉 器 以 A N S I 格 式 保 存 文 件 ， 它 是 基 于 W i n d o w s 的 文 本 编 缉 器
的 一 种 首 选 格 式 ， 如 W i n d o w s  9 5 所 带 的 N o t e p a d 实 用 程 序 。 D O S 文 本 编 缉 器 通
常 使 用 相 似 的 A S C I I 格 式 。A N S I 和 A S C I I 格 式 都 是 把 从 0 ~ 2 5 6 的 数 字 赋 给 相 应
的 2 5 6 个 字 符 。

文 本 编 缉 器 几 乎 总 是 以 A S C I I 或 A N S I 格 式 保 存 文 件 ， 而 不 是 以 像 W o r d 处 理 器
那 样 的 专 用 格 式 。 起 初 ， 缩 写 词 A S C I I 指 的 是 一 种 约 定 ： 它 把 从 3 2 ~ 1 2 7 的 数 字
赋 给 相 应 的 9 6 个 字 符 ， 包 括 数 字 、标 点 符 号 、 大 小 写 字 母 。 这 个 数 字 很 适 合 由 7
位 组 成 的 值 的 范 围 （ 因 为 2 的 7 次 方 等 于 1 2 8）。 A S C I I 约 定 留 出 0 ~ 3 1 作 为 打 印
机 控 制 代 码 ，并 保 留 每 个 字 节 的 第 8 位 用 于 奇 偶 校 验 。因 为 现 在 的 内 存 不 要 求 奇
偶 校 验 ， 所 以 ， 每 个 字 节 的 第 8 位 可 以 用 于 表 示 数 据 ， 即 用 一 个 字 节 可 代 表 的 字
符 数 翻 倍 ， 达 到 2 5 6。 现 在 ， 我 们 所 认 为 的 A S C I I 字 符 集 包 括 0 ~ 3 1 的 值 ， 最 初
的 96 个 A S C I I 字 符 ， 以 及 由 I B M 的 最 初 P C 设 计 者 用 额 外 的 第 8 位 添 加 的 另 外
1 2 8 个 字 符 。 这 额 外 的 1 2 8 个 字 符 ， 作 为 高 位 A S C I I 或 者 I B M 字 符 集 ， 如 表 A -
1 所 示 。

在 高 位 A S C I I 集 中 的 一 些 字 符 ， 尤 其 是 画 框 字 符 ， 在 首 选 A N S I 标 准 的 W i n d o w s



这 样 的 图 形 环 境 中 不 能 正 常 工 作 。 A S C I I 和 A N S I 在 前 1 2 8 个 字 符 中 ， 大 多 数 是
一 致 的 ， 但 对 更 高 的 字 符 ， 却 指 定 了 不 同 的 数 字 。 这 就 是 使 用 基 于 D O S 的 文 本
编 缉 器 中 创 建 包 括 高 位 A S C I I 字 符 的 文 档 ，而 在 V i s u a l  C + + 文 本 编 缉 器 中 这 些 字
符 就 显 示 为 另 一 种 形 式 的 原 因 。

从 技 术 上 来 说 ， 任 何 文 件 都 由 A S C I I（ 或 A N S I） 字 符 组 成 。 但 在 A S C I I 和 A N S I
格 式 中 ， 每 一 个 字 符 具 有 不 同 的 面 值 。 Z ， é  和 ¼  即 为 “ Z ,”，“ é ,” 和 “ ¼ ,”。 字
符 只 代 表 字 符 本 身 ， 并 不 代 表 代 码 、 命 令 或 别 的 东 西 。 这 项 规 则 的 唯 一 例 外 是 制
表 符 和 回 车 符 。制 表 符 是 一 个 代 表 一 定 数 目 空 格 的 字 符（ A S C I I 值 为 9）。用 于 标
识 文 本 行 结 尾 的 回 车 符 格 式 取 决 于 编 辑 器 和 操 作 系 统 。 在 D O S 和 W i n d o w s 环 境
中 ， 一 个 回 车 符 包 括 一 对 由 A S C I I 值 1 3 和 1 0 组 成 的 字 符 。 A S C I I  1 3 被 称 为 回
车 ， 通 知 光 标 移 到 行 的 开 始 处 。 而 A S C I I  1 0， 被 称 为 换 行 ， 指 示 移 向 下 一 行 。 这
两 个 字 符 的 顺 序 是 很 重 要 的 ； A S C I I  1 3 必 须 在 A S C I I  1 0 之 前 ， 否 则 ， 回 车 符 通
常 就 不 会 被 识 别 。 在 U N IX 操 作 系 统 中 ， 换 行 独 自 作 为 行 结 尾 标 识 ， 它 暗 示 着 一
个 新 行 和 一 个 回 车 。V i s u a l  C + +文 本 编 缉 器 同 时 识 别 这 两 种 回 车 符 形 式 ，即 A S C I I
1 3 - 1 0 成 对 使 用 ， 或 者 是 单 独 使 用 A S C I I  1 0。



表 A- 1   高 位 ASC I I 集 ， 值 从 12 8 ~ 2 5 5



表 A - 2 列 出 了 U S  A N S I 集 的 全 部 2 5 6 个 字 符 ， 其 中 一 些 W i n d o w s 不 能 显 示 。 这
些 不 能 显 示 的 A N S I 字 符 通 常 在 屏 幕 上 显 示 为 一 个 小 框 或 空 格 ，表 A - 2 中 所 示 的
是 像  �  一 样 常 见 的 小 框 。这 个 表 为 每 个 字 符 列 出 八 进 制 值 ，而 不 是 十 六 进 制 值 。
知 道 一 个 字 符 的 八 进 制 值 ，可 以 让 用 户 通 过 在 一 个 反 斜 杠 后 键 入 字 符 的 八 进 制 值
来 在 一 个 资 源 串 中 或 静 态 文 本 框 中 加 入 该 字 符 。例 如 ，为 了 在 一 个 串 中 加 入 A N S I
字 符 ½  ， 只 要 输 入 \ 2 7 5。 注 意 ，W i n d o w s 能 够 显 示 一 些 字 符 ， 如 只 能 用 T r u e T y p e
字 体 的 商 标 符 号 ™。



表 A- 2   A N S I 字 符 集 ， 值 从 0~2 5 5





表 示 W i n d o w s 不 显 示 此 字 符

仅 表 示 T r u e T y p e 字 体 。



附 录 B   C l a s s W iza rd 支 持 的 M F C 类

正 如 第 6 章 所 讲 的 ，C l a s s W i z a r d 是 一 个 被 设 计 成 帮 助 用 户 创 建 M F C 派 生 类 的 工
具 。 本 附 录 列 出 并 简 单 描 述 了 M F C 类 ， C l a s s W i z a r d 能 用 这 些 M F C 类 为 派 生 类
生 成 初 始 代 码 。 列 表 中 包 括 这 个 版 本 M F C 新 的 5 个 类 ： C C o m b o B o x E x ，
C D a t e T i m e C t r l， C H t m l V i e w ， C I P A d d r e s s C t r， 和 C M o n t h C a l C t r l。

C l a s s W i z a r d 会 显 示 N e w  C l a s s （ 新 类 ） 对 话 框 ， 以 提 示 输 入 新 类 的 名 字 和 基 类 ，
如 图 6 - 4 所 示 。 在 对 话 框 的 A u t o m a t i o n 组 框 内 的 单 选 按 钮 决 定 新 类 是 否 支 持
A u t o m a t i o n（ 自 动 化 ） 或 提 供 一 个 类 型 标 识 符 。



标 识 符 是 名 称 ， 更 精 确 地 说 ， 它 是 编 程 标 识 符 或 P r o g I D 的 名 字 ， 通 过 它 ， 客 户
程 序 能 够 使 用 A u t o m a t i o n 创 建 类 的 一 个 对 象 。 M F C 宏
IM P L E M E N T _ O L E C R E A T E 把 程 序 设 计 标 识 符 录 制 到 系 统 注 册 表 中 ， 以 作 为 该
类 类 识 别 号 的 别 名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M F C 类 都 支 持 A u t o m a t i o n 选 项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N e w  C l a s s 对 话
框 中 的 单 选 按 钮 就 被 禁 用 。表 B - 1 的 支 持 列 包 括 一 个 A 或 I 代 码 ，用 于 指 示 哪 一
个 类 支 持 A u t o m a t i o n 或 类 型 标 识 。 支 持 列 中 的 D 符 号 标 识 基 于 对 话 框 的 类 ， 如



C d i a l o g， 它 要 求 对 话 框 资 源 。

表 B - 1   C l a s s W i z a r d 识 别 的 M F C 类

M F C 类 支 持 * 描 述

C A n i m a t e C t r l A ,I 自 动 化 通 用 控 件

C A s y n c M o n i k e r F i l e 在 A c t i v e X 控 件 中 提 供 对 异 步 标 记 的 支 持

C A s y n c S o c k e t 封 装 W i n d o w s  S o c k e t s  A P I， 参 看 C S o c k e t

C B u t t o n A ,I 按 钮 控 件 对 象

C C a c h e D a t a p a t h P r o p e r t y 允 许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异 步 传 输 属 性 数 据 和 缓 冲 内

存 中 的 数 据 ， 参 考 C D a t a P a t h P r o p e r t y

C C m d T a r g e t A ,I 所 有 能 够 接 收 和 响 应 消 息 的 对 象 的 基 类

C C o l o r D i a l o g 颜 色 选 择 的 通 用 对 话 框 ，提 供 为 显 示 系 统 定 义 的 颜 色

列 表



                                                          续 表

C C o m b o B o x A ,I 组 合 框 对 象

C C o m b o B o x E x A ,I C c o m b o B o x 类 的 派 生 类 ， 用 于 支 持 在 组 合 框 控 件 中

的 图 像 列 表

C D a o R e c o r d s e t 代 表 选 自 数 据 源 的 记 录 集 。 C D a o R e c o r d s e t 对 象 可 用

于 三 种 格 式 ： 表 类 型 记 录 集 ， 动 态 集 类 型 记 录 集 和 快

照 类 型 记 录 集

C D a o R e c o r d V i e w D ,A 提 供 表 单 视 图 ，以 在 控 件 中 显 示 数 据 库 记 录 。表 单 视

图 是 C D a o R e c o r d s e t 对 象 的 一 部 分 。参 考 C F o r m V i e w

和 C R e c o r d V i e w

C D a t a P a t h P r o p e r t y 实 现 一 个 A c t i v e X 控 件 属 性 ， 它 能 够 异 步 加 载 其 数

据 。这 个 类 允 许 A c t i v e X 控 件 在 后 台 下 载 属 性 数 据 时

被 激 活



                                                        续 表

C D a t e T i m e C t r l A ,I 封 装 新 的 日 期 / 时 间 选 取 器 控 件 （ 在 第 7 章 中 的

D i r L i s t 2 示 例 程 序 中 演 示 过 ）

C D i a l o g D ,A 用 于 包 含 控 件 窗 口 的 对 话 框 对 象

C D o c u m e n t A 用 于 管 理 程 序 的 数 据 的 类

C D r a g L i s t B o x A ,I W i n d o w s 列 表 框 ，允 许 用 户 把 其 中 的 项 拖 放 到 不 同 的

位 置

C E d i t A ,I 用 于 文 本 输 入 的 子 窗 口 控 件

C E d i t V i e w A 提 供 W i n d o w s 编 缉 控 件 的 功 能 。 因 为 C E d i t V i e w 派

生 于 C e d i t， 该 对 象 可 同 文 件 和 文 件 模 板 一 同 使 用

C F i l e D i a l o g 通 用 文 件 对 话 框 ， 提 供 O p e n 和 S a v e  A s 对 话 框 中 的

功 能



                                                        续 表

C F o n t D i a l o g 通 用 字 体 对 话 框 ，用 于 显 示 当 前 已 装 入 系 统 的 字 体 列

表

C F o r m V i e w D ,A 包 含 对 话 框 控 件 的 窗 口

C F r a m e W n d A S D I（ 单 窗 口 界 面 ） 框 架 窗 口

C H e a d e r C t r l A ,I 标 题 通 用 控 件

C H o t K e y C t r l A ,I 热 键 通 用 控 件

C H t m l V i e w A 实 现 W e b  B r o w s e r 控 件 的 视 图 类 ， 能 够 访 问 当 地 或

W e b 上 的 H T M L 文 件 。 参 考 G a l l e r y 中 的 M i c r o s o f t

W e b  B r o w s e r  A c t i v e X 控 件

C H t t p F i l t e r 创 建 并 处 理 超 文 传 输 协 议 过 滤 器 对 象 ，该 对 象 用 于 过

滤 用 于 H T T P 请 求 的 服 务 器 通 知

C H t t p S e v e r I n t e r n e t  S e r v e r  A P I（ I S A P I） 的 包 装 类



                                                        续 表

C I P A d d r e s s C t r l A ,I IP 地 址 控 件 。 类 似 于 编 缉 框 ， 该 控 件 接 收 In t e rne t  协

议 格 式 的 地 址

C L i s t B o x A ,I 列 表 框 对 象

C L i s t C t r l A ,I 列 表 视 通 用 控 件 。示 例 可 参 考 第 5 章 中 的 M f c T r e e 项

目

C L i s t V i e w 简 化 C L i s t C t r l 的 使 用 ， 添 加 了 对 文 件 和 视 图 的 支 持

C M D I C h i l d W n d A M D I（ 多 文 档 界 面 ） 子 框 架 窗 口

C M i n i F r a m e W n d A 半 高 的 框 架 窗 口 ， 主 要 用 于 浮 动 工 具 栏 。 一 个 小 框 架

窗 口 没 有 最 小 化 和 最 大 化 按 钮 ，但 其 他 都 类 似 于 正 常

的 框 架 窗 口

C M o n t h C a l C t r l A ,I 月 历 控 件 ， 用 于 显 示 一 个 用 户 可 选 择 日 期 的 日 历



                                                        续 表

C O l e D o c u m e n t A 把 一 个 文 件 看 作 为 C D o c I t e m 对 象 的 一 个 集 合 。 包 容

器 和 服 务 器 都 需 要 这 个 结 构 ，因 为 它 们 的 文 件 必 须 能

够 包 含 O L E 项

C O l e L i n k i n g D o c A O L E 包 容 器 文 件 的 基 类 ， 这 些 文 件 支 持 对 它 们 所 包

含 项 的 链 接

C O l e S e v e r D o c A O L E 服 务 器 文 件 的 基 类

C O l e S e r v e r I t e m A 为 O L E 项 提 供 一 个 服 务 器 界 面

C P r i n t D i a l o g 通 用 打 印 对 话 框 ， 提 供 P r i n t 和 P r i n t  S e t u p 对 话 框 中

的 功 能

C P r o g r e s s C t r l A ,I 通 用 进 程 指 示 器 控 件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D ,A 代 表 属 性 表 单 中 的 一 页 。参 考 第 5 章 中 的 D i r L i s t 1 示

例



                                                        续 表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A 属 性 表 ，也 叫 做 多 选 项 卡 对 话 框 。 一 个 属 性 表 由 一 个

C p r o p e r t y S h e e t 对 象 和 几 个 C p r o p e r t y P a g e 对 象 组 成

C R e c o r d s e t 用 于 访 问 数 据 库 表 或 查 询 的 类

C R e c o r d V i e w D ,A 包 含 对 话 框 控 件 的 窗 口

C R i c h E d i t C t r l A ,I 用 户 能 够 输 入 和 编 缉 文 本 的 窗 口 ，提 供 字 符 和 程 序 段

格 式 ， 以 及 对 嵌 入 O L E 项 的 支 持

C S c r o l l B a r A ,I 滚 动 条 对 象

C S c r o l l V i e w A 可 滚 动 的 窗 口 ， 派 生 于 C v i e w

C S l i d e r C t r l A ,I 提 供 包 含 一 个 滑 块 和 可 选 的 刻 度 线 的 窗 口 。关 于 如 何

使 用 C S l i d e r C t r l 的 示 例 ， 参 考 第 5 章 的 C o l o r 项 目



                                                        续 表

C S o c k e t W i n d o w s  S o c k e t  A P I 的 包 装 类

C S p i n B u t t o n C t r l A ,I 提 供 箭 头 按 钮 ，用 户 可 单 击 它 ，以 增 加 或 减 少 某 个 控

件 中 的 一 个 值 。 参 考 第 7 章 中 D i r L i s t 项 目

C S t a t i c A ,I 用 于 标 识 另 一 个 控 件 或 给 用 户 提 供 消 息 的 简 单 文 本

框

C S t a t u s B a r C t r l A ,I 提 供 一 个 层 次 窗 口 ， 通 常 放 于 父 窗 口 的 底 部 ， 用 于 显

示 关 于 应 用 程 序 的 状 态 信 息

C T a b C t r l A ,I 允 许 应 用 程 序 在 一 个 窗 口 或 对 话 框 的 同 一 区 域 显 示

多 个 页 面

C T o o l B a r C t r l A ,I 工 具 栏 通 用 控 件

C T o o l T i p C t r l A ,I 提 供 工 具 提 示 控 件 的 功 能 ，它 以 一 个 小 弹 出 窗 口 的 样

子 显 示 ， 包 含 描 述 某 个 工 具 用 途 的 一 行 文 本



                                                        续 表

C T r e e C t r l A ,I 显 示 项 的 分 层 结 构 列 表

C T r e e V i e w 简 化 C T r e e C t r l 的 用 法

C V i e w A 用 于 显 示 程 序 数 据 的 类

C W i n T h r e a d 代 表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中 的 一 个 线 程

g e n e r i c  C W n d A ,I 自 定 义 的 窗 口

sp l i t t e r A 包 含 一 个 C S p l i t t e r W n d 类 的 M D I 子 窗 口 。 用 户 能 够

把 这 个 窗 口 分 割 成 多 个 窗 格

*支 持 符 号 ： D = D i a l o g     A = A u t o m a t i o n     I = P r o g r a m m a t i c 标 识 符



附 录 C   V B S c r i p t 初 步

V i s u a l  B a s i c  S c r i p t i n g 版 本 ， 即 我 们 所 熟 知 的 V B S c r i p t， 是 V i s u a l  B a s i c  f o r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V B A ） 的 一 个 子 集 ， 而 V B A 又 是 V i s u a l  B a s i c 的 一 种 方 言 。 通 过
与 V i s u a l  C + +组 合 作 为 它 的 宏 语 言 ，最 后 V B S c r i p t 给 V i s u a l  C + +带 来 了 强 有 力 的
宏 能 力 。 V B S c r i p t 被 打 包 为 一 个 编 译 器（ 更 精 确 地 说 ， 是 一 个 翻 译 器 ） 和 一 个 运
行 库 。 用 V B S c r i p t 编 写 的 宏 脚 本 能 够 重 建 一 系 列 的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命 令 ， 自 动
执 行 手 工 做 的 几 乎 全 部 的 任 务 。 而 且 ， 通 过 引 用 V B S c r i p t 运 行 库 ， 一 个 宏 能 够
执 行 在 V i s u a l  C + +中 不 可 能 做 的 许 多 其 他 任 务 ，如 在 一 个 标 准 W i n d o w s 消 息 框 中
显 示 消 息 和 查 询 用 户 的 输 入 。

V i s u a l  C + +提 供 了 两 种 创 建 宏 的 技 术 ： 录 制 和 编 程 。 大 多 数 宏 只 需 录 制 一 序 列 的
动 作 就 能 够 创 建 了 ， 这 项 技 术 不 需 要 对 V B S c r i p t 的 理 解 。 在 幕 后 ， 环 境 会 自 动
创 建 一 个 V B S c r i p t 宏 文 件 ， 以 复 制 录 制 的 命 令 。 但 如 第 1 3 章 所 演 示 的 ， 在 定 制
V i s u a l  C + + 时 ， 录 制 宏 是 有 局 限 性 的 。 一 个 录 制 的 宏 是“ 硬 连 接 的 ”， 能 很 好 地 适
用 于 重 复 一 定 的 动 作 集 合 ， 但 对 于 响 应 宏 运 行 时 的 不 同 环 境 却 是 不 够 的 。宏 要 有
适 应 能 力 就 需 要 编 程 ， 这 就 要 求 有 关 V B S c r i p t 的 知 识 。 幸 运 的 是 ， V B S c r i p t 是
很 容 易 学 会 的 ， C / C + + 程 序 员 会 很 快 地 赏 识 它 的 许 多 特 性 。 用 户 已 经 知 道 了
V B S c r i p t 的 许 多 内 容 ， 即 使 用 户 以 前 没 有 见 这 种 语 言 。 本 附 录 添 补 了 一 些 知 识 ，



提 供 了 针 对 C / C + +程 序 员 的 宏 编 程 入 门 指 南 。 为 了 学 习 V B S c r i p t 更 多 的 内 容 ，
尤 其 是 它 在 文 件 中 的 应 用 ， 请 参 考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大 量 书 籍 ， 或 者 访 问 M i c r o s o f t
的 W e b 网 址 ：

h t t p : / / w w w . m i c r o s o f t . c o m / v b s c r i p t

本 附 录 的 第 一 部 分 描 述 了 V B S c r i p t 中 的 各 种 语 言 元 素 ， 如 变 量 、 程 序 流 语 句 和
过 程 。每 项 讨 论 都 用 注 释 的 代 码 段 举 例 说 明 。V B S c r i p t 中 的 注 释 以 一 个 单 引 号 开
始 ， 直 到 行 末 。 V B S c r i p t 也 承 认 B A S I C 中 老 式 的 R e m 语 句 ， 但 R e m 已 很 少 用
了 ：

‘        T h i s  i s  a  c o m m e n t

R e m      S o  i s  t h i s

本 附 录 的 第 二 部 分 集 中 于 V B S c r i p t 库 中 的 函 数 上 ， 为 每 个 函 数 提 供 了 一 个 简 短
的 描 述 ， 并 常 有 示 例 代 码 来 演 示 。

C . 1   变 量

V B S c r i p t 默 认 一 种 名 为 V a r i a n t 的 数 据 类 型 ， 根 据 上 下 文 ， 它 可 以 包 含 数 字 或 文
本 消 息 。 如 果 把 数 字 数 据 赋 给 V B S c r i p t 中 的 一 个 变 量 ， 这 个 变 量 就 作 为 一 种 数



字 数 据 类 型 ， 以 匹 配 该 数 据 。 把 文 本 数 据 赋 给 一 个 V a r i a n t 变 量 ， 就 把 它 变 成 了
一 个 字 符 串 。V B S c r i p t 提 供 了 几 个 函 数 ， 用 于 转 换 内 部 数 据 类 型 。 表 C - 1 列 出 了
一 些 V a r i a n t 能 够 模 拟 的 数 据 类 型 。

变 量 名 应 该 表 示 出 变 量 的 内 部 子 类 型 的 含 义 。在 给 变 量 命 名 时 ，使 用 匈 牙 利 符 号
或 一 种 相 似 的 约 定 ， 用 以 指 示 该 变 量 的 数 据 类 型 。 像 b F l a g， iN u m b e r 和 s t r S t r i n g
这 样 的 名 字 ，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辨 认 出 包 含 B O O L ， i n t 和 文 本 数 据 的 变 量 来 。

表 C - 1   用 V a r i a n t 模 拟 的 数 据 类 型

数 据 类 型 说 明

B O O L 或 者 为 T R U E （ 非 零 ）， 或 者 为 F A L S E（ 零 ）

B Y T E 8 位 的 无 符 号 整 数 ， 值 从 0 到 2 5 5

i n t 1 6 位 的 有 符 号 整 数 ， 值 从 - 3 2， 7 6 8 到 3 2， 7 6 7

l o n g 3 2 位 的 有 符 号 整 数 ， 值 从 - 2， 1 4 7 ， 4 8 3， 6 4 8 到 2， 1 4 7 ， 4 8 3， 6 4 7

f l o a t 单 精 度 的 浮 点 值 ， 其 负 值 变 化 范 围 从 - 3 . 4 0 2 8 2 3 E 3 8 到 - 1 . 4 0 1 2 9 8 E - 4 5，

其 正 值 变 化 范 围 从 1 . 4 0 1 2 9 8 E - 4 5 到 3 . 4 0 2 8 2 3 E 3 8



                                                        续 表

d o u b l e 双 精 度 的 浮 点 值 ， 其 负 值 变 化 范 围 从 - 1 . 7 9 7 6 9 3 1 3 4 8 6 2 3 2 E 3 0 8 到 -

4 . 9 4 0 6 5 6 4 5 8 4 1 2 4 E - 3 2 4 ， 其 正 值 变 化 范 围 从 4 . 9 4 0 6 5 6 4 5 8 4 1 2 4 E - 3 2 4

到 1 . 7 9 7 6 9 3 1 3 4 8 6 2 3 2 E 3 0 8

D a t e 表 示 从 1 0 0 年 的 1 月 1 日 到 9 9 9 9 年 的 1 2 月 3 1 日 的 日 期 和 时 间

S t r i n g B S T R 类 型 的 字 符 串 ， 长 度 可 为 约 2 0 亿 个 字 符

变 量 名 称 必 须 遵 守 下 列 规 则 ：

n  以 一 个 希 腊 字 母 开 头

n  不 能 包 含 句 点

n  最 大 长 度 为 2 5 5 个 字 符

n  在 它 被 声 明 的 范 围 内 必 须 是 唯 一 的

除 了 数 组 外 ， 不 必 在 变 量 使 用 前 声 明 它 。 如 果 用 户 喜 欢 在 程 序 的 开 头 声 明 变 量 ，
请 使 用 D im 语 句 （ d i m e n s i o n 的 缩 写 ）， 如 下 ：



D i m   x

x = 3

y = x           ‘T h i s  i s  s t a t e m e n t  i s  l e g a l  , e v e n  t h o u g h  y  w a s  n o t  d e c l a r e d

为 了 易 于 捕 捉 书 写 错 误 ，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包 含 O p t i o n  E x p l i c i t 语 句 ， 在 一 个 宏 中 强
制 变 量 声 明 。 有 了 这 个 语 句 ， 只 有 脚 本 用 一 个 D im 语 句 预 先 声 明 了 变 量 ， 使 用
该 变 量 才 是 合 法 的 。 在 宏 的 顶 部 放 入 O p t i o n  E x p l i c i t 语 句 ， 如 下 所 示 ：

O p t i o n  E x p l i c i t

D i m      x

x = 3           ‘L e g a l

y = x           ‘N o t  l e g a l  , b e c a u s e  y  h a s  n o t  b e e n  p r e v i o u s l y  d e c l a r e d

C o n s t 关 键 字 在 C 语 言 和 V B S c r i p t 中 有 相 同 的 功 能 。 对 于 要 保 存 静 态 数 据 的 变
量 ， 请 在 变 量 的 初 始 赋 值 语 句 中 用 C o n s t。 此 后 ， V B S c r i p t 解 释 器 不 允 许 再 对 该
变 量 赋 值 ：

 …



C o n s t  x = 3

x = 5            ‘T h i s  s t a t e m e n t  c a u s e s  a n  e r r o r

数 组

宏 必 须 专 门 用 D im 语 句 声 明 数 组 ：

D i m  i A r r a y ( 1 0 )                ‘A  o n e - d i m e n s i o n a l  a r r a y

像 C 语 言 一 样 ，V B S c r i p t 中 的 数 组 是 基 于 零 的 。但 与 C 中 的 声 明 不 同 的 是 ，D i m
语 句 的 数 组 下 标 指 定 最 高 元 素 下 标 ， 而 不 是 元 素 的 数 目 。 因 此 ， 上 面 的 声 明 实 际
上 分 配 了 11 个 元 素 ，从 iA r r a y ( 0 )到 iA r r a y ( 1 0 )。一 个 数 组 最 多 可 有 6 0 维 ，由 D i m
语 句 中 的 用 逗 号 分 隔 的 一 列 下 标 指 明 ：

D i m  i A r r a y ( 5 , 1 0 )         ‘A  t w o - d i m e n s i o n a l  a r r a y

D i m  i A r r a y ( 5 , 1 0 , 1 5 )      ‘A  t h r e e - d i m e n s i o n a l  a r r a y

没 有 下 标 列 表 的 数 组 是 动 态 的 ， 这 意 味 着 ， 宏 能 够 在 运 行 时 改 变 数 组 的 大 小 。 用
R e D i m 语 句 重 新 设 置 一 个 动 态 数 组 的 大 小 ， 如 下 ：

D i m  i A r r a y ( )               ‘D e f i n e  b u t  d o n’t  a l l o c a t e  a n  a r r a y



R e D i m  i A r r a y ( 1 0 0 )         ‘A l l o c a t e  s p a c e  f o r  1 0 1  e l e m e n t s

R e D i m  P r e s e r v e  i A r r a y ( 5 0 )   ‘R e s i z e  t h e  a r r a y  f o r  5 1  e l e m e n t s

R e D i m 能 够 调 整 一 个 数 组 ， 使 之 变 大 或 变 小 。 在 这 个 程 序 段 中 的 数 组 iA r r a y 最
初 有 1 0 1 个 元 素 ， 但 后 来 减 少 到 5 1 个 元 素 。 P r e s e r v e 关 键 字 用 来 确 保 变 小 的 数
组 保 留 前 5 1 个 元 素 的 值 ， 尽 管 在 数 组 调 整 大 小 时 ， 从 元 素 i A r r a y ( 5 1 )到 元 素
iA r r a y ( 1 0 0 )会 丢 失 。 在 调 整 数 组 大 小 时 ， 不 用 P r e s e r v e 关 键 字 ， 数 组 的 原 来 值 会
被 清 除 。 V B S c r i p t 没 有 限 制 宏 调 整 数 组 大 小 的 次 数 。 但 是 ， 如 果 代 码 用 D i m 语
句 声 明 了 一 个 有 下 标 的 数 组 ， 该 数 组 就 不 能 用 R e D i m 语 句 来 调 整 大 小 。 企 图 这
样 做 会 导 致 错 误 。

字 符 串

像 在 C 中 一 样 ， 可 把 双 引 号 中 的 文 本 赋 给 字 符 串 变 量 ：

s t r N a m e  =  " J o h e  Q . P u b l i c "

 …



用 英 镑 符 号 包 围 含 有 日 期 的 字 符 串 ：

d a t e B i r t h  =  # 0 7 - 0 4 - 7 6 #

运 算 符

除 一 个 以 外 ， 所 有 的 V B S c r i p t 运 算 符 可 分 为 三 类 ： 算 术 ， 比 较 ， 逻 辑 。 当 不 同
的 运 算 符 出 现 在 同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时 ， 算 术 运 算 符 拥 有 最 高 级 ， 即 V B S c r i p t 在 执
行 其 他 类 的 运 算 符 前 先 进 行 算 术 操 作 ， 如 加 和 乘 。 比 较 运 算 符 居 次 ， 逻 辑 运 算 符
最 后 。 像 在 C 语 言 中 的 一 样 ， 括 号 中 的 运 算 符 比 括 号 外 的 运 算 符 先 执 行 ， 而 不
管 类 的 优 先 级 如 何 。 下 面 的 两 行 语 句 演 示 了 括 号 是 如 何 改 变 V B S c r i p t 执 行 表 达
式 中 的 运 算 符 顺 序 的 ：

x + y  A n d  z       ‘A N D  t h e  v a r i a b l e  z  w i t h  t h e  s u m  o f   x + y

x + ( y  A n d  z )      ‘A d d  t o  t h e  v a r i a b l e  x  t h e  r e s u l t  o f  y  A N D  z

优 先 级 次 序 也 存 在 于 算 术 和 逻 辑 运 算 符 中 。比 较 运 算 符 具 有 相 同 的 优 先 级 ，按 照
在 表 达 式 中 出 现 的 顺 序 由 左 到 右 执 行 。 表 C-2 列 出 了 V B S c r i p t 运 算 符 ， 算 术 和
逻 辑 运 算 符 按 照 优 先 级 从 高 到 低 放 置 。这 样 ， 表 中 的 优 先 级 按 照 从 左 到 右 和 从 上
到 下 递 减 。



表 C - 2   按 递 减 顺 序 排 列 的 V B S c r i p t 运 算 符

     算 术 运 算 符                      比 较 运 算 符                 逻 辑 运 算 符

说 明 符 号 说 明 符 号 说 明 符 号

幂 ^ 等 于 = 非 N o t

负 - 不 等 于 < > 逻 辑 A N D A n d

乘 法 * 小 于 < 逻 辑 O R O r

除 法 / 大 于 > 异 或 X o r

整 数 除 法 \ 小 于 或 等 于 < = 等 于 E q v

算 术 求 模 M o d 大 于 或 等 于 > =

加 法 +

减 法 -

像 C 语 言 一 样 ， 乘 除 运 算 符 有 同 样 的 优 先 级 。 加 减 运 算 符 也 是 如 此 。 V B S c r i p t
提 供 了 一 个 字 符 串 连 接 符 （ & ）， 它 不 属 于 表 C - 2 中 所 列 的 任 何 一 类 。 它 的 优 先



级 位 于 算 术 和 比 较 运 算 符 之 间 。

控 制 程 序 流

宏 通 过 条 件 分 支 语 句 和 循 环 语 句 以 及 调 用 过 程 来 控 制 程 序 流 。V B S c r i p t 不 识 别 标
号 ， 不 存 在 G o t o 语 句 的 等 价 语 句 ， 这 意 味 着 ， 宏 不 能 无 条 件 地 从 脚 本 中 的 一 个
地 方 跳 到 另 一 个 地 方 。 有 一 种 称 为 G o T o L i n e 的 方 法 ， 但 G o T o L i n e 只 用 于 在 文
件 中 移 动 符 号 ， 与 正 在 执 行 的 宏 中 控 件 程 序 流 没 有 任 何 关 系 。

条 件 分 支 语 句

I f . . .Then . . .E l se 语 句 在 功 能 上 等 同 于 C 中 的 i f . . . e l se 语 句 ，只 是 V B S c r i p t 不 用 在 大
括 号 来 包 围 代 码 段 ：

I f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 " T h e n  s t r = " N o  S e l e c t i o n "

E l s e  s t r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包 含 两 个 或 多 个 语 句 的 条 件 语 句 必 须 用 一 个 E n d  I f 语 句 来 结 尾 ：

I f  x < y  T h e n



  i L i n e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L i n e

  i C o l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u r r e n t C o l u m n

E n d  I f

当 一 个 条 件 语 句 因 为 使 用 I f . . .Then . . .E l se 进 行 简 单 的 测 试 而 变 得 太 复 杂 时 ，
V B S c r i p t 的 S e l e c t  C a s e 命 令 提 供 了 一 个 更 好 的 办 法 。该 命 令 提 供 了 一 种 基 于 变 量
值 的 条 件 分 支 方 法 ， 十 分 简 洁 。 它 和 C 语 言 的 s w i t c h 语 句 非 常 相 似 。 像 在 C 语
言 中 的 一 样 ， 每 一 个 分 支 由 一 个 c a s e 语 句 和 一 个 唯 一 值 来 标 记 。 当 一 个 c a s e 语
句 的 值 和 S e l e c t  C a s e 命 令 中 的 值 相 同 时 ， 控 件 就 会 到 达 这 个 c a s e 语 句 ：

S e l e c t  C a s e  i

  C a s e  1

  ' C o m e  h e r e  w h e n  i  =  1

  C a s e  2

  ' C o m e  h e r e  w h e n  i = 2

  ' A n d  so  fo r th



E n d  S e l e c t

V B S c r i p t 不 提 供 b r e a k 关 键 字 ， 所 以 ， 每 个 c a s e 语 句 都 意 味 着 前 一 个 c a s e 块 的
结 束 。当 一 个 块 结 束 后 ， 程 序 流 继 续 执 行 E n d  S e l e c t 语 句 下 面 的 一 句 ，E n d  S e l e c t
语 句 用 于 结 束 S e l e c t  C a s e 程 序 段 。 C a s e  E l s e 语 句 执 行 和 C 中 d e f a u l t 关 键 字 同 样
的 功 能 ， 它 用 于 标 记 当 控 制 不 经 过 其 他 任 何 C a s e 语 句 时 所 要 执 行 的 代 码 段 ：

S e l e c t  C a s e  s t r C o l o r

   C a s e    " r e d "        s t r H i L i t e = " m a g e n t a "

   C a s e    " b l u e "       s t r H i L i t e = " c y a n "

   C a s e    " b r o w n "   s t r H i L i t e = " y e l l o w "

   C a s e   E l s e   s t r H i L i t e = " u n d e f i n e d "

E n d  S e l e c t

循 环 语 句

V B S c r i p t 提 供 几 种 循 环 结 构 ， 这 几 种 循 环 对 C / C + +程 序 员 来 说 是 很 熟 悉 的 ：



n  D o  W h i l e . . . L o o p 或 D o . . . L o o p  W h i l e ： 当 条 件 为 真 时 重 复 运 行

n  D o  U n t i l . . . L o o p 或 D o . . . L o o p  U n t i l： 一 直 运 行 到 条 件 为 真 时

n  F o r . . . N e x t： 在 一 个 循 环 计 数 器 的 控 制 下 重 复 运 行

D o 关 键 字 作 为 一 个 循 环 块 的 开 始 ， L o o p 语 句 作 为 它 的 结 束 句 。 W h i l e 和 U n t i l
关 键 字 既 能 够 出 现 在 块 顶 部 的 D o 语 句 中 ， 又 能 够 出 现 在 块 末 端 的 L o o p 语 句 中 。
这 取 决 于 用 户 想 让 V B S c r i p t 解 释 器 在 执 行 循 环 之 前 检 查 条 件 ， 还 是 在 执 行 循 环
之 后 检 查 条 件 。 下 面 的 几 个 代 码 段 说 明 了 V B S c r i p t 中 循 环 语 句 的 正 确 格 式 ：

D o  W h i l e  x < y

   ‘L o o p  i s  n o t  e n t e r e d  u n l e s s  x  i s  l e s s  t h a n  y

L o o p

D o

    ' L o o p  e x e c u t e s  a t  l e a s t  o n c e  a n d  r e p e a t s  o n l y  i f  i  i s  l e s s  t h a n  j

L o o p  W h i l e  i < j



D o  U n t i l  x = 1 0

    ' L o o p  i s  n o t  e n t e r e d  i f  x  i s  e q u a l  t o  1 0

    'W h e n  x  a t t a i n s  a  v a l u e  o f  1 0 ,  t h e  l o o p  e x i t s

L o o p

D o

    ' L o o p  e x e c u t e s  a t  l e a s t  o n c e   a n d  r e p e a t s  o n l y

    'unt i l  I  i s  n o t  e q u a l  t o  j

L o o p  U n t i l  I < > j

默 认 情 况 下 ， F o r . . . N e x t 循 环 中 的 计 数 器 是 以 1 为 步 长 的 ：

F o r  i = 1  T o  1 0

     ‘T h i s  l o o p  i t e r a t e s  1 0  t i m e s ,  i n c r e m e n t i n g  I  f r o m  1  t o 1 0



N e x t

在 F o r . . . N e x t 循 环 中 ， 可 以 用 S t e p 关 键 字 来 为 循 环 计 数 器 指 定 一 个 不 同 的 步 长 ：

F o r  I = 1  t o  1 0  S t e p  2

   ‘T h i s  l o o p  i t e r a t e s  5  t i m e s

N e x t

F o r  i = 1 0  T o  2  S t e p  - 2

    'Th i s  l o o p  a l s o  i t e r a t e s  5  t i m e s

N e x t

上 面 的 第 一 个 F o r . . . N e x t 循 环 重 复 运 行 了 5 次 。 它 用 数 值 1 初 始 化 计 数 器 ， 然 后
在 后 面 的 每 一 次 循 环 中 增 长 ， 其 值 为 3， 5， 7， 9。 当 最 后 一 次 通 过 循 环 时 ， i 的
值 为 9； 当 i 达 到 11 时 退 出 循 环 。 第 二 个 F o r . . . N e x t 循 环 也 重 复 运 行 了 5 次 ， 但
是 当 循 环 进 行 时 ， i 不 是 增 长 ， 而 是 减 少 ， 因 为 S t e p 值 是 负 的 。 i 的 初 始 值 为 1 0，
它 在 每 一 次 循 环 时 都 减 少 ， 其 值 为 8， 6， 4， 2。 当 退 出 循 环 时 ， i 的 值



过 程

V B S c r i p t 除 了 它 自 己 的 内 部 函 数 库 外 ， 还 在 宏 脚 本 中 识 别 两 种 类 型 的 过 程 ， S u b
和 F u n c t i o n。 这 两 种 类 型 都 有 参 数 ， 但 只 有 F u n c t i o n 返 回 值 。 除 此 以 外 ， 它 们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

每 一 个 宏 脚 本 都 有 一 个 主 S u b 过 程 ，它 的 名 字 决 定 了 出 现 在 V i s u a l  C + +  M a c r o 对
话 框 中 的 宏 名 。 主 S u b 过 程 首 先 出 现 在 宏 脚 本 中 ，不 带 参 数 。宏 的 可 调 用 过 程 按
任 意 顺 序 排 在 主 程 序 的 后 面 。 如 下 所 示 ， 每 个 S u b 过 程（ 包 括 第 一 个 ） 都 以 E n d
S u b 语 句 结 束 ：

S u b  M a c r o N a m e ( )              ‘M a i n  p r o c e d u r e

E n d  S u b

S u b  S u b r o u t i n e 1 ( a r g 1 ,  a r g 2 )

    ' C o d e  f o r  f i r s t  c a l l a b l e  p r o c e d u r e  g o e s  h e r e

E n d  S u b

 …



S u b  S u b r o u t i n e 2 ( a r g 1 ,  a r g 2 )

    ' C o d e  f o r  s e c o n d  c a l l a b l e  p r o c e d u r e  g o e s  h e r e

E n d  S u b

一 个 可 调 用 的 S u b 过 程（ 即 除 了 第 一 个 以 外 的 任 何 S u b 过 程 ）能 够 通 过 下 面 两 种
方 式 被 调 用 ： C a l l 语 句 ， 以 及 一 个 过 程 名 作 为 单 独 的 语 句 。 这 模 仿 了 C / C + +中 调
用 函 数 的 方 式 。这 两 种 方 法 的 格 式 有 些 细 微 的 差 别 。C a l l 语 句 要 求 把 S u b 过 程 的
参 数 放 在 程 序 名 后 面 的 括 号 中 。 如 果 不 用 C a l l 语 句 ， 程 序 名 后 的 参 数 就 可 以 不
用 括 号 ， 只 用 逗 号 分 隔 开 来 。 所 以 下 面 这 两 句 的 作 用 是 相 同 的 ：

C a l l  A n y S u b ( p a r a m 1 , p a r a m 2 )

A n y S u b  p a r a m 1 , p a r a m 2

因 为 F u n c t i o n 过 程 返 回 值 ， 所 以 ， 它 能 够 像 C 函 数 一 样 作 为 一 个 值 来 使 用 。 为
了 返 回 一 个 值 ， F u n c t i o n 过 程 必 须 包 含 与 程 序 同 名 的 变 量 。 当 退 出 过 程 时 ， 解 释
器 会 返 回 一 个 值 给 调 用 程 序 。 因 为 所 有 的 值 都 属 于 V a r i a n t 类 型 ， 解 释 器 不 对 返
回 值 进 行 类 型 检 查 。 与 S u b 过 程 不 同 的 是 ， F u n c t i o n 过 程 的 参 数 列 表 总 是 出 现 在
括 号 内 。如 果 一 个 F u n c t i o n 过 程 没 有 参 数 ， 它 就 必 须 包 括 一 对 空 括 号 。 下 面 是 一
个 根 据 半 径 计 算 圆 面 积 的 简 单 例 子 ：



S u b  M a i n ( )

   i R a d i u s = I n p u t b o x ( " E n t e r  r a d i u s  o f  c i r c l e : " )

   M s g B o x ( " " A r e a  i s  " & A r e a ( i R a d i u s ) & " s q u a r e  u n i t s " )

E n d  S u b

F u n c t i o n  A r e a ( i R a d i u s )

    A r e a = i R a d i u s  *  i R a d i u s  *  3 . 1 4 1 5 9 2 6

E n d  F u n c t i o n

V B S c r i p t 解 释 器 根 据 用 于 计 算 A r e a 值 的 最 大 精 度 决 定 了 A r e a 变 量 的 精 度 。 例
如 ，如 果 i R a d i u s 的 值 为 2，上 面 例 子 中 有 7 位 小 数 的 p i 值 就 意 味 着 A r e a 具 有 同
样 的 精 度 ：



V B S c r i p t 中 参 数 是 按 值 传 送 的 ， 而 不 是 按 指 针 传 送 。 不 管 是 S u b 过 程 ， 还 是
F u n c t i o n 过 程 ， 都 不 能 改 变 外 部 数 据 ， 除 非 是 全 局 变 量 。 V B S c r i p t 按 级 来 区 分 作
用 域 ， 所 以 局 部 变 量 被 称 为 “ 过 程 级 ”。 一 个 过 程 级 变 量 只 在 被 声 明 和 过 程 结 束
这 段 时 间 内 才 是 存 在 的 。既 然 一 个 过 程 变 量 有 局 部 使 用 范 围 ，它 就 不 能 在 下 一 次
进 入 该 过 程 时 保 留 着 它 的 值 。全 局 作 用 域 的 变 量 是 脚 本 级 的 ，在 宏 的 整 个 执 行 过
程 中 一 直 存 在 。 在 过 程 外 部 声 明 的 所 有 变 量 都 有 脚 本 级 的 范 围 ， 如 下 所 示 ：

D i m  i G l o b a l           ‘T h i s  v a r i a b l e  h a s  s c r i p t - l e v e l  s c o p e

S u b  M a i n ( )

 …



   D i m  i L o c a l         ‘T h i s  v a r i a b l e  h a s  p r o c e d u r e - l e v e l  s c o p e

    

E n d  S u b

一 个 过 程 最 多 可 有 1 2 7 个 变 量 ； 一 个 数 组 作 为 一 个 变 量 。

对 象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不 同 方 面 对 一 个 运 行 的 宏 来 说 ， 可 看 作 是 一 个 1 7 个 不 同 对 象
的 集 合 。 例 如 ， 调 试 器 可 以 像 V i s u a l  C + +编 缉 器 、 窗 口 等 等 一 样 被 看 作 是 一 个 对
象 。 每 个 对 象 都 有 属 性 和 方 法 ， 宏 通 过 这 些 属 性 和 方 法 来 了 解 或 调 整 对 象 的 状
态 。 主 要 的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对 象 被 称 为 A p p l i c a t i o n， 它 的 属 性 、 方 法 和 事 件 列
在 表 1 2 - 4 、 1 2 - 5 和 1 2 - 6 中 。 在 宏 脚 本 中 A p p l i c a t i o n 是 默 认 对 象 ， 所 以 用 户 不 必
专 门 指 定 该 对 象 ， 就 可 以 使 用 A p p l i c a t i o n 的 元 素 。 例 如 ， 下 面 的 这 个 命 令 显 示
了 当 前 项 目 的 活 动 配 置（ 无 论 是 W i n 3 2  R e l e a s e 还 是 W i n 3 2  D e b u g）， 而 不 必 引 用
A p p l i c a t i o n 对 象 ：

M s g B o x ( " T h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i s  " & A c t i v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

为 了 让 用 户 对 对 象 有 一 些 认 识 ， 这 一 节 讨 论 T e x t S e l e c t i o n 对 象 ，它 代 表 在 文 本 编



缉 器 的 文 件 窗 口 中 所 选 的 文 本 。 一 个 宏 通 过 用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属 性 来
自 定 义 当 前 文 件 中 的 所 选 文 本 。 我 们 在 第 1 3 章 的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中 见 过 这
个 属 性 （ 请 看 列 表 1 3 - 2 ）。 表 C - 3 和 表 C - 4 列 出 了 T e x t S e l e c t i o n 的 属 性 和 方 法 ，
它 们 可 以 被 宏 用 来 处 理 所 选 的 文 本 ， 移 动 插 入 符 号 、 滚 动 以 及 执 行 其 他 任 务 。 在
宏 脚 本 中 ， 每 个 属 性 和 方 法 都 必 须 用 一 个 句 号 来 与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属
性 关 联 。 例 如 ， 下 面 的 一 个 语 句 用 C o p y 方 法 把 所 选 的 文 本 复 制 到 剪 贴 板 上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C o p y

表 C - 3   T e x t S e l e c t i o n  属 性

属 性 说 明

B o t t o m L i n e 所 选 内 容 的 最 后 一 行 的 行 号

C u r r e n t C o l u m n 插 入 符 号 目 前 所 在 的 列 号

C u r r e n t L i n e 插 入 符 号 目 前 所 在 的 行 号



                                                        续 表

T e x t 包 含 所 选 文 本 的 字 符 串 。 如 果 所 选 的 内 容 超 过 两 行 ， 该 字 符 串 除

了 最 后 一 行 外 在 每 一 行 的 末 尾 处 放 一 个 新 行 字 符 。 因 为 T e x t 属 性

是 默 认 的 ， 所 以 不 必 指 定 这 个 属 性 。 因 此 下 面 的 两 个 语 句 的 作 用

是 一 样 的 ：

s t r = A c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s t r = A v t i v e D o c u m e n t . S e l e c t i o n . T e x t

T o p L i n e 所 选 内 容 第 一 行 的 行 号

表 C - 4   T e x t S e l e c t i o n 方 法

方 法 说 明

B a c k s p a c e 与 按 B a c k s p a c e 键 的 效 果 一 样

C a n c e l 与 按 E s c 键 的 效 果 一 样

C h a n g e C a s e 改 变 所 选 内 容 的 大 小 写 ，或 者 只 把 每 个 词 的 第 一 个 字 符 变

为 大 写



                                                        续 表

C h a r L e f t 把 插 入 符 号 左 移 一 定 的 距 离

C h a r R i g h t 把 插 入 符 号 右 移 一 定 的 距 离

C l e a r B o o k m a r k 从 当 前 行 清 除 一 个 未 命 名 的 书 签

C l e a r B o o k m a r k s 从 文 件 中 清 除 所 有 的 未 命 名 的 书 签

C o p y 把 所 选 文 本 复 制 到 剪 贴 板 上

C u t 把 所 选 文 本 复 制 到 剪 贴 板 上 ， 然 后 删 除 文 件 上 的 所 选 内 容

D e l e t e 从 文 件 中 删 除 所 选 内 容

D e l e t e W h i t e s p a c e 删 除 插 入 符 号 附 近 的 所 有 空 格 和 制 表 符 。 不 必 选 择 文 本

D e s t r u c t i v e I n s e r t 用 新 的 文 本 替 换 所 选 文 本



                                                        续 表

E n d O f L i n e 把 插 入 符 号 移 到 当 前 行 行 末 。 参 见 S t a r t O f L i n e

E n d O f D o c u m e n t 把 插 入 符 号 移 到 文 件 末 尾 。 参 见 S t a r t O f D o c u m e n t

F i n d T e x t 在 文 件 中 查 找 自 定 义 的 文 本 ； 如 果 找 到 了 ， 把 插 入 符 号 放

在 所 找 到 的 文 本 的 开 始 处

G o  T o L i n e 把 插 入 符 号 移 到 自 定 义 行 的 开 始 处

I n d e n t 在 当 前 行 添 加 一 个 缩 进 。这 同 把 插 入 符 号 放 在 一 行 的 开 始

处 ， 然 后 按 Tab 键 的 效 果 相 同 。 在 使 用 I n d e n t 时 要 小 心 ，

因 为 这 个 函 数 删 除 所 选 文 本

L i n e D o w n 把 插 入 符 号 向 下 移 一 定 的 行 数

L i n e U p 把 插 入 符 号 向 上 移 一 定 的 行 数

M o v e T o 把 插 入 符 号 移 到 指 定 的 行 和 列



                                                        续 表

N e w L i n e 与 按 E n t e r 键 的 效 果 一 样

N e x t B o o k m a r k 把 插 入 符 号 向 前 移 到 下 一 个 已 命 名 或 未 命 名 的 书 签 。参 见

P r e v i o u s B o o k m a r k

P a g e D o w n 与 按 P g D n 键 的 效 果 一 样

P a g e U p 与 按 P g U p 键 的 效 果 一 样

P a s t e 把 当 前 剪 贴 板 中 的 内 容 粘 贴 到 文 件 的 插 入 符 号 处 。

P r e v i o u s B o o k m a r k 把 插 入 符 号 移 动 到 前 一 个 未 命 名 或 已 命 名 的 书 签 处 。参 见

N e x t B o o k m a r k

R e p l a c e T e x t 查 找 并 替 换 文 本 。 关 于 R e p l a c e T e x t 用 法 的 示 例 ， 请 参 看

第 1 3 章 中 所 描 述 的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S e l e c t A l l 选 择 全 部 文 件



                                                        续 表

S e l e c t L i n e 选 择 插 入 符 号 所 在 的 行

S e t B o o k m a r k 为 插 入 符 号 所 在 的 行 设 置 一 个 未 命 名 的 书 签

S m a r t F o r m a t 根 据 当 前 的 精 确 格 式 设 置 格 式 化 所 选 文 本

S t a r t O f D o c u m e n t 把 插 入 符 号 移 到 文 件 的 开 始 处 。 参 见 E n d O f D o c u m e n t

S t a r t O f L i n e 把 插 入 符 号 移 到 当 前 行 的 开 始 处 。 参 见 E n d O f L i n e

Tab i fy 对 选 择 内 容 前 面 加 制 表 符 。关 于 D e v e l o p e r  S t u d i o 的 T a b i f y

命 名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看 第 3 章

U n i n d e n t 把 所 选 的 全 部 行 的 缩 进 标 尺 取 消 。 其 效 果 同 按 S h i f t + T a b

一 样

U n t a b i f y 取 消 所 选 内 容 的 制 表 符

W o r d L e f t 把 插 入 符 号 左 移 一 定 数 目 的 词

W o r d R i g h t 把 插 入 符 号 右 移 一 定 数 目 的 词



调 试 V B S c r i p t宏

通 常 ， 用 户 可 通 过 在 宏 运 行 时 显 示 其 关 键 位 置 的 变 量 的 当 前 值 ， 来 有 效 地 调 试
宏 。 可 用 M s g B o x 函 数 或 者 在 第 1 章 V i s u a l  C + +  O u t P u t 窗 口 的 M a c r o 选 项 卡 中
写 入 消 息 的 P r i n t T o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方 法（ 见 第 1 章 中 的 T h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来 显 示
调 试 字 符 串 。 M s g B o x 函 数 中 止 宏 ， 并 要 求 用 户 输 入 ， 而 P r i n t T o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方 法 并 不 中 止 宏 。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产 生 图 C - 1 所 示 的 调 试 字 符 串 ：

x = 3

M s g B o x ( " x = " & x )                   ‘D i s p l a y  a  m e s s a g e  b o x

P r i n t T o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 " x = " & x )       ‘W r i t e s  t o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图 C - 1   用 M s g B o x 和 P r i n t T o O u t p u t W i n d o w 显 示 调 试 字 符 串

当 需 要 更 强 的 调 试 能 力 时 ， 有 时 可 在 V i s u a l  B a s i c 中 重 建 部 分 宏 ， 它 允 许 用 户 单
步 执 行 一 个 宏 、 设 置 断 点 、 查 看 变 量 等 等 。M i c r o s o f t  S c r i p t  D e b u g g e r 中 也 可 以 这
样 做 。尽 管 S c r i p t  D e b u g g e r 是 为 M i c r o s o f t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的 H T M L 页 中 所 嵌 入
的 V B S c r i p t 代 码 而 设 计 的 ， 它 还 是 能 够 处 理 V i s u a l  C + + 宏 中 的 一 些 V B S c r i p t 代
码 。

关 于 S c r i p t  D e b u g g e r 的 详 细 消 息 ，请 看 在 线 帮 助 中 的 s c r i p t  d e b u g g i n g（ 脚 本 调 试 ）
主 题 。也 可 以 从 本 附 录 开 始 处 的 M i c r o s o f t 的 V B S c r i p t  W e b 网 页 下 载 一 份 。S c r i p t
D e b u g g e r 软 件 包 中 包 括 文 档 说 明 。



库 函 数

本 附 录 的 其 他 部 分 将 着 重 描 述 V i s u a l  C + +宏 脚 本 中 可 用 的 V B S c r i p t 库 函 数 。 表
C - 5 把 库 函 数 分 为 几 类 ， 以 便 于 用 户 决 定 哪 一 个 函 数 适 合 于 特 定 的 编 程 要 求 。 表
C - 6 按 字 母 顺 序 列 出 了 这 些 函 数 ， 并 提 供 了 简 单 的 描 述 和 示 例 代 码 段 。 可 以 在 表
C - 5 中 找 到 所 需 的 函 数 ， 然 后 在 表 C - 6 中 或 者 V i s u a l  C + +在 线 帮 助 中 查 看 该 函 数
的 描 述 。这 些 库 函 数 包 含 在 V B S c r i p t . d l l 文 件 中 ，该 文 件 通 常 在 W i n d o w s 的 S y s t e m
或 S y s t e m 3 2 目 录 中 。

根 据 惯 例 ， 宏 脚 本 中 的 函 数 名 字 由 大 小 写 字 符 组 成 。 但 V B S c r i p t 解 释 器 不 区 分
大 小 写 ， 对 函 数 名 也 完 全 不 区 分 大 小 写 。“ C” 前 缀 用 于 识 别 转 换 函 数 ， 如 C B y t e
和 C D a t e 函 数 。这 些 函 数 把 值 从 一 种 类 型 强 制 转 换 成 另 一 种 类 型 ，提 供 一 种 类 似
于 C / C + +中 的 类 型 强 制 的 机 制 。



表 C - 5   V B S c r i p t 不 同 类 型 的 库 函 数

数 组 ， 算 术 和 三 角 函 数

A b s C o s H e x L o g R o u n d S q r

A r r a y E x p I n t O c t S g n T a n

A t n F i x L B o u n d R n d S i n U B o u n d

转 换 和 变 量 类 型 函 数

C B o o l C D a t e C I n t C S t r I s E m p t y T y p e N a m e

C B y t e C D b l C L n g I sAr ray I s N u l l VarType

C C u r C h r C S n g I s D a t e I s N u m e r i c

日 期 和 时 间 函 数

D a t e D a t e V a l u e M o n t h N a m e T i m e V a l u e



                                                        续 表

D a t e A d d D a y N o w W e e k D a y

D a t e D i f f H o u r S e c o n d W e e k D a y N a m e

D a t e P a r t M i n u t e T i m e Yea r

D a t e S e r i a l M o n t h T i m e S e r i a l

格 式 化 函 数

F o r m a t C u r r e n c y F o r m a t N u m b e r F o r m a t P e r c e n t F o r m a t D a t e T i m e

字 符 串 和 文 本 函 数

A s c Jo in M i d S c r i p t E n g i n e S t r C o m p

Fi l t e r L C a s e M s g B o x S c r i p t E n g i n e B u i l d V e r s i o n S t r i n g

I n p u t B o x L e f t R e p l a c e S c r i p t E n g i n e M a j o r V e r s i o n S t r R e v e r s e



                                                        续 表

InS t r L e n R i g h t S p a c e Trim

I n s t r R e v LTrim R T r i m S p l i t U C a s e

表 C - 6   V B S c r i p t 库 函 数

函 数 说 明

A b s 返 回 一 个 数 的 绝 对 值 （ 无 符 号 ）。 例 如 ， A b s ( - 2 )和 A b s ( 2 )都 返 回

值 2

A r r a y 返 回 包 含 一 个 数 组 的 Var i an t 量 。 在 下 面 的 例 子 中 ， 第 一 个 语 句

创 建 一 个 变 量 x。 第 二 个 语 句 把 一 个 数 组 赋 给 变 量 x， 并 初 始 化

数 组 元 素 。 后 面 的 几 个 语 句 演 示 了 所 赋 的 值 是 如 何 放 置 在 新 的 x

数 组 中 的 ：

D i m   x

x =  A r r a y ( 1 0 , 2 0 , 3 0 )



                                                        续 表

a = x ( 0 )                ‘a = 1 0

b = x ( 1 )                ‘b = 2 0

c = x ( 2 )                ‘c = 3 0

A s c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第 一 个 字 符 的 A N S I 码 。 另 一 个 类 似 的 函 数

A s c B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第 一 个 字 节 。 相 关 的 A s c W 函 数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第 一 个 字 符 的 字 节 和 U n i C o d e 码 ， 这 样 就 避 免 了 从

U n i C o d e 到 A N S I 的 转 换

A t n 返 回 一 个 数 的 反 正 切 值（ 以 弧 度 为 单 位 ）。其 结 果 的 范 围 为 从 -p i /2

到 pi /2 弧 度 。 为 了 把 度 转 化 为 弧 度 ， 在 度 数 上 乘 以 p i / 1 8 0。 A t n

是 T a n 的  反 三 角 函 数 ， T a n 是 以 角 度 为 参 数 ， 返 回 一 个 直 角 的

两 边 的 比 值

C B o o l 返 回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B o o l e a n 值

C B y t e 返 回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字 节 值



                                                        续 表

C C u r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转 换 为 货 币 子 类 型 。 C c u r 函 数 提 供 了 基 于 当 前 系

统

上 的 国 际 设 置 的 正 确 转 换 。使 用 这 个 函 数 能 够 确 保 宏 为 任 何 国 家

显 示 正 确 的 货 币 值

C D a t e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转 换 为 日 期 子 类 型 ：

s t r = m m & " - " & d d & " - " & y y

d a t e = C D a t e ( s t r )

C D b l 返 回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双 精 度 值



                                                        续 表

C h r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码 相 应 的 A N S I 字符。从 0 到 1 2 7 的 字 符 码 同 标 准

的 A S C I I 码 一 样 。 例 如 ， C h r ( 1 0 )返 回 一 个 换 行 符 。 关 于 A S C I I

和 A N S I 字 符 码 的 讨 论 ， 请 看 附 录 A ， 一 个 类 似 的 函 数 C h r B 用

于 字 符 串 中 的 字 节 数 据 。 C h r B 总 是 返 回 一 个 字 节 ， 而 不 是 返 回

可 能 是 一 个 或 者 两 个 字 节 的 字 符 。 C h r W 函 数 被 提 供 给 使 用

U n i C o d e 字 符 的 3 2 位 平 台

C I n t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转 换 为 整 数 子 类 型 。 C I n t 不 同 于 F i x 和 I n t 函 数 ，

这 两 个 函 数 是 截 断 ， 而 不 是 对 一 个 数 值 的 小 数 部 分 取 整 。当小数

部 分 正 好 为 0 .5 时 ， C I n t 函 数 总 是 把 这 个 数 取 为 最 近 的 偶 数 。 例

如 ，  0 .5 被 取 为 0， 1 .5 被 取 为 2 .

C L n g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转 换 为 长 整 数 子 类 型 。 C L n g 对 一 个 数 的 小 数 部 分

取 整 。 当 小 数 部 分 正 好 为 0 .5 时 ， C L n g 函 数 总 是 把 这 个 数 取 为

最 近 的 偶 数

C o s 返 回 一 个 角 度 的 余 弦 值 ：



                                                        续 表

c o s x = C o s ( x )            ‘W h e r e  x  i s  i n  r a d i a n s

C S n g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转 换 为 单 精 度 子 类 型

C s t r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转 换 为 字 符 串 子 类 型 ：

x = 1 1 1

s t r = " T h e  n u m e r i c  v a l u e  i s  " + C s t r ( x )

M s g B o x ( s t r )

s t r =  " T h e  B o o l e a n  v a l u e  i s  " + C S t r ( C B o o l ( x ) )

M s g B o x ( s t r )

D a t e 返 回 当 前 系 统 日 期 ：

M s g B o x ( " T h e  c u r r e n t  d a t e  i s  " & D a t e )



                                                        续 表

D a t e A d d 返 回 已 经 加 入 指 定 时 间 间 隔 的 日 期 。D a t e A d d 函 数 不 返 回 无 效 的

日 期 ， 如 2 月 3 1 日 。 它 计 算 闰 年 ， 承 认 每 月 的 天 数 。 它 不 承 认

1 0 0 年 1 月 1 日 之 前 或 者 9 9 9 9 年 1 2 月 3 1 日 之 后 的 日 期 。 用 下

列 特 定

的 字 符 串 来 指 定 时 间 间 隔 ：

字 符 串       含 义         字 符 串               含 义

"d"          天             " q "                 季 度

" w w "         星 期           "yyyy"             年

" m "          月             " h "                 时

" w "          星 期 中 的 天     " m "                分 钟

"y"          年 中 的 天       " s"                 秒

下 面 是 D a t e A d d 函 数 的 几 个 例 子 ：



                                续 表

s t r  =  D a t e A d d (  d ,  - 1 ,  D a t e  )

M s g B o x ( Y e s t e r d a y  w a s  &  s t r  )

s t r  =  D a t e A d d (  w w ,  - 1 ,  D a t e  )

M s g B o x (  L a s t  w e e k  w a s  &  s t r  )

s t r  =  D a t e A d d (  m ,  1 ,  D a t e )

M s g B o x (  N e x t  m o n t h  w i l l  b e  &  s t r  )

s t r  =  D a t e A d d (  q ,  1 ,  D a t e  )

M s g B o x (  T h r e e  m o n t h s  f r o m  n o w  w i l l  b e  &  s t r  )

D a t e D i f f 返 回 两 个 日 期 之 间 的 时 间 间 隔 。请 看 D a t e A d d 函 数 中 用 于 指 示 时

间 间 隔 的 字 符 串 ：



                                                        续 表

s t r = D a t e D i f f ( " d " , D a t e , # 1 2 - 2 5 # )

M s g B o x ( " O n l y " & s t r & " d a y s  t i l l  C h r i s t m a s " )

D a t e P a r t 返 回 一 给 定 日 期 的 特 定 部 分 ：

s t r  =  D a t e P a r t  ( " w w " ,  D a t e  )

M s g B o x ( " T h i s  w e e k  i s  n u m b e r "  &  s t r  &  " o f  t h e  y e a r "  )

d a y 1  =  D a t e P a r t (  " d " ,  D a t e )

d a y 2  =  d a y 1

D o  W h i l e  d a y 2  > 9

         d a y 2  =  d a y 2  - 1 0

L o o p

s u f f i x  =  " t h "



                              续 表

I f  ( d a y 1  =  1 )  T h e n  s u f f i x  =  " s t "

I f  ( d a y 1  =  2 )  T h e n  s u f f i x  =  " n d "

I f  ( d a y 1  =  3 )  T h e n  s u f f i x  =  " r d "

M s g B o x ( " T o d a y  i s  t h e "  &  d a y 1  & s u f f i x )

D a t e S e r i a l 返 回 一 个 包 含 指 定 年 、 月 和 日 的 字 符 串 。 D a t e S e r i a l 允 许 宏 计 算

经 过 一 个 连 续 时 间 段 后 的 绝 对 日 期 。 例 如 ， 下 面 的 D a t e S e r i a l 调

用 返 回 了 从 当 前 日 期 1 0 0 天 以 后 的 日 期 ：



                                                        续 表

iYea r   =  D a t e P a r t (  " y y y y " ,  D a t e )

i M o n t h  =  D a t e P a r t (  " m " ,  D a t e )

i D a y    =  D a t e P a r t (  ‘" d " ,  D a t e )

s t r     =  D a t e S e r i a l (  i Y e a r ,  i M o n t h ,  i D a y  +  1 0 0  )

M s g B o x (  " 1 0 0  d a y s  f r o m  n o w  w i l l  b e "  &  s t r )

当 yea r 参 数 包 含 从 0 到 9 9 之 间 的 值 时 ， D a t e S e r i a l 认 为 这 个 值

表 示 从 1 9 0 0 ~ 1 9 9 9 之 间 的 某 一 年  。 对 于 其 他 的 y e a r 参 数 ， 要 用

完 整 的 4 位 数 表 示 ， 如 2 0 1 0。

D a t e V a l u e 返 回 包 含 一 个 格 式 化 日 期 的 字 符 串 。 D a t e V a l u e 函 数 在 根 据 时 区

设 置 辨 认 各 种 格 式 的 日 期 时 很 有 用 。 例 如 ， 在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设 置

下 ， 下 面 的 语 句 都 返 回 字 符 串 " 1 2 / 3 1 / 9 9 "：



                                                        续 表

D a t e V a l u e (  " D e c e m b e r  3 1 ,  1 9 9 9 "  )

D a t e V a l u e (  " D e c  3 1 ,  1 9 9 9 " )

D a t e V a l u e (  " 1 2 - 3 1 - 9 9 "  )

D a t e V a l u e (  " 1 2  3 1  1 9 9 9 "  )

D a y 读 入 一 个 日 期 字 符 串 ， 从 中 分 离 出 该 月 中 的 天 ， 即 从 1 ~ 3 1

E x p 返 回 基 于 e（ 自 然 对 数 的 基 ） 的 指 数 。 常 量 e 的 值 约 为 2 . 7 1 8 2 8 2

F i l t e r 从 一 个 字 符 串 数 组 中 分 离 出 包 含 指 定 子 字 符 串 的 字 符 串 ， 或 者 ，

分 离 出 不 包 含 指 定 子 字 符 串 的 字 符 串 。 Fi l t e r 返 回 的 数 组 只 包 含

符 合 匹 配 规 则 的 字 符 串 。 在 下 面 的 例 子 中 ， x 数 组 包 含 字 符 串

" s t r i ng2"， 因 为 它 是 s t r 数 组 中 唯 一 包 含 子 字 符 串 " 2 "的 字 符 串 ：

s t r ( 0 )  =  " s t r i n g 0 "

s t r ( 1 )  =  " s t r i n g 1 "



                                 续 表

s t r ( 2 )  =  " s t r i n g 2 "

s t r ( 3 )  =  " s t r i n g 3 "

M s g B o x (  x ( 0 )  )

F i x 返 回 一 个 浮 点 数 的 整 数 部 分 。 I n t 和 Fix 函 数 都 是 截 断 小 数 部 分

而 返 回 整 数 部 分 。 以 变 量 x 为 例 ， 如 果 x 为 正 ， 这 两 个 函 数 的 结

果 相 同 ； 如 果 x 为 负 ， I n t 返 回 小 于 或 者 等 于 x 的 第 一 个 负 整 数 ，

而 Fix 返 回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x 的 第 一 个 负 整 数 。 例 如 ， 如 果 x 为  -

5 .6， 那 么 I n t 返 回 -6 而 F i x 返 回 -5

F o r m a t C u r r e n c y 用 系 统 C o n t r o l  P a n e l（ 控 制 面 板 ） 中 的 区 域 设 置 ， 以 正 确 的 货 币

格 式 返 回 一 个 表 达 式

F o r m a t D a t e T i m e 以 符 合 当 前 区 域 设 置 的 日 期 或 者 时 间 格 式 返 回 一 个 表 达 式



                                                        续 表

F o r m a t N u m b e r 返 回 字 符 串 形 式 的 数 值 。 这 个 字 符 串 的 格 式 根 据 系 统 的 区 域 设

置 ， 例 如 ， 超 过 1 0 0 0 的 数 值 在 美 国 是 用 逗 号 分 开 ， 而 在 欧 洲 是

用 句 号

F o r m a t P e r c e n t 返 回 以 ％ 字 符 为 后 缀 的 百 分 数 （ 被 1 0 0 乘 ） 格 式 的 表 达 式

H e x 返 回 一 个 代 表 1 6 进 制 数 的 字 符 串 。 宏 能 够 通 过 在 数 的 前 面 加 上

前 缀 & H 来 表 示 一 个 1 6 进 制 数 。 参 考 O c t

H o u r 返 回 一 个 0 ~ 2 3 之 间 的 数 ， 以 表 示 给 定 时 间 的 小 时 数 。 例 如 ， 在

晚 上 6 点 到 7 点 之 间 ， 下 面 的 代 码 返 回 1 8：

h r = H o u r ( T i m e )

M s g B o x ( " T h e  c u r r e n t  h o u r  i s  " & h r )

参 考 函 数 M i n u t e 和 S e c o n d



                                                        续 表

I n p u t B o x 显 示 一 个 带 有 指 定 提 示 消 息 的 对 话 框 ， 并 返 回 用 户 输 入 的 字 符

串 。 关 于 I n p u t B o x 的 示 例 ， 请 看 第 1 3 章 中 的 C o l u m n a r R e p l a c e

宏

InS t r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中 另 个 字 符 串 第 一 次 出 现 的 位 置

I n s t r R e v 同 InS t r 函 数 类 似 ， I n s t r R e v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中 在 另 一 个 字 字 符

串 的 位 置 ， 不 同 的 是 它 是 从 字 符 串 的 尾 部 开 始

I n t 参 考 函 数 Fix 的 说 明

I s A r r a y 返 回 指 示 给 定 变 量 是 否 为 数 组 的 一 个 B o o l e a n 值

I s D a t e 返 回 指 示 给 定 表 达 式 是 否 能 够 转 换 为 日 期  的 一 个 B o o l e a n 值

I s E m p t y 返 回 指 示 给 定 变 量 是 否 已 初 始 化 的 一 个 B o o l e a n 值 。 当 变 量 未 被

初 始 化 ， 或 者 被 显 式 设 为 E m p t y 时 ， I s E m p t y 返 回 T r u e .； 否 则 ，

这 个 函 数 返 回 F a l s e。 参 考 I s N u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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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N u l l 返 回 指 示 给 定 变 量 是 否 包 含 有 效 数 据 的 一 个 B o o l e a n 值 。 在 变 量

为 N u l l（ 不 包 含 有 效 数 据 ） 时 ， I s N u l l 返 回 T r u e； 否 则 ， 该 函 数

返 回 F a l s e。 V B S c r i p t 承 认 N u l l 和 E m p t y 之 间 的 区 别 。 E m p t y 意

味 着 变 量 还 没 有 被 初 始 化 。 一 个 零 长 度 的 字 符 串 ， 有 时 被 看 作 是

一 个 空 字 符 串 ， 但 不 是 一 个 N u l l 变 量

I s N u m e r i c 返 回 指 示 给 定 表 达 式 是 否 为 数 字 的 一 个 B o o l e a n 值

Jo in 通 过 连 接 数 组 中 字 符 串 而 形 成 一 个 新 的 字 符 串

L B o u n d 为 数 组 的 一 个 维 返 回 最 小 可 用 下 标 。 默 认 值 为 0

L C a s e 把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所 有 字 符 都 转 换 为 小 写 字 符 。 参 考 U c a s e 函 数

L e f t 返 回 由 一 个 字 符 串 最 左 边 的 字 符 所 组 成 的 字 符 串 。宏 能 够 通 过 调

用 L e n 函 数 来 确 定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长 度 。 参 考 R i g h t 函 数

L e n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中 的 字 符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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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g 返 回 一 个 数 的 自 然 对 数 （ 基 数 为 e）。 数 x 基 数 为 n 的 对 数 是 x

的 自 然 对 数 和 n 的 自 然 对 数 的 比 值 ：

l o g n x = L o g ( x ) / L o g ( n )

LTrim 消 除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前 导 空 格 。 参 考 R T r i m 和 Tr im

M i d 从 一 个 字 符 串 分 离 出 一 个 子 字 符 串

M i n u t e 返 回 从 0 ~ 5 9 之 间 的 一 个 数 以 指 示 给 定 时 间 的 分 钟 数 。 例 如 ， 在

6 : 4 7 : 5 3， 下 面 的 代 码 返 回 4 7 ：

m i n = M i n u t e ( T i m e )

M s g B o x ( " T h e  c u r r e n t  m i n u t e  i s  "  &  m i n " )

参 考 H o u r 和 S e c o n d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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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n t h 返 回 从 1 ~ 1 2 之 间 的 一 个 数 ， 以 指 示 给 定 年 的 月 份 ：

D i m  m n t h ( 1 1 )

m n t h ( 0 )  =  " J a n u a r y "

m n t h ( 1 )  =  " F e b r u a r y "

m n t h ( 1 1 )  =  " D e c e m b e r "

m  =  M o n t h (  D a t e  )

M s g B o x ( T h e  c u r r e n t  m o n t h  i s  " &  m n t h ( m - 1 )  )

M o n t h N a m e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 它 包 含 由 1 ~ 1 2 之 间 的 一 个 数 所 指 定 的 月 份 。

通 过 使 用 M o n t h N a m e 函 数 ， 上 面 的 例 子 可 以 像 下 面 这 样 改 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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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M o n t h ( D a t e )

M s g B o x ( " T h e  c u r r e n t  m o n t h  i s " & M o n t h N a m e ( m ) )

M s g B o x 显 示 一 个 带 有 O K , C a n c e l , A b o r t , R e t r y , I g n o r e , Y e s , N o 按 钮 的 标 准

W i n d o w s 消 息 框 。 M s g B o x 返 回 下 列 值 以 指 示 用 户 单 击 了 哪 一 个

按 钮 关 闭 消 息 框 ：

常 量                  值                  按 钮

v b O K                  1                   O K

v b C a n c e l               2                   C a n c e l

v b A b o r t                3                   A b o r t

v b R e t r y                4                   R e t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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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量                  值                  按 钮

v b I g n o r e                5                   I g n o r e

v b Y e s                  6                   Y e s

v b N o                  7                    N o

M s g B o x 也 可 以 在 消 息 框 中 显 示 一 个 H e l p 按 钮 ，当 单 击 时 ，就 会

显 示 来 自 特 定 帮 助 文 件 的 上 下 文 相 关 帮 助 。 用 户 也 可 以 按 F 1 键

来 查 看 与 上 下 文 相 对 应 的 帮 助 主 题

N o w 返 回 包 含 当 前 日 期 和 时 间 的 字 符 串 ，当 前 日 期 和 时 间 的 格 式 符 合

当

前 区 域 设 置 。 例 如 ， 对 于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设 置 ， 返 回 字 符 串 的 格 式

为 " 1 2 / 3 1 / 9 9  3 : 3 3 : 5 7  P M "。 参 考 T i m e 和 D a t e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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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 t 返 回 一 个 表 示 八 进 制 数 的 字 符 串 。 在 宏 中 ， 一 个 八 进 制 数 可 用 前

缀 & O 表 示 。 参 考 H e x 函 数

R e p l a c e 以 一 个 字 符 串 作 为 输 入 值 ， 返 回 该 字 符 串 的 一 个 新 值 ， 其 中 的 子

字 符 串 已 被 另 外 的 值 所 代 替 。 参 考 表 C - 4 所 列 的 R e p l a c e T e x t 函

数

R i g h t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最 右 边 的 字 符 所 组 成 的 字 符 串 。 宏 通 过 调 用 L e n

函 数 来 确 定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长 度 。 参 考 Lef t 函 数

R n d 返 回 一 个 小 于 1 但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0 的 随 机 数 。为 了 产 生 一 个 上 下

界 之 间 的 一 个 随 机 整 数 ， 要 采 用 下 列 方 式 ：

i R a n g e = i U p p e r B o u n d - i L o w e r B o u n d + 1

I n t ( i R a n g e * R n d + i L o w e r B o u n d )

使 用 R a n d o m i z e 语 句 产 生 根 据 系 统 时 钟 的 V B S c r i p t 随 机 数 生 成

器



                                                        续 表

R a n d o m i z e

i R a n d o m = R n d

R o u n d 把 一 个 浮 点 数 四 舍 五 入 到 指 定 的 精 度

Rtr im 取 消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尾 部 的 空 格 。 参 考 LTrim 和 Trim 函 数

S c r i p t E n g i n e 返 回 一 个 标 识 使 用 中 的 脚 本 语 言 的 字 符 串 。 对 于 V i s u a l  B a s i c

S c r i p t i n g  E d i t o n， 该 函 数 返 回 “ V B S c r i p t”

S c r i p t E n g i n e B u i l d V e r s i o n 返 回 使 用 中 的 脚 本 引 擎 的 建 立 版 本 号

S c r i p t E n g i n e M a j o r V e r s i o n 返 回 使 用 中 的 脚 本 引 擎 的 主 版 本 号

S e c o n d 返 回 从 0 ~ 5 9 之 间 的 一 个 整 数 ，以 表 示 给 定 时 间 的 秒 成 分 。 例 如 ，

在 6 : 4 7 : 5 3， 下 面 的 代 码 返 回 5 3：

s e c = S e c o n d ( T i m e )



                                                        续 表

M s g B o x ( " T h e  c u r r e n t  s e c o n d  i s " & s e c )

参 考 H o u r 和 M i n u t e 函 数

S g n 确 定 给 定 数 的 符 号 。 S g n 返 回 一 个 值 为 - 1， 0 或 者 1 的 整 数 ， 以

指 示 这 个 数 是 小 于 零 ， 等 于 零 ， 还 是 大 于 零 ：

D i m  s t r ( 2 )

s t r ( 0 ) = " l e s s  t h a n  z e r o "

s t r ( 1 ) = " e q u a l  t o  z e r o "

s t r ( 2 ) = " g r e a t e r  t h a n  z e r o "

i     = I n p u t B o x ( " E n t e r  a  n u m b e r " )

M s g B o x ( " T h e  n u m b e r  i s  "  &  s t r ( S g n ( i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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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n 返 回 一 个 角 度 的 正 弦 值

s i n x = S i n ( x )          ‘W h e r e  x  i s  i n  r a d i a n s

参 考 C o s 和 T a n 函 数

S p a c e 返 回 一 个 包 含 指 定 数 目 空 格 的 字 符 串

Sp l i t 根 据 一 个 字 符 串 创 建 一 个 字 符 串 数 组 ，这 个 字 符 串 的 子 字 符 串 由

指 定 的 字 符 分 隔 。下 面 的 例 子 用 加 号 把 一 个 字 符 串 分 成 三 个 单 独

的 字 符 串 ：

x = S p l i t ( " s t r i n g 1 + s t r i n g 2 + s t r i n g 3 " , " + " )

M s g B o x ( x ( 0 ) )          ' D i s p l a y  " s t r i ng1"

M s g B o x ( x ( 1 ) )          ' D i s p l a y  " s t r i ng2"

M s g B o x ( x ( 2 ) )          ' D i s p l a y  " s t r i ng3"



                                                        续 表

S q r 返 回 一 个 数 的 平 方 根

S t r C o m p 比 较 两 个 字 符 串 ， 并 返 回 一 个 值 ， 指 示 这 两 个 字 符 串 是 否 相 同 。

S t r C o m p 的 用 法 和 语 法 同 C 动 态 库 中 的 s t r c o m p 函 数 相 似 ：

I f   S t r C o m p ( s t r i n g 1 , s t r i n g 2 ) = 0 )  T h e n

   M s g B o x ( " S t r i n g s  a r e  e q u a l " )

End  I f

S t r C o m p 返 回 下 列 值 中 的 一 个 ：

返 回 值            含 义

- 1                 s t r i n g 1 小 于 s t r i n g 2

0                  s t r i n g 1 等 于 s t r i n 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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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t r i n g 1 大 于 s t r i n g 2

S t r R e v e r s e 颠 倒 给 定 字 符 串 的 字 符 顺 序

S t r i n g 创 建 由 单 个 字 符 组 成 的 指 定 长 度 的 字 符 串

s t r = S t r i n g ( 1 0 , " a " )       ‘s t r = " a a a a a a a a a a "

T a n 返 回 一 个 角 度 的 正 切 值

t a n x = T a n ( x )            ‘W h e r e  x  i s  i n  r a d i a n s

参 考 S i n 和 C o s 函 数

T i m e 按 照 当 前 的 区 域 设 置 格 式 返 回 包 含 当 前 系 统 时 间 的 字 符 串 。 例

如 ， 在 美 国 ， 所 返 回 的 字 符 串 为 " 3 : 3 3 : 5 7  P M "。 当 设 置 为 欧 洲 时 ，

同 样 的 时 间 表 示 为 " 1 5 : 3 3 : 5 7 "。 参 考 N o w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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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m e S e r i a l 按 照 当 前 的 区 域 设 置 格 式 返 回 一 个 包 含 给 定 小 时 、分钟、秒的字

符 串 。 当 设 置 为 美 国 时 ， 下 面 的 语 句 把 " 6 : 4 7 : 5 3  P M "赋 给 变 量 x：

x = T i m e S e r i a l ( 1 8 , 4 7 , 5 3 )

T i m e V a l u e 返 回 一 个 包 含 一 个 有 格 式 的 时 间 的 字 符 串 。 像 D a t e V a l u e 函 数 一

样 ， T i m e V a l u e 承 认 各 种 各 样 取 决 于 区 域 设 置 的 格 式 。 例 如 ， 当

设 置 为 美 国 时 ， 下 面 的 语 句 返 回 字 符 串 " 6 : 4 7 : 5 3  P M "：

T i m e V a l u e ( " 6 : 4 7 : 5 3 P M " )

T i m e V a l u e ( " 1 8 : 4 7 : 5 3 " )

T i m e V a l u e ( " 6 : 4 7 : 5 3  p m " )

Tr im 删 除 一 个 字 符 串 首 尾 的 空 格 。 参 考 R T r i m 和 LTrim 函 数

T y p e N a m e 以 一 个 变 量 作 为 参 数 ， 返 回 指 示 变 更 子 类 型 的 字 符 串 ：



                                                        续 表

返 回 字 符 串                   变 量 子 类 型

" B y t e "                        字 节 值

" In t ege r "                     整 数 值

" L o n g "                        长 整 数 值

" S i n g l e "                      单 精 度 浮 点 数

" D o u b l e "                      双 精 度 浮 点 数

" C u r r e n c y "                    货 币 字 符 串

" D e c i m a l "                     十 进 制 数

" D a t e "                        日 期 或 时 间 字 符 串

" S t r i n g "                      字 符 串



                                                        续 表

" B o o l e a n "                     布 尔 值

" E m p t y "                       未 初 始 化

" N u l l "                        无 有 效 数 据

下 面 的 代 码 演 示 了 T y p e N a m e 函 数 ：

x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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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g B o x ( T y p e N a m e ( x ) )         ‘D i s p l a y s  " i n t e g e r "

y = " s t r i n g "

M s g B o x ( T y p e N a m e ( y ) )         ‘D i s p l a y s  " S t r i n g "

z = # 1 2 - 3 1 - 9 9 #

M s g B o x ( T y p e N a m e ( z ) )         ‘D i s p l a y s  " D a t e "

M s g B o x ( T y p e N a m e ( w ) )         ‘D i s p l a y s  " E m p t y "

U B o u n d 返 回 一 个 数 组 指 定 维 的 最 大 可 用 下 标 值 。 例 如 ：

D i m   A ( 1 0 0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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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U B o u n d ( A , 1 )        ‘x = 9 9

y = U B o u n d ( A , 2 )        ‘y = 2

z = U B o u n d ( A , 3 )        ‘z = 3

U C a s e 把 字 符 串 中 的 所 有 字 符 都 转 换 为 大 写 。 参 考 L c a s e 函 数

V a r T y p e 以 一 个 变 量 作 为 参 数 ， 返 回 下 表 中 的 一 个 整 数 ， 以 指 示 变 量 的 子

类 型 。 注 意 这 个 函 数 与 T y p e N a m e 函 数 的 相 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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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量              值           变 量 子 类 型

v b E m p t y           0            未 初 始 化

v b N u l l             1            无 有 效 数 据

v b I n t e g e r          2             整 数

v b L o n g            3            长 整 数

v b S i n g l e           4            单 精 度 浮 点 数

v b D o u b l e          5            双 精 度 浮 点 数

v b C u r r e n c y         6           货 币 字 符 串

v b D a t e            7            日 期 或 时 间 字 符 串

v b S t r i n g           8            字 符 串

v b V a r i a n t          1 1           V a r i a n t 类 型 的 数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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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b B o o l e a n         1 1           布 尔 值

v b B y t e            1 7            字 节 值

v b A r r a y           8 1 9 2          数 组 。 V a r T y p e 返 回 数 组 值

加 上 数 组 中 的 变 量 子 类 型 的

值 的 和

W e e k d a y 返 回 从 1 到 7 之 间 的 一 个 整 数 ， 表 示 一 星 期 中 的 星 期 几 ， 其 中 1

表 示 星 期 天 。 参 考 W e e k D a y N a m e 函 数 的 示 例 代 码

W e e k D a y N a m e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串 以 指 示 一 星 期 中 的 某 一 天 ：

d = W e e k D a y ( D a t e )

M s g B o x ( " T o d a y  i s " & W e e k D a y N a m e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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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 a r 从 一 个 给 定 的 日 期 中 以 整 数 值 返 回 其 中 的 年 数 ：

M s g B o x ( " T h e  y e a r  i s  " & Y e a r ( D a t 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