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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F4.3-43.日益繁荣的今天$G+H=F0已经成为=F0领域研究的热点’笔者所在的研

究小组提出了一种基于I0J组件技术的 G+H=F0解决方案’该方案具有运行速度快%功能

强大%与浏览器绝对平台无关等优点$但在客户端人机交互这一方面存在不足’为此$引入

5I$IIKK&3.作为系统客户端技术的补充$利用5I$IIKK&3.客户端运行%与平台无关%人
机交互功能强等优点$来实现运行速度快%功能强大%人机交互好的具有实用价值的 G+HL
=F0’
关键词!F4.3-43.&地理信息系统&G+H=F0&I0J&组件&5I$IIKK&3.’
中图分类号!MJ#?!&J!)D!!!!文献标识码!I
文章编号!?)))@!#D#"!))!#)#@)!"E@)E
作者简介!谢忠"?CAD@#$男$副教授$?CC)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计算机系$目前主要研究

方向为数字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N23O/%4P!K6Q&21’R/’/Q’14

!!目前国内外各大公司%院校对于 G+H=F0的研

究有很多$也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但从实际的效果

来看都不近人意$距实用型%高效型还有一定距离’
笔者所在的研究小组自?CC"年就展开了对 G+HL
=F0的研究’在经过长时间研究%比较%探索之后$笔
者决定采用运行速度快%功能强大%与浏览器平台无

关的I0J组件技术作为 G+H=F0解决方案的核心

技术$以具有自主版权%功能强大的国产优秀桌面

=F0产品 >IJ=F0为开发平台$来实现运行速度

快%功能强大%具有实用价值的G+H=F0’?(’
虽然基于I0J组件技术的 G+H=F0具有运行

速度快%服务器端功能强大%与浏览器绝对平台无关

等优点$但在客户端人机交互这一方面存在不足’在
I0J页面中$地图是以与绝对平台无关的普通栅格

文件形式进行显示的’因此$要实现地图的放大%缩
小%移动等操作$只能将图片设置成S%-T中的)F4L
K6.FT,P3*型$用户在图片上进行简单的点击操作

来提交放大%缩小等命令以及简单的位置信息$此方

法比较单一%呆板$不太符合用户在单机=F0软件

中的操作习惯’为此笔者引入客户端运行%与平台无

关%人机交互功能强的5I$IIKK&3.作为客户端技

术的补充$将图片放置在5I$IIKK&3.上$用户可

以在5I$IIKK&3.上进行点击%拖拉画框%拖拉画

圆%拖拉画线以及两点画线等复杂的操作$并由5IL
$IIKK&3.提交信息$从而使客户端人机交互界面

更加友好$功能更加强大’

?!I0J组件技术的G+H=F0系统

笔者所在研究小组开发的 G+H=F0系统采用

目前较为流行的三级H-%R;3-+03-:3-"H+0#体系结

构$将客户端%G+H=F0服务器%=F0数据库服务器

进行分离’H+0结构通过平衡客户端+服务器间的数

据通讯$利用服务器的高性能处理复杂的关键性的

应用$清晰地划分了各个部分的功能$简化了客户端

的应用运行环境$降低了软件的维护费用’系统总体

构造如图?所示’
系统分为#级,系统前端是8&234.+H-%R;3-$中

间是 G+H=F003-:3-$后端是=F0U,.,Q,;303-:L
3-$末端是原始地理数据库’各部分充当不同的角

色$完成不同的任务’同时各部分又通过网络进行通

讯$相互响应%保持联系’8&234.+H-%R;3-位于系统

的最前端$是系统与网络用户打交道的门户$具有提

交命令%接收结果的功能&G+H=F0服务器位于系

统的中间$是原型系统的枢纽与核心部分$具有发布

VM>W%I0J网页%执行I0J网页和组件%与=F0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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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系统结构示意图

S2P’? 0<;.3T;.-61.6-3

据库服务器通讯的功能"=F0数据库服务器位于原型

系统的后端#它是系统原始地理信息的储备基地#具
有管理=F0原始数据$响应多个用户请求的功能%?&’

!!5I$IIKK&3.基本理论

5I$I是由064公司开发而成的新一代编程

语言’它是一种跨平台#适合于分布式计算环境的面

向对象编程语言’它具有如下特性!简单性$面向对

象$分布式$解释型$可靠$安全$平台无关$可移植$
高性能$多线程和动态性等%!&’

用5I$I可以编写两种类型的程序!小程序

’又叫5I$IIKK&3.(和应用程序’5I$IIKK&21,L
.2%4(’小程序是嵌入在VM>W文档中的5I$I程

序"而5I$I应用程序是从命令行运行的程序’对

5I$I而言#5I$I小程序的大小和复杂性都没有

限制’事实上#5I$I小程序有些方面比5I$I应

用程序更强大’但是由于目前F4.3-43.网络通讯速

度有限#因此大多数小程序规模较小’小程序和应用

程序之间的技术差别在于运行环境’5I$I小程序

则需要来自 G+H浏览器的大量信息!它需要知道

何时启动#放入浏览器窗口"何时激活关闭’而5IL
$I应用程序运行在最简单的环境中#它的唯一外

部输入就是命令行参数’由于这两种类型程序需要

不同的执行环境#小程序和应用程序的最低要求也

不尽不同%#&’
由于万维网可使小程序的发布十分便利#因此

小程序更适合作为F4.3-43.上的应用程序’相反#非
网络系统和内存较小的系统更适合用5I$I应用

程序而较少用5I$I小程序实现’另外#5I$I应

用程序也很容易以F4.3-43.为基础环境#事实上有

些优秀的5I$I应用程序正是如此’例如#V%.5IL
$I’用5I$I语言编写的万维网浏览器(’表?显示

表/!5I$I小程序与应用程序之间的差别

M,Q&3? 8%TK,-2;%4%75I$IIKK&3.,4XIKK&21,.2%4

应用程序 小程序

使用图形 可选 固定用图形

发布
主要 从 文 件 系

统装入
通过VM>W链接

内存要求
最 低5I$I 应

用程序要求
5I$I程 序 加 G+H浏 览 器

要求

环境输入 命令行参数 嵌入VM>W文档的参数

虚拟内存

所要过程

主函 数 启 动 过

程

242.初始化过程";.,-.启动过

程";.%K暂停)关闭过程"X3L
;.%-<终止过程"K,24.绘图过

程

出小程序与应用程序之间的差别%#&’

#!5I$IIKK&3.设计

0’/!设计原则

5I$IIKK&3.具有小巧$灵活$客户端运行$能
够接收客户端鼠标信息$完成鼠标异或操作等优点#
为此我们将其引入系统来增强用户同网页交互的能

力’但另一方面#5I$IIKK&3.在下载)加载速度方

面不尽人意#速度较慢#用户等待时间较长’因此#在
本系统中#为提高5I$I IKK&3.效率#加快其下载)
加载速度#在对5I$I IKK&3.进行设计时尽量保持其

小巧高效#主要从以下!个方面进行控制!’?(5I$I
IKK&3.除完成显示图片$异或操作#以及其他一些必

要的数据通讯操作外#不再担任其他功能’’!(精简

5I$I IKK&3.代码#使其保持小巧高效’
0’1!具体实现方法

’?(开发工具’本系统中5I$IIKK&3.))绘制

采用$5YYA’)为开发工具#$5YYA’)是微软的

5I$I版本#其开发环境与纯5I$I的5UZ开发环

境相比具有直观$方便$高度集成等优点’
’!(显示图片’为在5I$IIKK&3.的界面上显

示一幅=FS图片#需要重载函数K,24.’(#具体情况

如下!

K6Q&21:%2XK,24.’=-,K/21;P(
*

P’X-,RFT,P3’><=27FT,P3#)#)#./2;("
+
’#(异或操作’为完成异或操作#5I$IIKK&3.

需捕获鼠标活动的消息#如单击$进入$退出$键下$
键起以及拖动$移动等操作’在5I$I中#5I$I
IKK&3.要捕获鼠标事件需要将5I$IIKK&3.注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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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鼠标事件的监听者’其中"要捕获单击#进入#退

出#键下#键起等鼠标事件"需加入监听 >%6;3W2;L
.343-$同时"要捕获拖动#移动等鼠标事件"需加入

监听>%6;3>%.2%4W2;.343-’具体实现情况如下%

K6Q&21:%2X242.&’!((初始化

)
**
./2;’,XX>%6;3W2;.343-&./2;’$!((添加监听’
./2;’,XX>%6;3>%.2%4W2;.343-&./2;’$
**
+
加载完鼠标监听后"5I$IIKK&3.就能够接收

到鼠标消息"并对鼠标消息进行处理’要实现画点#
拖拉画线#画圆#点击画线等*种异或操作"需要在

以下"个鼠标事件中进行相应的处理%

K6Q&21:%2X T%6;38&21[3X &>%6;3+:34.3’

!((鼠标点击IKK&3.
K6Q&21:%2X T%6;3+4.3-3X &>%6;3+:34.3’

!((鼠标进入IKK&3.
K6Q&21:%2XT%6;3+N2.3X&>%6;3+:34.3’!((

鼠标离开IKK&3.
K6Q&21:%2X T%6;3J-3;;3X &>%6;3+:34.3’

!((鼠标键下

K6Q&21:%2XT%6;3\3&3,;3X &>%6;3+:34.3’

!((鼠标键起

K6Q&21:%2XT%6;3U-,PP3X &>%6;3+:34.3’

!((鼠标拖动

K6Q&21:%2XT%6;3>%:3X&>%6;3+:34.3’!((
鼠标移动

&E’初始参数的设置’初始参数包括5I$IIKL
K&3.命令参数和显示参数’命令参数用于控制5IL
$IIKK&3.在初始状态下支持哪些操作"是画线还

是画圆$显示参数用于控制5I$IIKK&3.应显示哪

一幅图片’在I0J中"具体调用情况如下%

",KK&3.1%X3]^U-,PB4=27’1&,;;̂ 2X]^
U-,PB4=27̂ 4,T3]̂ U-,PB4=27̂ R2X./]̂ #A)̂
/32P/.]̂ !")̂ $F+GI0M+_M#

"K,-,T4,T3]̂ FT,P3̂ :,&63]̂ "‘]03;L
;2%4&0+0(＿BJJ＿=FS＿(I>+’‘#̂ #

"K,-,T4,T3] 5̂I$I8TXS&,P̂ :,&63]^
"‘]03;;2%4&0+0(＿5I$I＿8>U’‘#̂ #

"K,-,T4,T3]̂ U2;K8TXS&,P̂ :,&63]̂ "‘
]03;;2%4&0+0(＿UF0J＿8>U’‘#̂ #

"K,-,T4,T3] 0̂1-2K.8TXS&,P̂ :,&63]^
"‘]03;;2%4&0+0(＿08\FJM＿8>U’‘#̂ #

"K,-,T4,T3]̂ 06QT2.I;K̂ :,&63]̂ "‘
]\3a63;.’b63-<0.-24P&̂06QT2.I;K̂’‘#̂ #

"K,-,T4,T3]̂ M,-P3.̂ :,&63]̂ "‘]\3L
a63;.’b63-<0.-24P&̂M,-P3.̂’‘#̂ #

"(,KK&3.#
这些参数传入5I$IIKK&3.后就是0.-24P类

型数据’经过数据类型转换后"可将其有效信息传递

给专门的命令参数变量"以实现真正的命令控制’
&*’5I$IIKK&3.接收来自VM>W网页的命

令参数’5I$IIKK&3.提供一个K6Q&21类型的函数

03.J,-,T&’供外界VM>W网页调用"通过设置该

函数的参数"可以设置5I$IIKK&3.中专门的命令

参数变量"达到控制5I$IIKK&3.状态的目的’在

VM>W网页中"调用该函数的情况如下%
%41&21[]cR24X%R’K,-34.’>,24’U-,PB4=27’

03.J,-,T&?")"!#)"̂S>＿\2P/.’,;K̂ "̂\2P/.̂’c
&A’5I$IIKK&3.向I0J网页提交异或操作

后的相关数据’5I$IIKK&3.完成异或操作后"需

向I0J网页提交相关数据"其中包括位置信息%如

画点时的点击点#画线时的起始点等"还需传送当前

的三套命令信息等’提交数据函数具体实现如下%

K-2:,.3:%2X06QT2.U,.,&24.8TXS&,P"24.
(33X0%-.S&,P’!((提交数据’

)!0.-24P><I;K$
27&(33X0%-.S&,P]]?’!((生成><I;K’
><I;K]J,-,T><I;KŶ ？W,;.8TXS&,P]̂

Y8TXS&,PŶ dNT24]̂ YNT24Ŷ d<T24]̂ Y
<T24Ŷ dNT,N]̂ YNT,NŶ d<T,N]̂ Y<T,N$

3&;3
><I;K]J,-,T><I;KŶ ？W,;.8TXS&,P]̂

Y8TXS&,PŶ dNT24]̂ Y0.,-.J%24.’NŶ d<T24
]̂ Y0.,-.J%24.’<Ŷ dNT,N]̂ Y+4XJ%24.’NŶ
d<T,N]̂ Y+4XJ%24.’<$
.-<
)
><I;K9\W]43R9\W&M/2;J,P39\W"><L

I;K’$!((配置路径’
+
1,.1/&+N13K.2%43NK’
)
./2;’P3.IKK&3.8%4.3N.&’’;/%RU%16T3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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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H=F0系统的首页

S2P’! S2-;.K,P3%7G+H=F0;<;.3T

"><I;K9\W#̂＿;3&7̂$%!&&提交数据’
’

E!系统演示

图!是普通浏览器访问该套系统某一服务器站

点时的情况!"?$模块选择区域%"!$地图显示区域%
"#$为运行及结果显示区域’

图中地图显示区域由负责显示的网页和5I$I
IKK&3.组成#用户可以在5I$IIKK&3.上进行点

击(拖拉画框(拖拉画圆(拖拉画线以及两点画线等

复杂的操作#然后由5I$IIKK&3.将点击处点的坐

标!#"提交出来#从而实现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

地图浏览操作’

*!结论

在基于I0J组件技术的 G+H=F0系统中引入

5I$IIKK&3.技术#能够大大改善客户端人机交互

的性能’5I$IIKK&3.不仅能够支持复杂的地图操

作!如拉框式的放大(拉线式的移动等#还可以支持

系统应用命令所需的一些异或操作!如画圆"用于区

域查询$(画点击线"用于添加线$等’因此#客户端补

充了5I$IIKK&3.技术的I0J组件 G+H=F0系

统更加具有实用性#能够得到更广泛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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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4>93!F4.3-43.%=F0%G+H=F0%I0J%1%TK%434.%5I$IIKK&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