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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组件式=D0是=D0与组件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地理信息系统’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和

组件式=D0的基本概念&并简单介绍了组件式=D0的基本优点及>BC=D0组件开发平台的

组成和功能划分’阐述了使用>BC=D0组件进行=D0应用软件二次开发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以及在$F中使用>BC=D0组件对象的基本步骤’并以$F为开发环境&结合>BC=D0数据

管理组件’图形显示组件’图形编辑控件’属性编辑控件等&给出了一个具有图形显示’地理属

性数据编辑等功能的实例程序&演示了如何使用>BC=D0组件进行=D0应用软件的二次开

发’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组件(组件式地理信息系统(>BC=D0(=D0二次开发’
中图分类号!HC#??’*!!!!!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I#$!))!%)#@)!I*@)G
作者简介!周顺平$?EA"@%&男&副教授&?EEE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获硕士

学位&现主要从事=D0基础软件和数据库方面的科研及应用开发工作’
+JK,2&)L/%6;M24!M6N&21’O/’/N’14

!!地 理 信 息 系 统$P3%P-,M/21247%-K,.2%4;<;J
.3K&简称=D0%是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以采集’
存储’管理’检索’分析和描述空间物体的地理分布

数据及与之相关的属性&并回答用户问题等为主要

任务的技术系统*?&!+’组件式=D0$1%KM%434.=D0%
指基于组件对象平台&以组件的形式提供基本功能

的=D0&是=D0与组件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地理信

息系统*#+’组件式=D0充分利用了组件的可重用特

性&使用=D0组件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D0应用软

件的开发效率和质量’>BC=D0地理信息系统是国

产的=D0基础软件平台&它提供了丰富的二次开发

手段&包括BCD函数库’8QQ类和组件开发库*G+’

?!>BC=D0组件开发平台

>BC=D0组件开发平台以一系列8R>组件和

B1.2:3S控件的形式提供了=D0基本功能)包括数

据管理组件’图形显示组件’图层管理组件’地图管

理组件’图例管理组件’图像处理组件’图库管理组

图?!>BC=D0组件$控件%对象关系

T2P’? U3&,.2%4%7>BC=D01%KM%434.$B1.2:3S1%4.-%&%

%NV31.;

件’图形编辑控件’工程管理控件’属性编辑控件’属
性结构编辑控件等’这些组件$控件%对象关系如图

?所示’
数据管理组件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和核心&主要

进行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存取和管理&并提供基

本的数据交互功能’数据管理组件定义了>BC=D0
的基本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封装了对点’线’区’
网’表格等工作区的基本操作**+’
=D0通用功能组件$控件%集合提供了>BC=D0

平台的通用处理功能’通用功能组件基于数据管理

组件构造而成&它们具有面向通用=D0功能)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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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对象 >BC=D0W8封装了 >BC=D0的基本显

示操作"图层对象X,<3-封装了点#线#区#网文件的

数据管理功能"地图对象 >,M封装了对 >BC=D0
基本图形的编辑$输出操作和对多个图层的管理功

能"图例对象X3P34Y封装了点#线#区图例元素的

管理和操作功能%并提供了管理图例文件存储和图

例元素的功能">0D对象封装了对图像工作区的操

作和显示%并提供了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的相互转

换功能"WF0对象封装了操作和显示图库工作区的

方法’同时%>BC=D0组件开发平台还提供了几个

可视化控件&+Y2.$23O控件对象包括点编辑#线编

辑#区编辑#数字化#矢量化及其他操作功能">,MJ
H-338.-&控件对象封装了与 >,M对象的交互操作

功能"=2;B..+Y2.控件对象主要用来浏览和编辑

>BC=D0属性数据"B..0.-6+Y2.控件对象主要用

来浏览和编辑>BC=D0属性结构’
>BC=D0组件包含在一系列 ZD(WRZ0动态

连接库文件里%B1.2:3S控件则包含在一系列’%1[
文件中’表?是 ZD(WRZ0文件与 >BC=D0组件

的对应关系’

表’!(%)*+(&文件与!"#$%&组件对应关系

H,N&3? 8%--3;M%4Y3413%7ZD(WRZ072&3;,4Y>BC=D0
1%KM%434.;

ZD(WRZ0文件 >BC=D0组件’控件(

>,M=2;F,;8%K?’Y&& 数据管理组件

>,M=2;W;M8%K’Y&& 图形显示组件

>,M=2;X,<3-8%K’Y&& 图层管理组件

>,M=2;>,M8%K’Y&& 地图管理组件#图例管理组件

>,M=2;WF08%K’Y&& 图库管理组件

>,M=2;U,;.3-8%K’Y&& 图像分析管理组件

+Y2.$23O’%1[ 图形编辑控件

>,MH-33’%1[ 工程管理控件

=2;B..+Y2.’%1[ 属性编辑控件

B..0.-6+Y2.’%1[ 属性结构编辑控件

!!基于>BC=D0组件的二次开发

>BC=D0组件不依赖于某一种开发语言%它可

以直接嵌入到通用的开发环境’如$D09BXFB0D8
或W+XC\D(中实现=D0功能’通过调用 >BC=D0
组件的基本功能%并结合其他专业模型和专业模型

分析控件%可以快速地开发=D0应用程序%这就大

大降低了=D0应用系统的开发难度与开发成本’
利用>BC=D0组件开发平台进行=D0应用程

序的开发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选择应用系统的

图!!>BC=D0应用程序层次结构

T2P’! B-1/2.31.6-3%7>BC=D0,MM&21,.2%4

开发工具%如$F"’!(将使用到的 >BC=D0组件引

用到应用程序中"’#(调用 >BC=D0组件的属性和

方法完成=D0基本功能"’G(开发应用系统专用的

功能’
基于>BC=D0组件开发平台的=D0应用程序

结构如图!所示’

#!$F开发示例

>BC=D0组件的使用方法与一般组件的使用

方法完全相同%在使用 >BC=D0组件之前%必须先

注册’运行>BC=D0二次开发包中的;3.6M’3[3程

序%可以自动安装并注册组件"或进行手工注册&将
要注册的组件对应的文件’如数据管理组件对应的

>,M=2;F,;8%K?’Y&&文 件(拷 贝 到 >BC=D0的

M-%P-,K目录下%假设路径为&)W&"K,MP2;A?"M-%J
P-,K"*%选择ZD(WRZ0开始菜单的运行%在命令

行 中 输 入&)-3P;:-#!W&"K,MP2;A?"M-%P-,K"
K,M=2;F,;8%K?’Y&&*%进行组件的注册+A,’

在$D09BXFB0D8中使用>BC=D0组件对象

的步骤是&’?(嵌入 >BC=D0对象类型库"’!(建立

>BC=D0对象"’#(调用 >BC=D0对象和其他$F
对象的方法和属性完成=D0应用软件功能"’G(释

放>BC=D0对 象’下 面 的 例 子 演 示 了 如 何 使 用

>BC=D0组件’控件(进行=D0应用软件的开发’
首先%新建一个$F工程’标准+S+类型(%)引

用*程 序 中 用 到 的 组 件 和 控 件’为 了 使 $D09BX
FB0D8能够访问 >BC=D0组件对象%需要在$D0J
9BXFB0D8项目中嵌入 >BC=D0对象类型库’执
行下列步骤&从C-%V31.’工程(菜单中选择U373-J
3413;’引用(%U373-3413;对话框出现后%选中所需

的类型 库&>,M=2;F,;8%K??’)H<M3X2N-,-<和

>,M=2;W;M8%K?’)H<M3X2N-,-<’再从C-%V31.’工
程(菜单中选择8%KM%434.;’组件(%8%KM%434.;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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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出现后"选中所需的控件!+Y2.$23OB1.2:3S
8%4.-%&>%Y6&3 和 =2;B..+Y2.B1.2:3S 8%4.-%&
K%Y6&3’

然后"将图形编辑控件#属性编辑控件添加到一

个T%-K中"并将控件的名称分别改为+Y2.$23O和

=2;B..+Y2."并定义在此T%-K中使用到的变量!
C6N&21&24B2B;X24B-3,!]线工作区对象

C6N&212;F-%OB..B;D4.3P3-’!]浏览编辑属性

标志

接着"添加X%,YX24T2&3函数和F-%OR-+Y2.BJ
..函数"并在$装入线文件%和$浏览#编辑线属性%的
菜单响应中调用这!个函数’X%,YX24T2&3函数"调

用线工作区对象X24B-3,的X%,Y方法"装载一个

线 文 件 到 工 作 区 中"并 设 置 图 形 显 示 范 围&
F-%OR-+Y2.B..函数"则调用=2;B..+Y2.控件的属

性和方法来编辑工作区文件的属性值!
C6N&21T641.2%4X%,YX24T2&3’(
]装入线文件

D7(%.&24B2D;(%./24PH/34
03.&24B2̂ (%./24P!]释放原工作区

+4YD7
03.&24B2̂ (3OX24B-3,
D7&24B2’X%,YH/34!]装入新文件

+Y2.$23O’03.Z24>,MU,4P3＿

&24B2’-31.’[K24"&24B2’-31.’<K24"＿
&24B2’-31.’[K,["&24B2’-31.’<K,[!]设置图

形显示范围

+Y2.$23O’U3;.%-3Z24Y%O!]复位窗口

+4YD7
+4YT641.2%4
C6N&21T641.2%4F-%OR-+Y2.B..’F<$,&+Y2.J

,N&3B;D4.3P3-(
]浏览)编辑属性

D7(%.&24B2D;(%./24PH/34
=2;B..+Y2.’B..,1/B-3,&24B2"P2;XD(!]添加

要编辑的工作区到控件中

=2;B..+Y2.’+Y2.+4,N&3̂ +Y2.,N&3!]浏览或编

辑属性标志

2;F-%OB..̂ ?
T%-K＿U3;2L3!]调整窗口及控件的位置和大小

+4YD7
F-%OR-+Y2.B..̂ ?
+4YT641.2%4

再接着"触发+Y2.$23O控件的 ><W-,O事件

和T%-K的U3;2L3事件"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分别添

加显示工作区和移动#调整控件大小的代码!
C-2:,.306N+Y2.$23O＿><W-,O’F<$,&>MW8

B;RNV31.(
]显示工作区

图#!>BC=D0组件开发示例

T2P’# 0,KM&3%7,MM&21,.2%4N,;3Y%4>BC=D01%KM%J
434.;

W2KK,MW8B;>,M=2;W8
03.K,MW8̂ >MW8!]设置图形显示对象

K,MW8’W2;MB-3,&24B2!]调用图形显示对象

的方法显示&24B2工作区

03.K,MW8̂ (%./24P!]释放图形显示对象

+4Y06N
C6N&2106NT%-K＿U3;2L3’(
]调整窗口及控件的位置和大小

D72;F-%OB..̂ )H/34!]不显示实体属性

+Y2.$23O’>%:3)")">3’01,&3Z2Y./">3’
01,&3\32P/.

=2;B..+Y2.’>%:3)")")")
+&;3!]显示实体属性

+Y2.$23O’>%:3)")">3’01,&3Z2Y./">3’
01,&3\32P/.)##!

=2;B..+Y2.’>%:3)">3’01,&3\32P/.)##
!">3’01,&3Z2Y./">3’01,&3\32P/.)#

+4YD7
+4Y06N
]最后"释放工作区对象!
C-2:,.306NT%-K＿94&%,Y’8,413&B;D4.3P3-(
]释放对象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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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24B2D;(%./24PH/34
03.&24B2̂ (%./24P
+4YD7
+4Y06N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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