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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用 VBA 技术对 AutoCAD 的二次开发，在 AutoCAD 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图库管理”功能。该功能

针对不同用户对象，实现了多尺度数字化分幅地形图的动态管理，解决了大图块拼接调用图形速度慢、工作效率低以

及 GIS 软件管理对地理要素无法 100%正确导出的不足。这一功能对以 CAD 数据生产为主的测绘单位来说，大大提

高了数据管理的效率和准确率。文章分别从工作流程、功能设计、数据更新等方面对该功能的详细情况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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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作为城市测绘单位，不仅担负着整个城市地理数

据的采集工作，同时还要为城市的规划部门、建设单位

等提供快捷、准确的地理信息数据。面对整个城市如

此庞大的地理数据，作为数据管理者不仅要负责采集

数据的整合与更新，同时还要负责数据的分发，以供其

他生产部门使用。若采用传统的大图块拼接调用图形

的方式，不仅因为数据量大会造成系统运行速度慢，影

响工作效率，而且会因为数据版本问题给数据管理者

的工作带来很大烦恼。而对于目前先进的 GIS 基础空

间数据管理技术，虽然它可以实现基础空间数据的快

速查询、统计、分析、数据管理等功能，但是，由于 GIS
软件和 AutoCAD 软件对于图形几何类型的表达方式

不同，使得目前无法将 GIS 数据 100% 正确导出 CAD
数据。这样对于以 CAD 数据生产为主的测绘单位来

说，使用 GIS 技术管理数字化地形图数据也会给工作

带来很大不便。
为此，笔者通过 VBA 技术对 AutoCAD 进行了二

次开发，增加了“图库管理”功能。通过 AutoCAD 直接

对分幅地形图进行管理，解决了大图块拼接调用图形

速度慢、工作效率低的不足。同时，也避免了 CAD 数

据到 GIS 数据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减少了数据因转

换产生的遗失、变形等。

2 VBA 技术简介［1］

VBA 的全称是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是 Au-
toCAD 的 一 种 二 次 开 发 工 具。VBA 将 AutoCAD 和

Visual Basic 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能够快速创建出符合

用户要求的程序，大大提高了用户的工作效率。Auto-
CAD VBA 的开发使用的是 AutoCAD ActiveX 技术，这

种技术使用户能够从 AutoCAD 的内部或外部以编程

的方式来操作 AutoCAD。

3 工作流程

从外业数据的采集到内业数据的编辑、整饰、分

幅、入库，再到使用“图库管理”功能对入库数据进行

管理的整个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工作流程图

4 功能设计
4. 1 程序的加载和运行

VBA 程序的加载包括设计过程中的自动加载和

使用中的自动加载［1］。前者需要通过 AutoCAD 原有

的菜单项( 即【工具 /加载应用程序】) 配置所需的工程

程序，其中所加载的工程文件可以任意命名，后缀名

为． dvb。而后者则必须将工程文件命名为 acad． dvb
并且将其放置在 AutoCAD 安装路径的 Support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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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 AutoCAD 启动时会搜索并加载 acad． dvb。本程

序采用后者进行程序的自动加载。
4. 2 “图库管理”菜单的加载

当启动了 AutoCAD，系统会自动搜索并加载 acad．
dvb 工程，同时由程序编制的“图库管理”菜单也会自动

加载到 AutoCAD 的菜单栏，加载后的效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图库管理”菜单

其中，菜单加载所用到的关键代码如下:

’获得当前的菜单组

Dim currMenuGroup As AcadMenuGroup
Set currMenuGroup = ThisDrawing． Application． MenuGroups．

Item( 0)

’创建“图库管理”新菜单

Dim newMenu As AcadPopupMenu
On Error Ｒesume Next
Set newMenu = currMenuGroup． Menus． Add( "图库管理" )

’添加“图上指定点”菜单项

Dim macro As String
Dim newMenuItem As AcadPopupMenu
macro = Chr( vbKeyEscape) + Chr( vbKeyEscape)

Set newMenuItem = newMenu． AddSubMenu ( newMenu． Count
+ 1，Chr( Asc( "＆" ) ) ＆ "图上指定点" )

’菜单项“图上指定点”下面的“1∶ 500”子菜单

Dim submenuitem As AcadPopupMenuItem
Set submenuitem = newMenuItem． AddMenuItem ( newMenu．

Count + 1，Chr( Asc( "＆" ) ) ＆ "1∶ 500"，macro ＆ " － vbarun" +
Chr( 32) + " ThisDrawing． insertblock" + Chr( 32)

4. 3 “图上指定点”功能

不同城市对分幅地形图的图幅命名习惯和命名方

式有可能不同。但是，要将不同图幅命名方式的分幅

地形图用 AutoCAD 进行统一管理，则必须将 AutoCAD
下的实 地 坐 标 和 图 幅 建 立 对 应 关 系。下 面 以 某 市

1∶ 1 000比例尺图幅为例说明该功能的实现。

图 3 图幅号表

如图 3 所 示，用 Access 数 据 库 组 织 管 理 该 市

1∶ 1 000比例尺分幅图的图幅号。其中，坐标分幅号

( 15. 5 － 3. 0) 、标准分幅号( A － A) 为该市 1∶ 1 000比

例尺分幅图所采用的图幅命名方式。AutoCAD 运行环

境下，当在以路网图为背景的地形图上任选一点时，程

序可根据该点的 X、Y 坐标自动推算出该点所在的坐

标分幅号( 15. 5 － 3. 0 ) ，并通过以下代码连接 Access
数据库，在数据库中找出该坐标分幅号对应的标准分

幅号( A － A) 。
Dim daodb1 As DAO． Database ’数据库对象

Dim daors1 As DAO． Ｒecordset ’记录集对象

’打开数据库

Set daodb1 = OpenDatabase( ThisDrawing． Path ＆ " \数据库．
mdb" )

’打开记录集

Set daors1 = daodb1． OpenＲecordset( "图幅号对照表"，2)

当数据库中存在该图幅，程序则通过加载块的方

式将该图幅准确定位到当前路网图中，若不存在该图

幅，程序则会跳出提示对话框，提示该图幅不存在。当

用户调用的图幅存在多个版本时，程序则把该图幅所

涉及的所有版本罗列出来，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择对应版本的图幅。
使用“图上指定点”功能的前提是，用户必须对测

区的大概位置有所了解。当掌握了测区的大概位置

后，再在路网图上调用所需要的图幅。这种操作方式

既方便又快捷。但对于不了解测区位置的用户来说，

这一功能也许就不那么好用。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对象

的需求，该程序增加了“调用窗体输入”功能。
4. 4 “调用窗体输入”功能

该功能主要适用于不清楚测区的大概位置，但有

该测区地形图某图幅号或某一点坐标的记录。用户可

根据自己所掌握资料的情况，在图 4 界面里选择一种

合适的调用方式。

图 4 “调用窗体输入”界面

“输入标准图幅号”即输入以标准分幅号命名的

图幅号( 如 A － A) 。
“输入坐标图幅号”即输入以坐标分幅号命名的

图幅号( 如 15. 5 － 3. 0) 。
“输入任意坐标”即输入地形图上的任意一点坐

标，程序通过自动推算、查找，找到所需的图幅号(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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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幅号或标准分幅号) 。
假设输入或换算后的图幅号用变量 tufuhao 表示，

那么程序通过下面这段代码将该图幅准确地定位到道

路路网图上。
Set blockＲefObj = ThisDrawing． ModelSpace． insertblock( pnt，

ThisDrawing． Path ＆ " \地形图 \" ＆ tufuhao ＆ " ． dwg"，1，1，

1，0)

4. 5 “保存图块”功能

用户可以对当前打开的分幅图进行添加、修改、删
除等操作，当操作完成后可使用该功能对当前操作进

行任意保存。所保存的数据可以是完整一幅图，也可

以是一幅图的部分数据，同时也可以是多幅图合并后

的图形数据。

5 地形图数据的更新
地形图数据能否体现城市地形、地貌的真实性、现

势性。取决于地形图数据是否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和

维护。目前数字化地形图的更新方式有两种［3］: 一种

是对同一数据的不同版本进行更新，即基于版本的数

据更新; 另一种是对变化的地理要素进行更新，即基于

基态修正的数据更新。本程序采用二者结合的方式进

行更新，即在同一年内，只对变化的地理要素进行更新

( 图上最好附上更新范围线，以标记更新的范围) ，图

幅另存时则在图幅号后备注该年年份。若在同一年

内，同一图幅的同一范围经过多次更新，那么该图幅另

存时应增附更新的月份。对于下一年度更新的图幅，

图幅号后则备注下一年的年份，实现数据的版本更新。
这样既保证了数据的现势性，又保存了历史数据。

6 结 语
笔者开发的“图库管理”功能主要服务于数字化

地形图测绘生产单位，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该功能是

基于测绘生产单位熟悉的 AutoCAD 平台进行的二次

开发。使用该平台，不仅开发成本低，而且对于数字化

地形图管理者来说，简单易学、操作便捷。
“图库管理”功能分别在多尺度地形图的管理和

数字化地形图的更新两方面加入了笔者的创新。首

先，不同的用户对象通过该功能可以实现多尺度、多版

本数字化地形图数据的编辑，并且可以做简单的叠加

分析; 其次，通过版本更新和基态修正更新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数字化地形图数据库的更新，体现地形图数据

的现势性和历史性。
该程序经过多年的使用和完善，已在城市数字化

地形图数据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大大提高了

数据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准确率。但是，它仅局

限于空间数据的管理，而对属性数据管理方面的功能

还比较薄弱。因此，今后在不断完善空间数据管理功

能的同时，还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完成在 AutoCAD 环

境下属性数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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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Digital Topographic
Map Based on AutoCAD

Yao Xiaorong
( Zhangzhou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Zhangzhou 363000，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AutoCAD using VBA technology，increased‘library
management’func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function on AutoCAD． The function realizes dynamic management of multi －
scale digital topographical map for different users，has solved some problems of the slow speed of large graphic mosaic，
low efficiency and geographic features can not be 100% correctly exported by GIS software． The function greatly im-
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data management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unit who relys on CAD data production
primarily． The article details the function respectively from the work flow，function design，data update and so on．

Key words: VBA; AutoCAD; topographic map; dynam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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