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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对话框程序键盘消息响应与快捷键的实现

魏!欣!吴!涛!!装备指挥技术学院试验装备系 3$3%3a"
张银发!!装备指挥技术学院测控中心 3$3%3a"

摘要!在A,中使用 BP,完成的对话框程序"在键盘消息响应和快捷键的实现上"没有提供直接的实现方式# 通

过分析BP,对对话框程序消息处理过程"使用重载虚函数的方法进行消息预处理"实现了对话框程序的键盘消息

响应和快捷键功能#
关键词!BP, 对话框 快捷键

3!引言

在各种单文档*多文档程序中#许多菜单项#都有

对应的快捷键$ 使用快捷键#可以省去操作者在各个

菜单项中的烦琐搜寻工作$ 例如在各种编辑环境中使

用,@>8‘,",@>8‘A和 ,@>8‘[分别对应)编辑*菜单中

的子菜单)复制*")粘贴*和)剪切*#就极大地提高了

用户的操作速度$
在一些工控机和商用计算机如自动取款机上#通

常的操作通常需要使用面板上提供的按钮#来达到选

择特定服务的目的#而在使用K;EQ96=操作系统的主

图 3!对话框程序的消息响应过程

机上#这些程序基本上都是以对话框的形式出现的$
但遗憾的是#A,中使用的BP,程序结构框架却没有直

接在对话框程序中提供快捷键功能$
通过对BP,对话框程序的消息的处理#程序员可

以自己在对话框程序中实现快捷键功能$

I!对话框程序消息处理过程与键盘

消息响应的实现

对于快捷键的实现#一种简单思路是在对话框程

序中#添加KBoSLmR+KO"KBoSLm](等消息的消息

响应函数#并提取键值进行判断#然后依据键值来

进行不同的程序设计#从而实现类似快捷键的消

息响应模式$ 但实践表明#如果不做特殊处理#只

是简单地添加消息响应函数#则这些消息响应函

数根本得不到响应$ 分析 A,提供的 BP,源程

序#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结果#与 BP,对消息的处

理过程有关$ 图3所示为BP,对对话框程序的消

息基本处理过程$
首先#对话框程序在完成程序的初始化后#就

在程序主线程 中#调 用 ,K;E1/>0-Q%%\WE函 数$
在该 函 数 中#首 先 调 用 4(N函 数 (00̂B0==-:0#
(00̂B0==-:0函数检查线程消息队列#如果消息

存在#就将该消息放于指定的 B’e结构中#以后

的消息处理都将针对这一 B’e结构对象$ 捕获

消息后#该函数将捕获的消息进行预处理#然后再

将该消息传递给相应的窗口处理函数$
键盘消息被拦截而得不到正常响应#其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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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就是>WE函数对消息的预处理$ 在>WE函数中#调

用了函数,K;E1/>0-Q%%(WGDB0==-:0#就是利用这一

函数#BP,实现了对消息的分流#使得消息沿着 BP,
对各种消息规定的路线流动#直到被正确响应$

函 数 (WGDB0==-:0调 用 了 函 数 ,6;E1/>0-Q%%
(>01>-E=8-@0B0==-:0对消息进行处理#如果该函数不

对消息进行 处 理#则 调 用 4(N函 数 1>-E=8-@0B0==-:0
函数 将 虚 拟 键 消 息 转 换 为 字 符 消 息 并 调 用 R;=C
D-@./B0==-:0分发消息给窗口处理程序$ 在对话框

程序中#程 序 使 用 ,6;E1/>0-Q%%(>01>-E=8-@0B0==-:0
处理了键盘按下和弹起的消息#所以对话框程序将是

否响应KBoSLmR+KO"KBoSLm](等消息的处理函数

将完全由,6;E1/>0-Q%%(>01>-E=8-@0B0==-:0决定$
函数 ,6;E1/>0-Q%%(>01>-E=8-@0B0==-:0对消息的

处理#最终调用了函数DB-;EKEQMV(>01>-E=8-@0B0=C
=-:0#其中 DB-;EKEQ等于 GoDB-;EKEQ#是一个指向

主窗口的指针#在对话框程序中#它指向的就是主对话

框#所以实际调用是主窗口的消息预处理函数$
在 ,KEQ及 其 派 生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01>-E=C

8-@0B0==-:0是一个虚函数#可以通过重载来改变其处

理过程$ 在 默 认 情 况 下#没 有 重 载 这 一 函 数#所 以

DB-;EKEQMV(>01>-E=8-@0B0==-:0直接调用了 ,R;-C
89:%%(>01>-E=8-@0B0==-:0#该 函 数 调 用 ,KEQ%%(>0C
1>-E=8-@0B0==-:0处理 @998@;D消息#并处理了在编辑

框中时L’,键的按下等消息$ 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该

函数最后调用的,KEQ%%(>01>-E=8-@0NEDW@$
函数 ,KEQ%%(>01>-E=8-@0NEDW@’2(B’e8DB=:( 在

做真正的消息处理之前#使用%
;Z’ ’8DB=:MVG0==-:0 U KBoSLmPN\’1YY

8DB=:MVG0==-:0VKBoSLm24’1( nn
’8DB=:MVG0==-:0UKBoB+]’LPN\’1YY

8DB=:MVG0==-:0VKBoB+]’L24’1((
>0@W>EP42’L&
使得该函数最后处理的消息都是键盘或鼠标消

息$ 最后调用了函数,KEQ%%N=R;-89:B0==-:0$
在 ,KEQ%%N=R;-89:B0==-:0中#只对消息做了一

个简单的处理#就是直接调用 K;EQ96=4(N函数 N=R;-C
89:B0==-:0$ 下面是一些关于该4(N函数的说明$

4(N函数 N=R;-89:B0==-:0’2(B’e8DB=:( 的0 函

数功能是判断一个消息是否属于给指定的对话框#如

果是#则处理该消息$
函数 原 型%)++2N=R;-89:B0==-:0’5KOR/R8:#

2(B’eNDB=:(& 0
参数% /R8:%标识对话框$
NDB=:%指向一个含有将被检测的消息的 B’e结

构$
返回值%如果消息被处理#则返回值为非零值&如

果消息没有被处理#则返回值为零$
当 N=R;-89:B0==-:0处理一个消息时#它检测键盘

信息并把它们转变成对响应对话框的选择命令$ 例如

当按下@-7时选择下一个控件或控件组#当按下 Q96E
时选择控件组的下一个控件$

因为N=R;-89:B0==-:0函数要执行消息所有必要

的转变和传送#即在该函数完成的同时#消息已经被处

理#所以在 BP,结构中#经 N=R;-89:B0==-:0函数处理

的消息不会传送给 1>-E=8-@0B0==-:0或 R;=D-@./B0=C
=-:0函数处理#也就是说#在函数执行完毕之后#消息

的响应处理就完成了$
由以上说明可以看出#N=R;-89:B0==-:0使用默认

的方式处理了对话框程序中所有的键盘消息#所以由

程序员定义的键盘消息处理函数就根本没有机会得到

响应$
要想达到预定的目的#就要对程序进行一些处理#

使得键盘消息在函数 N=R;-89:B0==-:0被调用之前得

到响应#这可以通过重载虚函数 (>01>-E=8-@0B0==-:0
来实现$ 以键盘按下的消息为例#首先建立一个名为

GF的对话框 BP,工程#然后添加 KBoSLmR+KB的

消息响应函数+ES0FR96E#最后重载虚函数 (>01>-E=C
8-@0B0==-:0#其处理过程如下$
)++2,BFR8:%%(>01>-E=8-@0B0==-:0’B’e! DB=:(
+
!;Z’DB=:MVG0==-:0XXKBoSLmR+KO(
!+

+ES0FR96E’DB=:MV6(->-G# 2+K+\R’DB=:
MV8(->-G(# 5NK+\R’DB=:MV8(->-G((&
>0@W>E1\]L&

!,
!>0@W>E,R;-89:%%(>01>-E=8-@0B0==-:0’DB=:(&
,

然后在+ES0FR96E通过不同键值进行不同的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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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就可以实现类似快捷键的功能$

图 I!快捷键表

#!对话框程序中快捷键的实现

上面用键盘消息响应的方式#实现了对话框程序

中类似快捷键的功能$ 其实程序员可以在对话框程序

中实现真正的快捷键功能$ 并且使用上述方式时#需

要手工处理比较多的信息#而且对 ,@>8‘,等组合键的

响应#更是需要更为复杂的处理才能实现#所以实现真

正的 快 捷 键 功 能 还 是 非 常 有 必 要 的$ 下 面 是

,P>-G0KEQ%%(>01>-E=8-@0B0==-:0中的一段源程序%
;Z’DB=:MVG0==-:0 VX KBoSLmPN\’1nn

DB=:MVG0==-:0UXKBoSLm24’1(
+
!54,,L2/4..08Xe0@R0Z-W8@4..080>-@9>’(&
!>0@W>E/4..081 XO]22nn%%1>-E=8-@04..080>-C

@9>’Go/KEQ# /4..08# DB=:(&
,
正是这段源程序#实现了单文档程序的快捷键#在

多文档程序中也有类似的代码$ 在这段源程序中#首

先获取快捷键表的句柄#然后调用了 4(N函数 1>-E=C
8-@04..080>-@9>来处理快捷键$ 该函数根据DB=:查询

快捷键表#如果在给定的快捷键表中有消息对应键的

入口#则将该消息翻 译 成 一 个 对 应 NR的 KBo,+BC
B4OR或其它消息#然后将这一消息直接送到相应的

窗口处理过程$000 函数0 1>-E=8-@04..080>-@9>在窗口

过程处理完消息后返回$
在对话框程序中#要实现快捷键#也需要作类似的

处理#即获取快捷键表#并调用 1>-E=8-@04..080>-@9>#然

后#就可以做相应的处理了$ 下面以项目 GF为例#完

成有对应控件的 PI和没有对应控件的 P#的快捷键#
来说明快捷键的添加使用过程$

’3( 添加控件$ 首先#在对话框上添加 LQ;@控件%
NR为NR,o1L’1oNOP+#对应成员变量为 Go=10=@NEZ9&添

加按钮控件#NR为NR,o1L’1#.-D@;9E为)测试*#其响应

函数为+E10=@$
’I( 添加快捷键表$ 项目中插入一个快捷键表#

其NR为NR\oBmo4,,L2#其内容如图I所示$ 其中#NRo
BmoP#为一个独立定义的NR#没有对应的控件$

’#( 进行消息预处理$ 在类 ,BFR8:中重载

虚函数(>01>-E=8-@0B0==-:0#获取快捷键句柄#拦

截键盘消息#查询快捷键表#完成消息转换$ 函数

内容如下%
)++2,BFR8:%% (>01>-E=8-@0B0==-:0’ B’e!

DB=:(
+
!;Z’’DB=:MVG0==-:0VXKBoSLmPN\’1( nn

’DB=:MVG0==-:0UXKBoSLm24’1((
!+
!!54,,L2/4..08X%%29-Q4..080>-@9>=’4ZTe0C

@\0=9W>.05-EQ80’(#
B4SLNO1\L’+]\,L’NR\o

Bmo4,,L2((&
!!;Z’/4..08nn%%1>-E=8-@04..080>-@9>’Go

/KEQ# /4..08# DB=:((
!!!>0@W>E1\]L&
!,
!>0@W>E,R;-89:%%(>01>-E=8-@0B0==-:0’DB=:(&
,
’%( 添加消息处理函数#PI的消息响应函数就是+EC

10=@#P#的消息响应函数则必须手工添加#添加过程为%

! 在 GFR8:H/中 添 加 成 员 函 数 声 明)-ZToG=:
?9;Q+EBFP#’(&*于RL,24\LoBL’’4eLoB4(’(之前&

" 在GFR8:H.DD中添加+Oo,+BB4OR’NRoBmo
P## +EBFP#(于)LeNOoBL’’4eLoB4(’,BFR8:# ,R;-C
89:(之后&

# 在GFR8:H.DD中添加+EBFP#函数的定义$
两个消息响应函数如下%
?9;Q,BFR8:%%+E10=@’(
+
!Go=10=@NEZ9 Xh单 击 测 试 按 钮 或 按 下 键 盘

PIh&
!]DQ-@0R-@-’P42’L(&
,
?9;Q,BFR8:%%+EB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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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奴繁!随机排列组合的#极为复杂的结构"
世间万物万理!兼容并包于其中" 如果按一个人

以每天发生#$件大事情来计算!一年&JE天!&!JE$
种变数!就算做个老乌龟!命长些!活到期颐之年!&!
JE$!#$$[&JE!$$$种变数!连个(变易)种数的零头

都不到"
同样道理!若把围棋的定式录入其中!辅之以高

手对弈棋谱以供电脑参考!想必变化的种数也会被过

滤掉不少!尔后复以(易)奴之!万千变化尽入吾彀中

矣2
就像(中华五子)软件一样!同样的围棋软件也能

学习!虽然复杂的多!但是基本原则还是大同小异"
今后本人将继续在这方面奋斗!力求在围棋人工智能

上有所突破"
.K" 部分源代码摘录

’由于篇幅所限"将代码部分予以删略"有兴趣的

朋友可以发邮件给我!\4R02*]#J&K758 "我愿意完全

共享我的研究"与大家一同交流和讨论#(
所言菲薄!不足当意" 眼下修茸技术尚且停留在

单一的棋谱记录上!对手有些许特殊的变化!可能又

只好束手无策!悉闻目前(模式识别)技术在这方面也

有突破!冀希日后易学能与之彼唱此和!翻然改进"
本篇拙作仅为作者本人在(易学)和(人工智能)

之间探索其桥梁之开篇!雾里看花!似是似非!而大胆

假想者!有之’研精覃思!纸上谈兵!而颠扑不破者!有

之’躬行实践!不舍昼夜!而实验成功者!有之"
作为本人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冀希业已取得的点

点滴滴!为续作提供更多柴火之同时!也能为祖国(传

统文化)的发扬聊表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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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B)3+/*U5[_按下键盘Z&_’
!?RN<+)F<+<$Z’GHD%’
3
这样两种快捷键的处理过程就完成了" 编译执

行!事实证明快捷键已经生效" 当然!使用其他键或其

他组合键替代Z.或Z&也会有相同的效果"
使用快捷键!还可以更加有效的处理对话框程序

的DH9键空格键或 D*+)0键按下时的对程序的默认处

理!例如修改前面完成的快捷键表中某一项的键值为

‘M̂DH9’QD#‘M̂HQ’9D或 ‘M̂YDB?YS!则按下 DH9键#
空格键或D*+)0键将会有类似的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使用 Z#作为快捷键!则需

要去除在主线程中的默认消息处理过程!方法为将

8@K7RR中 IŜ 9I==’SF$/F̂ ODGQ! 9T4*’RR&&I*A
O)>R%这行代码注释掉就可以了"

"!结束语

本文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分析了 =Z9对话框

程序的消息基本处理过程!通过重载虚函数 Q0)B0<*3A
><+)=)33<()的方法!实现了 =Z9对话框程序的键盘

消息响应和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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