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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的自动生成系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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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数据库和计算机高级编程语言设计开发了流程图的自动生成系统. 本系统能够实现流程图的自

动生成和实时修改, 使流程图绘制效率显著提高,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 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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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and develops autogeneration system of flow diagram by using database and computer 
advanced programming language.Th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autogeneration and real-time alteration of flow diagram that 
will remarkably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flow diagram ,saving time labour, material and money ,which has great 
pra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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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程图是由一些特定的图形符号和文字说明构成

的, 可以直观、明确地表示动态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的

全部步骤, 在计算机等各领域中都有着极其广泛的应

用, 如汇编语言和早期的 BASIC 中描述算法的程序流

程图[1]以及大型软件系统维护和功能研究的程序流程

图[2]等.  
目前流行的流程图绘制工具有 word、project、visio、

EDraw(亿图)、Axure 等. 虽然应用这些绘制工具能够完

成流程图的绘制, 但在流程图形成过程中, 往往需要进

行多次修改, 而使用上述工具进行修改时会造成大量

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浪费. 本系统运用计

算机高级编程语言和数据库, 实现了流程图的自动生

成和实时修改, 显著提高了流程图的绘制效率.  
 
2 系统总体设计 

通过大量的分析研究发现, 流程图是由基本图 

 
 
框、流程线和文字三部分构成, 如图 1 所示, 其中①-
⑦为基本图框, ⑧-⑩为流程线, **为文字内容(下同). 
每个基本图框代表一个步骤, 流程线表示步骤在顺序

中的进展. 流程线分为自然流程线和转向流程线两种, 
自然流程线是连接两个相邻步骤的流程线, 是两个相

邻图框的上下两连接点, 上连接点既是自然流程线的

终点又是图框的基点, 如图 1 中⑩所示. 流程图中第

一个图框的基点即为整个流程图的基点, 与流程图基

点横坐标相同的自然流程线即为流程图的中轴线. 转
向流程线连接的是满足一定条件的两个步骤, 图框的

左右连接点为转向流程线的起点或终点. 当表示步骤

向前发展时, 转向流程线在中轴线的左侧从上至下. 
当表示步骤向后发展时, 转向流程线在中轴线的右侧

从下至上, 如图 1 中⑧、⑨所示, 图框中的文字内容代

表步骤的具体内容. 上述三部分的自动生成交互系统

的总体设计分为数据文件和程序两大模块. 用户只需

将流程图的基本数据用编辑软件按照指定的格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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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入计算机, 系统便可根据数据快速实现流程图的

自动生成和实时修改.  
 
 
 
 
 
 
 
 
 
 
 
 

图 1 流程图结构示意图 
 
3 数据文件设计 

数据库是存储在计算机内有组织的、可统一管理

的、可共享的相关数据的集合[3]. 数据库中的数据按照

一定的数据结构和模型进行描述和存储, 具有一致

性、原子性等特点, 由一个或多个数据表组成[4]. 数据

库设计得好, 可以使整个应用系统效率高、维护方便、

使用简单. 反之即使是最佳的应用程序, 也无法弥补

数据库设计时的某些缺陷[5]. 考虑到流程图的数据量

并不大, 本系统的数据库采用数据文件的形式对流程

图数据进行存储. 数据文件中包含了流程图的所有数

据, 分为总体参数和图框参数.  
3.1 总体参数 

总体参数是控制流程图整体结构的参数, 包括图

框的最大宽度、间距和字号等, 具体如表 1 所示. 图框

的最大宽度是所有图框宽度所能达到的最大值.  
表 1 流程图总体参数表 

参数名称 参数初始值/mm 说明 

字号 2.5 
用户须根据国家标准进

行选取[6] 

图框间距 10 
图框间距即为相邻图框

之间的行间距 

图框的最大宽度 40 
用户须按各领域流程图

的制作规范选择数值 

并列图框的图框

间距 
5 

并列图框宽度与间距的

总和等于图框的最大宽

度 

3.2 图框参数 
图框参数是控制流程图局部结构的参数, 包括图

框类型、转向流程线的转向条件和文字内容等. 各种

常用图框的类型和图框名如表 2 所示. 图框名是由图

框的代表字符和层号组成的, 层号是代表图框在流程

图中所处位置, 可采用自然序列编排, 考虑到流程图

修改时图框的增减情况, 用户可增加相邻层号的间隔, 
如图 1 中 1、3、5 等, 并列图框的层号由并列图框所

在层号和并列序号构成, 如图 1 中 7-1、7-2、7-3 所示. 
转向流程线的转向条件有 NO、YES 两种.  

表 2 图框命名表 

类型 图形 代表字符 图框名

长圆形图框  CY CY1 

矩形图框  JX JX3 

平行四边形

图框 

 
PX PX5 

菱形图框 
 

LX LX7 

并列矩形图

框 

 

JJ 

JJ9-1 

JJ9-2 

JJ9-3 

并列平行四

边形图框 

 

PS 

PS13-1

PS13-2

PS13-3

3.3 数据文件结构与格式 
数据文件中包含总体参数和图框参数, 分别用字

符ZT和字符TK作为标志, ZT以下为总体参数, TK以

下为图框参数, 两标志分别作为数据文件的一行. 无
论是总体参数还是图框参数, 每个参数都作为数据文

件的一行, 且数据文件中不能出现空行. 文件数据中

出现的英文字母须大写. 用户在保存数据时, 文件的

后缀设为 dat.  
3.3.1 总体参数存储 

总体参数存储格式为:  
(" A "   B) 

其中A为参数名称, B为参数初值. 在编辑数据文件时, 
用户只能改变参数初始值, 不能修改参数名称.  
3.3.2 图框参数存储 

图框参数有以下三类存储格式.  
(1) 长圆形图框、矩形图框和平行四边形图框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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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框数据存储格式相同, 格式如下:   
(" A "  " B") 

其中 A 为框图名;  B 为图框中的文字内容.  
举例如下:  

(" CY1 "  " ******") 
(" JX3 "  "****** ") 
(" PX5 "  " ******") 

(2) 菱形图框数据存储格式如下:  
(" A "  " B "  " C "  " D "  " E ") 

其中 A、B 与⑴中相同; C 为转向流程线的转向条件; D
为转向流程线所要连接图框的层号. A、B、C、D 四项

均不能为空. E 为转向流程线上是否加入图框的判断

条件, 若 E 为字符 M 表示转向流程线上需加图框, 菱
形图框数据与字符 XX 之间的数据为所加图框的图框

数据, 字符 XX 是转向流程线上图框数据的终止字符

且字符XX须作为数据文件的一行. 若E为空, 则表示

无需加入图框并且菱形数据下无须出现字符 XX. 举
例如下:  

("LX9"  "******"  "NO"  "5"  " M") 
……(此处是流程线上所加图框的图框数据, 应

按本系统规定格式) 
XX 

(3) 并列矩形图框数据和并列平行四边形图框数

据存储格式相同, 格式如下:   
(" A "  " B ") 
…………… 

其中 A、B 与(1)中相同; 字符 YY 为单个并列图框的

判断字符, 若单个并列图框数据下存在字符 YY, 则表

示存在一条流程线把单个并列图框与中轴线相连. 若
单个并列图框数据下不存在字符 YY, 表示不存流程

线把单个并列图框与中轴线相连, 且此单个并列图框

作为流程图的一个终点. 字符 YY 须作为数据文件的

一行. 举例: 图框数据如下, 图形如图 1 中④-⑥所示.  
(" JJ7-1 "  " ******") 
(" JJ7-2 "  " ******") 
YY 
(" JJ7-3 "  " ******") 

 
4 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Programming)是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设

计, 是系统构造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计算机应

用中很大一个分支[7]. 基于对流程图自身特点的分析, 
本系统程序设计遵从自上而下、逐步求精和模块化的

设计原则, 共分为创建数据表、绘制流程图和实时修

改三大模块.  
4.1 创建数据表 

系统启动后, 用户既可选择系统缺省文件又可选

择自定义文件作为所绘流程图的数据文件, 系统将数

据文件中的数据全部导入, 创建数据总表. 为便于流

程线绘制, 在图框绘制过程中, 系统将已画图框的层

号、左连接点和右连接点等数据按照图框的绘制顺序

一起放到新建的数据子表中, 层号作为已画图框数据

的关键字.   
4.2 绘制流程图 
  绘制流程图是系统根据数据总表和数据子表中的

数据实现流程图的图框、流程线的自动生成及文字的

自动填充.  
4.2.1 数据计算 

为了准确地绘制流程图本系统专门设计了计算函

数, 首先计算函数通过对数据总表的检索得到每个图

框数据子表, 然后计算函数将对图框数据子表里的数

据进行提取、判断和计算得出图形的类型、基点、长

度、宽度、文字起点和文字行数等数据, 最后系统根

据数据调用相关绘制函数完成流程图绘制. 考虑到填

充文字和绘制流程线的需要, 本系统专门设计了计算

函数, 在图框绘制时计算出文字起点和图框连接点等

数据, 同时将计算出的图框左右连接点连同层号一起

放到数据子表中.  
4.2.2 图框绘制 

基于对常用流程图基本图框的分析, 本系统共设

计了六种图框绘制函数, 分别为长圆形图框绘制函

数、矩形图框绘制函数、平行四边形图框绘制函数、

菱形图框绘制函数、并列矩形图框绘制函数和并列平

行四边形图框绘制函数. 各图框绘制函数将根据计算

函数提供的数据绘制出相应的图框.  
4.2.3 文字填充 

为便于文字填充, 系统提供了文字填充函数. 文
字内容由系统检索数据总表得到; 文字起点由计算函

数计算得到; 文字行数由文字内容的多少、字号和图

框最大宽度计算得到.  
4.2.4 流程线绘制 

系统提供的流程线绘制函数可以很好的完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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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绘制.  

(1) 自然流程线 

自然流程线的起点和终点由计算函数计算得到, 

相邻图框的图框间距即为自然流程线的长度.  

(2) 转向流程线 

为绘制转向流程线, 系统通过对数据总表和数据

子表检索得到转向流程线的起点和终点, 同时将计算

出从菱形图框到被连接图框之间所有图框的实际最大

宽度值, 此宽度值作为流程线转折点距中轴线的距离

或流程线上图框最近端距中轴线的距离. 在转向流程

线绘制完成后, 系统把菱形图框的宽度值用实际最大

宽度值进行替换, 这样可以很好的避免流程线与流程

线或流程线与图框之间的重叠.  
4.3 实时修改 

人机交互是计算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良好的

人机交互对用户灵活方便地使用系统至关重要[8]. 目

前, 人机交互正朝着自然和谐的人机交互技术和用户

界面的方向发展. 在流程图实际绘制过程中, 因事物

流程的变化, 流程图也需要随时进行调整. 为完成流

程图的实时修改, 系统提供了人机交互界面. 在利用

前述两大模块完成流程图绘制后, 屏幕上出现一个提

示是否需要修改的界面, 若用户选择 NO, 则系统结束

绘制并保存所绘流程图; 若用户选择 YES, 则系统自

动调出数据文件, 用户须遵循前述数据文件格式对数

据进行修改和增减. 待用户完成修改和增减并保存文

件后, 系统根据新的数据重新绘制出流程图. 在绘制

之后, 系统再次出现提示界面供用户选择, 这样往复

交互直至用户满意为止.  
 
5 系统应用实例 

以本系统的流程图为例, 按上述数据文件格式建

立数据文件(略), 生成系统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6 结束语 

流程图的自动生成系统能够自动完成图框生成、

文字填充、流程线绘制和实时修改. 系统不但操作简

单、方便、直观、准确而且图面质量变得更加整洁、

漂亮和规范. 系统的绘制和实时修改功能大大缩短了

绘制周期, 成倍提高了绘图速度.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人力、物力和财力, 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图 2 系统流程图 
(下转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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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 为了增加道路的使用率和车辆的出行效率, 
应鼓励车辆提高行车速度, 避免不必要的看似安全

的低速行车.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它后面一些高速行

驶的车辆就会产生超车的需求, 当道路上经常发生

超车现象时, 就会增加事故发生率, 使道路的不安全

因素增加.  
表 1 交叉口 2 各车道平均排队长度 

进口方

向 
走向 

流量(veh/h)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Ms Rs Ms Rs Ms Rs Ms Rs Ms Rs Ms Rs Ms Rs Ms Rs 

东 
直行 1.41 1.97 2.26 2.5 2.71 3.19 2.74 4.2 4.5 4.75 4.26 5.24 5.85 7.5 7.56 7.74

左拐 2.82 2.5 4.41 3.24 4.53 5.56 7.03 7.08 11.09 12.41 12.38 13.44 11.24 16.88 15.65 16.12

西 
直行 3.21 3.21 3.44 3.71 3.85 4.85 4.15 5.62 8.91 8.62 9 9.71 10.53 11.76 12.82 18.12

左拐 3.24 4.15 3.65 4.35 5.29 6.06 6.59 7.67 9.17 9.71 9.79 10.53 11.5 12.06 16.06 17.5

南 
直行 0.49 1 0.89 1 1.04 1.4 1.23 2.34 2.93 3.78 2.99 3.89 3.73 3.56 6.29 7.25

左拐 3.78 3.88 4.14 5.09 5.03 5.81 7.03 7.75 10.81 11.25 10.42 13.11 11.61 18.81 17.03 20.5

北 
直行 3.18 2.84 3.64 3.11 3.82 4.21 5.2 6.25 7.58 8.8 10.3 11.18 10.46 12.86 12.92 15.36

左拐 1.03 1.12 1.19 1.39 1.33 1.36 2.03 2.46 2.22 2.36 2.89 2.92 2.95 4.03 3.03 4.19

其中: Ms 表示车辆采用最大限速, Rs 表示车辆采用随机速度. 
 
5 结语 

本文以模拟和再现城市路网交通环境, 提高交通

模型的通用性、可重用性为研究对象, 采用面向对象的

建模方法设计并实现了基于多交通组件的微观交通仿

真系统. 针对多交叉口的交通环境, 采用随机速度和最

大限速两种速度控制策略在不同车流流量和密度下对

通行效率数据进行分析和对比, 论证了适当提高行车

速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同时, 此结论也验证了该仿真

平台可以用于交通控制策略的测试、评估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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