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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k̂)Âkl是对编辑软件所普遍要求具备的一种关键技术"该技术使得软件打印输出效果和屏幕显示效果完

全一致# F,7LT*O3S>O是<S所带的标准控件"该控件具备基本的图文显示&编辑和简单的格式设置功能"可以应付

普通图文处理的需要# 本文主要讨论如何对F,7LT*O3S>O控件进行设置和编程"调用 ,̂1K>DE@6A及其未公开的

信息"使其能够按打印输出的结果来预览其内容"即如何实现F,7LT*O3S>O控件的 k̂)Âkl预览#
关键词!F,7LT*O3S>O控件 所见即所得 预览 应用程序接口

?!引言

现今成熟规范的应用软件!无论其应用于何种领

域!只要具备打印功能!就具有相应的打印预览功能!
并且这种打印预览是 k̂)Âkl$ L̂’3k>:)**AÊ L’3
k>:l*3!所见即所得%的# k̂)Âkl已经成为一种软

件技术规范# 该技术使得用户在视图中所看到文档与

该文档的最终产品具有相同的样式!也允许用户在视

图中直接编辑文本-图形-或文档中的其他元素# k̂)B
Âkl预览使用户可以在文档打印输出之前就在屏幕

上看到$预览%与打印输出完全一致的效果!从而决定

是付诸打印!还是进一步修改调整文档#
F,7LT*O3S>O是微软的 <,E:’-S’E,7$以下简称 <S%

所带的标准控件!该控件可用以加载-显示-编辑和保

存FTa格式的文档!可以设置字体字形字号和颜色!插

入图片和对象# 尽管它会忽略诸如对象版式-行间距

等高级设置!但已具备基本的图文显示和编辑功能!完

全可以以之为核心构成简单的图文编辑器#
在作者开发的 *6’;*+题库软件中需要进行试题

题目和答案的编辑录入!考虑到通用性!试题编辑器应

能插入图片和对象$主要是公式%!所以使用了 F,7LB
T*O3S>O控件# 为 了 让 试 卷 的 预 览 具 备 k̂)Âkl特

性!作者着意对F,7LT*O3S>O控件及其 k̂)Âkl预览作

了一番研究!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 !在前人的基础

上!经过整理和完善!基本实现了基于 F,7LT*O3S>O控

件的 k̂)Âkl预览!并将该技术成功地应用在 *6’;*+

题库软件中# 现以所得之一二撰文!抛砖引玉!与各方

大家探讨#

#!具体实现

<S的F,7LT*O3S>O控件是 ,̂1Y#操作系统提供的

F,7LT*O3S>O的一个子类控件# 操作系统的 F,7LT*O3S>O
支持的许多消息并没有暴露在 <S的 F,7LT*O3S>O控件

中# 其 中 一 个 就 是 N=Va9F=@TF@UlN消 息# N=V
a9F=@TF@UlN消息以指定的坐标!把 F,7LT*O3S>O控

件中的内容!向输出设备一次发送一页# 在<S中使用

该消息就使得令 F,7LT*O3S>O控件支持 k̂)Âkl预览

成为可能#
下面的 k̂)ÂklV6+*(,*D示例函数根据页边距和

纸张大小等参数!在预览窗体的图片 框 控 件 组 中 对

F,7LT*O3S>O控 件 的 内 容 以 k̂)Âkl方 式 进 行 分 页

预览#
mGGGGGGGGGGGGGGGGGGGGGGG
m功能" k̂)ÂklV6+*(,*D!根据提供的纸张大小和页边

距!在预览窗体的图片框控件组中对 F,7LT*O3S>O控件

的内容以 k̂)Âkl方式进行分页预览#
m参数"+30!F,7LT*O3S>O类型!应设为需要进行 k̂)Âkl
预览的F,7LT*O3S>O控件#
m参数"6’4*=’+4,1!FNJT类型!页边距!包括 W*03$左%!
T>;$上%!F,4L3$右%!S>33>5$下%各个页边距值!单位

5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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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参数"6’4*),.*!69AUT@6A类型!纸张大小!包括 n$宽

度%!k$高度%值!单位55#
mGGGGGGGGGGGGGGGGGGGGGGG
6:/-,7):/ k̂)ÂklV6+*(,*D$+30@EF,7LT*O3S>O!6’4*B
=’+4,1@EFNJT! 6’4*),.*@E69AUT@6A%
!m可打印区域相对于左上角原点的水平和垂直偏移

!2,5W*03900E*3@EW>14! T>;900E*3@EW>14
!m左右边距!从可打印区域的左边界衡量起

!2,5W*03=’+4,1@EW>14! F,4L3=’+4,1@EW>14
!m上下边距!从可打印区域的上边界衡量起

!2,5T>;=’+4,1@EW>14! S>33>5=’+4,1@EW>14
!m左-上-右-下页边距的宽X高度!单位3D,;
!2,5 W*03=’+4,1̂ ,K3L@EW>14! T>;=’+4,1P*,4L3@E
W>14
!2,5F,4L3=’+4,1̂ ,K3L@EW>14! S>33>5=’+4,1P*,4L3
@EW>14
!ma9F=@TF@UlN结构包含着F,7LT*O3S>O控件为特定

设备格式化其输出所必需的信息

!2,50+@Ea9F=@TF@UlN
!m页面上要打印的矩形范围$相对于可打印区域%
!2,5+72+’DT>@EFNJT
!m页面上可打印区域的矩形范围

!2,5+76’4*@EFNJT
!mF,7LT*O3S>O中内容的长度$以字符数衡量%
!2,5T*O3W*143L@EW>14
!m下一次打印起始处的字符的索引

!2,5U*O3JL’+6>E,3,>1@EW>14
!m记录上一次打印起始处的字符的索引

!2,5W’E3JL’+6>E,3,>1@EW>14
!m)*1K=*EE’4*函数返回值

!2,5+@EW>14
!m当前页码

!2,5,6’4*@EA13*4*+
!m页码字符串

!2,5E3+6’4*@E)3+,14
!m循环变量

!2,5,@EA13*4*+
!m错误捕获

!91N++>+l>T>N++P’1K-*
!m设置打印机的坐标度量单位为 3D,;$缇%!?,17L$英

寸% G?""%TD,;E#
!6+,13*+I)7’-*=>K*G(/TD,;E
!m以参数6’4*=’+4,1设置左-上-右-下页边距的宽X
高度!以 3D,;为 单 位# ?75$厘 米% G]b$TD,;E!?55
$毫米% G]bI$TD,;E!全局常量55G]bI$
!W*03=’+4,1̂ ,K3LG6’4*=’+4,1IW*03# 55
!T>;=’+4,1P*,4L3G6’4*=’+4,1IT>;# 55
!F,4L3=’+4,1̂ ,K3LG6’4*=’+4,1IF,4L3# 55
!S>33>5=’+4,1P*,4L3G6’4*=’+4,1IS>33>5# 55
!m以参数6’4*),.*设置打印机的纸张大小$宽度和高

度%!以3D,;为单位#
!6+,13*+Î ,K3LG6’4*),.*In# 55
!6+,13*+IP*,4L3G6’4*),.*Ik # 55
!m得到页面上可打印区域相对于左上角原点的水平

和垂直偏移!并转换为单位3D,;#
!W*03900E*3Gl*32*(,7*J’;E$6+,13*+IL2J! 6Pk)AJ@WB
9aa)NTn%
!W*03900E*3G 6+,13*+I)7’-*n$W*03900E*3! (/6,O*-E!
(/TD,;E%
!T>;900E*3Gl*32*(,7*J’;E$6+,13*+IL2J! 6Pk)AJ@WB
9aa)NTk%
!T>;900E*3G 6+,13*+I)7’-*n$T>;900E*3! (/6,O*-E!
(/TD,;E%
!m计算左右边距!从可打印区域的左边界衡量起#
!W*03=’+4,1GW*03=’+4,1̂ ,K3L[W*03900E*3
!F,4L3=’+4,1G$6+,13*+Î ,K3L[F,4L3=’+4,1̂ ,K3L%
[W*03900E*3
!m计算上下边距!从可打印区域的上边界衡量起#
!T>;=’+4,1GT>;=’+4,1P*,4L3[T>;900E*3
!S>33>5=’+4,1G $6+,13*+IP*,4L3[S>33>5=’+4,1B
P*,4L3% [T>;900E*3
!m设定页面上可打印的矩形区域的范围#
!+76’4*IW*03G%
!+76’4*IT>;G%
!+76’4*IF,4L3G6+,13*+I)7’-*̂ ,K3L
!+76’4*IS>33>5 G6+,13*+I)7’-*P*,4L3
!m设定页面上要打印的矩形区域的范围$相对可打印

区域%#
!+72+’DT>IW*03GW*03=’+4,1
!+72+’DT>IT>;GT>;=’+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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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DT>IF,4L3GF,4L3=’+4,1
!+72+’DT>IS>33>5 GS>33>5=’+4,1
!m根据打印机纸张大小调整预览窗体中用于打印预

览的图片框控件的大小#
!0+56+*(,*DI),.*6+*(,*D6+,13*+Î ,K3L! 6+,13*+IP*,4L3
!m设置打印信息$a9F=@TF@UlN结构%
!m用以绘制的实际2J
!0+IL2JG0+56+*(,*DI;,76+*(,*D$%%IL2J
!m用来决定文本格式的目标2J
!0+ILK7T’+4*3G0+56+*(,*DI;,76+*(,*D$%%IL2J
!m指定页面上要打印的矩形区域

!0+I+7G+72+’DT>
!m指定页面上可打印的矩形区域

0+I+76’4*G+76’4*
m指定打印的起始位置!%从头开始

0+I7L+4I7;=,1G%
m指定打印的终止位置![?到末尾

0+I7L+4I7;=’OG [?
m获取F,7LT*O3S>O控件中内容的长度$以字符数衡

量%#
m如下的简单语句出现在微软知识库 o?"b%##中!但

它并不能得到正确的长度值#
mT*O3W*143LGW*1$+30IT*O3%
m本人使用如下方法!可获得正确的长度值#
T*O3W*143LG)*1K=*EE’4*$+30IL̂ 1K! =̂VlNTB
TNnTWNUlTP! JW14$%%! JW14$%%%
m当前页码G?
,6’4*G?
m循环打印每一页直到结束

2>
m以预览窗体为缺省对象

,̂3L0+56+*(,*D
!m如果当前页码c?
!A0,6’4*c?TL*1
!!m为预览窗体中的预览页码下拉列表框增加一

项

!!I@KK6’4*,6’4*
!!m以新的预览图片框设定2J
!!0+IL2JGI;,76+*(,*D$,6’4*[?%IL2J
!!0+ILK7T’+4*3GI;,76+*(,*D$,6’4*[?%IL2J

!N1KA0
N1K ,̂3L
m发送 N=Va9F=@TF@UlN消息以打印某页!其返

回值为本次打印的最后一个字符的索引‘?
U*O3JL’+6>E,3,>1G)*1K=*EE’4*$+30IL̂ 1K! N=

Va9F=@TF@UlN! T+:*! 0+%
m问题"某些情况下某些打印机会在最后一页陷入

死循环

A0U*O3JL’+6>E,3,>1gGW’E3JL’+6>E,3,>1TL*1
!A0U*O3JL’+6>E,3,>1gW’E3JL’+6>E,3,>1TL*1
!!0+56+*(,*DIF*5>(*6’4*,6’4*
!!,6’4*G,6’4*[?
!N1KA0
!U*O3JL’+6>E,3,>1GT*O3W*143L
N1KA0
W’E3JL’+6>E,3,>1GU*O3JL’+6>E,3,>1
m如果下一个打印字符的索引已经超出 FTa的内

容长度!则打印完毕!退出

A0U*O3JL’+6>E,3,>1cGT*O3W*143LTL*1NO,32>
m否则!打印的起始位置定位于上次打印的返回值

$即上次打印的最后一个字符的索引‘?%
0+I7L+4I7;=,1GU*O3JL’+6>E,3,>1m)3’+3,14;>E,B

3,>10>+1*O3;’4*
m页码‘?
,6’4*G,6’4*‘?

!W>>;
m释放预览+30时所占用的内存

+G)*1K=*EE’4*$+30IL̂ 1K! N=Va9F=@TF@UlN!
a’-E*! SQ<’-JW14$%%%
m显示预览窗体

0+56+*(,*DI)L>D(/=>K’-
NO,3):/

m错误处理

N++P’1K-*"
!)*-*73J’E**++IU:5/*+

J’E*"p#
!=E4S>OZ未安装打印机或打印机属性错)Z
!NO,3):/
J’E*N-E*
!=E4S>O*++IU:5/*+HZZH*++I2*E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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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5*U*O3
!N1K)*-*73
N1K):/

k̂)ÂklV6+*(,*D函数中与显示相关的部分参数

和变量的含义可参见本人拙作3基于 F,7LT*O3S>O控件

的 k̂)Âkl显示4一文+Y, #

Y!相关@6A
在 k̂)ÂklV6+*(,*D示例函数中使用了两个 ,̂1B

K>DE@6A函数!下面分别作一简单介绍#
,̂1K>DE中使用了设备上下文$2*(,7*J>13*O3!

2J%的概念# 一个设备上下文通常涉及物理设备!如

显示器-打印机等# 有时候需要获取有关该设备的信

息!如分辨率大小和彩色深度等# 可以通过调用 l*3B
2*(,7*J’;E函数来获取此类的信息+", # 打印机的可打

印区域与打印纸边界一般有一定的边距$偏移%!该边

距是打印机自身造成的!因此称之为物理边距!并且这

些物理边距在不同大小的纸张中是不一样的!因此首

先要获取这些数值# 示例通过调用 l*32*(,7*J’;E函

数来获得打印机的可打印区域的水平X垂直偏移#
另外一个用到的 @6A函数是 )*1K=*EE’4*# 顾名

思义!)*1K=*EE’4*函数的功能是.发送消息/!即将

一条消息发送到指定对象$操作系统-窗口或控件等%
上!以产生特定的动作$如滚屏-改变对象外观等%!功

能非常 强 大# 示 例 就 是 通 过 调 用 )*1K=*EE’4发 送

N=Va9F=@TF@UlN把一个 F,7LT*O3S>O控件的内容一

页一页地发送到输出设备# 通过指定输出设备为图片

框控件!并根据页边距和纸张大小等参数做相应地设

置!从 而 实 现 了 k̂)Âkl预 览# 关 于 N=Va9F=@B

TF@UlN消息及与其密切相关的 a9F=@TF@UlN结构

的详尽说明可参考微软=)2U#
另外!示 例 中 还 使 用 )*1K=*EE’4*函 数 来 发 送

=̂VlNTTNnTWNUlTP消息# 发送该消息是为了获得与

某个窗口$这里是 F,7LT*O3S>O控件%相联系的文本的

以字符计的长度# 这一点对于程序正确执行很重要!
因为像微软知识库 o?"b%##+#, 那样简单地使用 W*1函

数并不总是能返回正确的结果!尤其是当 F,7LT*O3S>O
控件中插入了图片和对象的时候#

"!结束语

本文所述之基于 F,7LT*O3S>O控件的 k̂)Âkl预

览技术已成功应用到作者所开发的 *6’;*+题库软件!
感 兴 趣 的 读 者 可 以 从 作 者 的 主 页 L33;"XX-,:7L’>I
1*’E*I1*3X上下载该软件考察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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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bi页%
算能力大-性能价格比高等优势!特别适合我国中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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