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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树形图用于显示进行组织树形结构的数据，其使

用比较广泛，如计算机的资源管理器、公司组织结构

等［"］。在 =)- 开发中常利用独立的树形控件进行树

形图的开发，其在页面常充当导航器的作用。而在实

际使用中，很多情况下需要将树形控件与数据库进行

连接，进行动态绑定显示节点及增删节点。本文中所

举的例子是在 *26##7 >?@ 环境中用 *8 语言进行开发

的，*26###7 已经集成了 ’())*+), 树形控件，使用起来

非常的方便，不用像 *26##A 需另行安装。下面将以

:>8 的树形结构图为例介绍 ’())*+), 控件的动态绑定

及参数回传定位展开树形结构的方法。

"! ’())*+), 控件的一些常用属性和方法

’())*+), 控件由节点组成，树中的每一项都称为

一个节点（ ’())B54)）。’())*+), 控件的属性、方法及

事件有多种，可以参看 :2?B 帮助文档，本文只列举一

些常用的及本例中所用的属性、方法及事件［6］。如表 "

表 6 所示：

6! 数据库表结构设计

考虑到 :>8 的结构，我们暂时先建立两个表，表

3())C54) 中存放树节点的信息，表 1)0DC54) 里面存放

叶节点的信息。如表 A 所示：

Y "! ’())*+),*’L49Ej+)uSFc

方法 9 事件 说明

B54).
获取 ’())B54) 对象的集合，它表示

’())*+), 控件中根节点

2)1)E3)4*01/) 获取选定节点的值

@FG0C4H11 打开树中的每个节点

IC2)1)E3)4B54)

JK0CL)4

引 发 2)1)E3)4B54)JK0CL)4（ 当 折 叠

’())*+), 控件中的节点时发生）事件

IC’())B54)@FG

0C4)4

引发 ’())B54)@FG0C4)4（当扩展 ’())M

*+), 控件中的节点时发生）事件

IC’())B54)N5G/M

103)

引发 ’())B54)N5G/103)（ ’())*+), 控

件中展开时发生）事件

Y 6! ’())B54)*’L49Ej

属性 说明

JK+14B54).
获取 ’())B54)J511)E3+5C 集合，该集合包

含当前节点的第一级子节点

N5G/103)ICM

?)O0C4

获取或设置一个值，该值指示是否动态填

充节点

’)F3
获取或设置为 ’())*+), 控件中的节点显

示的文本。

*01/)

获取或设置用于存储有关节点的任何其

他数据（如回发事件的数据）的非显示值

其中，’())*+), 的属性 B54).，’())B54)

的属性 JK+14B54). 都可以通过 H44，4)M

1)3) 等方法进行节点的添加删除修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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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 *%+,&’(%Y

字段名 数据类型 描述

-. -&#%/%$ 节点 -.（自增）（主键）

0+$%&#-. -&#%$/%$ 父节点 -.（根节点的此值定为 1）

.%2#3 -&#%$/%$ 节点深度（根节点深度为 1）

4-. -&#%$/%$ 456789 -.7:9-;-7<

:+=% 9%># 对象名称

⋯⋯ ⋯⋯ ⋯⋯

" " 上表列出的为 9$%%&’(% 表和 *%+,&’(% 表相同部

分的字段，⋯⋯为不同的地方，根据具体的要求进行定

义。接下来就可以在 ?@ @AB 里面创建数据库 ?-5C
=(D 并创建本例中所用到的两个表 #$%%&’(% 和 *%+,E
&’(%［!］。

! " 树形控件的使用及其与数据库的绑定

连接

数据库建好以后就可以在 F@G11H -.7 中创建树形

结构页面，首先添加页面 ?ID9$%%C +J2>，接着从工具框

中拖放树形控件到页面即完成了树形控件的添加，剩

下的工作就是对其节点数据的添加和绑定及控件事

件、效果的添加和设定，这个本文的重点部分。

!" # 数据库的连接

因为本系统的建设考虑到其扩展及代码可重用

性，按照三层（ 多层）结构进行创建，所以数据层单独

列出并做为一个类进行创建。如 .5KL%JJC MD 类，图 N
列出了此类提供的一些接口和函数：

图 N" .5KL%JJ 类图

接下来就可以通过定义 .5KL%JJ 的对象而实现

其与数据库的连接，如下定义了一个函数，通过与数据

库的连接，取出数据并保存在 .+#+@%# 数据集中返回。

;O&L#I’& <O&AO%$P（ 5PF+* JQ*J#$ KJ @#$I&/ ）

KJ .+#+@%#
.I= .5K KJ .5KLL%JJ
.I= .J KJ .+#+@%#
.5K R :%S .5KLL%JJ（）

.5KC ;I**（JQ*J#$）

.5KC 8*’J%（）

.J R :%S .+#+@%#（）

.J R .5KC T%#.@（）

<%#O$& .J
7&( ;O&L#I’&
下面与数据库的交互将通过调用此函数进行数据

的提取，本例子中不涉及树形结构的添加，所以就不讲

7>%L:’&@Q* 函数的使用。

!" $ 树形控件的动态绑定

对树形控件的绑定是从根节点开始的。我们对节

点进行动态添加，根节点的深度定义为 1，以下节点每

层依次增 N。
根节点是页面加载前绑定添加的，如下：

在 0+/%UB’+( 下面添加方法 0’2O*+#%<’’#（ ），动

态添加根节点，

" 0OD*IL @OD 0’2O*+#%<’’#（）

" .I= .J KJ .+#+@%# R <O&AO%$P（ V 根结点执行 语

句V ）

-, .JC 9+D*%JC 8’O&# W 1 93%&
" .I= $’S KJ .+#+<’S
" ;’$ 7+L3 $’S -& .JC 9+D*%J（1）C <’SJ
" .I= &%S:’(% KJ 9$%%:’(% R :%S 9$%%:’(%

（）

" " &%S:’(%C 9%># R $’S（ V :+=% V ）C
9’@#$I&/C 9$I=

" " &%S:’(%C F+*O% R $’S（ V -. V ）C
9’@#$I&/C 9$I=

" " &%S:’(%C 0’2O*+#%4&.%=+&( R 9$O%
" " 9$%%FI%SNC :’(%JC K((（&%S:’(%）

" " X9$%%FI%SN 为树形控件 -.，添加根节点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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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接下来添加树形控件的 ()**+,$*-,.&/01*（ ()**2

34*5 控件中展开时发生）事件，当点击节点时，如果有

下一层节点时，将动态的绑定展开，在事件下面添加

方法

647 6*.18 9 *: +,$*: 6*.18
-,.&/01*%&’#,$*（ *: +,$*，6*.18）‘ 绑 定 节 点

函数

其中 +,$* 为选中节点，6*.18 为结点深度

-,.&/01*%&’#,$* 函数的具体实现过程基本上同

-,.&/01*;,,1 函数：不同的是 ;&#<&*)=（ >?/）中的 >?/
执行语句，此语句应包含对叶结点表的查询，绑定过程

中分两部分判断，分别对辅助子结点及叶结点的添加。

函数 -,.&/01*;,,1 和 -,.&/01*%&’#,$* 均采用了

根据绑定范围和条件，从数据库中取出相关的数据，并

轮询动态添加在其父节点下或根节点位置。其设计流

程图如图 @ 所示：

图 @! 树形绑定（展开）流程图

!" ! 参数回传树形控件节点的定位展开

本功能的实现是利用节点的遍历来实现的，上面

没有涉及到节点的添加修改删除，实际节点的这些执

行过程是在另一些页面中操作的。要让树形结构根据

这些操作进行实时的更新则需要进行参数的回传，根

据要求来刷新树结构。本例定义了此实现方法（ "A2
.0#$6*.18（ B6，7,$*/）），有两个传递变量，分别为节

点的 B6 和类型（辅助节点或叶结点），此方法在页面加

载时执行。实现函数体的主要实现代码如下：

图 C! D% %<E 树结构循环提取流程图

! ⋯⋯

! 647 6> F> 6010%*1 9 ;&#<&*)=（“%?/>1)“）

BG 6>: (0’/*>: H,&#1 I J (8*#
! 647 ),5 F> 6010;,5
! ! 647 K+,$* F> ()**+,$* 9 +*5 ()**+,$*（）

! ! K,) "0L8 ),5 B# 6>: (0’/*>（J）: ;,5>
! ! ! BG ),5（ M $*.18M ）9J
! ! ! 647 #,$* F> ()**+,$* 9 +*5 ()**+,$*
! ! ! K,) "0L8 #,$* B# ()**34*5N: +,$*>
! ! ! ! BG ),5（ M #,$*4$M ）9 #,$*: 30/&* (8*#
! ! ! ! ! #,$*: "A.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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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01&
! ! ! "#$%& ’ &*2%（"#$%&，-$3（ 4 ($%&+%4 ））

! ! )(% ./
! #&*,
)(% +/

)(% 567
上面函数采用了的分层节点轮询查找展开，其中

5801,- 使用下面语句定义，采用了对树形结构数据表遍

历查询的算法进行提取（ 如图 9 所示）［:］。程序需要

临时存储记录集，在 5;< 语句中用临时表来实现，执行

查询功能最有效快速的是使用存储过程，其设计循环

提取树形数据算法流程图如图 9 所示。不过本例子只

是列出了所使用的主要 5;< 语句，如果使用存储过程

可以对其进行创建和调用。

%&=0>-& ? +% >1 +(,&@&-
1&, ? +% ’ 4 传递的 .A 值4
%&=0>-& ? B$%&0 >1 +(,&@&-
1&, ? B$%&0 ’ 4 传递的节点类型4 CD 为叶节点

%&=0>-& ? %&2, >1 +(,&@&-
%&=0>-& ? ,($%& ,>70&（ .A +(,&@&- .A)#E.EF（ D，

D）($,
(600，($%&.A +(,&@&-，%&2,G +(,&@&- ）

+/ ? B$%&0 H I D
! 7&@+( +(1&-, ? ,($%&（($%&.A，%&2,G）1&0&=,
! 2>-&(,+%，%&2,G J D /-$B ,-&&($%& 3G&-& +% ’?

+% &(%
! &01&
! 7&@+( +(1&-, ? ,($%&（($%&.A，%&2,G）1&0&=,
! 2>-&(,+%，%&2,G J D /-$B 0&>/($%& 3G&-& +% ’?

+% &(%
1&0&=, ? +% ’ ($%&.A，? %&2, ’ %&2,G /-$B

? ,($%&
3G&-& +% ’? ? +%&(,+,K
3G+0& ? %&2, IL
! 7&@+(

! +(1&-, ? ,($%&（($%&.A，%&2,G）1&0&=, 2>-&(,+%，

%&2,G J D
! /-$B ,-&&($%& 3G&-& +% ’? +%
! 1&0&=, ? +% ’ ($%&.A，? %&2, ’ %&2,G /-$B

? ,($%&
! 3G&-& +% ’? ? +%&(,+,K
&(%

! 1&0&=, ! /-$B ? ,($%& $-%&- 7K +% %&1=
下面函数 &*2%（2($%&，.A）是轮询查找展开对应

一个节点的方法，供 )*2>(%A&2,G 进行调用，传递参数

是分别上一级节点和下级节点的 .A，返回类型为 E-&&M
#$%&。函数体实现如下：

A+B ($%& N1 E-&&#$%& ’ #&3 E-&&#$%&
! "$- )>=G ($%& .( 2($%&O PG+0%#$%&1
! ! ./ .A ’ ($%&O Q>06& EG&(
! ! ! ($%&O )*2>(%&% ’ E-6&
! ! ! )*+, "$-
! ! )(% ./
! #&*,
R&,6-( ($%&

:! 总结

树形控件的动态绑定和树结构表的遍历查询是涉

及到与数据库交互的编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本文通

过 S.T 树形结构的实现过程来介绍了树形控件的一些

常用的使用方法和一些使用的技巧。树形控件是一个

常用的控件，可以根据需求采取科学的使用方法，开发

出高效且功能丰富实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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