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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IA技术使[6N6与3*3cc的@PP进行信息通信和调用"实现了在 [C]C中对系统进程的访问#
关键词![C]C [IAI657N- @PP本地代码

"![IA技术简介

[IA$[6N6I657N-A45-1:62-% 是 [C]C的一种 I657N-
接口技术!它将[C]C代码与本地代码连接起来!是双

向的!如同桥梁和纽带" 在这里主要介绍 [C]C与 3*3
cc的通信和调用"

图 "

"+"[IA支持两种本地代码

$"% 本地共享库" 利用[IA可以编写本地方法!使

得[C]C应用程序可以调用在本地库中实现的各种函

数!包括3程序或 3cc类等" 对本地方法的调用就

像调用由[C]C实现的方法一样!只不过是由其他语言

编写!驻留在本地库中"
$)% 本地应用" [IA支持 A4N/2657/4$调用%接口!

使得[C]C虚拟机可以被嵌入 3*3cc本地应用程序

中"
"+) [C]C与本地代码之间基本数据的类型映射

利用[IA设计应用程序中!必然涉及到 [C]C与本

地代码之间的信息传递" 就有一个数据类型的映射

问题"
[C]C语言中基本数据类型的储存长度与具体的

平台系统无关!但 3语言则不然" 如#745类型在 [C]C
中总是$)位的整数!而在3中也有745的类型!但其储

存与系统平台有关!有的系统中为"S位!而另外一些

系统中则是$)位" 为了解决这种类型的匹配和平台

问题![IA在头文件 4̂7+O中为 3*3cc定义了相应的

数据类型映射关系如下表#

[6N6语言类型 3*3cc语言类型 字节数!位数"

J//9-64 Ĵ//9-64 "!无符号&位"

JK5- ĴK5- "!有符号&位"

2O61 2̂O61 )!无符号"S位"

.O/15 .̂O/15 )!有符号"S位"

745 7̂45 ’!有符号$)位"

9/4= 9̂/4= &!有符号S’位"

:9/65 :̂9/65 ’

?/0J9- ?̂/0J9- &

N/7? N̂/7? I*6

"+$ [C]C与本地代码之间引用类型的映射

所有的[C]C对象都是通过引用来传递的" 为了

在3*3cc代码中存取 [C]C对象![IA定义了相应的

引用类型![IA就是通过这种引用形式将 [C]C对象传

递给本地方法" 而这种引用是 <D6d0-$不透明的%引

用!其指向[C]C虚拟机内部数据结构的 3指针类型!
其具体的数据结构对编程者是不透明的" 最基本的是

/̂Ĵ-25!在此基础上引伸出一系列子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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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6端 3端

C99/Ĵ-25 /̂Ĵ-25

6̂N6+964=+396../Ĵ-25 2̂96..

6̂N6+964=+85174=/Ĵ-25 .̂5174=

!6116K." 6̂116K

<Ĵ-25#$ /̂Ĵ-25C116K

J//9-64#$ Ĵ//9-64C116K

JK5-#$ ĴK5-C116K

2O61#$ 2̂O61C116K

.O/15#$ .̂O/156C116K

745#$ 7̂45C116K

9/4=#$ 9̂/4=C116K

:9/65#$ :̂9/65C116K

?/0J9-#$ ?̂/0J9-C116K

6̂N6+964=+EO1/L6J9-/Ĵ-25. 5̂O1/L6J9-

但是在用3*3cc来实现本地方法时!并不能对

所定义的<D6d0-引用类型进行直接存取!还必须借

助[IA提供的专门函数!这些函数通过 [IAH4N接口指

针来定位$ 后面将对用到的函数做具体介绍%"
"+’ [IA的编程步骤

书写[IA编程必须按照图)的步骤来进行"

图 )

)!查询系统进程的解决方案

)+"进程简介

进程是操作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进程是一个

开始执行但是还没有结束程序的实例!是可执行文件

的具体实现" 当应用程序被系统调用到内存后!系统

会给程序分配一定的资源$内存&设备等%!然后进行

一系列的复杂操作!使应用程序变成进程以供系统调

用" 系统中只有进程而没有应用程序"
为了区分各个不同的进程!系统给每个进程分配

了一个A@$如同身份证%以便识别" 每个进程分为新

建&运行&阻塞&就绪&完成(个状态" 因此!实时监控

系统中各个应用程序所对应的进程!对于计算机用户

来说尤其重要" 有些恶意的程序是无法从任务栏和任

务管理器看到的" 本例程序是在 [C]C环境下显示系

统当前运行的所有程序"
)+) 程序设计方案

$"% 由于[C]C语言的特性之一是可移植性! [CM
]C本身不能很好的支持对系统进程的访问!而本地代

码$3*3cc%可以很好的实现对系统进程的访问" 因

此在[C]C中只能通过 [IA$[6N6I657N-A45-1:62-%本地

接口技术来实现与本地代码$3*3cc%的@PP$动态连

接库%信息通信!由本地代码$3*3cc%去访问系统的

资源!以实现在[C]C环境中对系统进程的访问"
查询系统进程!在本地代码$3*3cc%中需要调

用函数#31-65-E//9O-9D$)846D.O/5$ %用来获得某一时

刻系统的进程&堆&模块或线程得到快照信息" 31-65-M
E//9O-9D$)846D.O/5$%函数包含在E//9Q-9D$)函数组"
E//9Q-9D$)函 数 组 是 一 组 寄 存 在 U-14-9$)+?99中 的

Y74?/L.CBA函数!它能通过快照$846D.O/5%获得驻留

在系统内存中的进程表&线程表&模块表和堆表!并提

供函数来枚举系统中的进程&线程&模块信息" 该函数

组中 常 用 的 函 数 包 括 31-65-E//9O-9D$)846D.O/5$ %&
B1/2-.._71.5$%和 B1/2-..I-b5$ %!用来获取所有进程"
在]3ccS+#下!通过新建一个 Y74$)@K46V72;974R
P7J161K工程!在 程 序 中 将 利 用 这 些 函 数 获 得 系 统 的

进程"
+++

QCI@PH.46D.O/5’

**获得某一时刻系统进程&堆&模块或线程的快照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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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D.O/5e31-65-E//9O-9D$)846D.O/5$EQ$)38Z8ICBB,<M

3H88!#%’

++

B,<3H88HIE,T$)D1/2-..P7.5851’

Ĵ//9-641-5014ZN690-’

D1/2-..P7.5851+?L87>-e.7>-/:$B,<3H88HIE,T$)%’

**获的系统进程链表中下一个进程的信息

1-5014Z N690- e B1/2-..$)I-b5$$ QCI@PH% .46D.O/5!

fD1/2-..P7.5851%’

++

$)% 为了实现 [C]C对本地代码$3*3cc%所编写的

@PP$动态连接库%的调用!在 [C]C中必须先编写所需要的

[C]C类!命名为#.K.5-VB1/2-..+̂6N6

D0J972296...K.5-VB1/2-..

,

.56572

,

**调用本地代码编写@PP$动态连接库%!D1/2-..为3*3

cc生成的@PP文件名

8K.5-V+9/6?P7J161K$aD1/2-..a%’

-

**声明所需要的本地方法

D0J972.565724657N-745D1/2-..Q64?9-$%5O1/L.Hb2-D57/4’ **

获取进程快照表的快照信息

D0J972.565724657N-J//9-64D1/2-..@656$745.46D.O/5!?656BM

1/2-..?.%5O1/L.Hb2-D57/4’

**用来获取其他进程

-

在这里!必须声明所要用的本地方法" 声明时要带关键

词)4657N-*!以指明该方法不是一个常规方法!而是一个本地

方法"

在实际调用本地方法之前!要先装载实现该方法的本地

库" 是在静态初始化器$.5657274757697>-1%中!由调用 8K.5-V+

9/6?P7J161K方法来实现![6N6虚拟机在调用该 [6N6类中的

任何方法之前将自动调用静态初始化器来装载 4657N-共

享库" !

然后!用 6̂N62编译 .K.5-VB1/2-..+̂6N6得到相应的 +

296..文件" 再利用命令 6̂N6O把所生成的 +296..文件生成

一个 +O的[IA类型的头文件!用来由本地代码$3*3cc%

调用" [IA要求在每个 4657N-方法的实现中至少带两个参

数" 在这里第一个参数是 [IAH4N接口指针!正是它使 4657N-

代码可以对从 [6N6引用程序中传来的参数和对象进行存

取’第二个参数是 2̂96..$或 /̂Ĵ-25%!是对当前对象本身的

引用"

注意!使用命令 6̂N6O时!后面的 296..文件不带后缀"

生成一个和 [6N6类名相同的头文件!在这里为 .K.5-VB1/M

2-..+O!它为本地方法的实现提供了一个3*3cc函数署名

$87=46501-%!是不能修改的"

$$% 由于[C]C与本地代码是两种不同的编译环境!所

以信息传递的方式不同" 在 [C]C中字符串是"S位的 g47M

2/?-字符序列!而在3*3cc中是&位以 I099$#%结尾的字

符数组" [C]C字符串85174=是一种对象!在I657N-方法中对

它的使用要通过<D6d0-引用 .̂5174=" 但是 .̂5174=与常规的

3*3cc字符串$2O61!%类型不同![6N6中所以不能直接操

作!必须由[IA提供函数来支持 g472/?-和 gE_;&字符的

转换"

下表是两种不同字符串的转换函数#

3/4.5̂JK5-! X-585174=gE_3O61.
![IAH4N!% .̂5174=% Ĵ//9-64!"

N/7?,-9-6.-85174=gE_3O61.
![IAH4N!% .̂5174=%2/4.5̂JK5-!"

获取或释放一个指向gE_;&
格式字符串内容的指针%可

以返回字符串的一个复制!
这两个函数必须对应出现%否

则容易造成内存泄漏!!!

[.5174=I-L85174=gE_
![IAH4N!%2/4.52O61!"

根据g472/?-格式字符串创

建一个[6N685174=实例%不

能创建返回4099!!!!!

+++

B,<3H88HIE,T$)D1/2-..P7.5851’

Ĵ//9-641-5014ZN690-’

D1/2-..P7.5851+?L87>-e.7>-/:$B,<3H88HIE,T$)%’

**获的系统进程链表中下一个进程的信息

1-5014Z N690- e B1/2-..$)I-b5$$ QCI@PH% .46D.O/5!

fD1/2-..P7.5851%’

++++

**创建一个 6̂N685174=实例

$-4N% ;hI-L85174=gE_$D1/2-..P7.5851+.>Hb-_79-%

+++

$’% [6N6语言中有两种成员变量!对象成员$74M
.5642-:7-9?%和静态成员$.56572:7-9?%" 前者是实例化

之后的变量!后者是一个类所拥有的!不依具体的对象

而变"
为了从本地代码中获得所返回的数据!在 6̂N6中

定义了所调用和存取的对象成员变量" 命名为#?656M
B1/2-..+̂6N6
296..?656B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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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74=:79-I6V-’
745BB1/2-..A@’
7452011-45EO1-6?’
745296..W6.-’
**在 6̂N6中设置从本地代码中返回的数据

D0J972N/7?.-5I6V-$85174=46V-% **设置返回的进程

文件名

, :79-I6V-e46V-’-
D0J97285174==-5I6V-$%
, 1-5014:79-I6V-’-
D0J972N/7?.-5BB1/2-..A@$745BA@% **设置返回的进程

BA@
, BB1/2-..A@eBA@’-
D0J972745=-5BB1/2-..A@$%
, 1-5014BB1/2-..A@’ -
D0J972N/7?.-5EO1-6?$7455O1-6?% **设置返回的进程开

启线程数

, 2011-45EO1-6?e5O1-6?’ -
D0J972745=-5EO1-6?$%
, 1-50142011-45EO1-6?’ -
D0J972N/7?.-5396..W6.-$745J6.-% **设置返回的进程

优先级

,296..W6.-eJ6.-’ -
D0J972745=-5396..W6.-$%
, 1-5014296..W6.-’ -
-

要在本地代码中获取或设定 [6N6对象成员的变

量必须按以下步骤做#

! 首先要得到所要引用或设定对象成员所属的

类!调用[IA函数#
2̂96..2̂9.e$-4N% ;hX-5<Ĵ-25396..$?656B1/M

2-..%’ **在本地代码中获取[C]C中对象所属的类

" 根据所得的类&[C]C对象方法的名称及其署

名!得到对象方法的类型为 V̂-5O/?A@的标识号$A@%#
**在本地代码中获取[C]C类中的方法的标识号

V̂-5O/?A@ V̂7?e$-4N% ;hX-5G-5O/?A@$ 2̂9.!
$类% a.-5I6V-a! $ 方 法 名% a$ P̂6N6*964=*85174=’%
]a%’$方法签名%

# 然后通过3699i5KD-hG-5O/?方法!传递所需

要的参数"
**在本地代码中设定[C]C对象成员的变量

$-4N% ;h3699]/7?G-5O/?$?656B1/2-..! $ 方 法

名% V̂7?!$方法标识号% $-4N% ;hI-L85174=gE_$D1/M
2-..P7.5851+.>Hb-_79-%%’$从本地代码返回的数据%

注 5KD-! <Ĵ-25" W//9-64" WK5-" 3O61" 8O/15" A45"
P/4=" _9/65" @/0J9-" ]/7?

要想在本地方法中对[C]C成员变量进行存取!或

对[C]C方法调用!需要用到类型的署名" 对于基本数

据类型![IA用一个大写字母作为署名!而一个类的类

型变量的署名以大写的P开头!后接完整的类名$包括

包名%!并用斜杠)**代替逗号!最后以分号结束"
$(% 通过以上工作!可以由 [C]C调用的 @PP就可

以在本地语言]3ccS+#下编写成功!对于具体的如

何编写一个@PP!在本文中不作详细说明"

$!结束语

[IA技术为解决 [C]C访问系统资源等硬件设施&
提高[C]C运行速度以及与其他语言进行通信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途径" 但是由于使用了本地代码!此时的

[C]C程序不再具有跨平台性!虽然用 [C]C编写的那

部分代码仍具有可移植性!而本地代码却要重新修改

和编译" 但[IA技术的应用!保证了 [C]C仍具有类型

安全性!而本地代码却不然!因此用 [IA开发应用程序

要格外小心!否则容易造成整个应用程序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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