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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x B A S E 环境下管理信息系统多级下拉菜单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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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旨在提高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开发的速度
,

增强应用软件的通用性
,

讨论下拉 莱单

的数据结构及其在 F o x B A S E 环境下的描述
,

以及运用子程序递归调用技 术实现管理信息系

统多级下拉莱单的程序设计忍怒和方法
。

关健词 F o x B A S S 环境 管理信息来统 莱单设计

分类号 T P 3 1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

微型计算机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

特别是信息管理和数据

处理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对于信息管理系统和数据处理应用软件的研制
,

人们不仅力

求应用系统的功能完善
、

运行速度快
、

数据处理正确和系统坚 固性好
,

而且还追求应用系统的

使用方便和用户界面优越
。

菜单是人机交流的重要窗口
,

菜单技术是应用系统操作方便
、

用户

界面优越的重要技术
。

目前
,

微型计算机用以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开发的数据库 系统普遍是 dB A S E 数据库

系统和 F o x B A S E 数据库 系统
。

d B A S E 数据库系统没有提供任何下拉菜单设计 命令
,

而

F o x B A S E 数据库系统虽有下拉菜单设计的命令
,

但下拉功能太弱
,

最多只能下拉二级菜单
,

这

显然不能满足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开发的需要
。

因此
,

要在 d B A S E 或 oF
x B A S E 数据库系

统环境下
,

实现多级下拉菜单的功能
,

必须通过程序设计才能完成
。

不少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开发者
,

利用程序设计方法
,

在实现下拉菜单的多级功能方面

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

但只能按事先确定的下拉级数确定下拉菜单的功能
。

这对于一般的管理

信息系统应用软件的设计尚能胜任
,

对于较复杂的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就不能满足

要求
。

事实上
,

对于应用软件中的下拉菜单级数
,

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在程序设计时事先规定
。

因

此
,

若能研制一个程序
,

使得在不更改该程序的任何内容的前提下
,

就能适应应用软件关于下

拉菜单任何级数的要求
,

这种研制工作显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

为此
,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

信息管理系统应用软件开发的实践
,

研制并实现了适应上述需求的管理信息系统多级下拉菜

单的通用程序
。

2 多级下拉菜单的数据结构的描述

2
.

1 多级下拉菜单的树形数据结构 我们知道
,

不同信息管理系统
,

其功能可能复杂
,

可能简

单
。

但不论是复杂还是简单
,

各功能之间是分支关系定义的层次结构
.

这种分支关系定义的层

次结构
,

充分反映了一种树形数据结构
。

为了描述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菜单
,

显然必须按照系

统功能本身所固有的这种树形数据结构才能反映事物的客观本质
。

因此
,

我们把任何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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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功能菜单定义为一裸菜单树
。

这棵菜单树从树根开始
,

可以有一个结点
,

也可以有若干

个结点
,

且每一个结点具有相同的数据结构
。

每一个结点可以有不同的度
,

即有不同的分支
。

若

结点的度为 0
,

则说明该结点为终端结点
。

若为终端结点
,

则结点对应为一个具体的功能模块
。

若为非终端结点
,

则该结点包含指向一个结点的指针
。

2
.

2 多级下拉菜单树形数据结构的描述 在 F ox B A S E 中
,

我们把除终端结点以外的每一个

结点都描述为一个 F ox B A S E 数据库文件
。

显然
,

每一个菜单数据库文件均具有相同的库结

构
。

该数据库文件的结构如下
。

数据库文件中的记录总数反映了该结点的子结点数
,

每一个子结点的特性用数据库文件

中相应一条记录的三个属性字段来描述
:

字段 C D B M 存放子结点的有关信息
,

类型为 N
,

宽度

为 1
,

小数为 O ;
字段 C DM C 存放子结点也就是功能项的名称

,

类型为 C
,

宽度为 36
,

小数为 O ,

字段 C D M L 存放下一个子结点的指针
,

类型为 C
,

宽度为 8
,

小数为 。
。

其中
,

字段 C D B M 的取

值为 1
、

2
、

3
。

若 C D BM 一 1
,

则该记录不再指向下一个子结点
,

这时字段 C D M C 中存放的是
“

退

出 ” 。

若 C D BM 一 2 或 3
,

则该记录将指向下一个子结点
,

这时当 C D B M ~ 2 时
,

说明该子结点为

一个内部结点
,

字段 C D M L 中存放的是其下一个结点的指针
,

即下一级菜单数据库文件名
。

当

C D B M ~ 3 时
,

说明该子结点为一个叶结点
,

字段 C D M L 中存放的是该菜单功能项所对应的

功能模块名
。

上述数据结构
,

充分反映了菜单数据的分支关系定义的层次结构
。

这种树形结构
,

因为结

点的度和结点层次不受限制
,

使得菜单数据库中记录的个数和菜单数据库本身的个数不受限

制
。

因此
,

下拉菜单采用这种树形数据结构
,

使得下拉菜单的级数和每级下拉菜单的个数在理

论上不受限制
,

从而能适应任何管理信息系统菜单数据组织的需要
。

2
.

3 菜单数据与菜单程序相对独立 为了保证菜单程序的通用性
,

各级菜单数据不直接反映

在菜单程序中
,

而是存放在与菜单程序相对独立的对应的菜单数据库文件中
。

菜单程序使用菜

单数据库文件中的菜单数据实现在屏幕上显示菜单
。

这样
,

用户不需修改菜单程序
,

只要通过

修改菜单数据文件中的数据
,

或填入新的菜单数据
,

就能使得同一个菜单程序在屏幕上托出不

同内容的菜单
,

从而适用于各种管理信息系统菜单设计的需要
。

3 菜单程序及其递归调用技术

3
.

1 菜单程序的逻辑结构 菜单程序由主控菜单程序 (Z K C D
.

P R G )和下拉菜单程序 ( X L

CD
.

P R G )两个模块组成
。

其中下拉菜单程序被描述为一个递归结构
。

3
.

2 主控菜单程序的逻辑功能 主控菜单程序根据结点的主控菜单数据库文件 (Z K C .D

D B )F 中的菜单数据
,

完成在屏幕上按行显示一级菜单
,

并根据用户所选择菜单项的 C D B M 的

值
,

控制程序或者退 出
,

或者执行用户选中的功能模块
,

或者调用下拉菜单程序实现下一级菜

单的拉出
。

3
.

3 下拉菜单程序的逻辑功能及其递归调用
一

「拉菜单程序是一个带参子程序
。

它的入 口参

数只有三个
:

第一
、

二个参数是下拉菜单程序将要拉出的下一级菜单在屏幕上的行和列
,

第三

个参数是描述将要拉出的下一级菜单结点数据的数据库文件名
。

下拉菜单程序根据上述参数
,

完成在屏幕上按指定位置根据指定菜单数据库文件内容以列的方式显示下一级菜单
,

并根据

用户所选择子菜单项的 C D M B 的值
,

控制程序或者退回到上一级菜单
,

(下转第 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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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细粉的多少取决于磨机的粉磨效率
。

然而
,

选粉机的选粉效率也会影响到磨机的粉磨效率
。

选粉机的选粉能力与磨机的粉磨能力基本平衡的

条件下
,

适当提高循环负荷可使磨内物料流速加

快
,

增大细磨仓的物料粒度
,

减少衬垫作用和过粉

磨现象
,

使整套粉磨系统的生产能力提高
。

如果是

粉磨水泥
,

当循环负荷增加时
,

也增加了回粉中所

含的水化较慢的 30 ~ 8 8拌m 的颖粒
。

经过磨机的

再粉磨
,

就能增加水泥中小于 3 0拜m 的微粒含量
,

以提高水泥强度
。

因此
,

适当增加循环负荷是有好

处的
。

但是
,

循环负荷过大
,

会使磨内物料的流速

过快
,

因而粉磨介质来不及充分对物料作用
,

反而

使水泥的颗粒组成过于均匀
,

小于 3 0拌m 颗粒含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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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循环负荷与选粉效率曲线

量少
,

以致水泥的强度下降
。

当循环负荷太大时
,

选粉效率会降低过多
,

甚至会使磨内料层过

厚
,

出现球料比太小的现象
,

粉磨效率就会下降
。

结果使磨机产量增长不多
,

而 电耗由于循环负

荷增长而增长
,

经济上不合算
。

一般认为离心式
、

旋风式和高效选粉机的适宜负荷率分别取

2 5 0 ~ 3 0 0%
、

2 0 0一 2 5 0 %和 1 50 一 2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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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执行用户选中菜单项的功能模块
,

或者再递归调用下拉菜单程序
,

拉出再下一级的菜单
。

重复上述过程
,

通过对下拉菜单程序的重复递归调用
,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拉出用户所需要的多

级下拉菜单
。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环节
、

算法和数据结构两 个方面
,

解决了 F ox B A S E 环境下多级下

拉菜单的设计
。

递归下拉菜单程序和独立于程序的菜单数据库的设计思想和实践
,

使得在不增

加程序体积
、

不修改程序内容的前提下
,

实现了多级下拉菜单的功能
。

用户在完成多级下拉菜

单设计时
,

根本不再需要考虑菜单程序的编制
,

只需集中精力
,

根据用户自己的菜单树
,

编制各

层各个结点的菜单数据库文件即可
,

从而提高了在 F o x BA S E 环境下应用软件开发的速度
,

增

强了下拉茶单程序设计的通用性和可靠性
。

限于篇幅
,

递归下拉菜单程序清单未能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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