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实现!"#文件的读取与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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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利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实现了!"#文件的读取"与面向过程的方法比

较#面向对象方法对于理解!"#文件的读取$重绘及控制显得条理清晰#易于掌握#同时又方

便移植到其它应用程序中"基于这一点#提出了将!"#文件的读取工作封装在一个类中#从

而提高了程序的可读性"
关键词!面向对象%)*+,-.%!"/01%法向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0"""文章编号!$23$45!%%&%&&5’&!4&&($4&(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动画#科
学计算可视化和虚拟现实逐渐成为计算机图形学

领域中三大重要技术!而三维图形又是这三大技

术的核心内容$$%&三维图形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建

筑学#医学#60"’60/’607#分 子 结 构 研 究#模

拟仿真#虚 拟 现 实#广 告 业 和 娱 乐 业 等 诸 多 领

域$%%!编程 实 现!"#文 件 的 读 取#重 绘 及 控 制 具

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基于过程的设计方法!由于

相关函数多而且散杂同时数据又与函数分离!导

致不便于程序的移植&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本文

采用了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将!"#文件的

形 体 数 据 读 入 到 类 中!然 后 由 其 成 员 函 数 利 用

)*+,-.实现对!"#文件的读取#重绘及操纵&

$"!"#文件结构及)*+,-.简介

目前三维 图 形 制 作 软 件 很 多!如 089:60"#

;-#!"/01#<=>+?@:,9等!因 而 其 文 件 格 式 非

常丰富&!"#98AB:是089:A+CD公司开发的一套

在微机上制作三维动画的应用程序&本文利用由

该软件产生的三维图形文件为例来实现三维图形

的读取#操纵与控制&

!"#文件由许多块组成!每个 块 首 先 描 述 其

信息类别!即该块是如何组成的&块的信息类别

用E"来标识!块还包含了下一个块的相对位置信

息&因此!即使不理解一个块的含义!也可以很容

易地跳过它&要 想 对!"#文 件 的 读 写 有 一 个 明

确的认识!必须准确知道它的含义&

)*+,-.全称为 (开放式图形库)!是由#-E
公司开发的三维图形0FE!目前在图形开发领域

已经成为工业标准"是国际上通用的图形硬件的

软件接口!独立于操作系统和硬件环境!是一个完

全可移植并且速度很快的!"图形建模库$!%&但

)*+,-.没有提供 三 维 模 型 的 高 级 命 令!它 是 与

通过基本的几何图元即点#线及多边形来建立三

维模型 的&目 前 有 许 多 的 三 维 图 形 软 件 如!"#
/01!0;G)60"!可 以 方 便 地 建 立 物 体 模 型!
但又难以对其进行 控 制!比 如!"#/01的 动 画

是基于关键帧而不是人机交互的&把这些模型转

换成)*+,-.程序!再对其进行控制则是一种比

较理想的方法&在建模阶段可以利用三维软件建

立模型!避 免 在 )*+,-.中 用 点#线 和 多 边 形 来

建立三维立体模型的繁重的劳动"在控制阶段!则
可以通过 )*+,-.程 序 实 现 对 模 型 的 人 机 交 互

调整!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现成的模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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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

%"实现方法!(!2"

%R$"文件内容的读取

%R$R$"数据说明

在文件读取前"首先需要定义一系列 的 结 构

用来存 放!"数 据"如 对 象 的 材 质#位 置 矢 量#对

象类$6G@B)ST+L9%和 对 象 列 表 类$6G@B.BC9%等"
下面对两个重要的类作简单说明&
!$"6G@B)ST+L9类#主要用于处理!"#文件中的

各种对象$

LJ=CC6G@B)ST+L9
%

*8SJBL#

"">:BAA@=U-.!"#"&&利 用 )*+,-.绘

画三角形

"">:BAL=JP:@V=JC!"’&&计算法向量

""RRRRRR
F@B>=9+#&&对象基本的成员变量

""?J:=9!W’?J:=9!O’?J:=9!X’&&三角形

的顶点

""?J:=9!,W’?J:=9!,O’?J:=9! ,X’&&面

的法向量

""B,9!?=L+C’"""&&面信息

""9/=9+@B=J!V=9+@B=JC’&&材质信息

""RRRRRR
(’
!%"69@B.BC9类#用 于 处 理 对 象 序 列)它 是6G@BY
)ST+L9的 集 合)保 存 了 三 维 模 型 的 形 体 数 据$

LJ=CC6G@B.BC9
%

*8SJBL#

"">:BAA@=U-.!"’&&绘制!"模型

""Z)).=AA!6G@B)ST+L9! ＿:ST+L9"’&&
增加对象

""RRRRRR
*@B>=9+#

""B,9,8V:ST+L9C’&&6G@B)ST+L9对 象 的

数目

""6G@B)ST+L9!:ST+L9C*$&&+’
(’

%R$R%"对象的读取

文件的读取工作实质上是如何构造6G@B.BC9
列表"也就是如何从!"#文件中读取数据来构造

6G@B)ST+L9对象"然后再组织到69@B.BC9列表中!
文件的读取主要包括循环读取!"对象所使用的

材质"形体数据以及关键帧数据等"同时忽略其它

一 些 不 需 要 的 数 据"这 一 切 都 是 通 过

6!"#[+=A+@类来实现的!
!$"6!"#[+=A+@类的简单说明

LJ=CC6!AC[+=A+@
%

*8SJBL#

""B,9[+=A\]"0G0!RRRRRR"’&&读取关

键帧数据

""B,9[+=A!"#6M8,D!RRRRRR"’&&读 取

!"#块结构

""B,9[+=AF:B,90@@=O !RRRRRR"’&&读 取

顶点数据

""B,9[+=A]=L+0@@=O!RRRRRR"’&&读 取

面数据

""B,9[+=A/+CM/=9-@:8*!RRRRRR"’&&读

取对象所用的材质

""B,9[+=AG@B)ST+L9!RRRRRR"’&&读 入 对

象数据

""B,9[+=A/=97,9@O!RRRRRR"’&&读入材

质定义)并将其添加到材质库中

""B,9[+=A/"0G0!RRRRRR"’&&读取!"
对象模型数据

""B,9[+=A!"#]BJ+!RRRRRR"’&&读取!"#
文件

""RRRRRR
*@B>=9+#

""6G@B.BC9! "=.BC9’&&此链表用于存放

形体对象数据

(’
$%%读取的过程

B,9 6!AC[+=A+@##[+=A!"#]BJ+!J:,N?BJ+#BX+)

J:,N?BJ+#9=@9)J:,N?BJ+.+,)]E.7!?*"
%

J:,N"""LM8,D#9=@9^?9+JJ!?*"’

6M8,D!"#"LM8,D’

/=9+@B=J"BL9"!V=9ABL9^ ,+U /=9+@B=JY
"BL9!"’

8,CBN,+AJ:,N">+@CB:,’

UMBJ+ !LM8,D#9=@9 ( ?BJ+#9=@9 _ ?BJ+.+,
‘‘[+=A!"#6M8,D!?*)LM8,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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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9LM!LM8,DRBA"

""#

""L=C+/!"＿Q7[#E)P$

""B?!！[+=A;.:,N!?*%>+@CB:,""N:9:
+@@:@&

S@+=D&

""L=C+/"0G0$

""B?!！[+=A/"0G0!V=9ABL9%?BJ+#BX+%

LM8,D#9=@9%LM8,DRJ+,%?*""N:9:+@@:@&

S@+=D&

""L=C+\]"0G0$

""B?!！[+=A\]"0G0!?BJ+#BX+%LM8,DY
#9=@9%LM8,DRJ+,%?*""N:9:+@@:@&

S@+=D&

""A+?=8J9$’’忽略一些不需要的块

""?C++D!?*%LM8,D#9=@9_ LM8,DRJ+,%

#77\＿#7G"&

""(

""LM8,D#9=@9^?9+JJ!?*"&
(

B?!V=9ABL9！^ P;.."A+J+9+V=9ABL9&

""@+98@,G[;7&

+@@:@$

""B?!V=9ABL9！^ P;.."A+J+9+V=9Y
ABL9&

""@+98@,]0.#7&
(

%R%"计算法向量

在将!"#文件读取后!就可以计算各个面的

方向矢量"法线矢量指定哪个方向垂直于多边形

表面!用于光线和阴影计算"它与实体的光照模

型密切相关!光线从不同入射角度到模型表面时!
显示结果会有差别"如果忽略了法向量的计算!
将不能重现模型的三维效果"

>:BA6G@B)ST+L9$$6=JLP:@V=J!B,9+,9@O%?J:=9
:89)!*"
#

?J:=9>$)!*%>%)!*
&’’根据空间三个点计算两个矢量值

>$)&*^W)?=L+C)+,9@O**4W)?=L+C)+,9@O
_$**&

>$)$*^O)?=L+C)+,9@O**4O)?=L+C)+,9@O
_$**&

>$)%*^X)?=L+C)+,9@O**4X)?=L+C)+,9@O

_$**&

>%)&*^ W)?=L+C)+,9@O_$**4 W)?=L+C
)+,9@O_%**&

>%)$*̂ O)?=L+C*+,9@O_$**4 O)?=L+C
)+,9@O_%**&

>%)%*̂ X)?=L+C)+,9@O_$**4X)?=L+C
)+,9@O_%**&
’’计算法向矢量

:89)&*^>$)$*!>%)%*4>$)%*!>%)$*&

:89)$*̂ >$)%*!>%)&*4>$)&*!>%)%*&

:89)%*̂ >$)&*!>%)$*4>$)$*!>%)&*&
(

%R!"!"对象的绘制

读取了模型数据!计算了法向量后!就可以在

Q6__2R&中重绘模型!下面分三步进行#
$$%处理),6@+=9+事件!在视图文件中初始

化)*+,-.绘 图 环 境"该 程 序 中 将 设 置 像 素 格

式并创建)*+,-.绘制描述表等!而只有创建了

)*+,-. 绘 制 描 述 表 和 设 置 了 像 素 格 式 后!

)*+,-.的绘制命令才有效"同时还对)*+,-.
的一些默认属性进行了一些设置!如绘图模式&光
照及材质属性等"

$%%处理),#BX+事 件!当 窗 口 大 小 发 生 改 变

时!为了避免比例失调!需要对视口和显示比例进

行一些 调 整!用NJQB+U*:@9函 数 指 定 视 口 矩 形!
用NJ8F+@C*+L9B>+函 指 定 仰 角&宽 高 比 和 深 度 裁

剪值"
$!%处理),F=,B9事件!这是重绘工作的最后

一步了"当读入!"#文件后!由),F=B,9函数来

重画"该事 件 处 理 程 序 是 所 有 )*+,-.绘 制 程

序的真正源头!所有绘制命令都直接或间接地由

该函数 调 用"绘 制 时 是 通 过 每 一 个 6G@B)ST+L9
对象调用成员函 数6G@B)ST+L9##A@=U-.$%绘 制

每一 个 对 象!从 而 在 窗 口 中 绘 制 出!"图 形"其

中绘制函数如下#

>:BA6G@B)ST+L9$$A@=U-.!"
#

B,9T&

NJZ+NB,!-.＿G[E0P-.7#"&

?:@!B̂ &&B(,8V?=L+C’!&B__"
#

T^!!B&

B?!V=9+@B=JC=**JB+A"NJ6:J:@(?!V=9+@B=JC
)V=9?=L+C)B**RAB??8C+6:J:@)&*%V=9+@B=JC)V=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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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B""RAB??8C+6:J:@!$"#

V=9+@B=JC!V=9?=L+C!B""aAB??8C+6:J:@!%"#$$

V=9+@B=JC!V=9?=L+C!B""R9@=,C*=@+,LO%&

+JC+NJ6:J:@!?’&R&?#&R&?#$R&?%&
((NJP:@V=J!?’,W!B"#,O!B"#,X!B"%&
((NJQ+@9+W!?’W!?=L+C!T""#O!?=L+C!T""#X

!?=L+C!T""%&
((NJQ+@9+W!?’W!?=L+C!T_$""#O!?=L+C!T_

$""#X!?=L+C!T_$""%&
((NJQ+@9+W!?’W!?=L+C!T_%""#O!?=L+C!T_

%""#X!?=L+C!T_%""%&
)

NJ7,A’%&

NJF:*/=9@BW’%&
)

!"结束语

本文主 要 讲 述 了 结 合 面 向 对 象 和 )*+,-.

在Q6__2R&环境下实现三维图像的读取!并在

窗口中 重 绘"通 过 对 本 方 法 的 了 解!可 以 使 用

)*+,-.的基本操作!来实现对!"#文件随心所

欲的控制"把!"/01模型应用于)*+,-.中!
降低了)*+,-.复杂建模的难度!可以得到较真

实的复杂物体模型"在飞行运动模拟的具体应用

中!利用在)*+,-.程序中引入!"/01各种模

型!得到了满意的三维动画效果"同样!我们还可

以编写 089:60"#;-等 多 种 图 形 接 口 程 序!把

在089:60"#;-等60"软 件 中 建 立 的 物 体 模

型引入)*+,-.的应用程序中!将可应用于飞行

模拟#运动虚拟仿真#商业广告#游戏制作#影视采

集#内装饰系统设计#服装设计等多个领域"使用

现成的!"#文件!可以节省大量的重复且繁重的

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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