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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使用
[6/M%U:

进程间通信技术来实现
_7W

界面和控制台程序间数据通信%利用管道技术

并结合某曲面造型系统开发要求!编制了一个进程间通信的中介模块!给出该模块的代码和执行流

程!在系统运行时通过直接调用中介模块实现
_7W

菜单命令驱动算法执行的数据交互%中介模块

经适当修改后可以解决类似场合的数据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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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航天!汽车等领域的复杂产品外形设计

中$传统的
2=̂

建模技术难以满足设计要求%近十

多年来$

2=̂

(

2=_̂

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直试图寻

找解决的方法$先后提出了许多新的曲面造型方法$

在不同范围或领域内克服了现有曲面造型方法的不

足%利用细分曲面造型方法在执行效率!数值稳定

性!任意拓扑结构方面的优势$课题组建立了以

(-.B:

曲面与细分曲面相混合的一个曲面造型

系统%

在该曲面造型系统研制过程中$算法模块直接

从大型机(工作站移植到微机上$软件平台从
7(WA

系统转换到
[6/M%U:

系统$使得这些模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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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用户接口#界面$只有字

符命令即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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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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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课题组需要将这些不同的程序开发平台开发的

模块集成到一个统一的
[6/M%U:

系统框架中%笔

者归纳了一种如何利用
[6/M%U:

的进程间通信技

术来实现模块之间数据传递和通信的方法$阐述了

_7W

界面程序和编译成
[6/!)

控制台程序的算法

模块之间是如何通过中介程序进行通信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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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U:

进程

[6/M%U:

就为一个可执行程序的一次执行创

建一个进程$产生一个进程句柄%即实例化句柄$操

作系统和其他的进程可以通过该句柄与其进行信息

交互$这种进程间的数据交换就是进程间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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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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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定义

进程是程序的一次执行过程&反之$程序则是进

程的一种静态描述%进程在操作系统的管理下被启

动$进入运行状态$并在一定条件下中止或结束%进

程的运行需要使用一定的计算机资源"处理器!内

存!各种外部设备等#$因此$进程又是操作系统调度

的基本单位%一个普通"非并发#程序被执行时$相

当于产生一个新进程&执行完毕后$该进程就

消亡)

"

*

%

程序是一段静态代码$是应用执行的蓝本%进

程则是程序的一次动态执行过程%作为执行蓝本的

程序可被多次加载到系统的不同内存区域而形成不

同进程%并行程序中的多个进程不一定是在一开始

就同时出现并一直维持到整个程序结束$而是可以

根据需要动态地产生或消亡%换言之$一个进程在

运行过程中可以派生出新的进程&新派生出的进程

又可继续派生出下一代的进程$于是形成进程之间

的.父子关系/%当一个新的子进程诞生时$它所需

要的资源通常是从其父进程的资源中划分而来的%

不同的进程在互相独立的内存空间中运行$这一点

和.线程/是不同的%同一进程内又可分解为若干线

程$它们在逻辑上可以同时运行%但是$这些线程共

享同一内存空间$它们之间的调度无需操作系统的

介入$该特点减小了系统开销$提高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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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U:

进程存储

在
[6/M%U:

操 作 系 统 中$每 个 进 程 都 有

Z6/:;0/L9

$该变量在程序启动时自动生成$应用时

载入程序的基地址$

[6/M%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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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典型值是

"*A**#*****

"

#"E#!*#

#%事实上$每个程序所分配

的地址并不是
T=R

中的物理地址$而是虚拟地址%

操作系统实际只是分配一个地址范围$当需要访问

这段存储空间$再把物理地址分配给它%这种把物

理地址分配给虚拟存储的方法称为.映射/%一页存

储空间一般为
#QD

"

#*EG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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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不

停地把一页一页的虚拟存储空间映射到内存空间%

映射过程中$

[6/M%U:

通过索引表把虚拟地址转化

为物理地址$使程序的地址看起来没有变化%在

[6/!)

程序中$得到的地址决不会直接指向物理存

储器$是间接地址%虚拟存储使进程与进程之间不

受干扰$多个同时运行的进程相互无关%这样$进程

之间相互覆盖和冲突的概率就大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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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U:

进程创建

系统为保证多任务之间的独立性$当
[6/M%U:

各模块分开单独执行时$可使用多进程%创建进程使

用
[6/M%U:

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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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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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可执行文件名的字符串

NSFPFT&

>

2%II0/MN6/9

&

$

指向将执行的应用程序命令行的字符串

NSPH27TWFa

2

=FFTWD7FHP&

>

S.%L9::=;;.6B-;9:

&

$

指向一个安全结构$用以说明创建进程的安全

属性

NSPH27TWF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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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90M=;;.6B-;9:

&

$

用以指定创建进程的主线程的安全属性

DXXNBW/39.6;Z0/M&9:

&

$

决定新进程是否从调用进程中继承句柄

^[XT̂ MU2.90;6%/V&0

4

:

&

$

新进程的附加标志

NS$XŴ &

>

H/86.%/I9/;

&

$

指向一个用于新进程的环境块

NS2FPFT&

>

2-..9/;̂6.9L;%.

<

&

$

指向一个创建进程指定当前工作路径的字符串

NSPF=TF7SW(VX&

>

P;0.;-

>

W/1%

&

$

指向
PF=TF7SW(VX

结构$用于指定新进程主

窗口启动时的显示

NSSTX2HPP

2

W(VXTR=FWX(&

>

S.%L9::W/1%.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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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
STX2HPP

2

W(VXTR=FWX(

结构$用于新

进程的表示信息

#&

其中
STX2HPP

2

W(VXTR=FWX(

结构定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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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9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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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X2HPP

2

W(VXTR=F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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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NH3S.%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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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建进程的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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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创建进程的主线程句柄

^[XT̂ MUS.%L9::Ŵ

&

$

新创建进程的
Ŵ

^[XT̂ MUF3.90MŴ

&

$

新创建进程的主线程
Ŵ

6

STX2HPP

2

W(VXTR=FWX(

&

其中
PF=TF7SW(VX

结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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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TF7SW(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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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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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结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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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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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字$在调用
2.90;9S.%L9::

前应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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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桌面名$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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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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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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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设置控制台进程的窗口标题

^[XT̂ MUA

&

$

新建窗口位置的
A

向坐标值

^[XT̂ MUa

&

$

新建窗口位置的
a

向坐标值

^[XT̂ MUAP6K9

&

$

新建窗口的
A

尺寸

^[XT̂ MUaP6K9

&

$

新建窗口的
a

尺寸

^[XT̂ MUA2%-/;230.:

&

$

用于设置控制台进程的一行的总字符数

^[XT̂ MUa2%-/;230.:

&

$

用于设置控制台进程的一列的总字符数

^[XT̂ MUV6&&=;;.6B-;9

&

$

用于设置控制台进程的字符颜色

^[XT̂ MUV&0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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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位$指定本结构各个成员的使用方式

[XT̂ UP3%U[6/M%U

&

$

创建新进程的
P3%U[6/M%U

的参数

[XT̂ LBT9:9.89M)

&

$

保留字段$应为
*

NSDaFH&

>

T9:9.89M)

&

$

保留字段$应为
(7NN

Z=(̂ NH3P;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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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程标准输入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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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程标准输出句柄

Z=(̂ NH3P;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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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进程标准错误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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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TF7SW(VX

$

3

NSPF=TF7SW(VX

&

系统创建的新进程完全独立于调用进程%但

是$如果用
2.90;9S.%L9::

函数创建进程成功$新进

程的相关句柄和
Ŵ

值可通过
STX2HPP

2

W(VXT?

R=FWX(

结构返回$通过进程句柄可获得新创建进

程的完全控制权%终止一个进程可调用
HJ6;S.%?

L9::

函数或
F9.I6/0;9S.%

4

.9::

函数$

HJ6;S.%L9::

函数可终止此进程的所有附属的
N̂N

和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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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间通信

[6/!)

所提供的进程间通信方式有
C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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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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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映射方式!

[R

2

2XS

-

=F=

系统消息方式!

S6

>

9

管道方式!

R06&:&%;:

邮件槽!

TS2

远程过程调用方式和
[6/M%U:P%LO9;:

网络套接字

方式)

!

*

%

在研究中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了
S6

>

9

管道来实

现进程间通信%

S6

>

9

是一种以先进先出的方式保存

一定数量数据的特殊文件%

S6

>

9

通信是高层的!基

于内存的通信系统&通信中$由系统提供再执行写操

作和读操作的进程之间的同步%在默认情况下$如

果一个进程试图写入一个已填满的管道$系统会自

动阻塞该进程$直到管道能够接收数据&如果试图读

一个空管道$进程会阻塞$直到有可读数据出现为

止&如果一个进程以读方式打开一个管道$而没有另

外的进程以写方式打开该管道$则同样会造成该进

程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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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系统
P9.89.

端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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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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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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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WRWFĤ

2

W(PF=(2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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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VP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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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后$系统
2&69/;

端就可通过一般的文

件
=SW

读写数据$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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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种$即命名
S6

>

9

和匿名
S6

>

9

%匿名

S6

>

9

是以句柄而不是以名字标识的$因此限制它只

能在同一台机器上通信$不能应用于网络&

S6

>

9

既可

单向通信也可双向通信$较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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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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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中的中介程序

研究的曲面造型系统中的细分基础理论算法模

块是在
$6:-0&2ee G

平台上对部分代码进行修

改!编译而成的
[6/!)

控制台程序"

[6/!)L%/:%&9

0

>>

&6L0;6%/

#$用户可以通过控制台字符命令运行这

个模块$对算法进行实时参数控制与调整%将其集

成到曲面造型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增加
[6/M%U:

风

格的
_7W

"

4

.0

>

36L-:9.6/;9.10L9

图形用户界面#程

序$用户通过界面程序向后台算法模块发送命令$算

法模块进行命令解释后$在其自有的图形窗口或者

系统的图形窗口显示执行结果$并将反馈信息发送

到终端控制台窗口上)

#

*

%

在前面的系统集成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_7W

方式的
[6/M%U:

程序没有控制台的
:;M6/

!

:;M%-;

"标准输入输出#之类的接口$如何将
_7W

方

式的
[6/M%U:

菜单命令和对话框中的参数传给
"

个控制台程序%

在研究中$利用.控制台程序可调用另一个控制

台程序并完成输入输出的重定向/这一特点)

@?G

*

$编

写了一个中介程序%这个中介程序调用细分算法模

块程序并定向该程序的输入接口$

_7W

界面程序将

该中介程序以后台进程方式启动$通过
S6

>

9

管道将

用户对界面程序的操作"鼠标和键盘的输入#信息即

时传给中介程序$中介程序再将信息发送到被重定

向的后台模块的
:;M6/

中$同时由界面信息提示面板

读取中介程序写入到反馈信息文件中的操作反馈信

息$从而实现用户和后台算法模块之间的人机交互%

使用后台进程可以保证信息在从
_7W

界面经中介

程序传到核心程序中时不影响用户正在进行的其他

操作)

C

*

"如图
" )

#%

图
"

!

造型系统模块结构

中介程序是用
2ee

语言编写的
[6/!)

控制台

程序%通过系统调用2

>

%

>

9/

"#函数$它可同时完成

创建子进程"细分理论算法模块#和输入输出重定向

图
)

!

中介程序工作流程

两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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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程序则使用一种特殊的命令

行方式调用中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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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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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程序提供的管道

句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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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程序自动将其转换为十进制数

字&

>

.%J

<

运行时将信息写入该句柄中$随后的内容

是
_7W

程序真正要执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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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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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此文件需要与主

界面执行程序和算法模块执行程序在同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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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NH

类型

61

"

0.

4

L

.

)

#

9J6;

2

1.69/M&

<

"#&

61

"4

:;.6LI

>

"

0.

4

8

)

"

*$

k 3k

##

5

!

61

"

0.

4

L

.

#

#

!!

9J6;

2

1.69/M&

<

"#&

!

3T90Mi

"

Z=(̂ NH

#

0;%6

"

0.

4

8

)

)

*#&

!

6i!

&

6

9&:9

!

6i"

&

$

提取要执行的命令

1%.

"&

6

.

0.

4

L

&

6ee

#

5

!

L%II0/M

2

&6/9ei0.

4

8

)

6

*&

!

L%II0/M

2

&6/9eikk

&

6

$

使用2

>

%

>

9/

创建子进程并重定向其标准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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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程序通过中介程序与算法模块通信的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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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用户命令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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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以.

$69U

/命令为例说明代码实现过程)

+?"*

*

%界

面按钮.

$69U

/的作用是用户点击后在图形显示窗口

显示细分几何模型%代码编写中$在.

$69U

/按钮的

X/2&6LO

事件中添加代码
P9/M2%II0/M

".

869U

<

/

/#$

消息提示面板从文件.

U0./6/

4

';J;

/中读取反馈信

息并显示即可$命令的传送!消息反馈等均自动实

现%采用中介程序的好处在于今后的细分算法模块

程序在扩充功能和执行效率优化后$只要保持其命

令关键字就可以在界面增加实现模块功能的菜单

项$程序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较好%图
!

是造型

系统中的系统集成流程%图
#

是课题组研制的细分

曲面造型系统界面截图$图
@

是采用此中介程序的

方法实现的另一个造型系统的后处理模块界面截

图$

)

个系统均已通过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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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造型系统流程图"系统集成部分#

图
#

!

曲面造型系统

图
@

!

处理后模块

:

!

结
!

语

研究提到的细分曲面造型系统是针对航空航天

领域复杂曲面的特殊设计要求而开发的$采用的是多

进程系统$通过管道!共享内存等进程间通信技术$灵

活地解决了为某些控制台程序方式模块而增加

[6/M%U:_7W

界面的问题%该应用具有实时性!灵活

性和可扩展性等特性$可以方便地进行系统集成和扩

充%笔者编写的中介模块代码经过适当修改后即可

应用于类似的控制台和
_7W

程序之间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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