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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综合考虑参数化零件图的复制和对装配图中零件图的计算机识别的基础上, 构造了装配图的参

数化修改模型; 结合基于深度测试的装配消隐算法阐述了一种基于参数化零件图的二维装配图修改技术。实

际应用结果表明, 由此技术生成的装配图可进行参数化尺寸驱动修改, 并且在装配图的构建过程中也可动态

尺寸驱动修改零件图, 从而使装配图的生成和修改变得方便和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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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m ethod of copying param etric part draw ing and the m ethod

of recogn izing differen t part draw ing in a assem b ly draw ing, a k ind of model on modifying

assem b ly draw ing is con structed. Com b in ing w ith the calcu la t ing m ethod of h ide based on

dep th m ethod m easu re, the techno logy of modifying 2D assem b ly draw ing based on

param etric part draw ing is p resen ted. T he app lica t ion to th is techno logy test if ied: no t on ly

the assem b ly draw ing can be dim en sionally driven, bu t the part draw ing can be

dim en sionally driven du ring the cou rse of con struct ing assem b ly draw 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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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零件图的参数化绘制技术已趋于成熟, 其突出优点是可以通过尺寸驱动修改图形,

从而为系统化产品零件图的设计和绘制提供了方便。由零件图拼装生成装配图的技术亦较为

完善, 使装配图的出图速度大大加快, 但距离实现装配图的参数化尚远, 因此装配图的修改只

能由手工完成。

实现装配图参数化修改的思路是: 用参数化零件图拼装生成装配图, 并在装配图中保留零

件图的参数化功能, 这样便可通过参数化修改零件图实现装配图的参数化修改, 从而在一定意

义上实现了装配图的参数化修改。要想在装配图中保留零件图的参数化功能, 零件图的信息必

须是完整的。传统的装配图自动生成技术需要裁剪参与装配的零件图的图元[1 ] , 破坏了零件图

信息的完整性, 使得零件图的参数化功能失效, 无法实现装配图的参数化修改。探索一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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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修改装配图的方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二维装配图参数化修改的基本原理

二维装配图的参数化修改是建立在零件图参数化修改

的基础上的, 通过修改零件图完成装配图的修改, 修改过程

如图 1 所示。分析此过程可不难理解, 要使组成装配图的零

件图能够参数化修改, 首先要保证零件图不被裁剪。文献

[ 2 ] 提出了基于深度测试的装配消隐技术, 即利用

A u toCAD 中的三维功能完成二维消隐, 零件图的完整性不

会被破坏, 所以基于深度测试的装配消隐技术是完成装配

图参数化修改的基础。其次, 由于装配图由多个零件图组

成, 装配图的参数化信息文件也就由多个零件图参数化文

件构成, 系统如何正确识别用户点选的零件并将对应的零

件图的参数化信息调入内存是完成装配图参数化修改的关

键。

2　装配图参数化修改的关键技术

211　系统对装配图中零件图的识别及装配图参数化修改模型的建立

在A u toCAD 中, 从装配图中识别零件图有 2 种方法。第 1 种是将零件图做成图块并给图

块赋予一固定名称; 但图块无法实现参数化功能, 而且在进行装配消隐运算时也必须将块“打

碎”, 因此该方法不适用。第 2 种方法是利用实体句柄来识别。在A u toCAD 中, 实体句柄和实

体图形是一一对应的, 而且在该实体的生存期间不会改变。笔者开发的零件图参数化系统是采

用实体句柄来识别图形元素的, 为取得一致, 在此也采用实体句柄来识别零件图。这样, 装配图

的参数化修改模型可用一复合嵌套链表结构表示。

下面直接给出链表结点的结构体。

st ruct PartL ist { ∥构成装配图的零件图

char PartN am e[ 20 ]; ∥零件名称

st ruct En tL ist 3 En tL istH ead; ∥实体句柄链表头结点

ads po in t In sertP ts; ∥零件图的插入点

st ruct PartL ist 3 nex t;

};

st ruct En tL ist { ∥构成零件图的实体

st ruct L ineL ist 3 L ineL istH ead; ∥直线链表头结点

st ruct A rcL ish 3 A rcL istH ead; ∥圆弧链表头结点

st ruct C irL ist 3 C irL istH ead; ∥圆链表头结点

st ruct En tL ist 3 nex t;

};

st ruct L ineL 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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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En tH andle [ 20 ]; ∥实体句柄

char L ayer[ 10 ]; ∥实体所在层

ads rea l a lf; ∥直线和水平轴的夹角

ads po in t StartP ts, EndP ts; ∥直线的起止点

st ruct D imCon stra in 3 D imCon stra inH ead; ∥尺寸约束链表头结点

st ruct StructCon stra in 3 StructCon stra inH ead; ∥结构约束链表头结点

st ruct L ineL ist 3 nex t;

};

具体识别零件时, 程序遍历该复合嵌套链表, 就可确定所选零件, 从而将对应的结构约束

和尺寸约束信息调入内存, 为用户修改零件图做好准备。

212　参数化零件图的插入和复制

装配图参数化修改的基本要求是, 装配图参数化修改模型中含有完整的零件图参数化信

息, 而在零件图的参数化模型中, 结构约束和尺寸约束是通过实体句柄构建起来的[3 ]。在

A u toCAD 中, 实体句柄和实体是一一对应的, 这样零件图中的某一图元和装配图中与之对应

的图元的实体句柄绝不相同, 所以装配图和零件图很难共享同一参数化信息文件。为此需要考

虑在拼装装配图时如何将零件图的参数化信息 (结构约束关系和尺寸约束关系)复制到装配图

的参数化文件中去。

出于尺寸驱动修改图形的需要, 在零件图的参数化模型中包含零件图的插入点和图形实

体的特征点 (如直线的起点和终点坐标, 圆的圆心坐标和半径) 及其他诸如线型、层之类的参

数。依据这些参数可以重新构建该图元, 新构建的图元和参数化模型中记录的图元仅仅是实体

句柄的不同, 因此将参数化零件图插入到装配图中去的过程就是利用特征点等信息重建零件

图的过程。每画一个图元实体, 就要及时获取该实体句柄, 并更改零件图参数化模型中记录的

句柄。这样, 零件图重建完毕, 零件图参数化文件便也复制完毕。下面给出此段程序:

CalN o (p , &len) ; ∥计算零件图中图元的数量

fo r ( i= 0; i< len; i+ + ) {

　　D raw En t (p , &i) ; ∥根据第 i 个结点中记录的实体信息重建该实体

　　GetH andle (handle) ; ∥获取刚才所画实体的句柄存入 handle 中

　　p 2= (st ruct st ructcon stra in 3 ) m alloc (sizeof (st ruct st ructcon stra in) ) ;

　　Con stra inCopy (p 2, p ) ; ∥将零件图参数化模型中记录的约束关系复制到新链表中

　　st rcpy (p 22〉handle, handle) ; ∥更改句柄名称

　　fw rite (p 2, sizeof (st ruct st ructcon stra in) , 1, fp ) ; ∥写入文件

　　free (p 2) ;

}

不难理解, 用该方法插入 (或复制) 的任何零件图均是参数化的, 可立即进行参数化修改,

不必再调用参数化程序对该图形进行参数化。

213　装配图的消隐处理

前已述及, 本模块的消隐处理过程参考了文献[ 2 ]: 首先利用 boundary 命令自动识别覆盖

图形内外轮廓; 其次从被覆盖图形中找出 z 坐标最大值 zm ax , 将 zm ax加 1 后赋值给覆盖图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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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实体 (包括边界环多义线) ; 然后分别将内外轮廓多义线定义成“域”, 调用布尔“差”从外

轮廓线生成的“域”中减去所有内轮廓边界线生成的“域”; 最后直接调用A u toCAD 的H ide 命

令实现消隐。该方法的突出优点是利用H ide 命令消隐后的图形没有破坏被覆盖图形的完整

性, 从而为实现装配图的参数化修改提供了方便。

3　结束语

依据本文所述原理, 笔者在A u toCAD R 14 上开发了一试验性的参数化装配图生成模块。

利用A u toCAD 生成的零件图经参数化后, 可直接插入到装配图中, 零件图的参数化信息同时

复制到装配图参数化信息文件中。程序运行结果表明, 这样生成的装配图可进行参数化尺寸驱

动修改, 在装配图的构建过程中亦可动态尺寸驱动修改零件图, 这就使得装配图的生成和修改

非常方便、直观。

参 考 文 献

1　陆国栋. CAD 中任意复杂装配图成图原理.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1995, 7 (2) : 153～ 158

2　梅树立, 王泽林, 田竹友, 等. 基于深度测试的二维图形消隐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 1999, 14 (2) : 38

～ 41

3　梅树立. 基于约束分析的工程图参数化设计 (视图联动) 及装配图 CAD 的研究: [学位论文 ]. 北京: 中国农

业大学, 1999

67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0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