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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与 ＶＢ．ＮＥＴ工程图
自动调整方法研究及应用

肖　雄，张晋西，张太绪，罗双宝，徐磅迤

（重庆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５４）

摘　　　要：参数化模型驱动后，与其关联的工程图自动更新时将出现视图布局不合理、视图比
例失调、尺寸标注混乱等问题。分析了目前视图比例及其位置调整方法的优缺点，提出了基于

视图对角线之差最小化及视图中心偏移量的调整方法，优化了视图比例调整。提出了基于尺寸

与视图相对位置及字符标记的调整方法，简化了尺寸调整过程。采用ＶＢ．ＮＥＴ及结合数据库技
术，实现了基于模板参数化驱动后工程图视图位置、视图比例及各种尺寸标注位置的优化调整，

智能化出图，提高了设计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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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参数化三维建模能极大地提高设计和绘

图效率，目前这类技术获得了较广泛的应用，但三

维模型参数化驱动后，与其关联的工程图自动更

新生成时将出现视图比例不合理、视图错位、尺寸

标注混乱等问题，因此，需对参数化驱动后的工程

图进行调整。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工程图调整技

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王涛等［１］根据水平与竖直尺寸的特点，提出一种

基于尺寸标注子集划分增量式尺寸自动布局算

法，实现了水平与竖直尺寸自动布局。黄飞等［２］

根据模板工程图中视图定位点坐标实现了视图位

置调整，同时提出一种基于尺寸图层分布的尺寸

调整方法。李志等［３］提出将参数化后视图包络框

对角线长度与模板视图对角线长度对比分析的方

法，实现了视图比例调整。张求星等［４］根据工程

图模板中视图包络框中心点坐标实现了视图位置

调整。贾鸿盛等［５～１０］提出一种基于尺寸类别和结

构的位置调整方法，实现了线性及角度尺寸的位

置调整。但这些方法对视图比例调整时会出现误

调等现象，部分尺寸无法调整及位置调整不合理

等问题。

针对当前工程图自动调优技术存在的不足，

在参考前人的基础之上，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完善

的视图比例调整方法、基于视图包络框中心点偏

移量的视图位置调整方法及基于尺寸与视图相对

位置及字符标记的调整方法。这些方法优化了工

程图的调整过程，实现了对三维模型参数化驱动

后工程图的自动调整及批量出图。

１　视图比例调整

本文将依据视图包络框对角线长度实现视图

比例调整。视图比例、视图位置及尺寸调整与视

图包络框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视图尺寸与

视图包络框之间无约束关系，若先尺寸调整，再视

图比例调整，包络框的大小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

尺寸位置再次混乱。因此，在参数化模型驱动后，

需以视图比例、视图位置、尺寸位置的先后顺序对

工程图进行调整。

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工程图中，包络框紧密嵌套在

视图周围且大小不可更改。包络线位置及其参数

如图１所示，其中点（Ｘｍｉｎ，Ｙｍｉｎ）及（Ｘｍａｘ，Ｙｍａｘ）分

别为包络框左下角及右上角坐标，坐标数据可通

过Ｖｉｅｗ对象中ＧｅｔＯｕｔｌｉｎｅ函数获得。视图对角线

长度计算如式（１）所示。

Ｌ＝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２＋（Ｙｍａｘ－Ｙｍｉｎ）槡

２ （１）

　　运用Ｖｉｅｗ对象中 ＧｅｔＮａｍｅ２函数可获得视图

名称。通过Ｖｉｅｗ对象中ＳｃａｌｅＲａｔｉｏ函数获得视图

当前比例，以及通过 ＵｓｅＳｈｅｅｔＳｃａｌｅ函数判断是否

采用图纸比例。在工程图模板制作完成后，通过

上述函数提取包络框对角点坐标、对角线长度、视

图比例及名称等信息，同时写入Ｅｘｃｅｌ数据库。

图１　视图包络线示意图及其参数

　　参数化模型驱动后，通过 Ｓｈｅｅｔ对象中 Ｇｅｔ

Ｖｉｅｗｓ函数获得所有视图。根据视图数组得到包

络框对角点坐标、对角线长度及视图比例等信息。

为解决视图比例失调问题，在依据图纸比例规则

下，提出更新后视图对角线长度与模板中该视图

对角线长度之差达到最小的调整方法。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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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所有对角线长度之差和的函数，即：

Ｆ＝∑
ｋ

ｉ＝１
Ｌ′ｉ
Ｖｓ
Ｖ′ｓ
－Ｌ( )ｉ ＋∑

ｍ

ｊ＝１
Ｌ′ｊ
Ｖｚｊ
Ｖ′ｚｊ
－Ｌ( )ｊ

（２）

式中：Ｌｉ、Ｌ′ｉ为采用图纸比例的视图更新前后视图

对角线长度，Ｖｓ为更新前图纸比例，Ｖ′ｓ为更新时

图纸比例，Ｌｊ、Ｌ′ｊ为采用自定义比例的视图更新前

后的视图对角线长度，Ｖｚｊ为更新前自定义比例，

Ｖ′ｚｊ为更新时的自定义比例，ｋ为采用图纸比例的

视图个数，ｍ为采用自定义比例的视图个数。从

而将视图比例的调整转化为求图纸比例及非图纸

比例来使函数Ｆ最小的优化问题。这样能避免对

采用图纸比例的视图依次调整时造成已调整视图

比例的再次失调。

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是模拟生物在自

然环境中的遗传和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自适应全

局优化搜索算法。因此，本文采用遗传算法求解

视图比例，求解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视图比例求解流程框图

　　在参数化模型驱动后，计算各视图对角线长

度，根据制图比例标准及当前图纸比例产生一组

图纸比例，根据各自定义视图当前比例产生相应

自定义比例数组，对图纸比例及自定义比例进行

相应编号，再进行对应编码产生初始种群。

通过式（２）计算适应度，采用“轮盘赌”方式

选择优良个体。该方法是一种基于比例的选择，

利用各个体适应度所占比例决定其子孙保留的可

能性。对选择的个体进行交叉及变异，若满足迭

代次数或最优个体适应度值的变化达到给定阈值

就停止运算。

根据求解结果得到需调整的视图名称及其比

例，通过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Ｖｉｅｗ及 ＳｃａｌｅＲａｔｉｏ函数调整需要

修改比例的视图。

２　视图位置调整

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工程图中，每个视图都有一个

定位点及一个包络框中心点。如果在视图中添加

草图，包络框将会自动调整大小以包括这些草图。

如果定位点Ｐ及中心点Ｏ在视图中处于如图３所

示位置，则会出现定位点与包络框中心点不重合

的现象，若将更新后的视图定位到模板视图定位

点，视图四周调整的增量将会不均匀。因此，采用

定位点增减包络框中心点偏移量的方法实现视图

位置的调整。

图３　定位点及中心点分布示意图

　　运用Ｖｉｅｗ对象中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函数获得视图定位

点。通过ＧｅｔＯｕｔｌｉｎｅ函数获得包络框对角点坐标，

并通过计算得到包络框中心点坐标（Ｘｃ，Ｙｃ），即：

Ｘｃ＝（Ｘｓ－Ｘｚ）／２

Ｙｃ＝（Ｙｓ－Ｙｚ）／
{ ２

（３）

式中：Ｘｚ、Ｙｚ分别为视图包络框左下角顶点的 Ｘ及

Ｙ坐标；Ｘｓ、Ｙｓ分别为视图包络框右上角顶点的 Ｘ

及Ｙ坐标。

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工程图模板制作完成后，运用

Ｖｉｅｗ对象中相应函数分别获取视图定位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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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及视图名称等信息，并储存到 Ｅｘｃｅｌ数据库中。

视图比例调整后，通过遍历方式获取视图名称及

包络框中心点坐标Ｏ′，然后将该视图名称与Ｅｘｃｅｌ

表中名称进行匹配，再将 Ｏ′与所匹配的视图名称

下包络框中心点坐标Ｏ进行比较。视图位置调整

示意图如图４所示，其中视图包络框中心点坐标

的偏移量ｘｌｅｎ、ｙｌｅｎ的计算如下所示：

ｘｌｅｎ ＝（Ｘｓ′－Ｘｚ′）／２－Ｘｃ
ｙｌｅｎ ＝（Ｙｓ′－Ｙｚ′）／２－Ｙ

{
ｃ

（４）

式中：Ｘｚ′、Ｙｚ′为参数化驱动后视图包络框左下角

顶点的 Ｘ及 Ｙ坐标，Ｘｓ′、Ｙｓ′为视图包络框右上角

顶点的Ｘ及Ｙ坐标。

图４　视图位置调整示意图

　　通过计算可得视图新的定位点Ｐ（Ｘｐ，Ｙｐ）。Ｐ

点坐标的计算为：

Ｘｐ ＝Ｘｐ′－ｘｌｅｎ
Ｙｐ ＝Ｙｐ′－ｙ

{
ｌｅｎ

（５）

式中：Ｘｐ′、Ｙｐ′分别为参数化模型驱动后视图定位

点的Ｘ及Ｙ坐标。

然后通过Ｖｉｅｗ对象中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函数将当前视

图定位到新定位点 Ｐ，从而实现对工程图中所有

视图位置的重新定位。

３　尺寸调整

参数化模型驱动后，工程图中的视图大小及

位置将发生变化，由于尺寸标注与视图之间不存

在几何约束关系，进而导致其与视图变化不同步，

将会出现如图５所示尺寸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为

解决上述问题，在基于参数化模板工程图的前提

下，提出新的调整思路：根据尺寸类型及布局特

点，记录下模板工程图布局合理时尺寸与包络框

或基准点的相对位置，将数据记录于 Ｅｘｃｅｌ中，在

参数化更新后，利用这些数据与包络框对角点或

基准点坐标计算出尺寸标注的坐标，最后实现尺

寸标注自动调整。

图５　视图布局问题示意图

３．１　尺寸类型、结构及布局

在工程图中，尺寸标注以水平尺寸与竖直尺

寸所占比例最大，此外还有角度及倾斜尺寸标注

等。尺寸标注是由延伸线、尺寸文本线、尺寸文本

及箭头等元素所组成，尺寸结构及其组成如图 ６

所示。

图６　尺寸结构及其组成示意图

　　在工程图中，尺寸标注位置将会因视图具体

形状的不同而不同。通过对整个视图尺寸布局特

征的研究，尺寸布局可分为如图７所示两种情况。

虚线为视图包络框，一种情况是尺寸布置在包络

框外部，另一种情况则是尺寸布置在包络框内部。

而对于角度及倾斜等类型的尺寸也可归为这两种

情况。

１２１肖　雄，等：基于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与ＶＢ．ＮＥＴ工程图自动调整方法研究及应用




图７　尺寸布局分布示意图

３．２　尺寸调整原理及参数计算
尺寸调整是利用工程图更新前尺寸的位置坐

标来对更新后的尺寸位置进行调整的过程。尺寸

标注之间的重叠及干涉等布局问题可简化为如图

８所示的问题模型。为使 Ｄ１、Ｄ２之间不产生重叠
及干涉，根据尺寸标注要求，间距 Δｌ保持在 ５～
１０ｍｍ，且Ｄ１与Ｄ２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变。在制作
工程图模板时尺寸之间的间距就已相对固定，参

数化更新后只需保证尺寸间距与更新前尺寸间距

相等就可使尺寸间不出现重叠及干涉。

图８　尺寸布局模型示意图

　　尺寸标注之间的间距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中无法直
接获取，需通过计算获得。包络框会随视图大小

变化而自动调节且始终围绕在视图周围。因此，

水平及竖直尺寸间距 Δｄ的计算将转化为如图９
所示Δｈ及Δｖ计算。尺寸文本线与尺寸延伸线末
端距离在参数化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从而对于

倾斜尺寸标注只需使更新前后尺寸延伸线长度不

变就能实现合理布置。

图９　尺寸布局参数示意图

　　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工程图中，对于不带延伸线的
线性、角度、直径及半径标注，因尺寸文本线端点

与尺寸基准点重合，使文本线能够随视图变化自

动协调，从而不需调整。

在工程图模板制作完成之后，首先通过 ＩＤｉｓ
ｐｌａ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对象中的 Ｔｙｐｅ２函数对尺寸进行类
别判断，若为线性尺寸，再通过 ＧｅｔＡｒｒｏｗＨｅａｄＡｔＩｎ
ｄｅｘ和 Ｇｅｔ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３函数分别获取尺寸箭头顶
点坐标及尺寸标注中所有直线端点坐标，从而判

断该线性标注有无延伸线，若有尺寸延伸线，再通

过Ｇｅｔ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３函数获取线性尺寸及角度尺寸
的一条延伸线两端点坐标，起始坐标记为（Ｘｑ，
Ｙｑ），终点坐标记为（Ｘｍ，Ｙｍ），尺寸文本线中心点
坐标通过Ｇｅ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函数获得，记为（Ｘｃ，Ｙｃ）。通
过ＧｅｔＯｕｔｌｉｎｅ函数可分别获取视图包络框左下角
及右上角顶点坐标，记为（Ｘｚ，Ｙｚ）和（Ｘｙ，Ｙｙ）。

对于线性尺寸，若尺寸延伸线两端点坐标满

足式（６），则为水平尺寸，若满足式（７），则为竖直
尺寸，否则为倾斜尺寸。

Ｘｚ＝Ｘｙ （６）
Ｙｚ＝Ｙｙ （７）

　　对于竖直线性尺寸，若满足式（８），则该尺寸
布置在包络框左侧，若满足式（９），则该尺寸布置
在包络框右侧。若尺寸在包络框左侧，Δｖ的计算
如式（１０）所示，并用 Ｘ０标记，若尺寸在包络框右
侧，Δｖ的计算如式（１１）所示，并用Ｘ１标记。

Ｘｃ≤Ｘｚ （８）
Ｘｃ≥Ｘｙ （９）

Δｖ＝Ｘｚ－Ｘｃ （１０）

Δｖ＝Ｘｃ－Ｘｙ （１１）
　　对于水平线性尺寸，若满足式（１３），则该尺寸
布置在包络框上侧，若满足式（１２），则该尺寸布置
在包络框下侧。若尺寸在包络框上侧，Δｈ的计算
如式（１５）所示，用Ｙ０标记，若尺寸在包络框下侧，

Δｈ的计算如式（１４）所示，用Ｙ１标记。
Ｙｃ≤Ｙｚ （１２）
Ｙｃ≥Ｙｙ （１３）

Δｈ＝Ｙｚ－Ｙｃ （１４）

Δｈ＝Ｙｃ－Ｙ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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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竖直尺寸，若满足式（１６），则尺寸布置在

视图内部，尺寸文本线中心点到基准点距离Δｈ的

计算如式（１８）所示，同时用 ＸＹ０标记。对于水平

尺寸，若满足式（１７），则尺寸布置在视图内部，尺

寸文本线中心点到基准点距离 Δｖ的计算如式

（１９）所示，同时用ＸＹ１标记。

Ｘｚ＜Ｘｃ＜Ｘｙ （１６）

Ｙｚ＜Ｙｃ＜Ｙｙ （１７）

Δｈ＝Ｘｑ－Ｘｃ （１８）

Δｖ＝Ｙｑ－Ｙｃ （１９）

　　对于倾斜的线性尺寸，用 Ｑｘ标记，若延伸线

两端点坐标满足式（２０），则用Ｘｕ１标记，若满足式

（２１），则用Ｘｕ２标记，若满足式（２２），则用Ｘｂ１标

记，若满足式（２３），则用 Ｘｂ２标记，延伸线长度 ｌ

的计算如式（２４）所示。

Ｙｍ ＞Ｙｑ
Ｘｍ ＞Ｘ

{
ｑ

（２０）

Ｙｍ ＞Ｙｑ
Ｘｍ ＜Ｘ

{
ｑ

（２１）

Ｙｍ ＜Ｙｑ
Ｘｍ ＜Ｘ

{
ｑ

（２２）

Ｙｍ ＜Ｙｑ
Ｘｍ ＞Ｘ

{
ｑ

（２３）

ｌ＝ （Ｘｍ －Ｘｑ）
２＋（Ｙｍ －Ｙｑ）槡

２ （２４）

　　对于角度尺寸，用Ｊｄ进行标记，通过ＩＤｉｓｐｌａｙ

Ｄａｔａ对象中ＧｅｔＬｉｎｅＣｏｕｎｔ函数判断角度尺寸是否

有延伸线，若没有延伸线，则不需记录尺寸位置信

息，若有延伸线，通过Ｇｅｔ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３函数获取延

伸线起始点坐标，记为（Ｘｑ，Ｙｑ），计算出尺寸文本

线中心点与起始点的相对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Δｘ＝Ｘｑ－Ｘｃ
Δｙ＝Ｙｑ－Ｙ

{
ｃ

（２５）

　　在计算尺寸标注相对位置数据时，需通过

ＧｅｔＦｕｌｌＮａｍｅ函数获取尺寸全名，以便尺寸调整时

进行尺寸名称匹配。在尺寸标注相对位置数据计

算完成后，需将其储存在表格中作为工程图更新

后尺寸调整的数据依据。对于水平及竖直线性尺

寸，表格第１行储存尺寸全名，第２行储存该尺寸

相对位置数据，第３行储存该尺寸标记字符。对
于倾斜的线性尺寸，表格前３行储存的数据跟水
平线性尺寸一样，另外在表格第４行需储存方位
标记字符。对于角度尺寸标注，表格的第１行储
存尺寸全名，第２行储存 Δｘ，第３行储存 Δｙ，第４
行储存该尺寸的标记字符。

３．３　尺寸位置调整
本文将通过遍历及结合尺寸相对位置的方式

实现尺寸调整。先通过 ＧｅｔＯｕｔｌｉｎｅ函数获取视图
左下及右上对角点坐标，并将这两点坐标赋值给

Ｏｂｊｅｃｔ类型变量Ｚｘ及Ｙｓ，然后通过 Ｉ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对象中的Ｔｙｐｅ２函数判断该尺寸类别，若该尺
寸为线性或角度尺寸，再通过ＧｅｔＦｕｌｌＮａｍｅ函数获
取尺寸全名，并将其赋值给Ｓｔｒｉｎｇ类型变量 ｎａｍｅ，
然后定义循环，查找对应数据表中尺寸全名并与

ｎａｍｅ变量匹配，若不相等，重复匹配操作，若相
等，则提取该尺寸相对位置数据及尺寸标记字符，

然后跳出循环。

文本线中心点新定位点Ｐ记为（Ｘｎ，Ｙｎ），若该
尺寸标记字符与Ｘ０匹配，再通过 ＧｅｔＡｒｒｏｗＨｅａｄＡ
ｔＩｎｄｅｘ２函数获取尺寸线上两端箭头顶点坐标，分
别记为（Ｊｘ０，Ｊｙ０）及（Ｊｘ１，Ｊｙ１），则 Ｐ点坐标计算公
式为：

Ｘｎ ＝Ｚｘ（０）－Δｖ

Ｙｎ ＝（Ｊｙ０＋Ｊｙ１）／
{ ２

（２６）

　　若该尺寸的尺寸标记字符与Ｘ１匹配，则Ｐ点
坐标计算公式为：

Ｘｎ ＝Ｙｓ（０）＋Δｖ

Ｙｎ ＝（Ｊｙ０＋Ｊｙ１）／
{ ２

（２７）

　　若该尺寸标记字符与 Ｙ０匹配，再通过 ＧｅｔＡｒ
ｒｏｗＨｅａｄＡｔＩｎｄｅｘ２函数获取尺寸线上两端箭头顶点
坐标，分别记为（Ｊｘ０，Ｊｙ０）及（Ｊｘ１，Ｊｙ１），则 Ｐ点坐标
计算公式为：

Ｘｎ ＝（Ｊｙ０＋Ｊｙ１）／２

Ｙｎ ＝Ｚｘ（１）－Δ
{ ｈ

（２８）

　　若该尺寸的尺寸标记字符与 Ｙ１匹配，则 Ｐ点
坐标计算公式为：

Ｘｎ ＝（Ｊｙ０＋Ｊｙ１）／２

Ｙｎ ＝Ｙｓ（１）＋Δ
{ ｈ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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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该尺寸标记字符与 ＸＹ０匹配，再通过

ＧｅｔＡｒｒｏｗＨｅａｄＡｔＩｎｄｅｘ２函数获取尺寸线上两端箭

头顶点坐标，分别记为（Ｊｘ０，Ｊｙ０）及（Ｊｘ１，Ｊｙ１），并通

过 Ｇｅｔ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３函数获取延伸线起始点坐标，

记为（Ｘｑ，Ｙｑ），则Ｐ点坐标的计算公式为：

Ｘｎ ＝Ｘｑ－Δｖ

Ｙｎ ＝（Ｊｙ０＋Ｊｙ１）／
{ ２

（３０）

　　若该尺寸的尺寸标记字符与 ＸＹ１匹配，则 Ｐ

点坐标的计算公式为：

Ｘｎ ＝（Ｊｘ０＋Ｊｘ１）／２

Ｙｎ ＝Ｙｑ－Δ
{ ｈ

（３１）

若该尺寸标记字符与Ｑｘ匹配，则表明该尺寸为倾

斜线性尺寸标注，先通过 Ｇｅｔ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３函数获

取一条延伸线起始点与终点坐标，记为（Ｘｑ，Ｙｑ）及

（Ｘｍ，Ｙｍ），为保证延伸线长度不变，该延伸线新的

终点坐标记为（Ｘｍｎ，Ｙｍｎ），其计算公式如式（３２）所

示，若尺寸方向标记字符为 Ｘｕ１，式中 Ｘｍｎ处取加，

Ｙｍｎ处取加，若为Ｘｕ２，式中 Ｘｍｎ处取减，Ｙｍｎ处取加，

若为Ｘｂ１，式中Ｘｍｎ处取减，Ｙｍｎ处取减，若为 Ｘｂ２，式

中Ｘｍｎ处取加，Ｙｍｎ处取减。

Ｘｍｎ ＝Ｘｑ±ｌ
１

１＋ Ｙｍ －Ｙｑ
Ｘｍ －Ｘ

( )
ｑ槡
２

Ｙｍｎ ＝Ｙｑ±
Ｙｍ －Ｙｑ
Ｘｍ －Ｘｑ

ｌ２

１＋ Ｙｍ －Ｙｑ
Ｘｍ －Ｘ

( )
ｑ槡















２

（３２）

　　再通过Ｇｅｔ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３函数获取该尺寸标注

另一条延伸线起始点坐标，分别记为（Ｘｑ′，Ｙｑ′），由

于倾斜尺寸的２条延伸线平行且长度相等，因此

该条延伸线起始点的偏移量也为 Δｘ及 Δｙ，新的

终点坐标记为（Ｘｍｎ′，Ｙｍｎ′），其计算方法同上。

然后该尺寸标注的尺寸文本中心点新定位点

Ｐ的计算公式为：

Ｘｎ ＝（Ｘｍｎ＋Ｘ′ｍｎ）／２

Ｙｎ ＝（Ｙｍｎ＋Ｙ′ｍｎ）／
{ ２

（３３）

　　若该尺寸的尺寸标记字符与 Ｊｄ匹配，则通过

ＧｅｔＬｉｎ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３函数获取延伸线起始点坐标，则Ｐ

点坐标的计算公式为：

Ｘｎ ＝Ｘｑ－Δｘ

Ｙｎ ＝Ｙｑ－Δ
{ ｙ

（３４）

　　通过Ｓｅ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函数将尺寸文本线中心点定

位到点Ｐ，再通过ＣｅｎｔｅｒＴｅｘｔ函数对尺寸文本进行

居中。

４　实例应用效果

本文以风机塔筒的平台底板为例，通过 Ｓｏｌｉｄ

Ｗｏｒｋｓ三维设计软件进行参数化设计，根据上述工

程图调整方法，利用 ＶＢ．ＮＥＴ平台及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ＡＰＩ接口编写程序对底板参数化驱动后的工程图

进行自动调整。底板参数化设计后驱动工程图更

新，如图１０所示，视图比例失调，视图位置发生偏

移，从而导致视图间或视图与图框产生干涉。线

性及角度尺寸文本线出现重叠，部分尺寸文本线

位于视图内部的错误情况，线性及角度尺寸延伸

线过长且部分尺寸文本严重错位。

视图比例调整关键代码如下：

ｓｗｄｒａｗ．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Ｖｉｅｗ（Ｎａｍｅ）′激活指定视图

ｓｗｖｉｅｗ＝ｓｗｄｒａｗ．Ａｃｔｉｖ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Ｖｉｅｗ′获取激

活的视图

Ｄｉｍｓｃａｌ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ｗｖｉｅｗ．ＳｃａｌｅＲａｔｉｏ′获取

视图当前比例

ｓｃａｌ＝ｓｃａｌ＿ｇ′比例赋值

ｓｗｖｉｅｗ．ＳｃａｌｅＲａｔｉｏ＝ｓｃａｌ′重设视图比例

视图位置调整关键代码如下：

ｓｗｖｉｅｗ＝ｓｗｄｒａｗ．ＧｅｔＦｉｒｓｔＶｉｅｗ′获取第一个

视图

Ｄｉｍｐｏｓｉ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ｗｖｉｅｗ．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获取视

图当前位置坐标

ｐｏｓｉ（０）＝ｐｏｓｉ（０）－ｘｌｅｎ′计算视图定位点

Ｘ坐标

ｐｏｓｉ（１）＝ｐｏｓｉ（１）－ｙｌｅｎ′计算视图定位点

Ｙ坐标

ｓｗｖｉｅｗ．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ｏｓｉ′设置视图位置

ｓｗｖｉｅｗ＝ｓｗｖｉｅｗ．ＧｅｔＮｅｘｔＶｉｅｗ（）′获取下一个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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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调整关键代码如下：

ｓｗｖｉｅｗ＝ｓｗｄｒａｗ．ＧｅｔＦｉｒｓｔＶｉｅｗ

ｓｗｄｉｓｐｄｉｍ＝ｓｗｖｉｅｗ．ＧｅｔＦｉｒｓｔ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获取第一个尺寸

ｓｗａｎｎ＝ｓｗｄｉｓｐｄｉｍ．Ｇｅｔ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获取尺

寸注释

ｓｗａｎｎ．Ｓｅ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ＸＹ（０），ＣｅｎｔｅｒＸＹ

（１），０）′设置尺寸位置

ｓｗｄｉｓｐｄｉｍ ＝ｓｗｄｉｓｐｄｉｍ．ＧｅｔＮｅｘｔ５（）′获取下

一个尺寸

ｓｗｖｉｅｗ＝ｓｗｖｉｅｗ．ＧｅｔＮｅｘｔＶｉｅｗ（）

编写的工程图调整程序能一键且批量处理参

数化设计后的工程图，快速准确地调整工程图。

运行工程图调整程序对底板工程图进行调整，调

整结果如图１１所示，视图比例、视图布置及尺寸

位置出现的问题均已解决。

图１０　模型参数化驱动后的工程图结果示意图

图１１　调整后的工程图结果示意图

５　结论

本文中研究了目前三维产品参数化驱动后工

程图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提出了基于模板工程图

的调优方法。利用 ＶＢ．ＮＥＴ平台及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ＡＰＩ实现了参数化驱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模型后与其关

联的工程图中视图布局及比例、尺寸位置等优化

调整。采用本文的工程图调整方法可减少人工的

调整过程，在满足工程图质量的同时，缩短了调整

优化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对工程图批量化处理的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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