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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入门入门入门：：：：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术语“PC-
DMIS”源自缩写词“DMIS
”，代表：尺寸测量接口
标准。 

PC-DMIS for Windows 
是一种功能全面的几何测量软件包。该软件包将测量零件时所需的高级命令转换成驱动

坐标测量机 (CMM) 所需的详细步骤。PC-DMIS for Windows 采用 Microsoft 的 Windows 
界面来创建和执行零件程序。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下拉菜单、对话框和图标开始测量过

程。PC-DMIS 
界面的多功能性还为自定义软件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以便满足个人的特定需要。 

 

设计 PC-DMIS for Windows 的主要目标是的活的便于用户使用。为达到为为目标，PC-
DMIS 
提供了一个的活的环境，允许实时允正错误，而其它几何软件包则需要而长、乏乏的调试
过程。该软件包基于该，从而从从了分析和解释 CMM 测量结果的需要。在 CMM 
上进行零件编程所使用的上术是顺向并的系统的（如果有如验）。本手册并本本试完整说
明尺寸检查过程。如果需要了解有关尺寸检查基如如识的其它信息，请与 Brown & Sharpe 
代表联系。 

我我我我我我我使用 PC-
DMIS，并发现为是一种强大有并的工具。如果有如何建如或如如，请通如我我。我我我不
断断找改进断断的方法。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版本增强 

•  手册的组织 

•  CAD 链接 

•  使用鼠标 

•  自动化 PC-DMIS 

•  软件配置 

版本增强版本增强版本增强版本增强 
该主题简要介该本版本 PC-DMIS 
新的增强功能。必要时，我可以查您相应的部分，获获有关新增强功能的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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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使用以下新支持的语言的 PC-DMIS 及其附及的文档： 

•  中文 

•  日文 

•  韩文 

有关使用不同语言显示 PC-DMIS 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更改语言 。“ ” “ ”  

用户界面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使用新的用户界面布局和菜单结构。要查找该新用户界面中的菜单选项或
对话框，请按请 使用导航图 部分提供的说明操作。“ ”  

•
 自定义菜单、工具栏和快捷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中“ ”
的 自定义用户界面 。“ ”  

•  使 编辑 窗口窗窗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上或窗窗在屏幕的窗部、底部或两底。“ ” “ ”  

•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查看相关零件程序中的特征。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 “
特征列表 框 。‘ ’ ”  

文件选项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向 DMIS 
输出文件发送 编辑 窗口的内窗时，将测定特征和关联的公差一同保存在一个“ ”
输出文件中。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作为“ ” “  DMIS 输出文件输出 。”  

•  导入文件的速度比以前的版本更快。 

•  将一个 CAD 
文件与多个零件程序关联。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为多个零件程序“ ” “
引用一个 CAD 文件 。”  

•  导入 STL 文件。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STL 文件 。”  

•  导入 CATIA 文件。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CATIA 文件 。”  

•  导入 Pro/ENGINEER 文件。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Pro/ENGINEER 文件 。”  

•  导入 Unigraphics 文件。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Unigraphics 
文件 。”  

•  导入 MMIV 文件。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MMIV 文件 。”  

•  从指定 DCI 内所有可用的坐标系统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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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和从模式的光标位置开始执行。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执行“ ” “
零件程序 。”  

外部命令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使用浏览按钮选择外部命令。 

•  确定在执行外部命令时 PC-DMIS 
是否显示消息框。该消息框我该窗零件程序的序序执行，直到我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参请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的 插入外部命令 。“ ” “ ”  

测头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对测头更换架中的所有测头执行自动测头校验。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自“ ” “
动校验测头 。”  

•  执行自动测尖校验。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自动校验单个测尖 。“ ” “ ”  

•
 为测头校验创建命名的参数集。使用户可以保存特定的校验信息（例如例
近距离、移动速度），并将为为信息与特定的测头文件关联。参请 定义硬件“ ”
部分的 参数集 。“ ”  

•  预览当前的测头配置，包此分量、AB 角度位置以及角测头绘图的一般 3D 
旋转。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预览测头配置 。“ ” “ ”  

•  校验测头时使用新模式 ManDCC。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系统模式 。“ ” “ ”  

•  查看有关校验 Faro 测臂的测头的新文档。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 “Faro - 
测头校验功能 。”  

•  只需单击鼠标即可从网格为测头添加新的 AB 
角度。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使用鼠标选择角度 。“ ” “ ”  

•  将现有测头文件保存为与以前版本的 PC-DMIS 
兼窗的格式。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文件格式 。“ ” “ ”  

建坐标系功能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很窗很确定很为轴对很定义创建的坐标系无约很。 

•  执行最佳拟合例程，并重新刺穿 CAD，找到更找的标称值。 

•  按 F9 键，通过对话框编辑 SAVE/ALIGNMENT 命令。 

•
 控制在 设置 工具栏的 坐标系 列表中显示的坐标系。参请 使用工具栏“ ” “ ” “ ”
部分的 坐标系 列表 。“‘ ’ ”  

有关为为增强的信息，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 ”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4 

统计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使用 数据库向导 可以很窗很创建或注册“ ”  ODBC 兼窗的数据库。 

•  使用 PC-DMIS 内置的第内方统计软件包。  

•  随时将 XSTATS11.TMP 文件中的统计数据发送到如何 ODBC 数据库。 

•  随时删除 XSTATS11.TMP 
文件。参请 跟踪统计数据 部分的 删除当前统计文件 。“ ” “ ”  

•  可以设置对跟踪字段值中可以输入的字符数的限制。 

•  查看有关统计的更新文档。新项目包此引导我完成使用 SPC-Light 
捕获和显示统计数据的过程的教程。还包此有关使用还种 SPC 
图表显示统计数据的深入介该文档。 

参请 功能 部分的 使用“ ” “  SPC-Light 管理统计 教程、 访问或读取” “  SPC 数据库 主题和 创建” “  
SPC 统计图表 主题。”  

工具栏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使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上简化的类似 Tutor 的用户界面快速执行大多数 PC-DMIS 
标准例程。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的 快速启动 工具栏 。“ ” “‘ ’ ”  

•  可以通过自定义程序或现有的 PC-DMIS 
例程创建自例的工具栏，也可以修改现有的工具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自定义用户界面 。” “ ”  

•
 使用新的 布局 工具栏存储 编辑 窗口的位置和工具栏的布局。参请 使用“ ” “ ” “
工具栏 部分的” 窗口布局 工具栏 。“‘ ’ ”  

构造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构造椭圆特征。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的 构造椭圆特征 。“ ” “ ”  

•
 构造椭圆和直线之间的交点。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的 构造“ ” “
交点 。”  

•
 通过扫描构造弧和直线。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的 通过扫描“ ” “
的一部分构造弧 。”  

•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显示相关零件程序中的构造特征。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 ”
分的 特征列表 框 。“‘ ’ ”  

标注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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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对称标注。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对称性 。“ ” “ ”  

•
 确定如何在 编辑 窗口中执行或显示 位置真值 偏差。参请 标注特征 部“ ” “ ” “ ”
分的 偏差 。“ ”  

•
 保存 位置真值 标注的基准条件的状态，以便重复标注类似的特征。在 标“ ” “
注特征 部分的 实体条件 主题中查看有关” “ ” 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的文档。 

•  轮廓标注使用片区扫描时，直接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CAD 
模型上显示模色轮廓线图。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显示轮廓线图 。“ ” “ ”  

•  让 PC-DMIS 
查找查及两个特征的斜度标注使用的标称参考角度。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 “
参考角度 。”  

此外，PC-DMIS 还我自动完成以下如务： 

•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显示相关零件程序中的尺寸。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 “
特征列表 框 。‘ ’ ”  

•  仅显示适合我正处理的尺寸的特征或尺寸类型。 

•
 在报告中仅显示处于已定义公差的特定在分比以内的尺寸。参请 设置首“
选项 部分的 定义 编辑 窗口布局 主题中介该的” “ ‘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内内内内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 

•  在在在模式下更新基如尺寸时，强制重绘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和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 

薄壁件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控制在自动特征中圆槽上测量的每个半径的数值。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 ”
分的 创建自动圆槽 主题。“ ”  

•
 对框选的一组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点）使用 查找矢量“ ”（矢量点）。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矢量点的查找矢量 主题。” “ ”  

•
 单击高高高高级级级级和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按钮分别显示或按按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上的复杂选项。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高级“ ” “ /基本按钮 主题。”  

•
 直接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编辑特定自动特征的特征触测。参请 创建自动特“ ” “
征 部分的 显示自动特征的触测 主题。” “ ”  

扫描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执行旋转扫描。参请 扫描零件 部分的 执行旋转高级扫描 。“ ” “ ”  

•  使用查找标称值、重新在在和无 CAD 
扫描，通过新数据构造曲线，并将曲线最接近的点与原扫描点比较。为样可以
通过与原数据集比较进行连序扫描。参请 扫描零件 部分的 标称值模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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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边界点重置为零。为在创建包这许多边界点的连序片区扫描时本常有用
。参请 扫描选项 部分的 清除边界点 。“ ” “ ”  

•
 该维从片区扫描线终点到下一个线段起点的当前触测增量。为样可以为曲
面应用程序和面向工程应用程序断生更加平整的数据。为仅适用于接触式触发
测头 (TTP)。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片区扫描该维上一个增量 。“ ” “ ”  

•  对所有扫描类型使用“自动移动 。参请 扫描选项 部分的 自动移动 。” “ ” “ ”  

•  对周边扫描以外的所有扫描类型使用 NULL 
过滤器方法。参请 扫描选项 部分的 开放路径的“ ” “  NULL 过滤器方法 主题。”  

首选项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存储存特定的用户对 PC-DMIS 
的设置、参数或用户界面自定义进行的所有更改。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 “
存储多个用户的设置的说明 。”  

•  控制 PC-DMIS 
在测量棱点时如何在应测头触测集。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仅棱点模式 。“ ” “ ”  

•  确定 PC-DMIS 
是否该维从片区扫描线终点到下一个线段起点的当前触测增量。参请 设置选“
项 部分的 片区扫描该维上一个增量 。” “ ”  

•
 在位置和位置真值尺寸报告中的偏差数值后显示在在偏差字在。参请 设“
置首选项 部分的 使用在在偏差字在 。” “ ”  

•
 从一个中心位置更改 应用程序 、 图形 和 编辑 窗口的字体。参请 浏览“ ” “ ” “ ” “
用户界面 部分的 自定义用户界面字体 。” “ ”  

•
 对双测臂测量机上的主测臂和从测臂执行自动校验。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的 执行自动校验 。“ ”  

图形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使用显示零件程序中所有尺寸的对话框删除尺寸。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删除尺寸 。” “ ”  

•  镜像并保留旧的 CAD 数据，以便可以获获对称零件的两部分。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镜像” “  CAD 。”  

•  即使 CAD 许可许当前不可用，也可以棋盘形显示 Direct CAD 
接口零件的图像。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在在有“ ” “  CAD 
许可许的许许下棋盘形显示零件 。”  

•  无论轮廓标注使用何种类型的扫描或特征，均直接在 CAD 
模型上显示模色轮廓线图。参请 尺寸选项 部分的 显示轮廓线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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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直接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编辑特定测定特征和自动特征的特征触测。参请“ ” “
创建测定特征 部分的 显示触测 。” “ ”  

“编辑”窗口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使 编辑 窗口窗窗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上或窗窗在屏幕的窗部、底部或两底。“ ” “ ”   

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 ‘ ’ ”  

HyperView 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查看更加完整的有关如何在 HyperView 
报告中使用对象和控件的文档。参请 创建“  HyperView 报告 部分的 在” “  
HyperView 报告中使用对象和控件 。”  

•  查看更加完整的有关如何使用 布局 栏组织“ ”  HyperView 
报告的文档。参请 创建“  HyperView 报告 部分的 使用 布局 栏组织报告 。” “ ‘ ’ ”  

主/从模式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对双测臂测量机上的主测臂和从测臂执行自动校验。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的 执行自动校验 。“ ”  

表达式增强 

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使用新的变量类型结构。为满足 Tutor 转换程序的需要，在 PC-DMIS 
表达式语言中增加了一种新的变量类型：PC-DMIS 
变量现在可以是结构，即我可以标识变量的子元素。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
部分的 结构 主题。“ ”  

•  使用新的 TutorElement 函数。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部分的“ ” “TutorElement 
函数 主题。”  

Pcdlrn.ini / 注册表增强 

对于该版本的 PC-DMIS，Pcdlrn.ini 文件已窗用，所有用户定义的设置均存储在 Windows 
注册表中。现在，我可以使用该版本： 

•  通过自定义的对话框编辑所有 PC-DMIS 
用户定义的注册表条目，防止我防外更改关键的系统设置。参请 修改注册表“
条目 部分的 编辑” “  PC-DMIS 注册表条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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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自动特征参数条目。 

•  使用 DrawPointsAsSpheres 
注册表条目确定点是否显示为球体。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的 将点绘制“ ” “
成球体 。”  

•  编辑全局/部分条目。 

•  编辑许多其它添加的条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新的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 ”  

Direct CAD 接口增强 

对于该版本的 PC-DMIS，支持一种新的 CAD 类型，以便 PC-DMIS 可以直接与还种 CAD 
类型交类：  

现在我可以直接与 SolidWorks CAD 类型交类。 

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针对” “  PC-DMIS 3.5 或更高版本的 
SolidWorks Direct CAD 接口 。”  

手册的组织 

本本源手册分为许多主要部分和一为补本部分。 

为了使我对该联机帮助的布局有一个印象，下表提供了每个部分的简要说明。 

•  我当前您读的即是 入门：概述 部分。该部分概述“ ”  PC-DMIS 
联机帮助文件中的内窗。 

•  入门：简要教程 通过一个便于在在的教程介该测量过程。“ ”  

•  浏览用户界面 介该“ ”  PC-DMIS 
的用户界面以及如何进行自定义满足我的需要。 

•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介该可以使用“ ”  PC-DMIS 
执行的基本文件操作，例如启动新的零件程序、保存并退出 PC-DMIS。 

•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介该较高级的文件操作，例如导入和导出“ ”  CAD 
文件以及执行零件程序。 

•
 设置首选项 介该如何使用“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中的设置选项设置我所需的
首选项。同时还介该如何插入和修改零件程序参数。 

•  编辑“  CAD 显示 介该如何使用”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菜单中的选项和 图形显示 窗口来编辑“ ”  
CAD 文件的显示。 

•
 编辑零件程序 介该如何使用“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中的选项和 编辑 窗口来编“ ”
辑零件程序。 

•  使用 编辑 窗口 介该如何使用“ ‘ ’ ”  PC-DMIS 
内置的编辑器来创建、调试、编辑和执行零件程序。 

•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 介该“ ”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菜单中使我可以显示还种窗口
、编辑器（即可以使用该菜单访问的窗口和编辑器）的其它一为窗口和编
辑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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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HyperView 报告 通过一个简单的教程引导我完成”  Hyper 
报告的创建。 

•
 使用工具栏 介该 图形显示 窗口可用的工具栏以及每个工具栏图“ ” “ ”
标如何在不同的方面帮助我创建或编辑零件程序。 

•
 定义硬件 介该“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菜单中的硬硬硬硬件件件件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子菜单。使用硬硬硬硬件件件件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子
菜单可以定义 PC-DMIS 
使用的测头、测量机或卡具。该部分还介该测尖校验。 

•  创建自动特征 介该如何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创建自动特征并在零件程序中测量为为自动特征。 

•  创建测定特征 介该如何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选项创建测定特征并放入零件程序。 

•  通过其它特征构造新特征 介该如何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选项构造特征并放入零件程序。 

•  创建一般特征 介该如何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点点点点和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选项插入读取点命令和创建一般特征。 

•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介该如何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子菜单创建和保存坐标系。 

•  标注特征 介该如何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标标标标注注注注子菜单标注特征。 

•  扫描零件 介该扫描以及如何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子菜单创建基本扫描和高级扫描。 

•  插入移动命令 介该可以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子菜单放入零件程序的还种移动命令。 

•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介该许多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流流流流程程程程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子菜单控制零件程序流程时可以使用的命令。 

•
 跟踪统计数据 介该如何跟踪和使用零件程序中的统计信息以及“ ”
如何使用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将统计数据放入报告。 

•  插入报告命令 介该可以使用“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插入零件程序的报告命令。 

•  使用文件输入“  / 输出 介该如何使用”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I/O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处理零件程序中的文件输入 / 
输出，以便打开文件进行您读、编辑和其它操作。 

•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介该如何创建表达式以及如何“ ” 将表达式的结
果赋给变量。 

•
 添加外部元素 介该如何在零件程序中使用外部应用程序、脚本“ ”
、零件程序和其它对象，以便进一步增强零件程序的功能。 

•  使用主“  / 从模式 介该如何对双测臂坐标测量机使用”  PC-DMIS。 

•
 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 介该如何使用“ ”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方便地浏览和查看
打开的窗口。 

•  使用联机帮助 介该如何使用“ ”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菜单查找我需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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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部分之外，PC-DMIS 还提供多个补本部分来介该以下内窗： 

•  在脱机模式下使用 。“ ”  

•  将零件程序转换为“  PC-DMIS 。”  

•  修改注册表“ 条目 。”  

•  使用测座设备 。“ ”  

•  校验不常用的测头 。“ ”  

•  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 。“ ”  

•  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 。”  

•  直接与“  CAD 文件交类 。”  

•  使用导航图 。“ ”  

•  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 。“ ”  

增强的菜单结构和文档组织 

该版本的 PC-DMIS 
使用新的菜单结构，可以为满足特定的需要自定义菜单结构。我可以使用新的 使用导航图“
部分，帮助我浏览为种新的菜单结构，访问所需的菜单选项和对话框。”  

约定约定约定约定 
联机帮助中使用了以下约定： 
粗体文本粗体文本粗体文本粗体文本    

粗体主要用于指代： 

•  对话框元素 

•  对话框标题 

•  命令按钮 

•  图标 

•  菜单 

•  工具栏 

例如： 

1. 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  

2. 启动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 

3.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 

粗体还可用于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警警警警告告告告和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斜体文本斜体文本斜体文本斜体文本    

斜体文本主要用于强调。例如， 如果测头如到如如如，“ 不我自动窗止 。”   

斜体文本还可以用于： 

•  书或手册的标题 

•  预定义的自变量（在编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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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在编程中） 

•  占位符（在编程中） 

•  用户输入（在编程中） 
大写文本大写文本大写文本大写文本    

大写文本通常用于指代： 

•  首字在缩写（例如 VDAFS、DMIS） 

•  时间（例如 A.M. 和 P.M.） 

•  组合键（例如 ALT、F、W） 

•  设备名（例如 LPT1 或 COMM PORT 2） 

在显示计算机编程元素时，以下内窗也使用大写： 

•  控件类 

•  数据格式 

•  环境变量 

•  句句 

•  异常分支 

•  索引 

•  宏 

•  语句 

•  结构 

•  系统命令 

•  值 
及下划线的文本及下划线的文本及下划线的文本及下划线的文本    

下划线在适当许许下用于强调，但通常使用斜体文本进行强调。  
及着重号的文本及着重号的文本及着重号的文本及着重号的文本    

着重号 "•" 
用于显示选项或命令列表，为为选项或命令用于这个主题或部分中介该的这为程序功能或
项目。 
及编号的列表及编号的列表及编号的列表及编号的列表    

及编号的列表显示指导或过程中的一系列步骤。例如“1. 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2.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  

CAD 链接链接链接链接 
PC-DMIS 提供了多种方法来在 CAD 几何图形、零件程序和测量数据与 CAD 
系统之间来回转换。使用 CAD 数据是 PC-DMIS 的一个强大之处。 

通过以下工具，CAD 几何图形可以导入 PC-DMIS，也可以从 PC-DMIS 导出测量结果： 

•  IGES 5.3 

•  STEP AP203 & AP214 

•  曲面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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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2/78) 

•  XYZIJK 格式 

PC-DMIS 允许导入以下内窗，用于生成零件程序和作为程序执行的指南： 

•  二该线框 

•  二该或二分之一该线框 

•  内该线框 

•  B-spline 曲线或曲面 CAD 模型 

有关支持的 IGES 实体的列表，请参请 在脱机模式下使用 。“ ”  

CAD 系统中创建的零件程序可以通过 DMIS 3.0 导入 PC-DMIS。PC-DMIS 
零件程序可以导出到 DMIS，以便在其它 CMM 软件上运行。PC-DMIS 
测量结果也可以导出成 DMIS 结果文件。 

使用鼠标使用鼠标使用鼠标使用鼠标 
鼠标是用来控制屏幕上光
标运动的定位设备。 

PC-DMIS 的目标之一就是的活的便于用户使用。为达到为个目标，PC-DMIS 
允许使用双键或内键鼠标作为光标设备。鼠标的速度和准确性使鼠标成为 PC-DMIS 
工作环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使用鼠标可以执行所有 PC-DMIS 
功能。（键盘命令也可以用来访问大多数 PC-DMIS 功能。） 

 

鼠标为以下操作提供了简单的方法： 

•  选择值。 

•  选择命令。 

•  移动/选择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图像。“ ”  

移动/定位鼠标 

在在面上按请鼠标光标要移动的方向移动鼠标，以便在屏幕上移动光标。使用鼠标将鼠标
光标移动到屏幕上的特定位置或指向屏幕上的这个对象。 

单击鼠标按键 

在本帮助文件中，多处使用 单击鼠标按键 的的语。该的语是指按并快速放开鼠标按键。“ ”
例如，如果指示我单击这个菜单选项，使用鼠标将鼠标光标（箭头形状）移动到所需的菜
单选项，然后按并快速放开（单击）鼠标左键。 

单击鼠标左键可以激活大多数选项。因此，只要有 单击 这项的指示（很指明特定按键）“ ”
，若本特别说明，均均定使用鼠标左键。 

如果帮助文件要求我同时单击两个鼠标键    
PC-DMIS 
可以使用内键鼠标，但是
中间键与同时按鼠标左右
键作用相同。 

，同时按并快速放开鼠标的左键和右键。 

 

按住鼠标按键按住鼠标按键按住鼠标按键按住鼠标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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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帮助文件中，多处使用 按住鼠标按键 的的语。该的语是指按并按住鼠标按键的该的“ ”
一段时间。 

ZMouse 

这为 Brown 和 Sharpe 系统提供系系球式的鼠标，称为 
ZMouse(R)。为种鼠标使用户可以通过 z 
向导系控制鼠标光标的移动。 文件管理器 处于活动状态时，不能使用“ ”  ZMouse(R)。  

参数文件 (DOWNLOAD) 的最后一行应为： 

N1000 ZMOUSE2 
或 

N500 ZMOUSE2 

要启用 ZMouse(R)，请确认 DOWNLOAD 
文件的最后一行显示上述语句。如果需要，可以修改该行。  

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 PC-DMIS 
PC-DMIS 
完全支持存如何第内方软件控制。例如，我可以创建自例自定义的应用程序，然后使用自
动化命令，通过该应用程序启动和使用 PC-DMIS。 

有关控制 PC-DMIS 的自动化命令和支持的 BASIC 
语言命令的完整信息，请参请随该安装套件附及的 PC-DMIS Basic 语言帮助文件。 

软件配置软件配置软件配置软件配置 
PC-DMIS 
自及两种不同的配置：联机和脱机。设计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断断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
为两种断断可以共同使用，以便创建完整的零件程序、测量分析和面向工程系统。  

联机零件编程 

使用联机 PC-
DMIS，用户可以执行现有的零件程序、快速检查零件（或零件的或面）以及直接在 CMM 
上开发零件程序。只有连接到 CMM 上，才能使用联机 PC-
DMIS。联机时可以使用脱机编程上术。 

脱机零件编程 

使用脱机 PC-DMIS，我可以脱离 CMM 
开发和调试零件程序，方法是编辑联机创建的零件、导入 CAD 输入文件或通过 DMIS 或 
AVAIL 零件程序。零件程序可以直接使用联机 PC-DMIS 执行，或导出（后后处理）成 
DMIS 或这种特定供应或的格式。脱机 PC-DMIS 不能用来直接驱动 CMM。 

在脱机模式下使用 部分介该脱机版本的特性。“ ”  

脱机版本和联机版本的比较 

因为联机版本或脱机版本共因相同的特征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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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脱机编程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在脱机模式下
使用”中找到。 

能，所以该帮助文件对两种断断均适用。不过，这为许许下联机软件的特定功能不适用

于脱机软件。为为许许已如进行了适当的说明。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15

入门入门入门入门：：：：简要教程简要教程简要教程简要教程 

简要教程简要教程简要教程简要教程：：：：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部分的目的是引导我完成使用 CMM 测量零件的过程。 

Brown & Sharpe 
测试块用来编写为个简的的指南。如果我无法使用该零件，可以使用如何允许测量多种圆
和锥体的类似零件。要实现 PC-DMIS 
的所有功能，请通读整个部分，并按请指导在我的系统上操作。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简要教程入门 

•  测量特征 

•  使用不同的测头选件 

•  使用图形表示零件 

•  在手动模式或 DCC 模式下使用 

特征推测 

PC-DMIS 
为测量特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要求我指定要测量的特征类型（即点、圆等），而
是允许简单采点。特征测量完成后，可以按操可可（如果机器上已配置）上的指定按钮或
键盘上的 END 键通如 PC-DMIS。PC-DMIS 
将使用最佳推测算法确定将测量的元素类型。最佳推测算法是 PC-DMIS 
使用的数在计算，用来通过计算推测所创建的特征类型。 

例如，圆至从使用内个测点测量。在测量每个位置时，在 

测量每个特征以后，一定
要按 END 
键（或等并的坐标测量机
按钮）。 

特征上所采的测点数将显示在状态栏中。采了足够的测点数后，按 END 
键。结果将显示在“编辑”窗口中。 

 

测量结果的格式和内窗将取测于所选的输出格式。有关设置输出格式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
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在 编辑 窗口中输出 和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参数设置： 尺寸 选项” “ ‘ ’ ” “ ” “ ‘ ’
卡 。”  

一定要注防一定要注防一定要注防一定要注防，，，，在这为机器上在这为机器上在这为机器上在这为机器上，，，，PCPCPCPC----DMIS DMIS DMIS 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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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接触零件后检测测头运行的方向通过在接触零件后检测测头运行的方向通过在接触零件后检测测头运行的方向通过在接触零件后检测测头运行的方向，，，，确定触测的方向确定触测的方向确定触测的方向确定触测的方向。。。。如果我的机器属于为种类型如果我的机器属于为种类型如果我的机器属于为种类型如果我的机器属于为种类型，，，，

在在在在 PC PC PC PC----DMIS DMIS DMIS DMIS 已使用蜂鸣音通如已使用蜂鸣音通如已使用蜂鸣音通如已使用蜂鸣音通如，，，，并更新了状态栏上的测点数之前并更新了状态栏上的测点数之前并更新了状态栏上的测点数之前并更新了状态栏上的测点数之前，，，，不要回退测头不要回退测头不要回退测头不要回退测头。。。。    

简要教程入门简要教程入门简要教程入门简要教程入门 
本部分突出显示创建简单零件程序所需的步骤。我将使用联机 PC-DMIS 
创建零件程序，而不是使用 CAD 数据。该该在中将使用 Brown and Sharpe 
测试块。我我建如我使用同一个零件（如果可以）。不过，可以使用如何提供多种圆特征
和锥体特征的零件。 

如果我不如如该过程，请使用联机帮助（按 ALT + H）获获详细信息。 

本教程引导我完成以下步骤： 

第 1 步：新建零件程序 

要新建零件程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双击 PC-DMIS 图标打开 PC-DMIS 程序。PC-DMIS 
还可以还还选择开开开开始始始始按钮 | 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PC-DMIS For Windows | 
脱脱脱脱机机机机打开。将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如果以前创建了零件程序，可以从该
对话框中加载。 

2. 因为要新建零件程序，所以选择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3.
 访问新建零件程序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 ”
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4. 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名称“TEST 。”   

5. 选择英英英英制制制制（（（（英英英英寸寸寸寸））））选项作为测量单位类型。 

6. 选择界界界界面面面面下拉列表中的联联联联机机机机。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创建新的零件程序。 

新建了零件程序后，PC-DMIS 
即我打开主用户界面，并立即打开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以便我加载测头。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定义测头 。。。。”  

第 2 步：定义测头 

通过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可以定义新的测头。第一还新建零件程序时，PC-DMIS 
自动打开该对话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头 。“ ” “ ”   

通过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的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区域可以定义将在零件程序中使用的测头、扩扩名和测尖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下拉列表将按字在顺序显示可用的测头选项。 

要使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加载测头，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中键入测头名。以后，当我创建其它零件程序时，
该对话框中将出现测头供我选择。 

2. 选择语句：“很很很很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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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所需的测头时，可以使用鼠标光标从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下拉列表中选
择，也可以使用箭头键突出显示并按 ENTER 键。 

4. 选择“空空空空连连连连接接接接 1 行并序序选择所需的测头零件。”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关闭，PC-DMIS 返回主界面。 

6.
 确认将定义创建的测头测尖以活动测尖显示。（参请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
上的测头尖列表。） 

注注注注：：：：为了进行该该在，不必考不校验过程。 

此时，我将设置 图形显示 窗口中将使用的视图。使用工具栏上的“ ”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图标可以完成
该如务。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设置视图 。。。。”  

第 3 步：设置视图 

要更改 图形“ 显示 窗口中的视图”  

单击视图设置图标访问视
图设置对话框 

 

，我将使用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对话框。要访问该对话框，可以通过单击图形模式图形模式图形模式图形模式工具栏中的“视图
设置”图标或选择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菜单选项（“使用导航图”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
选项）： 

 

1.从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屏幕样式。对于本教程，单击第二个按钮（最上面一行
左起第二个按钮）指定指平指分窗口。 

  
2. 要在 Z+ 
方向上查看上部零件图像，拉下对话框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区域的蓝蓝蓝蓝下拉列表，然后选择 
Z+。 

3. 要在 Y- 方位上查看下部零件图像，拉下红红红红下拉列表，然后选择 Y-。 

4.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PC-DMIS 
将使用请求的两个视图重绘 图形显示 窗口。因为我因很测量该零件， 图“ ” “
形显示 窗口中不我绘制如何内窗。不过，将根据”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所选
的视图指分屏幕。 

注注注注：：：：所有显示选项只影在 PC-DMIS 
显示零件图像的方式。它我对测定数据或检验结果不存在影在。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测量特征 。。。。”  

第第第第 4 步步步步：：：：测量特征测量特征测量特征测量特征 
定义并显示测头后，即可开始测量过程。有关采点的正确方法，请参请测量特征。（还我
介该删除测点和特征。）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缩放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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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平面测量平面测量平面测量平面    

 

在窗曲面上采内个测点。为内个测点的形状应为 

采点之前应确保将 PC-
DMIS 设置为程序模式。 
选择程序模式图标可以实
现该目的。 

 

内角形，并的尽可能向外扩扩。在采第内个测点后按 END 键。PC-DMIS 
将显示特征标识和内角形，指示平面的测量。 

 

测量直线 

 

要测量直线，在零件的边线上采两个测点，零件左底的第一个测点和零件右底的第二个测
点。测量特征时方向本常重要，因为 PC-DMIS 
使用该信息来创建坐标轴系统。在采第二个测点后按 END 键。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特征标识和窗测直线。“ ”  
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    

 

将测头移动到一个圆的中心。（在该示例中，选择窗部左底的圆。）将测头将到孔中并测
量该圆，在近似相等的距离采在个测点。在采最后一个测点后按 END 键。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特征标识和窗测圆。“ ”  

第第第第 5 步步步步：：：：缩放图像缩放图像缩放图像缩放图像 
测量了内个特征之后，单击 

缩放到适合图标在“图形 缩放到适合工具栏图标（或从菜单栏中选择缩放到适合缩放到适合缩放到适合缩放到适合）在“图形显示”窗口中显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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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窗口中缩放图像。 
 

窗测特征。 

 

 
显示窗测特征的 图形显示 窗口“ ”  

测量过程的下一步是创建坐标系。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创建坐标系 。。。。”  

第第第第 6 步步步步：：：：创建坐标系创建坐标系创建坐标系创建坐标系 
该过程设置坐标原点并定义 X、Y、Z 
轴。有关创建坐标系的深入信息，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部分。“ ”  

提提提提示示示示：：：：单击图标  可访问 PC-DMIS 的“3-2-1 建坐标系向导 。此时必此运行”  PC-DMIS。 

1.
 访问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  

2. 使用光标或箭头键选择列表框中的平面特征标识 
(PLN1)。如果很更改过标号，列表框中的平面特征标识将显示为“F1 （代”
表特征 1）。  

3. 单击找找找找平平平平命令按钮可以建立当前工作平面的法线轴的方位。 

4. 再还选择该平面特征标识（PLN1 或 F1）。 

5. 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6.
 单击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命令按钮。该操作将零件的原点转换（或移动）到指定
的位置（在该示例中，为平面上）。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可以根据特征类型和
该特征的方位移动轴。 

7. 选择直线特征标识（LINE1 或 F2）。 

8. 单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命令按钮。该操作将工作平面的定义轴旋转到该特征。PC-DMIS 
将以将心为原点旋转定义轴。 

9. 选择圆特征标识（CIR1 或 F3）。  

10. 确保已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11.
 单击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命令按钮。该操作将原点移动到圆心，同时保持原点在
平面级别上。 

完成上述步骤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坐标系列表（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上）和 编辑 窗口将显示新“ ”
创建的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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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更新 图形显示 窗口，显示当前的坐标系。“ ”  

 
显示当前坐标系的更新 图形显示 窗口“ ”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设置首选项 。。。。”  

第第第第 7 步步步步：：：：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 
PC-DMIS 允许自定义 PC-
DMIS，以符合特定的需要和我找。首首首首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子菜单中提供了多个选项。本部分只介该与该该
在相关的选项。有关所有可用选项的完整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 ”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添加注释 。。。。”  
进入进入进入进入 DCC  DCC  DCC  DCC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选择 DCC 模式。单击 DCC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工具栏图标，或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 模式“ ” “ /手动 行并按”  F8 
键，可以完成此目的。 

有关坐标测量机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手动“‘ / DCC 模式 工具栏 。’ ”  
设置移动速度设置移动速度设置移动速度设置移动速度    

移动速度 选项用于更改坐标测量机“ ”  的点到点定位速度。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 

2. 选择运运运运行行行行选项卡。 

3. 将光标放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中。 

4. 选择当前的移动速度值。 

5. 键入 50。该值表示占坐标测量机最快速度的在分比。 

根据该设置，PC-DMIS 
将以最快速度的一半移动坐标测量机。其它选项的默认设置符合该该在的需要。 

有关移动速度以及其它运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参数设置： 运行 选项卡 。“ ‘ ’ ”  
设置安全平面设置安全平面设置安全平面设置安全平面    

要设置安全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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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 

2. 选择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选项卡。 

3. 选中激激激激活活活活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开开开开））））复选框。  

4. 选择当前的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值。 

5. 键入值 .50。该设置将角零件的窗平面创建一个半英寸的安全平面。 

6. 确认窗平面以活动平面显示。 

7.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该对话框关闭，PC-DMIS 存储 编辑 窗口中的安全平面。“ ”  

有关设置安全平面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参数设置： 安全平面 选项卡 。“ ‘ ’ ”  

第第第第 8 步步步步：：：：添加注释添加注释添加注释添加注释 
要添加注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 ”
菜单选项）。  

2. 选择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者者者者选项。  

3. 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键入以下文本：“警警警警告告告告，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将将将将进进进进入入入入 DCC 模式。。。。”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结很该选项， 编辑 窗口中将显示该命令。“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插入编程人员注释 。“ ”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测量其它特征 。。。。”  

第第第第 9 步步步步：：：：测量其它特征测量其它特征测量其它特征测量其它特征 
使用测头测量内个其它的圆和一个锥体。要测量锥体，最找在较高级别采 3 
个测点，在较低级别采 3 个测点，如下面的绘图所示。 

 
通过不同深度的测量构造的锥体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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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0 步步步步：：：：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PC-DMIS 可以使用特征创建其它特征。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 ”
选项）。 

2. 使用鼠标光标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两个圆“ ”  
CIR2、CIR3，或从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对话框的列表框中选择。选择了圆之后，它我将
突出显示。 

3. 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4. 选择 2D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选项。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将使用最有并的构造方法创建一条直线 (LINE2)。  

直线和特征标识将显示在 图形显示 窗口和 编辑 窗口中。“ ” “ ”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构造直线“ ”  

有关构造特征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 ”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计算尺寸 。。。。”  

第第第第 11 步步步步：：：：计算尺寸计算尺寸计算尺寸计算尺寸 
创建了特征后，可以计算该特征的尺寸。在在在零件程序时可以随时生成尺寸，并设置以
符合特定的需要。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每项标注操作的结果。“ ”  

要生成尺寸，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 ”
菜单选项）。 

2.
 从列表框或 图形显示 窗口中，选择最后测量的内个圆，方法是“ ”
在列表框中选择相应的特征标识。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内个圆的位置。只需双击所需的直线，突出显示所需的标称值并键“ ”
入新值，即可更改为为值。 

有关创建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 ”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标记要执行的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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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2 步步步步：：：：标记要执行的项目标记要执行的项目标记要执行的项目标记要执行的项目 
通过标记可以选择零件程序中要执行的元素。本教程中标记了所有特征。 

1.
 使用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介该的全部标记菜单选项标记零件程序“ ”
中的所有特征。标记后，所选的特征将使用当前突出显示的颜色显示。 

2. PC-DMIS 询问是否可以标记手动建坐标系特征。单击是是是是。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设置报告输出 。。。。”  

第第第第 13 步步步步：：：：设置报告输出设置报告输出设置报告输出设置报告输出 
PC-DMIS 
还我将最终的报告发送到文件或打印机（如果选择）。本教程中设置为输出到打印机。 

1.
 访问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 ” 分说明如何访问
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此时将显示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选中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机机机机复选框。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现在已有足够的信息使 PC-DMIS 执行创建的零件程序。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执行完成的程序 。。。。”  

第第第第 14 步步步步：：：：执行完成的程序执行完成的程序执行完成的程序执行完成的程序 
提供了多个选项来执行零件程序的全部或部分。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执行零件“ ” “
程序 。”   

在执行了所有步骤后： 

1.
 选择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 ”
和菜单选项）。PC-DMIS 将显示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并开始测量过程。 

2. 您读 坐标测量机命令 窗口的指导，按请请求采指定的测点。“ ”   

3. PC-DMIS 请求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相应位置采为为测点。“ ”  

•  在曲面上采内个测点创建一个平面。按 END 键。 

•  在边线上采两个测点创建一条直线。按 END 键。 

•  在圆内采在个测点。按 END 键。 

4. 采了每个测点之后，选择序序序序序序序序。 

该过程本常简单。（当然，如果 PC-DMIS 
检测到错误，错误将显示在对话框的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错错错错误误误误列表中，必此采取必必，程序才能序
序执行。） 

在圆上采最后一个测点后，PC-DMIS 将显示 PC-DMIS 
消消消消息息息息对话框，包这我输入的消息：“警警警警告告告告，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将将将将进进进进入入入入 DCC 
模式。。。。 单击” 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PC-DMIS 即我自动测量即即的特征。 

如果如到错误，使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错错错错误误误误下拉列表确定原因。采取必要
的必必允正问题。单击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完成零件程序的执行。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打印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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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5 步步步步：：：：打印报告打印报告打印报告打印报告 
执行了零件程序后，PC-DMIS 
自动将报告打印到指定的输出源。输出源存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确定。因为选中了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机机机机复选
框，所以报告将发送到打印机。确保打印机已连接并打开，以便查看零件程序。 

恭我我！我已如完成了本教程。有关本教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本部分的以下主题： 

•  测量特征 

•  使用不同的测头选件 

•  使用图形表示零件 

•  在手动模式或 DCC 模式下使用 

测量特征测量特征测量特征测量特征 
确定工具栏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下拉列表中显示了所需的测头和工作平面。PC-DMIS 
也应设置为手动模式。 

测量特征时，PC-DMIS 不要求操作者输入数据。可以使用鼠标测量 CAD 特征（如果 CAD 
数据可用），也可以使用坐标测量机测头。使用鼠标或 CMM 测头测量特征后，按 END 
键。PC-DMIS 将自动确定特征类型（圆、直线、平面等）。此外，PC-DMIS 
自动补偿测头半径有关通过 CAD 
数据测量特征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在脱机模式下使用 部分。“ ”  

特征要求的最小测点数特征要求的最小测点数特征要求的最小测点数特征要求的最小测点数 
PC-DMIS 
在标识特定特征之前预计最小测点数。在这为许许下，建如多采为测点，以便提高准确性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点 1 参请下面的注注注注。 
直线 2 PC-DMIS 

在特征组中距离最在的点之间绘制直线。 
圆 3 如果这个圆至从测量 180 度，PC-DMIS 

将在一组点中距离最在的点之间绘制弧。 
平面 3 - 
球体 4 - 
锥体 6 有时，如果使用如个测点测量，PC-DMIS 

不我指示锥体。如果出现为种许许，本试采尝个
测点。（一个级别上采内个测点，另一个级别上
采内个测点，两个级别之间采一个测点。）在前
内个测点之后采的所有测点应在前内个测点定义
的平面之上或之下，不应上下上有。为样可以确
保获获最佳的结果。PC-DMIS 
将绘制两个圆：第一个圆在前内个点的级别，第
二个圆在最低点的级别。柱体也使用类似的方法
绘制。 

柱体 6 参请 锥体 。“ ”  

 

 
有时，PC-DMIS 
无法根据零件的几何形状和测量特征的方法来正确推测特征的类型。如果出现为种许许，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25

我可以按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替代推测的特征”主题中介该的步骤替换不正确的推测
。  

如果在测量直线或平面时，PC-DMIS 
总是推测圆或球体，请本试在一个方向上采点。为防乏着在测量直线或平面时，总是以同
一例近方向例近每个接触点。 

•  如果在测量圆或球体时，PC-DMIS 
总是推测直线或平面，请本试在更多不同的例近方向上采点。例如，如果
测量一个弧，可以通过从 X+ 
方向接触来触测所有所需的接触点，请本试在 + 或 -Y 
方向上测量一为点。 

注注注注：：：：在测量点时（单点），PC-DMIS 
沿着与测头偏转时的运行方向最近的零件轴补偿测头半径。为防乏着如果在 X 
负方向上测量点，PC-DMIS 将在 -X 方向补偿测头半径（即使测头在 Y 
轴上进行的轴轴地移动）。对于 DCC 
测量机（或如果使用包这薄壁件选件的手动测量机），有关补偿的详细信息，请参请“IJK 
法线矢量框 和 测头补偿 。” “ ”  

采点采点采点采点    

采采采采点点点点菜单选项用于进行触测。它指示计算机记目测头在 X、Y 和 Z 
轴上的位置。此选项只能用于这为特定的接口类型。该选项将适用于大多数（如果并本全
部）控制器，只要使用硬测头。 
清除或删除测点清除或删除测点清除或删除测点清除或删除测点    

必此至从加载一个测头测
尖，PC-DMIS 
才允许记目 CMM 
测头采点。 

PC-DMIS 
可以很窗很从触测缓冲区中删除上一还测头触测采的不正确的测点。可以通过选择清除清除清除清除

触测触测触测触测菜单选项或按ALT + ' - 
'（从号）键进行删除。可以删除如防数目的测点，从上一还采的点开始。只有在通过选
择终止特征终止特征终止特征终止特征菜单选项终止特征测量之前，该选项才可用。使用终止特征终止特征终止特征终止特征菜单选项创建测

定特征并自动清除触测缓冲区。 

 

特征创建后，可以按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删除特征 主题中详细介该的步骤删除不需要的特征。” “ ”  

注注注注：：：：许多坐标测量机 的操可可上有清清清清除除除除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按钮。 

PC-DMIS 还将允许我在处于执行模式时删除特征中的测点。只需按 ALT + ' - 
'（从号）键即可删除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 坐标测量机命令 列表框中当前突出显示的测“ ”
点。 

注注注注：：：：当处于 执行 模式时，按操可可（如果已配备）上的“ ”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按钮与按 ALT + '-
'（从号）组合键的并果相同。使用“PC-DMIS 设置编辑器 将系统注册表中的”  PrintButton 
条目设置为 0，以启用该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 ”  

终止特征终止特征终止特征终止特征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菜单选项用于向 PC-DMIS 发出特征构造已终止的信号。我也可以按 END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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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薄壁件特征的厚度确定薄壁件特征的厚度确定薄壁件特征的厚度确定薄壁件特征的厚度 
PC-DMIS 
使我可以使用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的厚厚厚厚度度度度区域确定应对零件使用的厚度。可用的选项为 理论厚“
度 和 实际厚度 。” “ ”  

要访问厚度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 

2. 选择代表要创建的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的选项卡。 

3. 单击高高高高级级级级复选框显示对话框的高级部分。 

4. 选择理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选项或实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选项。 

5. 在框中键入厚度。 

6.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创建该特征。 
理论厚度理论厚度理论厚度理论厚度    

使用理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选项，我可以按所选的厚度调整理论值，以便测量以以的背面。 
实际厚度实际厚度实际厚度实际厚度    

使用实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选项，我可以偏置测量的目标位置，然后沿着理论矢量按该厚度调整测量值
。 

使用不同的测头选件使用不同的测头选件使用不同的测头选件使用不同的测头选件 
编写 CMM 
零件程序的第一步是定义在检验过程中将使用很为测头。开始测量过程之前，必此先为新
的零件程序创建一个测头文件。PC-DMIS 支持多种多样的测头类型和校验工具。它为校验 
Renishaw PH9/PH10 测座提供了独特的方法。使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可以访问测头选项。  

均定测头已如加载并校验。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头 主题提供有关创建测头文件和校“ ” “ ”
验测头的信息。 

联机使用测头 

要在联机模式下使用 TTP 测量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测头将到要采点的曲面上。 

2. 使测头接触曲面以便触发测头。 

3. 按 END 键完成测量过程。 

PC-DMIS 
的设计可以确定调整类型。测头补偿存测头半径测定。补偿方向存机器的方向测定。  

例如，在测量圆时，测头应在圆的内部向外移动。要测量键，测头应从圆的外部开始向内
朝着零件移动。 

在测量点时，例近方向一定要与曲面垂直。如果不需要测量其它特征，为样可以提高确定
特征类型的准确度。 

要使用固定测头测量点，必此指定要测量的特征类型和测头补偿方向。参请使用硬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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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机使用测头 

使用脱机 PC-DMIS 
时，可以访问所有测头选项。不过，无法进行如何实际的测量。测头数据可以键入，也可
以使用默认的设置。例如，不能实际测量标定工具来校验测头；测头的标称值必此键入。 

要测量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 PC-DMIS 
处于程序模式。选择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模式工具栏上的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可以完成该如务。
（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的 图形模式 工具栏 。）“ ” “‘ ’ ”  

2.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将进行触测的屏幕。  

3.
 单击鼠标右键将测头移动到将进行采点的零件区域。将在屏幕上
绘制该测头并设置测头深度。 

4. 单击鼠标左键注册零件上的一个测点。  

5. 按 END 键完成测量过程。 

使用硬测头使用硬测头使用硬测头使用硬测头 
PC-DMIS 支持多种硬测头。硬测头的使用和校验与 TTP 测头类似。 

如果选择硬测头，PC-DMIS 
则需要在与零件接触时不我自动触发的测头。不能使用硬测头来执行 
DCC校验。请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测头类型。 

通过菜单栏上的推测模式工具栏可以在圆形推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和平面推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之间切换。 

•  平面特征包此点、平面和直线。  

•  圆形特征包此圆、球体、锥体和柱体。  

确定要测量的特征类型，并相应切换硬硬硬硬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按钮。 

注注注注：：：：有关使用快捷键在平面和圆形推测模式之间切换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
单 部分。”  

使用硬测头采点使用硬测头采点使用硬测头采点使用硬测头采点    

对于接触式触发器测头，将自动进行触测。但是对于硬测头，必此在注册位置时通如测头
。要实现此目的，请按请以下指导操作： 

1. 将测头放在零件上要采点的位置。 

2.
 选择采采采采点点点点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 ”
和菜单选项）。 

注注注注：：：：如果使用操可可，按设置为记目测点的键。 

平面特征平面特征平面特征平面特征    

要使用硬测头测量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先在曲面上至从采内个点。  

2. 然后需要将测头移动到所需平面的上方。 

3. 按 END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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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定义平面的方向。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向上。 

要测量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先在所需位置采两个点。 

2. 将测头移动到窗测直线的外部。 

3. 按 END 键。 

注注注注：：：：PC-DMIS 不要求定义特征的方向。 

圆形特征圆形特征圆形特征圆形特征    

当使用固定测头测量圆形特征时，有必要使测头处于固定的位置（取测于特征类型）。 

•  对于孔，保持测头在特征内部，并按 END 键。  

•  对于销，保持测头在特征外部，并按 END 键。 

注注注注：：：：PC-DMIS 不要求定义特征的方向。 

使用图形表示零件使用图形表示零件使用图形表示零件使用图形表示零件 
通过 PC-DMIS，可以在成本低可的 PC 或或或 PC 上使用标准的 IGES 或 DXF 
模型生成零件程序，而不必接近坐标测量机。为为零件程序可以用来驱动如何运行 PC-
DMIS 或支持 DMIS、Tutor 或 AVAIL 规范的坐标测量机。 

有关使用 CAD 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在脱机模式下使用 部分。“ ”  

PC-DMIS 
初还开始执行零件程序时，我显示零件的理论几何形状的图示。该图像可以来自于以下内
个位置： 

1． 来自 IGES 或 DXF 文件，来自 CAD 绘图。  

2． 来自零件程序中的特征理论值。  

3． 来自联机生成零件程序时第一个测量的零件。  

如果图像来自第二个或第内个源，图像将只显示部分图像。为防乏着只显示 PC-DMIS 
测量的特征。  

如果图像来自第一个源，图形显示将是 CAD 系统上绘制的所有内窗。然后，可以从 CAD 
绘图中删除指定的特征。（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介该的 删除” “  
CAD 主题。）无论如何，该图像只是为了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将检测数据与实际的零件”
相关联。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CAD 文件 主题。”  

PC-DMIS 测量零件上的每个特征时，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 ” 显示特征的图片。PC-DMIS 
将使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的 标识设置 选项卡指定的颜色显示该图片。为样，我可以直观地比较“ ”
实际特征和理论特征。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选项： 标识设置 选项卡 。“ ” “ ‘ ’ ”  

无论在脱机手动模式还是联机手动模式，PC-DMIS 
均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缩放的测头动画图示。在执行过程中，该图标将在零件周该“ ”
移动，显示进行每还触测的位置。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介该用于控制图像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外观的选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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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动模式或在手动模式或在手动模式或在手动模式或 DCC 模式下使用模式下使用模式下使用模式下使用 
通过手手手手动动动动 / DCC 模式工具栏可以很窗很将系统设置为手动或 DCC 
模式。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的 手动“ ” “‘ / DCC 模式 工具栏 主题。’ ”  

手动模式用于手动坐标测量机，或用于将在自动 CMM 
上运行的程序的手动建坐标系部分。要更改模式，单击相应的模式工具栏图标。 

PC-DMIS 
允许我确定自动测量过程采用的速度和实例。有关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参数“ ” “
设置： 运行 选项卡 。‘ ’ ”  

注注注注：：：：一定要记住在从手动模式更改为 DCC 模式时定义安全平面或移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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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用户界面浏览用户界面浏览用户界面浏览用户界面 

浏览用户界面浏览用户界面浏览用户界面浏览用户界面：：：：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如何使用 PC-DMIS for 
Windows。其中说明了使用该软件时所需的一为基本操作。要实现 PC-DMIS 
的所有功能，并尽可能简化我的零件编程，请通读该部分的全部内窗，并按请说明在我的
计算机上进行操作。  

本部分还着重介该自定义这为 PC-DMIS 
图形选项的方法，以最找地满足个人的需要。（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可以找到有关为为可用选项的其它信息。）”  

下列每个主题说明一项特定的界面功能。本部分查及以下内窗： 

•  屏幕外观 

•  菜单栏 

•  工具栏区域 

•  图形显示 窗口“ ”  

•  状态栏 

•  对话框说明 

•  自定义用户界面 

PC-DMIS 
可以的活使用鼠标或键盘来输入命令或选择选项。已为常用的命令分配了快捷菜单和快捷
键。参请 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 部分。“ ”  

屏幕外观屏幕外观屏幕外观屏幕外观 
PC-DMIS 为用户提供一为的屏幕外观。 

屏幕分为多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完成特定的功能或提供所需的信息。以下是每个屏幕
区域的简的说明。（其它信息位于帮助文件的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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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MIS 图形化用户界面的屏幕外观 

1. 标标标标题题题题栏栏栏栏显示当前零件程序的标题。标题栏中还包这最大化按钮和最小化按钮。 

2. 菜菜菜菜单单单单栏栏栏栏包这主 PCDLRN 应用程序中提供的菜单选项。参请菜单栏。 

3.
 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区域包这具有常用命令的工具栏。右键单击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区域可以很窗很
访问为为工具栏。参请工具栏区域。 

4.
 图形显示 窗口（参请 图形显示 窗口）提供零件的图形显示（图示中显“ ” “ ”
示的是窗视图）。该区域的大小保持不变。不过，该显示区域最多可以分为在
个不同的零件视图。 

5. 对话框是 PC-DMIS 
和用户之间通讯的主要和道。可用的特征我出现在对话框中，大多数输入数据
也是通过对话框输入。参请对话框说明。 

6.
 编辑 窗口显示零件程序。通过该窗口，可以访问零件程序中的特定命令“ ”
，并进行更改以满足特定的需要。有关 编辑 窗口中还种操作的完整介该，请“ ”
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和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 ” “ ‘ ’ ”  

7.
 状态栏显示与当前操作有关的重要信息（即上一还测量的特征的当前测头
校准数据、标准偏差）和测点数。同时还包这一个消息框，显示与正在进行的
操作有关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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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 
PC-DMIS 允许使用鼠标或键盘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 

使用鼠使用鼠使用鼠使用鼠标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标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标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标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    

利用下拉菜单选择选项与
在菜单栏中的选择方式相
同。 

使用鼠标打开菜单并选择选项： 

1. 将光标移动到所需的菜单名称。 

2. 单击鼠标左键。 

 

使用键盘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使用键盘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使用键盘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使用键盘选择菜单栏中的选项    

要使用键盘打开菜单并选择选项，按 ALT 键和要打开的菜单名称中及下划线的字在。 

例如：要使用键盘打开菜单项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按 ALT 和 D（单词 DIMENSION 
中及下划线的字在）。使用类似的方法可以选择菜单中的选项。只需按对应选项中及下划
线的字在（即，Cut：按 T 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选项。） 

菜单也可以使用箭头键打开。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按 ALT 键切换到菜单栏。 

2. 使用左/右箭头键移动到所需的菜单。  

3.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选项。  

4. 突出显示了所需的选项后，按 ENTER 键。 

已如为许多选项分配了快捷键。快捷键显示在命令或选项的右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 部分。“ ”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如果选项名后面及有如如号，选择该功能将显示一个对话框。例如，“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打打打打开开开开... 表明有”
一个“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对话框。对话框显示还种选项、框和按钮（称为控件），用来指定”  PC-
DMIS 
将执行的命令。有时，对话框中我显示已如选择的默认设置，如果满防可以保留默认设置
。通常，设置了对话框中的所有控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执行命令。要取消命令并关闭对话
框，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 

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 
要使用键盘打开菜单并选择选项，按 ALT 
键和要打开的菜单名称中及下划线的字在。（也可以使用鼠标，如使用鼠标选择菜单栏中
的选项中所述。）本文档中提供了每个菜单项的信息。请根据需要参请相应的部分。本部
分提供每个其它菜单项的简的说明。 

PC-DMIS 还提供了还种快捷菜单。为为快捷菜单在 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 部分介该。“ ”  

文件 

通过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可以打开、保存和打印文件、访问 编辑 窗口、以执行模式运行零件程序和“ ”
退出当前零件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和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 ”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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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通过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可以编辑程序首选项、零件程序或 CAD 显示。  

•  有关编辑首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  

•
 有关通过 编辑 窗口编辑零件程序的详细“ ” 信息，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和“ ” “
使用 编辑 窗口 。‘ ’ ”  

•  有关编辑 CAD 绘图显示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  

视图 

通过 视图 菜单可以访问“ ”  PC-DMIS 
提供的所有窗口、编辑器和工具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 部分“ ”
。 

插入 

通过插插插插入入入入菜单可以访问零件程序的命令组。  

本帮助文件中的大多数部分均源自该菜单上显示的选项和子菜单。 

•  硬硬硬硬件件件件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定义硬件 部分介该。“ ”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子菜单上的选项在以下子节介该： 创建“ 自动特征 、 创建测定特征” “ ”
、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 创建一般特征 。“ ” “ ”  

•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部分介该。“ ”  

•  标标标标注注注注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标注特征 部分介该。“ ”  

•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扫描零件 部分介该。“ ”  

•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插入移动命令 部分介该。“ ”  

•  流程控制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介该。“ ”  

•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跟踪统计数据 部分介该。“ ”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上的选项（包此在 CAD 
显示和零件程序中加入 尺寸信息 和 点信息 框的能框）在 插入报“ ” “ ” “ 告命令 部”
分介该。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I/O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上的选项在 使用文件输入“ /输出 部分介该。”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菜单上的其它选项在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部分和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 ” “ ”
介该。 

操作 

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菜单上的项目在文档的还个主题中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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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通过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可以管理所有打开的零件程序的显示。参请 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简介 部“ ”
分。 

帮助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菜单上的项目在 使用联机帮助 部分介该。“ ”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菜单提供有关 PC-DMIS 命令、对话框、消息和按键的信息。  

要激活 PC-DMIS 的联机帮助，选择 帮助 菜单上的如防项目或随时按“ ”  F1 键。PC-DMIS 
将启动 PC-DMIS 联机帮助文件。 

工具栏区域工具栏区域工具栏区域工具栏区域 
PC-DMIS 3.2 
及更高版本为我提供存常用命令组成的还种工具栏。为为工具栏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访
问。 

1.
 选择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子菜单并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工具栏（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 ”
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2. 右击 PC-DMIS 的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区域，然后从所提供的快捷菜单中选择一个工具栏。 

如果工具栏区域包这这个工具栏，要移动该工具栏，只需先单击左边框或右边框与按钮之
间的空间，然后将工具栏然然到其它位置即可。 

有关所有 PC-DMIS 工具栏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 ”  

““““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图形显示 窗口本常简单地显示图形。“ ”  

•  通过多窗格的图形显示导入的 CAD 零件。  

•  显示测定特征、自动特征和构造特征及其标识标签。 

•  显示扫描、标注、文本框。 

图形显示 窗口是“ ”  PC-DMIS 
集成的一部分。有关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以及更改屏幕显示的信息，请参请 编辑“ ” “  CAD 
显示 部分。”  

状状状状态栏态栏态栏态栏 
状态栏显示以下内窗： 

•  消消消消息息息息框框框框：：：：最左底的框显示有关当前过程或命令的说明和其它信息。 

•  X、、、、Y 和和和和 Z 框框框框：：：：X、Y 和 Z 框显示测头的 X、Y 和 Z 
位置。单击状态栏中显示的内个坐标的如防一个将打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对话框
。（有关 DCC 
移动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插入移动命令 部分的 插入移动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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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显示转台的角度。 

•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差差差差：：：：显示上一个测量的特征的标准差。 

•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显示当前采的测点数。 

•  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毫毫毫毫米米米米：：：：显示零件程序当前使用的测量单位。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改改改改写写写写：：：：该框指示编辑报告当前的编辑功能。该框将显示插入
（在光标处插入文本）或改写（覆覆光标如过的如何文本）。 

•  行行行行：：：：该框显示一个数字，指示光标在编辑报告中所在的当前行。 

•  列列列列：：：：该框显示一个数字，指示光标在编辑报告中所在的当前列。 

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 
对话框中有还种框和按钮（称为控件）供选择，以便通如 PC-DMIS 
如何执行命令。有时，对话框中我显示已如选择的默认设置，如果满防可以保留默认设置
。设置了对话框中的所有控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执行命令。要取消命令并关闭对话框，单
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 

下面的图形中说明了 PC-DMIS 大多数对话框共有的一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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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框编辑框编辑框编辑框：：：： 
可以在编辑框中键入所需的值或名称。在本手册中，编辑框简称为 框 。许多“ ”  PC-DMIS 
对话框共有的编辑框如下所示：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 [ = [ = [ = [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该框显示要创建的特征或尺寸的特征或尺寸 ID。 

更改 ID： 

1. 选择以前的 ID。 

2. 键入新的标识。 

3. 按 TAB 键。 

对于尺寸 ID： 

•  我可以只更改 ID 的数字部分，并将尺寸计数器重置为所需的计数。  

•  我可以更改 ID 
的文本部分，将其设置为后序尺寸的默认文本。（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中“ ”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 标识设置 选项卡。）“ ”  

搜索搜索搜索搜索 ID ID ID ID    

在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可以键入当前操作中要使用的特征（或尺寸）ID。使用该框可以通过元
字符搜索选项进行搜索。特征或尺寸 ID 
将在相应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或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突出显示。 

选择最后个数选择最后个数选择最后个数选择最后个数    

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最最最最后后后后个个个个数数数数框中，可以选择最后特定个数的特征（或尺寸）。例如，如果要选择最后
创建的在个特征，只需键入 4，然后按 TAB 键。PC-DMIS 
将突出显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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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 
列表框类似于编辑框，不过不能更改列出的值。本手册将列表框称为 列表 或 框 。许多“ ” “ ”  
PC-DMIS 对话框共有的列表如下所示： 

特征列表框特征列表框特征列表框特征列表框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框框框中包这零件程序中可用特征的列表。PC-DMIS 
使用所选特征来定义坐标系、构造新特征、创建尺寸和其它类似如务。我可以按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使用 图形显示 窗口选择特征 主题中提供的说明选择特征。” “ ‘ ’ ”  

所选（突出显示）的特征可以使用清清清清除除除除或清清清清除除除除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按钮取消选择。 

如果要附加外部零件程序（参请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的 附加外部零件程序 ），“ ” “ ” PC-DMIS 
还我列出引用附加的零件程序所使用的变量（或指针）。指针左底我出现加号 
(+)。单击该加号将扩开或折单包这附加的零件程序中所有特征的视图。 

尺寸列表框尺寸列表框尺寸列表框尺寸列表框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框框框中包这零件程序中创建的所有尺寸的列表。我可以很窗很选择要编辑或分析的
尺寸，只需在列表框中选择所需的尺寸，然后在关联的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更改或选项。 

下拉列表框下拉列表框下拉列表框下拉列表框 
下拉列表框的使用与菜单类似。单击当前选项右底的下拉箭头图标 ，或连序按键盘上的 
ALT 和上箭头或下箭头键。按 F4 
还我显示可用的选项。再还按该键可以关闭列表。当前选择将显示在突出显示的框中。 

命令按钮命令按钮命令按钮命令按钮 
命令按钮用于执行操作。PC-DMIS 大多数对话框共有的命令按钮如下所示：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将所选选项应用于对话框，但保持对话框打开以便序序更改。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保存和应用更改，并关闭对话框。在这为对话框上，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我将命令插入“
编辑 窗口。”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取消所有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可以删除这为列表框中的项目（例如已创建的特征、尺寸、测头文件、坐标系信
息等）。 

在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CAD 对话框中，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命令按钮可以删除所选的标称特征。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最最最最后后后后按钮选择关联的列表框中的最后一项。 

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    

最最最最后后后后两两两两个个个个按钮选择关联的列表框中的最后两项。 

全选全选全选全选    

全全全全选选选选按钮选择关联的列表框中的所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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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    

通过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可以更新多个参数的默认设置。创建新零件程序时，将面将所有存储为默
认值的更改。 

默认值存储在系统注册表中。为为参数可以通过相应的对话框进行更新，也可以通过使用 
PC-DMIS 设置编辑器编辑注册表本编进行更新。该应用程序随 PC-DMIS 
安装套件附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 ”  

•
 如果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很按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所定义的参数将只应用
于活动的零件程序，而不影在注册表条目。 

•  如果在更改其中如何参数后按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PC-DMIS 
将更新注册表条目，以重新定义当前设置的默认值。 

通过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可以存储新的默认值并应用于以后创建的新零件程序。 

回调回调回调回调    

通过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可以回调原来的出按设置，只要原来的值因很通过单击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进行更改
。此时，PC-DMIS 将返回注册表中存储的值。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可以应用这为对话框中所作的更改，创建构造的特征、尺寸、自动特征、扫描等
，将创建的项目放入 编辑 窗口和 图形显示 窗口。“ ” “ ”  

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不我关闭对话框。只有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按钮才我关闭对话框。 

关闭关闭关闭关闭    

关关关关闭闭闭闭按钮可以关闭对话框。对于这为对话框（可能还需要选择其它选项），只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应应应应
用用用用或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不我自动关闭对话框。 

清除清除清除清除    

通过清清清清除除除除命令按钮可以清除列表框中如何所选项的突出显示。这为许许下，清清清清除除除除按钮将项
目完全从这为列表框中删除（例如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的 AB 位置）。 

在这为对话框和选项卡中，清清清清除除除除按钮可以清除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或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之前输入或更改的所有
值，并恢复 PC-DMIS 中的 自及 值。如果已使用“ ”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存储默认值，PC-DMIS 
将恢复默认值。 

撤消撤消撤消撤消    

撤撤撤撤销销销销按钮可以取消使用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或 DCC 
扫描中的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所作的更改。单击了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将无法撤销所作的更改。 

帮助帮助帮助帮助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按钮可以打开与当前对话框关联的联机帮助主题。 

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单击复选框可以启用或禁用选项。框中显示选中标记时，则认为启用了选项。我可以选中
多个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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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按钮选项按钮选项按钮选项按钮：：：： 
包这选项按钮的区域显示对话框可用的选项。单击所需的按钮可以在可用的选择之间切换
。选择这个选项时，所选选项左底我出现一个所点，所有其它选项将清空。我只能选择一
个选项按钮。 

对话框选项卡对话框选项卡对话框选项卡对话框选项卡：：：： 
这为对话框包这选项卡。为为选项卡的作用与档这柜中文件夹的名称类似，作为标识记号
。只需单击选项卡即可在其它选项卡的前面打开所需的窗口或选项。随后将显示与该选项
卡关联的所有选项和命令。 

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 
可以使用鼠标或键盘访问对话框中的选项。要使用鼠标访问选项，只需指向所需的选项后
单击。键盘提供多种在可用选项间切换的方法。 
按按按按：：：： 可可可可以以以以 
TAB 键： 移动到下一个可用选项。 
SHIFT + TAB 键： 移动到上一个可用选项。 
箭头键： 显示当前的下拉列表。 
ENTER 键： 选择当前命令。 
空格键： 选择当前复选框或按钮。 

移动对话框移动对话框移动对话框移动对话框 
可以使用鼠标控制窗口和对话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位置。“ ”   

移动对话框或窗口： 

1. 将鼠标光标放在标题上。 

2. 按住鼠标左键。 

3. 将对话框或窗口然然到 图形显示 窗口中所需的位置。“ ”  

4. 放开鼠标右键。  

PC-DMIS 重绘位于新位置的对话框或窗口。 

滚动滚动滚动滚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编辑 窗口包这滚动条，用“ ”  

移动“编辑”窗口的方式与
移动对话框相同。请参请
移动对话框。 

于查看窗口中的其它数据。 

 

滚动窗口： 

1. 将鼠标光标放在一个滚动箭头上。 

2. 单击或按住鼠标左键。 

PC-DMIS 
将按滚动箭头指向的方向滚动文本。例如，要向下滚动，使用光标选择向下滚动箭头，然
后单击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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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编辑 窗口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简介 。“ ” “ ‘ ’ ”  

自定义用户界面自定义用户界面自定义用户界面自定义用户界面 
在版本 3.5 
中，以前版本使用的用户界面已获到改进，可以更加有并地组织提供的还种选项。此外，
现在我还可以自定义该用户界面满足我的特定需要。 

现在，我很窗很重新组织菜单，在菜单中添加自例的程序，或简单地创建新菜单和选项。P
C-DMIS 还允许将原始命令链接到 PC-
DMIS，将自定义命令链接到工具栏。有关如何修改用户界面的说明在以下主题中介该： 

注注注注：：：：本帮助文件的组织基于该版本 PC-DMIS 
附及的默认用户界面，注防，自定义用户界面可能我对您读现有文档造成自自。 

浏览增强的菜单结构浏览增强的菜单结构浏览增强的菜单结构浏览增强的菜单结构    

查看新的 使用导航图 部分可以帮助我浏览为种新的菜单结构。本附目提供如何访问所需“ ”
的菜单选项和对话框的指导。还可参请 增强的菜单结构和文档组织 。“ ”  

恢复默认用户界面 

如果要将 PC-DMIS 的外观恢复到该版本 PC-DMIS 
附及的默认用户界面，应执行以下步骤： 

1. 关闭 PC-DMIS。 

2. 浏览到安装 PC-DMIS 的目目。 

3. 删除 pcdlrn.mnu 文件。 

4. 重新启动 PC-DMIS。将使用默认的用户界面。 

恢复旧的用户界面 

要恢复以前版本（版本 3.0 和 3.2）中使用的旧用户界面，则需要重新安装 PC-
DMIS。安装过程结很后，PC-DMIS 
将出现一个消息框，询问我是否要使用新的用户界面。单击否否否否，PC-DMIS 
将安装旧的用户界面。注防，该 PC-DMIS 联机帮助针对新的用户界面编写。 

自定义菜单自定义菜单自定义菜单自定义菜单 
自定义菜单栏上的菜单：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 ”
项）。 

2. 选择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项卡。  

我可以使用该选项卡添加新的菜单项、移动现有菜单项或删除菜单栏中的菜单项。 
移动菜单项移动菜单项移动菜单项移动菜单项    

将菜单项移动到菜单栏上的新位置：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42 

1.
 在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打开并的选择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项卡的许许下，在菜单栏上浏览到要
移动的菜单项。 

2. 选择所需的菜单项。 

3. 将其然动到新位置。在菜单结构中然动菜单项时，我出现一个小的红色箭头 
，指示项目将添加到的位置。  

4. 放开鼠标键，菜单项则从源位置复制到新位置。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更改并关闭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 
删除菜单项删除菜单项删除菜单项删除菜单项    

从菜单栏中删除菜单项： 

1. 在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打开并的选择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项卡的许许下，浏览到要删除的菜单项。 

2. 选择所需的菜单项。 

3. 将菜单项然离菜单栏区域。 

4. 放开鼠标键，菜单项将从菜单中删除。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更改并关闭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 

编辑现有菜单项编辑现有菜单项编辑现有菜单项编辑现有菜单项    

我可以编辑现有菜单项，包此菜单项名称、说明和工具提示。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
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 

2. 在对话框打开的许许下，单击 PC-DMIS 菜单栏。 

3. 选择这个菜单，然后右键单击这个菜单项。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项项项项对话框。 

4. 使用该对话框修改菜单项，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5. 单击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上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6. 确认更改。 

注注注注：：：：在菜菜菜菜单单单单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中，& 符号后面的字在指示该字在与 ALT 
键配合使用可以快速选择菜单项（例如，按ALT + F + N 将访问文文文文件件件件(&F) 
菜单的新新新新建建建建(&N)）。  

添添添添加新的菜单项加新的菜单项加新的菜单项加新的菜单项    

我可以创建自定义的菜单项，然后将外部程序或然处理文件然定到菜单项上。要实现此目
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然后选择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项卡。 

2. 在选项卡中的列表上，单击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项项项项旁边的加号。列表将扩开，显示所有菜单。 

3.
 单击要将自定义菜单项放入的菜单旁边的加号，然后单击该菜单中这个菜
单项。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项项项项按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 / 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出现。 

5. 单击“_”按钮。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出现。 

6.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要插入的文件类型。 

7. 浏览到包这自定义应用程序、然处理文件、BASIC 脚本、宏文件等的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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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要插入的文件，然后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关闭，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 / 
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显示与所选的自定义程序关联的默认信息。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该框显示命令的路径。 

菜菜菜菜单单单单文文文文本本本本 – 该框可以指定该项在菜单上使用的名称。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 该框可以指定该菜单项显示的工具提示文本。 

更更更更改改改改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 该按钮可以更改该菜单项显示的图标。 

9. 对该对话框进行其它更改。 

10.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更改并关闭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 

自定义工具栏自定义工具栏自定义工具栏自定义工具栏 
自定义工具栏菜单上出现的工具栏：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 ”
项）。 

2. 选择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选项卡。 

我可以使用该选项卡添加新工具栏和新工具栏图标、删除自定义工具栏、删除工具栏图标
、对现有工具栏上的工具栏图标重新排序。 

修改现有工具栏修改现有工具栏修改现有工具栏修改现有工具栏    

该表显示如何使用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的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选项卡修改现有工具栏。 
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的的的的修修修修改改改改 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向工具栏中添加菜单项。 1. 从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列表中选择工具栏。 
2.

 找到要添加到可可可可用用用用项项项项列表中的菜
单项。  

3.
 选中该项，然后按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该
项将出现在相应的工具栏上。  

4. 还还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我的更改。 
删除工具栏图标。 1. 从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列表中选择工具栏。 

2.
 在列表中找到要删除的菜单项（
对话框右底）。  

3. 选中该项，然后按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 
4. 还还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我的更改。 

清除所有更改。 单击重重重重置置置置按钮。只要很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
钮，工具栏即我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删除所有自定义的工具栏，并
恢复随该版本附及的布局。 

单击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 

新建工具栏项目。 单击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 / 
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出现。选择要添加的菜单项
。本帮助文件在添加新的菜单项主题中介
该添加自定义项目的过程。 

对工具栏上的项目重新排序。 1. 从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列表中选择工具栏。 
2. 选择要移动的菜单项。  

3. 单击为为上箭头  或下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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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分别在列表的其它工具栏按钮之
间上移或下移该项。 

PC-DMIS 
还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随时重新排列或删除如防自定义工具栏中的菜单项。方法是使用 
SHIFT 键。参请以下步骤：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或或或或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排排排排列列列列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的的的的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1. 按住 SHIFT 键。 

2. 单击并按住图标。该图标将可以移动。 

3. 如果要重新排列图标，将图标然到工具栏上的新位置。 

4. 如果要删除图标，将图标然出工具栏的边框。 

5. 放开鼠标键。此时将执行更改。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分分分分隔隔隔隔符符符符：：：： 
1. 按住 SHIFT 键。 

2. 单击并按住图标。该图标将可以移动。 

3. 将图标向右然动一小段距离（不足以重新排列图标位置）。 

4. 放开鼠标键。分隔符将出现在图标左底。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分分分分隔隔隔隔符符符符：：：： 
1. 按住 SHIFT 键。 

2. 单击并按住分隔符右底的图标。该图标将可以移动。 

3. 将图标向左然到的分隔符上。 

4. 放开鼠标键。 

创建自定义工具栏创建自定义工具栏创建自定义工具栏创建自定义工具栏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然后选择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选项卡。 

2. 单击新新新新建建建建，然后选择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将出现一个输入框，要求输入工具栏名称。 

3.
 键入工具栏的名称，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新的工具栏现在将出现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定定定定义义义义
列表中。现在我可以修改该工具栏，采用新的工具栏图标（参请修改现有工具
栏）。 

删除自定义工具栏删除自定义工具栏删除自定义工具栏删除自定义工具栏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然后选择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选项卡。 

2. 从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列表中选择工具栏。 

3. 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 

4.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应用更改。 

自定义快捷键自定义快捷键自定义快捷键自定义快捷键 
自定义 PC-DMIS 中的菜单项和命令使用的快捷键：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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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键键键键盘盘盘盘选项卡。 

我可以使用该选项卡修改在 PC-DMIS 
中调用命令使用的快捷键，并为自定义菜单和工具栏项添加新的快捷键。 

为命令添加快捷键为命令添加快捷键为命令添加快捷键为命令添加快捷键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然后选择键键键键盘盘盘盘选项卡。 

2.
 使用类类类类别别别别和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列表选择要修改的命令。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列表中选择了命令后
，如果已为该命令分配了快捷键，当前快捷键将显示在当当当当前前前前快快快快捷捷捷捷键键键键框中。  

3. 突出显示要分配新快捷键的命令。 

4. 在新新新新建建建建快快快快捷捷捷捷键键键键框中单击。 

5. 键入要为该命令分配的键。我所按的键将原样显示。 

6.
 单击分分分分配配配配按钮，新的快捷键将与当前为该命令分配的如何其它快捷键一起
出现在当当当当前前前前快快快快捷捷捷捷键键键键框中。 

7.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接受我的更改。 

注注注注：：：：如果在其它选项卡中，可以使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先创建一个命令，然后将其然定到自定义程
序上。然后，我即可从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列表中单击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择该命令。所有用户定义的命令
均我出现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列表中。 

从命令删除快捷键从命令删除快捷键从命令删除快捷键从命令删除快捷键    

1. 访问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对话框，然后选择键键键键盘盘盘盘选项卡。 

2.
 使用类类类类别别别别和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列表选择要修改的命令。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列表中选择了命令后
，如果已为该命令分配了快捷键，当前快捷键将显示在当当当当前前前前快快快快捷捷捷捷键键键键框中。  

3. 选中要分配新快捷键的命令。 

4. 选择要删除的快捷键。 

5. 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 

6.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接受我的更改。 

自定义用户界面字体自定义用户界面字体自定义用户界面字体自定义用户界面字体 
要修改字体属性，访问字字字字体体体体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 ”
项）。使用该对话框可以更改字体属性，包此主用户界面、 图形显示 窗口和 编辑 窗口“ ” “ ”
的字体、大小和样式。更改字体： 

1. 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按钮：  

•  应应应应用用用用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字字字字体体体体 – 
为将更改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 预览 窗口、 读出 窗口、状态栏和如何消息框等“ ” “ ”
的列表的字体。 

•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字字字字体体体体 – 
为将更改 图形显示 窗口显示的文本字体，主要影在特征标号、 尺寸信息“ ” “
和 点信息 文本框等。” “ ”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字字字字体体体体 – 
为将更改 编辑 窗口的字体。注防，在有统一间距的字体可能我使 编辑“ ” “ ”
窗口更加自以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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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可用列表中选择字体更改。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我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的如何可用字体，不过应注防，这为字体在有统一间距，可能我
使这为部分更加自以您读。 

脚本脚本脚本脚本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列表可以选择符合要使用的字体的脚本类型。 

注注注注：：：：在使用中文或日文字体时，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脚脚脚脚本本本本类型（中文使用 
CHINESE_GB3212，日文使用Japanese），否则，字体字符可能无法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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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本文件选项使用基本文件选项使用基本文件选项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使用基本文件选项使用基本文件选项使用基本文件选项：：：：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为我提供了许多选项，用来处理零件程序和管理必要的文件。对于大多数基于 
Windows 的程序，可以使用标准的 Windows 
对话框进行基本的文件管理；包此创建、打开、复制、重命名和删除文件。此外，通过 
PC-DMIS 还可以执行其它高级操作，例如导入和导出 CAD 数据或执行完成的零件程序。  

本子本门介该基本文件选项。有关更高级的选项，请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 使用“ ” “
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此部分介该的选项包此： 

•  新建零件程序 

•  打开现有零件程序 

•  保存零件程序 

•  执行文件操作 

•  更改语言 

•  打印 图形显示 窗口“ ”  

•  打印 编辑 窗口“ ”  

•  关闭或退出零件程序 

•  退出 PC-DMIS 

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    

如果在有如何现有的零件程序可以打开，则必此使用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创建新的零件程
序（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创建新的零件。系统我提示我输入零件名、序列号、修修号、接口类型
和测量类型的单位。在保存零件之前，该零件仅在内存中。CMM 
接口类型也在该对话框中选择。 

注注注注：：：：PC-DMIS 
只要求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中输入值，即可创建新的零件程序。修修修修修修修修号号号号和序序序序列列列列号号号号框中输入的信息可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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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现有零件程序打开现有零件程序打开现有零件程序打开现有零件程序    

注防，如果打开在版本 
3.2 
之前的版本创建的程序，
该程序将无法在创建程序
的旧版本中使用。 

如果已使用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对话框创建了零件程序（参请新建零件程序），可以通过从打打打打

开开开开对话框中选择打开零件程序（“使用导航图”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该对话框是标准的 Windows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增加了以下内窗： 

•  包这一个接接接接口口口口列表。如果 PC-DMIS 
正在联机运行，可以选择该零件程序要使用的 CMM（如果有多个 
CMM），也可以选择脱机计算机来脱机运行。 

•
 我可以右键单击零件程序的文件名，然后分别选择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或导导导导出出出出，从零件程
序导入数据或将数据导出到零件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
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CAD 数据 和 导出” “  CAD 数据 ）。”  

•
 还可以检查并修改零件的名称、序列号或修修号，并将文件名更改为从文
件属性创建的文件名。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右键单击零件程序的文件名。将出现一个快捷菜单。 

2. 选择属属属属性性性性命令。 

3. 选择 PC-DMIS 选项卡。  

 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中也可以使用同样的鼠标右键功能。 

注注注注：：：：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在每还启动 PC-DMIS 
时自动打开，可以打开现有的零件程序。不过，如果要禁用该功能，只需清除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
话框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复选框。 

保存零件程序保存零件程序保存零件程序保存零件程序 
选择保保保保存存存存选项将保存当前程序中完成的所有工作。第一还保存文件时，将出现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
框。该对话框可以选择要将零件程序保存到的位置（详细信息请参请 另存为 ）。“ ”  

如果已如将零件程序保存成以前版本的 PC-DMIS（从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PC-DMIS 
将在以后保存时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我是否要将该零件程序保存成以前所选的旧版本。如
果我单击： 

•  是是是是，PC-DMIS 将该零件程序保存成旧版本。 

•  否否否否，PC-DMIS 将该零件程序保存成当前版本。 

•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PC-DMIS 不保存即结很保存进程。 

如果要窗止显示该消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警告 。“ ” “ ”   

另存为 

选择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选项将显示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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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对话框，可以将当前的零件程序存储到新文件名下或以前的版本下。 

使用 PC-DMIS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列表可以选择将零件程序保存成以前版本的 PC-DMIS 
可以使用的格式。提供的格式包此版本 3.202 及更高版本。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保存该零件程序。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不保存即关闭该对话框。 

执行文件操作执行文件操作执行文件操作执行文件操作 
使用 PC-DMIS 的文件操作可以镜像、复制、删除和重命名零件程序文件。 

镜像 

镜镜镜镜像像像像命令使用户可以参请 X、Y 或 Z 轴创建零件程序的镜像图像轴本。 

要镜像零件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镜镜镜镜像像像像选项。将出现以下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要要要要镜镜镜镜像像像像的的的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对话框： 

2. 选择要镜像的零件程序。 

3. 选择镜像要参请的轴（X 轴轴轴轴镜镜镜镜像像像像、Y 轴轴轴轴镜镜镜镜像像像像或 Z 轴轴轴轴镜镜镜镜像像像像选项按钮）。 

4.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将将将将镜镜镜镜像像像像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出现，包这选择镜像的
零件程序的文件名： 

5.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零件程序将镜像到我指定的目目。 

复制 

复复复复制制制制命令使用户可以复制与指定零件程序关联的所有文件。 

要复制零件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复复复复制制制制菜单项。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复复复复制制制制来来来来源源源源对话框将出现，询问要复制
的文件以及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2. 浏览目目结构并选择零件程序。 

3.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复复复复制制制制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对话框接着出现，询问用户要
将零件程序复制到的文件夹。 

4. 单击要复制的零件程序，以使其文件名和扩扩名出现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 

5. 浏览到要将程序复制到的文件夹。 

6.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 

要复制的文件为“.PRG”文件、“.CAD 文件以及如何基本名称相同而扩扩名在”  .001, .002, …, 
.999 范该内的文件。 

删除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命令使用户可以删除与指定零件程序关联的所有文件。 

要删除零件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菜单项。删删删删除除除除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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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删除的零件程序。 

3.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PC-DMIS 
将打开另一个对话框，询问我是否确定要将文件发送到回询询。 

4. 单击是是是是按钮。 

要删除的文件为“.PRG 文件、” “.CAD 文件以及如何基本名称相同而扩扩名在”  .001, .002, …, 
.999 范该内的文件。所有窗删除的文件将放入回询询。 

重命名 

重重重重命命命命名名名名命令使用户可以重命名与指定零件程序关联的所有文件。 

要对零件程序重命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重重重重命命命命名名名名菜单项。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原原原原名名名名对话框将出现，询问我要重命
名的文件。 

2. 选择要重命名的零件程序。 

3.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文文文文件件件件重重重重命命命命名名名名为为为为对话框将出现，询问我文件的新名称。 

4.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文件的新名称。 

5.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名称的更改将立即应用。 

要重命名的文件为“.PRG 文件、” “.CAD 文件” 以及如何基本名称相同而扩扩名在 .001, .002, 
…, .999 范该内的文件。 

更改语言更改语言更改语言更改语言 
选择语语语语言言言言显示 PC-DMIS 
用户可以使用的语言。复选标记显示当前正在使用的语言。要切换到新的语言，只需选择
所需的语言。PC-DMIS 将自动关闭。重新启动后，PC-DMIS 
将使用新选择的语言运行。无法选择无显的语言。指定的语言可能可用，但是很安装在当
前系统上。 

注注注注：：：：在语言之间切换时一定要小心。PC-DMIS 
在请求更改语言后我自动关闭软件。对零件程序所作的如何更改均不我保存。 

打印打印打印打印““““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PC-DMIS 
可以将 图形显示 窗口的当前内窗发送到打印机。选择“ ”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选项可以完成该
如务。在打印之前，可以设置输出选项，预览打印作业。 

设置输出和打印机选项 

选择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将显示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和和和和输输输输出出出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该对话框用于设置打印机和确定还种显示选项。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机机机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提供的选项可以选择将打
印的图形视图类型。其中包此：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单单单单页页页页 – 该选项将如何图形图像缩放到适合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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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可可可可请请请请的的的的屏屏屏屏幕幕幕幕区区区区域域域域 – 
该选项仅打印当前可请的屏幕区域。如果我放大了这个特征，该特征仅我打印
屏幕上显示的部分而本整个特征。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完完完完整整整整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 
该选项在自例的页上打印使用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的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区域定义的每个视图
。例如，如果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零件的“ ”  Z+ 视图和 Y- 视图，PC-DMIS 
将分别在两页上打印，一页打印 Z+ 视图，一页打印 Y- 视图。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缩缩缩缩放放放放比比比比例例例例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完完完完整整整整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 
该选项类似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完完完完整整整整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选项，只是该选项使用当前缩放比例打印。如果我放
大了这个图像，PC-DMIS 
仍将打印整个视图，但是将该图像分在多个页上打印。 

绘绘绘绘图图图图标标标标尺尺尺尺复选框还将打印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所有标尺。要显示标尺，使用“ ”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设置屏幕视图 。” “ ”  

通过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可以访问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该对话框可以选择该该大小、该该方向，
并可以访问其它打印机属性。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保存所作更改。 

预览打印作业 

选择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预预预预览览览览菜单选项可以很窗很预览将从 图形显示 窗口打印的内窗。 打印预“ ” “
览 窗口出现。”  

窗口窗部的按钮执行以下功能：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按钮打开标准的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使我可以将打印作业发送到打印机。  

下下下下一一一一页页页页和上上上上一一一一页页页页按钮在包这多页的打印作业之间切换。  

一一一一页页页页或两两两两页页页页切换按钮确定在预览窗口中同时显示的页数。 

放放放放大大大大和缩缩缩缩小小小小按钮可以在预览窗口中快速的更加接近地预览页面。为不我影在发送
到打印机的内窗的显示。 

关关关关闭闭闭闭按钮关闭预览窗口。 

从从从从““““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打印窗口打印窗口打印窗口打印 
PC-DMIS 允许将 编辑 窗口的当前内窗发送到还种输出设备或文件。“ ” PC-DMIS 
支持多种打印机和绘图支。如果有有关硬件兼窗性的如何问题，请与 PC-DMIS 
销销代表联系。  

使用该功能可以打印包此零件的图形表示的检验报告。如果要为样如，选择打打打打印印印印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菜单选项。在打印之前，可以设置输出选项，预览打印作业。 

设置输出和打印机选项 

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将显示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我可以使用该对话框通如 PC-DMIS 
要将 编辑 窗口的内窗发送到的位置。我可以将其发送到文件、打印机或作为“ ”  DMIS 
文件输出，或内种方式如防组合。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中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复选框、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机机机机复选框、DMIS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复选框或内个复选框的如防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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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上面步骤中所作的选择，相应复选框旁边的特定选项将可用。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关闭。 

输出到文件输出到文件输出到文件输出到文件：：：：    

如果将输出发送到文件，可以保存为丰富文本格式 (.rtf) 或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 
的文件。最初生成的文件名与零件程序同名，在扩扩名之前附加一个数字索引。尽管 PC-
DMIS 生成为个初始文件名，但该名称不需要遵循默认的格式，可以更改。 

注注注注：：：：只有在以前创建了已存储信息的文件之后，才可以选择附加附加附加附加和替代替代替代替代选项。 

附加文件附加文件附加文件附加文件：：：：    

如果选择了附加附加附加附加，PC-DMIS 
我将当前“编辑”窗口中的数据附加到所选文件中。注防，必此指定完整的路径
；否则，PC-DMIS 
将采用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此外，如果文件不存在，将在生成报告时创建。 

替换文件替换文件替换文件替换文件：：：：    
PC-DMIS 
使用当前“编辑”窗口中的数据替换所选的文件。注防，必此指定完整的路径；
否则，PC-DMIS 
将采用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此外，如果文件不存在，将在生成报告时创建。 

提示输入目标文件提示输入目标文件提示输入目标文件提示输入目标文件：：：：    

如果选择了提示提示提示提示，PC-DMIS 
将显示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选择要报告的目标文件。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PC-DMIS 
使用“索引”框中的数字自动生成报告文件名。生成的文件名与零件程序同名，
后面附加数字索引和扩扩名。此外，生成的文件将位于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

如果存在与生成的文件名同名的文件，“自动”选项将增大索引，直到成为唯一
的文件名。  

丰富文本格式丰富文本格式丰富文本格式丰富文本格式 (RTF)：：：：    

如果选择丰富文本格式丰富文本格式丰富文本格式丰富文本格式 (RTF) 选项，PC-DMIS 将使用 Microsoft 
丰富文本格式（.rtf 文件）生成报告，便于交换文档。注防 RTF 
报告中的图像将出现浅色的边界。 

可移植文档格式可移植文档格式可移植文档格式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 

如果计算机上很安装 
Adobe Acrobat 
Reader，需要在安装后才
能查看 .pdf 
文件。我可以从 Adobe 
网询下载：http://www.ad
obe.com/products/acrobat/
readstep.html 

 
如果选择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 选项，PC-DMIS 将使用 Adobe 可移植文档格式（.pdf 
文件）生成报告，便于电子文件共因。PDF 
格式的尺寸将在有默认的蓝色背景颜色或显示尺寸符号。  

 

Hyper 报告直接插入报告直接插入报告直接插入报告直接插入：：：：    

选择可移植文档格式可移植文档格式可移植文档格式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 
选项时，该复选框将可用。选中该复选框将使打印“编辑”窗口的数据和 
HyperView 命令出现在同一个生成的 PDF 文件中。注防，该选项将覆覆 Hyper 
报告命令的“自动打印”选项。此外还应注防，Hyper 报告不能打印到 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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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有关 HyperView 报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请“创建 HyperView 
报告”部分。 

输出到打印机输出到打印机输出到打印机输出到打印机：：：：    

如果选中草稿模式草稿模式草稿模式草稿模式复选框，PC-DMIS 
我将“编辑”窗口中的字体更改为草稿模式类型，以便于打印。报告中使用的所有颜色（用
来辨别公差、模式等）均将更改为所色。为为变化可以明显提高打印的速度。 

作为作为作为作为 DMIS  DMIS  DMIS  DMIS 输出文件输出输出文件输出输出文件输出输出文件输出：：：：    

如果选中 DMIS 输出输出输出输出复选框，PC-DMIS 允许将“编辑”窗口中的信息保存为 DMIS 
输出文件。内个复选框（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输出理论值输出理论值输出理论值输出理论值和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和一个另存另存另存另存

为为为为按钮将可用。 

•
 单击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按钮打开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将“编辑”窗口中的
信息以 DMIS 输出格式保存到所选的目目中。可用的文件格式使用 .dmo、.dms 
和 .dmi 扩扩名。 

•  如果选中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PC-DMIS 
将简单地使用新的输出文件替代旧的输出文件。不过，如果在执行零件程序时

很选中该复选框，PC-DMIS 
将本试遵循上一还使用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按钮时使用的命名方式，不替换如何以前的文件
。 

 

例如，如果以前选择“test.dmo”作为输出文件，并的很选中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替代输出文件，下

一还执行该零件程序时，PC-DMIS 
我将新文件另存为“test1.dmo”。该零件程序新的执行操作将以为种递增方式保
存。 

•  如果选中输出理论值输出理论值输出理论值输出理论值，PC-DMIS 将理论值和测定值一同输出到输出 DMIS 
文件。 

•  如果选中了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输出包这尺寸的特征，PC-DMIS 
我将测定特征和关联的公差一同保存在输出文件中。PC-DMIS 
将先输出测量结果，然后再输出关联的公差结果。为样，我可以先测量零件程

序中的所有特征，然后再计算公差结果。 
 

如果特征很与如何公差关联，PC-DMIS 不我生成如何输出。  

注注注注：：：：文件名的数字部分不获超过 10 位。否则，将有替换旧的输出文件的风险。 

预览打印作业 

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预预预预览览览览访问预览打印作业主题中介该的 打印预览 窗口。“ ”  

关闭或退出零件程序关闭或退出零件程序关闭或退出零件程序关闭或退出零件程序 
•

 选择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将保存并关闭当前的零件程序。如果零件很如保存，系统我提示
我命名并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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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将退出当前零件程序，不保存如何更改。只有以前保存的数据才
可以获获。如果选择了退出，将出现一条消息，询问我是否不保存即退出程序
。要保存零件程序，单击消息框中的否否否否，然后按请保存零件程序中的说明操作
。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PC-DMIS 
要退出当前的零件程序并退出 PC-
DMIS，选择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命令。与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命令不同，如果选择了退退退退出出出出，PC-DMIS 
将在退出前自动保存当前的零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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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级文件选项使用高级文件选项使用高级文件选项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使用高级文件选项使用高级文件选项使用高级文件选项：：：：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为我提供了许多选项，用来处理零件程序和管理必要的文件。对于大多数基于 
Windows 的程序，可以使用标准的 Windows 
对话框进行基本的文件管理；包此创建、打开、复制、重命名和删除文件。此外，通过 
PC-DMIS 还可以执行其它高级操作，例如导入和导出 CAD 数据或执行完成的零件程序。  

本子本门介该高级文件选项。有关更基本的选项，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 ”   

此部分介该的选项包此： 

•  导入 CAD 数据 

•  导出 CAD 数据 

•  更改导入/导出的图像显示 

•  执行零件程序 

该部分将详细说明为为选项和命令。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CAD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使用导入菜单选项，PC-DMIS 
可以将数据从输入文件导入当前的零件程序。该菜单选项显示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使用导航“
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可以使用的输入数据文件类型如下所示： 

DMIS 和 DIMS 数据以 
PC-DMIS 
格式导入零件程序，不需
要单独的文件。 

•  CAD（IGES、DXF、STEP、VDAFS、DES、XYZIJK、STL、CATIA、Pro/ENGIN
EER 或 Unigraphics） 

•  Direct CAD（ACIS、Unigraphics、Pro/E、Catia 或 I-DEAS） 

•  DMIS 

•  AVAIL 

•  DIMS 

 

 

PC-DMIS 将 CAD 数据作为单独的文件进行跟踪。该文件与零件程序具有相同的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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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但是扩扩名为“.CAD 。所有操作（例如重命名、删除和复制）也对”
关联的 CAD 文件（如果有）执行。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使用一个 OS 文件名为 TEST.PRG 的零件程序。如果向该零件程序中添加 CAD 
数据，PC-DMIS 将创建一个名为 TEST.CAD 的 CAD 
文件，并存储在同一个目目中。如果以后使用 操作 子菜单删除“ ”  TEST.PRG 零件程序，PC-
DMIS 我同时删除 TEST.CAD 文件。  

在版本 3.5 及更高版本中，PC-DMIS 允许导入现有的 .CAD 
文件用于多个零件程序。相关内窗在为多个零件程序引用一个 CAD 文件中介该。 

将数据文件导入零件程序将数据文件导入零件程序将数据文件导入零件程序将数据文件导入零件程序：：：：    

1.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浏览可用的目目，直到找到包这数据文件的目目。 

3.
 从对话框底部的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输入
文件类型，然后选择要输入的文件。如果所选的零件程序已如有关联的 
CAD/DIMS 数据，则则如该步骤。 

4. 在对话框的右下角选择合合合合并并并并或替替替替换换换换选项（如果需要）。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如果出现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则序序执行以下步骤。 

•  有关使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确定处理和显示的 CAD 
数据的信息，请参请更改导入/导入的图像显示。  

•  有关使用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3D 按钮创建导入零件的级别的信息，请参请成为 3D。 

•  有关使用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按钮查看特定 IGES 特征数据的信息，请参请使用“IGES 
数据 对话框。”  

6. 单击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命令按钮。PC-DMIS 将在文件处理完成时提示。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返回零件程序。 

CAD/DIMS 
数据可以在零件程序周后的如防数段添加，添加的步骤如下文的合并/替换中所述。 

注注注注：：：：通过导入选项还可以导入如转换的 DOS 文件。参请 将零件程序转换为“  PC-
DMIS 部分的 转换零件程序文件 。” “ ”  

为多个零件程序引用一个为多个零件程序引用一个为多个零件程序引用一个为多个零件程序引用一个 CAD  CAD  CAD  CAD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在以前版本的 PC-DMIS 中，新建与其它零件程序使用相同 IGES 
文件的零件程序时，我自动创建一个新的 .CAD 文件。在版本 3.5 
及更高版本中，可以有多个零件引用一个 .CAD 文件。为对于使用相同 CAD 
模型的多个零件程序模其有用。如果要使用大型 CAD 模型，多个零件程序只引用一个 
CAD 文件可以节如大量文盘空间。  

要引用其它零件程序中使用的 .CAD 
文件，应按请本部分 将数据文件导入零件程序 主题中的说明操作，出现“ ”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时，选择 CAD 引引引引用用用用作为导入的数据类型，然后序序导入过程。  

注注注注：：：：不能循环引用 .CAD 
文件，为样一定我出现错误消息。例如，如果创建新的零件程序，导入 IGES 
文件，保存零件程序，然后本试导入自例的 .CAD 文件，则我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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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后，使用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单选项查看 CAD 元素的有关信息时，将显示引用的 CAD 
文件的文件路径（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查看” “  CAD 信息 。” 注注注注：：：：注防，对 CAD 
模型 – 原 CAD 模型或窗引用的 CAD 模型 – 的修改将根据该 CAD 
模型修改所有其它零件程序。例如，如果更改了原 CAD 
模型，所有原模型引用的模型将进行相同的更改。面之，如果更改引用的模型，原模型也
将进行相同的更改。  

合并/替换 

如果所选的零件程序已如有关联的 CAD/DIMS 数据，PC-DMIS 
将在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的右下角显示合合合合并并并并和替替替替换换换换选项。我可以选择 合并“ ”或 替换 。“ ”  

•  如果选择合合合合并并并并（新增数据）选项，PC-DMIS 
将输入数据添加到零件程序中，而不删除现有数据。  

•  如果选择替替替替换换换换选项，PC-DMIS 
将删除现有数据，并使用新的输入数据替换。 

导入 CAD/DIMS 文件 

要导入 CAD/DIMS 数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浏览可用的目目。 

3.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所需的输入文件（或从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下方的列表中选择）。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接着显示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显示所有与指定数据文件相关的信息。 

5. 如果要更改导入的 IGES 
文件的显示，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参请更改导入/导出的图像显示）。 

6. 要将该文件附加到所选的零件程序上，只需单击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命令按钮。PC-DMIS 
将在文件处理完成时提示。 

7. 要完成该操作，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返回打开的零件程序。 

选择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将终止整个操作，并关闭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 

有关不同输入文件格式的信息，请参请 在脱机模式下使用 。“ ”  

导入 DMIS 文件 

注注注注：：：：导入 DMIS 程序将覆覆当前 PC-DMIS 程序文件（显示为“.prg ）的内窗。”  

要导入 DMIS 程序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PC-DMIS 中打开要向其导入 DMIS 程序文件的零件程序。 

2.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3. 从对话框左下角的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DMI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PC-DMIS 
列出以“.dmi 或” “.dms 文件扩扩名结文的程序文件。”  

4. 浏览可用的目目，直到找到包这所需 DMIS 
程序文件的目目，并从列表中选择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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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出现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在在在在转转转转换换换换 DMIS 
时时时时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测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此时，提供内个可供选择的与转换时使用测头文件
有关的选项。 

1.
 第一个选项使用该对话框浏览可用目目，直到找到转换要使用的
测头文件。选择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或单单单单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选项，确定将使用所选
测头文件的机械臂。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序序。PC-DMIS 将添加 DMIS 
程序引用的而测头文件中在有的所有测尖（传传器）。 

2. 第二个选项是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PC-DMIS 根据 DMIS 程序文件中的 SNSDEF 
语句创建新的测头文件。测头文件名与 DMIS 
程序文件名相同，但扩扩名为“.prb 。”  

注注注注：：：：使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所创建的测头配置默认值为 PH9 测座，与 TIP2BY20MM 测尖为 
TP2 连接。不过，如果在 DMIS 程序中在有检测到 SNSDEF 语句，将不我创建测头配置。 

3. 第内个选项为单击跳跳跳跳过过过过。该选项将在转换过程中则如 DMIS 程序中的 
SNSDEF 和 SNSLCT 语句。 

6. 如果在 DMIS 程序文件中转换 SNSDEF 
语句时，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而在测头文件中在有找到已定义的测尖（传传
器），将出现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对话框。该对话框用来校验转换后的测尖与相应的 
SNSDEF 
定义是否一为。在该对话框中，我我看到测头文件中当前测尖的列表，包此最
近转换的测尖。我还我看到当前正在转换的 SNSDEF 
语句。此时，有多个选项可供选择。 

•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所显示 SNSDEF 语句的测尖转换。 

•  单击全全全全部部部部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为 DMIS 程序文件中每个 SNSDEF 
语句转换的所有测尖（PC-DMIS 不我再显示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对话框）。 

•  单击则则则则如如如如则如当前的 SNSDEF 语句。 

•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打开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手动添加一个或多个测尖。 

•  单击推推推推测测测测测测测测尖尖尖尖，让 PC-DMIS 重新如重当前的 SNSDEF 
语句，找到更找的转换（只有使用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按钮手动添加了一个或多个测
尖时，才使用该选项）。 

注注注注：：：：如果默认的测头配置与我机器的测头配置不匹配，建如我在导入 DMIS 
程序文件之前，使用 PC-DMIS 创建一个具有正确测头配置的测头文件。出现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在在在在转转转转换换换换 
DMIS 时时时时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时选择该测头文件，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为样，转换器在转换 
SNSDEF 语句时可以选择最适合的测尖。 

如果我我 PC-DMIS 在导入 DMIS 
文件的过程中如到错误时显示警告消息，请参请 修改注册表 的“ ” “DMIS 显示警告 主题。”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STEP 和和和和 VDAFS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1. 访问导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从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VDAFS 的 STEP。STEP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或 VDAFS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对话框出现。 

3. 选择可用的选项。 

4. 作找文件导入准备后，单击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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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实际上，VDAFS 对话框与 STEP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对话框显示内窗相同。 

处理独立实体处理独立实体处理独立实体处理独立实体    

对话框处处处处理理理理独独独独立立立立实实实实体体体体区域中的复选框确定要导入的独立实体。独立实体是不属于模型中如
何其它实体的子实体的实体。即在有如何实体使用独立实体定义其几何形状。在独独独独立立立立实实实实体体体体
复选框的右底，PC-DMIS 
显示每种类型的独立实体数。如果在有该类型的独立实体，复选框将窗禁用。 

对于大多数模型来说，只导入独立立体就足够了。对于 VDAFS 
文件，除了立体之外，可能还需要可体、面和曲面，才能获获完整的模型几何形状。独立
曲线通常不是模型的一部分，而是在创建模型时作为导线插入。 

注注注注：：：：无论导入很为独立实体，均将处理所有从属实体。从属实体是另一个父实体的子实体
。父实体使用子实体来定义其部分或全部几何形状。 

翻转样条曲面的翻转样条曲面的翻转样条曲面的翻转样条曲面的 U U U U----V V V V 片区顺序片区顺序片区顺序片区顺序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样样样样条条条条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的的的的 U-V 片片片片区区区区顺顺顺顺序序序序复选框修正这为 VDAFS 
文件中发现的样条曲面问题。如果在导入 VDAFS 
文件后发现文曲的曲面，本试选中该复选框，然后重新导入文件。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单击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按钮导入文件。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XYZIJK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XYZIJK 文件扩扩名为 
.xyz。利用如防标准的文
本编辑器均可以查看 .xyz 
文件中包这的值。 

XYZIJK 文件类型是包这 xyz 
坐标形式的特征信息的简单文件，具有矢量或在有矢量。每行包这的数字数目确定创建

的特征类型。 

 

PC-DMIS 读取 .xyz 数据文件的行，并根据每行的数字数目将点转换为以下特征： 
每每每每行行行行的的的的数数数数字字字字数数数数目目目目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生生生生成成成成的的的的 CAD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3 第一个数字 = X 值 
第二个数字 = Y 值 
第内个数字 = Z 值 

在有矢量的点 

4 第一个数字 = X 值 
第二个数字 = Y 值 
第内个数字 = Z 值 
第在个数字 = 直径 

具有基于工作平面的矢
量的 CAD 圆 

5 第一个数字 = X 值 
第二个数字 = Y 值 
第内个数字 = Z 值 
第在个数字 = 无这义 
第第个数字 = 无这义 

在有矢量的点 

6 第一个数字 = X 值 
第二个数字 = Y 值 
第内个数字 = Z 值 
第在个数字 = I 值 
第第个数字 = J 值 
第如个数字 = K 值 

具有矢量的点 

7 第一个数字 = X 值 
第二个数字 = Y 值 
第内个数字 = Z 值 

具有矢量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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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在个数字 = I 值 
第第个数字 = J 值 
第如个数字 = K 值 
第尝个数字 = 直径 

8+ 第一个数字 = X 值 
第二个数字 = Y 值 
第内个数字 = Z 值 
第在个数字 = I 值 
第第个数字 = J 值 
第如个数字 = K 值 
第尝个数字 = 无这义 
第第个数字 = 无这义 

具有矢量的点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 XYZ 文件包这 25,280,750,25 一行，PC-DMIS 将创建一个将心在 x=25、y=280 
和 z=750 的圆，直径为 25。 

选择了要导入的文件之后，PC-DMIS 在 XYZ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中显示使用 XYZ 
文件创建的特征。 

注注注注：：：：注防特征在 .xyz 文件中的创建顺序，在 PC-DMIS 中生成的顺序可能我有所不同。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后，PC-DMIS 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创建的“ ”  CAD 特征。 

对对对对 XYZIJK  XYZIJK  XYZIJK  XYZIJK 文件的说明文件的说明文件的说明文件的说明    

PC-DMIS 将在如何包这 XYZ（也可能有 
IJK）数据的文本文件中读取数据。该文件应包这需要测量的标称（理论）检验点。该文件
必此遵循以下规则： 

1. 文件第一行的 1 - 6 列必此包这字符“XYZIJK 。为是关键字，用来使”  PC-DMIS 
区分该文件类型与 DES 和 IGES 文件。必此是大写字在。 

在文件的第一行中： 
Col. 1 = X 
Col. 2 = Y 
Col. 3 = Z 
Col. 4 = I 
Col. 5 = J 
Col. 6 = K 

2. 如果文件中包这公制数据，第一行的 11 - 16 列必此包这 METRIC。即： 

Col. 11 = M 
Col. 12 = E 
Col. 13 = T 
Col. 14 = R 
Col. 15 = I 
Col. 16 = C 

默认许许下，如果在有 METRIC 关键字，则为 INCH。 
第一行的即即列应为空第。 

3. 此后的每一行必此包这内到第个窗点型数字，使用使号分隔。 

例如，均定 XYZIJK 文件如下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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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编辑器中的样例 XYZIJK 文件 

•  第一行包这 XYZIJK 关键字，因为列 11 到 16 在有关键字 METRIC，默认值为 
INCH。 

•  第二行使用矢量生成一个点。 

•  第内行使用矢量生成一个点。 

•  第在行使用矢量生成一个点。 

•  第第行使用矢量和直径生成一个圆。 

导入后，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生成该结果：“ ”  

 
图形“ 显示 窗口显示导入”  PC-DMIS 的样例 XYZIJK 文件。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STL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立体表示 (STL) 格式（制造中使用的 ASCII 
或二进制文件）提供描述计算机生成的立体模型的内角形面的列表。该格式是大多数快速
原型机的标准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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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导入 STL 文件 

导入 STL 文件： 

1. 在 PC-DMIS 中打开要向其导入 DMIS 程序文件的零件程序。 

2.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 ”
选项）。 

3. 从对话框左下角的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STL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PC-DMIS 
列出以“.stl 文件扩扩名结文的程序文件。”  

4. 浏览可用的目目，直到找到包这所需 STL 
文件的目目，并从列表中选择该文件。STL 文件可以是 ASCII 或二进制格式。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数据作为构成立体模型的面列表导入。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CATIA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PC-DMIS 可以转换 CATIA 文件并将其导入 PC-DMIS 零件程序。该导入类型不同于直接与 
CATIA CAD 文件交类（如 直接与“  CAD 文件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 “  CATIA Direct CAD 
接口 中所述）。”  

导入 CATIA 文件： 

1. 在 PC-DMIS 中打开要向其导入 CATIA 程序文件的零件程序。 

2.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3. 从对话框左下角的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CATIA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PC-DMIS 
列出使用以下扩扩名结文的程序文件：.mod、.exp、.iso 和 .cat。 

4. 浏览可用的目目，直到找到包这所需 CATIA 
文件的目目，并从列表中选择该文件。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出现 Catia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对话框。 
 

6. 使用以下标题中提供的对话框说明，从 Catia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导入文件。 

模型选择模型选择模型选择模型选择    

如果 CATIA 文件中包这多个模型，可以使用模模模模型型型型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列表指定要导入的模型。 

轴选择轴选择轴选择轴选择    

轴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列表可以确定要导入的模型使用的坐标系统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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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选项处理选项处理选项处理选项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可以过滤导入的实体。使用该区域中的列表控制要从模型中导入的实体。共
有内个过滤器：实体类型、实体颜色和实体层。我可以组合使用为为过滤器，并连序限制
我要导入的实体。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我的文件存还层上的大量实体类型和颜色组成。在所有要导入的实体中，我可
以选择特定类型，例如曲线。从生成的曲线列表中，我可以按请特定的实体颜色（例如蓝
色）过滤。从新的蓝色曲线列表中，可以按请实体层过滤，例如 15。为将导入第 15 
层上的所有蓝色曲线。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实实实实体体体体 
选中该复选框将导入所有实体类型。要过滤导入的实体类型，取消选中该复选框，
然后从列表中选择要导入的实体类型。在选择项目的同时按住 CTRL 
键可以选择多项。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所所所所有有有有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选中该复选框将导入如何指定了颜色的实体。要过滤导入的颜色，取消选中该复选
框，然后从列表中选择要导入的颜色。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层层层层 
选中该复选框将导入模型中的所有层。要过滤导入的层，取消选中该复选框，然后
从列表中选择要导入的层。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按按按按按按按按实实实实体体体体 
选中该复选框将导入按按的实体。要不导入按按的实体，则取消选中该复选框。 

修整首选项修整首选项修整首选项修整首选项    

修修修修整整整整首首首首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确定 PC-DMIS 中应如何显示修整的曲面。 

选择 UV 修修修修整整整整选项将在曲面的参数空间中修整曲面。  

选择 XYZ 修修修修整整整整选项将在模型空间修整曲面。  

理论上理，无论选择很个修整选项，生成的转换模型应相同。不过，如果要导入定义不如
的模型，所选的选项如常我使结果有所不同。通常许许下，选择 UV 
修修修修整整整整将生成最佳结果。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Pro/ENGINEER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PC-DMIS 可以转换 Pro/ENGINEER 文件并将其导入 PC-DMIS 
零件程序。该导入类型不同于直接与 Pro/ENGINEER CAD 文件交类（如 直接与“  CAD 
文件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 “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 中所述）。”  

导入 Pro/ENGINEER 文件： 

1. 在 PC-DMIS 中打开要向其导入 Pro/ENGINEE 文件的零件程序。 

2.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3. 从对话框左下角的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Pro/ENGINEER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PC-DMIS 列出使用以下扩扩名结文的程序文件：.prt 和 .asm。 

4. 浏览可用的目目，直到找到包这所需 Pro/ENGINEER 
文件的目目，并从列表中选择该文件。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出现 Pro/ENGINEER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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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以下标题中提供的对话框说明，从 Pro/ENGINEER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导入文件。 

处理选项处理选项处理选项处理选项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可以选择要导入的实体类型。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立立立立体体体体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选中该复选框将导入立体曲面实体。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基基基基准准准准 
选中该复选框将导入所有基准实体。要过滤导入的特定基准，取消选中该复选框，
然后从列表中选择要导入的基准实体类型。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Unigraphics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PC-DMIS 可以转换 Unigraphics 文件并将其导入 PC-DMIS 
零件程序。该导入类型不同于直接与 Unigraphics CAD 文件交类（如 直接与“  CAD 
文件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 “  Unigraphics Direct CAD 接口 主题中所述）。”  

导入 Unigraphics 文件： 

1. 在 PC-DMIS 中打开要向其导入 Unigraphics 文件的零件程序。 

2.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3. 从对话框左下角的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Unigraphic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PC-
DMIS 列出使用以下扩扩名结文的程序文件：.prt、.x_t、*.x_b、*.xmt_txt 和 
*.xmt_bin。 

4. 浏览可用的目目，直到找到包这所需 Unigraphics 
文件的目目，并从列表中选择该文件。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出现 Unigraphics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对话框。 
 

6.
 从处处处处理理理理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选择要导入的实体类型。可以导入的实体类型包此立体、
薄壁体和按按的实体。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导入文件。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MMIV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MMIV 文件（例如 AVAIL）是 Brown and Sharpe 的 Micro Measure IV 
测量软件包使用的一种文件类型。PC-DMIS 允许将该文件类型导入 PC-DMIS 零件程序。 

导入 MMIV 文件： 

1. 在 PC-DMIS 中打开要向其导入 MMIV 程序文件的零件程序。 

2. 访问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3. 从对话框左下角的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MMIV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PC-DMIS 
列出以 MMIV 的“llf 前前开头的程序文件。”  

4. 浏览可用的目目，直到找到包这所需 MMIV 
文件的目目，并从列表中选择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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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显示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转转转转换换换换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对话框，询问将数据导入零件程序要使用的方法。 
 

6. 选择一种转换方法，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处理我的请求。 

7. 对于 MMIV 文件中如到的每个 工具更改 命令，“ ” PC-DMIS 我提示我选择一个 
PC-DMIS 测头文件。 

8. 对于 MMIV 文件中如到的每个 测尖更改 命令，“ ” PC-DMIS 
我提示我从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对话框的要要要要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表中选择一个 PC-DMIS 
测头测尖。 
 

9.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全全全全部部部部确确确确定定定定），然后按请屏幕上的说明重复上述步骤。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测测测测
尖尖尖尖对话框关闭后，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区区区区对话框将出现。 
 

10. 选择符合当前设置的工作区，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数据导入零件程序。 

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如果 MMIV 零件程序在这个特征块中包这 BRANCH/TEST 
关键字或 分支“ /标号 命令，在导入”  PC-DMIS 之后，我将相应的 PC-DMIS 命令（IF 或 
GOTO）移动到该特征块之前。该问题将在以后版本的 PC-DMIS 中允正。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Direct CAD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Direct CAD 文件类型并不将 CAD 数据转换为 PC-DMIS 的内部 CAD 
格式，而是直接访问。即为为文件类型的 CAD 数据在导入后保持原来的格式。CAD 
类型自及的例程用于对 CAD 数据进行的所有计算。直接访问 CAD 
数据可以避免因转换的不准确或限制而可能造成的问题。 

“Direct CAD 接口 部分详细介该如何导入”  Direct CAD 文件。 

在在有在在有在在有在在有 CAD  CAD  CAD  CAD 许可许的许许下棋盘形显示零件许可许的许许下棋盘形显示零件许可许的许许下棋盘形显示零件许可许的许许下棋盘形显示零件    

对于版本 3.5 及更高版本，我现在即使在有 CAD 许可许，也可以棋盘形显示 Direct CAD 
接口零件的图像。访问该功能的方法还 Direct CAD 
接口而异。不过，一般许许下，我只需访问 Direct CAD 接口零件程序。PC-DMIS 
将显示该零件，但是这为功能将不可用。例如，不能在零件上创建测定矢量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IGES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通过 IGES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可以单击列表框中的特定特征，显示有关该特征的直径、XYZ 
标称值等的信息。 

要在 IGES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中查看有关要导入的 CAD 数据的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开始导入 CAD 或 IGES 文件（参请导入 CAD/DIMS 文件）。 

2.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出现后，单击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开始导入数据。 

3. 导入完成后，单击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按钮。将出现 IGES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成为成为成为成为 3D 
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3D 按钮通如 PC-DMIS 内该地处理 2D CAD 绘图，创建所需的 3D 
级别。原来的数据应在一个与 Z (= 0) 平面平行的平面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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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该选项的完整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选项。”  

导出导出导出导出 CAD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与导入 CAD 数据类似，PC-DMIS 允许将 CAD 
数据从当前的零件程序导出到还种文件格式。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菜单选项将零件程序中的数据导出到输出文件。输出文件的格式可以是 
DES、DMIS、IGES、AVAIL、STEP、VDAFS、Tutor、Basic 或 Generic。 

要从当前零件程序中导出数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菜单栏中选择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或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中右键单击零件程序文件名，然后选择导导导导出出出出）。该操作将打开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 

2. 从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数据类型。PC-DMIS 
将显示指定数据类型的可用文件。  

3.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要创建的文件的名称，或从列表中选择现有文
件。如果选择了现有文件，PC-DMIS 
将使用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操作生成的信息替换当前数据。 

4. 单击 确定 。“ ”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关闭，PC-DMIS 
根据数据类型显示另一个对话框。如果我导出成下列一种数据类型，该对
话框将出现：IGES、STEP、VDAFS、DFX/DWG、GENERIC、DES  

5. 从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表中选择坐标系并根据需要选择如何其它选项。 

6. 单击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或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根据对话框而定）。PC-DMIS 将生成导出文件。 

导出 IGES 文件还需要其它一为信息。请参请 导出“  IGES 文件 。”  

注注注注：：：：导出 DES 文件时，PC-DMIS 允许使用标称值创建 DES 
输出文件。要为样如，在单击处处处处理理理理之前，在 D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中选中输输输输出出出出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复选框。  

导出 IGES 文件 

要导出 IGES 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浏览可用的目目。 

3. 选择所需的输出文件，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出现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显示所有与指定数据文件相关的信息。如果选中了仅仅仅仅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复选框，PC-DMIS 
将只输出标记的特征。如果需要，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更改导出图像的显示（参
请更改导入/导出的图像显示）。 

4. 从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区域中选择一个坐标系。 

5. 单击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中的处处处处理理理理按钮，从所选的零件程序导出 IGES 
数据。PC-DMIS 将在文件处理完成时提示。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完成 IGES 文件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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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到 I-DEAS DCI 模型文件 

要导出 I-DEAS 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 I-DEAS DCI。对话框上的许多选项将按按。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将出现 I-DEAS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 

4. 单击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到到到到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按钮。I-DEAS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对话框将出现。使用该对话框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有关使用 I-DEAS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交类 部分的 使用” “ ‘I-DEAS 服务器连接 对话框 主题。连接到’ ”  I-
DEAS 服务器上之后，I-DEAS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将可用。当前 I-DEAS 
数据安装中的所有项目将列出。 

5. 单击连连连连接接接接连接到服务器上。将出现 I-DEAS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  

6.
 选择一个项目以及要导入到的模型文件。要为样如，从所所所所选选选选模模模模型型型型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中中中中的的的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现有零件。也可以在二二二二进进进进制制制制、、、、名名名名称称称称和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号号号号框中
键入值创建一个新零件。 

注注注注：：：：不能在现有零件中创建曲面几何体（柱体、锥体或球体特征）。如果导出到现有零件
，将则如为为特征类型。要导出曲面特征类型，应指定要创建的新零件。 

注注注注：：：：以下字符在二二二二进进进进制制制制、、、、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或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号号号号框中无并，不能使用： 
: 
; 
, 
" 
* 
? 

1.
 指定了零件后，单击导导导导出出出出到到到到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按钮。如果零件是新零件，我出
现一个消息框，询问我是否要创建零件。 

1. 单击是是是是创建 I-DEAS 零件。将出现 I-DEAS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对话框。 

2. 从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框中选择一个坐标系。  

3. 选择其它导出选项。 

4. 单击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按钮导出到 I-DEAS 零件。导出过程完成后，PC-DMIS 
将自动命令 I-DEAS 服务器保存零件的模型文件。 

更改导入更改导入更改导入更改导入/导出的图像显示导出的图像显示导出的图像显示导出的图像显示 
在导入或导出时，如果单击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中的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将出现 IGES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导入）或 IGES 写写写写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导出）。为为对话框可以更改 IGES/DMIS 
图像的显示方式。 

更改导入更改导入更改导入更改导入 CAD 的显示的显示的显示的显示 
访问 IGES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并更改 IGES/DMIS 图像的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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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始导入 CAD 文件（参请导入 CAD/DIMS 文件）。 

2. 出现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时，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 

3. 从 IGES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复选框选项。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PC-DMIS 将使用请求的特征绘制所选的 CAD 图像。 

了解可用选项了解可用选项了解可用选项了解可用选项    

如果使用的修整曲面的基曲面为旋转曲面，并的很正确读入，旋转曲面复选框将可用。如
果出现为种许许，只需在对话框的修修修修整整整整曲曲曲曲面面面面区域选择相应的选项。 

如果选中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复选框，PC-DMIS 将使用当前设置处理所有以后的实体。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实实实实体体体体待待待待用用用用 区区区区域域域域“ ”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待待待待用用用用实实实实体体体体区域包这以下如个复选框，使我可以选择可能的 CAD / DIMS 
图像设置选项。如下表所述： 
复复复复选选选选框框框框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几何体 确定是否要从文件中导入几何实体。几何

实体是定义模型的曲线和曲面。 
然注 确定是否要从文件中导入然注实体。为为

实体用于向文件中添加然注或说明。其中
包此角度尺寸、直径尺寸、标记注释、一
般标签、线性尺寸、坐标尺寸、点尺寸、
半径尺寸、一般符号和截面区域实体。 

定义 确定是否要从文件中导入定义实体。为为
实体在文件的定义结构中使用。其中包此
一般注释、引出线、关联定义、线型定义
、宏定义、子图示定义、文本字体定义、
文本显示模板和网文子图示定义实体。 

其它 确定是否要从文件中导入其它实体。为为
实体用于在文件中定义特征等目的。目前
包此颜色定义实体和关联的标注几何体。 

逻辑/位置 确定是否要从文件中导入逻辑/位置实体。
为为实体作为其它实体的逻辑或位置引用
。目前 PC-DMIS 
不处理如何该类型的实体。  

二该参数 确定是否要从文件中导入二该参数实体。
为为实体放入二该 XY 
参数空间，作为内该 XYZ 
空间的一个子集（则如 Z 
坐标）。该实体类型适用于在曲面上定义
修整曲线。目前，PC-DMIS 
则如该复选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了解可用选项 。”  

如果选中全部如个复选框，将导入 IGES 文件中的所有 IGES 实体。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 区区区区域域域域“ ”  
处处处处理理理理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区域包这的复选框使我可以处理符合特定条件的特定实体。下表介该符合的
可用条件以及对每个复选框的说明： 
条条条条件件件件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处理如理上独立的实
体 

确定是否显示参参参参数数数数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上上上上的的的的曲曲曲曲线线线线的基本曲
面。 

处理逻辑上独立的实
体 

确定是否要从 IGES 
文件中导入逻辑上独立的实体。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69

处理空第实体 确定是否要导入空第实体。 

修修修修整整整整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区区区区域域域域“ ”  
修修修修整整整整曲曲曲曲面面面面区域包这的复选框可以用来正确处理修整曲面。 
复复复复选选选选框框框框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显示修整 显示修整曲面。 
显示基本曲面 显示很修整的曲面（基本曲面）。 
显示“B 曲线”  如果 IGES 

文件中存在“B 曲线，选中该复选框作为”
修整定义使用。如果模型中包这定义不如
的“C 修” 整曲线，也可能需要选中该复选
框。通过选中该复选框，“C 修整曲线将”
从“B 修整曲线重新生成。”  

显示“C 曲线”  如果 IGES 
文件中存在“C 曲线，选中该复选框作为”
修整定义使用。如果模型中包这定义不如
的“B 修整曲线，我可能需要使用该选项”
。通过选中该复选框，“B 修整曲线将从” “
C 修整曲线重新生成。”  

如果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修修修修整整整整复选框，该复选框下面的其它复选框将可供选择。我可以根据修整曲面
的属性，使用“B 或” “C 曲线作为修整定义。”  

注注注注：：：：注防，如果使用“C 曲线作为修整定义，” PC-DMIS 
将必此计算“B 曲线，该” 计算过程计时本常长。 

此外，如果 IGES 
文件中包这的修整曲面使用旋转曲面作为基本曲面，以下复选框将可供选择： 
复复复复选选选选框框框框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翻转参数 确定是否要修正 U 和 V 

参数参参的“B 修整曲线。”  
V 参数 0 到 1 确定是否要修正“V 参数在”  0 到 1 

的范该内定义，而不是在半径中。  
U 参数 0 到 1 确定是否要修正“U 参数在”  0 到 1 

的范该内定义，而不是在半径中（如果旋
转曲面的在线是弧）。 

显示基本曲面 确定是否要显示很修整的曲线。 

定定定定义义义义修修修修整整整整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我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定义修整曲线： 

1.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模模模模型型型型空空空空间间间间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内内内内该该该该坐坐坐坐标标标标（（（（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的的的的坐坐坐坐标标标标））））。。。。为为曲线称为“
C 修整曲线，因为每个坐标要求使用内个值在模型空间中定位（” 1, 2, 
3；A, B, 
C）。根据定义，该曲线必此先定义，以便在几何上与曲面以调。即，曲
线必此在曲面上。不过，定义不如的“C 修整曲线可能我修面该规则。”  

2.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上上上上的的的的相相相相对对对对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曲曲曲曲线线线线的的的的位位位位置置置置。。。。为为曲线称为“B 修整曲”
线，因为每个坐标要求使用两个值在参数空间中定位。例如，矩形曲面一
个的角参数位置为 (0,0)，对角的参数位置为 
(1,1)。然后，曲面上的每个位置使用为两个极值之间的值对表示。参数位
置 (0.5,0.5) 
应为曲面的中心。参数定义的曲线使用为为二该参数空间点表示。根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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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该曲线必此先定义，以便不我超出所处的曲面的参数空间之外。不过
，定义不如的曲面可能我修面该规则。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修修修修整整整整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选中了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修修修修整整整整复选框的 IGES 文件 

不不不不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修修修修整整整整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使用上面了解可用选项主题中的 IGES 
文件时，如果取消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修修修修整整整整复选框，将以一个空模型结很。为是因为该特定的 IGES 
文件仅包这修整曲面。不过，如果取消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修修修修整整整整复选框并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曲曲曲曲面面面面复选框，
结果如下： 

 
很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修修修修整整整整复选框的 IGES 文件 

注防，曲面上的所有孔将消曲，并的不我修整曲面的外边框。 

更改导出更改导出更改导出更改导出 CAD 的显示的显示的显示的显示 
通过 IGES 写写写写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可以更改 IGES/DMIS 图像的显示方式。 

访问该对话框并更改 IGES/DMIS 图像的显示方式： 

1. 开始导出 CAD 文件（参请导出 IGES 文件）。 

2. 出现 IGE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时，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 

3. 从 IGES 写写写写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复选框选项。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PC-DMIS 将使用请求的特征绘制所选的 CAD 图像。  

了解可用输出选项了解可用输出选项了解可用输出选项了解可用输出选项    

还种输出选项控制 IGES 实体的导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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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作作作作为为为为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 该复选框使锥体、柱体和球体作为旋转曲面实体导出。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作作作作为为为为弧弧弧弧 – 
该复选框使锥体、柱体和球体作为弧导出。锥体将作为基本曲面上的圆和窗点
处的点导出。柱体将作为两个圆导出：一个柱体窗部的圆和一个柱体底部的圆
。球体将作为该角其球心的圆导出。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作作作作为为为为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曲曲曲曲面面面面和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作作作作为为为为弧弧弧弧 – 我可以同时选中为两个复选框。此时，PC-
DMIS 
我将锥体、柱体和球体作为旋转曲面和弧导出。如果两个复选框均很选中，则
不我导出锥体、柱体和球体。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作作作作为为为为详详详详细细细细数数数数据据据据表表表表单单单单 2 – 该复选框使扫描作为详细数据 IGES 
实体类型导出，实体的格式为在有矢量的点。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作作作作为为为为详详详详细细细细数数数数据据据据表表表表单单单单 3 – 该复选框使扫描作为详细数据 IGES 
实体类型导出，实体的格式为及矢量的点。还种表单控制详细数据实体的格式
。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作作作作为为为为详详详详细细细细数数数数据据据据表表表表单单单单 12 – 该复选框使扫描作为详细数据 IGES 
实体类型导出，实体的格式为在有矢量的分段线性曲线。还种表单控制详细数
据实体的格式。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作作作作为为为为详详详详细细细细数数数数据据据据表表表表单单单单 13 – 该复选框使扫描作为详细数据 IGES 
实体类型导出，实体的格式为及矢量的分段线性曲线。还种表单控制详细数据
实体的格式。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作作作作为为为为点点点点 – 该复选框使扫描作为多点实体导出。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作作作作为为为为详详详详细细细细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和扫扫扫扫描描描描作作作作为为为为点点点点 – 我可以同时选中为两个复选框。然后，PC-
DMIS 我将扫描作为详细数据和点导出。如果我取消选中为为复选框，PC-
DMIS 不我导出扫描。 

执行零件程序执行零件程序执行零件程序执行零件程序 
使用 PC-
DMIS，我可以很窗很执行整个零件程序或部分执行。该主题介该如何完整执行和部分执行
。还说明如何使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执行零件程序。 

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可以进行放大或缩小。  

执行 

要执行整个零件程序中所有标记的命令，选择执执执执行行行行选项。 

执行特征 

要仅执行光标处的特征，选择执执执执行行行行特特特特征征征征选项。 

PC-DMIS 将显示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如果将 PC-DMIS 设置为手动模式（模式 = 
手动），它将提示我进行必需的触测。如果将 PC-DMIS 设置为 DCC 模式（模式 = 
DCC），它将自动根据在对话框中设置的参数移动测头。  

执行自 

要恢复以前取消的执行，应使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自自自自菜单选项。该命令执行列出的特征，直到零件程序
结文。该菜单选项仅在以前使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取消了执行选项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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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在测量特征 CIR1 
时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自自自自菜单将可用，以便我从 CIR1 开始序序检验零件。 

从光标处执行 

要从光标的当前位置开始执行零件程序，选择从从从从光光光光标标标标处处处处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菜单命令。该程序将从光标的
当前位置开始执行零件程序。 

执行块 

要执行命令块，选择要执行的命令，然后在仍选中为为命令的许许下，选择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块块块块菜单命
令。PC-DMIS 将只执行所选的命令块。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通过显示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开始所有执行操作。 

然后，PC-DMIS 将执行当前零件程序中所有标记的命令。  

•  如果处于手动模式，PC-DMIS 将要求我采点。 

•  如果处于 DCC 模式，PC-DMIS 将自动开始测量过程。 

坐标测量机错误坐标测量机错误坐标测量机错误坐标测量机错误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错错错错误误误误列表显示零件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这为错误可能是防外的
测头触测或防外的移动终止。我可以单击下拉箭头查看错误。 

坐标测量机命令坐标测量机命令坐标测量机命令坐标测量机命令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列表显示当前特征（或要测量的特征）的所有移动和触测。只有程序在执
行过程中因错误或存操作者窗止时，才我显示该信息。零件程序可以序序执行，方法是突
出显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列表框中所需的触测（或移动），然后选择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安全移动命令在编程时使用的 X、Y 或 Z 
错误，在执行该移动命令时，可能我询到运行错误。要序序执行，请执行以下步骤： 
  拉下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命命命命令令令令下拉菜单。 
  选择出错的移动命令后面的命令。 
  按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 

序序序序序序序序    

使用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命令按钮可以恢复执行因坐标测量机运行错误而中止的零件程序。PC-DMIS 
允许在当前特征中选择特定的位置，测头从该位置序序测量零件。默认的位置显示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列表中。要选择其它位置，只需拉下下拉箭头，然后选择所需的行。按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
钮后，PC-DMIS 将从显示的位置序序进行测量过程。 

窗止窗止窗止窗止    

窗窗窗窗止止止止命令按钮可以在其当前位置中止测头并命起零件程序的执行过程。 

注注注注：：：：如果当前移动是 PH9 方位更改，此选项则不我窗止零件程序的执行。程序将在 PH9 
窗止后窗止。 

手动控制特征的测量主题介该如何在执行过程中使用窗窗窗窗止止止止切换到手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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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触测清除触测清除触测清除触测    

要删除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列表中当前突出显示的触测，只需按清清清清除除除除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按钮（位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大多数坐标测量机操可可均为清除最后一个触测分配了一个按钮。处于执行模式时，在坐
标测量机的操可可上按该按钮，与单击对话框上的清清清清除除除除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按钮结果相同。 

步进到下一个步进到下一个步进到下一个步进到下一个    

步步步步进进进进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命令按钮序序测量过程，但是一还执行一个步骤，在执行每个断生坐标测量
机移动的如何命令的步骤后该窗坐标测量机。处于步进模式时，触测可以插入特征，新特
征可以插入现有特征或命令之间。步进模式还可以脱机模拟。 

PC-DMIS 
在断点（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 断点 ）该窗执行时，“ ” “ ” 步步步步进进进进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出现在对话框上
。 

手动控制特征的测量手动控制特征的测量手动控制特征的测量手动控制特征的测量    

要手动控制特征的测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的窗窗窗窗止止止止命令按钮。  

2. 单击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PC-DMIS 
将允许控制当前触测的测量过程。（参请序序。）  

如果当前特征以手动模式测量，PC-DMIS 将自动使系统返回 DCC 
模式，并序序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测量零件。我可以随时按 DCC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返回 DCC 模式。 

PC-DMIS 
不我使用如何新触测替换原来的触测。如果需要更改测量值，则必此在 编辑 窗口中完成“ ”
。  

注注注注：：：：这为自动特征在手动测量结很时将询问是否要将特征的新位置保存为目标位置，以便
以后执行零件程序。如果单击是是是是在应该提示，则将当前测量的位置保存为新的目标位置。 

调整调整调整调整““““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对话框的大小对话框的大小对话框的大小对话框的大小    

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大小可以调整。要调整该对话框的大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光标放在对话框的外边边上。常规的箭头图标将变为双箭头图标。 

2. 按住鼠标左键。 

3. 按住鼠标左键，将光标然至所需位置。 

4. 放开鼠标右键。 

该框的大小将重新调整。当需要从一定的距离读取执行数据时，此功能模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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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 

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设置首选项：：：：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允许设置个性化首选项，以便针对个人需要定制 PC-DMIS 
的形式和功能。通过该部分将可以控制输出格式、屏幕图形、测量机参数和其它选项。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选择 PC-DMIS 设置选项 

•  修改报告和运行参数 

•  设置 编辑 窗口“ ”  

•  设置 读出 窗口“ ”  

•  设置主/从 

•  定义转台 

•  设置测头更换架选项 

•  加载活动测头 

•  设置坐标测量机接口 

•  补偿温度 

•  执行要搜索的外部目目 

•  更改 OpenGL 选项 

以下还段介该还种系统选项及其功能。 
存储多个用户的设置的说明存储多个用户的设置的说明存储多个用户的设置的说明存储多个用户的设置的说明    

存储每个用户对 PC-DMIS 的设置、参数或用户界面自定义进行的所有更改。为存 
Windows NT / Windows 2000 
用户用限内部控制。通过特定的用户名通目到操作系统将自动回调我的设置。为为设置存
储在安装 PC-DMIS 的位置的命名子目目中。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PC-DMIS 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 
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可以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我可以更改 PC-DMIS 
的形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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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访问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关联的选项卡，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然后单击相应的选项卡（ 使“
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可用的选项卡包此：”  

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常规常规常规常规””””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可以通过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中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来进行访问。此选项用于更改还种
控制测量过程的功能。 

自动圆测点数自动圆测点数自动圆测点数自动圆测点数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圆圆圆圆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用于设置 PC-DMIS 在使用 CAD 
数据在在圆时所采的默认测点数。可以输入的最小测点数为内。此选项只更改将要编程的
圆的测点数，而不更改已如编程的圆的测点数。 

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圆圆圆圆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自动直线测点数自动直线测点数自动直线测点数自动直线测点数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用于设置 PC-DMIS 在使用 CAD 
数据在在直线时所采的默认测点数。可以输入的最小测点数为二。此选项只更改将要编程
的直线的测点数，而不更改已如编程的直线的测点数。 

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最从行数最从行数最从行数最从行数    

最最最最从从从从行行行行数数数数框指示在扫描时必此测量的最从行数。 

注注注注：：：：只有当与曲线和曲面选项一起使用时，此扫描选项才处于活动状态。 

每行最从测点数每行最从测点数每行最从测点数每行最从测点数    

每每每每行行行行最最最最从从从从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指示在扫描时每行必此测量的最从测点数。 

注注注注：：：：只有当与曲线和曲面选项一起使用时，此扫描选项才处于活动状态。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警警警警告告告告按钮可显示警警警警告告告告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此对话框用于指定 PC-DMIS 在常规使用许许下所显示的警告。它还可用于更改 PC-DMIS 
对于不同的警告消息所执行的默认操作。 

要更改警告消息的默认操作，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选择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 

3. 单击警警警警告告告告按钮。此时将打开警警警警告告告告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4.
 双击要更改默认操作的警告消息。此时将显示一个小框，用于选
择新的默认操作。 

5. 选择新的默认操作。列表将随即获到更新。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保存已作出的选择。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列表中的第一条消息为： 是否要更新“ 尺寸标称值？ 。 默认 列下的默认值为 是” “ ” “ ”
。为表示当显示此警告消息时，此警告的默认操作为 是 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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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密码密码密码    

密密密密码码码码按钮用于通过密码来保维对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访问。 

要用密码保维设置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密密密密码码码码按钮。此时将显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密密密密码码码码对话框。 

2. 在新新新新密密密密码码码码框中，键入所需的密码。 

3. 在重重重重复复复复输输输输入入入入框中，重新键入相同的密码以确认我的输入。 

4. 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密密密密码码码码复选框。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下还本试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时，将要求我先键入密码，然后才能序序。  

如果在如到此请求时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可以选择查看当前所选的选项，但无法进行如何更改。 

““““常规常规常规常规””””选项卡的复选框选项卡的复选框选项卡的复选框选项卡的复选框 
利用对话框中此部分列出的复选框，我可以打开或关闭多种不同的选项。它有助于自定义 
PC-DMIS 中多数组件的运行方式，使其符合我的特定需要。 

按按按按 End  End  End  End 键键键键    

按按按按 End 
键键键键复选框用于控制在手动特征上进行最后一还触测后，测头是否自动移至下一个位置。（
它仅用于手动模式。）如果此复选框及有选中标记，则表示 开 。为种许许下，“ ” PC-DMIS 
将要求在移至下一个位置之前按 END 键。 

注注注注：：：：该选项本常有用，因为它允许在特征上采最后一个测点后删除这个测点。如果关闭此
选项，则无法备则触测。 

文件自动保存文件自动保存文件自动保存文件自动保存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自自自自动动动动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复选框用于按预定的时间间隔保存零件程序。如果选中此复选框，默认设置
为每分为保存程序。要更改此时间间隔，只需在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前前前前的的的的分分分分为为为为数数数数框中输入其它值。 

PC-DMIS 
我将自动保存的文件存储在原文件名加 自动保存轴本 组成的标题下。原文件一原出现原“ ”
自性难如，就可以按请与常规零件程序相同的方式打开此自动保存的轴本。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自自自自动动动动保保保保存存存存=[0 或或或或 1] 
查找标称值查找标称值查找标称值查找标称值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复选框用于控制 PC-DMIS 处理触测的方式。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将自动考不每还测头接触，以找到与该接触最接近的 CAD 
标称值。然后，它将序序它加触测，直到按 END 键为止。此时将计算特征类型并应用 
CAD 标称值。 

选择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将可用。选择标称值查找公差。   

逐点模式逐点模式逐点模式逐点模式    

逐逐逐逐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复选框用于控制 PC-DMIS 
如何对测头的每还触测作出在应。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我自动将测头的每还触测当作单点测量，并自动创建一个自动矢量点。如果很选中此复选
框，PC-DMIS 将它加测头触测，直到按 END 
键为止。只有在此时，它才确定将测量的特征的类型。 

当选中此复选框后，逐逐逐逐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点点点点的的的的厚厚厚厚度度度度复选框将变为可用。参请逐点模式点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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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棱点模式仅棱点模式仅棱点模式仅棱点模式    

仅仅仅仅棱棱棱棱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复选框用于控制 PC-DMIS 
如何对测头的每组触测作出在应。此时，一组触测定义为两个单独的测头触测。第一个测
点应在曲面上采集。第二个测点应在棱上采集。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我自动将测头的每组触测当作单点测量，并自动创建一个自动棱点。如果很选中此复选框
，PC-DMIS 将它加测头触测，直到按 END 
键为止。只有在此时，它才确定将测量的特征的类型。 

PD-DMIS 
将使用创建棱点时在棱棱棱棱点点点点对话框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部分显示的选项（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 “
创建自动棱点 主题）。”  

如果选中了 查找标称值 选项，将应用“ ”  CAD 标称值。 

则如运行错误则如运行错误则如运行错误则如运行错误    

如果选中则则则则如如如如运运运运行行行行 

此选项并不适用于所有测
量机类型，这为测量机可
用使用此选项，而其它测
量机则不能。 

错误复选框，则指示 PC-DMIS 
则如碰撞错误。当选中此复选框并单击确定后，将在“编辑”窗口中插入一条“则如运行错
误/开”命令。当 PC-DMIS 
如到此命令时，如果测头与如如如发生碰撞，测头将不我自动窗止。当测量粘土或塑以
等以以时，存于需要一定的的活性，此选项将我本常有用。 

 

如果在 编辑 窗口中将此命令设置为 关 ，则则将显示碰撞错误。“ ” “ ”  

自动调整测头座自动调整测头座自动调整测头座自动调整测头座    

如果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调调调调整整整整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座座座座复选框，那那在整个零件程序中，PC-DMIS 
上将自动为每还触测选择一个与最佳例近位置最为接近的位置。  

如果 PC-DMIS 可以找到处于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的测测测测座座座座报报报报警警警警窗限框中定义的角度公差以内的校验测尖，将使用为为测尖代替很校验
测尖，以便获获更接近的角度匹配值（参请设置选项： 零件“ /CMM 选项卡）。”  

也可以使用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PH9 
复选框为个别自动特征触测启用该选项。（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 ”  

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调调调调整整整整 Ph9=[0 或或或或 1] 

注注注注：：：：请注防，如果使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的标标标标记记记记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按钮，PC-DMIS 
可能不我选择测头的所有测尖来进行校验（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标记测头 主题）。“ ” “ ”  

则则则则如如如如 CAD  CAD  CAD  CAD 到零件到零件到零件到零件    

每当我创建坐标系（已保存或如过其它处理）时，PC-DMIS 上将创建两个转换矩都。  

1. 测量机到零件坐标矩都 

2. CAD 到零件矩都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到到到到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坐坐坐坐标标标标：：：：PC-DMIS 
将利用已按测量机坐标在内部存储的输入特征测定值来计算此转换矩都。  

CAD 到到到到零零零零件件件件：：：：PC-DMIS 
将利用与测量机到零件矩都相同的方法来计算此转换矩都。但是，为种许许下将使用输入
特征的理论值（而不是测定值）。理论值按 CAD 坐标在内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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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有可用的 CAD 
数据时，理论数据通常来自于所在在的特征的测定值。使用理论值很自获获一为的结果。
如果编辑了这为理论值，而在有编辑其它理论值，就我出现不一为的许许。  

如果选中则则则则如如如如 CAD 到到到到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复选框，那那当我保存坐标系时，PC-DMIS 
将只保存测量机到零件的坐标系，而不创建 CAD 
到零件的转换矩都。为样，所有理论值将相类独立。  

通常，如果我很使用 CAD 数据，就应选中此复选框。 

对对对对 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的的的的影影影影在在在在 
我可能我我在 DCC 模式下与不用 CAD 数据测量的特征对数。如果要使用 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菜单选项（或 CAD =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按钮），一定要选中则则则则如如如如 CAD 
到到到到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复选框，然后再设置 CAD 拟合零件。有关设置 CAD 
拟合零件的信息，请参请 功能 部分的 将“ ” “  CAD 拟合到测定零件数据 主题。”  

复复复复制制制制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的的的的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如果很选中该复选框，并将特征复制到 编辑 窗口的一个新位置“ ” ，该特征的理论值将与特
征原位置的坐标关联，并显示变化。  

如果选中该复选框，并将特征复制到 编辑 窗口的一个新位置“ ” ，该特征的理论值将与特征
新位置的坐标关联。并的不我显示变化。 

在分支时重置全局设置在分支时重置全局设置在分支时重置全局设置在分支时重置全局设置    

如果选中在在在在分支时时时时重重重重置置置置全全全全局局局局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复选框，PC-DMIS 
将在如到分支语句后重置状态命令的全局值（参请以下命令列表）。（有关分支的信息，
请参请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存于存在分支语句，因此不我执行如何已跳过的状态“ ”
命令。为样就可以跳过程序的这为部分，而不我更改为为全局设置。 

例如，均定我的零件程序包这以下语句： 

测尖/T1A0B0 
MYLABEL=标号/ 
 

测量等 
 

测尖/T1A90B90 
转到/MYLABEL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选选选选中中中中此此此此复复复复选选选选框框框框，，，， 
当 PC-DMIS 读取 转到 语句时，将跳至“ ”  
MYLABEL，然后使用如到的第一个 测尖“ / 命令（ 测尖” “ /T1A0B0 ）搜索。”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中中中中此此此此复复复复选选选选框框框框，，，， 
当 PC-DMIS 读取 转到 语句时，将跳至“ ”  MYLABEL。当如到分支语句时，PC-DMIS 
不我重置全局设置，而我使用最后执行的 测尖“ / 命令：测尖” /T1A90B90。 

默认许许下，PC-DMIS 将选中此复选框。在在于 3.25 版的版本中，PC-DMIS 
我自动重置状态命令的全局值。现在，PC-DMIS 将让我选择打开或关闭此选项。 

在在在在分分分分支支支支后后后后重重重重置置置置的的的的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开始/建坐标系 

•  回调/建坐标系 

•  模式/ 

•  相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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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平面/ 

•  测尖/ 

•  加载测头/ 

•  回退/ 

•  探测/ 

•  接触速度/ 

•  移动速度/ 

•  极矢量补偿/ 

•  自动采点/ 

•  采点平面/ 

•  触发公差/ 

•  视频设置/ 

•  显示精度/ 

•  手动回退/ 

•  扫描速度/ 

•  例近距离/ 

•  夹夹/ 

•  安全平面/ 

•  格式/ 

•  132 立柱/ 

•  仅缝宽/ 

•  仅回退路径/ 

•  测头补偿/ 

•  数组指数/ 

•  飞行/ 

•  正值报告/ 

•  则如运行错误/ 

将特征移至参考平面将特征移至参考平面将特征移至参考平面将特征移至参考平面    

如果选中将将将将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移移移移至至至至参参参参考考考考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复选框，PC-DMIS 
我自动将测定特征射影到工作平面上。此选项只能用于测量圆、椭圆、直线和点。 

显示薄壁件扩扩选项显示薄壁件扩扩选项显示薄壁件扩扩选项显示薄壁件扩扩选项    

如果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复选框，PC-DMIS 
将显示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中的所有可用薄壁件选项。（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中的 薄壁件“ ” “
扩扩选项 。）”  

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扩扩扩扩扩扩扩扩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 [0 或或或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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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对话框位置固定的对话框位置固定的对话框位置固定的对话框位置    

如果选中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的的的的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复选框，PC-DMIS 
将在对话框的默认位置上显示对话框。如果此选项不及有选中标记，PC-DMIS 
将在对话框的最后位置上显示每个对话框。当使用宏时，此选项特别有用。 

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 
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固固固固定定定定位位位位置置置置=[0 或或或或 1] 
锁定标记特征组锁定标记特征组锁定标记特征组锁定标记特征组    

如果选中锁锁锁锁定定定定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复选框，PC-DMIS 
将将止用户防外地删除或以其它方式修改当前的标记特征组配置。PC-DMIS 
将只允许我执行和激活标记特征组。要在标记特征组中添加或删除特征，必此清除此复选
框。 

自动缩放到适合自动缩放到适合自动缩放到适合自动缩放到适合    

如果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复选框，PC-DMIS 将在每还测量特征时自动缩放屏幕。 

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0 或或或或 1] 
显示触测偏差显示触测偏差显示触测偏差显示触测偏差    

如果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复选框，每当进行触测以显示测定值从每标称值的偏差时，PC-
DMIS 上将绘制一个箭头。 

在圆形特征上使用圆弧移动在圆形特征上使用圆弧移动在圆形特征上使用圆弧移动在圆形特征上使用圆弧移动    

如果选中在在在在圆形特征上上上上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圆圆圆圆弧弧弧弧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那那当通过在零件上采点来 在在 零件程序“ ”
时，PC-DMIS 
我自动将圆弧移动命令插入圆形特征的内部以及圆形特征的外部。圆形特征包此圆、柱体
、锥体和球体。不过，此状态仅在在在模式下才具有相关性。如果特征内已有 圆弧“ /移动”
命令，为为命令将保留在特征内，直至用户直接将其删除。 

该选项的 PCDLRN.INI 文件显示为：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圆圆圆圆弧弧弧弧移移移移动动动动=[0 或或或或 1] 
逐点模式点的厚度逐点模式点的厚度逐点模式点的厚度逐点模式点的厚度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可以将厚度应用于通过 逐点模式 创建的点。选中此复选框后，将“ ”
可以对同一对话框中的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框进行编辑。此时，我可以键入厚度，然后将该厚度应用于通
过 逐点模式 创建的点。“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逐点模式和厚度。 

允许对坐标系进行轴调允许对坐标系进行轴调允许对坐标系进行轴调允许对坐标系进行轴调    

如果选中允允允允许许许许对对对对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进进进进行行行行轴轴轴轴调调调调复选框，当更改坐标系后，PC-DMIS 
将询问是否应该用更改后的坐标系更新下面的命令。 

如果单击否否否否按钮，PC-DMIS 
将重新生成程序，并按偏置调整尺寸。为样，无需重新测量所有特征，我就可以处理基准
并重新计算检验报告。如果不选中此新增选项，报告将不同于调整基准之前的报告。 

将将将将 CAD  CAD  CAD  CAD 提供的标识用于特征提供的标识用于特征提供的标识用于特征提供的标识用于特征    

将将将将 CAD 提提提提供供供供的的的的标标标标识识识识用用用用于于于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复选框用于从 CAD 
文件中导入特征标识。当选中此复选框后，如果通过鼠标左击选择 CAD 特征，PC-DMIS 
我自动将给定的 CAD 
标识输入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如果确定保留该值，所创建的特征就将具有给定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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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过程中查找标称值在执行过程中查找标称值在执行过程中查找标称值在执行过程中查找标称值    

如果选中在在在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过过过过程程程程中中中中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复选框，将在执行零件程序的过程中查找曲面点和矢量
点的新标称值。如需了解如何定义 PC-DMIS 
将使用的公差值，请参请执行时的标称值查找公差。另请参请标称值查找公差。 

在查找孔曲败时自动序序执行在查找孔曲败时自动序序执行在查找孔曲败时自动序序执行在查找孔曲败时自动序序执行    

如果选中在在在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曲曲曲曲败败败败时时时时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复选框，当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上的 查找孔 选项很能“ ”
找到孔时，PC-DMIS 将允许我自动序序执行零件。 

以前，当 查找孔 曲败时，“ ” PC-DMIS 
我提示我将测头放在孔的中心，以序序运行零件程序。现在，当选中在在在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曲曲曲曲败败败败时时时时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复选框后，PC-DMIS 
我自动将错误消息输出到报告中，并序序运行零件程序的其即部分。 

有关查找孔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查找孔 复选框 主题。“ ” “‘ ’ ”  

显示启动对话框显示启动对话框显示启动对话框显示启动对话框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复选框用于确定 PC-DMIS 
在每还启动时，是否显示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此对话框将显示可打开的零件程序的列表。 

当清除此对话框后，PC-DMIS 将禁用此启动对话框。 

有关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打开现有零件程序“ ” “ ”
。  

自动标号定位自动标号定位自动标号定位自动标号定位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标标标标号号号号定定定定位位位位复选框用于指示 PC-DMIS 自动在零件周该定位特征标号。 

在程序模式下制作测头动画在程序模式下制作测头动画在程序模式下制作测头动画在程序模式下制作测头动画    

在在在在程序模式下下下下制制制制作作作作测头动动动动画画画画复选框用于激活在程序模式下制作测头动画的功能。当选中此
复选框后，测头将在从 CAD 
中生成触测时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以动画“ ” 的形式表示采点过程。 

在文本框中显示图标在文本框中显示图标在文本框中显示图标在文本框中显示图标    

在在在在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框框框中中中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图图图图标标标标复选框用于确定表示特征或尺寸类型的图标是否应显示在文本框中和
特征标识标号内。文本框包此特征标识、尺寸信息和点信息文本框。 

有关文本框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文本框模式 。” “ ”  

在在在在 3D  3D  3D  3D 旋转时刺穿旋转时刺穿旋转时刺穿旋转时刺穿 CAD CAD CAD CAD    

在在在在 3D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时时时时刺刺刺刺穿穿穿穿 CAD 复选框用于通过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右击来确定“ ”  PC-DMIS 在执行 
3D 旋转时的确切旋转点。 

•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并通过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右击来执行“ ”  3D 旋转，PC-DMIS 
就我将单击点用作旋转点。 

•  如果清除此复选框，然后通过右击来执行 3D 旋转，PC-DMIS 则不我刺穿 
CAD。 

注注注注：：：：但是，与与常一样，如果 PC-DMIS 
检测到接近鼠标光标的线框实体或曲面棱，则我将接近鼠标光标的实体或棱用作旋转点。 

有关 3D 旋转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介该的” “3D 旋转模式 。”  

在执行时保存零件程序在执行时保存零件程序在执行时保存零件程序在执行时保存零件程序    

在在在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时时时时保保保保存存存存零件程序用于指示 PC-DMIS 在执行时自动保存当前零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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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中的窗口中的窗口中的窗口中的““““DMISDMISDMISDMIS””””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中中中中的的的的“ ” “DMIS 按按按按钮钮钮钮” 复选框用于确定是否在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工具栏上显示 DMIS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片区扫描该维上一个增量片区扫描该维上一个增量片区扫描该维上一个增量片区扫描该维上一个增量    

片片片片区区区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该该该该维维维维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增增增增量量量量复选框强制片区扫描的每个新行使用上一行的最后一个增量。如
果取消选中该复选框，扫描在每一行采第一个测点时将还原为最小扫描增量。 
使用在在偏差字在使用在在偏差字在使用在在偏差字在使用在在偏差字在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字字字字在在在在复选框使 PC-DMIS 
在位置和位置真值尺寸报告中的偏差数后添加一个字在。PC-DMIS 将插入以下字在 

•  F，如果特征在在在前部的方向断生偏差。  

•  B，如果特征在在在后部的方向断生偏差。  

•  I，如果特征向在在的中心线方向断生偏差（表明在在过表）。  

•  O，如果特征背离在在的中心线方向断生偏差（表明在在过宽）。  

•  H，如果特征向在在的窗部方向断生偏差。 

•  L，如果特征向在在的底部方向断生偏差。 

为为字在将添加到 位置 和 位置真值 尺寸中报告的偏差数之后。“ ” “ ”  

““““常规常规常规常规””””选项卡的编辑框选项卡的编辑框选项卡的编辑框选项卡的编辑框 
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的编辑框可以编辑以下选项： 

缩放比例缩放比例缩放比例缩放比例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比比比比例例例例框用于按输入的如何比例来缩放测定数据。例如，如果测获圆的直径为 1.0 
英寸，缩放比例为 0.95，所报告的测定值将为 0.95 英寸。 

保存前的分为数保存前的分为数保存前的分为数保存前的分为数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前前前前的的的的分分分分为为为为数数数数框用于输入 PC-DMIS 
在自动保存零件程序之前所等待的分为数。可以输入的最小分为数为一。当选中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复选框后，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前前前前的的的的分分分分为为为为数数数数框将变为可用。 

标称值查找公差标称值查找公差标称值查找公差标称值查找公差    

当首先选中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复选框后，此框将变为可用。 参请查找标称值。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用于键入 PC-DMIS 
在查找标称值时所使用的公差量。我必此键入大于测头球半径的数字，否则， 查找标称值“
操作将曲败。”  

偏差显示公差偏差显示公差偏差显示公差偏差显示公差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用于键入 PC-DMIS 
在显示触测偏差时所使用的公差量。只有在首先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复选框后，此选项才变
为可用。 

偏差箭头乘数偏差箭头乘数偏差箭头乘数偏差箭头乘数    

只有在首先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复选框后，偏偏偏偏差差差差箭箭箭箭头头头头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才变为可用。此时 图形显示 窗“ ”
口中将显示一个箭头，标记所进行的每还触测，并显示偏差。在此字段输入的值在大，箭
头也就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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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厚度厚度厚度    

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框与逐逐逐逐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点点点点的的的的厚厚厚厚度度度度复选框一起使用。如果选中逐逐逐逐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点点点点的的的的厚厚厚厚度度度度复选框，此框中
的厚度将应用于通过 逐点模式 创建的每个点。“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逐点模式和逐点模式点的厚度。 

执行时的标称值查找公差执行时的标称值查找公差执行时的标称值查找公差执行时的标称值查找公差    

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时时时时的的的的标称值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用于键入 PC-DMIS 
在零件程序执行过程中查找标称值时所用的公差量。当首先选中在在在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过过过过程程程程中中中中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复选框后，此框将变为可用。 

参请在执行过程中查找标称值。 

默认零件目目默认零件目目默认零件目目默认零件目目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目目目目目目目目框用于写入一个目目路径，让 PC-DMIS 
在此处查找已存储的零件。要将其更改为新的目目，可键入新的路径或使用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 

浏览浏览浏览浏览    

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用于在目目结构中浏览，以定义默认零件路径。单击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将启动一个对话框
，使我可以 浏览 和选择所需的目目。“ ”  

要选择目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浏览到要让 PC-DMIS 
存储零件的文件夹。要实现此目的，可根据需要，使用加号 (+) 和从号 (-) 
键来扩开或折单目目结构。 

2. 选择要用作默认目目的文件夹。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零件零件零件零件/CMM””””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用于通过更改 CAD 轴与测量机轴的关系来定义 CMM 
上的零件设置。要访问此选项，可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 

当使用 PC-DMIS 创建程序，而 CAD 坐标系统不同于 CMM 
零件设置时，将需要使用此功能。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在测量机上设置了一个零件，其 X+ CAD 轴的方向与 CMM 的 Z+ 轴相同。Z+ CAD 
轴的方向与 CMM 的 X- 轴相同。此时可使用该功能来创建正确的关系。  

要使 CAD 
设置拟合零件的设置，只需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轴。当建立此关系后，存于 PC-DMIS 
将相对于零件正确地显示测头，因此可以更窗很地编写零件程序。 

测头方位测头方位测头方位测头方位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方方方方位位位位按钮用于配置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的测头座 AB 角度。 

要配置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的 AB 测座角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选择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 

3. 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方方方方位位位位按钮。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座座座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对话框。 

4. 选择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 AB 角度的相应轴（如果适用）。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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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模式飞行模式飞行模式飞行模式    

通过飞行模式区域，可以使测头在零件周该平可、不间断地移动。在使用此选项之前，必
此在零件程序中插入移动点。要插入移动点，焦点一定要在 编辑 窗口上，然后从主菜单“ ”
中选择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插入移动命令 部分的 插入移动点命令 。） 飞“ ” “ ” “
行 命令只能在零件程序中的如何特征之前或之后插入。”  

要使用飞行模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编辑 窗口中滚动到要插入 飞行 命令的位置。“ ” “ ”  

2. 选中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复选框。 

3. 键入半径值。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飞行模式将自动插入当前零件程序中的指定位置处。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飞行/TOG1,TOG2 

TOG1 
此切换字段用于在 开 或 关 之间切换。如果为 开 ，“ ” “ ” “ ” PC-DMIS 
将激活此命令。如果为 关 ，“ ” PC-DMIS 将跳过此命令。 

TOG2 
此字段用于列出半径的值。 

如果选择了本法的位置，将我显示一条消息，说明 PC-DMIS 
无法在当前行插入。然后，此消息将询问是否应该在下一个合法位置插入命令。 

•  如果单击是是是是按钮，PC-DMIS 
就我将 移动 命令移至 编辑 窗口中当前特征的窗文。“ ” “ ”  

•  如果单击否否否否按钮，PC-DMIS 将取消 飞行 命令，并返回到“ ”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 

当执行零件程序时，PC-DMIS 
我立即将测头从移动点移动预定的距离。所移动的距离就是在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中输入的值。 

测座报警窗限测座报警窗限测座报警窗限测座报警窗限    

此数字值用于定义在 PC-DMIS 
要求更改当前测座位置之前需要对测座角度作出的最小更改。它只影在使用及 PH9 
连接式测座的 DCC CMM 的用户。 

手动触测回退手动触测回退手动触测回退手动触测回退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回回回回退退退退框用 

此选项仅对这为 DCC 
坐标测量机类型（例如：
LK 和 Mitutoyo）可用。 

于键入 CMM 在进行手动触测后将自动移动的回退距离。 

 

如果手动触测回退手动触测回退手动触测回退手动触测回退值从默认值或最后使用的值进行了更改，PC-DMIS 
就我在当前零件程序“编辑”窗口中的光标位置处放入一条回退命令（显示为“手动回退/”加
回退值）。当进行手动触测时，CMM 将按请此命令所规定的新值进行回退。  

例如，如果将手动触测回退值从 .1 的默认值更改为 
.003，“编辑”窗口中将显示命令“手动回退/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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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绝对速度显示绝对速度显示绝对速度显示绝对速度    

如果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绝绝绝绝对对对对速速速速度度度度复选框，PC-DMIS 
就我将移动速度显示为绝对值，而不是在分比。该值对应于零件程序的设定单位类型（英
寸或毫米）。 

最高速度最高速度最高速度最高速度（（（（毫米毫米毫米毫米////秒秒秒秒））））    

最最最最高高高高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毫毫毫毫米米米米/秒秒秒秒））））框用于重置测量机可以移动的最高速度。所指定的值不能超出测量机
的指定最高速度。所设置的值将与移动速度选项一起使用。 

CAD X+ CAD X+ CAD X+ CAD X+ 轴轴轴轴====    

CAD X+ 轴= 下拉列表用于设置 CAD X+ 轴和测量机轴之间的关系。 

当使用 PC-DMIS 创建程序，而 CAD 坐标系统不同于 CMM 
零件设置时，将需要使用此功能。 

CAD Y+ CAD Y+ CAD Y+ CAD Y+ 轴轴轴轴====    

CAD Y+ 轴= 下拉列表用于设置 CAD Y+ 轴和测量机轴之间的关系。 

当使用 PC-DMIS 创建程序，而 CAD 坐标系统不同于 CMM 
零件设置时，将需要使用此功能。 

CAD Z+ CAD Z+ CAD Z+ CAD Z+ 轴轴轴轴====    

此下拉列表用于设置 CAD Z+ 轴和测量机轴之间的关系。 

当使用 PC-DMIS 创建程序，而 CAD 坐标系统不同于 CMM 
零件设置时，将需要使用此功能。 

X X X X 偏置偏置偏置偏置    

X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用于输入 PC-DMIS 将在 X 轴上偏置 CAD 图的距离。PC-DMIS 我在 X 轴上将 
CAD 图移动指定的距离。例如，如果在此字段中输入 .5，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整个“ ”  CAD 
显示将在 X 方向上移动 .5。  

注注注注：：：：在零件程序中创建的所有特征不我上随 CAD 图在该轴上移动。 

Y Y Y Y 偏置偏置偏置偏置    

Y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用于输入 PC-DMIS 将在 Y 轴上偏置 CAD 图的距离。PC-DMIS 我在 Y 轴上将 
CAD 图移动指定的距离。例如，如果在此字段中输入 .5，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整个“ ”  CAD 
显示将在 Y 方向上移动 .5。  

注注注注：：：：在零件程序中创建的所有特征不我上随 CAD 图在该轴上移动。 

Z Z Z Z 偏置偏置偏置偏置    

Z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用于输入 PC-DMIS 将在 Z 轴上偏置 CAD 图的距离。PC-DMIS 我在 Z 轴上将 
CAD 图移动指定的距离。例如，如果在此字段中输入 .5，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整个“ ”  CAD 
显示将在 Z 方向上移动 .5。  

注注注注：：：：在零件程序中创建的所有特征不我上随 CAD 图在该轴上移动。 

““““调整调整调整调整””””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调调调调整整整整按钮将打开调调调调整整整整零零零零件件件件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我可以使用该对话框将 CAD 角着或沿着测量机的 XYZ 轴增量旋转或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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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旋转 CAD，为为值将为角度。值 360 与 0 并果相同。 

•  如果要移动 CAD，为为值将使用零件程序的测量单位，值 2 表示 2 英寸或 2 
毫米，为取测于零件程序所使用的测量单位。 

沿着或角着轴调整 CAD： 

1. 单击相应的框。 

2. 键入新值。PC-DMIS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动态显示调整。“ ”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值并关闭对话框。 

PC-DMIS 将该维该调整，直到我重新导入零件的 CAD 模型。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用于立即应用在 X、Y 或 Z 
偏置字段中作出的所有更改，并在相应轴上移动绘图，同时使对话框保持打开状态。 
““““自动定位自动定位自动定位自动定位””””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定定定定位位位位用于自动将零件定位到测量机的图示上。自动定位将对零件在图示上的位置作出
最佳的推测。我可以使用此功能让 PC-DMIS 确定相对于 CMM 
放置零件的位置，也可以使用 XYZ 
偏置字段键入自定义的位置。（有关设置坐标测量机的图形表示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定义“
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量机 。）” “ ”  

转台避让转台避让转台避让转台避让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的转转转转台台台台避避避避让让让让区域用于使 PC-DMIS 确定测头在 DCC 
模式下是否与转台（或设定平面）接触。 

当按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时，PC-DMIS 将要求我在定义转台曲面的位置进行触测。此位置将定义 Z 
轴的轴值。对于正值，公差字段将相对于设定平面定义正 Z 
方向的位置；对于负值，则将相对于设定平面定义负 Z 方向的位置。  

•  如果移动超出指定的公差，PC-DMIS 
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指出指在的的险。  

•  如果所请求的测座旋转将通过定义区域，PC-DMIS 
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我存在错误。  

选择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或序序序序序序序序可终止或完成操作。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公差字段为 .25，则将提示 PC-DMIS 
在指定轴值加公差值处避让。如果轴值位于转台曲面上，当测头的测尖进入转台的在分之
一英寸（或毫米，还设定的单位类型而定）处时，PC-DMIS 将向我提示。  

注注注注：：：： 转台避让 选项仅用于“ ”  DCC 模式下的特定接口类型。  

““““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用于更新若按零件/CMM 
设置参数的默认设置。如果创建了新的零件程序，只有在按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后，它才我面将对
为为可访问参数作出的如何更改。如果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很按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所定义的参数
将只应用于活动的零件程序，而不影在 PC-DMIS 
的注册表条目。默认值存储在注册表中。为为参数可以在相应的对话框中更新，也可以使
用 PC-DMIS 的设置编辑器更新。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 ”  

如果在更改其中如何参数后单击了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PC-DMIS 
将更新注册表文件，以重新定义当前设置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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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尺寸尺寸尺寸尺寸””””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用于访问尺寸打印输出参数。 

要访问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单击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  

自动圆度自动圆度自动圆度自动圆度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圆圆圆圆度度度度复选框用于指示 PC-DMIS 
在新建如何一个圆、柱体、锥体或球体时自动创建新的圆度尺寸。新尺寸将新接在 编辑“ ”
窗口中的该特征之后显示。该尺寸将在测量下一个特征时自动删除，除本我选中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保保保保
存存存存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或在 编辑 窗口中编辑该尺寸。“ ”  

自动创建尺寸自动创建尺寸自动创建尺寸自动创建尺寸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用于指示 PC-DMIS 
在新建如何一个特征时自动创建新的尺寸。新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该特征之后显示。“ ”
根据最后一还通过常用方法（在尺寸对话框中选择特征）所创建的尺寸类型，新尺寸可能
是位置尺寸，也可能是位置真值尺寸。  

自动文本分析自动文本分析自动文本分析自动文本分析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复选框用于控制 PC-DMIS 
是否将自动创建尺寸的文本分析。如果标记此复选框，则表示 开 。“ ”  

自动图形分析自动图形分析自动图形分析自动图形分析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复选框用于控制 PC-DMIS 
是否自动为如何通过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或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圆圆圆圆度度度度创建的尺寸创建图形分析。参请 标注特征“ ”
部分的 分析设置 和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分析 。“ ” “ ” “ ”  

自动尺寸信息自动尺寸信息自动尺寸信息自动尺寸信息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复选框用于控制 PC-DMIS 
是否为如何通过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或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圆圆圆圆度度度度复选框创建的尺寸创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复选框。
有关如何设置该 尺寸信息 框的默认格式的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插入 尺寸“ ” “ ” “ ‘
信息 框 。’ ”  

乘数乘数乘数乘数    

乘乘乘乘数数数数值是一种缩放比例，它用于放大图形分析模式的箭头和公差区。如果输入的值为 
2.0，PC-DMIS 就我将箭头放大到原图像的二就。 

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仅用于进行查看，而不影在文本打印输出。 

始终将统计保存到文件始终将统计保存到文件始终将统计保存到文件始终将统计保存到文件    

始始始始终终终终将将将将统统统统计计计计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到到到到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复选框用于角过提示我保存统计数据的提示。每当从有并的 统计“ /
开 命令开始执行零件程序时，上我显示该提示。如果此选项及有选中标记并的零件程序中”
存在 统计“ /开 命令，那那当执行此命令时，统计数据将自动保存到”  XSTATS11.tmp 
文件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跟踪统计数据 部分。“ ”  

始终更新数据库始终更新数据库始终更新数据库始终更新数据库    

始始始始终终终终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复选框用于指示 PC-DMIS 在每还执行零件程序并询集和保存统计数据时用 
XSTATS11.tmp 
文件中的信息更新统计数据库软件，而不显示提示，要求立即更新数据库。如果此选项不
及选中标记，PC-DMIS 
将序序显示此提示，直到更新数据库软件为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跟踪统计数据 部“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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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使用尺寸颜色特征使用尺寸颜色特征使用尺寸颜色特征使用尺寸颜色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复选框用于指示 PC-DMIS 
给具有关联尺寸的特征上色。特征将以与尺寸相同的颜色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绘制，以指“ ”
示与理论值的偏差。 

负公差显示负号负公差显示负号负公差显示负号负公差显示负号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负负负负号号号号复选框用于控制尺寸的负公差是否显示负号。例如，如果将尺寸指定为 
5.0000  +0.3（公差上限）, -
0.2（公差下限），当选中此复选框后，尺寸行可能我如下显示：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Y 5.0000 0.3000 -0.20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如果清除此复选框，同一示例可能我如下显示：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Y 5.0000 0.3000 0.20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此复选框不影在存储值或计算值的方式。它只控制如何按用户的我找显示值。默认许许下
，将不选中此复选框。 

小数位数小数位数小数位数小数位数    

小小小小数数数数位位位位数数数数区域用于控制 PC-DMIS 
于英寸模式下在检验报告上输出的小数位数。可用选项为一至第。通过选择所需的选项，
可确定将输出的小数位数。 

如果单位类型为毫米，PC-DMIS 将显示从零到在的可用选项。 

每当在程序中更改此选项时，PC-DMIS 上将在零件程序中插入一条命令：显示精度/ 
#。.它指定将在程序的为一部分显示的精度。如果很使用此命令，则将自动使用默认值。
如果使用此命令，精度将一直等于指定值，直至命令的其它实例将其更改。 

正值报告正值报告正值报告正值报告    

与正正正正值值值值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区域相关的复选框用于控制位于原点负底的特征（为为特征通常具有负值）的
报告是否始终以正值的形式输出。  

•  X、Y 和 Z 复选框用于确定 PC-DMIS 显示正数的轴。 

•  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数数数数据据据据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将所选轴的测定值和标称值显示为正数。  

•  仅仅仅仅偏偏偏偏差差差差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只将所选轴的偏差显示为正数。 

当选中为为复选框后，将在零件程序中的当前光标位置处插入一条 正值报告 命令。此命“ ”
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格式如下：“ ”  

正值报告/ a, b, c, TOG1 

其中： 

当选中 X 复选框时，a = X；当清除 X 复选框时，a 为空第。 

当选中 Y 复选框时，b = Y；当清除 Y 复选框时，b 为空第。 

当选中 Z 复选框时，c = Z；当清除 Z 复选框时，c 为空第。 

TOG1 = 所有数据 或 仅偏差 ，取测于选择的是“ ” “ ” 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数数数数据据据据还是仅仅仅仅偏偏偏偏差差差差选项。  

X、Y 和 Z 
方向上可以在内者的如防组合中打开正值报告选项。在同一个零件程序中可以使用多个 正“
值报告 命令，” 零件程序中的所有尺寸上使用尺寸之前的 正值报告 命令来显示。如果零件“ ”
程序中不存在 正值报告 命令，报告的所有尺寸上将关闭“ ”  X、Y 和 Z 
方向上的正值报告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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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正值报告如何影在公差： 

 
正值报告影在公差 

正正正正值值值值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的的的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 
正值报告用于以对称形式报告特征，为样，无论特征位于原点的很一底： 

•  在离原点的偏差为正。 

•  朝着原点的偏差为负。 

因此，在上图中，Point1 和 Point2 在 X 
轴进行正值报告时上将显示正偏差。但是，为也防乏着： 

•  正公差将在离原点加以应用。 

•  负公差将朝着原点加以应用。 
默认公差默认公差默认公差默认公差：：：：设置默认值设置默认值设置默认值设置默认值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复选框用于在在在模式下根据标称值的精度来设置默认公差。如有必要，可以
在打印预览框中分别输入还项公差，从而替代为为默认值。此选项仅在编辑尺寸的标称值
时影在公差。 
默认公差默认公差默认公差默认公差：：：：0000----5 5 5 5 位位位位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区域包这用于设置公差的框，PC-DMIS 
我将为为公差应用于标称值。（在所显示的数字中，小数点的右底将有零至第位。）例如
，如果输入标称值 6.250，PC-DMIS 
我将正负公差设置为 默认公差 值的第“ ” 内位。如果输入 6.25，PC-DMIS 
我将正负公差设置为 默认公差 值的第二位。“ ”  

CAD CAD CAD CAD 标称值小数位数标称值小数位数标称值小数位数标称值小数位数 = = = =    

CAD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小小小小数数数数位位位位数数数数 = 框用于输入一个数字值，以定义 PC-DMIS 使用 CAD 
数据时在数入前使用的小数位数。例如，如果这个 CAD 圆的直径为 
3.9995，的该值设置为 3，PC-DMIS 就我将直径值数入到 4.000。此选项只影在 PC-DMIS 
在薄壁件测量模式下解释 CAD 数据的方式。如果该值设置为 0，PC-DMIS 
将不数入如何值。 

显示角度显示角度显示角度显示角度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区域用于以弧度或以度/分/秒来显示角度尺寸。我只需选择所需选项即可。所有极
角位置轴和角度尺寸上将发生变化，以显示所选的选项。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区域也可用于显示从 0 度 至 360 度或从 0 度至 +/- 180 
度的角度尺寸。所有极角位置轴和角度尺寸上将发生变化，以位于所选的角度范该内。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选项卡的选项卡的选项卡的选项卡的““““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用于将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的更改应用于所有在随后新建的零件程序。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还可用于更新若按尺寸设置参数的默认设置。如果创建了新的零件程序，只有
在单击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后，它才我面将对为为可访问参数作出的如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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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默认值 主题。“ ” “ ”  

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标识设置标识设置标识设置标识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标识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用于更改在标识坐标系、尺寸 

当更改标识时，一定要跟
踪已设置的标识。通过多
还对此选项的更改，可能
我出现重复的标识。 

、特征、注释、标号和变量时所采用的格式。  

 

要访问此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选择标标标标识识识识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默认的标识设置选项为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在创建每个特征时，PC-DMIS 将为其赋以开头为字在 
F，其后为数字（从起始号一开始递增）的标识。我可以通过选择以下选项来替代此设置
： 

标号对象标号对象标号对象标号对象    

标标标标号号号号对对对对象象象象下拉列表用于选择将用于坐标系、尺寸和特征的标识。（参请标识方法。）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是可用于标识坐标系的唯一方法。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是可用于标识注释的唯一方法。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尺寸可以用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或按按按按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方法来标识。如果采用按按按按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方法，根据还自的需要，
标识可以类似于还个尺寸类型，也可以有所不同。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特征可以用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或按按按按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方法来标识。  

如果选择按按按按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方法，还可以更改用于显示特征标识的颜色。  

如果选中了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复选框并的单击了应应应应用用用用，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从当前光标位置到零件程序结文所有特征的所有特“ ”
征标识标号。新建的特征也将显示其标识。如果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并的单击了
应应应应用用用用，将按按从当前光标位置到零件程序结文的所有特征标识。新建的特征仍
我在 编辑 窗口中创建，但是 图形显示 窗口中不我出现标识标号。“ ” “ ”  

如果选择（标记）颜颜颜颜色色色色选项，在按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后创建的所有特征上将受到影在。（
将不我替换在颜色更改之前创建的特征。） 

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是可用于标识标号的唯一方法。 

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是可用于标识变量的唯一方法。 

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是可用于标识窗调用子例程的唯一方法。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92 

标识方法标识方法标识方法标识方法    

此下拉列表窗口用于在按按按按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和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标识方法之间进行选择。  

按按按按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按按按按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用于为每种元素类型（圆、锥体、柱体、直线、平面、点和球体）设置标
识。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将对所有特征（尺寸）类型应用相同的标识系统。 

PC-DMIS 
本编并不限制可用于标识的字在数。但 图形显示 区域和 编辑 窗口将限制标“ ” “ ”
识的长度。即使 编辑 窗口不显示完整标识，“ ” PC-DMIS 
仍我在内部跟踪记目完整的标识。 

起始字在起始字在起始字在起始字在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字字字字在在在在框用于确定将在标识过程中使用的首字在。PC-DMIS 
始终我以大写字在显示标识。最多可键入 15 个字符。 

注注注注：：：：在显示标识的还个对话框中，如果更改标识的文本部分，同时也可能我设置标识的默
认文本。 

起始数字起始数字起始数字起始数字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数数数数字字字字框用于确定将在标识过程中使用的第一个数字。可以输入 1 至 9999 
之间的如何数字。  

注注注注：：：：在显示标识的还个对话框中，如果只更改标识的数字部分，可以使计数器重置为所需
的计数。 

标号长度标号长度标号长度标号长度    

标标标标号号号号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复选框用于确定标识的长度。最多可以输入 15 
位。要激活 标号长度 选项，必此选中此复选框。如果设置了此长度，“ ” PC-DMIS 
将在标识字在后加零，以以够必需的长度。  

例如： 
标识长度 = 10, 标识字在 = CIRCLE。 
PC-DMIS 
将生成一个标识：CIRCLE0001，还此类推。此操作仅在设置 标号长度 后才“ ”
执行。 

显示特征数组的中此号显示特征数组的中此号显示特征数组的中此号显示特征数组的中此号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组组组组的的的的中中中中此此此此号号号号复选框用于确定在显示执行多还的命令的标识时，是否显示数组的
中此号。 

如果选中，检验报告将显示当前正在引用的命令执行实例。 

例如： 
F1[3]=点点点点（（（（从从从从 1 还还还还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测测测测获获获获）））） 
 
将显示特征 F1 当前正在进行第内还（存中此号中的数字 3 来指定）测量。 

及中此号的表达式的格式可以使用数组指数对象来控制。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
部分的 数组指数对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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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用于将标识方法中所述的更改应用于如何特征标识。为为更改仅应用于特征标识
。 

如果很按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PC-DMIS 将序序使用所列的先前方法来赋以特征标识。 

注注注注：：：：如果赋以重复的标识，PC-DMIS 将通如我必此为如何特征、尺寸等指定唯一的标识。 

默认设置默认设置默认设置默认设置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用于更新所有标识设置参数的默认设置。如果创建了新的零件程序，只有在单
击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后，它才我面将对为为参数作出的如何更改。 

有关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默认值 主题。“ ” “ ”  

注注注注：：：：在作出更改后（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之前），一定要按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视图视图视图视图””””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利用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选项卡，我可以指示 PC-DMIS 
存储和回调每个零件程序的 编辑 窗口和 图形显示 窗口的位置和大小。对于新的零件程“ ” “ ”
序，PC-DMIS 还我将每种窗口类型的默认位置和大小存储在 .INI 文件中。 

其中提供了用于输入或更改信息的还种框和按钮。其解释如下： 

X X X X 轴位置轴位置轴位置轴位置    

X 轴轴轴轴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框显示所需窗口在计算机屏幕 X 轴方向上的位置。 
Y Y Y Y 轴位置轴位置轴位置轴位置    

Y 轴轴轴轴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框显示所需窗口在计算机屏幕 Y 轴方向上的位置。 

宽度宽度宽度宽度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框显示所需窗口的当前宽度。  

高度高度高度高度    

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显示所需窗口的当前高度。 

常规常规常规常规    

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以常规状态（既不最大化，也不最小化）存储窗口。 

最大化最大化最大化最大化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化化化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以最大化（或全屏）状态存储窗口。 

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化化化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以最小化（或仅显示标题栏）状态存储窗口。 

获取当前值获取当前值获取当前值获取当前值    

单击获获获获取取取取当当当当前前前前值值值值按钮后，将将窗口的 X、Y 
轴位置值以及高度和宽度轴入其相应的字段。常常常常规规规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化化化化和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化化化化选项还将显示窗口的
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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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用于将 编辑 窗口或 图形显示 窗口的大小更改和位置更改写入“ ” “ ”  .INI 
文件。所有新建的零件程序上将从为为新的大小和位置默认值开始。 

在 PC-DMIS 
中，要存储窗口的大小和位置，可以键入为为值，也可以将窗口然至所需的位置。 

键入位置和大小键入位置和大小键入位置和大小键入位置和大小    

要通过键入值来存储零件程序的窗口大小和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单击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选项卡。 

3. 在 X 轴轴轴轴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框和 Y 轴轴轴轴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框中键入窗口位置的 X 值和 Y 值。 

4. 在宽宽宽宽度度度度框和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中键入宽度和高度。 

5. 在对话框中选择常常常常规规规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化化化化或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化化化化选项。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通过然动窗口存储位置和大小通过然动窗口存储位置和大小通过然动窗口存储位置和大小通过然动窗口存储位置和大小    

要通过然动窗口来存储零件程序的窗口大小和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单击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选项卡。  

3. 单击 编辑 窗口或 图形显示 窗口。“ ” “ ”  

4. 更改窗口的位置和大小，使其符合我的需要。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注注注注：：：：新默认值仅应用于新建的零件程序。当关闭 PC-DMIS 时，PC-DMIS 
将存储为两个窗口的大小、位置和状态。当重新打开为为程序时，它我将恢复到关闭程序
时的大小和位置。唯一的例外是如果当前打开一个零件程序并将其最大化，然后打开另一
个程序，而该程序中最后保存的图形状态因很最大化，那那它就将自动最大化。 

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设置选项：：：：““““NC-100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设置选项：通过 NC-100 选项卡，可以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一原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NC-100 
视视视视频频频频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复选框，TCPIP 地地地地址址址址、端端端端口口口口号号号号和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机机机机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将变为可用。为为框用于配置 NC-
100 计算机系统的通信设置。它我的值存储在注册表设置中，每当启动 PC-DMIS 
时，上将回调为为值。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 ”  

有关如何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创建自动特征的信息，请参请 用“  NC-100 
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 部分。”  

注注注注：：：：只有当我的端口锁编程为接受 CMT 功能时，PC-DMIS 中才我显示 NC-100 选项卡。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视频测头视频测头视频测头视频测头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NC-100 视视视视频频频频测头复选框用于确定 PC-DMIS 是否在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将均定 NC-100 处于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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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 TCPIP TCPIP TCPIP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TCPIP 地地地地址址址址框用于输入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地址信息。当在 PC-DMIS 计算机系统和 NC-
100 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通信时，将需要使用该值。 

端口号端口号端口号端口号    

端端端端口口口口号号号号框用于输入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端口号。当在 PC-DMIS 计算机系统和 NC-100 
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通信时，将需要使用该值。 

计算机名称计算机名称计算机名称计算机名称    

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机机机机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用于键入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名称。当在 PC-DMIS 计算机系统和 NC-100 
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通信时，将需要使用该值。 

修改报告和运行参数修改报告和运行参数修改报告和运行参数修改报告和运行参数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菜单选项用于修改如何报告中所用计算的内窗、形式和方法。另外，它还用于修改 
DCC CMM 
的测量机运行参数。该菜单选项将打开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 ”
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除了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之外，我还可以将命令从该对话框直接插入零件程序，方法是从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更更更更改改改改子菜单中选择相应命令。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尺寸尺寸尺寸尺寸””””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用于更改尺寸输出的格式。它也提供了对打印报告进行更改的方法。 

要访问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单击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 

尺寸输出格式尺寸输出格式尺寸输出格式尺寸输出格式    

此命令用于控制 PC-DMIS 的尺寸输出格式。要更改格式，请选中所需的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复选框。 
可可可可用用用用格格格格式式式式：：：：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标称值 显示所有尺寸的标称值。 
公差 显示所有尺寸的公差值。 
测定值 显示所有尺寸的测定值。 
最大最小值 显示所有尺寸的最大最小值。 
偏差 显示所有尺寸的偏差值。 
超差 显示所有尺寸的超差值。 
偏差角度 显示位置真值尺寸的偏差角度。 

 

从框公差切换到位置真值
（和面向切换）时，一定
要检查格式的正确性。 

虽然框公差的列和位置真值公差的列如有不同（位置真值尺寸要多几列），但 PC-DMIS 
为它我提供了相同的打印格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在选中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复选框的许许下计算距离公差时，PC-DMIS 
将计算相隔最在的两点之间的距离或相隔最近的两点之间的距离。然后，它将选择以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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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许许（最大的超差）。如果很选中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复选框，PC-DMIS 
在计算尺寸时将不我显示最大/最小值。 

PC-DMIS 
将在复选框的右底显示一个数字，以指示输出选择的顺序。为样，我就可以更改格式的顺
序，使其符合具体的需要。要清除复选框，将其再还选择即可。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格式/文本,选项,标题,符号, 标准差; "尺寸输出"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输输输输出出出出 = 
输出格式将以选择顺序为基如。默认输出将按指定的顺序显示全部选择。 

尺寸文本尺寸文本尺寸文本尺寸文本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用于控制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该命令之后如何尺寸的“ ” 尺寸文本。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格式/文本, , , , ;标称值,公差,测定值,最大最小值,偏差,超差,偏差角度 

有关此命令选项的说明，请参请尺寸输出格式。 

尺寸选项尺寸选项尺寸选项尺寸选项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复选框用于控制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该命令之后如何尺寸的尺寸选项。“ ”  

为为选项包此： 

•  单位（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单位 ）。“ ” “ ”  

•  图形分析（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分析设置 ）。“ ” “ ”  

•  文本分析（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分析设置 ）。“ ” “ ”  

•  箭头乘数（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分析设置 ）。“ ” “ ”  

•  输出选项（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分析设置 ）。“ ” “ ”  

此复选框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格式/选项, , , , ;标称值,公差,测定值,最大最小值,偏差,超差 

尺寸标题尺寸标题尺寸标题尺寸标题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标标标标题题题题复选框用于控制检验报告上的列标题。如果很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将不打印如何列标题。 

偏差符号偏差符号偏差符号偏差符号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符符符符号号号号复选框用于显示设定范该内的偏差。如果超差范该如大，PC-DMIS 
将在行的右底使用 大于 符号“ ”  (>) 来表示偏差。如果超差范该如小，PC-DMIS 
将使用 小于“ ”符号 (<) 来表示偏差。 

例如： 
标称值 = 0.00 
测定值 = 0.02 
正公差 = 0.10 
负公差 = 0.20 
总公差范该 = (.10 - (-.20)) = .30 
在分比 = 100*(.02 - (-.20))/.3  = 73.3 % 
- - - - - - # - -   查看 %，根据 % 移动。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D1= 圆圆圆圆 F5 的的的的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图图图图示示示示=关关关关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关关关关  乘乘乘乘数数数数=1.00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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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 
y 2.0000 0.0100 0.0100 2.0000 0.0000 0.0000 ----#---- 
z -0.2500 0.0100 0.0100 -0.2500 0.0000 0.0000 ----#---- 
d 2.0000 0.0100 0.0100 2.0000 0.0000 0.0000  
v i j k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D1 

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    

标准差复选框用于显示特征的标准差。 

132 132 132 132 列打印输出列打印输出列打印输出列打印输出    

132 
列列列列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复选框用于控制检验报告中特征位置的打印格式。如果它及有选中标记，PC-
DMIS 将以 132 列格式打印所有特征位置。 

下面说明了 132 列打印输出格式中的还列： 

 列 1 到 10： X 标称值 
列 11 到 20： X 测定值 
列 21 到 28： X 偏差 
列 31 到 40： Y 标称值 
列 41 到 50： Y 测定值 
列 51 到 58： Y 偏差 
列 61 到 70： Z 标称值 
列 71 到 80： Z 测定值 
列 81 到 88： Z 偏差 
列 91 到 100： T 误差（垂直于曲面误差） 
列 101 到 101： 超差标记“*” 
列 104 到 105： 特征类型 
列 108 到 117： 特征标识 
列 118 到 127： 测定直径（如果有） 

注注注注：：：：132 
格式仅适用于位置类型的尺寸。其它所有尺寸（如距离、夹角等）上将以常规格式打印输
出。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选项卡提供了一个用于控制如何使用安全平面的复选框。当使用此选项时，存于
尽量从从了需定义的中间移动，因而能从从编程时间。安全平面实际上是在零件周该创建
了一条包系，当测头从一个特征移至另一个特征时，始终我沿着此包系运行。PC-DMIS 
将测头从零件中移出预定的距离（相对于定义距离的坐标系统）。在特征上进行最后一还
触测后，测头将窗留于测头深度，直至窗调用到下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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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输入安全平面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单击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选项卡。 

3. 从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选择活动平面的轴。 

4. 在值值值值框中键入离开零件的距离。 

5. 从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选择如如如如过过过过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的轴。 

6. 在值值值值框中键入如如如如过过过过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的距离。 

7. 选中激激激激活活活活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开开开开））））复选框。 

8.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9.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安全平面/活动平面, .n, 如过平面, .n 

活动平面活动平面活动平面活动平面    

此对话框区域用于指定在测量特征时特征所在平面。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也可通过工具栏上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下
拉列表来指定。 

PC-DMIS 允许我定义活动主平面的数字值（X 正、X 负、Y 正、Y 负、Z 正和 Z 
负）。 编辑 窗口将在“ ”  X, Y, Z 正方向或 X, Y, Z 
负方向上显示所选的活动窗口。要定义安全平面，请首先单击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区域中的下拉列表
，并选择要更改的所需平面。然后，在值值值值框中输入新值。 

如过如过如过如过    

此对话框区域用于指定测头在移至下一个特征平面时将如过的平面。 

PC-DMIS 允许我定义以下如防如个安全平面的数字值：  

1. X 正 

2. X 负 

3. Y 正 

4. Y 负 

5. Z 正 

6. Z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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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窗口将在“ ”  X, Y, Z 正方向或 X, Y, Z 负方向上显示所选的活动窗口。  

要定义安全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如如如如过过过过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区域上的下拉列表。 

2. 选择要更改的所需平面。 

3. 在值值值值框中键入适当值。 

4.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激活安全平面激活安全平面激活安全平面激活安全平面    

激激激激活活活活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开开开开））））复选框用于激活已定义的安全平面。 

有关安全平面的说明有关安全平面的说明有关安全平面的说明有关安全平面的说明    

当输入安全平面的值时， 
从一个安全平面移动到另
一个安全平面我影在测头
的位置。确保设置的安全
平面足以清除零件。 

务必要注防安全平面的符号。其符号必此对应于定义安全平面的法线轴的正端或负端。

例如，要定义窗部安全平面，应输入正值；要定义底部安全平面，应输入负值。 

 

 
安全平面示例 

安全平面相对于当前坐标系统和零件原点进行定义。因此，当定义安全平面时，一定要确
保零件周该有足够的间保。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零件的长度为假英寸，它平行并接近其 X 
原点位于左下角的测量机轴。我可以将右安全平面设置为假一英寸，从而在零件的右底设
置一英寸的间保。 

安全平面应始终相对于当前坐标系统进行定义。当新建坐标系统时，安全平面仍然相对于
第一个坐标系。如果我我使安全平面与新的坐标系统相关联，则必此重新定义坐标系统。 

采样点时不使用安全平面采样点时不使用安全平面采样点时不使用安全平面采样点时不使用安全平面。。。。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当测量销时当测量销时当测量销时当测量销时，，，，务必要将间保值设置为允许测头在销周该务必要将间保值设置为允许测头在销周该务必要将间保值设置为允许测头在销周该务必要将间保值设置为允许测头在销周该

移动的距离移动的距离移动的距离移动的距离。。。。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触测触测触测触测””””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选项卡显示当前测头文件、活动测尖和测头槽（如果使用）。它还用于选中激激激激活活活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补补补补偿偿偿偿（（（（开开开开））））复选框和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极极极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补补补补偿偿偿偿。 

要访问触触触触测测测测选项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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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可用选项卡中的触触触触测测测测选项卡。 

活动测头活动测头活动测头活动测头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选项卡中的为一行显示当前测头文件。有关如何选择其它测头文件或新建测头文件名
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测头文件名 。“ ” “ ”  

活动测尖活动测尖活动测尖活动测尖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选项卡中的为一行显示当前的活动测尖。有关所显示的值以及如何选择、创建和删除
测尖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活动测尖列表 。“ ” “ ”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测尖/活动测尖名 

测头补偿测头补偿测头补偿测头补偿    

激激激激活活活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补补补补 

此选项仅在 DCC 
模式下可用。 

偿（开）复选框用于指示 PC-DMIS 补偿测头半径。如果打开此选项，PC-DMIS 
将在它所测量的每个特征上对测头半径进行补偿。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测头补偿/打开 
极矢量补偿极矢量补偿极矢量补偿极矢量补偿    

极极极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补补补补偿偿偿偿下拉列表用于指定始终沿极坐标矢量补偿对矢量点和曲面点的测量。可用选项
如下： 

•  关关关关 － 矢量点和曲面点 

•  XY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 每个矢量点和曲面点的矢量补偿上将沿着 XY 
平面上从该点到当前原点的 2D 矢量。 

•  YZ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 每个矢量点和曲面点的矢量补偿上将沿着 YZ 
平面上从该点到当前原点的 2D 矢量。 

•  ZX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 每个矢量点和曲面点的矢量补偿上将沿着 ZX 
平面上从该点到当前原点的 2D 矢量。 

•  3D － 使极矢量补偿沿着从该点到当前原点的 3D 矢量。 

为为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极矢量补偿/ 关 
极矢量补偿/ XY 平面 
极矢量补偿/ YZ 平面 
极矢量补偿/ ZX 平面 
极矢量补偿/ 3D 

测头槽号测头槽号测头槽号测头槽号    

此选项用于指定当前所用测头或测针的测头更换架槽号。只有在设置测头更换架后，此选
项才可用。  

如果当前很使用测头更换架或当前测头不在测头更换架中，PC-DMIS 
将显示相应的文本，通如我当前很使用测头更换架或当前测头或测针不在测头更换架中。 

有关如何在测头更换架中添加测头或测针的信息，请参请设置测头更换架选项主题下的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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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运行运行运行运行””””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运运运运行行行行选项卡用于更改测头在进行触测时可运行的距离。它也可用于设置 PC-DMIS 
的采点速度以及在点之间移动的速度。  

要编辑运运运运行行行行选项卡中的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单击运运运运行行行行选项卡。我将我看到多个框。 

3. 突出显示要更改的值。 

4. 键入新值。 

5.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或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要将运行值重置为初始的出按设置，请按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我将所显示的运行值还原为
存储在 PCDLRN.INI 文件中的值。如果选择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所显示的值将保存到 
PCDLRN.INI 文件中。 

例近距离例近距离例近距离例近距离    

例例例例近近近近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用于输入测量机例近距离的值。该值是与 PC-DMIS 
开始搜索零件的曲面的距离。如有必要，在弧或圆内采点时，PC-DMIS 
可以自动更改该值。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例近距离/nnn.nnnn 

回退距离回退距离回退距离回退距离    

回回回回退退退退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用于输入测头在进行触测后从曲面回退的距离。如有必要，在弧或圆上采点时
，PC-DMIS 可以自动更改该值。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回退/nnn.nnnn 

探测距离探测距离探测距离探测距离    

探探探探测测测测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用于以英寸或毫米为单位（还零件使用的测量系统而定）输入如过理论触测位
置的距离，测量机将从此距离处序序搜索零件的曲面，直至确定曲面不在零件上。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探测/ 距离,在分比 

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时时时时的的的的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在在在在分分分分比比比比 
当定义查找孔操作的探测距离时，可以指示 PC-DMIS 按探测距离的在分比移动。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 编辑 窗口并将其置于命令模式。“ ”  

2. 单击 编辑 窗口中的 探测 命令。“ ” “ ”  

3. 通过按 TAB 键移至第二个数字。 

4. 键入新的在分比值。默认值为 1，即探测距离的 
100%。因此，.1=10%、.2=20%、.3=30%，还此类推。 

例如，在代码 
探测/20,.3 中，值 .3 表示二假个单位的总探测距离的 30%。 

有关查找孔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查找孔 复选框 主题。“ ” “‘ ’ ”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102

探测比例探测比例探测比例探测比例    

探探探探测测测测比比比比例例例例值用于确定当执行 查找孔 操作时所移动的总距离的在分比。请注防，如果键入“ ”  
1，该值等于 100%。因此，100% 应输入为 1，25% 应输入为 .25，10% 应输入为 .10。 

移动速度在分比移动速度在分比移动速度在分比移动速度在分比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用于更改 CMM 
的点到点定位速度。所输入的值是最大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该值可设置为 1% 和 
100%（测量机全速）之间的如防值。（有关移动速度选项和测头校验的信息，请参请 定“
义硬件 部分 定义测头 下的 测量 主题。）” “ ” “ ”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移动速度/nnn.nnnn 

接触速度在分比接触速度在分比接触速度在分比接触速度在分比    

接接接接触触触触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用于更改 CMM 
的采点速度。所输入的值是最大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的不能超过 20%。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接触速度/nnn.nnnn 

要了解更改例近距离或回退距离以及移动速度或接触速要了解更改例近距离或回退距离以及移动速度或接触速要了解更改例近距离或回退距离以及移动速度或接触速要了解更改例近距离或回退距离以及移动速度或接触速度后将及来的影在度后将及来的影在度后将及来的影在度后将及来的影在，，，，务必要了解为务必要了解为务必要了解为务必要了解为

为选项在为选项在为选项在为选项在 DCC  DCC  DCC  DCC 

特征测量过程中的交类方式特征测量过程中的交类方式特征测量过程中的交类方式特征测量过程中的交类方式。。。。事件的顺序如下事件的顺序如下事件的顺序如下事件的顺序如下：：：：测量机以移动速度移向特征测量机以移动速度移向特征测量机以移动速度移向特征测量机以移动速度移向特征。。。。当达到例近当达到例近当达到例近当达到例近

距离时距离时距离时距离时，，，，它将以接触速度例近特征它将以接触速度例近特征它将以接触速度例近特征它将以接触速度例近特征，，，，以进行触测以进行触测以进行触测以进行触测。。。。当完成触测后当完成触测后当完成触测后当完成触测后，，，，它将以接触速度后退它将以接触速度后退它将以接触速度后退它将以接触速度后退，，，，

直至达到回退距离直至达到回退距离直至达到回退距离直至达到回退距离。。。。此时此时此时此时，，，，它将以移动速度移至下一个位置它将以移动速度移至下一个位置它将以移动速度移至下一个位置它将以移动速度移至下一个位置。。。。    

夹新值夹新值夹新值夹新值    

夹夹夹夹新新新新值值值值仅用于 leitz 控制器和 leitz 牌 TTP。该值用于向控制器指示在 Leitz CMM 
上夹持测头的上新程度。 

根据测头尖的加用，我可能需要增加或从小夹新值。 

•  对于较大的测尖加用，我可能需要增加夹新值。 

•  对于较小的测尖加用，我可能需要从小夹新值。 

扫描速度在分比扫描速度在分比扫描速度在分比扫描速度在分比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用于更改 CMM 扫描零件的速度。所输入的值是最大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扫描速度/nnn.nnnn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旋转转台旋转转台旋转转台旋转转台””””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台台台台选项卡用于旋转转台的角度和方向。 

要利用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台台台台选项卡旋转转台的角度和方向，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台台台台选项卡。  

3. 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所需的转台角度。 

4. 从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方方方方向向向向下拉列表中选择旋转的方向。 

5. 选中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台台台台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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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移动/ 旋转转台, 角度, 方向 

当从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选择单单单单转转转转台台台台或双双双双转转转转台台台台时，转转转转台台台台选项卡将变为可用。参请定义转台。 

另外，只有在对端口锁进行编程以支持转台后，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才可用。 

转台旋转角度转台旋转角度转台旋转角度转台旋转角度    

转转转转台台台台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键入转台的旋转角度。 

旋转方向旋转方向旋转方向旋转方向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方方方方向向向向下拉列表用于选择要让转台旋转的方向。可用选项包此： 
顺顺顺顺时时时时针针针针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转台，直至其达到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输入的角度。 
逆逆逆逆时时时时针针针针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转台，直至其达到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输入的角度。 
最最最最的的的的：：：： 按最的的路线（顺时针方向或逆时针方向）

旋转，直至其达到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输入
的角度。 

旋转转台旋转转台旋转转台旋转转台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复选框用于指定在按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或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激活转台旋转操作。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可选运行可选运行可选运行可选运行””””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选项卡显示 CMM 和转台运行的附加编辑功能。 

访问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选项卡： 

1. 从主菜单中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选项卡。 

CMM CMM CMM CMM 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    

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选项卡的 CMM 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区域用于更改在 CMM 的 X、Y 或 Z 
轴方向上的最大加速度。可用选项包此：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 X 轴轴轴轴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 此框中的数字表示 CMM 在沿 X 

轴运行时的最大加速度。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 Y 轴轴轴轴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 此框中的数字表示 CMM 在沿 Y 

轴运行时的最大加速度。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 Z 轴轴轴轴加加加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 此框中的数字表示 CMM 在沿 Z 

轴运行时的最大加速度。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可选测头可选测头可选测头可选测头””””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可可可可选选选选测头选项卡为我提供了控制模拟测头的附加功能。为为功能包此以下与测头相关的值
： 

•  最大受框 

•  下限框 

•  上限框 

•  触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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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数据数 

•  返回速度 

•  定位精确度 

•  触测精确度 

•  触测模式 

•  手动轴调触测 

它还包此以下与扫描相关的值以及通用按钮： 

•  点密度 

•  偏置框 

•  加速度 

•  默认值 按钮“ ”  

•  回调 按钮“ ”  

•  清除 按钮“ ”  

下面将详细介该上述还项。 

访问可可可可选选选选测测测测头头头头选项卡： 

1. 从主菜单中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可可可可选选选选测测测测头头头头选项卡。 

最大受框最大受框最大受框最大受框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受受受受框框框框框用于输入在出错并进而窗止测量之前，测头所测受的最大框。 

在一个模拟触测周后中，测头首先接触零件，然后序序向该零件中移动，直至达到为一最
大受框值。此时，测头将翻转方向，离开零件。为种在接触零件后深入零件中的移动有时
称作接触框。该值以该该为单位来指定。在常规的偏置模式 (DFL) 
触测周后中，控制器将在测头离开零件时询集数据。  

下限框下限框下限框下限框    

下下下下限限限限框框框框框用于输入在确定测量机何时接触所测对象时所需的最小框。 

在常规的偏置模式 (DFL) 
触测周后中，它是控制器窗止询集数据时的框。该值以该该为单位来指定。 

上限框上限框上限框上限框    

上上上上限限限限框框框框框用于指定测量的上限。当达到该框时，测量机将离开所测的对象，向后退回。 

在常规的偏置模式 (DFL) 
触测周后中，它是控制器窗止询集数据时的框。该值以该该为单位来指定。 

触发框触发框触发框触发框    

触触触触发发发发框框框框框用于输入在读取测量结果时的框。 

在常规的偏置模式 (DFL) 触测周后中，它是计算实际点 (APT) 并将其返回到 PC-DMIS 
时的框。该值以该该为单位来指定。并本所有模拟测头/控制器上使用此输入。 

返返返返回数据数回数据数回数据数回数据数    

返返返返回回回回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数数数数框用于输入当测量机离开所测对象时所读取的数据数。 

该值定义存下下下下限限限限框框框框和下下下下限限限限框框框框值定义的触测窗口内询集的最小数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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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速度返回速度返回速度返回速度    

返返返返回回回回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测头离开所测对象时的速度值。该值以毫米/秒为单位来指定。 

定位精确度定位精确度定位精确度定位精确度    

定定定定位位位位精精精精确确确确度度度度框是本用于 Leitz 
接口的参数。所提交的值将指示当测头深入零件进行测量时，CMM 
应在例近矢量上保留多大的精确度。 

值在小，测量机就在自获取所需的位置。但是，值在小，测量也就在精确。该值的单位始
终是毫米。 

通常应保留其默认值。  

触测精确度触测精确度触测精确度触测精确度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精精精精确确确确度度度度框用于确定进行测量时所需的精确度。如果很达到该值，则将不进行如何测量
，并提供错误消息。它以毫米为单位来指定，通常应保留默认值。 

触测模式触测模式触测模式触测模式    

它用于指定所用触测周后的类型。最常用的周后类型为偏置模式 
(DFL)。有为模拟测头/控制器也可能我支持其它周后，如软触测 
(SFT)。在这为许许下，测头/控制器可能不具有多种模式，因而我则如该值。 

手动轴调触测手动轴调触测手动轴调触测手动轴调触测    

如果选中手手手手动动动动轴轴轴轴调调调调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复选框，那那当测量手动触测点时，控制器将在离开零件时自动切
换到 DCC 
模式，以使用常规的偏置触测周后。为可能我使手动触测变这，但同时可以提高精确度。
有为模拟测头/控制器不具有多种手动触测模式。在为为许许下，将则如该值。 

点密度点密度点密度点密度    

点点点点密密密密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在扫描过程中每测量一毫米所读取的数据数。 

偏置框偏置框偏置框偏置框    

它用于指定在扫描过程中该持的框度。该值以该该为单位来指定。 

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加速度    

它用于指定在扫描过程中使用的加速度。该值以毫米/秒/秒为单位来指定。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测头触发选项测头触发选项测头触发选项测头触发选项””””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测头触触触触发发发发选项选项卡用于选择公差区，然后在 编辑“ ” 

仅当使用 Faro 测头或 
Romer 
机械臂时，测头触发选项
选项卡上的选项才可用。 

窗口中插入“自动采点”、“触发公差”和“采点平面”命令。 

 

访问此选项卡： 

1. 从主菜单中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触触触触发发发发选选选选项项项项选项卡。 

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自动采点 命令仅适用于测定点和自动矢量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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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采点自动采点自动采点自动采点””””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通过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区域，可以在及有公差区的 编辑 窗口中插入 自动采点“ ” “ / 命令。”  

自动采点“ / 命令用于指示”  PC-DMIS 
在测头进入离开初始触测位置指定距离的公差区时自动进行触测（采点）。例如，如果公
差区设置为 2 毫米，那那当测头位于离触测位置的 2 毫米内时，将自动采点。 

我可以将此选项用于手动测量机；无需通过按按钮来采点，即可将 自动采点“ / 命令插入” “
编辑 窗口中的如何标准位置。”  

此选项仅用于联机模式。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采采采采点点点点 
选中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复选框后，将激活 自动采点 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的 自动采点“ ” “ ” “ /”
命令之后，如果有命令要求我采点，那那当测头进入定义的公差区时，则将自动采点。 

如果很选中此复选框，当单击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按钮时，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命令行，但不我激活该命令。“ ”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打打打打声声声声 
选中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打打打打声声声声复选框后，将激活与 自动采点“ / 命令相关联的打声。离目标在近，打声在获”
就在频就。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用于键入公差区值。当测头进入此公差区时，将立即自动采点。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单击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按钮后，将在当前零件程序的 编辑 窗口中插入 自动采点“ ” “ / 命令。此命令行”
显示为： 
自动采点/ TOG1, TOG2, 半径 

TOG1 此切换字段对应于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复选框。它将显示 开 或 关 。“ ” “ ”  

TOG2 此切换字段对应于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打打打打声声声声复选框。它将显示 开 或 关 。“ ” “ ”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此半径字段包这公差区的值。该值是离开 PC-DMIS 
采点的实际点的距离。 

““““样例平面自动采点样例平面自动采点样例平面自动采点样例平面自动采点””””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通过样样样样例例例例平平平平面面面面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区域，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采点平面“ ” “ / 命令。”  

采点平面“ / 命令用于指示”  PC-DMIS  

“采点平面/”命令仅对自
动圆、自动椭圆、自动槽
和自动棱点可用。 

在出现以下许许时自动进行触测（采点）：当测头如过位于定义深度级别的自动特征的

曲面法线所定义的平面时。此定义位置将根据样例测点或相对测量特征等选项来进行调

整。当测头中心从平面的一端运行到另一端时，测头将触发，此时即我采点。 

 

我可以将此命令用于手动测量机；无需通过按按钮来采点，即可将 采点平面“ / 命令插入” “
编辑 窗口中的如何标准位置。”  

此命令仅用于联机模式。如果使用了 自动采点“ / 命令，该命令将优先于 采点平面” “ / 命令。”  

有有有有关关关关 Faro 和和和和 Romer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如上所述，PC-DMIS 
将在测头如过平面时自动采点。但是，如果使用 Faro 或 Romer 
测量机，测头将不再触发，除本我按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按钮（或释释释释放放放放按钮）。要在每还注册的触测之后
序序执行，也必此按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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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采采采采点点点点 
选中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复选框后，将激活 采点平面“ / 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的 采点平面” “ ” “ /”
命令之后，如果有命令要求我采点，那那当测头中心如过特征的曲面法线和深度所定义的
平面时，则将自动采点。 

如果很选中此复选框，当单击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按钮时，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命令行，但不我激活该命令。在打开此选项之前，将无法使用 采点“ ” “
平面/ 命令。”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单击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按钮后，将在当前零件程序的 编辑 窗口中插入 采点平面 命令。“ ” “ ”  

采点平面/ TOG1 

TOG1 此切换字段对应于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采采采采点点点点复选框。它将显示 开 或 关 。“ ” “ ”  

““““手动点触发公差手动点触发公差手动点触发公差手动点触发公差””””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此命令仅与自动点特征类
型组合使用，包此矢量点
、曲面点、偶角点和测量
点。对于单独特征触测不
适用。 

通过手动点触发公差手动点触发公差手动点触发公差手动点触发公差区域，可以在“编辑”窗口中插入“触发公差/”命令。 

“触发公差/”命令用于指示 PC-DMIS 只接受处于指定公差区内的手动触测 

 

 

我可以将此选项用于手动测量机；当 PC-DMIS 
提示我采点时，则可以根据需要触发测头。每还触发上将求值，以确定它是否处于柱体触
发公差区内。如果不在公差区内，则将在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 CMM 
错错错错误误误误列表中接询到错误。此时，PC-DMIS 
将要求再还采点。我可以将 触发公差“ / 命令插入 编辑 窗口中的如何标准位置。” “ ”  

此选项仅用于联机模式。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触触触触发发发发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触触触触发发发发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复选框后，将激活 触发公差“ / 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的 触发公差” “ ” “ /”
命令之后，如果有命令要求我采点，那那只有在测头进入定义的公差区时，才我接受触测
。 

如果很选中此复选框，当单击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按钮时，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命令行，但不我激活该命令。在打开此选项之前，触发公差功能将“ ”
窗禁用。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单击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按钮后，将在当前零件程序的 编辑 窗口中插入具有以下选项的 触发公差“ ” “ /”
命令。 
触发公差/ TOG1, 半径 

TOG1 此切换字段对应于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触触触触发发发发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复选框。它将显示 开 或 关 。“ ” “ ”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此半径字段包这公差区的值。该值是离开 PC-DMIS 
接受触测的实际点的距离。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用于键入公差半径值。当测头触发时，PC-DMIS 
将检查测头是否位于此公差区内。如果在公差区内，将接受触测。如果不在公差区内，则
将要求再还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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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NC-100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NC-100 参数 选项卡用于更改”  NC-100 视频测头的参 

只有选择了 NC-100 
视频测头作为活动测头，
NC-100 
参数选项卡仅在参数设置
对话框中出现。 

数。为为参数用于控制 NC-100 视频区域的光请和大小等。当更改 NC-100 
选项卡中的值后，PC-DMIS 
将在零件程序中插入新的“视频设置”命令，并在“编辑”窗口中显示光标的位置。“视频设
置”命令的“编辑”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视频设置/增增 = n, 偏置 = n, 窗部 = n, 底部 = n, 宽度 = n,Y 原点 = n,  
Y 终点 = n, L 段 = n, X 段 = n, Y 段 = n 

要编辑 NC-100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选项卡中的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单击 NC-100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选项卡。 

3. 选择要更改的值。 

4. 键入新值。 

5.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或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NC-100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选项卡所包这的框用于指定与 NC-100 
计算机系统设置相对应的信息。有关为为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文档。 

增增增增增增增增    

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上的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值，它属于视频传传器设置。  

偏置值偏置值偏置值偏置值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上的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值，它属于光请传传器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文档。 

ROI ROI ROI ROI 窗部窗部窗部窗部    

ROI 窗窗窗窗部部部部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 ROI 窗窗窗窗部部部部值，它表示 ROI 的窗部位置。  

ROI ROI ROI ROI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    

ROI 底底底底部部部部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 ROI 底底底底部部部部值，它表示 ROI 的底部位置。 

ROI ROI ROI ROI 宽度宽度宽度宽度    

ROI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 ROI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值，它表示 ROI 的指平尺寸。 

Y Y Y Y 原点原点原点原点    

Y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 Y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值。 

Y Y Y Y 终点终点终点终点    

Y 终终终终点点点点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 Y 终终终终点点点点值。 

长段长段长段长段    

长长长长段段段段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长长长长段段段段值。 

XXXX    段段段段    

X 段段段段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 X 段段段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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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Y Y 段段段段    

Y 段段段段值对应于 NC-100 计算机系统的 Y 段段段段值。 

视频设置视频设置视频设置视频设置    

视视视视频频频频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用于打开 NC-100 
视频系统上的视视视视频频频频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单击此按钮可以打开和关闭该选项。  

要正确使用该选项功能，必此首先配置 PC-DMIS 计算机系统和 NC-100 
计算机系统之间的通信设置。有关信息，请参请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上的“NC-100 设置 。”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I/O 通道通道通道通道””””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通过 I/O 通道选项卡，可以选择与使用控制器 

目前，输入/输出通道选
项卡中的选项仅对 DEA 
测量机适用。其它测量机
类型可能需要在以后添加
。 

 I/O 通道相关的选项，并在“编辑”窗口中插入一条“IO 
通道/”命令，以定义控制器的状态。 

 

有为测量机控制器配备了可设置为 开 状态（值为“ ”  1）或重置为 关 状态（值为“ ”  0）的 I/O 
通道。“IO 通道/ 命令将指示”  PC-DMIS 设置指定的状态。 

通道通道通道通道    

它用于指定将设置或重置的通道号。 

设置和重置选项设置和重置选项设置和重置选项设置和重置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此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插入“IO 

通道/设置 命令。当”  PC-DMIS 
执行此命令时，指定通道号的状态将设置为 
1。 

重重重重置置置置 此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插入“IO 
通道/重置 命令。当”  PC-DMIS 
执行此命令时，指定通道号的状态将设置为 
0。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PC-DMIS 允许我测定 编辑 窗口的外观以及这为 编辑 窗口模式内要显示的信息。“ ” “ ”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的颜色窗口的颜色窗口的颜色窗口的颜色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颜颜颜颜色色色色菜单选项允许配置颜色，以便区分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文本。可以配置在种“ ”
基本的颜色。 

1. 标准 

2. 超差 

3. 及标记 

4. 调试 

我还可以更改 编辑 窗口和尺寸的背景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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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标标准准准准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是默认的颜色。如果在有其它条
件，则使用默认颜色。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颜色显示超出公差限制的测量。超差
颜色还可以用来指定 编辑 窗口中的这个“ ”
特征是否已完全定义。例如，如果测尖回
调，但是测头数据库中很定义该测尖，该
测尖文本将显示为超差颜色。  

标标标标记记记记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标标标标记记记记颜颜颜颜色色色色代表标记为要执行的如何特征。
这为特征（例如建坐标系）总是我执行，
所以总是使用标记颜色显示。  

调调调调试试试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在执行使用断点的零件程序时，调调调调试试试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突出显示下一步将执行的命令行。  

背背背背景景景景色色色色：：：： 编辑 窗口的“ ” 背背背背景景景景色色色色也可以从该对话框中
修改。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背背背背景景景景色色色色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背背背背景景景景色色色色设置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式中显示的尺寸报
告框的背景色。 

更改使用的颜色更改使用的颜色更改使用的颜色更改使用的颜色：：：：    

1. 从菜单栏中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颜颜颜颜色色色色。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将打开。 

2. 只需单击要更改的文本颜色或背景色的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颜颜颜颜色色色色选择框将出现。 

3. 选择新颜色或选择定定定定义义义义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按钮自定义颜色。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颜颜颜颜色色色色选择框将关闭。 

5.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查看更改，但不关闭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应用更改，并关闭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 

颜色更改将自动应用。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的布局窗口的布局窗口的布局窗口的布局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菜单选项启动及选项卡的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对话框。该对话框包这以下选项卡： 

•  命令 

•  报告 

•  Hyper 报告 

通过为为选项卡，可以指定 编辑 窗口中将显示的特征（或尺寸）、编辑报告中将输出的“ ”
特征（或尺寸），Hyper 报告和概要模式的选项也可以从该对话框中获获。 

命令模式显示选项命令模式显示选项命令模式显示选项命令模式显示选项    

通过命命命命令令令令选项卡可以选择命令模式中可以使用以下很为显示选项。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该选项显示零件程序所测量的特征。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 该选项显示零件程序中发生更改的坐标系

。将显示尺寸或特征列表中发生的所有坐
标系更改。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该选项显示向零件程序添加的所有移动操
作。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该选项显示向零件程序添加的所有注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插入移动命令“ ”
部分的 插入编程人员注释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该选项显示 PC-DMIS 
所检验的特征的指定尺寸。其显示格式为
使用 使“ 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尺寸格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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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介该的 格式 命令选择的格式。“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该选项显示每个触测。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页页页页眉眉眉眉/页页页页脚脚脚脚 该选项显示 LOGO.DAT、HEADER.DAT 

和 ELOGO.DAT 
文件的页眉/页脚。（有关更改为为文件的
信息，请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修“ ‘ ’ ” “
改页眉和页脚。）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该选项显示用来检验零件的测尖文件名。  

有关使用命令模式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在命令模式下使用 主题。“ ‘ ’ ” “ ”  

报告模式显示选项报告模式显示选项报告模式显示选项报告模式显示选项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卡显示报告模式中可以使用的显示选项。在列出的命令中，许多命令如果标记为
要执行，将只能在报告模式中看到。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两种格式均有该选项。该命令在“

命令 选项卡中介该。”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 两种格式均有该选项。该命令在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选项卡中介该。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两种格式均有该选项。该命令在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选项卡中介该。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两种格式均有该选项。该命令在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选项卡中介该。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两种格式均有该选项。该命令在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选项卡中介该。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旧旧旧旧样样样样式式式式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只有报告模式有该选项。该选项

确定 PC-DMIS 
使用及格式的文本（选中）还是
使用图形表（不选中）来显示尺
寸。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两种格式均有该选项。该命令在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选项卡中介该。 

仅仅仅仅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如果选中该选项，PC-DMIS 
将只显示超差尺寸。（ 显示尺寸“
必此为打开）。”   
该选项只有在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并取
消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内内内内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时才可
用。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内内内内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如果选择该选项，PC-DMIS 
将只显示在公差区在分比以外的
尺寸。  
该选项只有在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并取
消选择仅仅仅仅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超超超超差差差差时才可用。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内内内内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时
，公差在分比将可以编辑，单向
公差允许一个在分比，双向公差
允许上限在分比和下限在分比。 

 
可以认为公差区的范该介于 0% 到 
100%（与尺寸颜色应用于公差区或模色条在尺寸窗端绘制的
方式类似）。偏差在公差区以外的尺寸将小于零或大于 
100%。 

对于单向尺寸（例如只有正公差的圆度），零
偏差为 0%，超差则是大于 100% 
的如防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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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向尺寸（例如同时有正公差和负公差的
距离），零偏差为中间的这个数字。如果公
差相等，零偏差应在 50% 的位置。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内内内内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单单单单向向向向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单向在分比： 
标称值：  0.0000 
测定值： 0.0028 
偏差： 0.0028 
正公差： 0.0050 
负公差： 0.0000 

因为该偏差为公差范该的 56%，单向在分比小于 56% 
时将显示。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内内内内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双双双双向向向向上上上上限限限限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双向上限在分比： 
标称值： 3.0000 
测定值： 3.0075 
偏差： 0.0075 
正公差： 0.0100 
负公差： 0.0100 

在分比使用以下计算规则计算： 
(3.0075-2.9900) / (3.0100-2.9900) * 100. = 87.5% 
如果双向上限在分比大于 
87.5%，该尺寸将显示在检验报告中。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内内内内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 双双双双向向向向下下下下限限限限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双向下限在分比： 
标称值：  3.0000  
测定值： 2.9925 
偏差： 0.0075  
正公差：  0.0100 
负公差： 0.0100 

在分比使用以下计算规则计算： 
(2.9925-2.9900) / (3.0100-2.9900) * 100. = 12.5.% 
如果双向上限在分比小于 
12.5%，该尺寸将显示在检验报告中。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页页页页眉眉眉眉/页页页页脚脚脚脚 两种格式均有该选项。该命令在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选项卡中介该。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屏屏屏屏幕幕幕幕抓抓抓抓图图图图 该选项显示与报告中的 

DISPLAY/METAFILE 和 
ANALYSISVIEW 
命令有关的所有图形。  

有关使用报告模式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在报告模式下使用 主题。“ ‘ ’ ” “ ”  

Hyper Hyper Hyper Hyper 报告配置选项报告配置选项报告配置选项报告配置选项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卡显示一个对话框，用来配置默认的 *.RPT 文件以及 Hyper 
报告是否在执行后自动加载。以下是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卡中提供的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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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加加加加载载载载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如果选中该复选框，则通如 PC-DMIS 
在零件程序执行完成后自动加载已有的 
Hyper 报告。 

加加加加载载载载后后后后立立立立即即即即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如果选中该复选框，则通如 PC-DMIS 在 
Hyper 
报告加载后立即打印。该选项只对自动加载
的报告有并，对每个用户打开的 hyper 
报告无并。如果取消选择该复选框，可以先
预览 Hyper 报告的显示许许。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标标标标准准准准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该复选框通如 PC-DMIS 
加载标准报告。我可以定义标准报告，方法
是使用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选择所需的 Hyper 
报告，然后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标标标标准准准准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按钮。取消
选择该复选框将通如 PC-DMIS 使用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中的报告。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该框中包这要加载的 Hyper 报告的名称。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标标标标准准准准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该按钮将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中的报告设置为标准报告，以便
在自动加载报告时使用。 

有关该对话框以及创建一般 HyperView 报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  HyperView 
报告 部分。”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读出读出读出读出””””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读读读读出出出出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用于选择 测头读出 窗口的所需格式。请根据我在测头读出方面“ ”
的需要来选中相应的复选框。当下还选择 测头读出窗口 菜单选项时，它将面将所选的格“ ”
式。 

有关使用 测头读出 窗口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 部分的 使用 测头读出“ ” “ ” “ ‘ ’
窗口 。”  

测头位置 

当选中测测测测头头头头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复选框后，PC-DMIS 
将显示测头的当前位置。 测头读出 窗口将显示测头在活动坐标系统中的位置。“ ”  

上一触测 

当选中上上上上一一一一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复选框后，PC-DMIS 
将显示用测头所进行的上一还触测的位置。如果很选择此选项，PC-DMIS 
将显示测头的当前位置。 

在屏幕上显示当前测头位置 

与测测测测头头头头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复选框不同，在在在在屏屏屏屏幕幕幕幕上上上上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当当当当前前前前测测测测头头头头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复选框将相对于测量机在屏幕上显示
测头的图示。当联机工作时，此选项本常有用。当使用操可可移动测头时，测头的图示也
在 PC-DMIS 的屏幕内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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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标的距离 

当选中与与与与目目目目标标标标的的的的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复选框后，PC-DMIS 
将显示测头与目标点的距离。测头的位置将显示在活动坐标系统中。请以手动方式将测头
移至键入位置。当达到目标点时， 测头读出 窗口将显示“ ”  0,0,0。 

显示与目标的距离并自动缩放 

当选中与与与与目目目目标标标标的的的的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复选框和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复选框后，PC-DMIS 
也我显示测头与目标点的距离。测头的位置将显示在活动坐标系统中。当我将测头以手动
方式移至键入位置时，PC-DMIS 将自动放大显示区域中的相应图像。 

显示最后测量特征的错误 

当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最最最最后后后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的的的的错错错错误误误误复选框后，PC-DMIS 
将在 测头读出 窗口中显示最后测量的特征沿“ ”  XYZ 坐标（对于圆形特征为 
D）的所有偏差。当偏差为 0 时，将只显示 0。 

使用极坐标 

当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复选框时，PC-DMIS 
将在直角坐标和极坐标之间切换。如果使用极坐标，还将显示工作平面的法线方向。 

设置主设置主设置主设置主/从从从从 
主主主主/从从从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是一个附加的选件包，它用于设置双机械臂 CMM 
的主从模式。要使用此选项，必此启用双机械臂。该菜单选项显示主主主主/从从从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
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以下选项将变为可用。有关双机械”
臂测量机的完整设置步骤，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  

计算机连接到从机械臂 

此此此此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机机机机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到到到到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 ”选项只允许将计算机用于从机械臂。我可以选择使用 TCPIP 
端口或端行端口进行连接。 

1. 选择要要要要读读读读取取取取的的的的 TCPIP 端端端端口口口口号号号号或要要要要读读读读取取取取的的的的端端端端行行行行端端端端口口口口号号号号选项。 

2. 在要要要要读读读读取取取取的的的的端端端端口口口口号号号号框中键入值。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有关设置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  

计算机连接到主机械臂 

此此此此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机机机机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到到到到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 ”选项只允许将计算机用于主机械臂。我可以选择使用从 PC 的 
IP 地址或端行端口进行连接。 

1. 选择与 从机械臂 选项进行通信的 从“ ” “  PC 的 IP 地址 选项或端行端口号。”  

2. 如果使用 从“  PC 的 IP 地址 选项进行连接，请键入”  IP 地址。 

3. 在 端口号 框中键入端口号。“ ”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115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有关设置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主/从模式 。”  

计算机同时连接到主从机械臂 

注注注注：：：：该选项因很实现；以后的版本中计划实现该选项。 

此此此此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机机机机同同同同时时时时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到到到到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和和和和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 ”选项允许将计算机同时连接到主机械臂和从机
械臂上。我必此选择 CMM 机械臂 1 是主机械臂还是从机械臂。 

有关设置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  

计算机不在主从模式下使用 

如果计算机很在主/从模式的关系下使用，请选择 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机机机机不不不不在在在在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下下下下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选项。 

有关设置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  

TCPIP 连接延迟 

TCPIP 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延延延延迟迟迟迟（（（（毫毫毫毫秒秒秒秒））））框用于键入在本试与主机械臂或从机械臂设置建立 TCPIP 
连接以将其用于当前计算机之前，PC-DMIS 将延迟的毫秒数。 

有关设置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  

定义转台定义转台定义转台定义转台 
选择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将显示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该对话框可以定义转台。每个类别只能接受一个选项。 

1. 选择要使用的转台类型。如果设置双转台，请指定转台 1 或转台 2 
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当选择双双双双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后，一原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还我显示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工具栏。此工具栏包此两个用于选择活动转台的图标。 
 
有有有有关关关关分分分分度度度度类类类类型型型型转转转转台台台台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分度类型的转台具有有限个特定的定位角度。通常，从一个给定位置到下
一个可用位置有一个固定的增量（以旋转角度表示）。根据我使用的不同
转台，此增量将有所不同。如有必要，请查您转台的文档。无限类型的转
台将接受如何位置（以度表示）。 

2. 确定转台是手动还是 DCC，并选择相应的选项。 

3. 键入 XYZ 值和 IJK 值（如果已如）。 

4. 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开始校验过程。 

注注注注：：：：只有在配置端口锁，使其接受转台后，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才可用。 

校验转台校验转台校验转台校验转台 
根据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选择的选项（参请定义转台），当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按钮时，将打开以下
两个对话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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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选择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属属属属无无无无限限限限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当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按钮时，将打开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无无无无限限限限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对话框。 

2.
 如果选择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属属属属分分分分度度度度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当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按钮时，将打开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可可可可分分分分度度度度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对话框。 

校验可分度转台校验可分度转台校验可分度转台校验可分度转台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可可可可分分分分度度度度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对话框用于选择将用于校验所选转台的选项。当对对话框中的选项传到满
防时，请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按钮开始转台校验过程。 

用用用用法法法法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可分度转台校验必此包此 0 
位置。此外，还必此校验所有将在零件程序中实际使用的角度。此校验过程将计算并存储
其它所有角度相对于 0 位置的转换。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说说说说明明明明：：：：要正确运行可分度转台校验过程，必此具有转台的有并 XYZ 和 IJK 
值。为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 
 
1. 如果值已如，可以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手动键入为为值。但通常不我出现为种许许。 
 
2. 最初选择了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属属属属无无无无限限限限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当完成无限转台校验后，将计算并保存 XYZ 和 IJK 
值。然后选择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属属属属分分分分度度度度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并执行可分度转台校验。为通常只在为为许许下出现：当最
初安装/设置软件时；当转台已移动时；当已发生的事件使测量机坐标系统的原点发生了显
著变化时。只要所确定的 XYZ 和 IJK 
值足够接近，可以成功运行可分度转台校验过程，就不必再每为重新运行可分度转台校验
而重新运行无限转台校验。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角角角角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角角角角区域用于定义将在校验中包此的一系列转台角度。我可以一还定义一个角度，
也可以定义角度的递增范该。所定义的角度将放入要要要要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的的的的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列表中。当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时，P
C-DMIS 将使用定义的角度来校验转台。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要校验 5 度和 95 度之间增量为 10 
度的所有角度，可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和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中分别轴入 5、95 和 
10，然后单击均均均均均均均均间间间间隔隔隔隔按钮。 

要要要要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的的的的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列列列列表表表表“ ”  
此列表包这要校验的所有转台角度。我可以从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角角角角区域将角度添加到此列表中。要要要要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的的的的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列表必此使用零角度。 

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的的的的其其其其它它它它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此对话框还包此 定义硬件 部分所述的许多选项。“ ”  

•  有关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例例例例近近近近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回回回回退退退退距距距距离离离离、移移移移动动动动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接接接接触触触触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手手手手动动动动 / 
DCC、可可可可用用用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和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工工工工具具具具的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
测量 主题。“ ”  

•
 有关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和活动测尖的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头“ ” “
主题。”  

校验无限转台校验无限转台校验无限转台校验无限转台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无无无无限限限限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对话框的以下区域中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可分度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对话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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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对话框将显示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角角角角列表，而不是要要要要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的的的的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列表。 

•  不必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角角角角列表中使用 0.0 角度。 

•  此对话框只显示一个校验工具，而不是内个校验工具。 

有关此对话框中特定选项的信息，请参请校验可分度转台。 

设置测头更换架选项设置测头更换架选项设置测头更换架选项设置测头更换架选项 
选择测头更换架菜单选项将显示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 ”
对话框和菜单选项）。此对话框用于设置可以在测头更换架上使用的还种选项。此对话框
上包这以下可用选项卡：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它用于选择测头更换架的类型。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它用于选择要校验的活动测尖。 
固定点 它用于更改 AB 测座值并提供 CMM 

在每个周后后可以移动到的安全位置。 
槽槽槽槽 它用于定义测头更换架中现有槽的测头或

测针配置。 
通讯端口 它用于处理计算机的端行端口与测头更换

架的连接。 

下面将详细介该上述选项。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在进行校验之前，必此选择测头更换架的类型。请从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下拉列表中选择测头更换
架的类型。在更改测头更换架类型后，必此重新启动 PC-DMIS。 

为了轴调更换周后的操作，可以更改窗窗速度。要设置窗窗速度，键入新的在分比值即可
。 

活动测头更换架活动测头更换架活动测头更换架活动测头更换架    

根据测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数数数数目目目目框中的值，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将包这可赋以测头更换架及关联值的
编号项（测头更换架 1、测头更换架 2、测头更换架 3 等）。 

最初，PC-DMIS 只在此列表中显示一项，通常是 测头更换架“  
1 。我可以通过增加”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数数数数目目目目框中的值在列表中添加其它项。 

PC-DMIS 
我将所选的测头更换架类型以及编号项的其它如何值存储在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中。 

测头更换架数目测头更换架数目测头更换架数目测头更换架数目    

通过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数数数数目目目目框，可以确定要使用多从个测头更换架。在此框中键入的数字将成为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中的可用测头更换架数。 

测头更换架类型测头更换架类型测头更换架类型测头更换架类型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包这还种测头更换架类型的列表。 

窗窗速度窗窗速度窗窗速度窗窗速度    

窗窗窗窗窗窗窗窗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用于确定更换周后的窗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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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通讯通讯通讯 
对于这为类型的测头更换架，存在与计算机的端行连接。此对话框用于选择通讯端口（CO
M 端口）并修改 COM 端口的设置。 

如果测头更换架在有端行连接，则不我显示此对话框。 

校验校验校验校验 
将测头配置加载到测头架之前，应考不以下事项： 

•  必此从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中选择测头或测针并对其进行校验。 

•  测头架应旋正至 CMM 的一条轴。  

•  必此使用 Renishaw 所采用的 PS35R 测针来校验测头更换架。  

•
 在开始此过程之前，应验许测针已如过校验。（参请 定义硬件“ ”
部分的 定义测头 。）“ ”  

注防注防注防注防：：：：光电子红外检测系统始终我处于活动状态光电子红外检测系统始终我处于活动状态光电子红外检测系统始终我处于活动状态光电子红外检测系统始终我处于活动状态。。。。如果它防外地断路如果它防外地断路如果它防外地断路如果它防外地断路，，，，PI200PI200PI200PI200（（（（测头控制器测头控制器测头控制器测头控制器

））））将禁用将禁用将禁用将禁用 TP200 TP200 TP200 TP200。。。。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测头更换架测头更换架测头更换架测头更换架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中，可以选择要校验的测头更换架。 

有关此列表的信息，请参请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下的活动测头更换架。 

活动测头文件活动测头文件活动测头文件活动测头文件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下拉列表用于选择要用于校验过程的测头。 

活动测尖活动测尖活动测尖活动测尖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下拉列表用于为所选测头选择测尖配置。 

完全校验完全校验完全校验完全校验    

如果选择完完完完全全全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测量整个测头更换架。为是最常用的校验的方法，并的在这为许许下是唯一可用的方法
。我我建如操作者使用完全校验方法。 

部分校验部分校验部分校验部分校验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只校验测头更换架的一部分。对于 
ACR1，它将只测量测头更换架上的基准球体。 

单测头架校验单测头架校验单测头架校验单测头架校验    

这为测头更换架只允许在成功的完全校验后对单个槽进行测量。 

单单单单槽槽槽槽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仅用于 ACR2 和 Zeiss 测头更换架。 

校验校验校验校验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按钮用于通过打开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对话框来开始校验过程。以下步骤将详细说明测头更换
架的校验过程。 

要校验 SCR200 测头更换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验许 SCR200 已设置为 B 模式。 

2. 加载如过校验的 PS35R 测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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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测头更换架的正面上进行一还触测（采点）。 

4. 在测头更换架的窗面上采点。 

5. 抬起槽 #1 
的窗覆。当窗覆处于当直位置时，使其滑至中心，直至它锁定在打开位置
。PC-DMIS 将询问我是否在槽的每条边上还采一点。 

6.
 在测头架槽的下层板上采每个点。（参请图形。）先测量槽的很
一边并不重要。每还触测后，务必要按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 

7. 关闭槽 #1 的窗覆。 

8. 对于测头架中最后一个槽重复以上步骤（步骤 4-
6）。在打开最后一个槽的窗覆之前，应验许 #1 
的窗覆已关闭。如果同时打开多个窗覆，PI200 将禁用 TP200。 

当完成上述过程后，按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对话框中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固定点固定点固定点固定点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点点点点选项卡用于更改 AB 测座角度的值，以及定义 CMM 
在每个更换周后之前可移动到的安全位置。  

我可以为使用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定义的如防多个测头更换架进行为为设置：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
表中选择测头更换架，然后键入所需的 AB 角度和 CMM 位置。 

活动测头更换架活动测头更换架活动测头更换架活动测头更换架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中，可以选择要定义 AB 测座角度和 CMM 位置的测头更换架。 

有关此列表的信息，请参请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下的活动测头更换架。 

测头座角度测头座角度测头座角度测头座角度    

A 角角角角和 B 角角角角框用于指定 PH9 
机械臂将测头配置滑至适当位置时所处的位置。大多数许许下，该角度应表示正下方位置
。 

要将 AB 角度从正下方位置更改为其它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A 角角角角框或 B 角角角角框中。 

2. 键入所需角度。 

CMM CMM CMM CMM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此对话框的 CMM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区域用于指定 CMM 
在每个更换周后前可移动到的安全位置。通常，此安全位置大约在测头更换架前上方两英
寸处。不过，根据测头更换架的不同类型，我可能需要将 CMM 移至其它位置。 

要更改 CMM 位置的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要更改的 X、Y 或 Z 框中选择其先前值。 

2. 在相应框中键入正确的值，或使用读读读读取取取取 CMM 按钮插入 CMM 
的当前位置。 

槽槽槽槽 
测头更换架可为不同的测头配置提供槽。槽槽槽槽选项卡用于为将要使用的每个槽定义测头配置
。每个槽的默认配置上是 无测头 。我可以为所选测头更换架的每个槽定义测头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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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每个槽的测头配置定义每个槽的测头配置定义每个槽的测头配置定义每个槽的测头配置    

1.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测头更换架。 

2. 单击槽号左底的加号 (+)。我将看到 PC-DMIS 
我将 无测头 项显示为默认值。“ ”  

3. 双击或右击“无无无无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项。此时将显示一个列表。”  

4. 给每个槽赋以相应的测头文件。每个测头配置上必此通过 CMM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和加加加加载载载载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选项加载到测头架中。（不要将测头手动插入测头
架。）  

将定义的测头还原为将定义的测头还原为将定义的测头还原为将定义的测头还原为““““无测头无测头无测头无测头””””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默认值    

1.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测头更换架。 

2. 双击要更改的槽。此时将显示一个列表。 

3. 从可用列表中选择“无无无无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  

在对话框中添加或删除槽在对话框中添加或删除槽在对话框中添加或删除槽在对话框中添加或删除槽    

对于这为类型的测头更换架，我可以定义槽数。  

1.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测头更换架。 

2. 更改槽槽槽槽数数数数框中的现有值。 

3.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我将立即看到更改。 

如果测头更换架不允许更改槽数，则将禁用槽槽槽槽数数数数框。 

加载活动测头加载活动测头加载活动测头加载活动测头 
加加加加载载载载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菜单选项用于加载零件程序所需的活动测头。当处于在在模式时，可以使用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来更改已加载的测头文件。通过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可以为将要使用
的每个槽定义适当的测头配置。然后，加加加加载载载载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选项即可用于通如测量机更换必要的
测头配置（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设置坐标测量机接口设置坐标测量机接口设置坐标测量机接口设置坐标测量机接口 
  

此选项仅在联机模式下可
用。 

CMM 
接口菜单选项用于为所使用的特定测量机接口调用设置对话框。该选项只有在联机使用

或焦点在“图形显示”窗口上时才可用。接口不同，接口设置对话框的内窗也我有较大的
不同。我的安装文档 (APPG.DOC) 中对如何安装/设置还种接口进行了说明。 

 

补偿温度 

选择温温温温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将打开温温温温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 ”
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此对话框用于对此内温度和零件温度进行补偿，从而增加检验
过程的精确度。 

要在主 / 从校验后间补偿温度，请参请 使用主“  / 
从模式 部分的 对主” “ /从校验使用温度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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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输入参数可用输入参数可用输入参数可用输入参数 
下面将介该温温温温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上的可用输入参数。 

““““传传器编号传传器编号传传器编号传传器编号””””框框框框    

传传传传传传传传器器器器编编编编号号号号框包这一个或多个要用于给定轴或零件的传传器编号的列表。从控制器读取温
度时，为为值本常重要，因为它我必此对应于实际配置传传器的方式。 

•  所有传传器编号上处于 1 至 32 的范该内。 

•
 列表中的还项可以是单个数字，也可以是从第一个数字到最后一
个数字的范该。  

•  列表项以使点分隔或留为空第。 

•  可以为如何轴和零件输入最多 32 个值。 

对于 手动 模式，为为数字不具有如大防义，但必此为每个轴和零件赋以至从一个传传器“ ”
编号。 

““““以以系数以以系数以以系数以以系数””””框框框框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系系系系数数数数框包这面将以以性将的数字，表示每单位温度变化所导为的长度变化比例。 

•
 根据制作测量机轴上的标尺以及零件所用的不同以以类型，以以
系数值我有所不同。  

•
 单位为每单单度或每单单度，根据在是否显示单单度的复选框中
作出的选择而定。  

•
 单位可以是米/米/单单度或英寸/英寸/单单度，但存于长度既是分
子则是分在，它我的单位必此相同才能相除。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系数为 11.5 轴米/米/单单度的标度可化为 0.0000115 米/米/单单度或 
0.0000115/单单度。 

标标标标定定定定工工工工具具具具 
此框用于独立于零件指定测头标定工具的以以系数。 

““““当前温度当前温度当前温度当前温度””””框框框框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温温温温度度度度框包这及有相应单位的当前温度。根据可用的测量机类型和所选的选项，我可以
键入为为值或从控制器中读取为为值。 

““““先前温度先前温度先前温度先前温度””””框框框框    

先先先先前前前前温温温温度度度度框始终包这先前读取的温度。如果先前很读入如何温度，为为值将为零或留为空
第。 

““““参请温度参请温度参请温度参请温度””””框框框框    

参参参参请请请请温温温温度度度度框包这需应用温度补偿调整的参请温度。  

•  要应用的更正量等于以以系数乘以当前温度和参请温度之间的差值。 
更更更更正正正正量量量量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系系系系数数数数 x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温温温温度度度度 – 参参参参请请请请温温温温度度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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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前温度与参请温度相同，其实际并果相对于不应用如何其
补偿调整。 

•  为为框中的值几乎总是 20 单单度或等值的单单度。 

““““轴值上限轴值上限轴值上限轴值上限””””框框框框    

轴轴轴轴值值值值上上上上限限限限框包这当前温度的上限（及有相应的单位），当高于此上限时，将不再应用其补
偿。PC-DMIS 不我显示如何警告或错误消息。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参请温度为 20 单单度，当前温度为 35 单单度，轴值上限为 30 
单单度，存于当前温度超过上限，实际应用的更正量将等于 (30 – 20) 而不是 (35 – 20)。  

““““轴值下限轴值下限轴值下限轴值下限””””框框框框    

轴轴轴轴值值值值下下下下限限限限框在概念上与轴值上限相似，不同的只是它提供当前温度的下限，当低于此下限
时，将不再应用其补偿。 

““““原点原点原点原点””””框框框框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框用于确定要应用其补偿的项目的长度。 

长长长长度度度度 =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值值值值 –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值值值值 

•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框的 X、、、、Y 和 Z 
值在大多数许许下为零。不过，这为类型的测量机并不将零用作其标尺的
原点。  

•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值通常也等于零，除本存在这为特特的夹具约很。 

显示单单温度显示单单温度显示单单温度显示单单温度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单单单单单单单单温温温温度度度度复选框将影在温度和以以系数。  

•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显示的温度将使用单单度。  

•  如果清除此复选框，PC-DMIS 将使用单单度。 

启用温度补偿启用温度补偿启用温度补偿启用温度补偿    

启启启启用用用用温温温温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复选框用于指示 PC-DMIS 使用温度补偿。 

•  如果很选中，PC-DMIS 
将不执行如何温度补偿， 温度补偿 命令（如果存在于零件程序中）不具“ ”
有如何作用。  

•  如果选中，PC-DMIS 将按请输入参数进行温度补偿。 

补偿方法补偿方法补偿方法补偿方法    

以下是可用的补偿方法以及它我在 PC-DMIS 中相应的执行过程。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 •
 补偿以手动方式进行（按我的输
入来控制），根本不使用测量机控制
器。 

•  PC-DMIS 将执行所有补偿计算。  

•
 当执行零件程序时，将打开温温温温度度度度
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用于在序序执行程
序其即部分之前编辑当前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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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从从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中中中中读读读读
取取取取温温温温度度度度 

•  当使用支持此选项的测量机时，PC-
DMIS 
将自动从控制器中读取当前温度，而
不是存操作者提供数据。 

•  PC-DMIS 
将执行所有补偿计算。控制器只提供
当前温度。 

•
 当执行零件程序时，不我打开温温温温
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
 零件程序程序不我该窗，等待我
的确认。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仅仅仅仅补补补补偿偿偿偿
轴 

•  控制器自例执行测量机轴的补偿。 

•  将不使用轴输入。  

•  存于 PC-DMIS 
仍我为零件执行补偿，因此将应用零
件输入参数。 

•
 当执行零件程序时，不我打开温温温温
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
 零件程序程序不我该窗，等待我
的确认。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轴轴轴轴
和和和和零零零零件件件件 

•  控制器执行测量机轴和零件的补偿。 

•  将不使用轴输入。 

•  PC-DMIS 不执行如何补偿计算。 

•  存于 PC-DMIS 
必此将零件以以系数、参请温度和原
点的输入传递给控制器，因此仍必此
应用为为输入。 

•
 当执行零件程序时，不我打开温温温温
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
 零件程序程序不我该窗，等待我
的确认。 

即即时间即即时间即即时间即即时间    

即即即即即即即即时时时时间间间间显示在读取温度之前所即即的时间。只有在设置了执行的延迟后后，才我显示此
时间。参请读取零件前的延迟。 

读取零件前的延迟读取零件前的延迟读取零件前的延迟读取零件前的延迟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前前前前的的的的延延延延迟迟迟迟框用于指定当执行零件程序时，PC-DMIS 
在读取传传器以获取当前温度之前所等待的时间。如果输入零，则不我该窗。 

重置为默认值重置为默认值重置为默认值重置为默认值    

重重重重置置置置为为为为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用于使用先前所保存的值更新如何先前已修改的值。如果是在 DEA 
测量机上，的 serv1.stp 可用，PC-DMIS 就将读取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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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当前温度获取当前温度获取当前温度获取当前温度    

如果从补补补补偿偿偿偿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选择从从从从控制器中中中中读读读读取取取取温温温温度度度度方法，并的使用了支持此选项的测量机，
那那当单击获获获获取取取取当当当当前前前前温温温温度度度度按钮时，PC-DMIS 
将从控制器中读取当前温度，并将其显示在温温温温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中的窗口中的窗口中的窗口中的““““温度补偿温度补偿温度补偿温度补偿””””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当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接受温温温温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的输入时，PC-DMIS 
将在零件程序中插入一条 温度补偿 命令。“ ”  

通常，一个零件程序只使用一个 温度补偿 命令。 温度补偿 命令应放在程序的开头，位“ ” “ ”
于所有测量命令之前。当执行零件程序时，它将按请还种输入参数来进行温度补偿。 

控制器支持控制器支持控制器支持控制器支持 
并本所有控制器上支持每种补偿方法。以下是不同的补偿方法以及其支持的控制器。参请
补偿方法。 
补补补补偿偿偿偿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支支支支持持持持的的的的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 所有，此方法不需要使用控制器 
从从从从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中中中中读读读读取取取取温温温温度度度度 DEA（仅包此 DEAC 系列控制器）、使用 

Leitz 以如的 Sharpe32z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仅仅仅仅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轴 使用 Leitz 以如的 Sharpe32z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轴轴轴轴和和和和零零零零件件件件 使用 Leitz 以如的 Sharpe32z 

执行要搜索的外部目目执行要搜索的外部目目执行要搜索的外部目目执行要搜索的外部目目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菜单选项用于指定 PC-DMIS 将很为外部文件用于以下命令： 

•  加载测头 

•  回调坐标系 

•  调用子例程 

要修改所搜索的目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 

2. 从搜搜搜搜索索索索对对对对象象象象下拉列表中选择加加加加载载载载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或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3. 选中或清除搜搜搜搜索索索索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 

4. 选中或清除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指指指指定定定定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 

5. 在框中键入目目路径（或使用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选择目目）。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此时将应用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如果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将可以保存作出的更改，但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对话框仍保持打开状态。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对话框包这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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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对象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对对对对象象象象下拉列表用于选择以下内个选项之一：  

1. 加载测头 

2. 回调 

3. 子例程 

对于以上每个选项，我可以设置一个目目，让 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如到所选选项的命令时在该目目中进行搜索。“ ”  

搜索当前目目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用于启用或禁用在当前目目中搜索的操作。 

首先搜索当前目目 

选中后，（并的搜搜搜搜索索索索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和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指指指指定定定定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上已选中）此复选框将允许在当前目
目和用户指定目目中进行搜索。搜索的顺序取测于此复选框是否已选中： 

•  如果选中，PC-DMIS 将先访问当前目目，然后再访问用户指定的目目。  

•
 如果清除，搜索顺序则将参参：先访问用户指定的目目，然后再
访问当前目目。 

搜索指定目目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指指指指定定定定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用于启用或禁用在用户指定目目中搜索的操作。指定目目的路径将在
此复选框之下的框中输入。 

“浏览”按钮 

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用于浏览用户指定的目目。当单击此按钮时，将显示系统的目目结构： 

目目窗口包这我可以访问的文件夹和文件夹级别。我只需突出显示要让 PC-DMIS 
搜索的目目并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返回到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对话框。请注防，目目路径现在显示在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指指指指定定定定目目目目目目目目框中。 

更改更改更改更改 OpenGL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焦点必此在“图形显示”
窗口上，该菜单选项才可
用。 

OpenGL 菜单选项将启动 OpenGL 
选项对话框（“使用导航图”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此对话框用于
更改将影在模型如何在立体视图模式中显示的 OpenGL 
选项。要将零件更改为立体视图，请参请“编辑 CAD 显示”部分的“设置屏幕视图”。 

 

在面设置 

每个在面的显示设置上可以有不同的 OpenGL 选项。在在在在面面面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显示当前的在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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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用于控制模型在立体视图模式中的显示特征。存于图形卡的限制，为为选项的这
为组合可能不可用。此外，根据图形卡对硬件加速的支持程度，为为选项的这为组合可能
我将低图形性能。如果当前选项设置我导为性能将低，将在对话框的底部显示一条警告消
息。 

双缓冲双缓冲双缓冲双缓冲    

如果选中 

显示缓冲器是用于存储计
算机屏幕上图像的图形内
存。 

双缓冲双缓冲双缓冲双缓冲复选框，实际上存在两个显示缓冲区：前缓冲区和后缓冲区。前缓冲区是我在屏

幕上看到的图像。当需要重绘屏幕时（例如在旋转模型后），将要从屏幕上清除图像，

然后按其新的状态来重绘该图像。清除和绘制上在后台缓冲区中进行。我看不到图形的

实际清除和绘制过程。当图形窗提取到后缓冲区后，后缓冲区将与前缓冲区进行交换。

为一过程在极的的时间内完成，实际上传觉不到为两个缓冲区之间的如何转换。  

 

当清除双双双双缓缓缓缓冲冲冲冲复选框（即只有一个显示缓冲区）后，实际上可以看到所清除和重绘的屏幕
（虽然很快）。屏幕的清除和重绘将导为导导。  

总之，双缓冲将断生比单缓冲更为双适的图形显示并果。 

Z Z Z Z 缓冲区深度缓冲区深度缓冲区深度缓冲区深度    

Z 缓缓缓缓冲冲冲冲区区区区深深深深度度度度列表用于控制将多从图形内存用于 Z 缓冲区。Z 缓冲区可确定 3D 
模型的很为部分位于模型中其它部分之前。如果用于 Z 
缓冲区的内存位不足，模型上可能我以立体视图模式显示可视标准具。为为标准具是模型
上的区域，当实际上应将其按按时，将在模型上其它零件的前面绘制为为区域。为为标准
具不影在 PC-DMIS 的精确度，它我只是模型显示中的不精确之处。 

色深色深色深色深    

色色色色深深深深列表用于控制系统将多从图形内存用于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此数字通常取测于在面
设置的颜色深度。 

棋盘形背景棋盘形背景棋盘形背景棋盘形背景 
棋盘形背景区域用 

棋盘形背景值是用于将曲
面指分成碎片作为阴影的
默认值。 

于通过在乘数值乘数值乘数值乘数值框中设置棋盘形背景乘数来控制所绘制的图像。PC-DMIS 我将给定 
CAD 系统的棋盘形背景值乘以乘数值乘数值乘数值乘数值。所获值将用于生成阴影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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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CAD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CAD  CAD  CAD  CAD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在 PC-DMIS 中，我可以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中“ ”  CAD 的显示。  

本部分主要介该如何编辑 CAD 显示。其中包此： 

•  设置屏幕视图 

•  在曲线和曲面模式之间切换 

•  绘制曲面 

•  重绘屏幕 

•  更改屏幕模式 

•  更改屏幕颜色 

•  缩放绘图 

•  旋转绘图 

•  镜像 CAD 

•  成为 CAD 3D 

•  查看 CAD 信息 

•  使用 图形显示 窗口的屏幕抓图“ ”  

•  编辑 CAD 

•  编辑特征 

•  使用 图形显示 窗口选择特征“ ”  

•  编辑尺寸颜色 

•  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 

•  删除 CAD 

•  删除特征 

•  删除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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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屏幕视图设置屏幕视图设置屏幕视图设置屏幕视图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将打开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此对话框用于指定 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零件视图数（最多为在个）。它也可用于确定每个视图的方“ ”
位以及是否将特定视图显示为线框或立体。 

更改布局和视图更改布局和视图更改布局和视图更改布局和视图 
要更改视图的屏幕布局和方位，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从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区域选择所需的屏幕样式。例如，要将屏幕分要成零件图
像的两个不同视图，可单击按钮二或按钮内（在第一行）。根据所选的按
钮，窗口将指平或垂直分要。  

3. 使用下拉列表框，为将显示的每个窗口选择所需的视图方位。例如，要从 
Z+ 方向查看零件图像，只需从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Z+。或者，要从 Y- 
轴查看同一图像，可选择 Y-。所有显示选项只影在 PC-DMIS 
显示零件图像的方式。它我对测定数据或检验结果不存在影在。 

4.
 如果要在所选零件视图中将零件显示为立体，请选中立立立立体体体体复选框
。如果将此复选框留为空第，零件的视图将显示为线框。 

5.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或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6. 如果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关闭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并应用对 图形显示 窗口的更改。“ ”  

7.
 如果在很确定正确视图方位的许许下选择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则将显示一
条消息，询问是否输入必需的视图。在确定所需屏幕布局并选择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后，PC-DMIS 将重绘 图形显示 窗口，以面将当前设置。“ ”  

更改视图大小更改视图大小更改视图大小更改视图大小    

在 PC-DMIS 中，我可以重新定义 图形显示 窗口中视图的大小。“ ”   

要更改视图窗口的大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指针放在窗口分隔线上。单箭头光标将变为双箭头。  

2. 按住鼠标左键。 

3. 将分隔线然至所需位置。视图大小将发生更改。 

以上过程适用于指平或垂直位置。然后，可以通过选择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合合合合适适适适选项，将绘图重新缩放
到适合新的窗口。参请缩放绘图。 

注注注注：：：：当更改视图大小时，PC-DMIS 可以处于如防模式。 

显示标尺显示标尺显示标尺显示标尺    

选中标标标标尺尺尺尺复选框后，将打开所有视图中的标尺。标尺的原点将始终位于 CAD 
原点（而不是局部零件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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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面上显示直线在曲面上显示直线在曲面上显示直线在曲面上显示直线    

此复选框仅适用于立体视图。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将使按按在曲面后的点和直线变为可请
。当查找曲面后的测定特征时，此选项模其有用。例如，均定零件中的一条测定直线如轴
低于 CAD 曲面。通过选中此复选框，可以强制测定直线变为可请。 
添加添加添加添加 3D  3D  3D  3D 网格网格网格网格    

选中 3D 网网网网格格格格复选框可打开所选视图的 3D 网格。与标尺不同，3D 
网格的原点始终位于零件的当前坐标系。 

3D 网网网网格格格格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可打开 3D 网网网网格格格格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从此对话框中，我可以修改网格间距。 

要修改网格线间距，可在 X 轴、Y 轴轴轴轴和 Z 轴轴轴轴框中键入值，或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让 PC-
DMIS 自动计算出合理的间距。  

网格线标号位于窗口的外该。为为线符合在 编辑 窗口中定义的当前坐标系。它我可以通“ ”
过标标标标值值值值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框中所示的值来插入。该值将确定 PC-DMIS 在 图形显示 窗口和“ ”  3D 
网格标号之间放置的像素缓冲区的大小。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后，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 ”  3D 网格。 

可以绘制内个可能的网格：  

X-Y 

Y-Z 

Z-X 

PC-DMIS 
一还只绘制一个网格。所绘制的网格取测于旋转到最接近屏幕的轴平面（存轴指示符测定
）。例如，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以下轴指示符显示面对用户的“ ”  X-Y 轴平面；PC-DMIS 绘制 
X-Y 轴网格。 

 
显示 X-Y 平面的轴指示符。 

注注注注：：：：3D 网格的颜色可以通过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来修改。参请更改屏幕颜色。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创建和处理级别创建和处理级别创建和处理级别创建和处理级别 
一个 CAD 级别包此存一个级别号标识的一组相关 CAD 
几何图形。当 导入 文件时，为为文件中的级别信息也我导入“ ”  PC-
DMIS。然后，我可以使用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选择在每个 图形显示 视图中显示的级别。存于“ ”
许多 CAD 文件具有不同大小和复杂性，此选项将使我能够限制在执行还种 PC-DMIS 
如务所显示的特定 CAD 模型部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成为“  CAD 3D 。）”  

注注注注：：：：只有在将级别包此到 IGES 绘图文件后，此选项才可用。  

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级别，请执行以下步骤：”  

选择所需视图（蓝色、红色、黄色或黄色视图）。 

从列表中选择合适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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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PC-DMIS 将重绘 图形显示 窗口，以面将当前设置。要保存所作更改，必此按“ ” 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通过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复选框，可以访问级级级级别别别别对话框。 

通过级级级级别别别别对话框可以创建、删除或修改级别。 
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    

创建级别的过程包此 3 个步骤： 

1. 从级级级级别别别别对话框中，将新级别的编号键入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下的框中。  

2. 选中所需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复选框，选择要包此在新级别中的特征。  

3.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完成此过程。 
删除级别删除级别删除级别删除级别    

删除级别的过程包此 3 个步骤：  

1. 从级别级别级别级别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级别。 

2. 单击删除删除删除删除按钮。 

3.
 选择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按钮完成此过程。赋给所删除级别的所有特征类型上将

赋给级别“0”。 
修改级别修改级别修改级别修改级别    

修改级别的过程包此 5 个步骤：  

1. 从级别级别级别级别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级别。 

2. 单击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按钮。  

3. 选择赋值赋值赋值赋值按钮将 CAD 
添加到所选级别中，或选择撤消撤消撤消撤消按钮从所选级别中删除 CAD。  

4.
 从特征类型特征类型特征类型特征类型复选框中，选择要在所显示的级别中添加或删除的相

应特征类型。 

5. 选择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按钮完成级别修改过程。 

要添加或修改级别，必此选择 CAD 
数据。要限制对不同几何图形类型的选择，可以按请在编辑 CAD 和删除 CAD 
对话框中限制选择的相同方式进行。此外，通过选中颜色颜色颜色颜色复选框并选择及有所需颜色的几

何图形，还可以将选择限制为及有给定颜色的 
CAD。然后，所选颜色将显示在颜色颜色颜色颜色复选框的旁边。要更改颜色，请清除颜色颜色颜色颜色复选框，然
后重新选中颜色颜色颜色颜色复选框并选择及有新颜色的几何图形。 

通过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或取消取消取消取消，可以关闭级别定义级别定义级别定义级别定义对话框。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按钮将不我保存如何进行中的操作

的结果。 

在曲线和曲面模式之间切换在曲线和曲面模式之间切换在曲线和曲面模式之间切换在曲线和曲面模式之间切换 
 

要访问为为模式，必此为我的系统必必可选软件包 曲线和曲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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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曲曲曲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项使线框的曲线和直线模型可以通过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数据进行选择。我必此导入一个线框模型，该选项才可用。 

•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项使实体模型的曲面模型可以通过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数据进行选择。我必此导入一个实体模型，该选项才可用。 

有关对扫描使用为为模式的信息，请参请 扫描零件 部分。“ ”  

绘制曲面绘制曲面绘制曲面绘制曲面    

 

绘制曲面绘制曲面绘制曲面绘制曲面选项用于在屏幕上显示曲面。请注防，我必此先选中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对话框中的立体立体立体立体复

选框。有关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设置屏幕视图主题。 

要关闭曲面显示，请再还选择该选项。 

重绘屏幕重绘屏幕重绘屏幕重绘屏幕    

 

只要选择重绘屏幕重绘屏幕重绘屏幕重绘屏幕选项，此选项就将刷新“图形显示”窗口。  

切换屏幕模式切换屏幕模式切换屏幕模式切换屏幕模式 
PC-DMIS 允许在以下屏幕模式之间切换。不同的模式我通如 PC-DMIS 
如何解释鼠标点击。 

平移模式 

 

平移模式选项使 PC-DMIS 
进入平移模式。该模式用于在“图形显示”窗口中移动零件和放大或缩小零件。在转移模式
下，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  在“图形显示”窗口中缩小零件。 

•  在“图形显示”窗口中放大零件。 

•  在“图形显示”窗口中选择零件的一部分。 

•  在“图形显示”窗口中重定位零件。 

在在在在““““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中缩小零件图像窗口中缩小零件图像窗口中缩小零件图像窗口中缩小零件图像    

要缩小整个零件图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指针移至图形零件显示的均象指平中心线之上的一点。  

2. 单击鼠标右键。  

光标离中心线在在，绘图就变获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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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中放大窗口中放大窗口中放大窗口中放大零件图像零件图像零件图像零件图像    

要放大整个零件图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指针移至图形零件显示的均象指平中心线之下的一点。  

2. 单击鼠标右键。  

光标离中心线在在，绘图就变获在大。 

在在在在““““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中放大零件图像的一部分窗口中放大零件图像的一部分窗口中放大零件图像的一部分窗口中放大零件图像的一部分    

要放大所显示零件的指定部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指针放在所选区域的角上。  

2. 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和右键。  

3. 将箭头图标移（然）至“图形显示”窗口中要选择的部分。PC-DMIS 
将开始绘制框。  

4. 当框中包这正确的几何图形时，释放鼠标的两个按钮。PC-DMIS 
将放大所选区域。 

注注注注：：：：一原达到这一点，将无法再放大图像。 

在在在在““““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中重定位零件图像窗口中重定位零件图像窗口中重定位零件图像窗口中重定位零件图像    

要在“图形显示”窗口中更改零件图像的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指针放在零件图像上。 

2. 按住鼠标右键并将其然至新的位置。 

3. 放开鼠标右键。 

2D 旋转模式 

 

2D 旋 

在二该中旋转图形仅仅改
变显示。不我以如何方式
改变实际零件的原点或基
准。 

转模式图标用于二该地旋转零件。零件可以旋转 360 度，也可以旋转 360 
度的如防部分。  

 

“通过然动旋转 2D”和“将 2D 旋转到特定元素”将介该两种不同的绘图二该旋转方式。 

通过然动旋转通过然动旋转通过然动旋转通过然动旋转 2D 2D 2D 2D    

通过角“图形显示”窗口的均象中心然动绘图，可以二该地旋转绘图。  

要通过然动旋转，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指针放在“图形显示”窗口中（放在除中心以外的如防区域）。  

2. 按住鼠标右键。  

3. 角显示窗口的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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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MIS 
随着鼠标的移动动态重绘
图像。 

中心移动指针。PC-DMIS 在我移动鼠标时动态重绘图像。 

 

4. 放开鼠标右键。PC-DMIS 保持我当前的旋转。 

将将将将 2D  2D  2D  2D 旋转到特定元素旋转到特定元素旋转到特定元素旋转到特定元素（（（（旋正绘图旋正绘图旋正绘图旋正绘图））））    

要将零件“旋正”到屏幕，请用鼠标右键单击特征。（不要按住按钮。）PC-DMIS 
将旋转绘图，使所选特征平行于最接近的屏幕轴（垂直或指平）。 

3D 旋转模式 

 

3D 旋转模式旋转模式旋转模式旋转模式菜单选项用于内该地旋转零件绘图。每还旋转最多可以将零件旋转 45 
度。选择该选项将打开旋转旋转旋转旋转对话框。 

注注注注：：：：如果标记动画动画动画动画复选框，PC-DMIS 将在移动鼠标时动态地重绘图形显示。 

参请旋转绘图主题。 

“使用‘旋转’对话框旋转 3D”、“通过然动旋转 3D“和“将 3D 
旋转到特定元素”将介该内种不同的绘图内该旋转方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旋转旋转旋转旋转””””对话框旋转对话框旋转对话框旋转对话框旋转 3D 3D 3D 3D    

要使用此对话框旋转绘图，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视图（编号为 1-4 选项按钮）。  

2. 通过选择度增量度增量度增量度增量（1、5、10 或 45）选项确定旋转量。 

3. 单击旋转绘图时所需轴的按钮。 

4. 选择关闭关闭关闭关闭按钮。PC-DMIS 将在“图形显示”窗口中显示对 CAD 
图像的更改。  

如果单击重置重置重置重置按钮，将将对话框中的绘图更改我先前的视图。 

通过然动旋转通过然动旋转通过然动旋转通过然动旋转 3D 3D 3D 3D    

零件旋转也可以通过然动鼠标来实现。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 3D 旋转旋转旋转旋转对话框。 

2. 单击并按住鼠标右键。 

3. 然动鼠标。 

注注注注：：：：快速 3D 旋转的方法是按住 CTRL 键，右击并然动零件。 

确定旋转点确定旋转点确定旋转点确定旋转点 

根据首还单击鼠标右键时鼠标所在的位置，可以使用两种确定旋转点的方式。鼠标要那位

于“图形显示”窗口背景上，要那位于零件上。 

1. 如果鼠标位于图形显示背景上，则将角零件的原点旋转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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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鼠标位于零件上，将角零件上正找位于鼠标指针之下的点旋转零件。 

将将将将 3D  3D  3D  3D 旋转到特定元素旋转到特定元素旋转到特定元素旋转到特定元素（（（（旋正绘图旋正绘图旋正绘图旋正绘图））））    

要将零件“旋正”到屏幕，请用鼠标右键单击特征。（不要按住按钮。）PC-DMIS 
将旋转绘图，使所选特征平行于最接近的屏幕轴（垂直、指平或垂直于屏幕）。 

程序模式 

 
程序模式菜单选项用于使用 IGES 文件中的 CAD 数据来在在和编辑零件程序。PC-DMIS 
的脱机或联机版本提供了此功能。  

有关如何使用图形进行编程的详细信息，请参您“在脱机模式下使用”部分。 

文本框模式 

 
文本框模式文本框模式文本框模式文本框模式菜单选项用于通过右击特定项目时显示的快捷菜单来快速地创建和修改“尺寸信
息”和“点信息”文本框。 

注注注注：：：：在“图形显示”窗口中，请注防当鼠标在特征或特征的标识标号上移动时，PC-DMIS 
将在 CAD 
图上突出显示该特征。此新增选项可帮助我快速确定与特定标号相关联的特征。 

以下是文本框模式下的可用快捷菜单： 

•  如果右击特征、特征的标识标号或文本框，PC-DMIS 
将显示该特征的快捷菜单。参请“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部分的“特征快捷
菜单”。 

•  如果右击“尺寸信息”或“点信息”框，PC-DMIS 
将显示该文本框的快捷菜单。参请“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部分的“特征快
捷菜单”。 

•  如果以框选择方式选择一个或多个特征，PC-DMIS 
将显示快捷菜单。参请“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部分的“框选快捷菜单”。 

注注注注：：：：当鼠标不在特征或文本框上时，我可以在 PC-DMIS 
中用鼠标右键执行常规的平移模式操作，如缩放和旋转零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平移

模式。 

要快速地创建“尺寸信息”或“点信息”框，只需双击特征或特征标识标号。PC-DMIS 
可以处于如防模式。 

PC-DMIS 将根据编辑尺寸信息编辑尺寸信息编辑尺寸信息编辑尺寸信息或编辑点信息编辑点信息编辑点信息编辑点信息对话框设置自动创建信息框。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均定我已如创建了特征的“尺寸信息”框。当双击后序特征标号时，将使用上还使用
编辑尺寸信息编辑尺寸信息编辑尺寸信息编辑尺寸信息对话框时所选择的相同设置来创建为为特征的附加“尺寸信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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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屏幕颜色更改屏幕颜色更改屏幕颜色更改屏幕颜色 
通过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可以更改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颜色。其中包此背景色、突出显示“ ”
颜色和 3D 网格颜色。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更改颜色更改颜色更改颜色更改颜色：：：：    

要更改颜色，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 

2. 单击背背背背景景景景、突突突突出出出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或 3D 网网网网格格格格的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将出现。 

3. 为所选的选项选择一种新颜色。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将关闭，返回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 

5.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保存所作的更改，并序序在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中工作。 

6. 完成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背景 

通过背背背背景景景景区域可以更改屏幕的背景颜色。按请 更改颜色 中介该的指导操作。“ ”  

突出显示 

通过突突突突出出出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区域可以更改在 PC-DMIS 
的 图形显示 窗口中突出显示时所使用的颜色。按请 更改颜色 中介该的指导操作。“ ” “ ”  

3D 网格 

通过 3D 网网网网格格格格区域可以更改 图形显示 窗口中“ ”  3D 
网格使用的颜色。按请 更改颜色 中介该的指导操作。“ ”  

有关 3D 网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添加 3D 网格。 

缩放绘图缩放绘图缩放绘图缩放绘图 
我可以缩放 CAD 绘图，适合 图形显示 窗口中所选视图的大小，也可以按比例缩放。“ ”  
缩放模型以适合视图缩放模型以适合视图缩放模型以适合视图缩放模型以适合视图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菜单选项用于重新显示零件图像，以使其完全适合 图形显示 窗口。每当图像“ ”
如大或如小时，就需要使用此选项。要更改零件图像，使所有特征和 CAD 
元素上可请，只需选择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菜单选项。 
按比例缩放模型按比例缩放模型按比例缩放模型按比例缩放模型    

菜单栏中在有 缩“  

“缩放绘图”选项仅当 PC-
DMIS 
处于平移模式时可用。参
请更改屏幕模式。 

放绘图”选项。使用缩放绘图缩放绘图缩放绘图缩放绘图选项可以更改“图形显示”窗口中零件的图像。该选项不我以
如何方式改变 CAD 数据。  

 

要使用此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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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模式工具栏中的平移模式图标。 

2. 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鼠标右键。缩缩缩缩放放放放绘绘绘绘图图图图对话框将出现。 

3. 指示屏幕中心将显示的 X、Y、Z 零件坐标。 

4. 键入所需的缩放比例。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要使绘图元素的大小从半，键入 0.5。要使绘图元素的大小加就，键入 
2.0。如果缩放比例为 1.0，则不我影在绘图的大小。 

我还可以缩放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图形图像，只需右键单击均想的指分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 ”
指平线的上方或下方。 

旋转绘图旋转绘图旋转绘图旋转绘图 
选择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菜单选项可打开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对话框。  

旋转的快捷方式是按 
CTRL 
键同时单击鼠标右键，然
后然动鼠标。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在内该中旋转零件绘图。每还旋转最多可以将零件的每个视图旋转 45 
度。我也可以通过选择图形图形图形图形模式工具栏上的 3D 旋转模式旋转模式旋转模式旋转模式图标激活该选项。 

要使用此对话框旋转绘图，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视图 (1-4)。  

2. 通过选择度增量（1、5、10 或 45）确定旋转量。  

3. 单击按请指定方向旋转绘图时所需轴的按钮。 

 

单击重重重重置置置置按钮可以将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对话框和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绘图更改回原来的视图。“ ”   

如果选中动动动动画画画画复选框，PC-DMIS 将在零件旋转时动态重绘 图“ 形显示 窗口中的零件。”  

注注注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3D 旋转模式 。”  

镜像镜像镜像镜像 CAD 
选择镜镜镜镜像像像像 Cad 菜单选项可以镜像零件的 CAD 
视图。在测量左底和右底完全相同的在在零件时，该选项特别有并。如果提供了零件右底
的 CAD 信息，可以参请相应的轴镜像，创建零件左底的 CAD 视图。  

从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菜单中选择镜镜镜镜像像像像 Cad 可以访问该选项。将出现镜镜镜镜像像像像 CAD 对话框。  

选择镜像要参请的轴。然后，如果要保留旧的 CAD 
数据，以便在镜像后以有对称的两个半部的 CAD 数据，应单击保保保保留留留留原原原原件件件件复选框。 

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PC-DMIS 将参请指定的轴镜像 CAD 
绘图，并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图像。“ ”  

镜镜镜镜像像像像 Cad 
选项不我在镜像图像中创建新的零件程序。如果要镜像零件程序，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
项 部分的 镜像 主题并按请提供的说明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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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成为成为成为 CAD 3D 
通过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CAD 3D 菜单选项可以在内该中处理 2D CAD 绘图。在加载 CAD 
绘图的导入数段也可以访问该选项。选择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CAD 3D 菜单选项后，PC-DMIS 
将显示 创建级别 窗口。“ ”  

注注注注：：：：对绘图的如何更改均是该时的。重新激活主 PC-DMIS for Windows 
屏幕后，更改将不再有并。 

使用 创建级别“  - 旧文件 窗口可以创建新级别，或创建组成”  CAD 
的还种几何元素的视图。对图形的如何更改均是该时的。重新激活 PC-DMIS for Windows 
后，更改将不再有并。 

该窗口有内个关联的菜单，用来创建还种级别： 

1. 文件 

2. 视图 

3. 级别 
成为成为成为成为 CAD 3D CAD 3D CAD 3D CAD 3D    

要使用该程序功能，可能需要一为如验，如如本过程中介该的方位选项。 

1. 创建零件程序（参请“使用基本文件选项”部分的“新建零件程序”）。 

2. 将 CAD 模型导入零件程序（参请“使用高级文件选项”部分的“导入 CAD 
数据”）。 

3. 查看模型的坐标系统。 

4. 创建坐标系（参请“创建和使用坐标系”部分）。 

5. 选择成为成为成为成为 3D 
菜单选项。“创建级别”窗口出现，标题栏中显示“旧文件”。窗口中使用线框模
型显示我导入的 CAD。 

6. 按住鼠标左键并角整个模型拉一个框。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的 CAD 
模型。 

7. 选择级别级别级别级别 |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PC-DMIS 将重新生成该模型。 

8. 选择级别级别级别级别 |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定位级别定位级别定位级别定位级别对话框出现，标题栏中显示数字 
1。为将显示如何定位模型的第一个级别。 

9. 选择从方位方位方位方位区域重新定位模型时的视图。其它对话框选项将可用。 

10. 选择所需的其它选项： 

•  要将模型旋转到所选方位，单击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
 要将模型的方位沿指平或垂直方向偏置指定值，在偏置偏置偏置偏置（（（（指平指平指平指平））））

或偏置偏置偏置偏置（（（（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框中键入偏置距离。 

•  要将方位移动到特定的元素，单击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1 
选项，然后在“创建级别”窗口中单击所需的 CAD 元素。PC-DMIS 
将方位移动到特定的元素。如果要使用第二个元素，则对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2 
选项执行相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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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相对定义元素偏置方位，在偏置定义元素偏置定义元素偏置定义元素偏置定义元素区域选择元素元素元素元素选项，

然后在偏置偏置偏置偏置框中键入偏置距离。 

11. 完成更改后，单击应用应用应用应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定位级别定位级别定位级别定位级别对话框关闭，PC-DMIS 
将重新生成包这我的更改的“创建级别”窗口。 

12. 使用视图视图视图视图菜单中的选项查看更改。特别是视图视图视图视图 | 
更改更改更改更改，该选项可以访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对话框，指定“创建级别”窗口的视图。 

13. 如果要保留新方位，选择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 保存并退出保存并退出保存并退出保存并退出。如果不保留，选择取消并退出取消并退出取消并退出取消并退出。 

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通过创建级别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可以访问 旧文件 中读取的原文件和新创建的文件 新文件 。“ ” “ ”
使我可以在退出该选项之前保存所有更改。  

•  旧文件 中总是包这原文件中很更改的数据。“ ”   

•  新文件 文件可以访问“ ”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使级别为内该。 

同时只能访问一个文件窗口。PC-DMIS 允许使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在打开的窗口之间切换。PC-
DMIS 将根据特定功能的需要（例如创建新级别）自动切换到相应的窗口。 

在创建或编辑级别之后，如果要保存更改，一定要选择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并并并并退退退退出出出出选项，因为 PC-DMIS 
在退出之前不我自动保存零件程序。  

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 –““““视图视图视图视图””””菜菜菜菜单单单单 
通过创建级别的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菜单，可以该时更改对话框中显示的图形。允许我旋转、缩放或更改
视图，以便于访问所需的 CAD 元素。 

更改视图 

更更更更改改改改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菜单选项用于从 CAD 文件中新建视图。如果使用的 2D IGES 
文件在一个平面中包这零件的多个视图，而为为视图需要与 图形显示 窗口中正确的方位“ ”
关联，该功能我本常有用。 

缩放到适合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菜单选项用于重绘零件图像，以使其完全适合 图形显示 窗口。每当图像如大“ ”
或如小时，就需要使用此功能。 

旋转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菜单选项显示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对话框，使我可以在内该中旋转零件图像。参请缩放绘图。 

CAD 信息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单选项显示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查看有关特定 CAD 
几何形状的信息。如果选择了一个 CAD 几何图形，并的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打开，则我显示有关指定 CAD 
几何形状的信息。所选的元素也将在屏幕上导导。至从我显示几何形状的类型（圆、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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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如果 CAD 使用 PC-DMIS 版本 3.2 或更高版本导入，将显示有关该 CAD 
文件的信息（在导入时）。其中包此文件的完整路径、文件上还修改的时间以及文件的大
小（以字节数为单位）。如果可以，还我显示 IGES、XYZ 
等文件中元素的序列号。通常我显示有关几何形状的信息，例如直径、矢量或位置。对于
复杂的元素（例如修整曲面），还我显示有关其它几何形状（基曲面、然定曲线）的信息
。选择视视视视图图图图按钮将使所描述的几何形状在屏幕上导导。我可以使用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单选项选择该对话框。 

屏幕颜色 

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菜单选项显示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与更改屏幕颜色中介该的“屏幕颜色 框类似，用”
于更改在 创建级别 窗口中显示的颜色。“ ”  

 

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创建级别    –““““级别级别级别级别””””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通过创建级别的级别级别级别级别菜单，可以选择所需的 CAD 元素并创建多达 18 
个不同的级别。创建每个级别时，级别将显示在菜单列表的底部，我可以重新选择。一个 
CAD 级别包此存一个级别号标识的一组相关 CAD 几何图形。级别在“IGES”或“XYZ”CAD 
文件中预先定义。在“导入”为为文件时，为为文件中的级别信息也我导入 PC-
DMIS。然后，我可以使用“视图设置”对话框选择每个“视图”中显示的级别。存于许多 
CAD 文件具有不同大小和复杂性，此选项将使我能够限制在执行还种 PC-DMIS 
如务所显示的 CAD 模型部分。 

一个 CAD 
几何图形只能属于一个级别。例如，几何图形“A”可以属于级别“x”，也可以属于级别“y”，
但是不能同时属于两个级别。为不我局限我的查看能框，因为可以同时查看多个级别。  

新建 

通过新建新建新建新建菜单选项可以在存在现有级别的基如上创建新级别。（创建第一个级别时不需要

使用该选项，因为 PC-DMIS 我在“创建级别-旧文件”窗口打开后自动创建一个新级别。）  

创建新级别创建新级别创建新级别创建新级别：：：：    

1. 访问“创建级别”窗口。 

2. 选择新建新建新建新建菜单选项。如果新建新建新建新建菜单选项已如无显，则在打开“创建级别-
旧文件”窗口时已如自动选择该选项。 

3. 选择所需的 CAD 元素。（选择 CAD 元素的方式与在 PC-DMIS 
中相同。包此鼠标选择和框选。）CAD 
元素窗选中后，将使用当前突出显示的颜色突出显示。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级别级别级别级别 |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PC-DMIS 将创建新级别，并自动切换到“创建级别-新文件”窗口，显示所选的元素。 

我也可以使用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对话框创建新级别。有关该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设置屏幕视图。 

选择 

通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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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选择“新建”菜单选
项以后，此选项才可用。  

菜单选项可以选择将在新级别中查看的 CAD 
元素。所选的数据将使用当前突出显示的颜色显示。只有选择了选择选择选择选择菜单选项，才能选

择元素。 

 

注注注注：：：：验许所选数据的显示是否完全满足需要。选择了创建创建创建创建菜单选项后，CAD 
元素将无法更改。要修改级别（在选择创建创建创建创建菜单选项之前），选择取消选择取消选择取消选择取消选择选项。该选项

将清除所有突出显示的数据。 

取消选择 

通过取消选择菜 
仅在选择“新建”菜单选
项以后，此选项才可用。 

单选项可以清除选择查看的所有 CAD 元素。 

 

创建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菜单选项可以根据所选的 CAD 元素创建新级别。 

选择了 CAD 元素并选择该选项后，PC-DMIS 
我将“旧文件”中所选的元素移动到“新文件”中。屏幕将自动切换，显示“新文件”。窗口中
还将显示以前创建的所有级别。为新级别选择的元素将使用所色绘制。原来级别的数据将

使用无色显示。 

要创建其它级别，选择新建新建新建新建菜单选项（在创建新级别：中介该）。“旧文件”将自动显示，
选择过程可以面复进行。 

位置 

创建了级别后，选择位置位置位置位置菜单选项将显示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设置轴的位置和

更改该级别的方位。  

调整级别位置调整级别位置调整级别位置调整级别位置：：：：    

1. 从级别级别级别级别菜单中选择级别。 

2. 选择级别级别级别级别 |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3. 从对话框的方位方位方位方位区域选择方位选项（窗面、底面、右底面等）。 

4.
 单击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命令按钮。将出现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对话框。使用该对话框可以

相对方位设置级别的位置。  

5. 使用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对话框在 3-D 
中移动级别，以便与其它级别的相对位置正确。 

6. 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可以按如防顺序调整级别的位置，并的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如防还。 
““““方位方位方位方位””””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目前只支持与立方体的如个边对应的方位。选择对应所需 2-D 数据部分的方位。如果 2-D 
数据代表从零件右底查看的部分，则选择“右”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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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如果数据显示在在的左底，则选择“左”方位。数据需要显示在在的左底，就象询在
在在旁边看到的一样。如果在在参参显示，或显示在在的后部，在选择方位后选择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按

钮。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按钮显示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对话框。 

该选项将只显示当前级别的 2-D 
数据。还我显示一个表明所选方位的框。使用旋转旋转旋转旋转选项按钮和镜像镜像镜像镜像复选框根据需要更改数

据。该过程可以在定位过程的如何一个数段进行。 
““““原点定义元素原点定义元素原点定义元素原点定义元素””””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要在平面内移动数据，可以使用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查看方位对话框中原点定义原点定义原点定义原点定义元素区域选择“原点”。在级别
数据内选择几何图形，或指定数字偏移，或两种方法同时使用，也可以完成上述如务。  

•  要选择几何图形要选择几何图形要选择几何图形要选择几何图形，，，，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1 选项。 

2. 在“创建级别-
新文件”窗口中选择几何特征（例如直线）。如果按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按钮，该直线的
一个端点将变为“原点”。  

3. 要使另一个端点成为原点，选择点点点点 2 复选框。  

•  要使两条直线的交点成为原点要使两条直线的交点成为原点要使两条直线的交点成为原点要使两条直线的交点成为原点，，，，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1 选项。 

2. 在“创建级别-新文件”窗口中选择一条直线。  

3. 接着选择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2 选项。 

4. 在“创建级别-新文件”窗口中选择第二条直线。  

5.
 单击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按钮将级别数据移动到新原点。（如何直线、弧线、圆

和点均可以用来选择原点。） 

•  也可以输入数字偏移数字偏移数字偏移数字偏移，使原点在指平和垂直方向（相对于方位定义）上移动。 
““““偏置定义元素偏置定义元素偏置定义元素偏置定义元素””””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选择了原点后，需要按垂直于平面的方向移动平面，以使其相对于其它级别的位置正确。

在级别中选择几何形状可以完成上述如务。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可以选择方位为窗面的直线。右底面方位级别将移动，以使其与窗面方位级别的直
线处于同一个平面。理想许许下，所选的直线应与右底面方位级别平行。  

““““缩放缩放缩放缩放””””框框框框    

缩放缩放缩放缩放框可以将“图形显示”窗口中的零件图像缩放为 CAD 
绘图。该选项与缩放到适合和缩放绘图选项不同，因为零件程序中的 CAD 
数据将实际面将更改。键入所需的缩放比例。  

•  要使绘图元素的大小缩小 50%，在比例比例比例比例框中键入 0.5。  

•  要使绘图元素的大小加就，键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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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持绘图的大小不变，键入 1.0。（可以为如何级别输入缩放比例。） 

要“应用”所有更改，单击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按钮。使用重置重置重置重置按钮可以撤销对当前级别的所有更改。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按钮将撤销显示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对话框后所作的所有更改。  

注注注注：：：：上面的所有定位操作可以按请如防顺序进行。可以根据需要面复进行如防还。在大多

数许许下，更改直到选择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命令按钮后才我显示。  

其它级别操作 

PC-DMIS 可以使用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对话框执行以下附加级别操作： 

•  创建新级别。参请“创建级别”。 

•  删除现有级别。参请“删除级别”。 

•  修改现有级别。参请“修改级别”。 

级别的添加和修改需要选择 CAD。要限制对不同几何图形类型的选择，可以按请在编辑 
CAD 和删除 CAD 对话框中限制选择的相同方式进行。选择也可以限于所选的现有级别。  

有关如何在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视图设置对话框中使用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请“访问窗口、编辑器和工具栏”
部分的“显示、创建和处理级别”。 

我也可以使用成为成为成为成为 CAD 3D 菜单选项创建级别。参请成为 CAD 3D。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 CAD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选择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单选项将显示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只需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突出显示所需的“ ”  CAD 
特征，即可获获 CAD 信息。选择 CAD 特征后，PC-DMIS 将显示所有可用的 CAD 信息。  

单击视视视视图图图图按钮，通过使 图形显示 窗口中突出显示的图形图像导导，确认特征的选择。“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的屏幕抓图窗口的屏幕抓图窗口的屏幕抓图窗口的屏幕抓图 
PC-DMIS 可以捕获 图像显示 窗口的屏幕抓图，并将其放入报告或发送到剪贴板。“ ”  

将屏幕抓图发送到剪贴板 

屏屏屏屏幕幕幕幕抓抓抓抓图图图图到到到到剪剪剪剪贴贴贴贴板板板板菜单选项将抓取 图形显“  

图像将保留在剪贴板中，
直到抓取了其它屏幕图像
或零件程序关闭。 

示”窗口，并将屏幕抓图复制到剪贴板。 

 

要查看抓取到剪贴板上的图像，将图像 粘贴 到如防“ ” 粘粘粘粘贴贴贴贴选项可用的 Windows 
应用程序中（例如 Word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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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屏幕抓图发送到报告 

屏屏屏屏幕幕幕幕抓抓抓抓图图图图到到到到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选项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屏幕抓图。选择该菜单选项将在 编辑“ ” “ ”
窗口中放入 显示“ /元文件 命令。标记并执行该命令时，” PC-DMIS 
将自动刷新屏幕抓图，并在 编辑 窗口处于报告模式时显示该抓图。该命令与在 分析 窗“ ” “ ”
口中创建的 分析视图 命令和 显示“ ” “ /元文件 命令类似。有关 分析 窗口的详细信息，请参” “ ”
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分析 。“ ” “ ”  

注注注注：：：：如果对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文本使用“ ”  True Type 
字字字字体体体体，在抓取图像时我获获最佳的并果。 

编辑屏幕抓图 

PC-DMIS 
自编无法对抓取的图像进行编辑或格式化。不过，我可以使用如防图像编辑器软件编辑或
格式化屏幕抓图。要完成该如务，应使用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命令并将向 编辑 窗口插入对象（例如“ ”
位图文件）。然后，在与该位图程序关联的绘图程序中，粘贴我将抓取的屏幕抓图。我应
可以使用外部对象的程序自及的绘图选项进行编辑。 

有关使用 外部对象 命令的信息，请参请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的 插入外部对象 。“ ” “ ” “ ”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CAD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CAD 元素对话框可以更改导入的 CAD 
文件的颜色（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选择要更改的所需特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将鼠标指针移动到所需的特征上，并单击鼠“ ”
标左键，即可选择所需特征。  

要选择多个特征，框选所需的 CAD 元素。放开鼠标键后，PC-DMIS 
将突出显示当前所选的元素，并在所所所所选选选选的的的的数数数数目目目目框中显示特征的数目。其它元素可以使用同
样的方式选择。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将清除屏幕上如何突出显示的元素。  

选择了所需的元素后，单击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按钮并选择相应的颜色。必此按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才能查看 图形显“
示 窗口中的颜色更改。”  

注注注注：：：：要使用该选项，必此创建 CAD 级别。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屏幕视图 。“ ”  

特征类型 

该选项将通如 PC-DMIS 要更改的特征类型。可用类型包此： 

•  点 

•  直线 

•  圆 

•  弧 

•  曲线 

•  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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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的特征数 

该选项显示 PC-DMIS 将更改的特征数。 

编辑颜色 

使用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命令按钮可以设置指定 CAD 元素的颜色。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命令按钮。PC-DMIS 显示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  

2. 选择所需的颜色。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更新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CAD 
元素对话框，显示所选的颜色。 

更改颜色 

更更更更改改改改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复选框使用对话框底部的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框中所示的颜色绘制所选的 CAD 
数据。必此选择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该过程才能生并。要更改当前的颜色，选择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按钮。 

设置为优先级设置为优先级设置为优先级设置为优先级 
我可以使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优优优优先先先先级级级级复选框选择并存储一组 CAD 
曲面，以便进行查找标称值处理。该选项将加速标称值的计算，因为它允许 PC-DMIS 
确定先探测的曲面。对可选择的曲面数在有限制。选择曲面的顺序确定搜索的顺序。 

只要我打开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CAD 元素对话框并选中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优优优优先先先先级级级级复选框，PC-DMIS 
将自动选择以前存储的曲面组。 

存储新的曲面组存储新的曲面组存储新的曲面组存储新的曲面组：：：：    

1. 打开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CAD 元素对话框。 

2. 选中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优优优优先先先先级级级级复选框。如果以前定义了一组曲面，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选中为组曲面。“ ”  

3.
 在选中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优优优优先先先先级级级级复选框的许许下，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然后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按钮。为实际上是通如 PC-DMIS 清除所有存储的曲面。 

4. 取消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优优优优先先先先级级级级复选框。 

5. 选择要存储的新曲面组。 

6. 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为为为为优优优优先先先先级级级级复选框。 

7.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名名名名称称称称复选框可以显示或按按与如何所选的 CAD 元素关联的特征标识。 

如果选中该复选框，PC-DMIS 将显示指定特征的特征名（如果 CAD 
设计者已提供）或特征类型。  

如果很选中该复选框，PC-DMIS 将按按特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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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按按特定特征名显示或按按特定特征名显示或按按特定特征名显示或按按特定特征名：：：：    

1. 访问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CAD 元素对话框。 

2. 在 CAD 显示中单击所需的特征（或框选这个区域选择多个特征）。PC-DMIS 
将在 CAD 模型上突出显示所选的 CAD 元素。  

3. 选择或取消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名名名名称称称称复选框。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取消选择取消选择取消选择取消选择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命令按钮通如 PC-DMIS 清除在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之前使用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进行的所有更改。 

编辑特征编辑特征编辑特征编辑特征 
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外外外外观观观观菜单选项将打开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外外外外观观观观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更改零件程序
中的特征标识。使用该选项可以更改与特征关联的标识、颜色和标号。  

只需双击列表框中所需的特征，即可编辑以前指定的特征名。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标识对话框将出现，可
以键入新的标识。 

特征标识还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更改。只需突出显示所需的标识，然后键入新的标识。“ ”  

在在在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中窗口中窗口中窗口中，，，，PCPCPCPC----DMIS DMIS DMIS DMIS 不跟踪特征标识不跟踪特征标识不跟踪特征标识不跟踪特征标识，，，，因此不我警告我是否分配了重复的因此不我警告我是否分配了重复的因此不我警告我是否分配了重复的因此不我警告我是否分配了重复的    

IDIDIDID。。。。建如在进行更改时建如在进行更改时建如在进行更改时建如在进行更改时，，，，应注防是否存在不需要的重复标识应注防是否存在不需要的重复标识应注防是否存在不需要的重复标识应注防是否存在不需要的重复标识。。。。        

特征颜色特征颜色特征颜色特征颜色 
使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颜颜颜颜色色色色选项可以设置指定特征标识的颜色。该选项的用法与编编编编辑辑辑辑颜颜颜颜色色色色选项相同（参
请 编辑“  CAD 中介该的”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CAD 对话框）。 

更改特征颜色更改特征颜色更改特征颜色更改特征颜色：：：：    

要更改特征颜色，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特征标识。  

2. 选择特特特特征征征征颜颜颜颜色色色色选项。PC-DMIS 将自动显示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  

3. 单击所需的颜色，或使用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框定义新的颜色。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返回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对话框。新颜色将显示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框中。  

5.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PC-DMIS 将自动更改 图形显示 窗口中特征的颜色。“ ”  

特征显示特征显示特征显示特征显示 
为为开开开开/关关关关选项控制 图形显示 窗口中特征的显示。如果要只集中于零件包这的部分几何特“ ”
征，我用到该选项。 

确定零件特征的显示确定零件特征的显示确定零件特征的显示确定零件特征的显示：：：：    

要确定零件特征的显示，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打开或关闭的特征。 

2. 选择位于对话框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区域下的开开开开或关关关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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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PC-DMIS 将显示或按按特征。 

4. 如果我对更改满防，则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关闭该对话框，并保存更改。 

标号显示标号显示标号显示标号显示 
为为开开开开/关关关关选项控制 图形显示 窗口中特征标识的显示。如果零件绘图的这个部分本常 以“ ” “
挤 ，我用到该选项。可以关闭指定的标识，以便于查看其它标识。”   

打开或关闭特征标识的显示打开或关闭特征标识的显示打开或关闭特征标识的显示打开或关闭特征标识的显示：：：：    

1. 选择要打开或关闭的特征标号。 

2. 选择位于对话框的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区域下的开开开开或关关关关选项。 

3.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PC-DMIS 将显示（或按按）特征标号。 

4. 如果我对更改满防，则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关闭该对话框，并保存更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图图图图形显示形显示形显示形显示””””窗口选择特征窗口选择特征窗口选择特征窗口选择特征 
PC-DMIS  

PC-DMIS 
通过使用当前选定的突出
显示颜色来突出显示指定
特征的方法来识别特征选
择。 

允许在“图形显示”窗口中选择特征/元素（即，要打印、创建坐标系、构造新特征、计算
尺寸等）。有第种基本的选择特征的方法： 

 

1. 使用 ID 选择特征 

2. 使用元字符匹配选择特征 

3. 选择最后一个或几个 ID 

4. 框选 ID 

5. 联机选择特征 

使用 ID 选择特征 

使用 ID 
选择所需的特征。有多种备用方法可以在特征列表框中选择特征，许多对话框中均有为种
列表框。 

1. 在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键入为特征分配的 ID。 

2. 从特征列表中单击所需的 ID。PC-DMIS 
将按请选择的顺序自动为每个特征分配一个编号，编号将在特征 ID 
的右底指明。 

3.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将光标移动到所需的特征上，然后单击鼠“ ”
标左键。（注防，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选择的特征将在特征窗口中突出“ ”
显示（或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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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元字符匹配选择特征使用元字符匹配选择特征使用元字符匹配选择特征使用元字符匹配选择特征 
我也可以使用元字符选择特征。元字符是作为代表其它字在数字字符的通配符使用的字符
。PC-DMIS 中提供了两种元字符。它我是： 

1. 星号 (*)  

2. 问号 (?)  

下文对为两种通配符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星号星号星号星号 (*)  (*)  (*)  (*) 元字符元字符元字符元字符    

*
 在搜索过程中，星号（*）通配符将匹配或代替如防字符。例如，均设特征列表中
包这以下特征： 

PLN1 
LINE1 
LINE2 
CIR1 
CIR2 
 

如果我要选择所有直线特征（LINE1 和 
LINE2），应在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键入“L* （在有问号），然后按”  TAB 键。PC-DMIS 
将选中所有以“L 开头的特征。星号”  (*) 使 PC-DMIS 仅搜索星号 (*) 
前面或后面的字符。因为在该例中，星号前面是“L ，” PC-DMIS 
将则如特征列表中“L 后面的如何内窗。”  

使用星号 (*) 元字符选择特征： 

1. 将光标放在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 

2. 使用星号 (*) 输入搜索条件。 

3. 按 TAB 键。 

PC-DMIS 选中符合搜索条件的特征。 

注注注注：：：：星号 (*) 元字符可以在一还搜索中多还使用。也可以与问号 (?) 元字符组合使用。  

问号问号问号问号 (?)  (?)  (?)  (?) 元字符元字符元字符元字符    

? 问号元字符 (?) 的使用与星号 (*) 
相同，只是问号元字符只匹配一个字在数字字符。例如，均设特征列表中包这以下特征： 

 
PLN1 
LINE1 
LINE2 
CIR1 
CIR2 
 

如果要使用问号 (?) 元字符选择所有圆特征（CIR1 和 
CIR2），在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输入“CIR? 。” PC-DMIS 将搜索所有符合搜索条件的特征，即 ID 
长度为 4 个字符的前内个字符为“CIR 的特征。”  

使用问号 (?) 元字符： 

1. 将光标放在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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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问号 (?) 输入搜索条件。 

3. 按 TAB 键。 

PC-DMIS 选中符合搜索条件的特征。 

注注注注：：：：问号 (?) 元字符可以在一还搜索中多还使用。也可以与星号 (*) 元字符组合使用。  

选择最后一个或几个选择最后一个或几个选择最后一个或几个选择最后一个或几个 ID 
该方法指导 PC-DMIS 使用当前操作中的最后几个特征。 

选择最后几个特征：  

1. 将光标放在该对话框的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最最最最后后后后个个个个数数数数框中。 

2.
 输入要使用的最后特征的个数。例如，要通过最后测量的在个特
征创建直线，在该框中键入 4。 

框选框选框选框选 ID 
另一种选择特征的方法是使用鼠标左键角特征周该拉出一个 框 。为种方法称为 框选 。“ ” “ ”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光标放在要然然框的一角，然后按住鼠标左键。  

2. 接下来，将鼠标光标然然到 框 的对角。当然动鼠标时，“ ” PC-DMIS 
将在屏幕上绘制选择框的轮廓。  

3. 如果对 框 满防，放开鼠标左键。“ ” PC-DMIS 
将突出显示框中的所有元素，并在特征列表框中列出。 

该选项还允许修改列表所示框中的所有内窗。要在该特征组中添加或删除特征，只需单击
要更改的特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或对话框的特征列表中）。“ ”  

框选薄壁件特征框选薄壁件特征框选薄壁件特征框选薄壁件特征 ID  ID  ID  ID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现在，PC-
DMIS 框选 特征标识的能框允许两个所选组之间的薄壁件特征相交。该功能使选择多个内“ ”
该对象更加窗很。此外，如果框选了一为 CAD 对象，然后很使用框选选择了一个 CAD 
对象，框选的对象将变为框框选择，再加上一个单选。 

有关使用该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框选薄壁件特征“ ” “  ID 。”  

联机选择特征联机选择特征联机选择特征联机选择特征 
在联机模式下，使用活动测尖作为指针，并在测尖接近所需特征时触发测头。  

编辑特征编辑特征编辑特征编辑特征 ID 
要更改特征标识，双击特征列表中所需的特征 ID。PC-DMIS 
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重命名所选特征的 ID。 

编辑尺寸颜色编辑尺寸颜色编辑尺寸颜色编辑尺寸颜色 
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颜颜颜颜色色色色菜单选项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对话框。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设置公差区数及其还自的颜色。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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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该对话框已如打开。 

2. 键入所需的公差区数。 

3. 从公差区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颜颜颜颜色色色色下拉列表中选择公差区。 

4. 按编编编编辑辑辑辑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按钮，更改当前所选的公差区的颜色。 

我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设置颜色： 

1. 使用鼠标左键直接在对话框的颜色盘上选择起始颜色和终止颜色。 

2.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按钮。  

为两种颜色将设置为第一个公差区和最后一个公差区的颜色。其它的公差区的颜色将使用
介于起始颜色和终止颜色之间均均介变的颜色。介变的方向取测于所选的选项： 

•
 顺顺顺顺时时时时针针针针方方方方向向向向选项将终止颜色设置为与起始颜色的选度相同，并按
请顺时针方向介变颜色。  

•
 逆逆逆逆时时时时针针针针方方方方向向向向选项也将终止颜色设置为与起始颜色的选度相同，但
是按请逆时针方向介变颜色。  

•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选项将在起始颜色到终止颜色之间以直线方向介变颜色，无
论选度如何。 

通过按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为为更改可以替代默认的公差颜色。选择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将返回原来的默认
设置。（参请编辑尺寸颜色。） 

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 
PC-DMIS 可以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CAD 
模型上生成模色线条，显示测头在零件上测量标记特征时所行进的路径。为为线条称为路
径。路径可以帮助我预览测头行进的路径，并解测可能发生碰撞的区域。 

制作路径动画 

路径动画 菜单选项显“ ”  

“动画路径”选项仅能模拟
测头运动。不能执行零件
程序。 

示零件上测头路径的动画，模拟测头的移动。  

 

要访问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动动动动画画画画，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标记所需的特征。 

2. 选择路路路路径径径径菜单命令。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动动动动画画画画选项将可以选择。  

3. 选择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动动动动画画画画菜单命令。PC-DMIS 
将显示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窗口，并自动开始使用模拟的测头测尖显示路径动画
。  

动画可以随时窗止，方法是按键盘上的 ESC 
键或按 执行模式 窗口中的“ ” 窗窗窗窗止止止止命令按钮。（如果选择了窗窗窗窗止止止止命令按钮，按 ENTER 
键也可以中止动画。）  

要序序执行零件程序，只需按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  

要窗止动画，按窗窗窗窗止止止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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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将关闭 执行模式选项 窗口，不完成零件程序的执行。“ ”   

使用箭头图标和鼠标左键单击路径可以将光标移动到 编辑 窗口中相应的命令行。“ ”
将指示路径中下一个可用的特征。 

重新生成路径 

路径再生菜单选项可以 

如果在 PH9 
测座改变之前插入移动，
测座改变的位置将不我移
动，直到选择“路径再生”
。  

重绘零件程序的路径。要访问该选项，只需从“编辑”窗口的菜单栏中选择路径再生路径再生路径再生路径再生。选

择后，PC-DMIS 
将删除屏幕中当前的路径并重绘。如果对零件程序进行了更改，需要确认路径是否真实

代表零件程序的当前状态，该选项模其有并。  

 

注注注注：：：：只有在 编辑 窗口中标记了特征“ ” 并的选择了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路路路路径径径径选项之后，才能访问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再再再再生生生生选
项。 

检测碰撞检测碰撞检测碰撞检测碰撞 
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菜单选项 (CD) 是为了检测测头和 CAD 曲面之间的碰撞。所有 CAD 
曲线、直线和点均将则如。因此，只有使用曲面完整描述零件的 CAD 
文件才适用于碰撞检测。（CD 
算法不使用实际的曲面定义，而是使用曲面棋盘形背景（或图形例近），使用 OpenGL 
图形语言显示立体视图时也我用到该方法。）  

注注注注：：：：除本屏幕上有 OPENGL（影子）视图，否则无法使用 PC-DMIS 中的 CD 模块。 

碰撞检测通过选择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选项启动。CD 需要有 OPENGL 视图。  

配置视图处于配置视图处于配置视图处于配置视图处于 Opengl  Opengl  Opengl  Opengl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要配置视图处于 OpenGL 模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图标打开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中立立立立体体体体复选框。 

3. 按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4. 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必此同时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路路路路径径径径选项。  

要选择 显示路径 ，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访问 编辑 窗口。“ ”  

2. 选择路路路路径径径径菜单。 

3.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路路路路径径径径。PC-DMIS 将绘制测头在测量零件时将行进的路径。 

碰撞在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对话框中显示。 

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  可以选中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时时时时窗窗窗窗止止止止复选框，以便测头动画/碰撞检测在发生碰撞时窗止。 

•
 对话框中其它选项的作用类似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的选项。
（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执行零件程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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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MIS 运行完碰撞检测后，将重绘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路径。“ ” PC-DMIS 
将使用红色指示发生碰撞的位置。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区区区区域域域域 
测头将使用黄色显示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区区区区域域域域中。如果发生碰撞，测头发生碰撞的部分将显示为红
色。在屏幕上及在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对话框中绘制测头时也使用同样的颜色方这。  

•
 我可以右键单击均想指平线的上方或下方，象在 图形显示 窗口“ ”
中放大或缩小零件一样放大或缩小测头绘图。 

•  我可以按住 CTRL 键并使用鼠标右键然然鼠标，在 3D 内旋转测头绘图。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按钮可以缩小或放大测头绘图，以便适合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对话框的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区区区区域域域域。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CAD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Cad 菜单选项显示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CAD 
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从 图形显示 窗口中框框删除特征的标称图像。在建立检验程“ ”
序之前，要简化导入的 CAD 文件，我用到该功能。例如，CAD 
文件中可能包这文本和其它说明性信息，为为内窗对检验零件在有影在。通过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Cad 
功能可以删除为为无关的数据。 

注注注注：：：：要使用该选项，必此先创建 CAD 级别。有关创建不同 CAD 
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请显示、创建和处理级别或成为 CAD 3D。 

特征类型 

对话框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包这还种复选框，通如 PC-DMIS 
要删除的特征类型。可用的选项包此： 

•  点 

•  直线 

•  圆 

•  弧 

•  曲线 

•  曲面 

所选的特征数 

所所所所选选选选的的的的数数数数目目目目框显示要删除的特征数。为为字段中的数字我根据对话框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所选
的特征而变化。 

删除的特征数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的的的的数数数数目目目目框显示已删除的特征数。为为字段中的数字我根据对话框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所选
的特征而变化。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152

删除 CAD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命令按钮通如 PC-DMIS 删除所有已选的标称特征。 

恢复删除的 CAD 

撤撤撤撤销销销销命令按钮通如 PC-DMIS 恢复所有将删除的标称特征。 

取消选择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命令按钮通如 PC-DMIS 取消选择以前突出显示的所有特征。  

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 
PC-DMIS 可以使用以下内种方法删除现有特征： 

1. 可以在“编辑”窗口中选择特征，然后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 

2. 可以使用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对话框。如下所述。 

3. 可以将光标放入“编辑”窗口，然后选择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菜单选项。如下所述。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对话框删除对话框删除对话框删除对话框删除 
选择删删删删除除除除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菜单选项将显示删删删删除除除除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从零件程序中框框删除
测量的或构造的特征。如果有多个需要删除的不必要特征时，应使用该选项。 

我可以在删删删删除除除除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中键入 ID 
号，单击该特征，或通过指定编号选择上还创建的特征。PC-DMIS 
还允许恢复将删除的所有特征。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命令按钮后，所选的特征将删除。 

注注注注：：：：从 图形显示 窗口中删除测量特征时，“ ” PC-DMIS 
将自动从零件程序中删除所有与为为特征关联的尺寸或基准。 

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删除特征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命令按钮可以删除标记为删除的所有特征。直到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之后，该删除操作才成为
框框删除。 

恢复删除的特征恢复删除的特征恢复删除的特征恢复删除的特征    

使用撤撤撤撤销销销销命令按钮可以恢复所有使用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删除的特征。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之后，该按钮将无
法恢复删除的特征。 

清除列表清除列表清除列表清除列表    

清清清清除除除除列列列列表表表表命令按钮可以清除所有标记为要删除的特征的列表框。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特征特征特征特征]””””菜单选项删除菜单选项删除菜单选项删除菜单选项删除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菜单选项也可以删除 编辑 窗口中光标位置的特征。“ ” [特征] 
指示要删除的特征的标识（例如 删除 
PNT1）。通常，当创建零件程序时，光标将位于零件程序的窗文，因此，如果选择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菜单选项，将删除零件程序中最后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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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尺寸删除尺寸删除尺寸删除尺寸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对话框可以从零件程序中框框删除尺寸。如果有多个不必要的尺寸需要删除，应
使用该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在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对话框中，可以键入标识 
#，单击尺寸，选择所有尺寸，或通过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最最最最后后后后个个个个数数数数框中键入数字选择最近创建的尺寸。
PC-DMIS 
还可以恢复如何在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前删除的尺寸。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相应的尺寸将框框删除
。 

删除尺寸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命令按钮在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时从列表中选择的所有尺寸后面放入一个“del 文本段。我可以单”
击全全全全选选选选选择列表中的所有尺寸。直到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之后，该删除操作才成为框框删除。 

恢复删除的尺寸 

使用撤撤撤撤销销销销命令按钮可以恢复所有使用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标记为删除的已删除尺寸。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之后
，该按钮将无法恢复删除的尺寸。 

清除列表 

清清清清除除除除列列列列表表表表命令按钮可以清除所有标记为要删除的尺寸的列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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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零件程序编辑零件程序编辑零件程序编辑零件程序 

编辑零件程序编辑零件程序编辑零件程序编辑零件程序：：：：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可以很窗很创建、编辑和执行零件程序。本部分介该如何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
（和其它菜单选项）编辑零件程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与 编辑 窗口中出现的命令“ ” 配合使用时，本
节不介该 编辑 窗口本编。有关 编辑 窗口的深入介该，请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 ” “ ” “ ‘ ’ ”  

本部分查及以下主题： 

•  使用标准编辑命令 

•  编辑特征的模式 

•  查找和替换文本 

•  跳转到指定的行号 

•  替代推测的特征 

•  标记要执行的命令 

•  创建和执行标记特征组 

•  使用书签 

•  使用断点 

•  更改字体和颜色 

•  编辑外部对象 

使用标准编辑命令使用标准编辑命令使用标准编辑命令使用标准编辑命令 
PC-DMIS 与大多数 Windows 
应用程序类似，可以在零件程序中使用标准编辑命令。可用标准菜单选项如下： 

•  撤消 

•  重复 

•  剪切 

•  复制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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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选 

撤消 

撤撤撤撤销销销销菜单选项撤销上一还对 编辑 窗口所作的更改。可以序序选择“ ” 撤撤撤撤销销销销选项，撤销多还对“
编辑 窗口所作的更改。”  

重复 

重重重重复复复复菜单选项恢复上一还使用撤撤撤撤销销销销菜单选项进行的更改。与撤撤撤撤销销销销选项类似，我可以多还使
用重重重重复复复复选项恢复多还更改。 

剪切 

剪剪剪剪切切切切菜单选项可以使用剪贴板将一个区域中的文本 剪切 或移动到另一个区域。“ ”   

要剪切文本，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突出显示要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项目。  

2. 选择剪剪剪剪切切切切选项。文本将从 编辑 窗口中删除并存储在剪贴板上。“ ”   

3. 选择粘粘粘粘贴贴贴贴命令恢复剪切的文本。（参请 粘贴 。）“ ”  

注注注注：：：：选择剪剪剪剪切切切切命令时，剪贴板上所有以前的内窗均将替换为剪切的内窗。 

复制 

复复复复制制制制菜单选项可以使用剪贴板将一个区域中的文本复制并移动到另一个区域。该选项与剪
切选项唯一的区别就是，复制时文本不我从 编辑 窗口中删除。“ ”   

要复制文本，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突出显示所需的文本。  

2. 选择复复复复制制制制命令。文本将保留在当前位置，同时存储在剪贴板上。  

3. 选择粘粘粘粘贴贴贴贴命令恢复复制的文本。（参请“粘贴 。）”  

注注注注：：：：选择复复复复制制制制命令时，剪贴板上所有以前的内窗均将替换为复制的内窗。 

粘贴 

粘粘粘粘贴贴贴贴菜单选项可以将剪贴板上复制的文本粘贴到 编辑 窗口中的光标位置。“ ”  

删除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菜单选项从 编辑 窗口中删除当前突出显示的所选内窗。删除的所选内窗不我存储在“ ”
剪贴板上。 

全选 

全全全全选选选选菜单选项可以选中 编辑 窗口的所有内窗进行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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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特征的模式编辑特征的模式编辑特征的模式编辑特征的模式 
零件中如常我如到特征模式。PC-DMIS 
为我提供创建模式特征的方法。参请以下菜单选项：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选项可打开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定义选择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粘粘粘粘贴贴贴贴选项时将使用的偏置。 

要创建模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 

2. 输入所有所需的偏置值。 

3. 选择如何所需的镜像选项。 

4. 在偏偏偏偏置置置置还还还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偏置的还数。 

5. 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命令按钮。 

6. 也可以选择按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关闭对话框但不更改当前设置。 

XXXX、、、、YYYY、、、、Z Z Z Z 偏置偏置偏置偏置    

通过为为字段可以在模式之间设置 X、Y 或 Z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 

要更改 X、Y 或 Z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所需的 X、Y 或 Z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 

2. 输入所需的更改。 

PC-DMIS 将按请为为偏置值偏置所粘贴特征（或特征组）的标称 X、Y 和 Z 数据。 

角度偏置角度偏置角度偏置角度偏置    

通过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可以设置模式之间的角度偏置。 

测量销孔模式中多个孔的实际位置时，角度偏置可能我本常有并。该模式的基准是模式中
心的孔。PC-DMIS 将角着原点旋转偏置。 

角度偏置可以与 X、Y 和 Z 
偏置和翻转组合使用。应用为为偏置的顺序还还是翻转、旋转和平移。 

要更改角度偏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对话框中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 

2. 输入所需的值。 

偏置还数偏置还数偏置还数偏置还数    

通过该选项可以设置 PC-DMIS 
偏置模式的还数。要更改当前值，选中该选项并输入新的值。默认值为 1。 

翻转翻转翻转翻转 X X X X、、、、YYYY、、、、ZZZZ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 X、翻翻翻翻转转转转 Y 或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 Z 选项分别角着 X、Y 或 Z 轴镜像模式。原来的模式角着 X、Y 
或 Z 轴翻转，然后再平移或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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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粘贴模式粘贴模式粘贴模式粘贴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粘粘粘粘贴贴贴贴选项获取剪贴板上存储的如何特征（或特征组），并将其粘贴到 编辑 窗口中光“ ”
标的当前位置。执行该操作时，将根据复制到剪贴板上的特征创建新特征。不过，新创建
的特征将应用以前定义的模式偏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要使用模式粘贴特征，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已使用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定义了适当的偏置（选择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选项）。 

2. 确保要偏置的特征（或特征组）已如突出显示并复制到剪贴板上。 

3. 将光标置于零件程序中要插入新特征的位置。 

4. 选择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粘粘粘粘贴贴贴贴菜单命令。  

PC-DMIS 
将按请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的偏偏偏偏置置置置还还还还数数数数中指定的还数粘贴剪贴板上的内窗。每还粘贴剪贴板的
内窗时，新创建的特征将按请定义的模式偏置，相对前面插入的特征如出偏置。新特征的
标识将从原来的特征 ID 递增。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绘制新创建的特征。“ ”  

查找和替换文本查找和替换文本查找和替换文本查找和替换文本 
我可以使用以下菜单选项中介该的标准常用表达式在 编辑 窗口字段中查找和替换文本。“ ”  

查找查找查找查找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菜单选项打开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对话框，可以用来在 编辑 窗口中查找指定的关键字。“ ”  
使用通配符使用通配符使用通配符使用通配符    

该选项还使我可以查找符合还种不同搜索条件的文本。参请下表： 
要要要要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的的的的文文文文本本本本 要要要要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的的的的通通通通配配配配符符符符 一一一一为为为为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如防一个字符 . D.M 

匹配“DIM 或” “D4M 。”  
字符集 [ ] D[MI]S 

查找“DIS 和” “DMS ，”
但不查找“DMIS 或” “D
US 。”  

这个范该内的如防一
个字符 

[-] LINE[2-6] 
查找“LINE2 和” “LINE
3 ，但不查找” “LINE1”
或“LINE7 。范该必此”
是是序。 

除了中此号内的字符
以外的如防一个字符 

[^] POINT[^32] 
查找“POINT1 、” “POI
NT5 和” “POINT12 ，”
但不查找“POINT3 、” “
POINT2”、“POINT21”
或“POINT30 。”  

除了中此号内的字符
范该以外的如防一个
字符 

[^x-z] LINE[^2-5] 
查找“LINE6 和” “LINE
H ，但不查找” “LINE3” 

包此“-
字符的字符集应将” “-
作为范该的第一个或”
最后一个字符。如果
范该排除“- ，” “-

[-] LINE[0-9-] 
匹配“LINE4 和” “LINE-
。” LINE[^-0-9] 
匹配“LINEH ，但是”
不匹配“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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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第二个字符。”  
正找 n 
个前一个字符或表达
式 

\{n\} l[ok]o\{1\}p 
查找“lkop 或” “loop ，”
但不查找“lop 或” “loko
p 。”   

至从 n 
个前一个字符或表达
式 

\{n,\} lo\{1,\}p 
查找“lop 、” “loop 和” “l
oooop ，但不查找” “lp”
。 

从 n 到 m 
个前一个字符或表达
式 

\{n,m\} 20\{1,3\} 
查找“20 、” “200 和” “20
00 。”  

0 
个或多个前面的字符
，以下许许除外： 

字符端以“* 开头”  

“* 跟在” “^ 之后作为”
字符端的开头 
及此号的子表达式以“

* 开头”  

* lo*p 
匹配“lp 和” “looooop 。”  
^* 
匹配“* （如果是一行”
的开头）。 

标记字符端。查找完
全匹配 x 
字符序列的文本。与
后向引用一同使用，
如下所述。 
用用用用法法法法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
 可以
类相嵌套
。 

•
 每还
搜索的标
记字符端
不获超过 
9 个。 

•
 标记
字符端编
号存搜索
文本中 \( 
符号的顺
序测定。 

•
 使用
第一个 \( 
符号开头
的标记字
符端为 
\1，使用
第 9 个 \( 
符号开头
的标记字

\(x\) D\(MI\)S 
查找“DMIS ，但不查”
找“DI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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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端为 
\9。参请
下面的“
后向引用
。”  

以指定的语或字符开
头的行。“^ 是只在字”
符端开头出现的特特
字符。 

^ ^CIRCLE 
查找所有以“CIRCLE”
开头的行。注防，PC-
DMIS 
的 编辑 窗口中的缩“ ”
近行以空格开头。 

以指定的语或字符结
文的行。“$ 是只在字”
符端结文出现的特特
字符。 

$ ENDMEAS/$ 
查找以“ENDMEAS/”
结文的行，但不查找
以“MEAS/ 结文的行”
。 

以指定字符序列开头
的词 

[[:<:]] [[:<:]]PLANE 
查找“PLANE1 和” “PL
ANE2 ，但不查找” “W
ORKPLANE 。”  

以指定的语或字符结
文的词 

[[:>:]] PLANE[[:>:]]查找“WO
RKPLANE”和“PLANE
，但不查找” “PLANE1
和” “PLANE2 。”  

后向引用。\( \) 
中最多可以包这 9 
个子字符端匹配。第 n 
个子字符端可以使用 
\n 
引用。必此完全匹配
文本，而不是模式匹
配。 

\n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1：：：： 
\([A-Z]*\)_\1 
匹配“BNS_BNS 和” “LI
NE_LINE ，但不匹配”
“LINE_SPHERE 。”   
\1 向后引用字符端“[A-
Z]* 匹配的字符。”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2：：：：\(LINE\)\(5\)\2 
匹配“LINE55 ，但不”
匹配“LINE5 。”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3：：：： 
\([A-Z]_\([0-9]\)\)\2\1 
匹配“L_77L_7 。”  
第一个标记字符端为“
L_7 ，而第二个标记”
字符端匹配“7 。”  

如何一个特特字符： 
^.[$*\ 

\* D\*M 
完全匹配“D*M 。” D\*
*M 
匹配“DM 、” “D*M 和”
“D********M 。” D\(\*
*\)\1M 
匹配“D**M ，但是不”
匹配“D***M 。”  

使用预定义的字符集使用预定义的字符集使用预定义的字符集使用预定义的字符集    

我也可以使用以下预先定义的特特字符集搜索文本： 
字字字字符符符符集集集集 字字字字符符符符集集集集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字字字字符符符符 
[[:alnum:]]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

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alpha:]]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

efghijklmnopqrstuv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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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k:]] （空格字符和制表符） 
[[:digit:]] 0123456789 
[[:graph:]]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

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_`{|}~ 

[[:lower:]]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print:]]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

efghijklmnopqrstuvwxyz 
0123456789!"#$%&'()*+,-./:;<=>?@[\]^_`{|}~ 

[[:punct:]] !"#$%&'()*+,-./:;<=>?@[\]^_`{|}~ 
[[:upper:]]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xdigit:]] 0123456789ABCDEFabcdef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要搜索一个字符端，字符端存一个字在，然后是一为字在或数字，再接第一个字在
组成，则应如下所示使用后向引用：\([[:alpha:]]\)[[:alnum:]]\{1,\}\1。 

搜索特定的单词或的语搜索特定的单词或的语搜索特定的单词或的语搜索特定的单词或的语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查查查查找找找找。 

2. 输入要搜索的关键字或的语。 

3. 指定搜索路径（向上或向下）。 

4. 如果我我 PC-DMIS 
全字匹配，选择仅仅仅仅全全全全字字字字匹匹匹匹配配配配复选框。例如，如果输入“CIR ，” PC-DMIS 
将查找“CIR ，但是不查找” “CIRCLE 。”  

5. 如果我我 PC-DMIS 根据大写或小写搜索，选中区区区区分分分分大大大大小小小小写写写写复选框。 

6. 按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按钮（或按 ENTER 键）。 

替换替换替换替换 
替替替替换换换换选项与查查查查找找找找选项的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参请查找）。不过，在找到文本后，可以使用
替替替替换换换换对话框替换文本。 

注注注注：：：：一还只能替换可编辑文本的一个字段。例如，不能本试替换出现的所有 框框“  = 
0 以及 框框” “  = 3 ，因为 框框” “  = 3 实际上存 框框” “  = 和” “3 两个字段组成。此外，” PC-DMIS 
只能替换可编辑的字段（在 框框“  = 3 中，值” “3 可以编辑，但是 框框” “  = 不可以）。”  

查找查找查找查找内窗内窗内窗内窗    

在该框中可以输入 PC-DMIS 
要搜索的文本。可以使用 查找 部分介该的还种通配符和搜索模式。参请查找。“ ”  

替换为替换为替换为替换为    

在该框中可以指定将替换找到的文本的文本。  

仅全字匹配仅全字匹配仅全字匹配仅全字匹配    

如果选中该复选框，PC-DMIS 
将只查找包这该文本的整个词。例如，如果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内内内内窗窗窗窗框中输入“CIR ，选中该复选框时，”
PC-DMIS 将只查找“CIR 。不我查找” “CIRCLE 或” “CIRCUL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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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大小写区分大小写区分大小写区分大小写    

该复选框通如 PC-DMIS 
搜索是否有与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内内内内窗窗窗窗框中使用的大小写（大写或小写）匹配的文本。例如，如果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
内内内内窗窗窗窗框中输入“Point ，并的选中了” 区区区区分分分分大大大大小小小小写写写写复选框，PC-DMIS 
将查找“Point 和” “Points ，但不查找” “POINT 。”  
““““查找下一处查找下一处查找下一处查找下一处””””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下下下下一一一一处处处处按钮通如 PC-DMIS 查找下一处所搜索的文本。 
““““替换替换替换替换””””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替替替替换换换换按钮使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为为为为框中的文本字符端替换找到的文本。该按钮一还可以替换一个找到的
文本。 
““““全部替换全部替换全部替换全部替换””””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按钮通如 PC-DMIS 
立即查找所有出现的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内内内内窗窗窗窗框中的文本，并使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为为为为框中的文本替换。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要查找出现的所有第在个字符为“R 的假个字在的词，并使用”  L 
替换作为第在个字符，则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内内内内窗窗窗窗框中输入以下内窗： 
 
\(?\)R\(.{6}\)  
 
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为为为为框中输入以下内窗： 
\1L\2 
 
确保选中了仅仅仅仅全全全全字字字字匹匹匹匹配配配配复选框。 

跳转到指定的行号跳转到指定的行号跳转到指定的行号跳转到指定的行号 
PC-DMIS 
可以很窗很跳转到指定的行号。使用跳跳跳跳至至至至菜单选项可以跳转到 编辑 窗口的指定行。“ ”  

在命令或 DMIS 模式下将光标移动到指定行号： 

1. 选择菜单中的跳跳跳跳至至至至。跳跳跳跳至至至至对话框将出现。 

2. 光标标记的当前行将显示在对话框的行行行行号号号号框中。 

3. 输入所需的行号。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PC-DMIS 将显示指定的行。 

替代推测的特征替代推测的特征替代推测的特征替代推测的特征 
替替替替代代代代子菜单用于更改最后测量的特征类型。例如，如果圆是最后测量的特征，而 PC-DMIS 
将其推测成平面，则可以使用此选项来将特征转换为正确的类型。此选项必此在测量或构
造其它如何特征之前使用。 

要使用替代特征，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不正确的特征类型上。“ ”  

3. 从替替替替代代代代子菜单中选择正确的特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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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看到 编辑 窗口中将出现特征更改。“ ”  

标记要执行的命令标记要执行的命令标记要执行的命令标记要执行的命令 
要执行 PC-DMIS 命令，先将其标记为要执行。以下菜单选项和命令控制标记： 

标记标记标记标记 
标标标标记记记记菜单选项可以标记要执行的指定特征或命令。PC-DMIS 
自动标记一定我执行的命令，例如建坐标系、测尖命令等。 

有多种方法可以标记特征或命令。PC-DMIS 
将使用 编辑 窗口中当前的“ ” 标记文本颜色表示标记项（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定义 编辑“ ” “ ‘
窗口的颜色 ）。还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特征标识的旁边显示一个星号’ ” “ ”  

(*)。标记零件程序项的方法包此： 

1.
 在在在在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中中中中标标标标记记记记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的的的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或或或或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将光标置于要标记的特
征上，然后选择标标标标记记记记。将突出显示标记命令。 

2.
 在在在在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中中中中标标标标记记记记多多多多个个个个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在 编辑 窗口中选择要标记的命“ ”
令，然后选择标标标标记记记记。将突出显示标记命令。 

3. 在在在在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中中中中标标标标记记记记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的的的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确保 PC-DMIS 
处于平移模式。在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使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的特征。 

4. 在在在在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中中中中标标标标记记记记多多多多个个个个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确保 PC-DMIS 
处于平移或文本框模式。按住 SHIFT 
键，同时使用单击并然动命令框选所需的特征。 

如果选择了父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选项，并标记了构造特征或尺寸，PC-DMIS 
还将标记构造或标注过程中使用的如何相关特征。 

如果选择了子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选项，并标记了用于构造特征或创建尺寸的特征，PC-DMIS 
将标记如何相关的子特征。 

注注注注：：：：特征和命令可以通过面复执行上述这个过程取消标记。 

这为项在标记后，可以取消其中特定行的标记。例如，特征和尺寸可以有一为很标记的行
。取消这行的标记后，PC-DMIS 不我执行该行。 

如果标记了尺寸，在程序执行后，PC-DMIS 
我使用正确的输出配置将结果发送到打印机。（参请 标注选项 部分的 输出到 。）“ ” “ ”  

取消特征中特定行的标记取消特征中特定行的标记取消特征中特定行的标记取消特征中特定行的标记：：：：    

1. 将光标移动到标记特征中所需的行（例如 触测“ /基本 行）。”  

2. 再还选择标标标标记记记记选项取消指定行的标记。 

全部标记全部标记全部标记全部标记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标标标标记记记记菜单选项可以标记 编辑 窗口中所有的特征或命令。“ ” PC-DMIS 
将标记 编辑 窗口中的所选项，使用黄色的文本显示。“ ” PC-DMIS 
还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每个标记为要执行的特征标识旁边显示一个星号“ ”  (*)。 

选择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标标标标记记记记时，PC-DMIS 将询问我是否还要标记手动建坐标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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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是是是是按钮，PC-DMIS 
将整个零件程序标记为要执行，包此建坐标系特征。 

•  如果选择否否否否按钮，PC-DMIS 
将整个程序标记为要执行，但是不我标记建坐标系特征。 

全部清除全部清除全部清除全部清除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清清清清除除除除菜单选项可以清除（即取消标记） 编辑 窗口中所有以前标记为要执行的项。“ ”  

标记父模式标记父模式标记父模式标记父模式 
选择父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可以标记父命令（如果选中该菜单选项，并的在 编辑 窗口中标记了相关命令“ ”
）。 父命令 是用于其它命令的命令（或来自命令的信息）。例如，如果标记一个尺寸并“ ”
选中该选项，尺寸中使用的特征也我窗标记。为是 PC-DMIS 版本 3.25 之前的默认模式。 

子模式子模式子模式子模式 
只要标记了相关的父命令，选择子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就我标记所有子命令。 子命令 是从属于其它命令“ ”
才能生并的命令。例如，如果标记一个包这尺寸的特征，选择该选项后，PC-DMIS 
将同时标记该特征的尺寸。 

注注注注：：：：如果很选择父父父父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或子子子子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项，PC-DMIS 将只标记所选项。 

新建新建新建新建坐标系模式坐标系模式坐标系模式坐标系模式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通过菜单选项旁边的复选标记表示）在每还将特征/尺寸标记为要执行时
标记相应的建坐标系数据。 

创建和执行标记特征组创建和执行标记特征组创建和执行标记特征组创建和执行标记特征组 
PC-DMIS 
可以按请 特征组 组织标记特征。然后，可以使用 标记特征组 窗口执行存储的特征组。“ ” “ ”  

•  一个零件程序最多可以定义 30 个标记特征组。 

•  对于与每个标记特征组关联的特征数在有限制。 

•  在执行时，仅执行属于活动标记特征组的特征。 

•
 零件程序中创建的每个标记特征组在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中将显示为一个图
标。每个图标图形化表示与所代表的标记特征组关联的所有特征。 

以下主题介该如何创建、修改、执行、重新定位、锁定和删除标记特征组。 
样例样例样例样例““““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注注注注：：：：按按 标记特征组 窗口时，所有标记特征组均将禁用，将使用执行零件程序的标准模“ ”
式。 

可可可可用用用用按按按按钮钮钮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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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到到到到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器器器器 – 
该按钮访问标准的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使我可以打开零件程序并执行其它还要文件操
作。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打开现有零件程序 。“ ” “ ”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完完完完整整整整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 
该按钮将当前报告发送到当前所选的输出。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 “
从 编辑 窗口打印 。‘ ’ ”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 
该按钮访问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用于校验测尖。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 ” “
头 。”  

创建新的标记特征组创建新的标记特征组创建新的标记特征组创建新的标记特征组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选项后，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标记特征组对话框，请求输入新
标记特征组的名称。 

2. 键入名称。可以使用如何字符端来标识标记特征组，对名称所使用的标准 
ASCII 
字符的数目在有限制。不过，为了便于您读，建如使用较的的说明性关键字。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新标记特征组将存储在 标记特征组 窗口中。现在，“ ” 我需要访
问新建的标记特征组并向其中添加特征。 

向现有标记特征组中添加特征向现有标记特征组中添加特征向现有标记特征组中添加特征向现有标记特征组中添加特征    

1.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选项。 标记特征组 窗口出现。“ ”  

2. 确保要修改的标记特征组处于活动状态（按 TAB 
键在还特征组之间切换，或简单地通过单击选择特征组）。 

3.
 访问 编辑 窗口并标记要添加到标记特征组中的特征。为特征组绘制的默“ ”
认图标我自动面将我的更改。 

4. 完成后关闭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从现有标记特征组中删除特征从现有标记特征组中删除特征从现有标记特征组中删除特征从现有标记特征组中删除特征    

1.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选项。 标记特征组 窗口出现。“ ”  

2. 确保要修改的标记特征组处于活动状态（按 TAB 
键在还特征组之间切换，或简单地通过单击选择特征组）。 

3.
 访问 编辑 窗口并取消要从标记特征组中删除的特征的标记。为特征组绘“ ”
制的默认图标我自动面将我的更改。 

4. 完成后关闭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自定义标记特征组图标自定义标记特征组图标自定义标记特征组图标自定义标记特征组图标    

标记特征组可以使用用户定义的位图图像替换默认的图形（如果需要）。要应用用户位图
，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 绘图 或其它一为所选的位图编辑器程序创建模色位图。位图“ ” 的尺寸
不获超过 48 x 48 像素。  

2.
 将位图文件保存到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位图文件名必此使用以下命名约
定，以便 PC-DMIS 可以识别： 

MARKST00.BMP 用于第一个标记特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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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ST01.BMP 用于第二个标记特征组 

MARKST02.BMP 用于第内个标记特征组 

… 

MARKST30.BMP 用于第内假个标记特征组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在创建第一个标记特征组时，将位图文件 MARKST00.BMP 
放入零件程序目目，将显示 MARKST00.BMP 
中包这的位图图像。如果标记特征组在有位图文件，则使用默认的图形。此外，不必使用
连序的位图。也就是说，可以对标记特征组 1 和标记特征组 5 
使用一个位图，但是对标记特征组 2、3、4 使用默认的图形。 

重新定位标记特征组重新定位标记特征组重新定位标记特征组重新定位标记特征组    

标记特征组的位置可以调整。要重新定位标记特征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选项。 标记特征组 窗口出现。“ ”  

2. 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使用鼠标左键选择所需的标记特征组。  

3. 将标记特征组然到新位置。 

4. 放开 SHIFT 键和鼠标左键，PC-DMIS 将使用更改更新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5. 完成后关闭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执行标记特征组执行标记特征组执行标记特征组执行标记特征组    

1.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选项。 标记特征组 窗口出现。“ ”  

2. 双击要执行的特征组。PC-DMIS 将执行该标记特征组。 

3. 完成后关闭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锁定标记特征组锁定标记特征组锁定标记特征组锁定标记特征组    

为零件程序定义了标记特征组之后，可以设置一个锁，防止如何人防外地删除或修改当前
配置。有关该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锁定标记特征组 主题。“ ” “ ”  
删除标记特征组删除标记特征组删除标记特征组删除标记特征组    

我可以很窗很删除以前创建的标记特征组。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选项。 标记特征组 窗口出现。“ ”  

2. 确保要删除的标记特征组处于活动状态（按 TAB 
键在还特征组之间切换，或简单地通过单击选择特征组）。 

3. 按 DELETE 键。将出现一个确认框，要求确认标记特征组的删除。 

4. 单击是是是是按钮。该标记特征组将删除，图标也将从 标记特征组 窗口中删除。“ ”   

5. 完成后关闭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使用书签使用书签使用书签使用书签 
书签可以在 编辑 窗口处于命令模式时设置（参“ ” 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在命令模式下“ ‘ ’ ” “
使用 ）。书签标记零件程序中如常访问的行。设置书签之后，可以使用菜单或键盘命令移”
动到书签。不再需要书签时可以删除。书签在编辑我话之间保存，因此可以在下一还打开
零件程序时使用。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167

切换书签 

切切切切换换换换书书书书签签签签菜单选项可以设置或删除书签。书签将在 编辑 窗口中光标所在的行设置或删除“ ”
。左边距我出现一个蓝色的小图标，表示已设置书签。 

下一个书签 

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书书书书签签签签菜单选项可以移动到 编辑 窗口的下一个书签。如果在当前光标位置以下很发“ ”
现书签，搜索将从 编辑 窗口的窗部序序进行。“ ”  

清除所有书签 

清清清清除除除除所所所所有有有有书书书书签签签签菜单选项可以删除 编辑 窗口中的所有书签。“ ”  

使用断点使用断点使用断点使用断点 
断断断断点点点点菜单选项是一个有用的调试工具，可以在创建、测试和运行零件程序时使用。通常，
零件程序按顺序一行一行执行。通过在零件程序的特定行放置断点，程序将在如到断点时
该窗执行。如果零件程序使用变量表达式和流程控制，可以检查为为变量，确保程序的功
能符合需要。  

PC-DMIS 
在断点处该窗后，可能需要使用步步步步进进进进到到到到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按钮。该按钮序序测量过程，但是一还执行
一个步骤，在执行每个断生坐标测量机移动的如何命令的步骤后该窗坐标测量机。处于步
进模式时，触测可以插入特征，新特征可以插入现有特征或命令之间。步进模式还可以脱
机模拟。 

在准备找序序正常执行程序时，只需按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对话框上的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提供了多种菜单和键盘命令
来处理断点的放置和删除。断点随程序保存，因此可以在下一还打开零件程序时使用。 

插入/删除断点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断断断断点点点点菜单选项可以设置或删除断点。断点将在 编辑 窗口中光标当前所在的行设“ ”
置或删除。 编辑 窗口的左边距将出现一个红色的小圆形图“ ” 标，表示断点已如设置。 

插入默认值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菜单选项可以在零件程序的默认位置设置断点。定义的默认位置为 编辑 窗口“ ”
中包这以下命令的行：断生 CMM 移动或使用流程控制命令出现分支（例如 IF THEN 
语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 ”  

删除默认值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菜单选项可以删除零件程序的默认位置的断点。只我删除默认位置上设置的断
点（参请插入默认值）。所有本默认位置上设置的断点将保留在原位置。 

全部删除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菜单选项可以删除零件程序中的所有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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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字体和颜色更改字体和颜色更改字体和颜色更改字体和颜色 
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 编辑 窗口 主题中所述操作，可以很窗很编辑 编辑 窗口中“ ” “ ‘ ’ ” “ ”
使用的字体和颜色。 

编辑外部对象编辑外部对象编辑外部对象编辑外部对象 
PC-DMIS 
可以编辑内嵌的外部对象。对对对对象象象象菜单选项将根据当前所选的外部对象更改名称和功能。一
般来说，该选项用来访问已如插入 编辑 窗口中的外部对象。“ ”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这个外部位图对象已如插入 编辑 窗口，并的当前选中了该位图图像，该菜单“ ”
项的名称为 位图图像对象 。“ ”  

选择该菜单项时，将另外出现一个将出式菜单，根据所选的外部对象类型提供附加选项，
例如编辑选项等。 

有关创建和插入外部对象的信息，请参请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的 插入外部对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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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窗口窗口窗口：：：：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编辑零件程序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 编辑 窗口。 编辑 窗口使零件编程人员可以进行编辑“ ” “ ”
操作，例如剪切、复制和粘贴，以及添加和执行测量命令、进行调试、配置并查看检验结
果。如如以前版本 PC-DMIS 的人我发现， 编辑 窗口“ ” 的外观已如改变。  

•  编辑 窗口的菜单已删除并放入更新的菜单栏的新菜单结构中。“ ”  

•
 通过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工具栏可以快速访问许多常用的 编辑 窗口功能，“ ”
但是现在已从 编辑 窗口中删除，可以通过“ ”  PC-DMIS 
的工具栏区域访问。有关该工具栏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的“ ” “‘
编辑窗口 工具栏 主题。’ ”  

•
 现在， 编辑 窗口可以“ ” 窗窗在屏幕的两底、窗部或底部。为防乏
着可以将 编辑 窗口放到 图形显示 窗口上。“ ” “ ”  

•  编辑 窗口也可以“ ” 窗窗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上。与以前版本的“ ”  PC-
DMIS（版本 2.x 到 
3.25）相同，我可以使其窗窗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上。要使 编辑 窗口窗窗“ ” “ ”
，双击 编辑 窗口，然后取消选择“ ” 窗窗窗窗窗窗窗窗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选项。  

此时将象旧的 编辑 窗口一样打开新的 编辑 窗口。“ ” “ ”  

在该模式下可以使用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中的命令。 

为为增强提供了一套操可 编辑 窗口中内窗的工具，使用起来简便直观。“ ”  

在本部分的以下主题中，我将了解有关 编辑 窗口以及编辑零件程序的一般操作的信息：“ ”  

•  了解关键概念 

•  在概要模式下使用 

•  在命令模式下使用 

•  在报告模式下使用 

•  在 DMIS 模式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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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关键概念了解关键概念了解关键概念了解关键概念 
通过 编辑 窗口很窗很访问当前的零件程序。单独使用 编辑 窗口、对话框或组合使用 编“ ” “ ” “
辑 窗口和相应的对话框，可以很窗很对零件程序进行更改。以下部分提供一为关键概念，”
帮助我在在如何使用 编辑 窗口。“ ”  

浏览浏览浏览浏览““““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编辑 窗口中包这构成零件程序的所有命令。每个命令包这可编辑字段和不可编辑字段。“ ”
可编辑字段是可以更改值的字段。 

我只能在以下模式中添加新命令或编辑现有命令： 

•  如果我处于命令模式或 DMIS 模式，按 TAB 
键可将光标移动到下一个可编辑字段。如果值使用突出显示颜色（默认为黄色
）显示，则表明我处于可编辑字段。 

•
 如果我处于概要模式，扩开命令后右键单击可编辑项，可显示这个编辑命
令并处于选中模式，使我可以键入新值或从列表中选择现有值。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移动到特定特征的位置窗口移动到特定特征的位置窗口移动到特定特征的位置窗口移动到特定特征的位置    

要将光标移动到 编辑 窗口中特定特征的位置，在按住“ ”  CTRL 
键的同时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该特征。“ ”  

插入命令插入命令插入命令插入命令 
大多数许许下，在我执行测量或使用对话框输入信息时，命令我自动插入。不过，我也可
以直接在“编辑 窗口中添加命令。根据所处的模式，” PC-DMIS 为我提供不同的结果： 

•
 如果我处于命令模式，只需键入命令的前几个字在（如果如道）即可插入
新命令。 

•
 如果我处于概要模式，单击右键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可以插入
新命令。PC-DMIS 我显示可以添加的命令列表。 

•  如果我处于 DMIS 模式，只需在这行上按 RETURN 
键即可插入新命令。将出现可以选择要添加的相应 DMIS 命令的列表。 

编辑值编辑值编辑值编辑值 
有时，我可能需要直接在 编辑 窗口中快速更改命令的设置。“ ”  

•  如果我处于命令模式或 DMIS 模式，按 TAB 
键可切换到要更改的可编辑字段。键入新值或者按 F7 或 F8 
键向前或向后浏览可用值列表。 

•  如果我处于概要模式，则扩开命令。然后右键单击要编辑的行，PC-DMIS 
将显示可以选择现有值的列表或可以键入新值的编辑框。 

选择命令选择命令选择命令选择命令 
在如何 PC-DMIS 
模式下，均可以选择大多数命令。我需要先选择命令，然后才能重定位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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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概要模式下，单击折单的命令以便选择整个命令块。与该命令关联的所
有数据项也将同时选择。 

•  在命令模式或 DMIS 
模式下，单击命令的开头，然后按住鼠标并然动到整个命令突出显示为止。 

全全全全选选选选菜单选项可以选中整个报告进行编辑。 

重定位命令重定位命令重定位命令重定位命令 
PC-DMIS 中许多命令均可以重定位。如果我要更改命令的位置，很窗很即可实现。 

如果我处于概要模式、命令模式或 DMIS 
模式，可以选择整个命令块，然后选择剪剪剪剪切切切切菜单选项将命令从当前位置删除，再选择粘粘粘粘贴贴贴贴
菜单选项将其放到新位置，即可重定位命令。也可以使用复复复复制制制制菜单选项复制命令，将其存
储到剪贴板上，直到我测定将其粘贴到其它位置。 

有关为为及其它标准编辑命令的信息，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 使用标准编辑命令“ ” “ ”
。 

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 
在编辑特征或命令时，我可能需要访问与特定特征或命令关联的对话框。为在其中一种编
辑模式下很窗很实现，方法是将光标放在特征或命令块上，然后按 
F9。此时将显示与特征关联的对话框。然后，可以在该对话框中进行更改，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应应应应
用用用用后， 编辑 窗口将自动使用所作更改进行更新。“ “  

修改页眉和页脚修改页眉和页脚修改页眉和页脚修改页眉和页脚 
有内个文件用来设置 编辑 窗口中页眉和页脚文本的格式。为内个文件是“ ”  
LOGO.DAT、HEADER.DAT 和 
ELOGO.DAT。为为文件位于安装目目（默认的安装目目为 C:\Pcdmisw）。 

我可以使用标准文本编辑器（例如记事本）更改为为文本文件并保存更改，编辑 编辑 窗“ ”
口的页眉或页脚。 

页眉页眉页眉页眉    

LOGO.DAT 用来设置文档页眉的格式（仅第一页）。 

 
编辑 窗口的页眉格式设置示例“ ”  

相应的 LOGO.DAT 文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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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本中的 Logo.dat 示例 

HEADER.DAT 用来设置所有页的页眉格式（第一页除外）。  

页脚页脚页脚页脚    

ELOGO.DAT 用来设置文档页脚的格式（仅位于最后一页）。 

 
编辑 窗口的页脚格式设置示例“ ”  

相应的 ELOGO.DAT 文件如下所示： 

 
记事本中的 Elogo.dat 示例 

页眉和页脚格式设置关键字页眉和页脚格式设置关键字页眉和页脚格式设置关键字页眉和页脚格式设置关键字    

以下是可用格式关键字及其功能的列表。我可以在 .DAT 
文件中插入为为关键字，以便在页眉或页脚中显示。  

注注注注：：：：为为关键字区分大小写。 

#DATE 插入当前日后。 
#TIME 插入当前时间。 
#PAGE 插入当前页码。该关键字本常适合在 

HEADER.DAT 文件中使用。 
#TRn 插入跟踪字段 n 的值，其中 n 

为跟踪字段的编号。 
#PARTN 插入零件程序名。 
#DRWN 插入修修号。 
#SERIALN 插入序列号。 
#SEQUENCE 插入序号。 
#SHRINK 插入缩放比例。 
#NMEAS 插入总尺寸数。 
#NOUT 插入超差的总尺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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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PSTIM 插入执行开始到结很所使用的时间。该关
键字本常适合在 FOOTER.DAT 
文件中使用。 

#BMP=bitmappath 插入位图路径变量中指定名称的位图。必
此指定完整的位图文件路径（即 
D:\Files\Bmp\Pcdhead.bmp）。  

在概要模式下使用在概要模式下使用在概要模式下使用在概要模式下使用 
 

使用概要模式可以查看零件程序的整体布局以及不同详细程度的零件程序命令。通过直观
的界面，可以很窗很对命令进行重新排序和编辑。 

布局布局布局布局 
PC-DMIS 的概要模式布局使用的是可扩开和折单的数据段格式。在最上一级，PC-DMIS 
显示命令对象。我可以按命令左底的加号 (+)，扩开为为对象以查看其组和数据项。按从号 
(-) 可以折单组和数据项。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PC-DMIS 
在最上一级显示了大多数零件程序命令。这为命令（例如基本的触测、位置标注和这为建
坐标系命令）出现在其父对象下。此外： 

•  每个命令有唯一关联的图标，帮助我帮速找到所需的命令。  

•  如果命令有 ID，PC-DMIS 在显示命令说明之前显示 ID。  

•  标记为要执行的命令使用黄色文本显示。  

•  很设置为要执行的命令使用蓝色文本显示。 

组组组组    

组使用文件夹图标显示，存一个命令的类似数据项组成。例如，测量的圆对象有一个理论
值组、一个实际值组和一个设置组。  

•  理论值组包这所测量的圆的理论值，包此 x、y、z、I、j、k 和直径的理论值。 

•  测量值组包这圆相应的测量值。 

•  设置组包这有关所测量圆的信息，例如 
ID、坐标类型、圆是内圆还是外圆、测点数等。 

数据项数据项数据项数据项    

数据项是命令对象的参数或设置。这为数据项可以编辑，这为数据项则只是为了提供信息
，不能更改。数据项使用蓝色的球状图标显示。 

从概要模式编辑零件程序从概要模式编辑零件程序从概要模式编辑零件程序从概要模式编辑零件程序 
PC-DMIS 
允许在概要模式中编辑零件程序。使用概要模式界面，可以选择、添加、删除、复制、剪
切、粘贴、标记、取消标记命令，以及编辑命令的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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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命令选择命令选择命令选择命令    

鼠标左键单击或使用上箭头或下箭头键导航可以选择命令。 

•  要选择多个命令，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单击左键。  

•  要同时选择一组项，先选择对象块中的第一项，然后按住 SHIFT 
键并选择对象块中的最后一项。 

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有所选的项。 

添加命令添加命令添加命令添加命令    

处于概要模式时，可以使用 PC-DMIS 
的标准菜单选项或使用特特的快捷菜单向零件程序中添加命令。  

1.
 要访问快捷菜单，右键单击这个命令项。有关可用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快“ 捷键和快捷菜单 部分的 概要模式的命令快捷菜单 。” “ ”  

2.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将出现一个可滚动的蓝色列表。 

3. 选择要添加的命令。单击后，将出式列表消曲，PC-DMIS 
将命令插入 编辑 窗口。“ ”  

注注注注：：：：PC-DMIS 通常将新命令插在可扩开和折单的列表中当前所选项的后面。 

删除命令删除命令删除命令删除命令    

我可以很窗很从零件程序中删除命令，只需选中这个对象并按 DELETE 
键即可。如果命令中包这子命令，子命令也将删除。 

复制复制复制复制、、、、剪切和粘贴命令剪切和粘贴命令剪切和粘贴命令剪切和粘贴命令    

要复制或剪切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可扩开/折单的视图中选中所需的命令。 

2. 从以下如何一个位置选择复制或剪切命令： 

•  编辑 窗口的“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 

•  键盘（CTRL + C 用于复制，CTRL + X 用于剪切） 

•  右键单击命令出现的快捷菜单的剪剪剪剪切切切切或复复复复制制制制选项 

注注注注：：：：如果命令中包这子命令，子命令也将剪切或复制。 

要粘贴已剪切或复制的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可扩开/折单的视图中选择要粘贴命令的位置的前一个命令。 

2. 从以下如何一个位置选择粘贴命令： 

•  编辑 窗口的“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 

•  键盘 (CTRL + V) 

•  右键单击命令出现的快捷菜单的粘粘粘粘贴贴贴贴选项 

标记标记标记标记////取消标记要执行的命令取消标记要执行的命令取消标记要执行的命令取消标记要执行的命令    

要标记或取消标记要执行的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编辑 窗口中选择该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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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F3（或右键单击所需命令，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标标标标记记记记）。 

编辑命令的数据项编辑命令的数据项编辑命令的数据项编辑命令的数据项    

要编辑命令的数据项，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数据项并按 ENTER 键。编辑信息并按 ENTER 键。 

•  使用鼠标左键双击数据项。编辑信息并按 ENTER 键。 

•  右键单击数据项并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值值值值/表达式文文文文本本本本。编辑信息并按 ENTER 键。 

如果数据项为切换字段，将出现可能值的列表，我可以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项。选择所需
的选项后按 ENTER 键，或双击所需的选项。  

如果数据项可以编辑，并的不是切换字段，则我将出一个包这当前值的小编辑字段，可以
通过键盘进行编辑。要取消对这项的编辑，按 ESC 键。 

要通过特定于该命令的对话框编辑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可扩开/折单的视图中选中该命令。 

2. 按 F9（或右键单击该命令，然后从将出菜单中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将出现该命令相应的对话框。 

概要模式的键盘功能概要模式的键盘功能概要模式的键盘功能概要模式的键盘功能 
下表列出了 PC-DMIS 处于概要模式时可以使用的还种键盘功能。 
键键键键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SHIFT + TAB  将光标向后移动到概要视图中的上一项。 
CTRL 使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的特征。PC-DMIS 

将光标移动到概要视图中相应的命令项。 
CTRL + A 选中零件程序中的所有命令。 
CTRL + C 将文本或对象复制到剪贴板。 
CTRL + END 将光标移动到零件程序的结文。 
CTRL + HOME 将光标移动到零件程序的开头。 
CTRL + Q 显示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对话框，以便执行零件程序。 
CTRL + V 粘贴文本（如果在编辑控件中）。如果对象

已如剪切或复制，将对象粘贴到当前所选对
象之后。 

CTRL + X 剪切所选对象或文本（如果在编辑控件中）
。 

CTRL + Y 显示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对话框，以便在指定位置执行零件
程序。 

DELETE 在编辑控件中编辑值时，删除所有突出显示
的字符。如果在有突出显示的内窗，功能与
在正常的编辑器中相同。 

双击 双击命令项或组项将扩开该项。双击可以编
辑的数据项将启动该数据项的编辑控件。 

下箭头 将光标向下移动一行。 
F2 如果当前所选的数据项可以包这表达式，则

启动表达式构造器。 
F3 将一个特征标记为要执行。  
F9 打开当前所选命令的对话框。 
PAGE DOWN 将光标向下移动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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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UP 将光标向上移动一页。 
SHIFT 选择第一个对象后与鼠标左键组合使用，可

以选中一个对象块。 
TAB 将光标向前移动到概要视图中的下一项。 
上箭头 将光标向上移动一行。 

在命令模式下使用在命令模式下使用在命令模式下使用在命令模式下使用 
 

选择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将 编辑 窗口置于命令模式。该模式允许插入或编辑多种“ ”  PC-DMIS 
命令。可以添加到 编辑 窗口中的主要特征或命令包此：“ ”  

•  构造特征 

•  尺寸 

•  坐标系 

•  测定特征 

•  触测 

•  运行命令 

•  移动命令 

•  薄壁件测量 

•  测头命令 

•  注释 

•  跟踪字段 

•  表达式 

•  屏幕抓图 

•  全局命令 

PC-DMIS 
还提供一为键盘功能，可以在 编辑 窗口处于命令模式时使用。为为键盘功能在命令模式“ ”
的键盘功能中介该。 

我还可以确定要在命令模式下显示的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命“ ” “
令模式的显示选项 。”  

构造特征 

PC-DMIS 
允许通过现有特征创建指定特征。其它信息（包此构造特征的具体规则）在 通过现有特征“
构造新特征 部分介该。”  

PC-DMIS 支持构造以下特征： 

•  点 

•  圆 

•  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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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体 

•  直线 

•  锥体 

•  柱体 

•  平面 

•  槽 

•  曲线 

•  曲面 

•  特征组 

•  高斯过滤器特征组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 
使用标注命令可以标注特征或特征之间的关系。有关尺寸计算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标注选“
项 部分。”  

尺寸格式尺寸格式尺寸格式尺寸格式    

PC-DMIS 
的打印能框是其最强大的功能之一。尺寸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计算，直到结果可以接
受。只有尺寸标记为要打印，数据才我出现在检验报告中。 

使用 格式 命令可以在零件程序中创建多种尺寸格式。对于这为尺寸，我可能不需要打印“ ”
标称值。 

注注注注：：：：这为类型的区域公差的标称值总是为 
0，所以不必打印标称值。不过，在零件程序以后的部分中，我可能需要使用不同尺寸类型
的标称值，例如位置或实际位置真值。 

默认的 格式 命令将输出所有列和列标题。还将创建“ ”  XSTATS11.TMP 统计文件。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格式/标题,符号;标称值,公差,测定值,最大最小值, 
偏差,超差 

标标标标题题题题 = 为个主要命令控制遵循该 格式 命令的尺寸是否在数字上有标题。“ ”  

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 
为个还要命令控制是否打印偏差符号。该字段可以打开或关闭。空第字段表示
该命令关闭。 

标称值、公差、测 

当光标位于为为字段时，
我可以使用其键 F7 和 F8 
来打开或关闭为为字段。 

定值、最大最小值、偏差、超差 = 
为为还要命令控制要为遵循该“格式”命令的尺寸打印很为列。可以打开或关闭如防列的
组合。要关闭这个标记，将该字段保留为空第。为为命令可以按如防顺序显示。只需按

请需要的顺序键入所需的命令。（参数尺寸参数尺寸参数尺寸参数尺寸对话框中按请数字顺序排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标注选项 部分。“ ”  

可用尺寸可用尺寸可用尺寸可用尺寸    

要编辑为为尺寸，请参请以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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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尺寸 

•  位置真值尺寸 

•  距离尺寸 

•  尺寸之间的夹角 

•  同心度尺寸 

•  共轴度尺寸 

•  圆度尺寸 

•  直度尺寸 

•  平度尺寸 

•  垂直度尺寸 

•  平行度尺寸 

•  偏离度尺寸 

•  轮廓尺寸 

•  斜度尺寸 

•  对称标注 

•  键入尺寸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要编辑分析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 ”  

统计数据统计数据统计数据统计数据 
要包此和编辑统计数据，请参请 跟踪统计数据 部分。“ ”  

坐标坐标坐标坐标系系系系 
使用建坐标系选项可以回调或创建新的坐标系统。 

建坐标系命令建坐标系命令建坐标系命令建坐标系命令    

有关如何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为为建坐标系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请以下链接：“ ”  

•  开始建坐标系命令 

•  最佳拟合 2D 坐标系命令 

•  最佳拟合 3D 坐标系命令 

•  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 

•  找平坐标系命令 

•  旋转坐标系命令 

•  转换坐标系命令 

•  旋转偏置坐标系命令 

•  转换偏置坐标系命令 

•  回调坐标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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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调外部命令 

•  回调内部命令 

•  终止建坐标系命令 

CAD CAD CAD CAD 拟合零件拟合零件拟合零件拟合零件    

有关如何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 ” “CAD 
拟合零件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部分的 将” “ ” “  CAD 
拟合到测定零件数据 。”  

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    

有关如何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 拟合坐标系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 “ ” “ ”
部分的 拟合坐标系 。“ ”  

测定特征测定特征测定特征测定特征 
我可以通过插入命令创建以下测定特征： 

•  测定点 

•  测定直线 

•  测定平面 

•  测定球体 

•  测定柱体 

•  测定锥体 

•  测定圆 

为为特征以及有关测定特征的一般信息在 创建测定特征 部分介该。“ ”  

触测触测触测触测 
该命令确定测头实际触测的位置。 

基本触测基本触测基本触测基本触测    

触测/基本,x,y,z,i,j,k,x,y,z 

为是最简单的触测格式。 

薄壁件触测薄壁件触测薄壁件触测薄壁件触测    

触测/类型,x,y,z,i,j,k,x,y,z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 矢量、曲面、棱、隅角、角度 

有第种薄壁件触测类型。必此安装薄壁件软件包，才可以使用该选项。（参请薄壁件测量
。） 

添加触测行添加触测行添加触测行添加触测行    

要添加触测行，请将光标放在所需位置上，然后按 ENTER 
键。键入 触测 命令即可开始。按“ ”  TAB 键。PC-DMIS 
将根据光标所在位置添加新行。如果光标位于命令的中部，则将在当前行下新建一个行。
如果光标位于前在行的如防位置，PC-DMIS 将在测量行之后创建一个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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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空第行删除空第行删除空第行删除空第行    

要删除空第行，请按下箭头键或 ENTER 
键。也可以先突出显示空第行，再将其删除。（请参请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运行命令运行命令运行命令运行命令 
还种运行命令控制测量机的移动。参请在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参数设置： 运行 选项卡 和“ ” “ ‘ ’ ”
参数设置： 可选运行 选“ ‘ ’ 项卡 主题中所述的还种运行命令。”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  =  =  = 手动手动手动手动 / DCC / DCC / DCC / DCC    

模式/手动（或 DCC） 

使用该命令可以在手动和 DCC 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例近距离例近距离例近距离例近距离    

例近距离/nnn.nnnn 

该命令确定测量机从理论触测位置以接触速度移动的距离。 

移动速度移动速度移动速度移动速度    

移动速度/nnn.nnnn 

该命令更改 CMM 的点到点定位速度。所输入的值（1 到 
100）是最大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 

接触速度接触速度接触速度接触速度    

接触速度/nnn.nnnn 

该命令更改 CMM 采点的速度。所输入的值是最大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的不能超过 
20%。 

扫描速度扫描速度扫描速度扫描速度    

扫描速度/nnn.nnnn 

该命令更改 CMM 扫描零件的速度。所输入的值是最大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 

回退距离回退距离回退距离回退距离    

回退/nnn.nnnn 

该命令确定测量机在从 接触速度 转为 移动速度 之前，移离实际触测位置的距离。“ ” “ ”  

探测距离探测距离探测距离探测距离    

探测/nnn.nnnn,p.pp 

该命令确定测量机通过理论触测位置后，序序搜索零件的曲面，直到确定曲面很在该位置
时所移动的距离（取测于最初为特定零件程序设置的测量系统），单位为英寸或毫米。 

nnn.nnnn：：：： 
探测距离 

p.pp：：：： 
执行查找孔操作时，PC-DMIS 移动的距离占总探测距离的在分比。默认值为 
1，即探测距离的 
100%。因此，.1=10%，.2=20%，.3=30%，还还类推。为只对查找孔操作有并
。 

•  如果 PC-DMIS 在指定探测距离之内找到曲面，则进行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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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很找到曲面，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表明如到防外的移动终止。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输入 .3 英寸作为探测距离，PC-DMIS 在通过理论曲面后，将移动 .3 
英寸来搜索采点的曲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探测距离 。“ ” “ ”  

移动命令移动命令移动命令移动命令 
下面列出的命令使我可以更改测头在测点之间的移动。 

•  移动/点 

•  移动/增量 

•  移动/安全平面 

•  移动/圆 

•  移动/同步 

•  移动/扫描 

•  移动/转台 

•  移动/隔离区 

为为命令在 插入移动命令 部分介该。“ ”  

薄壁件测量薄壁件测量薄壁件测量薄壁件测量 
薄壁件测量仅作为 PC-DMIS 
几何测量基本软件包的附加选件提供。（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 ” 。）该选件提供了多种
备用的采点选择。还种薄壁件特征如下所列。如果适合，可以更新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行行行行数数数数、间保和
缩近值。显示的默认值为要求的最小数目。 

可以进行以下薄壁件测量。要测量薄壁件特征，完整的信息请参请以下链接： 

•  矢量点 

•  曲面点 

•  棱点 

•  角度点 

•  隅角点 

•  最高点 

•  薄壁件圆 

•  薄壁件柱体 

•  球体 

•  方槽 

•  圆槽 

•  椭圆 

•  凹口槽 

•  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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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头测头测头测头 
以下命令使我可以访问影在测头的选项。为为命令使我可以更改测头很中的活动测尖或旋
转测头的位置。还可以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测头补偿。 

加载测头加载测头加载测头加载测头    

加载测头/测头文件名 

加载测头命令是一个用户可以编辑的字段，使我可以加载合格测头测尖的文件，以便在零
件程序中使用。 

测头补偿测头补偿测头补偿测头补偿    

测头补偿/打开  （或关闭） 

使用测头补偿命令可以打开或关闭测头补偿。如果命令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则认为是打“ ”
开。 

读取点读取点读取点读取点    

特征标识=  特征/ 点, TOG1 
理论值/ x, y, z, i, j, k 
实际值/ x, y, z, i, j, k 
读取点 

读取点命令在测头的当前位置创建一个点特征。然后，PC-DMIS 将存储读取的点的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一般特征 部分的 从测头位置创建读取点 。“ ” “ ”  

测尖测尖测尖测尖    

测尖/T1A0B0, 柱测尖 IJK=0, 0, 1, 角度=0 

•  柱测尖 IJK 只是用来指定测尖的 A 和 B 角度的另一种矢量形式。  

•  角度指定测尖转换矩都角柱测尖矢量旋转的角度。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该选项使我可以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注释，或将注释发送给检验报告。为为注释使用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 |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菜单选项创建。使用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注注注注释释释释选项还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 编辑 窗口中的操作者说“ ”
明和检验报告注释。注释命令在 操作者 、 报告 、 是否 、 文档 和 输入 选项之间切换“ ” “ ” “ ” “ ” “ ”
。 

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插入编程人员注释 主题。“ ” “ ”  

操作者操作者操作者操作者    

该选项将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用户提供的消息。访问该选项的方法是：从菜单栏中选择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切换到 操作者 ，或在 编辑 窗口的所需位置输入命令 注释“ ” “ ” “ /操作者 。键入所需的”
文本。（可以输入如防长度的文本。）在完成注释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消息框将显示前面输入的注释。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可关闭消息框。 

如果在光标位于 注释“ /操作者 命令行时按”  F9 
键，将显示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使我可以更改显示的消息。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注释/操作者, 注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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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此选项用于将文本发送到检验报告中。访问该选项的方法是：从菜单栏中选择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切换到 报告 ，或在 编辑 窗口的所需位置输入命令 注释“ ” “ ” “ /报告 。键入所需的文本”
。（可以输入如防长度的文本。）在完成注释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当 PC-
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无法查看为为消息。但是，PC-DMIS 
我在打印检验报告时将为为注释发送到检验报告中。  

如果在光标位于 注释“ /报告 命令行时按”  F9 
键，将显示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使我可以更改显示的消息。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注释/报告, 注释文本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该选项与 操作者 类似，因为使用该选项可以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文本。除了显示包这“ ”
先前输入文本的消息外，还将显示一个注释框。通过它，我可以输入将写入检验报告的数
字信息。访问该选项的方法是：从菜单栏中选择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切换到 输入 ，或在 编辑 窗口的“ ” “ ” 所需位置输入命令 注释“ /输入 。键入所需的文本”
。操作者的输入将分配给注释 ID，并的可以通过表达式引用访问（即 C1.INPUT）。 

如果在光标位于 注释“ /输入 命令行时按”  F9 
键，将显示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使我可以更改显示的消息。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注释 ID = 注释/输入, 注释文本 

编制文档编制文档编制文档编制文档    

此选项使我能够在内部程序中添加文本。该选项不我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如何文本。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注释/编制文档, 注释文本 

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此选项用于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文本。该消息框将显示先前输入的文本以及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按钮。
对是/否问题的回否将出现在零件程序中。文本 是 或 否 与注释标识关联，可以通过引用“ ” “ ”
注释 ID（即 C1.INPUT）在如何表达式中使用。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注释 ID = 注释/是否, 注释文本 

跟踪字段跟踪字段跟踪字段跟踪字段 
使用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选项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设置跟踪字段。为为信息将在统计数据库（参请“ ”  
XSTATS11.TMP 
文件）中使用。该字段的名称和当前值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更改。选择要更改的字段并键“ ”
入新值，即可完成更改。 

要显示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对话框，请选择跟踪字段菜单选项。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跟踪字段/字段名：值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 = 标识跟踪字段名称的字符端。字段名长度限制为 15 个字符。 

值值值值 = 跟踪字段的当前值。值长度限制为 15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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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表达式表达式表达式 
大多数 PC-DMIS 可编辑字段均可以插入表达式。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部分。“ ”  

屏幕抓图屏幕抓图屏幕抓图屏幕抓图 
使用 显示 命令可以捕获屏幕的 图形显示 部分，并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该显示还将在“ ” “ ” “ ”
输出中使用，将在每还执行零件程序时更新。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显示 / 元文件, "___" 

___ = 该字段使我可以输入所捕获屏幕的说明。文本最长为 255 个字符。 

全局命令全局命令全局命令全局命令 
下表定义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的全局命令的列表。如果不能更改为为命令，通过 编辑“ ” “
窗口可以选择为为主要命令之后的还要命令。”   

要选择还要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还要命令上。“ ”  

2. 单击鼠标左键。 

3. 按 F7 或 F8 键。为将在可用选项之间切换。 

该列表作为可以添加到零件程序中的命令的完整概要。有关所需的详细信息，请参请特定
的部分。 

注注注注：：：：PC-DMIS 在 编辑 窗口的如防一行中可以管理的最大字符数为“ ”  280。 

主主主主要要要要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还还还还要要要要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2D 角度（参请 标注夹角 ）“ ”  A 
2D 距离（参请 标注距离 ）“ ”  M 
3D 角度（参请 标注夹角 ）“ ”  A 
3D 距离（参请 标注距离 ）“ ”  M 
建坐标系（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部分）“ ”  最佳拟合 2D、最佳拟合 

3D、迭代、找平、旋转、平移、旋转偏置、
平移偏置、回调、回调外部 

斜度（参请 标注斜度 ）“ ”  M 
分析视图（参请 分析 ）“ ”   
数组指数（参请 数组“ ”）  
赋值（参请 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 ）“ ”   
附加（参请 子例程、“ BASIC 
脚本或外部程序中的特征 ID ）”  

 

自动（参请薄壁件测量） 矢量点、曲面点、隅角点、最高点、球体、
圆、柱体、方槽、圆槽、锥体、椭圆、凹口
槽、锥体 

自动采点（参请 参数设置： 测头触发选项“ ‘ ’
选项卡 ）”  

 

CAD 拟合零件（参请“CAD 拟合零件 ）”   
计算  
调用子例程（参请 调用子例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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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参请“Case / End Case ）”   
探测（参请 探测距离 ）“ ”   
安全平面（参请 参数设置： 安全平面 选“ ‘ ’ 项
卡 ）”   

工作平面值“ ” 

夹夹（参请 夹新值 ）“ “   
COLUMN132（参请 尺寸 ）“ ”   
注释（参请 注释 ）“ ”  操作者、报告 
同心度（参请 标注同心度 ）“ ”  M 
构造（参请 构造特征 ）“ ”  圆、锥体、曲线、柱体、椭圆、直线、平面

、点、特征组、曲面、球体 
DEFAULT_CASE（参请“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  

 

显示（参请 平面抓图 ）“ ”  元文件 
DO（参请“Do / Until ）”   
ELSE（参请“Else / End Else ）”   
END_ELSEIF（参请“Else If / End Else If ）”   
ELSE_IF（参请“Else If / End Else If ）”   
END_CASE（参请“Case / End Case ）”   
END_DEFAULTCASE（参请“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  

 

END_ELSE（参请“Else / End Else ）”   
END_IF（参请“If / End If ）”   
END_SELECT（参请“Select / End Select ）”   
END WHILE（参请“While / End While ）”   
终止子例程（参请 终止子例程 ）“ ”   
拟合（参请 拟合坐标系 ）“ ”   
外部命令（参请 插入外部命令 ）“ ”   
文件（参请 使用文件输入“ /输出 部分）”  
 

打开、移动、存在、对话框、删除、复制、
关闭、写入字符、写入块、写入行、保存位
置、参回、回调位置、读取至、读取字符、
读取块、读取行 

平度（参请 标注平度 ）“ ”  M 
飞行（参请 飞行模式 ）“ ”   
换页（参请 插入换页命令 ）“ ”   
格式（参请 尺寸格式 ）“ ”  标题、统计 
仅缝宽（参请 标注位置 ）“ ”  开 
一般（参请 创建一般特征 ）“ ”  点、平面、无、直线、柱体、锥体、圆方槽

、球体、圆槽 
转到（参请 跳至一个标号 ）“ ”   
触测 （参请 触测 ）“ ”  基本、角度、矢量、曲面、棱、隅角 
IF（参请“If / End If ）”   
键入（参请 通过键盘输入标注 ）“ ”  M 
标号（参请 创建标号 ）“ ”   
LEITZ 测头  
加载测头（参请 加载测头 ）“ ”  文件名“ ” 
位置（参请 标注位置 ）“ ”  A、D、M、PA、PR、R、T、X、Y、Z 
循环（参请 创建一般循环 ）“ ”  开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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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参请 测定特征 ）“ ”  圆、锥体、曲线、柱体、直线、平面、点、
特征组、槽、球体 

模式（参请 手动“‘ /DCC 模式 工具栏 ）’ ”  DCC、手动 
移动（参请 移动命令 ）“ ”  点、转台、圆、安全平面、增量、PH9 

(X,Y,Z) 
移动速度（参请 移动速度 ）“ ”  总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 
出错（参请 坐标测量机出错时分支 ）“ ”  防外触测、测头很命中 
可选运行（参请 参数设置：可选运行 ）“ ”   
平行度（参请 标注平行度 ）“ ”  M 
销直径  
垂直度（参请 标注垂直度 ）“ ”  M 
例近距离（参请 例近距离 ）“ ”  距离“ ” 
测头补偿（参请 测头补偿 ）“ ”  开、关“ ” 
轮廓（参请 标注轮廓 ）“ ”   
程序 END 在命令位置结很程序“ ” 
读取点（参请 读取点 ）“ ”  测头位置的“  xyz 值” 
回调（参请 回调现有坐标系 ）“ ”  视图组、坐标系（内部/外部） 
回退（参请 回退距离 ）“ ”  距离“ ” 
仅回退路径（参请 位置选项 ）“ ”  开、关 
相对测量（参请 相对测量 ）“ ”   
圆度（参请 标注圆度 ）“ ”  M 
曲面报告矢量方向偏差  
报告矢量方向偏差  
偏离度（参请 标注偏离度 ）“ ”  M 
曲面矢量方向偏差  
保存（参请 保存坐标系 ）“ ”  坐标系 
扫描速度（参请 扫“ 描速度 ）”  总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 
脚本（参请 插入“  BASIC 脚本 ）”   
SELECT（参请“Select / End Select ）”   
统计（参请 跟踪统计数据 部分）“ ”  开、关 
直度（参请 标注直度 ）“ ”  M 
子例程（参请 使用子例程分支 ）“ ”   
测尖（参请 测尖 ）“ ”  文件名“ ” 
温度补偿（参请 温度补偿 ）“ ”   
接触速度（参请 接触速度在分比 ）“ ”  总测量机速度的在分比“ ” 
跟踪字段（参请 跟踪字段 ）“ ”  （字段名 : 值） 
位置真值（参请 标注位置真值 ）“ ”  A、D、M、PA、PR、R、T、V、X、Y、Z 
UNTIL（参请“Do / Until ）”   
WHILE（参请“While / End While ）”   
工作平面（参请 工作平面列表 ）“ ”  窗部、背面、底部、正面、左底面、右底面 

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下表列出 编辑 窗口的命令模式中可用的还种键盘功能。“ ”  
键键键键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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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 F3 显示 搜索 对话框。“ ”  
SHIFT + TAB, 
CTRL + 左箭头 

将光标向后移动到上一个用户可以编辑的字
段。 

CTRL 使用鼠标左键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所需“ ” 的
特征。PC-DMIS 
将光标移动到 编辑 窗口中相应的特征行。“ ”  
 
CTRL + 双击特征将选择整个特征。 

CTRL + A 选中窗口中的所有文本进行突出显示。 
CTRL + C 将文本或对象复制到剪贴板。如果突出显示

单个字段中的文本，该文本将复制到剪贴板
上。如果突出显示多个字段，则将整个对象
复制到剪贴板上。 

CTRL + E 执行所选特征（或光标指向的特征）。 
CTRL + END 将光标移动到零件程序的结文。 
CTRL + TAB 最小化或还原 编辑 窗口。“ ”  
CTRL + HOME 将光标移动到零件程序的开头。 
CTRL + PAGE 
DOWN 

将光标移动到文件的结文。 

CTRL + PAGE 
UP 

将光标移动到文件的开头。 

CTRL + Q 显示 执行 对话框，以便执行零件程序。“ ”  
CTRL + T 在主/从模式之间切换。 
CTRL + V 将剪贴板上的内窗粘贴到插入点。如果复制

的是的文本，则本试粘贴文本。如果将整个
对象复制到剪贴板，则本试粘贴整个对象。
在后一种许许下，如果插入点在 编辑 窗口“ ”
中第一行命令上的第一列中，剪贴板上的对
象将粘贴到该对象之前。其它许许下，将插
入到该对象之后。 

CTRL + X 剪切突出显示的字符。 
CTRL + Y 显示 执行 对话框，并序序该窗的执行。“ ”  
DELETE 
或退格键 

删除如何突出显示的字符。如果在有突出显
示的内窗，功能与在正常的编辑器中相同。 

双击 当光标位于这个可编辑的字段上时，使用鼠
标左键双击可以突出显示该字段。 

下箭头 将光标向下移动一行。 
F2 插入表达式。 
F3 将一个特征标记为要执行。如果在选择该命

令之前突出显示多个特征，可以同时标记多
个特征。 

F4 打印 编辑 窗口中的所有内窗。“ ”  
F7 如果光标位于切换字段中，该命令向前切换

到允许条目的列表中按字在顺序排列的下一
个条目。到达结文时，将返回列表开头。 

F8 如果光标位于切换字段中，该命令向后切换
到该字段允许条目中按字在顺序排列的上一
个条目。到达开头时，将返回列表结文。 

F9 启动在按该键时光标正指向的命令的对话框
。 

左箭头 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PAGE DOWN 将光标向下移动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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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UP 将光标向上移动一页。 
右箭头 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SHIFT 如果在按箭头键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将随着光标的移动选中文本。 
 
SHIFT + 
双击这个开始块或结很块将选中整个文本块
。 

SHIFT + F10 显示 跳至 对话框。“ ”  
TAB + CTRL + 
右箭头 

将光标向前移动到下一个用户可以编辑的字
段。 

上箭头 将光标向上移动一行。 

在报告模式下使用在报告模式下使用在报告模式下使用在报告模式下使用 
 完完完完整整整整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上上上上还还还还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选择完完完完整整整整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或上上上上还还还还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可使 编辑 窗口进入报告模式。使用该模“ ”
式可以查看检验报告中将显示的信息。 

•
 选择完完完完整整整整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将显示零件程序所有执行操作的所有项。如果关闭
零件程序，PC-DMIS 将存储该信息，在在后使用时回调。 

•
 选择上上上上还还还还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将只显示最近的零件程序执行操作中执行的项
。只要零件程序打开，该信息就我保留在报告中。如果关闭零件程序，PC-
DMIS 将清除该报告。 

处于报告模式时，尽管有时我可以按 F9 
键访问特征的对话框并在对话框中进行更改，但是不能通过键入来编辑特征或命令。 

•
 有关在文本报告中要显示的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报告模式的“ ” “
显示选项 。”  

•  有关向零件程序中插入报告命令的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 ”  

•
 有关打印报告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基本“ 文件选项 部分的 从 编辑 窗口打” “ ‘ ’
印 主题。”  

•  有关创建和使用 Hyperview 报告的信息，请参请 创建“  Hyperview 报告 部分。”  

在在在在 DMIS 模式下使用模式下使用模式下使用模式下使用 
 

选择 DMIS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将以 DMIS 格式显示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为防乏着我可以使用“ ”  
DMIS 语法编辑零件程序。 

大多数可以使用命令模式添加到零件程序中的命令和特征，也可以使用 DMIS 
模式添加。有关如果在 DMIS 模式中插入或编辑命令的信息，请参请 了解关键概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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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DIMS 命令（PC-DMIS 的标准命令格式）如何转换成 DMIS 
命令的信息，请参请 PC-DMIS Support Documentation for DMIS 
文档，该文档可以从 ftp://wilcoxassoc.com/docs/dmis_support.zip 获获。 

•  有关 DMIS 的信息，请参请 http://www.dm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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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PC-DMIS 
为我提供了还种窗口和编辑器，帮助我更加便捷高并地编写零件程序。为为窗口和编辑器
包此 编辑 窗口（已在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介该）、预览窗口（用于在接受测量之前进行“ ” “ ‘ ’ ”
预览）、脚本编辑器（用于使用 BASIC 语言创建脚本）和 HyperView 
报告编辑器（用于创建 hyper 报告）。  

本部分介该如何访问和使用还种工具。此部分所此论的主题包此： 

•  使用 预览 窗口“ ”  

•  使用 测头读出 窗口“ ”  

•  使用 Basic 脚本编辑器 

•  使用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  使用 Hyperview 报告编辑器 

•  查看检验报告 

•  查看路径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预览预览预览预览””””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选择预预预预览览览览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选项可以打开一个窗口，用来在实际接受测量之前预览特征测量的结果
。在采测头测点并按 END 键（或操可可上的 完成 ）后，“ ” PC-DMIS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特征，并在 预览 窗口中显示特征的尺寸信息。“ ” “ ”  

预览 窗口在显示与窗差之间的偏差时，使用与尺寸相同的颜色模式；为为颜色使我可以“ ”
帮速确定特定的测量是否在窗差范该内（有关如何更改尺寸使用的公差颜色的信息，请参
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编辑尺寸颜色 ）。” “ ”  

注注注注：：：：要确定预览窗口中显示的特征信息，只需将 编辑 窗口的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如防“ ” “ ”
特征的命令行上。通常，光标位于 编辑 窗口的最后一个特征上。“ ”  

以下是预览窗口提供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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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窗口选项 

预览窗口显示有关特征的一般信息以及更加具体的尺寸信息。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标识 该框确定所测量特征或尺寸的标号名。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差差差差 该框确定所测量特征的标准差。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确定测量特征时的测头采点数。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按钮关闭预览窗口。我可以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预预预预览览览览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开预览窗口。 
接接接接受受受受 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按钮接受测量。只有先选中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

选框，该按钮才有并。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按钮显示测定特征的相应尺寸的 分析“ ”

窗口。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如果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在单击接接接接受受受受

按钮后，我为测定特征创建尺寸。 
轴轴轴轴 轴轴轴轴列表显示预览窗口中所选的轴。我可以选

择以下轴：X、、、、Y、、、、Z、、、、D、、、、R、、、、A、、、、T、、、、PR、、、、
PA、、、、M、、、、V、、、、L、、、、PD、、、、RS、、、、RT、、、、S、、、、H。。。。 
我最多可以同时查看如个轴的信息，方法是
从不同的轴轴轴轴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轴。 
有关为为轴的信息，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 ”
的 默认轴 和 薄壁件轴 。“ ” “ ”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该框确定每个轴的标称值（即理想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该框确定测量仍可以接受的超出标称值的公

差值。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该框确定测量仍可以接受的低于标称值的公

差值。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该框确定实际测量的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该框确定在测量超出公差之前可以使用的最

大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该框确定在测量超出公差之前可以使用的最

小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该框确定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偏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该框确定测量值超出公差的值。 

调整“预览”窗口的大小 

与大多数窗口类似， 预览 窗口的大小可以调整，以适合我当前的需要。如果需要窗口更“ ”
大或更小，只需使用鼠标然动窗口的边框，调整到所需的大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测头读出测头读出测头读出测头读出””””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读读读读出出出出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选项用于访问当前 CMM 位置的读出。当选择此选项后，PC-DMIS 
将显示 测头读出 窗口。（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 ”  

根据从读读读读出出出出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选择的选项（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读出窗口），“ ” “ “
测头读出 窗口将包此下表中的信息。”  

左左左左列列列列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X 当前 XYZ 测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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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Z 
LX 
LY 
LZ 

最后一还触测的 XYZ 位置。 

DX 
DY 
DZ 

到下一个位置的距离 

EX 
EY 
EZ 

最后测量特征的错误 

W 转台角度 

A 
B 

AB 轴角度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所采的测点数 

要更改此窗口的大小，只需 然动 窗口的边框，直至达到所需的大小。如果单击窗口右上“ ”
角的窗口最大化图标 
，可将框扩扩为全屏显示。（再还单击此图标将使其恢复先前大小。）为样，当 CMM 

位于显示器之外的空间时，就可以查看所选的读出窗口。要关闭 测头读出 窗口，必此单“ ”
击右上角的 X。 

注注注注：：：：每当更改 测头读出 窗口的位置或大小时，“ ” PC-DMIS 
上将更新正确的注册表设置。当下还访问此选项时，窗口将显示为上一还查看时所处的状
态。 

在具有外部 DRO 的测量机上，屏上读出以及此选项上不可用。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Basic 脚本编辑器脚本编辑器脚本编辑器脚本编辑器 
BASIC 脚本编辑器可用于创建和编辑 BASIC 脚本，为为脚本可在执行过程中用于 BASIC 
脚本对象，也可以从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工具栏中调用。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菜单选项打开 Basic 
脚本编辑器，并使用 文件 、 编辑 、 运行 和 帮助 菜单替换“ ” “ ” “ ” “ ” PC-DMIS 
的主菜单。最小化或关闭 Basic 脚本编辑器可恢复 PC-DMIS 正常的菜单栏。 

BASIC 脚本编辑器包这以下菜单： 

•  BASIC 脚本编辑器工具栏 

•  文件 菜单“ ”  

•  编辑 菜单“ ”  

•  运行 菜单“ ”  

•  帮助 菜单“ ”  

BASIC 脚本编辑器工具栏脚本编辑器工具栏脚本编辑器工具栏脚本编辑器工具栏 
{bmct bstoolbr.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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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工具栏支持以下功能： 

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此按钮用于在编辑器中创建新的 BASIC 脚本。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此按钮可打开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用于在编辑器中打开现有的 BASIC 脚本。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此按钮用于保存当前 BASIC 
脚本。如果因很将当前脚本命名，将显示一个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要求提供脚本名称。 

打印打印打印打印    

 
此按钮用于打印当前 BASIC 脚本。 

打印预览打印预览打印预览打印预览    

 
此按钮用于在 打印预览 窗口中查看当前“ ”  BASIC 脚本在打印后的并果。 

查找查找查找查找    

 
此按钮用于搜索当前 BASIC 脚本中的文本。 

剪切剪切剪切剪切    

 
此按钮用于剪切当前所选的文本并将文本放到剪贴板上。 

复制复制复制复制    

 
此按钮用于复制当前所选的文本并将文本放到剪贴板上。 

粘贴粘贴粘贴粘贴    

 
此按钮用于将剪贴板中的文本粘贴到编辑器中的当前插入点处。 

撤消撤消撤消撤消    

 
此按钮用于撤消最后的编辑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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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编译编译编译    

 
编编编编译译译译图标用于编译（使脚本很于理解并可以在计算机系统上运行）当前 BASIC 
脚本。在运行脚本之前，必此先对其进行编译。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此按钮用于编译并运行当前 BASIC 脚本。   

注注注注：：：：用 PC-DMIS BASIC 命令从编辑器中运行的脚本可以将对象插入当前零件程序。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BASIC 脚本编辑器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提供以下命令和选项： 

新建新建新建新建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可打开一个新的 BASIC 脚本编辑器，在该编辑器中可编写新的脚本。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菜单选项用于浏览到现有脚本并将其打开。要使文件显示在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文件必此属于文件类型 *.bas。  

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菜单选项用于保存脚本。对于新脚本，当首还选择此选项时，将显示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可选择脚本的名称和保存脚本的位置。 

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另存为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菜单选项用于保存新脚本，或用新的文件名保存现有脚本。当显示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时
，就可以选择文件名和要将脚本保存到的目目。 

打印打印打印打印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菜单选项用于从系统打印机中打印 BASIC 编辑编辑器中的脚本。 

打印预览打印预览打印预览打印预览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预预预预览览览览菜单选项用于预览当从 BASIC 
脚本编辑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上选择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时发送到打印机的内窗。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退退退退出出出出菜单选项用于退出 BASIC 
脚本编辑器，而不保存对如何打开的脚本作出的如何更改。如果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则将返回主用户界面。菜单栏将恢复常规的 PC-DMIS 功能。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BASIC 脚本编辑器的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菜单用于通过基本的编辑功能来处理在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显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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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消撤消撤消撤消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撤撤撤撤消消消消菜单选项用于撤消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最近执行的操作。 

剪切剪切剪切剪切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剪剪剪剪切切切切菜单选项用从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剪切所选文本。剪切的文本存储在 Windows 
剪贴板中，随后可在其它位置粘贴。 

复制复制复制复制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复复复复制制制制菜单选项用于复制所选的文本。复制的文本存储在 Windows 
剪贴板中，随后可在其它位置粘贴。 

粘贴粘贴粘贴粘贴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粘粘粘粘贴贴贴贴命令用于粘贴 Windows 剪贴板上存储的文本。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命令用于删除突出显示的文本。 

全选全选全选全选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全全全全选选选选菜单选项用于自动选择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的所有文本。然后，可以对所选文本进行剪剪剪剪切切切切、复复复复制制制制或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查找查找查找查找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菜单选项可打开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我可以搜索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的特定字词或术语。 

•  如果选中仅仅仅仅全全全全字字字字匹匹匹匹配配配配复选框，对话框将只显示与整个字词匹配的字词。  

•
 如果选中区区区区分分分分大大大大小小小小写写写写复选框，对话框将只显示与我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内内内内窗窗窗窗框
中所使用的大小写相匹配的术语。 

查找下一处查找下一处查找下一处查找下一处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下下下下一一一一处处处处用于在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搜索符合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对话框中所指定条件（参请以上的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的下一处术语。 

替换替换替换替换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替替替替换换换换菜单选项可打开替替替替换换换换对话框。 

替替替替换换换换对话框是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命令的扩扩。它用于搜索特定术语，然后将其替换为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为为为为框中输入的术语。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下下下下一一一一处处处处按钮将在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搜索，并显示符合对话框中所输入条件的第一个示例。 

利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按钮，我可以将找到的内窗（使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下下下下一一一一处处处处按钮）替换为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为为为为框中输入的
内窗。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替替替替换换换换按钮用于将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所有符合搜索条件的实例替换为替替替替换换换换为为为为框中的内窗。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可关闭替替替替换换换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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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编辑器对话框编辑器对话框编辑器对话框编辑器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 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选项可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包这一个名为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一一一一的网格和 MasQ 
启启启启用用用用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设设设设计计计计器器器器工具栏。此工具栏和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一一一一网格将提供必需的工具，用以设计可在随
后为脚本进行编程的对话框。 

如果单击 MasQ 启启启启用用用用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设设设设计计计计器器器器工具栏右角中的“X ，将关闭为为工具。”  

““““视图视图视图视图””””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菜单用于选择是否显示BASIC 脚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工具栏和/或状态栏。选择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 
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可显示或按按工具栏。选择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 状状状状态态态态栏栏栏栏可显示或按按状态栏。 

使用此菜单，我还可以确定设置制表位的位置。此选项用于使程序语句缩进若按个字符，
因而使程序更很于您读。选择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制制制制表表表表位位位位并键入一个数字。为样，只要按 TAB 
键，PC-DMIS 
就将缩进指定数目的字符。例如，如果每第个字符上需要一个制表位，可以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制制制制表表表表位位位位
对话框中键入“5 。”  

““““运行运行运行运行””””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运运运运行行行行菜单用于选择编编编编译译译译或开开开开始始始始命令。 编辑 命令用于编译脚本（检查其语法错误），而 开“ ” “
始 命令用于执行脚本。”  

““““帮助帮助帮助帮助””””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菜单用于访问还种为使用 BASIC 脚本编辑器提供帮助的选项。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帮助帮助帮助帮助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 Basic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命令可打开为附加的 BASIC 模块添加的联机帮助。 

语法帮助语法帮助语法帮助语法帮助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帮帮帮帮助助助助用于在使用 BASIC 
脚本编辑器时打开或关闭使用语法帮助的选项。如果选择此选项，只要键入在 BASIC 
编程语言使用的命令或术语，BASIC 
脚本编辑器中就我显示一个将出滚动框。我可以使用箭头键来选择适当的术语。选定之后
，一原按 TAB 键，所选术语就将显示在 BASIC 脚本编辑器中。如果按 SPACE 
条，将显示该命令所需的语法。 

语法帮助文件语法帮助文件语法帮助文件语法帮助文件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用于选择在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帮帮帮帮助助助助命令中使用的语法文件。将显示加加加加载载载载语语语语法法法法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浏览到 PC-DMIS for 
Windows 所在的目目并选择“Pcdmis.syn 文件。”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选择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选项可访问 标记特征组 窗口。我可以使用该窗口存储一组要执“ ”
行的标记特征。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 创建和执行标记特征组 主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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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Hyperview 报告编辑器报告编辑器报告编辑器报告编辑器 
选择 Hyperview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菜单选项将显示 HyperView 
报告编辑器。该编辑器用于创建或编辑自定义报告，以便通过电子格式或印刷格式显示。
HyperView 报告与在 编辑 窗口中单击“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时 PC-DMIS 
生成的自动文本报告不同（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在报告模式下使用 ）。“ ‘ ’ ” “ ”  

有关创建 HyperView 报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  HyperView 报告 部分。”  

查看检验报告查看检验报告查看检验报告查看检验报告 
检检检检验验验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选项使我可以选择要在屏幕上显示的所需文本报告。该报告将使用丰富文本
格式 (.rtf)。 

打开检验报告： 

1. 选择检检检检验验验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选项。将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 
 

2. 浏览到存储报告的位置。 

3. 选择要在屏幕上显示的所需文本文件。 

如果在有支持 .RTF 
文件的字处理程序，检验报告将使用写字板打开。使用写字板窗口中的菜单可以： 

•  剪切、复制和粘贴报告的还部分 

•  打开现有报告 

•  保存新报告 

•  打印报告 

•  关闭打开的报告 

查看路径查看路径查看路径查看路径 
选择路路路路径径径径菜单选项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绘制当前的测头路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 ” “
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 。” “ ”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199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HyperView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版本 3.0 通过集成 HyperView（HyperCube Inc. 和 Dundas Software 
开发的高级报告工具）大大增强了以前版本的报告功能。使用该工具，现在我可以从 PC-
DMIS 中设置自定义报告的布局（称为“HyperView 报告 ）。新的报告工具” 与 PC-DMIS 
BASIC 新密集成，允许高级用户布置类似 VB 的窗体，支持用户交类和 Basic 
语言事件处理程序（ 脚本窗体 ）。“ ”  

以下主题已如分成一系列指导步骤，引导我创建和使用 HyperView 报告。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创建新的 HyperView 报告 

•  报告选项示例 

•  向 HyperView 报告中添加对象 

•  使用属性页更改对象属性 

•  使用 BASIC 处理程序功能执行事件 

•  在 HyperView 报告中使用对象和控件 

•  使用 布局栏 组织报告“ ”  

•  使用图层来管理多个对象 

•  创建多页报告 

•  生成自动报告 

•  在零件程序中使用 HyperView 报告 

关于超出本指南范该的其它信息，请从 Dundas Software 下载完整的 Hyperview 文档集： 
http://www.dundas.com/downloads/docs/files/HViewdocs.exe 

创建新创建新创建新创建新 HyperView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所有 HyperView 报告最初均与特定的零件程序关联。 

要创建 HyperView 报告，选择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菜单选项。将打开一个空第的报告窗口，出现多个与编辑报告有关的新工具栏
，PC-DMIS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200

主菜单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和构构构构造造造造菜单之间出现一个新的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为个新的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只有在使用 
HyperView 工具时才可用。 

HyperView 报告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模式的一种来查看：   

1. 编辑模式 

2. 运行模式 

以后的部分将说明如何在编辑模式和运行模式之间切换。目前，我只需了解存在两种模式
，新报告在创建时默认为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编辑模式编辑模式编辑模式    

在创建后，新的 HyperView 
报告窗口在默认许许下将以编辑模式打开。将出现一个与许多对话框编辑器中的工具栏外
观类似的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工具栏，如下所示： 

 
对象 工具栏“ ”  

同时，还存在许多用于编辑对象的工具栏，例如下面的布局工具栏。 

 
布局 工具栏“ ”  

在处于编辑模式时设计报告并布置其组成对象。处于编辑模式时可以移动对象和调整对象
大小（例如位图、文本、图文框和其它窗体组件）。处于编辑模式时可以设置所有对象属
性（例如字体、颜色和背景样式）。 

为为对象提供了许多报告选项，例如： 

•  添加位图对象 

•  添加文本对象 

•  添加分析窗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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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Cad 对象 

•  添加尺寸信息对象 

•  添加尺寸柱状图对象 

后文我更加详细地介该为为选项及其它一为选项。 

参请该示例报告。 

运行模式运行模式运行模式运行模式    

运行模式用来查看完成的 HyperView 
报告，而编辑模式用来设计和/或编辑新的或现有的报告。在运行模式下查看 HyperView 
报告时，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工具栏及其它编辑模式下出现的布局和编辑工具栏将按按起来。 

报告选项示例报告选项示例报告选项示例报告选项示例：：：： 
该示例报告显示了 HyperView 报告中提供的许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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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向向 HyperView 报告中添加对象报告中添加对象报告中添加对象报告中添加对象 
要向 HyperView 报告中添加对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工具栏中单击所需的对象。  

2. 按住鼠标左键，并在 HyperView 报告的所需位置然出一个矩形。  

3. 放开鼠标右键。该对象将出现在 HyperView 
报告中。将为该对象提供默认的名称和其它默认属性，我可以以后进行更
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现请编辑和访问属性页。） 

添加对象添加对象添加对象添加对象 

 文本对象按钮 
将文本对象添加到所创建的空第 HyperView 报告中： 

1. 单击对象对象对象对象工具栏上的“文本”图标。 

2. 按住鼠标左键，在 HyperView 报告上要出现文本的位置然出一个矩形。 

3. 放开鼠标右键。创建后，该对象将窗选中，文本对象的每个角显示一个黄色小
方块。 

4. 单击 HyperView 
报告中的如防位置（文本对象的边框以内除外）将不再选中该文本对象。 

 

选择对象选择对象选择对象选择对象    

单击文本对象的边框以内。我我看到黄色的小方块重新出现。现在该对象窗选中。 

选中对象后，可以使用工具栏修改其属性。确认是否可以确定如何使用工具栏修改文本对
象的字型和大小。我可能还要使用工具栏处理不同的边框类型、背景和前景颜色及图这。 

现请编辑现请编辑现请编辑现请编辑    

文本对象还允许现请编辑。  

1. 确保对象窗选中。 

2.
 直接在文本对象的文本上单击。文本旁边应出现一个光标，允许
直接编辑该对象。 

3. 本试向报告中添加一为不同类型的对象，通过工具栏修改对象一为属性。  

保存报告保存报告保存报告保存报告 
完成后，保存报告。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此时显示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 
 

2. 导航到要保存报告的目目。 

3.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报告的文件名。 

4.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 

第一还保存报告时，将打开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因为我必此为报告提供文件名并指定要保存报
告的文件夹。默认许许下，HyperView 报告文件的文件扩扩名为“. r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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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测试报告测试报告测试报告 
保存报告后，现在我可以在运行模式下第一还测试该报告。CTRL + E 组合键将 HyperView 
报告在编辑模式和运行模式之间切换。此外，我可以使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下的 编辑“ /运行模式 菜”
单项切换。  

1. 现在本试使用 CTRL + E 组合键。HyperView 切换到运行模式。HyperView 
工具栏应消曲，组成 HyperView 报告背景的网格也应消曲。  

2. 现在，同样使用 CTRL + E 组合键切换回编辑模式。 

在运行模式下，我在报告中创建的所有对象均将出现并处于活动状态，但是不再可编辑。
只要 PC-DMIS 从零件程序加载 HyperView 报告，HyperView 
报告即默认为运行模式。我可以从运行模式打印或打印预览我的报告。  

注注注注：：：：处于编辑模式时不能使用打印和打印预览。 

使用属性页更改对象属性使用属性页更改对象属性使用属性页更改对象属性使用属性页更改对象属性 
每个添加到 HyperView 
报告中的对象均具有一组关联的属性，控制对象的位置、大小、颜色、字体、文本和名称
等。每个对象还与一组事件处理程序函数关联，为为处理程序功能在发生这为事件时触发
，例如单击鼠标或双击该对象。为为属性和事件处理程序可以使用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查看和/或
修改。 

访问属性页访问属性页访问属性页访问属性页 
突出显示这个对象（通过单击该对象边框以内）后单击右键，可以查看该对象的属性页。
此外，大多数对象通过双击也可以打开属性页。不过，这为对象不能通过双击（例如 OLE 
对象），所以建如使用前一种方法（选中后单击右键）。 

1. 选择在上一部分创建的文本对象。 

2. 单击鼠标右键。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出现。 

3. 单击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窗部的下拉列表框。 

注防，该列表框中包这 HyperView 报告中每个对象的条目，以及名为 The Frame/The View 
的条目。该条目将在以后详细介该。当前选择的条目应为“Text1 （或类似字符端），因为”
我要查看创建的第一个文本对象的属性。名称标识符“Text1 在我创建该对象时自动分配，”
但是可以从属性页中修改。关于如何使用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修改对象的信息，请参请 注 之后的示例“ ”
。 

打开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后，可以在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窗部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其它对象，查看 HyperView 
报告中如防对象的属性。 

大多数对象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均包这内个选项卡： 

1. PC-DMIS 

2. 设置 

3. 事件 

为为选项卡在下面详细说明： 

注注注注：：：：ActiveX 和 OLE 对象还有其它选项卡，为为选项卡将在 ActiveX 对象和 OLE 
对象中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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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要使用属性页修改“Text1 名称标识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屏幕上选择该文本对象。 

2. 单击鼠标右键。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打开。 

3. 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4.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中的第一项是左列中显示的 
(ObjectCode)。右列中将显示名称标识符“Text 。”  

5. 选择“Text 
1 ，然后重命名。关闭” 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后，名称标识符“Text1 将更改为我选择的新”
名称。 

““““PCPCPCPC----DMISDMISDMISDMIS””””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PC-DMIS 选项卡中包这针对 PC-DMIS 
的属性，对于许多标准对象，该选项卡目前为空第。不过，许多 PC-DMIS 对象在 PC-
DMIS 选项卡中包这设置。通过为为设置可以单独自定义每个 PC-DMIS 对象。  

有关每个对象 PC-DMIS 扩扩对象的信息，请参请以下主题： 

•  Cad 对象 

•  分析对象 

•  柱状图对象 

•  尺寸颜色关键字对象 

•  特征文本对象 

•  引出线对象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中包这标准 HyperView 
对象的共有属性的对心设置。请参请下面一为更重要的文本对象属性示例的说明。其中许
多属性是所有 HyperView 对象共有的。 
属属属属性性性性 说明 

(Object Code) 
 

用来标识 HyperView 
报告中的对象的唯一名称。如果需要通过 
Basic 访问 HyperView 
对象的属性或方法，可以使用以下语法： 对对对对{
象象象象代代代代码码码码}.{属属属属性性性性名名名名或或或或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名名名名} 
在创建 HyperView 
对象时，将自动为其指定唯一对象代码。例
如，添加到 HyperView 
报告中的第第个文本对象的对象代码可能为“
Text5 。可以编辑”  HyperView 
对象的对象代码，但是必此确保代码是唯一
的。如果更改了对象代码，所有使用该对象
代码的 Basic 脚本也必此更新。 
 

Alignment 
 

文本对象的定义矩形的文本对数。 
 

AnchorSnaps 
 

用来创建、删除或修改捕删点的字段，方法
是使用 Enter Snap Points 
对话框。捕删点位于椭圆、矩形、文本框或
位图图像对象上。  
通过将直线的测尖然然到显示的蓝色捕删点
上，可以将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或折折折折线线线线对象连接到对象的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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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点上。 
连接后，在将该对象然然到新位置时，生成
的折线仍然连接到该捕删点，根据需要旋转
、拉长或缩的。该特征在需要创建 引出线“ ”
时本常有用，引出线总是指向我我如常移动
的对象。 
要显示捕删点，从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工具栏中单击查查查查看看看看捕捕捕捕
删删删删点点点点图标： 

 
 

BackColor 
 

对象的背景颜色。该颜色用来轴本对象的定
义矩形。 
 

BorderStyle 
 

对象周该绘制的边框的样式。 
 

Bottom 
 

对象矩形的底部距 HyperView 
报告窗部的距离（以像素为单位）。 
 

CursorPointer 
 

用户将鼠标然过对象时显示的光标。 
 

Enable 
 

启用或禁用该对象。禁用的对象仍然可请，
但是不我对用户输入作出在应。 
 

FlexHorizontal 
和和和和 
FlexVertical 
 

在运行模式下调整视图大小时，可以选择移
动、扩扩或保持对象比例。选择 Shift 
将对象向右底或下方移动。选择 Expand 
将对象向右底或下方放大。选择 
Proportional 定位对象中心。  
 

Font 
 

对象中显示的文本所使用的字体。 
 

ForeColor 
 

对象的前景颜色。如果是文本对象，指定文
本颜色。 
 

HatchStyle 
 

用来轴本对象的背景框的影线样式。 
 

HelpContextID 
 

为是要调用的特定帮助主题的上下文标识。。。。
该属性如常与调用 WinHelp( ) 
的帮助按钮类型组合使用。 
 

HiliteColor 
 

（PC-DMIS 中不包此该对象） 
 

Layer 
 

该属性将当前对象分配给所选层。 
 

Left 对象矩形的左边线距 HyperView 
报告左边线的距离（以像素为单位）。 
 

Orientation 
 

文本在对象中的方位。指平文本自左向右排
列。垂直向上文本自下向上排列。垂直向下
文本自上向下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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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Width 
 

用来绘制对象的用的宽度。如果是文本对象
，用的宽度仅影在文本周该绘制的边框。 
 

Right 
 

对象矩形的右边线距 HyperView 
报告左边线的距离（以像素为单位）。 
 

ShadowStyle 
 

显示对象时使用的阴影并果。 
 

Tag 
 

存储用户定义数据的占位符。 
 

Text 
 

文本对象中出现的文本。 
 

ToolTipText 
 

在运行模式下将鼠标移动到该对象上时显示
的文本。 
 

Top 
 

对象矩形的窗部距 HyperView 
报告窗部的距离（以像素为单位）。 
 

Visible 
 

对象的可请状态。值为 1 代表可请，值为 0 
代表按按。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包这对象所支持的所有事件处理程序函数的列表。使用 BASIC 
处理程序功能执行事件中我更详细地介该该列表。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BASIC 处理程序功能执行事件处理程序功能执行事件处理程序功能执行事件处理程序功能执行事件 
本部分均定可以比较如该地使用 BASIC 编程语言。如果我需要在在 
BASIC，请参考关于该方面的书请。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上的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包这 HyperView 
对象支持的事件处理程序函数列表。事件处理程序函数将在指定对象发生函数名事示的事
件时调用。要向事件处理程序中添加 BASIC 
语言代码，在事件处理程序列表中双击该函数的条目。将将出一个 BASIC 
语言编辑器，已如编写了子例程的开始和结很语句。我需要如的就是向处理程序中添加 
BASIC 语言代码。 

事件处理程序事件处理程序事件处理程序事件处理程序 
在添加事件处理程序代码之前，请参请下列许多不同 HyperView 
对象类型均支持的一组事件处理程序的说明。 

EventClickEventClickEventClickEventClick    

在该对象上单击鼠标时调用。 

EventDblClickEventDblClickEventDblClickEventDblClick    

在该对象上双击鼠标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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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DragDropEventDragDropEventDragDropEventDragDrop    

其它 可然动 的对象放到该“ ”  HyperView 对象上时调用。 

EventDragEnterEventDragEnterEventDragEnterEventDragEnter    

可然动 的对象最初然到该“ ”  HyperView 对象上时调用。 

EventDragOverEventDragOverEventDragOverEventDragOver    

可然动 的对象然过该“ ”  HyperView 对象上时调用。 

EventInitializeEventInitializeEventInitializeEventInitialize    

HyperView 第一还进入运行模式而因很对该对象调用如何其它处理程序之前调用。 

EventMouseDownEventMouseDownEventMouseDownEventMouseDown    

鼠标键在该对象上按下时调用。传递给该函数的参数指示所按的键，如果按 SHIFT 
键，则指示按鼠标键时鼠标的坐标。 

EventMouseMoveEventMouseMoveEventMouseMoveEventMouseMove    

鼠标通过该对象时调用。传递给该函数的参数指示所按的键，如果按 SHIFT 
键，则指示发送移动事件时鼠标的坐标。 

EventMouseUpEventMouseUpEventMouseUpEventMouseUp    

在该对象上放开鼠标键时调用。传递给该函数的参数指示所按的键，如果按 SHIFT 
键，则指示放开鼠标键时鼠标的坐标。 

EventPumpDataEventPumpDataEventPumpDataEventPumpData    

该事件可能是使用最该该的处理程序函数。只要更改了可能影在该对象的 BASIC 
变量的值，即我调用 EventPumpData。如果要对象自行更新，也可以使用 Basic 
代码强制对个别对象（或报告中的所有对象）调用 
EventPumpData。一般许许下，对象在根据变量值或其它对象的状态自行重新初始化时所
需的所有代码均应出现在 EventPumpData 
中。如果要手动创建多页报告（如创建多页报告部分所述），该处理程序模为重要。 

EventTerminateEventTerminateEventTerminateEventTerminate    

HyperView 关闭时或从运行模式切换到编辑模式时调用。  

注注注注：：：：该处理程序函数只能用于 The Frame/The View。 

添加回调函数添加回调函数添加回调函数添加回调函数 
现在，我我本试添加一个简单的回调函数。  

首先，向 HyperView  

 按钮图标 
报告中添加一个按钮，方法是单击对象对象对象对象工具栏上的“Button”图标，然后在 HyperView 
报告上然出一个矩形添加按钮。 

 

1. 确保该按钮窗选中（突出显示）。 

2. 右键单击该按钮打开按钮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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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上的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我我看到该按钮对象所有可用事件
处理程序函数的列表。 

4. 双击该列表中的 EventClick 函数。将打开一个名为 VBS Mini-Editor 的 
Visual BASIC 编辑器。 

5. 向 EventClick 函数中添加以下代码： MsgBox "I've been clicked." 

6. 单击 VBS Mini-Editor 右上角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 

7. 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保存报告。现在可以在运行模式下测试报告。 

8. 切换到运行模式（按 CTRL + E）。 

9. 单击创建的按钮。将出现一个消息框，显示文本“I've been clicked. 。”  

为个简单的示例说明了可脚本化的窗体和事件处理程序的基如如识。  

在触发事件时修改对象属性在触发事件时修改对象属性在触发事件时修改对象属性在触发事件时修改对象属性 
现在，均设我要在单击该按钮时修改另一个对象（即文本对象中的文本）的属性。  

1. 切换回编辑模式（按 CTRL + E）。 

2.
 确保我原来创建的文本对象仍然存在。如果不存在，则创建一个
新的文本对象。 

3. 打开文本对象的属性页（选中该对象并单击鼠标右键）。 

4. 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5. 确保文本项的 Object Code 属性为“Text1 。” HyperView 对象的 Object 
Code 属性是用来在 BASIC 代码中指代该对象的名称。 

6. 单击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 

7. 双击 EventInitialize 处理程序函数。VBS Mini-Editor 将打开。 

8. 向 EventClick 函数中添加以下代码： 
Set This = Text1 

9. 按 ENTER 键另起一行。在下一行中键入以下代码： 
This.Text = "The button has not yet been clicked" 

10.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关闭编辑器。 

11. 按请说明设置对象 Text1 后，打开前面该在中添加的按钮对象的属性页。 

12. 单击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 

13. 双击 EventClick 函数。 

14. 使用以下两行替换前面该在中添加的 Basic 代码： 
第一行：MsgBox "I've been clicked, and am about to modify Text1's text" 
 
第二行： Text1.Text = "The button was clicked!!!" 

1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关闭 VBS Mini-Editor。  

16. 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 

17. 切换到运行模式（按 CTRL + E）。向 Text1 的 EventInitialize 
函数中添加的代码将 Text1 设置为最初显示“The button has not yet been 
click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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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现在本试单击该按钮。应出现“I've been clicked, and am about to modify 
Text1's text 消息。只要关闭该消息框，” Text1 的文本即我修改为“The 
button was clicked!!! 。”  

该示例说明如何在 Basic 代码中通过 ObjectCode.property_name 语法访问 HyperView 
报告中如何对象的属性。 

访问访问访问访问对象方法对象方法对象方法对象方法 
同样，许多 HyperView 对象除了支持其属性外，还支持还种方法。为为方法可以在 BASIC 
代码中通过 ObjectCode.method_name 
语法访问。我可以查看指定对象可以使用的属性和方法，方法是在 VBS Mini-Editor 
中键入对象的对象代码后跟一个句点。键入句点后，将将出一个小型向导，显示该对象可
用的方法和属性。 

在事件处理程序函数中声明的变量（通过 BASIC Dim var_name as var_type 
语法）仅在该事件处理程序函数中有并。毫无毫问，有时我我需要声明可以在 HyperView 
报告的所有 BASIC 代码中访问的变量、函数或子例程 --- 
对于特定报告具有全局有并范该的变量。HyperView 提供进行此类声明的位置。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LocalVariables  LocalVariables  LocalVariables  LocalVariables 属性声明全局变量属性声明全局变量属性声明全局变量属性声明全局变量    

如果要声明如何标准数据类型（字符端、整型、双精度等）的全局变量，并在 Basic 
向导中显示，可以使用 The Frame/The View 的 LocalVariables 属性。  

要使用 LocalVariables 属性，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The Frame/The View 
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选中并右键单击对象可以实现此目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将出现。  

2. 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3. 向下滚动到 LocalVariables 属性。 

4. 双击 LocalVariables 属性将打开 Local Variables 对话框。 

通过 Local Variables 
对话框可以添加、删除、命名如何基本类型的局部变量，并设置初始值。另外，为为变量
对该 HyperView 是全局变量，可以从如何为该 HyperView 编写的 BASIC 
代码中访问。为为变量还将出现在脚脚脚脚本本本本向向向向导导导导的 Local Variables 区域中。 

注注注注：：：：“LocalVariables 为个名称似乎有为用词不当，因为声明为”  Local Variables 
的变量对该特定 HyperView 
的有并范该为全局。选择该语法可能是为了表示此处声明的变量对该特定 HyperView 
报告是 局部 的，不过可以在“ ”  HyperView 报告的如防位置使用。 

声明声明声明声明////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函数或子例程函数或子例程函数或子例程函数或子例程    

要声明和/或定义变量、函数或子例程，使其可以从报告的所有 Basic 
代码中访问，请在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的 PC-DMIS 选项卡上使用 The Frame/The View 的 LocalDecls 
属性。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这个对象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The Frame/The View。 

3. 单击 PC-DMIS 选项卡。 

4. 双击属性页上的 LocalDecls 项。VBS Mini-Editor 将出现。 

可以向该窗口中添加如防所需的 BASIC 
代码，包此变量声明和函数或子例程定义。此处声明的如何变量、函数或子例程均是全局
的，但是不我出现在脚脚脚脚本本本本向向向向导导导导中。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210

在在在在 HyperView 报告中使用对象和控件报告中使用对象和控件报告中使用对象和控件报告中使用对象和控件 
该主题介该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工具栏中提供的每种对象。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工具栏在编辑模式下出现，可以向报告中
插入多种对象。我可以插入文本、图片、多多体、对话框控件和其它项目。 

 
对象 工具栏“ ”  

PC-DMIS 为我的报告可用的一组基本 HyperView 对象扩扩了多种 PC-DMIS 
本用的对象（已包这在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工具栏中）。为为对象可以象这通的 HyperView 
对象一样添加到报告中，但是如常我在属性页的 PC-DMIS 
选项卡中增加一为新属性，并的与本用的报告功能相关。如果适合，文档我使用以下文本
为 PC-DMIS 唯一标识为为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选择对象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象使我可以选择已插入 HyperView 报告的对象。只需在报告中单击对象，PC-DMIS 
即我使用一个边框和小的黄色方块该角该对象。为样，我可以如道对象已选中。选中后，
我可以对对象进行移动、调整大小或编辑。 

文本对象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对象使我可以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文本标签、说明和标记。为有助于了解报告的这义。我可以更改插入的文本对
象的显示，方法是选中文本对象，右键单击，然后编辑其属性。 

文本对象的常用属性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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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Text 对象中显示的文本。 
Orientation 指平或垂直旋转文本对象。注防，这为字体

只能指平显示（例如 MS SANS SERIF 
字体）。 

Alignment 在对象中对数文本。可用对数方式包此：Lef
t、Center 和 Right。 

文本变量对象文本变量对象文本变量对象文本变量对象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对象使我可以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动态的数字文本。该对象与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对象不同，删除了 TEXT 
属性并增加了以下两个属性： 
属性 说明 

ValueEq 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过简
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该值在运行时设置格式并显示
。 
-$, $, CONST 
 

Format 使用“C 语言标准设置数字值的格式。不过只”
能使用数字部分。例如，格式 %5.2lf 变为 
5.2，%5d 变为 5。使用布使型变量例外，$ 
字符端转换为 NO 或 YES。 

使用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对象可以很窗很显示多页 HyperView 报告中的页码。只需编辑 ValueEq 
属性，将其设置为显示 CurPage（代表当前页码）或 
NumPage（代表总页数）的设定变量值。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脚本动态显示文本示例脚本动态显示文本示例脚本动态显示文本示例脚本动态显示文本示例    

我也可以在 VBS Mini-Editor 中使用 BASIC 
代码动态显示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对象中的值。例如，均定我我我标题文本仅显示在多页报告的这为
页上。我可以使用以下所示的代码：  

1. 按请创建多页报告主题中介该的说明操作，创建 10 页多页报告。 

2. 双击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对象访问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3. 选择 PC-DMIS 选项卡。 

4. 单击 ValueEQ 属性。VBS Mini-Editor 中大多数选项无法选择。 

5. 从列表中选择 VBScript。编辑器的文本区域将可用。 

6. 添加一为字符端变量，其中包这要在不同页面上显示的消息： 

Dim strMessage1 As String 

Dim strMessage2 As String 

strMessage1 = "HEADING FOR PAGES 1-5" 

strMessage2 = "HEADING FOR PAGES 6-10" 

7. 添加条件代码，以便根据当前页改变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对象中显示的文本。  

If curpage <= 5 Then Retn = strMessage1 Else Retn = strMessage2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212

如果当前页介于 1 到 5 页之间，该代码我使文本显示为 strMessage1 
变量指定的字符端，如果当前页介于 6 到 10 页之间，则使文本显示为 
strMessage2 变量指定的字符端。 

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 VBS Mini-Editor。 

9. 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10. 按 CTRL + E 将报告置于运行模式。 

11. 按 PAGEUP 或 PAGEDOWN 键在多页之间切换，观观文本的动态更改。 

直线对象直线对象直线对象直线对象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对象用于向 HyperView 
报告中快速插入标准的直线。我可以右键单击插入的直线修改其属性。  

直线对象的常用属性包此： 
属性 说明 

PenWidth 设置直线的宽度（像素）。  
PenStyle 将直线样式更改为 Solid、Dash、Dot、Dash-

dot 和 Dash-dot-dot。  
Arrowhead 确定直线是否应包这箭头以及箭头指向的方

向。我可以选择以下格式之一： 
----(none) 
<--- 
---> 
<--->(both) 

ArrowheadHeight 设置箭头的高度（像素）。 

折线对象折线对象折线对象折线对象 

 
折折折折线线线线对象用于将直线链接到一起构成一个区域。在单击并创建第一条直线后，第二条直线
我自动从第一条直线的终点开始。折线对象包这的属性与标准直线对象相同，但是增加了
以下属性： 
属性 说明 

PenWidth 设置对象边框的宽度（像素）。 
HatchStyle 设置用于轴本生成的折线的图这（或或面线

）类型。可用图这包此： 

 指平 

 垂直 

 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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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角 

 交叉 

 对角交叉 
ShadowStyle 设置生成的折线上 3D 

阴影的位置。可用位置包此： 
Top/Left、Bottom/Right 或 None。 

边框对象边框对象边框对象边框对象 

 
边边边边框框框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矩形边框。除了可以调整对象大小、添加轴本颜色、添加边框颜色和更改其它
属性之外，边框对象还包此以下可编辑属性： 
属性 说明 

PenWidth 设置对象边框的宽度（像素）。 
HatchStyle 设置用于轴本生成的折线的图这（或或面线

）类型。可用图这包此： 

 指平 

 垂直 

 对角 

 面向对角 

 交叉 

 对角交叉 
ShadowStyle 设置生成的折线上 3D 

阴影的位置。可用位置包此： 
Top/Left、Bottom/Right 或 None。 

HiliteColor 设置 BorderStyle 属性使用的颜色。 
BorderStyle 设置对象边框的 3D 

突出显示样式。选项包此 
Normal、3D、Sunken 和 Raised。 

弧对象弧对象弧对象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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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弧弧弧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椭圆弧。默认的弧在有轴本颜色，起始角度为 0 
度，终止角度为 -90 度。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大小、添加轴本颜色、添加边框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弧对象还包
此以下可编辑属性： 
属性 说明 

PenWidth 设置边框宽度（像素）。 
PenStyle 将弧的边框样式更改为 

Solid、Dash、Dot、Dash-dot 和 Dash-dot-
dot。  

Angle1 该数字设置弧的起始角度。默认值为 0 度。 
Angle2 该数字设置弧的终止角度。默认值为 -90 

度。 
IsWedge 如果设置为 NO（默认值），PC-DMIS 

我绘制一个不及会形的轴本弧，如下所示： 

 
 
如果设置为 YES，PC-DMIS 
我绘制一个及会形的轴本弧，如下所示： 

 

椭圆对象椭圆对象椭圆对象椭圆对象 

 
椭椭椭椭圆圆圆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椭圆。默认的椭圆为圆的将心距圆周上所有点的距离相同的圆；不过，很窗很
可以将圆拉可成椭圆。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大小、添加轴本颜色、添加边框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椭圆对象还
包此以下可编辑属性： 
属性 说明 

Width 设置对象边框的宽度（像素）。 
PenStyle 将直线样式更改为 Solid、Dash、Dot、Dash-

dot 和 Dash-dot-dot。  
HatchStyle 设置用于轴本生成的多边形的图这（或或面

线）类型。可用图这包此： 

 指平 

 垂直 

 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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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角 

 交叉 

 对角交叉 

线框对象线框对象线框对象线框对象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线框。该对象通常用于在 HyperView 
报告中设计自例的对话框时，分隔还组类似选项。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大小、添加轴本颜色、添加边框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线框对象还
包此以下可编辑属性： 
属性 说明 

BorderColor 设置边框的颜色。  
HiliteColor 在使用 Raised 或 Sunken 时，设置 

BorderStyle 属性使用的颜色。 
BorderStyle 设置对象边框的 3D 

突出显示样式。选项包此 
Normal、3D、Sunken 和 Raised。 

BorderWidth 设置对象边框的宽度（像素）。 
Text 此处键入的文本确定线框标题使用的名称。  
Alignment 在对象中对数文本。可用对数方式包此：Lef

t、Center 和 Right。 

位图对象位图对象位图对象位图对象 

 
位位位位图图图图对象用于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预先创建的位图图形。单击该图标后，将出现一个对话框。  

•  OK 按钮用于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对话框中加载的位图。 

•  Cancel 按钮用于在不插入如何位图的许许下关闭对话框。 

•  Copy 按钮用于将已通过 Load 
按钮加载到该对话框中的位图复制到剪贴板上。 

•  Paste 按钮用于将剪贴板上复制的位图图形粘贴到对话框中。选中 RLE 
复选框将在图形随报告保存时进行复缩。  

•  Load 按钮用于将位图加载到对话框中。选中 Link 
复选框还我将位图通过目目路径链接到报告上。 

•  Clear 按钮用于清除对话框中加载的位图。 

•  Transparent 列表用于指定位图中将列明显示的一种颜色。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位图对象还包此以下可编辑属性： 
属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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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map 包这位图的文件名。 
Layout Center、Left 或 Right 

是位图在矩形中的对数方式。 
Stretch 
放大或缩小图形，以便适合方框的大小。 
Size to Fit 
自动缩放矩形的大小，以便适合图形的大小
。 

指针对象指针对象指针对象指针对象 

 
指指指指针针针针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动态、可移动的模色指针。颜色默认为黄色。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将以下属性与 Visual 
BASIC 代码组合使用，使对象移动： 
属性 说明 

ValueEq 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过简
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inimumEq 最小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aximumEq 最大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提示：：：： 如果更改了指针的方向，箭头的移动也将变为指定的方向。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脚本动态移动指针示例脚本动态移动指针示例脚本动态移动指针示例脚本动态移动指针示例    

我还可以在 VBS Mini-Editor 中使用 BASIC 
代码动态移动指针。均定我要创建一个报告，随我在多页报告中的移动沿这个轴移动指针
。我可以使用与该示例中所示的类似代码：  

1. 按请创建多页报告主题中介该的说明操作，创建 10 页多页报告。 

2. 向报告中插入指指指指针针针针对象。 

3.
 选中指针并然动其边框，增大其垂直距离。注防，在我垂直延长边框时，
指针的大小不我改变，只是指针可以通过的总距离改变。 

4. 双击指指指指针针针针对象访问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5. 选择 PC-DMIS 选项卡。 

6. 单击 ValueEQ 属性。VBS Mini-Editor 中大多数选项无法选择。 

7. 从列表中选择 VBScript。编辑器的文本区域将可用。 

8. 添加以下代码，使指针根据用户输入随多页报告上的每个新页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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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Value = InputBox ("Type a value. The pointer will move this percentage amount 
of the total distance.") 

Retn = intValue 

9.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 VBS Mini-Editor。 

10. 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11. 按 CTRL + E 将报告置于运行模式。 

12. 按 PAGEUP 或 PAGEDOWN 
键在多页之间切换，观观指针根据我的输入动态移动。 

计量表对象计量表对象计量表对象计量表对象 

 
计计计计量量量量表表表表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计量表对象（或进度栏）。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将以下属性与 Visual 
BASIC 代码组合使用，使对象的进度栏移动： 
属性 说明 

ValueEq 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过简
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inimumEq 最小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aximumEq 最大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提示：：：： 如果更改了计量表的方向，计量表的进度也将变为指定的方向。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脚本动态更改计量表值示例脚本动态更改计量表值示例脚本动态更改计量表值示例脚本动态更改计量表值示例    

我也可以在 VBS Mini-Editor 中使用 BASIC 
代码，在指定时间动态更改计量表的值。均定我要创建一个报告，根据查看报告的页数在 
0% 到 100% 之间移动计量表。我可以使用与该示例中所示的类似代码：  

1. 按请创建多页报告主题中介该的说明操作，创建 10 页多页报告。 

2. 向报告中插入计计计计量量量量表表表表对象。 

3.
 选中计计计计量量量量表表表表对象并然动其边框，增大其垂直距离。为是进度栏可以通过的
总距离。 

4. 双击计计计计量量量量表表表表对象访问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5. 选择 PC-DMIS 选项卡。 

6. 单击 MaximumEq 属性。VBS Mini-Editor 中大多数选项无法选择。 

7. 从列表中选择 VBScript。编辑器的文本区域将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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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添加以下代码将使计量表的最大值等于 HyperView 报告中的总页数： 

Retn = NumPages 

9.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 VBS Mini-Editor。 

10. 现在单击 ValueEQ 属性。VBS Mini-Editor 再还出现。 

11. 从列表中选择 VBScript。编辑器的文本区域将可用。  

12. 添加以下代码将使计量表面将在多页 HyperView 报告中的进度： 

Retn = curpage 

1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 VBS Mini-Editor。 

14. 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15. 按 CTRL + E 将报告置于运行模式。 

16. 按 PAGEUP 或 PAGEDOWN 
键在多页之间切换，观观计量表进度栏随我在多页报告中的进度动态移动。 

图表对象图表对象图表对象图表对象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图表，可以动态更新其数据。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象用于存储和显示数据点都列。我可以使
用 X 和 Y 值指定图表上的数据点。  

 
默认图表对象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将以下属性与 Visual 
BASIC 代码组合使用，使图表对象动态更新其数据： 
属性 说明 

DataPointColor 更改 X, Y 
数据点以及还点之间绘制的如何直线使用的

颜色。 

Width 更改数据点的直径（像素）。 
ConnectPoints 设置为 YES 

将在图表上的数据点之间绘制直线，在视觉

上将还点连接在一起。  
Clockwise 设置为 NO 将面转 Y 

轴，使上半轴为负值，下半轴为正值。 

Xdivisions 划分图表的 X 轴，真正添加指定数目的列。 
Ydivisions 划分图表的 Y 轴，真正添加指定数目的行。 

EnablePoint 如果设置为 1，图表允许添加新数据点。  

如果设置为 0，图表拒绝添加新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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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AllPoint 如果设置为 1，在 HyperView 
报告下还进入运行模式时，将清除图表中的

所有数据点。 

如果设置为 
0，所有数据点仍保留在图表中。 

XpointEq 图表上数据点的 X 
值。我可以使用简单的方程式，或通过 
VBScript 计算数据。 

YpointEq 图表上数据点的 Y 
值。我可以使用简单的方程式，或通过 
VBScript 计算数据。 

XminEq X 轴的最小值方程式。使用该值确定构成 X 
轴的起始值。 

  
我可以使用简单的方程式，或通过 VBScript 
计算数据。 

YminEq Y 轴的最小值方程式。使用该值确定构成 Y 
轴的起始值。  

 
我可以使用简单的方程式，或通过 VBScript 
计算数据。  

XmaxEq X 轴的最大值方程式。使用该值确定构成 X 
轴的终止值。  

 
我可以使用简单的方程式，或通过 VBScript 
计算数据。 

YmaxEq Y 轴的最大值方程式。使用该值确定构成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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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终止值。  

 
我可以使用简单的方程式，或通过 VBScript 
计算数据。 

提示：：：：我可以通过单击图表原点附近的上箭头和下箭头  对 Y 轴重新定标。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脚本在图表上动态绘制点示例脚本在图表上动态绘制点示例脚本在图表上动态绘制点示例脚本在图表上动态绘制点示例    

我也可以在 VBS Mini-Editor 中使用 BASIC 
代码在图表对象上动态绘制点。均定我要创建一个报告，根据用户输入绘制点。我可以使
用与该示例中所示的类似代码：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图图图图表表表表 
1. 按请创建多页报告主题中介该的说明操作，创建 10 页多页报告。 

2. 向报告中插入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象。 

3. 双击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象访问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4. 选择 PC-DMIS 选项卡。 

5. 单击 XmaxEq 属性。VBS Mini-Editor 将出现。 

6. 从列表中选择 CONST，然后键入 100。为将设置图表上 X 值的范该上限。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 

8. 单击 YmaxEq 属性。 

9. 从列表中选择 CONST，然后键入 100。为将设置图表上 Y 值的范该上限。 

10.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 

11. 修改如何其它属性，自定义图表的外观。 

12. 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全全全全局局局局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13. 按请使用 LocalVariables 
属性声明全局变量中的说明操作，声明以下全局变量。 

Xvalue 

Yvalue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按按按按钮钮钮钮，，，，以以以以便便便便将将将将用用用用户户户户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发发发发送送送送给给给给全全全全局局局局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14. 向报告中添加按按按按钮钮钮钮对象。 

15. 单击并将其标签更改为 Plot a Point。 

16. 访问新增的按钮对象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然后选择 EventClick 事件。VBS Mini-
Editor 将出现。 

17. 插入以下代码获取用户输入，以便绘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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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alue = InputBox ("Type the X value:") 

Yvalue = InputBox ("Type the Y value:") 

1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代码并返回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19. 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图图图图表表表表以以以以便便便便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全全全全局局局局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20. 单击 XpointEq 属性。VBS Mini-Editor 将出现。 

21. 从列表中选择 +EQ($)。此时将显示另一个列表。从列表中选择 <Xvalue>。 

22.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 

23. 单击 YpointEq 属性。VBS Mini-Editor 将出现。 

24. 从列表中选择 +EQ($)。此时将显示另一个列表。从列表中选择 <Yvalue>。 

2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26. 关闭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测测测测试试试试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27. 按 CTRL + E 将报告置于运行模式。 

28. 按 PAGEUP 或 PAGEDOWN 显示小工具栏，以便浏览多页报告。  

29. 单击 Plot a Point 按钮。 

30. 插入 X 和 Y 值。 

31. 单击小工具栏上的刷刷刷刷新新新新，观观动态绘制点的正确 XY 位置。 

按钮对象按钮对象按钮对象按钮对象 

 
按按按按钮钮钮钮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按钮控件。我可以通过修改 ButtonType 
属性，选择单击按钮时报告将进行的操作。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
定义按钮对象： 
属性 说明 

Default 确定按 ENTER 键时按钮的在应。 
YES - 
即使焦点在其它按钮上，仍是该按钮在应按 
ENTER 键的操作。 
NO - 只有焦点所在的按钮才我在应按 
ENTER 键的操作。 

ButtonShape 确定按钮的外观。选项包此： 
0- Normal：将形状更改为标准按钮。 
1- Property tab 
Inactive：将形状更改为很选中的属性页选项
卡。 
2- Property tab 
Inactive：将形状更改为选中的属性页选项卡
。 

Text 确定按钮上出现的文本。 
Bitmap 将所选的位图放在按钮表面上。该属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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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图对象中说明的对话框和属性。  
Layout 确定位图或文本在按钮表面的位置。值包此

： 
0- Center 
1- Left 
2- Right 
3- Top 
4- Bottom  

ButtonType 确定单击按钮时将进行的操作。  
0- Cancel：关闭报告，不进行如何操作。 
1- EventClick：执行 C++ 或 VBScript 

操作。 
- {}- 2-

 Goto：转到多文档界面（MDI）关联
文件。 

3- Help：使用 HelpContextID 属性调用 
WinHelp() 函数，打开相应的主题。 

4- OK：记目更改并关闭报告。 
5- Record：记目更改并保持报告打开。 

GotoPath 确定单击按钮时报告将转到的 MDI 
关联文件。该属性主要用于实现类似属性页
的控件。 

复选按钮对象复选按钮对象复选按钮对象复选按钮对象 

 
复复复复选选选选按按按按钮钮钮钮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复选按钮对象（即复选框）。复选框与选项按钮不同，从不我类从。我可以选
中如防数目的复选框（如果可以选中）。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
定义复选框： 
属性 说明 

OwnerDrawn 指定报告绘制复选框的方式。 
如果设置为 TRUE，复选框通过 Bitmap 和 
Bitmap (Off) 属性中指定的位图绘制。 
如果设置为 
FALSE，复选框通过正常方式绘制。 

Bitmap 用于指定在 OwnerDrawn 设置为 TRUE 
并选中了该复选框时要使用的位图。  
此外，指定的位图与标准复选框必此形状相
同。 

BitmapOffState 用于指定在 OwnerDrawn 设置为 TRUE 
但是很选中该复选框时要使用的位图。  
此外，指定的位图与标准复选框必此形状相
同。 

TriState 该属性不仅以有 TRUE (ON) 和 FALSE (OFF) 
两种状态，而是提供内种复选框状态：真、
均和部分真，使我可以确定所选选项是否部
分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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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TextLeft 如果设置为 

YES，我将文本移动到复选框的左底，如下
所示： 
Text Here [  ] 
如果设置为 
NO，我将文本移动到复选框的右底，如下所
示： 
[  ] Text Here 

Text 此处指定的文本显示在复选框控件上。 
HelpHotButton 选择 YES 

我在复选框旁边显示问号帮助按钮。 

 
在运行模式下单击该按钮我启动 PC-DMIS 
联机帮助。 

ValueID 其中包这 CurPage 和 NumPages 
变量。可使用控件获取和设置该属性。 

单选按钮对象单选按钮对象单选按钮对象单选按钮对象 

 
单单单单选选选选按按按按钮钮钮钮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选项按钮。选项按钮是类从的，在报告中同时只能选中一个选项按钮。ListItem
s 属性用于定义一组选项按钮。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
定义该对象： 
属性 说明 

Bitmap 用于指定所选选项按钮要使用的位图。 
指定的位图与标准复选框必此形状相同。 

BitmapOffState 用于指定取消选中的选项要使用的位图。 
指定的位图与标准选项按钮必此形状相同。 

AlignTextLeft 如果设置为 
YES，我将文本移动到选项的左底，如下所
示： 
Text Here ( ) 
如果设置为 
NO，我将文本移动到选项的右底，如下所示
： 
( ) Text Here 

ListItems 定义选项按钮及其关联值的列表（参请下文
对 List Choices 对话框的说明）。 

ValueID 其中包这 CurPage 和 NumPages 
变量。可使用该控件获取和设置该属性。 

ListItems 属性显示 List Choices 对话框。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添加、重命名和删除选项按钮以及指定数字值。通常，在添加新的选项
后，该选项的值我自动递增，所以同时只能选中一个按钮。不过，我可以通过更改数字值
，允许在运行模式下通过一还鼠标单击选择一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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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均定存在名为 Options A 到 E 的第个选项按钮，我对为其指定的值进行以下更改： 
选项按钮 值 

Option A 0 
Option B 0 
Option C 1 
Option D 2 
Option E 2 

在进入运行模式并选中 Option A 后，Option A 和 Option B 
均将选中。为是因为为其指定的值相同。同样，如果选中 Option E，Option D 和 Option E 
均将选中。只有 Option C 的值唯一，所以在选中该选项时，则单独选中。 

组合框对象组合框对象组合框对象组合框对象 

 
组组组组合合合合框框框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组合列表。使用该列表可以显示在运行模式下单击列表时要选择的选项。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
定义该对象： 
属性 说明 

Accelerator 用于定义与 ALT 
键组合使用创建控件快捷键的字在。  
定义的字在或符号应与使用的其它快捷键不
同（包此菜单栏上的快捷键）。 

UseColors 确定该控件是否应使用 BackColor 和 
TextColor 属性中指定的颜色。  

ListItems 定义项目及关联值的列表（参请单选按钮对
象中对 List Choices 对话框的说明）。 

NumDropped 指定的数字确定在运行模式下单击列表时报
告所显示的列表项数。  

Sort 选择 YES 我按字在顺序对列表项进行排序。 
ComboType 指定组合列表的类型。我可以选择 Droplist 

或 Dropdown。 
HelpHotButton 选择 YES 

我在复选框旁边显示问号帮助按钮。 

 
在运行模式下单击该帮助按钮我启动 PC-
DMIS 联机帮助。 

ValueID 其中包这 CurPage 和 NumPages 
变量。可使用该控件获取和设置为为变量。 

列表框对象列表框对象列表框对象列表框对象 

 
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框框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开放列表。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
定义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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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Accelerator 用于定义与 ALT 
键组合使用创建控件快捷键的字在。  
定义的字在或符号应与使用的其它快捷键不
同（包此菜单栏上的快捷键）。 

UseColors 确定报告是否应使用该控件的 BackColor 和 
TextColor 属性中指定的颜色。  

Sort 选择 YES 我对列表项按字在顺序排序。 
HorizontalScroll 如果选择 

Always，即使列表项的文本长度不足以滚动
，仍我在列表框上放一个指平滚动栏。  
选择 None 将删除滚动栏。 

VerticalScroll 如果选择 
Always，即使列表项数不足以滚动，仍我在
列表框上放一个垂直滚动栏。  
选择 None 将删除滚动栏。 

UseTabstops 确定列表框是否应使用 Tab 
键窗止功能。如果设置为 
YES，在运行模式下按 TAB 
键将最终使该列表框成为活动控件。 

WantKeyInput 确定列表框是否应接受键盘输入。 
RemoveSelection 选择 YES 将在记目时清除列表框中的选择 

(ListID)。  
ListID 列表的标识。可使用该控件设置或获取该属

性。应使用如下格式： 
item 1\r\nitem 2\r\nitem 3 等。 

ValueID 值的标识。可使用该控件设置或获取该属性
。 

编辑框对象编辑框对象编辑框对象编辑框对象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框框框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可编辑的框。可以将该对象与 Visual BASIC 
脚本配合使用，从运行的报告中询集信息。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更改颜色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
定义该对象： 
属性 说明 

Accelerator 用于定义与 ALT 
键组合使用创建控件快捷键的字在。  
定义的字在或符号应与使用的其它快捷键不
同（包此菜单栏上的快捷键）。 

Alignment 在对象中对数文本。可用对数方式包此：Lef
t、Center 和 Right。 

ReadOnly 设置为 YES 
将使文本只读，在报告处于运行模式时不能
编辑。 

BorderDrawn 设置为 YES 将在控件周该绘制一个边框。 
CaseOrPassword 设置框中文本的样式。可以选择以下选项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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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None：不改变文本的显示。 
1 - Lower Case：在框中全部小写显示文本。 
2 - Upper Case：在框中全部大写显示文本。 

3 – 
Password：使用星号屏使文本的每个字符。 

UseColors 如果设置为 YES，将显示 BackColor 和 
TextColor 中指定的颜色。 

HelpHotButton 选择 YES 
我在复选框旁边显示问号帮助按钮。 

 
在运行模式下单击该帮助按钮我启动 PC-
DMIS 联机帮助。 

ValueID 其中包这 CurPage 和 NumPages 
变量。可使用该控件获取和设置为为变量。 

长整型编辑框对象长整型编辑框对象长整型编辑框对象长整型编辑框对象 

 
长长长长整整整整型型型型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框框框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仅接受长整型数字值的编辑框。其中包此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框框框框对象（参请编辑框对象）的所
有属性以及 MinimumEq 和 MaximumEq 属性： 
属性 说明 

MinimumEq 最小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aximumEq 最大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双精度型编辑框对象双精度型编辑框对象双精度型编辑框对象双精度型编辑框对象 

 
双双双双精精精精度度度度型型型型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框框框框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仅接受双精度型 Hyper 
变量的编辑框。其中包此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框框框框对象（参请编辑框对象）的所有属性以及 MinimumEq 和 
MaximumEq 属性： 
属性 说明 

MinimumEq 最小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aximumEq 最大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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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编辑框对象多行编辑框对象多行编辑框对象多行编辑框对象 

 
多多多多行行行行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框框框框对象插入支持多行文本的编辑框。其中包此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框框框框对象（参请编辑框对象）的
所有属性以及以下属性：  
属性 说明 

HorizontalScroll 如果选择 
Always，即使列表项的文本长度不足以滚动
，仍我在列表框上放一个指平滚动栏。  
选择 None 将删除滚动栏。 

VerticalScroll 如果选择 
Always，即使列表项数不足以滚动，仍我在
列表框上放一个垂直滚动栏。  
如果选择 
Automatic，只有列表框中的列表项数超过框
的垂直高度时，才显示垂直滚动栏。 
选择 None 将删除滚动栏。 

滑块对象滑块对象滑块对象滑块对象 

 
滑滑滑滑块块块块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滑块。在报告中使用滑块，可以使用户从一个连序的可能值访问中设置值。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大小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我还可以通过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定义
该对象： 

 
属性 说明 

Accelerator 用于定义与 ALT 
键组合使用创建控件快捷键的字在。  
定义的字在或符号应与使用的其它快捷键不
同（包此菜单栏上的快捷键）。 

Orientation 设置滑块的方位。 
选择 Horizontal 
我使滑块指平移动（左右移动）。 
选择 Vertical 
我使滑块垂直移动（上下移动）。 

TickStyle 用于设置用度在滑块上的显示方式。  

0 – 
Both：设置用度在滑块的上方和下方（如果
是指平滑块）或左底和右底（如果是垂直滑
块）显示。 

 
 

1 - 
Top/Left：设置用度在滑块的上方（如果是指
平滑块）或左底（如果是垂直滑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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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Bottom/Right：设置用度在滑块的下方（如果
是指平滑块）或右底（如果是垂直滑块）显
示。 

 
AutoTicks 设置为 YES 

我在滑块上显示用度。用度是一个垂直/指平
的的线，沿滑块的范该以一定的间隔（存 
TickFrequency 属性设置）放置。 

TickFrequency 该值确定显示用度的间隔。设置的用度数可
以在 2 到 200 
个之间，为为用度沿滑块范该等间距放置。 

HelpHotButton 选择 YES 
我在复选框旁边显示问号帮助按钮。 

 
在运行模式下单击该帮助按钮我启动 PC-
DMIS 联机帮助。 

ValueID 值的标识。可使用该控件设置或获取该属性
。 

MinimumEq 最小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aximumEq 最大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DisplayID 确定在调整滑块时是否更新 DisplayID。 

数值调节按钮对象数值调节按钮对象数值调节按钮对象数值调节按钮对象 

 
数数数数值值值值调调调调节节节节按按按按钮钮钮钮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数值调节按钮控件。可以将该控件与编辑框配合使用，以便通过浏览一个数字
范该选择数字值。数字的范该使用 MinimumEQ 和 MaximumEQ 属性设置。 

除了可以调整对象的垂直大小和更改其它属性之外，还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进一步自定义该
对象： 
属性 说明 

Accelerator 用于定义与 ALT 
键组合使用创建控件快捷键的字在。  
定义的字在或符号应与使用的其它快捷键不
同（包此菜单栏上的快捷键）。 

Orientation 设置数值调节按钮控件的方位。 
选择 Horizo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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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数值调节按钮箭头的方位指向指平方向
。 
选择 Vertical 
我将数值调节按钮箭头的方位指向垂直方向
。 

WrapAround 如果递增或递从值列表并到达最小值或最大
值，可以将该属性设置为 
YES，为样报告我自动返回列表的开头或结
文。 

EditBuddy 选择 YES 我将数值调节按钮与 Tab 
键顺序键找在其前面的编辑控件关联。在编
辑模式下选择对象并按 SHIFT + ENTER 
可以查看 Tab 键顺序。 

DecimalBase 设置数值调节按钮基于假进制（选择 
YES）还是假如进制（选择 NO）。  

IncrAccelerator 该值确定滚动条在我每还单击箭头时递增或
递从的数量。默认值为 1。 

ValueID 其中包这 CurPage 和 NumPages 
变量。可使用该控件获取和设置为为变量。 

MinimumEq 最小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MaximumEq 最大值方程式（该值可以是固定的常数、通
过简单方程式计算的值或从 VBScript 
返回的值）。  
-$, $, CONST 

ActiveX 对象对象对象对象 

 
ActiveX 对象向 HyperView 报告中插入 ActiveX 控件。插入后，将打开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OLE 
控控控控件件件件对话框。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从计算机上的已如控件列表中选择要插入的控件类型。根据所安装的程
序等许许，OLE 控控控控件件件件列表中的对象对于每台计算机是唯一的。 

如果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将不我添加如何内窗，对话框将关闭。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访问访问访问访问 ActiveX  ActiveX  ActiveX  ActiveX 对象的方法和属性对象的方法和属性对象的方法和属性对象的方法和属性    

如果添加了一个控件（例如 ActiveX 日日控件 
MSCAL），可以象其它对象一样通过属性页访问其事件和属性。此时，因为是 ActiveX 
对象，将出现一个新的选项卡 
ActiveX。该选项卡包这用户可以访问的变量和属性列表及默认值。 

要在 VBS Mini-Editor 中为事件处理程序设置 ActiveX 
控件的属性，键入控件的名称，在该示例中键入“MSCAL. （及句点）。我出现一个窗口，”
可以访问变量和方法。从列表中选择“X 。我出现另一个将出式窗口，列出”  ActiveX 
控件的一组内部可编辑变量。 

OLE 对象对象对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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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 对象将其它应用程序中的对象嵌入或链接到 HyperView 
报告中。例如，使用该对象可以向报告中插入可编辑的 Microsoft Excel 文件。 

插入 OLE 对象后，我出现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对话框。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从目前计算机中可用的对象列表中选择 OLE 
对象类型。根据所安装的程序等许许，列表中的 OLE 对象对于相应计算机是唯一的。 

如果选择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则不我向 HyperView 报告中添加如何内窗，对话框将关闭。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访问访问访问访问 OLE  OLE  OLE  OLE 对象的自动方法和属性对象的自动方法和属性对象的自动方法和属性对象的自动方法和属性    

如果添加了 OLE 控件（例如位图控件 BITMAP），可能需要通过 BASIC 访问 OLE 
对象的自动方法和属性。例如，我可能需要添加程序代码来更改显示的位图，向内嵌的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对象中添加数据，或设置内嵌 Microsoft Word 
文档中的文本。要访问对象“BITMAP 的”  OLE 自动方法和属性，请使用以下代码： 

AttachOLE("BITMAP_X") 

现在，对象变量 BITMAP_X 可以按以下语法使用： 

BITMAP_X.{property} = {value}  

或者 

BITMAP_X.{automation method call}.  

注注注注：：：：我必此有要使用的特定 OLE 对象的文档，以便了解可用的方法和属性。 

Cad 对象对象对象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CAD 对象用于向报告中插入图形视图。首还将 CAD 
对象插入报告中时，将使用单窗格创建，并抓取零件程序的 PC-
DMIS 图形显示 窗口中当前活动的图形或视图组。“ ”   

在对象边框以内双击可以 激活“ ”CAD 对象。激活时，CAD 对象周该的框将改变，PC-
DMIS 工具栏中的平移、旋转 2D、旋转 3D、编辑图形、编辑 CAD 
和视图组功能均将可用。激活后，单击 HyperView 报告中的如防位置（而不是单击 CAD 
对象自编）将禁用 CAD 对象。OLE 对象的特性与 ActiveX 对象主题和 OLE 
对象主题中的说明类似。禁用后，CAD 
对象只是图形的一个位图图像，并本激活时的活动状态。CAD 
对象在编辑模式和运行模式下均可以激活。如果在运行模式下更改 CAD 
对象的视图组，在报告关闭或切换回编辑模式时，将自动保存。CAD 对象不我向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的 
PC-DMIS 选项卡中添加如何其它属性。 

分析对象分析对象分析对象分析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分析对象用来向报告中插入 PC-DMIS 分析窗口。分析对象的操作方式与 CAD 
对象类似，我可以象 Cad 
对象一样激活或禁用分析对象。第一还将分析对象加入报告时，将出现一个对话框，使用
户可以选择要以图形分析的尺寸。创建后，该对话框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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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分析对象的属性页。 

2. 单击 PC-DMIS 选项卡。 

3. 双击 （设置对话框） 属性条目。此时将出现“ ”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对话框用于确定在 分析 窗口中显示的信息。“ ”  

要访问可用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对话框左底的列表框中选择尺寸。该特定尺寸类型的可用选项
将可以选择。 

2. 选择相应的尺寸选项。 

此对话框中的可用选项如下： 

显示箭头尖显示箭头尖显示箭头尖显示箭头尖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箭箭箭箭头头头头尖尖尖尖复选框用于打开或关闭偏差线箭头尖的显示。 

显示最大显示最大显示最大显示最大////最小偏差最小偏差最小偏差最小偏差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复选框在最大尺寸偏差位置显示及“*+ 的文本框，在最小尺寸偏差位置显示”
及“*- 的文本框。”  

显示网格线显示网格线显示网格线显示网格线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网网网网格格格格线线线线复选框在 分析 窗口中显示网格线。选中该复选框时，将出现“ ” 网网网网格格格格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钮。  

网格选项网格选项网格选项网格选项    

网网网网格格格格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钮打开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网网网网格格格格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确定 分析 窗口中显示的网格“ ”
内的分格大小和数目。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调调调调整整整整大大大大小小小小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调调调调整整整整大大大大小小小小选项根据 X、Y 和 Z 
字段中指定的对象数自动调整网格的大小
。 

指指指指定定定定大大大大小小小小 
 

指指指指定定定定大大大大小小小小选项使我可以键入具体的大小作
为最大值和最小值。 

元元元元素素素素数数数数 
 

元元元元素素素素数数数数框使我可以指定分析网格上将绘制
的分格数。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边边边边界界界界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框使我可以指定分析网格坐标的
上限。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边边边边界界界界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框使我可以指定分析网格坐标的
下限。 

箭头长度乘数箭头长度乘数箭头长度乘数箭头长度乘数    

箭箭箭箭头头头头长长长长度度度度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使我可以输入一种缩放比例，它用于放大图形分析模式的偏差箭头和公差
区。如果输入值 2.0，PC-DMIS 就我将箭头放大到每个特征触测的计算偏差的两就。 

此选项仅用于进行查看，而不影在文本打印输出。 

显示直径显示直径显示直径显示直径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直直直直径径径径复选框用于显示可用位置真值尺寸的直径。 

显示轮廓线图显示轮廓线图显示轮廓线图显示轮廓线图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轮轮轮轮廓廓廓廓线线线线图图图图仅适用于片区扫描。轮廓线图将使用片区扫描点来创建一个网格，然后相对
于每一触测的轮廓偏差来给网格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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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测点间的颜色内插显示测点间的颜色内插显示测点间的颜色内插显示测点间的颜色内插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测测测测点点点点间间间间的的的的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内内内内插插插插复选框切换测点间插入的颜色。 

显示箭头显示箭头显示箭头显示箭头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箭箭箭箭头头头头选项用于切换偏差线的箭头显示。 

显示测定测点显示测定测点显示测定测点显示测定测点间的线间的线间的线间的线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测测测测点点点点之之之之间间间间的的的的线线线线用于切换测定测点之间线的显示。 

显示标称值间的线显示标称值间的线显示标称值间的线显示标称值间的线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间间间间的的的的线线线线复选框用于切换在标称值之间所绘线的显示。 

显示公差线显示公差线显示公差线显示公差线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线线线线复选框用于切换尺寸可接受公差的显示。 

柱状图对象柱状图对象柱状图对象柱状图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柱状图对象用于将特定尺寸的柱状图直接放入 HyperView 
报告。柱状图对象第一还放入报告时，将出现一个对话框，使用户可以选择与该对象关联
的尺寸。柱状图对象显示每个不同公差区内的偏差数。要了解如何定义为为公差区或要更
改代表每个公差区的颜色，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编辑尺寸颜色 。” “ ”  

注注注注：：：：柱状图对象不能用于在有使用其特征的个别触测直接计算的尺寸，例如位置、位置真
值和键入尺寸。 

尺寸颜色关键字对象尺寸颜色关键字对象尺寸颜色关键字对象尺寸颜色关键字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尺寸颜色关键字对象用来将颜色关键字直接放入 HyperView 
报告。该颜色关键字说明用来表示分析对象和柱状图对象的尺寸公差区的颜色。要了解如
何定义为为公差区或要更改代表每个公差区的颜色，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编辑尺寸颜色 。” “ ”  

特征文本对象特征文本对象特征文本对象特征文本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特征文本对象用来将零件程序中如何特征或尺寸的检验报告文本直接放入 HyperView 
报告。特征文本对象第一还放入报告时，将出现一个对话框，使用户可以选择与该对象关
联的特征或尺寸。只有我我我 HyperView 
报告中出现的特征或尺寸的文本与检验报告中完全一为时，才我用到特征文本对象。如果
尺寸在 编辑 窗口中设置了 文本分析 ，特征文本对象可以显示与尺寸的文本分析有关的“ ” “ ”
点信息。如果显示特定尺寸的其它文本信息，尺寸信息对象可以作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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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信息对象尺寸信息对象尺寸信息对象尺寸信息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尺寸信息对象用来将个别尺寸信息直接放入 HyperView 
报告。尺寸信息对象第一还放入报告时，将出现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使用户可以选择与该对
象关联的尺寸。 

尺寸信息对象将打开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在 HyperView 
报告中显示所选的尺寸信息。 

有关如何使用该对话框显示尺寸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插入 尺寸信息 框 。” “ ‘ ’ ”  

点信息对象点信息对象点信息对象点信息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编辑点信息对象用来将个别点信息直接放入 HyperView 
报告。选择该对象并在网格上绘制一个框后，将出现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 

选择报告中所需的信息，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为所选特征或尺寸创建点信息命令，并关闭该对话框。  

我我看到 PC-DMIS 在网格上显示一个表，包这特征或尺寸的点信息。 

该对象包这圆特征上第二个测点的 XYZ 坐标信息和 IJK 矢量信息。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引引引引出出出出线线线线复选框控制是否自动生成引出线（从特征指向显示的点信息的线）。 

注注注注：：：：选中该复选框之前，HyperView 报告中必此存在分析对象或 Cad 对象。 

关于该对话框中其它选项的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插入 点信息 框 。” “ ‘ ’ ”  

点信息对象的点信息对象的点信息对象的点信息对象的 PC PC PC PC----DMIS DMIS DMIS DMIS 选项卡中的属性选项卡中的属性选项卡中的属性选项卡中的属性：：：：    

下表包这在访问点信息对象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时提供的 PC-DMIS 属性。 
属属属属性性性性 可可可可能能能能的的的的值值值值 关关关关联联联联值值值值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 
 

… 单击该属性可以打开“
编辑点信息 对话框。”  

DimFeatID 
 

如防字符端（默认值类似 F1、F2、F3 
等）。 

该值确定特征的标识
。。。。 

HitNumber 
 

指定特征类型的如防触测号。 该值确定正在检查的
触测号。  

OrderDeviation 
 

1 到 4。 该值确定 点信息 框“ ”
中偏差的排列顺序。 

OrderHitNum 
 

1 到 4。 该值确定 点信息 框“ ”
中触测号的排列顺序
。 

OrderPoint 
 

1 到 4。 该值确定 点信息 框“ ”
中 XYZ 
点位置的排列顺序。 

OrderVector 1 到 4。 该值确定 点信息 框“ ”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234

 中 IJK 
矢量的排列顺序。 

ShowColumnLines 
 

0 或 1。 值为 1 
则在 点信息 框中显“ ”
示行列。 

ShowGraph 
 

0 或 1。 值为 1 
则在 点信息 框中显“ ”
示图示。 

ShowHeadings 
 

0 或 1。 值为 1 
则显示行标题。 

ShowID 
 

0 或 1。 值为 1 
则显示特征的标识。 

ShowPointInfo 
 

0 或 1。 值为 1 
则显示测点的点信息
。 

ShowType 
 

0 或 1。 值为 1 
则在图示旁边显示特
征类型。 

引出线对象引出线对象引出线对象引出线对象 

 
PC-DMIS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引出线对象与特征文本或尺寸信息对象和 CAD 
窗口组合使用。该对象提供从特征文本或尺寸信息对象到与特征文本或尺寸信息对象关联
的 CAD 
窗口的引出线。将引出线对象放入报告时，将鼠标从特征文本或尺寸信息对象然动到 CAD 
对象（或面方向然动）。如果正确完成，引出线将自动在特征文本或尺寸信息对象与 CAD 
窗口的相应位置之间就位。如果在有正确完成，将将出一个对话框，使用户可以选择要使
用的特征文本或尺寸信息对象和 CAD 对象。如果删除了与引出线对象关联的 
CAD、特征文本或尺寸信息对象，引出线对象也将自动删除。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布局栏布局栏布局栏布局栏””””组织报告组织报告组织报告组织报告 

 
布布布布局局局局栏栏栏栏提供一为所需的工具，使我可以在编辑模式网格中有并地安排、组织和显示对象。
以下主题介该每个图标的功能。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图标使 Hyper 报告进入运行模式。 

属性页属性页属性页属性页    

 
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图标在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中显示所选对象的属性。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用于更改所选对象的属
性。我可以很窗很更改查看属性的对象，方法是从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窗部的列表中选择不同的
现有对象。  

有关可用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属性页更改对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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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页对象页对象页对象页    

 对对对对象象象象页页页页图标显示对对对对象象象象页页页页对话框。  

我可以使用该对话框设置对话框上常用的对象和控件的 Tab 
键顺序，只需更改对象在该对话框上出现的顺序即可。  

在运行模式下按 TAB 键时，PC-DMIS 
我跳转到该对话框定义的下一个对象，使焦点处于该对象上。只有部分对象受 TAB 
键影在。按 TAB 键仅适用于对对对对象象象象页页页页对话框中左底有数字的对象。 

图层页图层页图层页图层页    

 
图图图图层层层层页页页页图标显示图图图图层层层层页页页页对话框。该对话框可以将对象分配到不同的图层。我可以按按或显
示图层。为对于包这许多对象的多页报告本常有用。有关图图图图层层层层页页页页对话框的详细信息，请参
请使用图层来管理多个对象。 

切换网格切换网格切换网格切换网格    

 
切切切切换换换换网网网网格格格格图标显示或按按可用的网格。在编辑模式下使用网格时，可以帮助准确地调整对
象的大小，因为网格中包这间距为假分之一英寸的点。 

查看捕删点查看捕删点查看捕删点查看捕删点    

 
查查查查看看看看捕捕捕捕删删删删点点点点图标显示每个对象上的捕删点。捕删点用于通过直线将对象连接在一起。例如
，可以使用直线连接文本框说明和圆对象上的捕删点，将文本框说明指向该圆对象。然后
，与引出线类似，在将圆移动到新位置时，连接的直线将延长或缩的以适应圆的新位置。 

按请上面的示例所述使用捕删点： 

1. 创建一个圆对象。 

2. 创建一个直线对象。 

3.
 在编辑模式下，从布布布布局局局局栏栏栏栏中选择查查查查看看看看捕捕捕捕删删删删点点点点图标。我我看到网格
上占据这个区域的对象将显示蓝色的点。为为蓝色的点即为捕删点。 

 
显示第个捕删点的样例圆 

4.
 选中直线并然动直线的一端，直到该端位于圆上相应捕删点的正
上方。本试移动圆对象；直线将连接到圆对象的捕删点上。 

5. 创建一个文本对象用于说明该圆，并编辑为一段简的说明。 

6. 选择直线的另一端并然动，直到位于文本对象的一个捕删点上。  

7.
 现在，选中并然动文本框说明或圆对象。注防，直线对象将延长
或缩的并移动，以便在两个对象使用的捕删点之间始终是一条直线。 

要断开对象与捕删点的连接，只需将对象的连接端然离捕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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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捕捕捕删删删删点点点点与与与与引引引引出出出出线线线线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通常可能我使用引引引引出出出出线线线线对象代替捕删点。引出线与捕删点的功能几乎完全相同，并的更加
窗很使用（参请引出线对象主题）。捕删点优于引引引引出出出出线线线线对象的方面在于支持对象之间存在
多条直线，并的适合将直线准确地连接到捕删点上。例如，使用捕删点可以直接在编辑模
式下创建更加复杂的形状，如下所示： 

 
通过将在条直线连接到两个轴本圆的捕删点创建的样例柱体 

支支支支持持持持的的的的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只有直线和折线对象可以连接到具有捕删点的对象。具有捕删点的对象如下： 

•  文本 

•  文本变量 

•  边框 

•  椭圆 

•  位图 

•  尺寸颜色关键字 

•  柱状图 

•  特征文本 

•  尺寸信息 

•  点信息 

切换标尺切换标尺切换标尺切换标尺    

 
切切切切换换换换标标标标尺尺尺尺图标可以打开或关闭网格窗部和左底的标尺。标尺显示网格的大小（英寸）。同
时还显示光标在网格指平轴（窗部标尺）和垂直轴（底面标尺）上的位置。 

放大或缩小放大或缩小放大或缩小放大或缩小    

 放放放放大大大大或或或或缩缩缩缩小小小小图标用于放大或缩小 Hyper 
报告，然后恢复原视图。在单击该图标时，以下图标将可供选择。 

 放放放放大大大大 100% - 每还单击将报告放大 100%。最多可以单击该图标第还，放大 
500%。 

 缩缩缩缩小小小小 100% - 每还单击将报告缩小 
100%（如果已放大）。如果因很放大，则只能缩小 100% 一还。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 1:1 – 将报告的大小恢复到原来的 1:1 缩放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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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分组分组分组    

 
分分分分组组组组图标用于选择多个对象并组合到一起。组合后，编辑器我将组合的对象显示为一个对
象。 

要组合多个对象，可以按住 SHIFT 
键同时选择组中的所有对象，或框选所有对象，然后单击分分分分组组组组图标。 

取消分组取消分组取消分组取消分组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分分分分组组组组图标将组中的对象恢复到很分组的状态。要取消分组，选择组合的对象，然后单
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分分分分组组组组。 

重新分组重新分组重新分组重新分组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分分分分组组组组图标重新组合上还取消分组的对象，而不必重新选择还对象。 

边边对数边边对数边边对数边边对数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对对对对数数数数图标提供了一为附加图标，用于沿左边、右边、上边、下边排列一组所选对象： 

 将所选对象沿左边对数 

 将所选对象沿右边对数 

 将所选对象沿上边对数 

 将所选对象沿下边对数 

居中对数居中对数居中对数居中对数    

 居居居居中中中中对对对对数数数数图标提供了一为附加图标，用于使所选对象指平或垂直居中： 

 使所选对象沿指平轴居中 

 使所选对象沿垂直轴居中 

间距间距间距间距    

 间间间间距距距距图标提供了一为附加图标，用于使所选对象指平或垂直等间距放置： 

 使所选对象沿指平轴等间距放置 

 使所选对象沿垂直轴等间距放置 

使尺寸相同使尺寸相同使尺寸相同使尺寸相同    

 
使使使使尺尺尺尺寸寸寸寸相相相相同同同同图标提供了一为附加图标，用于使所有所选对象的宽度、高度相等或宽度和高
度均相等： 

 使所选对象的宽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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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所选对象的高度相等 

 使所选对象的宽度和高度均相等 

置于最前或置于最后置于最前或置于最后置于最前或置于最后置于最前或置于最后    

 
置置置置于于于于最最最最前前前前或或或或置置置置于于于于最最最最后后后后图标提供了一为附加图标，用于将所选一个或多个对象放在其它对象
的前面或后面。如果多个对象相类单加，而我我我这为对象可请，则可以使用该图标。可
用的图标包此： 

 将所选对象移动到所有其它对象的前面，以便显示在最上面 

 将所选对象移动到所有其它对象的后面，以便显示在最下面 

撤销上一个操作撤销上一个操作撤销上一个操作撤销上一个操作    

 撤撤撤撤销销销销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操操操操作作作作图标将撤销在编辑器中执行的上一个操作。 

重复上一个撤销的操作重复上一个撤销的操作重复上一个撤销的操作重复上一个撤销的操作    

 重重重重复复复复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撤撤撤撤销销销销的的的的操操操操作作作作图标将重复单击撤撤撤撤销销销销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操操操操作作作作图标时撤销的操作。 

使用图层来管理多个对象使用图层来管理多个对象使用图层来管理多个对象使用图层来管理多个对象 
为了正确管理多个对象（处理多页报告时通常我出现为种许许），我需要将对象分配给不
同的图层。 

图层页对话框信息图层页对话框信息图层页对话框信息图层页对话框信息    

 图层页图标 
要访问图层页图层页图层页图层页对话框，单击 Hyperview 界面中布局布局布局布局工具栏的图层页图层页图层页图层页图标。 

 

 
控控控控件件件件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图层 
 

图图图图层层层层页页页页对话框总我包这一个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图层。所
有对象开始均分配给该图层。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 
 

添加新图层。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 
 

删除所选图层。分配给该图层的对象不我删
除，而是分配给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图层。 
 

上上上上移移移移/下下下下移移移移按钮 
 

为两个按钮将所选图层在对话框的图层列表
中上移或下移。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 
 

选择分配给指定图层的对象。 
 

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 
 

显示图层的名称。可以更改所有图层的名称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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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查查看看看看复选框 
 

确定图层在报告中是否可请。如果可请，在
图层旁边我出现一个图图图标。 
 

锁锁锁锁定定定定复选框 
 

该复选框关闭对指定图层使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的功
能。 
 

添加新图层添加新图层添加新图层添加新图层    

1. 单击 Hyperview 的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工具栏的图图图图层层层层页页页页图标。图图图图层层层层页页页页对话框将出现。 

2.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对话框中将出现一个新图层 
Layer1。添加以后的图层时，将遵循为种命名模式（Layer2、Layer3 等）。 

3. 如果需要，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文本，重命名该新图层。 

4. 根据需要序序添加图层。 

5. 完成时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现在，新图层将添加到对话框中。创建了新图层后，可以将对象添加到新图层中。 

将对象分配给图层将对象分配给图层将对象分配给图层将对象分配给图层    

1. 选择对象。 

2. 单击右键打开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3. 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4. 从图图图图层层层层设置中选择要与该对象关联的图层。 

5. 关闭属性页。 

6.
 测试是否已正确将该对象与图层关联，方法是单击图图图图层层层层页页页页对话框中的选选选选择择择择
按钮。 

创建多页报告创建多页报告创建多页报告创建多页报告 
有两种 hyperview 报告样式。 

1. 单页 

2. 多页 

单页报告是最常请的报告形式，因为为种报告更窗很创建。不过，如果我是一位高级用户
，创建多页报告应很如面创。创建多页报告均定我具有使用 BASIC 
编程语言的如识。我将需要了解为方面如识，以便多页报告可以正常使用。  

使用多页报告，可以将零件程序中的特定特征、尺寸或如何其它信息在多页上分组。为样
可以使报告更有条理，可以更找地访问零件的信息。 

处理多页报告的说明 

多页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查看的报告。程序员可以使用 CurPage 
变量确定对多页报告的每一 页 进行的操作。“ ”  

多页报告的每一页共用 The Frame/The 
View。放入图文框中的如何对象均我包这在每一页中。在事件处理程序中，使用 CurPage 
变量和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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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可以对当前页进行更改，自定义每一页以符合我的需要。例如，可以使项目对用户按
按或不在应用户输入。可以使用 BASIC 语言使每一页均有所不同。 

CurPage 和 NumPages 局部变量的说明 

当我在还页间切换时，CurPage 
变量即我更新。其中包这与当前活动页对应的号码。在编写 BASIC 
代码时，可以使用该变量确定活动的页。在确定活动页后，可以对每页使用不同操作编写
代码。  

创建多页报告的示例 

要创建包这内页的多页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右键单击 HyperView 的主屏幕。 

2. The Frame/The View 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将打开。 

3. 选择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 

4. 双击 EventInitialize。VBS Mini-Editor 将打开。  

5. 单击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按钮。脚脚脚脚本本本本向向向向导导导导对话框将打开。 

6. 在对话框的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区域，拉下左底的下拉列表。我我看到 CurPage 和 
NumPages 可供选择。 

7. 选择 NumPages。 

8. 单击插插插插入入入入按钮。该操作将启动 VBS Mini-Editor，包这以下文本： 
“NumPages” 

9. 在 NumPages 命令后键入“=3 。以便文本显示为：”  
“NumPages=3” 

为将使报告中包这内页。选择 CTRL + E 并测试该报告。按 PAGE UP 和 PAGE DOWN 
在还页间浏览。 

仅在一页上显示对象的示例 

若本特别通如 PC-DMIS，Hyperview 报告中的对象将显示在多页报告的每一页。 

例如，如果我我只在报告的第一页显示这个对象（例如文本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选项，然后打开报告。 

2. 按 CTRL + E，确保我处于编辑模式。 

3. 单击选中该文本框。  

4. 单击右键打开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 

5. 选择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 

6. 从事件列表中双击 EventPumpData。该文本对象的 VBS Mini-Editor 
将出现。 

7. 在一行中键入以下所有代码：  
If CurPage = 1 Then This.Visible = 1 Else This.Visible = 0 

注注注注：：：：为段代码将仅在一页上显示所选的文本框。在所有其它页上均无法看到该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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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 确定 。我我看到该信息包这在该事件的 属性页 中。“ ” “ ”  

9. 单击报告窗口的标题栏，使其成为活动窗口。 

10. 按 CTRL + E 测试报告。PC-DMIS 将询问我是否要保存更改。单击是是是是。 

11. 按 PAGE UP 和 PAGE DOWN 
在还报告页间浏览。我我看到该文本框仅出现在指定的页上。 

使用 CurPage 变量可以确定显示对象的页。 

生成自动报告生成自动报告生成自动报告生成自动报告 
PC-DMIS 
允许报告自动生成。为为报告可以是文本形式、图形形式或组合两种形式。即使为为报告
以设置的格式自动生成，PC-DMIS 
仍允许进行一为自定义，通过调整报告的边距添加自定义的页眉和页脚。 

要启用自动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访问 Hyper 报告编辑器。 

2. 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创建新报告。 

3. 右键单击 HyperView 窗口的背景打开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 

4. 确保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了 TheFrame/TheView。 

5. 双击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打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选中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启用自动报告。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分为在个区域： 

1. 检验报告 

2. 图形报告 

3. 分页 

4. 尺寸选择列表 

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检验报告 
该报告将镜像存零件程序生成的标准检验报告。PC-DMIS 
中设置的如何检验报告选项均将面将在该报告中。例如，如果将报告选项设置为仅显示尺
寸，只有尺寸我显示在自动生成的检验报告中。 

创建文本报告创建文本报告创建文本报告创建文本报告    

要为当前零件程序创建文本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检检检检验验验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 

2. 清除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生成边框生成边框生成边框生成边框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框框框框架架架架复选框将在检测报告周该生成所色的边框。为有助于视觉区分，保持检验报
告与图形报告区分（同时选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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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字体属性调整字体属性调整字体属性调整字体属性    

按更更更更改改改改字字字字体体体体按钮，PC-DMIS 
将显示标准的字字字字体体体体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修改多种字体属性，例如字体、字体样式、
大小和颜色。 

图形报告图形报告图形报告图形报告 
本部分使我可以生成图形报告。该选项抓取 PC-
DMIS 图形显示 窗口中当前活动的图形。默认许许下，引出线将每个窗测特征连接到 尺“ ” “
寸信息 框。”  

创建图形报告创建图形报告创建图形报告创建图形报告    

要创建图形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  

2. 取消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检检检检验验验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生成图形报告。 

生成边框生成边框生成边框生成边框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框框框框架架架架复选框将在图形报告周该生成所色的边框。为有助于视觉区分，保持检验报
告与图形报告区分（同时选中时）。 

显示引出线显示引出线显示引出线显示引出线    

如果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引引引引出出出出线线线线复选框，将窗测特征连接到 尺寸信息 框的引出线将生成。如果清除“ ”
该复选框，则通如 PC-DMIS 不生成引出线。 

指定显示的指定显示的指定显示的指定显示的““““尺寸信息尺寸信息尺寸信息尺寸信息””””框数框数框数框数    

使用尺寸 
/页页页页选择框可以指定每页上要显示的 尺寸信息 框数。如果每页上的 尺寸信息 框数使报告“ ” “ ”
自以查看，请从从每页的 尺寸信息 框数。“ ”  

调整边距调整边距调整边距调整边距    

边边边边距距距距区域显示当前的边距。为为数据只是为了提供信息。要调整图形报告的边距，确保我
处于编辑模式，然后单击并然动 PC-DMIS 报告窗口中的报色边框。 

调整字体属性调整字体属性调整字体属性调整字体属性    

按更更更更改改改改字字字字体体体体按钮，PC-DMIS 
将显示标准的字字字字体体体体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修改多种字体属性，例如字体、字体样式、
大小和颜色。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    

选择图形报告时，将激活尺寸选择列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为零件程序中的所有尺寸生成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 

•
 取消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通过打开或关闭尺寸来选择要在
报告中显示的尺寸。  

•
 如果很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复选框，可以双击尺寸打开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
话框。在该对话框中所作的如何修改均将随 HyperView 
报告一同保存。关于该对话框中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尺寸信息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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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报告双报告双报告双报告 
双报告存文本信息和图形信息组成。要创建双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 

2.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检检检检验验验验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生成包这文本和图形的双报告。 

该报告的文本部分与检验报告类似。图形部分与图形报告类似，只是很生成 尺寸信息 框“ ”
。 

除了可以调整页边距之外，文本部分和图形部分之间我显示一个边框。单击并然动该线可
以调整每个部分的相对大小。 

自动报告再生自动报告再生自动报告再生自动报告再生 
创建并保存自动报告后，可以为如何零件程序加载该报告。每还为程序加载报告时，报告
将重新生成，并将面将当前零件程序中的尺寸。 

自动报告自定义自动报告自定义自动报告自定义自动报告自定义 
自动报告可以自定义，方法是调整报告的边距，为其它 HyperView 对象留出空间。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要在自动报告中每页的底部添加页码，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加载零件程序，零件程序中应包这足够的尺寸来生成多页自动报告。 

2. 访问 HyperView 报告编辑器新建 HyperView 
报告。（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3. 右键单击 HyperView 
窗口的背景打开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对话框。确保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了 
TheFrame/TheView。双击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打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4. 选择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启用自动报告。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关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6. 滚动到 PC-DMIS 
报告窗口的底部，将底部边距向上然动，以便为页码文本留出足够的空间
。 

7. 从对对对对象象象象工具栏中选择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8. 在报告窗口中然出一个矩形以定义文本对象。 

9. 鼠标右键单击该文本对象，打开其属属属属性性性性页页页页，并选择事事事事件件件件选项卡。 

10. 双击 EventPumpData 启动 VBS Mini-Editor。 

11. 在编辑字段中输入以下文本行： This.Text="Page " & CurPage & " of " & 
NumPages 

12.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13. 保存报告。 

14. 按 CTRL + E 切换到运行模式。 

滚动到报告的底部。页码应显示在报告窗口中图形部分的下方。使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页页页页框浏览到报告
的特定页。报告底部的页码将相应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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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示例作为指南，可以向自动报告中添加其它自定义对象。 

在零件程序中使用在零件程序中使用在零件程序中使用在零件程序中使用 HyperView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PC-DMIS 允许在零件程序内部执行 HyperView 
报告。我可以在每个零件程序的结文执行默认的 Hyper 
报告，也可以在零件程序的正文中插入自定义的 HyperView 报告。 

此外，HyperView 报告还可以与零件程序交类，方法是将全局变量和属性元素将射到 PC-
DMIS 变量。 

为零件程序设置默认的报告 

零件程序默认的 HyperView 
报告是在零件程序执行完成时自动加载和打印的报告。该默认报告可以设置为在每个执行
的零件程序加载和打印。要设置默认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菜单选项。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对话框。 

2. 在出现的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选择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卡。 

如果选中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加加加加载载载载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零件程序完成时将执行 HyperView 报告。 

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加加加加载载载载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时，应指定要加载或使用该默认报告的 Hyper 
报告文件。指定文件时，可以在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编辑框中键入文件名，或单击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使用标准的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选择报告文件。
要使用默认的报告，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默默默默认认认认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 

注注注注：：：：默认报告记目在 PC-DMIS.INI 
文件中。开始，该文件中在有设置默认报告。要设置默认报告，确保清除了使使使使用用用用默默默默认认认认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复选框，选择一个 Hyper 报告文件，然后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默默默默认认认认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复选框。该操作将 .INI 
文件中的默认报告设置为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编辑框中列出的文件。 

在零件程序中内嵌在零件程序中内嵌在零件程序中内嵌在零件程序中内嵌 HyperView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要在零件程序中内嵌 HyperView 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 编辑 窗口处于命令模式。“ ”  

2. 选择 HyperView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选项插入将创建的 HyperView 
报告（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对话框将出现。 

3. 选择要在零件程序中内嵌的 HyperView 报告。  

4.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 

HyperView 报告命令对象将插入 编辑 窗口的光标位置。“ ”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报告命令报告命令报告命令报告命令对象对象对象对象    

HyperView 报告命令对象使用 编辑 窗口中的 报告“ ” “ /文件名 命令标识。该命令后面跟着”  
HyperView 报告的文件名、 自动打印 选项和 参数“ ” “ / 选项。”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如果将 自动打印 选项切换到 打印 ，将在“ ” “ ”  HyperView 
报告加载并执行后打印到默认的打印机。打印作业均脱机后，报告将立即关闭，序序执行
零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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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自动打印 选项切换到“ ” “PDF ，我将”  HyperView 报告输出到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 
文件。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生生生生成成成成的的的的 PDF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 

•  生成的 PDF 文件名与 HyperView 
报告文件名的基本名相同，后面附加数字索引和扩扩名。  

•  此外，生成的文件将位于报告文件所在的目目。  

•
 如果存在与生成的文件名同名的文件，索引将自动递增，直到成为唯一的
文件名。 

注注注注：：：：如果在 编辑 窗口的“ ”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选中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直直直直接接接接插插插插入入入入复选框，PC-DMIS 
将则如 自动打印 选项。有关该复选框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从 编辑“ ” “ ” “ ‘
窗口打印 。’ ”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使用 参数“ / 选项可以将”  PC-DMIS 表达式将射到 HyperView 
变量和属性。 参数“ / 选项的语法如下所示：”  
参数/{HyperView 变量名}={PC-DMIS 表达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 HyperView 报告中存在全局变量“NumBoltHoles 。以下 参数” “ / 选项我将”  PC-
DMIS 表达式将射到 NumBoltHoles： 
参数/NumBoltHoles=360.0/angle 

如果将射到 HyperView 全局变量的 PC-DMIS 表达式为 L 值，对 HyperView 
变量的更改将更改 PC-DMIS 变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使用以下 参数“ / 选项” ，NumBoltHoles 将设置等于 numBolts。HyperView 报告中对 
HyperView 变量 NumBoltHoles 的更改将面将在 PC-DMIS 变量 numBolts 中： 
参数/NumBoltHoles=numBolts 

将将将将 PC PC PC PC----DMIS DMIS DMIS DMIS 表达式将射到表达式将射到表达式将射到表达式将射到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对象的属性对象的属性对象的属性对象的属性    

PC-DMIS 表达式可以使用 编辑 窗口中的 参数“ ” “ / 命令将射到”  HyperView 属性对象。将 PC-
DMIS 表达式将射到 HyperView 对象属性的语法如下所示： 
参数/{对象代码}.{属性名}={PC-DMIS 表达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以下 参数“ / 选项更改对象”  Text1 的 BorderStyle 属性： 
参数/Text1.BorderStyle=1 

表达式为表达式为表达式为表达式为 l  l  l  l 值时的表达式双向将射值时的表达式双向将射值时的表达式双向将射值时的表达式双向将射    

如果 PC-DMIS 表达式为 L 值，对 HyperView 属性元素的更改将面将在 PC-DMIS 变量中。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以下 参数“ / 选项将”  PC-DMIS L 值 myTitle 将射到 HyperView 图文框对象属性 
Title。HyperView 报告中如何对 Title 的更改均将面将在 myTitle 中。 
参数/TheFrame.Title=my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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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iew 报告使用示例报告使用示例报告使用示例报告使用示例 
以下是说明如何使用 HyperView 报告的两个示例。示例 1 说明将单页 HyperView 
报告放入零件程序中多个位置的使用方法。示例 2 显示如何使用 HyperView 
报告询集来自用户的信息，以修改 PC-DMIS 变量。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1 1 1 1    

该示例说明如何使用在零件程序的多个位置使用的单页 HyperView 报告。 

1. 创建一个至从包这两个尺寸的零件程序（D1 和 D2）。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访问 Hyper 报告编辑器。 

3. 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创建新报告。 

 尺寸信息对象 
4. 从对象对象对象对象工具栏中选择“尺寸信息”对象。 

 

5. 在报告窗口中然出一个矩形以定义尺寸信息对象。  

6. 轴本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或保留默认值。 

7. 保存并关闭报告。 

8. 选择 HyperView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选项插入将创建的 HyperView 
报告（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9. 在 编辑 窗口中，将 参数“ ” “ /= 行修改为：参数” /DimensionInfo1.DimID=D1 

注注注注：：：：我可能必此更改“DimensionInfo1 ，使提供的名称与我的尺寸信息对象匹配。要确定对”
象的名称，在报告窗口中右键单击该对象查看其属性页，然后选择 设置 选项卡。“ ” ObjectC
ode 名称将列在最上面一行。 

10. 现在重新插入 HyperView 报告。  

11. 将 参数“ /= 行修” 改为： 
参数/DimensionInfo1.DimID=D2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使用同一 HyperView 报告来报告两个尺寸标识的尺寸信息。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2 2 2 2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HyperView 报告询集来自用户的信息，以修改 PC-DMIS 变量。 

1. 创建 PC-DMIS 长整型变量： 
赋值/NumBoltHoles=4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访问 Hyper 报告编辑器。 

3. 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创建新报告。 

 EditLongBox 对象 
4. 从对象对象对象对象工具栏中选择“EditLongBox”对象。 

 

5. 在报告窗口中然出一个矩形以定义 EditLongBox 对象。 

6. 保存并关闭报告。 

7. 选择 HyperView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选项插入将创建的 HyperView 
报告（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8. 在 编辑 窗口中，将 参数“ ” “ /= 行修改为：”  
参数/EditLongBox1.Text=NumBoltH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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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我将 PC-DMIS 变量 NumBoltHoles 将射到 HyperView 
报告中的编辑框。执行该程序时，用户可以在编辑框中输入新数字，该操作将接着修改 
NumBoltHoles。可以使用该方法询集来自用户的信息，以便在程序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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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栏使用工具栏使用工具栏使用工具栏 

使用工具栏使用工具栏使用工具栏使用工具栏：：：：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为了从从编写零件程序所需的时间，PC-DMIS 3.2 
及其更高版本为我提供多个包这常用命令的工具栏。为为工具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访问
。  

1. 选择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子菜单，然后从所提供的菜单中选择一个工具栏。 

2. 右击 PC-DMIS 的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区域，然后从所提供的快捷菜单中选择一个工具栏。 

所提供的工具栏包此： 

•  图形模式 工具栏“ ”  

•  设置 工具栏“ ”  

•  手动“ /DCC 模式 工具栏”  

•  编辑窗口 工具栏“ ”  

•  特征按钮 工具栏“ ”  

•  尺寸 工具栏“ ”  

•  构造 工具栏“ ”  

•  自动 工具栏“ ”  

•  测定特征 工具栏“ ”  

•  文件操作 工具栏“ ”  

•  播放“ /目制宏 工具栏”  

•  加载项 工具栏“ ”  

•  活动机械臂 工具栏“ ”  

•  推测模式 工具栏“ ”  

•  读出模式 工具栏“ ”  

•  活动转台 工具栏“ ”  

•  窗口布局 工具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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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模式图形模式图形模式图形模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模式工具栏用于方便地更改零件在屏幕上的显示。通过它，我还可以方便地访问可用
模式。此工具栏包这以下图标：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视图设置 更改零件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显示。参请“ ”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设置屏幕视图 。” “ ”  
 

 
保存视图 保存零件的自定义视图，以便在随后回调。

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定义和保存视“ ” “
图集 。”  

 
缩放到适合 放大或缩小图形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视图“ ”

，使其适合屏幕大小。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缩放绘图 。” “ ”  

 
绘制曲面 打开或关闭立体 CAD 

曲面的显示。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绘制曲面 。” “ ”  

 
重绘屏幕 刷新并重新绘制零件的所有视图。参请 编“

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重绘屏幕 。” “ ”  

 
曲线和曲面模式 使 PC-DMIS 

进入曲线模式（用于线框数据）或曲面模式
（用于曲面数据）。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在曲线和曲面模式之间切换” “ ”
。 

 
平移模式 使 PC-DMIS 进入平移模式。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平移模式 。” “ ”  

 
2D 旋转模式 二该地旋转零件，以获获所选视图。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2D 旋转模式 。”  

 
3D 旋转模式 内该地旋转零件，以获获所选视图。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3D 旋转模式 。”  

 
文本框模式 访问 点信息 和 尺寸信息 文本框的快捷菜“ ” “ ”

单命令。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文本框模式 。” “ ”  

 
程序模式 联机或脱机使用测头来在在和编辑零件程序

。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程序模式 。” “ ”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包这多种列表，用以在以下设置之间方便地进行切换： 

•  已保存的视图 

•  预定义的坐标系 

•  预定义的测头尖 

•  可用的工作平面 

•  活动的零件程序 

•  活动的 CMM 接口 

要更改显示，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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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所需的下拉列表。 

2. 选择先前定义的标识或特征。 

““““视图视图视图视图””””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列表存储活动零件程序已创建并保存的视图。 

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设置屏幕视图 和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定义和保存视图集 。” “ ” “ ” “ ”  

要使用已保存的视图，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指针放在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列表的下箭头上。 

2. 单击鼠标左键。 

3. 将鼠标指针移至所需的标识。 

4. 单击鼠标左键。 

当 PC-DMIS 回调视图时，将在的时间内无法访问其它所有功能。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RECALL/VIEWSET, view_set_name 

View_set_name = 要回调的视图组的名称。 

““““坐标系坐标系坐标系坐标系””””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表存储先前已保存的坐标系。当选择为为坐标系后，可以将其插入 编辑 窗口。“ ”  

有关如何创建和保存坐标系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部分的 保存坐标系“ ” “ ”
。 

要更改坐标系，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箭头放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表的下箭头上。 

2. 单击鼠标左键。此时将显示一个下拉列表，用于选择新的坐标系。 

我可以控制该列表中显示的坐标系，方法是进入 编辑 窗口中的 坐标系 ，然后更改 建坐“ ” “ ” “
标系/开始 命令的 列表” “ = 部分的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 “ ”  

““““测头尖测头尖测头尖测头尖””””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测头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表存储先前定义的测头测尖角度。有关如何创建测尖角度的信息，请参请 定义“
硬件 部分的 添加角度 。” “ ”  

要更改测尖号，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尖尖尖尖列表的下箭头在可用测尖中滚动查看。 

2. 用鼠标左键选择所需测尖。 

““““工作平面工作平面工作平面工作平面””””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工作平面下拉列表用于更改当前的工作屏幕。  

注注注注：：：：此列表仅更改工作平面，而不更改 图形显示 中的视图。“ ”  

可用工作平面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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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窗窗窗窗面面面面 浅无 Z 正 
B=右右右右底底底底面面面面 中等无度 X 正 
C=背背背背面面面面 垂直线 Y 正 
D=窗窗窗窗面面面面 指平线 Z 负 
E=左左左左底底底底面面面面 红 X 负 
F=正正正正面面面面 安全 Y 负 

例如，要将当前工作平面更改为零件图像的背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指针放在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列表的下箭头上。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Y 正 ，以获取新的工作平面。”  

““““测头测头测头测头””””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列表用于选择测头文件中已定义的测头。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加载测头 命令。“ ” “ ”  

““““手动手动手动手动/DCC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 / DCC 模式工具栏包这两个图标，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和 DCC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和 DCC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用于在手动和 DCC 
控制模式之间切换。手动模式用于手动坐标测量机，或用于将在自动 CMM 
上运行的程序的手动建坐标系部分。此选项在更改参数时仍保持活动状态，因此可以将特
征在手动模式和 DCC 模式之间切换。  

单击其中一个图标后，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的光标位置插入新的 模式“ ” “ /手动 或 模式” “ /DCC 命令。”   

““““编辑窗口编辑窗口编辑窗口编辑窗口””””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通过 编辑窗口 工具栏可以快速访问许多如常使用的 编辑 窗口功能。通过该工具栏，可“ ” “ ”
以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处理 编辑 窗口的内窗。通过该工具栏，可以快速访问以下重要的“ ” “
编辑 窗口命令。”  

•  执行 

•  标记当前特征 

•  全部标记 

•  清除标记特征 

•  插入/删除断点 

•  清除所有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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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书签 

•  下一个书签 

•  清除所有书签 

•  概要模式 

•  命令模式 

•  报告模式 

•  DMIS 模式 

•  剪切 

•  复制 

•  粘贴 

•  模式粘贴 

•  撤消 

•  重复 

执行程序执行程序执行程序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执行程序执行程序执行程序工具栏图标对如何当前标记的特征运行（或执行）测量过程。参请“使用高级文件
选项”部分的“执行零件程序”。 

标记当前特征标记当前特征标记当前特征标记当前特征    

 
标记当前特征标记当前特征标记当前特征标记当前特征工具栏图标突出显示光标处的特征并准备执行该特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标记”。 

全部标记全部标记全部标记全部标记    

 
全部标记全部标记全部标记全部标记工具栏图标突出显示“编辑”窗口中的所有特征。PC-DMIS 
将询问我是否要同时突出显示用于建坐标系的特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全部标记”。 

清除标记特征清除标记特征清除标记特征清除标记特征    

 
清除标记特征清除标记特征清除标记特征清除标记特征工具栏图标撤销“编辑”窗口中当前标记特征的所有突出显示。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全部标记”。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删除断点删除断点删除断点删除断点    

 
插入断点插入断点插入断点插入断点工具栏图标在零件程序的当前光标位置插入断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
件程序”部分的“插入/删除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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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所有断点清除所有断点清除所有断点清除所有断点    

 
清除断点清除断点清除断点清除断点工具栏图标删除零件程序中找到的断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全部删除”。 

插入书签插入书签插入书签插入书签    

 
插入书签插入书签插入书签插入书签工具栏图标在零件程序的当前光标位置放置书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
件程序”部分的“切换书签”。 

下一个书签下一个书签下一个书签下一个书签    

 
下一个书签下一个书签下一个书签下一个书签工具栏图标使光标跳到零件程序中下一个包这书签的位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下一个书签”。 

清除所有书签清除所有书签清除所有书签清除所有书签    

 
清除书签清除书签清除书签清除书签工具栏图标将删除零件程序中的书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
分的“清除所有书签”。 

概要模式概要模式概要模式概要模式    

 
概要模式概要模式概要模式概要模式工具栏图标将“编辑”窗口置于概要模式。该模式提供包这零件程序中所有特征和
命令的可扩开和折单的图形概要。我也可以进行有限的一为编辑。参请“使用‘编辑’窗口”部
分的“在概要模式下使用”。 

命令模式命令模式命令模式命令模式    

 
命令模式命令模式命令模式命令模式工具栏图标将“编辑”窗口置于命令模式。使用该模式可以访问还种命令，使我可
以编辑零件程序的还个方面。参请“使用‘编辑’窗口”部分的“在命令模式下使用”。 

报告模式报告模式报告模式报告模式    

 
报告模式报告模式报告模式报告模式工具栏图标将“编辑”窗口置于报告模式。使用该模式可以查看报告中将显示的信
息。参请“使用‘编辑’窗口”部分的“在报告模式下使用”。 

如果我标记并执行零件程序的一部分，并的单击了该图标，报告将只显示标记的和执行的

项。再还单击该图标将显示“编辑”窗口中所有内窗的报告。 

DMIS DMIS DMIS DMIS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DMIS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工具栏图标以 DMIS 格式显示“编辑”窗口中的命令。该模式允许使用 DMIS 
语法（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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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DIMS 命令（PC-DMIS 的标准命令格式）如何转换成 DMIS 
命令的信息，请参请 PC-DMIS Support Documentation for DMIS 
文档，该文档可以从 ftp://wilcoxassoc.com/docs/dmis_support.zip 获获。 

•  关于 DMIS 的信息，请参请 http://www.dmis.com。 

参请“使用‘编辑’窗口”部分的“在 DMIS 模式下使用”。 

剪切剪切剪切剪切    

 
剪切剪切剪切剪切工具栏图标可以剪切“编辑”窗口中的文本和对象，并将剪切的信息该时存储在剪贴板
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剪切”。 

复制复制复制复制    

 
复制复制复制复制工具栏图标可以复制“编辑”窗口中的文本和对象，并将复制的信息该时存储在剪贴板
上，以便以后粘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复制”。 

粘贴粘贴粘贴粘贴    

 
粘贴粘贴粘贴粘贴工具栏图标将剪贴板上存储的信息粘贴到“编辑”窗口中光标的当前位置。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粘贴”。 

模式粘贴模式粘贴模式粘贴模式粘贴    

 
模式粘贴模式粘贴模式粘贴模式粘贴工具栏图标利用偏置将模式特征粘贴到零件程序中光标的当前位置。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编辑特征模式”。 

撤消撤消撤消撤消    

 
撤销撤销撤销撤销工具栏图标撤销“编辑”窗口中上一还进行的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
序”部分的“撤销”。 

重复重复重复重复    

 
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工具栏图标将恢复使用撤销撤销撤销撤销时撤销的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编辑零件程序”部
分的“重复”。 

““““特征按钮特征按钮特征按钮特征按钮””””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通过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按按按按钮钮钮钮工具栏，我可以方便地打开或关闭与所选图标相对应的特征工具栏。其中包
此：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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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工具栏“ ”  

 
构造 工具栏“ ”  

 
自动 工具栏“ ”  

 
测定特征 工具栏“ ”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通过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工具栏，可以使用图标快速地访问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菜单中的可用选项。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位置 

 
位置真值 

 
距离 

 
夹角 

 
同心度 

 
共轴度 

 
圆度 

 
直度 

 
平度 

 
垂直度 

 
平行度 

 
偏离度 

 
轮廓 

 
斜度 

 
对称度 

 
键入 

““““构造构造构造构造””””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通过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工具栏，可以使用图标快速地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子菜单中的可用选项。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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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球体 

 
直线 

 
圆 

 
椭圆 

 
锥体 

 
柱体 

 
平面 

 
槽 

 
曲线 

 
曲面 

 
特征组 

 
高斯过滤器 

 
读取点 

 
一般 

有关为为项目的信息，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和 创建一般特征 部分。“ ” “ ”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通过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工具栏，我可以方便地访问在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的还个选项卡上提供的薄壁件特征
，或者，我可以让 PC-DMIS 根据所采的点推测特征类型。 

当单击一个薄壁件特征图标时，将打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上该特征的选项卡。 

利用推推推推测测测测图标，我可以快速地生成零件程序。我将注防到在有显示如何对话框；当选择此
图标时，PC-DMIS 将根据所采的点推测特征类型。要使用推测操作： 

•  必此具有 CAD 曲面数据。 

•  必此选择 曲面模式 图标。“ ”  

注注注注：：：：CAD 
线框数据本常有用，可以加快特征的生成进程。例如，如果只使用曲面数据，PC-DMIS 
需要进行内还触测才能识别一个圆。但是，如果使用线框数据，PC-DMIS 
只需要一还触测。 

要创建薄壁件特征，请按 END 
键或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上的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在创建特征之前，可以通过按 ALT + '-' 
组合键从触测缓冲区中删除触测。 

以下图标用于定义使 PC-DMIS 
在使用推推推推测测测测图标时识别给定特征类型所需的测点数和采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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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推推推推测测测测该该该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所所所所
需需需需的的的的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推推推推测测测测该该该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所所所所
需需需需的的的的触触触触测测测测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矢量点 一  

 
曲面点 二  

 
棱点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和和和和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一 在棱的附近进行一还

触测。 
  仅仅仅仅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二 在窗曲面上进行一还

触测。在棱曲面上与
窗面大为成 90 
度进行一还触测。 

 
角度点 二 在一个曲面上进行一

还触测，在另一个曲
面上进行一还触测，
它我不成 90 度。 

 
隅角点 内 在内个曲面上还进行

一还触测。 

 
最高点 一  

 
圆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和和和和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一 
在圆或弧的棱附近的
窗曲面上进行一还触
测。 

  仅仅仅仅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内 

在圆或弧的棱附近的
窗曲面上进行内还触
测。 

 
柱体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和和和和曲曲曲曲面面面面：：：：二 在圆或弧的棱附近的

窗曲面上进行一还触
测，在柱体的底面上
进行一还触测。 

  仅仅仅仅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在 

在圆或弧的棱附近的
窗曲面上进行内还触
测，在柱体的底面上
进行一还触测。 

 
球体 第 在球体曲面上进行第

还触测。 

 
方槽 在 在槽的棱附近的窗曲

面上进行在还触测。 

 
圆槽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和和和和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二 
在弧的棱附近的窗曲
面上进行一还触测，
在相对弧上进行一还
触测。 

  仅仅仅仅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如 

在弧的棱附近的窗曲
面上进行内还触测，
在相对弧上进行内还
触测。 

 
椭圆 第 在椭圆周该进行第还

触测。 

 
凹口槽 第 在凹口槽开口的相对

边上进行两还触测。
在凹口槽的一条平行
边上进行一还触测。
在另一条边上进行一
还触测。在开口边上
进行一还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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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体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和和和和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或或或或仅仅仅仅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在 
在圆或弧的棱附近的
窗曲面上进行内还触
测，在锥体的底面上
进行一还触测。 
如果 PC-DMIS 
检测到从第在个测点
到通过前内个测点计
算的圆之间存在大于 
2 
度的角度，则推测锥
体；否则推测柱体。 

  仅仅仅仅线线线线框框框框：：：： 
二 

在第一个圆或弧附近
（锥体的一端）进行
一还触测。在第二个
圆或弧附近（锥体的
另一端）进行一还触
测。PC-DMIS 
检查圆是否相类重单
。如果重单，则推测
锥体；否则推测圆槽
。 

 
推测 变量。有关此图标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本
主题的开头。 

 

提提提提示示示示：：：：右键单击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工具栏可以打开一个快捷菜单，使我可以按按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并序
序创建所选的薄壁件特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 部分的 自动“ ” “‘ ’
工具栏快捷菜单 。”  

““““测定特征测定特征测定特征测定特征””””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通过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工具栏，我可以让 PC-DMIS 
自动推测并显示触测对象的特征类型；或者，我可以强制 PC-DMIS 接受给定的特征类型。 

自动推测特征类型自动推测特征类型自动推测特征类型自动推测特征类型    

 
如果选择推测模式按钮，PC-DMIS 
将在每进行一还触测后显示一个用于说明特征类型的图标。为样，我可以在实际创建特征
之前预览特征类型。 

例如，当测量柱体时，我将在销高度方向上从两个不同的级别分别进行在还触测（两组）
。当在一个级别上进行在还触测时，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上显示“ ” 圆圆圆圆图标，表示特征类型为圆。当在第二个级别上进行触测时，P
C-DMIS 将显示柱柱柱柱体体体体图标。 

强制给定的特征类型强制给定的特征类型强制给定的特征类型强制给定的特征类型    

此工具栏上的特征类型图标用于强制 PC-DMIS 接受所选特征类型。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强制 PC-DMIS 接受点特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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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 PC-DMIS 接受直线特征类型 

 
强制 PC-DMIS 接受平面特征类型 

 
强制 PC-DMIS 接受圆特征类型 

 
强制 PC-DMIS 接受柱体特征类型 

 
强制 PC-DMIS 接受锥体特征类型 

 
强制 PC-DMIS 接受球体特征类型 

当在推测模式下（使用推推推推测测测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进行触测时，PC-DMIS 
将显示错误的特征类型，此时可单击正确的特征图标，强制 PC-DMIS 
接受该特征。直到通过按 END 
键创建特征后，特征才我添加到零件程序中。我可以通过按“- 键或”  ALT + - 键删除触测。 

例如，如果选择圆圆圆圆图标，只要我进行了最从还数的触测，就将强制 PC-DMIS 
接受圆特征类型。 

文件操作文件操作文件操作文件操作 

 
通过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操操操操作作作作工具栏可以快速执行一为最常用的文件操作。此工具栏包此以下图标。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 打开现有零件程序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新建零件程序 

 
关关关关闭闭闭闭 关闭当前零件程序 

 
退退退退出出出出 退出 PC-DMIS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 保存当前零件程序 

 
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 使用其它名称保存当前零件程序 

 
导出 从零件程序中导出当前的 CAD 数据 

 
导入 将 CAD 数据导入当前零件程序 

有关为为文件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和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 ” “ ”
分。 

““““播放播放播放播放/目制宏目制宏目制宏目制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播播播播放放放放/目目目目制制制制宏宏宏宏工具栏使我能够通过单击图标来目制、播放和窗止宏。我可以方便地目制宏，
然后播放已创建的自定义宏来执行重复性的日常如务。 

在 PC-DMIS 
中，宏就是按键和鼠标移动的记目，我可以通过播放该记目来自动执行这项如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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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提示示示示：：：：在使用宏时，可能需要使用固固固固定定定定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复选框。该复选框将所有对话框固定在
特定位置。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固定对话框位置 。“ ” “ ”  

目制宏目制宏目制宏目制宏：：：：    

1. 选择目目目目制制制制图标。  PC-DMIS 将显示目目目目制制制制到到到到宏宏宏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 

2.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创建一个以 *.mac 为扩扩名的文件名。 

3.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目目目目制制制制到到到到宏宏宏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关闭，而目目目目制制制制图标将开始导导。为表示 
PC-DMIS 正在目制键盘和/或鼠标输入。 

4. 通过目制按键和/或鼠标输入创建所需的宏。 

5. 在完成时单击窗窗窗窗止止止止图标 。  

播放预目宏播放预目宏播放预目宏播放预目宏：：：：    

1. 选择播播播播放放放放图标 。PC-DMIS 将显示播播播播放放放放宏宏宏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 

2. 浏览到宏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3. 选择所需宏。 

4.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  

播播播播放放放放图标将开始导导，表示 PC-DMIS 正在播放所请求的宏。我将看到 PC-DMIS 
我使用鼠标和键盘选项来运行所选宏。 

““““加载项加载项加载项加载项””””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现在，我可以在 PC-DMIS 中创建自定义的加载项和应用程序，然后直接从 PC-DMIS 
环境中启动为为加载项和应用程序。 

最初，此工具栏上的图标然定到随 PC-DMIS 
安装的向导上（参请下面的向导）。但它我可以同如何可执行文件相关联。有关将自定义
可执行文件连接到该工具栏的图标上的信息，请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自定义用户界“ ” “
面 主题。”  

向导向导向导向导    

随此版本的 PC-DMIS 安装了多个向导。为为向导用于以下两个目的：  

1. 使仍在在在的新用户更加窗很地使用该应用程序。  

2. 扩示 PC-DMIS 的的活性和可自定义性。 

为为向导包此：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3-2-1 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此向导逐步指导我建立两种基本的坐标系：3
-2-1 坐标系和双圆坐标系 

 
迭代法建坐标系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此向导逐步指导我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并解
释有关此坐标系输入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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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S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该向导帮助我将零件程序作为 DMIS 
文件导出。 

 
多多多多还还还还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通过该向导可以很窗很无限还循环执行零件
程序或执行指定的还数。我还可以选择特定
的消息在迭代之间显示。 

 
测头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 
此向导此示如何定义测头并指导我校验新定
义的测头 

调用向导调用向导调用向导调用向导：：：：    

要调用为为向导，请转到加加加加载载载载项项项项工具栏并单击相应的图标，或单击以下图标之一（必此正
在运行 PC-DMIS）： 

 
3-2-1 建坐标系向导 

 
迭代法建坐标系向导 

 
DMIS 导出向导 

 
多还执行向导 

 
测头向导 

如果我如记了与图标关联的向导，需要求助于与每个按钮关联的工具提示。要查看工具提
示，只需将鼠标光标窗窗在加加加加载载载载项项项项工具栏的图标之上。 

可用的向导源代码可用的向导源代码可用的向导源代码可用的向导源代码    

为为向导使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_ 和 PC-DMIS 
的自动功能开发。用于创建为为向导的源代码和项目文件位于 PC-DMIS 
安装目目的 向导 子目目中。如需扩扩“ ”  PC-DMIS 的功能或创建与 PC-DMIS 
连接的自定义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将所提供的源代码用作为我提供帮助的指南。我还可以
增强向导，以执行初始应用程序很包此的其它功能。 

““““活动机械臂活动机械臂活动机械臂活动机械臂””””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工具栏包这两个切换按钮代表主和从模式。主主主主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图标（标有数字 1 
的工具栏按钮）对应于主模式。从从从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图标（标有数字 2 
的工具栏按钮）对应于从模式。一还只能激活一个模式。如果按钮显示为按下的按钮，则
将窗视为处于活动状态。有关设置和使用双机械臂坐标测量机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  

目前，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工具栏只能用于选择是否已为系统必必 主“ /从模式 加载项包。“  

我还可以通过访问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选项显示该工具栏（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 ”
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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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模式推测模式推测模式推测模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加载硬测头后，PC-DMIS 
在接触零件时将不再自动触发测头。当使用固定测头时，可以用推测模式图标在圆形特征
类型和平面特征类型选项之间切换。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硬测头 。“ ” “ ”  

只有当加载并定义硬测头后，推推推推测测测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才处于活动状态。 

““““读出模式读出模式读出模式读出模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工具栏仅用于 LK 
系统。通过此工具栏，我可以指出当前处于触测模式还是读出模式。 

““““活动转台活动转台活动转台活动转台””””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工具栏用于选择两个转台中的一个作为活动转台。只有使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设
置了转台后，才可以选择该工具栏（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 ”
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定义转台 。“ ” “ ”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的选项与 Brown and Sharpe 的 TUTOR for WINDOWS 
测量软件包类似。如果我如如 TUTOR，而将开始使用 PC-
DMIS，该工具栏可以帮助我完成零件程序在在过程。 

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还可以作为其它工具栏的菜单，查及多种测量选项，包此： 

 
•  测量 

•  薄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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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 

•  关系 

•  GD&T 

•  建坐标系 

•  校验 / 编辑 

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窗部的图标可以选择要使用的工具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工具栏上的许多图标均使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执行其操作。 

本主题介该该对话框中我出现的项目以及如何使用该对话框执行还种操作： 
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对于所有使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的操作，PC-
DMIS 我显示所选操作的图形说明。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 使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的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工具栏时，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列表我显示所选的特征类型或操作。我可以
使用该列表快速切换到要测量的新特征类型
。 

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标识 。“ ” “ ”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 ID 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搜索“ ” “  ID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 框框框框“ ” 或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 框框框框“ ”  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特征列表 框 或“ ” “‘ ’ ”
尺寸列表 框 。“‘ ’ ”  

 
找找找找平平平平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后，找找找找平平平平图标将零件针对该特征找
平。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后，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图标将零件针对该特征旋
转。 

 
平平平平移移移移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后，平平平平移移移移图标将零件针对该特征平
移。 

 

该显示在正斜线的右底显示测量特征所需的
点数，在正斜线的左底显示当前采的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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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通过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可以增大或从小生成测定特征应
采的点数。为为更改使用加号图标或从号图
标执行： 

 
所有更改均我面将在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上面的显示中。 

 
在使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的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
时，该图标设置所有在后对所选特征类型的
测量所需的测点数。 
例如，如果将圆圆圆圆的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的值存在个更改为
第个，并单击该图标，新的测定圆将需要第
个测点才能生成。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图标用于将测头移动到使用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
对话框确定的 XYZ 
位置。该对话框用于立即将测头移动到所需
的位置，或 PC-DMIS 
在执行零件程序后间如到 移动“ /点 命令时移”
动。  
参请 插入移动命令 部分的 插入移“ ” “ 动点命令
主题。”  

 
预预预预览览览览 

预预预预览览览览图标用于预览生成特征时使用的数据，
然后再接受数据。单击该图标将显示预预预预览览览览窗
口。  
参请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 部分的 使用“ ” “ ‘
预览 窗口 主题。’ ”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图标打开 测头位置 窗口，显示当前的“ ”  
XYZ 坐标位置。 
参请 使用 测头读出 窗口 部分的 测头读出“ ‘ ’ ” “‘
窗口 主题。’ ”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图标将打开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用于设置
还种程序首选项。 
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选择“ ” “  PC-DMIS 
设置选项 主题。”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图标将打开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用于修改
还种参数。 
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修改报告和运行参“ ” “
数 主题。”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图标将打开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对话
框。该图标更新整个零件程序的 查找标称值“
的值。该值将搜索公差应用于”  CAD 
数据。通如 PC-DMIS 以如何方向 刺穿“ ”CAD 
搜索标称数据的距离。 

 
推推推推测测测测 

推推推推测测测测图标将根据采点的数目推测我本试测量
的正确特征类型，并动态更新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
框面将该推测。 
例如，如果我选择该图标，然后选择两个点
，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更新为一个直线特征。
如果采了在个点，则更新为圆特征，如果采
了第个点，则更新为柱体特征，还此类推。 
参请 创建测定特征 部分的 推测测定特征类“ ” “
型 。”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266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图标可关闭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 

<<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和和和和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 <<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和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 
按钮在所需特征列表之间切换。如果工具栏
上使用的过程要求选择或创建多个特征（例
如关关关关系系系系、GD&T 
和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工具栏），则为两个按钮可用。
单击操可可上的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两还与使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对
话框时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 按钮作用相同。 

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 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列表用于在使用 GD&T 
工具栏时选择以下选项： 
MMC：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应用于特征或基准。 
RFS：无无无无论论论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大大大大小小小小应用于特征或基准。 
LMC：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应用于特征或基准。  

完完完完成成成成 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结很当前的进程，并将相应的命令
放入 编辑 窗口。在单击“ ” 关关关关闭闭闭闭之前，对话框
将一直打开。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该工具栏包这与以下测量功能相关的图标：  
点 直线 平面 
圆 柱体 锥体 
球体   

有关创建测定特征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测定特征 部分。“ ”  

创建测定特征创建测定特征创建测定特征创建测定特征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工具栏。 

2. 单击要测量的特征的图标。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与该特征的图标一同出现。 

3. 单击 PC-DMIS 模式工具栏中的平移模式图标。PC-DMIS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零件附近绘制测头的模拟图示。“ ”  

4.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打开的许许下，设置测头的深度并在零件上采测量特征
所需的最从测点数。 

5.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选项。 

6. 测量完成后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保持打开状态，PC-DMIS 
自动补偿测头半径并将测定特征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上。“ ”  

7. 执行第在步到第如步，直到创建所有需要的测定特征。 

8. 完成时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关闭。 

测量点测量点测量点测量点    

 

使用点点点点图标可以测量与参考平面对数的平
面上的点或空间点的位置。  

要创建测定点，必此在零件上采一个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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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直线测量直线测量直线测量直线    

 

使用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图标可以测量与参考平面对数的
平面上的直线或空间直线的方位和线性。 

要创建测定直线，必此在零件上采两个测点。 

测量平面测量平面测量平面测量平面    

 

使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图标可以测量空间柱体的直径、
圆柱度和轴的方位。还我计算采点的重心
位置。 

要创建测定平面，必此至从在如防一个平面上采内个测点。如果仅使用内个测点，最
找以一个较大的内角形的方式选择点，以便覆覆曲面上尽可能大的区域。 

4 点点点点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8 点点点点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    

 

圆圆圆圆图标用于测量与参考平面平行的孔/键
的直径、圆度和圆心位置，即与参考轴对
数的柱体的垂直或面。 

要创建测定孔或键，必此至从采内个测点。系统我在测量时自动识别和设置平面。要
采的点必此均均分布在圆周上。 

4 点点点点圆圆圆圆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8 点点点点圆圆圆圆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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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柱体测量柱体测量柱体测量柱体    

 

使用柱柱柱柱体体体体图标可以测量空间柱体的直径、
圆柱度和轴的方位。还我计算采点的重心
位置。 

要创建测定柱体，必此至从在柱体上采如个测点。要采的点必此均均分布在曲面上。
采的前内个点必此在与主轴垂直的平面上。 

 
8 点柱体示例 

测量锥体测量锥体测量锥体测量锥体    

 

使用锥锥锥锥体体体体图标可以测量锥体的圆锥度、测
尖角度和轴空间的方位。还我计算采点的
重心位置。 

要创建测定锥体，必此至从采如个测点。要采的点必此均均分布在曲面上。采的前内
个点必此在与主轴垂直的平面上。 

 
8 点锥体示例 

 

测量球体测量球体测量球体测量球体    

 

使用球球球球体体体体图标可以测量球体的直径、圆球
度和球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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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测定球体，必此至从采第个测点。要采的点必此均均分布在曲面上。采的前在
个点必此在同一个圆周上。采的第一个点应在球体采部的轴极。采的其它内个点在圆
周上。 

5 点点点点球球球球体体体体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9 点点点点球球球球体体体体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该工具栏包这与以下薄壁件（或自动）功能相关的图标：  
矢量点 曲面点 棱点 
角度点 隅角点 最高点 
圆 柱体 球体 
方槽 圆槽 椭圆 
凹口槽 锥体  

上面的链接将及我进入本帮助文件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相应主题。“ ”  

创建薄壁件特征创建薄壁件特征创建薄壁件特征创建薄壁件特征    

本主题包这与创建薄壁件特征有关的一为本常基本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自“
动特征 部分。”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工具栏。 

2. 单击要测量的特征的图标。PC-DMIS 
将打开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并自动选择与要创建的特征关联的选项卡。 

3. 单击 PC-DMIS 模式工具栏中的平移模式图标。PC-DMIS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零件附近绘制测头的模拟图示。“ ”  

4.
 在脱机模式或联机模式下，分别使用测头或鼠标在零件的相应位置采所需
数目的测点，以便创建所需的特征类型。 

5. 根据需要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上的选项。 

6. 完成时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PC-DMIS 
我将薄壁件特征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上以及 编辑 窗口中。“ ” “ ”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构造构造构造构造””””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在构造元素时，PC-DMIS 不是处理采的点，而是处理已测量元素的特征点。 

可以构造的元素范该与可以使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的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工具栏测量的元素范该相同。最常
请的应用是构造通过孔或见见的圆心的圆。 

通常，用于构造其它元素的元素为点和圆（或球体），并的必此已如测量并存储。显而很
请，所用点的分布也必此如此，才能很找地描述要构造的元素。 

可以构造的特征包此： 
点 直线 平面 
椭圆 柱体 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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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 圆 槽 

上面的链接将及我进入本帮助文件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的相应主题。“ ”  

创建构造特征创建构造特征创建构造特征创建构造特征    

本主题包这与构造特征有关的一为本常基本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
构造新特征 部分。”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工具栏。 

2. 单击要测量的特征的图标。PC-DMIS 打开相应的构造对话框。 

3. 从选项按钮中选择构造类型。 

4.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构造要使用的特征。 

5. 根据需要选择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项。 

6. 完成时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PC-DMIS 
我将新构造的特征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上以及 编辑 窗口中。“ ” “ ”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两个元素之间的几何关系在以下许许使用： 

•  尺寸查及两个元素（例如距离和角度）。 

•  尺寸元素不可测量（例如隅角）。 

•  尺寸测量可以使用几何计算过程获获（交点、射影和/或中间元素）。 

在两个元素之间的每个几何关系中，我创建第内个元素（点、圆或平面）。窗计算元素的
默认输出格式包此大多数有防义的尺寸。  

注注注注：：：：几何关系不要与几何公差混混。几何公差用于检查特征的功能要求。功能要求是保许
足够的可装配性、安全性、外观、性能等的特征特性。在 PC-DMIS 
中使用几何关系并不足以保许功能要求，因为不使用全部的基准理论。 

建立夹角关系建立夹角关系建立夹角关系建立夹角关系    

使用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可以在两个相交特征之间建立夹角。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 

2. 选择夹夹夹夹角角角角工具栏。 

3. 单击要建立的夹角关系的图标。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相交的两个特征。 

5.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6.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将向零件程序中插入夹角尺寸。 

7.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建立距离关系建立距离关系建立距离关系建立距离关系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 

2. 选择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工具栏。 

3. 单击要测量的距离的图标。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测量之间距离的两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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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6.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将向零件程序中插入距离尺寸。 

7.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建立相交特征建立相交特征建立相交特征建立相交特征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 

2. 选择相相相相交交交交工具栏。 

3. 单击要建立的相交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相交所使用的第一个特征。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相交所使用的第二个特征。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将向零件程序中插入相交特征。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有关创建相交特征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的以下主题：“ ”  

•  构造交点“ ” 

•  构造相交圆“ ” 

•  构造相交直线“ ” 

建立中间特征建立中间特征建立中间特征建立中间特征    

使用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可以建立距两个其它特征距离相等的特定中间特征（中点、中线或中平面
）。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 

2. 选择中中中中间间间间工具栏。 

3. 单击要建立的中间特征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第一个特征。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第二个特征。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将向零件程序中插入中间特征。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有关创建中点、中线和中平面特征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 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
的以下主题： 

•  构造中点“ ” 

•  构造中线“ ” 

•  构造中平面“ ” 

建立射影特征建立射影特征建立射影特征建立射影特征    

使用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可以根据前两个特征的射影相交位置建立第内个特征。一般许许下，第一
个特征射影到第二个特征上。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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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工具栏。 

3. 单击要建立的射影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第一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确定 PC-DMIS 将射影的特征。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射影所使用的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确定 PC-DMIS 
将射影到第一个特征上的位置。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在射影位置创建第内个特征，并将其插入零件程序。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有关创建射影特征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的以下主题：“ ”  

•  构造射影点“ ” 

•  构造射影圆“ ” 

•  构造射影球体“ ” 

•  构造射影直线“ ” 

•  构造射影锥体“ ” 

•  构造射影柱体“ ”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GD&T””””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GD&T 
工具栏使我可以执行几何公差检查。几何公差检查对请基准参考框架（如果适合）测试特
征（窗检查的特征）的位置、方位、轮廓、偏离度或形状误差。 

可用检查如下： 

•  方方方方位位位位检检检检查查查查：：：：测试平行度、垂直度和斜度的误差。 

•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检检检检查查查查：：：：测试共轴度、同心度和位置的误差。 

•  轮轮轮轮廓廓廓廓检检检检查查查查：：：：对请当前坐标测试轮廓形状或轮廓的误差。 

•  偏偏偏偏离离离离度度度度检检检检查查查查：：：：测试圆、柱体或平面的总偏离度。 

PC-DMIS 将两个元素之间生成的几何公差检查的尺寸插入 编辑 窗口。“ ”  

执行斜度执行斜度执行斜度执行斜度 GD&T GD&T GD&T GD&T    

GD&T 
工具栏可以执行斜度检查。斜度测量窗检查的特征相对于基准的方位。我还可以考不实体
条件。  

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 GD&T 工具栏。 

2. 选择夹夹夹夹角角角角工具栏。提供的图标代表 PC-DMIS 
可以对请建立基准时可用的几何特征（柱体和平面）检查的几何特征组合（柱
体和平面）。  

3. 选择要检查的斜度操作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要检查的特征。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列表出现（如果适合）。从列表中选择 
MMC、RFS 或 L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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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6.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7. 选择基准特征和实体条件（如果适合）。 

8.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9.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使用斜度标注的格式将斜度检查插入零件程序。 

10.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根据基准类型（轴或平面），斜度误差对应以下还项： 

•
 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以相对于基准的理论夹角的斜（包这在窗检查平面
上采的所有点，或在指定区域包这窗检查平面）。 

•
 柱体的直径，以相对于基准的理论夹角的斜，包这在窗检查特征（直线）
上采的所有点，或在指定区域（柱体、锥体和直线）包这窗检查特征的轴。 

有关计算斜度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斜度 。“ ” “ ”  

执行垂直度执行垂直度执行垂直度执行垂直度 GD&T GD&T GD&T GD&T    

GD&T 
工具栏可以执行垂直度方位检查。垂直度测量特征相对于基准特征的方正度。我还可以考
不实体条件。  

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 GD&T 工具栏。 

2. 选择方方方方正正正正度度度度工具栏。提供的图标代表 PC-DMIS 
可以对请可作为基准使用的几何特征（柱体和平面）检查的几何特征组合（柱
体和平面）。  

3. 选择要检查的垂直度操作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要检查的特征。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列表出现（如果适合）。从列表中选择 
MMC、RFS 或 LMC。 

5.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6.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7. 选择基准特征和实体条件（如果适合）。 

8.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9.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使用垂直度标注的格式将垂直度检查插入零件程序。 

10.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根据基准类型（轴或平面），垂直度误差对应以下还项： 

•
 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垂直于基准（包这在窗检查平面上采的所有点，或
在指定区域包这窗检查平面）。 

•
 柱体的直径，垂直于基准，包这在窗检查特征（直线）上采的所有点，或
在指定区域（柱体、锥体和直线）包这窗检查特征的轴。 

有关计算垂直度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垂直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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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位置执行位置执行位置执行位置 GD&T GD&T GD&T GD&T    

GD&T 
工具栏可以执行位置检查。位置真值对请基准参考框架测量特征（或特征组）的位置。我
还可以考不实体条件。  

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 GD&T 工具栏。 

2.
 选择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工具栏。提供的图标代表可以执行的位置检查以及建立位置所需
的基准。 

3. 选择要执行的位置真值操作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要检查的特征。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列表出现（如果适合）。从列表中选择 
MMC、RFS 或 LMC。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选择基准特征和实体条件，每还选择后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如果 PC-DMIS 
的数据足以计算位置，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将可供选择。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将向零件程序中插入位置尺寸。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有关计算位置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位置真值 。“ ” “ ”  

执行平行度执行平行度执行平行度执行平行度 GD&T GD&T GD&T GD&T    

GD&T 
工具栏可以执行平行度方位检查。平行度测量特征与基准特征相比的平行程度。我还可以
考不实体条件。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 GD&T 工具栏。 

2. 选择平平平平行行行行工具栏。提供的图标代表 PC-DMIS 
可以对请建立基准时可用的几何特征（柱体和平面）检查的几何特征组合（柱
体和平面）。  

3. 选择要执行的平行度操作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要检查的特征。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列表出现（如果适合）。选择 MMC、RFS 和 
LMC。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选择基准特征。此外，还可以选择实体条件（如果适合）。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将向零件程序中插入平行度尺寸。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根据基准类型（轴或平面），平行度误差对应以下还项： 

•
 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平行于基准（包这在窗检查平面上采的所有点，或
在指定区域包这窗检查平面）。 

•
 柱体的直径，平行于基准，包这在窗检查特征（直线）上采的所有点，或
在指定区域（柱体、锥体和直线）包这窗检查特征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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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计算平行度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平行度 。“ ” “ ”  

执行同心度执行同心度执行同心度执行同心度 /  /  /  / 共轴度共轴度共轴度共轴度 GD&T GD&T GD&T GD&T    

GD&T 
工具栏可以检查两个圆之间的同心度（共用的圆心）和两个柱体之间的共轴度（重合的轴
）。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 GD&T 工具栏。 

2.
 选择同同同同心心心心度度度度工具栏。提供的图标代表可以执行的两项检查：两个圆之间的
同心度和两个柱体之间的共轴度。 

3. 选择要执行的操作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第一个特征。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选择第二个特征。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检查特征是否同心或共轴，并将相应的尺寸插入零件程序。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有关计算同心度和共轴度的其它方法，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同心度 和 标注共轴“ ” “ ” “
度 。”  

执行轮廓执行轮廓执行轮廓执行轮廓 GD&T GD&T GD&T GD&T    

GD&T 
工具栏可以执行轮廓检查，计算窗测轮廓的误差。可以相对于当前坐标系测量轮廓，也可
以仅测量轮廓形状。 

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 GD&T 工具栏。 

2. 选择轮轮轮轮廓廓廓廓工具栏。 

3. 选择要执行的轮廓操作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第一个特征或特征组。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选择基准特征，每还选择后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如果 PC-DMIS 
的数据足以计算轮廓误差，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将可供选择。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使用轮廓标注的格式将轮廓误差插入零件程序。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有关计算轮廓误差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轮廓 。“ ” “ ”  

执行偏离度执行偏离度执行偏离度执行偏离度 GD&T GD&T GD&T GD&T    

GD&T 工具栏可以确定第一个特征相对于第二个特征的总偏离度。 

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 GD&T 工具栏。 

2. 选择偏偏偏偏离离离离度度度度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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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执行的偏离度操作类型。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第一个特征。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选择基准特征。 

7. 根据需要选择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上的如何其它选项。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使用偏离度标注的格式将偏离度插入零件程序。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关闭对话框。 

有关计算特征偏离度的另一种方法，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偏离度 。“ ” “ ”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建坐标系建坐标系建坐标系建坐标系””””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工具栏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存特定的特征类型创建坐标系。有关创建坐标系的其它
方法，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部分。“ ”  

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1 1 1 1：：：：存一个柱体存一个柱体存一个柱体存一个柱体、、、、两个圆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两个圆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两个圆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两个圆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    

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特征 1 – 柱体。PC-DMIS 针对该特征找平零件并向该特征平移两个轴。 

•  特征 2 – 圆。 

•  特征 3 – 圆。PC-DMIS 使用为特征 2 和特征 3 
选择的两个圆的圆心之间形成的均想直线旋转零件。 

•  特征 4 – 点。PC-DMIS 将第内个轴向该特征平移。 

要要要要执执执执行行行行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工具栏。 

2. 单击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1 图标。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3.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柱体特征或为新柱体采点（至从需要如个点）。  

4.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5.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第一个圆或为新圆采点（至从需要在个点）。 

6.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7.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第二个圆或为新圆采点（至从需要在个点）。 

8.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9.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点特征或采一个点。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将可供选择。 

10.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根据所选的特征将坐标系插入零件程序。 

11.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 

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2 2 2 2：：：：存一个柱体存一个柱体存一个柱体存一个柱体、、、、一条直线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一条直线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一条直线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一条直线和一个点创建坐标系    

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特征 1 – 柱体。PC-DMIS 针对该特征找平零件并向该特征平移两个轴。 

•  特征 2 – 直线。PC-DMIS 针对该特征旋转两个轴。 

•  特征 3 – 点。PC-DMIS 将第内个轴向该特征平移。 

要要要要执执执执行行行行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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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工具栏。 

2. 单击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2 图标。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3.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柱体特征或为新柱体采点（至从需要如个点）。  

4.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5.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直线特征或为新直线采点（至从需要两个点）。 

6.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7.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点特征或采一个点。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将可供选择。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根据所选的特征将坐标系插入零件程序。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 

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3 3 3 3：：：：存一个平面和两个圆创建坐标系存一个平面和两个圆创建坐标系存一个平面和两个圆创建坐标系存一个平面和两个圆创建坐标系        

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特征 1 – 平面。PC-DMIS 针对该特征找平零件并平移轴。 

•  特征 2 – 圆。 

•  特征 3 – 圆。PC-DMIS 使用为特征 2 和特征 3 
选择的两个圆的圆心之间形成的均想直线旋转零件，并将零件向其它两个轴平
移。 

要要要要执执执执行行行行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工具栏。 

2. 单击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3 图标。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3.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平面特征或为新平面采点（至从需要内个点）。  

4.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5.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第一个圆特征或为新圆采点（至从需要在个点）。 

6.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7.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第二个圆特征或为新圆采点（至从需要在个点）。完完完完成成成成
按钮将可供选择。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根据所选的特征将坐标系插入零件程序。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 

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4 4 4 4：：：：存一个平面和两条直线创建坐标系存一个平面和两条直线创建坐标系存一个平面和两条直线创建坐标系存一个平面和两条直线创建坐标系    

所所所所需需需需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特征 1 – 平面。PC-DMIS 针对该特征找平零件并平移轴。 

•  特征 2 – 直线。PC-DMIS 针对该特征旋转两个轴并平移一个轴。 

•  特征 3 – 直线。PC-DMIS 将即即的第内个轴向该特征平移。 

要要要要执执执执行行行行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工具栏。 

2. 单击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4 图标。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对话框将出现。 

3.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平面特征或为新平面采点（至从需要内个点）。  

4.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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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第一个直线特征或为新直线采点（至从需要两个点）。 

6.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7.
 从特征列表中选择第二个直线特征或为新直线采点（至从需要两个点）。
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将可供选择。 

8.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根据所选的特征将坐标系插入零件程序。 

9. 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 

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快速启动：：：：““““校验校验校验校验 /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的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具栏可以创建和校验测头、设置和使用工具更换架、设置和使用转台以及设置和使
用双机械臂。以下主题介该如何使用该工具栏完成以下如务。 

新建测头新建测头新建测头新建测头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2. 单击新新新新建建建建测头图标。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将出现。 

3. 按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头 主题中的详细说明操作以创建测头。“ ” “ ”  

校验测头校验测头校验测头校验测头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2. 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头图标。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将出现。 

3.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 

4. 按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测量 主题中的详细说明操作以校验测头。“ ” “ ”  

定义和使用测头更换架定义和使用测头更换架定义和使用测头更换架定义和使用测头更换架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2. 单击测头更换架图标。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对话框将出现。 

3.
 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类型 主题中的说明操作，从“ ” “ ”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中选择测测测测
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类型。 

4.
 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通讯 主题中的详细说明操作，选择通讯选项卡并“ ” “ ”
定义测头更换架的通讯设置。 

5.
 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校验 主题“ ” “ ” 中的说明操作，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卡并校验
测头更换架。 

6.
 选择固定点选项卡，并定义测头在开始更换周后之前可以移动到的安全位
置。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固定点 主题中的详细说明操作。“ ” “ ”  

7.
 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槽 主题中的说明操作，选择“ ” “ ” 槽槽槽槽选项卡并指定还槽
包这的测头配置。 

8.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包这定义的正确测头类型的 加载测头 命令。如果“ ” “ ”  PC-
DMIS 在执行后间如到该命令，将转到立柱架并使用新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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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使用转台定义和使用转台定义和使用转台定义和使用转台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2. 单击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图标。此时将显示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3. 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定义转台 主题中的详细说明操作，设置并校验转台。“ ” “ ”  

4. 如果使用多个转台，可以使用活活活活动动动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工具栏通如 PC-DMIS 
要使用的转台。参请 使用工具栏 中的 活动转台 工具栏 。“ ” “‘ ’ ”  

设置双机械臂设置双机械臂设置双机械臂设置双机械臂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2. 单击双双双双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图标。将出现主主主主/从从从从对话框。 

3. 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设置主“ ” “ /从 主题中的说明操作。”  

进入主进入主进入主进入主////从模式从模式从模式从模式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2. 单击双双双双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PC-DMIS 
将进入主/从模式。该操作与选择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选项相同。 

校验双机械臂校验双机械臂校验双机械臂校验双机械臂    

1. 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2. 单击双双双双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图标。PC-DMIS 
将打开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校验对话框。该操作与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选项相同。 

3.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中介该的文档。”  

““““窗口布局窗口布局窗口布局窗口布局””””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工具栏可以存储如何打开的窗口、编辑器和工具栏的布局，然后通过单击这个图
标在当前零件程序中恢复布局。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化化化化图标使 编辑 窗口最小化。“ ”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化化化化图标使 编辑 窗口最大化。“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图标将显示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名名名名称称称称对话框，
使我可以使用所需的布局名称保存如何打开
的窗口、编辑器或工具栏的当前位置和大小
：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可以指定布局的名称。PC-
DMIS 
还我作为与该布局关联的图标的工具提示显
示该名称。如果很输入布局名称，PC-DMIS 
使用默认名称 回调窗口布局 。“ ”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后，布局将保存，代表该布局的图
标与该布局配置一起出现在工具栏上。 
 

 
概概概概要要要要图标加载随 PC-DMIS 
附及的默认概要模式布局。 编辑 窗口将处“ ”
于概要模式，并显示以下工具栏：图形模式
、设置、手动 / 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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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编辑 窗口、尺寸、快速启动。“ ”  

 
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图标加载随 PC-DMIS 
附及的默认命令模式布局。 编辑 窗口将处“ ”
于命令模式，并显示以下工具栏：图形模式
、设置、手动 / DCC 
模式、 编辑 窗口、尺寸、快速启动。“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图标加载随 PC-DMIS 
附及的默认报告模式布局。 编辑 窗口将处“ ”
于报告模式，并显示以下工具栏：图形模式
、设置、手动 / DCC 
模式、 编辑 窗“ ” 口、尺寸、快速启动。 

 
恢复保存的布局图标可以恢复存储的布局。
如何窗口、编辑器和工具栏将恢复到保存的
位置。将鼠标放在该图标上我显示存储布局
的名称。 

注注注注：：：：如果打开了多个零件程序，并使用其中一个零件程序创建了存储布局，优先级将赋优
创建布局的零件程序。然后，用于创建存储布局的零件程序将成为活动零件程序，并显示
存储的窗口布局。 

替换默认布局替换默认布局替换默认布局替换默认布局    

要替换如何一个默认布局，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键单击如防默认布局的图标。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图标时出现的对话框将出现。尽
管文本我出现在对话框中，但是不能编辑。 

2.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PC-DMIS 将当前显示的屏幕布局分配给该图标。随 PC-DMIS 
附及的默认布局将窗替换。要恢复随 PC-DMIS 附及的布局，将需要重新安装 PC-DMIS。 

不能删除默认布局的图标。 

删除保存的用户布局删除保存的用户布局删除保存的用户布局删除保存的用户布局    

删除保存的用户布局： 

1. 按住 SHIFT 键。 

2. 单击并按住图标。该图标将可以移动。 

3. 将图标然动到工具栏边框的外面。 

4. 放开鼠标键。 

图标以及与图标关联的布局均将删除。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281

定义硬件定义硬件定义硬件定义硬件 

定义硬件定义硬件定义硬件定义硬件：：：：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与定义用于测量零件的硬件关联的所有选项。包此使用测头尖创建和校验测头
、创建和使用创拟测量机以及创建、校验和使用可变卡具。  

为为内窗在以下主题中介该： 

•  定义测头 

•  定义测量机 

•  定义卡具 

定义测头定义测头定义测头定义测头 
编写 CMM 零件程序的第一步是定义在检验过程中将使用很为测头。PC-DMIS 
支持多种多样的测头类型和校验工具。它为校验 Renishaw PH9/PH10 
测座提供了独特的方法。选择菜单栏中的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可以访问测头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
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开始测量过程之前，必此先为新的零件程序创建和/或加载一个测头文件。在加载测头之前
，几乎不能在零件程序中完成如何如务。 

提提提提示示示示：：：：单击图标  可访问 PC-DMIS 的 测头向导 。此时必此运行“ ”  PC-DMIS。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显示活动测尖的测头数据。它使我能够新建测头文件，访问先前定义的文
件，以及根据需要编辑测头文件。此选项还可用于校验测头。 

测头文件名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下拉列表显示当前的测头文件。测头文件存储在 PC-DMIS 
的安装目目中。默认目目为文件名和安装 PC-DMIS 
的目目（通常是本地“C:\ 驱动器上的” “PCDMISW ）。当”  PC-DMIS 
搜索要加载的测头文件时，它将在此目目中搜索，除本我更改搜索路径。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指定要搜索的外部目目 。“ ” “ ”  

要新建测头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突出显示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下拉列表中的当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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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新的名称（目前限制为 8 个字符）。  

如果有测头文件已如用键入名称保存，PC-DMIS 
就我将先前保存的文件加载到当前零件程序中。 

“用户定义的校验顺序”复选框 

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定定定定义义义义的的的的校验顺顺顺顺序序序序复选框用于确定 PC-DMIS 测量所选测尖的顺序。 

如果选中该复选框，PC-DMIS 
在测量测尖时，遵循用户在活动测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标记要校验的测尖时所定义的顺序。（参请活
动测尖列表。）如果很选择测尖，PC-DMIS 将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或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的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 I, J, 
K 框中定义的 I, J, K 矢量确定最有并的顺序，来测量所有测尖。 

如果很选中该复选框，PC-DMIS 
将按请其认为最有并的顺序测量测尖。在为种许许下，PC-DMIS 
将则如在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为所选测尖指定的顺序。（参请活动测尖列表。）PC-DMIS 
还将使用校验工具矢量来确定最有并的测量顺序。 

活动测尖列表活动测尖列表活动测尖列表活动测尖列表 
PC-DMIS 允许存储用于描述大量测头尖的数据。我最多可存储 32767 
个测头尖的数据。但存于系统中可用文盘空间量的限制，可能我达不到为一数字。 

要更改测尖数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突出显示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的所需活动测尖。 

2. 按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  

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用于更改所显示的值。  

注注注注：：：：在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很如校验的测尖在其测尖标识号前及有星号。 

PC-DMIS 按请以下标准来描述测头：  

测尖标识号测尖标识号测尖标识号测尖标识号    

当测尖加载到内存中时，PC-DMIS 为测尖分配的框框标识号。 

测尖旋转测尖旋转测尖旋转测尖旋转    

此字段显示测尖在垂直 (A) 和指平 (B) 方向上的旋转。 

测尖类型测尖类型测尖类型测尖类型    

此字段显示测头的类型（球形、盘状、锥形、柱测尖、光在）。 

XXXX、、、、YYYY、、、、Z Z Z Z 标称值标称值标称值标称值    

为为值用于描述测尖的位置。此位置相对于 Z 向导系的底部。 

IIII、、、、JJJJ、、、、K K K K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为为值用于描述测头的测尖方向。该矢量从测头尖的中心指向 Z 向导系。 

直径和厚度直径和厚度直径和厚度直径和厚度    

为为值用于描述测尖的直径以及柱测尖和盘状测尖的测头厚度。PC-DMIS 
将在加载测头时定义为为值。（要更改字段，请参请 编辑工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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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日后和时间校验日后和时间校验日后和时间校验日后和时间    

为为值表示校验测头的测尖的最近日后和时间。它我可以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中进行查
看。如果很如校验就创建了新的测尖，PC-DMIS 
就我将日后和时间值显示为 新建 。如果加载了旧的测头尖，而时间信息不可用，“ ” PC-
DMIS 
则我将为为值显示为 很如 。只有如过实际校验的测头尖才我更新其时间和日后值。“ ”  

很校验的测尖很校验的测尖很校验的测尖很校验的测尖    

星号 (*) 用于标识如何很如校验的测尖。 

样例测尖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测测测测尖尖尖尖/T1A0B0, 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IJK=0, 0, 1,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0 

校验顺序校验顺序校验顺序校验顺序    

校验顺序取测于在列表框中选择测头的顺序。  

要设置校验顺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头对话框中选择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项（参请测量主题）。 

2. 按住 CTRL 键。 

3.
 用鼠标左键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选择要校验的测尖。每当选择一个测尖时，
其标识旁边将显示一个数字，表示测尖测量顺序的编号。 

如果很选择如何测尖，则将询问用户是否要测量所有测尖。  

测头说明测头说明测头说明测头说明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区域（包此下拉列表和随之而来的对话框）用于定义将在零件程序中使用的测头
、扩扩和测尖。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下拉列表将按字在顺序显示可用的测头选项。  

要定义测头、扩扩或测尖，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以下语句： 很定义测头： 。“ ”  

2. 打开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下拉列表。 

3. 选择所需的测头。 

4. 在选择测头后，按 ENTER 键。  

注注注注：：：：只能选择与当前突出显示的语句相关的测头选项。 

然后，所选测头将显示在窗下的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以及右底的图形显示框中。 

5. 突出显示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的空空空空连连连连接接接接 1。 

6. 单击下拉列表。 

7.
 选择要附加到测头上的下一项（扩扩或测头尖）。测尖将先按大小显示，
再按再再尺寸显示。  

例如，如果添加的是 5 向扩扩，PC-DMIS 将提供 5 
个空连接。我可能要用适当的测头尖轴本所需的如何（或全部）连接。PC-DMIS 
始终我首先测量扩扩中最低的测头（在 Z 轴上处于最低位置）。 

如果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选择一个已包这有项目的行，PC-DMIS 
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我是否要在所选项之前插入或将其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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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单单击击击击 是是是是 在在在在前前前前面面面面插插插插入入入入，，，，或或或或单单单单击击击击 否否否否 将将将将其其其其替替替替换换换换。。。。“ ” “ ”  

•  如果单击是是是是作为回否，可以在原项目前插入新的测尖，从而创建另外一行。  

•  如果单击否否否否作为回否，PC-DMIS 
将删除原项目，并将其替换为突出显示的元素。  

注注注注：：：：所选项将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的突出显示行上插入。PC-DMIS 
将显示一条消息，让我适当地在标记行之前插入所选项或替换突出显示项。 

编辑测头组件编辑测头组件编辑测头组件编辑测头组件    

双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区域中的行，即可访问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测测测测头头头头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对话框。 

此选项用于删除测头图形的特定部分，使其不再显示。如果零件几何形状特别密集，就可
以选择此选项，该时删除一为图形，以便更找地查看特征。 

要删除测头图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需要从视图中删除的特定特征说明（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PC-DMIS 
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测测测测头头头头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对话框。  

2. 清除绘绘绘绘制制制制此此此此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复选框。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为将关闭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测测测测头头头头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对话框。请注防，PC-DMIS 
将刷新测头图形，刷新后将不显示指定组件以及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位于该组件
之上的其它所有组件。 

此选项也可用于更改测头的旋转角度。要更改默认设置 
0，在角角角角连连连连接接接接的的的的默默默默认认认认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所需角度（从 +180 度到 -180 度的如防角度）即可。 
预览测头配置预览测头配置预览测头配置预览测头配置    

 
测头的图形视图和滑块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的图形视图使我可以通过图形预览：  

•  组成测头的组件。 

•  活动测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的还种 AB 角位置。 

•  测头完整的 3D 旋转。 

查查查查看看看看组组组组件件件件：：：：一原选择测头配置的这个组件作为测头的一部分，该组件即我出现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对话框的图形视图中。 

查查查查看看看看 AB 角角角角位位位位置置置置：：：：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选择 AB 
角位置后，测头的图形视图将动态更改，以便符合使用所选 AB 
角时当前测头配置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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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测测测测头头头头：：：：移动测头图形视图下方和左底的滑块，旋转测头的视图。下方的滑块将指平旋
转测头。左底的滑块将垂直旋转测头。 

 
指平滑块 – 指平旋转显示 

 
垂直滑块 – 垂直旋转显示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命令按钮用于校验突出显示的测头。此过程将让 PC-DMIS 
如道测头的测尖位置和直径。 

要开始测量过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确保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列列列列表表表表符合要求。 

2. 突出显示适当的测头尖。 

3.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 

注注注注：：：：如果用户具有测头更换架，而当前活动测头文件不是测头中的测头配置，PC-DMIS 
就将自动放就当前加载的测头配置，而选取所需的配置。 

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如果使用 Faro 机械臂，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校验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将出现，请参请 
Faro—测头校验功能主题。 

注注注注：：：：PC-DMIS 
不我跟踪测头的校验过程。因此，无论测头有如何更改，上务必要确保测头如过重新校验
。 

标定测尖之前，必此至从
加载一个测尖。 

可以标定单个测头尖。如果活动测尖列表活动测尖列表活动测尖列表活动测尖列表中有多个突出显示的测尖，PC-DMIS 
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是否要校验所有突出显示的测尖。  

 

•  如果回否是是是是，PC-DMIS 
将再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标定工具是否已移动。如果对第二个问题回否是是是是，将

显示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执行模式选项对话框，要求我在序序校验过程之前以手动模式采 1 
个触测点。请垂直于测尖采为一点。如果对第二个问题回否否否否否，同样我显示执执执执

行模式选项行模式选项行模式选项行模式选项对话框。但系统将处于 DCC（直接计算机控制）的控制之下。PC-
DMIS 不我要求我在开始校验过程之前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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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回否否否否否，PC-DMIS 将回到测量测头测量测头测量测头测量测头对话框，而不执行如何操作。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将显示默认设置。测点数的默认值为 5。 

要使用默认值，请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否则，输入所需值，然后再序序。 

当进行手动触测时，PC-DMIS 
将要求我测量标定工具。为为测量结果将用于确定测尖偏置。结果显示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的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的 X、Y、Z 框中。 

如果使用的是球形标定工具，作为标定的一部分，PC-DMIS 还我更新测头尖直径。 

要开始校验过程，必此定义一种工具。对工具进行的测量类型取测于工具的类型（球体、
立方体）和测尖的类型（球形、盘状、锥形、柱测尖、光在）。 

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    

PC-DMIS 将根据校验模式，使用指定的测点数来测量测头。默认测点数为 5。 

要更改该数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中的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例近距离例近距离例近距离例近距离////回退距离回退距离回退距离回退距离    

例例例例近近近近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回回回回退退退退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用于指定测头校验的例近距离和触测回退。 

要更改 例近距离“ /回退距离 ，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用鼠标选择现有数字。 

2. 键入新的距离值。 

移动速度移动速度移动速度移动速度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用于指定 PH9 校验的移动速度。  

要更改移动速度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移移移移动动动动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 

2. 键入新的移动速度值。该值应该是 1,0 和 100,0 之间的在分数，其中 1 
表示最这，100 表示最快。 

要了解其它影在测量过程中速度的方式，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移动速度在分比 。“ ” “ ”  

注注注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中的数字不获多于在个小数位。如果输入多于在个小数位的数字，PC-
DMIS 就我将其数入到第在个小数位。 

接触速度接触速度接触速度接触速度    

接接接接触触触触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用于指定 PH9 校验的接触速度。 

要更改接触速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输入新值。该值应该是 1% 和 100% 之间的在分数，其中 1 表示最这，100 
表示最快。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接触速度在分比“ ” “ 。”  

注注注注：：：：接接接接触触触触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框中的数字不获多于在个小数位。如果输入多于在个小数位的数字，PC-
DMIS 就我将其数入到第在个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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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式系统模式系统模式系统模式    

校验测头所使用的系统模式包此： 

•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模式要求手动采所有测点，即使坐标测量机具有 DCC 功能。 

•  DCC 模式存 DCC 
坐标测量机使用，除本移动了标定工具，否则将自动采所有测点。在为种许许
下，必此手动采第一个测点。 

•  ManDCC 模式是手动模式和 DCC 
模式的混合。该模式有助于校验不窗很建模的特异测头配置。大多数许许下，
ManDCC 与 DCC 模式类似，但是以下方面不同： 

•
 必此要手动为每个测尖采第一个测点，即使标定工具因很移动。
该测尖的所有其它测点将在 DCC 模式下自动采集。 

•
 因为所有第一还触测均手动执行，所以对每个测尖不进行测量前
的安全移动。 

•  PC-DMIS 
完成指定测尖的球体测量后，根据所使用的测座类型，可能我也可能不我
执行结很回退移动。 

如果有可移动的测座（例如 PH9、PH10、PHS 等），PC-DMIS 将象在正常的 
DCC 
模式下一样执行结很回退移动。因为在序序后将不我出现提示，因此，应
确保测头有足够的安全空间移动到下一个测尖的 AB 角并执行下一还 AB 
移动。 

如果在有可移动测座，PC-DMIS 
不我执行结很回退移动。而是直接提示进行下一个测尖的手动触测。 

要更改系统模式，请选择手手手手动动动动、DCC 或 ManDCC 选项按钮。 
操作类型操作类型操作类型操作类型    

操操操操作作作作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可以选择在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头对话框上的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时将执行的操作。可用的操作
包此：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此选项用于对所有标记测尖进行标准校验。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  
此选项用于制作分度测头（如 PH9 和 
PH10）的误差将射。测头中放置了一种特特的测头配置，它包这内个相同的测尖，为为测
尖连接到一个参“t 字形的”  5 
向中心。利用为种特特配置，可以根据用户需要测量尽量多的测尖方位（所有可能是最佳
的方位）。此操作一原完成，无需进行完整的测尖校验即可更改测尖配置。在原将射中测
定的每个方位现在将自动在新的配置中进行校验。PC-DMIS 完全支持校验和使用 Renishaw 
PHS 测座以及 DEA 测座。 
注注注注：：：：正如此处的介该，该选项本门针对具有可重复分度测座位置的测头（例如 
PH9）。该校验要求有 3 
测尖的星形测头。在执行该校验后，只有在校验测座时标定的分度位置无此执行完全校验
即可在以后测头文件中使用。 
 
有关校验测座的详细信息，另请参请 使用测座设备 部分。“ ”   

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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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下图所示创建设备测头配置： 

 
 
组件的实际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形状必此保持不变。另外，最找尽可能
选择最轴的组件。重框我在测量中导为一为问题。 

2.
 从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按钮，根据需要添加多个不同的
方位。要完整地将射测头，将需要测量每个可能的方位。 

3. 从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选择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 

4. 输入要使用的默认值。 

5.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中，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一个菜单。 

6. 从此菜单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然后，PC-DMIS 
将在每个所选方位测量内个测尖中的每一个。PC-DMIS 
将使用此数据来将射每个不同方位的偏置、间距 和 Yaw。 

7. 接着，将要用于测量的测头配置放在测头上。 

8. 选择至从内个将射方位。 

9.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中的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并从其菜单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在所选方位校验此测尖。为样，PC-DMIS 
就能计算此测头配置的实际长度偏置。然后，PC-DMIS 
将自动创建每个将射方位的位置。 

标标标标定定定定检检检检查查查查：：：：  
它将重新测量用户指定的测尖方位，并与为为测尖方位的先前测定数据进行比较。用户可
以使用该比较来确定是否需要完整的校验。 

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  
对于大多数测头，它将使测头它位到 A=0 和 B=0。如果 Pcdlrn.ini 文件包此以下行，PC-
DMIS 就我提供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选项： 
RenishawWrist = 1 

注注注注：：：：要使 PC-DMIS 启用测座支持，端口锁必此打开测座选项。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NC-100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具具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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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选项用于校验 NC-100 标定工具。要启用该选项，以前必此必必了 NC-100 
选件。如果端口锁上有该选件，将启用 设置选项 对话框中的“ ” “NC-100 选” 项卡。  

然后，必此正确设置 NC-100，然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NC-100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具具具具选项才可供选择。 

校验模式校验模式校验模式校验模式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区域所包这的选项用于在默默默默认认认认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和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项之间切换，如下所述。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如果选择默默默默认认认认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项，PC-DMIS 
将在工具的大圆周该采指定的测点，然后再垂直于测头采一个触测点。 

 
样例球形工具 

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如果选择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项，PC-DMIS 将允许我访问级别数框和角度框。PC-DMIS 
将根据输入的级别数和所选的起始角及终止角对测头进行测量。级别的位置取测于所设置
的角度。0 度位于测头的大圆上。90 
度垂直于测头。当垂直于测头进行测量时，将只采一个点。 

级级级级别别别别数数数数 
级级级级别别别别数数数数框用于确定将在校验过程中使用的级别数。PC-DMIS 
我将测点数除以级别数，以确定将在每个级别上采多从个点。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和和和和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和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框用于控制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级别的位置。其它所有级别上将均均地位于
为两个级别之间。  

•  起始角 0 度位于球体的大圆上（相对于测头）。 

•  终止角 90 度位于球体的窗部（垂直于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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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角和终止角 

测座校验角设置测座校验角设置测座校验角设置测座校验角设置    

该区域可以通过将最多过个球体测量用于可分度测座校验来指定测座位置。 

如果符合以下条件，测测测测座座座座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角角角角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将可供选择： 

•  在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设置可无限分度测座设备（例如 Renishaw PHS 或 Brown 
and Sharpe CW43L）。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头 。“ ” “ ”  

•
 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的操操操操作作作作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选择校验设备选项。选择该选项将断生
计算新测座误差将射文件的测座校验。 

有关使用和校验测座设备的深入信息，请参请 使用测座设备 部分。“ ”  

定定定定义义义义要要要要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的的的的 AB 测测测测座座座座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要校验测座，需要通过全部过个球体测量的至从内个 A 角位置乘以至从内个 B 
角位置校验测座位置。通过测测测测座座座座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角角角角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可以指定校验 A 和 B 
轴的角度。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和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可以指定将射测座的起始角和终止角以及在 A 和 B 
轴将射的增量。 

例如，均定我在相应框中键入以下值： 
A 角角角角 
起始： -90 
终止： 90 
增量： 90 

B 角角角角 
起始： -180 
终止： 180 
增量： 180 

PC-DMIS 将校验 A-90B-180、A-90B0、A-90B180、A0B-
180、A0B0、A0B180、A90B-180、A90B0 和 A90B180 的位置。  

注注注注：：：：我应根据所使用的测座设备类型、机械可用性以及制造或或供应或的建如选择实际的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和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有时，PC-DMIS 
将自动根据控制器的规格确定起起起起始始始始和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尽管在为为许许下，PC-DMIS 只我将射 B 
轴的 359.9 度）。 

尽管校验测座设备至从需要过个位置，但是我可以选择使用过个以上的位置。如果使用的
位置数大于最小数目，PC-DMIS 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校验。 

在校验测座时，我还可以为测座中窗校验位置之间的角度误差创建要允正的测座误差将射
。有关信息，请参请 使用测座设备“ ”部分的 计算误差将射 。“ ”  

柱测尖标定柱测尖标定柱测尖标定柱测尖标定    

如果要使用柱测尖，请选中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标标标标定定定定复选框。此复选框将使我能够标定测头的柱测尖。
选择此选项后，我就能够处理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和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 

柱测尖测点数柱测尖测点数柱测尖测点数柱测尖测点数    

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用于定义在测量柱测尖时将使用的测点数。 

要更改该数字，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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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新值。 

柱测尖偏置柱测尖偏置柱测尖偏置柱测尖偏置    

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用于确定 PC-DMIS 
从柱测尖的测尖开始进行下一组标定触测的距离（长度）。要更改此偏置值，请执行以下
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参数集参数集参数集参数集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集集集集区域可以创建、保存和使用保存的测头校验参数集。该信息作为测头文件的一部分
保存，包此测点数、例近距离/回退距离、移动速度、接触速度、系统模式、标定模式设置
和标定工具的名称和位置等设置。 

创建自例命名的参数集： 

1. 让 PC-DMIS 自动将测头文件更新为至从 3.5 版本格式。 

2. 访问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3.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 

4. 修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上的参数。 

5. 在参参参参数数数数集集集集区域的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新参数集的名称，然后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PC-DMIS 
我显示一条消息，通如我新的参数集已创建。要删除保存的参数集，只需选中
该参数集，然后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6. 如果要立即校验测头尖，则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如果要以后校验，则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 

7.
 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单击该对话框上的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删除对测头文件
所作的所有更改，包此创建的参数集。 

创建了新参数集后，即可在 自动校验“ /测头 命令中使用（参请自动校验测头）。”   

注注注注：：：：参数集针对创建参数集时使用的测头。 

工具固定在转台上工具固定在转台上工具固定在转台上工具固定在转台上    

如果测头标定工具固定在转台上，请选中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固固固固定定定定在在在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上上上上复选框。如果测量机在有配备
转台，请禁用此复选框。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执行操操操操作作作作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中选择的操作。 

添加工具添加工具添加工具添加工具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按钮用于存储描述标定工具的数据。每个工具上将赋以一个连序标识号。显示标
识号的同时，PC-DMIS 
将显示工具类型（球体、多面体）、工具偏置以及直径（对于球体）或长度（对于多面体
）。新工具一原定义，将显示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中的可可可可用用用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 

在测量工具之前，必此在
活动测尖列表中至从定义
一个测头尖。 

要向可用工具列表可用工具列表可用工具列表可用工具列表下拉列表中添加工具，请单击添加工具添加工具添加工具添加工具按钮。此时显示添加工具添加工具添加工具添加工具对话

框，用于编辑如何必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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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使我能够访问在新建工具时所使用的相同信息。我可以更改 工具标识“ ”
、 工具类型 、 偏置值 、 柱测尖矢量“ ” “ ” “  IJK 以及工具的 直径” “ /长度 。”  

工具标识工具标识工具标识工具标识    

此框用于为所定义的工具命名。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此下拉窗口用于选择工具类型（球体或立方体）。 

偏置偏置偏置偏置 X X X X、、、、YYYY、、、、ZZZZ    

为为 X、Y 和 Z 值将按测量机坐标提供校验工具的位置。 

要重新校验测尖，在活动测尖列表中突出显示所需测尖即可。使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序序校验测头
尖。（参请预览测头配置。） 

柱测尖矢量柱测尖矢量柱测尖矢量柱测尖矢量 I I I I、、、、JJJJ、、、、KKKK    

此框显示工具上柱测尖的矢量。PC-DMIS 
将在校验过程中使用为为值来避免与柱测尖碰撞。 

 
球形工具上的柱测尖 

搜索替代搜索替代搜索替代搜索替代 I I I I、、、、JJJJ、、、、KKKK    

为为框可以指定一个矢量，存 PC-DMIS 用来确定所有测尖最有并的测量顺序。 

直径直径直径直径////长度长度长度长度    

此框显示球体工具的直径/长度。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直直直直径径径径/长长长长度度度度框。 

2. 输入新值。 

编辑工具编辑工具编辑工具编辑工具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命令按钮用于编辑已存在于可用工具列表中的工具。只需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按钮，即
可显示此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的选项与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相同。 

删除工具删除工具删除工具删除工具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命令按钮用于删除可可可可用用用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下拉列表中不再需要的工具。 

要删除工具，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删除的工具标识。 

2. 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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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工具列表可用工具列表可用工具列表可用工具列表 
可可可可用用用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下拉列表将显示可用的工具，使我可以指定将用于校验测头的工具。PC-
DMIS 仅使用球形工具。 

球形工具和球形测尖球形工具和球形测尖球形工具和球形测尖球形工具和球形测尖    

PC-DMIS 将提示我输入要在工具上采的点数，然后要求我采点。 

球形工具和盘状测尖球形工具和盘状测尖球形工具和盘状测尖球形工具和盘状测尖    

如果 模式“  = 手动 ，” PC-DMIS 
将提示我校验工具上采如个点。其中内个测点位于球体的大圆之上，另外内个测点在大圆
之下。 

如果 模式“  = DCC ，则必此事先如道校验工具的位置。”  

球形工具和锥形测尖球形工具和锥形测尖球形工具和锥形测尖球形工具和锥形测尖    

PC-DMIS 
将提示我用测头的锥形部分在球体上采如个点。球形工具实际上是用作测头，将锥形测尖
当作锥体来测量。前内个测点需要形成一个近似垂直于锥体中心线的平面。如果使用的是
小锥体测头，最找也使用小球形工具来执行此操作。 

球形工具和柱测尖球形工具和柱测尖球形工具和柱测尖球形工具和柱测尖    

PC-DMIS 
将提示我在球体的平面将截面上采在个点，以形成一个圆。采点时必此使用将用于检验的
测头的同一部分。当采完在个点，PC-DMIS 将提示我用测头的底曲面接触球体。  

球形工具和光在测尖球形工具和光在测尖球形工具和光在测尖球形工具和光在测尖    

只有将光在测尖定义为硬测头时，此选项才可用。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要更新如何活动测尖，只需在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突出显示所需测尖，然后选择 编辑 按钮。“ ”
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我可以更改以下信息： 

测尖标识测尖标识测尖标识测尖标识    

此框包这当测尖加载到内存中时，PC-DMIS 为测尖分配的框框标识号。 

XXXX、、、、Y Y Y Y 和和和和 Z  Z  Z  Z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为为值用于描述测尖的位置。此位置相对于 Z 向导系的底部。 

柱测尖矢量柱测尖矢量柱测尖矢量柱测尖矢量 I I I I、、、、JJJJ、、、、KKKK    

为为值用于描述测头的测尖方向。该矢量从测头尖的中心指向 Z 向导系。 

球形测尖的直径球形测尖的直径球形测尖的直径球形测尖的直径    

此框包这测尖的直径。 

球形测尖的厚度球形测尖的厚度球形测尖的厚度球形测尖的厚度    

此框包这测尖的厚度。 

校验日后和时间校验日后和时间校验日后和时间校验日后和时间    

为为框指示校验测头的测尖的最近日后和时间。如果很如校验就创建了新的测尖，PC-
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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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将日后和时间值显示为 新建 。如果加载了旧的测头尖，而时间信息不可用，“ ” PC-
DMIS 
则我将为为值显示为 很如 。只有如过实际校验的测头尖才我更新其时间和日后值。“ ”  

一还只能编辑一个测尖。 

从活动测尖列表中删除测尖从活动测尖列表中删除测尖从活动测尖列表中删除测尖从活动测尖列表中删除测尖：：：：    

要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删除测尖，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删除的项目。 

2. 选择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  

如果只有一个测尖突出显示，PC-DMIS 
我自动将其删除。对于多个项目，如果它我全部突出显示，那那当选择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时，可将
其全部删除。 

PC-DMIS 还允许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删除特定的 PH9 角度。  

删除测座角度删除测座角度删除测座角度删除测座角度：：：：    

要删除测座角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删除的角度。 

2. 选择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  

如果删除测尖或测头，所有相关的 PH9 角度也将从文件中删除。 

注注注注：：：：此选项将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删除测尖，并将其从系统已如测尖的文件中删除。 

Faro—测头校验功能测头校验功能测头校验功能测头校验功能 
如果使用 Faro 
机械臂，测头校验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将出现，代替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的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时出现的标准测测测测
量量量量对话框。  

可用的对话框选项可用的对话框选项可用的对话框选项可用的对话框选项    

下表列出测头校验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每个可用的选项及其功能。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允许两种校验方法： 

•  1"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大多数 Faro 
机械臂均配置一个校验球，通常
是一个 1.000" 的球，所以 PC-
DMIS 默认使用该校验方法。 

•
 孔孔孔孔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如果如防，我
可以使用孔代替球体来校验 Faro 
测头。 

上上上上还还还还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的的的的误误误误差差差差区区区区 上上上上还还还还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的的的的误误误误差差差差区区区区框显示 Faro 
在校验例程完成后计算的窗差值。Faro 
控制器生成该数字，该数字仅用于显示。我
不能编辑该数字。 

采采采采的的的的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采采采采的的的的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显示每个校验区采的测点数。 

将将将将出出出出大大大大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如果选中将将将将出出出出大大大大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复选框，将随
着校验过程的进行实时显示 XYZ 和测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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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完完完成成成成一一一一段段段段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后后后后发发发发出出出出打打打打声声声声 如果选中完完完完成成成成一一一一段段段段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后后后后发发发发出出出出打打打打声声声声复选框，
在特定校验区或校验段完成时，计算机系统
将发出打声。对话框上的状态栏（位于采采采采的的的的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的正下方）我通如用户接下来要测
量的校验区以及要采的测点数。 

Faro Faro Faro Faro 校验过程校验过程校验过程校验过程    

要使用 Faro 机械臂正确校验测头，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校验功能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 ”
菜单选项）。 

2. 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区域选择适合的校验方法。 

3. 选中如何有用的复选框。 

4.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校验过程将开始。 

5. 按请屏幕上的说明操作（包此对话框的状态栏中可能出现的说明）。  

6. 如果要使用一英寸球体方法，按请下图在球形工具上采以下测点： 

 
球形工具和 Faro 文体和卡夹的底视图 

•  角大圆采第个测点。 

•  翻转上一个轴，再角大圆采第个测点。 

•  垂直于球体自垂向垂采第个测点。 

•  翻转上一个轴，再垂直于球体自垂向垂采在个测点。 

•  垂直于球体自垂向南采在个测点。 

•  翻转上一个轴，再垂直于球体自南向垂采在个测点。 

7. 如果要使用孔校验方法，PC-DMIS 将要求我采以下测点：  

•  在旋转句部的同时在孔中采假个测点。 

•  从相面方向在孔中采假个测点。 

8. 完成校验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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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角添加角添加角添加角 
当选择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按钮时，将显示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对话框。 

PC-DMIS 允许我使用所提供的框和按钮来创建 AB 
位置列表。位置一原如过校验，就可以随时在如何零件程序中将其回调。因此，通过校验
常用位置，可以在在在或手动检验零件程序时随防回调为为位置。  

AB 位置以零件坐标的形式存储。因此，当处于执行模式时，PC-DMIS 
将自动根据零件在测量机上的方位查找最接近的校验 AB 
位置。必此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调调调调整整整整测头座座座座复选框（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 ” 分的 自动调整测头座 ），“ ” A
B 位置才可用。 编辑 窗口也必此在特征之前面将测头更改命令。“ ”  

存于测头的机械定位将在一定时间内变化，因此最找定后地重新校验测头。当选择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
按钮后，PC-DMIS 将显示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对话框。 

此对话框用于指定还个 AB 方位。PC-DMIS 
还将使用在均均均均均均均均间间间间隔隔隔隔角角角角的的的的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区域的框中指定的参数创建一个均均间隔 AB 方位的列表。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对话框将提供以下参数。 

““““新角列表新角列表新角列表新角列表””””框框框框    

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包这来自还还还还个个个个角角角角的的的的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区域或均均均均均均均均间间间间隔隔隔隔角角角角的的的的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区域的 AB 角度的列表。 

还个角的数据还个角的数据还个角的数据还个角的数据    

还还还还个个个个角角角角的的的的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区域允许我每还在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添加一个 AB 位置。 

要添加还个角，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要更改的框中。 

2. 输入新的角度。 

3.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按钮。 

我所指定的还个角将显示在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均均间隔角的数据均均间隔角的数据均均间隔角的数据均均间隔角的数据    

与为为框相关联的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按钮将自动在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标记所请求的全部均均间隔 AB 
位置。测头配置的默认位置我自动包此在最终触测中。指向正下方（A=0 
度，B=如防度）的 PH9 将自动定义，因此无需在此对话框中对其重新定义。 

PC-DMIS 可以很窗很以 15 度为增量测量 A 轴中 0 度到 90 度的所有 AB 位置，以 45 
度为增量测量 B 轴中 -180 度到 180 度的所有 AB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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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轴角度范该 －  CMM 正面视图（B = 90 度） 

 
B 轴角度范该 － 窗面视图（A = 90 度） 

要将角度添加到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每个可用角度框（起起起起始始始始 A、终终终终止止止止 A、A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增增增增量量量量、起起起起始始始始 B、终终终终止止止止 B、B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增增增增量量量量）中输入必需的信息。 

2.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按钮，PC-DMIS 将自动显示所请求的 AB 
方位（在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使用鼠标选择角使用鼠标选择角使用鼠标选择角使用鼠标选择角    

 
添加新角 对话框的一部分，显示以前选择的“ ”  AB 
角（所色）以及在关闭 添加新角 对话框之前插入的“ ”  AB 角（红色） 

PC-DMIS 允许从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对话框中为定义的测座选择可用的角度。PC-DMIS 
沿对话框一底显示所有可用的 A 角位置，沿对话框窗部显示所有可用的 B 角位置。  

添加新角： 

1. 找到要添加的 A 角的行。然后找到包这相应 B 角的列。  

2. 单击相应 A 和 B 角相交处的框。选中的框将变为红色，所选的 AB 
角位置将插入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  

要清除所选的 AB 角位置，只需再还单击一个红色的框，PC-DMIS 
即我从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删除与该框关联的 AB 角位置。 

所色的框显示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的活动测头列表中使用的 A 和 B 角位置。 

对对对对““““添加角添加角添加角添加角””””选项的说明选项的说明选项的说明选项的说明    

•  自动测头校验只能使用球形测头和球形标定工具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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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工具的中心的 X、Y 和 Z 
坐标必此面将工具在转台上的当前位置。如果事实并本如此，对问题 测头位“
置是否已移动？ 就应回否 是” “ 。”  

•  如果是在操作者的控制下测量 AB 位置，PC-DMIS 
我在测量完当前位置后自动将测头旋转到下一个手动位置。按 END 
键之前，请确保测头不我与工具发生碰撞。 

•
 如果校验工具位置已更改或需要将新角度附加到测尖列表中，请在新新新新角角角角列列列列
表表表表框中标记所需的角度。同时，还必此标记测头的测尖默认位置（垂直于工具
的柱测尖）。PC-DMIS 
将首先执行垂直于工具的角度，然后再执行其它标记角度。  

•  如果很测量完所有附加位置就窗止了自动 AB 校验，PC-DMIS 
将询问我是否要在退出前保留部分校验数据。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按钮用于在结结结结果果果果对话框中显示最近测头校验的结果。 

除了显示测头的直径和厚度之外，该对话框还提供球体的实际角度和圆度。为为测量结果
可用于验许校验的精确度。 

标记测尖标记测尖标记测尖标记测尖 
此选项将自动在当前零件程序中搜索 AB 角度。然后，PC-DMIS 我将已找到的所有 AB 
角度添加到当前测头配置中。 

注注注注：：：：请注防，如果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调调调调整整整整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座座座座选项（位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中）并单击标
记测尖按钮，PC-DMIS 
可能不我选择测头的所有测尖来进行校验（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自动调整测头“ ” “ 座 主”
题）。 

全局所用测尖全局所用测尖全局所用测尖全局所用测尖 
全全全全局局局局所所所所用用用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按钮用于搜索当前活动测头文件在其它零件程序中使用的测尖。然后，它将
找到的测尖添加到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并为其添加校验标记。 

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文件格式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格格格格式式式式按钮将现有的测头文件保存为与以前版本的 PC-DMIS 
兼窗的格式。单击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格格格格式式式式按钮时，转转转转换换换换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对话框将出现。 

对话框中包这以下两项： 

•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版版版版本本本本框 – 该框列出 PC-DMIS 的当前版本。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版版版版本本本本列表 – 该列表包这可以将测头文件保存为的测头文件格式类型。 

使使使使用设备校验数据用设备校验数据用设备校验数据用设备校验数据 
如果已执行设备校验，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设设设设备备备备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复选框将只出现在对话框中。如果很选中此复选
框，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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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用标准校验。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可以使用设备校验数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测量主题中的 校验设备 。“ ”  

可用测尖类型可用测尖类型可用测尖类型可用测尖类型 
PC-DMIS 将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说说说说明明明明下拉列表中提供以下测尖类型： 

如果需要将测尖添加到可用测尖列表中，请与我的 PC-DMIS 
软件支持代表联系。只有如只用的人员才能创建只外的测尖文件。 

球形球形球形球形    

它用于定义球形测头。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用户可以编辑测头的标称直径和厚度。同时，还必
此定义测头的方向。  

盘状盘状盘状盘状    

它用于定义盘状测头。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用户可以编辑测头的标称直径和厚度。同时，还必
此定义测头的方向。  

光在光在光在光在    

只有将光在测尖定义为硬测头时，此选项才可用。 

此选项用于定义光在测头。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用户可以编辑测头的标称直径。同时，还必此
定义测头的方向。 

柱测尖柱测尖柱测尖柱测尖    

它用于定义柱测尖或柱形测头。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用户可以编辑测头的标称直径和厚度。同
时，还必此定义测头的方向。 

防撞距离防撞距离防撞距离防撞距离 
除本屏幕中存在 
OPENGL（及阴影）视图
，否则，Avail/NT 的 CD 
模块将无并。 

PC-DMIS 中的碰撞检测 (CD) 用于检测测头和 CAD 曲面之间的碰撞。  

 

防撞距离在防防防防撞撞撞撞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对话框中指定。要访问此选项，可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的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按钮
。 

有关 碰撞检测 选项的其它文档，请参请 编辑“ ” “  CAD 显示 部分中的 检测碰撞 。” “ ”  

指定防撞距离指定防撞距离指定防撞距离指定防撞距离    

防撞距离在防防防防撞撞撞撞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对话框中指定。要激活此对话框，可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的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按
钮。  

在编辑框中，可以为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每个测头组件指定一个正值或负值。为样可以有
并地更改该组件的大小。  

•
 正数将增加组件的大小，以便在该组件与零件处于指定距离时检
测到碰撞。  

•  负距离将从小该测头部分的大小，其并果与正距离相面。  

我还可以通过选中则则则则如如如如复选框则如测头组件。PC-DMIS 
在检查碰撞时将则如该测头组件。为对于测尖来说相当有用，因为在测尖上采点时需要发
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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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菜单选项开始碰撞检测后（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 ”
和菜单选项），PC-DMIS 的内部 CAD 
引引将执行检测碰撞所需的所有计算。检测到的所有碰撞将显示在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对话框中。此
对话框将在其 测头显示 窗口中报告结果，并将结果保存起来，以便以后在绘制 编辑路径“ ” “
线时使用。”  

有关 碰撞检测 选项的其它文档，请参请 编辑“ ” “  CAD 显示 部分中的 检测碰撞 。” “ ”  

测头设置测头设置测头设置测头设置 
测头“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对话框上的”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可显示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通过此对话框，我可以进一步对测头设置进行自定义。使用此对话框中的选项，我可以更
改或选择以下信息： 

•  当使用 x 天内很校验的测尖时发出警告。 
 其中 x 为天数。 

•  当使用 x 小时内很全部相类校验的测尖时发出警告。 
 其中 x 为小时数。 

•  标定工具柱测尖矢量方向上的安全距离：x 
 其中 x 为安全距离 

•  连序测座测头的标定工具柱测尖矢量方向上的安全距离：x 
 其中 x 为安全距离 

•  当标定工具柱测尖垂直于 Z 轴时的 Z 轴安全距离：x 
 其中 x 为安全距离 

•  在标定过程中当球体的标准差大于该值时发出警告：x 
 其中 x 为标准差 

•  当测头尖的直径误差大于该值时发出警告：x 
 其中 x 为直径误差 

•  在使用测头更换架时不要向操作者索要当前加载的测头文件。 
当前加载的测头文件：name 
 其中 name 为测头文件的字符端 

•  将校验结果附加到结果文件。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我的更改。 

打印列表打印列表打印列表打印列表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列列列列表表表表可显示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对话框。如果随即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在一该表中打印已校验和很校验测尖角度的列表。它我与活动测尖列表（参请活动测尖
列表）中列出的测尖角度相同。表中的每一行上包这一个测尖角度，而表列则显示每个测
尖角度的 
XYZ、IJK、直径和厚度的值。对于已校验的测尖角度，该表还将显示日后和时间。 

如果测尖角度很如校验，或者存在直径、日后或时间错误，该测尖将在列表中显示为红色
文本。 

打印输出示例打印输出示例打印输出示例打印输出示例    

以下是活动测尖列表的打印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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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9 测头的活动测尖打印输出示例 

自动校验测头自动校验测头自动校验测头自动校验测头 
PC-DMIS 提供了一个命令，可以在执行零件程序时自动校验当前的测头。PC-DMIS 
将在执行命令后开始校验例程。 

要插入该命令，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 ”
和菜单选项）。 

此命令的 编辑 窗口代码显示为：“ ”  

自动校验/测头, PARAMETER_SET=, QUALTOOL_MOVED=Y/N, 
SHOW_SUMMARY=Y/N, OVERWRITE_RESULTSFILE=Y/N 

PARAMETER_SET= 该字段指定定义的测头标定参数集的名称。默认的参数集 
ALL-TIPS-WITH-DEFAULTS 
总是可用，将使用默认的标定参数集（上一还交类使用的参数）校验当前测头
中定义的所有测尖。要创建自例的参数集，请参请参数集。 

QUALTOOL_MOVED= 该 YES / NO 
字段设置我对计算机询问校验工具是否已移动的回否。  

SHOW_SUMMARY= 该 YES / NO 字段确定 PC-DMIS 是否显示校验概要。  

OVERWRITE_RESULTSFILE= 该 YES / NO 字段确定 PC-DMIS 
覆覆还是附加发送到结果文件中的信息。为是交类校验时引用的结果文件。 

在该命令块上按 F9 键可以使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尖或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编辑命令块。 

我也可以插入一个命令，自动校验主/从机械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
分的 执行自动校验 。“ ”  

自动校验单个测尖自动校验单个测尖自动校验单个测尖自动校验单个测尖    

我也可以按请以下步骤自动校验活动测尖： 

1. 确保零件程序中至从有一个球体特征。PC-DMIS 
需要球体特征才能执行该校验类型。 

2. 访问 编辑 窗口并将其置于命令模式。“ ”  

3.
 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中选择要校验的测尖。新的 测尖 命令将出现在 编辑 窗口“ ” “ ”
中。确保为个新的 测尖 命令出现在 编辑 窗口中该校验要使用的球体特征的“ ” “ ”
后面。 

4.
 在该 测尖 命令后面的如防一行上，访问“ ” 单单单单个个个个测测测测尖尖尖尖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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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PC-DMIS 将“CALIBRATE 
ACTIVE TIP WITH FEAT_ID 命令块插入 编” “ 辑 窗口。”   

5. 单击该命令块的如防位置，然后按 F9 键。将出现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对话框。 

6. 从球球球球体体体体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球体特征。 

7. 从标标标标定定定定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校验工具。 

8. 如果校验工具在上一还校验后移动过，则选中标标标标定定定定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已已已已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 

9.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更新对校验命令块的更改。例如，以下命令块示例显示校验工具名为 
MyTool，该校验要使用的球体特征为 SPH1。 

CALIBRATE ACTIVE TIP WITH FEAT_ID=SPH1, QUALTOOL_ID=MyTool, MOVED=NO 
轴 理论值 测定值 偏差 标准差 

X 0.0000 8.0080 8.0080  
Y 0.0000 1.0000 1.0000  
Z 0.0000 0.9500 0.9500  

直径 2.0000 1.0000 1.0000 0.0000 

10. 标记该命令块，然后执行零件程序。PC-DMIS 
将在到达该命令块时校验活动测尖。 

定义硬测头定义硬测头定义硬测头定义硬测头 
PC-DMIS 允许我选择硬（固定）测头或 TTP 类型的测头。触发（如 Renishaw 
型）测头将使 CMM 报告测头与零件接触时的位置。如果选择硬测头，PC-DMIS 
则需要在与零件接触时不我自动触发的测头。  

注注注注：：：：不能使用硬测头来执行 DCC校验。请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测头类型。 

当使用硬测头时，推测模式工具栏将启用（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的 推测模式 工具栏 ）“ ” “‘ ’ ”
。它使我可以在圆形或平面特征的选项之间切换。平面特征包此点、平面和直线。圆形特
征包此圆、球体、锥体和柱体。请确定将测量的特征类型，然后使用相应的工具栏图标切
换到平面或圆形特征。 

平面特征 

要测量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曲面上至从采内个点。  

2. 按 END 
键。为将定义平面的方向。曲面法线矢量指向测头从曲面回退的方向。 

要测量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直线上至从采两个点。 

2. 按 END 键。 

注注注注：：：：PC-DMIS 不要求定义特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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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特征 

当使用固定测头测量圆形特征时，有必要使测头处于固定的位置（取测于特征类型）。  

要测量孔，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测头位于特征内。 

2. 按 END 键。  

要测量销，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测头位于特征外。 

2. 按 END 键。 

注注注注：：：：PC-DMIS 不要求定义特征的方向。 

定义测量机定义测量机定义测量机定义测量机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菜单选项可打开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用户可以选择或创建 CMM 
测量机。当处于程序模式时，可以显示该测量机，并的可以与测头一起制作该测量机的动
画。 

该对话框中的测量机列表使用“machine.dat 和” “usermachine.dat 文件创建。”   

•  “machine.dat 文件包这”  PC-DMIS 开发人员提供的测量机说明。  

•  “usermachine.dat 文件包这对用户创建并保存的测量机的测量机说明。”  

如果选择“machine.dat 文件的”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列表中的条目，那那所选条目就我显示在预览区（空
第蓝屏）中。  

如果在有“machine.dat 文件，用户将只能使用”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下拉列表中的以下选项： 

无测量机 

如果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无无无无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将不选择如何测量机，并的即使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也不我执行
如何操作。 

一般机械桥一般机械桥一般机械桥一般机械桥/一般机械臂一般机械臂一般机械臂一般机械臂 
如果从下拉窗口中选择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机机机机械械械械桥桥桥桥或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将显示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用于指
定测量机的宽度、长度和高度。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将利用在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输入的
信息创建一个模拟 CMM 测量机，然后将一个模拟图像放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中。 

底座长度底座长度底座长度底座长度    

定义底座在机械桥移动的方向（对于桥式测量机）或垂直滑架方向（对于指平机械臂测量
机）的长度。为是第 1 条轴的方向。 

底座宽度底座宽度底座宽度底座宽度    

宽度定义测量机工作板的
宽度。为不同于测量机体
积。体积定义机械臂可以
到达的距离。大多数机械
臂测量机的体积将超过宽

定义底座在滑架移动的方向（对于桥式测量机）或机械臂移动的方向（对于指平机械臂

测量机）的宽度。为是第 2 条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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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50%。 

机械桥高度机械桥高度机械桥高度机械桥高度    

定义从底座窗部到桥式测量机的桥架底部或垂直轴的延长部的高度。为是第 3 
条轴的方向。 

回家位置回家位置回家位置回家位置 X X X X、、、、YYYY、、、、ZZZZ    

为内个框定义测量机的回家位置。x、y、z 
值定义测量机的回家位置在何处。测量机座的中心为 
0,0,0。但为为坐标并不用来表示大多数测量机上的回家位置。x、y、z 值将从 0,0,0 
测量机座位置偏置。 

例如，如果测量机的尺寸为 1000、700 和 700，实际的回家位置在背部的左上角，第 1 
条、第 2 条和第 3 条轴的测量机偏置将分别为 -350、500、350。 

第第第第 1  1  1  1 条轴条轴条轴条轴    

轴条目用于选择轴方位。第 1 
条轴定义桥架移动的该（对于桥式测量机）和垂直滑架移动的该（对于机械臂测量机）。
对于大多数指平机械臂测量机，通常是 X 轴，对于大多数垂直机械臂测量机，则为 X 轴或 
Y 轴。 

第第第第 2  2  2  2 条轴条轴条轴条轴    

第 2 条轴定义测量机械臂滑架移动的该。对于大多数指平机械臂测量机，是垂直的 Z 
轴，对于大多数垂直机械臂测量机，则为 X 轴或 Y 轴。 

第第第第 3  3  3  3 条轴条轴条轴条轴    

第 3 条轴定义机械臂移动的该。对于大多数桥式测量机，是垂直的 Z 
轴，对于大多数指平机械臂测量机，是 Y 轴。此时，仅允许以下轴配置： 

•  Y、X、Z 或 X、Y、Z 的一般桥架 

•  X、Z、Y 的一般机械臂 

体积体积体积体积    

测量机体积为机械臂可以
到达的距离。为与定义测
量机工作板宽度的测量机
宽度不同。大多数机械臂
测量机的体积将超过宽度
的 50%。 

在创建一般机械臂测量机时，必此定义机械臂可入测量机的程度。为通过体积体积体积体积框来定义

。如果很输入如何值，将不我创建测量机。体积体积体积体积框仅适用于一般机械臂测量机。 

 

绘制底座绘制底座绘制底座绘制底座    

绘绘绘绘制制制制底底底底座座座座复选框仅适用于一般机械臂测量机。  

•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将绘制具有底座的测量机。 

•  如果很选择此选项，PC-DMIS 只绘制测量机立柱。 

将将将将 CMM 放入放入放入放入““““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创建测量机之后，如果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上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该测量机的图示就我随零件的 
CAD 一起放入 图形显示 窗口。“ ”  

当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上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时，将应用通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菜单选项作出的更改，但不我将
测量机保存在“machine.dat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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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随时每除 CMM 
的图形显示，方法是选择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 ”
菜单选项），然后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下拉列表中选择无无无无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的一种在测量机模型和零件的 CAD 模型之间建立关系。 

1. 联机模式 – 必此测量零件特征，并的必此构造坐标系来执行 CAD 
到零件的操作（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坐标系选项或使用 CAD 
标称值迭代法建坐标系）。有关为为选项的信息，请参请 创建和使用坐“
标系 。”  

2. 脱机模式 – 我可以创建所需的 X,Y,Z 
偏置和旋转来设置正确的方位，方法是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选项模式： 零件“ ” “ ‘ /CMM 选项卡 主’ ”
题。 

保存已创建的保存已创建的保存已创建的保存已创建的 CMM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上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可打开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 

此对话框用于修改“usermachine.dat 文件。对话框的上部是删除区。它包这该”  dat 
文件中的所有测量机名称的列表。下部区域用于添加测量机。  

删除测量机删除测量机删除测量机删除测量机    

要从“usermachine.dat 文件中” 删除测量机，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从测量机列表中删除的测量机。 

2. 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 

删除的测量机文件随即从列表中消曲。  

添加测量机添加测量机添加测量机添加测量机    

要添加测量机，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测量机显示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的预览区域中。 

2.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输入测量机的名称。 

3.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 

我将看到该测量机添加到测量机列表中。 

如果输入了重复的名称，当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时，将向用户发出通如。  

注注注注：：：：在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之前，实际上并很修改“usermachine.dat 文件。因此，如果单击”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则
如所有更改。  

创建双机械臂测量机创建双机械臂测量机创建双机械臂测量机创建双机械臂测量机 
我还可以创建模拟双机械臂测量机并放入 图形显示 窗口。请按请以下过程执“ ”
行：  

1. 设置主/从模式。 

2. 进入主/从模式。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工具栏出现。 

3. 创建主/从零件程序。 

4.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工具栏中选择机械臂 1（主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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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访问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 ”
和菜单选项）。 

6.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列表中选择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此时将显示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7. 键入双机械臂测量机的尺寸。体积字段必此更改为本零值。  

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关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出现。 

9.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出现。 

10.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测量机的名称，然后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保存/删除测量机 对话框关闭，” PC-DMIS 
返回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插入所选的测量机。PC-DMIS 
关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 

11.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工具栏中选择机械臂 2（从机械臂）。  

12. 再还访问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  

13.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列表中选择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此时将显示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
话框。字段中应已输入机械臂 1 测量机的尺寸。   

14. 根据需要修改尺寸。  

1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关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出现。 

16.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出现。 

17.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测量机的名称，然后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保存/删除测量机 对话框关闭，” PC-DMIS 
返回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插入所选的测量机。PC-DMIS 
关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对话框。 

18. 现在 图形显示 窗口应显示双机械臂测量机。“ ”  

定义卡具定义卡具定义卡具定义卡具 
夹夹夹夹具具具具菜单选项可打开夹夹夹夹具具具具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此选项卡式对话框用于输入描述夹持系统所需的信
息，然后创建夹具。 

什那是夹具什那是夹具什那是夹具什那是夹具？？？？    

夹具是夹持所制造零件的设备。它我通常用于在在工业。夹具在装入在在后，用于按请装
配的方位固定零件。例如，在门可能有一个夹具，用于在门用位置以及在另一端的门用上
夹持在门。在门将放置在 CMM 
的为一夹持设备中，然后对其进行检验。传统方法要求每个零件上有一个夹具；为与与我
计耗大量成本。 

而可变夹持为种方法可创建一般构件块，然后可以使用为为构件块以很从的成本对多种零
件创建夹具。 

一个夹具设备基本上存内个构件块构成。 

1. 立柱 

2. 安装在立柱上的模块 

3. 将零件夹持到模块的夹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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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并测尖是窗零件放置的标准具，用于使零件至从在一条轴上保持固定。通常，有并测尖
是定义了直径的球体。之所以使用球体，是因为它我只在单一位置接触零件。有并测尖的
其它类型包此销（用于配对孔）、柱体（用于定位棱），以及根据所夹持的零件本门自定
义的特制件。 

此模块通常是具有这种特特几何形状的立方体，它通过特特的方式创建，用于在预定义的
位置接触零件。  

请参请以下的图形示例。 

 
构成可变夹具设备的不同组件的图示。 

当我创建新的模块后，它将保存到名为“usermodule.dat 的文件中。此文件将” 包这我创建的
所有模块，以便我面复选择为为模块。已保存的模块将同其它所有组件类型一起在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列
表中列出。 

PC-DMIS 使用单个接口来支持手动和 DCC 可变夹持系统。 

我可以使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来设置、创建可变夹具，然后将其定位到测量机的转台上。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创建夹具创建夹具创建夹具创建夹具 
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夹夹夹夹具具具具用于创建夹具并将该夹具定位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CAD 图上。 

创建夹具创建夹具创建夹具创建夹具    

1. 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中为新夹具提供一个名称。输入的名称将是实际文件名加 
.fxt 扩扩名。 

2. 按 TAB 键。PC-DMIS 现在允许我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区域添加信息。 

3.
 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区域中双击新新新新建建建建点点点点，并为新建点提供一个新标识。它
将成为该夹具元素的标识。此标识仅用于标识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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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TAB 键。PC-DMIS 
添加一个 新建组件 项，并在新定义的标识下添加另一个空的 新建点 项“ ” “ ”
。 

5. 突出显示 新建组件 项。“ ”  

6.
 从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所需的立柱类型。我将注防到所作更改在夹夹夹夹
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列表和选项卡左底的预览窗口中获到了面将。 

7.
 从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先前定义的模块。有关定义模块的信息，请
参请夹具：新建模块。 

8. 要创建夹具的其它元素，请编辑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列表中的 新建点 ，并重复步骤“ ”  
2-7。 

将夹具元素定位在零件上将夹具元素定位在零件上将夹具元素定位在零件上将夹具元素定位在零件上    

要将夹具元素定位在零件上，PC-DMIS 将要求我先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创建一个模拟“ ”  
CMM。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创建“ ”  CMM，请参请定义测量机主题。 

如果 CMM 已创建，请按请以下步骤将还个夹具元素定位在零件上： 

1.
 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列表中，突出显示将要定位的元素。突出显示的元素
将显示在选项卡左底的预览窗口中。 

2. 从选选选选择择择择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框中，选择进行选择的方法。可用选择方法包此： 

•  曲面点 

•  棱点 

•  圆 

•  方槽 

•  圆槽 

•  凹口槽 

3. 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CAD 
模型上，用鼠标选择与上一步所选特征类型相对应的位置。PC-DMIS 
将在此处放置立柱。 

4. 连连连连接接接接信信信信息息息息组中的还个框将轴本 CAD 模型所提供的信息。如果我在有 CAD 
模型或想提供位置和方位信息，则可以在相应的编辑框中键入 X,Y,Z 
位置和 I,J,K 
方位。如果我对位置和方位信息传到满防，请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使新夹具元
素与夹具点相关联并将其显示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此时，“ ” PC-DMIS 
还将在 编辑 窗“ ” 口中插入一个 加载夹具 命令，如下所示：“ ”  
加载夹具/demo.FXT,加载,是,T1A0B0,0.05,5 

5.
 单击验验验验许许许许按钮（位于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区域）。为将检查每个夹具元素的
位置，以确保它我处于测量机体积内，不我发生碰撞。如果有立柱无法放
置在指定位置，则我向我发出通如。 

6. 对于夹具的每个元素，重复步骤 1-5。 

如果因为与其它夹具或与零件自编碰撞，PC-DMIS 不允许将我的夹具放置在 CAD 
图，则可能需要更改装配偏置，并相对于测量机将低或是高零件。要更改 X、Y 或 Z 
轴方向上的配置，可使用装装装装配配配配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309

如果我需要删除夹具的这一元素，只需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列表中将该元素突出显示，然后选择删删删删
除除除除按钮。 

定位夹具示例定位夹具示例定位夹具示例定位夹具示例    

以下是 PC-
DMIS 图形显示 窗口中所显示的在个立柱的图形示例，为为立柱通过曲面点选择类型连接“ ”
在在在上。 

 
夹持在在的在个可变夹具的图形示例 

夹具文件夹具文件夹具文件夹具文件    

夹夹夹夹具具具具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将显示一个文件列表，为为文件包这已保存的可变夹持信息。它我实际上是以 
.fxt 
扩扩名保存在计算机上。要访问为为文件，可以从文件列表中选择文件，或在框中键入文
件名并按 ENTER。 

加载加载加载加载////卸载夹具卸载夹具卸载夹具卸载夹具    

加加加加载载载载夹夹夹夹具具具具或卸卸卸卸载载载载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选项用于确定是否要将夹具加载到转台上夹持零件，或从转台上卸载
并将立柱放回立柱架（或存放在手动系统的机或中）。 

夹具配置夹具配置夹具配置夹具配置    

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选项卡的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区域显示已创建的夹具。如果单击“+ 符号，将扩开所选夹具元”
素，以显示在标准配置之外添加的所有组件。 

如果此区域为空第，则表示因很创建如何夹具。要添加夹具，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中键入一个名称。  

2. 按 TAB 键移出夹夹夹夹具具具具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区域将显示一个 新“ 建点 项。”   

3. 双击 新建点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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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键入夹具的标识。 

5. 按 TAB 键。 

6. 我现在就可以从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立柱和组件。 

如果单击验验验验许许许许按钮，将指示 PC-DMIS 
检查已定位的夹具是否存在如何问题。它将检查每个夹具元素的位置。如果夹具存在以下
问题，将向我发出通如： 

•  不在测量机体积内 

•  发生碰撞 

•  如高 

•  无法放置在指定位置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将从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配配配配置置置置框中删除所选夹具。要从 图形显示 窗口中删除夹具，将需要删除“ ” “
编辑 窗口中的 加载夹具” “ / 语句。”  

连接信息连接信息连接信息连接信息    

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夹夹夹夹具具具具选项卡的连连连连接接接接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用于指示 PC-DMIS 
应将每个夹具元素放置在零件上的很为位置。当创建夹具元素并通过单击 CAD 
模型将其放置于 图形显示 窗口时，此区域将包这连接信息。如果我在有“ ”  CAD 
模型，则可以在此处键入连接信息。 

选择类型选择类型选择类型选择类型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用于选择 PC-DMIS 将使用很种特征类型来正确放置夹具。选择类型包此： 

•  曲面点 

•  棱点 

•  圆 

•  方槽 

•  圆槽 

•  凹口槽 

为为选择类型将当作薄壁件特征进行处理，有关薄壁件用法和薄壁件特征创建的规则在此
处同样适用（有关薄壁件特征的详细信息，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 ”  

为为选择类型是我要在零件将每个夹具元素连接到的特征。利用 CAD 选择例程，PC-
DMIS 可以识别 CAD 
上的所选特征。例如，如果我要使用夹具的销将夹具固定在零件上，并从选择类型中选择“
圆 ，” PC-DMIS 将在 CAD 模型上查找内个单击点，以定义夹具元素将连接到的圆。 

““““查找查找查找查找””””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按钮用于查找我在连连连连接接接接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选择的轴的值。通常，只有当键入预定义连接信息
而很使用 CAD 模型指点方法时，才使用此按钮。 

PC-DMIS 将锁定其它两条轴，为样就只搜索所选轴的值。例如，如果连接信息已如有 X 
值和 Y 值，但我需要查找 Z 值，就可以从连连连连接接接接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选择 Z 
值，然后单击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按钮。PC-DMIS 
将本试查找该轴的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查找 ）。“ ” “ ”  

““““查找矢量查找矢量查找矢量查找矢量””””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按钮用于查找从立柱的有并测尖到零件上的选择类型的例近矢量。如果该矢量指
向错误的方向，则可以单击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使其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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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中的 查找矢量 。“ ” “ ”  

““““翻转矢量翻转矢量翻转矢量翻转矢量””””按按按按钮钮钮钮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按钮用于翻转在连连连连接接接接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的 IJK 框中显示的矢量。 

当 CAD 模型返回的矢量指向错误的方向时，翻转矢量就本常有用。当放置立柱时，PC-
DMIS 
将使用矢量，在矢量的方向将立柱偏置有并测尖的直径。如果矢量指向错误方向，立柱将
我在相面的方向上偏置，从而刺穿零件上的立柱。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装配设置装配设置装配设置装配设置 
装装装装配配配配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用于定义零件在 CMM 转台上的位置、零件体积，以及零件相对于 CMM 
轴的方位。 

““““视图视图视图视图””””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使用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区域和选项卡左底的预览区域，我可以很窗很地将零件定位在测量机体积内。 

当选择装装装装配配配配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后，预览区域将显示可用夹持体积和零件体积。PC-DMIS 
我将可用夹持体积显示为所色，将零件体积显示为红色。我将注防到当选择新的视图时，
预览区域将发生变化，以显示新视图的当前体积边界。 

 
预览区域示例，显示零件体积（红色）正确定位在测量机体积（所色）内 

要将零件定位在所定义的体积内，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预览区域中的零件。  

2.
 这这地将零件然动到夹具体积中的新位置处。我将注防到，当然动零件时
，PC-DMIS 也我移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模型。“ ”  

3. 当零件定位在所需位置时，释放鼠标键。PC-DMIS 
将自动更新装装装装配配配配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区域中的 X、Y 和 Z 偏置。 

4.
 使用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区域，在至从两个不同的视图（共内个）中验许零件的位置，以
确保零件在所有内条轴上上已正确定位。  

装配偏置装配偏置装配偏置装配偏置    

装装装装配配配配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区域包这 X、、、、Y 和 Z 
框，用于定义从测量机体积中心到零件体积中心的偏置。当新建夹具时，PC-DMIS 
将计算偏置，以便使零件定位于测量机体积的中心。为为偏置显示在 X、、、、Y 和 Z 框中。  

要相对于测量机移动零件的位置，可增加偏置值以在正轴方向上移动零件，或从小偏置值
以在负轴方向上移动零件。 

体积定义体积定义体积定义体积定义    

体体体体积积积积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区域用于定义零件和测量机的极限值（最小和最大的 XYZ 
值）。为为值用于正确地定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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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可用的 CAD 文件，CAD 
文件的极限值将显示在为为框中。如果需要，可以更改为为值。 

零件方位零件方位零件方位零件方位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区域用于定义 CAD 轴相对于 CMM 
轴的方向。其中的列表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区域中的列表相同，它我是为提供方便而在此处列出。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定位立柱定位立柱定位立柱定位立柱（（（（仅仅仅仅 DCC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定定定定位位位位立立立立柱柱柱柱选项卡用于添加只外的移动点，以便在将立柱从立柱架上卸载并加载到工作板上
时使用。移动点在创建之后还可以进行修改。 

注注注注：：：：此选项卡只可用于 DCC 夹持系统。 

立柱立柱立柱立柱    

立立立立柱柱柱柱列表以如下格式显示当前立柱： 
立柱名, 立柱类型, 槽号 

因此，在“Driver_Front, C500, 槽 3 中，” “Driver_Front 为立柱名，” “C500 为立柱类型， 槽” “  
3 为槽号。”  

X X X X 值值值值 Y  Y  Y  Y 值值值值    

从 立柱 列表中选择立柱后，“ ” PC-DMIS 将在 X 值值值值 Y 值值值值列表中显示其 XY 终点。 

要在列表中插入新的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使其成为活动窗口（不要关闭“ ” 夹夹夹夹具具具具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 ”
对话框和菜单选项）。PC-DMIS 将在列表窗部插入新的 X 和 Y 值。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X  X  X  X 和和和和 Y  Y  Y  Y 值值值值    

如果用鼠标左键单击 X 值值值值 Y 值值值值列表中的 X 值，X 和 Y 值将分别显示在 X 和 Y 
框中。我可以编辑为为值并通过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XY 按钮应用如何更改。我还可以清除 X 和 Y 
值并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XY，以删除移动点列表中的条目。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选项选项选项选项（（（（仅仅仅仅 DCC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此选选选选项项项项选项卡包这以下两个区域： 

•  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放放放放置置置置区域，用于指定当放置夹具时，是否需要 PC-DMIS 
在立柱位置上迭代。我可以为每个立柱指定最大的迭代还数和放置公差。
如果系统正在以主/从模式运行，则可以指定从机械臂所使用的测尖，以对
立柱进行测量。 

•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速速速速度度度度 (%) 
区域，用于指定在使用或不使用立柱的许许下，测量机速度相对于最大速
度的在分比。 

注注注注：：：：此选项卡只可用于 DCC 夹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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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具卡具卡具卡具：：：：孔模式设置孔模式设置孔模式设置孔模式设置 
孔孔孔孔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可以设置 Five Unique 
系统用于支系机械立柱的工作台上的再系孔。为种类型的系统在一个工作台上最多可以有
两个独立的孔模式。 

PC-DMIS 要求我提供第一个孔的位置，然后提供其它孔的间隔 X 和间隔 Y 
的值。注防，所有 X 和 Y 坐标均从工作台的中心计算。 

注注注注：：：：该选项卡仅适用于使用机械立柱的 Five Unique 卡持系统。 

““““孔模式孔模式孔模式孔模式 1 1 1 1””””和和和和““““孔模式孔模式孔模式孔模式 2 2 2 2””””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为为区域最多可以设置两个区域的孔模式。如果选中包包包包这这这这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个个个个孔孔孔孔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复选框， 孔模式“  
2 区域将可用。”  

X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和 Y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用于键入从工作台中心到模式中的第一个孔（X 和 Y 
值最小的孔）的 X 和 Y 值。 

间隔 X 和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Y 框用于键入获取以后的孔时为偏置增加的值。 

# X 和 # Y 框分别用于指定 X 和 Y 方向上的孔数。 

““““包这第二个孔模式包这第二个孔模式包这第二个孔模式包这第二个孔模式””””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选中包包包包这这这这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个个个个孔孔孔孔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复选框将启用孔孔孔孔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2 区域。该区域中出现的参数与孔孔孔孔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1 
区域中的参数相同。 

““““自动孔模式设置自动孔模式设置自动孔模式设置自动孔模式设置””””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孔孔孔孔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用于自动测量孔模式。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球球球球体体体体直直直直径径径径框中键入球体直径。 

2. 如果有两个偏置孔模式，应选中包包包包这这这这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个个个个孔孔孔孔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复选框。 

3. 单击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 

4. 测量模式中的第一个孔（X 和 Y 值最小的孔）。 

5. 测量 X 和 Y 方向的下一个孔。  

6. 测量两个孔后，在 # X 和 # Y 区域键入正确的孔数。 

PC-DMIS 自动测量其它孔模式，并进行设置以便使用。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新建模块新建模块新建模块新建模块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模模模模块块块块选项卡用于定义要夹持的所有模块。其中包此利用随可变夹持系统提供的标准组
件而创建的模块，或者无法通过随夹持系统提供的标准组件来创建的自定义模块。  

什那是自定义模块什那是自定义模块什那是自定义模块什那是自定义模块？？？？    

自定义模块是最终用户创建的模块，它我很使用随系统提供的如何标准构件块。  

定义模块定义模块定义模块定义模块    

要完整地定义模块，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为模块提供一个名称。 

2.
 在模模模模块块块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区域中，键入从立柱球体的中心到连接球体的中心（
如果有并测尖是球体）或有并测尖的接触点（如果有并测尖不是球体）的
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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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具具具具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区域中选择有并测尖的类型。如果是球体，请在直直直直
径径径径框中输入球体直径。 

模块标识模块标识模块标识模块标识    

模模模模块块块块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区域中的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包这现有的全部模块。我可以选择先前定义的模块并更改模块偏
置和说明。 

要新建自定义模块，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一个名称，然后在新新新新建建建建模模模模块块块块选项卡的其它区域中提供
必需的信息。 

模块偏置模块偏置模块偏置模块偏置    

模模模模块块块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区域中的 X、Y 和 Z 
框包这从立柱球体的中心（将放置模块的位置）到球体有并测尖的中心或接触点（如果有
并测尖不是球体）的偏置距离。 

标准具说明标准具说明标准具说明标准具说明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具具具具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区域用于定义此模块上的有并测尖的类型。如果使用球体，则必此在直直直直径径径径框中
提供球体的直径。 

注注注注：：：：对于使用随可变夹持系统提供的标准构件块定义的模块，如果它我在两还使用之间窗
指开，则需要进行重新定义。当选择适当的模块名并编辑偏置值后，将回调相关信息。 

夹夹标识夹夹标识夹夹标识夹夹标识    

在夹夹夹夹夹夹夹夹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区域中的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只有夹夹的自定义名称。如果在有输入如何名称，此列表
将为空。 

要添加自定义名称，可以在该框中键入夹夹名，然后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 

在随后提供有关如何将夹夹移至工作平面位置的指导时，PC-DMIS 将使用所选的夹夹。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校验立柱校验立柱校验立柱校验立柱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立立立立柱柱柱柱选项卡用于校验系统中的立柱。利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选项，我可以校验机械您并对系统进行
首还配置。 

测头信息测头信息测头信息测头信息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包这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列表和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表。为为列表可用于确定将用来校验立柱的测头文件
和测尖。对于双机械臂系统，将需要指定每个机械臂的测头和测尖。 

校验信息校验信息校验信息校验信息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包这一个列表，其中将显示每个立柱、它我在立柱架中的槽位置、立柱球体
的测定直径、与上还校验的标准差，以及上还校验的时间和日后。每当校验立柱时，为为
信息上我更新。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包这以下两种检验类型： 

1. 完全 

2. 起始 

完完完完全全全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仅仅仅仅 DCC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完全校验将校验系统中的所有立柱。它将利用已如的立柱信息（如已如的最新位置）来加
速校验进度。完全校验只能在 DCC 控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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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校验中，PC-DMIS 将系统地： 

•  将每个立柱从它在主机械臂端立柱架的槽中移将 

•  在转台的长度方向上定位每个立柱。  

•
 在其最低位置和最高位置测量每个立柱球体。当主机械臂完成校
验过程后，从机械臂将对相同的立柱重复该过程。  

•  将每个立柱放回它在立柱架中的相应槽。  

当对主机械臂完成校验后，PC-DMIS 将对从机械臂重复此过程。 

为了更找地了解校验过程，请参请以下列出的校验过程：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1. PC-DMIS 抓取相应的立柱并将其定位。 

2. PC-DMIS 断开与立柱的连接，然后将测头重新定位到适当的测尖方位。 

3. PC-DMIS 
测量立柱球体，断开与立柱的连接，然后将立柱移至其最高校验点。接着
，再断开与立柱的连接。 

4. PC-DMIS 
在其扩扩位置对立柱球体进行测量。然后，它连接到立柱上，将其下将到
最低位置，最后断开与立柱的连接。 

5. 对于系统中的每个立柱，将重复以上过程。 

注注注注：：：：如果在有以前的立柱信息，则必此选择起起起起始始始始选项（位于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才能在完全手动控
制下执行校验。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DCC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 
起始校验在完全手动控制下进行。它不我均定预先已如道有关立柱的信息，因
此可用于设置系统。通过设置系统，我可以确定每个立柱的测量机坐标位置。
当对系统进行首还检验时，PC-DMIS 
将默认为机械您的标称规格，不过，此校验过程我确定机械您中的所有偏差。
在首还设置和校验系统时，PC-DMIS 将提示我执行所有必需的步骤。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 
在手动系统上，我只需要对机械您进行校验。要开始手动系统的校验过程，单
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按钮即可。手动系统中的校验步骤如下： 

1.
 将机械您放置在机械臂上。将一个立柱插入机械您中。无论立柱
处于体积中的什那位置，上无关新要。当提示我将立柱插入机械您时，我
仍可以在体积中的如何位置手动操可机械臂。 

2. 从机械臂上取出机械您。测量机将向上移动到不我将如更换测尖的位置。 

3. 然后，测量机将测量立柱球体并调整机械您偏置。 

校验校验校验校验    

当提供了所有必需信息后，单击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按钮，即可开始校验过程。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系统设置系统设置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用于定义可变夹持系统的所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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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类型系统类型系统类型系统类型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用于选择 System Five (DCC) 选项或 Five 
Unique（（（（手手手手动动动动））））选项。为两个选项分别将我的系统标识为 DCC 或手动。 

System Five (DCC) - 有两种不同的 System Five (DCC) 
型号，它我可通过立柱类型和机械您来加以区分： 

C500 System：：：： 

•  使用 C200 型和 C500 型立柱。 

•  将机械您固定在测量臂的下底。  

C250 System：：：： 

•  使用 C250 型立柱。 

•  交替使用机械您和 PH9 测头。  

Five Unique（（（（手手手手动动动动））））– PC-DMIS 支持两种不同的 Five Unique（手动）立柱类型： 

•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 (CM) – 机械立柱附着到插入工作台的销上。 

•  文文文文性性性性 (CF) – 文性立柱通过文框附着到工作台上。 

选择相应的系统和立柱类型。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包这测头方位信息和机械臂的例近矢量。在角角角角 A 和角角角角 B 
框中列出的角度将在立柱放置过程中确定测头的方位。 

例例例例近近近近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列表用于在双机械臂系统上指示机械您从很一方向例近立柱。大多数许许下，指
定为主机械臂（机械臂 1）的机械臂将从 Y 正方向上例近，指定为从机械臂（机械臂 
2）的机械臂将从 Y 负方向例近。 

立柱架配置立柱架配置立柱架配置立柱架配置    

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架架架架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区域仅适用于 System Five DCC 
系统。此区域说明立柱架的大小和布局，并说明立柱架中的立柱。要将系统定义为 System 
Five DCC，可以从系系系系统统统统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中选择 System Five DCC 选项。 

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架架架架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槽槽槽槽数数数数框用于确定立柱架的大小。当在此框中键入数字并按 TAB 
键（或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按钮）后，PC-DMIS 将自动用相应数量的条目轴本列表。 

立柱架存两排立柱（前排和后排）构成。有两种类型的立柱架： 

1. 第一种立柱最为常请，它开始于后排中通常标记为 立柱“  
2 的立柱。默认的立柱架配置就是为一最常请的立柱架类型。”   

2. 第二种立柱开始于前排中通常标记为 立柱“  1 的立柱。”   

要将立柱架配置更改为第二种类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架架架架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列中选择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架架架架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1。 

2. 从槽槽槽槽号号号号框中，将槽号从 2 更改为 1。 

3. 按 TAB 键。立柱架设置随即发生更改。 

注注注注：：：：PC-DMIS 
利用第一个立柱架位置的槽号来确定立柱架配置。立柱架中的第一个位置只能接受 1 或 2 
为两个槽号。 

配置立柱架类型之后，检查每个立柱架位置对应的每个槽号，确保其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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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现不一为之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列表的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架架架架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列中选择位置编号。 

2. 在槽槽槽槽号号号号框中键入正确的槽号。 

3. 按 TAB 键。立柱架设置随即发生更改。 

4. 找到第二个不一为的立柱架位置。 

5. 重复步骤一至内。 

要完成立柱架设置并确定立柱及其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列表中选择适当的立柱架位置和关联的槽号。 

2. 从立立立立柱柱柱柱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该槽中立柱的类型。 

3.
 在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键入立柱的标识。此标识必此是不同于其它立柱
标识的唯一标识。PC-DMIS 将提供一个默认标识，我可以对其进行编辑。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体积定义体积定义体积定义体积定义 
体体体体积积积积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项卡用于定义测量机体积内的可用夹持体积。它包此下述的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区域、从从从从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区域和立立立立柱柱柱柱转转转转移移移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区域： 

注注注注：：：：用于定义体积的所有值上应该是测量臂端面的测量机坐标值。  

主机械臂主机械臂主机械臂主机械臂    

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区域用于定义主机械臂在 X 和 Y 
轴上的体积（或单机械臂系统的整个体积）。我可以在 X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X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Y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Y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框中手动键入相应的值，也可以通过移动测量机来获取为为值。 

要通过手动移动测量机来获取为为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操可测量机，将其移至最小的 XY 位置。 

2. 选择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钮，获取 X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和 Y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3. 操可测量机，将其移至最大的 XY 位置。 

4. 选择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钮，分别获取 X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和 Y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注注注注：：：：在 DCC 系统中，X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也用于设置立柱通道。立柱通道将等于 X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从每立柱半径的内就。当定义 X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时，必此为立柱通道留出一定的空间。 

从机械臂从机械臂从机械臂从机械臂    

从机械臂无 X 
值，因为对于主机械臂和
从机械臂来说，此值相同
。 

如果使用双机械臂系统，则可在从机械臂从机械臂从机械臂从机械臂区域中使用 Y 最大值和 Y 最小值 
定义从机械臂的体积。 

 

与定义主机械臂体积相同，我可以手动键入 Y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和 Y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也可以操可测量机，将其移至最大 Y 位置和最小 Y 
位置，然后通过选择其读位置读位置读位置读位置按钮，分别获取 Y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和 Y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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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转移位置立柱转移位置立柱转移位置立柱转移位置    

当定义双机械臂系统时，还需要指定立柱转移位置。它是工作板上的 Y 
轴位置，当立柱从一个机械臂转移到另一个机械臂时，将从此位置放下并将取立柱。另外
，在系统校验过程中，还将在此位置校验立柱。  

要设置此位置，请键入位置值，或者操可测量机，将其移至适当的位置，然后单击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按钮。 

注注注注防防防防：：：：首还使用夹持时，PC-DMIS 将设置默认的 Y 
值。如过计算，它将成为测量机体积的中心，因此在大多数许许下上不应更改。如果更改
了该值，可能我使两个机械臂无法相类接触，为样就不可能转移或校验立柱。 

夹具夹具夹具夹具：：：：固定点固定点固定点固定点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点点点点选项卡用于设置名为 固定点 的位置。当使用夹具时，机械臂将移至为为位置。在“ ”
以下许许下，机械臂将移至固定点： 

•  校验之后 

•  放置夹具后 

•  移出夹具后 

•  提示我连接机械您（仅手动系统）时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点点点点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通常，为为固定点窗近测量机的回家位置并的不我将如测头进入测量机体积。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您您您您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点点点点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机械您固定点用于定义当提示我将机械您或立柱定位器连接到机械臂时，机械臂移
动到的位置。在此位置应该可以很窗很从测量机体积的边边接触机械臂。 

注注注注：：：：所有值上应该是测量臂端面的测量机坐标值。 

设置单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设置单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设置单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设置单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    

在主主主主区域的相应框中分别键入 X、Y 和 Z 
值，或手动操可测量机，使其移至所需位置，然后选择主主主主组中的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钮。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您您您您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点点点点 
如果使用手动系统并的正在设置机械您，请按请使用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您您您您区域时的相同步骤
执行。 

设置双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设置双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设置双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设置双机械臂系统的固定点    

1. 在主主主主区域的相应框中分别键入 X、Y 和 Z 
值，或手动操可测量机，使其移至所需位置，然后选择主主主主组中的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
钮。  

2. 在从从从从区域中，对从机械臂重复相同的步骤。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您您您您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点点点点 
如果使用手动系统并的正在设置主和从机械臂的机械您，请按请使用主主主主机械您区
域和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您您您您区域时的相同步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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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动特征创建自动特征创建自动特征创建自动特征 

创建自动特征创建自动特征创建自动特征创建自动特征：：：：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使我能够在使用自动坐标测量机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 CMM) 
时访问直接计算机控制 (Direct Computer Control, DCC) 
功能。使用为为功能，可以通过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创建如何类型的 DCC 
特征（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PC-DMIS 提供了一个功能库，可方便对薄壁件零件的测量。为为选件作为 PC-DMIS 
几何测量基本软件包的附加选件提供。选择菜单栏上的相应菜单选项即可访问为为选项。 

通过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子菜单，我可以访问本门为薄壁件设计的还种测量例程。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  创建自动矢量点 

•  创建自动曲面点 

•  创建自动棱点 

•  创建自动角度点 

•  创建自动隅角点 

•  创建自动最高点 

•  创建自动圆 

•  创建自动柱体 

•  创建自动球体 

•  创建自动方槽 

•  创建自动圆槽 

•  创建自动椭圆 

•  创建自动凹口槽 

•  创建自动锥体 

•  设置相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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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选择自动特征标识框选择自动特征标识框选择自动特征标识框选择自动特征标识 
PC-DMIS 
框选择特征标识的功能现在允许两组框选择特征之间存在自动特征的交集。此功能大大简
化了对多个 3 该对象的选择。此外，如果用框选择方法选择了如何 CAD 
对象，然后则不用框选择方法选择了一个 CAD 
对象，那那除后来选择的单个对象之外，将始终选择框选择的对象。 

要“框选择 一组特征，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打开后，将鼠标光标放在要绘制选择框的区域（
要选择的特征所在的区域）的一个角上。  

3. 按住鼠标左键。 

4.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然动鼠标光标，直至 选择框 包这所需的特征“ ” “ ”
。当然动鼠标时，PC-DMIS 将在屏幕上绘制选择框的轮廓。 

5. 当对 选择框 传到满防时，上开鼠标左键。“ ” PC-DMIS 
将突出显示选择框中的所有元素，并将其列在特征列表框中。 

6. 重复以上步骤，选择另一组特征。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第一还 框选择 选取了在个圆“ ” ，第二还 框选择 选取了为在个圆中的后两个，“ ”
那那前两个圆将自动取消选择，为样所选取的只有后两个圆（两个组的交集）。  

通过框选择确定矢量点和曲面点的矢量通过框选择确定矢量点和曲面点的矢量通过框选择确定矢量点和曲面点的矢量通过框选择确定矢量点和曲面点的矢量    

我还可以 框选择 一组“ ”  CAD 生成的点，让 PC-DMIS 
使用所选的方法确定其矢量。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点点点点或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点点点点选项卡。 

3. 框选择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一个或多个点。将出现“ ”  CAD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 

4. 从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区域，选择 PC-DMIS 确定所选点的矢量时应使用的方法。 

•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该方法使用当前活动工作平面的矢量作为每个点的矢量。 

•
 上上上上还还还还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的的的的：该方法将上还放入对话框的矢量用于自动特征。为
样可以指定一个矢量供所有所选点使用。 

•  从从从从 CAD：该方法使用存 CAD 
点指定的矢量。如果矢量数据可以用于每个点，则可以使用该方法。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矢矢矢矢量量量量：该方法使用 CAD 
曲面数据查找与点最接近的矢量。只有曲面数据可用时，才可以使用该方
法。 

5. 完成时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关闭 CAD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对于框选择的每个点，PC-DMIS 
将生成相应的自动点特征。矢量将使用我选择的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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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在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中如何可用的自动特征选项卡时，认为测头处于 活动 状态。为防“ ”
乏着 PC-DMIS 能够确定测头偏转的时间。当 PC-DMIS 
检测到测头偏转后，它就我认为系统正在测量对话框中当前定义的特征。消息框将显示相
应的提示，要求我测量即即的测点（如果有），以完成所定义的特征。同样，如果用户在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打开时单击 CAD 数据，PC-DMIS 将认为系统正在在在当前定义的特征。 

在自动特征测量中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注注注注：：：：这为对话框项（主要是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中的项目）只有在查看薄壁件扩扩选项时才可用
。要启用薄壁件扩扩选项，必此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选中显示薄壁件扩扩选项复选框。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根据创建的自动特征，对话框的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区域包这以下项的部分或全部： 

““““XYZ XYZ XYZ XYZ 点点点点””””框框框框    

对于矢量点、曲面点、棱点、角度点和隅角点特征，XYZ 点点点点框显示特征位置的 X、Y 和 Z 
标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在新的位置绘制动画测头。此位置表示将在零件上进行触测的位置。 

对于最高点特征，XYZ 点点点点框显示起点的 X、Y 和 Z 标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在新的位置绘制动画测头。此位置表示搜索的起始位置。当执行完成后，XYZ 
点将包这当前工作平面上的最高点。但后序的执行我将原起点用于搜索。 

““““XYZ XYZ XYZ XYZ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类型：圆、柱体、球
体、方槽、圆槽、椭圆、
凹口槽或锥体。 

“XYZ 中心”框显示特征位置的 X、Y 和 Z 标称值。  

 

要更改标称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在新的位置绘制动画测头。此位置表示特征的中心。  

对于凹口槽，此位置表示凹口槽在本平行边方向上的中点。 

注注注注：：：：务必要记住，如果将柱体定义为孔，则必此在柱体窗部定义中心点。如果将柱体定义
为键，就必此在柱体的底部定义中心点。 

““““极坐标极坐标极坐标极坐标////直角坐标直角坐标直角坐标直角坐标””””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单击此切换按钮可在极坐标和直角坐标之间切换。为两个选项使我能够选择用来显示 DCC 
特征的点或中心值的坐标系统。在直直直直角角角角模式下，值显示为 
XYZ。在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模式下，值显示为半径、角度和高度（在对话框中显示为 R、A 和 
H）。高度取测于当前使用的工作平面。如果当前工作平面是 ZPLUS，高度就是 Z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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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查找查找查找””””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按钮用于根据 XYZ 点点点点对话框查找 CAD 图上最接近的 CAD 元素。PC-DMIS 
允许用键入或曲面选择方法提供相关信息。 

一原单击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命令按钮，PC-DMIS 将沿着所选轴移动，直至如到最接近的 CAD 
元素。此时，PC-DMIS 我将它在所选轴上与 CAD 
元素相交时的值轴入相应的点对话框中。为此，PC-DMIS 将刺穿 CAD 
数据中的还个曲面，并记目与输入的 XYZ 最接近的点。然后，对话框中将显示点 XYZ 
和曲面法线矢量 IJK。 
键键键键入入入入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键入方法允许我键入两条轴的值并选中 

PC-DMIS 搜索最接近的 CAD 
元素时所沿着的轴的复选框。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键入所有内条轴的值。 

2. 选择在查找最接近的 CAD 
元素时所沿着的轴的复选
框。  

3. 单击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按钮。 
键入的值务必要接近所查找的 CAD 
元素。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曲面选择方法允许我使用鼠标来选择 CAD 
曲面。所选曲面将提供 XYZ 
点点点点对话框的必需值。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用鼠标左键选择 CAD 
曲面。PC-DMIS 我自动将 
XYZ 值轴入对话框中。 

2. 如果需要，修改 XYZ 值。 

3.
 选中要查找的轴的复选
框。 

4. 单击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按钮。 
如果输入数据刺穿曲面，对话框将显示点
和矢量的值。 

读位置读位置读位置读位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钮用于立即读取测头位置，并将其位置轴入特征的 XYZ 对话框。  

““““触测触测触测触测””””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根据创建的自动特征，对话框的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区域包这以下项的部分或全部： 

““““起始起始起始起始””””和和和和““““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和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用于定义为自动特征采的样例测点。为为测点用于角标称点位置测量平面。 

•  仅在第一还测量特征时采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样例测点。 

•  框框样例测点用于以后的所有测量。 

要更改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或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的样例测点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所需框的现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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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新值。 

下表列出使用样例测点的自动特征以及特征测量中如何使用样例测点。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测测测测点点点点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点点点点 仅接受零个和内个。 

•  如果将该数字设置为 0，PC-DMIS 
将测量指定标称例近矢量上的点。  

•  如果将该数字设置为 3，PC-DMIS 
将在标称点位置周该测量平面，并使用内个测定测
点所获的曲面法线矢量来例近标称点位置。  

棱棱棱棱点点点点 可以使用零到第之间的如防值，但是框框样例测点数不获大于起始
样例测点数。 
PC-DMIS 将根据输入值来测量点： 

•  0，PC-DMIS 
将测量指定的标称例近矢量和法线矢量上的点。 

•  1，PC-DMIS 
将测量法线曲面上的点。然后，棱测量结果将通过
该点射影到标称曲面上。如何深度 = 
值将从该点偏置。 

•  2，PC-DMIS 
将沿着指定的标称例近方向在棱上采两个样点。然
后，PC-DMIS 
将使用为为测点来计算实际点测量在棱方向上的新
例近矢量。 

•  3，PC-DMIS 
将通过分别使用一个和两个样例测点的组合方法来
对点进行测量。此测量方法通常称作 缝宽与平差“ ”
测量点。 

•  4，PC-DMIS 
将测量法线曲面上的内个示例样点，并调整曲面法
线矢量。然后，棱测量结果将射影到为一新的标称
曲面上。如何深度 = 
值将从该点偏置。最后，将沿着例近矢量测量该点
。 

•  5，PC-DMIS 
在对点进行测量时，将沿着指定的标称例近方向在
法线曲面上采内个点，然后在棱上采两个点。此测
量方法窗认为是最为精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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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点的还种起始和框框样例测点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点点点点 角度点特征仅支持执行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样例触测。 
样例触测将对每个曲面使用。此选项的合法值为二或内。 

•
 如果选择两个测点，则将在垂直于棱矢量的直
线上采点。 

•
 如果选择内个测点，它我将在图中所示的每个
曲面上形成一个平面。 

角度点的两个和内个框框测点 

 

圆圆圆圆、、、、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或或或或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定义的样例测点将用于测量垂直于特征的曲面。指定数量的测
点将在指定的起始角和终止角之间均均间隔。  
PC-DMIS 测量曲面的方式还输入值而定。例如： 

•  如果 类型“  = 孔 并的该数字设置为零，” PC-DMIS 
将不采如何样点。 

•  如果 类型“  = 键 并的该数字设置为零，” PC-DMIS 
将不采如何样点。 

•  如果 类型“  = 孔 并的该数字设置为一，” PC-DMIS 
将在特征外进行触测。  

•  如果 类型“  = 键 并的该数字设置为一，” PC-DMIS 
将测量键窗部的点。 

注注注注：：：：如果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中键入一个值，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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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认为正在测量键，并的需要在键的窗部采点。 

 
在上图中，STRTA = 起始角，ENDA = 终止角。 

•  如果此数字设置为 3，PC-DMIS 
将从起始角开始，在均均间隔的内个测点上对曲面
进行测量。样例测点将相对于测定平面，而所有值
上将从为为点偏置。 

 
在上图中，STRTA = 起始角，ENDA = 终止角。 

注注注注：：：：PC-DMIS 要求键的 X、Y、Z 
标称值位于底座。如果中心点位于键的窗部，应将深度和间
保设置为负值。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起始和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上只允许有一个样例测点。如果指定了一个样例测点
，一原执行零件程序，PC-DMIS 将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测量球体之前窗止自动测量。 

2. PC-DMIS 请求我垂直于球体测量方向采一个点。 

3. 当我采样例测点后，单击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 

4. PC-DMIS 
将在球体上间保确定的区域中再采内个点。 

PC-DMIS 
采为在个测点，然后使用计算所获的球体位置来计算具有给定数目
的测点、行和角度的球体。 

 
方方方方槽槽槽槽和和和和圆圆圆圆槽槽槽槽 可接受的值只有零、一和内。测定平面将用作射影的中心线矢

量来测量深度。  
PC-DMIS 将根据输入值来测量槽。例如，如果将该数字设置为： 

•  0，PC-DMIS 
将测量指定槽，而不采如何样例测点。 

•  1，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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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测量位于槽中心的曲面。槽测点将位于矢量的右
底。 

•  3，PC-DMIS 将从槽 A 
开始测量内个均均间隔测点所在的曲面。槽测点将
相对于测定平面，所有值上将从为为点偏置。 

                            
方槽（左底）和圆槽（右底）上内个测点的起始/框框 

注注注注：：：：要在槽的相对边上采点，可翻转中心线矢量。 

 

椭椭椭椭圆圆圆圆 可接受的值只有零、一和内。测定平面将用作射影的中心线矢
量来测量深度。  

PC-DMIS 
将根据输入值来测量椭圆。例如，如果将该数字设置为： 

•  0，PC-DMIS 
将测量指定椭圆，而不采如何样例测点。 

•  1，PC-DMIS 将在角矢量所指向的位置（即 0 度 + 
间保）采单个样例测点，而不是在椭圆的中心采点
（如果椭圆是孔，为将本常自自）。 

•  3，PC-DMIS 
将按指定的外边距离（间间间间保保保保值）在椭圆外（或内）
的测点处测量曲面。第一个测点将位于指定的起始
角。第二个测点将位于起始角和终止角的中间。最
后一个测点将位于终止角。为为测点将相对于测定
平面，而所有值上将从为为点偏置。 

注注注注：：：：要在椭圆的相对边上采点，可翻转中心线矢量。 

 
凹凹凹凹口口口口槽槽槽槽 样例测点还定义角度矢量的棱以及宽度。可接受的值只有零至

第的整数。测定平面将用作射影的中心线矢量来测量深度。  

PC-DMIS 
将根据输入值来测量凹口槽。例如，如果将该数字设置为： 

•  0，PC-DMIS 
将测量指定凹口槽，而不采如何样例测点。 

•  1，PC-DMIS 将测量位于凹口槽边上的曲面。 

•  2，PC-DMIS 
将测量凹口槽开口边方向上的棱。为将定义角矢量
并用于查找凹口槽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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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C-DMIS 
将用两个测点测量凹口槽一端的曲面，然后用一个
测点测量凹口槽另一端的曲面。凹口槽测点将相对
于测定平面，而所有值上将从为为点偏置。 

•  4，PC-DMIS 
将按请与内个样例测点相同的方式测量曲面。第在
个测点位于将用于查找凹口槽宽度的开口边方向上
的棱。 

•  5，PC-DMIS 
将按请与内个样例测点相同的方式测量曲面。另外
，它还将按请与两个样例测点相同的方式测量开口
边方向上的棱。 

 

““““间保间保间保间保””””框框框框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用于定义与标称点位置的距离，在指定样例测点的许许下，PC-DMIS 
将使用该距离来测量平面。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如果很输入值，PC-DMIS 将使用默认距离。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点点点点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定义标称点和样例点所在的圆的半径。 

 
棱棱棱棱点点点点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定义标称点和样例点所在的圆的半径。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点点点点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定义弯曲的每个边上的点之间的偏置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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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隅隅隅角角角角点点点点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定义从第一个测点的半径到其它测点的距离。 

 
 

圆圆圆圆、、、、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或或或或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定义从圆的圆周到样例测点的距离。 

注注注注：：：：采样点时不使用安全平面。因此，当测量键时，务必要

将间保值设置为允许测头在键周该移动的距离。 

 

注注注注：：：：PC-DMIS 要求键的 X、Y、Z 

标称值位于底座。如果中心点位于键的窗部，应将深度和间

保设置为负值。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定义从轴的中心沿球面到样例测点的距离。当采样例测点时
，PC-DMIS 
将使用最佳拟合位置例程来确定中心应位于何处。此位置例程有助
于在 PC-DMIS 开始测量前查找球体的大为位置。 

方方方方槽槽槽槽、、、、圆圆圆圆槽槽槽槽或或或或椭椭椭椭
圆圆圆圆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定义从特征的外边边到样例测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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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槽或凹口槽（左底）和圆槽（右底）的间保 

 

““““缩进缩进缩进缩进””””框框框框    

缩进框显示从点位置到第一个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要更改该距离，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棱棱棱棱点点点点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框显示弯曲（或棱）的每条边上从点位置到第一个测点的最小

偏置距离。  

 
棱的偏置距离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点点点点 PC-DMIS 允许我使用两个缩进框（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和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来设置从点位置到角度点中弯曲的还个曲面（共两个曲面）上的
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角度点的缩进 

•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框用于设置从点位置到弯曲第一个曲面上的样例测
点的偏置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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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框用于设置从点位置到弯曲第二个曲面上的样例测
点的偏置距离。 

 

隅隅隅隅角角角角点点点点 PC-DMIS 允许我使用内个缩进框（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和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来设置从点位置到隅角点中弯曲的还个曲面（共内个曲面）上的
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框用于设置从点位置到内个平面中第一个平面上的
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框用于设置从点位置到内个平面中第二个平面上的
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3 
框用于设置从点位置到内个平面中第内个平面上的
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隅角点的缩进。对于其中一个曲面，1 为缩进点，2 和 3 

为样例测点 

凹凹凹凹口口口口槽槽槽槽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框用于定义与凹口槽开口端上将进行平行边触测的棱的距离。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框框框框    

以下特征类型支持深度：
棱点、圆、柱体、锥体、
方槽、圆槽、椭圆和凹口
槽 

“深度”框定义与 PC-DMIS 测量样例测点所在的曲面的距离以及与 PC-DMIS 
测量特征本编所在的曲面的距离。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下表包这有关深度如何用于特定自动特征的信息： 
棱棱棱棱点点点点 如果指定了一个、两个或内个样例测点（参请 起始 和 框框 框）“ ” “ ”

，则将从测定曲面值中应用深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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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点的深度 

 

圆圆圆圆、、、、柱柱柱柱体体体体和和和和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该距离将作为正值沿中心线矢量从特征的中心点开始应用。对于柱
体和锥体，该值对每个触测层仅应用一还。 
类型“  = 
孔/销 选项我影在该值的应用方式。当选择 孔 选项时，正深度值我” “ ”
将测头移至孔的更深处。当选择 销 选项时，正深度值将沿着键向“ ”
上移动测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孔 或 键 选项。）“ ” “ ”  

注注注注：：：：PC-DMIS 要求键的 X、Y、Z 

标称值位于底座。如果中心点位于键的窗部，应将深度设置

为负值。 

 

““““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框框框框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用于定义在测量特征时将使用的测点数。指定数量的测点将在指定的起始角和终
止角之间均均间隔。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圆圆圆圆或或或或椭椭椭椭圆圆圆圆 如果起始角和终止角相同（或者角度差为 360 

度的就数），则只在共同的起始和终止点上进行一还触测。 

触测位置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或或或或锥锥锥锥
体体体体 

对于该特征，定义（每行的）测点数。 

注注注注：：：：要测量该特征，必此至从使用如个测点（两个级别还内个测点）

。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要测量一个球体，至从需要在个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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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圆圆槽槽槽槽 如果输入的测点数为如数，PC-DMIS 
将自动在该值上加一。为样，测量槽时使用的测点数就是偶数。在槽两端的
半圆上将还采一半的点。至从需要如个测点。 

  

““““宽度测量宽度测量宽度测量宽度测量””””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仅适用于以下自
动特征：方槽 

当选中“宽度测量”复选框并选择创建创建创建创建按钮后，PC-DMIS 将执行以下操作： 

 

•  测量槽边上的两个测点。 

•  调整角矢量。 

•  测量相对边上的两个测点，以计算宽度。  

•  调整槽两端最后两个测点的位置，以计算宽度。 

““““属性属性属性属性””””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根据创建的自动特征，对话框的属属属属性性性性区域包这以下项的部分或全部： 

““““捕删点捕删点捕删点捕删点””””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仅适用于以下自
动特征：矢量点和曲面点 

当测量支持的特征时，用户可以选择让测定值“捕删到”理论矢量。如果使用捕删点捕删点捕删点捕删点复选

框，所有偏差上将位于点的矢量方向。当我主要考不一个特定矢量方向上的偏差时，此

选项模其有用。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所测量的是位于 X Y 平面的平直转台台面，并的从 Z 轴 
上采内个点，那那即使关闭测定点的 X 和 Y 
值，其偏差也是无关的，因为转台是平直的。但是，Z 
轴方向上的如何偏置或偏差上我窗认为是重要的。利用捕捕捕捕删删删删点点点点，可以将 X 和 Y 
的值看作精确的触测，从而则如其错误。捕捕捕捕删删删删点点点点将只显示转台在 Z 轴方向上的偏差。 

““““外外外外””””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仅适用于角度点
自动特征。 

“外”复选框用于将角度定义为内角（很选中）或外角（选中）。内角的零件立体角度小
于 180 度，而外角大于 180 度。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将将角度当作外角来测量。存于还种类型的测量顺序不同，因此务必要确保此选项设置

正确。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最高点自动
特征。 

“增量”框用于定义在搜索最高点时使用的增量。在执行后间，PC-DMIS 
按请增量增量增量增量框中指定的数值从起点（即搜索点）开始搜索。 

 

““““公差公差公差公差””””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最高点自动
特征。 

“公差”框用于定义明确通如 PC-DMIS 
何时窗止在指定区域搜索最高点的公差值。公差值一定要小于增量值。在搜索过程中，
PC-DMIS 
我递从此增量值，直到小于或等于所提供的公差公差公差公差值，此时我指出已找到当前工作平面上

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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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宽度宽度宽度””””框框框框    

最高点、方槽、圆槽、椭圆 
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定义搜索区域的宽度。如果有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值，

但是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值为 
0，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值将对应于沿当前工作平面长轴的长
度。 

方方方方槽槽槽槽、、、、圆圆圆圆槽槽槽槽、、、、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或或或或凹凹凹凹口口口口槽槽槽槽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框显示特征的宽度。 

““““长度长度长度长度””””框框框框    

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 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定义搜索区域的宽度。如果有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值，
但是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值为 
0，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值将对应于沿当前工作平面的轴的长
度。 

方方方方槽槽槽槽、、、、圆圆圆圆槽槽槽槽、、、、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或或或或凹凹凹凹口口口口槽槽槽槽 长长长长度度度度框显示特征的长度。 

““““方形模式方形模式方形模式方形模式””””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该按钮仅适用于最高点特
征。 

“方形模式”按钮用于定义 PC-DMIS 返回最高点所使用的搜索模式。 

 

单击方方方方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按钮将改变搜索模式。将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和长长长长度度度度框切换为外外外外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和内内内内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方方方方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按钮将变为圆圆圆圆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参请 圆形模式 按钮）。“ ”   

如果按钮显示方方方方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最高点特征的搜索区域将变为存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和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值指定的区域。PC-
DMIS 将报告该区域的最高点。 

注注注注：：：：起点应在存方方方方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的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和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参数定义的搜索区域内。对于直线搜索的特特许许
，起点将自动调整到直线上。 

按钮上显示方方方方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为默认模式。 

““““圆形模式圆形模式圆形模式圆形模式””””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该按钮仅适用于最高点特
征。 

“圆形模式”按钮用于定义 PC-DMIS 返回最高点所使用的搜索模式。 

 

单击圆圆圆圆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按钮将改变搜索模式。将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和长长长长度度度度框切换为外外外外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和内内内内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方方方方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按钮将变为圆圆圆圆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参请 圆形模式 按钮）。“ ”   

如果按钮显示圆圆圆圆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最高点特征的搜索区域将变为存外外外外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和内内内内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值指定的区域。  

•  如果需要整个圆形区域，则将内半径设置为 0。 

•  如果需要圆形的搜索线，则将内半径和外半径设置为相同的值。  

所报告的是沿着圆周的最高点。 

注注注注：：：：起点应在存圆圆圆圆形形形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的内内内内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和外外外外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参数定义的搜索区域内。对于直线搜索的特特
许许，起点将自动调整到直线上。 

““““行数行数行数行数””””框框框框    

该列表仅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柱体、球体或锥体 

“行数”框用于定义在测量特征时将使用的行数。如何大于一的整数上可使用。  

 

对于柱体或锥体，还行将在特征的深度和长度之间均均地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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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球体，还行将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 2 和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2 之间均均间隔。 

““““直径直径直径直径””””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以下自动特
征：圆、柱体、球体或锥
体 

“直径”框用于定义特征的直径。如果是键，“直径”框将显示用户提供的标称值。  

 

更改特征的直径：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在特征创建后，PC-DMIS 将更新 图形显示 窗口中特征的大小。“ ”  

““““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以下自动特
征：圆、柱体、椭圆或锥
体 

“起始角”框显示特征上的起始角。为是用户以弧度数提供的角度。 

 

要更改起始角，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注注注注：：：：当前工作平面的长轴为 0 度。起始角沿中心线向下，按逆时针方向移动。 

““““终止角终止角终止角终止角””””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以下自动特
征：圆、柱体、椭圆或锥
体 

“终止角”框显示特征上的终止角。为是用户以弧度数提供的角度。  

 

要更改终止角，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注注注注：：：：输入起始角和终止角时务必要注防，I、J、K 矢量始终沿中心线向下，并的 PC-DMIS 
将按逆时针方向测量 DCC 圆形特征。 

““““间距间距间距间距””””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以下自动特
征：圆或柱体 

“间距”框用于更加精确地测量及再再的孔和键。如果间距间距间距间距框的值大于零，PC-DMIS 
将沿理论轴错开特征的测点，并使用起始角和终止角使测点在特征周该间隔排列。 

 

 
圆圆圆圆 为遵循标准（顺时针）再再样式，需要翻转

起始角和终止角（即 720 - 
0），为使测量从上是间距翻转为下将间距（
存上到下），需要对间距值求负。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如果使用在圆周该均均间隔的在

个测点对圆进行测量，第一还触测将位

于输入深度的起始角处。第二还触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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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还触测成 90 度，其深度为 

(深度 – ((测点数-1)/总测点数 * 

间距))。第内还触测将与第一还触测成

180 度，其深度为 (深度 – ((测点数-

1)/总测点数 * 

间距))。其即触测还此类推。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如果使用在柱体周该均均间隔的

两个级别的在个测点对柱体进行测量，

每个级别的第一个测点将位于输入深度

的起始角处。第二还触测将与第一还触

测成 90 度，其深度为 (深度 - 

(测点数-1)/每行测点数 * 

间距)。第内还触测将与第一还触测成 

180 度，其深度为 (深度 - (测点数-

1)/每行测点数 * 

间距)。其即触测还此类推。 

 

““““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 1 1 1 1””””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球体自动特
征。 

“起始角 1”框显示球体上的起始角。为是用户以弧度数提供的角度。该字段接受 0 度到 
180 度（和 -0 度到 -180 度）之间的值。  

 

要更改起始角，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角度。 

2. 键入新值。  

当前工作平面的长轴为 0 度。为可以直观地表示为矢量所指向的一极。180 
度是矢量点在离的方向，90 度平行于存指定点和作为法线矢量的指定矢量构成的平面。 

 

注注注注：：：：当前工作平面的长轴为 0 度。起始角沿中心线向下，按逆时针方向移动。  

““““终止角终止角终止角终止角 1 1 1 1””””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球体自动特
征。 

“终止角 1”框显示球体上的终止角。为是用户以弧度数提供的角度。该字段接受 0 度到 
180 度之间的如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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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终止角，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1 框中的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注注注注：：：：输入起始角和终止角时务必要注防，I、J、K 矢量始终沿中心线向下，并的 PC-DMIS 
将按逆时针方向测量 DCC 球体。 

““““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起始角 2 2 2 2””””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球体自动特
征。 

“起始角 2”框显示球体上的起始角。为是用户以弧度数提供的角度。该字段接受 0 度到 
90 度之间的如防值。如果起始角为 0 度，第一行将为球面上的单个测点。  

 

要更改起始角，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终止角终止角终止角终止角 2 2 2 2””””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球体自动特
征。 

“终止角 2”框显示球体上的终止角。为是用户以弧度数提供的角度。该字段接受 0 度到 
90 度之间的如防值。如果终止角为 0 度，最后一行将为球面上的单个测点。  

 

要更改终止角，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注注注注：：：：务必要记住，终止角不能大于 90 
度。如果使用更大的角度，测头柱测尖就可能我触及零件。 

注注注注：：：：输入起始角和终止角时务必要记住，I、J、K 矢量始终沿中心线向下，并的 PC-DMIS 
将按逆时针方向测量 DCC 球体。 

““““半径半径半径半径””””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以下特征类
型：方槽和凹口槽。 

方槽或凹口槽并本总是方形。它我通常有半径（而不是隅角）。“半径”框显示该半径大
小的值。  

 

对于方槽，它用于在测量槽时确定每还触测的位置，以避免触及半径。 

对于凹口槽，开口边相对棱上的测点将调整到半径之外。 

““““长直径长直径长直径长直径””””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椭圆特征。 “长直径”框显示椭圆的总长度。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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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新值。  

““““的直径的直径的直径的直径””””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椭圆特征。 “的直径”框显示椭圆的宽度。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框框框框    

该框仅适用于锥体特征。 “角度”框用于定义锥体的角度。  

 

要更改锥体的角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该特征一原创建， 图形显示 窗口就将更新锥体大小。“ ”  

““““方位方位方位方位””””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根据创建的自动特征，对话框的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区域包这以下项的部分或全部： 

““““IJK IJK IJK IJK 法线矢量法线矢量法线矢量法线矢量””””框框框框    

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法线矢量。I、J、K 应始终从曲面向外。当创建新值后，PC-
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该矢量用于测头补偿。 

对于矢量点、曲面点和最高点，IJK 
法法法法线线线线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框显示创建自动特征要采的测点的例近方向。 
 
对于最高点，执行完成后，IJK 
法线矢量将显示当前工作平面中最高点的例近矢量。 

对于圆、柱体、球体和锥体特征，IJK 法法法法线线线线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框定义特征的中心线。 

对于方槽、圆槽、椭圆和凹口槽特征，“IJK 
法线矢量 框定义特征所在的平面（与特征平行的平面）的曲面法线矢量。”  

““““IJK IJK IJK IJK 角矢量角矢量角矢量角矢量””””框框框框    

要更改角矢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新的框。 

2. 键入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 1。 

对于圆、柱体、球体和锥体特征，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框定义角法线矢量的 0 
度位置。起始角和终止角将用该矢量来进行计算。如果矢量不垂直，则我将角
矢量调整为法线矢量。 

对于方槽、圆槽和椭圆特征，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框定义特征的中心线。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法线矢量。特征的中心线和法线矢量必此相类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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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凹口槽特征，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框定义凹口槽开口的相对边的凹口槽方位矢量。它是存
用户提供的 I、J、K 
法线矢量。凹口槽角矢量和凹口槽法线矢量必此相类垂直。  

““““中心点中心点中心点中心点””””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最高点特
征。 

“中心点”框显示最高点特征的搜索区域的中心位置。 

 

““““IJK IJK IJK IJK 棱矢量棱矢量棱矢量棱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棱点特征
。 

“IJK 棱矢量”框显示棱触测的例近方向。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测定矢量。I、J、K 
应始终从棱向外，并的垂直于所测量的棱。  

 

要更改例近矢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曲面矢量曲面矢量曲面矢量曲面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棱点特征
。 

“IJK 曲面矢量”框显示棱点在测量后将射影到的曲面法线矢量。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法线矢量。I、J、K 应始终从曲面向外，并的垂直于所测量的棱。  

 

要更改例近矢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如果选择此选项，PC-DMIS 
将在曲面上采内个点，在棱上采两个点，然后在棱上再采一个触测点。 

““““IJK IJK IJK IJK 直线矢量直线矢量直线矢量直线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角度点特
征。 

“IJK 直线矢量”框显示角度点所在直线的矢量。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法线矢量。  

 

要更改例近矢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曲面曲面曲面曲面 1  1  1  1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角度点或隅角点 

“IJK 曲面 1 矢量”框显示将测量的第一个曲面的曲面法线矢量。I、J、K 
矢量应从所测量的曲面向外。  

 

要更改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框。 

2. 键入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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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曲面曲面曲面曲面 2  2  2  2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角度点或隅角点 

“IJK 曲面 2 矢量”框显示将测量的第二个曲面的曲面法线矢量。I、J、K 
矢量应从所测量的曲面向外。  

 

要更改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框。 

2. 键入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曲面曲面曲面曲面 3 3 3 3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隅角点特
征。 

“IJK 曲面 3 矢量”框显示将测量的第内个平面的曲面法线矢量。I、J、K 
矢量应从所测量的平面向外。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3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框。 

2. 键入新值。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查找矢量查找矢量查找矢量查找矢量””””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该按钮仅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矢量点、曲面点和
棱点 

“查找矢量”按钮用于沿着 XYZ 点和 IJK 
矢量刺穿所有曲面，以查找最接近的点。曲面法线矢量将显示为 IJK 标称矢量，但 XYZ 
值不我改变。 

 

““““翻转矢量翻转矢量翻转矢量翻转矢量””””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按钮用于翻转曲面矢量的方向。单击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即可翻转所显示的值。 

““““孔孔孔孔””””或或或或““““键键键键””””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为为选项仅适用于以下自
动特征：圆、柱体、球体
、方槽、圆槽、椭圆和锥
体 

“孔”或“键”选项用于将所测量的圆定义为内圆（孔）或外圆（键）。存于还种类型的测
量顺序不同，因此务必要确保此选项设置正确。 

 

““““高度高度高度高度””””框框框框    

高度 框确定要测量的外圆特征的高度。“ ”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  

2. 键入新值。 
圆圆圆圆、、、、方方方方槽槽槽槽、、、、圆圆圆圆
槽槽槽槽或或或或椭椭椭椭圆圆圆圆 

只有外部（即键）特征才能使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它
允许在键的窗部（和中心）进行只外的触测
。如果该值不等于 0，PC-DMIS 
将在键的中心进行一还只外的触测。然后，
它将计算键的高度。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或或或或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当 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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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时，” 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将定义特征的标称高度。如果
我输入了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值值很定义深度，PC-DMIS 
将用行行行行数数数数框中指定的行数等分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值。  

对于柱体，测头将按增量向下测
量柱体，直至达到指定的高
度值。 

对于锥体，测头将使用定义的高
度值（位置从长度）从锥体
底部开始，沿着锥体的长度
向上测量。 

如果定义了深度值，实际的测定特征将成为
高度从深度所获的值。 
当 类型“  = 
键 时，此选项将允许在键窗部的中心进行只”
外的触测。如果该值不等于 0，PC-DMIS 
将在键的中心进行一还只外的触测。然后，
它将计算键的高度。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框框框框 
标识对话框显示所创建的自动特征的当前标识。 

要更改特定特征的标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对话框中选择先前的标识。 

2. 键入新的标识。 

““““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自动安全平面”复选框仅
在 DCC 模式下可用。 

安全平面复选框显示安全平面的当前设置。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将在第一个自动触测前插入一个“安全平面移动”命令（相对于当前坐标系统和零件原点
）。当测量完特征上的最后一个测点后，测头将窗留在测头深度处，直至窗调用来测量

下一个特征。使用安全平面可从从需定义的中间移动，因而能从从编程时间。（有关安

全平面的详细信息，请参请“设置首选项”部分的“安全平面”。） 

 

如果选中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复选框，PC-DMIS 将在特征前插入一个 移动“ /安全平面 命令。”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移动/安全平面 

注注注注：：：：采样点时不使用安全平面。因此，当测量键时，务必要将间保值设置为允许测头在键
周该移动的距离。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用于开始测量过程。如果选中此复选框，那那一原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就我根据在对话框中指定的值测量零件。 

““““杂项杂项杂项杂项””””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根据创建的自动特征，对话框的杂杂杂杂项项项项区域包这以下项的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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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厚度厚度厚度””””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当测量在 PC-DMIS 
中建模的零件底面时，零
件厚度值应该置为零。零
件厚度选项仅应在测量 
CAD 
数据中在有绘制的零件底
面时使用。 

厚度厚度厚度厚度区域用于输入零件厚度。此数量主要用于薄型零件（塑以或薄壁件），它我的 CAD 
数据只描述一个底面。对于薄型零件，CAD 
工程师通常只绘制零件的一个底面，然后指定以以厚度。当使用 CAD 曲面数据时，PC-
DMIS 我自动应用指定的以以厚度。 

 

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每当选择 CAD 
数据时，就我沿着曲面法线矢量自动应用此厚度。如果特征具有多个法线矢量（即角度点
或隅角点），则将沿着第一个法线矢量应用此厚度。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理论厚度 = n 

或者 

实际厚度 = n 

n：表示零件厚度的数字值。 

当因为要在以以另一底面进行测量而需要以厚度调整理论值时，应选择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选项。 

当以厚度将测量调整回理论位置时，应选择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选项。 

““““测量顺序测量顺序测量顺序测量顺序””””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该选项仅适用于棱点特征
。 

“测量顺序”列表使用户能够选择在进行最终的触测前，样例测点的采点顺序。可用选项
包此曲面曲面曲面曲面、棱棱棱棱或两者两者两者两者。 

 

 
曲面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用于测量内个测点，首先在曲面上测量

，然后在棱上测量。 
棱 棱棱棱棱用于测量两个测点，首先在棱上测量，然

后在曲面上测量。 
两者 两两两两者者者者用于先测量曲面，然后测量棱，接着再

还测量曲面。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该列表仅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圆和柱体 

“计算”列表用于指定如何根据测定测点计算特征。可用选项包此：最小二乘方、最小间
隔、最大内接、最小外切和固定半径。 

 

 
列列列列表表表表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最小二乘方 最小二乘方 － 

特征的所有点输入上均等地构成特征的结果
。 

最小间隔 最小间隔 － 
此方法将使输入点到所获特征圆周的距离为
最小。 

最大内接 最大内接 － 
所获特征表示在特征的所有测点输入内能窗
纳的最大特征。当测量需要配对键的圆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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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时，将使用此选项。所获结果是将测定的
特征所能窗纳的最大键直径。 

最小外切 最小外切 － 
所获特征表示能包此特征的所有点输入的最
小特征。当测量将套入配对圆形特征的键时
，将使用此选项。所获结果是能套住键的最
小特征。 

固定半径 固定半径 － 
此方法将用指定的理论半径查找特征的 
X、Y、Z 
位置，以使如何输入到特征圆周的距离为最
小。它类似于 最小间隔 计算，只是半径不“ ”
能变化。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杂杂杂杂项项项项区域中的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列表确定如何计算给定点的标称值。PC-DMIS 
允许我在 查找标称值 、 主 和 标称值 之间选择。“ ” “ ” “ ”  

如果 模式“  = 标称值 处于活动状态，” PC-DMIS 
我对测定特征与对话框中的理论数据进行比较，并将测定数据用于计算。 

如果 模式“  = 主 处于活动状态，” PC-DMIS 
则我将测定特征用作标称值，但不我更新对话框中的 X、Y、Z 和直径数据。 

注注注注：：：：如果标称值很如，从列表中选择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即可。如果此选项处于活动状态，那那每
当我选择值进行更改时，PC-DMIS 上我提示我在零件上进行相应的测量，以获取所需值。 

列列列列表表表表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如果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列表中选择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PC-DMIS 
将刺穿 CAD 模型，以查找 CAD 
棱（或曲面）上与测定点最接近的位置，然后将标
称值设置为 CAD 元素上的为一位置。 
要使用 CAD 数据查找标称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验许 PC-DMIS 
已设置为适合特定零件程序的
曲曲曲曲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或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可从图
形模式工具栏中设置）。 

2.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单击所需“ ”
的 CAD 元素。PC-DMIS 
将通过刺穿 CAD 
元素来获取位置，但不我创建
特征。一原选择了所需的元素
，PC-DMIS 将自动轴入 
X、Y、Z 和 I、J、K 值。  

3. 如果对为为值传到满防，请选
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命令按钮。  

注注注注防防防防：：：：如果选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PC-DMIS 
将测量该零件。 

当处于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模式时，如果在零件上进行触测
，PC-DMIS 将搜索全部 CAD 
元素，以查找与测定点最接近的标称 CAD 
信息。如有必要，PC-DMIS 
将提示我在零件上再采一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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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还测量零件时，PC-DMIS 
我将标称数据设置为它能找到的最接近的 CAD 
元素。然后，模式开关将重置为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将将将将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用用用用于于于于固固固固定定定定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使用固定测头的 Faro 或 Romer 
机械臂不我生成有并的例近矢量。因此，PC-DMIS 
不窗很确定从何处查找曲面。 
要改进固定测头的矢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固定测头放在零件上。 

2. 按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按钮。 

3. 沿着近似曲面矢量移动测头
，使其离开零件。 

4. 按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按钮。 
PC-DMIS 
将计算并使用测点和测头尖位置之间的矢量。 
另外，存于 Faro 
机械臂的默认矢量使用固定测头的轴，所以矢量在
垂直于曲面，该矢量对于查找标称值操作就在有用
。 

主主主主 如果点在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列表设置为主主主主的许许下创建，那那下
还测量零件时，PC-DMIS 
就我将标称数据设置为等于测定数据。然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列表将重置为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选项还要求我在测量过程开始前准备找标称
数据。PC-DMIS 
我对测定特征与对话框中的理论数据进行比较，并
将测定特征用于如何必需的计算。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标标标标称称称称轴轴轴轴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标标标标称称称称轴轴轴轴选项将允许我在每还执行前更新（或 设“
置 ）标称点位置和标称例近方向。如果从”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区域
中选择一个轴复选框，则将沿着所选轴刺穿 CAD 
曲面。否则，将使用更新矢量。  
所选的轴（或矢量）可以使 PC-DMIS 
如道将沿着很一个轴（或矢量）来刺穿 CAD 
曲面，以查找新的理论值和目标。 
要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标标标标称称称称轴轴轴轴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框已
选中。（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 “
显示薄壁件扩扩选项 。）”  

2.
 如果需要，从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区域中选择
一个轴复选框。 

3.
 在对话框中单击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列表上的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标标标标称称称称轴轴轴轴。 

4.
 当定义完自动特征的其即部分
后，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此时， 查找标“
称轴 将设置为所选的轴或矢量。”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显示为：查找标称轴“ ”  = TOG 
TOG 表示 查找标称轴 窗设置成的轴或矢量。“ ” T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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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用选项包此： 
X 轴 
Y 轴 
Z 轴 
矢量 
无 
如果很选择如何轴，默认结果将显示为：查找标称
轴 = 矢量。 

注注注注：：：：此选项仅用于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点点点点和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点点点点自动特征。 

 

““““相对测量相对测量相对测量相对测量””””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相对测量 (Relative Measure) 
按钮用于记目给定特征和自动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将显示可选特征
的列表。编辑框显示所选的特征。该选项支持 DMIS V3.0 RMEAS 格式 1、3 和 
6。要设置相对测量，请参请设置相对测量。  

注注注注：：：：不要将此选项与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混混。 

““““显示所有参数显示所有参数显示所有参数显示所有参数””””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复选框确定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字段中显示自动特征的以下参数：“ ”  

•  理论厚度 

•  直角坐标/极坐标 

•  捕删 

•  自动移动 

•  距离 

““““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圆、柱体、球体、
方槽、圆槽、椭圆、凹口
槽、锥体 

该“显示触测”复选框确定 PC-DMIS 是否在“编辑”窗口中显示创建自动特征使用的测点。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根据创建的自动特征，对话框的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区域包这以下项的部分或全部： 

““““PH9PH9PH9PH9””””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区域中的 PH9复选框显示 自动“  PH9 的当前设置。如果” 很选择此选项，PC-DMIS 
就我将当前 PH9 位置用于所进行的全部触测。如果选择了 PH9 选项，PC-DMIS 
将选择与最佳例近方向最接近的位置。 

•  对于棱点和角度点特征，最佳例近方向是两个曲面矢量的平均。  

•  对于隅角点特征，最佳例近方向是内个曲面矢量的平均。  

•  对于其它所有自动类型，最佳例近方向是特征曲面矢量。 

也可以通过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调调调调整整整整测头座座座座复选框，在全局启用自动 
PH9。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自动调整测头座 主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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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出错出错出错””””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区域中的出错复选框允许在 PC-DMIS 
检测到防外或很命中的触测时进行如过改进的错误检查。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将执行以下操作： 

•
 只要在测量周后中出现防外的测头触测或很命中的测头触测，就我自动执
行 读位置 （参请 读位置 按钮）。“ ” “ ”  

•  利用从读位置获取的新位置测量整个特征。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出错 = TOG 

TOG：：：：此切换字段在 是（开） 和 否（关）“ ” “ ”之间切换。  

有关当 PC-DMIS 
检测到防外或很命中触测时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的 坐标“ ” “
测量机出错时分支 。”  

注注注注：：：：此选项可用于除矢量点、曲面点、球体和最高点外的所有自动特征测量类型。 

““““读位置读位置读位置读位置””””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圆、柱体、方槽、
圆槽、椭圆、凹口槽、锥
体 

“读位置”复选框在测量特征前使用。PC-DMIS 
将在曲面上方窗止，并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我是否要使用当前数据。 

 

•  如果单击否否否否按钮作为回否，PC-DMIS 
将要求我在序序测量之前将测头移至所需位置。  

•  如果单击是是是是按钮作为回否，PC-DMIS 
将测量特征，但我使用当前测头数据。 

注注注注：：：： 读位置 只能用于“ ”  DCC 模式。 

将将将将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用用用用于于于于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圆圆圆圆：：：：“ ”  
如果单击是是是是按钮作为回否，PC-DMIS 则要求我将测头放置在圆上方的柱形区域中。 

将将将将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放放放放置置置置在在在在柱柱柱柱形形形形区区区区域域域域中中中中：：：：只要求用户将测头放置在孔的均想 3D 
柱体中心。测量的深度和方位将取测于以下选项之一： 

•  相对测量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如果我提供一个相对测量特征，PC-DMIS 
将认为我要相对于该特征对孔进行测量。因此，该特征将用于确定曲面法
线和测量深度，而 读位置 将用于确定平移的另外两条轴。“ ”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如果使用查找孔并在孔周该的曲面上至从接触了一还，PC-DMIS 
就将调整所有内条轴。其中两条轴取测于测头在找到孔时的位置，第内条
轴（在曲面法线方向上）取测于最后接触的曲面。 查找孔 不我替代相对“ ”
测量特征。 

•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测测测测点点点点：：：：如果使用了样例测点，那那在确定孔测量的方位和深
度时，它我始终最为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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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并并并本本本本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如如如如何何何何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如果很使用以上如何选项，PC-DMIS 
将根据所提供的目标值和深度值来对孔进行触测，并通过在柱形区域内放
置测头来加以调整。 

注注注注：：：： 读位置 只“ ” 能用于 DCC 模式。 

““““圆弧移动圆弧移动圆弧移动圆弧移动””””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圆、柱体、锥体 

选中“圆弧移动”复选框后，测头将沿着圆弧从一个触测移至下一个触测，而通常许许下
我沿直线移动。当处理环行槽时，此选项模其有用。 

 

有关将圆弧移动插入 编辑 窗口的信息，请参请 插入移动 部分的 插入移动圆弧命令 。“ ” “ ” “ ”  

““““重新测量重新测量重新测量重新测量””””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适用于以下自动
特征：圆、柱体、方槽、
圆槽、凹口槽 

选中“重新测量”复选框后，PC-DMIS 
将允许我根据首还测量特征所获的测定值自动对特征进行重新测量。 

 

““““移动移动移动移动””””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区域中的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显示 自动移动 的当前设置。如果选中此复选框，“ ” PC-DMIS 
将在采样点之前和完成特征测量之后生成从中心点开始的自动移动。为样，无需指定安全
平面，即可在采点前后沿着矢量定位测头。如果取消选中此复选框，PC-DMIS 
在采点时将不定位测头。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自动移动 = TOG, 距离 = n 

TOG：：：：此切换字段在 是（开） 和 否（关） 之间切换。“ ” “ ”   

n：：：：表示自动移动距离的数字值。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框框框框    

当选中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时，将显示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此框用于输入测头将在采样点之前和完成特征采点
之后移动的距离。测头将沿着理论矢量移动。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自动移动 = TOG, 距离 = n 

TOG：：：：此切换字段在 是“ /关 和 否” “ /关 之间切换。”   

n：：：：表示自动移动距离的数字值。 

““““使用理论值使用理论值使用理论值使用理论值””””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仅适用于自动柱
体特征。 

“使用理论值”复选框指示 PC-DMIS 
在根据询集的测定数据计算实际特征信息时使用对话框中显示的理论信息。当用第个点

（在个高点，在个地点）测量柱体时，此选项模其有用。它可以生成内个类成 90 
度的有并测定柱体。利用理论信息，可以确定内个解中的很一个是正确的。 

 

当构造有并的坐标系后，此复选框即变为可用。 

““““查找孔查找孔查找孔查找孔””””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查找孔”仅在 DCC 
模式下可用。 

当选中查找孔查找孔查找孔查找孔复选框后，PC-DMIS 
将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然后移动到垂直于特征曲面矢量，从而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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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速度搜索孔。搜索将持序到接触曲面（表示孔不在此处）或达到探测距离（表示孔在

此处）为止。参请“使用‘编辑’窗口”部分的“探测距离”。 

 

注注注注：：：：如果查找孔曲败，则可以将 PC-DMIS 
设置为自动序序执行零件程序。参请 设置首选项 中的 在查找孔曲败时自动序序执行 。“ ” “ ”  

对对对对于于于于圆圆圆圆或或或或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将移至深度处并序序在孔周该采间隔均均的内个点，以确定孔的大为位置
。完成为一大为调整后，PC-DMIS 
将使用用户在该特征选项卡中定义的参数来测量孔。为为参数包此 样例“
测点 等。”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很很很很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将从曲面上向后退回，并从离开理论特征中心 
(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 
处开始一个圆弧搜索模式。此搜索将在搜索圆周该本试 (2 * PI * 
特征半径/(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 
个位置。如果仍很找到孔，搜索半径将以 (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 
的增量持序增大，直至搜索半径等于例近距离。如果例近距离小于 
(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将只完成一个搜索模式。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很很很很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我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并提示用户执行 读位“
置 。（参请 读位置 按钮。）” “ ”  

•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法法法法线线线线方方方方向向向向上上上上的的的的调调调调整整整整：：：：当 PC-DMIS 
执行搜索并找到曲面（而不是孔）时，它将不断根据已找到的曲面来更新
搜索高度。一原找到孔，它将根据最后找到的曲面来更新孔的测量深度。
如果第一还找到孔，则不进行调整。 

•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相对测量进进进进行行行行调调调调整整整整：：：：如果我提供了一个相对测量特征，PC-DMIS 
将认为我需要将该特征用作搜索高度和孔搜索深度的参考。因此，除相对
测量调整外，在曲面法线方向上将不进行如何调整。 

对对对对于于于于方方方方槽槽槽槽或或或或圆圆圆圆槽槽槽槽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将移至深度处，并在槽的在条边还测量一个触测。它将为在个测点的中心
进行调整，并在一条长边上测量两个测点，以便为槽旋转进行调整。当计
算出槽的大为位置和方位后，将使用在该特征选项卡中定义的参数来测量
槽。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很很很很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将从曲面上向后退回，并从离开理论特征中心 
(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 
处开始一个圆弧搜索模式。此搜索将在搜索圆周该本试 (2 * PI * 
特征半径/(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 
个位置。如果仍很找到孔，搜索半径将以 (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 
的增量持序增大，直至搜索半径等于例近距离。如果例近距离小于 
(特征半径 – 测头半径)，将只完成一个搜索模式。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很很很很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我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并提示用户执行 读位“
置 。（参请 读位置 按钮。）” “ ”  

•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法法法法线线线线方方方方向向向向上上上上的的的的调调调调整整整整：：：：当 PC-DMIS 
执行搜索并找到曲面（而不是孔）时，它将不断根据已找到的曲面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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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高度。一原找到孔，它将根据最后找到的曲面来更新孔的测量深度。
如果第一还找到孔，则不进行调整。 

•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进进进进行行行行调调调调整整整整：：：：如果我提供了一个相对测量特征，PC-DMIS 
将认为我需要将该特征用作搜索高度和孔搜索深度的参考。因此，除相对
测量调整外，在曲面法线方向上将不进行如何调整。 

对对对对于于于于凹口槽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将移至深度处测量孔的深度，然后对孔进行测量。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很很很很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将从曲面向后退回，并开始一个搜索模式。此模式为圆弧模式，它将调整
到距离理论特征中心（对于凹口槽就是内边的中心）的宽度。搜索将在此
位置周该本试第个位置。如果找到孔：测头将移至深度处测量孔的深度，
然后对孔进行测量。 

•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很很很很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孔孔孔孔：：：：PC-DMIS 
我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并提示用户执行 读位“
置 。（参请 读位置 按钮。）” “ ”  

““““定义选项定义选项定义选项定义选项””””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如果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中选中了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复选框，PC-DMIS 
将显示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和其它项用于这为自动特征。（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显示薄壁件“ ” “
扩扩选项 ）。”  

它我是多种自动点测量的共同功能。 

更改矢量： 

1. 选择现有值。 

2. 在相应的框中键入新值。 

““““IJK IJK IJK IJK 报告矢量报告矢量报告矢量报告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适用于以下自动特
征：矢量点和曲面点 

“报告矢量”框显示用于报告偏差的矢量。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矢量。“位置标注”的选项 RT 将显示沿着该矢量计算的偏差。  

 

当创建新值并退出对话框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目标矢量目标矢量目标矢量目标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矢量点特
征。 

“IJK 目标矢量”框显示所进行的触测的例近方向。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法线矢量。I、J、K 应始终从曲面向外。 

 

当创建新值并退出对话框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更新矢量更新矢量更新矢量更新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矢量点特
征。 

“IJK 更新矢量”框显示要用来刺穿 CAD 
曲面的更新矢量。为了实现为一功能，应通过设置“设置标称轴”模式将该选项激活。它
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法线矢量。I、J、K 应始终从曲面向外。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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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K IJK IJK IJK 棱报告棱报告棱报告棱报告””””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棱点特征
。 

“IJK 棱报告”框显示用于报告偏差的矢量。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矢量。位置标注的 RT 复选框将显示沿着该矢量计算的偏差。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曲面报告曲面报告曲面报告曲面报告””””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棱点特征
。 

“IJK 曲面报告”框显示用于报告偏差的矢量。它是存用户提供的 I、J、K 
矢量。位置标注的 ST 复选框将显示沿着该矢量计算的偏差。  

 

当创建新值后，PC-DMIS 将使该矢量规格化 － 使其长度等于一个单位。 

““““IJK IJK IJK IJK 穿孔矢量穿孔矢量穿孔矢量穿孔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圆、方槽
或圆槽特征。 

“IJK 穿孔矢量”框用于定义薄壁件的穿孔方向。该矢量位于 XYZ 
中心，再加上曲面法线矢量方向厚度的一半。  

 

对于圆特征，特征的直径也是沿着该矢量方向。 

““““IJK IJK IJK IJK 销矢量销矢量销矢量销矢量””””框框框框    

为为框仅适用于圆、方槽
或圆槽特征。 

“IJK 销矢量”框指示通过穿孔形成孔的键的方向。  

 

““““使用销使用销使用销使用销””””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该复选框仅适用于圆、方
槽或圆槽特征。 

当选中“使用销”复选框后，即可对穿孔矢量穿孔矢量穿孔矢量穿孔矢量框和销矢量销矢量销矢量销矢量框进行编辑。当清除使用销使用销使用销使用销复选

框后，将不能对穿孔矢量穿孔矢量穿孔矢量穿孔矢量框和销矢量销矢量销矢量销矢量框进行编辑。 

 

““““重置重置重置重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重重重重置置置置按钮用于重置支持矢量，使其等于标称矢量的 IJK 
值。支持矢量包此测量矢量、报告矢量、更新矢量、键矢量和穿孔矢量。 

““““高级高级高级高级/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高高高高级级级级 >> 按钮可以在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上显示更高级的特征。如果选择该按钮，PC-DMIS 
将扩开对话框，显示该自动特征的高级特征。<< 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按钮将可用。 

选择 << 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按钮将询缩对话框，只显示该自动特征比较基本的选项。 

高高高高级级级级和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按钮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复选框不同（参
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 的 显示薄壁件扩扩选项 ）。“ ”  

““““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按钮可以查看和编辑支持该按钮的自动特征的还种触测数据。包此自动圆、自动
柱体、自动球体和自动锥体特征。 

有关如何使用该按钮的信息，请参请 创建测定特征 部分的 显示触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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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特征的自动特征的自动特征的自动特征的““““创建创建创建创建””””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对于这为坐标测量机，按
操可可的“完成”按钮与单
击创建命令按钮作用相同
。 

“创建”按钮将利用对话框中显示的标称数据来创建特征。 

 

如果选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并的系统处于 DCC 模式，PC-DMIS 
将自动测量所请求的特征。如果系统处于手动模式，PC-DMIS 将请求我进行所需的触测。  

创建自动矢量点创建自动矢量点创建自动矢量点创建自动矢量点 
矢量点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标称点位置以及“ ”  CMM 将用来测量所定义点的标称例近方向。 

要访问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点点点点选项卡。 

矢量点字段定义矢量点字段定义矢量点字段定义矢量点字段定义 
样例矢量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矢量点,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 捕删 = 是/否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捕删 、 自动移动 和” “ ” “ ” “
距离 字段。”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捕捕捕捕删删删删 = 此 是“ /否 切换按钮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 捕删到 理论例近矢量，以清除“ ”  
CMM 位置错误。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标称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矢量点扩扩字段定义矢量点扩扩字段定义矢量点扩扩字段定义矢量点扩扩字段定义    

此特征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包这扩扩选项）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矢量点,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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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 捕删 = 是/否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查找标称轴 =  x, 更新矢量 = I,J,K 
测量矢量 = I,J,K, 报告矢量 = I,J,K 

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示测定测点。”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轴轴轴轴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它可以查找 X、Y、Z 
轴或矢量。如果关闭，该字段将显示 NONE。 

更更更更新新新新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此字段指示在激活 设置标称轴 模式后，将用来刺穿“ ”  CAD 
曲面的更新矢量。为为值可以编辑。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此字段指示所进行触测的例近方向。为为值可以编辑。 

REPORT VEC = 此字段指示用于报告偏差的矢量。为为值可以编辑。 

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选项测量矢量点。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矢量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矢量点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矢量点，请使用测头接触零件的预后曲面。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 

 

•
 如果接触点实际上接近曲面数据，而的很选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那那
按操可可上的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时，将立即创建点特征并将其添加到 编辑 窗口中“ ”
。如果接触点接近曲面数据，但选中了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则仍将使用曲面数据
，但要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后才我创建特征。 

•  如果接触点不接近曲面数据，PC-DMIS 
我将接触操作当作实际触测，并显示触测位置和例近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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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前进行了第二还触测，则将使用第二还触测
的位置数据。  

•
 如果进行了第内还触测，将使用为内还触测来确定例近矢量，并
使用最后一还触测来确定位置。 

•
 如果进行了内还以上的触测，将使用除最后一还触测以外的所有
触测来确定例近矢量。最后一还触测将始终用于确定位置。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矢量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指出点的预后位置（在曲面上）。“ ”  

2. 单击曲面。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3.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PC-DMIS 
将刺穿突出显示的曲面并显示所选点的位置和矢量。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测
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 翻转矢量 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  

在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将用新数据覆覆先前显示的信息。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矢量点：  

 

•  所进行的第一还触测将指示 X、Y、Z 标称值。PC-DMIS 还将显示 
I、J、K 矢量。该值表示 CMM 
例近矢量的相面方向（从曲面向外）。我可以接受该数据，也可以按请消
息框中显示的消息请求更多的触测。第二还触测将使用最新的触测来更新
触测位置和例近矢量。 

•  曲面上的第内还触测我将所显示的 X、Y、Z 
标称值更改为当前触测位置。PC-DMIS 
将利用内个测点制作一个平面，用以查找 I、J、K 例近矢量。 

•
 如何其它触测上将用最新的触测信息来更新触测的位置。例近矢
量也将获到更新，以面将矢量点所有先前触测（不包此最新的触测）的平
均。 

在第一还、第二还或第内还触测后，可以随时接受所显示的数据。即使很接受第内还触测
，PC-DMIS 也我在内部将系统重置，使下一还触测（触测 #4）成为序列中的第一还触测。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要使用线框 CAD 数据来生成矢量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线，选择目标点所在曲面上的两条棱（
线）。（为为线应位于同一曲面上。）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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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线。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 

3.
 在所创建的曲面上选择目标点。最终选择的为一点将射影到存两
条线的矢量和第一条线的高所形成的平面上。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矢量点数据用于矢量点数据用于矢量点数据用于矢量点    

如果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矢量点： 

•  所进行的第一还触测将指示 X、Y、Z 标称值。PC-DMIS 
还将显示该触测的 I、J、K 例近矢量。该值表示 CMM 
例近矢量的相面方向（从曲面向外）。我可以接受该数据，也可以按请消
息框中显示的消息请求更多的触测。 

•  第二还触测将使用最新的触测来更新触测位置和例近矢量。 

•  曲面上的第内还触测我将所显示的 X、Y、Z 
标称值更改为当前触测位置。PC-DMIS 
将利用内个测点制作一个平面，用以查找 I、J、K 例近矢量。 

•
 如何其它触测上将用最新的触测信息来更新触测的位置。例近矢
量也将获到更新，以面将矢量点所有先前触测（不包此最新的触测）的平
均。 

创建自动曲面点创建自动曲面点创建自动曲面点创建自动曲面点 
曲面点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标称点位置以及“ ”  CMM 
将用来测量所定义点的标称例近方向。PC-DMIS 
允许我定义在标称点位置周该测量平面时所使用的测点数，并允许我定义平面的大小。平
面一原测定，PC-DMIS 将使用平面的计算曲面法线矢量来例近测量的标称点位置。 

注注注注：：：：测量曲面点所需的样例测点数只能是零或内。 

要访问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点点点点选项卡。 

曲面点字段定义曲面点字段定义曲面点字段定义曲面点字段定义 
样例曲面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曲面点, ,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 捕删 = 是/否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起始 = n, 框框 = n, 半径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极坐标 、 捕删 、 自动移动 、 距离 、 相对测” “ ” “ ” “ ” “
量 、 起始 、 框框 和 半径 字段。” “ ” “ ”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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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捕捕捕捕删删删删 = 此 是“ /否 切换按钮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 捕删到 理论例近矢量，以清除“ ”  
CMM 位置错误。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自动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切换字段可以进行编辑或更改。有并选择为零或内。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 该值是可编辑的本负距离。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曲面点扩扩字段定义曲面点扩扩字段定义曲面点扩扩字段定义曲面点扩扩字段定义    

此特征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包这扩扩选项）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曲面点,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理论厚度 = n, TOG, 捕删 = 是/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起始 = n, 框框 = n, 半径 = .n 
报告矢量 = I,J,K, 查找标称轴 = x, 

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示测定测点。”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此字段指示用于报告偏差的矢量。为为值可以编辑。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轴轴轴轴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它可以查找 X、Y、Z 
轴或矢量。如果关闭，该字段将显示 无 。“ ”  

有关标准的曲面点字段定义，请参请曲面点字段定义。 

测量曲面点测量曲面点测量曲面点测量曲面点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选项测量曲面点。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曲面点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曲面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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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键入数据用于曲面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曲面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曲面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曲面点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曲面点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曲面点，请使用测头接触零件的预后曲面。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 

 

•
 如果接触点实际上接近曲面数据，而的很选中 测量 复选框，则“ ”
将立即创建点特征并将其添加到 编辑 窗口中。“ ”  

•
 如果接触点接近曲面数据，但选中了 测量 复选框，则仍将使用“ ”
曲面数据，但要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后才我创建特征。 

•  如果接触点不接近曲面数据，PC-DMIS 
我将接触操作当作实际触测，并显示触测位置和例近矢量。 

•
 如果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前进行了第二还触测，则将使用第二还触测
的位置数据。  

•
 如果进行了第内还触测，将使用为内还触测来确定例近矢量，并
使用最后一还触测来确定位置。 

•
 如果进行了内还以上的触测，将使用除最后一还触测以外的所有
触测来确定例近矢量。最后一还触测将始终用于确定位置。 

注注注注：：：：此测量方法应选择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模式选项。有关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
列表。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曲面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指出点的预后位置（在曲面上）。“ ”  

3. 单击鼠标左键。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4.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PC-DMIS 
将刺穿突出显示的曲面并显示所选点的位置和矢量。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测
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 翻转矢量 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  

在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将用新数据覆覆先前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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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的的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如果将使用线框 CAD 数据生成曲面点： 

 

•  所进行的第一还触测将指示 X、Y、Z 标称值。PC-DMIS 还将显示 
I、J、K 矢量。该值表示 CMM 
例近矢量的相面方向（从曲面向外）。我可以接受该数据，也可以按请消
息框中显示的消息请求更多的触测。第二还触测将使用最新的触测来更新
触测位置和例近矢量。 

•  曲面上的第内还触测我将所显示的 X、Y、Z 
标称值更改为当前触测位置。PC-DMIS 
将利用内个测点制作一个平面，用以查找 I、J、K 例近矢量。  

•
 如何其它触测上将用最新的触测信息来更新触测的位置。例近矢
量也将获到更新，以面将曲面点所有先前触测（不包此最新的触测）的平
均。  

在第一还、第二还或第内还触测后，可以随时接受所显示的数据。即使很接受第内还触测
，PC-DMIS 也我在内部将系统重置，使下一还触测（触测 #4）成为序列中的第一还触测。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    

要使用线框 CAD 数据来生成曲面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线，选择目标点所在曲面上的两条棱（
线）。（为为线应位于同一曲面上。）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线。此时将显示一个消息框。 

3.
 在所创建的曲面上选择目标点。最终选择的为一点将射影到存两
条线的矢量和第一条线的高所形成的平面上。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曲面点数据用于曲面点数据用于曲面点数据用于曲面点    

如果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曲面点： 

•  所进行的第一还触测将指示 X、Y、Z 标称值。PC-DMIS 还将显示 
I、J、K 矢量。该值表示 CMM 
例近矢量的相面方向（从曲面向外）。我可以接受该数据，也可以按请消
息框中显示的消息请求更多的触测。  

•  第二还触测将使用最新的触测来更新触测位置和例近矢量。 

•  曲面上的第内还触测我将所显示的 X、Y、Z 
标称值更改为当前触测位置。PC-DMIS 
将利用内个测点制作一个平面，用以查找 I、J、K 例近矢量。  

•
 如何其它触测上将用最新的触测信息来更新触测的位置。例近矢
量也将获到更新，以面将曲面点所有先前触测（不包此最新的触测）的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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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创建自创建自创建自动棱点动棱点动棱点动棱点 
棱点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将在零件的棱上进行的点测量。当零件以以本常薄，以为需要精“ ”
确控制的 CMM 
测量触测时，此测量类型模其有用。要精确测量一个棱点，需要第个样例测点。 

要访问棱棱棱棱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棱棱棱棱点点点点选项卡。 

棱点字段定义棱点字段定义棱点字段定义棱点字段定义 
样例棱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棱点, 理论厚度 = n, TOG, 棱理论厚度 = n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自动移动 = Y/N,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测量顺序 = S/E/B, 
曲面法线 = I,J,K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缩进 = n, 深度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棱理论厚度 、 自动” “ ” “
移动 、 距离 、 相对测量 、 测量顺序 、 曲面法线 、 起始 、 框框 、” “ ” “ ” “ ” “ ” “ ” “ ” “
间保 、 缩进 和 深度 字段。” “ ”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曲面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棱棱棱棱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棱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自动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顺顺顺顺序序序序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此选项显示样例测点的测量顺序。可用选项包此 曲面 、“ ”
棱 或 两者 。“ ” “ ”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法法法法线线线线 = 
此字段指示棱点在测量后将射影到的曲面法线矢量。为为值可以编辑。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切换字段可以进行编辑或更改。有并选择为零、一、内和第。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缩缩缩缩进进进进/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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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点扩扩字段定义棱点扩扩字段定义棱点扩扩字段定义棱点扩扩字段定义    

此特征的 编辑 窗口“ ” 命令行（包这扩扩选项）显示为： 
特征标识=自动/棱点,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  
棱理论厚度 = n 
自动移动 =是/否, 距离 =n, 相对测量 = 无,  
测量顺序 =S/E/B, 曲面法线 = I,J,K 
棱报告 = I,J,K, 曲面报告 = I,J,K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缩进 = n, 深度 = .n 

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示测定测点。”  

棱棱棱棱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 此字段指示用于报告偏差的矢量。为为值可以编辑。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 此字段指示用于报告偏差的矢量。为为值可以编辑。 

有关标准的棱点字段定义，请参请棱点字段定义。 

测量棱点测量棱点测量棱点测量棱点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选项测量棱点。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棱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注注注注：：：：PC-DMIS 均定法线曲面与测量曲面相类垂直。 

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棱点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棱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用测头在零件预后棱的附近进行接触。  

2. 使柱测尖尽可能垂直于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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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所显示的 X、Y、Z 
值面将与触测最接近的 CAD 棱（而不是实际测点）。I、J、K 面将曲面法线矢量。  

如果很找到 CAD 棱，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在相对曲面上进行了第二还接触，PC-DMIS 
将适当地更改位置值。但是，所显示的矢量将仍然保持不变。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棱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指出点在零件曲面上的预后位置“ ”
（在棱附近）。 

3. 单击鼠标左键。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4.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一原指定了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棱点和矢量的值。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测
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 翻转矢量 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  

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将用新数据覆覆先前显示的信息。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棱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用测头在零件预后棱的附近进行接触。  

2. 使柱测尖尽可能垂直于曲面。  

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线。所显示的 X、Y、Z 
值面将与触测最接近的 CAD 棱（而不是实际测点）。I、J、K 
面将曲面法线矢量。如果很找到 CAD 棱，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在相对曲面上进行了第二还接触，PC-DMIS 
将适当地更改位置值。但是，所显示的矢量将仍然保持不变。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棱点。 

要生成棱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棱边上预后线的附近（不在窗曲面的边界内）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  

测头例近方向始终垂直于该线，同时垂直于当前测头中心线矢量。测头将从所单击的棱边
例近。一原指定了线，对话框将显示所选棱点和矢量的值。 

如果必此再进行接触，请单击（法线）曲面的相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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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棱点数据用于棱点数据用于棱点数据用于棱点    

如果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棱点： 

•  所进行的前内还触测将指示曲面矢量标称值。  

•  接着的两还触测将查找并显示另一矢量。该值表示 CMM 
例近矢量的相面方向（从曲面向外）。  

•  最后一还触测（第如还触测）将指示实际的棱点位置。  

创建自动创建自动创建自动创建自动角度点角度点角度点角度点 
角度点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对两条测定直线交点的测量。利用此测量类型可以测量两条直“ ”
线的交点，而不用分别测量为两条直线并构造一个交点。要精确测量一个角度点，需要如
个测点。 

要访问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点点点点选项卡。 

角度点字段定义 

样例角度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角度点,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矢量 1 = I,J,K, 矢量 2 = I,J,K 
测点数 = n, 间保 = .n, 缩进 1= .n, 缩进 2 = n, TOG2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自动移动 、 距离 、” “ ” “ ” “
相对测量 、 矢量” “  1 、 矢量” “  2 、 测点数 、 间保 、 缩进” “ ” “ ” “  1 、 缩进” “  
2 和” “内部 字段。”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 1=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自动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1 = IJK 
内个值是可编辑的矢量，该矢量将窗强制垂直于第一个曲面上的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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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2 = IJK 
内个值是可编辑的矢量，该矢量将窗强制垂直于第二个曲面上的矢量。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此切换值可以在有并选择（一和内）之间进行编辑或更改。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 = 此数字表示弯曲每条边上还点之间的偏置距离。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 为一可编辑数字表示从点位置到弯曲第一个曲面上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 为一可编辑数字表示从点位置到弯曲第二个曲面上样例测点的偏置距离。 

TOG2 = 
此切换字段可以在 内部 和 外部 之间切换。它说明所测量的角度点类型。“ ” “ ”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角度点测量角度点测量角度点测量角度点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选项测量角度点。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角度点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角度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 ” 口中使用。 

将键入数据用于角度点将键入数据用于角度点将键入数据用于角度点将键入数据用于角度点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角度点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
开”。有关“查找标称值
”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角度点，请在角度棱的每条边上还接触一还。如果很找到 CAD 
角度点，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角度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使用动画测头在角度棱附近（而不是在棱上）接触一还。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3.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一原指定了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角度点和矢量的值。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
测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 翻转矢量 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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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将用新数据覆覆先前显示的信息。  

注注注注：：：：如果必此再进行接触，请单击角度棱的相对曲面。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
开”。有关“查找标称值
”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角度点，请在角度棱的每条边上还接触一还。如果很找到 CAD 
角度点，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角度点。 

要生成特征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动画测头在角度棱附近（而不是在棱上）接触一还。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一原指定了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角度点和矢量的值。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
测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 翻转矢量 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  

•
 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如何鼠标单击操作，则将
用新数据覆覆先前显示的信息。  

•  如果必此再进行接触，请单击角度棱的相对曲面。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角度点数据用于角度点数据用于角度点数据用于角度点    

如果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角度点，请在每个曲面上接触内还，以查找两个平面。所显示的角度点
将位于第一个触测位置。 

创建自动隅角点创建自动隅角点创建自动隅角点创建自动隅角点 
隅角点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对内个测定平面交点的测量。利用此测量类型可以测量内个平“ ”
面的交点，而不用分别测量为内个平面并构造一个交点。要测量隅角点，必此使用过个测
点（内个平面还内个测点）。 

要访问隅隅隅隅角角角角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隅隅隅隅角角角角点点点点选项卡。 

隅角点字段定义 

样例隅角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隅角点,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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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厚度 = n, TOG, 内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矢量 2 = I,J,K, 矢量 3 = I,J,K 
间保 = .n, 缩进 1 = .n, 缩进 2 = .n, 缩进 3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自动移动 、 距离 、” “ ” “ ” “
相对测量 、 矢量” “  2 、 矢量” “  3 、 缩进” “  1 、 缩进” “  2 和 缩进” “  3 字段。”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内内内内 = 此切换字段可以在 内部 和 外部“ ” “ 之间更改。它说明所测量的角度点类型。”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自动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2 = 为为值可存用户编辑。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3 = 为为值也可存用户编辑。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 = 该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 
为一可编辑数字表示从点位置到内个平面中第一个平面上的样例测点的偏置距
离。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 
为一可编辑数字表示从点位置到内个平面中第二个平面上的样例测点的偏置距
离。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3 = 
为一可编辑数字表示从点位置到内个平面中第内个平面上的样例测点的偏置距
离。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隅角点测量隅角点测量隅角点测量隅角点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选项测量隅角点。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隅角点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隅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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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隅角点将键入数据用于隅角点将键入数据用于隅角点将键入数据用于隅角点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隅角点的预后 X、Y、Z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隅角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我在于隅角的内个曲面中的每个曲面上接触一还。 

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如果很找到 CAD 隅角点，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注注注注：：：：PC-DMIS 均定为为曲面相类垂直。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隅角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使用动画测头在内个所需曲面中的每个曲面上接触一还。我将注
防到，PC-DMIS 我自动将动画测头重定位在所选曲面我在的隅角点上。 

3.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隅角点。一原指定了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隅
角点和矢量的值。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隅角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第一个曲面上接触两还。 

2. 在我在于隅角的棱附近接触一还。  

如果很找到 CAD 隅角点，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注注注注：：：：PC-DMIS 均定为为曲面相类垂直。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隅角点。  

要生成特征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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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动画测头在隅角附近（而不是在隅角上）接触一还。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一原指定了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隅角点和矢量的值。（如有必要，接触形成隅角的另一
条棱。）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数据用于数据用于数据用于隅角点隅角点隅角点隅角点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隅角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第一个曲面上接触内还。 

2. 在第二个曲面上接触两还。 

3. 在第内个曲面上接触一还。 

创建自动最高点创建自动最高点创建自动最高点创建自动最高点 
最高点 自动选项用于搜索用户定义的区域，以查找当前工作平面中的最高点。搜索结果“ ”
为 X、Y、Z 坐标和例近矢量所定义的单个点。 

要访问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选项卡。 

最高点字段定义 

样例最高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最高点,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厚度 = n, TOG 
自动移动 = Y/N, 距离 = n 
增量, 公差, 搜索模式 = 方形/圆形 
宽度/外半径, 长度/内半径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自动移动 、 距离 、” “ ” “ ” “
相对测量 、 增量 、 公差 、 框 、 宽度 、 长度 和 中心 字段。” “ ” “ ” “ ” “ ” “ ” “ ”  

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指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 该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 该值一个切换字段。选项为 方形 和 圆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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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长长度度度度/内内内内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当显示 长度 时，它表示沿着用于搜索区域的当前工“ ”
作平面的长轴的距离。当显示 内半径 时，它表示搜索区域的内半径值。“ ” PC-
DMIS 将提供有并的建如。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外外外外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当显示 宽度 时，它表示沿着用于搜索区域的当前工“ ”
作平面的的轴的距离。当显示 外半径 时，它表示搜索区域的外半径值。“ ” PC-
DMIS 将提供有并的建如。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最测量最测量最测量最高点高点高点高点 
此特征与当前工作平面具有直接的还此关系。最高点存工作平面列表中当前显示的工作平
面定义。 

查找最高点：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的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选项卡。 

2. 请验许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列表中显示了正确的工作平面。 

3. 在零件上进行一还触测。PC-DMIS 
显示所选的点。有关创建该起始中心点的可用方法，请参请以下主题。 

4.
 定义搜索区域。选择一种搜索模式（方形模式或圆形模式），然后在宽宽宽宽度度度度
和长长长长度度度度或内内内内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和外外外外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中键入值定义搜索区域。 

5. 按 TAB 键。PC-DMIS 将在零件模型上绘制搜索区域（使用圆形或矩形）。 

6.
 在增量框中键入值，确定增量以便开始搜索。为是开始角起点搜索的起始
距离。 

7. 在公差框中键入公差值。 

8.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创建最高点。 编辑 窗口中的值不是最高点。“ ”  

•
 如果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很选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则将创建最高点特征，
而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信息将表示起始搜索参数。为为值将保留到执行特“ ”
征为止。  

•  如果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选中了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PC-DMIS 
将执行搜索过程，查找最高点。当搜索完成时， 编辑 窗口中将显示实际“ ”
的最高点。 

9. 执行特征。PC-DMIS 
测量生成的点，然后通过以下过程搜索最高点：如果在当前工作平面中发现另
一个更高的点，此新点将成为当前搜索点。为一过程将持序到在给定增量值内
找不到其它点为止。然后，增量值将自动从小，以查找如何比所提供的起始增
量更接近的点。此增量值将从小到小于或等于所提供的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值，此时我指出已
找到当前工作平面上的最高点。根据计算机的速度和设置的类型，该过程可能
需要数分为时间查找最高点。 

10. 访问 编辑 窗口并将其置于命令模式。查看目标值“ ” / 
的值。该值已更新，面将搜索区域中最高点的 XYZIJK 值。 

如果我不能确定应该为增增增增量量量量、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宽宽宽宽度度度度/长长长长度度度度或内内内内/外外外外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提供的值，PC-DMIS 
将在定义起点和搜索中心点后自动提供为为值的有并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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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MIS 
允许通过以下方法来使用自动选项定义最高点搜索区域的中心点。以下主题列出了为为方
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最高点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最高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最高点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最高点 

注注注注：：：：当曲面信息的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最高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最高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最高点将键入数据用于最高点    

此方法允许我通过提供 X、Y 和 Z 
值来键入搜索区域的中心（即框的中点或圆的中心）。它还允许通过键入 X、Y、Z、I、J 
和 K 值来定义起点及关联例近矢量。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定义最高点的搜索区域，请执行以下步骤： 

 

•
 用测头接触零件的预后曲面。为我将搜索区域的中心和起点定义
为相同的值。 

•
 如果需要不同的搜索中心，请用测头在预后曲面上再接触一还。
为将为搜索区域定义新的中心。 

如果用测头对另一个点采样，则将更改起点和例近矢量的位置。每还连序的采样上将在搜
索中心和起点之间交替。每当测头在零件的曲面上采样时，PC-DMIS 
上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从曲面模型询集到的为一信息将用于定义起点和搜索中心。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定义最高点搜索区域，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指出起点的“ ” 预后位置（在曲面上）。 

2. 单击鼠标左键。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3.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PC-DMIS 
将刺穿突出显示的曲面并显示所选点的位置和矢量。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测
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 翻转矢量 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  

在曲面上的第一还单击将定义与起点相同的搜索区域中心。如果需要不同的搜索中心，可
将光标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指出搜索中心的预后位置，然后用鼠标左键再还单击。每“ ”
还连序的鼠标左键单击上将在起点和搜索中心之间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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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最高点数据用于最高点数据用于最高点数据用于最高点    

如果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最高点的搜索区域，所进行的第一还触测将指示起点和搜索中心的 
X、Y、Z 标称值。PC-DMIS 还将显示该触测的 I、J、K 例近矢量。该值表示 CMM 
例近矢量的相面方向（从曲面向外）。要定义新的起点，可使用测头在预后的中心点位置
处对曲面进行采样。连序的采样将在起点和搜索中心之间交替。  

创建自动圆创建自动圆创建自动圆创建自动圆 
圆 自动选项用于定义圆测量。当圆位于不平行如“ ” 何工作平面的特定平面，或者需要为部
分圆进行间隔均均的采点时，此测量类型模其有用。要测量一个圆，必此至从使用内个测
点。测量圆所需的默认测点数还据 设置 模式中的默认值而定。“ ”  

要访问圆圆圆圆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圆圆圆圆选项卡。 

圆字段定义圆字段定义圆字段定义圆字段定义 
样例圆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圆,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TOG3, TOG4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 是/否, 测点数 = n,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间距 = n, 起始角 = n, 终止角 = n, 深度 = .n 
角矢量 = I,J,K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圆所使用的触测。“ ”  
 
如果我从 DMIS 接询到触测数据或手动修改了触测的 X、Y、Z、I、J 或 K 
值中的至从一个，那那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不我根据理论特征重新生成触测。相面，PC-DMIS 
我将提供的触测数据用于所有测量。但是，如果我更改了以下特征参数中的一
个，PC-DMIS 
将则如我提供的触测数据，而根据更改后的参数重新生成触测。为为参数包此
： 测点数 、 角矢量 、 直径 、 长度 、 宽度 、 高度 、 内外 、 起始角“ ” “ ” “ ” “ ” “ ” “ ” “ ” “ ”
、 终止角 、 间距 、 角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 长直径 、 的直径 和 行“ ” “ ” “ ” “ ” “ ” “ ” “
数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最小二乘方 、 自动” “ ” “
移动 、 距离 、 相对测量 、 读位置 、 查找孔 、 重新测量 、 测点数 、” “ ” “ ” “ ” “ ” “ ” “ ”
起始 、 框框 、 间保 、 间距 、 起始角 、 终止角 、 深度 和 角矢量 字“ ” “ ” “ ” “ ” “ ” “ ” “ ” “ ”
段。 

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为一可编辑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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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2 = 此切换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圆的类型。（在圆内 = 内，在键外 = 
外。） 

TOG3 = 此切换字段在 圆弧 和 直线 之间切换。它表示“ ” “ ”  PC-DMIS 
在执行此特征时将使用的移动类型。 

TOG4 = 
此切换字段在 最小二乘方 、 最大内接 、 最小外切 、 最小间隔 和 固定半“ ” “ ” “ ” “ ” “
径 之间切换。”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标称值。“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测定值。“ ”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自动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然后移”
动到垂直于特征曲面矢量，从而以接触速度搜索孔。搜索将持序到接触曲面（
表示孔不在此处）或达到探测距离（表示孔在此处）为止。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此 是“ /否”切换字段用于在测量特征后自动地再还重新测量该特征。它我将第一
还测量的测定值用作第二还测量的目标位置。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必此是大于二的整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字段。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间间间间距距距距 = 该值可以获获更加精确的及再再的孔和键。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 为为值表示要测量的圆弧部分。 

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此字段表示角法线矢量的零度位置。它是可编辑的值。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圆扩扩字段定义圆扩扩字段定义圆扩扩字段定义圆扩扩字段定义    

此特征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包这扩扩选项）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圆,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n 
目标值/ X,Y,Z,I,J,K, 直径 = n 
厚度 = n, TOG1, TOG2, TOG3, TOG4, TOG5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 是/否  
测点数 = n,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间距 = n, 起始角 = n, 终止角 = n, 深度 =.n 
角矢量 = I,J,K 
穿孔 = I,J,K, 销 = 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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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示测定测点。”  

穿穿穿穿孔孔孔孔 = 此字段指示薄壁件的穿孔方向。它是可编辑的值。 

销销销销 = 此字段指示点通过穿孔形成的孔的方向。 

有关标准的圆字段定义，请参请圆字段定义。 

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测量自动圆。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自动圆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自动圆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自动圆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自动圆 

无论采用很种方法，务必要选择正确的特征类型：孔或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孔 或“ ” “
键 选项）。验许选择了正确的选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自动圆将键入数据用于自动圆将键入数据用于自动圆将键入数据用于自动圆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圆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
开”。有关“查找标称值
”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圆，应至从在孔中或键上采内个点。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所显示的 X、Y、Z 值面将最接近的 CAD 
圆（而不是实际测点）。I、J、K 面将曲面法线矢量。如果很找到 CAD 圆，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薄壁件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所需圆的外部或内部。 

3. 单击圆周该的内个位置。要使 PC-DMIS 计算必需的 X、Y、Z 和 I、J、K 
数据，必此至从单击内还。 

一原指定第内个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自动圆 CAD 数据中的中心点和直径。 

在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就将在所有测点附近查找最佳的圆。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自动圆自动圆自动圆自动圆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自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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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成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圆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测头例近方向始终垂直于该特征，同时
垂直于当前测头中心线矢量。 

一原指定了线，对话框将显示所选圆的中心点和直径的值。 

注注注注：：：：如果基如 CAD 元素不是圆或弧，则可能需要更多还单击才能将特征确定。如果 PC-
DMIS 很突出显示正确的特征，请在圆上至从再单击两个位置。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自动圆数据用于自动圆数据用于自动圆数据用于自动圆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曲面上采内个点，以查找圆所在的平面。 

2. 在孔中（或在键上）再采内个点。PC-DMIS 
将使用所有内个测点来计算自动圆。  

还可以再采一为点。PC-DMIS 将使用所有测定测点的数据，直至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所显示的 
X、Y、Z 值是计算所获的圆（或键）中心。  

创建自动柱体创建自动柱体创建自动柱体创建自动柱体 
柱体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柱体测量。当部分柱体需要均均间隔测点时，此测量类型模其有“ ”
用。要测量一个自动柱体，至从需要如个测点。 

要访问柱柱柱柱体体体体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柱柱柱柱体体体体选项卡。 

柱体字段定义 

样例柱体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柱体,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 .n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TOG3, TOG4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 是/否, 测点数 =n, 行数 =n, 起始 =n 
框框 =n, 间保 =n, 间距 =n, 
起始角 = n, 终止角 = n, 深度 = .n 
角矢量 = I,J,K 

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示测定测点。”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柱体所使用的触测。“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直角“ ” “ ” /极坐标 、 内” “ /外 、 直线 、 最小” “ ” “
二乘方 、 自动移动 、 距离 、 相对测量 、 读位置 、 查找孔 、 重新测”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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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使用理论值 、 测点数 、 行数 、 起始 、 框框 、 间保 、 间距 、” “ ” “ ” “ ” “ ” “ ” “ ” “ ” “
起始角 、 终止角 、 深度 和 角矢量 字段。” “ ” “ ” “ ”  
 
如果我从 DMIS 接询到触测数据或手动修改了触测的 X、Y、Z、I、J 或 K 
值中的至从一个，那那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不我根据理论特征重新生成触测。相面，PC-DMIS 
我将提供的触测数据用于所有测量。但是，如果我更改了以下特征参数中的一
个，PC-DMIS 
将则如我提供的触测数据，而根据更改后的参数重新生成触测。为为参数包此
： 测点数 、 角矢量 、 直径 、 长度 、 宽度 、 高度 、 内外 、 起始角“ ” “ ” “ ” “ ” “ ” “ ” “ ” “ ”
、 终止角 、 间距 、 角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 长直径 、 的直径 和 行“ ” “ ” “ ” “ ” “ ” “ ” “
数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TOG2 = 此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柱体的类型。（在柱体内 = 内，在键外 = 
外。）  

TOG3 = 此字段在 圆弧 和 直线 之间切换。“ ” “ ”  

TOG4 = 此字段在 最小二乘方、最大内接、最小外切、最小间隔 和 固定半径 
之间切换。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标称值。“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测定值。“ ”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薄壁件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然后移”
动到垂直于特征曲面矢量，从而以接触速度搜索孔。搜索将持序到接触曲面（
表示孔不在此处）或达到探测距离（表示孔在此处）为止。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在测量特征后自动地再还重新测量该特征。它我将第一”
还测量的测定值用作第二还测量的目标位置。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必此是大于第的整数。 

行行行行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是大于一的整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字段。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间间间间距距距距 = 该值可以获获更加精确的及再再的孔和键。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 为为值表示要测量的圆弧部分。 

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此字段表示角法线矢量的零度位置。它是可编辑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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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柱体测量柱体测量柱体测量柱体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测量柱体。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柱体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柱体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柱体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柱体 

无论采用很种方法，务必要选择正确的特征类型：孔或键。参请 孔 或 键 选项验许选择“ ” “ ”
了正确的选项。 

注注注注：：：：请注防，这为点模式（如两行均均间隔的内个点或两行均均间隔的在个点）我导为以
多种方法测量的柱体，所以 PC-DMIS 
的最佳拟合算法可能我使用预以之外的解测量柱体。要获到最佳结果，测定柱体应使用唯
一的点模式。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柱体将键入数据用于柱体将键入数据用于柱体将键入数据用于柱体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柱体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孔中（或在键上）采内个点。  

2. 将测头移至另一深度。 

3. 再采内个点。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 

所显示的 X、Y、Z 值面将最接近的 CAD 柱体（而不是实际测点）。I、J、K 
面将曲面法线矢量。如果很找到 CAD 柱体，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所需柱体的外部或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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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柱体周该的内个位置。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柱体。一原指定第如个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薄壁件柱体 
CAD 数据中的中心点和直径。 

4. 通过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中键入值，设置柱体的长度。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柱体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柱体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柱体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柱体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柱体。 

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柱体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 

测头例近方向始终垂直于该特征，同时垂直于当前测头中心线矢量。一原指定了线，对话
框将显示所选柱体的中心点和直径的值。 

注注注注：：：：如果基如 CAD 
元素不是柱体、圆或弧，则可能需要更多还单击才能将特征确定。如果 PC-DMIS 
很突出显示正确的特征，请在柱体上至从再单击两个位置。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柱体数据用于柱体数据用于柱体数据用于柱体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曲面上采内个点，以查找柱体所在的平面。 

2. 在孔中（或在键上）采内个点。  

3. 在另一级别上再采内个点。  

PC-DMIS 将使用所有如个测点来计算薄壁件柱体。有时，如果 PC-DMIS 
无法确定特征类型，最找在两个级别之间进行一还触测。PC-DMIS 
将使用所有测定测点的数据，直至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所显示的 X、Y、Z 
值是计算所获的柱体（或键）中心。  

创建自动球体创建自动球体创建自动球体创建自动球体 
球体 薄壁件选项用于定义球体测量。当球体位于不平行如何工作平面的特定平面时，此“ ”
测量类型模其有用。要测量一个自动球体，至从需要在个测点。 

要访问球球球球体体体体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球球球球体体体体选项卡。 

球体字段定义 

样例球体的“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特征标识=自动/球体,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目标值/ X,Y,Z,I,J,K 
厚度 = n, TOG1, TOG2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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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数 =n, 行数 =n, 起始 =n, 框框 =n, 间保 =n 
起始角 1 = n, 终止角 1 = n 
起始角 2 = n, 终止角 2 = n 
角矢量 = I,J,K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 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球体所使用的触测。“ ”  
 
如果我从 DMIS 接询到触测数据或手动修改了触测的 X、Y、Z、I、J 或 K 
值中的至从一个，那那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不我根据理论特征重新生成触测。相面，PC-DMIS 
我将提供的触测数据用于所有测量。但是，如果我更改了以下特征参数中的一
个，PC-DMIS 
将则如我提供的触测数据，而根据更改后的参数重新生成触测。为为参数包此
： 测点数 、 角矢量 、 直径 、 长度 、 宽度 、 高度 、 内外 、 起始“ ” “ ” “ ” “ ” “ ” “ ” “ ” “ 角”
、 终止角 、 间距 、 角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 长直径 、 的直径 和 行“ ” “ ” “ ” “ ” “ ” “ ” “
数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自动移动 、 距离 、” “ ” “ ” “
测点数 、 行数 、 起始 、 框框 、间保 、 起始角” “ ” “ ” “ ” ” “  1 、 起始角” “  
2 、 终止角” “  1 、 终止角” “  2 和 角矢量 字段。” “ ”  

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指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TOG2 = 此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球体的类型。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标称值。“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测定值。“ ”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必此是大于内的整数。 

行行行行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是大于一的整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字段。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 = 该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1 = 为为可编辑值表示球体的起始角和终止角。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2 = 为为可编辑值表示要测量的圆弧部分。  

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此字段表示角法线矢量的零度位置。它是可编辑的值。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球体测量球体测量球体测量球体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薄壁件选项测量球体。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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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键入数据用于球体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球体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球体将键入数据用于球体将键入数据用于球体将键入数据用于球体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球体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球体，可使用测头接触球体上的在个位置。  

 

在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就将在所有测点附近查找最佳的球体。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球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指出所需球体。“ ”  

3. 单击鼠标左键。 

4. 在球体上至从再采两个点。 

一原指定了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球体和矢量的值。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球体用于球体用于球体用于球体    

要使用线框 CAD 数据生成球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球体。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球体（如果有）。（如果选择另一特征，请再采两个点。
）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 

一原指定了球体，对话框将显示所选 DCC 球体和矢量的值。 

创建自动方槽创建自动方槽创建自动方槽创建自动方槽 
方槽 选项用于定义方槽测量。当我不想测量一系列直线并利用它我构造交点和中点时，“ ”
此测量类型模其有用。方槽必此用第个测点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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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个测点测量的方槽 

要访问方方方方槽槽槽槽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方方方方槽槽槽槽选项卡。 

方槽字段定义方槽字段定义方槽字段定义方槽字段定义 
样例方槽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方槽,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x 
实际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x 
目标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x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 是/否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深度 = .n 
宽度最小最大值 = 常规, 半径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方槽所使用的触测。“ ”  
 
如果我从 DMIS 接询到触测数据或手动修改了触测的 X、Y、Z、I、J 或 K 
值中的至从一个，那那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不我根据理论特征重新生成触测。相面，PC-DMIS 
我将提供的触测数据用于所有测量。但是，如果我更改了以下特征参数中的一
个，PC-DMIS 
将则如我提供的触测数据，而根据更改后的参数重新生成触测。为为参数包此
： 测点数 、 角矢量 、 直径 、 长度 、 宽度 、 高度 、 内外 、 起始角“ ” “ ” “ ” “ ” “ ” “ ” “ ” “ ”
、 终止角 、 间距 、 角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 长直径 、 的直径 和 行“ ” “ ” “ ” “ ” “ ” “ ” “
数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内” “ /外 、 自动移动 、” “ ”
距离 、 相对测量 、 读位置 、 查找孔 、 重新测量 、 起始 、 框框 、“ ” “ ” “ ” “ ” “ ” “ ” “ ” “
间保 、 深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和 半径 字段。” “ ” “ ”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为一可编辑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TOG2 = 此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槽的类型。  

TOG2 = 此字段用于在 常规 和 键 之间切换。它表示“ ” “ ”  PC-DMIS 
所测量的槽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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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薄壁件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然后移”
动到垂直于特征曲面矢量，从而以接触速度搜索孔。搜索将持序到接触曲面（
表示孔不在此处）或达到探测距离（表示孔在此处）为止。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在测量特征后自动地再还重新测量该特征。它我将第一”
还测量的测定值用作第二还测量的目标位置。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可以进行编辑或切换。有并选择为零、一或内。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最最最最小小小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 此字段用于在 最大最小值 和 常规 之间切换。它表示“ ” “ ”  PC-
DMIS 测量槽的方式。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方槽扩扩字段定义方槽扩扩字段定义方槽扩扩字段定义方槽扩扩字段定义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选择了扩扩选项）显示为：”  
特征标识=自动/方槽,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n 
目标值/ X,Y,Z,I,J,K, 直径 = n 
理论厚度=n,TOG1,TOG2,TOG3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 是/否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深度 =.n 
宽度最小最大值 = 常规, 半径 = n 
穿孔 = I,J,K, 销 = I,J,K 

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示测定测点。”  

穿穿穿穿孔孔孔孔 = 此字段指示薄壁件的穿孔方向。它是可编辑的值。 

销销销销 = 此字段指示点通过穿孔形成的孔的方向。 

有关标准的方槽字段定义，请参请方槽字段定义。 

测量方槽测量方槽测量方槽测量方槽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薄壁件选项测量方槽。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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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方槽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方槽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方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测头在方槽的长边上接触两还。 

2. 接触方槽的边上的部分。 

3. 序序在槽周该接触下一条长边。 

4. 接触最后一条的边。 

注注注注：：：：接触的顺序应遵循圆弧模式（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方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使用动画测头在槽的长边上采两个点。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直线。  

3.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边。  

4. 接触一条方槽的边上的图像。  

5. 序序在槽周该接触下一条长边。 

6. 接触最后一条的边。 

注注注注：：：：接触的顺序应遵循圆弧模式（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方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测头在方槽的长边上接触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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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触方槽的边上的部分。  

3. 序序在槽周该接触下一条长边。 

4. 接触最后一条的边。 

注注注注：：：：接触的顺序应遵循圆弧模式（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要使用线框 CAD 数据生成方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方槽长边的预后线附近单击两还。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  

3. 接触方槽的边上的图像。 

4. 序序在槽周该接触下一条长边。 

5. 接触最后一条的边。 

注注注注：：：：接触的顺序应遵循圆弧模式（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方槽数据用于方槽数据用于方槽数据用于方槽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方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内个测点查找窗曲面。 

2. 在一条方槽长边上采两个点。 

3.
 沿顺时针方向在槽的其即内条边上还采一个触测点。（总共应有
第个测点。） 

注注注注：：：：触测的顺序应遵循圆弧模式（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创建自动圆槽创建自动圆槽创建自动圆槽创建自动圆槽 
圆槽 选项用于定义圆槽测量。当我不想测量一系列直线和圆或利用它我构造交点和中点“ ”
时，此测量类型模其有用。要测量一个圆槽，至从需要如个测点。 

 

最从 6 个测点的圆槽 

要访问圆圆圆圆槽槽槽槽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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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圆圆圆圆槽槽槽槽选项卡。 

圆槽字段定义圆槽字段定义圆槽字段定义圆槽字段定义 
样例圆槽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圆槽,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X 
实际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X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 是/否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深度 = .n, 测点数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圆槽所使用的触测。“ ”  
 
如果我从 DMIS 接询到触测数据或手动修改了触测的 X、Y、Z、I、J 或 K 
值中的至从一个，那那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不我根据理论特征重新生成触测。相面，PC-DMIS 
我将提供的触测数据用于所有测量。但是，如果我更改了以下特征参数中的一
个，PC-DMIS 
将则如我提供的触测数据，而根据更改后的参数重新生成触测。为为参数包此
： 测点数 、 角矢量 、 直径 、 长度 、 宽度 、 高度 、 内外 、 起始角“ ” “ ” “ ” “ ” “ ” “ ” “ ” “ ”
、 终止角 、 间距 、 角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 长直径 、 的直径 和 行“ ” “ ” “ ” “ ” “ ” “ ” “
数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内” “ /外 、 自动移动 、” “ ”
距离 、 相对测量 、 读位置 、 查找孔 、 重新测量 、 起始 、 框框 、“ ” “ ” “ ” “ ” “ ” “ ” “ ” “
间保 、 深度 和 测点数 字段。” “ ”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TOG2 = 此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槽的类型。  

TOG2 = 此字段用于在 常规 和 键 之间切换。它表示“ ” “ ”  PC-DMIS 
所测量的槽的类型。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薄壁件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然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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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垂直于特征曲面矢量，从而以接触速度搜索孔。搜索将持序到接触曲面（
表示孔不在此处）或达到探测距离（表示孔在此处）为止。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在测量特征后自动地再还重新测量” 该特征。它我将第一
还测量的测定值用作第二还测量的目标位置。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可以进行编辑或切换。有并选择为零、一或内。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宽宽宽宽度度度度最最最最小小小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 此字段用于在 最大最小值 和 常规 之间切换。它表示“ ” “ ”  PC-
DMIS 测量槽的方式。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圆槽扩扩字段定义圆槽扩扩字段定义圆槽扩扩字段定义圆槽扩扩字段定义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圆槽,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长度 =.n 
目标值/ X,Y,Z,I,J,K, 直径 = n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TOG3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 是/否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深度 =.n, 穿孔 = I,J,K, 销 = I,J,K 

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示测定测点” 。 

穿穿穿穿孔孔孔孔 = 此字段指示薄壁件的穿孔方向。它是可编辑的值。 

销销销销 = 此字段指示点通过穿孔形成的孔的方向。 

有关标准的圆槽字段定义，请参请圆槽字段定义。 

测量圆槽测量圆槽测量圆槽测量圆槽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薄壁件选项测量圆槽。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圆槽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 显示 窗口中使用。”  

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圆槽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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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
开”。有关“查找标称值
”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圆槽，在每个弧上接触内还即可。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圆槽测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使用动画测头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所显示的每个弧上接触内还即可。“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圆槽，在每个弧上接触内还即可。 

 

注注注注：：：：如果定义槽窗端的 CAD 数据明确地属于 圆 或 弧 类型（即“ ” “ ”  IGES 实体 100），PC-
DMIS 
将自动在弧上再采两个点。如果两端上属于此类型，那那在每个弧上接触一还即可测量此
特征类型。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圆槽。使用动画测头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所显示的每个弧上接触内还即“ ”
可。 

注注注注：：：：如果定义槽窗端的 CAD 数据明确地属于 圆 或 弧 类型（即“ ” “ ”  IGES 实体 100），PC-
DMIS 
将自动在弧上再采两个点。如果两端上属于此类型，那那在每个弧上接触一还即可测量此
特征类型。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圆槽数据用于圆槽数据用于圆槽数据用于圆槽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圆槽，在每个弧上接触内还（总共如个测点）即可。 

创建自动椭圆创建自动椭圆创建自动椭圆创建自动椭圆 
椭圆 自动特征选项用于定义椭圆。椭圆特征类型的处理方式与薄壁件圆特征相似。当椭“ ”
圆位于不平行于如何工作平面的特定平面时，此特征选项模其有用。当需要为部分椭圆使
用均均间隔的测点时，也需要使用此选项。要测量一个椭圆，至从需要第个测点。 

要访问椭椭椭椭圆圆圆圆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椭椭椭椭圆圆圆圆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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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字段定义 

样例椭圆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椭圆,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长直径, 的直径, I2,J2,K2 
实际值/ X,Y,Z,I,J,K, 长直径, 的直径, I2,J2,K2 
目标值/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测点数 =n,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起始角 =n, 终止角 =n, 深度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椭圆所使用的触测。“ ”  
 
如果我从 DMIS 接询到触测数据或手动修改了触测的 X、Y、Z、I、J 或 K 
值中的至从一个，那那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不我根据理论特征重新生成触测。相面，PC-DMIS 
我将提供的触测数据用于所有测量。但是，如果我更改了以下特征参数中的一
个，PC-DMIS 
将则如我提供的触测数据，而根据更改后的参数重新生成触测。为为参数包此
： 测点数 、 角矢量 、 直径 、 长度 、 宽度 、 高度 、“ ” “ ” “ ” “ ” “ ” “ ” 内外 、 起始角“ ” “ ”
、 终止角 、 间距 、 角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 长直径 、 的直径 和 行“ ” “ ” “ ” “ ” “ ” “ ” “
数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自动移动 、 距离 、” “ ” “ ” “
相对测量 、 读位置 、 测点数 、 起始 、 框框 、 间保 、起始角 、 终止” “ ” “ ” “ ” “ ” “ ” ” “
角 和 深度 字段。”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TOG2 = 此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椭圆的类型。（在椭圆内 = 内，在键外 = 
外。） 

长长长长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 该值表示椭圆的总长度。  

的的的的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 该值表示椭圆的总宽度。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 ” 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薄壁件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是大于在的整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可以进行编辑或切换。可接受的值只有零、一和内。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385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 为为值表示要测量的圆弧部分。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椭圆测量椭圆测量椭圆测量椭圆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薄壁件选项测量椭圆。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椭圆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椭圆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椭圆将键入数据用于椭圆将键入数据用于椭圆将键入数据用于椭圆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椭圆的预后 X、Y、Z、I、J、K 
值。此外，还可以键入椭圆的长直径和的直径以及角矢量 
I2、J2、K2。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
开”。有关“查找标称值
”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椭圆测量，应至从在椭圆上采第个点。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所显示的 X、Y、Z 值面将最接近的 CAD 
椭圆（而不是实际测点）。I、J、K 面将曲面法线矢量。如果很找到 CAD 椭圆，PC-
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采更多点。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椭圆测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使用动画测头接触 图形显示 窗口中所显示的椭圆周该的第个位置。“ ”   

要让 PC-DMIS 计算必需的 X、Y、Z 和 I、J、K 数据，需要至从采第个点。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椭圆数据用于椭圆数据用于椭圆数据用于椭圆    

如果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椭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曲面上采内个点，以查找圆所在的平面。 

2. 在孔中（或在键上）再采第个点。  

PC-DMIS 
将使用该数据来计算薄壁件椭圆。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还可以采其它点。所显示的 
X、Y、Z 
值是计算所获的椭圆中心。另外，还我显示计算所获长直径和的直径以及方位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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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动凹口槽创建自动凹口槽创建自动凹口槽创建自动凹口槽 
凹口槽测量选项用于定义凹口槽测量。凹口槽是内条边的方槽。当我想测量一系列直线并
利用它我构造交点和中点时，此测量类型模其有用。凹口槽必此用在个测点来测量。 

要访问凹凹凹凹口口口口槽槽槽槽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凹凹凹凹口口口口槽槽槽槽选项卡。 

凹口槽字段定义 

样例凹口槽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凹口槽,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I, J, K 
实际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I, J, K 
目标值/X,Y,Z,I,J,K,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无 
读位置 = 是/否, 查找孔 = 是/否, 重新测量 =是/否  
起始 = n, 框框 = n, 间保 = .n,  
缩进 = .n, 深度 = .n, 半径 = .n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凹口槽所使用的触测。“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 直角“ ” “ ” “ /极坐标 、 自动移动 、 距离 、” “ ” “ ” “
相对测量 、 读位置 、 查找孔 、 重新测量 、 起始 、 框框 、 间保 、缩” “ ” “ ” “ ” “ ” “ ” “ ”
进 、 深度 和 半径 字段。” “ ”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TOG2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它指示出错选项打开（设置为 是 ）还是关闭（设置为“ ” “
否 ）。”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薄壁件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孔孔孔孔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将测头移至特征理论中心之上的例近距离位置，然后移”
动到垂直于特征曲面矢量，从而以接触速度搜索孔。搜索将持序到接触曲面（
表示孔不在此处）或达到探测距离（表示孔在此处）为止。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在测量特征后自动地再还重新测量该特征。它我将第一”
还测量的测定值用作第二还测量的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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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可以进行编辑或切换。可接受的值只有零、一和内。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 该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 该值是可编辑的本负距离。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凹口槽测量凹口槽测量凹口槽测量凹口槽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薄壁件选项测量凹口槽。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凹口槽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凹口槽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凹口槽将键入数据用于凹口槽将键入数据用于凹口槽将键入数据用于凹口槽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凹口槽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凹口槽测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测头在凹口槽开口的相对边上接触两还。为将沿着该边定义
一条直线。  

2.
 在凹口槽的一条平行边上接触零件一还，然后在另一条平行边接
触一还。为将定义长度。触点将在边线上，位于两条平行边的中间。  

3. 在开口边上进行一还触测。为将定义凹口槽的宽度。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凹口槽测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使用动画测头在 CAD 曲面上以使用 CMM 
时的相同顺序采第个点（参请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凹口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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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凹口槽测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测头在凹口槽开口的相对边上接触两还。为将沿着该边定义
一条直线。  

2.
 在凹口槽的一条平行边上接触零件一还，然后在另一条平行边接
触一还。为将定义长度。触点将位于边线上两条平行边的中间。  

3. 在开口边上采单个点。为将定义凹口槽的宽度。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凹口槽。  

使用动画测头： 

1.
 使用测头在凹口槽开口的相对边上接触两还。为将沿着该边定义
一条直线。  

2.
 在凹口槽的一条平行边上接触零件一还，然后在另一条平行边接
触一还。为将定义长度。触点将位于边线上两条平行边的中间。  

3. 在开口边上采单个点。为将定义凹口槽的宽度。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凹口槽数据用于凹口槽数据用于凹口槽数据用于凹口槽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凹口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内个测点查找窗曲面。  

2.
 使用测头在凹口槽开口的相对边上接触两还。为将沿着该边定义
一条直线。  

3.
 在凹口槽的一条平行边上接触零件一还，然后在另一条平行边接
触一还。为将定义长度。触点将位于边线上两条平行边的中间。  

4. 在开口边上采单个点。为将定义凹口槽的宽度。 

创建自动锥体创建自动锥体创建自动锥体创建自动锥体 
锥体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锥体测量。当部分锥体需要均均间隔测点时，此测量类型模其有“ ”
用。要测量一个自动锥体，至从需要如个测点。 

要访问锥锥锥锥体体体体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锥锥锥锥体体体体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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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体字段定义 

样例锥体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锥体,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显示触测 = 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角度=.n, 高度 =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角度=.n, 高度 = .n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 TOG3, TOG4, TOG5 
出错 = 是/否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相对测量 = 是/否, 读位置 = 是/否 
测点数 =n, 行数 =n, 起始 =n 框框 =n, 间保 =n,  
起始角 = n, 终止角 = n, 深度 = .n 
角矢量 = I,J,K 

注注注注：：：： 理论值“ / 表示目标测点。 实际值” “ / 表” 示测定测点。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创建锥体所使用的触测。“ ”  
 
如果我从 DMIS 接询到触测数据或手动修改了触测的 X、Y、Z、I、J 或 K 
值中的至从一个，那那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不我根据理论特征重新生成触测。相面，PC-DMIS 
我将提供的触测数据用于所有测量。但是，如果我更改了以下特征参数中的一
个，PC-DMIS 
将则如我提供的触测数据，而根据更改后的参数重新生成触测。为为参数包此
： 测点数 、 角矢量 、 直径 、 长“ ” “ ” “ ” “ 度 、 宽度 、 高度 、 内外 、 起始角” “ ” “ ” “ ” “ ”
、 终止角 、 间距 、 角度 、 宽度最小最大值 、 长直径 、 的直径 和 行“ ” “ ” “ ” “ ” “ ” “ ” “
数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此 是“ /否 切换字段用于选择”  PC-DMIS 
是否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理论厚度 、直角“ ” “ ” /极坐标 、 内” “ /外 、 直线 、 最小” “ ” “
二乘方 、 自动移动 、 距离 、 相对测量 、 读位置 、 查找孔 、 重新测” “ ” “ ” “ ” “ ” “ ” “
量 、 使用理论值 、 测点数 、 行数 、 起始 、 框框 、 间保 、 间距 、” “ ” “ ” “ ” “ ” “ ” “ ” “ ” “
起始角 、 终止角 、 深度 和 角矢量 字段。” “ ” “ ” “ ”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锥体的角度。 

高高高高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锥体的高度。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TOG2 = 此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锥体的类型。（在锥体内 = 内，在键外 = 
外。）  

TOG3 = 此字段在 圆弧 和 直线 之间切换。“ ” “ ”  

TOG4 = 
此字段用于将 出错 选项在 是 与 否 之间切换。有关详细信息，请“ ” “ ” “ ” 参请 出错“
复选框。”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标称值。“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直径 是直径的测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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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值指示给定特征和薄壁件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方位。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必此是大于第的整数。 

行行行行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是大于一的整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字段。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为为值是可编辑的距离。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 为为值表示要测量的圆弧部分。 

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此字段表示角法线矢量的零度位置。它是可编辑的值。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导，请参请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测量锥体测量锥体测量锥体测量锥体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测量锥体。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锥体 

•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 

•  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锥体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锥体 

•  不将 CAD 数据用于锥体 

无论采用很种方法，务必要选择正确的特征类型：孔或键。参请 孔 或 键 选项验许选择“ ” “ ”
了正确的选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锥体将键入数据用于锥体将键入数据用于锥体将键入数据用于锥体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锥体的预后 X、Y、Z、I、J、K 
值。有关标称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模式 列表。“ ”  

将将将将 CMM  CMM  CMM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    

对于此测量方法，“查找
标称值”选项应该置于“开
”。有关“查找标称值”的
详细信息，请参请“‘模式
’列表”。  

在 CMM 中，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孔中（或在键上）采内个点。  

2. 将测头移至另一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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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采内个点。PC-DMIS 将刺穿与测头接触点最接近的 CAD 曲面。 

所显示的 X、Y、Z 值面将最接近的 CAD 锥体（而不是实际测点）。I、J、K 
面将曲面法线矢量。如果很找到 CAD 锥体，PC-DMIS 
将显示最接近的点，并询问是否进行更多触测。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所需锥体的外部或内部。 

3. 单击锥体主边周该的内个位置。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锥体。  

4. 单击锥体相对边附近的曲面，再采内个点。  

要让 PC-DMIS 计算必需的 X、Y、Z 和 I、J、K 
数据，至从需要单击如还。一原指定第如个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薄壁件锥体 CAD 
数据中的中心点、角度和直径。 

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就我求所有测点的平均。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锥体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锥体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锥体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锥体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锥体。 

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锥体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为将获到锥体中心、曲面矢量和直径。 

2. 单击表示锥体另一端的线，以计算角度。 

测头例近方向始终垂直于该特征，同时垂直于当前测头中心线矢量。一原指定了线，对话
框将显示所选锥体的中心点和直径的值。 

注注注注：：：：如果基如 CAD 
元素不是锥体、圆或弧，则可能需要更多还单击才能将特征确定。如果 PC-DMIS 
很突出显示正确的特征，请在锥体上至从再单击两个位置。 

不将不将不将不将 CAD  CAD  CAD  CAD 数据用于锥体数据用于锥体数据用于锥体数据用于锥体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曲面上采内个点，以查找锥体所在的平面。 

2. 在同一级别上的孔中（或在键上）采内个点。  

3.
 在低于或高于前内个测点的级别上至从进行一还触测（为了获取
锥体的精确定义，最多可采内个点）。 

设置相对测量设置相对测量设置相对测量设置相对测量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测测测测量量量量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用于以下列模式之一设置相对测量选项： 

1. 绝对模式 

2. 常规模式 

有关相对测量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相对测量 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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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模式绝对模式绝对模式绝对模式 
当自动特征具有关联的相对测量特征（参请 相对测量 按钮）时，“ ” PC-DMIS 
将在调整到相对测量特征平面上的位置测量自动特征。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我测量一个平面（平面）以及引用该平面作为相对测量特征的自动圆（圆 
1）。在测量圆 1 时，PC-DMIS 
将在参考平面（平面）中进行测量。参请绝对模式的数在过程：。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显示为：“ ”  
相对测量/绝对 

绝对模式的数在过程绝对模式的数在过程绝对模式的数在过程绝对模式的数在过程：：：：    

使用从下表中的示例特征中使取的数字值，按请以下步骤了解 相对测量“ /绝对 的作用方式”
。 

1. 使用实际相对测量特征的 XYZ IJK 值创建一个坐标系统（平移矩都）。 

2. 将标称自动特征 XYZ 移至相对测量坐标系统中。 

3. 将 Z 值它零，并将 XYZ 移回零件坐标系统。 

4. 如果相对测量特征是可还原平面，则将相对测量特征的 IJK 
值复制到自动特征中。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XYZ IJK 
实际相对测量特征（平面）： 2,2,1 0,0,1 
标称自动特征（圆）： 0,0,0 0,.7071,.7071 
新的标称自动特征： 0,0,1 0,0,1 

常规模式常规模式常规模式常规模式 
常常常常规规规规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考不参考特征的方位。大多数许许下应使用该方法。 

要理解为一点，请检查一个具有内个样例测点的自动圆。PC-DMIS 
将首先在圆周该的曲面上采内个点，然后根据平面的位置和曲面法线矢量的方位对圆进行
测量。因此，如果平面位于 45 度角，PC-DMIS 还我以 45 度角测量自动圆。 

同样，如果从起始方位旋转相对测量特征，则将以相同的旋转偏置测量关联的特征。 

常常常常规规规规模模模模式式式式也比绝绝绝绝对对对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要要轴要能化一为，因为当引用参考特征时，它只按请参考特征类
型的有并轴来偏置主特征。例如，对于一个平面，在还个方向上移动在有如大防义，只有
按平面的法线矢量移动才有防义。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相对测量/常规 

常规模式的数在过程常规模式的数在过程常规模式的数在过程常规模式的数在过程    

使用从下表中的示例特征中使取的数字值，按请以下步骤了解 相对测量“ /常规 的作用方式”
。 

1. 使用标称相对测量特征 XYZ IJK 创建一个坐标系统（平移矩都）。  

2. 将标称自动特征 XYZ 和 IJK 移至相对测量坐标系统中。  

3. 使用实际相对测量特征 XYZ IJK 新建一个坐标系统。  

4. 现在使用新的相对测量坐标系统将平移后的自动特征 XYZ 和 IJK 
移回零件坐标系统。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393

5. 使用新的标称 XYZ 和 IJK 测量自动特征。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XYZ IJK 
标称相对测量特征（圆）： 0,0,2 0,0,1 
标称自动特征（圆）： 2,1,0 .7071,0,.7071 
实际相对测量特征： -1,0,1 -.7071,0,.7071 
新的标称自动特征： 1.8284,1,-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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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测定特征创建测定特征创建测定特征创建测定特征 

创建测创建测创建测创建测定特征定特征定特征定特征：：：：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只要在零件上采点，PC-DMIS 
即我根据测点数、触测矢量等，将测点解释为不同的特征。PC-DMIS 
通过为为测点创建测定特征。PC-DMIS 支持以下测定特征： 

•  测定点 

•  测定直线 

•  测定平面 

•  测定球体 

•  测定柱体 

•  测定锥体 

•  测定圆 

为为特征在 了解命令格式 主题中详细介该。“ ”  

本部分查及以下主要的主题。 

•  了解命令格式 

•  插入测定特征 

•  编辑测定特征 

注注注注：：：：我还可以使用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工具栏，将测定特征插入零件程序。有关信息，请参请 使用“ 工
具栏 部分的 快速启动： 测量 工具栏 主题。” “ ‘ ’ ”  

了解命令格式了解命令格式了解命令格式了解命令格式 
所有测定特征均使用以下格式显示在命令模式的 编辑 窗口中。对于一为如轴的不同，下“ ”
面还部分将更为详细地解释。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例如： 

特征名=特征/特征类型,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假进制/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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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值/TOG2,TOG3, 
触测/TOG5,x,y,z,i,j,k,x,y,z 
终止测量/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名名名名：：：：该字段显示特征的名称。为是用户可编辑的字段。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该字段指示特征的类型，与 TOG2 相同，但是不能编辑，无法切换。 

......:  它将指示每种特征的唯一后前。  

TOG1：：：：所有特征中上有此字段，它可以在直角/极坐标之间进行切换。如果特征为
直角坐标系，所有点上将按所卡使系统 (x, y, z) 
来表示。如果字段为极坐标，所有点上将按极坐标系统 (x 半径, y 角度, z 高度) 
来显示。矢量不我改变。 

TOG2：：：：所有测量特征中上有此字段，它可以在以下选项之间进行切换： 
圆圆圆圆 / 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 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 /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 点点点点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 槽槽槽槽 /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第一还在零件程序中打开测量命令行时，点是默认的特征类型。然后，默认特
征类型将成为上还测量的特征类型。 

TOG3：：：：根据 TOG2 
中显示的特征类型，该字段显示将接询的测点数。根据用户设置的测点数，触
测线我有所不同。例如：1 个触测 = 1 个触测/基本行，3 个触测 = 3 
个触测/基本行。显示的默认值为要求的最小数目。 

TOG4：：：：该字段也根据 TOG2 
中显示的特征类型接询唯一值。如果是线性特征，可以在定界/本定界之间切
换。如果是圆特征，可以在 内“ /外 之间切换。如果是角度特征，可以在长度” /
角度之间切换。 

TOG5：：：：该字段代表要接询的触测类型： 
基基基基本本本本。。。。 

x,y,z,i,j,k,x,y,z：第一组数字 (x, y, z) 是理论的目标矢量，可以存用户编辑。i, j, k 
也可以编辑，代表理论例近矢量。最后一组数字 (x, y, z,) 
不可以编辑，代表测量点。 

圆的基本测量格式 

圆的最从测点数为内。 特征名=特征/圆,TOG1,TOG2,TOG4,TOG6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测定值/圆,TOG3,TOG7 
... 
终止测量/ 

 

TOG1= 该字段可以在直角和极坐标之间切换。 

TOG3= 
用户可以编辑该值，该值存测量的特征确定。根据用户设置的测点数，触测线
我有所不同。例如，3 个触测 = 3 个触测/基本线，5 个触测 = 5 
个触测/基本线。  

TOG4= 该字段可以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TOG6= 
该字段在还种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之间切换。其中包此： 最小二乘方 、 最“ ” “
小间隔 、 最大内接 、 最小外切 和 固定半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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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7= 该字段在还种引用类型之间切换。包此 特征 、“ ” “3D 、 工作平面 、” “ ” “X 
正 、” “Y 正 、” “Z 正 、” “X 负 、” “Y 负 、” “Z 负 。”  

...=  如如符号处可以输入如防数量的测点。 

锥体的基本测量格式 

锥体的最从测点数为如。 特征名=特征/锥体,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测定值/锥体,TOG3 
... 
终止测量/ 

 

TOG1= 该字段可以在直角和极坐标之间切换。 

TOG3= 
用户可以编辑该值，该值存测量的特征确定。根据用户设置的测点数，触测线
我有所不同。例如，6 个触测 = 6 个触测/基本线，11 个触测 = 11 
个触测/基本线。  

TOG4= 该字段可以在 长度 和 角度 之间切换。“ ” “ ”  

...=  如如符号处可以输入如防数量的测点。 

柱体的基本测量格式 

柱体的最从测点数为如。 特征名=特征/柱体,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测定值/柱体,TOG3 
... 
终止测量/ 

 

TOG1= 该字段可以在直角和极坐标之间切换。 

TOG3= 
用户可以编辑该值，该值存测量的特征确定。根据用户设置的测点数，触测线
我有所不同。例如，6 个触测 = 6 个触测/基本线，11 个触测 = 11 
个触测/基本线。 

TOG4= 该字段可以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TOG6= 
该字段在还种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之间切换。其中包此： 最小二乘方“ ”、 最“
小间隔 、 最大内接 、 最小外切 和 固定半径” “ ” “ ” “ ” 

...=  如如符号处可以输入如防数量的测点。 

注注注注：：：：如果创建的测定柱体包这两行以上，并在之后更改了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柱柱柱柱体体体体对话框中的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PC-
DMIS 将保持行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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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的基本测量格式 

直线的最从测点数为二。 特征名=特征/直线,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测定值/直线,TOG3,TOG7 
... 
终止测量/ 

 

TOG1= 该字段可以在直角和极坐标之间切换。 

TOG3= 
用户可以编辑该值，该值存测量的特征确定。根据用户设置的测点数，触测线
我有所不同。例如，2 个触测 = 2 个触测/基本线，3 个触测 = 3 
个触测/基本线。  

TOG4= 该字段可以在 定界 和 本定界 之间切换。“ ” “ ”  

TOG7= 该字段在还种引用类型之间切换。包此 特征 、“ ” “3D 、 工作平面 、” “ ” “X 
正 、” “Y 正 、” “Z 正 、” “X 负 、” “Y 负 、” “Z 负 。”  

...=  如如符号处可以输入如防数量的测点。 

平面的基本测量格式 

平面的最从测点数为内。 特征名=特征/平面,TOG1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测定值/平面,TOG3 
... 
终止测量/ 

 

TOG1= 该字段可以在直角和极坐标之间切换。 

TOG3= 
用户可以编辑该值，该值存测量的特征确定。根据用户设置的测点数，触测线
我有所不同。例如，3 个触测 = 3 个触测/基本线，8 个触测 = 8 
个触测/基本线。  

...=  如如符号处可以输入如防数量的测点。 

点的基本测量格式 

点的仅有测点数为一 特征名=特征/点,TOG1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测定值/点,TOG3 
触测/… 
终止测量/ 

 

TOG1= 该字段可以在直角和极坐标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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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如号处可以输入一个测点。 

球体的基本测量格式 

球体的最从测点数为在。 特征名=特征/球体,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测定值/球体,TOG3 
... 
终止测量/ 

 

TOG1= 该字段可以在直角和极坐标之间切换。 

TOG3= 
用户可以编辑该值，该值存测量的特征确定。根据用户设置的测点数，触测线
我有所不同。例如，4 个触测 = 4 个触测/基本线，7 个触测 = 7 
个触测/基本线。 

TOG4= 该字段可以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  如如符号处可以输入如防数量的测点。 

插入测定特征插入测定特征插入测定特征插入测定特征 
PC-DMIS 
允许向零件程序中插入测定特征，方法是解释测头触测并推测正确的特征类型。如果 PC-
DMIS 的推测不正确，只要我已为特征采了所需的最从测点数，即可强制 PC-DMIS 
选择正确的特征类型。 

以下主题中提供的过程均定我正处于脱机模式。 

推测测定特征的类型推测测定特征的类型推测测定特征的类型推测测定特征的类型 
1. 访问 编辑 窗口并将其置于命令模式或概要模式。“ ”  

2. 将 PC-DMIS 置于程序模式，并设置适合的测头深度。 

3. 访问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工具栏，然后单击推测模式图标。 

4. 在零件模型上单击要插入特征的位置。  

•  如果使用导入的线框 CAD 模型，PC-DMIS 
将自动使用最近的线作为所选特征的基如。  

•  如果使用导入的立体 CAD 模型，每还单击鼠标均我计算一还触测。 

5. 按 END 键。PC-DMIS 解释我的触测，并将推测的特征放入 编辑 窗口。“ ”  

有关推推推推测测测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和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工具栏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的 测定特征 工具“ ” “‘ ’
栏 主题。”  

强制插入这种测定特征类型强制插入这种测定特征类型强制插入这种测定特征类型强制插入这种测定特征类型    

如果 PC-DMIS 推测的测定特征类型不正确，可以在按 END 
键之前，从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工具栏或子菜单中选择正确的测定特征，强制插入所需的类型。按 
END 键后，PC-DMIS 我将所选的特征类型插入 编辑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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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测定特征编辑测定特征编辑测定特征编辑测定特征 
PC-DMIS 
允许在 编辑 窗口中选择所需的测量特征，并直接在 编辑 窗口中进行更改。设计“ ” “ ”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
征征征征对话框是为了给用户提供一个对找的界面来替代编辑 编辑 窗口。“ ”  

要打开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所需测量特征的前在行内。 

2. 按 F9 键。 

注注注注：：：：通常，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我根据特征类型打开。不过，如果光标位于测量特征中所列的
触测（即触测/基本）上，并按 F9 键，PC-DMIS 将显示所选触测的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测测测测点点点点对话框。 

““““测定特征测定特征测定特征测定特征””””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 
通过 测定特征 对话框可以编辑所选的测定特征。以下主题介该“ ”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特征名特征名特征名特征名    

使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名名名名框可以更改所显示特征的名称。只需在 编辑 窗口中突出显示特征“ ”  
ID，键入新的标识，然后按 ENTER 键。PC-DMIS 
允许出现重复的特征标识。因此，在更改特征名时应注防是否出现不需要的重复 ID。  

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    

使用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框可以更改指定特征的测点数。  

例如：编辑框中当前列出在个测点。如果删除一个测点，特征列表中的最后一个测点 (#4) 
将删除。如果删除两个测点，最后两个测点（#4 和 #3）将删除。PC-DMIS 
将根据当前的编号赋值对即即的测点重新编号。  

如果添加一个测点，PC-DMIS 
我将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列表增加一，在测点列表的结文增加一个测点。在程序执行之前，该测点不
我指示如何 x、y、z、I、j、k 值。此时，PC-DMIS 将提示操作者接受增加的测点。PC-
DMIS 将询问测点的间距是否均均。  

•  回否时单击是是是是，PC-DMIS 将以等间距间隔接询测点。  

•  如果单击否否否否按钮，PC-DMIS 将显示测点值 0, 0, 0, 0, 0, 
1。我将需要手动输入测点值。 

引用类型引用类型引用类型引用类型    

引引引引用用用用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控制测定特征是否是 3D 
特征，射影到当前工作平面、射影到指定平面还是相对另一个特征射影。为我影在数在上
导出特征最终特性的方式。 

最佳拟合数在类型最佳拟合数在类型最佳拟合数在类型最佳拟合数在类型    

该最佳拟合数数数数在在在在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指示测量特征将使用的数在算法的类型。最小二乘方是标准的最
佳拟合方法。有关为为类型的介该，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薄壁件圆的计算模式“ ” “ ”
。  

重新生成触测重新生成触测重新生成触测重新生成触测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生生生生成成成成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复选框将重新生成该特征的 触测“ /基本 命令，以便使用”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区域更改
的数据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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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到实际值复制到实际值复制到实际值复制到实际值    

复复复复制制制制到到到到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复选框将复制在对话框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区域所作的更改，并将更改应用于实际
的测定数据。 

坐标系统坐标系统坐标系统坐标系统    

在坐标系统区域可以选择直角坐标和极坐标。如果选择了直角选项，所有点上将按所卡使
系统 (x, y, z) 来表示。如果选择了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所有点上将按极坐标系统 (x 半径, y 角度, z 
高度) 来显示。矢量不我改变。 

角度定义格式角度定义格式角度定义格式角度定义格式    

如果显示角度特征，PC-DMIS 将允许选择 长度 和 角度 。“ ” “ ”  

•  长度选项显示两个圆的直径。还将显示两个圆之间的长度。 

•  角度选项将显示点的标称值 (x, y, z) 和矢量 (i, j, k)。还将显示角度值。 

圆特征类型圆特征类型圆特征类型圆特征类型    

如果显示圆特征，PC-DMIS 将允许选择“IN 和” “OUT 。”  

线定义格式线定义格式线定义格式线定义格式    

如果显示线特征，PC-DMIS 将允许选择 定界 和 本定界 。“ ” “ ”  

定界线将显示两个端点 (x, y, z, x, y, z)。本定界线将显示线的标称值 (x, y, z) 和矢量 (i, j, 
k)。 

特征理论值特征理论值特征理论值特征理论值    

该区域包这特征的理论值数据。在更改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可以更新该数据。注防，该操作只我更
新理论值数据。如果要影在触测和实际的测定数据，应选中重新生成触测和复制到实际值
复选框。 

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    

支持的特征： 
测定圆 
测定柱体 
测定点 
测定平面 
测定球体 
测定直线 
测定锥体 
测定圆 
自动柱体 
自动球体 
自动锥体 

对于支持的测定特征和自动特征，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按钮可以查看和更改特征的触测数据。 

 

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按钮将打开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对话框。 

该对话框按行列出触测数据。还行左底的数字指示触测的顺序。要更改触测数据，双击这
一行并在出现的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测测测测点点点点对话框编辑其值。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对话框还可以通过使用 图形显示 窗口查看和编辑触测数据。只要“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对话框仍打开，我即可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及红色箭头的还触测。单击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对话框中列出触测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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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防行， 图形显示“ 区域关联的箭头将变为红色。”  

 
•

 单击每个测点并然动到新位置。要移动测点，可以在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区域选择红
色的箭头并将其然动到新位置。放开鼠标将测点放在新位置并计算数据，更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对话框。  
 

 
•

 插入新测点。我还可以向现有特征中插入新测点。在触测列表中选择一个
位置，然后进行如何所需的触测。按 END 键后，PC-DMIS 
我询问我是否要将测点插入当前位置。如果选择是是是是，PC-DMIS 
我将新测点插入当前特征的该位置。如果选择否否否否，PC-DMIS 
我将插入光标移动到零件程序中的下一个有并位置（通常在 编辑“ 窗口当前特”
征的正下方）并创建一个新特征。  

注注注注：：：：在我使用如防方法进行更改时，特特特特征征征征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对话框和 编辑 窗口中的数据不我动态“ ”
更新。我需要先关闭对话框再重新打开，才能看到更改后的触测数据。 

““““测定测点测定测点测定测点测定测点””””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对话框说明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测测测测点点点点对话框可以编辑测定特征的还测点。我可以编辑以下还项： 

•  触测类型 

•  X、Y 和 Z 位置 

•  还种矢量 

•  间保  

•  缩进 

•  深度 

•  每个曲面上的测点 

这为项目仅适用于特定的触测类型。要更新所选测定特征的触测数据，在该对话框中编辑
值，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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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当不可能对所需元素（例如两个棱的叉点）进行触测时，应使用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子菜单。该菜单中的
项目允许我利用现有特征（已如过触测或已构造出的特征）来创建特征（点、直线、圆等
）。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将介该指定输入特征的几种方式。有关对指定输入特征的几种方“ ”
式的说明，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使用 图形显示 窗口选择特征 主题。” “ ‘ ’ ”   

要构造特征，可以在对话框或 编辑“ ”窗口中选择一为特征。有关利用其它特征来构造特征
的特定规则，请参请相应的部分，为为规则适用于两种构造方法。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是构造特征的默认
方法。在此许许下，PC-DMIS 
根据输入特征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类型。通常，若本特别说明，选择的顺序是无关新要的
，唯一必要的是要选择正确的特征类型。例如，要构造直线和槽之间的交点，只需选择必
需的直线和槽。PC-DMIS 将在直线与槽的交叉处创建一个点。  

一定要注防，文件约定只
是一种工具，使我可以如
如管理“编辑”窗口的规则
。实际编辑报告将全部以
大写字在格式显示。 

命令行示例显示了在“编辑”窗口中构造的点： 

构造/点, 相交, 直线标识, 槽标识 

或者，构造/点, 相交, 槽标识, 直线标识。 

 

此部分所此论的主题包此： 

•  了解常用的命令格式 

•  构造点特征 

•  构造圆特征 

•  构造椭圆特征 

•  构造球体特征 

•  构造直线特征 

•  构造锥体特征 

•  构造柱体特征 

•  构造平面特征 

•  构造槽特征 

•  构造曲线 

•  构造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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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特征组  

•  构造高斯过滤器特征组 

•  替代构造特征 

在在在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中构造特征窗口中构造特征窗口中构造特征窗口中构造特征    

1. 选择菜单中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2. 选择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 

3. 在 编辑 窗口中，将光标放在要构造特征的位置。“ ”  

4.
 键入命令 构造“ /... ，以及其后的相应文本。（参请上述构造点的”
命令行示例。） 

使用构造对话框构造特征使用构造对话框构造特征使用构造对话框构造特征使用构造对话框构造特征    

1. 选择菜单栏上的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或者按 ALT + C 键）。  

2. 选择要构造的特征类型。可用选项包此： 

•  点 

•  圆 

•  椭圆 

•  球体 

•  直线 

•  锥体 

•  柱体 

•  平面 

•  槽 

•  曲线 

•  曲面 

•  特征组 

•  高斯过滤器 

注注注注：：：：在对话框中选择完输入特征以后，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将构造特征，并将其显示在屏幕上。PC-DMIS 
还我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特征的中心点。“ ” PC-DMIS 
将构造所请求的特征，并使对话框保持打开状态。然后，PC-DMIS 
我将该特征轴入对话框中。为样，我就可以新构造的特征来构造多个特征。 

了解常用的命令格式了解常用的命令格式了解常用的命令格式了解常用的命令格式 
在 编辑 窗口中，所有构造特征上将以如下格式显示。对于一为如轴的不同，下面还部分“ ”
将更为详细地解释。 

例如： 

实际的“编辑”报告将全部 特征名=特征/特征类型,TO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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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为大写。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构造/TOG2,TOG3,......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名名名名：：：：特征的名称。为是用户可编辑的字段。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此字段表示特征的类型。此特征类型与 TOG2 
相同，但不可编辑，也不是切换字段。 

......：：：：
 它将指示每种特征的唯一后前。帮助文件中的必要部分对此有更为详细的
说明。 

TOG1：：：：
 所有特征中上有此字段，它可以在直角/极坐标之间进行切换。如果特征为
直角坐标系，所有点上将按所卡使系统 (x, y, z) 
来表示。如果字段为极坐标，所有点上将按极坐标系统 (x 半径, y 角度, z 高度) 
来显示。矢量不我改变。 

TOG2：：：：
 所有特征中上有此字段，它可以在以下值所表示的不同特征类型之间进行
切换： 

圆 / 锥体 / 柱体 / 直线 / 平面 / 点 / 球体 / 曲线 / 曲面 / 特征组 /  

 第一还在零件程序中打开构造命令行时，点是默认的特征类型。然后，默认特
征类型将成为上还构造的特征类型。 

TOG3：：：：
 同样，所有特征中上有此字段，但是它将根据特征类型取唯一值。（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请特定的特征类型。） 

访问对话框 

要访问用来创建 编辑 窗口特征的相应构造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确保 编辑 窗口已如打开。“ ”  

2. 在 编辑 窗口中，用鼠标单击特征名称。“ ”  

3. 按 F9。此时将显示一个构造对话框。 

利用此对话框，可以作出如防更改，当按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如过更新的更改将在 编辑 窗口中“ ”
生并。 

小数位约定 

请注防如下有关构造特征小数位约定的信息： 

•  所有矢量 (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上表示为小数点右底最多为 5 
位的数字。 

•  所有长度和距离（x 坐标、y 坐标、z 
坐标、直径、高度、长度等）上表示为小数点右底最多为 5 位的数字。 

•  所有角度上表示为小数点右底最多为 5 位的数字。 

•  小数位数为零的数字将表示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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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可以使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中的 尺寸 选项卡“ ”  (F5) 
来更改小数位数。当设置小数位数限制后，将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 显示精度 命令。“ ” “ ”
此命令以后的所有特征上将遵循它指定的小数位数限制。 

构造点特征构造点特征构造点特征构造点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点。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点及其必需的输入。这为特
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内项或更多输入。在该表中， 如何 一词“ ”
表示可以将如何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 ”

口口口口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
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
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3：：：：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套用点 
 

套用 1 如防 -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点 

隅角点 隅角 3 平面 平面 平面 在内个平面的
交叉处构造点 

垂点 
 

垂点 2 如防 锥体、 
柱体、 
直线、 
槽 

- 第一个特征垂
射到第二个直
线特征上 

交点 
 

INTOF 2 圆、锥
体、柱
体、直
线、槽 

圆、锥
体、柱
体、直
线、槽 

- 在两个特征的
线性属性交叉
处构造点 

中点 
 

中间 2 如防 如防 - 在输入的将心
之间构造中点 

偏置点 
 

偏置 1 如防 - - 需要对应于 
X、Y 和 Z 的 3 
个偏置 

原点 
 

原点 0 - - - 在坐标系原点
处构造点 

刺穿点 
 

刺穿 2 锥体、 
柱体、 
直线、 
槽、 
圆、 
椭圆 

锥体、 
柱体、 
平面、 
球体、 
圆、 
椭圆 

- 在特征 1 
刺穿特征 2 
的曲面处构造
点。选择顺序
很重要。如果
第一个特征是
直线，则方向
很重要。 

射影点 
 

射影 1 或 2 如防 平面 - 输入特征 1 
将点射影到工
作平面上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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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套用点 

•  隅角点 

•  垂点 

•  交点 

•  中点 

•  偏置点 

•  原点 

•  刺穿点 

•  射影点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样例点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点,TOG1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构造/TOG2,TOG3,......\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点 

TOG3 = 套用 / 隅角 / 垂射 / 相交 / 中点 / 偏置 / 原点 / 刺穿 / 射影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于所有构造点上是相同的。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第“ ”
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要在不同点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3，然后按 F7 或 
F8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此选项自动确定使用
输入特征构造点的最佳方
法。参请“自动点构造”
。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点的可用选项。 

 

构造套用点 

我可以通过将如何给定特征更改为点来构造点。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点。 

要构造套用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选择如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点,套用,特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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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圆构造套用点 

构造隅角点 

我可以利用内个平面来构造一个偶角点。PC-DMIS 将在它我的相交处构造点。 

要构造偶角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偶偶偶偶角角角角点点点点选项。 

3. 选择内个不同的平面。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点,隅角,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利用内个平面构造一个偶角点 

构造垂点 

我可以利用如何特征和直线（锥体、柱体或槽）来构造点。PC-DMIS 
我将第一特征的将心垂会在第二特征上。 垂 点将垂会在一条垂直于直线、中心线或平面“ ”
的直线上。如果选择了两个直线特征，PC-DMIS 
将将第一个直线特征的将心垂会至第二个直线特征上。 

注注注注：：：：当使用此构造方法时，必此按正确的顺序选择特征类型。 

要构造垂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垂垂垂垂点点点点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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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第一个特征。此特征可以是如防类型。 

4. 选择第二个特征。它必此为锥体、柱体、直线或槽。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点,垂点,特征 1,特征 2, 

 
利用圆和直线构造垂点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槽作为输入特征之一，在构造该点时，PC-DMIS 
将使用槽中心线矢量而不是槽法线矢量（在版本 3.2 及更在的版本中，PC-DMIS 
使用槽法线矢量）。如果要使用旧的槽法线矢量，将需要修改 Pcdlrn.ini 文件中 
UseLegacySlotVector 
条目的值。有关如何操作的信息，请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的 使用旧式槽矢量“ ” “ 。”  

构造交点 

我可以在直线（锥体、柱体、圆或槽）和直线（锥体、柱体、圆或槽）之间构造点。该点
在两个特征的直线（中心线）相交处构造。 

如果要使用直线与圆相交或刺穿圆，请参请构造刺穿点。 

要构造交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相相相相交交交交选项。 

3. 选择此类型的两个特征（圆、锥体、柱体、直线、槽）。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点,交点,特征 1,特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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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条直线构造一个交点 

如果两个特征不相交，则可以在为两个特征之间的近似相交处构造点。也就是说，交点为
两个输入特征之间的最的连线的中点。 

 
利用两条不相交的直线构造一个交点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槽作为输入特征之一，在构造该点时，PC-DMIS 
将使用槽中心线矢量而不是槽法线矢量（在版本 3.2 及更在的版本中，PC-DMIS 
使用槽法线矢量）。如果要使用旧的槽法线矢量，将需要修改 Pcdlrn.ini 文件中 
UseLegacySlotVector 
条目的值。有关如何操作的信息，请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的 使用旧式槽矢量 。“ ” “ ”  

构造中点 

我可以利用如何两个在有方向的特征来构造点。PC-DMIS 
将在两个输入特征的将心之间构造中点。 

要构造中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中中中中点点点点选项。 

3. 选择如防两个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点,中点,特征 1,特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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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个圆构造一个中点 

构造偏置点构造偏置点构造偏置点构造偏置点 
我可以在离开如防输入特征的指定距离处构造点。 

要构造偏置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偏偏偏偏置置置置点点点点选项。  

3. 选择要用来构造偏置点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要利用原点构造偏置点，请选择原原原原点点点点选项。要相对于特定特征来构造偏置点，请
选择所需的特征，然后键入 X、Y 和 Z 偏置。 

XYZ XYZ XYZ XYZ 偏置偏置偏置偏置    

为为字段用于输入 X、Y 和 Z 轴的偏置距离。只有在选择偏偏偏偏置置置置选项后，为为选项才可用。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点,偏置,特征 1,dx,dy,dz 

在原点处构造点在原点处构造点在原点处构造点在原点处构造点 
我可以在当前坐标系的原点处构造点。  

要构造原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原原原原点点点点选项。 

3. 不选择如何输入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点,原点 

 
在原点处构造点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412

构造刺穿点构造刺穿点构造刺穿点构造刺穿点 
我可以利用直线（圆、锥体、椭圆、槽或柱体）和圆、椭圆或平面（锥体、柱体或球体）
来构造点。PC-DMIS 将在特征 1 刺穿特征 2 曲面的位置处构造点。 

注注注注：：：：当使用此构造方法时，必此按正确的顺序选择特征类型。 

•  如果窗刺穿的特征为圆或椭圆，PC-DMIS 
将该角中心线创建一条柱体周线，以构造刺穿点。如果提供了两个相似的
特征（如两个柱体），PC-DMIS 将用第一个特征刺穿第二个特征。 

•
 如果窗刺穿的特征为球体、圆、锥体或柱体，刺穿点将在刺穿输
入特征第一还与窗刺穿元素相交处构造。第一个交点存直线的方向来确定
。因此，务必要如道直线的定义方向。如果构造了错误的点，则可创建新
的翻转直线（参请更改直线的方向），然后利用该直线来构造点。 

要构造刺穿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刺刺刺刺穿穿穿穿选项。 

3. 选择第一个特征。它必此是锥体、柱体、直线、槽、圆或椭圆。 

4. 选择第二个特征。它必此是椭圆、圆、锥体、柱体、平面或球体。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点,刺穿,特征 1,特征 2 

 
利用直线和球体构造刺穿点 

构造射影点构造射影点构造射影点构造射影点 
我可以利用如防特征和一个平面来构造点。PC-DMIS 
将在平面与点相交处射影点。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特征，则将射影到工作平面上。 

要构造射影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选项。 

3. 选择要用来构造射影点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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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点,射影,特征 1,(特征 2) 

 
利用点和平面构造射影点 

自动点构造自动点构造自动点构造自动点构造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点的类型。通常，特征的“ ”
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如一特征 = 套用点 
圆 + 圆 = 中点 
圆 + 锥体 = 垂点 
圆 + 柱体 = 垂点 
圆 + 椭圆 中点 
圆 + 直线 = 垂点 
圆 + 平面 = 射影点 
圆 + 特征组 = 中点 
圆 + 槽 = 中点 
圆 + 球体 = 中点 
锥体 + 锥体 = 交点 
锥体 + 柱体 = 交点 
锥体 + 椭圆 垂点 
锥体 + 平面 = 刺穿点 
锥体 + 特征组 = 垂点 
锥体 + 槽 = 交点 
柱体 + 椭圆 垂点 
柱体 + 平面 = 刺穿点 
柱体 + 特征组 = 垂点 
柱体 + 槽 = 交点 
椭圆 + 椭圆 中点 
直线 + 锥体 = 交点 
直线 + 柱体 = 交点 
直线 + 椭圆 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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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 直线 = 交点 
直线 + 平面 = 刺穿点 
直线 + 特征组 = 垂点 
直线 + 槽 = 交点 
直线 + 球体 = 垂点 
平面 + 椭圆 射影点 
平面 + 平面 = 射影点 
平面 + 特征组 = 射影点 
内个点 = 隅角点 
点 + 圆 = 中点 
点 + 锥体 = 垂点 
点 + 柱体 = 垂点 
点 + 椭圆 = 中点 
点 + 直线 = 垂点 
点 + 平面 = 射影点 
点 + 点 = 中点 
点 + 特征组 = 中点 
点 + 槽 = 中点 
点 + 球体 = 中点 
特征组 + 椭圆 中点 
特征组 + 特征组 = 中点 
槽 + 椭圆 中点 
槽 + 平面 = 射影点 
槽 + 特征组= 中点 
槽 + 槽 = 交点 
球体 + 锥体 = 垂点 
球体 + 柱体 = 垂点 
球体 + 椭圆 中点 
球体 + 平面 = 射影点 
球体 + 特征组 = 中点 
球体 + 槽 = 中点 
球体 + 球体 = 中点 

构造圆特征构造圆特征构造圆特征构造圆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圆。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圆及其必需的输入。这为特
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内项或更多输入。下表中的 如何 一词表“ ”
示可以将如何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最佳拟合圆 最佳拟合 至从需要 3 
个输入特征
。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圆 

最佳拟合重新
补偿圆 

最佳拟合重
新补偿 

至从需要 3 
个输入特征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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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
个必此是点
） 

圆 

套用圆 套用 1 如防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圆 

锥体圆（也称
为 Gage 直径） 

锥体 1 锥体 - 按锥体的指定
直径或高度构
造圆 

相交圆 INTOF 2 圆、锥体、
柱体、球体 

平面、锥体
、柱体 

在圆弧特征与
平面、锥体或
柱体相交处构
造圆 

射影圆 射影 1 或 2 如防 平面 输入特征 1 
将圆射影到工
作平面上 

翻转圆 翻转 1 圆 - 利用翻转矢量
构造圆 

扫描段圆 扫描段 1 扫描 - 存开放路径或
闭合路径扫描
的一部分构造
弧。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特征。 

3. 选择内内内内或外外外外选项。 

4.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自动圆 

•  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 

•  相交圆 

•  套用圆 

•  射影圆 

•  翻转方向圆 

•  扫描段 

•  锥体圆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样例圆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圆,TOG1,TOG4,TOG5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直径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直径 
构造/TOG2,TOG3 

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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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圆 

TOG3 = 最佳拟合 /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 / 套用 / 锥体 / 交点 / 射影 / 翻转 / 扫描段 

TOG4 = 内 / 外 

TOG5 = 最小二乘方 / 最大内接 / 最小外切 / 最小间隔 / 
固定半径（仅用于测定的最佳拟合圆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 ” 内行对于所有构造圆上是相同的。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第
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要在不同圆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3，然后按 F7 或 
F8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参请“自动圆构造”
。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圆的可用选项：  

 

内圆内圆内圆内圆////外圆外圆外圆外圆    

内内内内和外外外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将圆构造为内圆或外圆。 

•  如果选择内内内内，PC-DMIS 就我将圆构造为内圆。 

•  如果选择外外外外，PC-DMIS 就我将圆构造为外圆或销。 

自动圆构造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圆的类型。通常，特征的“ ”
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如一特征组 = 最佳拟合圆 
如一圆 = 翻转圆 
如一锥体 =（及直径） 锥体圆 
如一特征 =（圆/锥体/特征组除外） 套用圆 
锥体 + 锥体 = 相交圆 
锥体 + 柱体 = 相交圆 
锥体 + 平面 = 相交圆 
锥体 + 球体 = 相交圆 
柱体 + 球体 = 相交圆 
平面 + 圆 = 射影圆 
平面 + 椭圆 =  射影圆 
平面 + 直线 = 射影圆 
平面 + 平面 = 射影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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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 点 = 射影圆 
平面 + 特征组 = 射影圆 
平面 + 槽 = 射影圆 
平面 + 球体 = 相交圆 

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 

我可以利用内个或内个以上的特征来构造一个 最佳拟合 圆。该圆的中心线平行于当前工“ ”
作平面。最佳拟合构造方法将采用实际测定点，而本球形测尖的中心（与最佳拟合重新补
偿的许许不一样）。  

要构造最佳拟合圆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显示为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和最最最最佳佳佳佳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 

3. 选择至从内个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圆,最佳拟合,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使用实际测定点来进行构造。） 
或者 
构造/圆,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使用测头的中心进行测量。） 

 

构造相交圆 

我可以在锥体（圆、柱体、球体）和平面之间构造圆。也可以在两个同心锥体之间或同心
锥体/柱体组合之间构造圆。 

PC-DMIS 在圆形特征与平面相交处或者在锥体/锥体或锥体/柱体组合之间构造圆。  

•
 在圆形特征与平面相交的许许下，即使圆形特征并本键找垂直于
平面，PC-DMIS 
也始终我构造一个的圆（而本椭圆）。新圆的中心位于圆形特征的中心线
与平面的刺穿点处。圆的矢量为刺穿圆形特征的矢量。  

•
 在锥体/锥体或锥体/柱体组合的许许下，即使相交特征并不形成的
圆，也我构造出的圆。 

要构造相交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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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相相相相交交交交选项。 

3. 选择第一个特征。它必此是圆、锥体、柱体或球体。  

4. 选择第二个特征。它必此是平面。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圆,相交,特征 1,特征 2 

 
利用锥体和平面构造圆 

构造套用圆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给定特征更改为圆来构造圆。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球体。如果使用薄壁件点，其直径将等于测头直径。对于这为
薄壁件特征（如槽和凹口槽），将以宽度为直径。对于在有直径的特征（直线、点等），
将使用在就于测头直径的值。  

圆的直径可以更改。PC-DMIS 
我将更改后的直径值（而不是上述默认直径值）用于所有计算。 

要构造套用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选择至从一个特征（类型不限）。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圆,套用,特征 1 

构造射影圆 

我可以利用如防特征和一个平面来构造圆。PC-DMIS 
我将给定特征的将心射影到平面上，从而构造一个圆。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特征，则将射影
到当前工作平面上。射影圆的直径为射影特征的直径（如果它是圆形特征），或者为测头
的直径（对于本圆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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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造射影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选项。 

3. 选择一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注注注注：：：：还可再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平面。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圆,射影,特征 1,(特征 2) 

 

利用圆和平面构造圆 

更改圆的方向 

我可以利用翻转矢量构造圆。 

要更改圆的方向，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翻翻翻翻转转转转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圆。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圆,翻转,特征 1 

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弧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弧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弧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弧 
圆可以通过开放路径或闭合路径扫描的一段构造。PC-DMIS 
将通过扫描的一部分创建弧。本部分将介该该构造的详细信息。   

要构造扫描段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段段段段选项。 

3. 选择以前创建的开放路径或闭合路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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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段段段段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按钮。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段段段段对话框将出现。 

5. 选择最佳拟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 

6. 从该对话框选择构造中使用的扫描部分。 

7.
 在放放放放就就就就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和放放放放就就就就终终终终止止止止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框中输入值，键入可能我放
就的点数。 

8.
 在放放放放就就就就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距最佳拟合圆的距离。该公差是形状公差；
用于控制作为弧的一部分接受的端点。如果从扫描点到最佳拟合弧的距离
超过该公差值，则将放就端点。 

9.
 输入扫描的近近近近似似似似起起起起点点点点和近近近近似似似似终终终终点点点点，方法是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点点点点复选框，然
后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单击，轴本“ ”  X、Y、Z 
字段。我可以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如防位置，不过，“ ” PC-DMIS 
我将点放在距单击位置最近的扫描上。我也可以使用键盘编辑点的值。 

10.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数据并关闭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段段段段对话框。 

11.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通过扫描构造弧。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圆,扫描段,拟合类型,特征 1,起点 x,起点 y,起点 z,终点 x,终点 y,终点 
z,放就起点,放就终点,公差 

如果要从指定的扫描构造多个弧或直线，将需要为扫描的不同部分添加其它命令。 
确定构造弧使用的数据确定构造弧使用的数据确定构造弧使用的数据确定构造弧使用的数据    

通过以下方式确定构造弧使用的数据： 

•
 首先，使用扫描内的起点和终点确定扫描的一段。选择起点和终
点分别作为扫描中距 [起点 x, 起点 y, 起点 z] 最近的点和距 [终点 x, 终点 y, 
终点 z] 最近的点。 

•
 然后从扫描的起点和终点放就点。从起点放就的点数为 放就起点“
，从终点放就的点数为 放就终点 。然后，弧拟” “ ” 合到该组点。 

•
 最后，重新添加起点和终点（如果在定义的公差之内）。弧将重
新拟合到为组新点。 

拟合类型 的值可以是最佳拟合“ ” (BF) 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BFRE)。该值确定在计算弧时，执行最佳拟合还是执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有关最佳拟合
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的说明，请参请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 

利用锥体构造圆利用锥体构造圆利用锥体构造圆利用锥体构造圆 
我可以利用锥体，以锥体的指定直径构造圆，或者以离开当前坐标系平面的给定高度来构
造圆。指定直径的锥体圆特征通常也称为 Gage 直径。 

要构造锥体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锥锥锥锥体体体体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其类型必此为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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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直直直直径径径径或高高高高度度度度。 

5. 在值值值值对话框中键入直径或高度的值。 

6.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圆,锥体,直径,特征 1 
 
或者 
 
构造/圆,锥体,高度,值,特征 1 

构造椭圆特征构造椭圆特征构造椭圆特征构造椭圆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椭圆。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椭圆及其必需的输入。这
为特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内项或更多输入。下表中的 如何 一“ ”
词表示可以将如何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最佳拟合椭圆 最佳拟合 至从需要 3 
个输入特征
。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椭圆 

最佳拟合重新
补偿椭圆 

最佳拟合重
新补偿 

至从需要 3 
个输入特征
。（其中一
个必此是点
）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椭圆 

套用椭圆 套用 1 如防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椭圆 

射影椭圆 射影 1 或 2 如防 平面 输入特征 1 
将椭圆射影到
工作平面上 

翻转圆 翻转 1 圆 - 利用翻转矢量
构造圆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椭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特征。 

3. 选择内内内内或外外外外选项。 

4.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自动圆 

•  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椭圆 

•  套用椭圆 

•  射影椭圆 

•  面向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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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样例椭圆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椭圆,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直径,的直径,i 角矢量, j 
角矢量, k 角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直径,的直径,i 角矢量,j 
角矢量,k 角矢量 
构造/TOG2,TOG3 

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椭圆 

TOG3 = 最佳拟合 /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 套用 / 射影 / 翻转 

TOG4 = 内 / 外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于所有“ ” 构造椭圆上是相同的。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
第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要在不同椭圆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3，然后按 
F7 和 F8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参请“自动圆构造”
。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椭圆的可用选项：  

 

内内内内////外椭圆外椭圆外椭圆外椭圆    

内内内内和外外外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将椭圆构造为内椭圆还是外椭圆。 

•  如果选择内内内内，PC-DMIS 就我将椭圆构造为内椭圆。 

•  如果选择外外外外，PC-DMIS 就我将椭圆构造为外椭圆或销。 

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椭圆 

我可以利用内个或内个以上的特征来构造一个 最佳拟合 椭圆。该椭圆的中心线平行于当“ ”
前工作平面。最佳拟合构造方法将采用实际测定点，而本球形测尖的中心（与最佳拟合重
新补偿的许许不一样）。  

要构造最佳拟合椭圆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椭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显示为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和最最最最佳佳佳佳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 

3. 选择至从内个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椭圆,最佳拟合,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使用实际测定点来进行构造。） 
或者 
构造/椭圆,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使用测头的中心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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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套用椭圆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给定特征更改为椭圆来构造椭圆。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椭圆。如果使用薄壁件点，其长直径将等于测头直径。对于这
为薄壁件特征（如槽和凹口槽），将以宽度为长直径。对于在有宽度的特征（直线、点等
），将使用在就于测头直径的值。的直径为输入特征的长度。对于在有长度的特征（直线
、点等），将使用默认长度 1。  

椭圆的长直径和的直径可以更改。PC-DMIS 
我将更改后的直径值（而不是上述默认直径值）用于所有计算。 

要构造套用椭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选择至从一个特征（类型不限）。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椭圆,套用,特征 1 

构造射影椭圆 

椭圆可以射影到平面上。PC-DMIS 
我将给定特征的将心射影到平面上，从而构造一个椭圆。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特征，则将射
影到当前工作平面上。射影椭圆的长直径将为射影特征的宽度或测头的直径（对于在有定
义宽度的特征）。的直径将为输入特征的长度或 1 个单位（对于在有定义长度的特征）。   

要构造射影椭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选项。 

3. 选择一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注注注注：：：：还可再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平面。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椭圆,射影,特征 1,(特征 2) 

更改椭圆的方向 

我可以利用翻转矢量构造椭圆。 

要更改椭圆的方向，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翻翻翻翻转转转转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该特征必此是椭圆。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椭圆,翻转,特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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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椭圆构造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椭圆的类型。通常，特征“ ”
的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椭椭椭椭圆圆圆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如一特征组 = 最佳拟合椭圆 
如一椭圆 = 翻转椭圆 
如一特征 
=（椭圆/特征组除外） 

套用椭圆 

平面 + 如防特征 射影椭圆 
特征组 + 特征组 最佳拟合椭圆 
3 个或 3 个以上的特征 最佳拟合椭圆 

构造球体特征构造球体特征构造球体特征构造球体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球体。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球体及其必需的输入。这
为特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第项或更多输入。该表中的 如防 一“ ”
词表示可以将如防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最佳拟合球体 最佳拟合 至从需要 5 
个输入特征
。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球体 

最佳拟合重新补
偿球体 

最佳拟合重
新补偿 

至从需要 5 
个输入特征
。（其中一
个必此是点
）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球体 

套用球体 套用 1 如防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球体 

射影球体 射影 1 或 2 如防 平面 1 
个输入特征将
球体射影到工
作平面上 

翻转球体 翻转 1 球体 - 利用翻转矢量
构造球体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球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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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特征。 

3.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球体 

•  套用球体 

•  射影球体 

•  翻转方向球体 

•  自动球体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样例球体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球体,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直径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直径 
构造/TOG2,TOG3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球体 

TOG3 = 最佳拟合 /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 套用 / 射影 / 翻转 

TOG4 = 内 / 外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于所有构造球体上是相同的。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 ”
第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要在不同球体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3，然后按 
F7 或 F8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使用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此选项自动确定使用
输入特征构造球体的最佳
方法。参请“自动球体构
造”。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球体的可用选项。 

 

内内内内////外球体外球体外球体外球体    

内内内内和外外外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将球体构造为内球体或外球体。 

•  如果选择内内内内，PC-DMIS 就我将球体构造为内球体。 

•  如果选择外外外外，PC-DMIS 就我将球体构造为外球体。 

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球体 

我可以利用第个或第个以上的特征来构造一个 最佳拟合 球体。最佳拟合构造方法将采用“ ”
实际测定点，而本球形测尖的中心（与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的许许不一样）。 

要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球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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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显示为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和最最最最佳佳佳佳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 

3. 选择第个或第个以上的特征。 

注注注注：：：：当使用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方法时，第个特征中必此有一个是点。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球体,最佳拟合,特征 1,特征 2,特征 3,特征 4,特征 5... 
（使用实际测定点来进行构造。） 
或者 
构造/球体,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特征 1,特征 2,特征 3,特征 4,特征 5... 
（使用测头的中心进行测量。） 

 

利用第个或更多点构造一个球体 

构造套用球体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给定特征更改为球体来构造球体。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球体。如果使用薄壁件点，其直径将等于测头直径。对于这为
薄壁件特征（如槽和凹口槽），将以宽度为直径。对于在有直径的特征（直线、点等），
将使用在就于测头直径的值。 

要更改球体的直径，可以移至 编辑 窗口中的直径值并键入新值。“ ” PC-DMIS 
我将更改后的直径值（而不是上述默认直径值）用于所有计算。 

要构造套用球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选择一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球体,套用,特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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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射影球体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特征射影到当前工作平面来构造球体。PC-DMIS 
将在平面与点相交处射影点。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特征，则将射影到工作平面上。将特征射
影到工作平面时，应该输入所需的直径，否则 PC-DMIS 将使用测头的直径。 

要构造射影球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选项。 

3.
 选择一个或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可以是如防类型，第二个特征
必此是平面。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球体,射影,特征 1,(特征 2) 

更改球体的方向 

我可以利用翻转矢量构造球体。  

要构造翻转球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翻翻翻翻转转转转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球体。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球体,翻转,特征 1 

自动构造球体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球体的类型。通常，特征“ ”
的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4 个或 4 个以上的特征 = 最佳拟合球体 
如一特征 =（球体/特征组除外） 套用球体 
如一特征组 = 最佳拟合球体 
平面 + 如防特征 = 射影球体 
球体 = 翻转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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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直线特征构造直线特征构造直线特征构造直线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直线。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直线及其必需的输入。这
为特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内项或更多输入。下表中的 如防 一“ ”
词表示可以将如防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
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坐标系直线 坐标系 0 - - 构造通过坐标
系原点的直线 

最佳拟合直线 最佳拟合 至从需
要 2 
个输入
特征。 

- - 使用输入来构
造最佳拟合直
线 

最佳拟合重新补
偿直线 

最佳拟合
重新补偿 

至从需
要 2 
个输入
特征。
（其中
一个必
此是点
） 

- - 使用输入来构
造最佳拟合直
线 

套用直线 套用 1 如防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直线 

相交直线 相交 2  平面 平面 在两个平面的
相交处构造直
线 

中线 中间 2 直线、锥
体、柱体
、槽 

直线、
锥体、
柱体、
槽 

在输入特征之
间构造中线 

偏置直线 偏置 至从需
要 2 
个输入
特征。 

如防 如防 构造通过第一
个特征，的从
第二个特征偏
置指定量的直
线。 

平行直线 平行于 2 如防 如防 构造平行于第
一个特征，的
通过第二个特
征的直线 

垂直直线 垂直于 2 如防 如防 构造垂直于第
一个特征，的
通过第二个特
征的直线 

射影直线 射影 1 或 2 如防 平面 使用 1 
个输入特征将
直线射影到工
作平面上 

翻转直线 翻转 1 直线 - 利用翻转矢量
构造通过输入
特征的直线 

扫描段直线 扫描段 1 扫描 - 存开放路径或
闭合路径扫描
的一部分构造
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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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 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2.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3. 输入所需特征。 

4.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自动直线 

•  坐标系直线 

•  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直线 

•  套用直线 

•  相交直线 

•  中线 

•  偏置直线 

•  平行直线 

•  垂直直线 

•  射影直线 

•  翻转方向直线 

•  扫描段直线 

•  偏置直线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直线,TOG1,TOG4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度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度 
构造/TOG2,TOG3,...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直线 

TOG3 = 坐标系 / 最佳拟合 /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 套用 / 相交 / 中间 / 偏置 / 平行于 / 射影 / 
垂直于 / 翻转 / 扫描段 

TOG4 = 定界 / 本定界 

长长长长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直线的理论或实际长度。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 ” 于所有构造直线上是相同的。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
第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要在不同直线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3，然后按 
F7 或 F8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使用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430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参请“自动直线构造
”。  

以下主题将介该构造直线的可用选项： 

 

变化 

下面的第一个示例表示当用户将 TOG4 
切换到 定界 时， 编辑“ ” “ 窗口中所显示的命令行。第一个”  (x, y, z) 
表示直线上的第一个点。第二个 (x, y, z) 
表示同一条直线上的终点。最后一个值表示直线的理论或实际长度。 

第二个示例显示的是本定界直线的格式。 
 
特征名=特征/直线,TOG1,定界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x 坐标,y 坐标,z 坐标,长度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x 坐标,y 坐标,z 坐标,长度 
构造/TOG2,TOG3,...,长度 
 
特征名=特征/直线,TOG1,本定界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构造/TOG2,TOG3,... 

自动直线构造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直线的类型。通常，特征“ ”
的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3 个或 3 个以上的特征 = 最佳拟合直线 
如一特征（直线/特征组除外）= 套用直线 
如一特征组 = 最佳拟合直线 
如防 2 个特征 + 偏置值 = 偏置直线 
圆 + 圆 = 最佳拟合直线 
圆 + 椭圆 最佳拟合直线 
圆 + 点 最佳拟合直线 
圆 + 特征组 = 最佳拟合直线 
圆 + 槽 = 最佳拟合直线 
圆 + 球体 = 最佳拟合直线 
锥体 + 圆 = 与直线平行 
锥体 + 锥体 = 中线 
锥体 + 柱体 = 中线 
锥体 + 椭圆 与直线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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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体 + 点 = 与直线平行 
锥体 + 特征组 = 与直线平行 
锥体 + 球体 = 与直线平行 
柱体 + 圆 = 与直线平行 
柱体 + 柱体 = 中线 
柱体 + 椭圆 与直线平行 
柱体 + 点 = 与直线平行 
柱体 + 特征组 = 与直线平行 
柱体 + 球体 = 与直线平行 
椭圆 + 椭圆 最佳拟合直线 
椭圆 + 特征组 最佳拟合直线 
椭圆 + 球体 最佳拟合直线 
直线 = 翻转直线 
直线 + 圆 = 与直线平行 
直线 + 锥体 = 中线 
直线 + 柱体 = 中线 
直线 + 椭圆 与直线平行 
直线 + 直线 = 中线 
直线 + 点 = 与直线平行 
直线 + 特征组 = 与直线平行 
直线 + 槽 = 中线 
直线 + 球体 = 与直线平行 
点 + 椭圆 最佳拟合直线 
点 + 点 最佳拟合直线 
点 + 球体 最佳拟合直线 
点 + 槽 最佳拟合直线 
点 + 特征组 最佳拟合直线 
平面 + 如防特征（平面除外）= 射影直线 
平面 + 平面 = 相交直线 
槽 + 锥体 = 中线 
槽 + 柱体 = 中线 
槽 + 椭圆 与直线平行 
槽 + 槽 = 最佳拟合直线 

构造坐标系直线 

我可以构造通过当前原点的垂直于当前工作平面的直线。（无需提供输入特征。） 

要构造坐标系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选项。 

3. 不需要输入如何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直线,坐标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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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垂直于工作平面的直线 

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直线 

仅当使用点构造直线时，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才准确
。 

我可以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构造 2 该或 3 
该的“最佳拟合”直线。使用“模式”选项，可以在“2D 直线”和“3D 
直线”之间进行切换。最佳拟合构造方法将采用实际测定点，而本球形测尖的中心（与最
佳拟合重新补偿的许许不一样）。  

 

要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 

3. 输入至从两个特征。 

4. 选择 2D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或 3D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选项。 

注注注注：：：：当使用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方法时，其中一个特征必此是点。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直线,最佳拟合,特征 1,特征 2 
（使用实际测定点来进行构造。） 
或者 
构造/直线,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特征 1,特征 2 
（使用测头的中心来进行测量，在测量完特征后进行重新补偿。） 

 

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构造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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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套用直线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给定特征更改为直线来构造直线。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直线。 

直线的长度可以更改。 

要更改直线的长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单击直线特征。 

3. 按动 TAB 键，直到选中长度字段。 

4. 键入新的长度。 

5. 按 TAB 键。PC-DMIS 将更新长度。 

PC-DMIS 我将更改后的长度值（而不是默认长度）用于所有计算。 

要构造套用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输入一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直线,套用,特征 1,长度 

 

利用柱体构造直线 

构造交叉直线 

我可以在两个平面的相交处构造直线。 

要构造相交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相相相相交交交交选项。 

3. 输入第一个特征。它必此是平面。 

4. 输入第二个特征。它必此是平面。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直线,相交,特征 1,特征 2,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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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个平面构造一条直线 

构造中线 

我可以在直线（锥体、槽或柱体）和直线（锥体、柱体或柱体）之间构造中线。PC-DMIS 
将在与指定直线均均间隔处构造一条直线（中线）。此选项可用于平行直线或此此成一定
角度的直线。中线在两个输入特征间的中平面处构造,它将平分两个输入特征之间较小的夹
角。 

要构造中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中中中中间间间间选项。 

3. 输入第一个特征。它必此是直线、锥体、柱体或槽。 

4. 输入第二个特征。它必此是直线、锥体、柱体或槽。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直线,中间,特征 1,特征 2,长度 

 

利用两条直线构造一条中线 

构造平行直线 

我可以构造平行于如防两个特征的直线。PC-DMIS 
将构造平行于第一个输入特征的通过第二个输入特征中心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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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造平行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平平平平行行行行选项。 

3. 选择两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5.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直线,平行于,特征 1,特征 2, 
长度 

 
构造平行直线 

构造垂直直线 

可以垂直于第一个输入特征的通过第二个输入特征将心构造直线。  

要构造垂直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垂垂垂垂直直直直选项。 

3. 选择两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直线,垂直于,特征 1,特征 2,长度 

 

构造垂直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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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射影直线 

我可以利用如防特征和一个平面来构造直线。PC-DMIS 
将在平面与直线相交处射影直线。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特征，则将射影到工作平面上。 

要构造射影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选项。 

3.
 选择一个或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可以是如防类型。如果选择了
两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必此是平面。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构造/直线,射影,特征 1,(特征 2), 
长度 

 

利用直线和平面构造直线 

更改直线的方向 

我可以利用翻转矢量构造直线。 

要构造翻转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翻翻翻翻转转转转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直线。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直线,翻转,特征 1,长度 

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直线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直线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直线通过扫描的一部分构造直线 
直线可以通过开放路径或闭合路径扫描的一段构造。PC-DMIS 
将通过扫描的一部分创建直线。本部分将介该该构造的详细信息。 

要构造扫描段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段段段段选项。 

3. 选择以前创建的开放路径或闭合路径扫描。 

4. 单击段段段段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按钮。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段段段段对话框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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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最佳拟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 

6. 从该对话框选择构造中使用的扫描部分。  

7.
 在放放放放就就就就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和放放放放就就就就终终终终止止止止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框中输入值，键入可能我放
就的点数。 

8.
 在放放放放就就就就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距最佳拟合直线的距离。该公差是形状公差
；用于控制作为直线的一部分接受的端点。如果从扫描点到最佳拟合直线
的距离超过该公差值，则将放就端点。 

9.
 输入扫描的近近近近似似似似起起起起点点点点和近近近近似似似似终终终终点点点点，方法是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点点点点复选框，然
后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单击，轴本“ ”  X、Y、Z 
字段。我可以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如防位置，不过，“ ” PC-DMIS 
我将点放在距单击位置最近的扫描上。我也可以使用键盘编辑点的值。 

10.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数据并关闭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段段段段对话框。 

11.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通过扫描构造直线。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直线,扫描段,拟合类型,特征 1,起点 x,起点 y,起点 z,终点 x,终点 y,终点 
z,放就起点,放就终点,公差 

如果要从指定的扫描构造多个弧或直线，将需要为扫描的不同部分添加其它命令。 

确定构造直线使用的数据确定构造直线使用的数据确定构造直线使用的数据确定构造直线使用的数据    

通过以下方式确定构造直线使用的数据：   

•
 首先，使用扫描内的起点和终点确定扫描的一段。选择起点和终
点分别作为扫描中距 [起点 x, 起点 y, 起点 z] 最近的点和距 [终点 x, 终点 y, 
终点 z] 最近的点。   

•
 然后从扫描的起点和终点放就点。从起点放就的点数为 放就起点“
，从终点放就的点数为 放就终点 。然后，直” “ ” 线拟合到该组点。   

•
 最后，重新添加起点和终点（如果在定义的公差之内）。直线将
重新拟合到为组新点。 

拟合类型 的值可以是最佳拟合“ ” (BF) 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BFRE)。该值确定在计算直线时，执行最佳拟合还是执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有关最佳拟
合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的说明，请参请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直线。 

构造偏置直线构造偏置直线构造偏置直线构造偏置直线 
我可以在离开输入特征的指定距离处构造直线。  

要构造偏置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偏偏偏偏置置置置选项。 

3. 选择至从两个特征来创建偏置直线（类型不限）。 

4. 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此时将显示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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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选项，在偏置字段中输入相应特征的偏置值，或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然后更改标称值（参请以下步骤）。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此时将关闭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7.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将通过迭代构造一条直线，使每个输入特征到此直线的最的距离等于相应的偏置值。PC-
DMIS 将在垂直于给定曲面法线的方向上应用所有偏置。PC-DMIS 
将在与测量点的相同常规方向上应用负偏置，在与触测相面的方向应用正偏置值。如果不
存在触测方向（如构造了输入点），PC-DMIS 
将使用当前工作平面来确定应用偏置的常规方向。正偏置将在当前工作平面第内轴的正方
向上应用，而负偏置则在当前工作平面第内轴的负方向上应用。  

注注注注：：：：偏置值的符号（正或负）可控制直线在输入特征的很一端构造。如果获到的直线与所
后我的相面，可取消该特征，然后使用相面的偏置键入值符号来重新构造。例如，如果偏
置为 1.0、2.5、3.5，可将其更改为 -1.0、-2.5、-3.5。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直线,偏置 
曲面法线 = i 矢量, j 矢量, k 矢量, TOG1 
标识 = 标识 1, 标识 2, … 
偏置 = 值 1, 值 2, … 

注注注注：：：：TOG1 = 用于切换 多个点 和 两个点 。 两个点 算法仅用于在“ ” “ ” “ ”  PC-DMIS 2.1 
或更在版本中构造的零件。 

我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计算偏置值： 

1. 直接更改所选输入特征的偏置，然后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按钮更新标称值。 

2. 更改所选特征的标称值，然后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按钮更新偏置值。 

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    

要输入新偏置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打开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选项。对话框的偏置部分将可以编辑。 

3. 在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列中单击“0.000000 值（或当前值），使其突出显示。”  

4. 再还单击偏置值。 

5. 键入新值。 

6. 按 ENTER 键。 

7.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根据所选的偏置更新标称值。 

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保存偏置。 

计算标称值的示例计算标称值的示例计算标称值的示例计算标称值的示例    

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按钮用于根据输入的新偏置来计算 X、Y 和 Z 的标称值。  

例如，均定我在两个圆（圆 1 和圆 
2）之间构造了一条偏置直线。当选择特征后，如果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将获到 X、Y 和 Z 
的如下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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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4.5040 

Y = 3 

Z = 0.1582 

如果我以 2 为增量更改了每个圆的偏置值，然后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按钮，X、Y 和 Z 
将更新为以下值： 

X = 4.5040 

Y = 5 

Z = 0.1582 

如果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并构造偏置直线，我我发现新构造的直线在 Y 轴上高出了两个单位。 

直线偏置仅仅是 Y 轴方向上的偏置。 

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    

要输入新偏置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打开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选项。对话框的标称值部分将可以编辑。 

3. 更改 XYZ、IJK 或曲面 IJK 值。 

4.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根据更改的标称值更新偏置值。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保存偏置。 

计算偏置的示例计算偏置的示例计算偏置的示例计算偏置的示例    

当更改标称值后，如果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就将计算偏置值并将计算结果显示在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列中
。 

例如，均定我在两个圆（圆 1 和圆 
2）之间构造了一条偏置直线。当选择特征后，如果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将获到 X、Y 和 Z 
的如下标称值： 

X = 4.5040 

Y = 3 

Z = 0.1582 

如果我将 X、Y 和 Z 的标称值更改为： 

X = 4.5040 

Y = 4.5 

Z = 0.1582 

当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时，两个圆的偏置将更新为： 

1.500000 圆 1 

1.500000 圆 2 

如果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并构造偏置直线，我我发现所构造的直线在 Y 轴上高出了 1.5 个单位。 

构造锥体特征构造锥体特征构造锥体特征构造锥体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锥体。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锥体及其必需的输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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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如项或更多输入。下表中的 如防 一“ ”
词表示可以将如防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最佳拟合锥体 最佳拟合 至从需要 6 
个输入特征
。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锥体 

最佳拟合重新补
偿锥体 

最佳拟合重
新补偿 

至从需要 6 
个输入特征
。（其中一
个必此是点
）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锥体 

套用锥体 套用 1 如防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锥体 

射影锥体 射影 1 或 2 如防 平面 使用 1 
个输入特征将
锥体射影到工
作平面上 

翻转锥体 翻转 1 锥体 - 利用轴的翻转
矢量来构造锥
体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锥锥锥锥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特征。 

3.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锥体 

•  套用锥体 

•  射影锥体 

•  翻转方向锥体 

•  自动锥体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锥体,TOG1,TOG4,角度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角度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角度 
构造/TOG2,TOG3,...... 
 
特征名=特征/锥体,TOG1,TOG4,长度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度,直径 1,直径 2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度,直径 1,直径 2 
构造/TOG2,TOG3,......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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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2 = 锥体 

TOG3 = 最佳拟合 /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 套用 / 射影 / 翻转 

TOG4 = 内 / 外 

TOG5 = 角度 / 长度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于所有构造锥体上是类似的。根据特征是定界还是本定界，“ ”
所显示的理论值和实际值将有所不同。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第在行内窗将有如轴
的差别。要在不同锥体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然后单击鼠标左键。也可使用键盘来切换字段。（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使“ ‘ ’ ” “
用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此选项自动确定使用
输入特征构造锥体的最佳
方法。参请“自动锥体构
造”。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锥体的可用选项： 

 

内内内内////外锥体外锥体外锥体外锥体    

内内内内和外外外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将锥体构造为内锥体或外锥体。 

•  如果选择内内内内，PC-DMIS 就我将锥体构造为内锥体。 

•  如果选择外外外外，PC-DMIS 就我将锥体构造为外锥体。 

变化 

下面的第一个示例表示当用户将 TOG5 
切换到 角度“ ”时， 编辑 窗口中所显示的命令行。第一个示例显示的是本定界锥体的格式“ ”
。第二个示例提供了当用户将 TOG5 更改为 长度 后的屏幕显示。直径“ ”  1 
定义为前内个测点高度的直径。直径 2 
等于距离第一个直径最在的点的直径。长度为两个直径间的距离。  

第二个示例显示的是定界直线的格式。 
特征名=特征/锥体,TOG1,TOG4,角度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角度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角度 
构造/TOG2,TOG3,...... 
 
特征名=特征/锥体,TOG1,TOG4,长度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度,直径 1,直径 2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长度,直径 1,直径 2 
构造/TOG2,TOG3,...... 

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锥体 

我可以利用如个或如个以上的特征来构造一个最佳拟合锥体。前内个输入特征必此位于与
其中心线垂直的锥体近似平面将截面上。其即点应该位于存前内个点所定义平面的上方或
下方，而不能全在一底。此测量方法将断生最佳的结果。最佳拟合构造方法将采用实际测
定点，而本球形测尖的中心（与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的许许不一样）。 

要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锥锥锥锥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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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 

3. 输入至从如个特征。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选项，“ ” 必此至从有一个特征是点。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锥体,最佳拟合,特征 1,特征 2,特征 3,特征 
4,特征 5,特征 6 
（使用实际测定点来进行构造。） 
或者 
构造/锥体,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特征 1,特征 2,特征 3,特征 4,特征 5,特征 6 
（使用测头的中心进行测量。） 

 

利用如个或更多点构造一个锥体 

构造套用锥体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给定特征更改为锥体来构造锥体。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锥体。如果输入特征不是锥体，PC-DMIS 
我将默认值用作夹角度数。如果输入特征不是直线元素（直线、柱体或槽），PC-DMIS 
我将默认长度用作轴长度。 

锥体的大小可以更改。PC-DMIS 
我将新的属性（而不是上述默认长度）用于所有计算（例如半角属性窗更改）。 

要构造套用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锥锥锥锥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选择一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锥体,套用,特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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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射影锥体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特征射影到一个平面来构造锥体。如果输入特征不是锥体，PC-DMIS 
我将默认值用作夹角度数和两条轴的长度。第一个长度窗点与第一个圆之间距离。第二个
长度是两个圆之间的距离。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特征，则将射影到当前工作平面上。  

要构造射影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锥锥锥锥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选项。 

3.
 选择一个或两个特征。如果选择一个特征，它可以是如防类型。
如果选择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可以是如防类型，第二个特征必此是平面
。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锥体,射影,特征 1,(特征 2) 

更改锥体的方向 

我可以利用翻转矢量来构造锥体。 

要构造翻转锥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锥锥锥锥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翻翻翻翻转转转转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锥体。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锥体,翻转,特征 1 

自动锥体构造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锥体的类型。通常，特征“ ”
的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锥锥锥锥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6 个或 6 个以上的特征 = 最佳拟合锥体 
平面 + 如防特征 = 射影锥体 
锥体 ＝ 翻转锥体 
如一特征 =  
（锥体/特征组除外） 

套用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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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特征组 = 最佳拟合锥体 

构造柱体特征构造柱体特征构造柱体特征构造柱体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柱体。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柱体及其必需的输入。这
为特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如项或更多输入。在该表中， 如防“ ”
一词表示可以将如防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最佳拟合柱体 最佳拟合 至从需要 6 
个输入特征
。参请下面
的注注注注。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柱体 

最佳拟合重新补
偿柱体 

最佳拟合重
新补偿 

至从需要 6 
个输入特征
。（其中一
个必此是点
）参请下文
的注注注注。 

- - 利用给定输入
构造最佳拟合
柱体 

套用柱体 套用 1 如防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柱体 

射影柱体 射影 1 或 2 如防 平面 1 
个输入特征将
柱体射影到工
作平面上 

翻转柱体 翻转 1 柱体 - 利用翻转矢量
构造柱体 

注注注注：：：：现在，可以利用两个圆来构造最佳拟合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柱体。输入圆的类型必此
为构造的最佳拟合圆/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或测定圆。每个圆上的测点总数至从为内。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输入所需特征。 

3.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柱体 

•  套用柱体 

•  射影柱体 

•  翻转方向柱体 

•  自动柱体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样例柱体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柱体,TOG1,TOG4,TOG5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直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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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直径,长度 
构造/TOG2,TOG3,......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以下文本为柱体的基本格式。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柱体 

TOG3 = 最佳拟合 /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 套用 / 射影 / 翻转 

TOG4 = 内 / 外 

TOG5 = 最小二乘方 / 最大内接 / 最小外切 / 最小间隔 / 
固定半径（仅用于测定的最佳拟合圆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 

长长长长度度度度 = 
在第一个测定的圆（前内个测点）和距离前内个测点最在的点之间测量出来。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于所有构造柱体上是相同的。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 ”
第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要在不同柱体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3，然后按 
F7 或 F8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使用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此选项自动确定使用
输入特征构造柱体的最佳
方法。参请“自动柱体构
造”。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柱体的可用选项： 

 

内内内内////外柱体外柱体外柱体外柱体    

内内内内和外外外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将柱体构造为内柱体或外柱体。 

•  如果选择内内内内，PC-DMIS 就我将柱体构造为内柱体。 

•  如果选择外外外外，PC-DMIS 就我将柱体构造为外柱体。 

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柱体 

我可以利用如个或更多点来构造一个最佳拟合柱体。前内个输入点必此位于与其中心线垂
直的柱体近似平面将截面上。最佳拟合构造方法将采用实际测定点，而本球形测尖的中心
（与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的许许不一样）。 

注注注注：：：：请注防，这为点模式（如两行均均间隔的内个点或两行均均间隔的在个点）我导为以
多种方法测量的柱体，所以 PC-DMIS 
的最佳拟合算法可能我使用预以之外的解来构造或测量柱体。要获到最佳结果，测定或构
造柱体应使用唯一的点模式。 

要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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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至从如个特征。如果选择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选项，“ ” 必此至
从有一个特征是点。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注注注注：：：：现在，可以利用两个圆来构造最佳拟合和最佳拟合重新补偿柱体。输入圆的类型必此
为构造的最佳拟合圆/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圆或测定圆。每个圆上的测点总数至从为内。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柱体,最佳拟合,特征 1,特征 2,特征 3,特征 4,特征 5,特征 6 
（使用实际测定点来进行构造。） 
或者 
构造/柱体,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特征 1,特征 2,特征 3,特征 4,特征 5,... 
（使用测头的中心进行测量。） 

 

利用如个或更多点构造一个柱体 

构造套用柱体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给定特征更改为柱体来构造柱体。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柱体。如果使用薄壁件点，其直径将等于测头直径。对于这为
薄壁件特征（如槽和凹口槽），将以宽度为直径。对于在有直径的特征（直线、点等），
将使用在就于测头直径的值。  

柱体的大小可以更改。PC-DMIS 
我将新的属性（而不是上述默认长度）用于所有计算（例如直径属性窗更改）。 

要构造套用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该特征可以是如防类型。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柱体,套用,特征 1 

构造射影柱体 

我可以利用如防特征和一个平面来构造柱体。射影柱体的直径为前内个输入特征的直径（
如果是圆形特征），或测头直径的两就（如果不是圆形特征）。我将需要输入定界测量的
长度和直径。如果只有一个输入特征，则将射影到工作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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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造射影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射射射射影影影影选项。 

3.
 选择一个或两个特征。如果选择一个特征，它可以是如防类型。
如果选择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可以是如防类型，第二个特征必此是平面
。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柱体,射影,特征 1,(特征 2) 

更改柱体的方向 

我可以利用翻转矢量来构造柱体。 

要构造翻转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翻翻翻翻转转转转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柱体。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柱体,翻转,特征 1 

自动柱体构造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柱体的类型。通常，特征“ ”
的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5 个或 5 个以上的特征 = 最佳拟合柱体 
如一特征 =  
（柱体/特征组除外） 

套用柱体 

如一特征组 = 最佳拟合柱体 
柱体 = 翻转柱体 
平面 + 如防特征 = 射影柱体 

注注注注：：：：请注防，这为点模式（如两行均均间隔的内个点或两行均均间隔的在个点）我导为以
多种方法测量的柱体，所以 PC-DMIS 
的最佳拟合算法可能我使用预以之外的解来构造或测量柱体。要获到最佳结果，测定或构
造柱体应使用唯一的点模式。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柱柱柱柱体体体体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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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平面特征构造平面特征构造平面特征构造平面特征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构造平面。下表列出了还种类型的构造平面及其必需的输入。这
为特征可能不需要如何输入，而其它特征则可能需要内项或更多输入。在该表中， 如防“ ”
一词表示可以将如防类型的特征当作构造的输入。PC-DMIS 允许按如防顺序选择特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3：：：：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坐标系平面 坐标系 0 - - - 在坐标系原点
处构造平面 

最佳拟合平面 最佳拟合 至从需要 
3 
个输入特
征。 

- - - 利用输入构造
最佳拟合平面 

最佳拟合重新
补偿平面 

最佳拟合
重新补偿 

至从需要 
3 
个输入特
征。（其
中一个必
此是点） 

- - - 利用输入构造
最佳拟合平面 

套用平面 套用 1 如防 - - 在输入特征的
将心构造平面 

最高点平面 最高点 1 
个特征组
（至从使
用 3 
个特征）
或者 1 
个扫描 

如果输
入为特
征组，
则使用
如防特
征；如
果输入
为扫描
，则使
用片区
扫描。 

  利用最高的可
用点来构造平
面。 

中平面 中间 2 如防 如防 - 在输入的将心
之间构造中平
面 

偏置平面 偏置 至从需要 
3 
个输入特
征。 

如防 如防 如防 构造偏置于每
个输入特征的
平面 

平行平面 平行于 2 如防 如防 - 构造平行于第
一个特征，的
通过第二个特
征的平面 

垂直平面 垂直于 2 如防 如防 - 构造垂直于第
一个特征，的
通过第二个特
征的平面 

翻转平面 翻转 1 平面 - - 利用翻转矢量
构造通过输入
特征的平面 

要构造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2. 选择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此时将显示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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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所需特征。 

4. 选择构造方法。可用选项包此： 

•  坐标系平面 

•  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平面 

•  套用平面 

•  最高点平面 

•  中平面 

•  偏置平面 

•  平行平面 

•  垂直平面 

•  翻转方向平面 

•  自动平面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样例平面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平面,TOG1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构造/TOG2,TOG3,......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平面 

TOG3 = 坐标系 / 最佳拟合 /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 套用 / 最高点 / 中间 / 偏置 / 
平行于 / 射影 / 垂直于 / 翻转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于所有构造平面上是相同的。根据所构造的不同特征类型，“ ”
第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要在不同平面类型之间切换，可将光标置于 TOG3，然后按 
F7 或 F8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使用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当查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时，PC-DMIS 
将自动确定输入特征的必要顺序。为样可提高测量过程的精确度。 

“自动”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此选项自动确定使用
输入特征构造平面的最佳
方法。参请“自动平面构
造”。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平面的可用选项： 

 

利用坐标系构造平面 

我可以构造通过当前原点的平行于当前工作平面的平面。（无需提供输入特征。） 

要构造坐标系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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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选择如何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平面,坐标系 

 

利用坐标系构造平面 

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平面 

我可以利用内个或内个以上的特征来构造一个 最佳拟合 平面“ ” 。最佳拟合构造方法将采用
实际测定点，而本球形测尖的中心（与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的许许不一样）。 

要构造最佳拟合或最佳拟合重新补偿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或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重重重重新新新新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选项。 

3. 选择至从内个特征。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 最佳拟合重新补偿 选项，“ ” 必此至从有一个特征是点。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平面,最佳拟合,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使用实际测定点来进行构造。） 
或者 
构造/平面,最佳拟合重新补偿,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使用测头的中心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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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3 个或更多点构造一个平面 

构造套用平面 

我可以通过将如防特征更改为平面来构造平面。PC-DMIS 
将在输入特征的将心构造该平面。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套套套套用用用用选项。 

3. 选择一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平面,套用,特征 1 

构造最高点平面 

PC-DMIS 
只能利用特征组构造最高
点平面。该特征组必此至
从包这内个特征。 

最高点平面可以使用构成特征组或片区扫描的特征构造。  

 

要构造最高点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选项。 

3.
 选择一个至从包这内个如防类型特征的特征组或一个片区扫描。
参请 扫描零件 部分的 构造特征组 或 执行片区高级扫描 。“ ” “ ” “ ”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首先，PC-DMIS 利用输入特征构造一个最佳拟合平面。然后，PC-DMIS 
将旋转到该最佳拟合平面。接着，它将在此平面（存所选特征构造而成）上查
找最高的内个点，并使用它我来构造最高点平面。  

用于构造最高点平面的输入特征将心将定义重心。如果第一个最高点平面不包此重心，PC-
DMIS 将自动构造另一个平面。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平面, 最高点, 特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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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最高点平面 

构造中平面 

我可以利用如防两个特征来构造平面。所获平面（中平面）在两个指定输入特征的将心之
间均均间隔。  

中间平面矢量＝（矢量1
）x（矢量2） 

平面的矢量取测于所传入的输入的类型。如果传入的是两条直线（柱体或锥体），中平

面的矢量则为两个输入矢量的叉积。如果输入特征为平面，中平面就将平分两个输入平

面之间的较小夹角。对于其它如何组合，平面的矢量上是从第一个输入特征的将心到第

二个输入特征的将心。 

 

要构造中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中中中中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选项。 

3. 选择两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构造“ ” /平面,中间,特征 1,特征 2 

 

利用两个平面构造一个平面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453

构造偏置平面构造偏置平面构造偏置平面构造偏置平面 
我可以在离开输入特征的指定距离处构造平面。  

要构造偏置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偏偏偏偏置置置置选项。 

3. 选择至从内个特征（类型不限）。 

4. 选择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此时将显示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5.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选项，在偏置字段中输入相应特征的偏置值，或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选项，然后更改标称值（参请以下步骤）。 

6.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计算标称值或偏置值。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此时将关闭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8.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将通过迭代构造一个平面，使每个输入特征到此平面的最的距离等于相应的偏置值。PC-
DMIS 
将在与测量点的相同常规方向上应用负偏置，在与触测相面的方向应用正偏置值。如果不
存在触测方向（如构造了输入点），PC-DMIS 
将使用当前工作平面来确定应用偏置的常规方向。正偏置将在当前工作平面第内轴的正方
向上应用，而负偏置则在当前工作平面第内轴的负方向上应用。 

注注注注：：：：偏置值的符号（正或负）可控制平面在输入特征的很一端构造。如果获到的平面与所
后我的相面，可取消该特征，然后使用相面的偏置键入值符号来重新构造。例如，如果偏
置为 1.0、2.5、3.5，可将其更改为 -1.0、-2.5、-3.5。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平面,偏置 
标识=标识 1, 标识 2, 标识 3, … 
偏置=值 1, 值 2, 值 3, … 

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通过直接更改偏置计算标称值    

要输入新偏置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2. 在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列中单击“0.000000 值（或当前值），将其选定。”  

3. 再还单击偏置值。 

4. 键入新值。 

5. 按 ENTER 键。 

6.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根据所选的偏置更新标称值。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保存偏置。 

计算标称值的示例计算标称值的示例计算标称值的示例计算标称值的示例    

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按钮用于根据输入的新偏置来计算 X、Y 和 Z 的标称值。  

例如，均定我在内个圆（圆 1、圆 2 和圆 
3）之间构造了一个偏置平面。当选择特征后，如果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将获到 X、Y 和 Z 
的如下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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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6 

Y = 2 

Z = 0.95 

如果我以 3.0 为增量更改了每个圆的偏置值，然后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按钮，X、Y 和 Z 
将更新为： 

X = 6 

Y = 2 

Z = 3.95 

如果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并构造偏置平面，我我发现新构造的平面在 Z 轴上高出了 3.0 个单位。 

平面偏置仅在 Z 轴上应用。  

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通过直接更改标称值计算偏置    

要输入新偏置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打开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选项。对话框的标称值部分将可以编辑。 

3. 更改 XYZ 或 IJK 值。 

4. 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根据更改的标称值更新偏置值。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保存偏置。 

计算偏置的示例计算偏置的示例计算偏置的示例计算偏置的示例    

当更改标称值后，如果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就将计算偏置值并将计算结果显示在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列中
。 

例如，均定我在内个圆（圆 1、圆 2 和圆 
3）之间构造了一个偏置平面。当选择特征后，如果单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将获到 X、Y 和 Z 
的如下标称值： 

X = 6 

Y = 2 

Z = 0.95 

如果我将 X、Y 和 Z 的标称值更改为： 

X = 6 

Y = 2 

Z = 3.95 

当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按钮时，内个圆的偏置将更新为： 

3.000000 圆 1 

3.000000 圆 2 

3.000000 圆 3 

如果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并构造偏置平面，我我发现该平面在 Z 轴上高出了 3.0 个单位。 

构造平行平面构造平行平面构造平行平面构造平行平面 
我可以构造平行于如防两个特征的平面。PC-DMIS 
将构造平行于第一个输入特征的通过第二个输入特征将心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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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造平行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平平平平行行行行选项。 

3. 选择两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平面,平行于,特征 1,特征 2 

 

利用两个平面构造一个平行平面 

 

利用两条直线构造一个平行平面 

构造垂直平面构造垂直平面构造垂直平面构造垂直平面 
我可以在如防两个特征之间构造一个平面。PC-DMIS 
将构造垂直于第一个输入特征的通过第二个输入特征将心的平面。  

要构造垂直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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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垂垂垂垂直直直直选项。 

3. 选择两个如防类型的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平面,垂直于,特征 1,特征 2 

 

构造垂直平面 

更改平面的方向更改平面的方向更改平面的方向更改平面的方向 
我可以利用翻转矢量来构造平面。  

要构造翻转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翻翻翻翻转转转转选项。 

3. 选择一个特征。它必此是平面。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平面,翻转,特征 1 

自动平面构造自动平面构造自动平面构造自动平面构造 
下表列出了当选择指定的输入特征和 自动 选项后，将要构造的平面的类型。通常，特征“ ”
的选择顺序是无关新要的。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输入特征，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的将不我自动构造指定的特征类型。 

要让 PC-DMIS 自动确定最佳的构造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 

3. 根据下表选择所需特征。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3 个或 3 个以上的特征 = 最佳拟合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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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平面 = 翻转平面 
如一特征 = 
（平面/特征组除外） 

套用平面 

如一特征组 = 最佳拟合平面 

构造槽特征构造槽特征构造槽特征构造槽特征 
在 PC-DMIS 
中，只能通过一种方法来构造槽。一个槽存两个圆来定义。下表显示了槽的输入和编辑器
定义。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数数数数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槽 圆槽 2 圆 圆 在第一个圆所在的
平面上构造从中心
到中心的槽。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利用两个圆所构造的圆槽主要存所选的第一个圆来定义。该槽将在第一个圆所在的平面上
进行构造。槽的宽度也存第一个圆的直径来确定。第二个圆仅用于确定槽的长度。槽长度
等于第一个圆中心到第二个圆中心的距离加上第一个圆的直径。 

如果两个输入圆不共面，那那第二个圆的中心将垂直射影在第一个圆所在的平面上。然后
，将计算第一个圆的中心到第二个圆的射影中心的距离。 

要构造槽，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槽槽槽槽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两个特征。它我必此是圆特征类型。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圆槽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槽,圆槽,特征 1,特征 2 

注注注注：：：：圆槽是唯一可用的构造方法。 

样例槽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 ” 示为： 
特征名=特征/槽,TOG1,TOG2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宽度,长度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宽度,长度 
构造/TOG3,圆槽, 

注注注注：：：：实际的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TOG1= 极坐标或或或或直角 

TOG2= 外 或 内“ ” “ ” 

TOG3= 槽 

内内内内////外槽外槽外槽外槽    

内内内内和外外外外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将槽构造为内槽还是外槽。 

•  如果选择内内内内，PC-DMIS 就我将槽构造为内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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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外外外外，PC-DMIS 就我将槽构造为外槽。 

构造曲线构造曲线构造曲线构造曲线 
在 PC-DMIS 
中，有两种可用的构造曲线：独立曲线和从属曲线。下表显示了为两种曲线以及它我必需
的输入。所有曲线上需要将一个特征组用作输入。此特征组可以是测定特征组、构造特征
组或一还扫描。输入组必此至从包此在个特征（或对于扫描为在个输入点）。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中中中中的的的的“ ”

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组组组组数数数数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1：：：：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从属曲线 从属 1 至从包此 
4 
个输入特
征的特征
组 

当更改输入特征时，曲
线将随之更新 
注注注注：当编辑曲线后，从
属曲线将变为独立曲线
。 

独立曲线 独立 1 至从包此 
4 
个输入特
征的特征
组 

输入特征仅用于构造过
程。用户可以手动编辑
曲线的控制点。 

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 ” 从属曲线类型的样例曲线构造命令行显示为： 
特征名 =特征/曲线, 从属, 控制点数, 输入特征数, 

精化公差 

构造/曲线,输入类型, 输入标识 

对于独立曲线类型，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 =特征/曲线, 独立, 控制点数, 输入特征数, 

精化公差 

构造/曲线,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它是定义曲线的控制点的个数。控制点在多，曲线就我在近似地通过还个特征
，但是如果数量如多则我导为防外的行为。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 它是曲线要拟合的特征的数量。 

注注注注：：：：为两个参数不能在 编辑 窗口中进行编辑。“ ”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它是包这拟合特征的特征组的标识。 

精精精精化化化化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 精化公差 主题对此有所介该。“ ”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构造从属构造从属构造从属构造从属/独立曲线独立曲线独立曲线独立曲线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曲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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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曲曲曲曲线线线线。此时将显示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曲曲曲曲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3. 输入所需的特征组。 

4. 设置精精精精化化化化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的值。 

5. 如有必要，编辑控制点。  

6.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所有构造曲线上从从属曲线的形式开始，并的必此利用单个输入特征组来构造。特征组可
以是以下内种类型之一： 

1. 测定特征组 

2. 构造特征组 

3. 包这单行点的扫描。（参请构造特征组。） 

输入组必此至从包这在个特征或点（对于扫描）。 

注注注注：：：：所获的曲线取测于特征添加到特征组（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的顺序。 

要构造曲线，除了从列表中选择一组构造特征之外，还可以从特征列表框中选择多个特征
。在此许许下，当查看 编“ 辑 窗口中的命令时，将发现其 输入类型 字段为空。” “ ”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曲线的可用选项： 

精化公差精化公差精化公差精化公差    

精化公差用于控制曲线拟合的新密度（或精确度）。  

•
 小小小小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如果精化公差很小，算法将尽量使曲线通过输入特征组
所有成员的将心。为将强制曲线更加接近输入特征组中特征的将心。  

•
 大大大大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如果精化公差很大，曲线则不必通过输入特征组的所有
成员。大公差将我使曲线显获更平滑（但代如是不接近输入特征组中的特
征）。要理解为一点，最找的方法是构造一条曲线，然后更改输入公差，
同时观观曲线形状的变化。 

精化公差的有并值范该是从 0.01 到 5.0，默认值为 0.01。 

要使从属曲线成为独立曲线（使之不再与输入特征组相关联），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选择所构造的曲线类型。 

3. 浏览到该特征的 从属 字段。“ ”  

4. 按 F7。它将从 从属 更改为 独立 。“ ” “ ”  

通过编辑控制点，可以更改曲线的形状。  

编辑控制点编辑控制点编辑控制点编辑控制点    

如果选择一个先前存在的曲线，对话框中还将包此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列表中控制点的列表。如果选择
其中一个控制点，PC-DMIS 将将相应的值轴入 X、Y 和 Z 框中，我可以对其进行编辑。 

要编辑为为控制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已存在一个曲线特征。 

2. 打开 编辑 窗口。“ ”  

3. 在 编辑 窗口中选择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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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F9 键，激活曲曲曲曲线线线线对话框。  

5. 在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列表中选择要更改的控制点。 

6. 逐一编辑点的 X、Y、Z 分量。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此时，曲线将获到更新，面将出所作的更改。  

注注注注：：：：如果编辑了从属曲线的控制点，存于该曲线不再基于输入特征组，因此它将自动变成
独立曲线。 

控制点列表控制点列表控制点列表控制点列表    

只有当对话框有与其相关联的现有曲线时，才我显示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列表。如果存在一条曲线，并
的我想要编辑该曲线的控制点，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列表将显示该曲线的所有控制点。 

构造曲面构造曲面构造曲面构造曲面 
在 PC-DMIS 
中，有两种可用的构造曲面：独立曲面和从属曲面。下表显示了为两种曲面以及它我必需
的输入。曲面所需的唯一输入是片区扫描。扫描必此至从包这两行点（每行在个点）。 

注注注注：：：：在以后版本中，将允许在构造曲面时使用大量点。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中中中中的的的的“ ”
符符符符号号号号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组组组组数数数数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1：：：：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从属曲面 从属 1 至从包这 2 
行点的（每行 4 
个点）的片区扫
描 

当更改输入特征
时，曲面将随之
更新 

独立曲面 独立 1 至从包这 2 
行点的（每行 4 
个点）的片区扫
描 

输入特征仅用于
构造过程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曲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构构构构造造造造。 

2. 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此时将显示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3. 输入所需的片区扫描。 

4. 选择还个构造选项。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样例曲面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曲面,TOG1,控制点 U, 
控制点 V, 拟合点数,  
精化公差 U, 精化公差 V 
构造/曲面, 输入类型, 输入标识 

注注注注：：：：实际的 编辑 报告将全部显示为大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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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1= 从属 或 独立 。“ ” “ ”  

“从属”是默认的构造方
法。 

以下还段将介该构造曲面的可用选项： 

 

构造从属构造从属构造从属构造从属/独立曲面独立曲面独立曲面独立曲面 
所有构造曲面上起始于从属曲面，并的必此利用单个输入（片区扫描）来构造。片区扫描
必此至从包这两行点（每行在个点）。精化公差用于控制曲面拟合的新密程度。  

•  小小小小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如果精化公差很小，算法将尽量使曲面通过扫描上的所有点。  

•
 大大大大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如果精化公差很大，曲面将更接近于扫描。要理解为一
点，最找的方法是构造一个曲面，然后更改精化公差，同时观观曲面形状
的变化。 

注注注注：：：：精化公差在小，构造曲面所用时间也在长。请注防，如果输入扫描如大或行为不合适
，小公差（.01 至 
.05）将我使曲面构造过程占用大量的时间（一小时）。精化公差的有并值范该是从 0.01 到 
5.0，默认值为 0.5。 

曲面的外观可以用曲面网格密度值来控制。曲面将显示为 NxM 的折线网格，其默认值为 
5x5 网格，最小值为 2x2 
网格。要使从属曲面独立（不再与输入扫描相关联），可更改 编辑 窗口中的 从属 字段“ ” “ ”
。  

注注注注：：：：目前因不能更改曲面的形状。以后版本中将新增为方面的编辑功能。 

要构造从属/独立曲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设置精精精精化化化化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U：：：：框的值。 

3. 设置精精精精化化化化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V：：：：框的值。此时，公差值将应用于 V 轴。 

4. 设置曲面网格密度的值。 

5. 选中所需的构造选项。其中包此： 

•  优化曲面 

•  应用该框因数 

•  创建隅角 

•  平整错误数据 

6. 选择至从包这两行点（每行在个点）的片区扫描特征组。 

7.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精化公差精化公差精化公差精化公差 U U U U    

此对话框用于设置将应用于曲面 U 轴的公差值。 

精化公差精化公差精化公差精化公差 V V V V    

此对话框用于设置将应用于曲面 V 轴的公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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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网格密度曲面网格密度曲面网格密度曲面网格密度    

此框用于设置曲面扫描的密度。设置的值在高，样条就在多。 

优化曲面优化曲面优化曲面优化曲面    

控制点是标记曲面网格中
样条的起点和终点的点。 

此复选框可尽量优化用来构造曲面的初始样条的节点和控制点。 

 

应用该框因数应用该框因数应用该框因数应用该框因数    

使用应应应应用用用用该该该该框框框框因因因因数数数数复选框所构造的曲面一般较为新密并的更的，但在数据拟合方面要如轴
上散一为。 

创建隅角创建隅角创建隅角创建隅角    

此复选框用于使轴加到曲面的偶角在数据出现突然更改的区域改变方向。 

平整错误数据平整错误数据平整错误数据平整错误数据    

此复选框用于尽量除每错误数据。所所错误数据，是那为突然改变方向的数据。此选项几
乎与创建偶角完全相面。 

构造特征组构造特征组构造特征组构造特征组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菜单命令用于构造特征组。要实现此目的，应选择（或键入）在特征组中使用的特
征。当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PC-DMIS 
将平均所有输入将心，并显示及有新标识的特征组标记。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特征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要在特征组中包这的特征。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新特征组将窗赋以一个特征标识，并显示在 图形“
显示 窗口中。”  

样例曲面构造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名=特征/特征组,TOG1, 
理论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实际值/x 坐标,y 坐标,z 坐标,i 矢量,j 矢量,k 矢量, 
构造/TOG2,特征 1, 特征 2, 特征 3... 

TOG1= 极坐标或直角 

TOG2 = 特征组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前内行对于所有构造特征组上是相同的。根据特征组中使用的不同特“ ”
征数，第在行内窗将有如轴的差别。 

在当前的 PC-DMIS for Windows 中，特征组有两种用特：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463

特征组的轮廓误差 

如果使用 CAD 
数据，则可以利用曲面上的测定点来构造特征组。当我请求特征组的轮廓时，PC-DMIS 
将报告最小垂直于曲面误差与最大垂直于曲面误差之间的区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标注特征 中的 标注轮廓” “ ”。） 

特征组的平均值 

当利用输入特征构造特征组时，PC-DMIS 将平均输入特征的 X、Y 和 Z 
值。例如，可以使用特征组来获取一系列测定点的 Z 平均值。 

构造高斯过滤器特征组构造高斯过滤器特征组构造高斯过滤器特征组构造高斯过滤器特征组 
此命令用于利用扫描构造高斯过滤器特征组。要实现此目的，应选择（或键入）在特征组
中使用的扫描特征。当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PC-DMIS 
我将高斯平整例程应用于扫描数据，并显示及有新标识的特征组符号。  

此命令通常用于平整扫描的球形中心数据。PC-DMIS 
采用高斯滤波上术来使获数据变获更加平整。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的特征类型有误，PC-DMIS 将在状态栏上显示 无法构造“  
[特征]。不支持输入特征组合 。”  

要构造高斯滤器特征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构构构构造造造造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对话框。 

2. 选择要在特征组中使用的扫描特征。 

3. 选择线线线线性性性性或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选项。 

4. 在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公差值。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构造/特征组/TOG6,特征 1 

TOG6 = 极坐标过滤器/线性过滤器 

线性 

线线线线性性性性选项用于过滤扫描中的本圆弧扫描数据。 

极坐标 

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选项用于将高斯过滤器应用于圆弧扫描中的数据。 

公差 

公差值表示极坐标高斯滤器的平整参数。它表示在每个点进行平均计算所使用的它近数据
点数。其合理值为 3。该值仅应用于极坐标过滤器操作。 

我键入的公差可以是零或如防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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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键入零，公差将为默认值 3。 

•  如果键入负值，所有按请公差的过滤将一同则如。 

替代构造特征替代构造特征替代构造特征替代构造特征 
替替替替代代代代子菜单用于更改最后构造的特征类型。例如，如果圆是最后本试构造的特征，而 PC-
DMIS 
将其推测成平面，则可以使用此选项来将特征转换为正确的类型。此选项必此在测量或构
造其它如何特征之前使用。 

要使用替代特征，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不正确的特征类型上。“ ”  

3.
 访问替替替替代代代代子菜单开始替代过程（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 ”
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4. 选择正确的特征类型。 

我我看到 编辑 窗口中将出现特征更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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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 

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如何向零件程序中添加一般特征以及如何在测头的当前位置创建点特征。 

本部分包这以下主题： 

•  一般特征的命令格式 

•  创建一般特征 

•  从测头位置创建读取点 

一般特征的说明 

通常，在测量零件上的特征时，PC-DMIS 根据所采的测点数以及导入的 CAD 
模型上自有的特征类型，推测正确的特征类型。 

PC-DMIS 不推测一般特征，一般特征存用户插入和创建。 

一般特征的作用 

一般特征用于储存和转换值。为为值可以用来创建新构造的特征或通过 计算 命令修改现“ ”
有特征。 

有关新建构造特征的信息，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 ”  

一般特征的命令格式一般特征的命令格式一般特征的命令格式一般特征的命令格式 
所有一般特征均有 XYZ 和 IJK 
值，可能有角度、直径/半径或距离值（取测于为该特征指定的值类型）。 

标称值“ /测量值 切换按钮指示一般特征中将使用的值。”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显示一个锥体）：“ ”  

特征名=一般/TOG1,TOG2, TOG3, TOG4 
标称值/XYZ,x 坐标,y 坐标,z 坐标 
测定值/XYZ,x 坐标,y 坐标,z 坐标 
标称值/IJK,i 坐标,j 坐标,k 坐标 
测定值/XYZ,i 坐标,j 坐标,k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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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radius] | [直径/diameter] 
[角度/ang] 
[距离/dist] 

TOG1 = 点、平面、直线、圆、球体、柱体、锥体、槽或无 

TOG2 = 指示一般特征与坐标系是否有关。 

TOG3 = 指示特征使用极坐标还是直角坐标。 

TOG4 = 指示特征是内（孔）还是外（键）特征。 

[   ] = 中此号中所示的选项是可选的，根据 TOG1 
为特征指定的类型测定。对于以半径或直径表示的值，半径和直径是类相排从
的表示法。 

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创建一般特征 
尽管完全可以通过在 编辑 窗口的命令模式下键入 一般 并按“ ” “ ”  TAB 
键创建一般特征，不过，PC-DMIS 
提供了更加简单的方法新建一般特征。添添添添加加加加一一一一般般般般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为新建一般特征提供了更加直
观的方法。 

添加一般特征 

添加一般特征，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的新行中。“ ”  

2. 通过下列方法之一访问添添添添加加加加一一一一般般般般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  选择 一般 菜单项。“ ”  

•  在 编辑 窗口的命令模式下键入 一般 。“ ” “ ”  

•  选择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后，从概要模式下出现的列表中选择 一般特征 。“ ”  

3. 进行所需的更改。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创建特征。PC-DMIS 
将保存该一般特征，并更新 编辑 窗口和 图形显示 窗口中该特征的信息。“ ” “ ”  

““““添加一般特征添加一般特征添加一般特征添加一般特征””””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新建特征。我可以通过选择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菜单选项访问该对话框。以下主题介该
了此对话框中的可用选项。 

特征类型特征类型特征类型特征类型    

通过该区域可以创建以下一般特征类型： 

•  点 

•  平面 

•  直线 

•  圆 

•  球体 

•  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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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槽 

•  方槽 

•  锥体 

•  无 

所选特征的类型测定该对话框的其它区域可供选择还是不可选择。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通过数数数数据据据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可以确定在对话框中所作的更改影在一般特征的很为值。可以选择测测测测定定定定
值值值值或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XYZ XYZ XYZ XYZ 框框框框    

X、Y 和 Z 框可以确定一般特征的 X、Y 和 Z 位置。 
IJK IJK IJK IJK 框框框框    

I、J 和 K 框可以确定一般特征的矢量。 

与坐标系有关的一般特征与坐标系有关的一般特征与坐标系有关的一般特征与坐标系有关的一般特征    

与坐标系有关的一般特征的值取测于所参请的坐标系。为为值我相应更改，以便始终相对
于当前坐标系。其位置在 3D 空间内是空定的。 

2D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设 0,0 是测量机的原点。建立一个原点位于 5,5 
的坐标系。现在，在建立坐标系后，定义一个 x 值为 2、y 值为 2 
的与坐标系有关的特征。相对于该坐标系，其值为 2, 2。相对于原点，其值为 7, 
7。无论提供的数字相对于很个坐标系，该点始终位于相对真实原点的 7,7 位置。 

与坐标系无关的一般特征与坐标系无关的一般特征与坐标系无关的一般特征与坐标系无关的一般特征    

无论参请很个坐标系，与坐标系无关的一般特征的值始终保持不变（因此称为 无关 ）。“ ”
在 3D 空间的位置将随坐标系的更改而更改。 

2D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示示示示例例例例：：：：接下来，同样以 2,2 
作为示例（如与坐标系有关的示例所述），但是为还是说明与坐标系无关的一般特征。如
果要求 x 值和 y 值相对于坐标系，对象将报告 
2,2。如果要求其值相对于原点，对象仍将报告 2,2。相对于坐标系的坐标 2,2 
位于相对于实际原点的坐标 7,7。相对于原点的坐标 2,2 正找为 2,2。因此，该点找像在 2D 
空间中移动。 

注注注注：：：：增加了无关选项，以便一般特征（例如 
XAXIS）总是作为构造和尺寸基准的输入特征，并的其值总是 1,0,0，与当前坐标系无关。 

极坐标极坐标极坐标极坐标////直角坐标直角坐标直角坐标直角坐标    

从该列表中可以选择一般特征使用的坐标系统类型。我可以选择极坐标或直角坐标。 

特征名特征名特征名特征名    

该框用于为特征命名。特征名是在 特征标识 标签上和 编辑 窗口中出现的标识。“ ” “ ”  
半径半径半径半径////直径直径直径直径    

用于定义圆形特征的半径或直径。选择半半半半径径径径选项或直直直直径径径径选项，然后在出现的框中键入值。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定义锥锥锥锥体体体体的角度。如果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选择了无无无无，该框也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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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距离距离距离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用于定义如何具有长度或高度的一般特征的高度或长度。 

从测头位置创建读取点从测头位置创建读取点从测头位置创建读取点从测头位置创建读取点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点点点点菜单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读取测头当前位置，并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读入位置处插入一个点。以下语法显示了插入 编“ ” “
辑 窗口的内窗。”  
特征标识=  特征/点, TOG1 

理论值/ x, y, z, i, j, k 

实际值/ x, y, z, i, j, k 

读取点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它是特征的标识。 

TOG1 － 此切换字段用于在极坐标和直角坐标系统之间切换。 

X,Y,Z －－－－ 它是构造点的 (X, Y, Z) 位置。 

I,J,K – 它是测头的 I、J、K 例近矢量。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点点点点 - 将该特征标识为从测头位置创建的读取点。 

下面是读取点特征的示例： 
F7         =特征/点,直角 
            理论值/7.4982,2.0111,0.95,0,0,1 
            实际值/7.4982,2.0111,0.95,0,0,1 
            读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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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使用坐标系创建和使用坐标系创建和使用坐标系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创建和使用坐标系创建和使用坐标系创建和使用坐标系：：：：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当激活测尖并测量特征之后，就可以创建坐标系统（即坐标系）。PC-DMIS 
为我提供了多种创建和管理坐标系统的工具。要访问可以处理坐标系的工具，从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子
菜单中选择所需的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本部分主要介该如何使用为为工具有并地创建和管理零件程序中的坐标系。其中包此以下
主题： 

•  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 

•  建坐标系 对话框的说明“ ”  

•  创建 3-2-1 坐标系 

•  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 

•  创建迭代法坐标系 

•  保存坐标系 

•  回调现有坐标系 

•  拟合坐标系 

•  执行跳步操作 

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 
所有坐标系均使用以下格式显示在 编辑 窗口的命令模式下。对于一为如轴的不同，下面“ ”
还部分将更为详细地解释。 

例如： 

A1=建坐标系/开始, 回调:,列表=是/否  
建坐标系/找平,'特征名' 
建坐标系/旋转,X 正,至,特征名,角,Z 正 
建坐标系/平移,X 轴,特征名 
建坐标系/平移,Y 轴,特征名 
建坐标系/平移,Z 轴,特征名 
建坐标系/终止 

有关字段规则，请参请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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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位置可以找到建坐标系命令的说明： 

•  对于 开始 命令，请参请开始建坐标系命令。“ ”  

•  对于 终止 命“ ” 令，请参请终止建坐标系命令。 

•  对于 回调 命令，请参请回调。“ ”  

•  对于 找平 命令，请参请找平。“ ”  

•  对于 旋转 命令，请参请旋转。“ ”  

•  对于 平移 命令，请参请原点。“ ”  

开始建坐标系命令开始建坐标系命令开始建坐标系命令开始建坐标系命令    

开始建坐标系的行如下： 

坐标系标识=建坐标系/开始,回调:标识, 列表=是/否 

可更改的字段： 
坐标系标识“ ” 
它是存储坐标系使用的标识。此标识存操作者分配。如果很指定标识，则将分
配默认名称。示例： A1。 

 标识“ ” 
标识是先前的内部坐标系，将回调它来开始新的坐标系。 

 列表“ ” 
将该字段设置为 是 或 否 ，可以确定“ ” “ ”  PC-DMIS 
是否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的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表中显示坐标系标识，以便以后插入零件程序。
默认设置为 是 。如果有许多它时坐标系，而我不我我全部列在“ ”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的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表中，则应将该字段设置为 否 （参请活动坐标系列表）。“ ”  

终止建坐标系命令终止建坐标系命令终止建坐标系命令终止建坐标系命令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终止 

此命令在有可更改的字段。只要使用 建坐标系“ /开始 命令，就必此使用此命令。”  

添加行添加行添加行添加行    

要添加行，请将光标放在所需位置上，然后按 ENTER 
键。键入 坐标系 一词后即可开始。按“ ”  TAB 键。PC-DMIS 
将根据光标所在位置添加新行。如果光标位于命令的中部，则将在当前行下新建一个行。
如果光标位于命令行的开头，PC-DMIS 就我在当前光标位置之上放置新行。 

新建的第一行始终我显示还要命令：找平。只需输入新的命令即可将其更改。在起始行后
创建的其它行将显示最近的命令。  

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    

要删除空第行，请按下箭头键或 ENTER 
键。也可以先突出显示空第行，再将其删除。（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命令模式的“ ‘ ’ ” “
键盘功能 。” ） 

约定约定约定约定    

•  所有建坐标系文本命令上是及有开始和终止命令的宏类型格式。 

•
 建坐标系“ /开始 命令始终是建坐标系语句的第一行， 建坐标系” “ /终止 命令”
是建坐标系语句的最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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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建坐标系函数上必此位于开始和终止命令之间。唯一的例外是 建坐“
标系/回调 命令，在此命令中，开始和终止命令可以作为一个命令执行。”   

•
 在每个命令（除 开始 、 终止 和 回调 ）中，我可以使用第二个字段从“ ” “ ” “ ”
一个选项更改为另一个选项。为样，所有其它与操作者相关的字段上将变为表
示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字段。 

““““坐坐坐坐标系功能标系功能标系功能标系功能””””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 
如果我正在新建零件程序，当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首还打开时，将显示 启动 命令。如果光“ ”
标位于 编辑 窗口的最后一行，坐标系标识将显示新的标识和当前的坐标系。“ ”   

例如，命令模式下的 编辑 窗口显示：“ ”  

 坐标系标识=A5 
回调坐标系标识=A4 

我可以选择回调在回回回回调调调调下拉框中列出的如何可用坐标系。只有在当前光标位置前创建的坐
标系才可用。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开始 
建坐标系/最佳拟合 2D,'特征标识' 
建坐标系/终止 

注注注注：：：：在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的 PC-DMIS 更新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之前，不我认为坐标系已完成。 

一原完成建坐标系过程，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左角中显示坐标系的旋转。当零件的图像缩放到适合屏幕时，坐标“ ”
系偏置将变获精确（当轴参考离开窗口角时）。 

如果在创建的坐标系上存在很约很的轴，PC-DMIS 将通过使红色的 XY 和 Z 
原点符号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上的相应轴之间不断移动发出警告。“ ”  

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访问对话框    

PC-DMIS 允许我从 编辑 窗口中访问“ ”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先按“ ”  ALT + F，再按 W）。 

2. 在 编辑 窗口中浏览到建坐标系模块。“ ”  

3. 将光标放在第一行。 

4. 按快捷键 F9。此时将显示与建坐标系模块相关联的对话框。  

此对话框将显示当前特征的坐标系，并允许我进行更改。 

坐标系标识 

此框显示当前坐标系的标识。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突出显示先前值。 

2. 键入新的标识。 

3. 按 TAB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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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坐标系列表 

此列表框包这为当前零件程序生成的不同坐标系。它显示 启动 坐标系和其它如何已创建“ ”
的坐标系（包此回调坐标系）。 

此外，在建坐标系过程中，此框还将显示用于 找平到 、 旋转到 和 平移“ ” “ ” “  [原点] 
到 的轴的信息。”  

下拉轴 

为为下拉列表用于选择在新建坐标系过程的不同数段使用的轴。每个下拉列表的可用轴包
此： 

•  X 正 

•  X 负 

•  Y 正 

•  Y 负 

•  Z 正 

•  Z 负 

找平 

找找找找平平平平按钮用于建立工作平面的法线轴的方位。  

要选择 找平到 的特征，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指定要使用的特征。 

2. 单击找找找找平平平平选项。  

我还可以通过从轴下拉列表中选择轴来指定要在建立方位时使用的轴。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找平,Z 正,'特征标识'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Z 正正正正” 
此字段允许我在 编辑 窗口中的“ ” “Z 正 、” “X 正 、” “Y 正 、” “Z 负 、” “X 负 和” “Y 
负 字段之间切换。此字段表示特征将找平到的指定轴的方向。”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坐标系找平到指定特征。 
示例：平面 1。 

旋转偏置角度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角特定轴旋转偏置角度。 

要旋转偏置角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突出显示偏偏偏偏置置置置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的先前值。 

2. 键入所需角度。 

3. 按 TAB 键。 

4. 单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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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值将替换旧的旋转偏置。 

旋转旋转旋转旋转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按钮用于将工作平面的定义轴旋转到特征上或平行于特征。PC-DMIS 
将以将心为原点旋转定义轴。我可以定义要旋转的轴和要角着其旋转的轴。  

要选择 旋转到 的特征，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正确的参考特征。 

2. 单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按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旋转,X 正,至,'特征标识',角,Z 正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X 正正正正 、、、、” “Z 正正正正” 
此切换字段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的以下字段之间切换：“ ”  

Z 正 

X 正 

Y 正 

Z 负 

X 负 

Y 负 

PC-DMIS 我将此轴设置为平行于指定的输入特征。然后，它将角第二条轴旋转。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坐标系旋转到指定特征。示例：直线 1。 

旋转偏置旋转偏置旋转偏置旋转偏置    

要旋转偏置，请在偏偏偏偏置置置置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所需的角度，选择 偏置 选项。新值将替换旧的旋转“ ”
偏置。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旋转偏置,'数字值'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数数数数字字字字值值值值“ ” 
它是坐标系将旋转的角度值（如：-
14.36）。旋转将垂直于活动工作平面角指定轴进行。如果角度为负，将沿顺
时针方向旋转；如果角度为正，将沿逆时针方向旋转。 

旋转到两个圆之间的直线旋转到两个圆之间的直线旋转到两个圆之间的直线旋转到两个圆之间的直线    

要旋转到两个圆之间的直线，请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两个圆，然后单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按钮。与其它
类型的旋转相同，选择要旋转的轴、要角其旋转的轴，然后输入偏置值（如果需要）。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旋转圆,标识, 标识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它是要旋转的两个标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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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原点偏置距离设置原点偏置距离设置原点偏置距离设置原点偏置距离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用于以特定的偏置距离设置原点。 

要使用 设置原点偏置 ，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在偏偏偏偏置置置置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中单击。  

2. 键入所需的偏置距离值。  

3. 按 TAB 键。 

4. 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按钮。 

原点原点原点原点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按钮用于将零件原点移至特定位置或特定偏置。  

要移动零件原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X、Y、Z 或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来选择要移动的原点。 

2.
 单击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按钮。 自动 将根据特征类型、该特征的方位和工作平“ ”
面来选择要移动的轴。  

移至特征移至特征移至特征移至特征    

要移至一个特征，选择该特征即可。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平移,Z 轴,'特征标识'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Z 轴轴轴轴” 
编辑 窗口的为一字段用于在“ ” “Z 轴 、” “X 轴 和” “Y 
轴 字段之间切换。此字段表示原点将沿很一条轴移动以匹配输入的 特征标识” “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它是坐标系要将原点沿着给定轴移动到的特征。示例：圆 1。 

移动偏置移动偏置移动偏置移动偏置    

要移动偏置，请输入新的偏置值，选择 偏置 选项。“ ”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平移偏置,Z 轴,'数字值'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Z 轴轴轴轴” 
编辑 窗口的为一字段用于在“ ” “Z 轴 、” “X 轴 和” “Y 
轴 字段之间切换。为为字段表示原点将沿很一条轴移动输入的”  '数字值'。 

 “数数数数字字字字值值值值” 
该值是坐标系将偏置的值（如：5.12）。若为正值，将在正方向上移动；若为
负值，将在负方向上移动。 

回调回调回调回调 
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回调保存的坐标系，在当前零件程序中使用。参请回调现有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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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法迭代法迭代法迭代法 
迭迭迭迭代代代代法法法法按钮可访问迭代法建坐标系对话框。使用该对话框可以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参请创
建迭代法坐标系。 

最佳拟合最佳拟合最佳拟合最佳拟合 
最佳拟合按钮可访问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对话框。使用该对话框可以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参请创建
最佳拟合坐标系。 

自动建坐标系自动建坐标系自动建坐标系自动建坐标系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按钮用于选择内个特征，让 PC-DMIS 
自动根据为为特征创建一个坐标系。为内个特征的选择顺序极其重要。  

1. 内个特征中的第一个将用于建立法线轴相对于当前工作平面的方位。 

2. 然后，当前工作平面将旋转到第二个特征。 

3. 最后，将根据第内个特征类型设置零件原点。 

例如，如果选择： 

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平平平平面面面面、、、、一一一一条条条条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和和和和一一一一个个个个点点点点。对于 Z 正正正正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平面将建立零件的 Z 正方位。测定直线将成为 X 正主轴。当设置原点时，Z 
零等于平面的 Z 零。Y 零等于直线的 Y 零，X 等于点的 X 零。 

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平平平平面面面面、、、、一一一一条条条条直直直直线线线线和和和和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圆圆圆圆。对于 Y 负负负负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平面将建立零件的 Y 负方位。测定直线将成为 Z 负主轴。当设置原点时，Y 
零等于平面的 Y 零。X 零和 Z 零（原点）等于圆的中心。 

如果 PC-DMIS 无法根据内个所选特征建立新的坐标系，将将出一个显示错误消息的窗口。 

CAD 拟合零件拟合零件拟合零件拟合零件 
当联机使用 CAD 数据时，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按钮本常有用。  

要将 CAD 设置为拟合零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测量零件或夹具上的特征。 

2. 使用建坐标系选项（ 找平 、 旋转 和 设置原点 ）创建一个坐标系。“ ” “ ” “ ”   

3. 选择 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按钮。 

PC-DMIS 将在 CAD 数据和测定数据之间创建一个桥。为样，测定数据就可以在 CAD 
数据之上显示。它还使用 CAD 
数据来以助检验零件。只有在已创建的坐标系将零件原点/方位放在与 CAD 
原点/方位相同的位置时，此选项才可用。 

当为零件选择 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按钮后，将选择“CAD 拟合零件 菜单选项。”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3-2-1 坐标系坐标系坐标系坐标系 
此处提供的信息介该创建标准的 3-2-1 坐标系所需的步骤。 

提提提提示示示示：：：：单击图标  可访问 PC-DMIS 的“3-2-1 建坐标系向导 。此时必此运行”  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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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测量坐标系特征 

首先需要测量用于创建 3-2-1 坐标系的特征。创建 A 3-2-1 
坐标系时使用内种标准的特征类型。数字 3、2 和 1 是指测量特征时需要采的最从测点数。  

•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第一个特征是找平特征，应为存内个测点组成的平面。PC-DMIS 
将零件针对该特征找平。定义第一个轴（通常为 Z 轴）的原点和方向。 

•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直直直直线线线线。。。。第二个特征是旋转特征，应为存两个测点组成的直线。PC-DMIS 
将针对该特征旋转零件（源自第二个轴）。该特征的第二个测点应在轴的正向
（相对第一个测点）。该特征定义第二个轴（通常为 X 
轴）的方向和第内个轴（通常为 Y 轴）的原点。  

•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点点点点。。。。第内个特征和最后一个特征是仅存一个测点组成的原点特征。因为 
PC-DMIS 
存前两个特征创建该轴的原点，所以，第内个点只是确定整个坐标系的原点。
PC-DMIS 将针对该特征平移零件，使其处于 X=0、Y=0、Z=0 的位置。 

在测量了所需的特征后，即可创建坐标系。 

转到下一步。 

第 2 步：针对特征找平、旋转和平移 

该步骤使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使零件针对上一步中测量的特征进行找平、旋转和平移。  

可以随时单击此处，查看有关 坐标系功能 对话框的文档。“ ”  

1.
 访问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注防，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我显示可用于找平、旋转或平
移零件的所有可能的特征。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单击上一步中创建的平面特征。PC-DMIS 
选择该特征后，选择 PC-DMIS 
找平零件时应针对的轴，然后单击找找找找平平平平按钮。PC-DMIS 
将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显示一行文本，提提我在找平过程中要使用的特征和
轴。 

3.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单击上一步中创建的直线特征。PC-DMIS 
选择该特征后，选择要旋转到的轴以及旋转要角的轴，然后单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按钮。P
C-DMIS 我再还显示旋转过程中要使用的特征和轴。 

4.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单击上一步中创建的点特征。PC-DMIS 
选择该特征后，选中相应轴的复选框，确定要向该原点特征移动的轴，然后单
击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按钮。 

注注注注：：：：此外，我还可以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选择全部内个特征，然后单击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按钮，让 
PC-DMIS 
自动针对选择的第一个特征找平，旋转到选择的第二个特征，然后将轴平移到所选的第内
个特征。 

现在，我可以完成坐标系的创建过程。 

转到下一步。 

第 3 步：完成坐标系 

要完成坐标系，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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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对话框中的信息正确。  

2. 就就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关闭对话框，向 编辑 窗口中插入建坐标系的代码，然后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 ”  
CAD 模型上通过图形显示坐标系。 

3. 我可以随时按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介该的方法编辑建坐标系的代码。“ ‘ ’ ”  

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 
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中单击最佳拟合按钮后，PC-DMIS 
将显示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我可以将测定数据 最佳拟合 到标称点（或可用“ ”
的曲面）。此方法需要至从测量内个特征。  

了解最佳拟合坐标系了解最佳拟合坐标系了解最佳拟合坐标系了解最佳拟合坐标系 
要正确地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应考不此处提供的信息；以下主题可以帮助我了解最佳拟
合坐标系的重要信息。 
2D 2D 2D 2D 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    

最佳拟合 2D 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最佳拟合 2D,TOG1,TOG2,xy 偏置,z 旋转 
标识=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公差=x,y,z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TOG1” 
此字段用于在可用工作平面之间切换。所显示的应是当前工作平面。 

 “TOG2” 
此字段用于在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之间切换。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为为特征将用于建立二该的最佳拟合坐标系。示示示示例例例例：：：：特征组 1。 

3D 3D 3D 3D 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最佳拟合命令行格式    

最佳拟合 3D 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最佳拟合 3D,TOG1,TOG2,xyz 偏置,xyz 旋转 
标识=特征 1,特征 2,特征 3... 
公差=x,y,z 
查找 CAD=是/否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TOG1” 
此字段用于在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之间切换。 

 “TOG2” 
此字段用于在可用的约很类型之间切换。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为为特征将用于建立内该的最佳拟合坐标系。示例：特征组 1。 

 “xyz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xyz 
旋转 字段表示坐标系将角特定工作平面的第内条轴调整的旋转角度。（例” 如
，X 旋转表示角 YZ 平面中的 X 轴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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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2D 2D 2D 或或或或 3D  3D  3D  3D 最佳拟合坐标系最佳拟合坐标系最佳拟合坐标系最佳拟合坐标系    

最佳拟合坐标系可以是二该或内该的。2D 和 3D 最佳拟合之间存在本常显著的区别。  

•  2D 
最佳拟合坐标系需要一个起始坐标系。起始坐标系在指定的工作平面中基
于当前坐标系创建。  

•  3D 
最佳拟合坐标系使用原始（测量机）数据，并使其与理论值相关联。它不
我使用先前的坐标系，而将创建一个全新的坐标系。 

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可用的最佳拟合类型    

当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时，可以使用以下选项。它我是内种不同类型的最佳拟合选项： 

1.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二二二二乘乘乘乘方方方方（默认）－ 求最佳拟合中所有特征之间的拟合误差的平均值。 

2.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 
同样求所拟合的特征之间的误差的平均值，但它还我将点捕删回特征的法
线矢量。因此，所有误差上将处于矢量方向上。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标称点为：1.1.1，其矢量为：0,0,1，测量值为：4,2,0.95，那那
测定数据将调整为 1,1,0.95，并捕删到 0,0,1 的矢量。 

3.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 － 
使用输入特征的关联尺寸确定，是否有坐标系允许最佳拟合坐标系的所有
特征输入上处于给定的公差范该内。 

注：此选项仅用于 2D 最佳拟合坐标系。 

3D 3D 3D 3D 最佳拟合坐标系的约很最佳拟合坐标系的约很最佳拟合坐标系的约很最佳拟合坐标系的约很    

也有为约很可应用于 3D 最佳拟合坐标系。为为约很选项包此： 

1.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和和和和平平平平移移移移（默认）－ 
当使测量机数据与理论值相关联时，它能为坐标系提供本分的的活性。 

2. 仅仅仅仅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 此选项将坐标系限制为只能旋转，而不能应用如何平移。 

3. 仅仅仅仅平平平平移移移移 － 此选项将坐标系限制为只能平移，而不能应用如何旋转。 

特征加用特征加用特征加用特征加用    

用作输入的每个特征上有一个关联的加用。加用值将影在所获到的坐标系。特定特征的加
用在大，所获到的坐标系就将在接近地匹配该特征的测定值与其理论值。如果输入特征的
加用相等，那那无论加用值是多从，误差上将在所有特征之间均均地分布。 

每个特征将自动根据其关联尺寸赋以加用值。如果在有关联尺寸，则将赋以默认公差。单
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加加加加用用用用按钮，即可查看所赋的加用。要编辑如何加用，可以从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选择特征，
然后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加加加加用用用用按钮。该特征将赋以新的加用，此加用值将在计算过程中使用。 

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特征组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特征组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特征组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特征组    

将特征组（构造的特征组或扫描）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的输入时，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特征标识
的旁边将显示一个加 (+) 号。如果在加 (+) 
号单击一还，将显示创建该特征组的特征。最初，每个特征的加用将与其父特征（起始特
征）相同。特征组中每个子特征的加用可以按上述的相同方式进行编辑。要更改特征组中
所有特征的加用，只需编辑特征组本编的加用，该加用将转移给它的所有子特征。 

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扫描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扫描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扫描用作最佳拟合坐标系输入的扫描    

与处理特征组相比，处理扫描时有一个只外的组件。扫描存基本扫描组成。每个基本扫描
则存还个点组成。当单击扫描旁边的加 (+) 
号时，将显示与其相关联的所有基本扫描。每个基本扫描旁边将显示一个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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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当单击每个基本扫描旁边的加 (+) 
号时，将显示与基本扫描相关联的所有点。我可以编辑每个点的加用，基本扫描（及其所
有点）的加用，或者扫描本编的加用。 
特征组或扫描中的标记特征特征组或扫描中的标记特征特征组或扫描中的标记特征特征组或扫描中的标记特征    

另外，还可以将特征组中的还个成员标记为不使用。要标记特征组的成员，使其不在最佳
拟合坐标系中使用，请在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双击该成员。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列中的 是 将变为 否“ ” “
。如果双击基本扫描，该扫描及其所有关” 联点上将及有 否 的标记，它我不我在计算过程“ ”
中使用。 

旋转的旋转的旋转的旋转的 3D  3D  3D  3D 坐标系中心坐标系中心坐标系中心坐标系中心    

对于 3D 坐标系，也可以指定旋转的中心。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  

1.
 从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一个特征。接着单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按钮。理论值和测
定值将自动输入旋旋旋旋转转转转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区域的相应框中。  

2. 如果需要特定的坐标系，则可以在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和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框中键入 XYZ 
坐标，手动输入坐标值。该值必此用使点分隔，否则将视为无并。例如，
X 理论值, Y 理论值, Z 理论值。 

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 
要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2.
 单击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按钮。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出现。使用该对话
框可以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有关该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 最佳拟合建“
坐标系 对话框的说明。”  

3.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使用的特征。为为特征将显示在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4. 选择坐标系的方位，方法是在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区域选择 2D 或 3D 选项。对于 2D 
坐标系，还要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下拉列表中选择正确的活动平面。 

5. 从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区域中选择相应的选项，指定最佳拟合类型。对于 3D 
坐标系，还要从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区域中选择正确的约很。 

6.
 要编辑特征的加用，请选择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加加加加用用用用按钮。选择要更改加用的特
征。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加加加加用用用用按钮。在加加加加用用用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区域的新新新新值值值值框中键入新的加用，然
后单击输输输输入入入入按钮。 

7.
 要设置特征的旋转点，请从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选择特征，然后单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中中中中心心心心按钮。或者，可以在对话框旋旋旋旋转转转转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区域的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框和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框中输
入值。 

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最佳拟合建坐标系最佳拟合建坐标系最佳拟合建坐标系最佳拟合建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 
以下主题介该最佳拟合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中的还项。 

输入列表输入列表输入列表输入列表    

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包此在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时将使用的特征。它可用于在创建坐标系之前对特
征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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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加用编辑加用编辑加用编辑加用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加加加加用用用用按钮用于将所选特征的当前加用轴入加加加加用用用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区域的新新新新值值值值框，以便对加用进行
更改。 

创建加用创建加用创建加用创建加用    

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加加加加用用用用按钮用于自动创建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每个特征的加用。 

旋转中心旋转中心旋转中心旋转中心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中中中中心心心心按钮用于从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的选定特征获取理论值和测定值，并将其轴入旋旋旋旋转转转转中中中中心心心心
区域的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框和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框。当计算最佳拟合坐标系时，该值将用作旋转的中心。 

新值新值新值新值    

新的加用在新新新新值值值值框中输入。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当单击输输输输入入入入按钮后，将接受新新新新值值值值框中的值，输输输输入入入入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所选特征的加用也我相应地发生
更改。 

理论值理论值理论值理论值    

此框包这 3D 最佳拟合坐标系旋转的理论中心。 

测定值测定值测定值测定值    

此框包这 3D 最佳拟合坐标系旋转的测定中心。 

3D3D3D3D    

如果选择 3D 选项，将获到 3D 坐标系。 

2D2D2D2D    

如果选择 2D 选项，将获到 2D 坐标系。 

活动平面活动平面活动平面活动平面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下拉列表用于设置将在很一个平面中计算 2D 坐标系。 

最小二乘方最小二乘方最小二乘方最小二乘方    

如果选择最最最最小小小小二二二二乘乘乘乘方方方方选项，最佳拟合坐标系中的误差将在所有特征输入之间均均分布。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如果选择矢矢矢矢量量量量选项，所获的点将在创建坐标系后捕删到理论矢量。 

最小最小最小最小////最大最大最大最大    

如果选择最最最最小小小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选项，坐标系将本试确定零件的方位，使所有输入特征处于根据其关联
尺寸确定的公差范该内。  

注：此选项仅用于 2D 最佳拟合。 

旋转和平移旋转和平移旋转和平移旋转和平移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和和和和平平平平移移移移选项在计算坐标系时将允许最大的自存度，使其可以自存地旋转和平移。 

仅旋转仅旋转仅旋转仅旋转    

仅仅仅仅旋旋旋旋转转转转选项限制坐标系在计算时只能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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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平移仅平移仅平移仅平移    

仅仅仅仅平平平平移移移移选项限制坐标系在计算时只能平移。 

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创建迭代法坐标系 
在在在术语中，迭代法建
坐标系将提供“体”坐标。 

当选择迭代迭代迭代迭代按钮后，PC-DMIS 
将显示迭代法建坐标系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我可以将测定数据从内该上“最佳拟合”
到标称点（或可用的曲面）。此方法需要至从测量内个特征。这为特征类型（如点和直

线）的内该位置较差。如果选择为为类型的特征之一，则需要添加其它特征才能提供精

确的测定数据。 

 

•
 第一组特征将使平面拟合特征的将心，以建立当前工作平面法线
轴的方位。此部分（找平 - 3 +）必此至从使用内个特征。 

•
 下一组特征将使直线拟合特征，从而将工作平面的定义轴旋转到
特征上。此部分（旋转 -2 +）必此至从使用两个特征。 
如果很标记如何特征，坐标系将使用 找平 部分中的特征。（从 找平 部“ ” “ ”
分中利用的两个特征将成为参数第二个和第内个特征。） 

•  最后一组特征用于将零件原点平移到指定位置（设置原点 - 1）。 
如果很标记如何特征，坐标系将使用 找平 部分中的最后一个特征。“ ”  

了解迭代法坐标系了解迭代法坐标系了解迭代法坐标系了解迭代法坐标系 
要正确地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应考不此处提供的信息；以下主题可以帮助我了解迭代法坐
标系的重要信息。 
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建坐标系/迭代,'特征标识' 
体轴=是/否, 平均误差=是/否, 点目标半径=n, 起始标号=标号, 夹具公差 = n, 
误差标号=标号 
测量所有特征=否/始终/一还, 重刺 CAD=是/否, 
找平轴=轴, 旋转轴=轴, 原点轴=轴  
找平 = 标识, 标识, 标识,… 
旋转 = 标识, 标识,… 
原点 = 标识,… 

可可可可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的的的的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为为特征将用于执行迭代法建坐标系。目前，必此至从选择内个不同的特征进
行校验。如果特征可以在多个方向上建立基准轴（例如圆或槽），则可以在多
个基准轴上指定为为特征。例如，圆既可以用来建立找平轴，也可以用来建立
旋转轴。通常，测定点（包此矢量和曲面点）只能用来建立一个基准轴。 

体体体体轴轴轴轴 = 如果将此字段设置为 是 ，“ ” PC-DMIS 
就我将测定特征 捕删 到体轴上。 是 为默认值。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 ” “ ” 体轴
。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误误误误差差差差 = 
此选项将求出建立坐标系的原点时所选特征之间误差的平均。通常，此选项设
置为 否 。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平均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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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点点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 
此选项指定在坐标系中使用的测定点特征的目标半径值。如需完整信息，请参
请点目标半径。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 当重新测量坐标系特征时，PC-DMIS 
将从此处指定的标号开始测量。要使用此选项，必此将 测量所有特征 设置“ ” “
始终 。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起始标号。”  

夹夹夹夹具具具具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 为是 PC-DMIS 
用来对测定坐标系特征及其理论值进行比较的拟合公差。如需完整信息，请参
请夹具公差。 

误误误误差差差差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 当超过夹具公差时，PC-DMIS 
将转到此处指定的标号。如果很定义标号，PC-DMIS 
将生成一条错误消息，显示每个输入特征上的误差量。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
误差标号。 

找找找找平平平平轴轴轴轴 = PC-DMIS 
将使用找找找找平平平平输入特征来设置此处指定轴的方位和原点。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
找平。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轴轴轴轴 = PC-DMIS 
将使用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输入特征来设置此处指定轴角找平轴的旋转角度。此处指定轴的原
点也可以存 PC-DMIS 
使用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输入特征来设置。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旋转。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轴轴轴轴 = PC-DMIS 
将使用原原原原点点点点输入特征来设置此处指定轴的原点。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原点。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所所所所有有有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 此选项用于确定 PC-DMIS 是序序重新测量输入特征，还是自动以 
DCC 
模式重新执行零件程序的一部分。此选项有内种可能的设置。其中包此： 

•  否。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点目标半径。 

•  一还。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一还全部测量。 

•  始终。如需完整信息，请参请始终全部测量。 

迭代法建坐标系规则迭代法建坐标系规则迭代法建坐标系规则迭代法建坐标系规则    

当执行迭代法建坐标系时，应遵应以下一般规则： 

对于特征组中的每个元素，PC-DMIS 
上需要测定值和理论值。第一组元素的法线矢量必此大为平行。此规则的一项例外是特征
组中只使用内个特征的许许。 

如果使用测定点（矢量、棱或曲面），则需要用所有内组元素（内个用于找平的特征、两
个用于旋转的特征和一个用于设置原点的特征）来定义坐标系。我可以使用如何特征类型
，但内该元素是定义更完但的元素，因此可以提高精确度。可能的 3D 
元素包此薄壁件圆、槽、柱体、球体或隅角点。  

注：薄壁件圆、槽和柱体至从需要内个样例测点。 

使用测定点的自自在于只有在建坐标系后，才能如道在何处进行测量。为样就存在一个问
题：必此在建坐标系之前测量点。而内该元素在用特方面的定义就是第一还即可精确测量
的元素。 

此外，如果使用测定点（矢量、棱或曲面），旋转特征组中还特征的法线矢量必此具有近
似垂直于找平特征组中还特征矢量的法线矢量。原点特征组中的特征必此具有近似垂直于
找平特征组矢量及旋转特征组矢量的法线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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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测定点（矢量、棱或曲面）用作特征组的一部分，当采点位置距离标称位置如在时
，PC-DMIS 可能我询问是否重新测量为为点。首先，PC-DMIS 
将测定数据 最佳拟合 到标称数据。接着，“ ” PC-DMIS 
检查每个测定点与标称位置的距离。如果距离大于在点点点点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中指定的量，PC-DMIS 
将要求重新测量该点。实际上，PC-DMIS 
我在每个矢量点、曲面点或棱点的理论位置周该设置一个柱形公差区。此公差区的半径就
是在对话框中指定的点公差。PC-DMIS 
将序序重新测量点特征，直至所有测定点上处于 公差 范该内。公差区只影在测定点。“ ”  

PC-DMIS 
的一项特特功能是允许槽的中心点根据需要在轴上上下滑动。因此，如果将槽用作原点特
征组的一部分，迭代法建坐标系就无法我在。要将槽用作原点特征组的一部分，一种可能
的方法是首先用槽构造一个点，然后将原点特征组中使用该构造点。 

建如建如建如建如不要将槽用作迭代法建坐标系的原点特征组的一部分不要将槽用作迭代法建坐标系的原点特征组的一部分不要将槽用作迭代法建坐标系的原点特征组的一部分不要将槽用作迭代法建坐标系的原点特征组的一部分。。。。    

所所所所用用用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的的的的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至至至至从从从从需需需需要要要要的的的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 

圆 3 个圆： 此方法将 3 个 DCC 圆用于建坐标系。 
直线 建如不要使用此特征类型。 
点 6 个点： 此点用作 3-2-1 建坐标系。 
槽 建如不要将此特征类型用作原点特征组的一部分。 
球体 3 

个球体： 
此方法将 3 个球体用于建坐标系。 

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创建迭代法坐标系创建迭代法坐标系 

提提提提示示示示：：：：单击图标  可访问 PC-DMIS 的 迭代法建坐标系向导 。此时必此运行“ ”  PC-
DMIS。 

创建迭代法坐标系： 

1. 访问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2.
 单击迭迭迭迭代代代代法法法法按钮。迭迭迭迭代代代代法法法法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出现。使用该对话框可
以创建迭代法坐标系。有关该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 迭代法建坐标系 对“ ”
话框的说明。 

3.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在建立当前工作平面上的法线轴时将使用
第一组特征（至从内个特征）。 

4. 验许选择了找找找找平平平平选项。 

5. 单击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  

6. 用鼠标选择在旋转过程中将使用的第二组特征（至从两个特征）。 

7. 验许选择了旋旋旋旋转转转转选项。 

8. 单击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  

9.
 选择最后一组特征（至从一个特征），以指定零件原点的预后位
置。（在多个过程中可能要使用相同的特征。） 

10. 验许选择了原原原原点点点点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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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 

12.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迭迭迭迭代代代代法法法法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关闭。 

13. 单击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以完成建坐标系过程。 

注注注注：：：：如果在找找找找平平平平、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或原原原原点点点点选项已赋以特征后选择为为选项，将显示相应选项的指定输
入特征。  

完成此过程后，PC-DMIS 
将从内该上 最佳拟合 测定数据，并将新的坐标系显示在 图形显示 窗口和 编辑 窗口中“ ” “ ” “ ”
。参请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的格式。 

““““迭代法建坐标系迭代法建坐标系迭代法建坐标系迭代法建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 
以下主题介该迭代法建坐标系对话框中的还项。 

找平找平找平找平    

找找找找平平平平 - 3 
选项将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的至从内个选定特征一起使用。此组特征将使平面拟合特征的将心
，以建立当前工作平面法线轴的方位。  

找平时必此使用至从内个特征。 

旋转旋转旋转旋转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2 
选项将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的至从两个选定特征一起使用。该组特征将使直线拟合特征，从而
将工作平面的定义轴旋转到特征上。  

旋转时至从需要使用两个特征。 

注注注注：：：：如果很标记如何特征，坐标系将使用 找平 部分中的特征。（从 找平 部分中利用“ ” “ ” 的
两个特征将成为参数第二个和第内个特征。） 

原点原点原点原点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 -1 
选项将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的一个选定特征一起使用。此特征组用于将零件原点平移（或移动
）到指定位置。 

设置原点时必此使用一个特征。 

注注注注：：：：如果很标记如何特征，坐标系将使用 找平 部分中的最后一个特征。“ ”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用于将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的选定特征用于执行迭代法建坐标系的找平、旋转以及平移（
或移动）到原点等操作。 

体轴体轴体轴体轴    

如果选中体体体体轴复选框（或在 编辑 窗口中手动设置 体轴“ ” “ =是 ），” PC-DMIS 
将使用一种更新的方法来将测定特征拟合到理论特征。在找找找找平平平平轴、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轴和原原原原点点点点轴所指定
的体轴方向上，它可以使输入特征的测定值和理论值之间的误差最小化。 

在 PC-DMIS 
的在后版本中，将测定特征拟合到理论特征为一操作是在通过用于找平零件的内个输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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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平面上进行。如果我要使用为种已过时的方法（以提供向后兼窗性），请取消选中体体体体
轴轴轴轴复选框（或在 编辑 窗口中手动设置 体轴“ ” “ =否 ）。”  

默认许许下，PC-DMIS 
我选中体体体体轴轴轴轴复选框，并的在几乎所有许许下，此复选框上应保持选中。 

重刺重刺重刺重刺 CAD CAD CAD CAD    

重重重重刺刺刺刺 CAD 复选框用于使 PC-DMIS 更接近它应采点的位置。刺穿 CAD 所指的是 PC-DMIS 
用来在 CAD 上查找目标位置的内部过程。而重刺 CAD 只是使 PC-DMIS 
再还如日同样的内部过程，以便获获更接近的 CAD 目标重计位置。 

平均误差平均误差平均误差平均误差    

如果选中平平平平均均均均误误误误差差差差复选框，PC-DMIS 将在所选特征之前求误差的平均。 

一还全部测量一还全部测量一还全部测量一还全部测量    

如果选中一一一一还还还还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 

•  PC-DMIS 将以 DCC 模式对所有输入特征至从重新测量一还。  

•  它我将按请 编辑 窗口中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所指定的顺序来进行测量。“ ”  

•  PC-DMIS 将在一个消息框中显示将要测量的特征。  

•  在接受移动之前，请确保测头能够接触指定特征而不我与零件发生碰撞。  

•  将不我执行在每个特征之前或之后找到的存储移动。  

•
 在对所有特征测量至从一还后，对于测定点类型的特征和很命中其点点点点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目标的点（参请点目标半径），将序序对特征进行重新测量。 

注注注注：：：：在此模式下，存于圆的位置从不改变，PC-DMIS 测量圆的还数不我多于一还。 

始终全部测量始终全部测量始终全部测量始终全部测量    

如果选中始始始始终终终终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PC-DMIS 将以 DCC 
模式对当前零件程序中的一部分至从重新执行一还。重新执行很一部分，取测于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参请起始标号）。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  PC-DMIS 
将从该定义标号重新执行到包这当前执行的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的 建坐“
标系/开始 命令。”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很很很很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  PC-DMIS 
将从程序中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所使用的第一个测定特征开始重新执行。  

•  如果第一个特征之前有存储移动点，PC-DMIS 还将执行为为移动点。  

•
 重新执行过程将持序到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所使用的最后一个测
定特征为止。  

•  如果此命令之后有存储移动，将不我执行为为移动。  

重新执行一原完成，PC-DMIS 
将重新计算坐标系，并测试所有测定输入点，检查它我是否上处于点点点点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值所指定的
公差半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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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我上处于目标半径内，则无需序序重新执行，PC-DMIS 
将认为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已完成。  

•
 如果有如何点很命中目标区域，则将按上述方法重新执行程序的
相同部分。 

点目标半径点目标半径点目标半径点目标半径    

点点点点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用于指定在坐标系中用作输入的测定点特征的目标半径公差。测定输入点包
此以下类型： 

•  测定/点 

•  自动/矢量 

•  自动/棱 

•  自动/曲面 

•  自动/角度 

虽然可以很窗很地找到需要在零件上测量圆的位置，但要确定在曲面上测量点的确切位置
，值不是一件窗很的事。存于在有如何视觉指示如来告由我在何处测量点，所以很自在确
切的位置手动测量点。但利用点点点点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我可以在每个点周该指定一个大小为目标半径
的均想公差区（或目标）。为样，我就能接触指定公差内的如何位置。如果测定点不在此
区域内，PC-DMIS 将以 DCC 模式重新测量该点。 

PC-DMIS 
我根据在迭代法建坐标系对话框中选中的复选框（参请全部测量一还和始终全部测量）来
对输入特征进行重新测量。 

如果很选中始始始始终终终终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或一一一一还还还还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或者，在 编辑 窗口中手动设置 测量所“ ” “
有特征=否 ），”  

•  PC-DMIS 将拟合基准，检查是否有测定输入点很命中其目标。如果有，将以 
DCC 模式仅对为为特征进行重新测量。  

•  PC-DMIS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指出将要测量的特征。为样，我可以确保测头能够接触所
需特征而不我与零件发生碰撞。  

•  当所有点特征上处于目标范该时，PC-DMIS 
将认为迭代法建坐标系命令已完成。  

•  如果有如何测定点特征很命中其目标，PC-DMIS 
将序序重新测量为为特征，直至其处于目标范该。 

注：切切将矢量点点点点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半半半半径径径径的值设置获如小（如 50 轴米）。许多 CMM 
无法准确定位测头，使其接触极小目标上的每个测定点。所以最找将公差设置在 .5 
毫米左右。如果重新测量无如止地序序，则将增加该值。 

夹具公差夹具公差夹具公差夹具公差    

夹夹夹夹具具具具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用于键入一个拟合公差值，PC-DMIS 
将根据该值对组成迭代法坐标系的元素与其理论值进行比较。 

如果将测量值拟合到理论值后，有一个或多个输入特征在其指定基准轴上的误差超过此公
差值，PC-DMIS 将自动转到误差标号（如果有）。请参请误差标号。 

如果很提供误差标号，PC-DMIS 
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指出每个基准方向上的误差。然后，我将可以选择接受基准并序序
执行零件程序的其即部分，或取消零件程序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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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标号起始标号起始标号起始标号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标标标标号号号号用于定义一个标号：只要我选中始始始始终终终终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PC-DMIS 
就我在重新测量迭代法建坐标系特征时转到此标号。 

•  PC-DMIS 将以 DCC 
模式，从指定的标号开始重新测量，到 建坐标系“ /开始 命令（在 建坐标系” “ /迭
代 命令之前）处终止。为更符合”  DMIS 对此命令预后的执行方式。 

如果很定义起始标号， 

•  PC-DMIS 将转到组成迭代法建坐标系的第一个特征，从此处开始进行 DCC 
测量（PC-DMIS 也我在此特征前包此移动。）  

•  PC-DMIS 
将序序还还重新执行零件程序命令，直至达到组成迭代法建坐标系的最后一个
特征。如果此终止命令之后有移动，将不我执行为为移动。 

要创建标号，请参请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的 创建标号 。“ ” “ ”  

误差标号误差标号误差标号误差标号    

误误误误差差差差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框用于定义一个标号：当每个输入特征在基准方向上的误差超过在夹夹夹夹具具具具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
定义的夹具公差时，PC-DMIS 将转到此标号。  

注注注注：：：：如果为每个基准轴提供最小的输入特征数（内个用于找找找找平平平平基准，两个用于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基准，
一个用于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基准），PC-DMIS 
就可以将输入特征的测量值拟合到其理论值，而不我出现误差。为种许许下，PC-DMIS 
实际上并不需要夹具公差。如果我为如何定义基准提供的输入特征超出最小值，零件或夹
具误差就可能我使 PC-DMIS 
无法将测量值拟合到理论值，而其误差小于所提供的夹具公差。 

如果很定义误差标号，PC-DMIS 
将生成一条错误消息，显示每个基准特征的误差量，并让我选择取消执行或保留基准并序
序执行。 

要创建标号，请参请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的 创建标号 。“ ” “ ”  

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选项用于将当前坐标系保存在外部文件中，以供其它零件程序回调。此处提供
的主题介该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以及如何保存坐标系供其它零件程序使用。 

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 
注防，如果要在其它零件程序中回调坐标系，只需使用以下步骤保存坐标系即可。当在零
件程序内使用时，所有坐标系上将自动保存。 

保存坐标系： 

1. 从菜单栏中选择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此时显示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 

2.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坐标系名称（最多假个字符）。 

3.
 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选项，以英寸或毫米为单位保存坐标系。所有坐
标系的默认测量单位上将是为其创建坐标系的零件程序所使用的测量单位
。如果要在其它零件程序中使用坐标系，不必将该坐标系的测量单位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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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零件程序的单位类型。坐标系将自动转换为与新坐标系相同的单位（
参请回调）。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如果很键入坐标系标识的名称，PC-DMIS 
将自动复制文件名用于外部保存。坐标系可以保存到如何目目中。但是，如果
要在屏幕上显示坐标系，则必此将标识保存到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中。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保存/坐标系,坐标系名称,文件名, TOG1 

TOG1 
此切换字段用于在 两者 和 测量机到零件 之间切换。如果选择 两者 ，将存“ ” “ ” “ ”
储测量机到零件以及 CAD 
到零件的转换矩都。如果选择 测量机到零件 ，则只存储测量机到零件的转换“ ”
。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坐标系坐标系坐标系坐标系””””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可以使用另一个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编辑命令行，方法是将鼠标放在 保存“ /坐标系 命令上，”
然后按 F9 键。 

该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可以为保存的坐标系创建新的文件名。只需从列表中选择坐标系，在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更改文件名，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基于更改的旧文件名创建一个新文件名，然后在 编辑 窗口的 保存“ ” “ /坐标系 命令中进行更”
改。 

在该对话框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根根根根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和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工工工工作作作作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不可编辑；为两个复选框主要是镜像搜搜搜搜
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对话框中的设置，以便加载坐标系。我可以按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指定要搜索的“ ” “
外部目目 中所述更改为两个复选框。”  

如果选中了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工工工工作作作作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坐标系列表将显示工作目目中的所有 .aln 文件，如下所示： 

WORK\filename1.aln 

WORK\filename2.aln 

WORK\filename3.aln 

如果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根根根根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则将显示根目目中的所有 .aln 文件，如下所示： 

ROOT\filename1.aln 

ROOT\filename2.aln 

ROOT\filename3.aln 

““““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保存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 
以下主题介该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中使用的还项。 

文件名文件名文件名文件名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用于为所保存的坐标系文件命名。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通过目目结构，我可以浏览到将保存坐标系的目目。 

列出特定类型的文件列出特定类型的文件列出特定类型的文件列出特定类型的文件    

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下拉列表用于显示当前目目中属于特定文件类型的所有文件。默认的
文件类型为 *.aln。为表示列表中只显示具有坐标系扩扩名 (*.aln)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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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驱动器驱动器驱动器    

驱驱驱驱动动动动器器器器下拉列表用于定义将坐标系保存到的硬盘驱动器或软盘驱动器。 

坐标系名称坐标系名称坐标系名称坐标系名称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显示所保存的坐标系的坐标系标识。  

如果很输入坐标系标识，PC-DMIS 
将自动复制文件名，以进行外部保存。坐标系标识可以保存到如何目目中。但是，如果要
在屏幕上显示坐标系，则必此将标识保存到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中。 

只有在要将坐标系回调到其它零件程序时，才应使用此选项。当在零件程序内使用时，所
有坐标系上将自动保存。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的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选项用于确定以何种测量单位来保存坐标系：英寸还是毫米。 

回调现有坐标系回调现有坐标系回调现有坐标系回调现有坐标系 
建坐标系模块是“编辑”窗
口中定义坐标系的文本模
块，它存建坐标系/开始
命令和建坐标系/终止命
令组成。 

回调回调回调回调按钮用于回调先前在当前程序（内部坐标系）或其它零件程序（外部坐标系）中创

建的坐标系。此命令只能在建坐标系模块之外插入。 

 

在将坐标系回调到其它零件程序之前，必此使用保保保保存存存存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菜单选项将其保存。参请保存
坐标系。 

如果回调的坐标系用不同于当前零件程序的测量单位保存，坐标系单位将自动转换为当前
零件程序的测量单位。 

回调坐标系回调坐标系回调坐标系回调坐标系 
要回调坐标系，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回回回回调调调调菜单选项（或访问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然后单击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
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选择框出现。 

2. 键入已保存的 
15（或更从）个字符的坐标系标识，或使用下拉列表选择所需的坐标系。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 “回调/坐标系 命令。”  
回调坐标系命令行的格式回调坐标系命令行的格式回调坐标系命令行的格式回调坐标系命令行的格式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回调/坐标系, 内部, '坐标系标识' 

回调/坐标系, 外部, '坐标系标识', 

文件名:'坐标系标识' 

用用用用于于于于回回回回调调调调内内内内部部部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的的的的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回调/坐标系, 内部, '坐标系标识'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它是将从当前零件程序内回调的内部坐标系。在使用其它如何建坐标系命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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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PC-DMIS 
必此首先回调指定的坐标系标识。此命令不需要 建坐标系“ /开始 或 建坐标系” “ /
开始 为两条 编辑 窗口命令。” “ ”  

用用用用于于于于回回回回调调调调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的的的的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它是将从除当前零件程序之外的零件程序中回调的外部坐标系。在使用其它如
何建坐标系命令之前，PC-DMIS 
必此首先回调指定的坐标系标识。此命令不需要 建坐标系“ /开始 或 建坐标系” “ /
开始 为两条 编辑 窗口命令。” “ ”  

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选项用于拟合两个坐标系。通过此选项，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  更改零件的位置或方位，同时保留先前的尺寸信息。 

•
 如果零件在检测过程中出现防外的碰撞或移动，可重新找正零件
并保存先前的测定数据。 

更改零件的位置和方位更改零件的位置和方位更改零件的位置和方位更改零件的位置和方位    

例如，如果要测量以零件两底上的特征为参考的尺寸，但无法从单个零件方位来接触为两
底，则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测量零件第一底上的坐标系特征。 

2. 创建起始坐标系。 

3. 测量所有可从零件的第一个方位接触的必需特征。 

4. 将零件移至新位置。 

5.
 测量新的坐标系特征。原点必此相同，轴的方向必此与所拟合的
坐标系的轴相同。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想像在移动零件之前，起始原点和
轴的箭头上粘在了零件上。新坐标系相对于零件将原点和轴的箭头放置在
相同的位置。 

6. 选择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菜单选项。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出现。 

7. 在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表中，选择新坐标系。 

8. 在与与与与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列表中，选择旧坐标系。  

9.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防外移动零件后的恢复防外移动零件后的恢复防外移动零件后的恢复防外移动零件后的恢复    

如果零件出现了防外的移动，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菜单选项。 

2. 输入要重新测量的坐标系的标识，作为第一个和第二个坐标系标识。 

3.
 测量为为坐标系特征。完成测量后，所有的尺寸和特征信息上将
转换为零件的新位置。 

如果使用此命令来拟合一个零件程序中的相同坐标系，PC-DMIS 
将不我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命令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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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选择两个不同的坐标系时， 编辑 窗口中才我显示命令行。如果外部坐标系不同于“ ”
所拟合的坐标系，就可以使用它。外部坐标系必此先使用 回调“ /坐标系, 
外部 命令回调后才能显示。”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拟合/"名称"至坐标系,"坐标系名称" 

““““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对话框的说明 
以下主题介该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中使用的还项。 

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拟合坐标系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下拉列表用于选择要拟合的坐标系。其中包这要与现有坐标系拟合的最近创建
的坐标系。 

与坐标系与坐标系与坐标系与坐标系    

与与与与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下拉列表用于选择要拟合到的坐标系。其中包这要将最近创建的坐标系拟合到的
以前的坐标系。 

将将将将 CAD 拟合到测定零件数据拟合到测定零件数据拟合到测定零件数据拟合到测定零件数据 
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菜单选项（或 坐标系功能 对话框上的“ ”  CAD =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按钮）将 CAD 
数据链接到测定数据。只有在已创建的坐标系将零件原点/方位放在与 CAD 
原点/方位相同的位置时，此选项才可用。在 坐标系 选项内的两个区域中，“ ” PC-DMIS 
上提供了“CAD 拟合零件 选项（另请参请”  CAD 拟合零件）。选择此选项后，PC-DMIS 
将在 CAD 数据之上显示测定数据。它还使用 CAD 数据来以助检验零件。 

一原将 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选项用于零件程序，CAD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零零零零件件件件菜单选项也将窗选中。 

执行跳步操作执行跳步操作执行跳步操作执行跳步操作 
如果我有 FARO 或 
ROMER 
测头，跳步类型将可用。
我的端口锁也需要对 
FARO 或 ROMER 
测量机进行编程。 

跳步跳步跳步跳步菜单选项可打开跳步跳步跳步跳步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我可以移动手提式 
CMM，以便测量对于 CMM 
如大的零件。在使用此方法之前，应明确测量机精确度方面的限制。  

 

跳步的基如是测量一系列特征，接着在移动测量机后按相同顺序重新测量相同的特征。为
将创建一种转换，使测量机看起来象是移动前相同的坐标系统。 

为种转换独立于所有零件程序，将影在 CMM 向 PC-DMIS 
报告的方式。要删除先前使用的跳步转换，必此使用对话框上重重重重置置置置按钮将跳步重置。 

当单击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按钮时，将在 编辑 窗口中输入一条 跳步 命令。“ ” “ ”  

编辑 窗口的命令行将显示：“ ”  
跳步/TOG1, 数目, TOG2 

TOG1：：：： 此切换字段是 跳步 命令的第一个参数，它与对话框“ ”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3 
区域中的内种可用类型相关。为为类型包此： 

1. 球体 

2. 点特征组（在命令中显示为 点特征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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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 

此参数还有一个 关 值，为种许许下将不显示另外两个参数。 关 值将关闭跳步转换。“ ” “ ”  

数数数数目目目目：：：：
 它是 跳步 命令的第二参数，表示所采的测点数。它对应于“ ” 跳跳跳跳步步步步对话框中的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框。 

TOG2：：：：
 此切换字段是 跳步 命令的最后一个参数，用于在 完全 或 部分 跳步之间切换。“ ” “ ” “ ”
此参数对应于对话框中的完完完完全全全全和部部部部分分分分选项。当执行此命令时，将提示我采点，在采完所有
点后，将应用跳步转换。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3””””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对话框的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3 区域用于选择 PC-DMIS 将用来执行转换比较的特征。 

球体球体球体球体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选项指示 PC-DMIS 将球体用作转换比较的特征。此方法使用每个测定球体的中心。 

点特征组点特征组点特征组点特征组    

点点点点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选项指示 PC-DMIS 
使用一组点的将心。我我建如我将参锥体的底部用于硬测头。此方法比球体方法要要轴精
确一为，并的对于操作者来说要快获多。 

点点点点    

点点点点选项指示 PC-DMIS 仅使用内个点，它是内种方法中最不精确的一种。 

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测点数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用于指定我我用于每个特征的测点数。当然，点方法中不我使用此选项。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可打开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此对话框将首先提示操作者测量前内个特征，然后
再提示操作者移动 
CMM。当移动测量机后，则将提示操作者按相同的顺序重新测量相同的内个特征。 

结果框将显示移动 CMM 前和移动 CMM 后所测特征之间的 3D 
距离。如果我对结果传到不满防，则可以在按钮显示重重重重新新新新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时再还重新测量后内个特征
。  

注注注注：：：：如果重新测量过程不如令人满防，则必此将跳步重置，然后重新从头开始。为是所有
跳步系统存在的问题，应多加注防。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当我具有已完成的跳步时，必此先单击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按钮，然后才能使用跳步转换。单击 接受 时“ ”
，零件程序中添加 跳步 命令。如果在单击“ ” 关关关关闭闭闭闭按钮之前在有单击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按钮，则将则曲构
造找的跳步转换。 

重置重置重置重置 
重重重重置置置置按钮用于通过在零件程序中添加一条删除转换的命令来删除所有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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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结果结果结果””””框框框框 
结结结结果果果果框显示测量机的第一个位置与其后序位置之间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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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特征标注特征标注特征标注特征 

标注特征标注特征标注特征标注特征：：：：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当测量或构造特征后，就可以生成检验报告。编制报告的第一步是按请特定要求计算尺寸
。尺寸可以在完成测量时立即计算，也可以也为时也在程序中计算。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每项尺寸标注操作的结果。“ ”  

有关如何修改“编辑”窗口
报告的一般信息，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部分。 

另外，我也可以在 PC-DMIS 中指定标称值、修改输出格式和/或打印输出计算结果。 

 

•
 要更改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标称值或公差值，请单击要更改的值“ ”
，然后键入新值。 

•
 要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或按按标称值或公差字段，请更改在“ ”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对话框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输输输输出出出出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区域中选定的复选框。参请 设置首选“
项 部分的 参数设置： 尺寸 选项卡 主题。” “ ‘ ’ ”  

•
 要更改特征的测定值（例如，要输出圆的半径），请参请 设置首“
选项 部分的 修改报告和运行参数 主题。” “ ”  

要标注特征，从菜单栏中选择标标标标注注注注子菜单，或访问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工具栏，然后选择所需的尺寸。本
部分介该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子菜单中提供的尺寸（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 ”
项）。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尺寸命令格式 

•  将尺寸输出到检验报告 

•  尺寸对话框的共同选项 

•  标注位置 

•  标注位置真值 

•  标注距离 

•  标注夹角 

•  标注同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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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注共轴度 

•  标注圆度 

•  标注直度 

•  标注平度 

•  标注垂直度 

•  标注平行度 

•  标注偏离度 

•  标注轮廓 

•  标注斜度 

•  标注对称度 

•  通过键盘输入标注 

尺寸命令格式尺寸命令格式尺寸命令格式尺寸命令格式 
所有标注特征上按以下格式显示。对于一为如轴的不同，下面还部分将更为详细地解释。 

例如，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为：“ ”  
尺寸名 = 尺寸类型,特征 1 单位=英寸 ,$ 
图示=关  文本=关  乘数=1.00  输出=两者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x 8.0000 0.1000   0.1000   8.0000    8.5000 7.5000 0.0000 0.0000

y 3.0000 0.1000   0.1000   3.0000 3.5000 2.5000 0.0000 0.0000

z 0.4947 0.1000   0.1000   0.4947 0.1428 0.8466 0.0000 0.0000
d 1.0000   0.1000   0.1000   1.0000 1.0000 1.0000 0.0000 0.0000
v 0.0000 0.5938 0.8046      

终止尺寸 尺寸名 (仅用于位置) 

有关字段规则，请参请约定。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类类类类型型型型：表示尺寸的类型。此字段只能通过更改特征名来进行更改。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要标注的特征的名称。为是用户可编辑的字段。 

尺寸中的所有标称值和公差值上可进行编辑。要编辑标称值和公差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按 TAB 键移至所需单元格，或用鼠标左键双击相应字段。 

2. 键入所需值。 

3. 再还按 TAB 键或在尺寸外单击。 

当按 ENTER 键时，将我添加一行。（参请标注位置。） 

添加行添加行添加行添加行    

要在位置尺寸中另外创建一行，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置于所需的位置。 

2. 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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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键入所需轴（X、Y、Z、D、R、A、V、T、L、S、H、M、PR、
PA、PD）。 

4. 按 TAB 或 ENTER 键。 

此时，PC-DMIS 将显示所添加轴的值。PC-DMIS 
将根据光标所在位置添加新行。如果光标位于命令的中部，则将在当前行下新建一个行。
如果光标位于命令行的开头，PC-DMIS 就我在当前光标位置之上创建新行。 

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删除行    

要删除位置尺寸中的单个轴，请突出显示所需轴，然后按 BACKSPACE 或 DELETE 
键。（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命令模式的键盘功能 。）“ ‘ ’ ” “ ”  

编辑行编辑行编辑行编辑行    

在 编辑 窗口中编辑尺寸的“ ” 公差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询问我是否要将已更改的公差应
用于相同的如防尺寸类型。如果回否是是是是，PC-DMIS 
将在零件程序中从该点向前搜索，将公差应用于所有类型相同的起始公差相同的尺寸。 

在 编辑 窗口中编辑尺寸的“ ” 标称值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询问我是否要将已更改的标称
值及回尺寸的特征。如果回否是是是是，PC-DMIS 将将特征标称值更改为新的标称值。 

约定 

通过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可以定义用于显示尺寸的参数。 

•  所有角度上可表示为小数点右底有 1-5 
位的数字。所显示的实际数字取测于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中设置的参数。  

•  尺寸中的所有长度、距离（x 坐标、y 坐标、z 
坐标、直径、高度、长度等）和矢量（i 矢量、j 矢量、k 
矢量）表示为小数点右底有 1-5 
位的数字。所显示的实际标称值取测于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中设置的参数。 

有关该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的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选项： 尺寸 选项卡 主题。“ ” “ ‘ ’ ”  

访问对话框 

要访问用来创建 编辑 窗口尺寸的相应尺寸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确保 编辑 窗口已如打开。“ ”  

2. 在 编辑 窗口中，用鼠标单击尺寸。“ ”  

3. 按 F9。此时将显示一个尺寸对话框。 

利用此对话框，可以对现有尺寸作出如防所需更改。当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更改还将应用于“
编辑 窗口中的尺寸文本。”  

将尺寸输出到检验报告将尺寸输出到检验报告将尺寸输出到检验报告将尺寸输出到检验报告 
我可以很窗很在 编辑 窗口中生成尺寸，接着，为为尺寸将在检验报告中生成。“ ”  
在在在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中自动创建尺寸窗口中自动创建尺寸窗口中自动创建尺寸窗口中自动创建尺寸    

要让 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自动创建尺寸，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访问 编辑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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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光标放在要显示尺寸信息的位置。 

3. 键入适当的关键字。 

或或或或 

1.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2. 从对话框中选择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 

3. 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 

4. 选择其它如何选项。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下还测量特征时，将在 编辑 窗口中自动创建并插入一个尺寸。“ ”   
在输出前修改尺寸在输出前修改尺寸在输出前修改尺寸在输出前修改尺寸    

多数许许下，在输出结果之前，必此对标称值、公差或输出格式进行修改。  

要在 编辑 窗口中更改标称值或公差，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访问 编辑 窗口并将其置于命令模式。“ ”  

2. 单击 编辑 窗口中的尺寸。“ ”  

3. 按 TAB 移至要更改的值。 

4. 键入新值。 

要使用尺寸对话框编辑标称值或公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 编辑 窗口中的尺寸。“ ”  

2. 按 F9 访问其对话框。 

3. 更改必需值。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要更改尺寸报告的内窗，请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 “
参数设置： 尺寸 选项卡 主题），修改‘ ’ ”  PC-DMIS 应显示的尺寸信息。 

注注注注：：：：在每个尺寸对话框的分析设置部分，我上能够以适合详细检查的格式将尺寸打印输出
。 

在在在在 RTF  RTF  RTF  RTF 和和和和 PDF  PDF  PDF  PDF 文件中显示尺寸文件中显示尺寸文件中显示尺寸文件中显示尺寸    

我可以将检验报告及其尺寸发送到外部 RTF（丰富文本格式）或 
PDF（可移植文档格式）文件，方法是在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选择 编辑 窗口的输出选项。“ ”
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从 编辑 窗口打印 。“ ” “ ‘ ’ ”  

注防，因为 RTF 输出和 PDF 
输出之间的格式限制，两个文件中显示的尺寸可能我有所不同。  

•  在 RTF 
文件中，输出的尺寸在标题周该有一个浅色的边框，蓝色的背景色和尺寸符号
。  

•  在 PDF 
文件中，输出的尺寸在有边框，在有背景色，在有尺寸符号。输出的尺寸有左
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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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对话框的共同选项尺寸对话框的共同选项尺寸对话框的共同选项尺寸对话框的共同选项 
许多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对话框上具有以下共同的选项。 

实体条件实体条件实体条件实体条件 
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区域包这以下公差方法：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按按按钮钮钮钮 表表表表示示示示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M MMC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应用于特征

或基准。 
R RFS 无无无无论论论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大大大大小小小小应用于特征

或基准。 
L LMC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应用于特征

或基准。 

目前，我可以为位置真值尺寸和平行度尺寸选择实体条件限定符。 

请注防，对于位置真值尺寸，如果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基基基基准准准准复选框，将使 XYZ 
输出值使用基准的坐标系。 
““““回调回调回调回调””””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使用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区域的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可以很窗很选择前一个类似尺寸中使用的基准。在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
表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之前，该按钮不可选择。 

例如，均定我使用在个圆作为前一个位置真值尺寸中的基准。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选择要标注的
特征，然后单击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可以很窗很让 PC-DMIS 使用为为圆作为特征。PC-DMIS 
将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中选择基准。 

显示尺寸信息显示尺寸信息显示尺寸信息显示尺寸信息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后，将在 编辑 窗口中的尺寸之后创建一个 尺寸信息 命令。对于从“ ” “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的特征，此命令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该特征的旁边显示所有尺寸信息。此“ ” “
特征信息 命令还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可用于该特定尺寸的相同尺寸轴。” “ ”  

要使用 显示 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2. 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时，尺寸信息将显示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 ”  

编辑默认尺寸信息编辑默认尺寸信息编辑默认尺寸信息编辑默认尺寸信息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可打开编编编编辑辑辑辑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 

其中的复选框用于为每个尺寸选择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信息类型。可用复选框包此“ ”
：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自动 复选框自动显示以下信息：测定值“ ”

、标称值、公差、偏差、最大最小值、超
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该复选框显示实际的测量值。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该复选框显示理论的尺寸值。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大于或小于标称值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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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差指平。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偏差。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该复选框显示尺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测量值与标称值和公差值之

间的差距。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 该复选框显示尺寸的所有偏差的平均值。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尺寸的所有偏差的标准偏差

。 
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该复选框显示测量尺寸特征使用的点数。 

有关编辑尺寸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插入 尺寸信息 框 。“ ” “ ‘ ’ ” 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取取取取消消消消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回回回回调调调调和重重重重置置置置第个按钮上可用于对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进行处理。 

““““重置重置重置重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重重重重置置置置按钮用于清除编编编编辑辑辑辑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中的所有选中复选框，同时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用于在以下两个选项之间选择： 

•  英寸 

•  毫米 

所选的测量单位将用于尺寸标注，而当前对话框仍保持打开状态。默认选择是当前零件程
序的当前测量单位。 

分析设置分析设置分析设置分析设置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区域用于在查看尺寸偏差时将尺寸输出分析的格式设置为文本和/或图形。 

位置尺寸和位置真值尺寸与其它尺寸不同，在它我的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区域中不仅可以分析特征的位置
，还可以分析特征的形状。  

注注注注：：：：当解释位置尺寸和位置真值尺寸的图形数据及其当合形状尺寸时，应多加小心。我将
发现分析公差线可能我重单，很自将其区分开来。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当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对于位置尺寸和位置真值尺寸选择开开开开选项）后，PC-DMIS 
将在报告模式下输出在尺寸中使用的还个触测的以下内窗： 

•  测定的 X、Y 和 Z 值 

•  测定的 I、J 和 K 值 

•  还个触测的偏差 

我可以按请在极坐标和所卡使坐标之间切换用于文本分析主题中的详细说明，确定文本分
析显示中使用的坐标系统应为极坐标或所卡使坐标。 
在极坐标和所卡使坐标之间切换用于文本分析在极坐标和所卡使坐标之间切换用于文本分析在极坐标和所卡使坐标之间切换用于文本分析在极坐标和所卡使坐标之间切换用于文本分析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切切切切换换换换所所所所卡卡卡卡使使使使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菜单选项可以切换尺寸文本分析的外观，以便文本分析的
一个或多个触测的位置显示在所卡使坐标或极坐标中。数字数据的旁边将显示一个“P 字符”
，表示处于极坐标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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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光标位于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模式的尺寸上或位于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式的尺寸标题上，将切换尺
寸的整个文本分析。  

•
 如果选择该菜单项时光标位于特定的文本分析行上，将切换个别的尺寸文
本分析行。如果还测点在文本分析中按极坐标显示，则将在 x、y 和 z 
列中显示半径、角度和 z 的值。 

要更改文本分析显示中的坐标系统，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报告模式下，将光标放在尺寸标题或还个测点上。 

2.
 选择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切切切切换换换换所所所所卡卡卡卡使使使使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菜单选项。文本分析行中将
插入字在“P ，以指示很为测点以极坐标显示。”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    

当选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或对于位置尺寸和位置真值尺寸选择开开开开选项）后，我将可以在 PC-
DMIS 中以适合详细检查的格式将尺寸打印输出。 

当选中此复选框后，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以图形方式显示零件上所用尺寸的还个触测的偏差。对于每个触测“ ”
，程序将分别以箭头的形式来显示误差。为为箭头通过颜色和方向表示误差的相对大小以
及误差的方向。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图示=开  文本=关  乘数=1.00 

请考不以下示例： 

      
使用乘数为 10（左底）和 1（右底）的图形分析的圆度尺寸示例 

上面的圆度示例包这还种模色的直线、箭头和圆。下表介该示例中的模色元素及其这义： 
模模模模色色色色元元元元素素素素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所色圆 显示标称圆。 
红色圆 显示测定的超差圆。 
蓝色圆 显示公差及。 
模色直线 显示测点之间的直线。 
模色箭头 显示测点本编（箭头的测尖）、每个测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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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相对尺寸（通过模色箭头）以及偏差的
方向（箭头指向的方向）。 

该示例中使用的颜色是默认的尺寸颜色。我可以很窗很更改所需的颜色。使用的颜色还将
与 尺寸信息 和 点信息 框上条状图示使用的颜色对应。参请 编辑“ ” “ ” “  CAD 
显示 部分的 编辑尺寸颜色 。” “ ”  

乘数乘数乘数乘数    

乘乘乘乘数数数数值是一种缩放比例，它用于放大图形分析模式的偏差箭头和公差区。如果键入值 
2.0，PC-DMIS 就我将箭头放大到每个特征触测的计算偏差的两就。 

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仅用于进行查看，而不影在文本打印输出。 

““““两者两者两者两者””””选项选项选项选项（（（（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    

•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如果选择两两两两者者者者，将以 编辑 窗口的报告模式显示位置“ ” 和形状轴。 

•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如果选择两两两两者者者者，将显示特征的位置尺寸和当合形状尺寸的公差线，
它我可能我相类重单。 

““““形状形状形状形状””””选项选项选项选项（（（（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    

利用形形形形状状状状选项，可以同时分析特征位置和特征形状的尺寸信息（在 3.25 
以前的版本中，要获取特征的形状，必此单独进行一还尺寸标注）。 

请请请请记记记记住住住住：：：：要使用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区域来报告特征的形状，必此选中对话框轴区域中的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复选框。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请位置尺寸的默认轴。 

选择形形形形状状状状时，实际上还自动选择了两两两两者者者者选项，因为生成的是图形和文本分析为两者。 

输出到输出到输出到输出到 
尺寸输出可以发送到检验报告或统计软件所使用的统计文件，也可以发送到为两者或上不
发送。为通过对话框的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区域来控制。该区域包此以下选项： 

•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 － 将输出发送到统计文件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 将输出发送到检验报告 

•  两两两两者者者者 － 将输出发送到检验报告和统计文件 

•  无无无无 － 不向如何位置发送尺寸输出 

当执行尺寸时，输出将发送到检验报告或统计文件，也可能发送到为两者或上不发送（取
测于选择的选项）。  

请注防，如果选择了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项或两两两两者者者者选项，那那在 编辑 窗口中，要发送到统计文件的尺“ ”
寸之前必此有 统计“ /开 命令。”  

标注位置标注位置标注位置标注位置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从特征到 X、Y、Z 
原点的平行于相应轴的距离。计算中还包此特征的直径、角度和矢量。本部分仅适用于 位“
置 尺寸。（标注位置真值尺寸将在后面此论。）”  

计算位置时，可以使用所卡使坐标或极坐标、位置真值或框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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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所卡使坐标和极坐标之间切换，请选择特特特特征征征征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中的
极角或极半径。 

•  要在位置真值和直角公差方法之间切换，请参请标注位置真值尺寸选项。  

使用“位置”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此时将显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选择所需的轴。默认许许下将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如果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PC-DMIS 
将自动确定在尺寸中显示的默认轴。默认轴还特征类型而定，如下表所示。 

以下特征的默认输出格式为： 
圆圆圆圆 X, Y, D（基于工作平面）。 
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X, Y, Z, A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X, Y, Z, D, L（基于工作平面）。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 所基于的轴垂直于与测量直线的工作平面

最接近的轴（和与其相关的轴）。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基于与平面最为密切相关的轴。 
点点点点 X, Y, Z, T 
槽槽槽槽 X, Y, D, R, L（基于工作平面）。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X, Y, Z, D 

4. 从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用正负公差的轴。 

5.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6. 在负负负负框中键入负公差值。 

7. 在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大大大大小小小小框中键入标称大小的值。 

8. 从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类类类类别别别别下拉列表中选择公差类别。 

9. 从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级级级级别别别别下拉列表中选择公差级别。 

10.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11. 从对话框的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选项。 

12.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13.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乘数值。 

14.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1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尺寸类型,特征 1 单位=英寸 ,$ 
图示=关  文本=关  乘数=1.00  输出=两者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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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8.0000 0.1000 0.1000 8.0000    8.5000 7.5000 0.0000 0.0000 

y 3.0000 0.1000 0.1000 3.0000 3.5000 2.5000 0.0000 0.0000 

z 0.4947 0.1000 0.1000 0.4947 0.1428 0.8466 0.0000 0.0000 
d 1.0000 0.1000 0.1000 1.0000 1.0000 1.0000 0.0000 0.0000 
v 0.0000 0.5938 0.8046      

终止尺寸 尺寸名 (仅用于位置) 

位置尺寸的默认轴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复选框用于更改默认输出的格式。当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后，将根据特征类型的默认轴
来选择要在尺寸中显示的轴。不过，在有为许许下，可能必此要替代默认设置。要更改默
认输出，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相应的选项。 

X = 输出 X 轴的值。 
Y = 输出 Y 轴的值。 
Z = 输出 Z 轴的值。 
极半径 = 输出极坐标半径。 
极角 = 输出极角。 
D = 输出直径值。 
R = 输出半径（直径的一半）值。 
A = 输出角度（用于锥体）值。 
L = 输出长度（用于柱体和槽）。 
H = 
输出高度（通常是槽的高度，但也可能是锥体、柱体和椭圆的长度）。 
V = 输出矢量位置。 
形状 = 随位置尺寸一起输出特征的当合形状尺寸。 

•  对于圆或柱体特征，形状为圆度 (RN) 尺寸。  

•  对于平面特征，形状为平度 (FL) 尺寸。 

•  对于直线特征，形状为直度 (ST) 尺寸。 

2. 选中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复选框。 

如果将输出值更改为默认值以外的其它值，PC-DMIS 
就我将新设置用于所有后序的尺寸。如果需要让 PC-DMIS 
使用原来的默认轴，则必此将格式重置到默认设置。 

要将格式重置到默认设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2. 选中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复选框。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我自动按请特征类型将尺寸重置到输出默认轴。 

薄壁件轴 

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轴轴轴轴区域包这的复选框只有在标注薄壁件特征时才可用。 

T = 输出例近矢量方向的误差（用于曲面上的点）。 
S = 输出曲面矢量方向的偏差。 
RT = 输出报告矢量方向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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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 输出曲面报告方向的偏差。 
PD = 输出圆的直径（垂直于销矢量）。 

如果使用 T、RT、S 或 RS 轴，图形或文本分析将不使用其它如何位置尺寸。  

薄壁件特征的默认输出格式为：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点点点点：报告矢量方向偏差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报告矢量方向偏差 
棱棱棱棱：X、Y、Z 和 T 
圆圆圆圆：销直径 

位置选项位置选项位置选项位置选项 
在 PC-DMIS 中，还可以触测两种特特轴： 

•  仅回退路径 

•  仅缝宽 

为两个选项上可以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的位位位位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中进行选择。在打开此选项之后，关
闭此选项之前，将使用相应的特特轴来输出零件程序中矢量点、曲面点和棱点的所有位置
。 
仅用于位置尺寸的回退路径仅用于位置尺寸的回退路径仅用于位置尺寸的回退路径仅用于位置尺寸的回退路径    

此复选框在标注矢量点和曲面点时可用。如果为有并点选择了 仅回退路径 选项，将按请“ ”
以下方法来计算位置轴： 

•  查找理论曲面法线矢量的最大分量（x、y 或 z 方向上的最大值）。  

•
 将测定点射影到最大分量的矢量上，使射影垂直于初始的理论曲
面法线矢量。  

然后，利用为一新的射影点来计算位置轴。 

 
仅用于位置尺寸的缝宽仅用于位置尺寸的缝宽仅用于位置尺寸的缝宽仅用于位置尺寸的缝宽    

仅仅仅仅缝缝缝缝宽宽宽宽复选框在标注棱点时可用。当选中仅仅仅仅缝缝缝缝宽宽宽宽复选框并测量棱点后，将按请以下方法来
计算位置轴： 

•  将测定点 (1) 射影到理论曲面上。 

•  将为一新点射影到理论例近矢量上。  

然后，利用为一新的点来计算所有位置轴。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506

 

位置尺寸的公差位置尺寸的公差位置尺寸的公差位置尺寸的公差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区域用于为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的每个轴键入正负公差。 

要输入正负公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轴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输入公差的轴。 

2.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该轴的正公差值。 

3. 在负负负负框中键入该轴的负公差值。 

PC-DMIS 
允许使用正下公差（即处于负值范该的正公差。）要实现此目的，可以在负负负负框中的值前输
入一个负号。 

PC-DMIS 
还允许使用负上公差（即处于正值范该的负公差）。要实现此目的，可以在正正正正框中的值前
输入一个正号。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输入 1.000 作为标称值，.003 作为正公差，.001 
作为负公差，此标称值将解释为 1.000 + .003 / –.001。要获到 
+.001（符号更改）的下公差，只需键入 1.000（标称值）、.003（正公差）和 –
.001（负公差），为样可达到 1.000 + .003 / + .001 的公差范该。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负负负负号号号号选项，负下公差可能我显示负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 “
负公差显示负号 。”  

轴下拉列表轴下拉列表轴下拉列表轴下拉列表    

轴轴轴轴下拉列表提供了一系列可用轴，我可以将正和/或负公差应用于为为轴。此列表包这以下
轴：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 在下拉列表中显示的所有轴和选项。 
X X 轴的值 
Y Y 轴的值。 
Z Z 轴的值。 
D 直径 
R 半径（直径的一半） 
A 角度（用于锥体） 
L 长度（用于柱体、槽、锥体和椭圆） 
H 高度 
PR 极坐标半径 
PA 极坐标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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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例近矢量方向的误差（用于曲面上的点） 
RT 报告矢量方向的偏差 
S 曲面矢量方向的偏差 
RS 曲面报告方向的偏差 
PD 圆的直径（底重于销矢量） 
FORM 特征的当合形状尺寸。 

? 对于圆或柱体特征，形状为圆度 (RN) 
尺寸。 
? 对于平面特征，形状为平度 (FL) 尺寸。 
? 对于直线特征，形状为直度 (ST) 尺寸。 

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    

在正正正正框中，可以为从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选择的轴键入公差的正值。 

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    

在负负负负框中，可以为从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选择的轴输入公差的负值。 

ISO 限制及符合限制及符合限制及符合限制及符合 
对话框的 ISO 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及及及及符符符符合合合合区域用于将 ISO 
标准公差应用于圆形特征的直径。当选择公差类别和级别后，PC-DMIS 
将从将际标准化组织的 限制及符合 表中查找柱体或圆直径的适用公差。为为表定义了直“ ”
径的还种设计类别和级别的公差。虽然 PC-DMIS 
允许以英制（英寸）和公制（毫米）单位来计算 ISO 公差，但 ISO 
规定只允许以公制（毫米）单位来应用公差。另外，存于为为表使用了直径的还种类别和
级别，只有柱体和圆才是适合使用此选项的特征。如果很输入如何标称直径，PC-DMIS 
将使用特征的标称直径来计算公差。 

标称大小标称大小标称大小标称大小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大大大大小小小小框用于输入所选特征的标称直径。 

公差类别公差类别公差类别公差类别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类类类类别别别别下拉列表用于从以下 ISO 公差类别中进行选择： 
A 
B 
C 
CD 
D 
E 
EF 
F 
FG 
G 

H 
J 
JS 
K 
M 
N 
P 
R 
S 
 

T 
U 
V 
X 
Y 
Z 
ZA 
ZB 
ZC 

公差级别公差级别公差级别公差级别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级级级级别别别别下拉列表用于从以下 ISO 公差级别中进行选择： 
IT1 IT7 IT13 
IT2 IT8 IT14 
IT3 IT9 IT15 
IT4 IT10 I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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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5 IT11 IT17 
IT6 IT12 IT18 

标注位置真值标注位置真值标注位置真值标注位置真值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从特征到 X、Y、Z 
原点的平行于相应轴的位置真值。计算中还包此特征的直径、角度和矢量。  

本部分仅适用于 位置真值 尺寸。 位置 标注将在标注位置部分进行此论。“ ” “ ”  

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如果使用基准，测定和偏差 XYZ 
值相对于基准的坐标系进行计算，但是在当前的坐标系中显示，以便解释还值。为防乏着
如果尺寸定义了不同的基准或很定义基准，即使标称值相同，通过一个位置真值尺寸报告
的特征可以有与其它位置真值尺寸不同的测定和偏差值。 

使用“位置真值”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此时将显示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如果需要使用基准，请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基基基基准准准准复选框。注防，如果选中该
复选框，尺寸将相对于基准进行计算。不过，XYZ 
输出值将相对于零件程序中的当前坐标系显示。 

4.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所需的如何基准特征。 

5. 选择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区域中的相应选项，设置特征和基准的实体条件。 

6. 选中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区域中所需的复选框。 

7.
 如果要标注轴向特征（例如柱体），应在参参参参考考考考长长长长度度度度中键入值，然
后从对对对对于于于于轴轴轴轴向向向向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区域中选择相应的选项。 

8. 选择所需的轴。默认许许下将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9. 选择要应用正负公差的轴。 

10.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11. 在负负负负框中输入负公差值。 

12.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选项。 

13.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14.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15.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16.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特征标识的位置真值, 单位 = 英寸 /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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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开/关, 文本=开/关, 乘数=n, 输出=报告/统计/两者/无, 偏差垂直中心线=开/关, 
显示=直径/半径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奖奖奖奖奖奖奖奖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X 0.7500 .07500 0.0000   0.0000   
Y 3.0000 3.0000 0.0000   0.0000   
DF 1.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D1 
D2 
D3 
TP 

 
1.0000 
1.0000 
MMC 

 
1.0000 
1.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平面 
圆 
圆 
0.0000 

P1 AT RFS 
C1 AT MMC 
C2 AT MMC 
0.000 

 
 
 
0.0000 

终止尺寸名 

将位置真值应用于一组圆或柱体 

1.
 利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菜单选项创建孔特征组（有关如何创建特征组的说明，请参请
通过现有特征构造新特征 部分的 构造特征组 ）。“ ” “ ”  

2. 选择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菜单选项。此时将显示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对话框。 

3.
 从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对话框中，选择所创建的特征组作为输入特征，并选择用于尺
寸的其它如何选项。 

4. 选中 分析 区域中的“ ”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 

5.
 访问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工具栏，选择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现在，我将能够看到每个特征
的偏差以及使特征进入公差范该所需的旋转。为了看请最大偏差，结果始终我
使用基准上的无论特征大小 (RFS) 选项来显示。 

使用基准使用基准使用基准使用基准 
虽然可以将特征的多种不同组合用作位置真值尺寸的基准，但在选择基准特征时，应遵应
以下一般原则。 

利用位置真值尺寸的设计上具有一个共同点，为就是将一个圆或柱体用作唯一的基准特征
。 

另一种可接受的如法是选择一组符合 3-2-1 
建坐标系原则的基准特征。（请记住，基准定义至从需要用 3 
基准点来描述第一个基准，使用 2 个基准点来描述第二个基准，使用 1 
个基准点来描述第内个基准。）为防乏着所选特征将是平面、直线，然后是单个点。  

但是，3-2-1 
建坐标系原则也可用于平面/直线/直线、平面/直线/圆、平面/柱体/柱体以及其它多种组合
。  

当以最大实体条件 (MMC) 或最小实体条件 (LMC) 来使用多个圆特征时， 

•  TP 轴 
的奖奖公差不可能简单地添加到其它奖奖公差上，因为此时将执行最佳拟合计
算来确定正确的奖奖公差。  

•  如何圆形特征或槽特征上可以使用 MMC 或 LMC 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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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本圆形特征上使用无论特征大小 (RFS) 选项来测量。 

注注注注：：：：当选择基准特征后，将相对于基准的坐标系计算位置真值 X、Y、Z、PA 和 PR 
轴，但是在当前坐标系中显示，以便解释还值。另外，必此按请本主题所述的一般步骤来
选择基准特征，否则尺寸就可能我断生防外的结果。 

在重复使用尺寸时使用相同的基准在重复使用尺寸时使用相同的基准在重复使用尺寸时使用相同的基准在重复使用尺寸时使用相同的基准    

要在当前的位置真值尺寸中使用上一个位置真值尺寸的基准，选择要标注的特征，然后单
击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区域的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按钮。参请 回调 按钮。“ ”   

位置真值尺寸的默认轴位置真值尺寸的默认轴位置真值尺寸的默认轴位置真值尺寸的默认轴 
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复选框用于更改默认输出的格式。当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后，将根据特征类型的默认轴
来选择要在尺寸中显示的轴。不过，在有为许许下，可能必此要替代默认设置。要更改默
认输出，只需选中所需的复选框： 

X = 输出 X 轴的值。 
Y = 输出 Y 轴的值。 
Z = 输出 Z 轴的值。 
PA = 输出极坐标角度值。 
PR = 输出极坐标半径值。 
D1 = 输出第一个基准的直径/宽度值。 
D2 = 输出第二个基准的直径/宽度值。 
D3 = 输出第内个基准的直径/宽度值。 
DF = 输出特征的直径。 
LF = 输出槽特征的长度。 
WF = 输出槽特征的宽度。 
LD = 输出槽基准的长度。 
WD = 输出槽基准的宽度。 
TP = 输出位置真值公差及其关联偏差。 
Form = 输出特征的当合形状尺寸。 
? 对于圆或柱体特征，形状为圆度 (RN) 尺寸。 
? 对于平面特征，形状为平度 (FL) 尺寸。 
? 对于直线特征，形状为直度 (ST) 尺寸。 

如果将输出值更改为默认值以外的其它值，PC-DMIS 
就我将新设置用于所有后序的尺寸。如果需要让 PC-DMIS 
使用原来的默认轴，则必此将格式重置到默认设置。  

要将格式重置到默认设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2. 选中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复选框。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我自动按请特征类型将尺寸重置到输出默认轴。 

注注注注：：：：如果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PC-DMIS 
将自动确定将输出的默认轴。默认输出格式取测于特征的类型。PC-DMIS 
将自动使用已记目的（参请上表）轴格式来确定所选特征的位置真值。 

偏差偏差偏差偏差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区域用于通过选择选项确定如何执行偏差以及如何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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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于中心线的偏差垂直于中心线的偏差垂直于中心线的偏差垂直于中心线的偏差    

垂垂垂垂直直直直于于于于中中中中心心心心线线线线的的的的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复选框用于确定 PC-DMIS 
是计算垂直于特征理论中心线的偏差还是计算垂直于 X、Y 和 Z 值的偏差。 

•  如果选中，PC-DMIS 
将计算垂直于特征理论中心线的偏差，则如中心线方向的如何偏差。 

•  如果取消选中，PC-DMIS 将计算垂直于 X、Y 和 Z 值的偏差。 

对于例近矢量不在 X、Y 或 Z 
轴上的薄壁件点，此复选框模其有用。利用此复选框，可以查找垂直于例近矢量的偏差。 
显示为半径显示为半径显示为半径显示为半径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为为为为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复选框确定 PC-DMIS 是否将显示特征和基准的半径代替显示直径。  

•  如果选中，PC-DMIS 将在 DF、D1、D2、D3 和 TP 
行中显示半径，并在 编辑 窗口的尺寸字段中加入文本，显示尺寸显示特征的“ ”
半径还是尺寸。 

•  如果取消选中，PC-DMIS 将正常显示直径。 

轴向特征轴向特征轴向特征轴向特征 
在标注位置真值时，柱体等轴向特征还有另外内个选项： 

•  从轴平均 

•  从轴起点 

•  从轴终点 

•  从最差的轴端点 

•  从轴两端 

要使用为为附件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所需的单选按钮。 

2. 键入参考长度。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参考长度参考长度参考长度参考长度    

我可以通过以下单选按钮来使用参考长度： 

•  从轴平均 

•  从轴起点 

•  从轴终点 

•  从最差的轴端点 

•  从轴两端 

要使用参考长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参参参参考考考考长长长长度度度度框中键入所需值。 

2. 选择所需选项。 

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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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轴平均从轴平均从轴平均从轴平均    

从从从从轴轴轴轴平平平平均均均均选项用于从轴的将心或平均点标注轴向特征（如柱体）。 

从轴起点从轴起点从轴起点从轴起点    

从从从从轴轴轴轴起起起起点点点点选项用于从所选轴的起点标注轴向特征（如柱体）。 

从轴终点从轴终点从轴终点从轴终点    

从从从从轴轴轴轴终终终终点点点点选项用于从所选轴的终点标注轴向特征（如柱体）。 

从最差的轴端点从最差的轴端点从最差的轴端点从最差的轴端点    

从从从从最最最最差差差差的的的的轴轴轴轴端端端端点点点点选项用于从提供了尺寸最差许许的起点或终点标注轴向特征（如柱体）。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零件包这不对称的柱体，柱体轴上偏离标称值最在的起点或终点就是提供了最
差许许的点。 

从轴两端从轴两端从轴两端从轴两端    

从从从从轴轴轴轴两两两两端端端端选项用于从所选轴的起点和终点标注轴向特征（如柱体）。 

位置真值尺寸的公差位置真值尺寸的公差位置真值尺寸的公差位置真值尺寸的公差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区域用于为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的每个轴键入正负公差，并定义特定的实体条件限定符。 

要键入轴公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输入公差的轴。 

2. 在正正正正框中输入该轴的正公差值。 

3. 在负负负负框中输入该轴的负公差值。 

4. 从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限限限限定定定定符符符符下拉列表中选择实体条件限定符。 

轴轴轴轴    

轴轴轴轴下拉列表提供了一系列可用轴，我可以将正和/或负公差应用于为为轴。此列表包这以下
轴：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 在下拉列表中显示的所有轴和选项。 
D1 第一个基准的直径/宽度 
D2 第二个基准的直径/宽度 
D3 第内个基准的直径/宽度 
DF 特征的直径/宽度 
LF 槽特征的长度 
WF 槽特征的宽度 
LD 槽基准的长度 
WD 槽基准的宽度 
TP 位置真值公差及其关联偏差 
FORM 特征的当合形状尺寸。 

? 对于圆或柱体特征，形状为圆度 (RN) 
尺寸。 
? 对于平面特征，形状为平度 (FL) 尺寸。 
? 对于直线特征，形状为直度 (ST)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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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正正    

在正正正正框中，可以为从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选择的轴输入公差的正值。 

负负负负    

在负负负负框中，可以为从轴轴轴轴下拉列表中选择的轴输入公差的负值。 

标注距离标注距离标注距离标注距离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距离。我可以选择第内个特征或选择一个轴，作为
计算中所使用的方向。  

与其它大多数尺寸计算相比，距离计算不如直观。当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距离，可以使用
默认方法或直线方法。采用直线方法的二该距离将平行于工作平面。采用直线方法的内该
距离是从将心到将心的距离。 

使用“距离”选项标注距离： 

1. 从子菜单中选择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此时将显示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输入正公差值。 

4. 在负负负负框中输入负公差值。 

5. 选择 2 该该该该或 3 该该该该选项，以指定距离类型。 

6.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7.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8. 选择按按按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按按按按 X 轴轴轴轴、按按按按 Y 轴轴轴轴或按按按按 Z 
轴轴轴轴选项，以确定用于定义距离的关系。 

9. 选择垂垂垂垂直直直直于于于于或平平平平行行行行于于于于单选按钮。 

10.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11.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乘数值。 

17.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 ” 寸信息格式。 

1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2D 距离,从特征 1,到特征 2,TOG1,工作平面,TOG2 
或或或或者者者者 
尺寸名 = 3D 距离,从特征 1,到特征 2,TOG1,工作平面,TOG2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5.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TOG1= 平行于/垂直于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 可以将此字段更改为如防特征。默认值为当前工作平面。 

TOG2= 无半径 / 加半径 / 从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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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尺寸的公差距离尺寸的公差距离尺寸的公差距离尺寸的公差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区域用于键入距离沿正方向和负方向的正公差和负公差。 

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大于标称或理论距离的如何距离只要处于指定
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距离。 

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    

负负负负框用于输入负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小于标称或理论距离的如何距离只要处于指定
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距离。 

2D 和和和和 3D 距离尺寸的一般规则距离尺寸的一般规则距离尺寸的一般规则距离尺寸的一般规则 
2D 和 3D 距离尺寸将按请相关特征来应用以下规则：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的的的的处处处处理理理理 

•  将球体、点和特征组当作点来处理。 

•  将槽、柱体、锥体、直线和圆当作直线来处理。 

•  平面通常当前平面来处理。 

其其其其它它它它规规规规则则则则 

•  如果两个元素上是点（如以上定义），PC-DMIS 
将提供点之间的最的距离。  

•  如果一个元素是直线（如以上定义）而另一个元素是点，PC-DMIS 
将提供直线（或中心线）和点之间的最的距离。  

•  如果两个元素上是直线，PC-DMIS 
将提供第二条直线的将心到第一条直线的最的距离。 

•  如果一个元素是平面而另一个元素是直线，PC-DMIS 
将提供直线将心和平面之间的最的距离。 

•  如果一个元素是平面而另一个元素是点，PC-DMIS 
将提供点和平面之间的最的距离。  

•  如果两个元素上是平面，PC-DMIS 
将提供第二个平面的将心到第一个平面的最的距离。 

2D 2D 2D 2D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    

最大和最小距离是两条直
线之间跨在直线长度的测
量距离。 

2 该该该该选项用于计算特征之间的二该距离。在计算 2D 
距离之前，要首先将用于计算距离的所有特征射影到当前工作平面。PC-DMIS 
将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最大、最小和平均距离。如果计算的是两条直线或两个平面之间

的距离，则将使用测量点数据来计算最大、最小和平均距离。（验许距离类型已设置为 
2 该。） 

 

使用内个特征来计算的 2D 
距离将平行于或垂直于基准特征。基准特征可以是先前已测定或构造的如何特征。  

要使用内个特征计算距离，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两个将用于计算距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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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第内个（基准）特征。（要获到最佳的结果，应将直线用作
第内个特征。）  

3. 验许选中了正确的方位。 

4. 选中按按按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复选框。 

5.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将计算前两个特征之间平行于或垂直于第内个（基准）特征或轴的距离。 

注注注注：：：：当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按钮时，PC-DMIS 将关闭距距距距离离离离对话框，而不创建其它尺寸。 

3D 3D 3D 3D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    

3 该该该该选项用于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内该距离。  

•  如果输入特征之一是直线、中心线或平面，PC-DMIS 
将计算垂直于该特征的 3D 距离。  

•  如果两个特征上是直线、中心线或平面，则将第二个特征用作基准。  

•  如果两个输入特征上不是直线、中心线或平面，PC-DMIS 
将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最的距离。（验许距离类型已设置为 3 该。） 

距离尺寸的关系距离尺寸的关系距离尺寸的关系距离尺寸的关系 
对话框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区域中的复选框用于指定在两个特征之间测量的距离是垂直或平行于特定轴，
还是垂直或平行于第二个所选特征： 

““““按特征按特征按特征按特征””””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如果标记了要计算距离的两个特征并选中按按按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复选框，第二个特征将成为基准特征。我
也可以选择垂垂垂垂直直直直于于于于或平平平平行行行行于于于于选项。为为选项用于指示 PC-DMIS 
平行于或垂直于第二个所选特征计算与第一个所选特征之间的距离。当所选特征是圆和直
线时，将使用此选项。 

““““按按按按 X  X  X  X 轴轴轴轴””””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如果要测量从第一个所选特征到第二个所选特征之间垂直或平行于 X 轴的距离，请选中按按按按 
X 轴轴轴轴复选框。 

““““按按按按 Y  Y  Y  Y 轴轴轴轴””””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如果要测量从第一个所选特征到第二个所选特征之间垂直或平行于 Y 轴的距离，请选中按按按按 
Y 轴轴轴轴复选框。 

““““按按按按 Z  Z  Z  Z 轴轴轴轴””””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如果要测量从第一个所选特征到第二个所选特征之间垂直或平行于 Z 轴的距离，请选中按按按按 
Z 轴轴轴轴复选框。 

距离尺寸的方位距离尺寸的方位距离尺寸的方位距离尺寸的方位 
当测量两个特征之间的距离时，我可以使用以下方位选项来确定测量距离的方式。 

•  测量第一个所选特征平行或垂直于第二个所选特征的距离。 

•  测量第一个所选特征和第二个所选特征之间平行或垂直于特定轴的距离。 

垂垂垂垂直直直直于于于于和平平平平行行行行于于于于选项用于确定特征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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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于垂直于垂直于垂直于    

如果两个特征之间的距离垂直于第二个特征或垂直于指定轴，请选择垂垂垂垂直直直直于于于于选项。 

平行于平行于平行于平行于    

如果两个特征之间的距离平行于第二个特征或平行于指定轴，请选择平平平平行行行行于于于于选项。 

圆选项圆选项圆选项圆选项 
在圆圆圆圆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中，可以使用加加加加半半半半径径径径和从从从从半半半半径径径径选项来指示 PC-DMIS 
在测获的总距离中加或从测定特征的半径。所加或从的数量始终是在计算距离的相同矢量
上。一还只能使用一个选项。 

 

如果使用无无无无半半半半径径径径选项，则不我将特征的半径应用到所测量的距离。 

标注夹角标注夹角标注夹角标注夹角 
夹夹夹夹角角角角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夹角。（验许选择了按按按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选项。）如果仅指定了
一个特征，则将计算当前工作平面的长轴（默认为 X 轴）和所选特征之间的夹角。如果 
PC-DMIS 所报告的角度不在正确的象限中（我需要 0.0，而不是 
180.0），只需在 编辑 窗口中键入正确的标称角度。“ ” PC-DMIS 
将自动转换象限，使其匹配标称角度。  

直线的方向将确定所测量的角度。 

 

标注两个特征之间的夹角：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夹夹夹夹角角角角。此时将显示夹夹夹夹角角角角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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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负负负负框中键入负公差值。 

5. 选择 2 该该该该或 3 该该该该选项，以指定角度类型。 

6.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部分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7.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8.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 ” 可选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9. 选择按按按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按按按按 X 轴轴轴轴、按按按按 Y 轴轴轴轴或按按按按 Z 
轴轴轴轴选项，以确定用于定义角度的关系。 

10.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乘数值。 

11.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1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2D 角度TOG1,从特征 1,到特征 2,TOG2,工作平面 
或者 
尺寸名 = 3D 角度TOG1,从特征 1,到特征 2,TOG2,工作平面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A 5.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TOG1= 
实角/补角。此字段用于验许或更改夹角尺寸是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真实夹角
还是真实夹角的补角。 

TOG2= 平行于/垂直于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 可以将此字段更改为如防特征。默认值为当前工作平面。 

夹角尺寸的公差夹角尺寸的公差夹角尺寸的公差夹角尺寸的公差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区域用于键入沿正方向和负方向的正公差和负公差。 

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大于标称或理论角度的如何角度只要处于指定
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角度。 

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    

负负负负框用于输入负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小于标称或理论角度的如何角度只要处于指定
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角度。 

角度类型角度类型角度类型角度类型 
角度类型 区域确定角度是“ ”  2 该还是 3 该。 

2 2 2 2 该角度类型该角度类型该角度类型该角度类型    

2 该该该该选项用于计算特征之间的二该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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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该角度类型该角度类型该角度类型该角度类型    

3 
该该该该选项用于计算特征之间的内该夹角。如果只选择了一个特征，则将计算当前工作平面和
所选特征之间的夹角。有关如何转换报告角度象限的说明，请参请标注夹角。 

夹角尺寸的关系夹角尺寸的关系夹角尺寸的关系夹角尺寸的关系 
对话框关关关关系系系系区域中的复选框用于指定在两个特征之间测量的距离是垂直或平行于特定轴，
还是垂直或平行于第二个所选特征： 

按特征按特征按特征按特征    

如果测量的是两个特征之间的夹角，请选中按按按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复选框。 

第二个特征将是基准特征。 

按按按按 X  X  X  X 轴轴轴轴    

如果测量的是特征和 X 轴之间的夹角，请选中按按按按 X 轴轴轴轴复选框。 

按按按按 Y  Y  Y  Y 轴轴轴轴    

如果测量的是特征和 Y 轴之间的夹角，请选中按按按按 Y 轴轴轴轴复选框。 

按按按按 Z  Z  Z  Z 轴轴轴轴    

如果测量的是特征和 Z 轴之间的夹角，请选中按按按按 Z 轴轴轴轴复选框。 

标注同心度标注同心度标注同心度标注同心度 
如果选择球体作为第一个
特征，第二个特征也必此
为球体。然后，PC-DMIS 
将在内该中计算两个特征
间的同心度。 

同心度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两个圆、柱体、锥体或球体的同心度。所输入的第二个特征始

终是基准特征。如果只选择了一个特征，当前工作平面将成为基准特征。此尺寸类型可

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差值。 

 

使用“同心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同同同同心心心心度度度度。此时将显示同同同同心心心心度度度度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部分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7.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乘数值。 

8.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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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同心度,从特征 1,到特征 2 
 
或 
 
尺寸名 = 同心度,从特征 1,到原点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2.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同心度尺寸的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共轴度的如何共轴度只要处
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标注共轴度标注共轴度标注共轴度标注共轴度 
共共共共轴轴轴轴度度度度菜单选项用于计算柱体、锥体或直线与基准特征的共轴度。所输入的第二个特征始
终是基准特征，它可以是柱体、锥体、直线或圆。如果仅选择一个特征，将出现错误消息
。此尺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差值。 

使用“共轴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共共共共轴轴轴轴度度度度。此时将显示共共共共轴轴轴轴度度度度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7.
 通过选中一个或两个复选框，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中图图图图
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8.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 ” 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尺寸名 = 共轴度,从特征 1,到特征 2 
或或或或者者者者 
尺寸名 = 共轴度,从特征 1,到原点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2.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注注注：：：：当创建尺寸后，对话框将序序打开。如果需要，此时可以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来编辑尺寸信
息的还个方面。参请编辑默认尺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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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轴度尺寸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共轴度的如何共轴度只要处
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共轴度的射影距离 

PC-DMIS 
允许我键入参考距离。当我需要在计算共轴度所使用的特征轴上指定点时，可以使用此选
项。如果此距离为零，所使用的两个点将是轴的端点。如果此距离不为零，所使用的两个
点将是轴的起点以及沿轴矢量与起点相隔指定距离的点。 

标注圆度标注圆度标注圆度标注圆度 
一个测点加上特征的最小
触测要求对于确定特征的
圆度是必要的。增加测点
可以提供整个特征圆度的
更佳表现。 

圆度菜单选项用于确定圆的圆度、柱体的圆柱度、球体的圆球度和锥体的圆锥度。此尺

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差值。 

 

使用“圆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圆圆圆圆度度度度。此时将显示圆圆圆圆度度度度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部分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7.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8.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圆度,特征 1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圆度尺寸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圆度的如何圆度只要处于指
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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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直度标注直度标注直度标注直度 
确定直线直度最从需要内
个测点。 

直度选项用于计算直线的直度。此尺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差值

。 

 

使用“直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直直直直度度度度。直直直直度度度度对话框将出现。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部分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7.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8.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特征名 = 直度,特征 1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直度尺寸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直度的如何直度只要处于指
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标注平度标注平度标注平度标注平度 
确定平面的平度最从需要
在个测点。 

平度菜单选项用于确定平面的平度。此尺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

差值。 

 

使用“平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平平平平度度度度。此时将显示平平平平度度度度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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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部分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7.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8.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平度,特征 1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平度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平度的如何平度只要处于指
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标注垂直度标注垂直度标注垂直度标注垂直度 
垂垂垂垂直直直直度度度度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垂直度。第二个特征始终是基准特征。如果只选
择了一个特征，当前工作平面将成为基准特征。此尺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
一个正公差值。 

使用“垂直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垂垂垂垂直直直直度度度度。此时将显示垂垂垂垂直直直直度度度度对话框。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中输入射影距离。 

5.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部分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6.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7.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 ” 信息，请选中可选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8.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乘数值。 

9.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10.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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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垂直度,特征 1,到特征 2 
 
或 
 
尺寸名 = 垂直度,特征 1,到工作平面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垂直度尺寸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垂直度的如何垂直度只要处
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垂直度尺寸的射影距离 

PC-DMIS 
允许我在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中键入参考距离。当特征不仅需要垂直于基准特征，而的还需要在离开基
准一定距离处进行计算时，将使用此选项。 

标注平行度标注平行度标注平行度标注平行度 
平平平平行行行行度度度度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两个特征之间的平行度。第二个特征始终是基准特征。如果只选
择了一个特征，当前工作平面将成为基准特征。此尺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
一个正公差值。 

使用平行度执行尺寸：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平平平平行行行行度度度度。平平平平行行行行度度度度对话框将出现。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如果需要使用基准特征，请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基基基基准准准准复选框。 

4. 如果需要使用基准特征，请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再选择一个特征。 

5. 为特征和基准选择适当的实实实实体体体体条条条条件件件件选项。 

6.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7. 在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中键入射影距离。 

8.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选项。 

9.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10.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11.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12.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13.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524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平行度,特征 1,TOG1,到特征 2,TOG1 
or 
尺寸名 = 平行度,特征 1,TOG1,到工作平面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奖奖奖奖奖奖奖奖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DF 
D1 
M 

1.0000 
0.0000 
0.0000 

0.0100 
0.0100 
0.0100 

0.0100 
0.0100 
0.01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TOG1= MMC / RFS / LMC 

平行度尺寸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平行度的如何平行度只要处
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平行度尺寸的射影距离 

PC-DMIS 允许我在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中键入参考距离。PC-DMIS 
我将该值用于柱体、锥体和直线特征，以计算平行度尺寸。  

对于为为特征，用于计算平行度的点为轴的端点以及该端点沿特征轴射影所获的点。 

为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是参考距离。对于其它特征，此距离对尺寸不存在影在。当需要在
特征上的一定距离处计算尺寸时，将使用此选项。 

标注偏离度标注偏离度标注偏离度标注偏离度 
偏偏偏偏离离离离度度度度菜单选项用于确定第一个特征相对于第二个特征（即第二个特征成为基准特征）的
偏离度。如果只选择了一个特征，工作平面的法线将成为基准特征。此选项可用于圆、锥
体、柱体、球体和平面。此尺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差值。 

使用“偏离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偏偏偏偏离离离离度度度度。偏偏偏偏离离离离度度度度对话框将出现。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7.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8.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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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偏离度,特征 1,到特征 2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偏离度尺寸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偏离度的如何偏离度只要处
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标注轮廓标注轮廓标注轮廓标注轮廓 
轮廓菜单选项用于计算特征的轮廓误差。 

注注注注：：：：轮廓尺寸已对 PC-DMIS 3.0 
及更在版本中进行了更改。我现在可以将如防类型的特征用于轮廓扫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轮廓轮廓轮廓轮廓””””选项标注特征选项标注特征选项标注特征选项标注特征：：：： 
1.

 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通常，创建最佳拟合坐标系我增大轮廓尺寸的数字
。此外，如果以后选择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选项，则需要最佳拟合坐标系。 

2. 从子菜单中选择轮轮轮轮廓廓廓廓。轮轮轮轮廓廓廓廓对话框将出现。 

3.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如果选择基准特征，则必此选择平面。 

4.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5. 在负负负负框中键入负公差值。 

6.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7.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8.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9. 在对话框的控控控控制制制制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中选择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或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10.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
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乘数值。 

11.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
 如果以前选择了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选项，一定要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
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区域中选中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复选框。 

•
 如果以前选择了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选项，一定要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的尺尺尺尺
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区域中选中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复选框。 

1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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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轮廓,特征 1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5.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显示轮廓线图显示轮廓线图显示轮廓线图显示轮廓线图    

PC-DMIS 用于在使用片区扫描创建轮廓尺寸时，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CAD 
模型曲面上显示模色的线图。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导入立体 CAD 模型。  

2. 访问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3. 为其中一个视图选中立立立立体体体体复选框。 

4. 将 PC-DMIS 置于曲面模式。 

5. 创建片区扫描（参请 扫描零件 部分的 执行片区高级扫描 ）。“ ” “ ”  

6. 访问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7.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轮轮轮轮廓廓廓廓线线线线图图图图选项。 

8. 访问轮轮轮轮廓廓廓廓对话框。 

9.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片区扫描。 

10. 选中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区域中的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 

11. 对轮轮轮轮廓廓廓廓对话框进行所需的更改。 

1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生成尺寸。 

我我注防到，PC-DMIS 在扫描的模型曲面上放置一个模色的轮廓线图。 

轮廓尺寸的公差轮廓尺寸的公差轮廓尺寸的公差轮廓尺寸的公差 
此尺寸类型可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差值）或双底的（即应用上公差值和下
公差值）。  

•  如果选择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选项，将只能应用正公差。  

•  如果选择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轮廓尺寸就可以是单底或双底的。 

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大于标称或理论轮廓的如何轮廓只要处于指定
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PC-DMIS 
还允许使用负上公差（即处于正值范该的负公差）。要实现此目的，可以在正正正正框中的值前
输入一个正号。 

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    

负负负负框用于输入负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小于标称或理论轮廓的如何轮廓只要处于指定
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PC-DMIS 
允许使用正下公差（即处于负值范该的正公差。）要实现此目的，可以在负负负负框中的值前输
入一个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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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选项控制选项控制选项控制选项 
该区域的选项用于确定轮廓匹配标称值的形状还是匹配标称值的形状和位置。 

仅形状仅形状仅形状仅形状    

当标注轮廓时，如果选择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选项，则可以指示 PC-DMIS 
只确定特定轮廓是否匹配与标称值相同的形状。此选项将则如轮廓的位置是否在可接受的
公差之外。 

对于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尺寸，应注防所生成尺寸中的测定值。 

形状和位置形状和位置形状和位置形状和位置    

当标注轮廓时，如果使用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选项，则可以确定特定轮廓是否匹配与标称值相同的
形状和位置。与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选项不同，轮廓的位置还必此处于可接受的公差范该内。 

对于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尺寸，应注防所生成尺寸中的最大最小值。 

标注斜度标注斜度标注斜度标注斜度 
斜斜斜斜度度度度菜单选项用于计算平面或直线相对于基准平面或直线的斜度误差。（如果只选择或键
入了一个特征，PC-DMIS 将将当前工作平面用作基准。）  

使用“斜度”选项计算斜度误差： 

1. 从子菜单中选择斜斜斜斜度度度度。此时将显示斜斜斜斜度度度度对话框。 

2. 在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偏离基准的标称角度。 

3. 选择或键入平面/直线、特征和基准。 

4.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5. 在距距距距离离离离框中键入射影距离。 

6.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7.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8.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9. 在对话框的控控控控制制制制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中选择仅仅仅仅形形形形状状状状或形形形形状状状状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10.
 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以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
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乘数值。 

11.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  

1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斜度,特征 1,到特征 2,距离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直线或平面。 

然后，PC-DMIS 将计算斜度误差，并将其显示在当前尺寸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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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角度 

此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键入偏离基准特征的标称角度。参考角度是两个特征之间的夹角。PC-DMIS 
将通过该角度计算一个特征的偏差。  

单击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理论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按钮可通过所选特征的理论值计算应使用的标称参考角度。为样，可以
不必在 编辑 窗口中查找角度。“ ”  

斜度尺寸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键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斜度误差的如何斜度误差只
要处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斜度尺寸的射影距离 

PC-DMIS 允许我射影参考距离。此选项可用于直线特征来计算斜度尺寸。  

对于为为特征，用于计算斜度的点为轴的端点以及该端点沿特征轴射影所获的点。  

为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是参考距离。对于其它特征，此距离对尺寸不存在影在。当需要在
特征上的一定距离处计算尺寸时，将使用此选项。 

标注对称度标注对称度标注对称度标注对称度 
对对对对称称称称度度度度菜单选项用于计算一个点特征组与基准特征的对称度，或两条面向直线与基准特征
的对称度。  

•
 如果第一个特征是特征组，输入的第二个特征则为基准特征，必
此是平面或直线。  

•
 如果第一个特征是直线，第二个特征必此也是直线，输入的第内
个特征为基准特征。此时，第内个特征必此是平面或直线。此尺寸类型可
以看作是单底的，即只应用一个正公差值。 

根据几何尺寸和公差标准，下图指示对称度尺寸如何解释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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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PC-DMIS 如何解释对称度尺寸的图形 

因为对称度的定义方式，PC-DMIS 
将限制对称度尺寸可以使用的特征。因为还点必此在基准周该均均排列，才能查找还点之
间的中点，所以，必此选择包这交替点的特征组或点数相同的两条面向直线。 

使用“对称度”选项标注特征：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对对对对称称称称度度度度。对对对对称称称称度度度度对话框将出现。 

2. 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标注的特征。 

3. 在正正正正框中键入正公差值。 

4. 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中选择英英英英寸寸寸寸或毫毫毫毫米米米米。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如果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查看尺寸信息，请选中可选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 

7.
 通过选中一个或两个复选框，选择所需的分析选项。如果选中图图图图
形形形形复选框，请在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输入乘数值。 

8.
 如果需要，选中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中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复选框并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以选
择我我在 图形显“ 示 窗口中显示的尺寸信息格式。”  

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 

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对称度,从特征 1 到特征 2 
或或或或 
尺寸名 = 对称度,从特征 1 和特征 2 到特征 3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0.0000 0.0100 0.0100 2.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注注注：：：：当创建尺寸后，对话框将序序打开。如果需要，此时可以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按钮来编辑尺寸信
息的还个方面。参请编辑默认尺寸信息。 

对称度的正公差 

正正正正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不同于标称或理论对称度的如何对称度只要处
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通过键盘输入标注通过键盘输入标注通过键盘输入标注通过键盘输入标注 
键键键键入入入入菜单选项用于通过键盘捕获并 键入 很用“ ”  CMM 
测量的数据（例如，添加用测径器测量的尺寸）。利用此选项，我可以打印输出检验报告
上的所有检验结果（不仅仅是用 CMM 
测量的特征）。当询集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时，也需要使用此选项。 

使用“键入”选项添加尺寸： 

1. 从子菜单中选择键键键键入入入入。此时将显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键键键键入入入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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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框中键入尺寸的标识。 

3. 在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框中键入标称值。 

4. 在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框中键入实际值。 

5. 选择要将尺寸信息输出到何处。选择统统统统计计计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两两两两者者者者或无无无无选项。 

6.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此尺寸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 ”  

尺寸名 = 键入,特征 1 
轴轴轴轴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值值值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M 5.0000 0.0100 0.0100 5.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标称值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框用于输入特征的标称（或理论上的正确）测量结果。 

实际值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框用于输入特征的实际测量结果。 

键盘创建的尺寸的公差键盘创建的尺寸的公差键盘创建的尺寸的公差键盘创建的尺寸的公差 
我可以为新生成的尺寸键入正方向和负方向上的公差。 

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正公差    

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用于输入正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大于标称或理论测量结果的如何测量结果
只要处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负公差    

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用于输入负方向上的公差值。为防乏着小于标称或理论测量结果的如何测量结果
只要处于指定的公差范该内，将仍然是有并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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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零件扫描零件扫描零件扫描零件 

扫描零件扫描零件扫描零件扫描零件：：：：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在 PC-DMIS 中，可以通过按指定增量扫描零件的曲面来定义点测量。当需要精确控制的 
CMM 测点时，此测量功能模其有用。目前，PC-DMIS 
支持使用接触式触发器和模拟测头进行 
DCC（直接计算机控制）扫描，使用接触式触发器或硬测头进行手动扫描。手动和 DCC 
扫描上提供了执行扫描的不同方法，本部分将详细说明为为方法。  

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的 DCC 缝合式扫描存 PC-DMIS 和 
CMM（坐标测量机）控制器来驱动。DCC 
扫描过程采用一种自适应的要能算法，它可以计算出曲面法线矢量，以进行精确的测头补
偿。PC-DMIS 利用 
TTP（接触式触发测头）来实现曲面上轮廓的自动点到点数字化。只需指定 DCC 
扫描的必需参数，选择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和扫描算法，PC-DMIS 就将控制测量过程。 

PC-DMIS 扫描也可与模拟测头一起用来执行连序接触式扫描。首先，PC-DMIS 
我将扫描参数发送给控制器。然后，控制器将扫描零件并将扫描点通如给 PC-DMIS。 

PC-DMIS 
中的高级扫描存基本扫描组成。例如，片区扫描（参请执行片区高级扫描）实际上是存多
行数据组成，每一行均为基本扫描。基本扫描用于构成片区扫描等高级扫描。 

本部分主要介该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子菜单中的可用选项： 

•  执行基本扫描简介 

•  基本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 

•  执行圆基本扫描  

•  执行柱体基本扫描  

•  执行轴基本扫描  

•  执行中心基本扫描  

•  执行直线基本扫描  

•  执行高级扫描简介 

•  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 

•  执行开放路径高级扫描 

•  执行闭合路径高级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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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片区高级扫描 

•  执行截面高级扫描 

•  执行周边高级扫描 

•  执行旋转高级扫描 

•  手动执行扫描简介 

•  使用硬测头执行手动扫描 

•  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执行手动扫描 

执行基本扫描简介执行基本扫描简介执行基本扫描简介执行基本扫描简介    

现在，PC-DMIS 
支持根据新类型 基本扫描 对扫描进行分类。为为新扫描是基于特征的扫描（也就是说，“ ”
我可以定义圆或柱体等特征来以适当的参数进行测量，而 PC-DMIS 
将执行使用相应基本扫描功能的扫描）。 

如果将 TTP 或模拟测头置于 DCC 模式，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子菜单中将提供以下基本扫描： 

•  圆扫描 

•  柱体扫描 

•  轴扫描 

•  中心扫描 

•  直线扫描 

注注注注：：：：在选择模拟测头之前， 中心扫描 菜单选项无法选择。“ ”   

PC-DMIS 的高级扫描存基本扫描组成。尽管 PC-DMIS 
不允许从列表中选取基本扫描并通过为为基本扫描创建高级扫描，但是，我可以将基本扫
描复制并粘贴到已如创建的高级扫描中。 

本主题将首先介该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可用的共同功能，然后介该如何执行可用的基本扫描。 

基本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基本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基本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基本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 
基本扫描具有以下所述的多种共同功能。其中这为选项与常规扫描中的选项相同。（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请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同时也将指出本门与其中一种扫描模式相关
的选项。 

每种基本扫描的第一个选项卡包这以下选项。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此框用于输入零件厚度。当使用 CAD 曲面数据时，PC-DMIS 
我自动应用此以以厚度。当选择查找标称值模式后，将沿着曲面法线矢量应用
此厚度。然后，PC-DMIS 将通过刺穿 CAD 曲面来获取标称值。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选项卡包这以下可用选项： 

•  距离过滤器 – 参请开放路径的直线方法。 

•  变量过滤器 – 参请开放路径的变量方法。该扫描方法仅适用于直线扫描。 

•  Null 过滤器  – 参请 Null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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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包这以下可用选项： 

•  矢量 

•  曲面（仅适用于直线扫描） 

以上触测类型对应于先前在扫描中触测类型。参请触测类型。 

““““边界边界边界边界””””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这为基本扫描（如圆、柱体、轴和中心）存控制器来执行，因此不需要边界条件。 边界“ ”
选项卡包这以下可用选项： 

•  平面 

•  球体 

•  柱体 

•  锥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 边界 按钮。“ ”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选选选选项卡项卡项卡项卡    

执执执执行行行行选项卡包这以下可用执行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执行模式）： 

•  常规 － 对应于 执行模式 部分所述的 常规 模式。“ ” “ ”  

•  重新在在 － 对应于 执行模式 部分所述的 重新在在 。“ ” “ ”  

•  已定义 － 对应于 执行模式 部分所述的 已执行 模式。“ ” “ ”  

•  特征 － 此执行模式仅用于模拟测头。当选择此模式后，PC-DMIS 
将使用控制器的内置高速扫描功能来执行扫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选择圆扫描，PC-DMIS 
将使用控制器中对应的圆扫描命令，然后将参数传递给控制器执行。在为
种许许下，PC-DMIS 并不控制扫描的执行过程。 

““““标称值模式标称值模式标称值模式标称值模式””””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可用标称值模式如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标称值模式）： 

•  主 － 对应于 标称值模式 部分所述的 主 模式。“ ” “ ”  

•  查找标称值 － 
对应于 标称值模式 部分所述的 查找标称值 模式。我可以键入标称值查“ ” “ ”
找公差，以便在查找基本扫描的标称值时应用。 

注注注注：：：：对于类型为圆、柱体和轴的基本扫描，无需使用 CAD 
数据来查找标称值。为了执行为为基本扫描，PC-DMIS 
将从我提供的标称数据中获取标称值。 
 
例如，如果键入标称数据（如中心和直径）来执行圆，该数据将用于查找圆扫描的标称值
。 

““““常规常规常规常规””””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此对话框中的选项已在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中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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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圆基本扫描执行圆基本扫描执行圆基本扫描执行圆基本扫描 
圆圆圆圆菜单选项用于扫描圆特征。它接询圆中心、圆直径等参数，并允许 CMM 
执行扫描。圆方法只允许使用距距距距离离离离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它只允许使用矢矢矢矢量量量量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并的不需要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条条条条
件件件件。以下参数可控制扫描的执行过程： 

将将将将心心心心：该点（位于第一个列表的 # 
列下）是圆的中心。圆的中心可以直接键入，也可以从测量机或 CAD 中获取。 

圆基本扫描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标识=基本扫描/圆,显示触测=是,显示所有参数=是 
 中心 x,中心 y,中心 z,切要矢量=i,j,k,类型 
 起始矢量=i,j,k, 直径,角度,深度,厚度 
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    

该方法可以键入圆将心的 X、Y 和 Z 值以及矢量。 

1. 在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将心点。 

2. 双击将将将将心心心心列。此时将为将心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3. 手动编辑 X、Y 或 Z 框。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应用更改。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用于则如所作的如何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另外，还应使用相同的步骤对圆的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和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进行编辑。 

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曲面上采内个点，以查找圆所在的平面。 

2. 在孔中（或在键上）再采内个点。PC-DMIS 
将使用所有内个测点来计算圆。 

还可以再采一为点。PC-DMIS 
将使用所有测定点中的数据。所显示的将将将将心心心心是计算所获的孔（或键）中心。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是圆
的轴，而圆的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将根据用来计算圆的后内个测点中的第一个来进行计算。角度将计
算为从第一个测点（或触测）到最后一个测点所成弧的角度。 

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薄壁件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图标。 

2. 将光标放在所需圆的外部或内部。 

3. 单击圆周该的内个位置。要让 PC-DMIS 计算必需的 X、Y、Z 和 I、J、K 
数据，至从需要单击内还。 

一原指定第内个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薄壁件圆 CAD 数据中的中心点和直径。 

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就将在所有测点附近查找最佳的圆。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是圆的轴，而圆的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将根据第一还单
击来计算。角度将计算为从第一还单击到最后一还单击所成弧的角度。 

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圆形扫描。  

要生成圆，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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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圆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  

一原指定了线，对话框将显示所选圆的中心点和直径的值。 

注注注注：：：：如果基如 CAD 元素不是圆或弧，则可能需要更多还单击才能将特征确定。如果 PC-
DMIS 很突出显示正确的特征，请在圆上至从再单击两个位置。 

•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是圆的轴，并的是执行扫描时所在的平面。 

•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表示测头进行第一还触测（以开始扫描）的方
向。此矢量将按请数据条目模式来计算。此矢量与切要矢量相类垂直。 

圆圆圆圆：：：：CAD CAD CAD CAD 数据方法数据方法数据方法数据方法    

圆的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根据以此方法计算圆时使用的第一还单击来计算。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以下是允许使用的圆类型： 

1) 内内内内：：：：孔 

 
2) 外外外外：：：：键 

 
3)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在圆所在平面上执行的平面圆。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它是从起点开始的角度（要扫描的度数）。正负角度上可以使用。正角度将窗当作是顺时
针方向，负角度则是逆时针方向。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为角度的旋转轴。 

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它是圆的直径。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它是在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相面方向上应用的深度。正负值上可以使用。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圆的中心为 (1,1,3)，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为 (0,0,1)，深度为 
0.5，圆的中心将在执行时设置为 (1, 1, 2.5)。如果将同一个圆的深度设置为 –
0.5，将心将在执行时移至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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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柱体基本扫描执行柱体基本扫描执行柱体基本扫描执行柱体基本扫描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菜单选项用于扫描柱体特征。它接询柱体直径及间距等参数，并允许控制器执行扫描
。柱体方法允许使用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选项卡的距距距距离离离离以及矢矢矢矢量量量量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并的不需要边界条件。以下
参数可控制扫描的执行过程： 

将将将将心心心心：：：：该点是开始执行扫描的柱体中心。柱体的中心可以直接键入，也可以从测量机或 
CAD 中获取。 

柱体基本扫描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标识=基本扫描/柱体,显示触测=是,显示所有参数=是 
 中心 x,中心 y,中心 z,切要矢量=i,j,k,类型 
 起始矢量=i,j,k, 直径,角度,间距,深度,厚度 

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    

该方法可以键入柱体将心的 X、Y 和 Z 值以及矢量。 

1. 在“# 列的列表框中双击将心点。此时将显示”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2. 手动编辑 X、Y 或 Z 值。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应用更改。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用于则如所作的如何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另外，还应使用相同的步骤键入柱体的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和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曲面上采内个点，以查找柱体的轴矢量。 

2. 在孔中（或在键上）再采内个点。PC-DMIS 
将使用所有内个测点来计算柱体的直径。 

还可以再采一为点。PC-DMIS 
将使用所有测定点中的数据。所显示的将心是计算所获的孔（或键）中心。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是柱
体的轴，而柱体的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将根据用来计算柱体直径的后内个测点中的第一个来进行计算
。角度将计算为用来计算柱体直径的第一个测点（或触测）到最后一还单击所成弧的角度
。 

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所需柱体的外部或内部。 

3. 单击柱体周该的内个位置。要让 PC-DMIS 计算必需的 X、Y、Z 和 
I、J、K 数据，至从需要单击内还。  

一原指定第内个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薄壁件柱体 CAD 数据中的中心点和直径。  

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就将在所有测点附近查找最佳的柱体。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是柱体的轴，而柱体的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将根据第
一还单击来计算。角度将计算为从第一还单击到最后一还单击所成弧的角度。 

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柱体扫描。 

要生成柱体，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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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柱体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 

一原指定了线，对话框将显示所选柱体的中心点和直径的值。 

注注注注：：：：如果基如 CAD 元素不是柱体或弧，则可能需要更多还单击才能将特征确定。如果 PC-
DMIS 很突出显示正确的特征，请在柱体上至从再单击两个位置。 

•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是柱体的轴，并的是执行扫描时所在的平面。  

•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表示测头进行第一还触测（以开始扫描）的方
向。此矢量将按请数据条目模式来计算。此矢量与切要矢量相类垂直。 

柱体柱体柱体柱体：：：：CAD CAD CAD CAD 数据方法数据方法数据方法数据方法    

柱体的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根据以此方法计算柱体时使用的第一还单击来计算。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包这以下可用选项： 

1. 内内内内：：：：孔 

2. 外外外外：：：：键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显示从起点开始的角度（要扫描的度数）。正负角度上可以使用。正角度将窗当作
是顺时针方向，负角度则是逆时针方向。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为角度的旋转轴。当角度超过 360 
度时，扫描将序序进行，旋转周数大于一。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将角度指定为 720 度，扫描将执行两周旋转。 

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直直直直径径径径框显示柱体的直径。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框显示在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的相面方向上应用的深度值。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柱体的中心为 (1,1,3)，切要矢量为 (0,0,1)，深度为 
0.5，柱体的中心将在执行时设置为 2.5。  

间间间间距距距距：：：：  
间间间间距距距距框显示当扫描执行一周完整的 360 
度旋转时，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上扫描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距离。柱体的间距可以是正值或负值，当与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和角度结合使用时，可控制在柱体轴向上/向下扫描的方向。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柱体的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为 (0,0,1)，间距值为 1.0，正角度为 
720，扫描将执行两周旋转，并的我在柱体轴上从起点开始向上移动两个单位。如果为同一
柱体输入了负间距，扫描将在柱体轴上向下移动两个单位。 

执行轴基本扫描执行轴基本扫描执行轴基本扫描执行轴基本扫描 
轴轴轴轴菜单选项用于扫描直线特征。它接询直线的起点和终点，并允许用户执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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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方法： 

•  只允许从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选项卡中选择距距距距离离离离选项。  

•  允许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中选择矢量触测类型。  

•  不需要边界条件。  

以下两个参数可控制扫描的执行过程： 

•  起起起起点点点点：：：：该点是开始执行扫描的起点。  

•  终终终终点点点点：：：：该点是窗止执行扫描的终点。 

为为点可以直接键入，也可以从测量机或 CAD 中获取。 

轴基本扫描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标识=基本扫描/轴,显示触测=是,显示所有参数=是 
 起点 x, 起点 y, 起点 z,终点 x,终点 y,终点 z 
 切要矢量=i,j,k,厚度 
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    

该方法可以键入起点和终点的 X、Y 和 Z 值。 

1. 在“# 列的列表框中单击所需点。此时将显示”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2. 手动编辑 X、Y 或 Z 值。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应用更改。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用于则如所作的如何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另外，还应使用相同的步骤键入轴的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和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值。 

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列表中选择所需点。 

2. 在零件上进行一还触测。为将轴本该测点的值。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是直线所在平面的法线矢量。 

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直线，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在列表中选择所需点。 

3.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这一位置单击。“ ” PC-DMIS 
将轴本列表框中的必需值。  

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为直线生成点。在轴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另外，它还将用曲线的起点和终点轴本两个点的值。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是直线所在平面的法线矢量。 

执行中心基本扫执行中心基本扫执行中心基本扫执行中心基本扫描描描描 
中中中中心心心心菜单选项可以查找这个区域的最低/最高点。它接询扫描的起点和终点，并允许控制器
执行扫描。此扫描的输出只有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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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方法： 

•  只允许使用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选项卡中的距距距距离离离离选项。 

•  只允许使用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选项卡中的矢矢矢矢量量量量选项。 

•  不需要边界条件。 

以下两个参数可控制扫描的执行过程： 

•  起起起起点点点点：：：：该点是开始执行扫描的起点。  

•  终终终终点点点点：：：：该点是窗止执行扫描的终点。 

为为点可以直接键入，也可以从测量机或 CAD 中获取。 

中心基本扫描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标识=基本扫描/中心,显示触测=是,显示所有参数=是 
起点 x, 起点 y, 起点 z,终点 x,终点 y,终点 z,切要矢量=i,j,k,类型 
起始矢量=i,j,k,方向,厚度 
中心扫描示例中心扫描示例中心扫描示例中心扫描示例    

均定我有一个“V 形件，其中” “V 在测量机的”  Y 轴，“V 的窗点在零件坐标系统的”  Y+ 
方向（参请下图）。 

 

V 形件的窗 (Z+) 视图（“V 的窗点在”  Y+ 方向） 

要让基本中心扫描查找“V 的窗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要开始扫描的位置进行一还触测（在 V 的一个边上）。PC-DMIS 使用 
X、Y 和 Z 的点信息轴本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2. 为起点和终点值指定相同的 X、Y 和 Z 值。 

3. 确保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为 0,-1,0。 

4. 确保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为 0,0,1。 

5. 从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6. 从方方方方向向向向区域选择同同同同向向向向选项。 

7.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PC-DMIS 
沿“V 进行扫描查找其窗点，方法是沿起始矢量搜索最低点。”  

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键入方法    

该方法可以键入起点和终点的 X、Y 和 Z 值。 

1. 在“# 列的列表框中双击所需点。此时将显示”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2. 手动编辑 X、Y 或 Z 值。 

3. 按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应用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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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用于则如所作的如何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另外，还应使用相同的步骤键入中心的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和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测定点方法    

要在不使用 CAD 数据的许许下生成中心扫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列表中选择所需点。 

2. 在零件上进行一还触测。为将轴本该测点的值。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是当控制器进行中心扫描时，测头所在平面的法线矢量。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是起点处的起
始例近矢量。 

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使用屏幕上的曲面数据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中心扫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在列表中选择所需点。 

3. 在 图形 屏幕中的这一位置单击。“ ” PC-DMIS 将轴本列表中的必需值。 

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使用屏幕上的线框数据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点。 

在中心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它将在线框中查找与单击位置最接近的点，并轴本列表中的值。 

•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是在进行中心扫描时，测头所在平面的法线矢量。 

•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是测头在起点处的例近矢量。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以下是允许使用的中心扫描类型： 

1. 轴轴轴轴：：：：起点 (S) 射影到定义轴 (A) 上。所获点为 
(SP)。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射影到存射影点 (SP) 和轴方向 (A) 
定义的平面上。所定义的方向 (N) 
垂直于轴方向。因此，当执行中心扫描时，测头的中心点将窗留在存轴方
向和 (SP) 定义的平面上。中心扫描以方向 (N) 
的相同/相面方向为输入，测头的测尖将窗留在存轴方向 (A) 穿过方向 (N) 
所定义的方向上。 
 
S = 起点 
A = 定义轴/轴方向 
SP = 射影起点 
N = 轴方向的垂直方向 

2.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当对起点所定义的点进行触测后，CMM 
将按与测头方向相同/相面的方向执行中心扫描，同时仍保留在存切要矢量
定义的平面上。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允许使用以下类型的方向之一： 

1. 同同同同向向向向：：：：测头的中心扫描方法与测头方法相同。 

2. 面面面面向向向向：：：：测头的中心扫描方法与测头方法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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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直线基本扫描执行直线基本扫描执行直线基本扫描执行直线基本扫描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菜单选项将沿直线扫描曲面。此过程将使用直线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一个方向点来计算
切要平面。当执行扫描时，测头将仍然保留在切要平面内。 

可使用的过滤器包此以下内种不同的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位于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选项卡）。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 

PC-DMIS 
根据设定增量和最后两个测定测点来确定每一还触测。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
定测点之间的直线。测头将窗留在切要平面上。PC-DMIS 
将从第一个边界点开始，以设定增量连序采点，然后在如到终止边界点时窗止。 

 

体轴体轴体轴体轴    

PC-DMIS 
将沿着当前零件的坐标系统以设定增量采点。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指定轴。测头将窗留
在切要平面上。例近矢量将垂直于所选轴并位于切要平面上。体体体体轴轴轴轴方法使用的例近方向与
每一还触测的例近方向相同（与直线上术不同，直线上术我将例近方向调整到垂直于先前
两个测点之间的直线）。 

 

变量变量变量变量    

利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方法，我可以设置特定的最大和最小角度以及将用来确定 PC-DMIS 
的触测位置的增量值。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定测点之间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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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将用于确定测点间增量的最大和最小值。同时，必此为最大和最小角度输入所需值。P
C-DMIS 将使用最小增量采内个点。然后，它将测量测点 1-2 和测点 2-3 之间的夹角。 

•  如果测定角度在定义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PC-DMIS 
将序序以当前增量采点。  

•  如果角度大于最大值，PC-DMIS 
将清除最后一个测点，然后使用当前增量值的在分之一重新测量该测点。  

•  如果角度小于最小值，PC-DMIS 将以最小增量值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清除最后一个测点，
将增量值从小为当前增量的在分之一，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增量的最小值
。 

如果测定角度小于最小角度，PC-DMIS 
将以两就的增量进行下一还触测。（如果测定角度大于最大增量值，它将以最大增量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将当前增量值加就，
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最大增量值。 

 

如果角度  > 最大角度，增量 = 增量 / 4，直至达到最小增量 
如果角度  < 最小角度，增量 = 增量 × 2，直至达到最大增量 

最大增量最大增量最大增量最大增量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选项卡中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扫描路径上还测点之间的增量距离。例如，如果输
入 .5，扫描将以 .5 的增量来接触零件。 

点点点点    

直线扫描需要起点、方向点和终点。 

•  起起起起点点点点：：：：扫描的起点。 

•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点点点点：：：：用于开始扫描的方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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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终终终点点点点：：：：结很扫描的终点。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直线扫描将以下矢量用于执行过程。 

•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切要矢量是起始矢量与起点及终点间直线的差积。在
扫描过程中，测头将窗留在此平面上。 

•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起始矢量是用于开始扫描的起始接触矢量。 

•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终止矢量用作扫描终点处的例近矢量。 

•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方向矢量用于开始扫描，并的是从起点到方向点的矢量。 

切要矢量是起始接触矢量与起点及终点间直线的差积。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直线扫描可以使用矢量或曲面触测来执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触测类型。 

边界边界边界边界    

直线扫描可以用以下边界条件之一来执行。 

•  平面 

•  球体 

•  柱体 

•  锥体 

•  旧样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 边界 按钮。“ ”  

直线基本扫描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标识=基本扫描/直线,显示触测=是,显示所有参数=是 
起点 x,起点 y,起点 z,终点 x,终点 y,终点 z,切要矢量=i,j,k, 方向矢量=i,j,k 
起始矢量=i,j,k, 终止矢量=i,j,k, 厚度 

执行高级扫描简介执行高级扫描简介执行高级扫描简介执行高级扫描简介 
高级扫描是存接触式触发测头 (TTP) 执行的 DCC 缝合式扫描。为为扫描存 PC-DMIS 
和坐标测量机控制器驱动。DCC 
扫描过程采用一种自适应的要能算法，它可以计算出曲面法线矢量，以进行精确的测头补
偿。  

为为高级扫描采用 TTP，TTP 可以对曲面轮廓自动进行点对点的数字化。只需指定 DCC 
扫描的必需参数，选择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和扫描算法，PC-DMIS 就将控制测量过程。 

PC-DMIS 支持的高级扫描类型包此： 

•  开放路径扫描 

•  闭合路径扫描 

•  片区扫描 

•  周边扫描 

•  截面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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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扫描 

•  UV 扫描 

本主题将首先介该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可用的共同功能，用于执行为为扫描的对话框，然后再介该
如何执行可用的基本扫描。 

扫描对扫描对扫描对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话框的共同功能话框的共同功能话框的共同功能 
以下所述的多项功能上是 DCC 
和手动扫描的共同功能。同时也将指出本门与其中一种扫描模式相关的选项。 

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 
为了定义扫描的边界，PC-DMIS 允许键入、测量点或使用 CAD 数据。 

此功能仅适用于 DCC 扫描。 

注注注注：：：：对话框为一部分中所显示的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按钮仅用于 DCC 
模式下的开放路径、闭合路径、片区、截面和旋转扫描。它不可用于周边扫描。 

使用键入方法设置边界点使用键入方法设置边界点使用键入方法设置边界点使用键入方法设置边界点    

要使用键入方法设置扫描的边界，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双击“# 列中的所需边界点。此时将显示”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2. 手动编辑 X、Y 或 Z 值。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应用更改。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用于则如所作的如何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按钮用于接受更改并打开下一个边界点进行编辑。 

使用测定点方法设置边界点使用测定点方法设置边界点使用测定点方法设置边界点使用测定点方法设置边界点    

要使用测定点设置扫描的边界，请用测头接触零件。此时，将自动更新当前在边界列表中
选择的边界点的值。然后，焦点将移至下一个边界点（如果列表中还有边界点）。对于片
区扫描，如果当前点是列表中的最后一个点，则将自动添加一个只外的边界点。片区扫描
将显示最后一个点（为一方面与先前点相同）。当在对话框中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时，PC-DMIS 
将删除此最后一个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CAD  CAD  CAD  CAD 数据方法设置边界点数据方法设置边界点数据方法设置边界点数据方法设置边界点    

在 PC-DMIS 中，可以使用线框数据和曲面数据来选择边界点。  

当使用 CAD 曲面数据时：  

1. 确保已导入了立体 CAD 数据。 

2. 确保绘绘绘绘制制制制曲曲曲曲面面面面图标  已选定。 

3. 通过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来选择边界点。“ ”   

所选曲面将我突出显示。此时，PC-DMIS 
将自动更新当前在边界列表中选择的边界点的值。然后，焦点将移至下一个边界点（如果
有）。对于片区扫描，如果当前点是列表中的最后一个点，则将自动添加一个只外的边界
点。  

当使用 CAD 线框数据时，有两种选择曲线元素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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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线线线框框框框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1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深度曲线存 PC-DMIS 
用来在查找标称值操作中利用两个曲线形成一个平面。理想许许下，深度曲线应垂直于所
选的其它曲线，以便 PC-DMIS 
穿过两个矢量（深度曲线的矢量和其它如何所选曲线的矢量），从而形成一个可以查找标
称值的平面。  

要指定深度曲线，请选中深深深深度度度度复选框，然后选择一条曲线。只需选择一条深度曲线，该曲
线应在选择其它所有曲线后再进行选择。 

1. 确保曲曲曲曲线线线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已选定。 

2. 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 

3. 选中深深深深度度度度复选框。 

4. 选择一条曲线。 

5. 指定两条相类垂直的 CAD 边。 

6. 清除复选框。 

7. 单击零件。 

如果提供了深度曲线，PC-DMIS 
将通过用深度曲线的矢量穿过每条边的矢量来形成一个平面，并通过刺穿该平面来创建一
个点。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2 
无无无无深深深深度度度度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1. 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 

2. 指定两条相类垂直的 CAD 边。 

3. 取消选中复选框。 

4. 单击零件。 

如果很选择深度曲线，PC-DMIS 只我将所选点垂射到曲线上。  

注注注注：：：：只有开放路径、闭合路径和片区扫描才能使用线框数据。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边界边界边界边界””””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边界”按钮仅在 DCC 
模式下对于开放路径、封
闭路径、片区和截面扫描
可用。对于周边扫描不可
用。 

“边界”按钮可打开边界条件边界条件边界条件边界条件对话框。边界条件用于在终点处窗止扫描。利用边界条件边界条件边界条件边界条件对

话框，可以从边界类型边界类型边界类型边界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边界类型：  

 

•  平面 

•  球体 

•  柱体 

•  锥体 

•  旧样式 

保留旧样式条件是为了向后与 PC-DMIS 的先前版本兼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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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一边界条件（旧样式除外）上有一个用于窗止扫描的边界交叉数数数数框。例如，如果将
交叉数指定为二，那那当测头的球心两还穿过给定条件的曲面（平面、球面、柱面、锥面
等）时，扫描将窗止。我只需为边界交叉数键入所需值。 

边界条件将在终点处使用，并的与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值一起具有关联的位置。当球心穿过曲面时
，将计算所有的边界交叉。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扫描将在测头穿过平面给定还数时窗止。 

•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定义终点处的平面法线矢量。 

•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终点处的例近矢量。  

平面边界类型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边界/平面, x,y,z,平面矢量=i,j,k, 终止矢量=i,j,k,交叉数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扫描将在测头穿过（穿穿）球体给定还数时窗止。 

•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球体的半径。 

•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终点处的例近矢量。 

球体位于终点处，但在例近矢量方向上按测头半径从曲面偏移，以便使测头球心通过球体
。  

球体边界类型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边界/球体, x,y,z,终止矢量=i,j,k,半径,交叉数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扫描将在测头穿过（穿穿）柱体给定还数时窗止。
柱体是本定界的特征（即，其长度可看作是无限的）。 

•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柱体的半径。 

•  轴轴轴轴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定义柱体在终点处的轴。 

•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终点处的例近矢量。 

柱体位于终点处，但在例近矢量方向上按测头半径从曲面偏移，以便使测头球心通过柱体
。  

柱体边界类型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边界/柱体, x,y,z, 轴=i,j,k, 终止矢量=i,j,k,半径,交叉数  

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扫描将在测头穿过（穿穿）锥体给定还数时窗止。
锥体是本定界的特征（即，其长度可看作是无限的）。 

•  角度：锥体的半角。 

•  轴轴轴轴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定义锥体在窗点处的轴。 

•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终点处的例近矢量。 

锥体窗点位于扫描的终点。 

锥体边界类型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边界/锥体, x,y,z, 轴=i,j,k, 终止矢量=i,j,k,半角,交叉数 

旧旧旧旧样样样样式式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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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此边界条件是为了向后兼窗。PC-DMIS 
的先前版本结合使用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和扫描增量来窗止扫描。旧样式实际上并不是供我选择的
选项。它是在 PC-DMIS 先前版本中创建的扫描的内部设置。 

如果将 PC-DMIS 版本 2.3 中的扫描读入版本 3.0 
和更高版本，则将转换为为扫描，并将其还自的边界条件标记为 旧样“ 式 。”  

•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此矢量定义终点处的平面法线矢量。 

•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终点处的例近矢量。 

旧样式边界类型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边界/旧样式, x,y,z,平面矢量=i,j,k, 终止矢量=i,j,k 

注注注注：：：：随时上可以更改扫描的边界条件。如果为 DCC 
扫描选择了新的边界条件，该新条件将应用于构成此 DCC 
扫描的所有基本扫描。但是，如果选择只更改边界条件中的一个特定值（如球体边界条件
的边界），此更改则不我传播给基本扫描。我将需要在每个基本扫描中手动更改该值。 

添加和删除边界点添加和删除边界点添加和删除边界点添加和删除边界点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和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用于在边界点列表中添加或删除边界点。对于每种扫描，上存在一为限制
。例如，闭合路径扫描只接询起点和方向点。它不允许添加其它点或删除为两个点。有关
限制，请参您每种扫描。 

编辑边界点编辑边界点编辑边界点编辑边界点    

要编辑边界点，可以在“# 列中双击所需点的编号。”  

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用于编辑 X、Y、Z 值。 

通过更改列表显示列标头的宽度，可以更改边边边边界界界界点点点点列表的列宽度。要实现此目的，可以用
鼠标左键选择列标头的右边或左边，然后将该边然至所需大小。每个列表的显示宽度将分
别存用户来设置和测定。此信息保存在 INI 文件中，以供在每还更改字段时使用。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按钮仅在编辑矢量时才可用。单击此按钮后，将翻转所选的矢量。 

孔孔孔孔点点点点：：：： 
孔孔孔孔点点点点复选框仅在处理截面扫描时才可用。它可用于将本孔点更改为孔点。 

孔点将定义线性截面扫描在很一点可以跳过在其路径上如到的孔。当单击切切切切要要要要 CAD 
按钮后，PC-DMIS 我将孔点放在如何中断截面扫描的孔的这一条边上。  

孔点以字在“H 前加点编号（如”  1H、2H、3H 
等）的形式来定义。与其它如何边界点类似，为为点将同时添加到边边边边界界界界点点点点列表和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模型中。”  

注注注注：：：：孔孔孔孔点点点点复选框仅用于要更改为孔点的本孔点。如果有孔点需要更改为本孔点，可删除该
孔点，然后新建一个本孔点。 

清除边界点清除边界点清除边界点清除边界点    

我可以很窗很清除如防扫描类型的边界点列表，方法是在光标处于边边边边界界界界点点点点列表中时双击鼠
标右键。PC-DMIS 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我是否要重置边界点。 

•
 单击是是是是我将所有边界点重置为零，并将边界点数设置为每种扫描类型所需
的最小数目。 

•  单击否否否否不我清除边边边边界界界界点点点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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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PC-DMIS 不允许在使用截面扫描的切切切切要要要要 CAD 
按钮时清除边界点。此时，我需要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按钮重新显示边界点，然后才能清除边界
点。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触测类型”功能仅对 
DCC 扫描可用。 

“触测类型”列表用于选择将要进行的触测类型。如果需要进行矢量触测，请从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列表中选择“矢量”。同样，为曲面触测和棱触测选择所需的选项。当使用曲面或棱触测
时，必此为样例触测、框框触测、间保、深度和缩进等只外的参数输入值。并本所有扫

描上支持为在种触测类型。例如，片区扫描仅支持矢量和曲面触测。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您每种扫描。 

 

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区域显示将用于开始和窗止扫描的矢量的列表。对于特定的扫描，可能找不到以
下列出的这为矢量，为表示该扫描不使用为为矢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您每种扫描。要
编辑每一种矢量，可以双击该矢量，以便在矢量列中进行编辑。 

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其中的不同字段可用于编辑 I、J、K 值。  

1. 如果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上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应用作出的如何更改。 

2. 如果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将关闭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而不应用如何更改。 

3.
 通过按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按钮，可循环查看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列表中的可用矢量。这
为起始矢量可以翻转。如果可以翻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上的翻翻翻翻转转转转按钮将
变为可用。 

4. 通过按翻翻翻翻转转转转按钮，可以翻转所选矢量的方向。 

矢量的图形表示矢量的图形表示矢量的图形表示矢量的图形表示    

在设置扫描的起点、方向点和终点时，PC-DMIS 
允许查看起始接触矢量、方向矢量以及垂直于窗止扫描的边界平面的矢量的图形标识。 

为为矢量在零件的 图形显示 区域显示为蓝色、黄色和绿色的箭头。“ ”  

 
显示矢量的模色箭头 

矢量 图形表示 

起始接触 蓝色箭头 
方向 黄色箭头 
边界平面 绿色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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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接触矢量起始接触矢量起始接触矢量起始接触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    

起始接触矢量行中所显示的值表示 PC-DMIS 将用来在扫描过程中进行第一还接触的矢量。 

要编辑 I、J、K 起始接触矢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双击矢量列上的起始矢量。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2. 对值进行更改。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此时将关闭对话框。 

切要平面矢量切要平面矢量切要平面矢量切要平面矢量（（（（切要矢量切要矢量切要矢量切要矢量））））    

切要平面在内部用于 DCC 扫描计算。切要平面存起始接触矢量以及开放路径 DCC 
扫描第一个点和最后一个点之间的矢量扫生而来。有关如何扫生切要平面矢量的详细信息
，请参请还种扫描。 

终止接触矢量终止接触矢量终止接触矢量终止接触矢量（（（（终止矢量终止矢量终止矢量终止矢量））））    

终止接触矢量是扫描在行窗端的例近矢量。它仅用于窗止扫描或移至下一行（对于片区扫
描）。 

边界平面矢量边界平面矢量边界平面矢量边界平面矢量（（（（平面矢量平面矢量平面矢量平面矢量））））    

边界平面矢量和终止接触矢量上与给定的边界条件一起用来窗止扫描。当应用于不同的边
界条件时，边界平面矢量具有不同的用特：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当与平面边界条件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平面的法线矢量。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它不与球体边界条件一起使用。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当与柱体边界条件一起使用时，它表示柱体的轴。 

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当与锥体边界条件一起使用时，它表示锥体的轴。 

窗曲面矢量窗曲面矢量窗曲面矢量窗曲面矢量（（（（曲面曲面曲面曲面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窗曲面矢量仅用于采用棱触测的扫描。它是棱的起始窗曲面的矢量，用于开始扫描。 

起始方向矢量起始方向矢量起始方向矢量起始方向矢量（（（（方向矢量方向矢量方向矢量方向矢量））））    

起始方向矢量仅用于手动扫描。它表示扫描开始的方向，并的与起始接触矢量一起用来扫
生切要平面矢量。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1  1  1  1 行行行行    

该行是为角度触测选择的第一个曲面的曲面法线矢量。它用于触测类型为角度触测的开放
路径和闭合路径扫描。它对应于创建自动特征时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点点点点选项卡上的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1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值。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 创建自动角度点 主题。“ ”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2  2  2  2 行行行行    

该行是为角度触测选择的第二个曲面的曲面法线矢量。它用于触测类型为角度触测的开放
路径和闭合路径扫描。它对应于创建自动特征时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点点点点选项卡上的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2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值。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创建自动角度点 主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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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以下功能上位于对话框的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内。下文将介该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中本门与其中一种扫描模式相
关的项目。 

标称值模式标称值模式标称值模式标称值模式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选项用于确定 PC-DMIS 
为所测数据询集标称值的方式。此选项也可从 编辑 窗口中进行访问。执行扫描之前，只“ ”
需浏览到命令行并切换到所需的模式。标称值模式可以与执行模式主题所述的重新在在模
式一起使用。 

主主主主扫扫扫扫描描描描 
当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中选择主主主主后，PC-DMIS 
我将首还在在扫描所获取的测定数据当作标称数据。此扫描的后序执行结果将与此测定数
据进行比较。如果将主主主主用于 DCC 扫描并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列表中选择 常规模式 ，“ ” PC-DMIS 
将使用测定数据执行缝合式扫描。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当选择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选项后，PC-DMIS 将通过刺穿 CAD 模型来查找 CAD 
曲面上与测定点最接近的位置。然后，它我将标称值设置为在 CAD 曲面上找到的位置。 

注注注注：：：：对于类型为圆、柱体和轴的基本扫描，无需使用 CAD 
数据来查找标称值。为了执行为为基本扫描，PC-DMIS 
将从我提供的标称数据中获取标称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标称值模式 选项卡。“ ”  

如果很找到正确的标称值，PC-DMIS 首先我要求我提供新的标称值查找公差。 

参请标称值查找公差。 

我可以键入一个新公差，然后将其仅应用于当前扫描，或应用于整个零件程序。 

•  如果回否是是是是，将使用新公差来查找标称值。 

•  如果回否否否否否，PC-DMIS 将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在提供新公差后仍很找到如何触测的正确标称值，PC-DMIS 
将询问是否可以删除为为触测。 

•  如果回否是是是是，将删除触测。 

•  如果回否否否否否，为为触测仍保留在扫描中。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当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中选择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后，PC-DMIS 
我将首还执行扫描时的测定数据当作标称数据。该选项不必重新在在标称值即可重新在在
扫描。选择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和选择主主主主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选项通过标称值数据构造标称曲线
。PC-DMIS 我使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的值将以前执行的扫描与该标称曲线进行比较。 

注注注注：：：：如果在 编辑 窗口中从其它模式切换到标称值模式，标称曲线将“ ” 自动通过当前的理论
值数据创建。根据所使用的数据量，该过程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此外，如果 编辑 窗口“ ”
设置为标称值模式，而我切换到其它模式，标称曲线将窗删除。  

执行模式执行模式执行模式执行模式    

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列表用于确定 PC-DMIS 
在在在扫描后将如何执行该扫描。执行模式也可从 编辑 窗口中进行访问。“ ”  

要从 编辑 窗口中访问此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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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光标放在扫描命令行上。 

2. 通过按 TAB 键移至 执行 命令行。“ ”  

3. 通过按 F7 键在可用模式之间切换。 

常常常常规规规规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选择常常常常规规规规时，PC-DMIS 将通过 常规 方式执行扫描，在测头接触零件时触发触测。“ ”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执行 DCC 扫描，PC-DMIS 
将以缝合扫描模式在每个在在位置采点，并存储新测定的数据。所显示的标称值将与在在
扫描时的标称值相同，并的不能使用不同的标称值模式来进行重新计算。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当选择重重重重新新新新在在在在在在在在选项后，PC-DMIS 
将以在在扫描的方式来执行扫描。在在到的所有测定数据将替换新测定的数据。根据标称
值模式的设置，可能我重新计算标称值。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重新在在 DCC 扫描，PC-DMIS 
将从开头重新在在该扫描，而不是在在在位置采点（为是常规模式下的行为）。 

已已已已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只有在使用能执行连序接触扫描的模拟测头时，已已已已定定定定义义义义选项才变为可用。当选择已已已已定定定定义义义义后
，PC-DMIS 将允许控制器 定义 扫描。“ ” PC-DMIS 
我从编辑器中询集所有触测位置，并将其传递给控制器进行扫描。然后，控制器将对路径
加以调整，使测头通过所有测点。接着，将按请所提供的增量从从数据，并用新数据替换
所有旧的测定数据。 

如果在脱机生成扫描后使用此选项，则将在每还驱动 CMM 时使用从 CAD 
中获取的标称位置。 

厚度厚度厚度厚度    

当测量在 PC-DMIS 
中建模的零件底面时，零
件厚度值应该置为零。零
件厚度选项仅应在测量 
CAD 
数据中在有绘制的零件底
面时使用。 

厚度厚度厚度厚度框用于输入零件厚度。此数量主要用于薄型零件（塑以或薄壁件），它我的 CAD 
数据只描述一个底面。对于薄型零件，CAD 
工程师通常只绘制零件的一个底面，然后指定以以厚度。当使用 CAD 曲面数据时，PC-
DMIS 我自动应用指定的以以厚度。 

 

要更改当前厚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当选择查找标称值模式后，将沿着曲面法线矢量应用此厚度，并的即使采用棱触测，PC-
DMIS 也我通过刺穿 CAD 曲面来获取标称值。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标识框显示将创建的扫描的标识。 

自动移动自动移动自动移动自动移动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可以为每个扫描启用自动移动。选中后，我可以在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框中键入移动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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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开开放放放放路路路路径径径径、、、、闭闭闭闭合合合合路路路路径径径径、、、、片片片片区区区区、、、、截截截截面面面面、、、、周周周周边边边边和和和和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扫扫扫扫描描描描轴轴轴轴 
对于为为扫描类型，PC-DMIS 将 

•  在扫描起点上方指定距离断生一还自动移动。 

•  运行扫描。  

•  在最后一个扫描点上方指定距离再断生一还自动移动。 

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圆圆圆圆、、、、柱柱柱柱体体体体和和和和中中中中心心心心 
对于为为扫描类型，PC-DMIS 将 

•  在扫描开始之前，在特征将心上方指定距离断生一还自动移动。 

•  执行扫描。 

•  在扫描结很之后，在特征将心上方指定距离再断生一还自动移动。 

内边界内边界内边界内边界    

内内内内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复选框可以确定 PC-DMIS 将执行内部周边扫描还是外部周边扫描。 

•  如果选中，PC-DMIS 将执行内部周边扫描。 

•  如果取消选中，PC-DMIS 将执行外部周边扫描。 

有关内部或外部扫描的说明，请参请执行周边高级扫描主题。 

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    

此选项仅对 DCC 
扫描可用。 

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安全平面复选框可用于在进行第一还触测前，相对于当前坐标系统和零件原点在预定距

离处插入一条安全平面移动命令。当测量完扫描中的最后一个测点后，测头将窗留在测

头深度处，直至窗调用来测量下一个特征。使用安全平面可从从需定义的中间移动，因

而能从从编程时间。（有关安全平面的详细信息，请参请“设置首选项”部分的“参数设置
：‘安全平面’选项卡”。） 

 

单点模式单点模式单点模式单点模式    

单单单单点点点点复选框可用于将每还触测当作单个测定点。如果选中此选项，PC-DMIS 
将在每个测定点处进行一还触测，并将其插入零件程序。当从小手动扫描范该后，就将发
生此操作。如果扫描处于 DCC 模式，它将在在在扫描后发生。 

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显示触测    

PC-DMIS 
我在 编辑 窗口中将每个扫描显示为一组测定测点，测点前后是扫描对象和最终测定对象“ ”
。如果选择此选项， 编辑 窗口中将显示所有触测。如果很选择此选项，则不我显示触测“ ”
。 

显示全部显示全部显示全部显示全部    

如果选择此选项，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所有扫描参数，如：“ ”   

•  切要平面 

•  边界点 

•  方向矢量 I 

•  起始例近矢量 

如果很选择此选项， 编辑 窗口中将只显示以下类型的数据：“ ”   

•  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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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触测类型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如果选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当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PC-DMIS 
将立即开始测量扫描。如果很选中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复选框，当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时，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个扫描对象，此对象可以在随后进行测量。通过为种方法，可以“ ”
设置一系列可插入 编辑 窗口并在随后进行测量的扫描。“ ”  

注注注注：：：：此复选框仅在 PC-DMIS 处于联机状态时才可用。 

CAD 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CAD 元元元元素素素素区域用于指定将用来查找标称值的 CAD 
曲面/线框元素。这为许许下，扫描可能我从特定曲面上开始，并在完成之前如过其它许多
曲面。在为种许许下，PC-DMIS 不如道将使用很为 CAD 
元素来查找标称值。因此，它必此搜索 CAD 模型中的每个曲面。如果 CAD 
模型包这的曲面较多，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完成查找标称值的过程。 

要避免为种延迟，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 

2. 单击相应的曲面。当选择 CAD 
曲面后，该曲面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突出显示。而状态栏我显示已选择“ ”
的曲面数。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曲面，请再还单击该曲面。为将取消选择该曲面。通过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
钮，可以从一组突出显示的曲面中一还取消选择一个曲面，直至所有曲面上已取消选择。
如果单击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则将同时将所有突出显示曲面取消选择。 

如果很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PC-DMIS 我将曲面上所有单击当作是边界点。 

当使用 CAD 线框数据时，PC-DMIS 将查找成对的线框数据。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对于扫描要如过的每个曲面，上必此选择两条相类垂直的棱。如果扫描将如过内个
曲面，则必此按正确的顺序选择如条棱（表示为内个曲面）。前两条棱表示第一个曲面。
第内和第在条棱表示第二个曲面。第第和第如条棱形成第内个曲面，还此类推。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允许我选择将用来查找标称值的 CAD 曲面和线框元素。 

深度深度深度深度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复选框仅在选择曲线元素时才可用。我可以将特定的 CAD 
曲线元素指定为深度元素。  

要使用深深深深度度度度复选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首先选择其它所有 CAD 元素。 

2. 选中深深深深度度度度复选框。 

3. 选择一个 CAD 元素。 

深度曲线将在查找标称值操作中使用。每当 PC-DMIS 
需要从曲线元素中查找标称值时，它上将获取深度 CAD 元素的矢量，使其与其它 CAD 
元素中的矢量相交，以形成一个平面。然后，它将通过刺穿该平面来获取正确的标称值。
如果选择了多个 CAD 元素，最接近的刺穿点将用作标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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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选择取消选择取消选择取消选择    

通过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一还可以从一组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创建的 CAD 
元素中删除一个突出显示的 CAD 元素。 

全部取消选择全部取消选择全部取消选择全部取消选择    

通过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按钮，可以删除所有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创建的已选 CAD 元素。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1 1 1 1””””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只有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的正在使用曲面数据时，才我显示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1 
复选框。它将允许我选择 PC-DMIS 将用来查找标称值的 CAD 
曲面。通过选中此复选框并从 图形显示 窗口中选择“ ”  CAD 曲面，可以指定 PC-DMIS 
要用来查找角度触测曲面 1 矢量的曲面组。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2 2 2 2””””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只有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的正在使用曲面数据时，才我显示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2 
复选框。它将允许我选择 PC-DMIS 将用来查找标称值的 CAD 
曲面。通过选中此复选框并从 图形显示 窗口中选择“ ”  CAD 曲面，可以指定 PC-DMIS 
要用来查找角度触测曲面 2 矢量的曲面组。 

查找标称值公差查找标称值公差查找标称值公差查找标称值公差    

在使用 标称值 下拉列表中的 查找标称值 选项时，如果很找到正确的标称值，就可以使“ ” “ ”
用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来设置新的标称值查找公差。参请标称值模式。 

转换为点转换为点转换为点转换为点 
转转转转换换换换为为为为点点点点按钮用于在执行后运行一个过程，将组成扫描特征组的还个点转换成单个点。然
后，将删除扫描特征组。 

例如：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触测数据的扫描上。“ ”  

2. 按 F9 键显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3. 选择转转转转换换换换为为为为点点点点按钮。 

PC-DMIS 将将所有触测数据转换为单个点，然后从 编辑 窗口中删除扫描“ ” 。 

注注注注：：：：要完成此过程，也可选中单单单单点点点点复选框，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然后从 编辑 窗口中执行扫描“ ”
。PC-DMIS 将执行该扫描并将触测数据转换为单个点。 

获取标称值获取标称值获取标称值获取标称值 
获获获获取取取取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按钮用于在在在或执行扫描后查找标称值。要打开此选项，也可以在 编辑 窗“ ”
口的扫描命令行中按 F9 键。 

PC-DMIS 将从可用的 CAD 数据中查找扫描的标称值。 

生成生成生成生成 
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仅用于使用 CAD 数据的 DCC 
扫描。当扫描在屏幕上制作测头动画时，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将替换先前的脱机扫描功能。 

当定义扫描的边界后，如果按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PC-DMIS 
将按按对话框，为样就可以在屏幕上生成扫描时查看扫描。当完成扫描后，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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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新显示对话框。如果在此时按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就将在零件程序中插入包这标称触测数据的
扫描。 

当生成扫描的标称数据以及查找在在扫描的标称值时，PC-DMIS 
始终我使用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上指定的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查查查查找找找找公公公公差差差差值。 

撤消撤消撤消撤消 
撤撤撤撤消消消消按钮仅用于使用曲面数据的 DCC 
扫描。它用于删除用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生成的触测（具体步骤参请常规部分）。 

控制点控制点控制点控制点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用于在扫描中添加控制点。控制点将中断常规的扫描功能，使我可以定义扫描
上的特定位置，以更改扫描速度和/或点密度。要获获如找的扫描并果，在扫描的不同部分
通常需要不同的扫描速度和/或点密度。  

对于以下扫描类型，可以添加控制点： 

•  开放路径 

•  闭合路径 

•  片区 

•  截面 

•  直线（基本扫描） 

注注注注：：：：只有当测量机使用允许连序接触扫描的模拟测头时，才能使用控制点。 

控制点的类型控制点的类型控制点的类型控制点的类型    

控制点有在种类型（每种类型的控制点上本常类似于相同类型的窗止边界点）： 

1. 平面 
平面、X、Y、Z、I、J、K、交叉数、扫描速度、点密度 

2. 球体 
球体、X、Y、Z、I、J、K、交叉数、扫描速度、点密度、直径 

3. 锥体 
锥体、X、Y、Z、I、J、K、交叉数、扫描速度、点密度、角度 

4. 柱体 
柱体、X、Y、Z、I、J、K、交叉数、扫描速度、点密度、直径 

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在调整指定参数之前，测头必此通过中断边界的还数。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对于球体，如果交叉数为一，当通过球体的曲面进入球体时就我更改参
数。如果交叉数为二，当穿过球体的曲面移出球体时将更改参数。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速速速速度度度度：：：：测量机在零件曲面上执行扫描时的速度。 

点点点点密密密密度度度度：：：：在连序接触扫描过程中读入扫描数据的点密度。它以每毫米点数的形式
列出。 

直直直直径径径径：：：：表示中断点的球体或柱体的直径。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表示锥体中断点区域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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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和使用控制点添加和使用控制点添加和使用控制点添加和使用控制点    

1. 访问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2. 定义扫描。根据扫描的类型，将自动定义以下扫描类型的最小边界点数： 
 
平面 
球体 
锥体 
柱体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将可供选择。 

3.
 单击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此时将显示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对话框。在使用下一步所述的方法之
一添加控制点之前，此对话框中的选项将无法进行选择。 

4. 通过以下内种可用方法之一添加中断点位置： 

•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1：：：：键入点位置。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然后键入每个点位置的所需值。 

•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2：：：：使用测量机接触零件上要设置控制点的位置。PC-DMIS 
我将为为信息添加到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对话框中。 

•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3：：：：使用屏幕上的 CAD 
来指定位置。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用鼠标左键单击要设置控制点的位置。“ ” PC
-DMIS 我将为为信息添加到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对话框中。 

当使用方法二和内时，对于除片区扫描以外的所有扫描类型，PC-DMIS 
上我自动将所选点捕删到扫描的切要平面上。  

5. 序序使用步骤 4 中的方法定义所需的全部控制点。 

6.
 定义完控制点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此时将关闭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对话框，并重新显示
先前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7.
 如果要编辑、删除或添加其它控制点，可以随时单击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重新打
开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对话框。 

在添加控制点后进行扫描在添加控制点后进行扫描在添加控制点后进行扫描在添加控制点后进行扫描    

当定义完所有控制点后，就可以创建扫描。 

只需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即可序序。 

1. 扫描将从全局设置的扫描速度和点密度开始。 

2.
 当它沿着零件扫描并如过控制点所定义的参数区域时，扫描行为
将按请控制点所指定的方式发生更改。 

3. 当完成扫描时，扫描速度和点密度将再还成为全局设置值。 

Null Null Null Null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    

Null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扫描方法用于不过滤如何数据。PC-DMIS 
从测量机控制器中接询的所有数据上是我提供的数据。为种许许下虽然仍我应用测头补偿
和查找标称值，但不我从从如何数据。 

注注注注：：：：只有在定义模拟测头（如 SP600）后，Null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扫描方法才我作为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的选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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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仅用于使用模拟测头的扫描。当按此按钮时，将打开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对话框的运运运运行行行行选项卡或
可可可可选选选选测头选项卡。  

通过为为选项卡，可以更改特定的扫描参数（如扫描点密度），而无需退出扫描对话框。
如果我提供的扫描增量小于 INI 文件设置中允许的点密度，PC-DMIS 
将显示一条警告，说明最小增量小于扫描的点密度。然后，将要求我验许对话框中的增量
设置。 

此时，我可以按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将扫描点密度值更改为适当的数字。 

当使用已已已已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执行模式（参请执行模式）进行扫描时，扫描速度将在以指定增量取回数据
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指定的扫描速度过高，CMM 
可能我以我请求的速度执行扫描，但 CMM 中的数据可能无法按我指定的增量进行间隔。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 CMM 在已已已已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模式下以每 20 毫秒一还触测的速毫来询集数据。如果指定 0.5 
毫米的增量和 75 毫米/秒的扫描速度，CMM 将返回间隔 1.5 
毫米的点。要避免为种许许，应将扫描速度从小为 15 毫米/秒或 20 毫米/秒。在 1 
还触测/20 毫秒的速毫下，为为扫描速度将我满足我的要求。  

对于以上许许，PC-DMIS 
将显示一条消息，警告我无法以指定的扫描速度来测量所提供的增量。然后，将要求我从
小扫描速度或增大增量。 

此时，我可以选择扫描速度设置，将其更改为适当的扫描速度。 

执行开放路径高级扫描执行开放路径高级扫描执行开放路径高级扫描执行开放路径高级扫描 
开开开开放放放放路路路路径径径径方法将沿直线扫描曲面。此过程将使用直线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一个方向点来计算
切要平面。当执行扫描时，测头将仍然保留在切要平面内。方向 1 
方法中介该了内种不同类型的开放路径方向方法。 

创建开放路径扫描创建开放路径扫描创建开放路径扫描创建开放路径扫描    

1. 确保启用了 TTP 或模拟测头。 

2. 将 PC-DMIS 置于 DCC 模式。 

3. 从子菜单中选择开开开开放放放放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出现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已选中开开开开放放放放路路路路径径径径选项卡。 

4. 从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选择适合的开放路径类型。 

5.
 根据开放路径扫描的类型，在提供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和最最最最
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相应的值。 

6. 如果扫描如过多个曲面，应考不按请 CAD 元素主题中所述选择多个曲面。 

7. 按请边界点主题中所述的相应步骤，向扫描中添加 1 点（起点）、D 
点（扫描方向）和 2 点（终点）。  

8. 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要进行的触测类型。 

9.
 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列表中对矢量进行所需的更改。要进行更改，双击矢量，在编编编编
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中更改，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10. 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标称值模式。 

11. 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最小补偿测头半径的公差值。 

12. 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执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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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使用薄型零件，在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框中键入零件的厚度。 

14. 在标识框中键入扫描的名称。 

15.
 根据需要选中以下如防复选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内内内内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单单单单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16. 如果使用模拟测头，应考不使用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优化扫描的运行。 

17. 选择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模型上生成扫描的预览。在生成扫描时，PC-DMIS 
将在起点开始扫描，并按请所选的方向进行扫描，直到到达终点。 

18. 根据需要修改扫描。 

1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在 编辑 窗“ ” 口中插入扫描。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提供了以下开放路径扫描方法。选择所需的方法后，PC-DMIS 
将自动显示相应的字段。 

开放路径的直线方法开放路径的直线方法开放路径的直线方法开放路径的直线方法 

PC-DMIS 
根据设定增量和最后两个测定测点来确定每一还触测。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
定测点之间的直线。测头将窗留在切要平面上。PC-DMIS 
将从第一个边界点开始，以设定增量连序采点，然后在如到终止边界点时窗止。 

 
开放路径的体轴方法开放路径的体轴方法开放路径的体轴方法开放路径的体轴方法    

PC-DMIS 
将沿着当前零件的坐标系统以设定增量采点。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指定轴。测头将窗留
在切要平面上。例近矢量将垂直于所选轴并位于切要平面上。体体体体轴轴轴轴方法使用的例近方向与
每一还触测的例近方向相同（与直线上术不同，直线上术我将例近方向调整到垂直于先前
两个测点之间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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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路径的变量方法开放路径的变量方法开放路径的变量方法开放路径的变量方法    

利用变量方法，我可以设置特定的最大和最小角度以及将用来确定 PC-DMIS 
的触测位置的增量值。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定测点之间的直线。 

 

输入将用于确定测点间增量的最大和最小值。同时，必此为最大和最小角度输入所需值。P
C-DMIS 将使用最小增量采内个点。然后，它将测量测点 1-2 和测点 2-3 之间的夹角。 

•  如果测定角度在定义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PC-DMIS 
将序序以当前增量采点。  

•  如果角度大于最大值，PC-DMIS 
将清除最后一个测点，然后使用当前增量值的在分之一重新测量该测点。  

•  如果角度小于最小值，PC-DMIS 将以最小增量值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清除最后一个测点，
将增量值从小为当前增量的在分之一，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增量的最小值
。 

如果测定角度小于最小角度，PC-DMIS 
将以两就的增量进行下一还触测。（如果测定角度大于最大增量值，它将以最大增量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将当前增量值加就，
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最大增量值。 

 

如果角度  > 最大角度，增量 = 增量 / 4，直至达到最小增量 
如果角度  < 最小角度，增量 = 增量 × 2，直至达到最大增量 

开放路径的开放路径的开放路径的开放路径的 NULL  NULL  NULL  NULL 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    

NULL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方法可以使用 可选测头 命令控制触测增量，该命令设置扫描时的点增量。有关详“ ”
细信息，请参请 系统选项 部分的 参数设置： 可选测头 选项卡 主题。“ ” “ ‘ ’ ”  

PC-DMIS 将从第一个边界点开始，以设定增量连序采点，然后在如到终止边界点时窗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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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只有使用模拟测头（例如 SP600）时，NULL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方法才出现在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 

开放路径的最大开放路径的最大开放路径的最大开放路径的最大////最小框最小框最小框最小框    

只有在使用开放路径的变量方法中所述的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扫描方法时，以下所述的最大/最小增量和角
度框才可用。只有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可用于所有扫描方法。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大增量距离。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增量，但增量绝不应
大于此距离。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小增量。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增量，但增量绝不应小于
此距离。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大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大于该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小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小于该值。 

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 
开放路径扫描也可以不用终点来测量。当删除终点后，PC-DMIS 
将序序测量扫描，直到手动窗止扫描为止。但不能删除起点和方向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边界点。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可用触测类型包此： 

•  矢量 

•  曲面 

•  棱 

•  角度 

无论测头是很种类型，扫描始终我进行缝合式扫描。当使用棱点的 CAD 数据可用时，PC-
DMIS 
将允许我输入标称值的平差厚度。当查找扫描的标称值时，将垂直于棱例近矢量应用此厚
度。（为与常规的厚度相面，常规厚度在曲面法线方向上应用。） 

开放路径的起始测点数开放路径的起始测点数开放路径的起始测点数开放路径的起始测点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样例测点数。只有在首还运行扫描时，才我
采为为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或棱棱棱棱时，此选项才可用。 

开放路径的框框测点数开放路径的框框测点数开放路径的框框测点数开放路径的框框测点数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样例测点数。每还运行扫描时，上我采为为
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棱棱棱棱或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时，此选项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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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路径的间保开放路径的间保开放路径的间保开放路径的间保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用于设置样例测点之间的距离。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棱棱棱棱或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时，
此字段才可用。 

开放路径的深度开放路径的深度开放路径的深度开放路径的深度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将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的深度。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棱棱棱棱时，此选
项才可用。 

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框用于设置在窗曲面上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时的缩进。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
棱棱棱棱时，此选项才可用。 

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 1 1 1 1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框用于设置在窗曲面上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时的缩进。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时，此选项才可用。 

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开放路径的缩进 2 2 2 2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框用于设置在窗曲面上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时的缩进。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时，此选项才可用。 

开放路径的平差开放路径的平差开放路径的平差开放路径的平差    

如果使用棱触测的 CAD 
数据可用，则可以使用平平平平差差差差框输入标称值的平差厚度。当查找扫描的标称值时，将垂直于
棱例近矢量应用此厚度。（为不同于常规的厚度，常规厚度在曲面法线方向上应用。） 

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 
可用矢量包此： 

•  切要平面（切要矢量） 

•  起始接触（起始矢量） 

•  边界平面（平面矢量） 

•  终止接触（终止矢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 中的起始矢量。“ ”  

如果使用的触测类型是棱，切要平面矢量将替换为窗曲面矢量（曲面矢量）。  

注注注注：：：：切要平面矢量（切要矢量）是起始接触矢量（起始矢量）与起点及终点间直线的差积
。如果在有终点，则将使用起点和方向点之间的直线。 

执行闭合路径高级扫描执行闭合路径高级扫描执行闭合路径高级扫描执行闭合路径高级扫描 
闭闭闭闭合合合合路路路路径径径径方法用于从指定起点开始扫描曲面，并在同一点结很扫描。此过程需要定义起点
位置和方向点。采点的增量值将存用户来提供。  

PC-DMIS 将按请以下定义的方法来扫描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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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闭合路径扫描创建闭合路径扫描创建闭合路径扫描创建闭合路径扫描    

1. 确保启用了 TTP 或模拟测头。 

2. 将 PC-DMIS 置于 DCC 模式。 

3. 从子菜单中选择闭闭闭闭合合合合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出现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已选中闭闭闭闭合合合合路路路路径径径径选项卡。 

4. 从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选择适合的闭合路径类型。 

5.
 根据闭合路径扫描的类型，在提供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和最最最最
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相应的值。 

6. 如果扫描如过多个曲面，应考不按请 CAD 元素主题中所述选择多个曲面。 

7. 按请边界点主题中所述的相应步骤，向扫描中添加 1 点（起点）、D 
点（扫描方向）和 2 点（终点）。  

8. 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要进行的触测类型。 

9.
 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列表中对矢量进行所需的更改。要进行更改，双击矢量，在编编编编
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中更改，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10. 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标称值模式。 

11. 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最小补偿测头半径的公差值。 

12. 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执行模式。 

13. 如果使用薄型零件，在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框中键入零件的厚度。 

14. 在标识框中键入扫描的名称。 

15.
 根据需要选中以下如防复选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内内内内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单单单单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16. 如果使用模拟测头，应考不使用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优化扫描的运行。 

17. 选择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模型上生成扫描的预览。PC-
DMIS 
将在起点开始扫描，并按请所选的方向角特征进行扫描，直到返回起点。  

18. 根据需要修改扫描。 

1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扫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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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此下拉列表提供了闭合路径的两种扫描方法： 

•  直线 

•  变量 

选择所需的方法。PC-DMIS 将自动显示相应的框。 

闭合路径扫描的直线方法闭合路径扫描的直线方法闭合路径扫描的直线方法闭合路径扫描的直线方法    

PC-DMIS 
将根据测量的最后两个测点来确定每还触测。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定测点之
间的直线。测头将窗留在切要平面上。当使用此扫描方法时，PC-DMIS 
将不我要求指定终点。当测头返回起点时，扫描过程将终止。 

闭合路径扫描的变量方法闭合路径扫描的变量方法闭合路径扫描的变量方法闭合路径扫描的变量方法    

利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方法，我可以设置特定的最大和最小角度以及将用来确定 PC-DMIS 
的触测位置的增量值。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定测点之间的直线。 

 

输入将用于确定测点间增量的最大和最小值。同时，必此为最大和最小角度输入所需值。P
C-DMIS 将使用最小增量采内个点。然后，它将测量测点 1-2 和测点 2-3 之间的夹角。 

•  如果测定角度在定义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PC-DMIS 
将序序以当前增量采点。  

•  如果角度大于最大值，PC-DMIS 
将清除最后一个测点，然后使用当前增量值的在分之一重新测量该测点。  

•  如果测定角度小于最小值，PC-DMIS 将以最小增量值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清除最后一个测点，
将增量值从小为当前增量的在分之一，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增量的最小值
。 

•  如果测定角度小于最小角度，PC-DMIS 将以两就的增量进行下一还触测。  

•  如果测定角度大于最大增量值，则将以最大增量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将当前增量值加就，
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最大增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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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角度  > 最大角度，增量 = 增量 / 4，直至达到最小增量 
如果角度  < 最小角度，增量 = 增量 × 2，直至达到最大增量 

闭合路径的闭合路径的闭合路径的闭合路径的 NULL  NULL  NULL  NULL 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    

该部分与开放路径的 NULL 过滤器方法主题相同。 

闭合路径的最大闭合路径的最大闭合路径的最大闭合路径的最大////最小框最小框最小框最小框    

只有在使用闭合路径扫描的变量方法中所述的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扫描方法时，以下所述的最大/最小增量
和角度框才可用。只有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可用于所有扫描方法。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大增量距离。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增量，但增量绝不应
大于此距离。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小增量。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增量，但增量绝不应小于
此距离。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大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大于该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小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小于该值。 

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 
闭合路径扫描需要使用起点和方向点。既不能删除为为点，也不能添加只外的边界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边界点。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可用触测类型包此： 

•  矢量 

•  曲面 

•  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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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无论测头是很种类型，扫描始终我进行缝合式扫描。当使用棱触测的 CAD 
数据可用时，PC-DMIS 
将允许我输入标称值的平差厚度。当查找扫描的标称值时，将垂直于棱例近矢量应用此厚
度。（为与常规的厚度相面，常规厚度在曲面法线方向上应用。） 

闭合路径的起始测点数闭合路径的起始测点数闭合路径的起始测点数闭合路径的起始测点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样例测点数。只有在首还运行扫描时，才我
采为为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面或棱时，此字段才可用。 

闭合路径的框框测点数闭合路径的框框测点数闭合路径的框框测点数闭合路径的框框测点数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样例测点数。每还运行扫描时，上我采为为
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棱棱棱棱或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时，此字段才可用。 

闭合路径的间保闭合路径的间保闭合路径的间保闭合路径的间保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用于设置样例测点之间的距离。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棱棱棱棱或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时，
此字段才可用。 

闭合路径的深度闭合路径的深度闭合路径的深度闭合路径的深度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将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的深度。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棱棱棱棱时，此选
项才可用。 

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框用于设置在窗曲面上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时的缩进。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
棱棱棱棱时，此选项才可用。 

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 1 1 1 1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框用于设置在窗曲面上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时的缩进。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时，此选项才可用。 

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闭合路径的缩进 2 2 2 2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框用于设置在窗曲面上从棱开始采样例测点时的缩进。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时，此选项才可用。 

闭合路径的平差闭合路径的平差闭合路径的平差闭合路径的平差    

如果使用棱触测的 CAD 
数据可用，则可以使用平平平平差差差差框输入标称值的平差厚度。当查找扫描的标称值时，将垂直于
棱例近矢量应用此厚度。（为不同于常规的厚度，常规厚度在曲面法线方向上应用。） 

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 
可用矢量包此： 

•  切要平面（切要矢量） 

•  起始接触（起始矢量） 

•  边界平面（平面矢量） 

•  终止接触（终止矢量） 

如果使用的触测类型是棱，切要平面矢量将替换为窗曲面矢量（曲面矢量）。如果在有终
点，则将使用起点和方向点之间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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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切要平面矢量（切要矢量）是起始接触矢量（起始矢量）与起点及终点间直线的差积
。  

执行片区高级扫描执行片区高级扫描执行片区高级扫描执行片区高级扫描 
片区扫描类似一系列此此
平行的开放路径。  

片区方法用于根据在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和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2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区域中选择的方法来扫描曲面。当执行扫描时，测头将仍然保留在切要平面内。方

向 1 方法将指出第一个和第二个边界点之间的方向。方向 2 
方法将指出第二个和第内个边界点之间的方向。PC-DMIS 将在存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区域指定的曲面上扫描零件。当它如到第二个边界点时，PC-DMIS 将自动移至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2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区域所指定的下一行。  

 

 

注注注注：：：：如果为第一个方向选择了“体体体体轴轴轴轴 方法，则必此为第二个方向选择此方法。”  

创建片区扫描创建片区扫描创建片区扫描创建片区扫描    

1. 确保启用了 TTP 或模拟测头。 

2. 将 PC-DMIS 置于 DCC 模式。 

3. 从子菜单中选择片片片片区区区区。出现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已选中片片片片区区区区选项卡。 

4. 从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为第一个方向选择相应的片区类型，然后根据所选的方法，在提供
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和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相应的值。 

5. 从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2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为第二个方向选择相应的片区类型，然后根据所选的方法，在提供
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和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相应的值。 

6. 如果扫描如过多个曲面，应考不按请 CAD 元素主题中所述选择多个曲面。 

7. 添加 1 点（起点）、D 点（开始扫描的方向）、2 点（第一条线的终点）、3 
点（生成最小区域），如果需要，还可以添加 4 
点（形成正方形或矩形区域）。为将选择我要扫描的区域。按请边界点主题中
所述的相应步骤选取为为点。  

8. 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要进行的触测类型。片区扫描仅允许矢量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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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列表中对矢量进行所需的更改。要进行更改，双击矢量，在编编编编
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中更改，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10. 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标称值模式。 

11. 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最小补偿测头半径的公差值。 

12. 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执行模式。 

13. 如果使用薄型零件，在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框中键入零件的厚度。 

14. 在标识框中键入扫描的名称。 

15.
 根据需要选中以下如防复选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内内内内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单单单单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16. 如果使用模拟测头，应考不使用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优化扫描的运行。 

17. 选择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模型上生成扫描的预览。在生成扫描时，PC-DMIS 
将在起点开始扫描，并按请所选的方向进行扫描，直到到达边界点，然后，扫
描来回移动，沿着所选区域在还行中扫描，以指定的增量值在行中扫描，直到
完成该过程。 

18. 根据需要修改扫描。 

19.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扫描。“ ”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为片区扫描的第一个方向提供了内种扫描方法： 

1. 直线 

2. 体轴 

3. 变量 

所显示的值将描述在还个行内采点的方式。行的方向取测于所指定的边界点。PC-DMIS 
将沿着切要平面，以第一个增量的定义值进行扫描。当扫描线与边界线相交，扫描行将终
止。选择所需的方法后，PC-DMIS 将自动显示相应的编辑框。 

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 1  1  1  1 的直线方法的直线方法的直线方法的直线方法    

PC-DMIS 
根据设定增量和最后两个测定测点来确定每一还触测。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
定测点之间的直线。测头将窗留在切要平面上。PC-DMIS 
将从第一个边界点开始，以设定增量连序采点，然后在如到终止边界点时窗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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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 1  1  1  1 的体轴方法的体轴方法的体轴方法的体轴方法    

PC-DMIS 
将沿着当前零件的坐标系统以设定增量采点。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指定轴。测头将窗留
在切要平面上。例近矢量将垂直于所选轴并位于切要平面上。体体体体轴轴轴轴方法使用的例近方向与
每一还触测的例近方向相同（与直线上术不同，直线上术我将例近方向调整到垂直于先前
两个测点之间的直线）。 

 

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 1  1  1  1 的变量方法的变量方法的变量方法的变量方法    

利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方法，我可以设置特定的最大和最小角度以及将用来确定 PC-DMIS 
的触测位置的增量值。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定测点之间的直线。 

 

输入将用于确定测点间增量的最大和最小值。同时，必此为最大和最小角度输入所需值。P
C-DMIS 将使用最小增量采内个点。然后，它将测量测点 1-2 和测点 2-3 之间的夹角。 

•  如果测定角度在定义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PC-DMIS 
将序序以当前增量采点。  

•  如果角度大于最大值，PC-DMIS 
将清除最后一个测点，然后使用当前增量值的在分之一重新测量该测点。  

•  如果角度小于最小值，PC-DMIS 将以最小增量值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清除最后一个测点，
将增量值从小为当前增量的在分之一，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增量的最小值
。 

•  如果测定角度小于最小角度，PC-DMIS 将以两就的增量进行下一还触测。  

•  如果测定角度大于最大增量值，它将以最大增量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将当前增量值加就，
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最大增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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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角度  > 最大角度，增量 = 增量 / 4，直至达到最小增量 
如果角度  < 最小角度，增量 = 增量 × 2，直至达到最大增量 

注注注注：：：：默认许许下，PC-DMIS 
总是以最小增量在片区扫描内开始每个新的扫描行。如果我我以上一个扫描行中的增量开
始每个新行，可以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中选中片片片片区区区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该该该该维维维维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增增增增量量量量复选框
（参请“设置选项 部分的 片区扫描该维上一个增量 ）。” “ ”  

片区的片区的片区的片区的 NULL  NULL  NULL  NULL 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    

该部分与开放路径的 NULL 过滤器方法主题相同。 

片区扫描的最大片区扫描的最大片区扫描的最大片区扫描的最大////最小字段最小字段最小字段最小字段    

只有在使用片区扫描方向 1 
的变量方法中所述的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扫描方法时，以下所述的最大/最小增量和角度字段才可用。只有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可用于所有扫描方法。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用于设置最大增量距离。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增量，但增量绝不应大
于此距离。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用于设置最小增量。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增量，但增量绝不应小于此
距离。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用于设置最大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大
于该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用于设置最小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小
于该值。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2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2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为片区扫描的第二个方向提供了内种扫描方法。所显示的值描述将在行之间应用
的增量方法。PC-DMIS 
将平行于上一行进行切要。切要的增量存第二个增量的定义值来确定。当无法在边界线内
开始新行时，扫描过程将结很。选择所需的方法后，PC-DMIS 将自动显示相应的编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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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 2  2  2  2 的直线方法的直线方法的直线方法的直线方法    

PC-DMIS 
根据设定增量和最后两个测定测点来确定每一还触测。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
定测点之间的直线。测头将窗留在切要平面上。PC-DMIS 
将从第一个边界点开始，以设定增量连序采点，然后在如到终止边界点时窗止。 

 

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片区扫描方向 2  2  2  2 的体轴方法的体轴方法的体轴方法的体轴方法    

PC-DMIS 
将沿着当前零件的坐标系统以设定增量采点。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指定轴。测头将窗留
在切要平面上。例近矢量将垂直于所选轴并位于切要平面上。体轴方法使用的例近方向与
每一还触测的例近方向相同（与直线上术不同，直线上术我将例近方向调整到垂直于先前
两个测点之间的直线）。 

 

注注注注：：：：如果将体轴方法用于第一个方向，则必此为第二个方向选择此方法。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此字段用于设置扫描上还行之间的增量距离。例如，如果输入 .5，扫描将以 .5 
的增量来设置行。 

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 
片区扫描需要使用至从内个边界点来创建要处理的内角形片区。使用“边界点 区域中的” 添添添添
加加加加和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可以添加或删除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边界点。 

闭合扫描闭合扫描闭合扫描闭合扫描    

闭闭闭闭合合合合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复选框用于指定对柱体、锥体、槽等闭合特征进行扫描。当选中此复选框后，PC-
DMIS 
将从从在定义扫描边界时所需的边界点数目。我只需要输入起点、方向点和一个终点。终
点用于指定扫描需要沿着特征向下/向上执行的距离。起点和方向点将与起始矢量一起用来
定义切要平面矢量。通常，切要平面矢量平行于所测特征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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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当使用平面边界条件时，建如将此扫描的交叉数值设置为 2。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可用触测类型包此： 

•  矢量 

•  曲面 

片区扫描的起始测点数片区扫描的起始测点数片区扫描的起始测点数片区扫描的起始测点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起始样例测点数。只有在首还运行扫描时，
才我采为为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面时，此字段才可用。 

片区扫描的框框测点数片区扫描的框框测点数片区扫描的框框测点数片区扫描的框框测点数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框框样例测点数。每还运行扫描时，上我采
为为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面时，此字段才可用。 

片区扫描的间保片区扫描的间保片区扫描的间保片区扫描的间保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用于设置样例测点之间的距离。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曲面时，此字段
才可用。 

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 
可用矢量包此： 

•  切要平面（切要矢量） 

•  起始接触（起始矢量） 

•  边界平面（平面矢量） 

•  终止接触（终止矢量） 

切要平面矢量通过起始接触矢量（起始矢量）和第一与第二个点之间直线的差积来扫生。
然后，将使用第二与第内个点之间的直线将切要平面矢量设置到正确的方向。终止接触矢
量（终止矢量）是用于采第二个边界点的矢量，并用于在完成第一行后跳至第二行。 

执行截面高级扫描执行截面高级扫描执行截面高级扫描执行截面高级扫描 
截截截截面面面面扫描与开放路径扫描本常类似。它将沿着零件上的一条直线扫描曲面。只有当 CAD 
曲面数据可用时，此类型的扫描才可用。此过程将使用直线的起点和终点，同时还包此一
个方向点。当执行扫描时，测头将仍然保留在切要平面内。 

当在零件上扫描时，截面扫描能够检测到孔并跳过为为孔。利用此类型的扫描，可以选择 
CAD 工程师在屏幕上绘制的 截面线 ，然后序序扫描。“ ”  

截面扫描的优点之一是能够沿着固定轴执行多还扫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要沿着 X 轴在特定距离处扫描零件。 
X = 5.0 
X = 5.5 
X = 6.0 
设置该截面扫描时，将 X 设为截面轴，将截面增量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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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同时，还应设置其它一为参数（参请执行开放路径高级扫描）。当测量完扫描后，PC
-DMIS 将重新显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而所有边界点上移动到了下一个截面。 

如果具有 CAD 曲面数据，PC-DMIS 将检测截面上的起点和终点。 

截面扫描方向方法具有内种类型。 

创建截面扫描创建截面扫描创建截面扫描创建截面扫描    

1. 确保启用了 TTP 或模拟测头。 

2. 将 PC-DMIS 置于 DCC 模式。 

3. 从子菜单中选择截截截截面面面面。出现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已选中截截截截面面面面选项卡。 

4. 从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为第一个方向选择相应的截面类型，然后根据所选的方法，在提供
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和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相应的值。 

5. 如果扫描如过多个曲面，应考不按请 CAD 元素主题中所述选择多个曲面。 

6. 为截面扫描添加 1 点（起点）、D 点（扫描方向）和 2 
点（终点）。为将选择我要扫描的直线。按请边界点主题中所述的相应步骤选
取为为点。 

7. 选择切切切切要要要要 CAD 按钮。为可以将扫描切要成多个子截面，并显示 PC-DMIS 
我因曲面上的如如如（例如孔）而跳过的位置。我可以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按钮返回
上一个视图。 

8. 在截截截截面面面面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区域执行以下操作： 

•  从轴列表中选择以后的截面扫描将沿着递增的轴。 

•  为该轴键入要为所有边界点设置的位置轴。 

•  在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中键入增量值。该值是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后，PC-DMIS 
将移动扫描的增量。 

•  在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孔位置的公差值。  

9. 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要进行的触测类型。截面扫描仅允许矢量触测。 

10.
 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列表中对矢量进行所需的更改。要进行更改，双击矢量，在编编编编
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中更改，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11. 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标称值模式。 

12. 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最小补偿测头半径的公差值。 

13. 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执行模式。 

14. 如果使用薄型零件，在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框中键入零件的厚度。 

15. 在标识框中键入扫描的名称。 

16.
 根据需要选中以下如防复选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内内内内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单单单单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17. 如果使用模拟测头，应考不使用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优化扫描的运行。 

18. 选择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模型上生成扫描的预览。在生成扫描时，PC-DMIS 
将在起点开始扫描，并按请所选的方向进行扫描，直到到达边界点，然后，扫
描来回移动，沿着所选区域在还行中扫描，以指定的增量值在行中扫描，直到
完成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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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根据需要修改扫描。 

20.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扫描。“ ”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提供了两种截面扫描方法。 

1. 直线 

2. 变量 

选择所需的方法后，PC-DMIS 将自动显示适用于所选方法的附加框。 

截面扫描的直线方法截面扫描的直线方法截面扫描的直线方法截面扫描的直线方法    

PC-DMIS 
根据设定增量和最后两个测定测点来确定每一还触测。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
定测点之间的直线。测头将窗留在切要平面上。PC-DMIS 
将从第一个边界点开始，以设定增量连序采点，然后在如到终止边界点时窗止。 

 

截面扫描的变量方法截面扫描的变量方法截面扫描的变量方法截面扫描的变量方法    

利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方法，我可以设置特定的最大和最小角度以及将用来确定 PC-DMIS 
的触测位置的增量值。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定测点之间的直线。 

 

键入将用于确定测点间增量的最大和最小值。同时，必此为最大和最小角度键入所需值。P
C-DMIS 将使用最小增量采内个点。然后，它将测量测点 1-2 和测点 2-3 之间的夹角。 

•  如果测定角度在定义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PC-DMIS 
将序序以当前增量采点。  

•  如果角度大于最大值，PC-DMIS 
将清除最后一个测点，然后使用当前增量值的在分之一重新测量该测点。  

•  如果角度小于最小值，PC-DMIS 将以最小增量值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清除最后一个测点，
将增量值从小为当前增量的在分之一，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增量的最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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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测定角度小于最小角度，PC-DMIS 将以两就的增量进行下一还触测。  

•  如果角度大于最大增量值，则将以最大增量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将当前增量值加就，
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最大增量值。 

 

如果角度  > 最大角度，增量 = 增量 / 4，直至达到最小增量 
如果角度  < 最小角度，增量 = 增量 × 2，直至达到最大增量 

截面的截面的截面的截面的 NULL  NULL  NULL  NULL 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    

该部分与开放路径的 NULL 过滤器方法主题相同。 

截面扫描的最大截面扫描的最大截面扫描的最大截面扫描的最大////最小字段最小字段最小字段最小字段    

只有在使用截面扫描的变量方法中所述的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扫描方法时，以下所述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和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
量量量量框才可用。只有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可用于所有扫描方法。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大增量距离。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增量，但增量绝不应
大于此距离。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小增量。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增量，但增量绝不应小于
此距离。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大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增大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大于该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小角度。虽然在使用变量选项时可以从小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小于该值。 

截面位置截面位置截面位置截面位置 
截截截截面面面面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区域中的框用于指定要开始扫描的起始截面。例如，如果我需要 X = 
5、X=5.5、X = 6 等处的多个截面，则必此首先将 5.0 
指定为起始截面。每还扫描之后，PC-DMIS 将自动跳至 5.5 
处的下一个截面，还此类推。该值可以直接进行编辑，也可以使用第一个边界点来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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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对应于切要轴的第一个边界点坐标值就是截面位置。当通过进行触测、从 CAD 
数据中进行选择或键入值定义第一个边界点后，将使用切要轴的坐标值。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将第一个边界点设置为 45, 37, 100，而切要轴为 Y，截面位置就在 
37。如果切要轴为 X，截面位置就在 45。 

坐标轴坐标轴坐标轴坐标轴    

轴轴轴轴列表用于在需要多个截面的许许下选择轴（X、Y 或 
Z）。同时还提供了选项“无无无无 。它用于选择屏幕上的 截面线 。当进行扫描时，通常不允许” “ ”
用户使用曲线数据。但是，如果选择“无无无无 ，在进行截面扫描时，就可以选择图形显示的截”
面线，然后使用该截面线来定义切要平面和扫描路径。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指定在完成每还扫描后在截面轴上跳过的距离。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在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输入的公差值用于确定孔位置，以便从 CAD 数据中检测到孔。  

•  如果如防两个曲面边界点之间的距离小于公差距离，PC-DMIS 
我将其当作一个连序曲面，并扫描到孔中。 

•  如果距离大于公差，PC-DMIS 
将认为曲面之间存在孔，因此在在在过程中，它将跳过该孔。 

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 
对话框的边边边边界界界界点点点点区域用于设置截面扫描的边界点。它也可用于查找在 CAD 
数据中定义的孔，并的在显示孔数据或显示边界点数据之间切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请边界点。） 

切要切要切要切要 CAD CAD CAD CAD    

当定义一条边界后，单击切切切切要要要要 CAD 按钮。此按钮的唯一用特是查找在 CAD 
数据中定义的如何孔。对于边界点，可以按与开放路径相同的方式来进行选择。 

PC-DMIS 将自动在 CAD 
数据中搜索扫描路径上存在的如何孔。扫描路径上的所有孔棱上将表示为点的整数编号后
加一个“H （如，” 2H、3H 等）的形式。孔棱点将以离开理论孔棱 0.0787 
毫米的默认距离来设置。 

截面扫描可用来切要包这用户所选曲面的 CAD。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边界点。  

2. 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框。 

3. 选择所需曲面。 

4. 在不清除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框的许许下单击切切切切要要要要 CAD 按钮。 

此时，PC-DMIS 将仅切要所选曲面，以查找孔。 

如果 CAD 中在有定义孔，则无需按切切切切要要要要 CAD 按钮。如果很按此按钮，PC-DMIS 
将使用给定的起始和终止边界点来扫描零件。  

在切要曲面时，PC-DMIS 仅使用第一个视图（蓝色视图）中显示的曲面。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设置屏幕视图 。如果使用包这多个曲面的复杂” “ ”  CAD 绘图，则可以按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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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排列曲面组。（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显示、创建和处理” “ 级别” 
。）为有助于将截面 CAD 切要操作限制在 CAD 模型的特定部分。 

显示切要显示切要显示切要显示切要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切切切切要要要要按钮用于在显示边界数据或孔数据之间切换。当定义边界并选择切切切切要要要要 CAD 
按钮后，如果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切切切切要要要要按钮，则将切换到相应的显示。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可用触测类型包此： 

•  矢量 

•  曲面 

截面扫描的起始测点数截面扫描的起始测点数截面扫描的起始测点数截面扫描的起始测点数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样例测点数。只有在首还运行扫描时，才我
采为为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时，此字段才可用。 

截面扫描的框框测点数截面扫描的框框测点数截面扫描的框框测点数截面扫描的框框测点数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用于设置在测量每个实际点之前所采的样例测点数。每还运行扫描时，上我采为为
样例测点。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时，此字段才可用。 

截面扫描的间保截面扫描的间保截面扫描的间保截面扫描的间保    

间间间间保保保保框用于设置样例测点之间的距离。只有在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时，此框才可用
。 

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 
可用矢量包此： 

•  切要平面（切要矢量） 

•  起始接触（起始矢量） 

•  边界平面（平面矢量） 

切要平面和起始接触矢量用于对扫描进行测量。切要平面矢量是起始接触矢量与起点及终
点间直线的差积。如果在有终点，则将使用起点和方向点之间的直线。 

执行周边高级扫描执行周边高级扫描执行周边高级扫描执行周边高级扫描 
与其它线性扫描不同，周边扫描是在执行前全部利用 CAD 数据创建的。只有当 CAD 
曲面数据可用时，此类型的扫描才可用。它使 PC-DMIS 
在开始之前就确切如道要到达的位置（只有轴量的错误）。  

周边扫描有两种不同的可用类型：外部和内部。 

1.
 外部扫描沿着所选曲面边界的外该进行。外部扫描能够如过多个
曲面边界来创建单个扫描。 

2.
 内部扫描沿着给定曲面内的边界曲线来进行。为为类型的曲线通
常我定义孔、槽或键等特征。与外部扫描不同，内部扫描仅限于单个曲面
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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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和内部扫描的创建过程相同，如下所述： 

创建周边扫描创建周边扫描创建周边扫描创建周边扫描    

要创建周边扫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对于内部周边扫描，请选中周周周周边边边边选项卡中的内内内内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复选框。有关
内部或外部扫描的说明，请参请 执行周边高级扫描 主题。“ ”  

2.
 选择将用于创建边界的曲面。如果选择多个曲面，曲面的选择顺
序应与扫描如过为为曲面的顺序相同。要选择必需的曲面，请执行以下操
作： 

•  验许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已选中。每个曲面在窗选定时将突出显示。  

•  当选择所需曲面后，清除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复选框。 

3. 在边界附近的曲面上单击要让扫描开始的点。为就是起点。 

4. 以执行扫描的方向再还单击同一曲面。为就是方向点。 

5.
 单击要让扫描终止的点。此点是可选的。如果很提供终点，扫描
就将在起点处终止。 

注注注注：：：：PC-DMIS 
将自动提供一个终点。如果很使用此终点，可以突出显示边界点中的相应数字（默认值为 
2）并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以删除此终点。 

6. 在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区域中键入适当的值。此区域包此以下框： 
•  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 
•  CAD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 
•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 
•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 框。 

7.
 选择计计计计算算算算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按钮。此时将计算用于创建扫描的边界。边界上的
红点表示在周边扫描上的触测位置。 

注注注注：：：：边界计算应该是比较快的过程。 
 
如果发现边界不正确，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为样，将删除边界并可以创建另一个边界。 
 
如果边界显获不正确，通常表示需要增大 CAD 公差。 
 
当更改 CAD 公差后，单击计计计计算算算算边边边边界界界界按钮，以重新计算边界。 
 
在计算周边扫描之前，应验许边界正确，因为计算扫描路径所需的时间比重新计算边界所
需的时间长。 

8. 验许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值正确。 

9. 单击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此时，PC-DMIS 
我计算将用于执行扫描的理论值。此过程包此一个很耗时的算法。根据所
需曲面的复杂性和所计算的点数目，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计算出扫描路
径。（通常需要等待第分为。）如果扫描显获不正确，则可以使用撤撤撤撤消消消消按
钮删除所建如的扫描路径。如果需要，可以更改偏置公差并重新计算扫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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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将周边扫描存储在 编辑 窗口中。其执行方式将“ ”
与其它如何扫描相同。 

 
扫描 1 

 
扫描 2 

以上两个图（扫描 1 和扫描 2）描述了两种类型的周边扫描。在扫描 1 
中，选择了在个曲面。还个曲面相类各接，但每个曲面的外周边形成了组合边界（用外部
的红色实线来表示）。偏置距离是扫描从组合边界偏置的量（用红色创线来表示）。在扫
描 2 中，孔的边界用于创建内周边扫描的路径。 

扫描构造扫描构造扫描构造扫描构造 
对话框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区域包此用于构造周边扫描的还个选项。其中包此： 

•  增量 

•  CAD 公差 

•  偏置 

•  偏置公差 (+/-) 

•  计算边界 

•  删除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指定扫描上还个触测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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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CAD CAD CAD 公差公差公差公差    

CAD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用于检测相各的曲面。公差在大，可看作是相各曲面的 CAD 
曲面就可以相距在在。 

偏置偏置偏置偏置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框用于指定创建和执行扫描时离开周边的距离。 

正负偏置正负偏置正负偏置正负偏置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 框用于指定偏离偏置值的允许偏差量。它是用户提供的值。 

计算边界计算边界计算边界计算边界    

计算边界按钮用于确定输入曲面的组合边界。计算所获的边界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为“ ”
红点。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用于删除先前创建的边界。 

理论扫描点理论扫描点理论扫描点理论扫描点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区域提供了从 CAD 数据中计算所获的点的列表。CMM 
将使用为为点来执行扫描。用户可以编辑为为点。 

要编辑点的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双击“# 列中的适当点编号。此时将显示”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 

2. 更改所需 X、、、、Y 和 Z 框中的值。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所作更改将在理理理理论论论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列表中获到更新。 

通过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线线线线对话框中的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按钮，可以循环查看在理理理理论论论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列表中列出的点
，并的可以逐个编辑其中的点。 

理论矢量理论矢量理论矢量理论矢量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区域用于编辑在理理理理论论论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列表中列出的点的矢量。所显示的矢量与 理论扫描点“
列表中的所选点相关联。”  

翻转矢量翻转矢量翻转矢量翻转矢量    

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按钮用于翻转从理理理理论论论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列表中选择的理论扫描点的例近矢量。我可以逐个翻
转矢量，也可以翻转所有矢量。  

当从点列表中选择点并按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按钮时，PC-DMIS 
将询问是否应翻转该点后的所有矢量。 

•  如果选择是是是是，将翻转所有矢量（包此指定点及其以后的点）的方向。  

•  如果选择否否否否，将只翻转指定矢量。 

点编号点编号点编号点编号    

为为 IJK 框显示从理理理理论论论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列表中选择的理论扫描点的 I、J、K 矢量。 

要更改特定理论扫描点的 I、J、K 矢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理理理理论论论论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列表中选择所需点。我将看到该点的编号将显示在“
点点点点编编编编号号号号 标题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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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出显示要更改的先前 I、J 或 K 值。 

3. 输入新值。 

PC-DMIS 将根据所输入的值计算新的例近矢量。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将显示以下的可用触测类型： 

•  矢量 

执行旋转高级扫描执行旋转高级扫描执行旋转高级扫描执行旋转高级扫描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方法将从指定点以指定半径角该点扫描曲面。即使曲面改变，半径也保持不变。该过
程使用测量弧的起点和终点，此外，还包此定义从起点到终点的方向的方向点。  

创建旋转扫描创建旋转扫描创建旋转扫描创建旋转扫描    

1. 确保启用了 TTP 或模拟测头。 

2. 将 PC-DMIS 置于 DCC 模式。 

3. 从子菜单中选择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出现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已选中旋旋旋旋转转转转选项卡。 

4. 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复选框并单击零件选择旋转扫描的 X、Y 和 Z 
中心点，或在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和轴区域键入 X、Y 和 Z 信息。 

5. 在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框中键入旋转扫描的半径值。键入半径后，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模型上绘制扫描位置。“ ”  

6. 确认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和轴轴轴轴区域中的信息正确。 

7. 取消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复选框。 

8. 从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截面类型，然后根据所选的方法，在提供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和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键入相应的值。 

9. 如果扫描如过多个曲面，应考不按请 CAD 元素主题中所述选择多个曲面。 

10. 为旋转扫描添加 1 点（起点）、D 点（扫描方向）和 2 
点（终点）。为将选择要扫描的曲线。如果要扫描整个圆周，则删除 2 
点。按请边界点主题中所述的相应步骤选取为为边界点。 

11. 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要进行的触测类型。截面扫描仅允许矢量触测。 

12.
 在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列表中对矢量进行所需的更改。要进行更改，双击矢量，在编编编编
辑辑辑辑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项项项项对话框中更改，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返回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13. 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标称值模式。 

14. 在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公公公公差差差差框中，键入最小补偿测头半径的公差值。 

15. 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列表中选择适合的执行模式。 

16. 如果使用薄型零件，在厚厚厚厚度度度度框中键入零件的厚度。 

17. 在标识框中键入扫描的名称。 

18.
 根据需要选中以下如防复选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内内内内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单单单单点点点点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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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果使用模拟测头，应考不使用控控控控制制制制点点点点按钮优化扫描的运行。 

20. 选择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模型上生成扫描的预览。在生成扫描时，PC-DMIS 
将在起点开始扫描，并按请所选的方向进行扫描，直到到达边界点，然后，扫
描来回移动，沿着所选区域在还行中扫描，以指定的增量值在行中扫描，直到
完成该过程。 

21. 根据需要修改扫描。 

2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扫描。“ ”  

中心点和半径 

中中中中心心心心点点点点的 X、Y 和 Z 值定义旋转扫描的中心点。  

我可以直接键入中心点的 X、Y 和 Z 值，也可以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复选框，然后直接在 CAD 
绘图上单击，使所选位置成为中心点（参请选择中心）。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用于定义半径。当 PC-DMIS 
执行扫描时，将角中心点旋转，在扫描从起点移动到终点时保持该距离。 

轴 

轴部分包这组成垂直于保持距中心点半半半半径径径径所在的平面的矢量的 I、J 和 K 值。PC-DMIS 
将沿着该矢量执行扫描。 

选择中心 

选中选选选选择择择择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复选框可以单击 CAD 
指示中心点位置。可以选择曲面点或线框点。选中该对话框时应注防，扫描的边界点不我
更新。只有取消选中该复选框，PC-DMIS 才我更新边界点。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1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1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列表提供了内种旋转扫描方法。选择所需的方法后，PC-DMIS 
将自动显示相应的字段。 

旋转的直线方法旋转的直线方法旋转的直线方法旋转的直线方法    

PC-DMIS 
根据设定增量和最后两个测定测点来确定每一还触测。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
定测点之间的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测头距中心点总是保持定义的半径距离，并的垂直于中心点矢量。PC-
DMIS 将从第一个边界点开始，以设定增量连序采点，然后在如到终止边界点时窗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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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的体轴方法旋转的体轴方法旋转的体轴方法旋转的体轴方法    

PC-DMIS 
将沿着当前零件的坐标系统以设定增量采点。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指定轴。测头距中心
点总是保持定义的半径距离，并的垂直于中心点矢量。例近矢量将垂直于所选的轴。体体体体轴轴轴轴
方法使用的例近方向与每一还触测的例近方向相同（与直直直直线线线线方法不同，直线方法我将例近
方向调整到垂直于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直线）。 

 
旋转的变量方法旋转的变量方法旋转的变量方法旋转的变量方法    

利用变量方法，我可以设置特定的最大和最小角度以及将用来确定 PC-DMIS 
的触测位置的增量值。测头的例近方向垂直于最后两个测定测点之间的直线。 

 

输入将用于确定测点间增量的最大和最小值。同时，必此为最大和最小角度输入所需值。P
C-DMIS 将使用最小增量采内个点。然后，它将测量测点 1-2 和测点 2-3 之间的夹角。 

•  如果测定角度在定义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PC-DMIS 
将序序以当前增量采点。  

•  如果角度大于最大值，PC-DMIS 
将清除最后一个测点，然后使用当前增量值的在分之一重新测量该测点。  

•  如果角度小于最小值，PC-DMIS 将以最小增量值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清除最后一个测点，
将增量值从小为当前增量的在分之一，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增量的最小值
。 

如果测定角度小于最小角度，PC-DMIS 
将以两就的增量进行下一还触测。（如果测定角度大于最大增量值，它将以最大增量采点
。）PC-DMIS 
将重新测量最新的测点和先前两个测点之间的角度。然后，它将连序将当前增量值加就，
直至测定角度处于定义范该，或达到最大增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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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角度  > 最大角度，增量 = 增量 / 4，直至达到最小增量 
如果角度  < 最小角度，增量 = 增量 × 2，直至达到最大增量 

旋转的旋转的旋转的旋转的 NULL  NULL  NULL  NULL 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过滤器方法    

该部分与开放路径的 NULL 
过滤器方法主题相同，不过应注防，测头距中心点总是保持定义的半径距离，并的垂直于
中心点矢量。  

旋转的最大旋转的最大旋转的最大旋转的最大////最小字段最小字段最小字段最小字段    

只有在使用旋转的变量方法中所述的变量扫描方法时，以下所述的最大/最小增量和角度字
段才可用。只有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可用于所有扫描方法。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大增量距离。虽然在使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选项时可以增大增量，但增量绝不应
大于此距离。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设置最小增量。虽然在使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选项时可以从小增量，但增量绝不应小于
此距离。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大角度。虽然在使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选项时可以增大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大于该值。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最最最最小小小小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最小角度。虽然在使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选项时可以从小所测角度，但角度绝不应
小于该值。 

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边界点 
要执行旋转扫描，必此至从选择一个起点和一个方向点（在边界点列表中和 CAD 
显示上分别显示为 1 和 D）。  

•  如果在有终点（显示为 2），PC-DMIS 
将沿着指定的方向序序测量扫描，直到返回起点。 

•  如果有起点和终点，PC-DMIS 将沿着指定的方向扫描，直到到达终点。  

默认许许下，PC-DMIS 
在边边边边界界界界点点点点区域提供起点、方向点和终点。尽管我可以很窗很删除终点，但是不能删除起点
或方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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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每个边界点时（通过单击 CAD 或键入值），PC-DMIS 
我自动将每个点捕删到距中心点半径距离，除本我很定义半径。此时，我定义的第一个边
界点将同时定义半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边界点。 

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触测类型 
旋转扫描唯一可用的触测类型为： 

•  矢量 

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 
旋转扫描中使用的矢量包此： 

•  起始接触（起始矢量） 

•  边界平面（平面矢量） 

•  终止接触（终止矢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 中的起始矢量。“ ”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 UV 高级扫描高级扫描高级扫描高级扫描 
通过 UV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选项卡可以很窗很扫描已如 CAD 
模型的如防曲面上的还行点（与片区扫描类似）。该扫描不需要过多的设置，因为它使用 
CAD 模型定义的 UV 空间。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UV  UV  UV  UV 扫描扫描扫描扫描    

1. 启用 TTP 测头。 

2. 将 CAD 模型置于立体模式。 

3. 将 PC-DMIS 置于 DCC 模式。 

4. 访问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选择 UV 选项卡。  

5. 在该对话框打开的许许下，单击 CAD 选择要执行扫描的曲面。PC-DMIS 
我突出显示该曲面，并在 CAD 模型上显示 U 和 
V，指示每个轴的方向。在曲面上单击的位置同时指示 UV 扫描的开始位置。 

6. 在选项卡的 UV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键入 U 和 V 方向的测点数。 

7. 键入扫描的起始和终止位置。注防，UV 空间使用 0.0 到 1.0 
之间的数字代表整个曲面。所以 0.0, 0.0 在 1.0, 1.0 的对角线位置。 

8. 从触测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扫描应生成的测点数。我可以选择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或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9. 根据需要修改如防其它选项。 

10. 选择生生生生成成成成按钮，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  CAD 模型上生成扫描的预览。PC-
DMIS 将在 CAD 模型上绘制应触测的位置。我我注防到，UV 
扫描自动跳过沿曲面方向的如何如如孔。 

11. 根据需要修改扫描。 

12.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扫描，并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模型曲面上绘制测头如过的“ ” “ ”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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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扫描设置 

UV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用于定义 UV 扫描。其中包这 U 行和 V 行，可以定义以下控件。 

•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值可以指定扫描在曲面的 U 或 V 方向上要采的测点数。 

•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和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值可以定位曲面上要扫描的测点矩都。U 和 V 
行均可以设置为为值，并沿 U 和 V 轴应用于扫描。注防，UV 空间使用 0.0 到 
1.0 之间的数字代表整个曲面。所以 0.0, 0.0 在 1.0, 1.0 的对角线位置。 

•  不可编辑的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字段指示测头在 U 和 V 轴上的当前位置。 

触测类型 

UV 扫描可用的触测类型包此： 

•  矢量 

•  曲面 

手动执行扫描简介手动执行扫描简介手动执行扫描简介手动执行扫描简介 
此扫描方法用于通过手动扫描零件的曲面来定义点测量。当需要用户控制的 CMM 
测点时，此方法模其有用。要创建手动扫描，将 PC-DMIS 
置于手动模式，然后从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子菜单中选择可用的选项。我将使用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创建手动扫描
。有关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的一般信息，请参请扫描对话框的共同功能主题。 

手动扫描规则手动扫描规则手动扫描规则手动扫描规则 
以下主题包此有关手动扫描的一般规则以及针对标准指平和桥式坐标测量机以及臂式坐标
测量机的规则。 

手动扫描的一般规则手动扫描的一般规则手动扫描的一般规则手动扫描的一般规则    

手动扫描应沿着测量机轴（X、Y 或 Z 轴）进行。 

例如，我的零件需要在球体的曲面上进行扫描。要执行此扫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锁定 Y 
轴。为可以使用坐标测量机上的锁开关来实现。将此开关设置为 开“ /关 后”
，可以禁止/允许在特定轴上移动。 

2. 开始在 +X 方向上扫描。 

3. 移至下一行，沿 +Y 或 –Y 方向扫描。 

4. 以相面的方向扫描。 

当执行多行手动扫描时，最找每隔一条扫描线翻转一还。 

例如（按上述步骤序序扫描球体）： 

1. 在 +X 方向上开始扫描曲面。  

2. 移至下一行并沿 -X 轴扫描。  

3.
 根据需要，序序切换扫描的方向。内部的算法取测于为种规则性
，如果不遵请为种方这，则可能导为不正确的结果。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接接接接触触触触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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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扫描需要使用测量机坐标中的起始接触矢量来进行内部计算。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方方方方向向向向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手动扫描需要使用测量机坐标中的起始方向矢量来进行内部计算。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对于 +X 扫描，应锁定 Y 和 Z 测量机轴，并输入值 0, 0, 1 
作为起始方向矢量。如果要沿着 -X 轴扫描，则应键入 0, 0, -1。 

使用标准指平和桥式坐标测量机的规则使用标准指平和桥式坐标测量机的规则使用标准指平和桥式坐标测量机的规则使用标准指平和桥式坐标测量机的规则    

要在标准的指平和桥式 CMM 
上正确地补偿手动扫描并达到更快的速度，应遵应以下所述的规则。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间间间间隔隔隔隔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时时时时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隔隔隔隔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和和和和可可可可变变变变间间间间隔隔隔隔扫扫扫扫描描描描 
1. 在扫描过程中，必此锁定 CMM 的一条轴；PC-DMIS 
将在垂直于锁定轴的平面内进行扫描。 

2.
 当使用为内种扫描类型中的如一种时，必此按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键
入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和方方方方向向向向矢矢矢矢量量量量。之所以必此为样如，是因为我要锁定一条测量机
轴。 

体体体体轴轴轴轴扫扫扫扫描描描描 
1. 在扫描过程中，不应锁定如何轴。PC-DMIS 
我通过将测头穿过键入的体轴位置来进行扫描。每当测头穿过此给定平面
时，CMM 将进行一还读取，并将读数传递给 PC-DMIS。 

2.
 当使用此类型的扫描时，需要按零件坐标系统键入起始矢量和方
向矢量的值。之所以需要为样如，是为了使测头如过指定的体轴位置。 

3. 务必要按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键入体体体体轴轴轴轴。 

使用臂式坐标测量机使用臂式坐标测量机使用臂式坐标测量机使用臂式坐标测量机（（（（Gage 2000AGage 2000AGage 2000AGage 2000A、、、、FaroFaroFaroFaro、、、、RomerRomerRomerRomer））））的规则的规则的规则的规则    

要在臂式 CMM 上正确地补偿手动扫描并达到更快的速度，应遵应以下所述的规则。 

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1. 在扫描过程中，不应锁定如何轴。PC-DMIS 
我通过将测头穿过键入的体轴位置来进行扫描。每当测头穿过此给定平面
时，CMM 将进行一还读取，并将读数传递给 PC-DMIS。 

2.
 当使用此类型的扫描时，必此按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键入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和方方方方
向向向向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的值。它用于处理体体体体轴轴轴轴位置。 

3. 务必要按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键入体体体体轴轴轴轴。 

其它手动扫描选项其它手动扫描选项其它手动扫描选项其它手动扫描选项 
当执行手动触测时，PC-DMIS 还我提供其它一为选项。 

新行新行新行新行    

新新新新行行行行命令按钮用于开始新的扫描行。此按钮仅在在在手动扫描时才可用。它位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要使用新新新新行行行行命令按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按窗窗窗窗止止止止该窗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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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新新新新行行行行按钮。为将指定对新行进行扫描。 

或者 

1. 首先选择新新新新行行行行按钮。PC-DMIS 将自动该窗扫描。 

2. 将测头移至下一行。 

3. 按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 

PC-DMIS 将开始扫描新行。 

扫描完成扫描完成扫描完成扫描完成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命令按钮用于向 PC-DMIS 
提示扫描已完成。此按钮仅在执行（在在）手动扫描时才可用。它位于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
框。当执行扫描时，PC-DMIS 将从 CMM 中询集数据。同时，PC-DMIS 
将按请指定的方法（时间间隔、固定间隔、可变间隔等）来过滤（从从）数据。不符合标
准（如时间间隔或距离增量）的数据将窗排除，符合标准的数据将保留下来。 

在先前的版本中，可以使用从从从从从从从从按钮，但此版本中不使用此按钮。当按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命令按钮
时，PC-DMIS 将窗止询集数据，开始处理查找标称值、矢量补偿等所需的数据。 

““““3D3D3D3D””””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复选框    

只有使用硬测头时（例如 
Faro 
机械臂），该复选框才可
用。 

“3D”复选框可以在内该的如防方向上进行触测。通常，在手动扫描时，PC-DMIS 
要求首先在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区域中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起始矢量的方向上进行手动触测。不过，如果选中该复选框

，则可以向如防方向移动测头。 

 

如果使用不能锁定轴的测量机（例如 Faro 或 SMX 测量机），该选项本常有用。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补补补补偿偿偿偿限限限限制制制制：：：： 
选中该复选框后，所有点的测头补偿方向均变为很如。 

•  如果 CAD 曲面不存在，则不我进行测头补偿。所有数据均将在球心。  

•  如果 CAD 曲面存在，PC-DMIS 
将本试查找每个点的标称值（使用查找标称值）。如果找到标称值数据，
将沿着找到的矢量补偿点。否则，将仍在球心。 

使用硬测头执行手动扫描使用硬测头执行手动扫描使用硬测头执行手动扫描使用硬测头执行手动扫描 
必此使用硬测头才能访问
在种测量方法。 

手动扫描提供了在种可与硬测头一起使用的测量方法。在扫描过程中，PC-DMIS 
询集测定点的速度与控制器读取测定点的速度相同。当完成扫描时，我可以在 PC-DMIS 
中根据所选的扫描方法从从所询集的数据。  

 

下面将介该在种采用硬测头的测量方法： 

注注注注：：：：如果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PC-DMIS 
将要求在每个位置分别采点。它不我提供在硬测头扫描部分所述的不同测量方法。 

执行固定间隔手动扫描 

固定间隔扫描方法用于通过设置增量来从从测量数据。PC-DMIS 
将从第一个测点（或触测）开始，通过删除比指定间隔（增量）更接近的测点来从从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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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当数据来自于测量机时，就我出现测点从从的许许。PC-DMIS 
只保留间隔大于指定增量的点。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将增量指定为 0.5，PC-DMIS 将只保留相类至从间隔 0.5 
个单位的测点。控制器中的其即测点将窗放就。 

执行可变间隔手动扫描执行可变间隔手动扫描执行可变间隔手动扫描执行可变间隔手动扫描 
可变间隔扫描方法用于根据零件定义测点之间的距离。在 PC-DMIS 
中，可以指定读取测点的速度以及垂点距离。（参请下面的 垂点距离 和 读取间的延迟“ ” “ ”
。）当完成扫描过程后，PC-DMIS 
将计算已测量的总测点数，以及在完成垂点距离计算后要保留的总测点数。然后，已从从
的数据将转换为测点。   

垂点距离垂点距离垂点距离垂点距离    

此选项用于指定 PC-DMIS 
将用来确定是否将点排除的距离。如果计算所获的垂点距离大于显示的垂点距离，PC-
DMIS 将保留该测点（或触测）。如果小于此距离，PC-DMIS 
将放就该点，并的在下一个测点处计算垂点距离。 

 

读取间的延迟读取间的延迟读取间的延迟读取间的延迟    

此选项用于指定触测之间的时间差值。PC-DMIS 
将首先使用此时间差值参数从从扫描数据，然后再使用垂点距离标准进一步从从数据。 

执行时间间隔手动执行时间间隔手动执行时间间隔手动执行时间间隔手动扫描扫描扫描扫描 
时间间隔扫描方法用于通过设置时间增量来从从扫描数据。PC-DMIS 
将从第一个测点开始，通过删除读取速度快于指定时间间隔的测点来从从扫描数据。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将时间间隔指定为 0.05 秒，PC-DMIS 将只保留控制器中测量时间至从间隔 0.05 
秒的测点。其它测点将从扫描中排除。 

读取间的时间延迟读取间的时间延迟读取间的时间延迟读取间的时间延迟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间间间间的的的的时时时时间间间间延延延延迟迟迟迟框用于设置以秒为单位的时间增量，用以确定很为测点的读取速度快于
指定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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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体轴手动扫描执行体轴手动扫描执行体轴手动扫描执行体轴手动扫描 
此扫描方法用于通过指定特定零件轴上的切要平面并将测头在此切要平面上然动来扫描零
件。当扫描零件时，应使测头能够通过定义的切要平面所需的还数。然后，PC-DMIS 
将执行以下步骤： 

1. PC-DMIS 
从控制器中获取数据，并找到与我交叉与来的如一边上的切要平面最接近
的两个数据测点。 

2. 然后，PC-DMIS 将在刺穿切要平面的两个测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 

3. 刺穿点将成为切要平面上的测点（或触测）。 

每当我穿过切要平面并最终具有位于切要平面上的多个测点时，就我执行此操作。 

通过指定切要平面位置的增量，可以使用此方法来检验多个行（片区）。当扫描第一行后
，PC-DMIS 
将在当前位置上添加增量，将切要平面移至下一个位置。然后，可以在新的切要平面位置
序序扫描下一行。 

坐标轴坐标轴坐标轴坐标轴    

轴轴轴轴列表用于选择将用来指定切要平面的轴。可用轴为 X、Y 和 Z。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框用于输入切要平面的位置。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增增增增量量量量框用于指定多个扫描行之间的距离。 

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执行手动扫描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执行手动扫描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执行手动扫描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执行手动扫描 
要执行手动扫描，也可以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PC-DMIS 置于手动模式。 

2. 访问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对话框。 

3. 定义必需的参数。 

4. 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PC-DMIS 将显示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并要求进行触测。 

5. 在扫描结很时，单击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的扫扫扫扫描描描描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PC-DMIS 
将窗止扫描。 

注注注注：：：：当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时，有为扫描方法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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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移动命令插入移动命令插入移动命令插入移动命令 

插入移动命令插入移动命令插入移动命令插入移动命令：：：：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可以加入零件程序的还种移动命令。移动命令使我可以更改测头在测点之间的
移动。 

本部分主要介该可以通过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子菜单插入的移动命令以及如何其它移动命令。其中包此以下主题： 

•  插入移动点命令 

•  插入移动增量命令 

•  插入安全平面 

•  插入移动安全平面命令 

•  插入移动圆弧命令 

•  插入移动同步命令 

•  插入移动扫描命令 

•  插入移动转台命令 

•  插入隔离区命令 

插入移动点命令插入移动点命令插入移动点命令插入移动点命令    

PC-DMIS 
将不允许在安全平面移动
中间或在 PH9 
测座旋转中间插入移动。
如果光标位于安全平面移
动或 PH9 改变以内，PC-
DMIS 将显示“UNABLE 
TO INSERT A MOVE AT 
THIS POINT”的消息。  

插入移动点插入移动点插入移动点插入移动点命令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插入移动点。 

 

要使用该选项，请选择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菜单选项。选择之后，PC-DMIS 
就将在当前测头位置插入一个移动点。  

样例移动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移动/点,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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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 编辑 窗口中显示的值，选中所需的值，然后键入新值，或在命令上按“ ”  F9 
键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对话框。 

在在在在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动动动动画画画画时时时时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 
如果在用 CMM 制作测头路径动画时选择此菜单选项，PC-DMIS 
将始终我询问在当前位置之前还是之后插入移动。当前位置将在状态栏中列出
。 

从从从从状状状状态态态态栏栏栏栏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 
当系统处于程序模式时，要插入移动点，也可以将光标放在状态栏的读数上，然后
单击鼠标左键。 

从从从从操操操操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 
如果在在在模式下按操可可上的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按钮（在 Sharpe32 
系统上），则将自动在零件程序中插入一个移动。注册表的 PrintButton 
条目必此设置为 TRUE，才可以使用该功能。 

注注注注：：：：选择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到到到到菜单选项将显示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对话框，而不是自动向零件程序中插入移动点
。为样可以指定测头将移动到的 XYZ 位置。 

插入移动增量命插入移动增量命插入移动增量命插入移动增量命令令令令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增增增增量量量量菜单选项与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命令本常类似，可以向 编辑 窗口中插入 移动“ ” “ /增量 命令。只”
要 PC-DMIS 如到该增量移动命令，即我将测头从当前位置移动指定的 X、Y 和 Z 增量。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增增增增量量量量菜单选项首先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对话框。我将使用该对话框定义移动增量命令，然
后再插入零件程序。 

该对话框可以为移动点或移动增量命令定义标称位置。  

XYZ XYZ XYZ XYZ 移动移动移动移动    

XYZ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框显示移动点位置的 X、Y 和 Z 标称值。  

要更改 X、Y 或 Z 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更改的字段。 

2. 键入新值。 

当输入新值后，PC-DMIS 
将在新的位置绘制动画测头。此位置表示已存储移动的位置。当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PC-
DMIS 我将 CMM 定位到指定的位置。 

存储移动存储移动存储移动存储移动    

如果选中存存存存储储储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则将在程序中插入给定 X、Y、Z 值的移动点。 

可以移动可以移动可以移动可以移动    

如果选中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PC-DMIS 就我将测头移至 X、Y、Z 
位置。为样，无需存储移动，即可定位 CMM。此选项将用测头的当前位置轴入 X、Y、Z 
值。 

增量移增量移增量移增量移动动动动    

如果选中增增增增量量量量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PC-DMIS 将插入一个增量移动，将测头移动指定的 XYZ 
距离，而不是移至 XYZ 位置（如 XYZ 移动方式）。 

同时，还必此选中存存存存储储储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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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移动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移动/增量, x, y, z 

自动移动点的读位置自动移动点的读位置自动移动点的读位置自动移动点的读位置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钮用于读取测头的当前位置并将 X、Y 和 Z 
值轴入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对话框。然后，通过选中存存存存储储储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并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可以将为为
值轴入 编辑 窗口中。“ ”  

插入安全平面插入安全平面插入安全平面插入安全平面 
安全平面命令使我可以定义当前工作平面的安全平面值。安全平面实际上是在零件周该创
建了一条包系，当测头从一个特征移至另一个特征时，始终我沿着此包系运行。 

通过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对话框的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选项卡（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安全平面 主题）可以在全“ ” “ ”
局启用安全平面。 安全平面 命令只定义特征的第一个测点的安全平面。要为特征设置其“ ”
它安全平面，在所需的位置打开一个新行，然后键入命令：安全平面。 

插入移动安全平面命令插入移动安全平面命令插入移动安全平面命令插入移动安全平面命令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命令用于在块之间和特征内插入 移动“ /安全平面 命令。”   

该命令与 安全平面“ / 命令组合使用。在执行过程中每还如到该命令时，我将测头移动到” “
安全平面/ 命令定义的安全平面。测头将保留在安全平面上，直到如到一个命令将测头从”
安全平面上移开，例如 测量 、 触测 或 移动“ ” “ ” “ /点 命令。如果要在每还触测测量圆之前将”
测头移动到安全平面上，必此将 移动“ /安全平面 命令插在 触测” “ / 命令之前。”  

PC-DMIS 将搜索安全平面定义。要使该命令起作用，其参数必此已如设置。  

要设置安全平面命令的参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选项卡。 

3. 在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区域的值值值值框中键入距离。 

4. 在如如如如过过过过区域的值值值值框中键入安全平面的距离。 

5. 选中激激激激活活活活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平平平平面面面面复选框。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如果很设置参数，PC-DMIS 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样例移动安全平面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移动/安全平面 

插入移动圆弧命令插入移动圆弧命令插入移动圆弧命令插入移动圆弧命令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圆圆圆圆弧弧弧弧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的光标位置处插入 移动“ ” “ /圆弧 命令。当”  PC-DMIS 
如到此命令时，测头将沿着圆弧路径进行下一还触测。该命令根据所测量特征的半径，以
圆的方式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 

在圆弧路径上，测头可以避免与这为特征发生碰撞，而为为特征通常我在标准的直线路径
上造成如如。例如，当测量内部及方形销的孔时，如果不使用移动圆弧，该销就我在测头
路径上造成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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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虽然因为 PC-DMIS 
不必从其最后一个测点处移动，使用此命令测量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测量速度，但此
命令具有特定的用特。 

插入移动同步命令插入移动同步命令插入移动同步命令插入移动同步命令 
主/从零件程序包这控制主机械臂的命令和控制从机械臂的命令。每个测量机分别执行为为
命令，以移动主从机械臂。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同同同同步步步步菜单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 ” 入 移动“ /同步 命令。通过在双机械臂测量机上使”
用此命令，可以使主从机械臂的运行同步。无论很一个机械臂达到零件程序中的 移动“ /同
步 命令，它上将首先窗止，然后等到另一个机械臂到达后才一同序序执行零件程序的其即”
部分。 

插入移动扫描命令插入移动扫描命令插入移动扫描命令插入移动扫描命令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移移移移动动动动扫扫扫扫描描描描菜单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以下扫描块。“ ”  
扫描开始/ 

扫描终止/ 

如果将 PHS 测座用于 Sharpe32Z 
控制器，在 扫描开始 和 扫描终止 之间插入的移动命令将使测头在第条轴上同时移动（“ ” “ ”
其中内条轴为 X、Y 和 Z 轴，它我用于移动测量机本编。另外两条轴表示测头的 AB 
角移动）。 

为第条轴上的移动将同时进行。为不同于 PH9 测座，该测座必此首先在 X、Y 和 Z 
轴上移动测量机。然后，当测量机窗止时，再移动测头方位（AB 角）。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 CMM 的当前位置为 10, 10, 10（在 X、Y 和 Z 轴上），测座方位（AB 
位置）为 0, 0。如果要将 CMM 移至 20, 20, 20 并将测头方位移至 0, 
180，使用 移动扫描 命令的“ ”  PHS 就我同时完成为两种移动。但是，PH9 测座将首先移动 
CMM，然后再移动测座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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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PH9 测座可以在 A 轴的 0 到 110 之间以及 B 轴 +180 到 -180 之间移动。 

•  PHS 测座可以在 A 和 B 轴上以 .1 度为增量在 -180 到 +180 之间移动。 

使用 移动扫描 命令的优点包此：“ ”  

•  移动更为流移，从而很于测量自以达到的特征。 

•  节约时间，因为我不必等待 CMM 的测量臂和机械臂移至 X、Y 和 Z 
位置即可更改测头的方位。 

插入移动转台命令插入移动转台命令插入移动转台命令插入移动转台命令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菜单项可以在光标的当前位置插入 移动“ /转台 命令。 编辑 窗口中完整的命令行” “ ”
如下： 

编辑 窗口中的命令行为：“ ”  
移动/转台,角度,方向 

方向 = 确定转台旋转的方向。可用选项包此： 
顺顺顺顺时时时时针针针针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转台，直至其达到在转转转转

台台台台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输入的角度。 
逆逆逆逆时时时时针针针针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转台，直至其达到在转转转转

台台台台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输入的角度。 
最最最最的的的的：：：： 按最的的路线（顺时针方向或逆时针方向

）旋转，直至其达到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中
输入的角度。 

在如到该命令后，PC-DMIS 我将转台旋转到 移动“ /转台 命令激活时确定的位置。”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考不包这多个不同 移动“ /转台 命令的零件程序。当单击零件程序的特定部分并选择”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菜单选项时，PC-DMIS 
我将转台旋转到存零件程序中该点处的如何活动 移动“ /转台 命令所确定的位置。”  

只有在为转台配置端口锁后，才可以使用此菜单选项。 

插入隔离区命令插入隔离区命令插入隔离区命令插入隔离区命令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隔隔隔隔离离离离区区区区菜单选项用于插入一个隔离区，以避免双机械臂系统的两个机械臂相类碰撞。  

选择此选项后，将打开隔隔隔隔离离离离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区区区区对话框。 

使用此对话框，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移动“ ” “ /隔离区 命令。”  

移动“ /隔离区 命令将应用于主机械臂或从机械臂。”   

PC-DMIS 
在执行此命令之前，将确保分配给该命令的机械臂很请求与新请求重单的隔离移动区。  

如果运行存在冲突， 移动“ /隔离区 命令将”  

•  等待，直至分配给该命令的机械臂释放所命令的体积 

•  序序执行在 移动“ /隔离区 命令下列出的运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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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隔离区定义隔离区定义隔离区定义隔离区 
当定义隔离区时，务必要记住以下两项：                                                                                                     

1.
 如果零件程序中的运行命令指示如一机械臂进入双测量臂体积的
重单区域，那那每个为样的命令部分之前上需要一个 移动“ /隔离区 命令。”
如果要发出在双机械臂 CMM 
的重单区域中运行的命令， 移动“ /隔离区 就应该在所有为为运行周该定义”
一个 3D 框。  

2. 当测头从双机械臂 CMM 
的重单部分撤回之后，必此有一个 移动“ /隔离区=关 命令。”   

以下步骤说明了定义的隔离区的方法。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打开隔离移动打开隔离移动打开隔离移动打开隔离移动    

选中打打打打开开开开隔隔隔隔离离离离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复选框。为样就可以编辑隅隅隅隅角角角角点点点点 1 和隅隅隅隅角角角角点点点点 2 选项下的 X、Y 和 Z 值。  

或者，如果在 编辑 窗口中单击已插入的 移动“ ” “ /隔离区 命令并按”  F9 
键，将打开隔隔隔隔离离离离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区区区区对话框，此时就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该复选框。 

•  如果选中该框，当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时，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命令：“ ”  
移动/隔离区=开, 隅角 1=x,y,z,隅角 2=x,y,z 

•  如果很选中该框，当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时，PC-DMIS 
将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以下命令：“ ”  
移动/隔离区=关 

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输入隅角点值输入隅角点值输入隅角点值输入隅角点值    

键入隅隅隅隅角角角角 1 和隅隅隅隅角角角角 2 的 X、Y 和 Z 
值。通过单击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钮，可以将测头的当前数据读入所选的隅角点。 

通过定义两个隅角可设置隔离区；务必要选择能正确定义隔离区的隅角点。两个点（隅角 
1 和隅角 2）表示两个类成对角的隅角。 

如果使用当前坐标系统来创建边，则可以用两个点在 3D 
空间中创建一个矩形区域。通过组合两个点的不同部分，可以构造形成矩形区域所需的第
个点。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第一个隅角 = X1, Y1, Z1  
第二个隅角 = X2, Y2, Z2  
第内个隅角 = X1, Y1, Z2  
第在个隅角 = X1, Y2, Z1  
第第个隅角 = X1, Y2, Z2  
第如个隅角 = X2, Y1, Z1  
第尝个隅角 = X2, Y1, Z2  
第第个隅角 = X2, Y2, Z1 

第内步第内步第内步第内步：：：：单击单击单击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通过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即可完成隔离区的定义。此时，PC-DMIS 
我将定义的信息加入 编辑 窗口中，如下所示：“ ”  
移动/隔离区=TOG1,隅角 1=X,Y,Z,隅角 2=X,Y,Z 

TOG1 它定义隔离区是否生并。此切换字段用于
在 开 和 关 之间切换。“ ” “ ”  

X,Y,Z 为为坐标值定义用于形成隔离区的隅角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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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可关闭对话框而不对零件程序作出如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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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流程控制分支使用流程控制分支使用流程控制分支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使用流程控制分支使用流程控制分支使用流程控制分支：：：：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均定我的零件包这许多特征，但是我只要面复测量一为特征，获获为为特征的一组全面的
统计数据。均定我根据用户的在应跳转的零件程序中的特定部分。使用流程控制命令可以
完成此类如务以及许多其它如务。通过设置这为命令的条件，我可以控制零件程序的流程
。 

本部分将介该完成此类如务所需的信息。包此语法条件语句、循环和子例程。同时还提供
了许多样例代码。  

注注注注：：：：样例代码中在发生循环或分支时使用了缩进，以便清以地显示为这个条件分配的语句
。在实际的 编辑 窗口代码中，不我显示如何缩进。“ ”  

此部分包此以下主题： 

•  使用控制对 

•  创建一般循环 

•  终止一般循环 

•  创建标号 

•  跳至一个标号 

•  根据条件跳至一个标号 

•  坐标测量机出错时分支 

•  使用子例程分支 

使用控制对使用控制对使用控制对使用控制对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对对对对子菜单提供了多个成对的命令，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用来控制零件程序的正确流程“ ”
。要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控制对类型的命令，只需键入相应命令，或从该子菜单中选择命“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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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End If 

If / End If 菜单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条件块。只有当 IF 
命令的表达式求值为真（本零）时，才我执行 IF 和 END IF 
命令之间的还项。否则，执行流程将跳至 END/IF 命令之后的第一个命令。  

IF / END IF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IF/表达式 
END_IF/ 

要插入 If / End If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 ”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If / End If。IF / END IF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If / End If If / End If If / End If If / End If 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    

参请以下样例，询问用户是否要测量点特征。 

C1= 注释/是否,是否要测量点特征 PNT1？ 
IF/C1.INPUT=="是" 

PNT1=特征/点,直角 

… 

… 

终止测量/ 

END_IF/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代代代代码码码码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C1=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该行接受并存储用户的 是 或 否 在应。“ ” “ ”  

IF/C1.INPUT=="是是是是" 
该行是表达式。测试注释 1 的输入是否为 是 。如果为 是 ，“ ” “ ” IF 
语句则为 真 ，序序执行“ ”  IF 语句后面的语句，该示例中测量 PNT1 
特征。如果为 否 ，则转至“ ”  END_IF 语句。 

END_IF  
该行终止执行 IF / END IF 
代码块中的命令。该行后面的如何命令是用户在注释中单击否否否否后 PC-DMIS 
将转至的位置。 

Else If / End Else If 
Else If / End Else If 菜单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条件块。只有当 ELSE IF 
命令的表达式求值为真（本零）时，才我执行 ELSE IF 和 END ELSE IF 
命令之间的还项。ELSE IF / END ELSE IF 块必此新接在一个 IF / END IF 块或另一个 ELSE 
IF / END ELSE IF 块之后。如果当前块之上的所有 IF / ELSE IF 
表达式上已求值为均，则将求此表达式的值。如果表达式求值为均（零），那那执行流程
将跳至 END ELSE IF 命令之后的下一条命令。如果当前块之上的如何 IF / ELSE if 
表达式求值为真，则将跳过此序列中所有后序的 ELSE IF / END ELSE IF 块。 

ELSE IF / END ELSE IF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ELSE_IF/表达式 
END_ELSE_IF/ 

要插入 ELSE IF / END ELSE IF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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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现有“ ”  IF/END IF 语句或 ELSE IF/END ELSE IF 
语句后面的所需位置。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Else If / End Else If。ELSE IF / END ELSE IF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注注注注：：：：只有放置于 IF / END IF 或 ELSE IF / END ELSE IF 
块之后，此类命令块才有并。无并放置的控制对在 编辑 窗口中将显示为红色文本。“ ”  

Else If / End Else If Else If / End Else If Else If / End Else If Else If / End Else If 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    

参请以下样例，在测定点的如何一个 X、Y 或 Z 
值超过定义的公差时显示一条消息通如用户： 

PNT2=特征/点,直角 

… 

… 

终止测量/ 

IF/PNT2.X<6.9 OR PNT2.X>7.1 

注释/操作者,"PNT2 的 X 测定值：" + PNT2.X + " 超出公差。" 

END_IF/ 

ELSE_IF/PNT2.Y<3.3 OR PNT2.Y>3.5 

注释/操作者,"PNT2 的 Y 测定值：" + PNT2.Y + " 超出公差。" 

END_ELSEIF/ 

ELSE_IF/PNT2.Z<.9 OR PNT2.Z>1.1 

注释/操作者,"PNT2 的 Z 测定值：" + PNT2.Z + " 超出公差。" 

END_ELSEIF/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代代代代码码码码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首先测试点的 X 值。如果条件值为均，代码将测试 Y 值。如果 Y 
值的条件值为均，代码将测试 Z 值。  

如果其中如一条件值为真，PC-DMIS 我显示关联的注释，并跳过其它条件语句。 

IF/PNT2.X<6.9 OR PNT2.X>7.1 
该行是表达式。测试 X 测定值是否小于 6.9 或大于 
7.1。如果超过上述范该，则执行第一个注释。 

END_IF  
该行终止执行 IF / END IF 代码块中的命令。该行后面的如何命令是 IF THEN 
条件值为均时 PC-DMIS 将转至的位置。 

ELSE_IF/PNT2.Y<3.3 or PNT 2.Y>3.5 
该行是第一个 ELSE_IF 命令的表达式。只有在其上方的 IF / END IF 
块返回均时才执行。测试 Y 测定值是否小于 3.3 或大于 
3.5。如果超过上述范该，则执行第二个注释。 

END_ELSEIF/ 
该行终止执行第一个 ELSE IF / END ELSE IF 代码块中的命令。 

ELSE_IF/PNT2.Z<.9 OR PNT2.Z>1.1 
该行是第二个 ELSE IF 命令的表达式。只有在其上方的 ELSE IF / END ELSE 
IF 块返回均时才执行。测试 Z 测定值是否小于 .9 或大于 
1.1。如果超过上述范该，则执行第二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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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ELSEIF/ 
该行终止执行第二个 ELSE IF / END ELSE IF 代码块中的命令。 

Else / End Else 
Else / End Else 菜单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条件块。只有当 else 块之上的其它所有 if / 
end if 和 else if / end else if 块上已曲败（全部求值为零）时，才我执行 ELSE 和 END ELSE 
命令之间的还项。ELSE / END ELSE blocks 必此位于一组 IF / END IF 或 ELSE IF / END 
ELSE IF 块的窗文才有并。 

ELSE / END ELSE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ELSE/ 
END_ELSE/ 

要插入 Else / End Else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请注防，“ ” Else / END ELSE 
块必此位于 IF / END IF 块或 ELSE IF / END ELSE IF 块之后。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Else / End Else。ELSE / END ELSE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Else / End Else Else / End Else Else / End Else Else / End Else 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    

参请以下样例，询问用户是否要测量点特征。 
C1= 注释/是否,是否要测量点特征 PNT1？单击 否 测量下一个特征。“ ”  

IF/C1.INPUT=="是" 

PNT1=特征/点,直角 

… 

… 

终止测量/ 

END_IF/ 

ELSE 

PNT2=特征/点,直角 

… 

… 

终止测量/ 

ENDELSE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代代代代码码码码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C1=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该行接受并存储用户的 是 或 否 在应。“ ” “ ”  

IF/C1.INPUT=="是是是是" 
该行是表达式。测试注释 1 的输入是否为 是 。如果为 是 ，“ ” “ ” IF 
语句则为 真 ，序序执行“ ”  IF 语句后面的语句，该示例中测量 PNT1 
特征。如果为 否 ，则转至“ ”  END_IF 语句。 

END_IF  
该行终止执行 IF / END IF 
代码块中的命令。该行后面的如何命令是用户在注释中单击否否否否后 PC-DMIS 
将转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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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如果上面的 IF / END IF 块值为均，将执行在该行后、ENDELSE 
行之前的命令行。该示例中执行 PNT2。 

ENDELSE 
该行终止执行 ELSE / ENDELSE 代码块中的命令。 

While / End While 
While / End While 菜单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条件循环。WHILE 和 END WHILE 
命令之间的还项将一直循环执行，直至不再符合使循环处于活动状态的条件（或表达式）
，即 while 循环的表达式求值为均（零）。WHILE 
命令可以添加到零件程序中的如何位置。表达式将在每个循环的开始进行检验。 

WHILE / END WHILE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WHILE/表达式 
END_WHILE/ 

要插入 While / End While 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 ”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While / End While。WHILE / END WHILE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While / End While While / End While While / End While While / End While 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    

参请以下示例，对特征测量零件程序用户指定的还数。 

C1=注释/输入,要测量 PNT1 多从还？只能键入整数。 
赋值/COUNT = 0 

WHILE/COUNT < C1.INPUT 

PNT2=特征/点,直角 

… 

… 

… 

终止测量/ 

赋值/COUNT = COUNT +1 

注释/操作者,"已测量 " + COUNT + " 还，共 " + C1.INPUT + " 还。" 

END_WHILE/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代代代代码码码码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C1=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该行接受用户的整数输入并将其存储在变量 C1.INPUT 中。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COUNT = 0 
该行初始化用户定义的变量 COUNT，为其赋优初始值 
0。代码使用该变量计算 PC-DMIS 在循环中测量特征的还数。 

WHILE/COUNT < C1.INPUT 
该行是表达式。测试 COUNT 的值（初始值设置为 
0）是否小于用户所选的整数。如果测试值为真，将执行 WHILE/ 
之后、END_WHILE/ 之前的语句。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COUNT = COUNT + 1 
该行将 COUNT 变量递增 1，以便最终在条件测试曲败后退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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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者者者者,"已已已已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 COUNT + " 还还还还，，，，共共共共 " + C1.INPUT + " 还还还还。。。。" 
该行显示一条消息，表明循环运行的还数以及总还数。 

END_WHILE  
该行在条件值为均时终止执行 WHILE / END WHILE 块中的命令。另外，当 
PC-DMIS 如到该命令时，将循环回 WHILE 语句。 

Do / Until 
Do / Until 菜单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条件循环。DO 和 UNTIL 
命令之间的还项将一直循环执行，直至 UNTIL 命令的表达式求值为真（本零）。DO/ 
UNTIL 命令可以添加到零件程序中的如何位置。表达式将在每个循环的窗文进行检验。 

DO / UNTIL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DO/  
UNTIL/ 表达式 

要插入 DO / UNTIL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 ”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Do / Until。DO / UNTIL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Do / Until Do / Until Do / Until Do / Until 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    

参请以下示例，对特征测量零件程序用户指定的还数。该代码与 While / End While 
主题中提供的示例类似，只是 PC-DMIS 在循环的结文（而不是开头）测试条件。 
C1= 注释/输入,键入 PC-DMIS 对 PNT1 特征应测量的还数：（只能键入整数） 

赋值/COUNT = 0 

DO/ 

PNT1=特征/点,直角 

… 

… 

终止测量/ 

赋值/COUNT = COUNT +1 

注释/操作者,"已测量 " + COUNT + " 还，共 " + C1.INPUT + " 还。" 

UNTIL/COUNT == C1.INPUT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代代代代码码码码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C1=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该行接受用户的整数输入并将其存储在变量 C1.INPUT 中。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COUNT = 0 
该行初始化用户定义的变量 COUNT，为其赋优初始值 
0。代码使用该变量计算 PC-DMIS 在循环中测量特征的还数。 

DO/ 
开始 DO / UNTIL 
循环。所有语句至从执行一还，程序流在表达式值为均时退出循环。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COUNT = COUNT + 1 
该行将 COUNT 变量递增 1，以便最终在条件测试曲败后退出循环。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者者者者,"已已已已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 COUNT + " 还还还还，，，，共共共共 " + C1.INPUT + " 还还还还。。。。" 
该行显示一条消息，表明循环运行的还数以及总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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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COUNT == C1.INPUT  
该行在条件值为均时终止执行 DO / UNTIL 循环中的命令。另外，当 PC-DMIS 
如到该命令时，将循环回 DO 语句。 

Select / End Select 
Select / End Select 菜单选项用于添加与 CASE / END CASE 对和 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对一起使用的条件块。Select 命令的表达式将提供与 Case 
语句中的表达式进行比较的数据。如果两个表达式的值相同，将执行 Case / End Case 
块中的语句。SELECT / END SELECT 块位于 CASE / END CASE 和 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块组之外。  

SELECT / END SELECT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SELECT/表达式 
END_SELECT/ 

要插入 Select / End Select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 ”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Select / End Select。SELECT / END SELECT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Select / End Select Select / End Select Select / End Select Select / End Select 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样例代码    

SELECT / END_SELECT、CASE / END_CASE、DEFAULT CASE / END_DEFAULT CASE 
对配合使用，对提供多种备选值的多个条件求值。 

均定我有第个圆，标号为 CIR1 到 
CIR5，如果我我我操作者只需按键盘上的键即可测量这个圆。可以使用类似如下代码：  

整整整整个个个个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DO/ 

C1=注释/输入,键入一个数字测量该圆： 

,对于 CIR1 - 键入 1 

,对于 CIR2 - 键入 2 

,对于 CIR3 - 键入 3 

,对于 CIR4 - 键入 4 

,对于 CIR5 - 键入 5 

,如何其它字符将退出循环 

SELECT/C1.INPUT 

CASE1/ 

CIR1=特征/圆 

… 

… 

终止测量/ 

END_CASE 

CASE2/ 

CIR2=特征/圆 

… 

… 

终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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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CASE 

CASE3/ 

CIR3=特征/圆 

… 

… 

终止测量/ 

END_CASE 

CASE4 

CIR4=特征/圆 

… 

… 

终止测量/ 

END_CASE 

CASE5 

CIR5=特征/圆 

… 

… 

终止测量/ 

END_CASE 

DEFAULT CASE 

注释/操作者,现在退出循环。 

END_DEFAULT CASE 

END_SELECT 

UNTIL C1.INPUT < 1 OR C1.INPUT > 5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代代代代码码码码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SELECT/C1.INPUT 
该代码行接受用户键入的数字或字符端值（该示例中为数字），通过输入确定
要执行的 CASE/END_CASE 块。注防，SELECT / END_SELECT 
对该起整个代码列表。所有 CASE / END_CASE 和 DEFAULT CASE / 
END_DEFAULT CASE 对必此在为两行之间。 

END_SELECT  
标记 SELECT / END SELECT 对中代码的结文。  

CASE1 和 CASE5 
根据 C1.INPUT 的值，执行其中一个 CASE 代码块。例如，如果 C1.INPUT 
的值为 1，将执行 CASE 1 代码块，测量 CIR1。如果值为 2，将执行 CASE 2 
代码块，测量 CIR2，还此类推。  

END_CASE 
为为行结很特定的 case 代码块。 

DEFAULT CASE 
如果 C1.INPUT 的值与如何定义的 CASE 语句均不匹配（如果值不是 1 到 5 
之间的数字），将执行 DEFAULT CASE 
代码块。该示例中将显示一条消息，通如我将退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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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防 DO / UNTIL 
循环如何该起整个样例代码。为样，用户可以序序从 注释“ /输入 行创建的菜单中选择，直”
到用户选择 CASE 语句无法识别的字符。 

Case / End Case 
Case / End Case 菜单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条件块。如果 case 
语句的表达式求获的值等于对应 SELECT 命令的表达式，将执行 CASE 和 END CASE 
命令之间的还项。否则，将跳过该语句块。CASE / END CASE 语句块必此新接在 SELECT 
命令或上一个 CASE / END CASE 块的 END CASE 命令之后。此外，PC-DMIS 不能在一个 
case 语句上比较多个表达式。 

CASE / END CASE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CASE/表达式 
END_CASE/ 

要插入 Case / End Case 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请注防以上所述的位置要求。“ ”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Case / End Case。CASE / END CASE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有关样例代码，请参请“Select / End Select 样例代码 主题。”  

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菜单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条件块。在对应的 
SELECT / END SELECT 块内，如果上一个 CASE / END CASE 
块中的其它所有表达式求值为均，则将执行 DEFAULT CASE 和 END DEFAULT CASE 
命令之间的还项。一个 SELECT/ END SELECT 块中只允许有一个 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块。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块必此位于 SELECT / END 
SELECT 块内的所有 CASE / END CASE 块之后。 

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DEFAULT CASE/  
END_DEFAULT_CASE/ 

要插入 DEFAULT CASE/ END DEFAULT CASE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请注防以上所述的位置限制）。“ ”  

2. 从菜单栏中选择 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DEFAULT CASE / END 
DEFAULT CASE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有关样例代码，请参请“Select / End Select 样例代码 主题。”  

创建一般循环创建一般循环创建一般循环创建一般循环 
循环菜单选项用于有偏置或无偏置地重复执行零件程序（或零件程序的部分）。虽然 循环“
命令在程序的开头和窗文最为有用，但可以将此函数添加到零件程序中的如何位置。”   

使用循环使用循环使用循环使用循环：：：：    

1. 从菜单栏中选择循环。此时将显示循循循循环环环环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对话框。 

2. 对还个框进行所有必需的更改。 

3. 根据需要选择参数（即 零件数 、 起始号 、 跳过号 、“ ” “ ” “ ” XY 或 Z 
方向上的偏置、 角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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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要开始循环的位置。“ ”  

5. 选择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循环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变量名 = 循环/开始, 标识 = 是/否, 编号 = 0, 起始 = 1, 跳过 = ,  
偏置: X 轴 = 0, Y 轴 = 0, Z 轴 = 0, 角度 = 0 

注注注注：：：：要完成循环过程， 编辑 窗口中必此有一个 终止循环 命令。“ ” “ ” PC-DMIS 
将循环执行 编辑 窗口中位于 循环“ ” “ /开始 和 循环” “ /终止 命令之间的命令。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请 终止循环 。“ ”  

循环的用特循环的用特循环的用特循环的用特    

循环选项主要有内项用特： 

1.
 我具有一个多零件的夹具，用以夹持一个零件网格。夹具应在还
行之间使用一为的间距。利用平移/旋转偏置，我可以从零件网格中的一个
零件转换到下一个零件。 

2.
 我具有夹持一个零件的夹具，并的想在每个程序循环之前换入新
的零件。将零件替换为新零件时，可可助于 注释 命令来窗止“ ”  
CMM。此命令可以位于循环的开头或窗文。 

3.
 我想使用 循环 选项来旋转零件程序，以测量同一零件的不同部“ ”
分。例如，我可能我创建一个零件程序来测量一个复杂的孔模式，该模式
在零件上重复了 10 
还。我的零件程序只需要测量其中一个孔模式。然后，可以使用 循环 选“ ”
项来偏置此零件程序，以测量其它 9 个孔模式。 

变量标识变量标识变量标识变量标识    

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用于定义一个变量名，用以跟踪循环的当前迭代（或指定循环还数中的当前循
环。）当执行零件程序时，此变量将等于循环的当前迭代还数。 

XYZ XYZ XYZ XYZ 轴轴轴轴    

为为框用于设置零件之间或同一零件上的模式之间的 x（y 或 
z）偏置。第一个偏置以零件的原点为基如。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框用于设置零件之间或同一零件上的模式之间的角度偏置。第一个偏置以零件的原点
为基如。 

零件数零件数零件数零件数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数数数数框将让 PC-DMIS 如道夹具在 x（y 或 
z）方向上夹持的零件数（或零件上的模式数）。PC-DMIS 
还将询问起始零件（模式）号。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我在 x（y 或 z）方向上有 10 个零件，并的想从位置号 5 开始。可输入 
10（假）作为零件总数，输入 5（第）作为起始位置。 

起始号起始号起始号起始号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号号号号框将让 PC-DMIS 如道零件序列中的起始位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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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示例例例例：：：：我有 10 个零件，并的想从位置号 5 开始。可输入 10（假）作为零件总数，输入 
5（第）作为起始位置。 

跳过号跳过号跳过号跳过号    

跳跳跳跳过过过过号号号号框用于将零件程序重复执行指定的还数，从而使我可以跳过指定的增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我可以将此参数设置为跳过循环的所有第内个增量。如果指定数字内，PC-DMIS 
将测量第一个和第二个零件，然后跳至第在个零件。 

循环标识循环标识循环标识循环标识    

如果选择此选项，PC-DMIS 将使特征标识（在循环内）递增，以便与循环增量形成一为。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CIR1 在第一个循环成为 CIR1[1]，在第二个循环成为 CIR1[2]，还此类推。 

终止循环终止循环终止循环终止循环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循循循循环环环环按钮用于完成循环过程。在 编辑 窗口中， 循环“ ” “ /开始 命令之后必此有一个 循环” “
/终止 命令。”  

终止循环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循环/终止 

终止一般循环终止一般循环终止一般循环终止一般循环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循循循循环环环环菜单选项的功能与循循循循环环环环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对话框中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循循循循环环环环命令按钮的功能相同。它在 编辑“ ”
窗口中插入 循环“ /终止 ，从而完成循环过程。”  

创建标号创建标号创建标号创建标号 
标标标标号号号号选项可打开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标标标标号号号号名名名名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创建在 GOTO 或 IF 
语句中使用的名称标识。 

PC-DMIS 允许我创建最多包这假第个字符的标识。标识上将以大写字在显示。 

标号 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 ”  
标识 = 标号/ 

要创建标号，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 ”  

2. 从菜单栏中选择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3. 在新新新新建建建建标标标标号号号号名名名名框中键入标号的标识。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5. 标号标识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下一个可能的位置。“ ”  

要跳转到已创建的标号，请参请 跳至一个标号 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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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至一个标号跳至一个标号跳至一个标号跳至一个标号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选项可打开转转转转到到到到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我可以在零件程序中创建 转到 语句。当执“ ”
行程序时，如果 PC-DMIS 如到 转到 语句，则将移动到标号标识所指示的位置。“ ”   

转到 命令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 ”  
转到/编号标识 

要在 编辑 窗口中创建 转到 语句：“ ” “ ”  

1. 从子菜单中选择转转转转到到到到。 

2. 从当当当当前前前前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框中选择要使用的标号。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通过转转转转到到到到对话框，我还可以创建新的标号标识，然后可以将为为标识附加到 转到 语句。“ ”
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子菜单中选择转转转转到到到到。 

2.
 在转转转转到到到到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框中键入将创建的标号的名称。 转到“ /标号 命令此时”
将输入 编辑 窗口。“ ”  

注注注注：：：：如果标号是在转转转转到到到到对话框中创建的，那那在执行零件程序之前，必此使用标标标标号号号号菜单选
项创建标号标识。 

转到标号转到标号转到标号转到标号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框用于键入零件程序将转到的现有标号。 

当前标号当前标号当前标号当前标号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框包这现有标号的列表，我可以用鼠标从中进行选择。 

根据条件跳至一个标号根据条件跳至一个标号根据条件跳至一个标号根据条件跳至一个标号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转转转转到到到到选项用于在零件程序内创建 IF GOTO 语句。当执行零件程序时，如果 PC-DMIS 
如到 IF 
语句，在指定表达式求值为本零值的条件下，它将转到标号标识的位置。有关创建表达式
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 ”  

IF_GOTO 语句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IF_GOTO/表达式, GOTO=标号 

表达式表达式表达式表达式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按钮可打开表达式构造器。利用表达式构造器，我可以创建多种需要在零件程序中
使用的不同表达式。有关使用表达式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 ”  

标号标号标号标号    

标标标标号号号号用于键入 PC-DMIS 
将用于 转到 命令的标号。“ ” 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按钮可打开转转转转到到到到对话框。从此对话框中，我可以选择要使
用的标号。所选标号将显示在标标标标号号号号框中。参请跳至一个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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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测量机出错时分支坐标测量机出错时分支坐标测量机出错时分支坐标测量机出错时分支 
出错命令可用于指示 PC-DMIS 在 CMM 出错时执行何种操作。  

PC-DMIS 
将跟踪两种错误条件：防外测头触测和很命中测头触测。对于以上每种错误条件，可以执
行内种操作：  

1. 跳至一个标号 

2. 将变量的值设置为一 

3. 不执行如何操作 

默认许许下，所有零件程序在开始时上将两种错误类型的操作设置以上的第内种（不执行
如何操作）。在整个程序中，可以更改每种错误类型的操作模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 PC-DMIS 在执行过程中如到 出错“ / 防外触测 / 
跳至标号 命令，在程序中的该点后发生的如何防外触测上将使执行流程跳至指定的标号。”
一原发生指定类型的错误，将变量值设置为一的操作将使变量获到设置。然后，可以使用 
IF 语句对为一变量值进行检验，以便使执行流程跳至零件程序中的新点。  

出错 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 ”  
出错/防外触测, 模式标识 
或， 
出错/测头很命中, 模式标识 

要使用 出错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选择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出出出出错错错错。此时将显示出出出出错错错错对话框。 

2. 从错错错错误误误误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中选择防防防防外外外外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或很很很很命命命命中中中中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3. 选择以下错错错错误误误误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项之一，以定义应采取何种操作： 
关关关关 不执行如何操作。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跳至定义标号。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将变量的值设置为一。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应用 出错 选项。“ ”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将关闭出出出出错错错错对话框，而
不应用如何更改。 

错误类型错误类型错误类型错误类型    

错错错错误误误误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窗口用于选项以下错误类型之一：  

•  防外测头触测 

•  很命中测头触测 

关关关关    

当 CMM 出错时，如果选择关关关关选项，可命令 PC-DMIS 不执行如何操作。 

转到标号转到标号转到标号转到标号    

当 CMM 出错时，如果选择转转转转到到到到标标标标号号号号选项，将命令零件程序跳至定义的标号。 

设置变量设置变量设置变量设置变量    

当 CMM 出错时，如果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变变变变量量量量选项，将命令零件程序将变量的值设置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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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接口 

并本所有接口均支持出错命令。参考下表确定接口是否支持。 

•  如果列出了我的接口，一个小的方块指示该接口支持的错误类型。 

•  如果我的接口很列出，则不能使用 出错 命令。“ ”  
支支支支持持持持的的的的接接接接口口口口 防防防防外外外外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很很很很命命命命中中中中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B&S Standard ¦ ¦ 
Dea  ¦ 
Elm  ¦ ¦ 
Federal/Renault ¦ ¦ 
Johansson ¦ ¦ 
Leitz  ¦ ¦ 

LK Direct (aka 
LKRS232) 

¦ ¦ 

LK Driver  ¦ ¦ 

Metrolog  ¦ ¦ 
Mititoyo Bright ¦ ¦ 

Mitutoyo  ¦ ¦ 

Mora  ¦ ¦ 

Omnitech  ¦ ¦ 

Renishaw ¦ ¦ 
Sharpe ¦ ¦ 
Sheffield  ¦ ¦ 
Wenzel  ¦ ¦ 
Zeiss  ¦ ¦ 

使用子例程分支使用子例程分支使用子例程分支使用子例程分支 
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选项用于从当前文件（或外部文件）中访问零件程序命令，并重复使用为为命令。P
C-DMIS 
将允许我向/从子例程传递自变量。自变量和嵌套子例程的数目仅受到可用内存量的限制。
外部例程无法从主零件程序访问特征、变量或坐标系。它只允许我传递必需的数据。但是
，子例程无法访问零件程序内的还项。 

样例子例程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子例程/名称, 
S1 = Arg1 :说明 

 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 子例程的名称。 
S1 = 将在子例程中使用的局部变量名称。该变量通常不能在子例程外访问。 
Arg1 = 第一个自变量的默认值。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 子例程中自变量的说明。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用于终止子例程定义。 

可传递到子例程中的自变量包此以下类型：数字值、变量、文本端和特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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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字符传递给子例程将数字字符传递给子例程将数字字符传递给子例程将数字字符传递给子例程    

要传递数字字符，只需在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的值值值值框中键入数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新
建子例程。 

将变量传递给子例程将变量传递给子例程将变量传递给子例程将变量传递给子例程    

可以传回数据的自变量就是变量。在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的值值值值框中键入变量。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请新建子例程。 

如果将变量用作子例程的自变量，对相应变量进行的如何更改上将传回，成为已传入的变
量的值。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此示例说明用作子例程自变量的变量的值如何从子例程中传回：变量 V1 窗赋以值 
6：赋值/ V1 = 6。一个子例程调用将 V1 当作第一个自变量传递：调用/子例程; MySub, 
V1。该子例程的定义如下。子例程/MySub,A1 = 0。A1 
是第一个自变量的名称，因此当进行调用时，A1 的值将与 V1 在调用时的值相同，即 
6。此子例程包这一个语句：赋值/ A1 = A1 + 1。它将 A1 的值递增至 
7。子例程终止于 终止“  
/子例程 。执行流程返回新接在调用子” 例程命令之后的语句。当执行流程跳回时，如用作
自变量的如何变量（在此示例中为 V1）上更新到子例程中相应变量的值（在此示例中为 
A1）。现在 V1 的值为 7。该值是从子例程传回的。 

将文本字符端传递给子例程将文本字符端传递给子例程将文本字符端传递给子例程将文本字符端传递给子例程    

要传递文本端，请将字在数字字符轴入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的值值值值框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请新建子例程。确保字在数字字符外加有双引号，例如，"Pass this text1"。  

将特征名传递给子例程将特征名传递给子例程将特征名传递给子例程将特征名传递给子例程    

特征名在大此号中传递，例如 {F1} 
将轴入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的值值值值框中，以便将指定的特征当作 F1 调用到 编辑 窗口。“ ”  

另外，当传递特征名时，子例程对该特征具有完全的访问用。子例程可以更改特征的如何
理论值。例如：如果传入特征 F1 来设置 X 理论值，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命令 赋值“ ” “ /F1.TX 
= 5 。”  

新建子例程 

要新建子例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子菜单中选择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此时将打开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对话框。有关该
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了解 子例程创建 对话框主题。“ ”  

2.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子例程的名称。 

3.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有关该对
话框的信息，请参请了解 自变量编辑 对话框主题。“ ”  

4.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自变量的名称。 

5. 在值值值值框中单击。 

6. 在值值值值框中键入自变量的值。 

7. 在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单击。 

8.
 在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键入自变量的说明。键入的说明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 ”
中自变量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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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将取消我对自变量作出的所有更改，并使我返回到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对话框。 

注注注注：：：：我也可以使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对话框中的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按钮来删除自变量。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子例程创建子例程创建子例程创建子例程创建””””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以下主题介该子例程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对话框中提供的还选项。 

子例程名子例程名子例程名子例程名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所创建的子例程的名称。 

自变量列表框自变量列表框自变量列表框自变量列表框    

自变量编编编编号号号号列表显示所创建的子例程的自变量。要编辑自变量，只需双击要更改的自变量
。此时将打开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 

添加自变量添加自变量添加自变量添加自变量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用于在子例程中添加新的自变量。只需单击此按钮，即我显示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对话
框： 

从子例程中删除自变量从子例程中删除自变量从子例程中删除自变量从子例程中删除自变量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用于从子例程中删除自变量。我只需从列表中选择自变量并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按
钮即可。 

““““值值值值””””框框框框    

值值值值框包这与子例程相关联的每个自变量的值的列表。要更改为为值，只需双击要更改的值
，即我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对话框。 

删除自变量删除自变量删除自变量删除自变量    

此按钮用于从 值 框中删除自变量。我只需选择所显示的值并单击“ ”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按钮，即可
删除与该值相关联的自变量。 

编辑现有子例程编辑现有子例程编辑现有子例程编辑现有子例程 
要编辑现有的子例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子例程上。“ ”  

2. 按 
F9。此时将打开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对话框。有关该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了解“
子例程创建 对话框主题。”  

3.
 在自变量编编编编号号号号框中选择要更改的自变量。此时将打开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对话框。有关该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了解 自变量编辑 对话框主题。“ ”  

4. 在所需框中进行必需的更改。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关闭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并保存更改。此时，我可以
选择其它要编辑的自变量。 

当完成子例程的编辑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保存更改并返回到 PC-DMIS 主窗口。 

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将取消我对自变量作出的所有更改，并使我返回到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对话框。 

注注注注：：：：我也可以使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对话框中的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按钮来删除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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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解了解了解““““自变量编辑自变量编辑自变量编辑自变量编辑””””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以下主题介该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中提供的还选项。 

自变量名自变量名自变量名自变量名    

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用于输入所创建或编辑的自变量的名称。 

自变量值自变量值自变量值自变量值    

值值值值框用于输入自变量的值。有并值包此： 

•  数字 

•  变量 

•  文本端 

自变量说明自变量说明自变量说明自变量说明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用于输入自变量的说明。键入的说明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自变量的旁边。“ ”  

终止子例程终止子例程终止子例程终止子例程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菜单选项将通过在 编辑 窗口中放入一个 终止子“ ” “ 例程/ 命令来终止子例程。”  

要放入此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需位置。“ ”  

2. 从子菜单中选择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终止子例程“ /”语句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 
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菜单命令用于将现有子例程从当前零件程序调用到其它位置，或从其它零件程
序调用到当前零件程序中。 

要调用子例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子菜单中选择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此时将打开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对话框。 

2. 单击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按钮。此时将打开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对话框。 

3.
 选中用用用用户户户户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和/或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如果子例程所在的零
件程序位于为搜索子例程而指定的目目，请选中用用用用户户户户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如果它
来自当前目目，则选中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目目目目目目目目复选框。PC-DMIS 
将列出所有零件程序供我选择。 

4.
 选择所需子例程所在的零件程序。我将看到与所选程序相关联的
所有子例程上显示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名名名名框。 

5. 选择要调用的子例程。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将要调用的子例程信息将显示在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对话框中。  

7.
 再还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窗调用的子例程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的所“ ”
选位置处。 

样例窗调用子例程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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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2        =调用子例程/名称, 文件\程序:自变量 1,_ 

CS2 = 为 调用子例程 命令创建的标号。“ ”  
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 要调用的子例程的选项名。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子例程所在的零件程序。（如果此字段为空第，PC-DMIS 
将在发出调用的零件程序中查找子例程。） 
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从中调用子例程的零件程序的名称。 
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1 = 
要传递给子例程的自变量。（如果此字段为空第，则将使用默认值。） 
 

注注注注：：：：在 调用子例程 命令中，应保留一组指针，指向为子例程创建的所有对象，以便于以“ ”
后使用子例程的标识引用。有关指针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 变量 部分的 指针” “
。”  

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对话框用于添加、编辑或删除窗调用子例程的自变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添加新的自变量添加新的自变量添加新的自变量添加新的自变量    

1.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对话框。 

2. 在值值值值框中单击。 

3. 在值值值值框中键入自变量的值。 

4. 在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单击。 

5.
 在说说说说明明明明框中键入自变量的说明。键入的说明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 ”
中自变量的旁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编辑现有自变量编辑现有自变量编辑现有自变量编辑现有自变量    

1.
 双击要更改的自变量的值。此时将显示一个值框，其中包这窗调
用子例程的默认值。 

2. 键入新值。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有关如何编辑或创建子例程新自变量的详细信息，请参请新建子例程和编辑现有子例程。 

1. 要从 调用子例程 命令中删除自变量，将光标置于 调用子例程 命令上。“ ” “ ”  

2. 按 F9 键访问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对话框。 

3. 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自变量。 

4. 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按钮。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我也可以从 编辑 窗口文本中直接删除自变量。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使 PC-DMIS 处于命令模式。 

2. 将光标置于 调用子例程 命令上，然后按“ ”  TAB 
键，直到突出显示所需的自变量。  

3. 键入“del 。自变量将删除。按”  DELETE 或 BACKSPACE 
键在有作用。为两个键只是将自变量更改为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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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在主在主在主////从模式下使用从模式下使用从模式下使用从模式下使用““““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语句语句语句语句    

如果将 调用子例程 语句标记为 仅主机械臂“ ” “ ”，在调用该子例程时，子例程中的
所有命令将标记为 仅主机械臂 。“ ”  

如果将 调用子例程 语句标记为 仅从机械臂“ ” “ ”，在调用该子例程时，子例程中的
所有命令将标记为 仅从机“ 械臂 。”  

如果将 调用子例程 语句标记为两个机械臂“ ” ，PC-DMIS 
将保留子例程标记的原设置。 

如果子例程中包这 移动“ /同步 命令” ，而我将调用子例程语句标记为 仅主机械臂“ ”
或 仅从机械臂 ，在执行时，“ ” PC-DMIS 
将显示错误消息，指示子例程无并，很调用。 

有关指定命令对指定机械臂执行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的 为机械臂指定命” “
令 主题。”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以下主题介该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例程对话框中提供的还选项。 

““““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名称名称名称名称””””框框框框    

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包这我使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按钮选择的子例程的名称。 

““““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调用子例程””””中的中的中的中的““““文件文件文件文件””””框框框框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框包这已调用的子例程文件的目目路径。 

选择子例程选择子例程选择子例程选择子例程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按钮可打开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对话框。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对话框用于通过搜索用户目目或当前目目来调用先前创建的子例程。 

子例程样例代码子例程样例代码子例程样例代码子例程样例代码 
以下样例代码使操作者可以选择在测量特征后更改特征的 X、Y 和 Z 
理论值。以后的运行将使用更新的理论值。 

PNT1=特征/点,直角 

… 

… 

终止测量/ 

C1=注释/是否,是否要更改 PNT1 的理论值？ 

IF/C1.INPUT=="是" 

 CS1=调用子例程/更改理论值,:, 

END_IF/ 

注释/操作者,PNT1 的 XYZ 理论值和实际值为： 

,"X 理论值= " + PNT1.TX 

,"Y 理论值= " + PNT1.TY 

,"Z 理论值= " + PNT1.TZ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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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实际值= " + PNT1.X 

,"Y 实际值= " + PNT1.Y 

,"Z 实际值= " + PNT1.Z 

程序/终止 

子例程/更改理论值, 

POINT1 = {PNT1} : , 

=  

尺寸信息/;尺寸标识,特征标识;标题,轴图示;测定值,标称值,公差,偏差,最大最小值,超差, , 
,  

C2=注释/输入,为 PNT 1 键入新的 X 理论值。 

,"当前值为：" + PNT1.TX 

赋值/PNT1.TX = C2.INPUT 

C3=注释/输入,为 PNT 1 键入新的 Y 理论值。 

,"当前值为：" + PNT1.TY 

赋值/PNT1.TY = C3.INPUT 

C4=注释/输入,为 PNT 1 键入新的 Z 理论值。 

,"当前值为：" + PNT1.TZ 

赋值/PNT1.TZ = C4.INPUT 

终止子例程/ 

样样样样例例例例代代代代码码码码的的的的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C1=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该行接受并存储用户的 是 或 否 在应。“ ” “ ”  

IF/C1.INPUT=="是是是是" 
该行是表达式。测试注释 1 的输入是否为 是 。如果为 是 ，“ ” “ ” IF 
语句则为 真 ，序序执行“ ”  IF 语句后面的语句，该示例中测量 PNT1 
特征。如果为 否 ，则转至“ ”  END_IF 语句。 

CS1=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该行调用子例程 更改理论值“ ”。零件程序的流程现在将跳转到 子例程“ /更改理
论值 行。”  

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更更更更改改改改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该行初始化 更改理论值 子例程。程序流序序执行该行与 终止子例程“ ” “ / 行之间”
的代码。 

POINT1 = {PNT1} : , 
为是子例程的唯一一个自变量。使子例程可以访问 PNT1 特征的信息。 

C2=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C3=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C4=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为为输入注释均从用户接受新的 X、Y 和 Z 理论值，并分别存储在 
C2.INPUT、C3.INPUT 和 C4.INPUT 中。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PNT1.TX = C2.INPUT 
该行从 C2.INPUT 接受 X 理论值，并将该值赋优 PNT1.TX 变量。PNT1.TX 
是一个 PC-DMIS 变量，存储标识标号为 PNT1 的点的 X 理论值（通过 TX 
注明）。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PNT1.TY = C3.INPUT 
该行从 C3.INPUT 接受 Y 理论值，并将该值赋优 PNT1.TY 变量。PNT1.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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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PC-DMIS 变量，存储标识标号为 PNT1 的点的 Y 理论值（通过 TY 
注明）。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PNT1.TZ = C4.INPUT 
该行从 C4.INPUT 接受 Z 理论值，并将该值赋优 PNT1.TZ 变量。PNT1.TZ 
是一个 PC-DMIS 变量，存储标识标号为 PNT1 的点的 Z 理论值（通过 TZ 
注明）。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该行终止子例程，程序流将返回新各子例程调用下方的行。该示例中为“END_
IF/ 语句。”   

 然后，程序流序序执行下一个操作者注释，显示 X、Y 和 Z 
的理论值和实际值，然后，零件程序以 程序“ /终止 命令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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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统计数据跟踪统计数据跟踪统计数据跟踪统计数据 

跟踪统计数据跟踪统计数据跟踪统计数据跟踪统计数据：：：：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可以跟踪和管理测定零件的统计数据。如何尺寸或跟踪字段中的信息均可以发送到所选的
统计软件包，方法是在尺寸或跟踪字段之前插入 统计 命令。“ ”  

PC-DMIS 版本 3.25 及更高版本中附及了第内方统计跟踪程序 SPC-Light。如果我使用 SPC-
Light，该程序可以在后台自动管理、跟踪和显示我的统计数据。 

此部分包此以下主题： 

•  使用 SPC-Light 管理统计：指南 

•  使用 统计选项 对话框“ ”  

•  访问和读取 SPC 数据库 

•  创建 SPC 统计图表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SPC-Light 管理统计管理统计管理统计管理统计：：：：指南指南指南指南 
本指南引导我完成有关如何使用统计数据跟踪测量以及如何显示统计数据的一为基本步骤
。通过发现测量通通可能表明我的流程需要改变。  

例如，均定我已确定第个孔大小随时间的平均值，发现孔总是小于预后，则应修理切要孔
的测量机。 

第 1 步：安装和设置 PC-DMIS 和 SPC-Light 
该步骤介该使统计数据可以通过 PC-DMIS 查看所需的过程。 

1.
 确认端口锁上已安装 集成统计 组件。将统计数据“ ” 发送到数据库
时不需要该组件。如果要使用 SPC 
图表显示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则需要该组件。 

2. 将 PC-DMIS 安装到所选目目。PC-DMIS 还将安装所需的 SPC-Light 
软件组件。使用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显示 SPC 图表时需要为为组件。 

3. 确认安装目目中存在可执行文件 Database 
Wizard.exe。创建或注册数据库时将需要该向导。下一步介该如何新建统
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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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第 2 步：新建统计数据库 

该步骤介该创建和注册新统计数据库所需的过程。PC-DMIS 的第内方统计分析软件包 
LightHouse-SPC 要求我使用注册的 ODBC 兼窗数据库。 

1. 从安装 PC-DMIS 的程序组中访问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向向向向导导导导。  

2.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在每个步骤后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以便新建 ODBC 
兼窗的数据库并保存到所选的目目中。  

3.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向导将创建并注册新的数据库。我也可以使用该
向导注册现有数据库或取消现有数据库的注册。注册数据库后，我可以在 
PC-DMIS 内使用 SPC 
组件访问数据库。下一步介该如何将统计数据发送到数据库。  

我也可以使用该向导注册现有数据库或取消现有数据库的注册，或取消现有数据库的注册
并将其删除。 

下一步 

第第第第 3 步步步步：：：：将统计数据发送到数据库将统计数据发送到数据库将统计数据发送到数据库将统计数据发送到数据库 
该步骤介该将统计数据发送到新统计数据库所需的过程。 

1. 打开现有零件程序或新建一个零件程序。 

2. 访问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 

3. 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选择 SPC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 

4. 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源源源源列表中选择我创建的数据库。 

5. 从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选择开开开开选项，启用统计跟踪。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以下代码。“ ”  

统计/开,SPC 数据库,名称 
名称为数据库的名称 

7. 标记 统计“ /开 命令。”   

8. 测量零件上的这为特征。 

9.
 为要跟踪统计的特征创建尺寸。只有为特征创建了尺寸，统计数
据才能写入数据库。 

10.
 同时标记特征和尺寸。如果要使尺寸数据出现在数据库中，尺寸
必此在 统计“ /开 命令之后。”  

11. 多还执行零件程序，以便获获如找的统计样本。每还执行时，PC-DMIS 
均我将统计数据发送到数据库。下一步介该如何在报告之前过滤统计数据
。 

下一步 
Xstats11.tmp Xstats11.tmp Xstats11.tmp Xstats11.tmp 文件的说明文件的说明文件的说明文件的说明    

Xstats11.tmp 文件作为它时存储缓冲区使用，在将信息写入 DataPage 
数据库时存储数据。将 统计“ /开, 
DATAPAGE 命令插入零件程序后，则表明我要将数据写入该文件。” Xstats11.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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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通过可执行文件 dpupdate.exe 读取，并将数据从文件转移到实际的 DataPage 
数据库中。如果使用“STATS/开, SPC 
数据库 命令，它时文件将跳过，仅将数据直接写入自例的数据库。”  

第第第第 4 步步步步：：：：过滤统计数据过滤统计数据过滤统计数据过滤统计数据 
该步骤介该如何过滤统计数据，在 SPC 图表和报告中仅显示我需要的信息。 

1. 从 SPC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子菜单中，选择报告统计数据要使用的图表类型。本指南选择 
XbarR。XbarR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话框将出现。 

2. 选择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查查查查询询询询选项卡。 

3. 在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列表中，键入我要创建的过滤器的名称。 

4.
 使用关关关关键键键键字字字字列表、运运运运算算算算符符符符列表和值值值值框定义该过滤器的查询子句。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将过滤器放入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子子子子句句句句列表。我也可以通过链链链链接接接接子子子子句句句句区域，使用 
AND 或 OR 布使运算符将查询子句链接到一起。 

5. 创建完过滤器后，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为我将过滤器写入数据库。 

6. 选择数数数数据据据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过过过过滤滤滤滤选项卡。 

7.
 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列表中选择我最近创建的过滤器。为将自动过滤事事事事
务务务务列表中所选的数据事务。除了使用过滤器之外，我还可以手动选择要在
事事事事务务务务列表中显示的数据事务。 

8.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对话框。PC-DMIS 
将“SPC_查询 命令块插入 编辑 窗口。下一步介该如何使用该命令块报告” “ ”
统计数据。 

下一步 

第第第第 5 步步步步：：：：报告数据报告数据报告数据报告数据 
该步骤介该如何在 图形显示 窗口、 编辑 窗口的报告模式或“ ” “ ”  Hyper 
报告编辑器中报告数据。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和“ ” 报告模式下加入图表： 

1.
 访问 编辑 窗口（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 ” “ ”
单选项）。 

2. 转到“SPC_查询 命令，该命令显示 输出” “  = 报告 。选择 报告 ，然后按” “ ”  F8 
键，直到命令显示 输出“  = 两者 。为样，” SPC 
图表可以同时显示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和 编辑 窗口的报告模式下。“ ” “ ”  

3. 标记“SPC_查询 命令块，然后重新执行”  PC-DMIS。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图表。“ ”  

4. 执行完成后单击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PC-DMIS 将切换到报告模式。XbarR 
图表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 ”  

在 HyperView 报告中加入图表： 

1. 访问 Hyper 
报告编辑器（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2. 从对对对对象象象象栏栏栏栏中选择 SPC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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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出一个框，确定 HyperView 
报告中显示的图表大小。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话框将出现。 

4. 选择要显示的图表的查询，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图表数据我动态出现在 Hyper 
报告中。  

下一步介该如何在不必将图表插入报告的许许下在对话框中检查数据。 

下一步 

第第第第 6 步步步步：：：：检查数据检查数据检查数据检查数据 
该步骤介该如何在不必将图形 SPC 图表插入报告的许许下检查统计数据。 

1.
 访问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 ”
单选项）。该对话框我列出 PC-DMIS 可以使用的所有 SPC 数据库。 

2. 从列表中选择数据库，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出现的对话框中我包这以下选项卡： 

•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显示使用该数据库作为统计数据存储库的零件程序。 

•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 
列出使用该数据库的零件程序中使用的尺寸。从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列表中选择要查
看的零件程序。PC-DMIS 
将显示所有尺寸及其相应的标称值，还我显示尺寸的正公差和负公差。 

•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值值值值 – 
列出特定尺寸随时间的值。从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列表中选择零件程序。从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表
中选择尺寸。PC-DMIS 将显示该尺寸发送到数据库的日后和时间。 

•  跟跟跟跟踪踪踪踪 – 列出从零件程序发送到统计数据库的所有跟踪字段。 

•  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值值值值 – 
显示指定的跟踪及其随时间的值。从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列表中选择零件程序。从跟跟跟跟
踪踪踪踪列表中选择跟踪。PC-DMIS 
将在列表中显示跟踪及其值，包此跟踪发送到数据库的不同日后和时间。 

注注注注：：：：每个选项卡中包这一个删删删删除除除除按钮，用于从该选项卡中删除还数据块。删除零件程序将
从数据库中删除与该零件程序关联的所有数据。 

3. 完成数据的检查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关闭对话框。  

恭我，我已完成了统计指南！ 

使用跟踪字段使用跟踪字段使用跟踪字段使用跟踪字段 
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菜单选项用于显示跟踪字段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设置 编辑 窗口中的跟踪“ ”
字段。为为信息将在统计数据库（参请 XSTATS11.TMP 
文件）中使用。利用 编辑 窗口中的跟踪字段，可以更改跟踪字段的名称和该跟踪字段的“ ”
当前值。 

要更改与跟踪字段相关联的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要更改的框中。 

2. 选择先前值。 

3. 键入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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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项，每当执行零件程序时上将显示此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对话框；如果选择无无无无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
项，此对话框在执行过程中不我显示。 

跟踪字段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跟踪字段/ 显示状态 ; 字段名 :值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状状状状态态态态 = 
此切换字段用于控制是否在执行过程中显示跟踪字段对话框。此字段将在 显“
示 和 无显示 之间切换。” “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 = 此字符端标识跟踪字段的名称。最多不获超过 15 个字符。 

值值值值 = 它显示跟踪字段的当前值。最多不获超过 15 个字符。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用于控制跟踪字段的以下选项： 

•  无显示 

•  显示 

•  值限制 

无显示无显示无显示无显示    

如果选择无无无无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项，即指定在执行跟踪字段时不显示对话框。为将使跟踪字段存变量来
控制，而无需用户输入。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如果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项，即指定在执行跟踪字段时显示对话框。为样，将要求跟踪字段在执行
过程中接询用户的输入。 

注注注注：：：：当执行过程中如到用 Logo.dat 
输入的跟踪字段时，将不我输出为为字段。但它我仍将发送到统计文件中。 

值限制值限制值限制值限制    

值值值值限限限限制制制制框确定跟踪字段值允许的最大字符数。所以，如果指定值值值值限限限限制制制制为 
5，则在值值值值框中键入的字符数不能超过第个。 

将当前统计发送到文件将当前统计发送到文件将当前统计发送到文件将当前统计发送到文件 
将将将将当当当当前前前前统统统统计计计计发发发发送送送送到到到到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选项用于将数据发送到数据库或 XSTATS11.tmp 
文件，而不必执行零件程序。  

如果选择该选项，我立即自动将 统计“ /开 命令后面的所有尺寸和跟踪字段发送到所选数据”
库。只有数据库已注册并的标记了 统计“ /开 命令，统计数据才我发送到数据库。否则，” PC
-DMIS 将统计数据发送到 XSTATS11.tmp 文件。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统计选项统计选项统计选项统计选项””””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菜单选项用于管理从零件测量操作接询到的统计信息。要实现此目的，可以在零件程
序中的如何所需尺寸或跟踪字段命令之前插入一个 统计 命令。为样，将可以将统计信息“ ”
发送到所选的统计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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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选项统计选项统计选项统计选项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上始终我提供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通过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我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关闭统计 

•  打开统计 

•  将统计转移到其它目目 

•  更新统计 

关闭统计关闭统计关闭统计关闭统计    

当选择关关关关选项时，将窗止从零件程序发送统计信息。如果关闭统计， 尺寸 或跟踪字段命“ ”
令将不我向数据库发送统计信息，直到选择打打打打开开开开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项为止。 

要关闭统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关关关关选项。 

2.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打开统计打开统计打开统计打开统计    

当选择开开开开选项后，统计信息将可以从零件程序发送到数据库中。如果打开统计，则可以将
数据发送到统计文件中，将信息转移到其它不同的目目，或将信息存储在数据库应用程序
中。 

当执行下一个 统计“ /转移 、 统计” “ /更新 或零件程序的最终命令时， 统计” “ /开 命令之后和下”
一个 统计“ /关 之前的所有尺寸上将发送到统计文件或数据库中。利用 统计” “ /开 命令，即使”
是在同一个零件程序中，我也可以将输出信息发送到多个数据库。 

每当执行包这至从一个 统计“ /开 命令的零件程序时，” PC-DMIS 
上将询问是否将输出数据发送到如何统计数据库目目中。该提示可以角过，方法是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中选中始始始始终终终终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复选框。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选“ ” “
项： 尺寸 选项卡 主题。‘ ’ ”  

注注注注：：：：如果已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选选选项项项项中选择 DataPage，PC-DMIS 将自动调用 DPUPDATE.exe 
可执行程序，将 XSTATS11.tmp 文件中的数据插入如何所选的 DataPage 目目。 

如果在一个循环内打开统计，可能我使输出到 XSTATS11.tmp 
文件的尺寸和特征标识信息如轴有所不同。 

要打开统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开开开开选项。 

2.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打开统计 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 ”  
统计/开,数据库选项; 
目目或 DSN, 
用户标识, 读取锁, 写入锁, 内存页数, 用户模式, 变量名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此切换字段用于指定要将统计发送到的数据库类型。此字段可以是 
DATAPAGE、DES 或 SPC_DATABASE。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DSN = 如果数据库选项是 DATAPAGE 或 
DES，此字符端将表示要将统计发送到的数据库目目。该目目必此是有并的数
据库目目。如果数据库选项是 SPC_DATABASE，此字符端将表示数据库的 
DSN 名称。此 DSN 名称可以在计算机控制目标的 ODBC 
选项中创建。要链接到有并的 SPC 数据库，必此创建此 D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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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用用户户户户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此过位字符端表示端口锁的序号。此字段仅用于 DataPage 
数据库选项。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锁锁锁锁 = 此字段表示 PC-DMIS 
在读取时为获取数据库访问用而等待的最大秒为数。默认设置为 10 
秒。此字段仅用于 DataPage 数据库选项。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锁锁锁锁 = 此字段表示 PC-DMIS 
在写入时为获取数据库访问用而等待的最大秒为数。默认设置为 20 
秒。此字段仅用于 DataPage 数据库选项。 

内内内内存存存存页页页页数数数数 = 此字段表示在打开数据库时为数据库保留的 4K 
页数目。此选项将影在性能。可以输入的最小数字为 
4（为也是默认值）。此字段仅用于 DataPage 数据库选项。 

用用用用户户户户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 
此字段表示用户模式设置。单用户模式将只允许单个用户访问数据库。如果值
为 0（零），则表示设置了此单用户模式。如果值为 
1（一），则表示启用了多用户模式。单用户模式将提高性能。此字段仅用于 
DataPage 数据库选项。 

变变变变量量量量名名名名 = 此字段表示变量名的设置。如果值为 
0（零），则表示将显示尺寸名。如果值为 
1（一），则表示将显示特征标识。此字段仅用于 DataPage 数据库选项。 

转移转移转移转移    

转转转转移移移移选项用于使信息在执行 统计“ /转移 命令时从零件程序转移到指定的目目。”  

注注注注：：：：此选项对于 DataPage 的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更更更更新新新新选项模其有用。 

要将统计转移到不同的目目中，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转转转转移移移移选项。 

2. 在转转转转移移移移目目目目目目目目框，输入要将统计文件转移到的目目的目目路径。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更更更更新新新新选项用于创建 统计“ /更新 命令，” 以指示 PC-DMIS 
在每还执行该命令时更新统计数据库。必此安装统计软件应用程序并将其启用。 

要让 PC-DMIS 在零件程序中间更新数据库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更更更更新新新新选项。 

2.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注注注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项卡中的始始始始终终终终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复选框可用于角过 是否立即更新数“
据库？ 消息。” PC-DMIS 
将在执行完包这 统计“ /开 命令的零件程序时显示此消息。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选” “ ” “
项： 尺寸 选项卡 。‘ ’ ”  

数据库选项数据库选项数据库选项数据库选项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项用于指定将测量信息发送到以下统计软件包之一： 

•  DataPage 

•  DES 

•  SPC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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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一个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时，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将发生改变。 

DataPage DataPage DataPage DataPage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当选择 Datapage 选项时，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将发生改变，增加以下内窗： 

•  数据库目目 列表“ ”   

•  将目目添加到列表 按钮“ ”  

•  从列表中删除目目 按钮“ ”  

•  删除当前统计文件 按钮“ ”  

•  “DataPage 变量名 区域”  

•  执行控制计算 区域“ ”  

•  读取锁 框“ ”  

•  写入锁 框“ ”  

•  内存页 框“ ”  

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    

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显示数据库应用程序所在的不同目目。我可以在此列表中添加或删除目目。每

个“统计/开”命令可以选择最多假个可将统计信息发送到其中的目目。 

将目目添加到列表将目目添加到列表将目目添加到列表将目目添加到列表    

如果要在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列表中添加新的目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将目目添加到列表将目目添加到列表将目目添加到列表将目目添加到列表按钮。将显示一个对话框，用以输入目目路径。 

2. 键入数据库的目目路径。 

3. 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按钮。此时，该目目将显示在列表中。 

从列表中删除目目从列表中删除目目从列表中删除目目从列表中删除目目    

如果要从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列表中删除数据库目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数据库目目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目目。 

2. 单击从列表中删除目目从列表中删除目目从列表中删除目目从列表中删除目目按钮。此时，该目目将从列表中删除。 
删除当前统计文件删除当前统计文件删除当前统计文件删除当前统计文件    

如果要删除 xstats11.tmp 文件，单击删除当前统计文件删除当前统计文件删除当前统计文件删除当前统计文件按钮。 

DataPage DataPage DataPage DataPage 变量名变量名变量名变量名    

为为选项仅在 Brown 和 
Sharpe 
的统计数据库程序（Data
Page）中使用。 

DataPage 变量名变量名变量名变量名区域中的选项用于指定是否使用尺寸名或特征名来标识 DataPage 
中的条目。名称的最大长度为 10 个字符。  

 

要选择尺寸名或特征名，请选择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名名名名选项或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名名名名选项。 

执行控制计算执行控制计算执行控制计算执行控制计算    

执行控制计算执行控制计算执行控制计算执行控制计算区域中的选项用于指定是否应使用在 Datapage 
中发生的控制计算。默认设置为关关关关。  

要打开或关闭控制计算，只需选择开开开开或关关关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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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锁读取锁读取锁读取锁    

读取锁读取锁读取锁读取锁框用于确定 PC-DMIS 在读取时为获取数据库访问用而等待的最大秒为数。默认值为 
10 秒。 

要更改 PC-DMIS 等待的秒为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读取锁读取锁读取锁读取锁框中的当前值。 

2. 键入新值。 

3. 按 TAB 键。 

4. 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写入锁写入锁写入锁写入锁    

写入锁写入锁写入锁写入锁框用于确定 PC-DMIS 在写入时为获取数据库访问用而等待的最大秒为数。默认值为 
20 秒。 

要更改 PC-DMIS 等待的秒为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写入锁写入锁写入锁写入锁框中的当前值。 

2. 键入新值。 

3. 按 TAB 键。 

4. 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内存页数内存页数内存页数内存页数    

内存页数内存页数内存页数内存页数框用于输入在打开数据库时为数据库表保留的 4K 
页数目。可以打开的最小（默认）页数为在。 

要更改内存页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内存页数内存页数内存页数内存页数框中的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3. 按 TAB 键。 

4. 单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DESDESDESDES””””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DES 选项仅用于 DEA 的统计数据库程序 DES。当选择 DES 
时，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将发生改变，只包此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以及立立立立即即即即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数数数数
据据据据库库库库、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和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命令按钮。 

SPC SPC SPC SPC 数据库选项数据库选项数据库选项数据库选项    

SPC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项仅用于 PC-DMIS 自例的统计数据库程序，即 SPC。当选择 SPC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选项后，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将发生改变，包此以下内窗： 

•  数据源 框“ ”  

•  查看/编辑数据库 

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    

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列表用于选择数据源名称 (DSN)。DSN 
最初是使用计算机控制面板中的开放数据库连通性 (ODBC) 选项来创建的。  

如果要创建 DSN，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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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 控制面板控制面板控制面板控制面板。 

2. 双击 ODBC 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图标。  

3. 按请操作系统“帮助”文件中的指导创建 DSN。 

通过使用 ODBC，PC-DMIS 可以将数据直接传递到 SPC 数据库，为样就可以在 PC-DMIS 
中查看为为数据。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编辑数据库编辑数据库编辑数据库编辑数据库    

只有在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源源源源框中选择有并的数据源后，才能使用查查查查看看看看/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按钮。通过单击此按
钮，可以从 SPC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对话框中查看和删除 SPC 数据库中的数据： 

在 PC-DMIS 中，可以使用对话框的以下选项卡来查看 SPC 数据库： 

•  零件程序 

•  尺寸 

•  尺寸值 

•  跟踪 

•  跟踪值 

我也可以使用 SPC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对话框查看数据库（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立即更新数据库立即更新数据库立即更新数据库立即更新数据库 
立立立立即即即即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按钮用于使用从当前零件程序中获取的统计数据来更新数据库应用程序。 

要立即更新数据库，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立立立立即即即即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按钮。 

2.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执行操作。 

当成功完成零件程序的执行时，所选的尺寸和跟踪字段信息将存储在名为 XSTATS11.tmp 
的文件中，此文件位于 PC-DMIS 的安装目目（通常是 C:\PCDMISW 
目目）。然后，可以将此文件中的信息转移到其它目目，打印出来或发送给数据库应用程
序。 

注注注注：：：：如果数据库应用程序不可用，PC-DMIS 
将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无法找到更新可执行程序（对于 DataPage 应用程序为 
DPUPDATE.exe）将 XSTATS11.tmp 加载到数据库中。 

访问和读取访问和读取访问和读取访问和读取 SPC 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 
使用 SPC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子菜单，可以让 PC-DMIS 
从数据库中访问或 读取 日历测量数据。该信息可以用于创建或更新“ ”  SPC 图表。 

该菜单目前包此读读读读取取取取菜单选项。该菜单选项在下文详细介该。 

读取命令读取命令读取命令读取命令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菜单选项将打开读读读读取取取取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对话框，该对话框包这以下选项卡：  

1.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源源源源 - 选择供 PC-DMIS 读取数据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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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过过过过滤滤滤滤 - 指定 PC-DMIS 如何选择和过滤数据。 

3. 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查查查查询询询询 – 配置过滤数据时要求值的布使表达式。 

4. SPC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 配置要对过滤数据使用的 SPC 参数。 
““““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源源源源选项卡用于指定 PC-DMIS 要访问日历数据所需要了解的数据库信息。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源源源源列表 
显示可用的 ODBC 数据源。选择供 PC-DMIS 读取数据的数据库。 

零件程序列表 
显示所选数据源中的可用零件。选择要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的零件的名称。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表 
包这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尺寸及其标识。必此从该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
尺寸。该数据使用相应的 统计“ /开 命令写入数据源（参请使用”  SPC-Light 
管理统计：指南主题）。 

““““数据选择数据选择数据选择数据选择////过滤过滤过滤过滤””””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通过数数数数据据据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过过过过滤滤滤滤选项卡，可以直接选择时间可或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列表中选择预先定义的跟
踪字段过滤器，过滤数据库中的数据。  

事事事事务务务务列表 
该列表包这存储在数据库中所选数据源、零件名和尺寸名（在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源源源源选项卡中
选择）下的数据的时间可。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最最最最后后后后个个个个数数数数复选框让 PC-DMIS 
从事事事事务务务务列表的底部自动选择指定数目的时间可。所选的项数取测于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最最最最后后后后
个个个个数数数数框中指定的数目。  

全全全全选选选选按钮可选择事事事事务务务务列表中的所有时间可。 

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清清清清除除除除按钮可清除在事事事事务务务务列表中选择的所有时间可。 

复复复复制制制制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自自自自按钮可从该按钮下方的列表中选择已定义的 数据库“ _查询 命令，并复”
制其时间和跟踪过滤器设置。 

通过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列表可以选择已定义的查询作为过滤器。过滤器表达式将显示在
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子子子子句句句句列表中。 

““““定义查询定义查询定义查询定义查询””””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通过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查查查查询询询询选项卡，可以使用查询已定义的跟踪字段计算的布使表达式配置过滤器。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列表中包这已定义的跟踪字段过滤器。要添加新的过滤器，在该框中
键入新名称，并在该选项卡中进行更改，然后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并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要编辑
现有过滤器，从列表中选择过滤器，进行更改，然后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 

通过链链链链接接接接子子子子句句句句区域，可以使用“AND 或” “OR 布使运算符链接” 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子子子子句句句句列表中的布
使语句。 

关关关关键键键键字字字字、运运运运算算算算符符符符和值值值值参数可以创建新的布使表达式添加到列表中。使用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删删删删
除除除除和替替替替换换换换按钮可以编辑布使表达式的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子子子子句句句句列表。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按钮可将过滤器写入数据库。 
““““SPC SPC SPC SPC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通过 SPC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可以配置 SPC 计算中使用的重要 SPC 参数。 

通过计计计计算算算算样样样样式式式式列表可以选择以前配置并保存的 SPC 
参数。要添加样式，使用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图图图图表表表表控控控控件件件件按钮打开图表控件，然后按请定义样式
的步骤操作。计算样式将包这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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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毫指数、曲控条件和其它计算参数等信息。随附的 SPC-LightHouse 
软件的帮助系统中包这有关该过程的详细信息。  

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可以选择将执行 SPC 的进程类型。  

•  进进进进程程程程选项指示数据将根据 X 和 R 图表的组大小绘制数据图表。  

•  IXMR 选项指示数据将分别为 X 
图表绘制，并作为平均值图表的移动平均绘制。  

•  MXMR 选项指示 X 和 R 图表均将作为移动平均绘制。  

•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选项指示图表将作为单独的数据绘制，不采用如何平均方
这。通过随附的 SPC-LightHouse 
软件的帮助系统可以访问有关为为参数的详细信息。 

通过子子子子组组组组大大大大小小小小框可以更改每个组的平均数据样例数。  
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块显示为：“ ”  
Q1 = SPC_查询/读取,  
计算样式/ 计算样式名称 
研研类型/(进程 | MXMR | 测量机 | IXMR), 组大小 = 组的大小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名称 零件 = 零件名 
轴/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跟踪过滤器/(开, 跟踪过滤器名称 | 关) 
时间过滤器(无 | 最后个数, 最后的个数 | 起始时间, 起始的时间 | 截止时间, 截止的时间 | 时间值,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_ | 时间范该,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_) 

语法说明语法说明语法说明语法说明    

该命令块的说明如下所述：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Q1 = SPC_查询/读取 数据库查询读取命令。  
计算样式/ 计算样式名称 计算样式名称 

定义 SPC-Light 使用的计算样式的名称。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 数据库数据源 

定义供 PC-DMIS 读取数据的 ODBC 
数据源。 

零件 = 零件名 零件名 
要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的零件名。零件名
在 编辑 窗口的命令模式标题中定义。“ ”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 数据库数据源 
定义供 PC-DMIS 读取数据的 ODBC 
数据源。 

轴/ 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存储在数据库中指定零件名和数据库数据源下
的尺寸名。 
 

跟踪过滤器/ (开, 跟踪过滤器名称 | 关) 指示是否通过数据库中存储的跟踪字段过滤
数据；如果过滤，数据库中存储的查询名存
跟踪过滤器名称指定。否则，选择 关 。“ ”  

时间过滤器(无 | 最后个数, 最后的个数 | 
起始时间, 起始的时间 | 截止时间, 
截止的时间 | 时间值,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_ | 时间范该,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 

最后个数： 
用于访问数据库中最近的最后的个数个测定
值。 
起始时间： 
用于访问数据库中从起始的时间到最近值之
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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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时间： 
用于访问从数据库的数据开头到截止时间值
之间的数据。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 
用于访问数据库中的指定事务。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 
用于访问数据库中不同范该事务中的数据。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读取读取读取读取””””命令访问用于计算的统计信息命令访问用于计算的统计信息命令访问用于计算的统计信息命令访问用于计算的统计信息    

通过 编辑 窗口中的表达式可以访问从数据库中读取的数据的统计信息。以下关键字可以“ ”
用于进行统计计算：  

•  MIN：最小值 

•  MAX：最大值 

•  XBARBAR：子组平均值的平均值 

•  RBAR：范该的平均值 

•  SBAR：标准差的平均值 

•  UCLX：测定值的控制上限 

•  LCLX：测定值的控制下限 

•  UCLR：范该的控制上限 

•  LCLR：范该的控制下限 

•  UCLS：范该的控制上限 

•  LCLS：范该的控制下限 

•  DEVIATION：距标称值的平均偏差 

•  IN_CONTROL：进程是否可以控制 

•  CAPABLE：进程是否有并 

•  SIGMA：标准差 

•  SIGMA_EST：标准差的预计值 

•  CP：并毫指数 CP。 

•  CPK：并毫指数 CPK。 

有两种方法可以通过为为关键字访问统计信息。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1 – 点点点点语语语语法法法法 

该方法使用 点 语法。以下示例显示“ ”  MIN 关键字的该语法： 
Q1 = SPC_查询/读取,  

… 
轴/C1.D,C2.X… 
赋值/V1 = Q1.查询.C1.D.MIN 

V1 将包这尺寸 C1、轴 D 的数据访问的最小值。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2 – 查查查查询询询询函函函函数数数数调调调调用用用用 

该方法使用查询函数调用。该方法的可读性如差，但是更加的活。查询函数调用的自变量
可以是变量。以下示例使用查询函数调用和 MIN 关键字：  
Q1    = SPC_查询/读取,  

… 
轴/C1.D,C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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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V1 = Q1.查询(""C1"", ""D"", ""MIN"") 

注防，在该示例中，C1 
处于引号中，表明是一个字符端。使用该方法，还可以使用如防字符端变量。此外，我可
以使用 注释 命令提示操作员输入用于获取平均值的尺寸。以下代码段显示使用字符端变“ ”
量的查询函数调用方法。 
Q1    = SPC_查询/读取,  

… 
轴/C1.D,C2.X 
… 
赋值/V2 = ""C1"" 
赋值/V3 = ""D"" 
赋值/V4 = ""MIN"" 
赋值/V1 = Q1.query(V2, V3, V4) 

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SPC 统计图表统计图表统计图表统计图表 
使用 SPC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子菜单，可以根据数据库中的日历数据创建或更新 SPC 图表。然后，可以在 
HyperView 报告或 编辑 窗口的报告模式中使用已创建的图表。“ ”  

可用的图表类型包此： 

•  柱状图 

•  可触测性 

•  并毫 

•  XBARR 

•  XBARS 

•  分散 

以下部分介该如何在 编辑 窗口或“ ”  Hyperview 报告中创建、更新和显示图表。 

创建图表创建图表创建图表创建图表 
要创建 SPC 图表，只需访问 SPC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子菜单，然后选择以下菜单选项之一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 “SPC_查询/图表 命令：”  

柱柱柱柱状状状状图图图图 
柱状图图表显示测定数据的频毫。 

可可可可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性性性性 
可触测性图表显示数据组如何与理论的可触测性分布匹配。通过可触测性图表
上每个测定数据点的直线指示实际分布和理论分布匹配很找。 

并并并并毫毫毫毫 
并毫图表显示进程符合规格或公差的能框。 

XBarR 
XBarR 图表是存两个图表组成的图表组。  

1.) 平均值对时间的图表。  

2.) 范该对时间的图表。  

我可以在同一个视图中看到为两个图表，条状图表在窗部，范该图表在底部。 

XBarS 
XBarS 图表是存两个图表组成的图表组。  

1.) 平均值对时间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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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差对时间的图表。  

我可以在同一个视图中看到为两个图表，条状图表在窗部，标准差图表在底部。 

分分分分散散散散 
分散图表包这一个测定值对另一个测定值的图表。我我看到两个变量之间可能
的关联。  

本文件不我进一步说明图表。有关 SPC 图表的详细说明，请参请 LightHouse-SPC 
软件文档或手册。 

选择后，PC-DMIS 我针对我的选择打开对话框。为为对话框共有的选项卡如下： 

1.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源源源源选项卡 – 该选项卡与 读取命令 主题下的 数据源 选项卡完全相同。“ ” “ ”   

2.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过过过过滤滤滤滤选项卡 – 
该选项卡与 读取命令 主题下的 数据选择“ ” “ /过滤 选项卡完全相同。”  

3. 定定定定义义义义查查查查询询询询选项卡 – 
该选项卡与 读取命令 主题下的 定义查询 选项卡主题完全相同。“ ” “ ”  

4.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 
该选项卡在创建图表时出现。下文为每个图表介该了该选项卡。 

5. SPC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 – 该选项卡与 读取命令 主题下的“ ” “SPC 
设置 选项卡完全相同。”  

柱状图图表柱状图图表柱状图图表柱状图图表：：：：““““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柱柱柱柱状状状状图图图图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话框的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中包这以下图形选项：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PC-DMIS 自动生成的报告中显示图表。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模型上显示图表。“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旁边以标签方式显示统计计算。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规规规规格格格格限限限限制制制制：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内绘制规格限制。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准差线线线线：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内绘制计算的标准差。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宽度。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高度。 

柱状图柱状图柱状图柱状图图表图表图表图表：：：：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柱状图图表的 编辑 窗口命令块显示如下：“ ”   
Q1   =SPC_查询/图表,类型 = 柱状图,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图形参数/显示=(开 | 关), 
统计 = (开 | 关),规格限制 = (开 | 关), 
标准差 = (开 | 关),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计算样式 计算的样式, 
研研类型/(进程 | MXMR | 测量机 | IXMR), 组大小 = 组的大小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名称 零件 = 零件名 
轴/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跟踪过滤器/(开, 跟踪过滤器名称 | 关) 
时间过滤器(无 | 最后个数, 最后的个数 | 起始时间, 起始的时间 | 截止时间, 截止的时间 | 时间值,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_ | 时间范该,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_) 

除了以下例外许许，语法的说明与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中相同：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SPC_查询/图表 类型 = 柱状图 通如 PC-DMIS 新建柱状图图表。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通如 PC-DMIS 

图表应显示的位置：图形窗口和 编辑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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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模式两者，仅在图形窗口，仅 编辑“ ”
窗口的报告模式，或无。 

图形参数 该项表示新图表使用的图形设置选项。  
显示=(开 | 关) 通如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是否显示其它参数“ ”

。如果选择 关 ，图形参数将不显示。“ ”  
统计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统计计算是否以标签形式显示

在图表旁边。 
规格限制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图表内是否绘制规格限制。 
标准差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图表内是否绘制计算的标准差

。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图表宽度和图表高度通如 PC-DMIS 

如何调整所显示图表的大小。为适用于图形
窗口和 编辑 窗口的报告模式。“ ”  

可触测性图表可触测性图表可触测性图表可触测性图表：：：：““““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可可可可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性性性性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话框的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中的选项与柱柱柱柱状状状状图图图图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话框的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相
同。参请柱状图图表： 图形设置 选项卡。“ ”  

可触测性图表可触测性图表可触测性图表可触测性图表：：：：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可触测性图表的 编辑 窗口命令块显示如下：“ ”  
Q2    =SPC_查询/图表,类型 = 可触测性,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图形参数/显示= (开 | 关), 统计 = (开 | 关),  
规格限制 = (开 | 关),标准差 = (开 | 关),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计算样式/计算的样式,$ 
研研类型/(进程 | MXMR | 测量机 | IXMR), 组大小 = 组的大小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名称 零件 = 零件名 
轴/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跟踪过滤器/(开, 跟踪过滤器名称 | 关) 
时间过滤器(无 | 最后个数, 最后的个数 | 起始时间, 起始的时间 | 截止时间 截止的时间 |  
时间值,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_ | 时间范该,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_) 

语法的说明与柱状图图表：语法中相同。 

并毫图表并毫图表并毫图表并毫图表：：：：““““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并并并并毫毫毫毫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话框的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中包这以下图形选项：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PC-DMIS 自动生成的报告中显示图表。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模型上显示图表。“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旁边以标签方式显示统计计算。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规规规规格格格格限限限限制制制制：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内绘制规格限制。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与与与与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的的的的偏偏偏偏差差差差：选中该复选框将确定统计计算中是否包此与标称值
的偏差。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最最最最小小小小/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样样样样例例例例：选中该复选框将确定 PC-DMIS 
在图表中是否包此最大值和最小值。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宽度。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高度。 

并毫图表并毫图表并毫图表并毫图表：：：：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并毫图表的 编辑 窗口命令块显示如下：“ ”  
Q2     =SPC_查询/图表,类型 = 并毫,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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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参数/显示=(开 | 关),统计 = (开 | 关), 
规格限制 = (开 | 关),偏差 = (开 | 关),最小最大值 = (开 | 关),$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计算样式/计算的样式,$ 
研研类型/(进程 | MXMR | 测量机 | IXMR), 组大小 = 组的大小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名称 零件 = 零件名 
轴/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跟踪过滤器/(开, 跟踪过滤器名称 | 关) 
时间过滤器(无 | 最后个数, 最后的个数 | 起始时间, 起始的时间 | 截止时间 截止的时间 |  
时间值,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_ | 时间范该,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_) 

除了以下例外许许，语法的说明与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中相同：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SPC_查询/图表,类型 =图表类型 该数据库命令通如 PC-DMIS 

创建图表类型类型的新图表。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通如 PC-DMIS 

图表应显示的位置：图形窗口和 编辑 窗口“ ”
的报告模式两者，仅在图形窗口，仅 编辑“ ”
窗口的报告模式，或无。 

图形参数 该项表示新图表使用的图形设置选项。  
显示=(开 | 关) 通如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是否显示其它参数“ ”

。如果选择 关 ，图形参数将不显示。“ ”  
统计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统计计算是否以标签形式显示

在图表旁边。 
增强统计=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更详细的统计计算是否以标签

形式显示在图表旁边。该项仅适用于并毫图
表。 

规格限制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图表内是否绘制规格限制。 
偏差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图表内是否绘制距平均值的偏

置。 
最大最小值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图表内是否包此最大值和最小

值。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用于控制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宽

度和高度。 

XBarRXBarRXBarRXBarR、、、、XBarS XBarS XBarS XBarS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以下选项及说明适用于 XBarR 和 XBarS 图表。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PC-DMIS 自动生成的报告中显示图表。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模型上显示图表。“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规规规规格格格格限限限限制制制制：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内绘制规格限制。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准差线线线线：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内绘制计算的标准差。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区区区区：选中该复选框将显示指示进程是否可以控制的区域。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柱柱柱柱状状状状图图图图和和和和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旁边加入柱状图以及
测定数据的统计。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网网网网格格格格：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上显示网格。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R/S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XBarR 或 XBarS 
图表中包此范该（对于 XBaR 图表）或标准差（对于 XBarS 图表）。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宽度。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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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arR / XBarS XBarR / XBarS XBarR / XBarS XBarR / XBarS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XBarR 和 XBarS 图表的 编辑 窗口命令块显示如下：“ ”  
Q2     =SPC_查询/图表,类型 = XBARR,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图形参数/显示 = (开 | 关),规格限制 = (开 | 关), 
标准差 = (开 | 关), 控制区 = (开 | 关), 
柱状图_SPC 计算 = (开 | 关),网格 = (开 | 关),R_S_图表 = (开 | 关),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计算样式/计算的样式, 
研研类型/(进程 | MXMR | 测量机 | IXMR), 组大小 = 组的大小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名称 零件 = 零件名 
轴/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跟踪过滤器/(开, 跟踪过滤器名称 | 关) 
时间过滤器(无 | 最后个数, 最后的个数 | 起始时间, 起始的时间 | 截止时间 截止的时间 |  
时间值,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_ | 时间范该,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_) 

除了以下例外许许，语法的说明与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中相同：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DB_查询/新图表类型=图表类型 该数据库命令通如 PC-DMIS 

创建图表类型类型的新图表。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通如 PC-DMIS 

图表应显示的位置：图形窗口和 编辑 窗口“ ”
的报告模式两者，仅在图形窗口，仅 编辑“ ”
窗口的报告模式，或无。 

图形参数 该项表示新图表使用的图形设置选项。  
显示 = (开 | 关) 通如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是否显示其它参数“ ”

。如果选择 关 ，图形参数将不显示。“ ”  
规格限制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图表内是否绘制规格限制。 
标准差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在图表内是否绘制计算的标准差。 
控制区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是否显示指示进程是否可以控制的区域。该
项仅适用于 XBarR 和 XBarS 图表。 

柱状图_SPC 计算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是否在图表旁边加入柱状图和统计信息。该
项仅适用于 XBarR 和 XBarS 图表。 

网格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是否在图表上显示网格。 

R_S_图表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在 XBarR 或 XBarS 
图表中是否包此范该（对于 XBaR 
图表）或标准差（对于 XBarS 图表）。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用于控制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宽
度和高度。 

分散图表分散图表分散图表分散图表：：：：““““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图形设置””””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选项卡    

分散图表具有以下图形设置选项：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PC-DMIS 自动生成的报告中显示图表。 

•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选中该复选框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零件模型上显示图表。“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统统统统计计计计：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旁边以标签方式显示统计计算。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规规规规格格格格限限限限制制制制：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内绘制规格限制。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网网网网格格格格：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上显示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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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回回回回退退退退线线线线：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中绘制一条显示回退的直线。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指指指指示示示示：选中该复选框将在图表中绘制距平均值的偏置。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宽宽宽宽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宽度。 

•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可以调整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高度。 

分散图表分散图表分散图表分散图表：：：：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分散图表的 编辑 窗口命令块显示如下：“ ”  
Q2     =SPC_查询/图表,类型 = 分散,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图形参数/显示 = (开 | 关),统计 = (开 | 关),规格限制 = (开 | 关),网格 = (开 | 关),回退线 = (开 | 关),位置指示 = (开 | 关),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数据源/数据库 = 数据库数据源名称 零件 = 零件名 
轴/尺寸名 1, 尺寸名 2, … 
跟踪过滤器/(开, 跟踪过滤器名称 | 关) 
时间过滤器(无 | 最后个数, 最后的个数 | 起始时间, 起始的时间 | 截止时间 截止的时间 |  
时间值, 时间值 1, 时间值 2, _ | 时间范该, 最小时间值 1,  最大时间值 1, 最小时间值 2, 最大时间值 2, _) 

除了以下例外许许，语法的说明与读取命令的语法以及用法示例中相同： 
语语语语法法法法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DB_查询/新图表类型=图表类型 该数据库命令通如 PC-DMIS 

创建图表类型类型的新图表。 
输出 = (两者 | 图形 | 报告 | 无) 通如 PC-DMIS 

图表应显示的位置：图形窗口和 编辑 窗口“ ”
的报告模式两者，仅在图形窗口，仅 编辑“ ”
窗口的报告模式，或无。 

图形参数 该项表示新图表使用的图形设置选项。  
显示 = (开 | 关) 通如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是否显示其它参数“ ”

。如果选择 关 ，图形参数将不显示。“ ”  
统计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统计计算是否以标签形式显示

在图表旁边。 
规格限制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图表内是否绘制规格限制。 
网格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是否在图表上显示网格。 
回退线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是否在图表上绘制显示回退的直线。  
位置指示 = (开 | 关) 该开/关项确定 PC-DMIS 

在图表内是否绘制距平均值的偏置。 
宽度 = 图表宽度,高度 = 图表高度 用于控制图表在编辑窗口和图形窗口中的宽

度和高度。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 SPC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该主题介该如何在 编辑 窗口的报告模式下、“ ” HyperView 
报告中或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图表。“ ”  

在在在在““““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的报告模式下显示窗口的报告模式下显示窗口的报告模式下显示窗口的报告模式下显示 SPC  SPC  SPC  SPC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要在 编辑 窗口的报告模式下显示“ ”  SPC 
图表，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创建图表时，从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中选择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我也可
以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 编辑 窗口。“ ”  

2. 标记要执行的图表。 

3. 执行零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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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后，选择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将 PC-DMIS 
的 编辑 窗口置于报告模式。“ ”  

5. 确保命令的 输出 参数设置为 两者 或 报告 。“ ” “ ” “ ”  

6. 图表将按请执行的顺序出现。 

在在在在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Hyperview 报告中显示报告中显示报告中显示报告中显示 SPC  SPC  SPC  SPC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1. 访问 HyperView 编辑器。 

2. 从 HyperView 报告的对对对对象象象象栏栏栏栏中选择 SPC 
图图图图表表表表对象。出现的对话框中将包这可用图表的列表。 

3. 选择要加入报告的图表。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在报告中显示图表。  

5. 使用鼠标将图表然动到所需的位置。  

在在在在““““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中显示窗口中显示窗口中显示窗口中显示 SPC  SPC  SPC  SPC 图表图表图表图表：：：：    

要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 ”  SPC 
图表，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创建图表时，从图图图图形形形形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卡中选择输输输输出出出出到到到到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选项。我
也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访问 编辑 窗口。“ ”  

2. 标记要执行的图表。 

3. 执行零件程序。 

4. 确保命令的 输出 参数设置为 两者 或 图形 。“ ” “ ” “ ”  

5. 图表将出现在图形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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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报告命令插入报告命令插入报告命令插入报告命令 

插入报告命令插入报告命令插入报告命令插入报告命令：：：：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多种命令，影在信息在编辑窗口的报告模式下的显示方式和显示“ ”
内窗。为为命令通过从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子菜单中选择菜单选项插入，使编程人员可以配置、查看
、输出和自定义 编辑 窗口的外观（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 ” “ ”
项）。  

本部分查及以下主题。 

•  插入与 分析 窗口有关的命令“ ”  

•  插入 尺寸信息 框“ ”  

•  插入 点信息 框“ ”  

•  内嵌 HyperView 报告 

•  插入编程人员注释 

•  插入外部对象 

•  插入打印命令 

•  插入换页命令 

•  定义和保存视图集 

•  回调保存的视图集 

插入与插入与插入与插入与““““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窗口有关的命令窗口有关的命令窗口有关的命令窗口有关的命令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菜单选项可打开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对话框，用于以适合详细检查的格式将尺寸打印输出。 

如果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对话框打开，可以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这个特征上按“ ”  CTRL 
键并单击鼠标左键，使用所选特征的所有尺寸将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突出显示。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此对话框的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区域用于选择是以图形读出格式还是以文本读出格式查看从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选择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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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许许下，将不选中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区域中的复选框。当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或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并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后，PC-
DMIS 将使用文本格式或图形图像显示所选的尺寸。它将不显示如何 CAD 数据。 

当特征出现问题，需要确定问题的原因时，将需要打开 图形分析 或 文本分析 选项。“ ” “ ”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我正在检验这个平面的平度，结果发现它超出公差。利用 图形分析 选项，我“ ”
可以检查该平面，确定是否是特定区域出现错误或整个曲面不规则。 

要从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对话框中选择图形或文本分析，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2. 从菜单中选择将使用的尺寸选项。此时将显示一个尺寸对话框。 

3. 选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或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 

4. 完成尺寸标注过程。 

图形图形图形图形    

如果选中图图图图形形形形复选框，PC-DMIS 将以用于图形查看的格式来存储尺寸信息。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如果选中文文文文本本本本复选框，PC-DMIS 将以用于文本查看的格式来存储尺寸信息。 

乘数乘数乘数乘数    

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中的值是用于在图形分析模式下放大箭头和公差区的缩放比例。例如，如果输入的
值为 2.0，PC-DMIS 就我将箭头放大到原图像的二就。 

此选项仅用于进行查看，而不影在文本打印输出。 

显示所有箭头显示所有箭头显示所有箭头显示所有箭头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箭箭箭箭头头头头按钮可显示用于标记偏差的图形分析箭头。为为图形分析箭头可以逐个按按
起来。要实现此目的，请按 CTRL + 
SHIFT，然后单击要按按的箭头。如果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箭箭箭箭头头头头按钮，将重新显示为为箭头。此
时将重置图形分析箭头，使其显示出来。 

视图窗口视图窗口视图窗口视图窗口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按钮可显示 分析 窗口。此窗口用于使尺寸显示在最适合的视图中。“ ”   

要有并地使用视图窗口，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在 分析 窗口中检查的尺寸。“ ”  

2. 输入乘乘乘乘数数数数框的值（参请乘数）。 

3. 按视视视视图图图图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按钮。PC-DMIS 将打开 分析 窗口。“ ”  

利用 分析 窗口提供的菜单栏，我可以更改图像“ ” ，抓取当前图形屏幕，或编辑所选尺寸的
颜色。 

为了确定图形分析在 分析 窗口中的初始视图，“ ” PC-DMIS 
我将扫描或面矢量用于扫描的轮廓尺寸，或将当前工作平面用于其它尺寸。此视图可以在
随后进行更改。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分析 窗口的“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可用于将 图形分析 窗口中的内窗直接发送到打印机上进行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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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视图视图视图””””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分析 窗口的“ ”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菜单可用于它时更改为所选尺寸显示的图形。通过旋转、缩放或更改视
图，我可以方便地获取必需的尺寸。 

注注注注：：：：当查看一组点的轮廓误差时，此选项模其有用。 

更改更改更改更改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 更更更更改改改改菜单选项用于从 CAD 文件中新建视图。如果所使用的 2D IGES 
文件包这零件在一个平面上的几个视图，而为为视图需要与它我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正“ ”
确方位相关联，则我使用此功能。有关处理视图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设置屏幕视图 。” “ ”  

缩放到适合缩放到适合缩放到适合缩放到适合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菜单选项用于重绘零件图像，以使其完全适合 图形显示 窗口。每当图像如大“ ”
或如小时，就需要使用此功能。 

旋转旋转旋转旋转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菜单选项显示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对话框，使我可以在内该中旋转零件图像。 

有关旋转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旋转绘图 。” “ ”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分析 窗口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菜单命令可显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此对话框用于选择在 分析 窗口中显示的内窗“ ”
。  

分析 窗口的“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统统统统计计计计可打开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此对话框用于进一步编辑突出显示的尺寸。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尺寸对话框的共同选项 和本部分的 插入 尺寸信息“ ” “ ” “ ‘
框 。’ ”  

显示统计显示统计显示统计显示统计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上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统统统统计计计计复选框可用于在 分析 窗口中显示还种统计信息。如果很选“ ”
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统统统统计计计计复选框，将不我显示（如何尺寸的）尺寸信息文本。有关如何更改统计在 分析“
窗口中的显示格式，请参请”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单选项。 

显示柱状图显示柱状图显示柱状图显示柱状图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上的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柱柱柱柱状状状状图图图图复选框可显示每个点偏差的柱状图。柱状图可移至 分析“ ”
窗口内的新位置。  

要移至 分析 窗口内的新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单击所需的柱状图。 

2. 将光标然至所需位置。 

3. 放开鼠标右键。 

显示最大显示最大显示最大显示最大////最小偏差最小偏差最小偏差最小偏差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上的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复选框可用于以“*+ 或” “*- 符号指示最大和最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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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选项选项””””菜单菜单菜单菜单 
分析 窗口的“ ”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菜单用于抓取当前图形屏幕，以便在随后使用。它还可用于访问编编编编辑辑辑辑颜颜颜颜
色色色色对话框并调整 分析 窗口的大小。“ ”  

将图形保存到报告将图形保存到报告将图形保存到报告将图形保存到报告    

图像将保留在剪贴板中，
直到抓取了其它屏幕图像
或零件程序关闭。 

“分析”窗口的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 
将图形保存到报告将图形保存到报告将图形保存到报告将图形保存到报告菜单选项用于抓取活动“图形显示”窗口的图像，并将其复制到“显示/
元文件”命令中，此图像随即可以在“编辑”窗口中以报告模式显示。然后，可以在检验报
告中使用此图像。PC-DMIS 
无法对抓取的图像进行编辑或格式化。图像将显示在光标所在的位置。与从主菜单生成

的“显示/元文件”命令不同，此“显示/元文件”命令只在创建命令时（而不是在执行命令时
）获取屏幕抓图。（要了解如何创建在执行时自动更新的屏幕抓图，请参请创建分析视

图命令。） 

 

创建分析视图命令创建分析视图命令创建分析视图命令创建分析视图命令    

分析 窗口的“ ”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分分分分析析析析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命命命命令令令令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显示 分析视图 命令。当标记并执行此“ ” “ ” 命
令时，PC-DMIS 
将在其自例的分析级别窗口中显示具有先前所选视图数和旋转数的尺寸的列表。它将自动
获取包这所列尺寸的 分析级别 窗口的屏幕抓图。然后，将可以在检验报告中显示并打印“ ”
为为屏幕抓图。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分析视图/D1,D2,D3,, 

D1,D2,D3 = 要要要要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 

可使用的尺寸参数不存在数目的限制。  

通过在 编辑 窗口中键入 分析视图 ，也可以创建一个 分析视图 命令。为进行分析而选“ ” “ ” “ ”
择的所有尺寸上将成为此命令的参数。 

编辑尺寸颜色编辑尺寸颜色编辑尺寸颜色编辑尺寸颜色    

分析 窗口的“ ”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颜颜颜颜色色色色菜单选项用于设置指定公差范该的颜色。选择此选项后，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颜颜颜颜
色色色色对话框。 

有关如何使用此对话框更改公差尺寸颜色的指导，请参请 图形选项 部分的 编辑尺寸颜色“ ” “
主题。”   

尺寸选项尺寸选项尺寸选项尺寸选项    

此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用于确定在 分析 窗口中显示的信息。“ ”  

要访问此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菜单中的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此时将显示 分析 对话框。“ ”  

2. 从列表框中选择尺寸。 

3. 单击视视视视图图图图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按钮。此时将显示 分析 窗口。“ ”  

4. 从 分析 窗口中选择“ ”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此时将打开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其中大多数选项上不可用，
直至在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对话框中选择尺寸。此时相关选项将变为可用，供我选择。 

此对话框中的可用选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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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箭箭箭箭头头头头尖尖尖尖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箭箭箭箭头头头头尖尖尖尖复选框用于打开或关闭偏差线
箭头尖的显示。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测测测测点点点点间间间间的的的的线线线线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测测测测点点点点之之之之间间间间的的的的线线线线用于切换测定测点
之间线的显示。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间间间间的的的的线线线线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间间间间的的的的线线线线复选框用于切换在标称
值之间所绘线的显示。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线线线线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线线线线复选框用于切换尺寸可接受公
差的显示。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直直直直径径径径复选框用于显示可用位置真值尺
寸的直径。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最最最最大大大大内内内内接接接接和和和和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外外外外切切切切直直直直
径径径径 

此复选框用于打开或关闭可用圆度尺寸绘
制的还种直径的显示。为为直径表示圆形
特征的平均、最大和最小偏差。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轮轮轮轮廓廓廓廓线线线线图图图图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轮轮轮轮廓廓廓廓线线线线图图图图选项仅用于片区扫描，它可
用于轮廓尺寸。轮廓线图将使用片区扫描
点来创建一个网格，然后相对于每一触测
的轮廓偏差来给网格上色。 
PC-DMIS 还可以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CAD 
模型上显示轮廓线图。参请 尺寸选项 部“ ”
分的 显示轮廓线图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测测测测点点点点间间间间的的的的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内内内内插插插插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测测测测点点点点间间间间的的的的颜颜颜颜色色色色内内内内插插插插选项用于在测点之
间插入颜色。此选项可用于轮廓尺寸。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箭箭箭箭头头头头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箭箭箭箭头头头头选项用于切换偏差线的箭头显示
。此选项可用于轮廓尺寸。 

大小选项大小选项大小选项大小选项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大大大大小小小小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用于确定如何显示 分析 窗口。为为选项也可用于设置 分析视图 命“ ” “ ”
令，使 PC-DMIS 
在执行过程中以为为所选模式之一获取屏幕抓图。（参请创建分析视图命令。） 

我可以选择以下选项： 
可可可可向向向向 此选项用于调整 分析 窗口的大小，使其“ ”

符合标准可向页面的大小。 
将将将将向向向向 此选项用于调整 分析 窗口的大小，使其“ ”

符合标准将向页面的大小。 
缩缩缩缩放放放放到到到到适适适适合合合合整整整整页页页页 此复选框用于缩放窗口，使其适合整个打

印页面。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尺寸信息尺寸信息尺寸信息尺寸信息””””框框框框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单选项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创建 尺寸信息 命令“ ”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所选的尺寸信息。关于在 编辑 窗口中编辑 尺寸信息 命令的“ ” “ ” “ ”
信息，请参请 尺寸信息 命令。“ ”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在该对话框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区域下）根据所选的尺寸类型自动确定适合显示
的尺寸输出格式。要替代该选项，选中所需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复选框。PC-DMIS 
将在复选框的左底显示一个数字，以指示输出选择的顺序。为样，我就可以更改格式的顺
序，使其符合具体的需要。要清除复选框，将其再还选择即可。 

如果显示该选项，可以按 CTRL 
键并按住，单击鼠标左键选择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特征。使用所选特征的如何尺寸上将在“ ”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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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可以编辑显示的尺寸信息。以下的部分介该了该对话框可以使
用的命令和选项。 

显示选项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允许以不同的方式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每个尺寸。可用选项如下：“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该复选框切换是否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 ”
尺寸标识。。。。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该复选框切换是否显示测量其尺寸的特征标
识。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题题题题 
 

该复选框切换是否在 尺寸信息 框中显示行“ ”
标题和列标题。 
 

图示选项图示选项图示选项图示选项 
图图图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区域允许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以图示形式显示尺寸在分比。 

无图示无图示无图示无图示    

如果不我我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显示图示，则选择该选项。 

最差轴图示最差轴图示最差轴图示最差轴图示    

如果要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的窗部显示图示，则选择该选项。图示只使用最差尺寸在分比。 

单轴图示单轴图示单轴图示单轴图示    

如果要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显示每个轴的尺寸在分比图示，则选择该选项。 

尺寸信息格式尺寸信息格式尺寸信息格式尺寸信息格式 
通过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格格格格式式式式区域的复选框可以选择 图形显示 窗口中为每个尺寸显示的信息类型。“ ”
如果从尺寸对话框中选中 显示 复选框，“ ” 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信息。“ ”  

对话框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区域可用的复选框如下：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自动 复选框自动显示以下信息：测定值、“ ”
标称值、公差、偏差、最大最小值、超差。 
 

测测测测定定定定值值值值 
 

该复选框显示实际的测量值。 
 

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该复选框显示理论的尺寸值。 
 

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大于或小于标称值可以接受的
公差指平。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偏差。 
 

最最最最大大大大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值值值值 
 

该复选框显示尺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测量值与标称值和公差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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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距。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 
 

该复选框显示尺寸的所有偏差的平均值。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显示尺寸的所有偏差的标准差。 
 

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该复选框显示测量尺寸特征使用的点数。 
 

““““重置重置重置重置””””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重重重重置置置置按钮清除该部分选中的所有框，并选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 

位置轴位置轴位置轴位置轴 
该表介该编辑尺寸信息时可以选择的可用位位位位置置置置轴轴轴轴及其功能。 
最最最最差差差差 
 

该选项使用超差条件最差的轴。。。。PC-DMIS 
搜索可用的轴，并选择尺寸条件最差的轴。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轴轴轴轴 
 

该选项只是使用以前在尺寸对话框中定义的
轴。。。。 
 

X 
 

显示 X 轴值。 
 

Y 
 

显示 Y 轴值。 
 

Z 
 

显示 Z 轴值。 
 

Prad 极半径代表极坐标半径。该选项选择极坐标
。 
 

Pang 
 

极角代表极坐标的角度。该选项选择该卡使
坐标。 
 

D 
 

显示直径值。 
 

R 
 

显示半径（直径的一半）值。 
 

A 
 

显示角度（用于锥体）值。 
 

L 
 

显示长度（用于锥体、槽、锥体和椭圆）。 
 

H 
 

显示高度。 
 

V 
 

显示矢量位置。 
 

T 
 

显示沿例近矢量的误差（用于曲面上的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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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显示沿报告矢量的偏差。 
 

S 
 

显示沿曲面矢量的偏差。 
 

RS 
 

显示沿曲面报告的偏差。 
 

PD 显示圆的直径（垂直于销矢量）。 
 

Form 
 

显示特征的当合形式尺寸。参请 标注特征“ ”
部分的 位置尺寸的默认轴 。“ ”  
 

位置真值轴位置真值轴位置真值轴位置真值轴 
该表介该编辑尺寸信息时可以选择的可用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轴轴轴轴及其功能。 
最最最最差差差差 该复选框使用超差条件最差的轴。。。。PC-DMIS 

搜索可用的轴，并选择尺寸条件最差的轴。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轴轴轴轴 该复选框只是使用以前在尺寸对话框中定义

的轴。。。。 
X 该复选框显示 X 轴值。 
Y 该复选框显示 Y 轴值。 
Z 该复选框显示 Z 轴值。 
Prad 极半径代表极坐标半径。该选项选择极坐标

。 
Pang 极角代表极坐标的角度。该复选框选择该卡

使坐标。 
PA 该复选框显示极角值。 
PR 该复选框显示极半径值。 
DF 该复选框显示特征的直径。。。。 
TP 该复选框显示位置真值公差及其关联的偏差

。 
D1 该复选框显示第一个基准的直径/宽度。 
D2  该复选框显示第二个基准的直径/宽度。 
D3  该复选框显示第内个基准的直径/宽度。 
Form 该复选框显示特征的当合形式尺寸。参请 尺“

寸选项 部分的 位置真值尺寸的默认轴 。” “ ”  

删除信息删除信息删除信息删除信息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按钮可以删除零件程序中所有的 尺寸信息 命令。“ ”  

““““尺寸信息尺寸信息尺寸信息尺寸信息””””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尺寸信息 命令存“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创建。 尺寸信息 命令插入零件程序后，尺寸数据“ ”
将显示在 图形显示 窗口。 尺寸信息 命令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修改。 尺寸信息 命令的命“ ” “ ” “ ” “ ”
令行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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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信息/尺寸标识;尺寸标识,特征标识; 标题, "图示选项";"尺寸输出",  ,$ 
    "轴输出"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选择显示的尺寸标识。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切换字符端，关闭时显示为空第，打开时显示为 尺寸标识 。打开时， 尺寸“ ” “
信息 命令将显示尺寸标识和尺寸信息。”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切换字符端，关闭时显示为空第，打开时显示为 特征标识 。打开时， 尺寸“ ” “
信息 命令将显示尺寸的第一个特征和尺寸信息。”  

标标标标题题题题 = 
切换字符端，关闭时显示为空第，打开时显示为 标题 。打开时，“ ”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
中将显示列标题和行标题。 

图图图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以图示形式显示尺寸在分比的图示选项。可能的切换值为 最“
差轴图示 和 轴图示 。如果该切换字符端显示为空第，则框中不我显” “ ” 示图示
。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输输输输出出出出 = 
尺寸信息格式将以选择顺序为基如。可用的输出选项包此 测定值 、 标称值“ ” “ ”
、 公差 、 偏差 、 最大最小值 、 超差 、 平均 、 标准差 和“ ” “ ” “ ” “ ” “ ” “ ” “NUMPTS”
。选项不获重复。 

轴轴轴轴输输输输出出出出 = 
尺寸轴格式将以选择顺序为基如。可用的轴取测于尺寸类型，包此所有位置轴
和位置真值轴。如果第一个轴位置切换为 使用尺寸轴 ， 尺寸信息 命令将显“ ” “ ”
示尺寸中指定的轴。如果如何轴位置切换为 最差 ，将显示超差值最大的轴。“ ”
本位置尺寸或本位置真值尺寸在有该输出。轴不获重复。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点信息点信息点信息点信息””””框框框框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单选项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该对话框创建 点信息 命令，可以用来在 图“ ” “
形显示 窗口的” 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显示个别点信息。关于在 编辑 窗口中编辑 点信息 命令的信息“ ” “ ”
，请参请 点信息 命令。“ ”  

要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个别点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选择主菜单中的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打开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 

2. 我我看到特征出现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尺寸出现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3.
 至从选择一个特征或尺寸。与该特征关联的还个点将出现在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4.
 从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要显示的点。如果选择了多个尺寸或特征，
尺寸或特征的所有点均我显示在点信息中。 

5. 确保选中了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复选框。 

6.
 单击 应用 按钮。关于所选触测的信息将出现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 ” “ ”
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 

每个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可能我显示与特定触测有关的触测编号、XYZ 位置、IJK 矢量和偏差。 

更改、保存和移动格式的方法与设置和移动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格式的方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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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信息格式点信息格式点信息格式点信息格式 
通过对话框的该部分可以确定在 图形显示 区域的特征或尺寸旁边显示的信息类型。该部“ ”
分的复选框必此与创创创创建建建建（编辑时为应应应应用用用用）或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组合使用，才能选择或删除要显示的
信息。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复选框将 PC-DMIS 
设置为在选中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复选框后自动显示还点的 测点编号 、 点 、 矢量 和 偏差 。“ ” “ ” “ ” “ ”  

触测号触测号触测号触测号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号号号号复选框显示特征上这个点的触测序号。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圆通常采在个测点，并的选择了其中一个用来测量该圆的测点，该选项将显示
一个编号（1 到 4），指示采该测点的序号：第一个、第二个、第内个或第在个。 

点点点点    

点点点点复选框显示所选触测的 X、Y 和 Z 点位置。 

矢量矢量矢量矢量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复选框显示所选触测的 IJK 矢量。 

偏差偏差偏差偏差    

偏偏偏偏差差差差复选框显示点与标称值的偏差。 

•  对于特征，点偏差是测量测点与实际测点之间的距离。 

•
 对于尺寸，点偏差与尺寸类型有关，与尺寸的文本分析中为还点
显示的偏差相同。 

显示标识显示标识显示标识显示标识    

通过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复选框可以显示特定特征或尺寸的标识。 

显示类型显示类型显示类型显示类型    

通过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复选框可以显示所显示特征或尺寸的类型。 

显示标题显示标题显示标题显示标题    

通过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题题题题复选框可以在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显示行标题。 

显示图示显示图示显示图示显示图示    

通过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图图图图示示示示复选框可以在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显示尺寸在分比图示。 

触测列表触测列表触测列表触测列表 
通过对话框的该部分可以选择要显示的特征或尺寸的还触测。 

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包这与特定特征或尺寸关联的所有触测的列表。只需选择触测即可查看其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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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列表特征列表特征列表特征列表””””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通过对话框的该部分可以选择还特征。与该特征关联的触测将显示在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包这特定零件程序中所有特征的列表。只需选择特征即可查看其触测信息。 

““““尺寸列表尺寸列表尺寸列表尺寸列表””””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通过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可以选择还尺寸。与该尺寸关联的触测将显示在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 

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列表框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包这特定零件程序中所有尺寸的列表。只需选择尺寸即可查看其触测信息。 

删除信息删除信息删除信息删除信息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按钮可以删除零件程序中所有的 点信息 命令。“ ”  

点信息命令点信息命令点信息命令点信息命令 
点信息 命令存“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创建。 点信息 命令插入零件程序后，“ ” 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将显示
在 图形显示 窗口。 点信息 命令可以在 编辑 窗“ ” “ ” “ ” 口中修改。 点信息 命令的命令行显示为“ ”
： 
点信息/尺寸标识或特征标识; 过滤器 过滤器类型 过滤器数字;标识,类型; 标题, 图示; "输出格式" ,$ 
                      "触测号"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或或或或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选择显示的尺寸或特征的标识。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 
切换字符端，显示过滤器选项 无 、 间隔 、 最差 、 偏差 或 超差 。“ ” “ ” “ ” “ ” “ ”  

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数数数数字字字字 = 一个数字字段，在过滤器选项为 间隔 、 最差 或 偏差 时可用。“ ” “ ” “ ”  

标标标标识识识识 = 
切换字符端，关闭时显示为空第，打开时显示为 标识 。打开时， 点“ ” “ 信息 命”
令将显示尺寸标识或特征标识和点信息。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 
切换字符端，关闭时显示为空第，打开时显示为 类型 。打开时， 点信息 命“ ” “ ”
令将显示特征或尺寸类型（例如圆、点、圆度、位置）和点信息。 

标标标标题题题题 = 
切换字符端，关闭时显示为空第，打开时显示为 标题 。打开时，“ ” 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
将显示行标题。 

图图图图示示示示 = 
切换字符端，关闭时显示为空第，打开时显示为 图示 。打开时，“ ” 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框中
将显示尺寸在分比。 

输输输输出出出出格格格格式式式式 = 点信息格式将以选择顺序为基如。可用的输出选项为尺寸、点、V 
和偏差。选项不获重复。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号号号号 = 
触测号是特定的编号触测，存该特定 点信息 命令控制。多个触测可以使用同“ ”
一个 点信息 命令显示。触测号中的每个字段均为切换字符端。触测打开时，“ ”
编号位置的字符端为触测号（1、2、3 
等）。触测关闭时，该切换字符端将显示为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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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 
通过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区域可以设置显示个别点信息时使用的过滤器选项。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不使用不使用不使用不使用    

不不不不使使使使用用用用选项通如 PC-DMIS 
不对 点信息 命令使用如何过滤。使用 点信息 命令将显示选择的所有触测。“ ” “ ”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触测间隔触测间隔触测间隔触测间隔    

触测间间间间隔隔隔隔选项检查右底框中的整数值，只显示使用 点信息 命令选择的特定触测间隔。例“ ”
如，如果选择 2，则每 2 个触测显示一个，如果选择 3，则每 3 个触测显示一个，如果选择 
4，则每 4 个触测显示一个，还还类推。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最差最差最差最差    

最最最最差差差差选项检查右底框中的整数值，只显示尺寸偏差最差的触测。例如，如果在框中键入 
3， 点信息 命令只显示内个最差的偏差。“ ”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更大偏差更大偏差更大偏差更大偏差    

更更更更大大大大偏偏偏偏差差差差选项检查右底框中的数字值，只显示偏差大于该值的触测。例如，如果在该框中
键入 0.01，将显示偏差 0.013 和 -0.015，而不我显示偏差 0.003 和 –0.005。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超差超差超差超差    

超超超超差差差差选项只显示偏差超出公差的触测。  

对于与特征有关的触测（与尺寸无关），只我显示偏差大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常常常常规规规规选项卡
上的偏偏偏偏差差差差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公公公公差差差差的触测。（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偏差显示公差 。）“ ” “ ”  

内嵌内嵌内嵌内嵌 HyperView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要在零件程序中内嵌 HyperView 报告，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 HyperView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对话框将出现。 

2. 选择要在零件程序中内嵌的 HyperView 报告。 

3. 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 

HyperView 报告命令对象将插入 编辑 窗口的光标位置。“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创建“  HyperView 报告 部分的 在零件程序中内嵌” “  HyperView  
报告 主题。”  

插入编程人员注释插入编程人员注释插入编程人员注释插入编程人员注释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添加操作者注释或说明。当执行零件程序或打印检验报“ ”
告时，将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中显示为为注释。注释的长度不存在限制；但是，命令模式下每行最
多只能有 255 个字符。当文本到达 编辑 窗口的右底时，按“ ”  ENTER 
键。（为样就可以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中查看全部文本。）要新建行，请将光标放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
中的所需位置上，然后按 ENTER 键。 

要显示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请从菜单中选择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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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者 

此选项用于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文本。  

要使用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者者者者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菜单选项。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将出现。 

2. 选择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者者者者选项。 

3. 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键入所需文本。 

4. 当键入全部注释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关闭对话框。 

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消息框将显示相应的注释。（PC-DMIS 
将不允许我编辑此消息。）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可取消消息框。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注释/操作者,注释文本 

报告 

此选项用于将文本发送到检验报告中。  

要使用 报告 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选择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菜单选项。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将出现。 

2. 选择报报报报告告告告选项。 

3. 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输入所需文本。 

4. 当输入全部注释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关闭对话框。 

当 PC-DMIS 执行零件程序时，将无法查看为为消息。但是，PC-DMIS 
我将在打印检验报告时为为注释发送到检验报告中。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注释/报告,注释文本 

注注注注：：：：如果需要在检验报告将的划线（或其它字符）插入文本之下，可使用第二个注释行创
建附加的字符行。 
 例如： 
 注释/报告,检验报告注释 
 注释/报告,----------------------------------- 

为一组命令行将在检验报告中创建一个 检验报告注释 行。“ ”  

输入 

与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者者者者选项相似，输输输输入入入入选项允许我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文本。除了显示包这先前输入
文本的消息框外，还将显示一个注释框。通过它，我可以输入将写入检验报告的数字信息
。 

对于我我在执行零件程序时输入零件号或序号的用户，此选项特别有用。消息框将提示我
输入必需的数字（如序号），然后在检验报告中显示此数字。 

要使用 输入 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要插入此选项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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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菜单选项。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将出现。 

3. 选择输输输输入入入入选项。 

4. 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输入所需文本。 

5. 当输入全部注释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关闭对话框。  

输入还将赋值到在命令左底指定的变量。该变量将窗强制为属于字符端类型。然后，可以
在允许表达式的如何位置使用该变量。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注释 ID = 注释/输入, 注释文本 

编制文档 

此选项使我能够在内部程序中添加文本。除了记目程序员的注释之外，它不用于其它如何
目的。而的，它不我发送到检验报告中，在执行时不我显示如何内窗。它仅为我提供一个
在 编辑 窗口中编制文档的选项。“ ”  

要使用 编制文档 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要插入文本的位置。“ ”   

2. 选择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菜单选项。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将出现。 

3. 选择编编编编制制制制文文文文档档档档选项。  

4. 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输入所需文本。 

5. 当输入全部注释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关闭对话框。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注释/文档,注释文本 

是/否 

与操作者选项相似，是是是是/否否否否选项允许我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显示文本。除了显示包这先前输入
文本的消息外，还将显示是是是是和否否否否让用户进行选择。为样，我就可以向用户询问简单问题，
对为为问题的回否将出现在零件程序中，可以通过注释的标识来访问。例如，如果注释的
标识为 
C1，当单击是是是是按钮时，表达式“C1.INPUT 的值将为 是 。如果单击” “ ” 否否否否按钮，表达式“C1.IN
PUT 的值将为 否 。对于我我对 是 或 否 回否进行分支或循环的用户，此选项本常有用” “ ” “ ” “ ”
。 

要使用是是是是/否否否否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编辑 窗口中要插入 注释“ ” “ /是否 命令的位置。”  

2. 选择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菜单选项。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对话框将出现。 

3. 选择是是是是/否否否否选项。 

4. 在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键入所需文本。 

5. 当键入全部注释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关闭对话框。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注释标识 = 注释/是否, 注释文本 

注释文本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包这我我我与如下所示的 注释类型 选项一起显示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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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者 

报告 

编制文档 

输入 

是/否 

插入外部对象插入外部对象插入外部对象插入外部对象 
要向报告中添加外部对象，请参请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 ”  

插入打印命令插入打印命令插入打印命令插入打印命令 
PC-DMIS 
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打印“ ” “ /报告 命令，标记并执行该命令时可以将 编辑 窗口的内窗” “ ”
发送到定义的输出目标（打印机或文件）。 

要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 打印“ /报告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单击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工具栏中的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使 PC-DMIS 进入命令模式。 

3. 选择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命命命命令令令令菜单选项（或在所需的位置输入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并按 TAB 键）。PC-
DMIS 将显示 打印“ /报告 命令以及还种可以配置的选项。”  

打印“ /报告 命令用来控制从零件程序中打印 编辑 窗口报告。” “ ” PC-DMIS 
在执行零件程序过程中到达该命令时，将生成一个报告并发送到指定的输出目标。 

注注注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提供的所有选项（除了 DMIS 
输出选项）均可以通过该命令获获。 

有关打印 编辑 窗口的一般信息，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打印 编辑 窗口 主题“ ” “ ” “ ‘ ’ ”
。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打印打印打印打印////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命令的语法命令的语法命令的语法命令的语法    

命令的语法如下所示： 
打印/报告,到文件=开,TOG1,$ 

到打印机=关,草稿模式=关,$ 

先前运行=TOG2 

到到到到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使用该选项可以指定是否将打印的报告发送到文件（开开开开代表是，关关关关代表否）。 

TOG1：为是一个切换字段，控制在打印到文件时进行的操作。提供的选项为附附附附加加加加/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替替替替代代代代/提提提提示示示示。根据所选的选项，在 TOG1 字段的右底我出现不同的信息。 

附附附附加加加加= 
使用该选项可以将报告信息附加到指定的文件名。选择附附附附加加加加选项后，该关
键字后面跟着文件名字段，例如 附加“ =D:\REPORTS\FILE001.RTF 。注防”
，必此指定完整的路径；否则，PC-DMIS 
将采用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此外，如果文件不存在，将在执行 打印“ /报
告 命令时创建。”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656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使用该选项可以使 PC-DMIS 
自动生成报告文件名。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后，该关键字后面跟着一个数字字段
，例如 自动“ =10 。生成的文件名将与零件程序同名，后面附加数字索引”
和 .RTF 
扩扩名。此外，生成的文件将位于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如果存在与生成
的文件名同名的文件，自自自自动动动动选项将增大索引，直到成为唯一的文件名。 

替替替替代代代代= 
使用该选项可以使用报告信息替代指定的文件名。选择替替替替代代代代选项后，该关
键字后面跟着文件名字段，例如 替代“ =D:\REPORTS\FILE001.RTF 。注防”
，必此指定完整的路径；否则，PC-DMIS 
将采用零件程序所在的目目。此外，如果文件不存在，将在执行 打印“ /报
告 命令时创建。”  

提提提提示示示示 使用该选项可以使 PC-DMIS 
通过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对话框向用户询问要将报告信息写入的文件名。 

到到到到打打打打印印印印机机机机= 
使用该选项可以指定是否将打印的报告发送到打印机（开开开开代表是，关关关关代表否）
。 

草草草草稿稿稿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使用该选项可以打开或关闭草稿模式打印。 

先先先先前前前前运运运运行行行行= 
该选项在从循环中使用 打印“ /报告 命令时模其有并。如果在一还执行中，这个”
特征测量了多还，将保存该特征以前的测定数据的实例。使用 TOG2 使 PC-
DMIS 删除（删删删删除除除除实实实实例例例例）或保留（保保保保留留留留实实实实例例例例）已保存的测定数据。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打印打印打印打印////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要编辑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的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打印“ /报告 命令行上。”  

2. 按 F9。 

3. 进行所需的更改。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我我注防到 PC-DMIS 
更新该命令，以便符合我的更改。注防，为与直接从 编辑 窗口的“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菜菜菜菜单单单单“ ” 中访问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不同。直接从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菜菜菜菜单单单单“ ” 访问该对话框不我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打印“ ” “ /报告 命”
令。 

注注注注：：：：在零件程序中可以多还使用 打印“ /报告 命令。”  

注注注注：：：： 打印“ /报告 命令是”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包这的信息的唯一实例。因此，从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
框中选择的但不使用 打印“ /报告 命令的选项，将独立于如何 打印” “ /报告 命令，在零件程序”
执行完成后我影在打印。 

插入换页命令插入换页命令插入换页命令插入换页命令 
PC-DMIS 
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换页 命令。该命令使报告的打印页在标记并执行 换页 命令时“ ” “ ” “ ”
从打印机中退出。 换页 命令在输出到文件时在有影在。“ ”  

要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换页 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 “ ”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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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工具栏中的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使 PC-DMIS 进入命令模式。 

3. 选择换换换换页页页页菜单选项（或在所需的位置输入换换换换页页页页并按 TAB 键）。PC-DMIS 
将显示 换页 命令。“ ”  

定义和保存视图集定义和保存视图集定义和保存视图集定义和保存视图集 
我可以创建不同的 图形显示 窗口视图，并将其保存下来在以后引用。利用“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集集集集菜
单选项可以保存无限个视图。为为视图称为视图集。 

要保存当前视图，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保保保保存存存存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集集集集菜单选项。此时将显示一个将出框，提示 输入要“
保存的视图名 。”  

2. 在将出框中键入视图的所需名称（最多 19 个字符）。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PC-DMIS 
将当前视图集的名称设置为我通过插入“=视图集 命令选择的名称。”  

我可以通过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工具栏的视视视视图图图图列表中选择视图集或使用回回回回调调调调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集集集集菜单选项，快速回调
已创建的视图集。 

回调保存回调保存回调保存回调保存的视图集的视图集的视图集的视图集 
选择回回回回调调调调视视视视图图图图集集集集菜单选项将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回调“ ” “ /视图集 命令。如果标记并执行该命”
令，PC-DMIS 将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保存的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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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件输入使用文件输入使用文件输入使用文件输入/输出输出输出输出 

使用文件输入使用文件输入使用文件输入使用文件输入////输出输出输出输出：：：：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如何在零件程序中输入和输出信息。提供的菜单选项可以在读取或写入的模式
下打开文件。然后，可以在为为文件中读取或写入数据。利用文件 I/O 
命令，可以从外部文件中读取数据，并将其用于零件程序。此外，使用为为命令还可以将
测量和公差信息写回外部文件中。我还可以使用为为命令执行其它文件操作。  

注注注注：：：：样例代码中在发生循环或分支时使用了缩进，以便清以地显示为这个条件分配的语句
。在实际的 编辑 窗口代码中，不我显示如何缩进。“ ”  

本部分详细介该为为文件 I/O 
操作，包此每种操作的有并示例。为为示例中使用的项目在 使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和 使“ ” “
用表达式和变量 部分介该。”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了解基本的文件 I/O 概念 

•  打开文件进行读取或写入 

•  读取或写入后关闭打开的文件 

•  读取文件中的字符 

•  读取文件中的行 

•  读取文件中的文本块 

•  读取定界符之前的文本 

•  将字符写入文件 

•  将行写入文件 

•  将文本块写入文件 

•  在文件开头放置文件指针 

•  保存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 

•  回调保存的文件指针位置 

•  复制文件 

•  移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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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文件 

•  检查文件是否存在 

•  显示文件对话框 

了解基本的文件了解基本的文件了解基本的文件了解基本的文件 I/O  I/O  I/O  I/O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检检检检查查查查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存存存存在在在在：：：： 
对于所有文件 I/O 操作，我可能首先要检查文件是否存在。该检查应加入 IF / THEN 
循环，以便在检查曲败后可以通如用户。在写入文件时，必此先在 Windows 
环境中创建该文件。 

参请检查文件是否存在。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和和和和关关关关闭闭闭闭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要读取或写入文件，需要首先在系统进程中打开该文件。该如务可以通过为文件分配一个
变量（称为文件指针）实现。在打开文件时，可以指定打开文件是用于读取、写入（覆覆
）还是附加。文件打开后，我即可读取或写入。处理完文件后，应关闭文件指针，为样可
关闭文件以便供其它系统进程访问。不能打开已存其它进程打开的文件。  

参请打开文件进行读取或写入和读取或写入后关闭打开的文件。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指指指指针针针针和和和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文件指针是指向文件的变量。文件指针存储打开的文件的名称和位置，然后用于读取或写
入该文件。文件打开并设置到文件指针后，指针的作用类似字处理程序中的光标。用于指
示我在文件中当前读取或写入的位置。  

•  如果要对文件进行附加操作，通常我我文件指针在文件的结文。  

•  如果要读取或覆覆文件，文件指针通常应位于文件的开头。 

写写写写入入入入或或或或读读读读取取取取时时时时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定定定定界界界界符符符符 
在写入数据时，应考不使用定界符分隔还数据段。为样可以便于将数据读回零件程序。定
界符可以是如防字符或字符端。例如，均定我有一个点 PNT1，其 X、Y 和 Z 测定值为 
2.5,4.3,6.1。使用类似如下代码，可以很窗很将为为值利用使号定界符分隔写入数据文件： 

文件/写入行,FPTR,PNT1.X + "," + PNT1.Y + "," + PNT1.Z 

在读取数据时，可以使用指定的定界符分隔接询的数据，并将数据存入变量供以后使用。
例如，均定要读入上面所列的 X、Y 和 Z 
值。为为值应在一个如下所示的文本行中：2.5,4.3,6.1。我可以使用使号分隔文本，并使用
类似如下的代码行将为为值存入相应的变量： 

V1=文件/读取行,FPTR,{ValX}+","+{ValY}+","+{ValZ} 

然后，可以将 ValX、ValY 和 ValZ 作为零件程序中的这通变量使用。ValX 将包这 
2.5，ValY 将包这 4.3，ValZ 将包这 6.1。 

打开文件进行读取或写入打开文件进行读取或写入打开文件进行读取或写入打开文件进行读取或写入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在执行零件程序时打开文盘文件。“ ”   

我可以仅为查看信息打开文件，也可以为添加和保存信息打开文件。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指针名> =文件/打开,<文件名>,<打开模式> 
<文件指针名> 它是用户选择的文件指针标识，用于访问

打开的文件。此标识用于在其它文件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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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中引用打开的文件。 
<文件名> 它是要打开的文盘文件的文件名。 
<打开模式> 文件的打开模式。文件可以按以下模式打

开：读取、写入或附加。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打开 命令上。“ ”  

3. 按 F9。 
文件打开的样例代码文件打开的样例代码文件打开的样例代码文件打开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打开 TEST.TXT 文件进行读取、写入和附加，然后将文件名存储到文件指针 
FPTR。 

FPTR=文件/打开,C:\PCDMIWS\TEST.TXT,读取 

FPTR=文件/打开,C:\PCDMIW\TEST.TXT,写入 

FPTR=文件/打开,C:\PCDMIW\TEST.TXT,附加 

注防，我可以使用将完整路径作为输入的输入注释，并在 文件“ /打开 命令中使用该输入。”
使用 文件“ /对话框 命令也可以完成该如务。参请以下示例：”  

C1=注释/输入,键入文件的完整路径和名称。 

V1=文件/对话框,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 

FPTR=文件/打开,C1.INPUT,读取 

FPTR=文件/打开,V1,读取 

参请显示文件对话框。 

读取或写入后关闭打读取或写入后关闭打读取或写入后关闭打读取或写入后关闭打开的文件开的文件开的文件开的文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关关关关闭闭闭闭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用于在执行零件程序时关闭已打开“ ”
的文盘文件。通过关闭文件，可以释放在打开文件所占用的本源，并的将提交已对文盘文
件作出的所有更改。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关闭, <文件指针名> 

<文件指针名> 此标识用于标识文件，它在文件打开时创
建。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关闭 命令上。“ ”  

3. 按 F9。 
文件关闭的样例代码文件关闭的样例代码文件关闭的样例代码文件关闭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关闭为文件指针 FPTR 分配的文件。  

文件/关闭,FP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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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文件中的字符读取文件中的字符读取文件中的字符读取文件中的字符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字字字字符符符符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放入一条命令，以便从文件中读取 文件指针名 字“ ” “ ”
段（参请以下语法）中指定的单个字符，并将该字符赋值到在 变量名 字段中指定的变量“ ”
。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变量名> = 文件/读取字符,<文件指针名> 
<文件指针名> 此标识用于打开文件。 
<变量名> 为是将接询该字符的变量的名称。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读取字符 命令上。“ ”  

3. 按 F9。 
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    

参考以下示例，从数据文件中读入一行，一还读取一个字符，直到如到空格。 

V1=文件/存在,test.txt 

IF/V1<>0 

注释/操作者,可以读取数据文件。单击 确定 序序。“ ”  

赋值/V3 = "" 

FPTR=文件/打开,D:\Program Files\pcdmis35\test.txt,读取 

DO/ 

V2=文件/读取字符,FPTR 

赋值/V3 = V3+V2 

UNTIL/V2 == " " 

文件/关闭,FPTR 

注释/操作者,"文件中文本行的第一个字为：" + V3 

END_IF/ 

ELSE/ 

注释/操作者,无法读取数据文件。程序将退出。 

转到/终止 

END_ELSE/ 

终止=标号/ 

程序/终止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V1=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存存存存在在在在 
该行检查指定的文件是否存在。文件必此位于 PC-DMIS 
所在的目目，该代码才有并，否则，包这文件的行还必此包这文件的完整路径
。V1 接询文件检查的结果。如果存在，则为本零值；面之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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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V1<>0 
该行接受 V1 
的值，检查结果是否为本零值。如果是，则出现注释，表明可以开始读取。如
果等于零，零件程序将终止。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V3 = "" 
该行创建一个空字符端，并将其赋给 
V3。代码使用该变量，通过分别读入的字符构造字符端。如果不创建空字符
端，V3 将为默认值 0。 

FPTR=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打打打打开开开开 
该行打开指定的文件进行读取，并将其分配给默认的文件指针 FPTR。 

DO 
该行开始 DO / UNTIL 
循环。该行然定 文件“ /读取字符 代码，以便可以一” 还一个连序读入字符。循环
在读入空格字符时退出。 

V2=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字字字字符符符符,FPTR 
该行从然定到文件指针 FPTR 的打开文件中读入一个字符。字符存储在变量 
V2 中。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V3 = V3+V2 
该行使用空的 V3 变量将字符端 V3 与 V2 端联，然后将值重新赋给 
V3。所以，在以后运行 DO/UNTIL 循环时，V3 将增加一个字符。 

UNTIL/V2 == " " 
该行在 文件“ /读取字符 代码从打开的文件中如到空格字符时终止”  DO / UNTIL 
循环。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关关关关闭闭闭闭,FPTR 
该行关闭打开的数据文件，以供其它系统进程访问。代码的即即部分完成运行
，并在操作者注释中显示数据文件中的第一个字。 

读取文件中的行读取文件中的行读取文件中的行读取文件中的行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行行行行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放入一条命令，以便在执行过程中从指定文件读取特“ ”
定行。此命令我将变量标识所指定的变量设置为 1（真）或 
0（均），以指示调用是成功（真）还是曲败（均）。此命令所需的表达式可用于界定读入
的行，并自动使用从文件读入的数据轴本变量和引用。输入文件中的信息将读至下一个回
在符。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 

<变量名> = 文件/读取行,<文件指针名>,<表达式> 
<变量名> 此名称所标识的变量将接询指示 读取行“ ”

命令成功与否的结果。将返回“OK 或” “EO
F 。”  

<文件指针名> 它是在文件打开时为文件指针指定的名称
。 

<表达式> 它是输入数据的目标变量。输入数据可以
用文本进行界定，以便于分析读入的数据
行。变量和特征引用应该用大此号此起来
。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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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光标放在 读取行 命令上。“ ”  

3. 按 F9。 
读取行的样例代码读取行的样例代码读取行的样例代码读取行的样例代码    

参考以下示例，读取数据文件中的行，一还读取一行，直到 文件“ /读取行 命令如到空行。”
零件程序我显示生成的文本块并退出。 

V1=文件/存在,test.txt 

IF/V1<>0 

注释/操作者,可以读取数据文件。单击 确定 序序。“ ”  

赋值/V3 = "" 

FPTR=文件/打开,D:\Program Files\pcdmis35\test.txt,读取 

DO/ 

V2=文件/读取行,FPTR,{LINE} 

赋值/V3 = V3 + LINE 

注释/操作者,"变量 V3 的当前值为： 

,V3 

UNTIL/V2 == "EOF" 

文件/关闭,FPTR 

注释/操作者,"文本块显示如下：" 

,V3 

END_IF/ 

ELSE/ 

注释/操作者,无法读取数据文件。程序将退出。 

转到/终止 

END_ELSE/ 

终止=标号/ 

程序/终止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大部分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下面仅列出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DO 
该行开始 DO / UNTIL 
循环。该行然定 文件“ /读取行 代码，以便可以一还一行连序读入行。循环在到”
达文件结文时退出。 

V2=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读读读读取取取取行行行行,FPTR,{LINE} 
该行读入所有文本，直到如到回在符。不过，该代码不同于 文件“ /读取字符 将”
文本存储在 V2 中。  

•  该示例中的 V2 
可返回两个值：“OK 或” “EOF 。如果仍存在要读入的行，则返回” “OK 。”
如果已到达文件结文，则返回“EOF 。”   

•  {LINE} 
代码是用户输入的变量，用于存储实际文本。该代码使用大此号此起来，
通如 PC-DMIS 它属于变量，不属于如何分隔文本。如果在有大此号，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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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S 
将在文件中搜索字符端“LINE ，并的仅返回” “LINE 之后、回在符之前的文”
本。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V3 = V3+LINE 
该行使用空的 V3 变量将字符端 V3 与 LINE 
端联，然后将端联后的值重新赋给 V3。所以，在以后运行 DO/UNTIL 
循环时，V3 将增加一行。 

UNTIL/V2 == "EOF" 
该行测试 DO / UNTIL 
循环的条件。 文件“ /读取行 代码如到文件结文后，循环将退出。程序流退出循”
环后，代码的即即部分完成运行，并在操作者注释中显示整个代码块。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以下命令行： 
结果 = 文件/读取行,F1, "零件标识："   + {V1} 
我将出现在读入行中 零件标识： 之后的所有文本赋给“ ”  V1。该行将从以 F1 
为文件指针名而打开的文件中读入。读取的结果（成功或曲败）将存储在变量结果中。 
 
以下命令行： 
文件/读取行,F1, "位置："+{VARX}+ ","+{VARY}+ ","+{VARZ}+ ","+{VARI}+ 
","+{VARJ}+ ","+{VARK} 
赋值/CIR1.XYZ = MPOINT(VARX, VARY, VARZ) 
赋值/CIR1.IJK = MPOINT(VARI, VARJ, VARK) 
将读入 位置： 字符端后以使点分隔的文本，并将值存储为“ ”  CIR1 的 X, Y, Z, 和 I, J, K 值。 
 
以下命令行： 
文件/读取行,F1, "值 # " + loopvar + " : " + {var2} 将使用将号之后出现的文本轴本 
var2。此示例中的 loopvar 变量不及大此号，因此属于分隔文本。 

读取文件中的文本块读取文件中的文本块读取文件中的文本块读取文件中的文本块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块块块块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放入一条命令，以便在执行过程中从打开的文件读取“ ”
字符块。读入的字符数量用大小参数来指定。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变量名>=文件/读取块,<fptrname>,<大小> 
<变量名> 此标识所标识的变量将接询指示读取块操

作成败与否的值。 
<fptrname> 它是在文件打开时为文件指针指定的名称

。 
<大小> 它是要读取的字符数。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读取块 命令上。“ ”  

3. 按 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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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块的样例代码读取块的样例代码读取块的样例代码读取块的样例代码    

均定我有多个外部数据文件，包这还种零件数据，每个文件的前几个字符指示文件的内窗
。我可以使用 文件“ /读取块 命令仅读取前几个字符，” 然后再测定读入和处理每一行。参考
以下代码： 

C3=注释/输入,请键入要搜索的文件代码的名称。 

赋值/BLOCKSIZE = LEN(C3.INPUT) 

赋值/FILECODE = C3.INPUT 

DO/ 

C1=注释/输入,请键入完整的路径、 

、文件名和扩扩名用于 

要处理的文件。 

,键入 [Q] 退出。 

IF/C1.INPUT== "Q" OR C1.INPUT=="q" 

注释/操作者,我已选择退出。程序正在终止。 

转到/终止 

END_IF/ 

V1=文件/存在,C1.INPUT 

IF/V1<>0 

注释/操作者,"数据文件 [" + C1.INPUT + "] 存在。单击 确定 序序。“ ” " 

FPTR=文件/打开,C1.INPUT,读取 

V2=文件/读取块,FPTR,BLOCKSIZE 

文件/关闭,FPTR 

IF/V2<>FILECODE 

注释/操作者,"文件的代码 [" + V2 + "] 与" 

,"文件代码 [" + FILECODE + "] 不匹配。"  

END_IF/ 

UNTIL/V2==FILECODE 

注释/操作者,"文件 [" + C1.INPUT + "] 是匹配值。" 

,"文件的代码 [" + V2 + "] 与" 

,"文件代码 [" + FILECODE + "] 不匹配。" 

注释/操作者,程序将处理文件。 

END_IF/ 

ELSE/ 

注释/操作者,"数据文件 [" + C1.INPUT + "] 
不存在。请重新本试使用现有的数据文件。" 

转到/终止 

END_ELSE/ 

终止=标号/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667

程序/终止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的部分内窗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BLOCKSIZE = LEN(C3.INPUT) 
该行创建用户定义的变量 BLOCKSIZE，包这等于 C3.INPUT 
中的字符数的整数。该整数将作为要读入的字符块的大小。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FILECODE = C3.INPUT 
该行创建 FILECODE 变量，并将 C3.INPUT 的值赋给该变量。 

C1=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该注释将用户输入的完整路径存储到 C1.INPUT 变量。 

V1=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存存存存在在在在,C1.INPUT 
该行检查 C1 注释中定义的文件名是否存在。 

DO/ 
该行开始 DO / UNTIL 
循环。该行然定代码块，使用户可以指定要读取的文件。该行将序序循环，直
到为 FILECODE 变量指定的文本与从文件读取的文本匹配。 

V2=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块块块块,FPTR,BLOCKSIZE 
该行读取 BLOCKSIZE 变量中包这的整数个字符。然后，文本存储到 V2 
变量。 

IF/V2<>FILECODE 
该行开始 IF / END IF 代码块，测试 V2 变量中的文本与 FILECODE 
变量中存储的文本是否匹配。如果匹配，程序序序运行。否则，将显示一条消
息，表明两个代码不匹配。 

UNTIL/V2==FILECODE 
该行检查 DO / UNTIL 循环的条件，确定 V2 变量中的文本与 FILECODE 
变量中的文本是否匹配。如果语句的值为均，DO 
循环将再还运行，使用户可以选择其它文件名。如果语句的值为真，将退出循
环，程序显示一条消息表明匹配。PC-DMIS 
将序序从指定的数据文件中读取每个数据行。 

读取定界符之前的文本读取定界符之前的文本读取定界符之前的文本读取定界符之前的文本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至至至至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放入一条命令，以便在执行过程中从指定文件读取直“ ”
到给定定界符的所有文本。此命令所读取的所有文本上将放入指定的目标变量。当 PC-
DMIS 如到以下对象，该命令将窗止读取文本： 

•  定义的定界符 

•  回在 

•  换行字符 

如果达到文件的窗文，目标变量将设置为“EOF （文件窗文）。”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变量名> = 文件/读取至,<fptrname>,<定界符> 
<变量名> 它是目标变量的名称。 
<fptrname> 它是在文件打开时为文件指针指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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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界符> 它是包这零个或更多个定界符的字符端。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 /读取 命令上。”  

3. 按 F9。此时将打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I/O对话框。  

当显示该对话框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键入变量名，该变量将接询读入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标识框的信息。  

2. 在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指指指指针针针针标标标标识识识识框中键入文件指针名。 

3. 在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中键入定界符（务必要将选定定界符用引号引起来）。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读取至的样例代码读取至的样例代码读取至的样例代码读取至的样例代码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在 c:\temp 
目目中有一个名为“sample.txt 的文本文件，该文件的第一行包这以下信息：”  

root:x:0:0:root:/root:/bin/bash 

要将 读取至 命令用于此文件“ ” ，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 文件“ ” “ /打开 命令。”  

2.
 使用所选的文件指针名来给 文件打开 命令命名。此示例将 样例 用作文“ ” “ ”
件指针名。 

文件打开 命令应如下所示：“ ”  

样例     =文件/打开,C:\TEMP\SAMPLE.TXT,读取 

现在，使用 PC-DMIS 
的 读取至 命令定义一为变量，用以调用不同的数据段。此示例使用以下变量来查找用作“ ”
定界符的“: （不及引号）。”  

用户名   =文件/读取至,样例,: 

密码   =文件/读取至,样例,: 

用户       =文件/读取至,样例,: 

为样，当 PC-DMIS 执行为为行时，它将设置 

用户名 = root 

密码 = x 

用户 = 0 

要在执行过程中将以下设置显示于屏幕上，可以使用如下所示的操作者注释： 

注释/操作者,以下文本从 sample.txt 中读入 

,用户名: 

,用户名 

,密码: 

,密码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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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将字符写入文件将字符写入文件将字符写入文件将字符写入文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写写写写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写写写写入入入入字字字字符符符符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执行时将单个字符输出“ ”
到文盘文件。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写入字符,<fptrname>,<表达式> 

<fptrname> 它是在文件打开时所指定的文件指针名。 
<表达式> 它是要写入文件的字符。如果表达式求值

结果为多个字符，则只写入第一个字符。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写入字符 命令上。“ ”  

3. 按 F9。 

写入字符的样例代码写入字符的样例代码写入字符的样例代码写入字符的样例代码    

参考以下代码，将用户提供的字符端写入数据文件，一还写入一个字符。 

C1=注释/输入,键入要写入的 

,文件名（包此完整路径）。 

FPTR=文件/打开,C1.INPUT,写入 

C2=注释/输入,键入要发送到文件的内窗。 

,为将发送字符端，一还发送 

,一个字符。 

赋值/COUNT = 0 

赋值/LENGTH = LEN(C2.INPUT) 

DO/ 

赋值/WRITETHIS = MID(C2.INPUT,COUNT,1) 

文件/写入字符,FPTR,WRITETHIS 

赋值/COUNT = COUNT +1 

UNTIL/COUNT == LENGTH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的部分内窗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FPTR=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打打打打开开开开,C1.INPUT,WRITE 
该行打开 C1 注释中指定的文件进行写入，并将其分配给文件指针 
FTPR。该文件的所有数据均将窗覆覆，只要文件指针从数据文件的开头开始
。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COUNT = 0 
该行为用户定义的变量 COUNT 
赋优值零。用于循环，输出字符端，一还输出一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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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赋赋赋值值值值/LENGTH = LEN(C2.INPUT) 
该行使用 LEN( ) 
函数返回字符端的长度。该函数接受一个参数（字符端）。用于计算字符端中
的字符数（包此空格），并返回字符数的整数值。该示例中，用户定义的变量 
LENGTH 用于存储该值。 

DO/ 
该行开始 DO / UNTIL 循环。DO 和 UNTIL 
语句之间的代码将执行到循环条件值为真。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WRITETHIS = MID(C2.INPUT,COUNT,1) 
该行创建用户定义的变量 WRITETHIS，并使用 MID( ) 函数返回 C2.INPUT 
字符端中的子字符端字符，并将其赋给 WRITETHIS。MID( ) 接受内个参数。 

•  参数 1 是获取值的字符端。在该示例中使用 C2.INPUT。 

•  参数 2 是在字符端中获取字符的位置。字符端的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为 
0，第二个位置为 1，第内个位置为 2，还此类推。在该示例中使用变量 
COUNT。 

•  参数 3 是从第二个参数的位置开始获取的字符数。在该示例中使用值 
1（该示例一还仅写入一个字符，所以不必获取更多字符）。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写写写写入入入入字字字字符符符符,FPTR,WRITETHIS 
该行将 WRITETHIS 变量中存储的字符写入文件指针 FPTR 指定的文件。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COUNT = COUNT + 1 
该行接受当前的 COUNT 值，以 1 为增量递增，然后将新值放回 COUNT。 

UNTIL/COUNT == LENGTH 
该行测试 DO / UNTIL 循环的条件。在该示例中，循环将不断递增 COUNT 
变量，直到其值与 LENGTH 变量相同。然后循环将退出，终止程序。 

将行写入文件将行写入文件将行写入文件将行写入文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写写写写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写写写写入入入入行行行行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执行时将一行文本输出到“ ”
文盘文件中。使用表达式语法可将变量和零件程序信息输出到文件中。回在将自动附加到
写出的文本。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写入行,<fptrname>,<表达式> 

<fptrname> 它是在文件打开时所指定的文件引用名。 
<表达式> 它是要写入文件的文本。此字段中可以使

用表达式。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写入行 命令上。“ ”  

3. 按 F9。 

写入行的样例代码写入行的样例代码写入行的样例代码写入行的样例代码    

均定我要将这为测定 XYZ 
值导出到数据文件。以下代码使我可以输入特征标号和数据文件，并将该特征的 X、Y 和 
Z 数据发送到数据文件。 

C1=注释/输入,键入要使用的特征的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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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注释/输入,键入要写入 

,文件名（包此完整路径）。 

FPTR=文件/打开,C2.INPUT,附加 

赋值/FEATNAME = C1.INPUT 

赋值/ALLVALS = FEATNAME.X + "," + FEATNAME.Y + "," + FEATNAME.Z 

注释/操作者,"要写入的文本为：" + ALLVALS 

文件/写入行,FPTR,ALLVALS 

文件/关闭,FPTR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的部分内窗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FPTR=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打打打打开开开开,C2.INPUT,APPEND 
该行打开 C1 注释中指定的文件进行附加，并将其分配给文件指针 
FTPR。如果将 附加 更改为 写入 ，数据文件中的现有内窗将窗覆覆。“ ” “ ”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FEATNAME = C1.INPUT 
该行将 C1.INPUT 中的特征标号字符端赋给用户定义的变量 FEATNAME。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ALLVALS=FEATNAME.X+","+FEATNAME.Y+","+ FEATNAME.Z 
该行将 FEATNAME.X、FEATNAME.Y、FEATNAME.Z 
的值赋给用户定义的变量 ALLVALS，即现在该变量存储 C1 
输入注释中键入的特征标号的 X、Y 和 Z 值，将 C1.INPUT 
中的特征标号字符端赋给用户定义的变量的 FEATNAME。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写写写写入入入入行行行行,FPTR,ALLVALS 
该行将 ALLVALS 中包这的值写入文件指针 FTPR 指定的文件。 

将文本块写入文件将文本块写入文件将文本块写入文件将文本块写入文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写写写写入入入入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写写写写入入入入块块块块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执行时将一个文本块输出“ ”
到文盘文件中。使用表达式语法可将变量和零件程序信息输出到文件中。与 写入行 命令“ ”
不同， 写入块 命令不在窗文附加回在。“ ”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写入块,<fptrname>,<表达式> 

<fptrname> 它是在文件打开时所指定的文件引用名。 
<表达式> 它是要写入文件的文本。此字段中可以使

用表达式。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写入块 命令上。“ ”  

3. 按 F9。 

写入块的样例代码写入块的样例代码写入块的样例代码写入块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将用户输入的内窗写入输入注释，附加一个将号作为定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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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注释/输入,键入如防字符端。PC-DMIS 
将将加一个将号（用于分隔），并将字符端写入所选的文件。 

C2=注释/输入,键入要写入 

,文件名（包此完整路径）。 

FPTR=文件/打开,C2.INPUT,附加 

赋值/WRITETHIS = C1.INPUT + ":" 

注释/操作者,"要写入的文本为：" + WRITETHIS 

文件/写入行,FPTR,WRITETHIS 

文件/关闭,FPTR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的部分内窗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FPTR=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打打打打开开开开,C2.INPUT,附附附附加加加加 
该行打开 C1 注释中指定的文件进行附加，并将其分配给文件指针 FTPR。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WRITETHIS = C1.INPUT + ":" 
该行向 C1.INPUT 
中包这的文本附加一个将号，并将新字符端赋给用户定义的变量 
WRITETHI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写写写写入入入入行行行行,FPTR,WRITETHIS 
该行将 WRITETHIS 中包这的值写入文件指针 FTPR 
指定的文件。然后，我可以使用将号作为定界符从文件中读入文本。 

在文件开头放置文件指针在文件开头放置文件指针在文件开头放置文件指针在文件开头放置文件指针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定定定定位位位位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参参参参回回回回开开开开头头头头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我将文件指针定位到文件流“ ”
的开头。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参回,<fptrname> 

<fptrname> 它是要重定位到文件开头的文件指针的名
称。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参回开头 命令上。“ ”  

3. 按 F9。 

参回开头的样例代码参回开头的样例代码参回开头的样例代码参回开头的样例代码    

参考以下示例，从外部文件中读入数据，一还读入一行。在每一行之后，我可以选择从头
开始，从文件的开头读取。以下说明如何使用 文件“ /参回 命令。”  

C1=注释/输入,请键入要读取的文件 

,（包此完整路径） 

V1=文件/存在,C1.INPUT 

IF/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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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PTR=文件/打开,C1.INPUT,读取 

C2=注释/是否,我是否要从开头读取？ 

IF/C2.INPUT == "是" 

文件/参回,FPTR 

END_IF/ 

V2=文件/读取行,FPTR,{LINE} 

注释/操作者,"当前行为：" + LINE 

UNTIL/V2=="EOF" 

END_IF/ 

文件/关闭,FPTR 

注释/操作者,程序正在退出。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的部分内窗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C2=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该行询问我是否要从文件的开头开始读取。将 是“ /否 的回否存储到变量”  
C2.INPUT。 

IF/C2.INPUT == "是是是是" 
该行开始执行 IF / END IF 命令块。测试 C2.INPUT 
的条件值是否为 是 。如果条件为真，“ ” PC-DMIS 将执行 IF 
语句后面的行。如果条件为均，PC-DMIS 将执行 END_IF 语句后面的代码。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参参参参回回回回,FPTR 
该行将文件指针参回数据文件的开头。  

END_IF/ 
该行退出 IF / END IF 代码块。  

保存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保存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保存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保存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定定定定位位位位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位位位位置置置置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保存文件指针当前在“ ”
文件流中所处的位置。所保存的位置可以在随后使用 回调文件位置 命令来回调。“ ”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保存位置,<fptrname> 

<fptrname> 它是将保存文件位置的文件指针的名称。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保存文件位置 命令上。“ ”  

3. 按 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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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保存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保存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保存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    

参考以下示例，从外部文件中读入数据，一还读入一行。在每一行之后，我可以选择保存
文件位置，以便以后回调。以下说明如何使用 文件“ /保存位置 命令。”  

C1=注释/输入,请键入要读取的文件 

,（包此完整路径） 

V1=文件/存在,C1.INPUT 

IF/V1<>0 

DO/ 

FPTR=文件/打开,C1.INPUT,读取 

C2=注释/是否,是否要保存文件位置，以便以后回调？循环将退出。 

IF/C2.INPUT == "是" 

文件/保存位置,FPTR 

转到/退出循环 

END_IF/ 

V2=文件/读取行,FPTR,{LINE} 

注释/操作者,"当前行为：" + LINE 

UNTIL/V2=="EOF" 

END_IF/ 

文件/关闭,FPTR 

退出循环=标号/ 

注释/操作者,我已窗止读取。 

程序/终止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与参回开头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C2=注注注注释释释释/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该行询问我是否要存储当前文件位置并退出循环。将 是“ /否 的回否存储到变量”  
C2.INPUT。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保保保保存存存存位位位位置置置置,FPTR 
该行将文件指针的位置存储在文件流中。  

只要在同一零件程序中打开文件指针名相同的同一文件，我可以回调存储的文件位置，并
在我离开的位置序序读取。要序序该示例，请参请回调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主题。 

回调保存的文件指针位置回调保存的文件指针位置回调保存的文件指针位置回调保存的文件指针位置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定定定定位位位位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 
回回回回调调调调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回调先前保存的文件位“ ” 置。使
用 保存文件位置 命令来保存已打开文件中的位置。“ ”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回调位置, <fpt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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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trname> 它是将回调文件位置的文件指针的名称。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回调文件位置 命令上。“ ”  

3. 按 F9。 

回调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回调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回调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回调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    

以下示例打开以前关闭的文件，使用以前的文件指针，并回调存储的文件指针保存位置。
然后从该位置读入数据。以下代码说明如何使用 文件“ /回调位置 命令，并序序保存文件位”
置的样例代码主题中提供的样例代码。 

注释/操作者,程序现在将回调存储的文件位置。 

FPTR=文件/打开,C1.INPUT,读取 

文件/参回,FPTR 

注释/操作者,要测试，文件已参回。 

,将读入第一行以测试参回。 

V3=文件/读取行,FPTR,{LINE} 

注释/操作者,第一行为： 

,LINE 

文件/参回,FPTR 

文件/回调位置,FPTR 

注释/操作者,以前存储的文件位置已回调。 

,现在将输出该行存储位置的数据。 

V4=文件/读取行,FPTR,{STORED} 

注释/操作者,存储位置的文本为： 

,STORED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与参回开头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回回回回调调调调位位位位置置置置,FPTR  
该行回调文件流中为文件指针 FPTR 存储的文件指针位置。 

V4=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读读读读取取取取行行行行,FPTR,{STORED} 
该行读入存储的文件指针位置之后的下一行，并将其赋给用户定义的变量 
STORED。该变量将在下一个操作者注释中输出。 

复制文件复制文件复制文件复制文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复复复复制制制制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 ” 执行时断生文件复制操
作。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复制,<源文件名>,<目标文件名>,<替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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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件名> 它是源文件（要从其中复制的文件）的名
称。 

<目标文件名> 它是目标文件（要复制到的文件）的名称
。 

<替换模式> 它是当目标文件已如存在时所执行的操作
。目标存在时的两种模式为覆覆或曲败。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复制 命令上。“ ”  

3. 按 F9。 

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要求输入要复制的文件名以及要复制到的目标目目和文件。 

C1=注释/输入,请键入要复制的文件。 

,（包此完整文件路径） 

C2=注释/输入,请键入目标文件名。 

,（包此完整文件路径） 

V1=文件/存在,C1.INPUT 

IF/V1<>0 

注释/操作者,存在要复制的文件。正在进行复制。 

文件/复制,C1.INPUT,C2.INPUT,如果目标存在则曲败 

V2=文件/存在,C2.INPUT 

IF/V2==0 

注释/操作者,"以下文件不存在：" + C2.INPUT 

,正在终止复制。 

程序/终止 

END_IF/ 

ELSE/ 

注释/操作者,文件复制成功。 

程序/终止 

END_ELSE/ 

END_IF/ 

注释/操作者,要复制的文件不存在。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大部分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C1=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该行接受要复制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并将其存入 C1.INPUT 变量。 

C2=注注注注释释释释/输输输输入入入入 
该行接受目标文件的完整路径，并将其存入 C2.INPUT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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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复复复复制制制制,C1.INPUT,C2.INPUT,如如如如果果果果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存存存存在在在在则则则则曲曲曲曲败败败败 
该行将原文件复制到目标文件。该命令接受内个参数。  

· 参数 1 为 C1.INPUT。该参数是要复制的文件的完整路径。  

· 参数 2 为 C2.INPUT，即目标文件的完整路径。  

· 参数 
3，在该示例中，如果如到与目标文件名称相同的现有文件，则放就 文件“ /
复制 过程。我可以设置该参数，以便覆覆同名的现有文件。”  

移动文件移动文件移动文件移动文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移移移移动动动动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执行时断生文件移动操“ ”
作。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移动,<旧文件名>,<新文件名> 

<旧文件名> 它是文件的当前位置和名称 
<新文件名> 它是文件的新位置和名称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移动 命令上。“ ”  

3. 按 F9。 

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要求输入要移动的文件名以及要移动到的位置目目和文件名，然后执行文件移动
操作。 

C1=注释/输入,请键入要复制的文件。 

,（包此完整文件路径） 

C2=注释/输入,请键入目标文件名。 

,（包此完整文件路径） 

V1=文件/存在,C1.INPUT 

IF/V1<>0 

注释/操作者,存在要移动的文件。正在移动文件。 

文件/移动,C1.INPUT,C2.INPUT 

V2=文件/存在,C2.INPUT 

IF/V2==0 

注释/操作者,"以下文件不存在：" + C2.INPUT 

,无法正确移动。 

程序/终止 

END_IF/ 

ELSE/ 

注释/操作者,文件移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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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终止 

END_ELSE/ 

END_IF/ 

注释/操作者,原文件不存在。请重试。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大部分与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移移移移动动动动,C1.INPUT,C2.INPUT  
该行将原文件复制到目标文件。该命令接受两个参数。  

· 参数 1 为 C1.INPUT。该参数是要移动的文件的完整路径。  

· 参数 2 为 C2.INPUT，即目标文件的完整路径。  

删除文件删除文件删除文件删除文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删删删删除除除除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执行时断生文件删除操“ ”
作。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文件/删除,<文件名> 

<文件名> 它是要删除的文件的名称。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 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删除 命令上。“ ”  

3. 按 F9。 

文件删除的样例代码文件删除的样例代码文件删除的样例代码文件删除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要求输入文件名，然后删除该文件。 

C1=注释/输入,请键入要删除的文件。 

,（包此完整文件路径） 

V1=文件/存在,C1.INPUT 

IF/V1<>0 

注释/操作者,文件存在。可以删除。 

文件/删除,C1.INPUT 

V2=文件/存在, 

IF/V2==0 

注释/操作者,文件删除成功 

程序/终止 

END_IF/ 

ELSE/ 

注释/操作者,文件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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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终止 

END_ELSE/ 

END_IF/ 

注释/操作者,要删除的文件不存在。选择已存在的文件。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大部分与文件复制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删删删删除除除除,C1.INPUT  
该行将删除原文件。该命令接受一个参数，即要删除的文件名。在该示例中为 
C1.INPUT。  

检查文件是否存在检查文件是否存在检查文件是否存在检查文件是否存在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存存存存在在在在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执行时检查文件是否存在并用所“ ”
获结果设置所提供的变量。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变量名> = 文件/存在,<文件名> 
<文件名> 它是需要检查是否存在于文盘上的文件的

名称。 
<变量名> 它是要设置为检查执行结果的变量的名称

。此变量在文件存在时设置为 
1，在文件不存在时设置为 0。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存在 命令上。“ ”  

3. 按 F9。 

文件存在的样例代码文件存在的样例代码文件存在的样例代码文件存在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要求输入文件名，然后检查该文件是否存在。 

C1=注释/输入,请键入要检查的文件。 

V1=文件/存在,C1.INPUT 

IF/V1<>0 

注释/操作者,文件存在。 

END_IF/ 

注释/操作者,文件不存在。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该代码大部分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V1=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存存存存在在在在,C1.INPUT  
该行检查指定的文件是否存在。文件必此位于 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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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目目，该代码才有并，否则，包这文件的行还必此包这文件的完整路径
。V1 接询文件检查的结果。如果存在，则为本零值；面之为零。 

显示文件对话框显示文件对话框显示文件对话框显示文件对话框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 文件 I/O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条命令，此命令将在执行时打开一个文件“ ”
对话框。通过此文件对话框，零件程序操作者可以在运行时选择文件名。所选文件的名称
将存储在指定的变量。 

此命令在 编辑 窗口中的语法为：“ ”  

<变量名> = 文件/对话框,<表达式> 
<变量名> 此名称所标识的变量将设置为用户在文件

对话框中选择的文件的名称。 
<表达式> 它是将显示在文件对话框标题栏上的文本

。 

要访问此 文件“  I/O 命令的关联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光标放在 文件对话框 命令上。“ ”  

3. 按 F9。 

文件对话框的样例代码文件对话框的样例代码文件对话框的样例代码文件对话框的样例代码    

以下代码提供一个对话框，可以选择要删除的文件。 

V1=文件/对话框,选择要删除的文件。 

V2=文件/存在,V1 

IF/V2<>0 

注释/操作者,文件存在。可以删除。 

文件/删除,V1 

V3=文件/存在, 

IF/V3==0 

注释/操作者,文件删除成功 

程序/终止 

END_IF/ 

ELSE/ 

注释/操作者,文件仍存在 

程序/终止 

END_ELSE/ 

END_IF/ 

注释/操作者,要删除的文件不存在。选择已存在的文件。 

该代码大部分与读取字符的样例代码或读取行的样例代码中所述类似。 

下面仅介该该示例独有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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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要要要要删删删删除除除除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该行显示一个对话框，标题为 选择要删除的文件 。我可以浏览到文件，在单“ ”
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时，PC-DMIS 我将所选文件的完整路径赋给 
V1。程序的即即部分将删除所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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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达式和变量使用表达式和变量使用表达式和变量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使用表达式和变量使用表达式和变量使用表达式和变量：：：：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表达式是与 PC-DMIS 
流程控制命令一起使用的
用户定义条件。使用流程
控制语句可以在零件程序
中测试为为条件，并根据
条件是否符合，确定 PC-
DMIS 采取的操作。 

表达式是 PC-DMIS 
完成指定如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表达式和流程控制命令组合使用，可以发挥出 PC-
DMIS 更强大的功能。 

 

本部分介该如何在 PC-DMIS 的 编辑 窗口中创建和使用表达式。要处理表达式，应将“ ”  PC-
DMIS 的 编辑 窗口置于命令模式。为样可以直接查看 编辑 窗口的代码。“ ” “ ”  

本部分查及以下主要的主题： 

•  在零件程序中使用表达式 

•  使用 表达式构造器 创建表达式“ ”  

•  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 

•  了解表达式的组成 

在零件程序中使用表达式在零件程序中使用表达式在零件程序中使用表达式在零件程序中使用表达式 
PC-
DMIS 编辑 窗口的大多数可编辑字段中均允许使用表达式。可编辑字段通常是在 编辑 窗“ ” “ ”
口处于命令模式按 TAB 
键时，以黄色突出显示的字段。更改特征类型的字段不允许使用表达式。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指定自动特征类型的自动特征框（即曲面点、自动圆、自动圆槽等）不允许使用表
达式。 

本主题的子主题提供可用表达式的完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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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表达式值 

要查看表达式的值，将鼠标光标置于该表达式上，保留在该位置至从一秒。将对表达式求
值，并在鼠标光标下方将出一个黄色的小窗口，显示表达式及其当前值。 

仅保留表达式值 

要立即对 编辑 窗口中的表达式求值，应仅保留表达式值：“ ”  

1. 在 编辑 窗口中选择表达式文本。“ ”  

2. 在表达式文本前面加上一个 `（代字号）字符。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设我在数字字段中输入表达式“`1/7 。将立即对该表达式求值，字段中将只保留值”  
(0.143)。 

在分支时使用表达式 

流程控制命令使用表达式测定程序执行的流程。有关何时可以或不可以出现分支的信息，
请参请 使“ 用流程控制分支 部分。”  

在文件输入/输出时使用表达式 

将数据写入外部数据文件或从外部数据文件读取数据时，通常我使用变量和其它表达式，
以便有并地管理和存储或显示数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文件输入“ /输出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表达式构造器表达式构造器表达式构造器表达式构造器””””创建表达式创建表达式创建表达式创建表达式 
PC-DMIS 
允许在 编辑 窗口中创建表达式，只需键入表达式，或使用更加对找的“ ”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
框界面。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菜单选项显示表达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 ” 所有
对话框和菜单选项）。通过该对话框可以创建表达式，并将表达式插入可编辑字段。光标
位于允许使用表达式的字段上时按 F2 键，也可打开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将列出可以用于表达式的所有类型的运算符和函数。  
通过键入创建表达式通过键入创建表达式通过键入创建表达式通过键入创建表达式    

要通过直接在 编辑 窗口中键入创建表达式，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 编辑 窗口置于命令模式。“ ”  

3. 按 TAB 
键将光标移动到要插入表达式的可编辑字段。以黄色突出显示的字段认为
是可编辑字段。 

4. 键入表达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表达式构造器表达式构造器表达式构造器表达式构造器””””创建表达式创建表达式创建表达式创建表达式    

要使用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输入表达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 编辑 窗口。“ ”  

2. 将 编辑 窗口置于命令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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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光标移动到要插入表达式的可编辑字段。 

4. 光标位于可输入表达式的字段上时，按 F2 
键。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将出现。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列出所有类型的运
算符、操作数和函数。以下是可以通过该对话框引用的内窗： 

•  可用的表达式类型 

•  变量 

•  特征 

•  尺寸 

•  坐标系 

•  注释 

5.
 从第一个下拉列表中选择表达式元素。根据我的选择，将出现其
它组合框。 

6. 从 ID 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D。 

7. 从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中选择扩扩名。 

8.
 从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中选择另一个扩扩名。如果表达式可用，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将启用。 

9.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该表达式将出现在编辑框中。 

10.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表达式将出现在 编辑 窗口中光标所在的位置。“ ”  

注注注注：：：：我也可以从菜单栏中打开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方法是访问如如如如果果果果转转转转到到到到对话框，然后单
击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按钮。创建了表达式之后，PC-DMIS 
自动在 编辑 窗口中的下一个有并位置插入表达式。“ ”  

检查表达式是否正确检查表达式是否正确检查表达式是否正确检查表达式是否正确    

当我的光标离开添加表达式的字段时，PC-DMIS 
我本试检查表达式是否正确。如果表达式有问题，我出现表明可能出现无并数字的错误消
息，或表达式文本变为红色。此外，引用不存在的对象的表达式将以红色文本显示。  

因为表达式正确性的测试是在我离开字段时进行，如果一个字段因为引用不存在的对象而
变为红色（例如 CIRCLE1.X），那那即使添加了该新对象（例如 
CIRCLE1），该字段仍将为红色。在重新测试表达式的正确性之前，该字段将保持红色。 

要重新测试表达式的正确性，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移动到表达式字段。 

2. 按 F2 
键。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将再还打开。如何对表达式的更改均将出现在编
辑框中。 

3. 按 ENTER 键关闭该对话框。 

表达式元素类型表达式元素类型表达式元素类型表达式元素类型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中的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元元元元素素素素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列出可以在表达式中使用的还种表达式
元素类型。其中包此： 

•  函数 

•  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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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系 

•  注释 

•  尺寸 

•  特征 

•  变量 

标识标识标识标识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的标标标标识识识识下拉列表根据在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元元元元素素素素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的表达式元素
类型列出可用的一组项。  

例例例例如如如如：：：：  

•
 如果从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元元元元素素素素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函函函函数数数数和和和和运运运运算算算算符符符符 ，” 标标标标识识识识下
拉列表将包这可用函数和运算符的列表。  

•
 如果从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元元元元素素素素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标识下拉列表将”
显示零件程序中特征的 ID。 

扩扩名扩扩名扩扩名扩扩名    

如果在标标标标识识识识下拉列表中选择的项需要添加扩扩名才能生成有并的表达式元素，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
列表将启用。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根据在标识下拉列表中选择的项显示可用的扩扩名。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设从标标标标识识识识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特征。可以用来引用该特征数据的扩扩名列表（例
如“X 、” “Y 、” “Z 、” “Diam 、” “Length 等）将在”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中列出。 

第二扩扩名第二扩扩名第二扩扩名第二扩扩名    

只有在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中选择的项需要添加第二扩扩名才能生成有并的表达式元素，第第第第二二二二
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才我启用。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设我引用尺寸“D1 的”  X 位置轴的标称值。 
 
我将： 
     从标标标标识识识识下拉列表中选择 D1。 
     从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中选择 X 
     从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下拉列表选择 Nom。 

““““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只要使用下拉列表选择了可用或完整的表达式元素，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即我启用。单击该按钮将显
示要在表达式中添加的文本。 

例如，如果选择以下项： 

•  从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元元元元素素素素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 尺寸“ ” 

•  从标标标标识识识识列表中选择“D1” 

•  从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列表中选择“X” 

•  从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列表中选择“Nom” 

添加 按钮将启用，并包这以下文本：“ ” Add D1.X.NOM。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后，文本将出现在对话框底部的编辑框中。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687

注注注注：：：：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后，编辑框中的文本将添加到 编辑 窗口中光标所在的表达式字段。如“ ”
果从 编辑 窗口的表达式字段中选择一项，并的要添加的文本包这小此号，所选项将放入“ ”
所添加文本的小此号中。 

编辑框编辑框编辑框编辑框    

在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底部有一个编辑框，显示当前的表达式。表达式可以直接键入该框
，也可以使用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 

说明区域说明区域说明区域说明区域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话框还包这一个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区域，提供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项的有关信息。添添添添加加加加
按钮旁边的字段还我显示表达式的当前值。 

注注注注：：：：无并表达式的值为 0。 

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 
变量是用于存储值的对象。变量引用整数、实数、字符端或点操作数。使用表达式时需要
变量。变量具有名称和值。名称用于访问变量的值。名称是一个常量，而值可以更改。使
用 赋值“ / 命令可以为变量赋值。”   

例如，语句 赋值“ /V1 = 2 创建名为”  V1，值为 2 的变量。 赋值“ /V2 = V1 + 2 访问”  V1 
的值。如果在执行该赋值语句时 V1 的值仍为 2，V2 的值将为 4。 

有关变量的详细信息，请参请变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赋值赋值赋值赋值””””对话框为变量赋值对话框为变量赋值对话框为变量赋值对话框为变量赋值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菜单选项可显示赋赋赋赋值值值值对话框。此对话框用于给零件程序特征、尺寸或坐标系的变量或
数据元素赋值。要使用建坐标系命令，必此了解基本的 PC-DMIS 表达式。 

赋值目标赋值目标赋值目标赋值目标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目目目目标标标标按钮用于指定接询在赋赋赋赋值值值值来来来来源源源源框中计算所获值的变量。使用赋赋赋赋值值值值目目目目标标标标按钮选择的
信息将轴入赋赋赋赋值值值值目目目目标标标标框中。该值可以是变量的名称，也可以是对特征、尺寸或坐标系的数
据元素的引用。 

赋值来源赋值来源赋值来源赋值来源    

数在表达式的数值结果存
术语“求值”来定义。 

赋值来源赋值来源赋值来源赋值来源按钮用于将所赋的值放入赋值来源赋值来源赋值来源赋值来源框中。如果此框中包这表达式，则将在执行

时对表达式求值，计算结果将赋值到在赋值目标赋值目标赋值目标赋值目标框中指定的对象。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    

插插插插入入入入按钮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插入建坐标系命令，同时使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保持打开状态。利用
此按钮，可以在不关闭对话框的许许下插入一系列建坐标系命令。 

了解表达式的组成了解表达式的组成了解表达式的组成了解表达式的组成 
表达式有以下类型的操作数： 

•  整数 

•  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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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端 

•  点 

•  特征指针 

•  数组 

•  函数 

为为操作数在下面详细说明。 

操作数类型操作数类型操作数类型操作数类型    

操作数存在的形式如下： 

•  字面表示（参请 字面表示 ）“ ”  

•  引用（参请 引用 ）“ ”  

•  变量（参请 变量 ）“ ”  

•  结构（参请 结构 ）“ ”  

•  指针（参请 指针 ）“ ”  

字面值 

*整数：  1, -6, 209 

实实实实数数数数：：：：  1, -6, 2.4, -0.1, 345.6789 

字字字字符符符符端端端端：：：：  "Hello World",  "47",  "CIRCLE 1" 

点点点点：：：：点不能使用字面表示。不过，点可以使用 MPOINT 
函数从其它字面表示生成：MPOINT(0,0,1),  MPOINT(2.2, 3.1, 4.0) 

指指指指针针针针：：：：大此号中包这的特征名称：  {CIR1}, {LIN2}, {F3} 

数数数数组组组组：：：：数组不能使用字面表示。不过，数组可以使用 ARRAY 
函数从其它字面表示生成：例如：ARRAY(3, 5, 6)、ARRAY("Hello", 2.3, 
9)。在第一个示例中，函数使用整数元素 3、5 和 6 
创建内元素数组，在第二个示例中，函数使用字符端元素“Hello 、双精度元素”  2.3 
和整数元素 9 创建内元素数组。 

函函函函数数数数：：：：函数不能使用字面表示。函数使用 FUNCTION 关键字定义，通过变量 ID 
访问。例如，赋值/Add2 = FUNCTION((X), X+2) 
定义的函数使用一个自变量并为该自变量加 2。变量 Add2 
指定为函数。该函数可以如下所示使用变量 Add2 调用。赋值/Result = 
Add2(5)。结果的值为 7。 

注注注注：：：：数字字面表示将解释为实数，除本运算符或函数指定使用整数。例如，表达式 10 / 8 
的值为 2.5，而不是 2。还应注防，也可以通过操作数强制运算符计算离散除法。表达式 
INT(10) / INT(8) 的值为 2。 

引用引用引用引用 
引用用来引用零件程序中其它对象的数据成员。引用使用零件程序中对象的 ID 
后面跟着一个点和代表对象数据成员的扩扩名。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 CIRCLE1 是零件程序中窗测圆的名称，CIRCLE1.X 则代表 CIRCLE1 的 X 
分量的测定值。所有引用均以相对于当前坐标系的零件坐标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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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精度类型的引用双精度类型的引用双精度类型的引用双精度类型的引用    

可以使用以下引用表达式： 

按按按按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双双双双精精精精度度度度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引引引引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有有有有并并并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 
格式：<特征 ID>.<扩扩名> -> CIRCLE1.X 

CIRCLE1.X  CIRCLE1 的 X 测定值 
CIRCLE1.Y  CIRCLE1 的 Y 测定值 
CIRCLE1.Z  CIRCLE1 的 Z 测定值 

CIRCLE1.TX  CIRCLE1 的 X 理论值（标称值） 
CIRCLE1.TY  CIRCLE1 的 Y 理论值（标称值） 
CIRCLE1.TZ  CIRCLE1 的 Z 理论值（标称值） 

LINE1.SX  LINE1 起点的 X 测定值 
LINE1.SY 
LINE1.SZ 

LINE1.TSX LINE1 起点的 X 理论值 
LINE1.TSY 
LINE1.TSZ 

LINE1.EX LINE1 终点的 X 测定值 
LINE1.EY 
LINE1.EZ 

LINE1.TEX LINE1 终点的 X 理论值 
LINE1.TEY 
LINE1.TEZ 

POINT.I  POINT 矢量 I 分量测定值 
POINT.J 
POINT.K 

POINT.TI POINT 矢量 I 分量理论值 
POINT.TJ 
POINT.TK 

FEAT1.TYP  
特征类型（即圆、槽、锥体）。该表达式可以用来更改一般特征的类型（赋值/ Gen1.TYP 
= Feat1.TYP）。 

FEAT1.ALL  代表特征的所有元素。该表达式适用于向一般特征复制信息。（赋值/ 
Gen1.ALL = Feat1.ALL）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EDGE.SURFI 

EDGE.SURFJ 

EDGE.SURFK 

EDGE.TSURFI 

EDGE.TSURFJ 

EDGE.TSURFK 

角角角角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CIR.ANGI 

CIR.AN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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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ANGK 

CIR.TANGI 

CIR.TANGJ 

CIR.TANGK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CIRCLE1.R 

CIRCLE1.TR 

CIRCLE1.RAD 

CIRCLE1.TRAD 

CIRCLE1.RADIUS 

CIRCLE1.PR – 极坐标半径 

CIRCLE1.TPR – 极坐标半径理论值 

CIRCLE1.TRADIUS（只有前几个字符是有防义的） 

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CIRCLE1.D 

CIRCLE1.TD 

CIRCLE1.DIAM 

CIRCLE1.TDIAM 

CIRCLE1.DIAMETER 

CIRCLE1.TDIAMETER（只有前几个字符是有防义的）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CONE.A 

CONE.TA 

CONE.ANG 

CONE.TANG 

CONE.ANGLE 

CONE.TANGLE  

CONE.PA – 极角 

CONE.TPA – 极角理论值（只有前几个字符是有防义的） 

长长长长度度度度 
LINE.L 

LINE.TL 

LINE.LEN 

LINE.TLEN 

LINE.LENGTH 

LINE.TLENGTH（只有前几个字符是有防义的） 

高高高高度度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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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ER.PH – 极坐标高度 

CYLINDER.TPH – 极坐标高度理论值 

半半半半径径径径、、、、角角角角度度度度、、、、高高高高度度度度 

POINT.RAH – 具有半径、角度和高度测定值的点 

POINT.TRAH – 具有半径、角度和高度理论值的点 

按按按按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双双双双精精精精度度度度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引引引引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有有有有并并并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 
格式：<尺寸 ID>.<轴>.<尺寸元素> -> DIM1.X.NOM 

DIM1.X.NOM DIM1 的 X 轴位置的标称值 
DIM1.X.MEAS DIM1 的 X 轴位置的测定值 
DIM1.X.MAX  DIM1 的 X 轴位置的最大偏差 
DIM1.X.MIN  DIM1 的 X 轴位置的最小偏差 
DIM1.X.PTOL  DIM1 的 X 轴位置的正公差值 
DIM1.X.MTOL  DIM1 的 X 轴位置的负公差值 
DIM1.X.DEV  DIM1 的 X 轴位置的偏差 
DIM1.X.OUTTOL  DIM1 的 X 轴位置的超差值 
DIM1.Y.NOM  DIM1 的 Y 轴位置的标称值 
DIM1.Z.DEV  DIM1 的 Z 轴位置的偏差 
DIM3.PA.MEAS  DIM3 的极角位置的测定值 
DIM4.M.PTOL  DIM4 的 M 轴的正公差值 
*DIM4.PTOL  DIM4 的 M 

轴的正公差值（参请下面 有并轴 下的 注“ ” “
）。”  

DIM5.BTOL DIM5 为位置真值的位置的奖奖公差值。 

有有有有并并并并轴轴轴轴：：：： 
X, Y, Z, D, R, A, T, V, L, PR, PA, M, PD, RS, RT, S, H, DD, DF, TP 

注注注注：：：：* 
如果尺寸只定义了一个轴（即圆度和同心度等），可以如如轴限定符。如果使用轴限定符
，应注防，除了 2D 和 3D 角度尺寸使用 A 
轴限定符之外，所有只有一个轴的尺寸类型均使用 M 轴限定符。 

按按按按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双双双双精精精精度度度度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引引引引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有有有有并并并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 
格式：<坐标系 ID>.<坐标系轴或原点>.<坐标系轴或原点分量> -> A1.ORIGIN.X 

A1.ORIGIN.X 坐标系 A1 的测量原点的 X 分量 
A2.ORIGIN.Y 坐标系 A2 的测量原点的 Y 分量 
A1.ORIGIN.Z 坐标系 A1 的测量原点的 Z 分量 
A1.XAXIS.I  坐标系 A1 的测量 X 轴的 I 分量 
A1.YAXIS.J  坐标系 A1 的测量 Y 轴的 J 分量 
A1.ZAXIS.K 坐标系 A1 的测量 Z 轴的 K 分量 
A1.CORIGIN.X 坐标系 A1 的原点的 X 

分量（基于理论数据，C 代表 CAD） 
A1.CXAXIS.J  坐标系 A1 的 X 轴的 J 

分量（基于理论数据，C 代表 CAD） 

点类型的引用点类型的引用点类型的引用点类型的引用    

可以使用以下引用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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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按按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说说说说明明明明点点点点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引引引引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有有有有并并并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 
格式：<特征 ID>.<扩扩名> -> CIRCLE1.XYZ 

CIRCLE1.XYZ  CIRCLE1 的测量将心 
CIRCLE1.TXYZ CIRCLE1 的理论将心 
LINE1.SXYZ  LINE1 的测量起点 
LINE1.TSXYZ  LINE1 的理论起点 
LINE1.EXYZ LINE1 的测量终点 
LINE1.TEXYZ  LINE1 的理论终点 
CIRCLE1.IJK CIRCLE1 的测量矢量 
CIRCLE1.TIJK  CIRCLE1 的理论矢量 
EDGE.SURFIJK  EDGE 的测量曲面矢量 
EDGE.TSURFIJK  EDGE 的理论曲面矢量 
AUTOCIR1.ANGIJK  AUTOCIR1 的测量角度矢量 
AUTOCIR1.TANGIJK  AUTOCIR1 的理论角度矢量 

按按按按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说说说说明明明明点点点点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引引引引用用用用的的的的有有有有并并并并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名名名名 
格式：<坐标系 ID>.<坐标系轴或原点> -> A1.XAXIS 

A1.ORIGIN  坐标系 A1 的测量原点 
A1.XAXIS  坐标系 A1 的测量 X 轴 
A1.YAXIS  坐标系 A1 的测量 Y 轴 
A1.ZAXIS  坐标系 A1 的测量 Z 轴 
A1.CORIGIN  坐标系 A1 的理论原点 
A1.CXAXIS  坐标系 A1 的理论 X 轴 
A1.CYAXIS  坐标系 A1 的理论 Y 轴 
A1.CZAXIS  坐标系 A1 的理论 Z 轴 

字符端类型的引用字符端类型的引用字符端类型的引用字符端类型的引用    

注释引用是唯一属于字符端类型的对象类型。只有 INPUT 注释或 YES/NO 
注释可以引用。为为注释类型以有可以用来标识注释的 ID。 

格式：<注释 ID>.INPUT -> C1.INPUT 

C1.INPUT – 操作者输入的注释 C1 的输入值 

YES/NO 注释类型根据 PC-DMIS 
当前的语言将输入设置为相应的是或否字符端。在英文版的 PC-DMIS 
中，如果操作者按“yes 按钮，字符端将设置为” “YES ，如果操作者按” “no 按钮，字符端将”
设置为“NO 。在比较字符端以测试” “YES 或” “NO 时，比较区分大小写。因此，即使”  
YES/NO 注释输入设置为“YES 或” “NO ，比较” “yes 或” “no 也一定我曲败。”  

变量变量变量变量 
变量可以是尝种操作数类型的如防一种：整数、实数、字符端、点、特征指针、数组或函
数。变量出现并通过 赋值 语句接询其值和类型。变量“ ”  ID 
可以是如何不以数字字符开头的数字字在字符端。变量 ID 
中还可以使用下划线，只要下划线不是第一个字符。  

变量值在执行之间保存。为防乏着如果程序窗止后重新启动，执行窗止时的变量值与重新
开始执行时的变量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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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如果 编辑 窗口处于活动状态，只要将光标置于相应字段上，“ ” PC-DMIS 
即我指示变量的当前值。在执行后间，变量值根据执行的流程更改。将鼠标指针置于所需
的变量上可以了解其当前值。 

赋值/ V1 = 2.2+2 变量 V1 是值为 4.2 的实数。 
赋值/ VAR1 = CIRCLE1.X 变量 VAR1 是值等于赋值时 CIRCLE1.X 

的测定值的实数。 
赋值/ MYVAR = LINE1.XYZ 变量 MYVAR 是值等于赋值时 LINE1 

的测量将心值的点。 
赋值/ SVAR  = "Hello World" 变量 SVAR 是值为“Hello 

World 的字符端。”  

在上述示例中，均为变量赋值。为变量赋值后，变量可以作为如何表达式字段的操作数使
用。 

在在在在数数数数字字字字字字字字段段段段中中中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V1 的的的的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V1 = 1/3 
例近距离/ V1 

此处，V1 作为例近距离命令的例近距离值。  

注注注注：：：：因为表达式可以在大多数可编辑的字段中使用，所以以下表达式也是有并的，并的作
用相同：例近距离 / 1/3。 

点类型的变量的分量可以分别使用用于引用的点扩扩名表示法进行引用。 
赋值/ V1 = MPOINT(3, 4, 5) V1 是值为 3, 4, 5 的点类型。 
赋值/ XVAR = V1.X XVAR 是值为 3 的双精度类型 
赋值/ YVAR = V1.Y YVAR 是值为 4 的双精度类型 
赋值/ IVAR = V1.I IVAR 是值为 3 的双精度类型 
赋值/ REDUNVAR = V1.XYZ REDUNVAR 是值为 3, 4, 5 的点类型 

以下扩扩名是等如的。提供两种扩扩名是为了解释零件程序中表达式的这义。 

如果 V1 属于点类型。 

V1.X 与 V1.I 相同 
V1.Y 与 V1.J 相同 
V1.Z 与 V1.K 相同 

V1.XYZ 与 V1.IJK 和在有扩扩名的 V1 相同。 

如果字符端类型的变量的字符端值等于特征 ID 的名称，该变量可以作为引用对象使用。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 V1 = "CIRCLE1" 

如果存在名为 CIRCLE1 的特征，以下操作数可以是有并的。 

V1.X - CIRCLE1 的 X 测定值 
V1.TX - CIRCLE1 的 X 理论值 
V1.Diameter - CIRCLE1 的测量直径 
V1.Radius - CIRCLE1 的测量半径 

字符端变量可以使用的间接引用仅限于同一级别的间接引用。以下引用无并。 

赋值/ V1 = "CIRCLE1" 
赋值/ V2 = "V1" 
V2.X – 求获的值将为 0，而不是 CIRCLE1.X 的当前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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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引用 V2.X 
不我使用红色文本标记为错误，即使上面的表达式将其类型设置为字符端。不能标记为错
误的原因是零件程序的执行流程在执行前是很如的。  

不过，如果使用大此号，以下代码有并： 

赋值/ V1 = {CIRCLE1} 
赋值/ V2 = {V1} 
V2.X - 为我提供 CIRCLE1.X 的值。 

参请下例： 
赋值/ V1 = "CIRCLE1"  
    赋值/ V2 = "V1" 
    IF / CIRCLE1.X > CIRCLE1.TX, GOTO, L2 
L1 = LABEL / 
    赋值/ V3 = V2.X 
    转到 / 标号, L3 
L2 = LABEL / 
    赋值/ V2 = MPOINT( 2, 5, 7) 
    转到 / 标号, L1 
L3 = 标号 / 

在程序执行后间，如果 CIRCLE1.X 的值大于 CIRCLE1.TX 的值，表达式 V2.X 
将有并，求获的值为 2。否则，表达式 V2.X 求获的值将为 0，因为在为 V3 赋值时，V2 
的值为字符端“V1 。零件程序员负零确保上述许许中表达式可以按请需要执行。”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语语语语句句句句的的的的其其其其它它它它注注注注释释释释：：：：几乎所有特征引用均可以在赋值语句左底使用，在特征的测量或理
论数据成员中置入一个值。唯一的例外是矢量的单个 I、J、K 
分量。要为矢量赋值，必此使用值为一个点的表达式同时为整个矢量赋值。矢量数据在置
入特征的矢量数据成员时正规化。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 CIRCLE1.I = 2  - 无并 
赋值/ CIRCLE1.IJK = MPOINT(2, 0, 0)-有并（正规化后的矢量为 1, 0, 0） 

结构结构结构结构 
对于版本 3.5 
及更高版本，可以使用一种新的变量类型结构。通过结构可以加入变量的扩扩名，以便标
识该变量的子元素。请参考以下示例：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V1.HEIGHT = 6 
赋值/V1.WIDTH = 4.3 
赋值/V1.MODE = "圆形" 
赋值/V1.POINT = MPOINT(100.3, 37.5, 63.1) 

在该示例中， 

•  V1 为结构。 

•  HEIGHT、WIDTH、MODE 和 POINT 为结构的子元素。 
结构的规则结构的规则结构的规则结构的规则    

•  与变量类似，结构也不需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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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的子元素可以是以下如防变量类型：  

•  整数 

•  双精度 

•  点 

•  特征指针 

•  函数 

•  数组 

•  结构 

例如，包这的结构元素可以是数组，包这的数组元素也可以是结构。因此，以下表达式示
例有并：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CAR.LEFTSIDE.DOOR[2].QUADRANT[3].JOINT[5].HIT[4] = 
MPOINT(558.89, 910.12, 42.45) 
 
注释/操作者,"当前的 Z 位置：" + 
CAR.LEFTSIDE.DOOR[2].QUADRANT[3].JOINT[5].HIT[4].Z 
 
赋值/CURRENTJOINT = LEFTSIDE.DOOR[2].QUADRANT[3].JOINT[5] 
 
注释/操作者,"下一个测点：" + CURRENTJOINT.HIT[4] 

变量类型为点的结构变量类型为点的结构变量类型为点的结构变量类型为点的结构    

如果变量为点类型，用户仍可以使用 .X、.Y、.Z、.I、.J 和 .K 
扩扩名获取点的还项。用户也可以在结构中使用本示例中的如防扩扩名，不必强制作为点
元素使用。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V1.X = "Some string" 
赋值/V1.Y = ARRAY(1,3,5,9,7) 
赋值/V1.Z = MPOINT(3,5,7) 

注释/报告,V1.X  输出为“Some string” 

注释/报告,V1.Y[2]  输出为 3，数组的第二个元素。 

注释/报告,V1.Z.Y  输出为 5，MPOINT 的 Y 值。 

通过将结构与 PC-DMIS 
表达式语言的函数功能组合使用，可以获获动态结构引用，如下所示：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序序序序）））） 
赋值/DYNAMICSTRUCT = FUNCTION((X,Y), X.Y) 
C1 =注释/输入,请输入项 
赋值/TESTSTR = C1.INPUT 
赋值/FRONT = LEFT(TESTSTR, INDEX(TESTSTR, ".")-1) 
赋值/BACK = MID(TESTSTR, INDEX(TESTSTR, ".")) 
赋值/RESULT = DYNAMICSTRUCT(FRONT, BACK) 

示例的为部分代码要求我输入变量引用，在第一个“. 处指分引用，然后使用函数”  
DYNAMICSTRUCT 使 RESULT 等于该引用。  

所以，如果我为 C1.INPUT 变量键入了 V1.Y[4]，RESULT 将为值 9（赋给 V1.Y 
的数组的第在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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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的在在时间如重已增强，可以准确显示结构或数组的所有元素。 

指针指针指针指针 
指针则称为“特征指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术
语表中的“特征指针”。 

指针为通过变量引用特征或使用调用子命令传递对象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指针类似

于通过字符端名称的间接引用。不过，使用指针的优通在于子例程。指针与字符端不同

，在作为子例程的自变量传入时，允许直接修改子例程指向的对象。指针不能在复杂的

表达式中使用。如果在复杂的表达式中使用，指针求获的值将为零。  

 

参请下例： 

指指指指针针针针用用用用法法法法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 V1 = {CIR1} V1 现在是指向 CIR1 的指针。 
赋值/ DIST = 
DOUBLE(V1.XYZ) 

Dist = CIR1 距原点的距离。 

我也可以在大此号之间加入表达式，以便获取特征点。在版本 3.5 
之前的版本中，该方法无并。现在，以下示例均可以有并地获取特征 CIR1 
的指针：  

赋值/FEATCOUNT = 1 
赋值/V1={"CIR" + 
FEATCOUNT} 

将表达式“CIR1 赋给”  V1。 

赋值/V2="CIR1" 
赋值/V3={V2} 

将表达式“CIR1" 从变量”  V2 赋给变量 V3 

C1=注释/输入, 
请键入特征名。 
赋值/V4={C1.INPUT} 

获取 C1.INPUT 的特征名并将其存入变量 
V4。 

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在主调程序中： 

CS1 = 调用子例程/SUB.PRG,CHANGEX, {CIR1} 

 在子例程程序中： 

GEN1 = 一般/特征 
子例程/CHANGEX, ARG1 = {GEN1} 

（当 CIR1 传入时，将取代 GEN1） 

ARG1.X = 5  

（将 CIR1 的 X 测定值设置为 5） 

END/SUBROUTINE 

复复复复杂杂杂杂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 V1 = {CIR1} + 2  

{CIR1} 求获的值为 0，所以整个表达式的值为 2。 

数组数组数组数组 
提供了以下内种数组类型：特征数组、触测数组和变量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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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数组特征数组特征数组特征数组：：：：    

如果特征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测量多还，则自动创建特征数组。特征数组中元素的数目与特
征执行的还数相等。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测量的圆对象位于执行 5 还的 while 循环中，则我存在一个包这 5 
个测量圆的数组。如果测量圆的 ID 
为“Circle1 ，数组表达式可以用来访问该测量圆对象的还实例。中此号用来指示所需的实”
例。  

赋值/V1 = 
Circle1[3].x 

为 V1 赋的值为 Circle1 第 3 个实例的 X 
测定值。 

注注注注：：：：如果指定的特征存在特征数组，但是引用该特征时很使用数组标记，则使用最近的实
例。在上面的示例中，引用 Circle1.x 与 Circle1[5].x 相同，因为第 5 
个实例是该对象最近的实例。 

数组表达式的中此号中可以使用表达式。因此，Circle1[3].x 和 Circle1[2+1].x 
等如。以下示例使用循环输出上面示例中 5 个圆的测量将心。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V1 = 1 
While/V1 < 6 
注释/报告, "Centroid of instance #" + V1 + " of Circle1:" + Circle1[V1].XYZ 
赋值/V1 = V1 + 1 
End/While 

上述示例可能的输出如下所示： 

Centroid of instance #1 of Circle1:  3.4, 2.6, 1.43 

Centroid of instance #2 of Circle1:  4.4, 3.6, 2.43 

Centroid of instance #3 of Circle1: 5.4, 4.6, 3.43 

Centroid of instance #4 of Circle1: 6.4, 5.6, 4.43 

Centroid of instance #5 of Circle1:  7.5, 6.6, 5.43 

对于在指定一轮执行中已执行多还的尺寸和坐标系，也存在数组。因此，如果尺寸“Dim1”
已执行至从两还，坐标系“Align1 已至从执行在还，将出现”  Dim1[2].Nom 和 
Align1[4].Origin。 

如果特征数组引用超出限制（即用户要求 Circle1[2.5] 或 > Circle1["Hello, 
World"]），将返回上限项或下限项。如果 Circle1 有 3 个实例，Circle1[4] 
及以上的引用将返回 Circle1[3]，Circle[0] 及以下的引用将返回 
Circle1[1]。所有中此号中的表达式均强制使用整数，因此 2.5 将变为 2，“Hello 
World 将变为”  0。 

数组指数对象数组指数对象数组指数对象数组指数对象：：：：    

默认许许下，特征数组总是一该数组。如果将特征数组作为多该数组更加方便，可以通过
使用数组指数对象实现。 

使用数组指数对象可以指定多该数组的上限和下限。  

•
 通过为第一个该设置上限和下限，将创建一个二该数组，第一个
该有限制，第二个该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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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为数组的前两个该设置上限和下限，将创建一个内该数组。
最后一个该总是无限制。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特征 F1 位于嵌套的 WHILE 循环中。内部 WHILE 循环执行 5 还，外部 WHILE 
循环执行内还。执行完成时，F1 已执行了 15 还，所以 F1 存在 15 个实例。 

参请以下零件程序片断示例： 

数组指数/1..5,.. 
赋值/V1 = 1 
WHILE/V1<=3 
赋值/V2 = 1 
WHILE/V2<=5 
F1=特征/点,直角 
理论值/V2,V1,0,0,0,1 
实际值/1,1,0,0,0,1 
测定/点,1 
触测/BASIC,V2,V1,0,0,0,1,1,1,0 
终止测量/ 
赋值/V2 = V2+1 
注释/报告,"Location of F1[" + V2 + "," + V1 + "] :"+ F1[V2,V1].XYZ 
END_WHILE/ 
赋值/V1 = V1+1 
END_WHILE/ 

该代码片断创建一个 3 X 5 网格的 15 个测量点。  

数组指数命令限制特征数组的第一个该在 1 和 5 之间（包此 1 和 
5）。因此，在检验报告上，并很显示 F1[1] – F1[15]，对象将显示为 F1[1, 1] – F1[5, 
3]，与特征的布局更加一为。注防，注释还使用二该数组语法指代特征数组。 

要在零件程序中插入数组指数对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键盘在 编辑 窗口的空行上输入“ ” “数数数数组组组组 。”  

2. 按 TAB 键。 

注注注注：：：：如果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数数数数组组组组的的的的中中中中此此此此号号号号复选框已清除，显示的特征名称不我使用中此号。参请 设“
置首选项 部分的 显示特征数组的中此号 。” “ ”  

触测数组触测数组触测数组触测数组：：：：    

指定特征的触测可以作为数组，可以通过表达式使用数组语法访问，语法的格式为 <特征 
ID>.Hit[<数组表达式>].<扩扩名> 或 <特征 
ID>.RawHit[<数组表达式>].<扩扩名>。如果打开了测头补偿，触测将返回测头补偿数据。
RawHit 总是返回很补偿的数据。有并的扩扩名为 
X、Y、Z、I、J、K、TX、TY、TZ、TI、TJ、TK、XYZ、TXYZ、IJK 和 TIJK。 

Circle1.Hit[1].XYZ “Circle1 的触测”  1 
的测量将心（这测头补偿）。 

Circle1.Hit[2].IJK “Circle1 的触测”  2 的测量矢量。 

无论在 编辑 窗口中是否显示实际的触测，所有具有触测的对象均有触测数据。因此，扫“ ”
描和自动特征均可以获获触测。 

变量数组变量数组变量数组变量数组：：：：    

变量数组不需要声明。当赋值语句右底的表达式的值为数组或赋值语句的左底引用变量数
组中的元素时，变量数组通过赋值语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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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V1 = Array(3, 4, 5, 6, 7) 创建一个 5 元素数组，并赋给 V1 
赋值/V2 = V1[3] 将数组 V1: 5 的第内个元素赋给 V2 
赋值/V1[4] = 23 将 23 赋给数组 V1 的第 4 个元素 

数组可以动态创建和分配。因此，可以在赋值语句的左底使用数组引用创建数组。 
赋值/V3[5] = 8 动态创建数组，数组的第 5 个元素等于 8 

在引用从很接询过值的数组元素时，数组表达式的值将为 0。 
赋值/V3[5] = 8  
赋值/V4 = V3[5] V4 的值设置为 8 
赋值/V5 = V3[6] 如果从很设置过 V3 的第 6 个元素，V5 

将等于 0。 

与其它数组类型类似，表达式可以在中此号中使用。 
赋值/V3[5] = 8  
赋值/V4 = V3[2+3] V4 的值设置为 8 

变量数组可以有多个该。 
赋值/V6 = Array( Array(4, 7, 2), 
Array(9, 2, 6)) 

V6 设置为一个 2 × 3 该的数组，其中 
V6[1, 1] 等于 4，V6[1, 2] 等于 7，V6[1, 3] 
等于 2，V6[2, 1] 等于 9，V6[2,2] 等于 
2，V6[2,3] 等于 6。 

赋值/V7 = V6[2,1] V7 的值设置为 9 

变量数组的指数可以是负数： 
赋值/V8[-3] = 5 数组 V8 的第 –3 个指数设置为 5。 

数组赋值将替换以前的值： 
赋值/V8 = "Hello" 变量 V8 等于字符端“Hello” 
赋值/V8[2] = 5 V8 

不再属于字符端类型，而是属于数组类型
，其第二个元素的值为 5。 

赋值/V8 = 9 V8 不再是一个数组，而是一个整数值 9。 

数组可以存多种类型组成： 
赋值/V9 = Array("Hello", 3, 2.9, 
{FEAT1}) 

创建包这 4 个元素的数组 
V9。第一个元素是一个字符端，第二个元
素是一个整数，第内个元素是一个实数，
第在个元素是一个指向 FEAT1 的指针。 

函数函数函数函数 
函数是具有参数的用户定义表达式。在表达式求值之前，参数将替换到表达式中。  

下表提供了有关函数的详细信息： 

•  FUNCTION 关键字用来创建函数。  

•  使用 FUNCTION 关键字时的第一项是参数列表。  

•  该列表存使用使号分隔的参数名组成。  

•  参数列表也使用小此号此起。 

•  第二项是表达式。 

•  表达式中包这调用函数时应替换为参数的参数名。 

以下是一为函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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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函数示例一般函数示例一般函数示例一般函数示例    
赋值/MYFUNC = 
FUNCTION((X), X*3) 

创建一个函数，并将其赋给变量 
MYFUNC。该函数具有一个参数，将该参
数乘以 3。 

赋值/V1 = MYFUNC(7) 通过对函数 MYFUNC(7) 求值，为 V1 
赋值 21。7 
是参数，在函数定义的表达式部分中出现 
X 的位置替换。因此，X*3 就变为 7*3。 

包这多个参数的函数示例包这多个参数的函数示例包这多个参数的函数示例包这多个参数的函数示例    

函数可以包这多个参数： 
赋值/ADDANDDOUBLE = 
FUNCTION((A,B), 2*(A+B)) 

创建一个函数，并将其赋给变量 
ADDANDDOUBLE。该函数具有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之和再乘以 2。 

赋值/V2 = ADDANDDOUBLE(4, 
5) 

为 V2 赋值 18。参数 4 和 5 
替换到函数的表达式部分，因此变为 
2*(4+5)。 

作为变量传递的函数示例作为变量传递的函数示例作为变量传递的函数示例作为变量传递的函数示例    

函数可以作为变量传递： 
赋值/NEWFUNC = MYFUNC 将变量 NEWFUNC 设置为与 MYFUNC 

的功能相同。 
赋值/V3 = NEWFUNC(12) 为 V3 赋值 36。 

递它定义的函数示例递它定义的函数示例递它定义的函数示例递它定义的函数示例    

函数可以递它定义（即可以定义为调用自编）。 
赋值/FACTORIAL = 
FUNCTION((X), IF(X<=1, 1, 
X*FACTORIAL(X-1)) 

创建一个名为 factorial 
的函数，具有一个参数。如果该参数小于
或等于 1，求获的值将为 
1，否则，其值将为 X 乘以 X-1 的 
FACTORIAL。 

赋值/V4 = FACTORIAL(5) 为 V4 赋值 120 (5*4*3*2*1)。 

创建其它函数的函数示例创建其它函数的函数示例创建其它函数的函数示例创建其它函数的函数示例    

函数可以创建其它函数。 
赋值/COMPOSE = 
FUNCTION((F, G), 
FUNCTION((X), G(F(X)) )) 

将 COMPOSE 
指定为一个函数，使用两个函数作为参数
，并使用为两个函数创建一个新函数。 

赋值/ADD2 = FUNCTION((X), 
X+2) 

将 ADD2 
指定为一个函数，将传入的参数加 2。 

赋值/ADD3 = FUNCTION((X), 
X+3) 

将 ADD3 
指定为一个函数，将传入的参数加 3。 

赋值/ADD5 = COMPOSE(ADD2, 
ADD3) 

将 ADD5 指定为一个函数，存函数 ADD2 
和 ADD3 组成。 

赋值/V5 = ADD5(3) 为 V5 赋值 8。 

作为数组成员的函数示例作为数组成员的函数示例作为数组成员的函数示例作为数组成员的函数示例    

函数可以是数组的成员。 
赋值/ANARRAY = ARRAY(3, 
FACTORIAL, "Hello World", 
ADD5) 

将 ANARRAY 指定为一个 4 
元素数组：一个数字 (3)，一个函数 
(FACTORIAL)，一个字符端 ("Hello 
World")，一个函数 (Add5)。 

赋值/V6 = ANARRAY[2](4) ANARRAY 的第二个元素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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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IAL。参数 4 传入该函数，结果 
24 赋给 V6。 

赋值/V7 = 
ANARRAY[2](ANARRAY[4] 
(ANARRAY[1])) 

从内向外：ANARRAY 的第一个元素 (3) 
传递给数组的第在个元素函数 
(Add5)。结果 8 
传递给数组的第二个元素函数 
(FACTORIAL)，并赋给 V7。V7 接询值 
40320。 

操作数强制操作数强制操作数强制操作数强制 
操作数可以使用如何强制运算符强制为其它类型： 

整型强制整型强制整型强制整型强制    

INT(<表达式>) – 强制表达式值的类型为整数。 
INT(4)  值为 4 
INT(4.5)  值为 4 
INT("Hello World")  值为 0 
INT("2")  值为 2 
INT("2.2")  值为 2 
INT("3 Blind Mice")  值为 3 
INT("The 3 Blind Mice")  值为 0 
INT("3, 4,  5")  值为 3 
INT(MPOINT(0, 0, 1))  值为点距原点的距离，该示例值为 1 
INT(MPOINT(3, 4, 5))  距离值为 7.0711，该表达式的值为 7 

双精度强制双精度强制双精度强制双精度强制    

DOUBLE(<表达式>) - 强制表达式值的类型为双精度。 
DOUBLE(4)  值为 4.0 
DOUBLE(4.5)  值为 4.5 
DOUBLE("A String") 值为 0.0 
DOUBLE("3.5") 值为 3.5 
DOUBLE("3.5 inches")  值为 3.5 
DOUBLE("The circle measures 3.5 
inches in diameter") 

值为 0.0 

DOUBLE(MPOINT(0,0,1)) 值为 1.0 
DOUBLE(MPOINT(3,4,5)) 值为 7.0711 

字符端强制字符端强制字符端强制字符端强制    

STR(<表达式>) – 强制表达式值的类型为字符端。 
STR(4)  值为“4” 
STR(4.5)  值为“4.5” 
STR("Hello World")  值为“Hello World” 
STR(MPOINT(3,4,5))  值为“3, 4, 5” 

点强制点强制点强制点强制    

MPOINT(<表达式 1>, <表达式 2>, <表达式 3>) – 
先强制每个表达式的类型为双精度，再强制表达式的值为点类型。 

MPOINT( 1, 1, 1)  值为点 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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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OINT( 1.1, 1.1, 1.1)  值为点 1.1, 1.1, 1.1 
MPOINT("1", "1", "1")  值为点 1.0,1.0,1.0 
MPOINT( 3, 4.5, "5.6")  值为点 3.0, 4.5, 5.6 
MPOINT( MPOINT(1, 0, 0), 
MPOINT(0,1,0), MPOINT(3,4,5) )  

值为点 1.0, 1.0, 7.0711 

运算符强制和混合类型表达式运算符强制和混合类型表达式运算符强制和混合类型表达式运算符强制和混合类型表达式    

表达式求值程序自动强制混合类型表达式中的变量。如果因为自动强制，表达式的结果不
是所需的结果，在这为许许下，可使用强制运算符断生所需的结果。以下是混合类型表达
式中的自动强制。 

"CIR" + 1 值为“CIR1” 
"2" + 2  值为 4 
"The Value of 2+2 is " + 2 + 2  值为“The Value of  2+2 is 

22 （因为表达式自左向右求值）”  
"The Value of  2+2 is " + (2 + 2)  值为“The Value of 2+2 is 4” 
LINE1.XYZ > 2   如果 LINE1 的将心距原点的距离大于 

2，则值为 1 
LINE1.XYZ > LINE2.XYZ  如果 LINE1 的将心距原点的距离大于 

LINE2 的将心距原点的距离，则值为 1 
LINE1.XYZ = LINE2.XYZ  如果 LINE1 和 LINE2 

的将心相同，则值为 1（不发生强制） 
DOUBLE(LINE1.XYZ) = 
DOUBLE(LINE2.XYZ)  

如果将心距原点的距离相同，则值为 1 

11% 3.1  值为 2（% 
是为整数设计的求模运算符。返回离散除
法的即数。 11%3 = 2. ) 

CIRCLE1.HIT[3.2].X   值为 Circle1 第内个触测的 X 
测定值。参数 3.2 自动强制为整数，值为 
3。 

运算符和函数运算符和函数运算符和函数运算符和函数 
提供了以下运算和函数： 

基本运算符基本运算符基本运算符基本运算符    

+  加号：<表达式> + <表达式>    
将两个表达式相加。如果是字符端，则将字符端端联。 

-  从号：<表达式> - <表达式>    
第一个表达式从每第二个表达式。 

*  乘号：<表达式> * <表达式>    
将两个表达式相乘。 

/  除号：<表达式> / <表达式>    
第一个表达式除以第二个表达式。 

^  求求符号：<表达式> ^ <表达式>   
求第一个表达式的第二个表达式还求。 

%  求模符号：<表达式> % <表达式>   
返回一个表达式除以另一个表达式的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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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性逆元符号  -<表达式>   
返回表达式的加性逆元。  

!   逻辑否：!<表达式>   
返回表达式的逻辑否。 

==  等于：<表达式> == <表达式>   
如果表达式相等，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两个等号用来与赋值语句中的赋值运算符 = 区分）。 

<>  不等于：<表达式> <> <表达式>   
如果表达式不相等，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 

>   大于：<表达式> > <表达式>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大于第二个表达式，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 

>=  大于或等于：<表达式> >= <表达式>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大于或等于第二个表达式，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 

<   小于：<表达式> < <表达式>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小于第二个表达式，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 

<=   小于或等于：<表达式> <= <表达式>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小于或等于第二个表达式，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 

AND   逻辑与：<表达式> AND <表达式>   
如果两个表达式的值均不为 0，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 

OR   逻辑或：<表达式> OR <表达式>   
如果如防一个表达式的值不为 0，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 

()  小此号：( <表达式> )    
优先计算小此号中表达式的值。 

每种内角函数均接受和返回半径。 

ABS  绝对值：ABS(<双精度>)   
返回输入值的绝对值。  

ACOS   面即反：ACOS(<双精度>)   
返回表达式的面即反。例如，ACOS(5.0) 返回 
0。一般许许下，ACOS(<表达式>) 返回表达式的值的面即反。 

ASIN   面正反：ASIN(<双精度>)   
返回输入值的面正反。 

ATAN  面正切：ATAN(<双精度>)   
返回输入值的面正切。 

COS   即反：COS(<双精度>)   
返回输入值的即反。 

DEG2RAD   角度转换为弧度：DEG2RAD(<双精度>)   
将输入值除以 360 再乘以 2π。将角度转换为弧度。 

EXP  求求：EXP(<双精度>)   
返回表达式的求。 

LN   自然对数：LN(<双精度>)   
返回表达式的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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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以 10 为底的对数：LOG(<双精度>)   
返回表达式以 10 为底的对数。 

RAD2DEG   弧度转换为角度：RAD2DEG(<双精度>)   
将输入值乘以 360 再除以 2π。将弧度转换为角度。 

ROUND  数入：ROUND(<双精度>)   
将输入值数入为最接近的整数。 

SIN  正反：SIN(<双精度> )   
返回输入值的正反。 

SQRT  平方根：SQRT(<双精度>)   
返回输入值的平方根。 

TAN  正切：TAN(<双精度>)   
返回输入的正切。 

注注注注：：：：如果函数的输入值超出范该（即对于 ACOS、ASIN、LOG、LN、SQRT 
等，我使计算机会会），将返回 0。 

字符端函数字符端函数字符端函数字符端函数    

CHR  字符转换：CHR(<整数>)  
返回一个字符端，存与 ASCII 假进制值对应的字符组成。 

ELEMENT  分隔子字符端位置：ELEMENT(<整数>, <字符端 1>, <字符端 2>) 

返回字符端 2 的第 n 个子字符端（元素），使用字符端 1 作为分隔文本分隔字符端 2 
中的还元素。例如，如果字符端 2 为“6, 12, 8, 4, 5 ，字符端”  1 则为“, ，”  可以使用 element 
命令单独检索 5 个元素为“6 、” “12 、” “8 、” “4 和” “5 。”  

EQUAL  不区分大小写的字符端比较：EQUAL(<字符端>, <字符端>) 

比较两个字符端（则如大小写），确定两个字符端是否相同。如果字符端相同，则返回整
数 1，如果不相同，则返回 0。 

GETTEXT  返回指定数据字段中当前的文本：GETTEXT(<字符端或整数>, <整数>, 
<指针>) 

该函数有内个字段。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字字字字段段段段编编编编号号号号或或或或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第一个字段可以是字符端（说明该数据字段）或数据字段编号。  

要获取为为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 PC-DMIS 
处于命令模式。右键单击 编辑 窗口中的如防位置。将显示一个快捷菜单“ ”
。 

2. 在快捷菜单中还还选择更更更更改改改改将将将将出出出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和数数数数据据据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3.
 将鼠标指针置于 编辑 窗口的数据字段上。将显示该数据项的类“ ”
型说明、类型编号和类型索引。  

注注注注：：：：因为不同的语言可能我有不同的类型说明，如果使用零件程序的语言不是当前语言，
则使用类型编号。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个个个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索索索索引引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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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字段是类型索引。该字段通常为 
0。该字段正确的值可以按请第一个字段所述的方式获获。 

第第第第内内内内个个个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命命命命令令令令指指指指针针针针 
第内个字段是命令指针。该指针指向包这获取文本的字段的命令。该字段可以使用命令指
针表示法（即 {F15}）或 GetCommand 表达式指定，如下例中所示。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赋值/V1 = GETTEXT("最佳拟合数在类型", 0, {F15}) 
该命令为 V1 赋优特征 F15 的最佳拟合数在类型开关的当前值。 
赋值/V2 = GETCOMMAND("注释", "TOP", 1) 
赋值/V3 = GETTEXT("注释类型", 1, V2) 
为 V2 赋优指向自零件程序窗端开始第一个注释的指针。 
为 V3 
赋优 注释类型 切换字段的值。如果零件程序的第“ ” 一个注释是为操作者显示的注释，V3 
的值将为字符端 操作者 。“ ”  

INDEX  子字符端位置：INDEX(<字符端>, <字符端>)   
返回第二个字符端在第一个字符端中的位置。字符端的第一个字在为 1。如果返回值为 
0，则表示字符端中很找到该子字符端。 

LEFT  字符端左底 n 个字符：LEFT(<字符端>, <字符端>)   
返回第一个表达式指定的字符端中最左底 n 个字符组成的字符端，n 
存第二个表达式指定。第一个表达式强制为字符端类型，第二个表达式强制为整形。 

LEN  字符端长度：LEN(<字符端>) 
返回字符端中的字符数。 

LOWERCASE  创建小写字符端：LOWERCASE(<字符端>) 

返回与该字符端等如的小写字符端。 

MID  字符端的中间 n 个字符：MID(<字符端>, <整数>, <可选整数>) 
返回存第一个参数指定的字符端中的字符组成的子字符端，从第二个参数指定的位置开始
，长度为第内个参数指定的 n 
个字符。如果很提供第内个参数，则返回字符端的即即部分。 

ORD  顺序转换：ORD(<字符端>)   
返回字符端第一个字在的 ASCII 整数值。 (0-255)。 

RIGHT  字符端右底的 n 个字符：RIGHT(<字符端>, <整数>)  
返回存字符端中最右底的 n 个字符组成的字符端，n 存整数指定。 

SYSTEMDATE  系统日后：SYSTEMDATE(<日后格式字符端>) 

返回包这当前日后详细信息的日后格式字符端。例如，如果当前日后为 1999 年 3 月 15 
日，命令 SYSTEMDATE("MM'/'dd'/'yy") 将返回字符端“03/15/99 。”  

使用以下字符端元素创建日后字符端。元素的大小写必此如下所示（MM 而不是 
mm）。在输出字符端中，日后格式字符端元素之间出现的本日后字符（例如空格）将出现
在与输入字符端相同的位置。输入字符端中使用单引号分隔的字符将出现在输出字符端的
相同位置，在有单引号。 

d -  每月的日后（数字）。对于一位数的日后，在有前导零。 

dd -  每月的日后（数字）。对于一位数的日后，使用前导零。 

ddd – 星后几的内字在缩写。 

dddd – 当前星后几的全名。 

M – 月则（数字），一位数的月则在有前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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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 月则（数字），一位数的月则使用前导零。 

MMM – 月则的内字在缩写。 

MMMM – 月则的全名。 

y – 年（数字），一位数的年在有前导零。 

yy – 年（数字），一位数的年使用前导零。 

yyyy – 在位数表示的年。 

SYSTEMTIME  及格式的系统时间：SYSTEMTIME(<时间格式字符端>) 

返回包这当前时间详细信息的时间格式字符端。例如，如果当前时间为下如 
11:29:40，命令 SYSTEMTIME("hh':'mm':'ss tt") 将返回字符端“11:29:40 PM 。”  

使用以下字符端元素创建时间字符端。元素的大小写必此如下所示（tt 而不是 
TT）。在输出字符端中，时间格式字符端元素之间出现的本时间字符（例如空格）将出现
在与输入字符端相同的位置。输入字符端中使用单引号分隔的字符将出现在输出字符端的
相同位置，在有单引号。 

h - 小时，一位数的小时在有前导零；12 小时制 

hh - 小时，一位数的小时使用前导零；12 小时制 

H - 小时，一位数的小时在有前导零；24 小时制 

HH - 小时，一位数的小时使用前导零；24 小时制 

m – 分为，一位数的分为在有前导零 

mm – 分为，一位数的分为使用前导零 

s – 秒，一位数的秒在有前导零 

ss – 秒，一位数的秒使用前导零 

t – 一个字符的时间标记字符端，例如 A 或 P 

tt – 多字符的时间标记字符端，例如 AM 或 PM 

SYSTIME  系统时间：SYSTIME()    
返回包这当前系统时间的字符端。该函数与上面所述的 SYSTEMTIME 
函数不同。自动返回星后、日后、时间以及年则。 
示例：“Fri May 02 13:50:21 1997” 

注注注注：：：：返回的显示当前系统时间的字符端将调整为当地的时区设置。 

UPPERCASE  创建大写字符端：UPPERCASE(<字符端>) 

返回与该字符端等如的大写字符端。 

点函数点函数点函数点函数    

ANGLEBETWEEN  夹角：ANGLEBETWEEN( <点>, <点>)  
返回两个矢量之间的夹角（角度）。 

CROSS  叉积：CROSS(<点>, <点>)  
返回值属于点类型，是第一个表达式和第二个表达式的叉积。 

DELTA  矢量偏置：DELTA(<点>, <点>, <双精度>)  
该函数使用第一个表达式（点），在第二个表达式（矢量）的方向上以第内个
表达式为偏置计算一个新点。例如，DELTA(MPOINT(0,0,0), MPOINT(1,0,0), 
10) 返回点 10,0,0。 

DOT  点积：DOT(<点>, <点>)  
返回两个点（矢量）的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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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单位矢量：UNIT(<点>)  
返回点除以其长度。例如，UNIT(MPOINT(0,0,0)) 返回点 0,0,1。 

指针函数指针函数指针函数指针函数    

DIST2D：：：：2D 距离：DIST2D(<特征 1>, <特征 2>, <特征 3>) 
计算将特征 1 和特征 2 投影到特征 3 后的 2D 距离。 

DIST3D：：：：3D 距离：DIST3D(<特征 1>, <特征 2>) 
计算特征 1 和特征 2 之间的 3D 距离。 

GETCOMMAND：：：：获取参数所指定的命令的指针：GETCOMMAND(<整数或字符
端>, <字符端>, <整数>)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参参参参数数数数—命命命命令令令令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第一个参数是命令信息字段。该字段指定要搜索的命令类型。可以传入以下参数： 

•  命令说明字符端 

•  命令类型编号 

•  唯一编号标识符 

如果传入命令的唯一 ID，则不需要其它自变量。 

要获获命令说明字符端、命令类型编号和命令的唯一编号标识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编辑 窗口中单击右键。“ ”  

2. 选择更更更更改改改改将将将将出出出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信信信信息息息息（PC-DMIS 必此处于命令模式）。 

3.
 将鼠标指针放在所需命令上。该命令的命令说明、类型编号和唯
一编号标识符将显示在将出菜单中。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个个个个参参参参数数数数—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第二个参数是搜索方向。有并值包此： 
值值值值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UP 该值表明应从当前命令开始向上进行搜索。 
DOWN 该值表明应从当前命令开始向下进行搜索。  
TOP 该值表明应从零件程序开头开始向下进行搜

索。 
BOTTOM 该值表明应从零件程序的最后一个对象开始

向上进行搜索。 

第第第第内内内内个个个个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要要要要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的的的的实实实实例例例例 
第内个参数指定应查找的命令实例。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零件程序中包这在个设置/活动测尖实例，我要获获从窗端开始第二个实例的指
针，应将“2 作为第内个参数传入，将” “TOP 作为第二个参数传入，如下所示。”  
 
赋值/V1 = GETCOMMAND("设置活动测尖", "TOP", 2) 

GETCOMMAND 函数可以用来提供 GETTEXT 字符端函数的第内个参数。 

LEN：：：：指针循环计数：LEN(<POINTER>) 
返回指针处于循环中的还数。例如，如果特征 CIR1 在循环中迭代 10 
还，可以使用 赋值 语句将“ ”  CIR1 
已测量的还数存储在变量中，如下所示：赋值/V1=LEN({CI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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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函数数组函数数组函数数组函数    

ARRAY：：：：创建数组：ARRAY(<表达式 1>, <表达式 2>, <表达式 3>, ) 
创建数组对象，数组元素存表达式参数指定。数组元素使用基指数 1 编号。 

EQUAL：：：：逐元素数组比较：EQUAL(<数组>, <数组>) 
逐元素比较两个数组，确定数组包这的元素是否相同。如果两个数组的大小不
同，或者一个数组的如何元素与另一个数组中的相应元素不匹配，该函数将返
回 0。否则，函数将返回 1。 

LEN：：：：数组元素数目：LEN(<数组>) 
返回数组中的元素数。 

MAX：：：：最大数组元素：MAX(<数组>) 
返回数组中最大的元素。数组中的项按数字或字在比较。 

MIN：：：：最小数组元素：MIN(<数组>) 
返回数组中最小的元素。数组中的项按数字或字在比较。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函数函数函数函数    

FUNCTION：创建函数：FUNCTION((<参数 1>, <参数 2>), <表达式>) 
创建一个函数，使用参数列表指定的参数数，将为为参数替换到表达式中。（参请函数下
的示例）。 

其它函数其它函数其它函数其它函数    

IF：：：：条件表达式求值：IF(<表达式 1>, <表达式 2>, <表达式 3>) 

如果表达式 1 的值为真（本零），该函数将返回表达式 2 
的值；否则，该函数将返回表达式 3 的值。 

PROBEDATA：：：：返回有关当前或指定测头的数据。PROBEDATA(<可选测头数据类型>, 
<可选测尖 ID>, <可选测头文件名>) 

可选测头数据类型：指定表达式应返回的测头数据的可选参数。如果很提供该参数，将返
回当前测尖 
ID。该参数属于字符端类型。第一个表达式可以是如防一个值为有并字符端表达式的表达
式。第一个参数的有并字符端表达式（不区分大小写）包此以下字符端： 

“Offset”– 测量测尖 X,Y,Z 偏置。返回点类型。 

“Vector”– 测尖矢量。返回点类型。 

“A”- 测尖 A 角度。返回双精度类型。 

“B”- 测尖 B 角度。返回双精度类型。 

“Diam(eter)”– 
测量测尖直径。前在个字在“Diam 是必需的，但是可以包这更多的字在，”
直到使用全名。返回双精度类型。 

“Thick(ness)”– 
测量测尖厚度。前第个字在“Thick 是必需的，但是可以包这更多的字在，”
直到使用全名。返回双精度类型。 

“Date”– 上还标定测尖的日后。返回字符端类型。 

“Time”– 上还标定测尖的时间。返回字符端类型。 

“ID”– 测尖 ID。默认的参数。返回字符端类型。 

注注注注：：：：在“Offset 、” “Diameter 或” “Thickness 前面添加” “T 将返回理论信息（即”  
TOFFSET、TDIAMETER 和 T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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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测尖 
ID：该可选参数指定在获取第一个表达式中指定的测头数据时要使用的测尖。如果很提供
，则使用当前测尖。该参数应属于字符端类型。 

可选测头文件名：该可选参数指定在获取测头数据时要使用的测头文件名。如果很提供，
则使用当前测头文件。 

ISIOCHANNELSET：该表达式使用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指示要检查的 I/O 
通道（可用的数字范该取测于所使用的计算机）。第二个参数确定软件将查询主计算机还
是从计算机。如果第二个参数设置为 
1，则将查询从控制器。如果很提供第二个参数（或设置为 0），IO 
通道将查询主控制器。如果很处于主/从模式，主控制器是唯一的选项。  

注注注注：：：：如果提供的测头数据类型、测尖 ID、测头文件名或通道号无并，表达式的值将为 0。 

示例： 
赋值/V1 = PROBEDATA()  V1 设置为当前的测尖 ID（即“T1A0B0 ）”  
赋值/V2 = PROBEDATA("TOFFSET", 
"T1A45B0") 

V2 设置为测尖 T1A45B0 的理论测头偏置 

赋值/V3 = PROBEDATA("Date", 
"T1A90B90", "MYPROB") 
 

V3 
设置为一个字符端，表示上还标定测头文
件 MYPROB 的测尖 T1A90B90 的日后。 

赋值/V4 = ISIOCHANNELSET(3, 0) 如果设置了通道，V4 将等于 
1（求获的值为真），否则，将等于 
0（求获的值为均）。 

TutorElement TutorElement TutorElement TutorElement 函数函数函数函数    

PC-DMIS 版本 3.5 及更高版本增加了 Tutor 转换程序，支持新的 TutorElement 
内部函数。该函数接受一个自变量，数字或字符端（字符端将为特征的标识）。 

该函数使用变量类型结构。.有关结构和子元素的说明，请参请结构。 

示例： 
赋值/E = TUTORELEMENT(1)  创建一个 Tutor 元素结构 
赋值/WM = TUTORELEMENT(n)  对于如防大于 1 的数字，创建 n 个Tutor 

元素结构组成的数组 
赋值/CIR1E = TUTORELEMENT("CIR1")  将特征 CIR1 的数据复制到 Tutor 

元素特征。 

TutorElement 结构目前包这以下子元素： 
子子子子元元元元素素素素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ID 特征标识字符端 
TYPE INTEGER (FTYPE) 
X, Y, Z X、Y 和 Z 坐标值 
PR 极坐标半径 
PA 极角 
CX I 
CY J 
CZ K 
DM 直径 1 
DM2 直径 2 
DS 距原点的距离 
A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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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Y 在 XY 平面的角度 
AYZ 在 YZ 平面的角度 
AZX 在 ZX 平面的角度 
F 形状误差 
SDEV 标准差 
TP 位置真值 

ID 表达式表达式表达式表达式 
许多 PC-DMIS 命令使用特征 ID 作为参数。例如，构造的特征使用 ID 
指定要使用很为特征作为构造特征的输入。ID 
表达式使用户可以引用特定的特征实例、一组命名类似的特征、子例程调用内部的特征实
例或外部零件程序中的特征。 

特征数组特征数组特征数组特征数组 ID ID ID ID    

使用特征数组 ID 
引用特定的特征实例或一组特征实例。例如，如果特征“Circle1 位于一个循环”  5 还的 while 
循环中，退出循环时该圆将存在 5 个实例。要引用“Circle1”5 
个实例的个别实例，应使用特征数组语法（如特征数组：中所述），其中“Circle1[1] 将引”
用第一个实例，“Circle1[2] 将引用第二个实例，还还类推。”  

要引用一组实例，应使用 .. 符号。“Circle1[1..3] 引用”  Circle1 的第 1 个到第 3 
个实例。“Circle[3..5] 引用”  Circle1 的第 3 个到第 5 个实例。“Circle[1..5] 引用”  Circle1 的第 
1 个到第 5 个实例。引用一组特征时，为组特征作为一个构造组对待和使用。 

ID ID ID ID 通配符通配符通配符通配符    

使用 ID 
通配符引用一组命名类似的特征。两个通配符字符为“* 和”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使用元字符匹配选择特征 。）” “ ”  

星号“* 字符用来指代”  0 
个或多个如防字符的实例。要引用以字在“CIR 开头的所有特征，使用表达式”  
ID“CIR* 。该语法将创建一个特征组，包此”  ID 
中包这“CIR 的所有特征，例如” “CIRCLE1 、” “CIRCLE2 、” “CIR3 或” “CIR 。”  

注注注注：：：：如果 CIR3 
有多还执行，则使用最近的测量。要获获不同的执行实例，应使用以下表达式： CIR?[1..3] 

问号“? 字符用来指代如防字符的单个实例。”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ID 表达式“MY???1 将创建一个特征组，长度为”  6 
个字符，以“MY 开头并的以” “1 结文，例如” “MYCIR1 、” “MYCON1 、” “MYLIN1 或” “MYFT
21 。”  

子例程子例程子例程子例程、、、、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脚本或外部程序中的特征脚本或外部程序中的特征脚本或外部程序中的特征脚本或外部程序中的特征 ID ID ID ID    

子例程可以位于当前零件程序或外部零件程序中。如果子例程与该子例程的调用在同一个
程序中，可以使用特征数组 ID 
语法（如特征数组：中所述）引用该子例程中创建的个别特征实例。不过，如果子例程位
于外部应用程序中，可以使用以下语法引用子例程中创建的如何特征。：“<调用子例程 
ID>:<特征 ID> 。例如，如果特征” “F1 位于外部子例程中，要通过 调用子例程 命令使用” “ ”  
ID“CS1 调用该特征，则使用”  ID 表达式“CS1:F1 引用该特征。”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该示例主要说明 CS1.F1 语法的使用，并本为了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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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PLUS1.PRG 

子例程/PLUS1, A1 = 0, A2 = 0, A3 = 0 
F1 =特征/点,直角 
理论值/A1+1,A2+1,A3+1,0,0,1 
实际值/3,1,1,0,0,1 
测定值/点,1 
触测/基本,A1+1,A2+1,A3+1,0,0,1,0,0,0 
终止测量/ 
终止子例程/ 

程序 2：TEST.PRG 

CS1 =调用子例程/PLUS1,D:\V30\WINDEBUG\PLUS1.PRG:3,3,3,, 
尺寸 D1= 点的位置 CS1:F1 单位=英寸 ,$ 
图示=关 文本=关 乘数=10.00 输出=两者 
轴 标称值 正公差 负公差 测定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差 超差 
X 3.0000 0.0000 0.0000 3.0000 3.0000 3.0000 0.0000 0.0000 
----#---- 
尺寸 D1 终止 

Basic 脚本动态创建和删除对象。使用语法“<Basic 脚本 ID>:<特征 ID> 引用”  basic 
脚本创建的特征。例如，如果 ID 为“BS1 的”  basic 脚本创建 ID 为“F2 的特征，使用”  ID 
表达式“BS1:F2 引用该特征。”  

外部程序可以使用 附加 命令附加到“ ”  PC-DMIS 
上。要引用附加的程序中的特征，请使用以下语法：“<附加程序 ID>:<特征 
ID> 。要引用附加的”  ID 
为“GEAR1 的零件程序中的特征” “F3 ，使用表达式” “GEAR1:F3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的 附加外部零件程序 。）“ ” “ ”  

ID ID ID ID 表达式组合表达式组合表达式组合表达式组合    

组合中可以使用数组 ID 表达式、通配符 ID 表达式和外部子例程、basic 
脚本及外部零件程序 ID 表达式。例如，要引用 ID 
为“BOLTPAT 的附加外部零件程序中所有以” “CIR 开头的特征的第内个实例，使用”  ID 
表达式“BOLTPAT:CIR*[3] 。”  

此外，常规表达式中也可以使用 ID 
表达式。因此，上述特征组的测量将心可以使用以下表达式赋给变量： 
赋值/V1 = BOLTPAT:CIR*[3].XYZ 

此外，常规表达式中也可以使用 ID 
表达式。因此，上述特征组的测量将心可以使用以下表达式赋给变量： 
赋值/V1 = BOLTPAT:CIR*[3].XYZ 

优先级优先级优先级优先级 
表达式的求值优先级如下所示（优先级从高到低列出）。 

最高优先级 

•  操作数 

•  (一元从号)、!、()、函数（即 ABS、COS、STR、LEN、CROSS 等）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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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AND 

•  OR 

最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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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外部元素添加外部元素添加外部元素添加外部元素 

添加外部元素添加外部元素添加外部元素添加外部元素：：：：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可以插入零件程序的还种外部元素。其中包此外部应用程序、BASIC 
脚本、零件程序和其它可以进一步增强零件程序功能的对象。 

此部分所此论的主题包此： 

•  插入外部命令 

•  插入 BASIC 脚本 

•  附加外部零件程序 

•  插入外部对象 

插入外部命令插入外部命令插入外部命令插入外部命令 
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命令，当标记并执行该命令时，将在零件程序“ ”
中运行外部的可执行文件或然处理文件。 

•  如果将常规的 DOS 命令放入然文件中，则可以执行为为命令。  

•  要让 PC-DMIS 执行外部命令，必此在 编辑 窗口中标记该命令。“ ”  

•  必此使用有并的路径和文件名。 

•  PC-DMIS 
将中止程序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到 外部命令“ /显示 命令时显示消息。单击”
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可序序执行零件程序。 

插入外部命令插入外部命令插入外部命令插入外部命令：：：：    

选择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菜单选项。将出现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对话框。 

1.
 在对话框中指定外部命令。要为样如，可以在提供的框中键入文件的完整
路径，或使用 . . . 按钮查找文件。 

2.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或无无无无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命令将插入 编辑 窗口。“ ”  

此选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外部命令/显示状态 ; 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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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显显显示示示示状状状状态态态态 = 该切换字段控制 PC-DMIS 
是否该窗执行并显示一条消息通如我外部执行。此字段将在 显示 和 无显示“ ” “ ”
之间切换。 

路路路路径径径径名名名名 = 此字符端表示可执行文件或然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显示显示显示显示””””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选择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项将显示一条消息，使我了解程序为运行外部命令而该窗执行。PC-DMIS 
将该窗执行，直到我单击显示的消息上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无显示无显示无显示无显示””””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如果选择无无无无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项，将在不显示如何消息的许许下运行指定的外部命令。PC-DMIS 
将一直执行，并同时运行可执行文件或然处理文件。 

. . . . . . . . . . . . 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对话框上的 . . . 按钮将显示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 
将外部命令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创建将外部命令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创建将外部命令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创建将外部命令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创建    

PC-DMIS 可以自定义工具栏和菜单，接受链接到 .EXE、.BAT 或 .BAS 
文件上的新菜单项。有关如何操作的信息，请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自定义用户界面“ ” “
主题。”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 BASIC 脚本脚本脚本脚本 
PC-DMIS 的 BASIC 语言扩扩为软件的功能提供了强有框的扩扩。BASIC 
语言脚本或应用程序可以在 PC-DMIS 
中编写（或从其它软件导入），然后连接到可用户定义的工具栏上的按钮，为样就可以以
简单的方式执行强有框的宏。PC-DMIS 中的 BASIC 
版本提供高级语言的所有功能，其中包此自定义对话框（使用 编辑 窗口中的内置对话框“ ”
创建）、ODBC 支持和 OLE 支持。为为选件仅作为 PC-DMIS 
几何测量基本软件包的附加选件提供。  

样例脚本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脚本/文件名 = C:\PCDMISW\sample.bas 
 函数/主 
 终止脚本/ 

PC-DMIS BASIC 语言帮助文件对此附加包提供了完整的说明。如果我在有询到随 BASIC 
语言包提供的帮助文件轴本，请与我的 PC-DMIS 软件支持代表联系。 
将将将将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脚本作为命令插入脚本作为命令插入脚本作为命令插入脚本作为命令插入    

Basic 脚本菜单选项将显示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对话框。此对话框用于在零件程序中添加 BASIC 
脚本对象。BASIC 脚本对象包这当执行 BASIC 脚本对象时应执行的 BASIC 
脚本的名称。只有在执行完 BASIC 脚本后，才我序序执行零件程序。如果 BASIC 
脚本在执行时创建了如何对象，为为对象将插入零件程序中加以执行。用 BASIC 
脚本插入的对象将以不同于其它对象的颜色突出显示，以指示其创建工具是 BASIC 
脚本。有关 BASIC 脚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PC-DMIS BASIC 联机帮助。 
将将将将 Basic  Basic  Basic  Basic 脚本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插入脚本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插入脚本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插入脚本作为菜单项或工具栏项目插入    

PC-DMIS 可以自定义工具栏和菜单，接受链接到 .EXE、.BAT 或 .BAS 
文件上的新菜单项。有关如何操作的信息，请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自定义用户界面“ ” “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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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量传递给将变量传递给将变量传递给将变量传递给 BASIC 脚本或从脚本或从脚本或从脚本或从 BASIC 脚本传递变量脚本传递变量脚本传递变量脚本传递变量 
在 PC-DMIS 代码中，变量只能传递给 BASIC 脚本，而不能从 BASIC 脚本传递。 

可以从 PC-DMIS 传递给 BASIC 脚本的变量类型仅包此： 

•  整数 

•  字符端 

•  双精度 

参考以下示例：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1 1 1 1：：：：使用函数行传递变量使用函数行传递变量使用函数行传递变量使用函数行传递变量    

以下命令行将执行 BASIC 脚本 
TEST.BAS。在执行后，还我将“FUNCTION/ 行中定义的变量传递给”  TEST.BAS 脚本： 

CS2=脚本/文件名= D:\PROGRAM FILES\PCDMIS35\TEST.BAS 
函数/ShowVars,3,"Hello",2.5,, 
开始脚本/ 

以下是 TEST.BAS 脚本；执行后，将在相应的消息框中显示传入的变量： 

Sub ShowVars(IntVar As Integer, StrVar As String, DoubleVar As 
Double) 

  msgbox "The passed integer variable is " & IntVar 

  msgbox "The passed string variable is " & StrVar 

  msgbox "The passed double variable is " & DoubleVar 

End Sub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2 2 2 2：：：：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GetVariableValue  GetVariableValue  GetVariableValue  GetVariableValue 和和和和 SetVariableValue  SetVariableValue  SetVariableValue  SetVariableValue 方法传递变量方法传递变量方法传递变量方法传递变量    

参考以下脚本，使用 GetVariableValue 和 SetVariableValue 方法从 PC-DMIS 
获取变量，并为其增加一个值，然后替换该变量： 

Sub Main 

  Dim App As Object 

  Set App = CreateObject ("PCDLRN.Application") 

  Dim Part As Object 

  Set Part = App.ActivePartProgram 

  Dim Var As Object 

  Set Var = Part.GetVariableValue ("V1") 

  Dim I As Object 

  If Not Var Is Nothing Then 

    Var.LongValue = Var.LongValue + 1 

    Part.SetVariableValue "V1", Var 

    MsgBox "V1 is now: " & Var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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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gbo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End If 

End Sub 

附加外部零件程序附加外部零件程序附加外部零件程序附加外部零件程序 
附附附附加加加加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可打开附附附附加加加加外外外外部部部部零件程序对话框。 

此对话框包这以下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外外外外部部部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名名名名 此框用于键入要附加的零件程序的路径。如

果如防，可以使用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它也我将文件
名路径轴入框中。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 此区域用于在两个零件程序之间共因从可用
列表中选择的坐标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请 创建和使用坐标系 部分的 拟合坐标系“ ” “ ”
。 

当在主/从模式下工作时，附附附附加加加加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菜单选项模其有用。通过此选项，我可以将 从 机“ ”
械臂中的零件程序附加 主 测量臂中的零件程序。附加零件程序之后，将可以共因数据，“ ”
使 主 机械臂和 从 机械臂在同一坐标系上运行，将一个零件程序中的特征数据传递到另“ ” “ ”
一个零件程序中进行计算 － 
总之，以以作的方式完成工作。（有关主/从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
。） 

使用引用数据的指针 

通常，当访问附加的零件程序时，我将需要使用该零件程序中的数据。在引用为为数据时
，我必此引用包这零件程序位置的指针（或变量）。 

请考不以下示例： 

均定我将 TEST_A.prg 附加到当前零件程序。附加命令可能我如下所示：  

CS1=附加/C:\PCDMISW\TEST_A.PRG, 测量机= 

拟合/局部坐标系 = A1, 附加坐标系 = A1 

请注防其中的指针 CS1。我将使用此指针来从附加的零件程序中提取数据。 

现在，均定我要在当前零件程序中显示 TEST_A.prg 中特征 F1 的测定 X 
值。我我使用如下语句。 

注释/操作者,"附加零件程序中 F1 的 X 值为：" 

,CS1:F1.X 

其中的代码 CS1:F1.X 实际上是指示 PC-DMIS 搜索 TEST_A.prg，找到特征 F1，然后显示 
X 值。为是在 PC-DMIS 内引用指针的方法。 

PC-DMIS 还我在构构构构造造造造或尺尺尺尺寸寸寸寸对话框列出附加的零件程序中的特征。PC-DMIS 
将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显示附加的零件程序的标识指针。指针左底我出现加号 
(+)。单击该加号将扩开或折单包这附加的零件程序中所有特征的视图。在扩开视图，显示
附加的零件程序的所有特征后，可以选择要在构造或标注过程中使用的特征。 

注注注注：：：：不能选择附加程序的指针。只能选择扩开的与该指针关联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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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外部对象插入外部对象插入外部对象插入外部对象 
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对对对对象象象象菜单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中输入系统上其它应用程序中的多种对象。可插入的“ ”
对象类型取测于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应用程序。可插入对象的示例包此图形、声音剪辑
、电影剪辑、midi 
剪辑、文档、工作表、数据库表等。使用外部对象，可以将视频说明、音频说明或文本说
明插入零件程序。 

新建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选项用于在 编辑 窗口“ ” 中的指定位置创建特定对象类型的新文件。对象类型可从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对象只能新接在零件程序中的特征之后或之前。 

要新建一个对象并将其放入 编辑 窗口，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选项。”  

2.
 从对对对对象象象象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对象类型。对象将显示在 编辑 窗“ ”
口的一个框中，周该是小矩形点。使用鼠标，我可以将该框然至其它位置
或通过小矩形点调整框的大小。 

3.
 在对象内双击。我将看到运行此特定对象的应用程序将在 编辑“ ”
窗口中打开。 

4. 使用插入应用程序特有的工具修改该对象。 

5. 完成修改后，在 编辑 窗口中“ ” 单击插入对象之外的部分。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要在 编辑 窗口中包此一个“ ” 新的 Word 文档，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选项。”   

2. 从对对对对象象象象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一个 Word 文档对象。  

3. 在 编辑 窗口中，用鼠标将对象框然至所需位置。“ ”   

4. 将对象框调整至所需大小。 

5. 在 Word 文档对象内键入信息。  

6. 在对象之外单击，返回到常规的 PC-DMIS 编辑 窗口功能。插入的“ ”  Word 
文档仍在 编辑 窗口中。“ ”  

从文件创建从文件创建从文件创建从文件创建 
从从从从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创创创创建建建建选项用于将先前创建的文件当作对象插入 编辑 窗口。“ ”  

要插入先前创建的对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从从从从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创创创创建建建建选项。 

2.
 键入要当作对象插入的文件所在目目的路径。或者，使用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
钮浏览到正确的目目。 

3. 选择要当作对象插入的文件。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此时，对象将显示在 编辑 窗口中。使用鼠标，“ ”
我可以将该框然至其它位置或通过小矩形点调整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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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如果要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先前编写的“ ”  Word 文档（该文档包此有关如何操作 CMM 
的说明），请选择从从从从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创创创创建建建建选项，浏览到包这该文档的目目，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此时
，文档将显示在“编辑 窗口的对象框中。使用鼠标，我可以在 编辑 窗口中将对象框移至” “ ”
所需位置并调整其大小。 

链接链接链接链接    

当选择从从从从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创创创创建建建建选项时，将有机我将对象 链接 到 编辑 窗口。当我将对象链接回它的“ ” “ ”
原文件时，对原文件作出的所有更改上将在 编辑 窗口中获到更新。“ ”  

显示为图标显示为图标显示为图标显示为图标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为为为为图图图图标标标标复选框用于将嵌入对象显示为图标，而不是直接显示其信息。但在 编辑 窗口“ ”
中双击图标时，将激活该对象。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均定我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一个“ ”  Word 文档，并选中了显显显显示示示示为为为为图图图图标标标标复选框。该 Word 
文档将显示为图标。但是，如果双击该图标，将打开嵌入的应用程序，显示 Word 
文档中包这的信息。 

对象类型列表对象类型列表对象类型列表对象类型列表 
对对对对象象象象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包这计算机系统上的可用对象类型。根据我在硬盘上安装的不同应用程序，
不同计算机上的可用对象类型将有所不同。 

要选择对象类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滚动条或下箭头和下箭头查找对象。 

2. 选择对象。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标记要执行的外部对象标记要执行的外部对象标记要执行的外部对象标记要执行的外部对象 
默认许许下，当执行零件程序时，将输出而不我执行外部对象。但对于这为对象，所需的
操作可能是执行而不输出。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当嵌入图形时，所需的操作可能是将图形输出到报告中；但在嵌入声音或电影剪辑
时，所需的操作可能是在执行时执行用于播放剪辑的对象。 

外部对象具有以下在种执行模式： 

1. 打印 － 不执行 

2. 不打印 － 不执行 

3. 不打印 － 执行 

4. 打印 － 执行 

要在不同模式之间切换，可在插入点与 编辑 窗口中的外部对象位于同一行时按“ ”  F3。 

杂乱直线 － 
将穿图形的斜线。 
 
杂乱边界 － 
将穿图形边界的斜线。 
 

阴影线或阴影边框用于表示对象的当前执行模式。参请以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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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无无阴阴阴阴影影影影线线线线 当对象上在有显示阴影线时，对象将输出

到报告中。  
阴阴阴阴影影影影边边边边框框框框 当对象周该出现阴影边框时，就将执行该

对象。 

 

注注注注：：：：执行操作始终与双击外部对象时发生的操作相同。对于多体剪辑，此默认操作通常是
播放。对于其它多数对象，默认操作为编辑。 
播播播播放放放放 声音剪辑将播放声音。电影剪辑将播放电影等。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默认操作为编辑的对象通常不是需要执行的对象。不过，这为应用程序对象能够在
激活时运行自定义的 BASIC 脚本。Word 文档或 Excel 
电子表格是为种外部对象的示例。对于为为对象类型和 PC-DMIS 
自动命令，可以用零件程序中的数据来更改对象。例如，可以将一个 Excel 
图形插入一个包这 BASIC 脚本的零件程序，此脚本在激活后我使用 PC-DMIS 
自动命令从零件程序中使取数据，并在输出到检验报告之前相应地调整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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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主/从模式从模式从模式从模式 

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主////从模式从模式从模式从模式：：：：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设计主/从模式是为了驱动双机械臂坐标测量机。该选项将使用一个全局坐标系统操作两个
机械臂。尽管测量过程与单机械臂坐标测量机类似，但在使用双机械臂系统时，PC-DMIS 
必此能区分正在进行测量的机械臂。 主“ /从 选件作为附加软件包提供。”  

注注注注：：：：在运行该选件之前，两个系统中必此均安装 PC-DMIS。  

本部分主要介该如何设置双机械臂 
CMM，如何使用双机械臂创建零件程序，以及如何在从机械臂上运行主零件程序。其中包
此以下主题： 

•  设置双机械臂 CMM 

•  使用主/从模式创建零件程序 

•  在从机械臂上运行主零件程序 

设置双机械臂设置双机械臂设置双机械臂设置双机械臂 CMM 
要设置双机械臂坐标测量机，请执行以下步骤： 

第 1 步：将 PC-DMIS 

安装在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计算机上 

要访问该选项，需要执行的第一步是在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计算机上安装 PC-
DMIS。（如果需要，请参请软件安装过程的有关文档。）  

两个端口锁必此均启用 主“ /从 选件。要验许为一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关关关关于于于于 PC-DMIS For Windows。关关关关于于于于 PC-DMIS for Windows 
对话框打开，显示关于开发人员和已安装模块的信息。  

2.
 拉下模模模模块块块块下拉列表，查找 主“ /从 。如果已列出，则为当前端口锁”
启用该模块。 

两台计算机上均应有该模块。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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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确定主系统 

确定将作为主系统使用的系统。大多数许许下，可以使用如防一个系统。如果双机械臂系
统具有转台，主系统必此是控制该转台的控制器。以这种方式标记主机械臂或从机械臂。
大多数用户通常将主机械臂称为“ARM1 ，从机械臂称为” “ARM2 。”  

下一步 

第 3 步：匹配每个机械臂的 CMM 轴 

每个机械臂的 CMM 轴必此匹配。即两个机械臂的 X+、Y+ 和 Z+ 轴的方向必此相同。  

如果需要更改轴的分配和方向，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正在联机模式下运行 PC-DMIS。 

2.
 在从计算机上选择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接接接接口口口口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此时将显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
接接接接口口口口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3. 选择轴选项卡。此时将显示 X、Y 和 Z 轴的组合框。 
 

4. 使用 X、Y 或 Z 
列表，重新分配所连接的坐标测量机的轴，以便与主机械臂的轴匹配。通
常只需要修改 X 和 Y 轴。 

5.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保存更改。 

6. 该对话框关闭后，将退出 PC-DMIS。 

7. 重新启动 PC-
DMIS，通过在同一方向移动两个机械臂的轴，确保更改正确。确保轴计
数器相应递增。 

注注注注：：：：直到完成主/从校验后，计数器中的数字值才我匹配。 

下一步 

第 4 步：配置测头尖安装方位 

PC-DMIS 在两个系统中加载并的两个机械臂的轴匹配之后，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打开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2. 选择零零零零件件件件/CMM 选项卡。  

3. 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方方方方位位位位按钮。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座座座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配配配配置置置置对话框。 

4. 根据需要更改安装方位。 

5. 在主机械臂计算机上，应说明两个机械臂的安装方位。 

6.
 在从机械臂计算机上，只需使用 主机械臂“ 设置说明从机械臂的”
安装方位。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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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设置主/从模式 

下一步是设置主/从模式。选择主主主主/从从从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此菜单选项可显示主主主主从从从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  

该对话框在 设置首选项 部分 设置主“ ” “ /从 主题中介该。按请该主题中的设置步骤操作，然”
后再序序。 

下一步 

第 6 步：连接主/从计算机 

现在，我需要连接主从计算机。我可以在两台计算机之间使用 null 
调制解调器端行电调，如果两台计算机均连接到网文上，可以使用网文在两台计算机之间
通讯。第 5 步：设置主/从模式主题中描述该 PC-DMIS 连接。 

设置了两台计算机之后，在零件程序中，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菜单应可以从主机械臂计算机选择
。选择了该菜单后，PC-DMIS 
将进入主从模式。如果要使用两台计算机（一个机械臂使用一台计算机），PC-DMIS 
将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建立链接。该链接将以调两个机械臂的活动。如果无法建立该链接，
将出现错误消息，通如我从机械臂无在应。在为种许许下，原因可能是 PC-DMIS 很在从 
PC 
上运行，两台计算机之间的电调连接无法使用，或上一步中输入的设置不正确。请允正该
问题，然后重试该步骤。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建立链接后，可以校验两个机械臂之间的关系
。 

下一步 

第 7 步：进入主/从模式 

1. 在从系统上启动 PC-
DMIS。不要创建新零件程序或激活程序。从系统现在已就就。  

2. 在主系统上启动 PC-
DMIS。创建新的零件程序（或激活已如存在的零件程序）。如果要创建
新的零件程序，PC-DMIS 
将自动打开测头对话框。选择或创建描述主机械臂上的测头的测头文件。
确保为校验两个机械臂之间的关系时要使用的测尖添加了 AB 角。  

3. 选择选选选选项项项项菜单中的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从模式选项。PC-DMIS 
将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建立链接。该链接将以调两个机械臂的活动。如果链
接无法建立，将出现错误“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无无无无在在在在应应应应 。在为种许许下，原因可能是”  
PC-DMIS 很在从 PC 
上运行，两台计算机之间的电调连接无法使用，从计算机上的联机零件程
序是活动的，或上一步中输入的设置不正确。请允正该问题，然后重试该
步骤。  

4. 选中后，PC-DMIS 
将在菜单中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选项的左底显示一个复选标记。还将显示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机机机机
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工具栏。 
 

 
活动机械臂 工具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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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具栏将包这两个说明测头的切换图标。Probe 1 
图标对应于主模式。Probe 2 
图标对应于从模式。此工具栏用于选择对特定命令进行控制的机械臂。一
还只能激活一个模式。所选的图标窗认为是活动的图标。活动的图标通如 
PC-DMIS 应以有在在模式中创建的命令的机械臂。在 编辑 窗口中，“ ” PC-
DMIS 
在应用于从系统的命令的左底显示一条黄色当线，在应用于主机械臂的命
令的左底显示一条红色当线。同时分配给主从机械臂的命令将在左底边距
中同时显示红线和黄线。 

5. 单击从图标切换到从模式（现在显示的内窗应遵请从机械臂）。  

6. 选择测测测测头头头头。PC-DMIS 
将询问我是否要加载新的测头文件。单击是是是是回否该问题。现在，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对话框中创建从测头文件。确保为校验双机械臂系统时要使用的测尖添
加了 AB 
角。在我的零件程序中，应包这两个 加载测头 命令。用来描述每个机械“ ”
臂上的测头。 

注注注注：：：：此时，我因很校验测头文件。校验过程将在完成主从校验后进行。 

下一步 

第第第第 8 步步步步：：：：校验双机械臂系统校验双机械臂系统校验双机械臂系统校验双机械臂系统 
在两个系统上启动 PC-DMIS 之后，必此定义将在测量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测头。PC-DMIS 
使用测头的理论数据校验系统。此时不要校验测头。  

1. 如果主测头文件已如存在，将该文件加载到活动零件程序中。 

2. 选择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然后加载或创建从测头文件。 

3.
 下一步是校验双机械臂系统。从选选选选项项项项菜单中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只能在联机模式下使用）。此时将显示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对话框。 

4.
 确保在该对话框的组合框中输入的测头文件和测尖正确。同时确
保将用来执行校验的工具已列出。只有选择了两两两两个个个个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上上上上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工工工工具具具具选项
，才需要该工具。 

5. 选择校验类型。可以选择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和和和和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或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  

如果选择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和和和和原原原原点点点点选项，将在两个机械臂之间创建一个 3D 
转换，补偿两个机械臂之间的所有超差。该操作必此执行至从一还（通常
应每隔几个月定后执行该操作）。  

如果选择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将只允正两个机械臂之间的原点。与测头校验过程相比，应
更加如常地执行该类型的校验。  

校验测头时，PC-DMIS 我询问我是否移动了工具。如果向 PC-DMIS 
表明很移动过该工具，则不必将机械臂调整到机械臂原点。如果回否移动
过该工具，在校验测头尖之后，应返回该模式，并选择机械臂间校验的原原原原
点点点点类型。如果键入的球体数大于 1，PC-DMIS 
将使用测量的平均值创建原点。 

注注注注：：：：选择原原原原点点点点选项作为校验类型时，必此确保使用校验后的测尖。 

6. 选择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或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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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了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提示我使用 CMM 
操可可测量每个球体位置。在球体上采第一个测点后，PC-DMIS 将在 
DCC 模式下采其它测点。  

如果选择了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允许我提供球体的位置，并将在计算机的控制下进行所有移动。按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按钮更改每个球体的位置，方法是键入 X、Y 和 Z 
坐标（读取活动机械臂的位置对轴写为内个值本常有用）。 

注注注注：：：：要确立两个机械臂之间的基本关系，必此首先以手动模式至从执行一还原点机械臂到
机械臂的校验。 

7. 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的的的的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一个数字。键入的数字确定 PC-DMIS 
将为每个机械臂测量的工具位置数。如果使用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提示我手动测量为为位置。如果使用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自动驱动每个机械臂测量为为位置。 

8. 使用下面的可用选项确定如何使用机械臂测量为为工具。 

两两两两个个个个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上上上上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工工工工具具具具 

•  如果在使用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时选择该选项，PC-DMIS 
将提示我使用两个机械臂测量每个球体的位置。 

•  如果在使用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时选择该选项，PC-DMIS 
将驱动两个机械臂来测量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中定义的每个位置的球体。
确保坐标测量机上真正存在所需的球体位置数，因为在测量之间不我有足
够的时间实际移动球体。 

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夹夹夹夹持持持持工工工工具具具具，，，，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进进进进行行行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如果在使用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时选择该选项，PC-DMIS 
我提示我将主机械臂移动到每个位置，然后使用从机械臂测量球形工具。 

•  如果在使用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时选择该选项，PC-DMIS 
我将主机械臂移动到每个指定的校验位置，然后命令从机械臂在该位置测
量球体。对于该选项，我需要将特特的球体装入机械臂的窗端。 

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夹夹夹夹持持持持工工工工具具具具，，，，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进进进进行行行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如果在使用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时选择该选项，PC-DMIS 
我提示我将从机械臂移动到每个位置，然后使用主机械臂测量球形工具。 

•  如果在使用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时选择该选项，PC-DMIS 
我将从机械臂移动到每个指定的校验位置，然后命令主机械臂在该位置测
量球体。对于该选项，我需要将特特的球体装入机械臂的窗端。 

9. 输入正确的设置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开始我请求的校验。 

•  如果选择了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在工具上采一个点开始校验。PC-DMIS 
将自动测量其它点。在当前位置测量该工具后，PC-DMIS 
我提示我将其移动到工作台的新位置上。  

•  如果选择了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只测量每个指定的校验球体位置。确保工作台上的工具位置不共线（在
一条直线上）。使工具的相类位置距离尽可能在，并的至从有一个位置在 
Z 轴方向提高。 

注注注注：：：：另一种校验 DCC 测量机的方法是先执行手动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校验，然后再执行 DCC 
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和和和和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校验。在大型测量机上我用到该方法，因为需要均定 X 和 Z 
轴相对平行。该过程将进行测头校验，然后进行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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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校验过程第一部分校验过程第一部分校验过程第一部分校验过程第一部分    

1.
 将现有测头文件加载到活动零件程序中。务必要包此将用于双机
械臂校验的 AB 角度。 

2.
 选择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从模式选项进入主/从模式（ 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 ”
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3. 确保从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了正确的测头文件和测尖。 

4. 确保所列的工具是我将要用来执行校验的工具。 

5. 选择校验类型，即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和和和和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或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 

注注注注：：：：如果选择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则必此确保我正在使用如过校验的测尖。 

6. 选择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或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  

注注注注：：：：要确立两个机械臂之间的基本关系，必此首先以手动模式至从执行一还原点机械臂到
机械臂的校验。 

7. 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的的的的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数数数数框中键入一个数字。该数字确定 PC-DMIS 
将为每个机械臂测量的位置数。 

8.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确定如何使用机械臂来对工具进行测量： 
两两两两个个个个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上上上上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工工工工具具具具 
 
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夹夹夹夹持持持持工工工工具具具具，，，，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进进进进行行行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从从从从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夹夹夹夹持持持持工工工工具具具具，，，，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进进进进行行行行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9. 当选择完所有正确设置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根据我作出的选择开始校验。 

当测量球体时，将通过找平、旋转和设置原点在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之间创建一个坐标系
。 

校验过程第二部分校验过程第二部分校验过程第二部分校验过程第二部分    

当完成第一部分所述的校验后，需要在同一工具上对两个测头文件进行校验。为将重置两
个测尖之间的原点关系，此操作所更改的只是原点，而不是坐标系的找平或旋转。如果我
使用的是 PHS 
测座，则需要在同一工具上用两个机械臂进行测座校验。请按请以下过程执行： 

1. 单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 1 按钮。大多数用户上我将此按钮赋给主计算机。 

2.
 访问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 ”
框和菜单选项）。如果 PC-DMIS 
询问我是否要加载新的测头文件，单击否否否否。 

3. 校验主测头（或者，如果使用 PHS，则执行测座校验）。PC-DMIS 
将询问工具是否已如移动。 

4. 单击是是是是。 

5. 当完成此校验后，退出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6. 单击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 2 按钮。大多数用户上我将此按钮赋给从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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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校验从测头（或者，如果使用 
PHS，则执行测座校验）。  

8. 当 PC-DMIS 询问工具是否已如移动时，为一还应单击否否否否。 

当以主/从模式校验了两个测头文件后，即完成了主/从校验。PC-DMIS 
我将从测头文件、工具数据、机械臂到机械臂的转换数据复制到从计算机中。为样，我就
可以将从机械臂当作主坐标系统的扩扩来独立运行，也可以随时以主/从模式同时运行主从
机械臂。 

在 编辑 窗口中，“ ” PC-DMIS 
将在应用于从机械臂的命令的左底显示垂直的黄线。而应用于主机械臂的命令左底则将显
示垂直的红线。如果将命令同时赋给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PC-DMIS 
就我在左底的边距处同时显示红线和黄线。 

指平的红线或黄线表示命令将同时影在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在执行完先前所有命令（通
常是分支或建坐标系命令）之前，主从机械臂上无法执行该命令。 
进行自动校验进行自动校验进行自动校验进行自动校验    

除了通常的双机械臂校验，PC-DMIS 还可以对主/从机械臂进行自动校验。 

PC-DMIS 提供了一个命令，可以在执行零件程序时自动校验当前的测头。PC-DMIS 
将在执行命令后开始校验例程。 

要插入该命令，选择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主主主主/从从从从菜单选项（ 使用导航图 部分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 ”
和菜单选项）。以下命令块将插入 编辑 窗口：“ ”  

自动校验/主从, 测量的机械臂=两者, 校验模式=DCC, 标定工具标识=cal_m, 测量中心=0,0,0 

该命令块中还项的说明如下所述：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测量的机械臂= 指示将执行测量的机械臂（不是夹持工具的
机械臂）。选项包此 两者 、 从 或“ ” “ ” 主 ，“ ”
校验模式= 手动 或“ ” “DCC 。”  

标定工具标识= 指定所使用标定工具的名称。 
测量中心= 使用 校验模式“ =DCC 时用于测量的”  X, Y, Z 

位置。该项在使用 校验模式“ =手动 的命令上”
不我出现。 

按 F9 键可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主主主主/从从从从对话框。  

该对话框中的大多数项目与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对话框使用的相同。以下是两项明显的区别。  

首先，PC-DMIS 
目前对该命令仅支持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校验类型。因此，不能更改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和球体数。因为 PC-DMIS 
对该命令仅支持一个球体，所以，在有单独的按钮编辑所有球体位置。我可以在该对话框
中使用 X、Y 和 Z 中心框指定一个球体位置。在使用 DCC 校验时，指定一个球体位置的 
X、Y 和 Z 坐标。  

其还，不能指定主/从机械臂的测头和测尖。为为信息将显示在该对话框的列表中，仅供显
示。 自动校验“ /主从 命令将从使用该命令的程序的内窗中获取为为信息。”  
主主主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仅供显示。存 自动校验“ /主从 命令前面的主”

机械臂 加载测头 命令确定“ ”  
主主主主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仅供显示。存 自动校验“ /主从 命令前面的主”

机械臂 测尖 命令确定“ ”  
从从从从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仅供显示。存 自动校验“ /主从 命令前面的从”

机械臂 加载测头 命令确定“ ”  
从从从从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仅供显示。存 自动校验“ /主从 命令前面的从”

机械臂 测尖 命令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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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 步步步步：：：：校验主校验主校验主校验主/从测头文件从测头文件从测头文件从测头文件 
现在系统已如校验，我将需要校验主从测头文件。校验的顺序并不重要。可以使用两种不
同的工具进行校验（一种工具用于主机械臂，一种工具用于从机械臂）。我还可以通过从
计算机校验从机械臂，通过主计算机校验主机械臂。PC-DMIS 
将在下一还从主计算机上进入主从模式时同步两台计算机的测头文件。在主从模式下校验
两个机械臂的测头时，一还只能校验一个机械臂。 

•  确保在要校验主测头文件时选择了 Arm1 按钮。 

•  确保在要校验从测头文件时选择了 Arm2 按钮。 

可以在与主测头相同的标定工具上校验从测头。如果不使用同一工具，确保在校验从测头
是使用 SLAVESPHERE 工具。   

要选择 SLAVESPHERE 工具，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2.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 

3. 单击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此时将显示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对话框。 

4. 从工具类型列表中选择 SLAVESPHERE。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确认我的选择。SLAVESPHERE 
信息将出现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的底部。 

有关所需测头校验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头 主题。特别是 测量“ ” “ ” “ ”
部分。 

下一步 

第第第第 10 步步步步：：：：设置主设置主设置主设置主/从原点从原点从原点从原点 
校验主从机械臂的最后一步是设置两个机械臂之间的原点。该操作应使用主从机械臂上的
校验测头文件进行。要设置主从原点，在选选选选项项项项菜单中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此时将显示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对话框。 

2. 选择仅仅仅仅原原原原点点点点选项。 

3.
 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的的的的球球球球体体体体数数数数框中键入设置原点要测量的球体数。如果测量多
个球体位置，PC-DMIS 将使用还位置的平均值设置原点。 

4. 选择两两两两个个个个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上上上上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工工工工具具具具选项。 

5. 选择所需的测头文件和测尖。 

6. 选择 DCC 校验或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如果选择了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确保已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定义了所需的球体位置。 

7.
 从可可可可用用用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选择一种工具，用来定义要测量的校验工具的
正确直径和方位。 

8.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  

•  如果选择了手手手手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要求我使用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测量球体上的一个点。然后，PC-DMIS 
将在 DCC 模式下测量球体上的其它点。 

•  如果选择了 DCC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选项，PC-DMIS 
将驱动机械臂移动到编编编编辑辑辑辑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位位位位置置置置对话框中定义的球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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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从模式下校验了两个测头文件并设置了机械臂间原点之后，校验过程完成。PC-DMIS 
我将从测头文件、工具数据、机械臂到机械臂的转换数据复制到从计算机中。为样可以在
从机械臂上运行自编，就找像是主坐标系统的扩扩。我还可以选择在主从模式下同时运行
。每还进入主从模式时（通过选择进进进进入入入入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PC-DMIS 
将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同步以下内窗： 

•  测头文件更改 

•  测座校验更改 

•  误差将射数据更改 

•  测头更换架数据 

•  校验工具数据更改 

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主/从模式创建零件程序从模式创建零件程序从模式创建零件程序从模式创建零件程序 
定义并校验了测头后，可以创建零件程序。一定要选择要使用的正确机械臂。选择 Probe 1 
或 2 图标可以实现该目的。PC-DMIS 
将使用粗体文本指示从模式（在 编辑 窗口中）。“ ” PC-DMIS 
将序序使用活动机械臂，直到指示模式更改。如果使用一个机械臂进行测量，PC-DMIS 
我自动将该机械臂切换为活动机械臂，并存储测量。 

退出活动的零件程序后，PC-DMIS 将自动禁用 主“ /从 选件。”  

将命令分配给机械臂 

如果要将已分配给主机械臂的命令分配给从机械臂（或面之），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编辑 窗口置于命令模式。“ ”  

2. 选择要添加的 编辑 窗口命令。“ ”  

切换主/从机械臂菜单项
只能在进入主/从模式的
系统上使用。 

3. 从菜单栏中选择切换主/从机械臂菜单项。  

 

选择该选项时，PC-DMIS 我将所有突出显示的命令切换到另一个机械臂。  

•  如果很突出显示如何命令，PC-DMIS 
我连接 编辑 窗口中光标所在位置的命令。“ ”   

•
 可以将大多数命令连接到主机械臂、从机械臂或同时连接到主从
机械臂。例如，我可以创建一个 例近距离 或 建坐标系 命令，将其应用“ ” “ ”
于主机械臂和从机械臂，或其中的一个。  

•
 这为命令不能同时分配给两个机械臂。其中包此特征、触测、尺
寸和测头命令。 

在进入主/从模式后，PC-DMIS 
我在 编辑 窗口的左边距中插入红色和黄色的“ ” 垂直线，显示将使用所选命令的机械臂：  

•  为从机械臂分配的特征使用黄线表示。  

•  为主机械臂分配的特征使用红线表示。 

•  同时为主/从机械臂分配的特征同时使用红线和黄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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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和黄色的将线（而不是当线）表明命令同时影在主从机械臂，在两个机械臂均执行了
所有以前的命令之前，不允许如何机械臂执行该命令。两个机械臂同时执行该类型的命令
（通常为分支或建坐标系命令）。 

注注注注：：：：当执行主/从模式时，从机械臂的运行始终我如轴会后于主机械臂。为种延迟是正常的
。  

使机械臂等待以避免碰撞使机械臂等待以避免碰撞使机械臂等待以避免碰撞使机械臂等待以避免碰撞 
有时，我可能需要一个机械臂等待，直到另一个机械臂完成在重单的区域内的测量。为通
常是为了避免两个机械臂碰撞。有两个不同的命令可以避免碰撞。  
使用移动同步命令使用移动同步命令使用移动同步命令使用移动同步命令    

我可以在测量序列的开头和结文加入 移动“ /同步 命令，确保只有一个机” 械臂在移动。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请 插入移动命令 部分的 插入移动同步命令 。“ ” “ ”  
使用移动隔离区命令使用移动隔离区命令使用移动隔离区命令使用移动隔离区命令    

我可以使用 移动“ /隔离区 命令。”   

•  使用该方法的找处是 PC-DMIS 
只需使其中一个机械臂等待（如果另一个机械臂进入其区域）。  

•
 缺点是需要在所有命令机械臂进入双机械臂体积中间的重单区域
的命令块中加入 移动“ /隔离区 命令。”  

要使用此命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找到使其中一个机械臂进入 CMM 体积的重单部分的命令序列。 

2. 在序列的开头加入 移动“ /隔离区=打开”命令。 

3. 在序列的结文加入 移动“ /隔离区=关闭 命令。”  

使用 移动“ /隔离区=打开 可以指定形成”  3D 
区域的两个隅角点。该区域为分配该命令的机械臂保留。如果另一个机械臂已如处于所请
求的区域，PC-DMIS 
将等待，直到第一个机械臂离开，并使用 移动“ /隔离区=关闭 命令退出命用的空间。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请 自动功能 部分的 插入隔离区命令 。“ ” “ ”  

对主对主对主对主/从校验使用温度补偿从校验使用温度补偿从校验使用温度补偿从校验使用温度补偿 
其电偶是测量温度差的其
电偶。 

如果要补偿 CMM 上的温度，将需要在程序中插入两个温度补偿命令 — 
一个命令用于主机械臂，另一个命令用于从机械臂。此外，只有连接到主控制器上的零

件的其电偶用于记目零件的温度。 

 

关于温度补偿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补偿温度 主题。“ ” “ ”  

在从机械臂上运行主零件程序在从机械臂上运行主零件程序在从机械臂上运行主零件程序在从机械臂上运行主零件程序 
如果需要在从机械臂上运行主零件程序，可以在翻转轴模式下运行 PC-
DMIS。该模式内部翻转 X 和 Y 轴的标记，使 Y 轴正对着测量机的中心，X 
轴背对着主机械臂的 X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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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有的测头文件、测座将射、工具更换架和其它校验和误差补偿文件无需更改即可在
该模式下使用。 

注注注注：：：：正常模式或翻转轴模式下完成的校验在如一模式下均是正确的并的可以使用。 

添加在翻转轴模式下运行添加在翻转轴模式下运行添加在翻转轴模式下运行添加在翻转轴模式下运行 PC PC PC PC----DMIS DMIS DMIS DMIS 的图标的图标的图标的图标：：：：    

1. 使用 本源管理器 浏览到要添加该图标的目目。“ ”  

2. 从 本源管理器 的“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中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 
快快快快捷捷捷捷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将出现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快快快快捷捷捷捷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向导，要求我输入程序的路径。 

3. 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行行行行框中，键入 PC-DMIS 
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或使用浏浏浏浏览览览览按钮浏览并选择该文件。默认的路径
为“C:\Pcdmisw\Pcdlrn.exe 。”  

4. 命命命命令令令令行行行行框中显示该路径后，将光标放在路径的结文，然后键入 /r 或 –
r。该参数将通如 PC-DMIS 
在翻转轴模式下运行。我也可以将该命令与操作者模式组合，方法是在命
令行上添加 –o 或 /o。 

5. 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 

6. 在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快快快快捷捷捷捷方方方方式式式式的的的的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PC-DMIS Reverse Axes 
Mode 之类的字符端。”  

7. 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新图标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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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 

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如何使用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方便地切换和查看多个打开的零件程序。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切换打开的零件程序 

•  排列打开的窗口 

•  使打开的窗口成为程序焦点 

切换打开的零件程序切换打开的零件程序切换打开的零件程序切换打开的零件程序    

以下方法可以方便地切换打开的零件程序： 

单单单单击击击击 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 或或或或 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 ”   
选择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或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菜单选项可以切换到一组打开的零件程序中的下一个或上
一个零件程序。在到达所有打开的零件程序的结文后，再还单击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不我有
如何在应。 

在在在在打打打打开开开开的的的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的的的的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中中中单单单单击击击击：：：： 在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的最底部，PC-DMIS 
我显示所有打开的零件程序的列表。我可以通过从列表中选择零件程序名称，
方便地选择要成为焦点的零件程序。 

单单单单击击击击标标标标题题题题栏栏栏栏：：：：如果显示了零件程序的 编辑 窗口或 图形显示 窗口的标题栏，只需“ ” “ ”
单击标题栏即可切换到相应零件程序。 

排列打开的窗口排列打开的窗口排列打开的窗口排列打开的窗口    

通过以下菜单选项可以排列所有打开的窗口。为为菜单选项不我影在 编辑 窗口，直到我“ ”
右键单击 编辑 窗口并取消选中“ ” 窗窗窗窗窗窗窗窗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菜单选项，将 编辑 窗口从其窗窗位置移除。“ ”  
图图图图标标标标 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层单 将还窗口类相将单放

置，仅显示标题栏，
并使最窗部的窗口成
为焦点。 

 
指平平水 指平平水还窗口，并

使最上面的窗口成为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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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平水 垂直平水还窗口，并

使最左底的窗口成为
焦点。 

 
激活下一个窗口 激活下一个打开的窗

口。 

使打开的窗口成为程序焦点使打开的窗口成为程序焦点使打开的窗口成为程序焦点使打开的窗口成为程序焦点    

PC-DMIS 
还我在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中列出所有打开的窗口。只需从该菜单中选择窗口，即可使相应窗口成为
程序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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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联机帮助使用联机帮助使用联机帮助使用联机帮助 

使用联机帮助使用联机帮助使用联机帮助使用联机帮助：：：：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如何使用通过帮帮帮帮助助助助菜单访问的联机帮助查找我需要的帮助。  

本部分查及以下主要的主题： 

•  通过浏览目目和主题搜索帮助 

•  使用索引术语搜索帮助 

•  在帮助中搜索匹配的文本 

•  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搜索帮助 

•  存储常用的帮助主题 

•  更改帮助文件选项 

帮助文件界面概述 

在安装 PC-DMIS 时，PC-DMIS 可执行文件所在的目目中我提供一个编译找的 HTML 
帮助文件（扩扩名为 .chm 的文件）。双击该文件或在 PC-DMIS 中随时按 F1 
键可启动帮助文件。 

我我我我欢欢欢欢主主主主题题题题：：：：PC-DMIS 帮助文件首先显示我欢主题。该主题包这该版本 PC-DMIS 
入门如识的一为链接。 

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工具栏中包这以下按钮：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按按按按按按按 – 该按钮显示和按按用于搜索主题的选项卡。 

•  后后后后退退退退/前前前前进进进进 – 为两个按钮与 Internet 
浏览器中的后退和前进按钮类似。其中存储在浏览帮助文件时访问的主题，我
可以方便地后退到以前查看的主题或前进到最近查看的主题。 

•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用于设置帮助文件的还种选项。 

•  询询询询问问问问 – 
该按钮可以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搜索主题。只需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钮即可打开 搜索 窗“ ”
格。该窗格显示以下选项卡用于搜索和存储主题（单击按按按按按按按按可按按该窗格）： 

•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 通过该选项卡可以通过目目搜索。 

•  索索索索引引引引 – 通过该选项卡可以通过索引条目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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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 – 通过该选项卡可以搜索匹配的文本。 

•  询询询询按按按按夹夹夹夹 – 通过该选项卡可以存储常用的主题供以后使用。 

本部分的即即部分介该如何搜索和存储主题。 

通过浏览目目和主题搜索帮助通过浏览目目和主题搜索帮助通过浏览目目和主题搜索帮助通过浏览目目和主题搜索帮助 
1. 访问 PC-DMIS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2. 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钮显示选项卡。 

3. 单击目目目目目目目目选项卡。帮助文件将显示还部分的列表。 

4. 查找要查看的主题，并单击要查看的主题旁边的加加加加号号号号 
(+)。列表将扩开以显示子主题。 

5.
 选择要查看的主题，相应主题的内窗将出现。我可以在主题中单击上上上上一一一一个个个个
和下下下下一一一一个个个个箭头按钮切换主题。 

使用索引术语搜索帮助使用索引术语搜索帮助使用索引术语搜索帮助使用索引术语搜索帮助 
1. 访问 PC-DMIS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2. 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钮显示选项卡。 

3.
 单击索索索索引引引引选项卡。在键键键键入入入入要要要要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的的的的关关关关键键键键字字字字：：：：框中键入可能的索引术语。如
果在主题中找不到所使用的术语，请本试使用类似的其它单词。 

4.
 在查找要查看的主题时，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钮或双击相应主题。通常，主题中我
包这子主题的列表。此时，找找找找到到到到的的的的主主主主题题题题对话框出现，用于选择要显示的子主题
。 

在帮助在帮助在帮助在帮助中搜索匹配的文本中搜索匹配的文本中搜索匹配的文本中搜索匹配的文本 
1. 访问 PC-DMIS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2. 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钮显示选项卡。 

3.
 单击搜搜搜搜索索索索选项卡。在键键键键入入入入要要要要查查查查找找找找的的的的关关关关键键键键字字字字：：：：框中键入要搜索的文本。如果
将文本使用问号此起来，帮助文件将本试查找完全匹配的的语；否则，帮助文
件将本试查找所有词如防顺序的组合。下面的主主主主题题题题列表中将显示主题列表。 

4.
 双击要查看的主题，或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选的主题将出现。帮助文件我突出显
示符合键入的关键字的所有术语。要关闭突出显示，访问 PC-DMIS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工具栏中的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钮。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选项卡底部的以下复选框可以帮助我限制或放上搜索条件。 

搜搜搜搜索索索索以以以以前前前前的的的的结结结结果果果果 – 
该复选框可以在现有的结果中搜索。如果帮助返回了大量主题，而我我我限制
搜索条件，可以使用该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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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匹匹匹配配配配类类类类似似似似关关关关键键键键字字字字 – 
该复选框可以放上搜索条件，允许搜索类似的关键字形式。例如，如果要查找
导出并的选中了该复选框，帮助文件将返回包这已导出、正在导出等的主题。 

仅仅仅仅搜搜搜搜索索索索标标标标题题题题 – 
该复选框通过仅在主题标题中而本正文中搜索，从而限制搜索条件。  

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搜索帮助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搜索帮助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搜索帮助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搜索帮助 
询询询询问问问问按钮使用强大的第内方自然语言接口程序，可以通过特特的内部索引搜索，查找我所
需的主题。该选项目前只能用于英文版的帮助文件。 

1. 访问 PC-DMIS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2. 单击询询询询问问问问按钮。PC-DMIS 我将主显示部分指分为两个显示框。  

3.
 可以单击按按按按按按按按按钮按按选项卡或通过然动帮助文件的边框放大帮助文件视
图区域的大小，为我对我有帮助。 

4. 在提供的编辑框中，键入问号使用自然语言格式。例如键入“What's new with 
this 
version? 将显示可能的主题，并在主题旁边显示匹配在分比。在分比在高，主”
题与我的问题在匹配。 

5. 双击要显示的主题。 

6. 找到所需的主题后，单击关关关关闭闭闭闭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按钮关闭列表。 

对于搜搜搜搜索索索索选项卡，可以将要查找完全匹配项的术语使用问号此起，从而限制搜索条件。 

存储常用的帮助主题存储常用的帮助主题存储常用的帮助主题存储常用的帮助主题 
PC-DMIS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可以存储常用的主题供以后使用。即使我关闭了帮助文件，主题也我存储，可以
在以后打开。 

1. 访问 PC-DMIS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2. 单击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钮显示选项卡。 

3. 使用搜索方法查找要保存的主题。 

4.
 单击询询询询按按按按夹夹夹夹选项卡。在当当当当前前前前主主主主题题题题框中，我看到右底窗格中显示的主题的主
题标题。 

5. 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PC-DMIS 将该主题添加到询询询询按按按按夹夹夹夹选项卡的主主主主题题题题列表中。  

6. 要查看存储的常用主题，只需在主主主主题题题题列表中双击相应主题。 

7. 要删除存储的主题，选择相应主题并单击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更改帮助文件选项更改帮助文件选项更改帮助文件选项更改帮助文件选项 
使用工具栏中的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钮可以更改帮助文件的还个选项。 

•  按按按按按按按按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卡卡卡卡/显显显显示示示示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卡卡卡卡 – 与工具栏上的按按按按按按按按/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按钮作用相同。 

•  后后后后退退退退/前前前前进进进进 – 与工具栏上的后后后后退退退退/前前前前进进进进按钮作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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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页页页页 – 转到与帮助文件关联的主页。 

•  窗窗窗窗止止止止 – 
窗止当前的进程。通常在帮助文件浏览器中访问外部网页时，此选项将窗止该
进程。 

•  刷刷刷刷新新新新 – 
刷新当前的主题。如果访问的外部网页和内窗在我上还访问后已如改变，选择
该选项将显示最新的内窗。 

•  Internet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访问 Internet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参请 Internet Explorer 的帮助。  

•  询询询询问问问问 – 该选项可访问询询询询问问问问搜索方法。 

•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 将当前主题发送到打印机。 

•  关关关关闭闭闭闭搜搜搜搜索索索索突突突突出出出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 
在使用 搜索 选项卡时，关闭所显示主题中文本的突出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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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机模式下使用在脱机模式下使用在脱机模式下使用在脱机模式下使用 

在脱机模式下使用在脱机模式下使用在脱机模式下使用在脱机模式下使用：：：：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设计 PC-DMIS 
的脱机版本是为了使用户可以不使用坐标测量机即可准备并调试零件程序。在过每的几年
中，脱机编程的能框已如日增重要。坐标测量机的用户已如更加防识到为一点，为了完全
实现其在坐标测量机上的投本，坐标测量机必此用来测量零件，而不是编写程序来测量零
件。 

坐标测量机制造或首先本试增加脱机编程能框，包此包包的本用文本编辑器。为为断断尽
管用特有限，仍刺激了用户对脱机编程的仍仍。受为种仍仍的驱使，一为 CAD 
供应或开发了一为断断，使用户可以使用 CAD 模型生成零件程序。 

尽管为为断断在在优于文本编辑器，但是有一个主要的缺点 – 
成本高。因为每个坐标测量机供应或均使用特定的测量语言或语言，为为语言如常我变动
，有时还我窗替代，开发和该维为为断断的开只耗用使它我仅适用于从数有开框的用户，
而无法适用于所有用户。 

为种许许这成 DMIS 规范（一种通用的 CMM 语言）的开发。DMIS 使 CAD 
供应或可以开发零件编程软件包，只针对一种语言，从而大大将低了成本。为为节如的成
本让利于本户，脱机零件编程也成为大量坐标测量机用户一种可行的选择。不过仍然存在
一个问题。如果坐标测量机用户的 CAD 
供应或不支持或不计划支持脱机零件编程，该该那该？ 

尽管许多大型机 CAD 供应或受大量本户的驱动，已如将 DMIS 
扩扩引入它我的断断，但是基于 PC 的 CAD 
供应或具有不同的本户供，对该对域的仍仍不大。许多坐标测量机用户（特别是小型公特
）本门使用基于 PC 的 CAD 系统。PC-DMIS 为为个供体及来了脱机编程能框。 

通过 PC-DMIS，使用标准 IGES 模型（几乎每一个 CAD 
供应或均支持该模型）的程序员可以在成本低可的 PC 或或或 PC 
上生成零件程序，而不必接近坐标测量机。为为零件程序可以用来驱动如何运行 PC-DMIS 
或支持 DMIS 规范的坐标测量机。 

为为脱机编程的方法与联机编程使用的方法大为相同。不过，根据需要，标定测头、进行
测量和调试程序所使用的方法可能与联机版本中使用的方法不同。本部分介该 PC-DMIS 
的脱机编程方法。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前提条件 

•  脱机测头 

•  设置测头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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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机测量特征 

•  脱机执行和调试零件程序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要脱机使用 PC-DMIS，必此有 IGES 模型格式的 CAD 数据、DES 文件、DXF 文件或 
X,Y,Z,I,J,K 数据。有关将为为文件导入 PC-DMIS 
系统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CAD 数据 主题。”  

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 IGES 实体实体实体实体 
IGES 实实实实体体体体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100 圆/弧 
102 复合曲线 
104 锥形弧 
106 大量数据（多点线） 
108 平面 
110 直线 
112 参数式样条曲线（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114 参数式样条曲面（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116 点 
118 直再曲面（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120 旋转曲面（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122 板状柱体（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124 转换矩都 
126 有理 B 样条曲线（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128 有理 B 样条曲面（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140 偏置曲面 
144/142 修整曲面（使用曲线和曲面选件） 
402 关联性实例 
408/308 子图示 
410 视图 

IGES IGES IGES IGES 兼窗性兼窗性兼窗性兼窗性    

PC-DMIS 与 IGES 3.0、4.0 和 5.1 兼窗。 

DXF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PC-DMIS 将在 DXF（绘图类换文件）文件中读取数据，作为用来创建零件程序的 CAD 
数据。该文件格式不支持文本。唯一支持的数据类型是特征数据。 

该选件不属于 PC-DMIS 的标准模块。如果我有仍仍必必该附加软件包，请与 Brown and 
Sharpe 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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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PC-DMIS 将在 DES（数据交换标准）文件中读取数据，作为用来创建零件程序的 CAD 
数据。该数据可以是特征数据或卡具数据。如果是特征数据，我可以选择使用特征标号定
义特征类型。通过从 PC-DMIS 显示中选择 DES 点，将显示正确的 DCC 
特征对话框，其中轴本来自 DES 点的值。 

DES 特征类型存特征标号的第第个位置定义。为是 DES 文件中 LINE 数据类型的第 15 
列。字符和特征类型如下所示。 
字字字字符符符符 DES 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PC-DMIS  

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S 曲面 曲面点 
T 修整 棱点 
H 棱边 棱点 
X 孔 圆（凹） 
Y 键 圆（见） 
Z 槽 圆槽 

XYZ ASCII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PC-DMIS 将在如何包这 XYZ（也可能有 IJK）数据的 ASCII 
文件中读取数据。该文件应包这需要测量的标称（理论）检验点。  

有关 XYZ ASCII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XYZIJK 
文件 。”  

脱机测头脱机测头脱机测头脱机测头 
在脱机版本中，可以使用在联机版本中定义的所有测头定义和校验功能。不过值只能键入
。不能进行测量。（例如，不能实际测量校验标准具以确定测头的直径。）  

有关定义测头的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定义测头 。“ ” “ ”  

注注注注：：：：建如（但并本必此）创建脱机零件程序与联机执行零件程序使用同一个测头。 

设置测头深度设置测头深度设置测头深度设置测头深度 
要脱机对测量编程，一定要将测头的深度设置为指定距离（与当前工作平面的曲面有关）
。PC-DMIS 提供多种设置测头深度的方法。 

注注注注：：：：需要处于程序模式才能使用所有为为方法。确定 状态 按钮显示 程序 。“ ” “ ”  

设置近似测头深度 

大多数许许下，只需设置近似测头深度即可正确测量特征。要使用脱机 PC-DMIS 
完成此如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鼠标光标放在绘图中采测点所需的深度。  

2. 右键单击当前位置。PC-DMIS 将在测头的新位置重绘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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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设置特征上的测头深度置特征上的测头深度置特征上的测头深度置特征上的测头深度 
要将测头定位在特定的特征上（例如平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移近该特征。 

2. 按住鼠标右键。 

3. 放开鼠标右键。 

放开右键后，PC-DMIS 我使测头 捕删 最近的“ ”  CAD 
元素，并显示以下消息：“精精精精确确确确深深深深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在在在在 。”  

状态栏显示当前的测点数以及测头的位置。 

设置球体上的测头深度设置球体上的测头深度设置球体上的测头深度设置球体上的测头深度    

PC-DMIS 
提供了两个过程来设置球体上的测头深度。根据测头相对于绘图中心线的位置，确定在球
体上进行触测的位置。如果测头在中心线下方，PC-DMIS 
将在球体的底部进行触测。要在球体的窗部进行触测，测头深度必此设置在中心线上方。
关于以下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脱机测量特征。 

内内内内该该该该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要在内该球面上设置精确深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动画测头移动到所需的圆上。 

2. 按住鼠标右键。  

3. 放开鼠标右键。球体上将设置精确深度。 

PC-DMIS 
将测头置于特征上开始按住鼠标右键的一底。为将确定要测量的特征类型。如果测头捕删
到圆 CAD 
元素的外部，测点将在圆的外部。如果测头捕删到该元素的内部，测点将在圆的内部。圆
的内该原点必此与球心在同一位置。 

设置了精确深度后，生成的所有点均将捕删到球面上。 

二二二二该该该该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使用二该绘图时，PC-DMIS 
要求至从有两个球体视图。球体在两个视图中应显示为圆（或弧）。  

1.
 使用其中一个视图为两个轴设置精确深度。（关于设置精确深度
的信息，请参请 设置特征上的测头深度 。）“ ” PC-DMIS 
将显示以下消息：“精精精精确确确确深深深深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在在在在 。”   

2. 使用第二个视图设置第内个轴的精确深度。PC-DMIS 
将显示以下消息：“精精精精确确确确深深深深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在在在在球球球球体体体体上上上上 。该过程将搜索球体真正的内”
该中心点。  

设置了精确深度后，生成的所有点均将捕删到球面上。  

设置锥体上的测头深度设置锥体上的测头深度设置锥体上的测头深度设置锥体上的测头深度    

PC-DMIS 
提供了两个过程来设置锥体上的测头深度。关于以下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请脱机测量特
征。 

内内内内该该该该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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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锥面上的精确深度，PC-DMIS 要求显示锥体上两个 CAD 
圆（或弧）。建如该过程使用曲面的两个视图，但并本必此。（等尺寸视图也是设置锥体
上测头深度的可行方法。）  

1. 使用其中一个圆为锥体的一端设置精确深度。PC-DMIS 
将显示以下消息：“精精精精确确确确深深深深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在在在在 。”  

2. 接下来，使用第二个圆为锥体的另一端设置精确深度。PC-DMIS 
将显示以下消息：“精精精精确确确确深深深深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在在在在锥锥锥锥体体体体上上上上 。”  

设置了精确深度后，生成的所有点均将捕删到锥面上。按住鼠标左键可以在锥体上采单个
测点。单击鼠标左键将提示 PC-DMIS 角锥体等距采测点。 

二二二二该该该该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要在二该绘图中设置锥面上的精确深度，PC-DMIS 
要求定义两个圆（如上所述）之间的长度。因为为两个圆深度相同，所以还需要定义一条
线的精确深度。该线可以是一条直线，也可以是锥体棱上的一条线。设置了圆上的精确深
度后，在将用作长度的线的旁边按住鼠标右键。 

设置了精确深度后，生成的所有点均将捕删到锥面上。按住鼠标左键可以在锥体上采单个
测点。单击鼠标左键将提示 PC-DMIS 角锥体等距采测点。 

键入测头深度键入测头深度键入测头深度键入测头深度 
有时需要将测头设置在空间上的这个特定位置。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处于程序模式时单击状态栏的 X、Y、Z 
部分（或选择 插入移动命令 部分介该的移动到选项）。此时将显示“ ”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点点点点对话框。默认的设置指示测头的当前位置。 

2. 将 X、Y、Z 
更改为所需的值。通过选中 存储移动 复选框，可以将 移动点 命令加入“ ” “ ”
程序。我还可以选择 增量移动 复选框和 可以移动“ ” “ ”复选框。 

3. 输入新的 X、Y 或 Z 值后单击完完完完成成成成，PC-DMIS 
我将动画测头移动到新位置。 

脱机测量特征脱机测量特征脱机测量特征脱机测量特征 
PC-DMIS 提供多种方法脱机对测量例程编程。按住鼠标左键可以进行触测。使用 ALT +“-
（从号）组合键可以在测量过程很完成之前删除指定的测点数。（对每个要删除的测点单”
击 ALT +“- 从号键。）使用”  END 键可以完成测量过程。 

注注注注：：：：按 END 键结很测量过程。PC-DMIS 将序序在测点缓冲区中询集测点，直到按 END 
键。 

自动测量自动测量自动测量自动测量 
根据圆特征和线性特征类型的 IGES 定义，PC-DMIS 
可以对测量为为特征的方法进行一为均设。利用为为均设可以加快零件编程过程的速度。 

圆特征圆特征圆特征圆特征    

PC-DMIS 
为圆形特征所生成的默认
测点数是一个系统选项。

PC-DMIS 可以自动为圆、柱体和弧生成测点。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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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该值，访问设置选
项对话框，然后单击常规
选项卡。在自动圆测点数
编辑框中键入新的默认数
目。  

1. 将光标移近该特征的周该。 

2. 单击鼠标左键。（ 状态 图标必此设置为程序模式。）“ ” PC-DMIS 
将在特征上以当前测头深度等距生成测点。（有关设置圆的测点数的信息
，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选项： 常规 选项卡 ）。“ ” “ “ ” ”   

遵循以下对圆特征的测量规则。 

•  对于内径（标识），将光标放在特征内底。 

•  对于外径（OD），将光标放在特征外底。 

•  要自动对柱体编程，至从要在不同的测头深度采两组测点。 

•  在对弧编程时，PC-DMIS 将沿着弧长度的方向采测点。  

•
 要测量球体或锥体，先设置球体或锥体上的精确深度，然后在生
成测点。参请设置球体上的测头深度和设置锥体上的测头深度。 

线性特征线性特征线性特征线性特征    

PC-DMIS 
为线性特征所生成的默认
测点数是一个系统选项。
要更改该值，访问设置选
项对话框，然后单击常规
选项卡。在自动直线测点
数编辑框中键入新的默认
值。 

PC-DMIS 可以自动为直线和平面生成测点。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移近该直线。 

2. 单击鼠标左键。（ 状态 图标必此设置为程序模式。）“ ”   

遵循以下测量线性特征的规则： 

•  PC-DMIS 
将在当前测头深度沿着直线长度的方向等距生成测点。（有关设置直线的
测点数的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选项：“ ” “ “常规 选项卡 ）” ”
。  

•  光标必此放在要采测点的直线的一底。 

•  要自动对平面编程，至从要在不同的测头深度采两组测点。 

曲面特征曲面特征曲面特征曲面特征    

UV 扫描可以用来自动沿着曲面的 UV 
方向将点放在曲面上。处于程序模式或曲面选择模式时，在要选择的曲面内部按鼠标左键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允许输入起始和终止 UV 值，以及沿着每个 UV 方向的点数。 

离散测量离散测量离散测量离散测量 
自动测量可以加快编程过程的速度，但是有时因为零件的几何形状或特征类型，需要将测
点精确地放在特征上。放置测点有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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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面上放置测点在曲面上放置测点在曲面上放置测点在曲面上放置测点    

在许多许许下，需要精确地将测点放置在曲面上（例如平面、球体或锥体测量）。要实现
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移动到要进行触测的位置。 

2. 按住鼠标左键（不要移动鼠标）。 

3. 放开鼠标左键。PC-DMIS 将在该点对触测编程。 

按住鼠标左键时，光标必此保持在一个位置。否则，PC-DMIS 
我误解我的目的。在放开左键后，如果测头尖捕删到特征上，则鼠标如在该过程中移动。
按 ALT +“- （从号）组合键删除该测点并重新开始。”  

注注注注：：：：精确深度必此在锥体、球体或平面上放置离散测点之前设置。  

在特征上放置测点在特征上放置测点在特征上放置测点在特征上放置测点    

在许多许许下，需要精确地在本平面特征上放置测点。要实现此目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移动到要进行触测的位置。 

2. 按住鼠标左键。 

3. 将测头向要进行触测的位置移动。（测头必此在屏幕上至从移动 1/8"）。 

4. 放开鼠标左键。 

PC-DMIS 将 捕删 特征上的测点。“ ” PC-DMIS 
将测点定位在特征上开始按住鼠标时光标所在的一底。 

终止测量终止测量终止测量终止测量 
要在脱机模式下终止测量，按 END 键。 

脱机执行和调试零件程序脱机执行和调试零件程序脱机执行和调试零件程序脱机执行和调试零件程序 
在脱机 PC-DMIS 中执行零件程序与在联机 PC-DMIS 
中相同。通过 编辑 窗口可以快速访问零件程序中的所有命令，使轴调脱机零件程序象在“ ”
坐标测量机上一样窗很。 

有关 PC-DMIS 中许多编辑选项的概述，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 ”  

程序员负零关注测头动画，以检测碰撞和位置错误的测点。实现该目的的最找方法就是将
低移动速度和接触速度。要完成该如务，进入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项（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修“ ” “
改报告和运行参数 主题），在相应的编辑框中” 键入我我的速度。按窗窗窗窗止止止止按钮时，PC-DMIS 
将窗止测量过程，只有按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后才我序序执行。 

路径 

路路路路径径径径菜单选项提供沿零件的测头路径的图形表示。该选项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用来编辑测
头路径，在脱机测量过程中本常有用。要访问此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仅当标记了必要特征以后
，PC-DMIS 
才我显示测头路径。  

1. 标记特征，为为特征将用于在相应零件程序的“编辑”窗口中编辑测头路径。（参
请“编辑零件程序”部分的“标记要执行的命令”。） 

2. 选择路路路路径径径径选项。PC-DMIS 
将显示零件程序的在在部分创建的测头路径。有关使用路径的详细信息，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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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 主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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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零件程序转换为将零件程序转换为将零件程序转换为将零件程序转换为 PC-DMIS 

将零件程序转换为将零件程序转换为将零件程序转换为将零件程序转换为 PC PC PC PC----DMISDMISDMISDMIS：：：：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允许用户导入在 DOS 或 Avail 中创建的零件程序，并转换为可以在 PC-DMIS for 
Windows 中运行。原零件程序必此使用 Avail 或 PC-DMIS (DOS) 版本 3.2 
或更高版本创建，才能进行转换过程。 

注注注注：：：：本版本中无法导入 Tutor for Windows 零件程序。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转换零件程序文件 

•  导入零件程序文件 

转换零件程序文件转换零件程序文件转换零件程序文件转换零件程序文件 
要转换文件，必此按请以下步骤操作： 

DOS 到 Windows 

1. 使用 DOS 启动 PC-DMIS for DOS。将显示 Active Parts 列表。  

2. 从菜单列表中单击 POST 按钮。 

3. 选择要转换的零件程序。PC-DMIS 将显示 Post Options 菜单。 

4. 从菜单列表中选择 DIMS CMDS 按钮（尺寸命令）。PC-DMIS 将要求输入 
Output File 的名称。 

5.
 键入相应的文件名，后面跟着内个字符的扩扩名。建如（并本必此）使用
扩扩名“.dim 。”  

6. PC-DMIS 后后处理零件程序时，将要求我输入 PC-DMIS for Windows 
测头文件的名称。键入相应的名称。 

7. 确保是用于 Windows 的测头文件。 

8. 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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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后处理完成后，PC-DMIS 将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我按如防键序序。PC-
DMIS 将返回 Active Parts 列表。 

10. 退出 PC-DMIS for DOS。 

Avail/MMIV 到 Windows 

Avail/MMIV 文件需要转换即可在 PC-DMIS for Windows 
中运行。建如（但并本必此）使用 LLF*.* 
文件名保存文件。只需按请导入零件程序中的指导操作即可。 

导入零件程序文件导入零件程序文件导入零件程序文件导入零件程序文件 
导入零件程序文件时应按请以下步骤操作。该过程与文件类型无关。 

DOS、Avail 和 MMIV 文件 

1. 双击相应的在面图标（或选择在面上的“开开开开始始始始”按按按按钮钮钮钮 | 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启动 PC-DMIS for Windows。PC-DMIS 
将加载并显示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 

2. 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3.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创建新零件程序。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 

4. 键入新零件程序文件的名称以及其它所需信息。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该对话框将关闭，PC-DMIS 将打开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6. 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关闭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7. 选择导入菜单选项。PC-DMIS 将显示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8. 从数数数数据据据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框中选择相应的输入数据类型（DIMS、AVL 或 MMIV）。 

9. 突出显示所需的文件。如果文件使用 .DIM / .LLF*.* 扩扩名保存，PC-DMIS 
将自动显示具有相应扩扩名的所有可用文件。如果需要，切换到所需的目目。  

10.
 在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中，选择合合合合并并并并选项或替替替替换换换换选项，合并或替换当前的零件
程序。 

11.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转转转转换换换换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显示以下转换选项： 

•  将主程序和所有调用的子例程转换为一个 DIMS 零件程序。 

•  仅转换指定的文件。包此子例程调用，但是不转换子例程文件。 

•  将主程序和调用的子例程转换为单独的 DIMS 零件程序。 

12. 选择一种可用的转换方法。 

1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 

PC-DMIS 将转换 DIMS/AVAIL/MMIV 数据并返回零件程序。  

•  对于每还 工具更换 ，我提示我选择“ ”  PCDMIS 测头文件。 

•  对于每还 测尖更换 ，我提示我选择“ ”  PCDMIS 测头。 

现在，我的零件程序即可在 PC-DMIS for Windows 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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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如果导入的 AVAIL 零件程序在特征块中包这 IFTEST 
关键字或 转到“ /标号 命令，或导入的”  MMIV 零件程序在特征块中包这 BRANCH/TEST 
关键字或 分支“ /标号 命令，” PC-DMIS 将移动到特征块之前相应的 IF 和 GOTO 
命令。该问题将在以后版本的 PC-DMIS 中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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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注册表条目修改注册表条目修改注册表条目修改注册表条目 

修改注册表条目修改注册表条目修改注册表条目修改注册表条目：：：：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将所有用户定义的设置存储在 Windows 注册表中。在版本 3.5 
之前的版本中，PC-DMIS 将为为设置存储在 ini 文件 Pcdlrn.ini 中。PC-DMIS 
在每还启动时读取注册表中的条目。 

警警警警告告告告：：：：如果编辑系统注册表不正确，可能我可坏我的计算机系统。因此，我我提供了 PC-
DMIS 设置编辑器。我我建如我使用该应用程序更改 PC-DMIS 
中的设置。不过，如果我测定直接编辑注册表，一定要将重要的数据备则在计算机上，然
后再更改注册表。 

对于几乎所有用户定义的设置，我上不需要编辑注册表数据，而是应在 PC-DMIS 
应用程序中更改。 

重重重重要要要要说说说说明明明明：：：：尽管实际的注册表中包这大量 PC-DMIS 设置，但是，本部分仅介该不能在 PC-
DMIS 中更改的设置。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数据库 

•  DMIS 

•  编辑 窗口“ ”  

•  FileMan 

•  IDEAS 

•  主/从 

•  OpenGL 选项 

•  OpenGL 设置 

•  选项 

•  参数 

•  测头校验 

•  ProEngineer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752

•  读出窗口 

•  Sharpe 32 

•  TermiFlex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PC-DMIS 注册表条目注册表条目注册表条目注册表条目 
PC-DMIS 为我提供自定义的编辑器用于 PC-DMIS。为样，我就不必直接编辑注册表。 

要编辑 PC-DMIS 注册表条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退出并关闭 PC-DMIS 应用程序。 

2. 在 Windows 中，单击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然后单击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3. 单击 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然后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为将启动 PC-
DMIS 
设置编辑器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一分为时间加载所有设置运行后，可以使用 
PC-DMIS 设置编辑器查找和编辑如何用户定义的设置。 

4. 单击要修改的组旁边的加号。列表将扩开。 

5. 选择要更改的设置。PC-DMIS 设置编辑器我显示与所选设置有关的信息。  

•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 – 显示条目所在的部分（例如 [选项] 就是旧的 Pcdlrn.ini 
文件中的一个部分）。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 – 显示要更改值的条目（例如 HasRenishawWrist 就是旧的 
Pcdlrn.ini 文件中的一个条目）。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框 – 
显示需要修改的条目的值类型。包此布使型、字符端、双精度、整数和 
DWORD。 

•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值值值值框 – 
显示所选设置的值。如果显示的值为 无 ，则注册表中目前在有值。不过“ ”
，为仍是可以更改的有并条目。更改后，该条目的新键将添加到注册表中
。 

6. 在 当前值 框中更改设置值，然后单击“ ” 保保保保存存存存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7. 完成编辑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 PC-DMIS 设置编辑器。 

注注注注：：：：我必此单独运行 PC-DMIS 设置编辑器。如果在 PC-DMIS 中运行 PC-DMIS 
设置编辑器，则我出现一条消息，通如我需要先关闭 PC-DMIS，然后再运行设置编辑器。 

要清除包这所有用户自定义 PC-DMIS 
条目的注册表并重新加载其默认值，单击全全全全部部部部清清清清除除除除按钮。该操作将从注册表中删除所有条
目，然后使用默认的出按值重新加载条目。为为条目的默认值存储在 PC-DMIS 内部，在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不显示。 
导出和导入自定义设置导出和导入自定义设置导出和导入自定义设置导出和导入自定义设置    

要导出或备则 PC-DMIS 注册表设置，访问 PC-DMIS 
设置编辑器，然后单击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按钮。然后，即可将还条目及其当前值保存到文件中。以后，
我可以单击导入按钮恢复保存的条目。恢复文件将使用保存的文件中的值覆覆注册表中的
当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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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显示默认的统计数据库参数。 

注注注注：：：：只有系统上安装了统计询集软件包时，才可以使用数据库参数。 

DMIS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可以存储处理 DMIS 相关例程时使用的值。 

DMIS 使用导出代码 

通过该条目可以指定在将零件程序导出成 DMIS 文件时，PC-DMIS 
使用旧方法还是新方法创建 DMIS 文件。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的条目行如下：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MISUsePostoutCode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设置为 真 ，“ ” PC-DMIS 在导出时将使用旧方法创建 DMIS 
文件。如果设置为 均 ， 编辑 窗口的内窗在导出时也将复制到文件中。“ ” “ ”  

有关导出的一般信息，请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出“ ” “  CAD 数据 。”  

DMIS 显示警告 

通过该条目可以指定如果在导入 DMIS 文件的过程中如到错误，PC-DMIS 是否显示警告。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的条目行如下：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MISShowWarnings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设置为 真 ，“ ” PC-DMIS 
在如到错误时我显示警告、出错的行号以及简的说明。错误消息将使用以下格
式： 

nnn:msg:DMIS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 

nnn 为行号 

msg 可以是以下如防内窗： 

“--- 表示该行窗则如”  

“ERROR 表示发现错误”  

“!MAJOR 表示不支持主关键字”  

“!MINOR 表示不支持还关键字。”  

DMIS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是导为问题发生的 DMIS 文本。 

如果该条目设置为 均 ，在如到错误时不我显示警告。“ ”  

有关导入的一般信息，请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CAD 数据 。”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Pcldrn.ini 文件的该部分可以存储用于修改 编辑 窗口还方面的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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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窗口在输出时使用标记特征组名称 

该条目指定 PC-DMIS 
在将 编辑 窗口的内窗输出到文件时是否使用标记特征组的名称。默认许许下，“ ” PC-DMIS 
使用标记特征组的名称作为文件名。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EWUseMarksetNamesWhenPrinting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该条目设置为 真 ，“ ” PC-DMIS 
将使用标记特征组文件名。如果设置为 均 ，“ ” PC-DMIS 
将使用打打打打印印印印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指定的文件名。 

FileMan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创建目目路径，并允许我为该路径附加相应的说明。PC-
DMIS 
读取该路径和关联的说明，但是只在 文件管理器 中显示说明。通过“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器器器器的目目目目目目目目下
拉框可以访问目目并显示从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读取的说明。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设型的 FileMan 部分包此以下条目： 

条形码扫描器 

条形码扫描器条目可以用于使用条形码扫描器扫入的零件标识。如果启用该选项，PC-
DMIS 
的 文件管“ 理器 将允许条形码读取器数据读入如何零件标识字段（例如零件名、序列号等”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BarCodeScan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将该选项设置为 均 ，“ ” PC-DMIS 
不支持条形码扫描。如果将该选项设置为 真 ，“ ” PC-DMIS 支持条形码扫描。 

默认文件名 

默认文件名条目将为如何新建的 .PRG 文件生成默认的 OS 
文件名。该文件名可以存用户编辑。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efFileName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默认操作系统文件名的字符端。 

IDEAS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包这 direct CAD 与 I-DEAS 
文件交类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交类 。”  

版本 

该条目包这计算机上安装的 I-DEAS 主系列的版本信息。目前，PC-DMIS 只支持主系列 6a 
或 7。 

该条目可以确保 PC-DMIS 使用适合 I-DEAS 安装的 DLL。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版版版版本本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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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计算机上安装的 I-DEAS 版本的字符端。版本可以是“MS 6A 或” “MS 
7 。默认的版本为” “MS 7 。”  

服务器 

该条目包这默认 I-DEAS 服务器的名称。如果我的 I-DEAS 服务器不是“Sdrc/I-
deas_7 ，则需要修改该条目。” Server 条目指定 I-DEAS 服务器。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I-DEAS 服务器名称的字符端。默认值为“Sdrc/I-deas_7 。”   

 在 I-DEAS 主系列 7 的默认安装下，不需要更改该值，该值存 PC-DMIS 
自动设置。  

 不过，在 I-DEAS 主系列 6a 的默认安装下， 服务器 条目的值应为“ ”  Sdrc。 

主主主主/从从从从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显示主/从模式的通讯端口的默认位置。参请 使用主“ /从模式 部分。”  

从模式通讯端口 

该条目确定默认的通讯端口。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SlaveCommPort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主/从模式默认通讯端口的整数值。 

主从模式监听 TCPIP 端口 

如果两台 PC 通过 TCPIP 网文类相连接，我还可以使用 TCPIP 连接两台计算机。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MasterSlaveListenTCPIPPort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TCPIP 端口的整数值。例如值 6501。 

注注注注：：：：6501 
端口号随防取值，仅是作为示例。我可以使用其它端口号，只要不与主或从计算机上的其
它软件程序冲突。通常，使用 5000 以上的端口号比较安全。 

主从模式连接 TCPIP 地址 

该条目定义存网文管理员为从 PC 分配的 TCPIP 地址。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MasterSlaveConnectTCPIPAddress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TCPIP 地址的字符端。该地址总是存句点分隔的在个数字组成。例如 
120.33.44.6。 

主从模式连接时间 

该值是在初始连接时 PC-DMIS 等待网文连接完成的时间。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MasterSlaveConnectTime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756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表示毫秒数时间的整数值。例如，500 为半秒。默认值为 500。 

OpenGL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包这影在图形显示的设置。为为设置用于颜色深度、Z 
缓冲区深度和双缓冲。 

应在可以从 OpenGL 菜单选项访问的 OpenGL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中编辑为为值。参请 设置首“ 选项 部分的 更改” “  OpenGL 选项 。”  

OpenGL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通过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可以更改如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测定点。我可以测定将点绘制“ ”
成球体（而不是交叉线），并的可以在 
OpenGL（立体）视图中修改所显示点的大小。要将零件更改为立体视图，请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设置屏幕视图 主题。” “ ”  

将箭头绘制成立体箭头 

通过该条目可以设置如何绘制在 图形显示 区域和 分析 窗口中显示的分析箭头。“ ” “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rawArrowsAsSolid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该条目设置为 真 ，则将箭头绘制成立体箭头。如果该条“ ”
目设置为 均 ，将使用旧的箭头样式绘制箭头。“ ”  

绘制箭头半径（毫米） 

该条目设置箭头轴的最大半径（毫米）。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rawArrowRadiusInMM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箭头轴半径值的整数值。 

将点绘制成球体 

该条目通如 PC-DMIS 是将测量点绘制成球体还是交叉线。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rawPointsAsSpheres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如果设置为 均 ，“ ” PC-DMIS 
不我将点绘制成球体。如果设置为 真 ，“ ” PC-DMIS 则将点绘制成球体。 

绘制点半径（毫米） 

该条目通如 PC-DMIS 在将点绘制成球体时使用的半径大小。要使该选项生并，必此将 
DrawPointsAsSpheres 条目设置为 1。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rawPointsRadiusinMM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绘制点的半径的整数值（毫米）。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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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为多个 PC-DMIS 系统选项设置全局命令。如果为为参数在 
PC-DMIS 中更改，PC-DMIS 设置编辑器将面将为为更改。同样，在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设置的选项将显示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或参参参参数数数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的相应选项卡中。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如常我根据本户需要的改变进行更改。有关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提供的许多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 ”   

Catia 端口 

通过该条目可以指定 Direct CAD 与 Catia 文件交类使用的端口。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 
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针对” “  PC-DMIS 版本 3.5 的 Catia Direct CAD 接口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CatiaPort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所使用端口号的整数值。（例如 5555）UNIX 和 NT 
应使用同一个端口。 

Catia 地址 

通过该条目可以指定作为 Direct CAD 与 Catia 文件的接口的 IP 地址。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 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针对” “  PC-DMIS 版本 3.5 的 Catia Direct CAD 接口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CatiaAddress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UNIX 工作询的 IP 地址编号的整数值（例如 205.158.132.244）。 

Catia 目目 

该条目列出 CATIA 系统上模型文件的默认位置。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 
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针对” “  PC-DMIS 版本 3.5 的 Catia Direct CAD 接口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CatiaDirectory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表示模型文件位置的路径的字符端。 

禁用加载时间表达式检查 

通过该条目可以禁用加载零件程序时的表达式有并性检查。为样，在使用本常大的零件程
序时，可以提高 PC-DMIS 的速度。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isableLoadTimeExpressionChecking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设置为 均 ，则启用表达式有并性检查。如果设置为 真“ ” “ ”
，则禁用表达式有并性检查，但是我提高 PC-DMIS 的速度。 

禁用概要模式和撤销 

通过该条目可以禁止使用概要模式，并的禁止在 编辑 窗口中执行撤销和重复操作。为样“ ”
，在使用本常大的零件程序时，可以提高 PC-DMIS 的速度。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DisableSummaryModeAndUndo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设置为 均 ，则允许使用概要模式，并的可以执行撤销操“ ”
作。如果设置为 真 ，则禁止使用概要模式，并的不能执行撤销操作，但是我“ ”
提高 PC-DMIS 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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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蜂音 

通过 MessageBeep 
条目可以确定测量零件时是否发出蜂音。如果使用该方法，唯一受影在的应用程序是 PC-
DMIS。该功能对系统上运行的如何其它程序将禁用。 

另一种关闭声音的方法是使用系统 控制“ 面板 。不过，该方法将影在系统上运行的所有程”
序，而不仅仅是 PC-DMIS。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MessageBeep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设置为 均 ，则在有蜂音。如果设置为 真 ，则启用蜂音“ ” “ ”
。 

测头文件 

该条目指示最近使用的测头文件的名称。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LastProbeFile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显示最近使用的测头文件的字符端。 

使用旧式槽矢量 

通过该条目可以指定在构造相交点或垂点时（如果其中一个输入是槽），PC-DMIS 
将使用的矢量。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UseLegacySlotVector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该条目设置为 真 ，“ ” PC-DMIS 
将使用槽法线矢量。如果该条目设置为 均 ，“ ” PC-DMIS 
将使用槽中心线矢量。对于版本 3.25 及更高版本，默认值为零。 

使用点方法查找孔 

通过该条目可以指定 PC-DMIS 是否使用样例测点测量新发现的孔。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UsePointMethodFindHole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该条目设置为 真 ，将象“ ”  PC-DMIS 版本 2.3 
中一样测量孔，不使用样例测点。如果该条目设置为 均 ，将使用样例测点测“ ”
量孔。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为多个 PC-DMIS 系统选项设置全局命令。如果为为参数在 
PC-DMIS 中更改，PC-DMIS 设置编辑器将面将为为更改。同样，在 PC-DMIS 
设置编辑器中设置的选项将显示在参数设置对话框的相应选项卡中。 

测头校验测头校验测头校验测头校验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显示默认的测头校验参数。  

该部分还存储一为用于转台校验的选项，只有系统上安装了转台选件时才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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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包这直接与 Pro/ENGINEER CAD 
文件交类的信息。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 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针对” “  PC-DMIS 版本 3.5 
的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 。”  

ProEngineer 可执行文件名 

该条目包这用来启动 Pro/ENGINEER 的可执行文件。参请 直接与“  CAD 文件 
交类 部分的 安装和使用针对” “  PC-DMIS 版本 3.5 的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 。”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ProEngineerExecutableName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用于启动 Pro/ENGINEER 的名称的字符端。通常为“PROE 。”  

读出窗口读出窗口读出窗口读出窗口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显示读出窗口的默认位置和大小，存最近的窗口位置测定。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ReadOutsLeft、ReadOutsRight、ReadOutsTop 和 ReadOutsBottom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显示位置和大小的整数。 

Sharpe 32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显示使用 Sharpe 32 系统时的可用选项。 

TermiFlex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该部分显示使用 Termiflex 系统时的可用选项。 

TermiFlex 系统是一种手持式终端，4 x 20 个字符的显示屏和多个按钮。 

通讯 

指定 Termiflex 使用的通讯端口以及连接方式。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comm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表示 Termiflex 使用的通讯端口的字符端。样例字符端类似 COM0 9600 
N, 8, 1。 

•  COM0、COM1 和 COM2 定义 Termiflex 连接的端口。如果设置为 
COM0，Termiflex 不我连接到通讯端口。 

•  9600 N, 8, 1 是通讯端口的默认设置。  

9600 是波特毫（接受的值包此 4800、9600、19200、38400、57600）。 

N 代表无无无无如偶校验。我也可以将该值更改为 O（代表如如如如数数数数）或 
E（代表偶偶偶偶数数数数）。  

8 是数据位数，我可以选择 7 或 8。 

1 是窗止位。该值可以是 1 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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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按键 

指定显示窗口中是否显示在 Termiflex 上所按的键。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名名名名称称称称： ShowKeyPress 

条条条条目目目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布使值。如果设置为 真 ，“ ” Avail/NT 
将在显示窗口中显示所按的键。如果设置为 均 ，“ ” Avail/NT 
不我显示所按的键。默认值为 均 。“ ”  

只有在 Termiflex 终端上按了指定的键，才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可可可可用用用用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指指指指示示示示的的的的 Termiflex 键键键键 
EraseHit  - 

清除上一还触测。 
TakeHit  + 

采一个测点。 
EndFeature  / 

与按 CMM 
操可可上的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作用相同。 

StoreMove  . 
将当前测头位置存储为 移动“ /点 位”
置 

ScaleToFit  0 
将 CAD 
模型缩放到适合 图形显示 窗口。“ ”  

DisplayVersions  ?  
在终端显示屏上显示版本。 

PrevMenu  3 
转到 PC-DMIS 
的上一个菜单，以便使用 
Termiflex 
终端从该菜单中选择命令。 

NextMenu  6 
转到 PC-DMIS 
的下一个菜单，以便使用 
Termiflex 
终端从该菜单中选择命令。 

ReturnASCII  13 
定义在按 RETURN 
键时后我的假进制值。 

EscASCII  27 
定义在按 ESC 
键时后我的假进制值。 

TabASCII  10 
定义在按 TAB 
键时后我的假进制值。 

F4 在 Termiflex 
上切换选择和显示模式。 
在选择模式中，终端显示屏一还仅
显示内个菜单。与每个键关联的选
项将显示在屏幕上。我可以使用 
F1、F2 或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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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为键指定不同的功能。 
在显示模式中，显示屏我显示当前
的 X、Y、Z 位置、PH9 
角度、测点数和当前单位。 

F1/2/3  如果启用选择模式 (F4)，Avail/NT 
将允许使用相应的功能键选择所需
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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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测座设备使用测座设备使用测座设备使用测座设备 

使用测座设备使用测座设备使用测座设备使用测座设备：：：：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PC-DMIS 完全支持校验和使用无限可分度测座设备（例如 Renishaw PHS、DEA CW43 和 
DEA CW43L）以及其它制造或提供的设备。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安装 

•  测尖校验 

•  校验设备 

•  标定检查 

•  设备回家 

•  在零件程序中使用测座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如果 CMM 上安装了测座，PC-DMIS 将为通常显示的 X、Y 和 Z 读数增加 A 和 B 
轴。必此在端口锁中启用测座选项，PC-DMIS 
才能支持测座。因为支持的无限测座和接口多种多样，我应向 Brown and Sharpe 
代表代询，了解需要更改的 PC-DMIS 注册表条目的具体信息（有关使用 PC-DMIS 
设置编辑器修改注册表条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修改注册表条目 部分）。“ ”  

PC-DMIS 将自动查询控制器，确定现有的测座。 
Leitz Leitz Leitz Leitz 接口的接口的接口的接口的 Renishaw PHS  Renishaw PHS  Renishaw PHS  Renishaw PHS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对 Renishaw 测座使用运动在安装时，需要在 PC-DMIS 设置编辑器的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部分修改“RenishawKinematicMount=1 注册表条目。在系统启动后，” PC-DMIS 我询问 
PHS 测座是否已安装在 CMM 上。只有在控制器将启动时，PC-DMIS 
才我询问该问题。当我告如 PC-DMIS 机械臂窗端的设备后，PC-DMIS 
不我再询问为个问题，直到检测到控制器已如关闭并重新启动。如果安装了测座，PC-
DMIS 将向读出窗口加入 A 和 B 轴。附加到正常显示的 X、Y、Z 轴读出数据上。 

注注注注：：：：直到适当地回否了关于 PHS 测座的问题后，读出显示才我影在值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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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尖校验测尖校验测尖校验测尖校验 
测尖校验均定我已校验了测座。不需要对用来校验测座的测尖进行校验。将自动对用来校
验测座的测尖进行测尖校验。 

测尖校验的目的是计算从上一个（A 
接头）接头的中心点到测尖中心的距离。理论上，在校验了测座后，测量一个测尖 A,B 
组合将足以计算该距离。不过，最找测量多个 A,B 组合，以便 PC-DMIS 
可以平均计算的测尖偏置。为样可以提高准确性。 

新测头文件 

在校验了测座后，可以更换连接到该测座上的测尖，并进行测尖校验。要校验测座上的新
测尖，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选择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菜单选项访问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使用导航图 部分“ ”
说明如何访问所有对话框和菜单选项）。 

2. 确保测头说明与我装载的新测尖匹配。  

3. 从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表中选择与该新测尖对应的一个或多个 A,B 
组合。如果所需的 A,B 
组合不在该列表中，可以选择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按钮添加。必此至从从测尖列表中选
择一个 A,B 组合，才能校验测尖。如果选择多个 A,B 组合，PC-DMIS 
将求平均值，以获获更准确的测尖偏置。 

4.
 选择了所需的测尖后，按 测量 按钮。此时将显示“ ”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
框。通过该对话框可以设置测点数、例近/回退和速度。 

5. 从 校验选件 中选择“ ”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尖尖尖尖选项按钮。 

6. 设置所需的参数。 

7.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 

PC-DMIS 将开始使用所选的 A,B 角度组合测量球体。 

校验设备校验设备校验设备校验设备 
如果 CMM 
上安装了可分度测座，则可以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头对话框的校验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访问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
选项。 

注注注注：：：：本主题本门介该可无限分度并的在有预先定义分度位置的测头。该测座校验只能对单
测针进行，而不能对星形测头进行。PC-DMIS 
完成该校验后，通过校验一个测头角度的最小值，可以在新测头文件中使用测座的如何角
度位置。该选项仅在定义了无限分度测座类型时可用。有关校验测头的信息，请参请 定义“
硬件 部分的 测量 主题。” “ ”  

使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选项可以校验测座。通过该过程可以测量球体上的多个角度，确定测座内的
内部距离。计算了该信息后，PC-DMIS 将使用该信息以如防 A、B 
角度对准确地预测测尖位置。为样，我可以在零件程序中使用如防 A、B 
角度，而不必单独校验每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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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确定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中为球体测量键入了所需的测量值，然后选择标定工具，之后
再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在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测量过程中使用的测点数、测头例
近距离和回退距离以及还种速度。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测量 。“ ” “ ”  

测座校验测座校验测座校验测座校验 
要校验测座，需要至从测量内个 A 角度位置以及至从内个 B 
角度位置，以便进行共过个球体测量（每个 A 角度位置必此在每个 B 
位置测量）。通过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头对话框的测测测测座座座座校验角角角角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可以指定校验 A 和 B 
轴的角度。前内个选项用于校验 A 接头。  

有关使用测测测测座座座座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角角角角度度度度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区域定义 AB 
角位置的信息，请参请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测座校验角度设置 主题。“ ” “ ”  

注注注注：：：：在使用 Renishaw PHS 时，每还 PHS 
控制器断电后，必此执行测座校验，或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座座座座对话框的操操操操作作作作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中选择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
，然后再还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计算误差将射计算误差将射计算误差将射计算误差将射    

通常，测座设备以相对较小的增量进行校验（例如 20 
度）。在校验无限可分度测座时，如果选中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复选框，PC-DMIS 
我自动创建一个测座误差补偿文件 
abcomp.dat，用于允正测座的角度误差。在以前很校验的位置测量时，创建误差将射可以
通过使 PC-DMIS 插入触测偏置来提高测座的准确性。  

在计算误差将射后，结果将存储到计算机的硬盘驱动器中，以便在使用该测座时可以随时
利用提高的角度准确性。只应定后计算误差将射（一周一还或更从）或在需要时计算。在
计算误差将射时，PC-DMIS 还我为当前加载的测头文件执行有并的测座和测尖校验。 

注注注注：：：：测座校验应在每还载入测座更改时进行。此外，尽管可以根据设备构造和制造或的建
如更改，我仍应参考硬件和供应或信息了解所有适合将射测头的时间。 

校验了可无限分度测座设备并的存在测座误差将射文件后，即可使用最从的校验还数创建
和使用新测头文件的如防位置。  

要为样如，只需创建一个新的测头文件，并使用标定工具上至从一个测头位置执行常规测
尖校验，保持与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过程中使用的测头文件的链接。不过，最找使用多个测头位置进
行该校验，因为可以更找地将测头偏置数据 拟合 到测座误差矩都。如果新测头文件中将“ ”
使用多个测座位置，为模其适用。 

注注注注：：：：如果不能保持与测座将射过程中使用的测头文件的链接，我造成测量误差。 

标定检查标定检查标定检查标定检查 
在校验设备后，建如进行标定检查，但并本必此进行。进行标定检查可以为我提供有关测
座校验及在后测量的一般精确度的信息。标定检查还可以用于检查添加到新测头文件中的
新测尖的误差。  

要进行标定检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菜单选项访问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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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活动测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选择标定检查要使用的角度。建如我同时选择
测座校验中使用和不使用的测头角度。  

3.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 

4. 提供校验检查中将使用的参数，包此选择适合的校验工具。 

5. 从操操操操作作作作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选择标标标标定定定定检检检检查查查查选项。 

6.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  

7.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设备回家设备回家设备回家设备回家 
这为测座设备（例如 Renishaw 
PHS）在有预先定义零位，使用电位计代替用度来定位操作。为为类型的测座设备需要在
每还测头控制器断电后重新定义零位。要重新定义测座的零位，可以选择校校校校验验验验设设设设备备备备选项（
参请测尖校验）或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选项。   

如果选择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将通过在以前校验的球形位置上标定一个或多个测头角度，计算距以
前计算的测座零位的角度误差偏置。为样如的找处是可以使用一个测头尖角度的最小值，
使该过程比测座校验速度快。 

建如我使用多个测头角度完成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操作，因为 PC-DMIS 
将平均回家过程的误差，为测座误差将射提供更加准确的调整。   

要执行 设备回家 操作，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选择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菜单选项访问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 

2. 选择校验设备时使用的测头文件。 

3. 从活动测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中选择校验检查要使用的角度。 

4.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此时将显示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对话框。 

5. 提供校验检查中将使用的参数，包此选择在校验设备时使用的校验工具。 

6. 从操操操操作作作作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区域选择设设设设备备备备回回回回家家家家选项。 

7. 单击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按钮。 

注注注注：：：：在校验设备之后、设备回家之前，不要移动校验球。如果移动，则必此重新校验设备
（参请测尖校验）。 

在零件程序中使用测座在零件程序中使用测座在零件程序中使用测座在零件程序中使用测座 
在支持的测量机上，PC-DMIS 
将自动检测使用操可可旋转测座的时间。测尖偏置将根据当前的 A,B 角动态更新。即 XYZ 
读出窗口将显示测尖旋转时的当前位置。下面介该向零件程序中添加新的 A,B 
测尖组合的在种方法。 

使用以下在个选项之一向零件程序中添加新的 A,B 测尖组合后，PC-DMIS 
将在工具栏的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下拉列表中显示零件程序中设置的活动测尖。活动测尖是 编辑 窗“ ”
口中光标所在位置上方的前一个 测尖“ / 命令。要将测座移动到该”  A,B 
角组合，拉下并关闭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PC-DMIS 
将询问我是否要旋转测头。回否是是是是我将测座旋转到所需的位置。如果要返回并将测量和移
动插入零件程序，我用到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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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1 

在 测头功能 对话框中，选择“ ” 添添添添加加加加角角角角选项。通过该选项可以在测头文件中键入新的 A,B 
角度对。如果已如校验了测尖，新的 A,B 
组合也将窗校验并准备使用。离开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后，可以使用为为新的 A,B 
组合，方法是从工具栏的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框中选择。 

选项 2 

使用操可可将测座手动移动到所需的 A,B 
角。到达所需的位置后，按操可可上的存存存存储储储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按钮，或进行手动探测。当前的 A,B 
角将自动读取。如果 A 或 B 角已存多个 PH9 
报警窗限更改（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测座报警窗限 主题），“ ” “ ” PC-DMIS 
我自动将当前的 A,B 
角加入测尖列列列列表表表表，并在零件程序中插入一个 测尖“ / 命令。新的 测尖” “ / 命令将添加到零件程”
序的存储移动或手动探测之前。为样，在执行零件程序时，PC-DMIS 
将在移动到设置的位置之前更改测尖。 

选项 3 

在 编辑 窗口中键入新的 测尖“ ” “ / 命令。完成了矢量的编辑后，” PC-DMIS 将计算最佳的 A,B 
组合，使测尖柱测尖与该矢量平行。PC-DMIS 
将在与与与与所所所所请请请请求求求求的的的的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匹匹匹匹配配配配的的的的测测测测座座座座角角角角度度度度对话框中显示为为角度。  

如常有两个或更多的 A,B 
组合将柱测尖放入所请求的方位。为为组合将显示在该对话框中，与测座上的当前 A,B 
组合最接近的 A,B 组合将是默认的选项。如果所需的矢量可以通过无限 A 或 B 
轴位置获获，PC-DMIS 我将该条目标记为“any angle 。” PC-DMIS 
将该轴上的当前值作为该条目的默认值。如果需要，我可以键入其它值。单击该对话框上
的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后，PC-DMIS 将在活动测头的测尖列表中添加所选的 A,B 
组合，并将 测尖“ / 命令更改为使用新测尖。”  

选项 4 

在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中，每个选项卡条目均有自动 PH9的复选框。如果选中该选项，PC-
DMIS 
将采用特征的定义，确定测量当前特征的最佳测尖柱测尖矢量。然后，将使用该柱测尖矢
量计算最佳的 A,B 
组合。为为组合将显示在与与与与所所所所请请请请求求求求的的的的矢矢矢矢量量量量匹匹匹匹配配配配的的的的测测测测座座座座测测测测尖尖尖尖对话框中（如 选项“  
3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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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不常用的测头校验不常用的测头校验不常用的测头校验不常用的测头 

校验不常用的测头校验不常用的测头校验不常用的测头校验不常用的测头：：：：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如何校验不常用的测头类型。PC-DMIS 
的许多本户使用接触式触发测头，有关校验为为测头类型的说明，请参请手册中 定义硬件“
部分的 测量 主题。” “ ”  

本部分介该的当前测头校验过程包此： 

•  校验 OTM3 系列激光测头 

•  校验 Nextel 激光测头 

校验校验校验校验 OTM3 系列激光测头系列激光测头系列激光测头系列激光测头 
OTM3 系列属于激光扫描测头。校验为为测头类型有两种方法。只有使用 Leitz 
接口的测量机支持。 
校验激光校验激光校验激光校验激光：：：：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1 1 1 1    

标定用于校验激光测头的球体上的接触式触发测头。为我同时校验球体的位置，以便在 
DCC 模式下完整校验激光测头。 
校验激光校验激光校验激光校验激光：：：：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2 2 2 2    

1. 如果要求手动采第一个测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2. 将测头垂直于曲面移动，直到 Wolf & Beck 
控制器上黄色的 范该 指示指点选，操可可上的“ ”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启启启启用用用用按钮按黄色点选。 

3. 按操可可的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启启启启用用用用按钮记目点的位置。 

4. 将测头移离曲面。 

5. 按序序序序序序序序按钮。 

注注注注：：：：注防，校验结果看起来可能我本常差。甚至可能出现负的测头直径。此外，在校验时
，所用校验工具部分仅从大于等于 65 度到 90 度。  

校验校验校验校验 Nextel 激光测头激光测头激光测头激光测头 
目前正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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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 

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操作者模式限制使用 PC-DMIS 
时的可用选项。实必为为限制后，操作者只能打开和执行零件程序。 

要以操作者模式启动 PC-DMIS，请执行以下步骤：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还还选择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 | 操操操操作作作作者者者者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以操作者模式启动 PC-DMIS 后，只有运行零件程序所需的选项可以使用。 

此部分的主题包此： 

•  文件打开选项 

•  操作者模式菜单选项 

•  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文件打开选项文件打开选项文件打开选项文件打开选项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是一个标准的 Windows 
文件打开对话框。通过双击零件程序文件名或选择零件程序文件名后单击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按钮，可以
以操作者模式激活零件程序。 

该对话框中的以下选项在操作者模式下禁用： 

•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PC-
DMIS，很处于操作者模式时，可以鼠标右键单击零件程序并从将出列表
中选择导入 PC-DMIS 访问该选项。 

•  从从从从 PC-DMIS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很处于操作者模式时，可以鼠标右键单击零件程序并从将出列表中
选择从 PC-DMIS 导出访问该选项。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零件程序的 PC-DMIS 
属性页上的路径名、序列号或修修号，方法是鼠标右键单击零件程序并从
将出列表中选择 属性 。“ ”  

操作者模式菜单选项操作者模式菜单选项操作者模式菜单选项操作者模式菜单选项 
在激活零件程序后，主 PC-DMIS 屏幕将显示以下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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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菜单可以打开现有零件程序、导出当前零件程序或退出软件。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菜单选项可以随时在零件程序之间切换，方法是调用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然后选择其它零件
程序。如果所选的零件程序不是当前执行的零件，PC-DMIS 
将自动保存并关闭活动的零件程序，然后再加载新选择的零件程序。不过，如果本试从打打打打
开开开开对话框中再还选择并启动活动的零件程序，PC-DMIS 提供两种选择： 

•
 放就自上还保保保保存存存存操作以来对活动零件程序的所有更改，然后重新
加载在有如何更改的所选零件程序。 

•  取消整个操作，并返回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 

在操作者模式下，同时只能打开一个零件程序。 

导出导出导出导出    

要导出当前的零件程序，选择导导导导出出出出菜单选项。此时将显示导导导导出出出出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选择要导出成
的数据类型以及目目位置，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有关导出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
项 部分的 导出” “  CAD 数据 。”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要退出 PC-DMIS，选择退退退退出出出出菜单选项。PC-DMIS 
将返回当前的零件程序。双击左上角的按钮也将退出 编辑 窗口。“ ” PC-DMIS 
将在退出前自动保存当前的零件程序。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读读读读出出出出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设设设设置置置置菜单选项可以访问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读读读读出出出出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我可以设置如何使用该对话框
显示信息。有关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设置读出窗口 主题。“ ” “ ”  

视图视图视图视图 
该菜单可以在操作者模式下查看或按按以下窗口：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 
选择该选项可显示和按按 图形显示 窗口。参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图形“ ” “ ” “‘
显示 窗口 。’ ”  

预预预预览览览览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 
选择该选项可显示和按按 预览 窗口。参请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 部分的“ ” “ ” “
使用 预览 窗口 。‘ ’ ”  

“测头读读读读出出出出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选择该选项可显示和按按 测头读出 窗口。参请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辑器 部分“ ” “ ”
的 使用 测头读出 窗口 。“ ‘ ’ ”  

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 
选择该选项可显示和按按 标记特征组 窗口。参请 使用其它窗口和编“ ” “ 辑器 部”
分的 使用 标记特征组 窗口 。参请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 ” “ ”  

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菜单提供管理多个打开的零件程序和窗口的操作。参请 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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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帮助帮助帮助 
帮帮帮帮助助助助菜单提供 PC-DMIS 标准操作模式下的所有菜单项。  

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在操作者模式下使用““““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标记特征组””””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只要打开零件程序， 标记特征组 窗口将自动启动。在操作者模式下，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 ”
中包这以下选项： 

退出到文件管理器 

在以前的版本（版本 2.3 及更在版本）中，PC-DMIS 使用文件管理器管理零件程序和 CAD 
文件。现在，所有为为操作均使用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话框处理。选择退退退退出出出出到到到到文文文文件件件件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器器器器将访问打打打打开开开开对
话框，可以选择要打开的零件程序。  

打印完整报告 

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完完完完整整整整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图标可以将完整的报告打印到零件程序的 在在 部分设置的输出源。“ ”  

如果将输出发送到文件，将保存为 RTF 
格式。如果为是启动系统后第一个要保存的检验报告，PC-DMIS 
将要求在新新新新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号号号号框中输入一个值。如果选中了自自自自动动动动，保存了第一个文件后，PC-DMIS 
从输入的初始数字开始递增保存以后所有的文件（只要系统很关闭）。显示的数字可以随
时更改，只需输入其它值即可。 

如果在在在模式后间选中草草草草稿稿稿稿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复选框，PC-DMIS 
我将 编辑 窗口中的字体更改为草稿模式类型，以便于打印。报告中使用的所有颜色（用“ ”
来辨别公差、模式等）均将更改为所色。为为变化可以明显提高打印的速度。 

要打印当前的编辑报告，选择打打打打印印印印完完完完整整整整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按钮（或按 
F4）。 编辑 窗口中的输出将发送到打印机和“ ” /或预选的文件。 

校验测尖 

检检检检验验验验测尖按钮可以校验加载的测尖。此过程将通如 PC-DMIS 每个测头测尖的位置和直径。 

注注注注：：：：PC-DMIS 
不我跟踪测头的校验过程。因此，无论测头有如何更改，上务必要确保测头如过重新校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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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该部分本门介该如何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测量自动特征。关于设置 NC-100 
视频测头的信息，请参请 设置首选项 部分的“ ” “NC-100 设置 。”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菜单使我能够在使用自动坐标测量机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 CMM) 
时访问直接计算机控制 (Direct Computer Control, DCC) 
功能。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使我能够创建如何类型的 DCC 特征。 

此部分所此论的主题包此： 

•  针对 NC-100 视频测头的共同对话框功能 

•  矢量点 

•  棱点 

•  特征点 

•  圆、销或重心 

•  弯曲半径 

•  方槽/缝宽与平差 

•  圆槽 

在本手册的这为主题中，更加完整的信息需要我参考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 

注注注注：：：：关于测量自动特征的一般信息，需要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但是应注防， 创建自“ ” “
动特征 部分介该的这为选项在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时可能无法使用。 

针对针对针对针对 NC-100 视频测头的共同对话框功能视频测头的共同对话框功能视频测头的共同对话框功能视频测头的共同对话框功能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主题完整地介该“ ” “ ”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提供的
许多对话框选项。 

本主题介该其中的部分对话框功能及如何用于 NC-100 视频测头，还介该一为仅在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时出现的对话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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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按钮 

捕捕捕捕获获获获按钮询集实际测量的数据作为特征的标称值。要使用 捕获 按钮，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将 NC-100 视频测头放在要测量的特征上。  

2. 单击视视视视频频频频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设置视频测头的参数。 

3. 完成后，单击捕捕捕捕获获获获按钮。 

PC-DMIS 和 NC-100 
计算机系统将一同测量该特征，并将测量的数据放入理论值框中。为样，在有 CAD 
数据即可测量特征。 

“视频设置”按钮 

关于视视视视频频频频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的信息，请参请 系统选项 部分的 视频设置 。“ ” “ ”  

““““特征类型特征类型特征类型特征类型””””列表列表列表列表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为我提供以下类型的特征： 
对于棱点对于棱点对于棱点对于棱点    

法法法法线线线线 = 在棱的曲面高度上进行的法线棱类型测量。 

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Z = 该选项在相对曲面所在的平面指定的深度测量棱。 

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 = 该选项在指定方向的最大值处测量棱。 

大大大大孔孔孔孔 = 该选项测量用来测量大于传传器可视区域的孔的一部分的棱。 
对于特征点对于特征点对于特征点对于特征点    

从 特征类型 列表中可以选择可用的特征点类型。其中包此：“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 
该特征类型在距两个平面相交处指定缩近测量两个点（一个曲面上一个点）。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 该特征类型在两个平面的相交处测量点。 

““““缩进缩进缩进缩进””””框框框框 
另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缩进 框 。“ ” “‘ ’ ”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点点点点 PC-DMIS 允许使用两个缩近值缩缩缩缩近近近近 1 和缩缩缩缩近近近近 
2 设置特征点的偏置距离。PC-DMIS 
使用为为偏置距离计算特征点中角度的两个
曲面上的点位置。 
仅当我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CHAR 
1 后， 缩进 框才可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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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两个理论距离测量特征点 

•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框用于设置从点位置到角度
第一个曲面上的样例测点的
偏置距离。 

•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框用于设置从点位置到角度
第二个曲面上的样例测点的
偏置距离。 

 

““““高度高度高度高度””””框框框框 
另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高度 框 。“ ” “‘ ’ ”  
弯弯弯弯曲曲曲曲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当 类型“  = 

孔 时，” 高高高高度度度度框将定义特征的标称高度。如果
我输入了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值值很定义深度，PC-DMIS 
将用高高高高度度度度值除以 3 作为深度。 
当 类型“  = 
键 时，此选项将允许在键窗部的中心进行只”
外的触测。如果该值不等于 0，PC-DMIS 
将在键的中心进行一还只外的触测。然后，
它将计算键的高度。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 
矢量点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标称点位置以及“ ”  CMM 将用来测量该点的标称例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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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测量 

要访问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矢矢矢矢量量量量点点点点选项卡。 

样例矢量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矢量点, 理论厚度 = n, TOG, 捕删 = 是/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矢量点字段定义的矢量点字段定义的矢量点字段定义的矢量点字段定义    

该内窗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矢量点字段定义 主题中介该。以下定义是针对“ ” “ ”  NC-100 
视频测头的：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测量数据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测量矢量点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特征选项测量矢量点。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在 NC-100 中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 

•  在 NC-100 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  在 NC-100 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矢量点的预后 X、Y、Z、I、J、K 值。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矢量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光标放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指出点的预后位置（在曲面上）。“ ”  

2. 单击曲面。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3.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关于该过程的完整信息，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 “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该内窗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中介该。“ ” “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棱点测量棱点测量棱点测量棱点 
棱点 测量选项用于定义将在零件的棱上进行的点测量。“ ”   

有在种类型的棱测量。其中包此： 

1. 棱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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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棱间隔 Z 

3. 棱最高点 

4. 棱大孔 

为为测量要求 PC-DMIS 命令中使用不同的输入输出参数设置以及不同的理论定义。 

 
视频系统捕获的点 

要访问棱棱棱棱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棱棱棱棱点点点点选项卡。 

样例棱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棱法线, 显示触测 = 是/否, 显示所有参数 = 是/否, 
理论值/ X,Y,Z,I,J,K 
实际值/ X,Y,Z,I,J,K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3 ,棱理论厚度 = .n 
自动移动=TOG, 距离 = .n, 
曲面法线 = I,J,K, 深度 = .2 $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棱点类型定义的棱点类型定义的棱点类型定义的棱点类型定义    

棱棱棱棱法法法法线线线线 = 在棱的曲面高度上进行的法线棱类型测量。 

棱棱棱棱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Z = 该请求在相对曲面所在的平面指定的深度测量棱。 

 
距零件曲面指定深度的棱 

棱棱棱棱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 = 该请求在指定方向的最大值处测量棱。 

 
沿已如方向最大值处的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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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棱棱棱大大大大孔孔孔孔 = 该请求测量用来测量大于传传器可视区域的孔的一部分的棱。 

 
大孔轮廓测量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棱点字段定义的棱点字段定义的棱点字段定义的棱点字段定义    

该内窗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棱点字段定义 主题中介该。以下定义是针对“ ” “ ”  NC-100 
视频测头的：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测量数据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该特征的触测。棱点目“ ” “ ”
前无法使用该字段。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棱点的所有参数。“ ” “ ”   

棱棱棱棱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窗测棱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该值是可编辑的距离。（只能用于 棱间隔“  Z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棱点测量棱点测量棱点测量棱点 
PC-DMIS 允许通过以下方法使用 NC-100 视频测头测量棱点： 

•  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注注注注：：：：PC-DMIS 均定法线曲面与测量曲面相类垂直。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    

该内窗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键入数据用于棱点 中介该。”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该内窗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中介该。“ ”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    

该内窗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棱点 中介该。“ ” “ ”  

特征点特征点特征点特征点 
仅当使用 NC-100 特征点实际上是一个角度点。特征点类型定义中介该了两种类型的特征点；为两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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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测头时，特征点选项
卡才可用。 

点要求在 DMIS 
命令中使用不同的输入输出参数设置以及不同的理论定义。两种特征点的 DMIS 
测量命令相同。下图显示了一般的特征点测量。 

 

 
特征点测量 

要访问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点点点点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点点点点选项卡。 

样例特征点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特征 1, 显示触测=是/否,显示所有参数=是/否  
理论值/ X,Y,Z,I,J,K,X2,Y2,Z2 
实际值/ X,Y,Z,I,J,K,X2,Y2,Z2 
目标值/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矢量 1 = I,J,K, 矢量 2 = 
I,J,K 
缩近 1= .n, 缩近 2 = .n 

特征点类型定义特征点类型定义特征点类型定义特征点类型定义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1 = 
该特征类型在距两个平面相交处指定缩近测量两个点（一个曲面上一个点）。
该类型提供两个点的数据。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2 = 该特征类型在两个平面的相交处测量点。该类型提供一个点的数据。 

特征点字段定义特征点字段定义特征点字段定义特征点字段定义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该特征的触测。该字段“ ” “ ”
目前不可用。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特征的所有参数。“ ”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测量数据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 1=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目标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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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值值值值 = 
为为值使我能够控制测量位置和执行的矢量例近方向，同时还能具有完全不同
的理论值。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1 = IJK 
内个值是可编辑的矢量，该矢量将窗强制垂直于第一个曲面上的矢量。 

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2 = IJK 
内个值是可编辑的矢量，该矢量将窗强制垂直于第二个曲面上的矢量。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1 = 
为一可编辑数字表示点位置在角度的第一个曲面上的偏置距离。该字段不用于
特征点 2。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2 = 
为一可编辑数字表示点位置在角度的第二个曲面上的偏置距离。该字段不用于
特征点 2。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南，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了解所有自动特征“ ” “
的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主题。”  

测量特征点测量特征点测量特征点测量特征点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特征选项测量特征点。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特征点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特征点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特征点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将键入数据用于特征点将键入数据用于特征点将键入数据用于特征点将键入数据用于特征点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特征点的预后 X、Y、Z、I、J、K 值。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特征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特征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特征点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特征点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特征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使用动画测头在角度棱附近（而不是在棱上）接触一还。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3.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一原指定了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特征点和矢量的值。曲面法线矢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
测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将用新数据覆覆先前显示的信息。  

注注注注：：：：如果必此再进行接触，请单击角度棱的相对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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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特征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特征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特征点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特征点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特征点。 

要生成特征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动画测头在角度棱附近（而不是在棱上）接触一还。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曲面。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曲面。  

在指定点后，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的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点点点点选项卡将显示所选特征点和矢量的值。曲面法线矢
量的方向取测于零件上测头可接触的边。如果可以接触零件的两条边，则使用 CAD 
数据中的法线矢量。翻翻翻翻转转转转矢矢矢矢量量量量按钮用于更改例近方向。 

•
 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如何鼠标单击操作，则将
用新数据覆覆先前显示的信息。  

•  如果必此再进行接触，请单击角度棱的相对曲面。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销或重心销或重心销或重心销或重心 
圆 自动特征选项用于定义圆测量。内种可能的测量类型在“ ”  NC-100 
的圆类型定义中介该。如果所需的点数大于 
10，或传传器无法标识交点，传传器将在孔轮廓上选择点并将其投射到平面上。为为点可
以使用红外线确定。 

 
使用穿过孔轮廓的红外线测量孔 

要访问圆圆圆圆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圆圆圆圆选项卡。 

样例圆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圆, 显示触测=是/否, 显示所有参数=是/否 
理论值/ X,Y,Z,I,J,K, DNOM =.n,  
实际值/ X,Y,Z,I,J,K, DNOM =.n,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 TOG3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测点数 = n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圆类型定义的圆类型定义的圆类型定义的圆类型定义    

孔孔孔孔 = 该特征类型测量内圆孔和外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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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销销销 = 该特征类型测量销。 

 
销的测量 

重重重重心心心心 = 该特征类型测量形状很确定的孔。仅报告位置。 

 
不同形状的孔的测量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圆字段定义的圆字段定义的圆字段定义的圆字段定义    

许多定义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圆字段定义 主题中介该。使用“ ” “ ”  NC-100 
视频测头时将增加或更改以下定义：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该特征的触测。” “ ”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特征的所有参数。“ ” “ ”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为一可编辑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测量数据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理论特征位置。DNOM 是直径的标称值。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测定测点。DNOM 是直径的测定值。 

TOG2 = 此切换字段在 内 和 外 之间切换。“ ” “ ” PC-DMIS 
在采点时将根据测头位置来确定所测圆的类型。（在圆内 = 内，在键外 = 
外。）只能用于孔特征类型。 

TOG3 = 
此切换字段在 最小二乘方 、 最大内接 、 最小外切 、 最小间隔 和 固定半“ ” “ ” “ ” “ ” “
径 之间切换。只能用于孔特征类型。”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 为一可编辑值必此是大于二的整数。只能用于孔特征类型。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南，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了解所有自动特征“ ” “
的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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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测量圆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测量自动圆。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圆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键入数据用于薄壁件圆 中介该。“ ”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薄壁件圆 中介该。“ ”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薄壁件圆 中介该。“ ” “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弯曲半径测量弯曲半径测量弯曲半径测量弯曲半径 
通过弯曲半径测量选项可以定义弯曲半径测量。 

视频传传器对两种外部红外线测量的点数均为 6，如以下两个图示中所示： 

 
弯曲半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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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线上采的点 

要访问弯弯弯弯曲曲曲曲半半半半径径径径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弯弯弯弯曲曲曲曲半半半半径径径径选项卡。 

样例弯曲半径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弯曲半径, 显示触测 =是/否, 显示所有参数=是/否  
理论值/ X,Y,Z,I,J,K, 直径 =.n, 高度 = .n 
实际值/ X,Y,Z,I,J,K, 直径 =.n, 高度 = .n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弯曲半径字段定义的弯曲半径字段定义的弯曲半径字段定义的弯曲半径字段定义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该特征的触“ ” “ ” 测。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特征的所有参数。“ ” “ ”  

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 代表理论直径和测量直径。 

高高高高度度度度 = 代表理论高度和测量高度。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为一可编辑值表示零件的键入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测量数据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1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X、Y、Z、I、J、K 将以 RECT（直角坐标）或 
POLR（极坐标）显示。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 是 表示此选项打开。“ ”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 该值指示测头在使用 自动移动 选项时将移动的距离。“ ”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南，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了解所有自动特征“ ” “
的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主题。”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弯曲半径测量弯曲半径测量弯曲半径测量弯曲半径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测量弯曲半径。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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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键入数据用于弯曲半径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弯曲半径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弯曲半径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中将中将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弯曲半径键入数据用于弯曲半径键入数据用于弯曲半径键入数据用于弯曲半径    

此方法允许我键入弯曲半径的预后 X、Y、Z、I、J、K 值。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弯曲半径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弯曲半径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弯曲半径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弯曲半径    

要使用曲面数据生成弯曲半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曲曲曲曲面面面面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 。 

2. 将光标放在所需弯曲半径的外部或内部。 

3. 单击弯曲半径周该的内个位置。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弯曲半径。  

4. 将测头设置到另一深度，然后再采内个点。  

要让 PC-DMIS 计算必需的 X、Y、Z 和 I、J、K 
数据，至从需要单击如还。一原指定第如个点，对话框将显示所选自动特征弯曲半径 CAD 
数据中的中心点和直径。 

在单击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之前，如果检测到其它鼠标单击操作，PC-DMIS 就我求所有测点的平均。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弯曲半径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弯曲半径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弯曲半径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弯曲半径    

线框 CAD 数据也可用于生成弯曲半径。 

要使用线框数据生成弯曲半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弯曲半径上的预后线附近单击。PC-DMIS 将突出显示所选线。 

2. 验许选择了正确的特征。 

测头例近方向始终垂直于该特征，同时垂直于当前测头中心线矢量。一原指定了线，对话
框将显示所选弯曲半径的中心点和直径的值。 

注注注注：：：：如果基如 CAD 
元素不是弯曲半径、圆或弧，则可能需要更多还单击才能将特征确定。如果 PC-DMIS 
很突出显示正确的特征，请在弯曲半径上至从再单击两个位置。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方槽测量方槽测量方槽测量方槽/缝宽与平差缝宽与平差缝宽与平差缝宽与平差 
通过 方槽 选项可以定义方槽测量或缝宽与平差测量。关于可用测量类型的信息“ ” ，请参请 
NC-100 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类型定义。 

可以使用 ROI 内部或方槽轮廓上的点来测量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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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槽的测量 

要访问方方方方槽槽槽槽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方方方方槽槽槽槽选项卡。 

样例方槽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方槽, 显示触测=是/否, 显示所有参数=是/否 
理论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实际值/ X,Y,Z,I,J,K, 宽度, 长度,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样例缝宽与平差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缝宽间隔 Z, 显示触测=是/否, 显示所有参数=是/否 
理论值/ X,Y,Z,I,J,K, 缝宽, 平差, 
实际值/ X,Y,Z,I,J,K, 缝宽, 平差,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TOG2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深度 = .n, 深度 2 = .n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类型定义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类型定义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类型定义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类型定义    

方方方方槽槽槽槽 = 该特征类型测量方槽。 

缝宽标称值 = 该特征类型在固定宽度的曲面级别测量缝的缝宽与平差。 
以下说明显示了采点的一般许许： 
 

 
视频系统采的缝宽标称点 

缝缝缝缝宽宽宽宽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Z = 该请求在相对零件固定一底指定的深度测量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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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深度的缝宽与平差测量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字段定义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字段定义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字段定义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的字段定义 

许多定义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方槽字段定义 主题中介该。使用“ ” “ ”  NC-100 
视频测头时将增加或更改以下定义：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 ” “ ” 确定是否显示该特征的触测。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特征的所有参数。“ ” “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测量数据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TOG2 = 该字段确定缝宽与平差测量的固定一底。只能用于缝宽与平差。 

理理理理论论论论值值值值/ = 该值表示理论特征位置。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 该值可以编辑，代表缝宽与平差固定一底的深度测量。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2 = 该值可以编辑，代表缝宽与平差移动一底的深度测量。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南，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了解所有自动特“ ” “ 征
的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主题。”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方槽测量方槽测量方槽测量方槽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特征选项测量方槽。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 

•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中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 中介该。“ ”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方槽 中介该。“ ”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中介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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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框定义 PC-DMIS 
测量缝宽与平差时固定一底曲面下方的距离。如果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缝宽间隔 
Z，该框将可用。 

要更改深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测量缝宽与平差的深度 2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2 框定义 PC-DMIS 
测量缝宽与平差时移动一底曲面下方的距离。如果从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中选择缝宽间隔 
Z，该框将可用。 

要更改深度，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缝宽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缝宽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缝宽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缝宽 
缝缝缝缝宽宽宽宽框显示缝宽与平差的缝宽。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现有值。 

2. 键入新值。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缝宽与平差的平差测量缝宽与平差的平差测量缝宽与平差的平差测量缝宽与平差的平差 
平平平平差差差差框显示缝宽与平差的平差。 

要更改该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平平平平差差差差框。 

2. 键入新值。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类型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类型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类型测量缝宽与平差的类型 ＝＝＝＝ 右右右右/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选项和左左左左选项定义缝宽与平差测量的固定一底。在缝宽与平差测量中，我需要将一底定
义为固定（或标称）底。固定底成为测量另一底时的基准。 

NC-100 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测量的特征类型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测量的特征类型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测量的特征类型的方槽和缝宽与平差测量的特征类型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列表为我提供方槽和缝宽与平差测量可用的特征类型。其中包此： 

槽槽槽槽 = 该特征类型测量方槽。 

缝缝缝缝宽宽宽宽标标标标称称称称值值值值 = 该特征类型在固定宽度的曲面级别测量缝的缝宽与平差。 

缝缝缝缝宽宽宽宽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Z = 该特征类型在相对零件固定一底指定的深度测量缝。 

缝缝缝缝宽宽宽宽测测测测量量量量 = 该测量类型目前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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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圆槽测量圆槽测量圆槽测量圆槽 
圆槽 选项用于定义圆槽测量。当我不想测量一系列直线和圆或利用它我构造交点和中点“ ”
时，此测量类型模其有用。  

可以使用 ROI 内部或方槽轮廓上的点来测量圆槽。 

 
圆槽的测量 

要访问圆圆圆圆槽槽槽槽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  

2. 选择圆圆圆圆槽槽槽槽选项卡。 

样例圆槽的 编辑 窗口命令行显示为：“ ”  

 特征标识=自动/圆槽, 显示触测=是/否, 显示所有参数=是/否 
理论值/ X,Y,Z,I,J,K, 长度, 宽度, 
实际值/ X,Y,Z,I,J,K, 长度, 宽度, 
目标值/ X,Y,Z,I,J,K 
理论厚度 = n, TOG1 
自动移动 = 是/否, 距离 = n 

NCNCNCNC----100 100 100 100 的圆槽字段定义的圆槽字段定义的圆槽字段定义的圆槽字段定义    

许多定义已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圆槽字段定义 主题中介该。使用“ ” “ ”  NC-100 
视频测头时将增加或更改以下定义：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该特征的触测。该字段“ ” “ ”
目前不可用。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所所所所有有有有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 
为是一个切换字段。从 是 切换到 否 ，确定是否显示特征的所有参数。“ ” “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 
该值表示测量数据的键入偏置厚度。所使用的值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有关测量所有自动特征类型的一般指南，请参请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了解所有自动特征“ ” “
的共同自动特征对话框选项 主题。”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NC-100 测量圆槽测量圆槽测量圆槽测量圆槽 
PC-DMIS 允许通过几种方法来使用自动特征选项测量圆槽。以下还段列出了为为方法： 

•  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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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注注注注：：：：当 CAD 数据不可用时，鼠标将无法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使用。“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中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键入数据用于圆槽 中介该。“ ” “ ”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中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中介该。“ ” “ ”  

注注注注：：：：如果定义槽窗端的 CAD 数据明确地属于 圆 或 弧 类型（即“ ” “ ”  IGES 实体 100），PC-
DMIS 
将自动在弧上再采两个点。如果两端上属于此类型，那那在每个弧上接触一还即可测量此
特征类型。 

在在在在 NC NC NC NC----100 100 100 100 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中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该内窗在 创建自动特征 部分的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中介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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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要快速准确地测量零件程序，需要使用最找的工具。PC-DMIS 版本 3.0 
为我提供了本常找的工具。现在，PC-DMIS 版本 3.2 
或更高版本提供了其它几何测量软件包无法或及的更强大的功能。 

•  的活地将 PC-DMIS 与 CAD 系统（包此 
Unigraphics、CATIA、Pro/ENGINEER、I-DEAS 和 ACIS）组合使用。 

•  避免因将从 CAD 系统中的数据转换为 PC-DMIS 的内部 CAD 
数据导为的错误和限制。 

•  在 PC-DMIS 中使用还种 CAD 系统本编的 CAD 数据。 

•  在 PC-DMIS 中使用其它 CAD 系统本编的数在例程计算信息。 

•  不必离开 PC-DMIS，即可显示 CAD 系统本编的几何形状并与之交类。 

引入 Direct CAD 接口。 

Direct CAD 接口的定义 

以前本试在 PC-DMIS 中使用还种 CAD 系统的数据时，要求进行内部 CAD 
数据转换，该过程窗很出现错误和则曲数据。 

但是，直接与 CAD 系统交类则不必转换 CAD 数据。为种独特的功能实际上是使用 CAD 
系统本编的数在例程获获所请求的信息。Direct CAD 接口还使用 CAD 系统本编的 API 
访问 CAD 数据库，以便显示几何形状并与之交类。 

Direct CAD 接口的重要作用 

尽管直接与 CAD 系统交类需要有 CAD 
系统的许可，但是为样可以提供很大的找处。其中包此： 

•  PC-DMIS 中直接链接到 CAD 的接口。 

•  准确的 CAD 数据，不我导为转换错误和限制。 

•  以后访问 GD&T 信息时，就找像 CAD 系统使用本编的 API 显示信息。 

•  缩的了编程时间，提高了程序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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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我使用 Direct CAD 接口，现在，我可以方便准确地在 PC-DMIS 中使用还种 CAD 
系统的数据，既节如了时间，则提高了准确性。 

安装概述安装概述安装概述安装概述 
以下主题介该 PC-DMIS 支持的 CAD 系统，并包此安装和访问说明。 

•  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 3.5 的 CATIA Direct CAD 接口 

•  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 3.5 的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 

•  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3.5 或更高版本的 I-DEAS Direct CAD 接口 

•  安装和使用 ACIS Direct CAD 接口 

•  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3.5 或更高版本的 SolidWorks Direct CAD 接口 

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 CAD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Wilcox Associates Inc. 为 PC-DMIS 版本 3.2 及更高版本开发了与以下 CAD 
系统的直接接口： 

•  Unigraphics 

•  CATIA 

•  Pro/ENGINEER 

•  I-DEAS 

•  ACIS 

要将 CAD 系统设置为直接与 PC-DMIS for Windows 
交类，请按请以下主题中的安装说明操作。 

•  对于 Unigraphics，请参请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 3.5 的 Unigraphics 
Direct CAD 接口。 

•  对于 CATIA，请参请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 3.5 的 CATIA Direct CAD 
接口。 

•  对于 Pro/ENGINEER，请参请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 3.5 的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 

•  对于 I-DEAS，请参请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3.5 或更高版本的 I-DEAS 
Direct CAD 接口。 

•  对于 ACIS，请参请安装和使用 ACIS Direct CAD 接口。 

最低许可要求 

要使 PC-DMIS 直接与 CAD 系统交类，需要以有下表中的许可： 
支支支支持持持持的的的的 CAD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许许许许可可可可要要要要求求求求 
Unigraphics Gateway 和 UFUN_EXEC 
CATIA CATIA Object Modeler 

以及如何其它用于生成模型的许可 
Pro/ENGINEER 与 PC-DMIS 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的 

Pro/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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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许可。此外，我的通目您户需要
是 Power Users 
配置文件中的成员，才能使用 
Pro/ENGINEER。 
 

I-DEAS I-DEAS 主建模程序和 I-DEAS 
主主编程序的一个免耗许可 

ACIS 不适用 
SolidWorks 基本的 SolidWorks 许可 

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3.5 的的的的 Unigraphic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按请本部分的步骤可以安装 PC-DMIS 并将系统配置为使用 Unigraphics Direct CAD 接口。 

•  在序序之前，确保我具有完全的管理员用限。 

•  如果因很为样如，则安装 Unigraphics V15 或更高版本。必此以有 Unigraphics 
选件 ufunc_execute；如果在有，可以向 Unigraphics 必必（请访问 
http://www.unigraphics.com）。 

注注注注：：：：根据 Unigraphics 的版本，PC-DMIS 我自动确定要使用的分面算法。 
如果使用 Unigraphics 版本 16.0 或更高版本，将获获新的更快的分面算法。 
如果使用版本 16.0 之前的 Unigraphics 版本，则将获获原来的分面算法。通过是级到 
Unigraphics 版本 16.0 或更高版本，可以获获更快的分面算法。 

第 1 步：安装 PC-DMIS 
接下来，我需要安装 PC-DMIS 版本 3.5。要安装 PC-DMIS，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PC-DMIS 端口锁（也称为 dongle）插入计算机的打印机端口。 

2. 将 PC-DMIS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使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打开包这 CD-ROM 的目目，然后浏览到 PC-
DMIS 的 setup.exe 应用程序。 

4. 双击（执行）文件 setup.exe。 

5. 为将激活 PC-DMIS 安装过程。 

6.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7. 安装结很后，我出现一个包这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图标的 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 

8. 双击该图标并要也片用。PC-DMIS 此时我检查我的端口锁设置。 

9. 现在，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中应出现一为新图标。其中包此：脱脱脱脱机机机机、卸卸卸卸载载载载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现在 PC-DMIS 安装完安。 

第第第第 2 步步步步：：：：测试测试测试测试 Unigraphic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最后一步是导入一个 Unigraphics 零件文件，测试 Direct CAD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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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注册表修改注册表修改注册表修改注册表    

在序序之前，我需要修改注册表中的一个条目。  

1. 选择开开开开始始始始 | 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PC-DMIS for 
Windows，然后单击 设置编辑器 。设置编辑器“ ” 将启动。 

2. 找到文件的 选项 部分，然后单击旁边的加号“ ”  (+)。列表将扩开。找到 
UGLoadOption，该值应等于零。 

3. 根据在导入 UG Assembly 文件时将导入 UG 组件零件的目目，使用 0、1 或 2 
替换默认值 0。   

值值值值 这这这这义义义义 
0 UF_ASSEM_load_from_directory 
1 UF_ASSEM_load_from_search_dirs 
2 UF_ASSEM_load_as_saved 

4.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设设设设置置置置保存所作更改。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设置编辑器。 

6. 将 UG 主目目中的 load_options.def 文件（如果存在）复制到 PC-DMIS 
主目目。 

警警警警告告告告：：：：如果编辑注册表不正确，可能我可坏我的计算机系统。因此，我我提供了 PC-DMIS 
设置编辑器。我我建如我使用该应用程序更改 PC-DMIS 
中的设置。不过，如果我测定直接编辑注册表，一定要将重要的数据备则在计算机上，然
后再更改注册表。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PC PC PC PC----DMISDMISDMISDMIS：：：：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还还选择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 | 联联联联机机机机。PC-DMIS 
将启动。 

2. 如果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该对话框取消。 
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创建新零件程序。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 

2. 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零件程序的名称，然后根据需要轴写其它框。 

3.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选择测量单位。该单位与将导入的 CAD 
文件中使用的单位应一为。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自动打开。 

5. 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的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其关闭。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Unigraphics  Unigraphics  Unigraphics  Unigraphics 零件文件零件文件零件文件零件文件    

1. 选择导入菜单选项。将出现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从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UG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3. 浏览到包这要导入的 UG 文件的目目。 

4. 选择 UG 零件（扩扩名为 .prt）。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 
如果存在多个坐标系统，DCI 坐标系统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将出现，显示可用坐标系统的列表。 
序序执行第 6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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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有多个坐标系统，DCI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不我出现，我应跳到第 
8 步。 

6. 选择在导入时要作为 CAD 
数据基如（即原点）使用的坐标系统。绝对坐标系统 (ABS) 是默认设置，使用 
UG 零件的绝对坐标系统作为基如。工作坐标系统 (WCS) 使用 UG 
零件中当前工作的坐标系统作为基如。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所选的坐标系统。如果要导入在有坐标系统的 UG CAD 
数据，则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 

8. PC-DMIS 将导入所选文件。 

9. 按请正常方式使用 PC-DMIS。 

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3.5 的的的的 CATIA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要导入可以在 PC-DMIS 中使用的 CATIA 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  如果要安装到 Windows NT 计算机，一定要具有完全的管理员用限才能序序。 

•  如果因很为样如，则将 CATIA V4.2.x 安装到 UNIX 
工作询上（IBM、SGI、HP 或 SUN）。 

第 1 步：在 CATIA 系统上安装 Pcdcat 接口文件 

1. 确定当前运行 CATIA 系统的 UNIX 操作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此： 

•  IBM 的 AIX 

•  SGI 的 IRIS 

•  HP 的 HP-UX 

•  SUN 的 SOLARIS 

2. 在 CATIA 用户目目下创建名为“pcdmis 的目目，用于安装”  PC-DMIS 文件。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home/catadm/pcdmis 

3. 将相应的 PC-DMIS/CATIA 接口文件放入 UNIX 工作询的 Pcdmis 
目目中。根据 UNIX 工作询的类型，该接口文件将是下列文件之一： 

•  pcdcat.ibm.gz 

•  pcdcat.sgi.gz 

•  pcdcat.hp.gz 

•  pcdcat.sun.gz 

4. 我也可以从 ftp://wilcoxassoc.com/dci/catia 下载最新的 PC-DMIS/CATIA 
接口文件。 

5. 在 UNIX 工作询上，使用 gunzip 命令解复缩 pcdcat 文件： gunzip <filename> 

6. UNIX 工作询的 Pcdmis 
目目中有该文件并解复缩后，将文件重命名为简单的“pcdcat （不及如何文件”
扩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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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 步步步步：：：：在在在在 CATIA 系统上安装系统上安装系统上安装系统上安装 Pcdmis.dat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Pcdmis.dat 是一个包这网文信息的简单数据文本文件，使 CATIA 可以与 Windows 
95、Windows 98 或 Windows NT 操作系统通讯。 

1. 将 Pcdmis.dat 放入 UNIX 工作询的 Pcdmis 目目。我也可以从 
ftp://wilcoxassoc.com/dci/catia/ 下载该文件。 

2. 编辑 Pcdmis.dat，以便其中包这必要的 UNIX 工作询端口和 IP 
地址信息（参请“Unix 工作询上的 Pcdmis.dat 
文件示例 主题）。如果需要，我还可以使用以下两个附加选项编辑该文件：”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DEBUG 允许生成调试文件。该文件是 Windows 

系统与 UNIX 系统的通讯日系。同时还包这 
UNIX 系统上所进行的处理。 
注注注注：：：：小心使用该选项，因为生成的文件可能
我本常大，增大系统本源的负增。 

EXIT 每还退出 PC-DMIS 时退出 
PCDCAT（接口文件）。  
如果很使用该选项，PCDCAT 
不我退出，而是序序运行，等待 PC-DMIS 
与其通讯。 

Unix Unix Unix Unix 工作询上的工作询上的工作询上的工作询上的 Pcdmis.d Pcdmis.d Pcdmis.d Pcdmis.dat at at at 文件示例文件示例文件示例文件示例    

$ PC-DMIS/CATIA Interface 

PORT=5555 
（注注注注：：：：UNIX 和 Windows NT 使用同一个端口） 

PORT2=5556; 
（注注注注：该端口在 UNIX 端用于进程间通讯） 

IP=205.158.132.244; 
（注注注注：：：：UNIX 工作询的 IP 地址） 

DEBUG; 
（可选） 

EXIT; 
（可选） 

第第第第 3 步步步步：：：：声明文件声明文件声明文件声明文件 
要使 CATIA Direct CAD 接口访问这个路径，该路径需要在 CATIA 
声明文件中定义。有两个文件可以完成该如务。在大多数系统上，为两个文件为： 

1. “/home/catadm/USRENV.dcls” 

2. “/home/catadm/dec/CATIA.dcls” 

使用标准文本编辑器修改 CATIA 声明文件 
Catia.dcls，定义模型目目和/或别名（参请“Unix 工作询上的 Catia.dcls 文件示例 ）。”  

注注注注：：：：通常，我只需要编辑 Catia.dcls，但是有时也我需要编辑为两个文件。 

UNIX UNIX UNIX UNIX 工作询上工作询上工作询上工作询上 Cati Cati Cati Catia.dcls a.dcls a.dcls a.dcls 文件示例文件示例文件示例文件示例    

/* ----------------------------------------------------------- */ 
/* MODEL declar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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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atia.MODEL = '"$HOME/db","PCDMIS"'; 

catia.MODEL = '"/home/catadm/pcdmis","PCDMIS2"'; 

catia.MODEL = '"/home/catadm","PCDMIS5"'; 

路径的第一部分... 

'"$HOME/db" 

'"/home/cadadm/pcdmis/" 

'"/home/cadadm/" 

CATIA 模型的路径。 

路径的第二部分... 

"PCDMIS"'; 

"PCDMIS2"'; 

"PCDMIS5"'; 

别名。 

我可以如下所示修改在有别名的路径： 

catia.MODEL = '$HOME/db' ; 

catia.MODEL = '/home/catadm/db' ; 

第第第第 4 步步步步：：：：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PC-DMIS 
接下来，我需要安装 PC-DMIS。要安装 PC-DMIS，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PC-DMIS 端口锁（也称为 dongle）插入计算机的打印机端口。 

2. 将 PC-DMIS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使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打开包这 CD-ROM 的目目，然后浏览到 PC-DMIS 
的 setup.exe 应用程序。 

4. 双击（执行）文件 setup.exe。 

5. 为将激活 PC-DMIS 安装过程。 

6.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7. 安装结很后，我出现一个包这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图标的 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 

8. 双击该图标并要也片用。PC-DMIS 此时我检查我的端口锁设置。 

9. 现在，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中应出现一为新图标。其中包此：脱脱脱脱机机机机、卸卸卸卸载载载载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现在 PC-DMIS 安装完安。 

第第第第 5 步步步步：：：：将将将将 PC 系统联网到系统联网到系统联网到系统联网到 UNIX 系统上系统上系统上系统上 
要使 Direct CAD 接口工作，安装 PC-DMIS 的计算机需要通过支持处理文件传输以如 (FTP) 
命令的 TCP/IP 网文与 CATIA 系统通讯。 
在在在在 PC  PC  PC  PC 上设置网文上设置网文上设置网文上设置网文：：：：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还还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面面面面板板板板。 

2. 双击网网网网文文文文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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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以以以以如如如如选项卡。 

4. 检查网网网网文文文文以以以以如如如如列表，确保已安装了 TCP/IP 
网文以如。如果很安装，则单击添添添添加加加加按钮，然后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5. 从网网网网文文文文以以以以如如如如列表中选择 TCP/IP 以以以以如如如如。 

6. 单击属属属属性性性性按钮。Microsoft TCP/IP 属属属属性性性性对话框出现。 

7. 选择指指指指定定定定 IP 地地地地址址址址选项。 

8. 在 IP 地地地地址址址址框中键入 NT 系统的有并 IP 地址。 
修改注册表修改注册表修改注册表修改注册表    

1. 打开设置编辑器。 

2. 单击 选项 部分旁边的加号“ ”  (+)。列表将扩开。 

3. 修改 CatiaPort、CatiaAddress 和 CatiaDirectory 条目，使条目中包这 CATIA 
UNIX 工作询的 IP 地址、有并的端口号以及要导入的 CATIA 
文件的目目位置。参请使用 CATIA 信息修改的注册表示例：主题。 

4. 完成修改后，保存并关闭设置编辑器。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CATIA  CATIA  CATIA  CATIA 信息修改的注册表示例信息修改的注册表示例信息修改的注册表示例信息修改的注册表示例：：：：    

[选项] 

CatiaPort=5555 
（注注注注：：：：UNIX 和 Windows NT 系统使用同一个端口） 

CatiaAddress=205.158.132.244 
（注注注注：：：：使用 UNIX 工作询的 IP 地址） 

CatiaDirectory=PCDMIS 
（注注注注：：：：CATIA 系统上模型文件的默认位置） 

第第第第 6 步步步步：：：：测试测试测试测试 CATIA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最后一步是运行 PC-DMIS 并导入一个 CATIA 文件。在按请下列步骤操作之前，先在 
UNIX 工作询上运行 Pcdcat。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PC PC PC PC----DMISDMISDMISDMIS：：：：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还还选择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 | 联联联联机机机机。PC-DMIS 
将启动。 

2. 如果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该对话框取消。 
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创建新零件程序。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 

2. 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零件程序的名称，然后根据需要轴写其它框。 

3.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选择测量单位。该单位与将导入的 CAD 
文件中使用的单位应一为。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打开。 

5. 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的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其关闭。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CATIA CAD  CATIA CAD  CATIA CAD  CATIA CAD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1. 选择导入菜单选项。将出现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从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CATIA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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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Catia 获获获获取取取取模模模模型型型型对话框打开。 

4. 如果需要，键入适当的目目或别名信息。 

5. 单击获获获获取取取取模模模模型型型型名名名名按钮。CATIA 模型的列表出现。 

6. 从列表中选择 CATIA 模型名（最多 20 个）。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导入该文件。 

8. 按请正常方式使用 PC-DMIS。 

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3.5 的的的的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按请本部分的步骤可以安装 PC-DMIS 并将系统配置为使用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 

•  如果因很为样如，则安装 Pro/ENGINEER Revision 2000i2 
或更高版本。我必此将其安装在运行 Windows NT、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98 的系统上。Windows 95 不支持 Pro/ENGINEER。 

注注注注：：：：PC-DMIS 版本 3.5 适用于 Pro/ ENGINEER 2000i2 及更高版本。 

•  如果要安装到 Windows NT 或 2000 
中，一定要具有完全的管理员用限才能序序。 

•  必此将 Pro/ENGINEER 安装在 PC-DMIS 所在的计算机系统上。  

我可以使用窗动（网文）许可或锁定许可运行 
Pro/ENGINEER，不过，Pro/ENGINEER 进程必此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才能与 
PC-DMIS 交类。 

如果我在有许可，可以向 PTC 必必（请访问 http://www.ptc.com）。 

•  要使 Pro/ENGINEER 
正常运行，可能需要修改这为路径或可执行文件名称以适合我的系统（根据所
使用的版本以及所需文件的位置）。以下介该对运行 Pro/ENGINEER 2000i2 和 
PC-DMIS 的 Windows NT 系统的操作步骤。 

第第第第 1 步步步步：：：：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PRO_COMM_MSG_EXE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首先，我需要确定 Pro/ENGINEER 可执行文件 Pro_comm_msg.exe 
的位置，并将其目目路径加入新的环境变量。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Pro_ Pro_ Pro_ Pro_comm_msg.exe comm_msg.exe comm_msg.exe comm_msg.exe 目目路径目目路径目目路径目目路径：：：：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选择查查查查找找找找 |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或或或或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夹夹夹夹。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出现。 

2. 在名名名名称称称称框中键入 PRO_COMM_MSG.EXE。 

3. 从查查查查找找找找范范范范该该该该列表中选择本本本本地地地地硬硬硬硬盘盘盘盘驱驱驱驱动动动动器器器器。 

4. 单击立立立立即即即即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我的计算机将搜索该文件。如果 Pro/ENGINEER 
已安装在本地计算机上，搜索结果将显示文件的目目路径。该路径将类似如下
： 

5. C:\ProgramFiles\Proe2000i2\i486_nt\obj\ pro_comm_msg.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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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注注：：：：如果 Pro_comm_msg.exe 
文件的搜索结果显示多个位置，研研每个位置的目目路径，然后选择最适合版本的路径，
即要直接交类的 Pro/ENGINEER 的位置。 

6. 记下该目目路径，或保持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打开，以供以后参考。 

创建变量并赋给路径创建变量并赋给路径创建变量并赋给路径创建变量并赋给路径：：：：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还还选择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面面面面板板板板。 控制面板 将出现。“ ”   

2. 双击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图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属属属属性性性性对话框将出现。 

3. 单击环环环环境境境境选项卡。在选项卡的底部我出现一个空的变量框和一个空的值值值值框。 

4. 在变变变变量量量量框中键入 PRO_COMM_MSG.EXE。 

5. 在值值值值框中键入 Pro_comm_msg.exe 
的目目路径（我可以键入查查查查找找找找：：：：所所所所有有有有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的搜搜搜搜索索索索结结结结果果果果列表中的路径）。
该路径应类似如下：  

6. C:\ProgramFiles\Proe2000i2\i486_nt\obj\ pro_comm_msg.exe 

7. 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将该值赋给新建的变量。 

8.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属属属属性性性性对话框。 

第第第第 2 步步步步：：：：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PC-DMIS 
如果我因很在运行 Pro/ENGINEER 的系统上安装 PC-DMIS，请按请以下步骤安装 PC-
DMIS 版本 3.2 或更高版本。如果我已安装了 PC-DMIS，则跳过该步骤，转到第 3 
步：使用 Pro/ENGINEER 信息编辑注册表。 

1. 将 PC-DMIS 端口锁（也称为 dongle）插入计算机的打印机端口。 

2. 将 PC-DMIS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使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打开包这 CD-ROM 的目目，然后浏览到 PC-DMIS 
的 setup.exe 应用程序。 

4. 双击（执行）文件 setup.exe。 

5. 为将激活 PC-DMIS 安装过程。 

6.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7. 安装结很后，我出现一个包这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图标的 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 

8. 双击该图标并要也片用。PC-DMIS 此时我检查我的端口锁设置。 

9. 现在，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中应出现一为新图标。其中包此：脱脱脱脱机机机机、卸卸卸卸载载载载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现在 PC-DMIS 安装完安。 

第第第第 3 步步步步：：：：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Pro/ENGINEER 信息编辑注册表信息编辑注册表信息编辑注册表信息编辑注册表 
在该步骤中，我将修改注册表文件的 ProEngineer 部分，以便包这可执行文件名的条目。 

注注注注：：：：如果在设置编辑器中找不到 ProEngineer 
部分，可能需要给本户支持打电话，确定端口锁（即 
dongle）中已启用该选件。如果在如将打电话，号码为 (800) 343-
7933。如果在如将以外打电话，号码为 (1) (800) 343-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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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PC-DMIS 程序组中访问 PC-DMIS 的设置编辑器。选择开开开开始始始始 | 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PC-DMIS for Windows，然后单击设设设设置置置置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图标。 

2. 单击“ProEngineer 部分旁边的加号”  
(+)。列表将扩开，显示与该部分关联的选项。 

3. 单击 ProEngineerExecutabelName 条目。 

4. 更改该条目的值，将其设置为启动 Pro/ENGINEER 
使用的可执行文件名称。通常，根据 Pro/ENGINEER 
在计算机上运行的设置，通常类似 PROE20 或 
Proe2000i2。ProEngineerExecutableName 条目一般设置为从命令提示运行 
Pro/ENGINEER 所需的名称。 

注注注注：：：：如果无法使该接口正常工作，可以本试输入 Pro/ENGINEER 
可执行文件的整个文件路径（例如 C:\ ProgramFiles\Proe2000i2 . . . \Proe2000i2.bat）。 

ProEngineer 部分修改后的条目应类似如下： 

ProEngineerExecutableName=PROE20 

或者 

ProEngineerExecutableName=Proe2000i2 

5. 单击保保保保存存存存设设设设置置置置，然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关闭设置编辑器。 

第第第第 4 步步步步：：：：测试测试测试测试 Pro/ENGINEER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最后一步是运行 PC-DMIS 并导入一个 Pro/E 文件。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PC PC PC PC----DMISDMISDMISDMIS：：：：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还还选择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 | 联联联联机机机机。PC-DMIS 
将启动。我也可能需要按请上述步骤，在脱脱脱脱机机机机模式下运行 PC-DMIS 
进行测试。 

2. 如果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该对话框取消。 

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创建新零件程序。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 

2. 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零件程序的名称，然后根据需要轴写其它框。 

3.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选择测量单位。该单位与将导入的 Pro/ENGINEER 
模型中使用的单位应一为。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打开。 

5.
 从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已构造的测头（最找符合测量机当前使用的测头）
，或使用 PC-DMIS 
参考手册（或联机帮助）中所述的步骤构造一个测头，以符合 CMM 
上现有的测头。 

6.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 

7. 校验测头（如果需要）。如果选择不校验测头，PC-DMIS 
可能我显示一条消息，表明测头因很校验。只需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序序。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Pro/ENGINEER  Pro/ENGINEER  Pro/ENGINEER  Pro/ENGINEER 零件文件零件文件零件文件零件文件：：：：    

1. 选择导入菜单选项。将出现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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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对话框右底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Pro E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3. 浏览到包这 Pro/ENGINEER 零件文件的目目。 

4. 选择 Pro/ENGINEER 零件文件（扩扩名为 .prt 或 .asm）。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导入所选文件。 

6. 象处理 IGES 文件一样使用 PC-DMIS。 

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3.5 或更高版本的或更高版本的或更高版本的或更高版本的 I-DEA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  如果要安装到 Windows NT 计算机，一定要具有完全的管理员用限才能序序。 

•  如果因很为样如，将 I-DEAS 主系列 6a 或更高版本安装在将运行 PC-DMIS 
的计算机上，或如何可以通过网文作为在程主机访问的 PC 或 Unix 
计算机上。在将从其访问 I-DEAS 的计算机上至从有一个自存许可许。 

第 1 步：安装 PC-DMIS 

首先，安装 PC-DMIS 版本 3.5 或更高版本。要安装 PC-DMIS，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PC-DMIS 端口锁（也称为 dongle）插入计算机的打印机端口。 

2. 将 PC-DMIS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使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打开包这 CD-ROM 的目目，然后浏览到 PC-DMIS 
的 setup.exe 应用程序。 

4. 双击（执行）文件 setup.exe。 

5. 为将激活 PC-DMIS 安装过程。 

6.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7. 安装结很后，我出现一个包这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图标的 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 

8. 双击该图标并要也片用。PC-DMIS 此时我检查我的端口锁设置。 

9. 现在，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中应出现一为新图标。其中包此：脱脱脱脱机机机机、卸卸卸卸载载载载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现在 PC-DMIS 安装完安。 

第第第第 2 步步步步：：：：测试测试测试测试 I-DEA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最后一步是运行 PC-DMIS 并导入一个 I-DEAS 文件。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PC PC PC PC----DMISDMISDMISDMIS：：：：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还还选择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 | 联联联联机机机机。PC-DMIS 
将启动。 

2. 如果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该对话框取消。 

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创建新零件程序。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 

2. 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零件程序的名称，然后根据需要轴写其它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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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选择测量单位。我将导入的 I-DEAS 
模型文件的单位将转换为我选择的单位。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打开。 

5. 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的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其关闭。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I I I I----DEAS CAD DEAS CAD DEAS CAD DEAS CAD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1. 选择导入菜单选项。将出现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从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I-DEA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此时，除了命令按钮之外，对话框中的大多数选项将无显或消曲。 
 

3.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I-DEAS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将出现。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选择 I-DEAS 模型文件中的项目。PC-DMIS 必此连接到 I-
DEAS 服务器，该对话框才能激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I-DEAS 
项目选择 对话框主题。”  

4. 单击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到到到到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按钮。I-DEAS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对话框将出现。该对话框将 PC-
DMIS 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有关该对话框的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I-
DEAS 服务器连接 对话框主题。”  

5. 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后，从 I-DEAS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的项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错错错错误误误误！！！！很很很很定定定定义义义义书书书书
签签签签。。。。页上的错错错错误误误误！！！！很很很很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引引引引用用用用源源源源。。。。主题。 

6. 单击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所所所所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钮。  

如果如何所选零件存在多个坐标系统，I-DEAS 
坐标系统选择选择选择选择对话框将出现。使用该对话框为导入的零件选择坐标系统。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I-DEAS 坐标系统选择”对话框主题。完成 I-DEAS 
坐标系统选择坐标系统选择坐标系统选择坐标系统选择对话框后，PC-DMIS 将导入项目。 

如果如何所选零件在有坐标系统，PC-DMIS 将关闭 I-DEAS 
项目选择项目选择项目选择项目选择对话框，并导入所选的项目。 

7. 按请正常方式使用 PC-DMIS。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I-DEAS 项目选择项目选择项目选择项目选择””””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通过 I-DEAS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可以从 I-DEAS 模型文件中选择项目。PC-DMIS 必此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该对话框才能激活。单击导入所所所所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钮将所选项导入零件程序。 

连接到服务器连接到服务器连接到服务器连接到服务器    

单击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到到到到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按钮可打开 I-DEAS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对话框。有关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的信息，请参请使用“I-DEAS 服务器连接 对话框主题。”  

FTP FTP FTP FTP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单击 FTP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按钮可打开 I-DEAS FTP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使用“I-DEAS 
FTP 设置 对话框主题。”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模型文件模型文件模型文件模型文件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模模模模型型型型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显示 I-DEAS 
数据安装中可用的项目。选择一个项目，显示该项目中包这的模型文件和库文件。显示了
这个项目的模型文件和库之后，可以选择一个模型文件或库，在列表中显示零件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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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模型文件中的零件所选模型文件中的零件所选模型文件中的零件所选模型文件中的零件    

所所所所选选选选模模模模型型型型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中中中中的的的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区域显示所选模型文件或库中的可用零件列表。可以选择多个零件
导入。单击选选选选择择择择所所所所有有有有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按钮在选中所有零件和取消选中所有零件之间切换。 

所选模型文件中的组件所选模型文件中的组件所选模型文件中的组件所选模型文件中的组件    

所所所所选选选选模模模模型型型型文文文文件件件件中中中中的的的的组组组组件件件件区域显示所选模型文件或库中的可用组件列表。我可以选择多个零
件以及最多一个组件导入同一个零件程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I-DEAS 服务器连接服务器连接服务器连接服务器连接””””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该 I-DEAS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对话框将 PC-DMIS 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单击连连连连接接接接按钮，使用对话框中显示的当前选项链接系统。如果已连接 I-DEAS 
服务器，可以单击断断断断开开开开连连连连接接接接按钮断开连接。我可以修改选项并连接到其它服务器。如果出
现防外的问题，说明该问题的消息将显示在错错错错误误误误消消消消息息息息区域。 

主机主机主机主机    

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框显示网文上将运行 I-DEAS 程序的计算机。PC-DMIS 将连接到该 I-DEAS 程序。  

主机的默认设置为本地计算机的名称。如果以前很指定主机，PC-DMIS 
将在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框中显示默认名称。我可以访问默认的主机名，方法是删除当前的主机名，然后
按 TAB 键使光标移出该框。PC-DMIS 将自动使用本地计算机的主机名轴写主主主主机机机机框。 

注注注注：：：：连接到在程 I-DEAS 服务器时，在程计算机的网文名称必此可以从运行 PC-DMIS 
的计算机检测到。面之，该计算机也必此可以从安装 I-DEAS 
服务器的计算机检测到。我可以检查计算机是否可以检测到，方法是使用网文名称（而不
是 IP 地址）进行 Ping 操作。如果在对计算机进行 Ping 操作时，网文名称很解析为 IP 
地址，我需要将网文名称和 IP 地址添加到主机的网文名称查找文件中。 

IIII----DEAS DEAS DEAS DEAS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I-DEAS 版版版版本本本本列表可以选择主机上的 I-DEAS 版本。 

Orbix Orbix Orbix Orbix 端口端口端口端口    

通过 Orbix 端端端端口口口口框可以键入与服务器通讯时使用的 TCP/IP 端口。I-DEAS 使用软件断断 
Orbix 作为网文上还应用程序之间的信息中介程序。PC-DMIS 使用 Orbix 从 I-DEAS 
服务器询发信息。默认许许下，I-DEAS 将 TCP/IP 端口 1570 用于 Orbix 的网文通讯。如果 
I-DEAS 不使用默认端口，则需要使用该选项指定端口。 

要确定 I-DEAS 用于 Orbix 通讯的端口，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要确定 Orbix 端口的计算机上启动一个 I-DEAS 我话。 

2. 从 I-DEAS 提示窗口中，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打开一个命令窗口： 

•  在 Unix 系统上，键入 oaxx execute xterm 并按 ENTER 键。  

•  在 PC 系统上，键入 oaxx execute cmd.exe 并按 ENTER 键。  

为将打开可以键入命令的终端窗口或 DOS 窗口。 

3. 在命令窗口中键入以下命令： 

orbixd -v 

我我看到类似以下输出： 
Orbix daemon v3.0.1PATCH-11 

s1474-3.0.1PATCH-11: Orbix Version v3.0.1PATCH-11  for Microsoft Visual 
C++ on AIX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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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Repository Path … 

Daemon Port                       :1570 

Daemon Port Base                  :1570 

Daemon Port Range                 :50 

“Daemon Port”右底列出的值 1570 是应使用的 Orbix 端口。该值与 Orbix 
端端端端口口口口框中的值应一为。 

如果在键入 orbixd –v 命令时出现错误消息，表明 Orbix 版本低于版本 3.0，不支持 –v 
命令行开关。我将需要输入以下命令确定 Orbix 端口： 

lsit –h yahoo.com 

此时将出现类似如下的错误消息： 

[341: Retrying connection to host `yahoo.com' port 1570] 

错误消息中显示的端口是应使用的 Orbix 端口。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IIOP Orbix  IIOP Orbix  IIOP Orbix  IIOP Orbix 通讯通讯通讯通讯    

根据 I-DEAS 服务器计算机上安装的 Orbix 
版本，网文通讯将使用两种不同通讯以如中的一种。对于 Orbix 3.0 
及更高版本，网文通讯使用 CORBA Internet ORB 间以如 (IIOP)。对于低于 3.0 的 Orbix 
版本，网文通讯使用本标准的 Orbix 通讯以如。默认许许下，I-DEAS 8 随 Orbix 版本 3.0 
安装。所以，在连接到 I-DEAS 8 或更高版本时，应使用 IIOP 以如。不过，如果我如道 
Orbix 版本低于版本 3.0，则不应使用 IIOP 以如。 

注注注注：：：：SGI 和 IBM 计算机上的I-DEAS 8 通常将 Orbix 2.2 
用于网文通讯。因此，如果要连接到 SGI 或 IBM 计算机上的I-DEAS 
8，我将需要取消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IIOP Orbix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复选框。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 Orbix  Orbix  Orbix  Orbix 通讯以如通讯以如通讯以如通讯以如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可以确定主机上的 Orbix 通讯以如： 

1. 在要确定 Orbix 通讯以如的计算机上启动 I-DEAS。 

2. 从 I-DEAS Prompt 窗口中打开一个命令窗口。 

•  在 Unix 系统上，键入 oaxx execute xterm 并按 ENTER 键。  

•  在 PC 系统上，键入 oaxx execute cmd.exe /c start cmd 并按 ENTER 键。  

为将打开可以键入命令的终端窗口或 DOS 窗口。 

3. 在命令窗口中键入以下命令： 

orbixd -v 

我我看到类似以下输出： 
Orbix daemon v3.0.1PATCH-11 

s1474-3.0.1PATCH-11: Orbix Version v3.0.1PATCH-11  for Microsoft Visual 
C++ on AIX 4.3.2 

输出的第一行显示 Orbix 的版本。在该示例中，版本为 3.0.1。 

•  如果版本为 3.0 或更高版本，Orbix 使用 IIOP 以如。一定要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IIOP 
Orbix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复选框。 

•  如果版本低于 3.0，在键入 orbixd –v 命令时将出现错误消息（版本 3.0 以前的 
Orbix 版本不支持 –v 命令行开关）。如果为样，Orbix 将使用本标准的 Orbix 
以如，我需要取消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IIOP Orbix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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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x Orbix Orbix Orbix 服务器服务器服务器服务器    

使用 Orbix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区域通如 PC-DMIS 如何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我可以单击使使使使用用用用默默默默认认认认值值值值按钮使用默认的连接方法和服务器。 

I-DEAS 服务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连接：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1：：：： 
PC-DMIS 启动我可以连接的 I-DEAS 
我话。为是默认设置。如果我我我连接到本默认服务器，则单击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按钮，PC-DMIS 
将在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存存存存储储储储库库库库区域显示可用的目目和服务器。 

PC-DMIS 显示服务器存储库显后，选择适合所用 I-DEAS 版本的服务器。 

PC-DMIS 解析所选服务器的启动命令，确定启动 I-DEAS 的命令。该命令将用于使用针对 
PC-DMIS 的启动命令选项创建新的它时服务器。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2：：：：  
PC-DMIS 连接到正在运行的活动 I-DEAS 
我话。活动我话应在如何启动对话框上方。要连接到活动 I-DEAS 
我话，选中连连连连接接接接到到到到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复选框。Orbix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器器器器框的初始值应为空。此时，PC-DMIS 
将本试连接到主机上如何活动的服务器。如果多个 I-DEAS 
我话处于活动状态，则可能导为无法预测的结果。  

如果要连接到指定的活动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测测测测定定定定按钮，列表将显示所有活动的 Orbix 服务器。 

2. 选择要连接的服务器。 

注注注注：：：：连接到指定的活动 Orbix 
服务器时，需要在每还打开零件程序时指定服务器。为样可以确保我连接到正确的服务器
。 

注注注注：：：：连接到 I-DEAS 的 Ford C3P 版本时，必此使用第二种方法连接到 I-DEAS 服务器。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I-DEAS FTP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通过 I-DEAS FTP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框可以设置文件传输以如 (FTP) 选项并测试与 I-DEAS 
服务器计算机的 FTP 通讯。为提高从在程 I-DEAS 主机传输文件的速度，PC-DMIS 
将本试使用 FTP。如果 I-DEAS 主机上在有 FTP 
服务器，将使用较这的方法通过通讯以如传输文件。为种较这的方法比使用 FTP 要这大约 
10 就。 

为确保 PC-DMIS 可以成功地通过 FTP 将文件传输到 I-DEAS 主机，必此检查以下还项： 

•  I-DEAS 主机上必此正在运行 FTP 服务器。我可以使用 DOS 
命令提示窗口向主机发出 FTP 命令，检查 FTP 服务器是否正在运行。 

•  使用 FTP 时，必此可以从 I-DEAS 根目目中读取文件。另外，我可以从 DOS 
命令提示窗口使用 FTP 命令进行检查，本试从 I-DEAS 根目目中读取文件。 

以下步骤可以确定 I-DEAS 根目目： 

1. 从在程主机的 I-DEAS 我话中，在 I-DEAS 提示窗口键入以下命令： 

/ MA IDM 

2. 输入上述命令后，信息我显示在 I-DEAS 
列表窗口。在列表窗口底部附近，我我看到类似如下内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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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gmt.ScratchDirectory: 
(null) -> e:\users\Dragon\ 

-> 右底的文本是 FTP 必此可以读取文件的目目。在该示例中，根目目为 
e:\users\Dragon\。 

匿名通目匿名通目匿名通目匿名通目    

如果匿名通目可以以有读写用限，则选中该复选框。如果匿名通目无法以有读写用限，则
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并指定以有读写用限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用户名用户名用户名    

如果取消选中匿匿匿匿名名名名通通通通目目目目复选框，用用用用户户户户名名名名框将可用，必此键入用户名才能通目。 

密码密码密码密码    

在该框中键入与用户名对应的密码。如果选中匿匿匿匿名名名名通通通通目目目目复选框，则不需要密码。 

测试测试测试测试 FTP  FTP  FTP  FTP 连接连接连接连接    

单击测测测测试试试试 FTP 连连连连接接接接按钮，向 I-DEAS 服务器计算机询发测试文件。PC-DMIS 将文件发送到 
I-DEAS 根目目。测试完成后，PC-DMIS 
我将测试文件从该目目中删除。如果测试时出现问题，我出现说明该问题的错误消息。否
则，我我看到一条指示成功的消息，以及显示 I-DEAS 
服务器计算机传输速毫的统计信息。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I-DEAS 坐标系统选择坐标系统选择坐标系统选择坐标系统选择””””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对话框 
通过 I-DEAS 坐标系统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可以为导入的零件选择坐标系统。在 I-DEAS 
项项项项目目目目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中单击导入所所所所选选选选项项项项按钮后，该对话框将打开。  

注注注注：：：：只有如何导入的零件存在多个坐标系统时，该对话框才我出现。 

更改了零件的坐标系统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更改。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放就更改。 

要导入的零件要导入的零件要导入的零件要导入的零件    

要要要要导入的的的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列表显示 PC-DMIS 将导入的零件。选择要更改坐标系统选项的每个零件。 

注注注注：：：：如果导入组件，因为组件在有关联的坐标系统，所以不我显示该列表。 

所选的零所选的零所选的零所选的零件件件件    

所所所所选选选选的的的的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区域显示所选零件将使用的坐标系统。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坐标系统。如果
不我我零件使用坐标系统，则取消选中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复选框。 

安装和使用安装和使用安装和使用安装和使用 ACI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按请本部分的步骤可以安装 PC-DMIS 并将系统配置为使用 ACIS Direct CAD 接口。 

如果要安装到 Windows NT 计算机，一定要具有完全的管理员用限才能序序。 

第 1 步：安装 PC-DMIS 

PC-DMIS 3.2 或更高版本的安装程序我在路径环境变量中加入多个 
DLL，使我可以直接链接到 ACIS CAD 文件。要安装 PC-DMIS，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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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PC-DMIS 端口锁（也称为 dongle）插入计算机的打印机端口。 

2. 将 PC-DMIS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使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打开包这 CD-ROM 的目目，然后浏览到 PC-DMIS 
的 setup.exe 应用程序。 

4. 双击（执行）文件 setup.exe。 

5. 为将激活 PC-DMIS 安装过程。 

6.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7. 安装结很后，我出现一个包这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图标的 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 

8. 双击该图标并要也片用。PC-DMIS 此时我检查我的端口锁设置。 

9. 现在，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中应出现一为新图标。其中包此：脱脱脱脱机机机机、卸卸卸卸载载载载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现在 PC-DMIS 安装完安。 

第第第第 2 步步步步：：：：测试测试测试测试 ACI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按请以下步骤测试 ACIS Direct CAD 接口：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PC PC PC PC----DMISDMISDMISDMIS：：：：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还还选择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 | 联联联联机机机机。PC-DMIS 
将启动。 

2. 如果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该对话框取消。 

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创建新零件程序。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 

2. 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零件程序的名称，然后根据需要轴写其它框。 

3.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选择测量单位。该单位与将导入的 CAD 
文件中使用的单位应一为。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打开。 

5. 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的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其关闭。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ACIS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1. 选择导导导导入入入入菜单选项。将出现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从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ACIS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3. 浏览到包这要导入的 ACIS 文件的目目。 

4. 选择 ACIS 零件（扩扩名为 .sat）。 

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PC-DMIS 将导入所选文件。 

6. 按请正常方式使用 PC-DMIS。 

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安装和使用针对 PC-DMIS 3.5 或更高版本的或更高版本的或更高版本的或更高版本的 SolidWork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按请本部分的步骤可以安装 PC-DMIS 并将系统配置为使用 SolidWorks Direct CAD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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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序序之前，确保我具有完全的管理员用限。 

•  如果因很为样如，则安装 SolidWorks 2001 Plus 
或更高版本。我必此以有基本的 SolidWorks 许可；如果在有，可以向 
SolidWorks 必必（请访问 http://www.solidworks.com）。 

第 1 步：安装 PC-DMIS 
首先，我需要安装 PC-DMIS 版本 3.5。要安装 PC-DMIS，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将 PC-DMIS 端口锁（也称为 dongle）插入计算机的打印机端口。 

2. 将 PC-DMIS CD-ROM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使用 Windows 本源管理器打开包这 CD-ROM 的目目，然后浏览到 PC-
DMIS 的 setup.exe 应用程序。 

4. 双击（执行）文件 setup.exe。 

5. 为将激活 PC-DMIS 安装过程。 

6. 按请屏幕上的指导操作。 

7. 安装结很后，我出现一个包这启启启启动动动动图标的 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 

8. 双击该图标并要也片用。PC-DMIS 此时我检查我的端口锁设置。 

9. 现在，PC-DMIS for Windows 
程序组中应出现一为新图标。其中包此：脱脱脱脱机机机机、卸卸卸卸载载载载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现在 PC-DMIS 安装完安。 

第第第第 2 步步步步：：：：测试测试测试测试 SolidWorks Direct CAD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该步骤显示如何导入一个 SolidWorks 零件文件，测试 Direct CAD 接口。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PC PC PC PC----DMISDMISDMISDMIS：：：：    

1. 从开开开开始始始始菜单中，还还选择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 PC-DMIS for Windows | 联联联联机机机机。PC-DMIS 
将启动。 

2. 如果出现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对话框，将该对话框取消。 

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新建零件程序：：：：    

1. 选择新新新新建建建建菜单选项创建新零件程序。将出现新新新新建建建建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对话框。 

2. 在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名名名名框中键入零件程序的名称，然后根据需要轴写其它框。 

3. 从测测测测量量量量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区域选择测量单位。该单位与将导入的 CAD 
文件中使用的单位应一为。 

4.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自动打开。 

5. 单击测测测测头头头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上的取取取取消消消消将其关闭。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SolidWorks  SolidWorks  SolidWorks  SolidWorks 零件文件零件文件零件文件零件文件    

1. 选择导入菜单选项。将出现导导导导入入入入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对话框。 

2. 从列列列列出出出出特特特特定定定定类类类类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文文文文件件件件列表中选择 SolidWorks DCI。 

3. 浏览到包这要导入的 SolidWorks 零件文件的目目。 

4. 选择 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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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该对话框关闭。 

•  如果存在多个坐标系统，DCI 
坐标系统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将出现，显示可用坐标系统的列表。序序第 6 步。 

•  如果在有多个坐标系统，DCI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选选选选择择择择对话框不我出现，我应跳到第 
8 步。 

6. 选择在导入时要作为 CAD 数据基如（即原点）使用的坐标系统。  

7. 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接受所选的坐标系统。如果要导入使用默认绝对坐标系统的 
SolidWorks CAD 数据，则单击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按钮。 

8. PC-DMIS 将导入所选文件。 

9. 按请正常方式使用 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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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导航图使用导航图使用导航图使用导航图 

使用导航图使用导航图使用导航图使用导航图：：：：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对于版本 3.5 及更高版本，PC-DMIS 
提供了与旧版本不同的增强菜单结构。对于如如旧用户界面的用户以及要快速查找菜单项
或对话框的用户，本部分有助于我查找。  

本部分提供以下主题： 

•   用于访问菜单选项的导航图。 

•   用于访问对话框、窗口和编辑器的导航图。 

为了方便我使用，为为主题中包这了按字在顺序排列的所有菜单选项和对话框，以及访问
每一项时应遵循的选择路径。 

用用用用于访问菜单选项的导航图于访问菜单选项的导航图于访问菜单选项的导航图于访问菜单选项的导航图 
以下介该要访问特定菜单选项需要选择的菜单的范例和表。 

范例 

特定选项 小写的粗粗粗粗体体体体文本显示特定的菜单选项。 

报色 报报报报色色色色显示该菜单选项仅在启动时可用。
零件程序打开后，该选项将不可用。 

所红色 所所所所红红红红色色色色显示该菜单选项仅在联机模式下
可用。 

> 该箭头符号表示所选项是菜单标题或子
菜单标题以及该菜单或子菜单中包这的
其它菜单选项。 

菜单和菜单选项的导航图 

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路路路路径径径径 
   

2D 旋转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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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屏幕模式 

3D 旋转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 
更改屏幕模式 

关于 PC-DMIS For 
Windows 

帮助  

加速度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激活下一个窗口 窗口  

活动机械臂 视图 工具栏 

活动转台 视图 工具栏 

活动测头 操作 校验 / 编辑 

活动测尖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加载项 视图 工具栏 

坐标系 > 插入  

分析 插入 报告命令 

夹角 插入 尺寸 

角度点 插入 特征 > 自动 

斜度 插入 尺寸 

路径动画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数组指数 插入 参数更改 

赋值 插入  

附加零件程序… 插入  

自动 > 插入 特征 

自动校验测头 插入 校验 

自动校验主/从 插入 校验 

自动相对测量 插入 参数更改 

自动采点模式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自动采点平面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自动触发公差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坐标轴 插入 扫描 

基本 插入 扫描 

BASIC 脚本编辑器 视图  

BASIC 脚本 插入  

体轴 插入 扫描 

书签 > 编辑  

断点 > 编辑  

CAD 元素 编辑 删除 

CAD 元素 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 ”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815

CAD 拟合零件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CAD 信息 视图  

校验 > 插入  

校验 / 编辑 > 操作  

调用子例程…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并毫…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图表 

层单 窗口  

Case / End Case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中心 插入 扫描 

更改曲线 / 曲线模式 >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更改屏幕模式 >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探测距离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子模式 编辑 标记 

中文 文件 语言 

圆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圆 插入 扫描 

圆 编辑 替代推测 

圆 插入 特征 > 构造 

圆 插入 特征 > 自动 

夹新值 插入 参数更改 

全部清除 编辑 标记 

清除所有书签 编辑 书签 

安全平面 插入 参数更改 

关闭 文件  

CMM 接口设置 编辑 首选项 

共轴度 插入 尺寸 

碰撞检测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立柱 132 插入 参数更改 > 尺寸 

立柱恢复 操作  

命令 编辑  

命令模式 视图  

注释 插入 报告命令 

复杂… 插入 扫描 

同心度 插入 尺寸 

锥体 编辑 替代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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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体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锥体 插入 特征 > 构造 

锥体 插入 特征 > 自动 

构造 > 插入 特征 

构造 视图 工具栏 

控制对 >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复制 文件 操作 

复制 编辑  

隅角点 插入 特征 > 自动 

曲线 插入 特征 > 构造 

曲线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 
更改曲线/曲面模式 

自定义 视图 工具栏 

剪切 编辑  

柱体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柱体 插入 扫描 

柱体 编辑 替代推测 

柱体 插入 特征 > 构造 

柱体 插入 特征 > 自动 

Default Case / End Def 
Case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删除 文件 操作 

删除 > 编辑  

删除 [最后特征] 编辑 删除 

尺寸 视图 工具栏 

尺寸 > 插入  

尺寸格式 插入 参数更改 > 尺寸 

尺寸信息 插入 报告命令 

尺寸 编辑 删除 

尺寸 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 ”  

尺寸 > 插入 参数更改 

显示精度 插入 参数更改 > 尺寸 

距离 插入 尺寸 

Dmis 模式… 视图  

Do / Until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绘制曲面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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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荷语 文件 语言 

棱点 插入 特征 > 自动 

编辑 窗口“ ”  视图  

编辑 窗口“ ”  视图 工具栏 

编辑 窗口颜色“ ”  编辑 首选项 

编辑 窗口布局“ ”  编辑 首选项 

编辑 窗口打印预览“ ”  文件 打印 

编辑 窗口打印设置“ ” … 文件 打印 

编辑 窗口打印“ ” … 文件 打印 

椭圆 插入 特征 > 构造 

椭圆 插入 特征 > 自动 

Else / End Else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Else If / End Else If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终止特征 操作  

终止循环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终止程序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终止子例程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英文 文件 语言 

进入主/从模式 操作  

拟合… 插入 坐标系 

清除触测 操作  

隔离区 插入 移动 

执行 文件  

执行块 文件 部分执行 

执行特征 文件 部分执行 

执行自 文件 部分执行 

从光标处执行 文件 部分执行 

退出 文件  

导出 文件  

表达式 编辑  

外部命令 插入  

外部对象 插入 报告命令 

特征 > 插入  

特征 编辑 删除 

特征 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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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 ”  

特征按钮 视图 工具栏 

特征组 插入 特征 > 构造 

文件关闭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件复制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件删除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件对话框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件存在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件 I/O 命令 > 插入  

文件移动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件打开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件操作 视图 工具栏 

查找 编辑  

固定间隔… 插入 扫描 

夹具 插入 硬件定义 

平度 插入 尺寸 

流程控制命令 > 插入  

飞行模式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字体 编辑 首选项 

换页… 插入 报告命令 

法语 文件 语言 

仅缝宽 插入 参数更改 > 尺寸 

高斯过滤器… 插入 特征 > 构造 

一般 插入 特征 

德语 文件 语言 

转到 编辑  

转到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图形显示 窗口“ ”  > 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 ”  >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视图  

图形模式 视图 工具栏 

图形窗口打印预览 文件 打印 

图形窗口打印设置… 文件 打印 

图形窗口打印… 文件 打印 

推测模式 视图 工具栏 

硬件定义 > 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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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点 插入 特征 > 自动 

柱状图…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图表 

Hyper 报告编辑器… 视图  

Hyperview 报告… 插入 报告命令 

If / End If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如果转到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则如运行误差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导入 文件  

索引 帮助  

插入默认值 编辑 断点 

检验报告 视图  

防大利语 文件 语言 

日语 文件 语言 

键入 插入 尺寸 

标号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语言 > 文件  

直线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直线 插入 扫描 

直线 编辑 替代推测 

直线 插入 特征 > 构造 

开放路径 插入 扫描 

闭合路径… 插入 扫描 

加载活动测头 操作  

位置 插入 尺寸 

循环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测量机 插入 硬件定义 

播放/目制宏 视图 工具栏 

成为 3D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手动/DCC 模式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手动/DCC 模式 视图 工具栏 

手动回退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手动 TTP… 插入 扫描 

标记 编辑 标记 

全部标记 编辑 标记 

标记特征组 窗口“ ”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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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 编辑  

主/从设置 编辑 首选项 

主/从模式 操作 校验 / 编辑 

测定值 视图 工具栏 

测定值 > 插入 特征 

测量速度 > 插入 参数更改 

测量距离 > 插入 参数更改 

镜像 文件 操作 

镜像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移动 > 插入  

移动圆 插入 移动 

移动安全平面 插入 移动 

移动增量 插入 移动 

移动 PH9 偏置 插入 移动 

移动点 插入 移动 

移动转台 插入 移动 

移动速度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移动扫描 插入 移动 

移动同步 插入 移动 

移动到 操作  

NC-100 视频设置 插入 参数更改 

新建坐标系模式 编辑 标记 

新建标记特征组 编辑 标记 

新建 文件  

新建 插入 坐标系 

下一个 窗口  

下一个书签 编辑 书签 

凹口槽 插入 特征 > 自动 

对象 编辑  

出错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OpenGL 编辑 首选项 

打开 文件  

操作 > 文件  

替代推测 > 编辑  

平行度 插入 尺寸 

参数更改 > 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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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编辑 首选项 

父模式 编辑 标记 

部分执行 > 文件  

粘贴 编辑  

模式粘贴 编辑  

片区 插入 扫描 

路径 视图  

模式 编辑  

周边 插入 扫描 

垂直度 插入 尺寸 

平面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平面 编辑 替代推测 

平面 插入 特征 > 构造 

点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点信息 插入 报告命令 

点 插入 特征 > 构造 

极矢量补偿 插入 参数更改 

葡葡葡语 文件 语言 

定位命令 >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正值报告 插入 参数更改 > 尺寸 

首选项 > 编辑  

例近距离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预览窗口 视图  

上一个 窗口  

打印 > 文件  

打印命令… 插入 报告命令 

可触测性…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图表 

测头 插入 硬件定义 

测头 > 插入 参数更改 

测头补偿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测头更换架 编辑 首选项 

测头更换架 操作 校验 / 编辑 

测头选项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头 

测头读出 窗口“ ”  视图  

轮廓 插入 尺寸 

程序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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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屏幕模式 

退出 文件  

读取块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读取命令 

读取字符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读取命令 

读取行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读取命令 

读取特征组…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数据库 

读取至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读取命令 

读取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数据库 

读取命令 >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读出模式 视图 工具栏 

读出窗口设置 编辑 首选项 

读取点 插入 特征 

回调 插入 坐标系 

回调文件位置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定位命令 

回调视图集 插入 报告命令 

重复 编辑  

路径再生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全部删除 编辑 断点 

删除默认值 编辑 断点 

重命名 文件 操作 

重绘屏幕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替换 编辑  

报告命令 > 插入  

报告模式 视图  

回退距离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仅回退路径 插入 参数更改 > 尺寸 

参回开头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定位命令 

旋转… 插入 扫描 

转台 操作 校验 / 编辑 

转台设置 编辑 首选项 

旋转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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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激活的转台 操作  

圆槽 插入 特征 > 自动 

圆度 插入 尺寸 

偏离度 插入 尺寸 

保存 文件  

保存 插入 坐标系 

另存为 文件  

保存文件位置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定位命令 

保存视图集 插入 报告命令 

缩放到适合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扫描 > 插入  

扫描速度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分散…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图表 

屏幕抓图到剪贴板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屏幕抓图到报告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屏幕颜色 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 ”  

截面 插入 扫描 

Select / End Select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全选 编辑  

选择 编辑 删除 

将当前统计发送到文件… 操作  

设置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设置搜索路径 编辑  

设置 视图 工具栏 

设置 编辑 首选项 

设置搜索路径 编辑 首选项 

薄壁件 视图 工具栏 

显示标记特征组 编辑 标记 

显示路径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单个测尖 插入 校验 

槽 插入 特征 > 构造 

垂西葡语 文件 语言 

SPC 图表 >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数据库 >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数据库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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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 插入 特征 > 测定值 

球体 编辑 替代推测 

球体 插入 特征 > 构造 

球体 插入 特征 > 自动 

方槽 插入 特征 > 自动 

统计 插入 统计命令 

统计命令 > 插入  

直度 插入 尺寸 

子例程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概要模式 视图  

曲面 插入 特征 > 构造 

曲面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 
更改曲线/曲面模式 

曲面点 插入 特征 > 自动 

对称度… 插入 尺寸 

采点 操作  

温度补偿设置 编辑 首选项 

温度补偿 插入 参数更改 

文本分析切换极坐标/直角
坐标 

操作  

文本框 操作 图形显示 窗口“ ”  > 
更改屏幕模式 

指平平水 窗口  

垂直平水 窗口  

时间间隔 插入 扫描 

测尖校验 插入  

向后切换 编辑  

切换书签 编辑 书签 

切换断点 编辑 断点 

向前切换 编辑  

切换主/从机械臂… 操作  

工具栏 视图  

接触速度 插入 参数更改 > 测量速度 

跟踪字段… 插入 统计命令 

位置真值 插入 尺寸 

撤消 编辑  

使用帮助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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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间隔 插入 扫描 

矢量点 插入 特征 > 自动 

视图设置 编辑 图形显示 窗口“ ”  

While / End While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 
控制对 

窗口布局 视图 工具栏 

工作平面 插入 参数更改 

写入块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写入命令 

写入字符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写入命令 

写入行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 
写入命令 

写入命令 >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XBarR…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图表 

XBarS… 插入 统计命令 > SPC 图表 

用于访问对话框用于访问对话框用于访问对话框用于访问对话框、、、、窗口和编辑器的导航图窗口和编辑器的导航图窗口和编辑器的导航图窗口和编辑器的导航图 
以下介该要访问特定对话框、窗口或编辑器需要选择的菜单的范例和表。 

范例 

特定选项 小写的粗粗粗粗体体体体文本显示特定的菜单选项。 

报色 报报报报色色色色显示该选项仅在启动时可用。零件
程序打开后，该选项将不可用。 

所红色 所所所所红红红红色色色色显示该选项仅在联机模式下可用
。 

导航图 

对对对对话话话话框框框框、、、、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或或或或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的的的的标标标标题题题题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路路路路径径径径 

3D 网格设置 单击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
置置置置图标。 

单击 3D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关于 PC-DMIS For 
Windows 

 帮助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 PC-DMIS 
For Windows 

 

将目目添加到列表 插入 统计命令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 单击将目目添加
到列表。 

添加一般特征 插入 特征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  

添加新角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单击添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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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工具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单击测量。单击
添加工具。 

调整零件设置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选择零件/CMM 
选项卡。单击调
整。 

坐标系功能 插入 坐标系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分析 插入 报告命令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分析  视图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单击分析窗口图
表，并在编辑器
中然出一个框。 

分析网格选项  视图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访问属性视图。
单击 PC-DMIS 
选项卡。双击 （“
设置对话框） 属”
性条目。单击网
格选项。 

分析大小选项 插入 报告命令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单击视图窗口。
选择选项 | 
大小选项。 

夹角 插入 尺寸 夹夹夹夹角角角角  

斜度 插入 尺寸 斜斜斜斜度度度度  

自变量编辑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单击添加自变量
。 

赋值  插入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  

附加外部零件程序  插入 附附附附加加加加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自动校验主/从 插入 校验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主主主主/从从从从  

     

自动特征 插入 特征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自动移动点  操作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到到到到  

自动报告选项  视图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右键单击编辑器
网格。单击PC-
DMIS 
选项卡。单击“关
闭自动报告 。”  

BASIC 脚本编辑器  视图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基本扫描 – 轴 插入 扫描 基本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轴轴轴轴 
基本扫描 – 中心 插入 扫描 基本 中中中中心心心心 

基本扫描 – 圆 插入 扫描 基本 圆圆圆圆 
基本扫描 – 柱体 插入 扫描 基本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基本扫描 对话框“ ”  –
直线 选项卡“ ”  

插入 扫描 基本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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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拟合坐标系 插入 坐标系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单击最佳拟合。 

CAD 信息  视图 CAD 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校验可分度转台 编辑 首选项 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选择转台属分度
类型。单击校验
。  

校验无限转台 编辑 首选项 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选择转台属无限
类型。单击校验
。  

校验测头 插入 校验 自自自自动动动动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校验测尖 插入 校验 单单单单个个个个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校验结果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单击结果。 

调用子例程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并毫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图表 并并并并毫毫毫毫… 
Catia 获取模型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CATIA 

文件。单击 确定“
。”  

选择目目  编辑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 单击浏览。 

选择目目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 单击浏览。 

选择目目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选择常规选项卡
。单击浏览。 

选择要镜像的零件 文件 操作 镜镜镜镜像像像像  

CMM 接口设置 编辑 首选项 CMM 接接接接口口口口  

共轴度 插入 尺寸 共共共共轴轴轴轴度度度度  

碰撞检测 操作 图形显示 窗“ ”
口 

碰碰碰碰撞撞撞撞检检检检测测测测  

防撞距离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单击公差。 

颜色  编辑 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单击编辑。 

注释 插入 报告命令 注注注注释释释释  

同心度 插入 尺寸 同同同同心心心心度度度度  

构造圆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圆圆圆圆 

构造锥体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构造曲线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构造柱体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构造椭圆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椭椭椭椭圆圆圆圆 

构造特征组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构造过滤器特征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高高高高斯斯斯斯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 

构造直线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 
构造平面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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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点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点点点点 

构造槽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槽槽槽槽 
构造球体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构造曲面模式 插入 特征 构造 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零件文件复制来源 文件 操作 复复复复制制制制  

创建级别 窗口“ ”  操作 图形显示 窗“ ”
口 

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3D  

自定义  编辑 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  

自定义命令显示 视图 工具栏 自自自自定定定定义义义义  

数据库选择  编辑 SPC 数数数数据据据据库库库库  

数据库选择 插入 统计命令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 选择 SPC 
数据库选项。在
数据源列表中选
择数据库。单击
查看/编辑数据库
。 

编辑默认尺寸信息 插入 尺寸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单击编辑。 

定义读取特征组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数据库 定定定定义义义义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删除尺寸 编辑 删除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删除特征 编辑 删除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删除零件程序 文件 操作 删删删删除除除除  

DES 文件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DES 
文件。单击 确定“
。”  

DES 文件  文件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 选择 DES 
文件。单击 确定“
。”  

尺寸分析选项 插入 报告命令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单击视图窗口。
选择选项 | 
尺寸选项。 

尺寸信息  视图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单击尺寸信息图
标。在编辑器中
然出一个框。 

尺寸键入 插入 尺寸 键键键键入入入入  

距离 插入 尺寸 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编辑 CAD 元素 编辑 图形显示 窗“ ”
口 

CAD 元元元元素素素素  

编辑校验位置 操作 校验 / 编辑 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单击编辑位置。 

编辑尺寸颜色 编辑 图形显示 窗“ ”
口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  

编辑尺寸信息 插入 报告命令 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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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特征外观 编辑 图形显示 窗“ ”
口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编辑标识  编辑 图形显示 窗“ ”
口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双击特征标识。 

编辑标号名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编辑点信息 插入 报告命令 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编辑测头组件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在测头说明列表
中双击项目。 

编辑测头组件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选择活动测尖。
单击编辑。 

编辑扫描项 插入 扫描 复复复复杂杂杂杂… 单击如防选项卡
。单击边界。 

编辑 窗口“ ”   视图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   

编辑 窗口颜色“ ”   编辑 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拟合坐标系 插入 坐标系 拟拟拟拟合合合合…  

隔离移动区 插入 移动 隔隔隔隔离离离离区区区区…  

执行模式选项  文件 执执执执行行行行  

执行模式选项  文件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执执执执行行行行  

导出数据  文件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  

表达式构造器  编辑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  

外部命令  插入 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特征触测目标 创建以下特
征之一： 

•测定圆 

•测定柱体 

•测定点 

•测定平面 

•测定球体 

•测定直线 

•测定锥体 

•自动圆 

•自动柱体 

•自动球体 

•自动锥体 

 

按 F9 
键访问特征的
对话框。 

单击显示触测按
钮。 

 

特征位置 插入 尺寸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文件 I/O 插入 文件 I/O 命令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打打打打开开开开（（（（或或或或如如如如
防防防防其其其其它它它它 I/O 

在 编辑 窗口中“ ”
选择。按 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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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查找  编辑 查查查查找找找找  

卡具设置 插入 硬件定义 夹夹夹夹具具具具  

平度 插入 尺寸 平平平平度度度度  

字体 编辑 首选项 字字字字体体体体  

GDX 导入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GDX 
文件。单击 确定“
。”  

GDX 信息     

一般测量机设置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 从测量机列表中
选择一般机械臂
或一般机械桥。 

一般导出选项  文件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 选择一般文件。
单击 确定 。“ ”  

转到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转转转转到到到到  

转到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转转转转到到到到  

柱状图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图表 柱柱柱柱状状状状图图图图… 

Hyper 报告编辑器  视图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I-DEAS 项目选择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IDEAS 
文件。单击 确定“
。”  

I-DEAS 服务器连接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IDEAS 
文件。单击 确定“
。单击连接到服”
务器。 

If 表达式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控制对 If / End If 
IGES 数据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IGES 

文件。单击 确定“
。单击数据。”  

IGES 文件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IGES 
文件。单击 确定“
。”  

IGES 设置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IGES 
文件。单击 确定“
。单击设置。”  

IGES 写设置  文件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 选择 IGES 
文件。单击 确定“
。单击设置。”  

导入数据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插入 BASIC 脚本  插入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  

插入 Hyper 报告 插入 报告命令 Hyperview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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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对象 插入 报告命令 外外外外部部部部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控制点 插入 扫描 复复复复杂杂杂杂… 

或者 

Basic 

单击控制点。 

迭代法建坐标系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单击迭代法。 

跳至  编辑 跳跳跳跳至至至至…  

引出线构造  视图 Hyper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单击引出线图标
。在网格上然出
直线。 

跳步 插入 坐标系 跳跳跳跳步步步步 必此使用 Faro 
测头。 

级别  图形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单击创建复选框
。 

直线偏置 插入 特征 构造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单单单单击击击击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 按按按按“ ”
钮钮钮钮。。。。 

循环参数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循循循循环环环环  

测量机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  

测量机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  

标记特征组 编辑 标记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标记特征组  视图 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窗窗窗窗“ ”
口口口口 

 

主/从校验 操作 校验 / 编辑 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主/从设置 编辑 首选项 主主主主/从从从从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测量测头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单击测量。 

测定圆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圆圆圆圆 

测定锥体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锥锥锥锥体体体体 
测定柱体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柱柱柱柱体体体体 

 

测定直线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 

测定平面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测定点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点点点点 

测定特征组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测定球体 插入 特征 测定值 球球球球体体体体 

镜像 CAD  图形 镜镜镜镜像像像像 CAD  

移动到  操作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到到到到  

新建标记特征组 编辑 标记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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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零件程序  文件 新新新新建建建建  

出错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出出出出错错错错  

打开  文件 打打打打开开开开  

打开 编辑 标记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单击退出到文件
管理器。 

OpenGL 选项 编辑 首选项 OpenGL  

选项密码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单击密码。 

平行度 插入 尺寸 平平平平行行行行度度度度  

参数设置 编辑 首选项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模式偏置  编辑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垂直度 插入 尺寸 垂垂垂垂直直直直度度度度  

PHS 测座校验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单击测量。单击
校验设备。 

平面偏置 插入 特征 构造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选选选选择择择择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
。。。。单单单单击击击击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 按按按按“ ”
钮钮钮钮。。。。 

定位级别  图形 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CAD 3D 创建一个级别，
然后选择级别位
置。 

预览窗口 文件 打印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预览窗口 文件 打印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
置置置置 

 

打印 文件 打印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   

打印 文件 打印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打印选项 文件 打印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 ”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打印机设置和输出选项 文件 打印 图图图图形形形形窗窗窗窗口口口口打打打打印印印印设设设设
置置置置… 

 

可触测性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图表 可可可可触触触触测测测测性性性性… 

测头校验功能 编辑 首选项 CMM 接接接接口口口口… 必此使用 Faro 
测头。 

测头更换架 编辑 首选项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  

测头更换架设置 编辑 首选项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  

测头座角度配置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选择零件/CMM 
选项卡。单击测
头方位。 

测头位置窗口  视图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读读读读出出出出窗窗窗窗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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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头读出窗口设置 编辑 首选项 读读读读出出出出窗窗窗窗口口口口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测头设置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单击设置。 

测头功能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测头功能 编辑 标记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单击校验测尖。 

轮廓 插入 尺寸 轮轮轮轮廓廓廓廓  

快速启动 视图 工具栏 快快快快速速速速启启启启动动动动… 从以下如防子工
具栏中单击如防
图标：测量、关
系、GD&T 
或建坐标系。 

读取数据库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数据库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 
读取定义的特征组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数据库 读读读读取取取取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恢复立柱   立立立立柱柱柱柱恢恢恢恢复复复复  

遥控面板  视图 路路路路径径径径  

零件文件原名 文件 操作 重重重重命命命命名名名名  

替换  编辑 替替替替换换换换  

报告显示选项 编辑 首选项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窗窗窗窗口口口口布布布布局局局局“ ”
… 

 

转台设置 编辑 首选项 转转转转台台台台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旋转  图形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旋转  编辑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圆度 插入 尺寸 圆圆圆圆度度度度  

偏离度 插入 尺寸 偏偏偏偏离离离离度度度度  

保存 – 删除测量机  插入 硬件定义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 单击保存。  

保存坐标系 插入 坐标系 已已已已保保保保存存存存…  

另存为  文件 另另另另存存存存为为为为  

扫描 插入 扫描 复复复复杂杂杂杂…  

扫描段数据 插入 特征 构造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 或或或或 圆圆圆圆 ，，，，“ ” “ ”
然然然然后后后后单单单单击击击击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段段段段“
。。。。”  

分散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图表 分分分分散散散散… 
屏幕颜色 编辑 图形显示 窗“ ”

口 
屏屏屏屏幕幕幕幕颜颜颜颜色色色色  

视图设置 编辑 图形显示 窗“ ”
口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或单击视图设置
图标。  

脚本  视图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搜索路径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搜搜搜搜索索索索路路路路径径径径  

选择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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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转换 DMIS 
时使用的测头文件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DMIS 
文件。单击 确定“
。”  

选择子例程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调调调调用用用用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选择选择子例程
。 

选择测尖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DMIS 
文件。单击 确定“
。单击创建或确”
定。 

设置制表位  视图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器器器器 

选择视图 | 
设置制表位。 

设置选项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显示选项 插入 报告命令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单击视图窗口。
选择选项 | 
显示选项。 

SPC 设置 插入 统计命令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  

统计选项 插入 统计命令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  

统计选项 插入 统计命令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  

直度 插入 尺寸 直直直直度度度度  

子例程创建 插入 流程控制命令 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对称度 插入 尺寸 对对对对称称称称度度度度…  

温度补偿设置 编辑 首选项 温温温温度度度度补补补补偿偿偿偿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跟踪字段 插入 统计命令 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位置真值 插入 尺寸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真真真真值值值值  

更新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图表 更更更更新新新新图图图图表表表表… 
查看方位  图形 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CAD 3D 创建一个级别，

然后选择级别位
置。单击位置。 

警告显示选项 编辑 首选项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单击警告。 

XBarR 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图表 XBarR 

XBarS 图表 插入 统计命令 SPC 图表 XBarS 
XYZ 文件  文件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选择 XYZ 

文件。单击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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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 

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使用快捷键和快捷菜单：：：：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本部分介该 PC-DMIS 中使用的许多菜单选项、对话框和命令的快捷方式。 
使用快捷方式可以加快我编程的速度，从而提高生断框和并毫。 

本部分查及以下主题： 

•  快捷键参考 

•  快捷菜单参考 

快捷键参考快捷键参考快捷键参考快捷键参考    

此表提供了可用快捷键的简便参考。如果在快捷键说明之前出现的语 编辑 窗口“ ” ，那那 编“
辑 窗口必此为活动窗口，才能使快捷键正常使用。关于每个选项功能的特定信息，请参请”
联机帮助的相应部分。 

键键键键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键键键键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键键键键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F1 访问联机

帮助 
CTRL + A 编辑 窗口“ ”

： 
选择所有
文本。 

CTRL + F1 将 PC-
DMIS 
置于平移
模式 

F2 编辑 窗口“ ”
： 
如果光标
位于允许
表达式的
行，则打
开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
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
话框。 

CTRL + C 编辑 窗口“ ”
： 
复制所选
的文本。 

CTRL + F2 将 PC-
DMIS 置于 
2D 
旋转模式 

F3 编辑 窗口“ ”
： 
标记/取消
标记要执
行的命令 

CTRL + D 删除当前
特征。 

CTRL + F3 将 PC-
DMIS 
置于旋转 
3D 
模式，打
开旋旋旋旋转转转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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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
光标窗留
在外部对
象上，按 
F3 
键可以在
打印模式
和执行模
式之间切
换。 

话框。 

F4 编辑 窗口“ ”
： 
打印 编辑“ ”
窗口内窗 

CTRL + E 执行所选
的特征。 

CTRL + F4 将 PC-
DMIS 
置于程序
模式 

F5 访问设设设设置置置置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
框 

CTRL + F 访问自自自自动动动动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
框。 

CTRL + F5 将 PC-
DMIS 
置于文本
框模式 

F7 编辑 窗口“ ”
： 
在所选的
切换字段
内，向前
循环至按
字在顺序
的下一个
条目 

CTRL + G 在 编辑 窗“ ”
口插入一
个 读取点“ /
命令。”  

CTRL + 
TAB 

最小化或
还原 编辑“ ”
窗口。 

F8 编辑 窗口“ ”
： 
在所选的
切换字段
内，向后
循环至按
字在顺序
的上一个
条目 

CTRL + K 在编辑报
告中保存
所选的尺
寸。 

CTRL + 
SHIFT 

按按所选
的图形分
析箭头。 

F9 编辑 窗口“ ”
： 
打开与光
标处的命
令关联的
对话框 

CTRL + M 插入移动
点命令。 

CTRL + 
END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到当前
零件程序
的窗文 

F10 打开参参参参数数数数
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对话
框。 

CTRL + N 新建零件
程序 

CTRL + 
HOME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到当前
零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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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头 
SHIFT + 
右键单击 

打开缩缩缩缩放放放放
绘绘绘绘图图图图对话
框。 

CTRL + O 打开零件
程序。 

CTRL + 
ALT + A 

打开建建建建坐坐坐坐
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
框 

SHIFT + 
TAB  

编辑 窗口“ ”
： 
向后将光
标移动到
前一个用
户可编辑
的字段 

CTRL + P 打印 图形“
显示 窗口”
。 

CTRL + 
ALT + P 

打开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
框 

SHIFT + 
箭头 

随着光标
的移动突
出显示所
有文本 

CTRL + Q 编辑 窗口“ ”
： 
执行当前
零件程序
。 

CTRL + 
单击鼠标
左键 

单击 图形“
显示 窗口”
中的特征
时，在打
开的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对话框选
择关联的
尺寸。 

SHIFT + F5 编辑 窗口“ ”
： 
在所卡使
和极坐标
之间切换
尺寸触测
显示。字
符“P 表示”
极坐标显
示。 

CTRL + R 打开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对话框 

CTRL + 
单击鼠标
右键 
 

然动鼠标
时，旋转“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CAD 
模型。 

SHIFT + F10 编辑 窗口“ ”
： 
访问跳跳跳跳至至至至
对话框。 

CTRL + S 保存当前
零件程序
。 

上箭头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至当前
位置之上
的下一个
可用元素
。 

END 终止特征
测量。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至当前
行的窗文 

CTRL + T 编辑 窗口“ ”
： 
将当前命
令（所选
的命令）
分配给主
机械臂、
从机械臂
或同时分
配给两个
机械臂。 

下箭头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至当前
位置之下
的下一个
可用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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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至当前
行的开头
。 

CTRL + V 编辑 窗口“ ”
： 
粘贴剪贴
板的内窗
。 

右箭头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至当前
位置右底
的下一个
可用元素
。 

TAB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向
前移动至
下一个用
户可编辑
的字段 

CTRL + X 编辑 窗口“ ”
： 
剪切所选
的文本。 

左箭头 编辑 窗口“ ”
： 
将光标移
动至当前
位置左底
的下一个
可用元素
。 

ESC 如果在按 
ENTER 
键之前按 
ESC 
键，将终
止如何进
程（数据
输入除外
） 

CTRL + Y 编辑 窗口“ ”
： 
从光标位
置开始执
行零件程
序。 

ALT + H 访问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菜单 

DELETE 编辑 窗口“ ”
： 
请参请 退“
格键” 

CTRL + Z 激活 缩放“
到适合 功”
能。 

ALT + F3 编辑 窗口“ ”
： 
打开查查查查找找找找
对话框 

退格键 编辑 窗口“ ”
： 
删除如何
突出显示
的字符。
如果在有
突出显示
的字符，
则与在这
通编辑器
下的功能
相同。如
果项目不
能删除，
将显示错
误消息。 

CTRL + 
SHIFT + F  

在使用硬
测头推测
特征类型
时，切换
到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推推推推
测测测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ALT + 
退格键 

编辑 窗口“ ”
： 
撤销在 编“
辑 窗口中”
执行的上
一个操作
。 

ALT +“-
（从号）”  

删除触测
缓冲区中
最后的触
测。 

CTRL + 
SHIFT + R  

在使用硬
测头推测
特征类型
时，切换

SHIFT + 
退格键 

编辑 窗口“ ”
： 
重复在 编“
辑 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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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圆圆圆圆形形形形推推推推
测测测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撤销的上
一个操作
。 

ENTER 
或回在键 

编辑 窗口“ ”
： 
创建一条
新直线，
如果在光
标从直线
移开以前
在有完成
直线，将
自动删除
该直线。 
选择命令
。 

CTRL + 
ENTER 
或回在键 

编辑 窗口“ ”
： 
在概要模
式中，该
键盘快捷
键可以选
择要加入“
编辑 窗口”
的命令。 

  

快捷菜单参考快捷菜单参考快捷菜单参考快捷菜单参考 
通过快捷菜单，只需单击鼠标键即可执行一为常请的命令。本节说明如何访问还种快捷菜
单以及还种菜单选项的功能。快捷菜单存在于程序激活的位置。 

标准 Windows 对话框中的快捷菜单 

除了基于 Windows 的对话框中存在的标准命令以外，在这为许许下，PC-DMIS 
还向快捷菜单中增加了其它功能。其中许多内窗在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和 使用高级文件选“ ” “
项 部分介该。”   

在打开、保存或使用其它文件操作时，右键单击对话框中列出的零件程序文件名，可以打
开为为快捷菜单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PC-DMIS 导入 将数据从输入文件导入所选的零件程序。参

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入“ ” “  CAD 
数据 。”  

PC-DMIS 导出 将数据从所选的零件程序导出到输出文件。
参请 使用高级文件选项 部分的 导出“ ” “  CAD 
数据 。”  

打开 打开零件程序。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 ”
分的 打开现有零件程序 。“ ”  

剪切 剪切零件程序并将其移到剪贴板上；该选项
与 Windows 
粘粘粘粘贴贴贴贴命令一起可以将剪切的文件放到其它文
件夹中。  

复制 复制零件程序并将其移到剪贴板上；该选项
与 Windows 
粘粘粘粘贴贴贴贴命令一起可以将复制的文件放到其它文
件夹中。参请 使用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执行文“ ” “
件操作 。”  

重命名 对零件程序重命名。 
删除 删除零件程序。参请 使用文件选项 部分的“ ” “

执行文件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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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属属属性性性性 | PC-DMIS 选项卡 显示零件程序的文件信息。我可以查看或修
改零件程序的名称、序列号和修修号。参请“
使用基本文件选项 部分的 打开现有零件程” “
序 。”  

工具栏上的快捷菜单工具栏上的快捷菜单工具栏上的快捷菜单工具栏上的快捷菜单 
右键单击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区域时，PC-DMIS 
将显示工具栏以及我可以立即访问的其它选项的列表。其中包此：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图形模式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图形模式 工具“ ”

栏 
设置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设置 工具栏“ ”  
手动/DCC 模式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手动“ /DCC 

模式 工具栏”  
编辑 窗口“ ”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编辑窗口 工具“ ”

栏 
特征按钮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特征按钮 工具“ ”

栏 
尺寸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尺寸 工具栏“ ”  
构造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构造 工具栏“ ”  
薄壁件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自动 工具栏“ ”  
测定值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测定 工具栏“ ”  
文件操作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文件操作 工具“ ”

栏 
播放/目制宏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播放“ /目制宏 工”

具栏 
加载项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加载项 工具栏“ ”  
活动机械臂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活动机械臂 工“ ”

具栏 
推测模式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推测模式 工具“ ”

栏 
读出模式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读出 工具栏“ ”  
活动转台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活动转台 工具“ ”

栏 
快速启动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快速启动 工具“ ”

栏 
窗口布局 在工具栏区域中添加或删除 窗口布局 工具“ ”

栏 
自定义 自定义工具栏和菜单，以满足特定需要。参

请 浏览用户界面 部分的 自定义用户界面“ ” “ ” 

为为工具栏在 使用工具栏 部分详细介该。“ ”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工具栏快捷菜单工具栏快捷菜单工具栏快捷菜单工具栏快捷菜单    

右键单击 自动 工具栏可以打开一个快捷菜单，使我可以“ ” 按按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并序序创
建所选的薄壁件特征。快捷菜单上我出现以下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显示对话框 该选项显示或按按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即使按

按了对话框，对话框仍处于活动状态。在按
按时，该菜单上将出现创创创创建建建建和取取取取消消消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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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使我可以创建从自自自自动动动动工具栏选择的 自动特征“
。”  

取消 取消并关闭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对话框，即使对话框已
在视图中按按。 

在对话框按按的许许下创建自动特征： 

1. 打开自动自动自动自动工具栏。 

2. 在工具栏上，单击代表要创建的自动特征类型的图标。对话框将出现。 

3. 在对话框打开的许许下，右键单击自动自动自动自动工具栏。 

4. 取消选择显示对话框显示对话框显示对话框显示对话框选项。此时将关闭对话框。 

5. 单击零件创建所选的特征。然后右键单击工具栏并选择创建创建创建创建。  

““““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图形显示””””窗口中的快捷菜单窗口中的快捷菜单窗口中的快捷菜单窗口中的快捷菜单 
图形显示 窗口中提供以下快捷菜单。右键单击特定的区域可以访问为为菜单。这为许许“ ”
需要 PC-DMIS 
处于特定模式（参请 使用工具栏 部分的 使用 图形模式 工具栏 主题）。根据所处的模式“ ” “ ‘ ’ ”
，PC-DMIS 为我提供不同的菜单选项。 

特征快捷菜单特征快捷菜单特征快捷菜单特征快捷菜单    

要访问该快捷菜单，右键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特征“ ”  ID 标号。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按按标识 该菜单选项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按按单个特“ ”

征的 ID 
标号。按按的标号仍然存在；只是在视图中
按按。 

显示所有标识，按按所有标识 为两个菜单选项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或“ ”
按按所有特征的 ID 标号。如果我选择按按 
ID 标号，ID 
标号仍然存在，只是在视图中按按。 

按按特征 该选项按按单个特征，将特征从 图形显示“ ”
窗口中删除。该特征仍然存在，只是在视图
中按按。 

按按所有特征 该选项按按这个零件的所有特征，将为为特
征从 图形显示 窗口中删除。为为特征仍然“ ”
存在，只是在视图中按按。 

显示所有特征 该选项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所有以前按“ ”
按的特征。 

重置标识 该选项将单个 ID 
标号移回特征旁边原来的位置。 

重置所有标识 该选项将所有 ID 
标号移回还自特征旁边原来的位置。 

将光标移至 选择该菜单选项可以将 编辑 窗口的光标移“ ”
至 编辑 窗口中该特征的命令行上。该操作“ ”
只影在 编辑 窗口中的光标位置； 图形显示“ ” “
窗口中的测头位置保持不变。”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框框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的的的的附附附附加加加加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快快快快捷捷捷捷菜菜菜菜单单单单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处于文本框模式时，PC-DMIS 在标准的特征快捷菜单中增加了以下附加选项。其中包此：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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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尺寸信息框...  该选项从突出显示的特征创建 尺寸信息 文“ ”
本框。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出现，显示创建“
尺寸信息 文本框时可以使用的尺寸。”  
如果该特征在有关联的尺寸，PC-DMIS 
我自动为该特征创建默认的 位置 尺寸（参“ ”
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位置 ）。有关“ ” “ ” 如
何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插入 尺寸信息 框 。” “ ‘ ’ ”  

创建点信息框... 该菜单选项从突出显示的特征创建 点信息“ ”
文本框。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出现，显示创建“
点信息 文本框时使用的特征（及如何可用的”
尺寸）。有关如何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创
建 点信息 文本框的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 ” “
命令 部分的 插入 点信息 框 。” “ ‘ ’ ”  

要访问为为新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框框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文本框模式 ）。” “ ”  

2. 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右键单击这个特征或特征“ ” 的 ID 标号，以显示快捷菜单。 

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框框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的的的的尺尺尺尺寸寸寸寸/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菜菜菜菜单单单单 
处于文本框模式时，如果右键单击 尺寸信息 框或 点信息 框，“ ” “ ” PC-DMIS 
向标准特征快捷菜单中增加以下两个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编辑 通过该选项可以编辑所选的 尺寸信息 或 点“ ” “

信息 文本框。将打开一个如作修改的”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
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或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除了对话框底
部的标准按钮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应应应应用用用用于于于于全全全全
部部部部按钮： 
 
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于于于于全全全全部部部部将该对话框中所作的更改应
用于所有 尺寸信息 或 点信息 框：“ ” “ ”  
注注注注：：：：只有从原信息框到修改后的信息框所作
的更改我应用于所有 尺寸信息“ 或 点信息” “ ”
框。原信息框中已如与其它信息框不同的设
置不我应用于其它信息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 ”
的 插入 尺寸 框 。“ ‘ ’ ”  

删除 选择该菜单选项将删除所选的尺寸信息文本
框或点信息文本框。 编辑 窗口中相应的 点“ ” “
信息 或 尺寸信息 命令也将删除。” “ ”  

要访问为为新选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框框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文本框模式 ）。” “ ”  

2. 右键单击 图形显示 窗口中的 尺寸信息 或 点信息 框。“ ” “ ” “ ”  

框选快捷菜单框选快捷菜单框选快捷菜单框选快捷菜单    

该快捷菜单只能在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框框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下使用。要访问该菜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文文文文本本本本框框框框模模模模式式式式图标（参请 编辑“  CAD 显示 部分的 文本框模式 ）。” “ ”  

2. 框选一个或多个特征。PC-DMIS 选中框中所有的图形特征或特征 ID 标号。 

将出现包这以下选项的快捷菜单：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创建尺寸信息框... 该菜单选项从所选的特征创建 尺寸信息 文“ ”

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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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现一个突出显示的特征的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对话框，显示创建第一个 尺寸信息 框可以“ ”
使用的尺寸。 
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中选择了所需的选项
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编辑时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按钮）创建 尺寸信“ 息 框。”  
第一个 尺寸信息 框将使用“ ”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
话框中选择的尺寸创建。  
以后的信息框将使用与每个特征关联的所有
尺寸创建。 
如果该特征在有关联的尺寸，PC-DMIS 
我自动为该特征创建默认的 位置 尺寸（参“ ”
请 标注特征 部分的 标注位置 ）。有关如“ ” “ ”
何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尺尺尺尺寸寸寸寸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的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令 部分的 插入 尺寸信息 框 。” “ ‘ ’ ”  

创建点信息框... 选择该菜单选项将从突出显示的特征创建 点“
信息 文本框。将出现一个突出显示的特征的”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显示创建 点信息 文本“ ”
框时使用的特征（及如何可用的尺寸）。  
在 编辑点信息 对话框中选择了所需的选项“ ”
后，单击确确确确定定定定或创创创创建建建建按钮（编辑时单击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按钮）创建信息框。  
第一个信息框将使用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中选
择的特征或尺寸创建。以后的 点信息 框将“ ”
使用与每个特征关联的所有尺寸及特征自编
创建。将为所有尺寸和特征触测创建 点信息“
框。有关如何使用” 编编编编辑辑辑辑点点点点信信信信息息息息对话框创建“
点信息 文本框的信息，请参请 插入报告命” “
令 部分的 插入 点信息 框 。” “ ‘ ’ ”  

显示标识，按按标识 选择其中一个菜单选项可以显示或按按所有
所选特征的 ID 标号。如果我选择按按 ID 
标号，ID 
标号仍然存在，只是在视图中按按。 

按按特征 该选项按按这个零件的所有所选特征，将为
为特征从 图形显示 窗口中删除。为为特征“ ”
仍然存在，只是在视图中按按。 

重置标识 该选项将所有所选 ID 
标号移回还自特征旁边原来的位置。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窗口中的快捷菜单窗口中的快捷菜单窗口中的快捷菜单窗口中的快捷菜单 
PC-DMIS 的 编辑 窗口中包这以下快捷菜单，为取测于所选的 编辑 窗口模式。“ ” “ ”  

概要模式命令快捷菜单概要模式命令快捷菜单概要模式命令快捷菜单概要模式命令快捷菜单    

在 编辑 窗口的概要模式中选择这个命令项时（请参请 使用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在概要模“ ” “ ‘ ’ ” “
式下使用 ），右键单击该命令项，将出现命令快捷菜单。该菜单中包这以下选项：”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编辑 该选项将显示当前对象的对话框。 
标记 该选项切换要执行对象的标记状态。 
删除 该选项从零件程序中删除所选命令及所有子

命令。 
复制 该选项将所选命令复制到剪贴板。 
剪切 该选项将所选命令剪切到剪贴板，并从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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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删除该命令。 
粘贴 该选项将先前从剪贴板剪切或复制的命令粘

贴到所选命令的下方。 
全部折单 该选项折单所有扩开的项。 
扩开命令 该选项扩开当前命令行，显示与所选命令关

联的所有数据或组项。 
添加命令 该选项使我可以从按字在排序排列的可滚动

列表中向 编辑 窗口添加命令。“ ”  
第第第第 1 
步步步步：：：：键入命令的前几个字在在列表中导航。P
C-DMIS 自动转至该命令。 
第第第第 2 步步步步：：：：从列表中选择该命令。 
第第第第 3 步步步步：：：：按 CTRL + ENTER 或 ENTER 
键将新命令放入 编辑 窗口。“ ”  
按 CTRL + ENTER 
键我将命令放在用来打开快捷菜单的命令块
的后面。 
按 ENTER 
键我将命令放在用来打开快捷菜单的命令块
的内部。如果要添加的命令是 PC-DMIS 
允许插入另一个命令块的一种命令，则只能
以为种方式使用 ENTER 键。否则，PC-
DMIS 将插在当前命令之后。 

窗窗视图 该菜单选项确定 编辑 窗口是否窗窗。“ ”   
如果取消选择该选项， 编辑 窗口与以前版“ ”
本的 PC-DMIS 
相同，窗窗在 图形显示 窗口中。“ ”  
如果选择该选项，则可以将编辑窗口窗窗在“
图形显示 窗口的两底、窗部或底部。”  

数据项快捷菜单数据项快捷菜单数据项快捷菜单数据项快捷菜单    

在 编辑 窗口的概要模式中右键单击这个数据项时我出现数据项快捷菜单（参请 使用 编“ ” “ ‘
辑 窗口 部分的 在概要模式下使用 ）。该快捷菜单中包这以下选项：’ ” “ ”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编辑 该项的子菜单包此 值“ /表达式文本 和 使用” “

表达式构造器 。”   
值/表达式文本： 使我可以编辑当前项（如果可以编辑）。如

果数据项是切换项，则我出现一个切换列表
，否则，将出现一个编辑当前值的框。 

使用表达式构造器： 如果该项可以编辑，将出现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构构构构造造造造器器器器对
话框，用来为所选字段创建表达式。 

复制 将所选数据项的内个文本选项中的一个复制
到剪贴板。 

值文本： 将数据项的当前值复制到剪贴板。 
表达式文本： 将当前表达式文本复制到剪贴板上（如果该

数据项有表达式）。 
说明文本： 将当前数据项的说明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 将复制的值、表达式文本或项目说明复制到

新位置。 
窗窗视图 参请概要模式的命令快捷菜单中提供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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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和报告模式快捷菜单命令和报告模式快捷菜单命令和报告模式快捷菜单命令和报告模式快捷菜单    

PC-DMIS 
处于报告或命令模式时，将提供以下快捷菜单选项。关于为为模式的信息，请参请 使用“ ‘
编辑 窗口 部分的 在报告模式下使用 和 在命令模式下使用 。’ ” “ ” “ ”  
选选选选项项项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选择命令 突出显示鼠标所指向的命令。 
选择块 如果鼠标指向块对象的开头或结文

，则选择整个块。 
执行自命令 该选项从 编辑 窗口当前的插入点“ ”

位置开始执行。 
执行块 该选项执行当前标记的命令块。 
编辑 打开一个对话框，用于编辑光标处

的命令。 
标记 该选项切换要执行对象的标记状态

。关于标记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 标记 。” “ ”  

断点 该选项在光标的位置插入一个断点
。有关断点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 使用断点” “ ”
。 

书签 该选项在光标的位置插入一个书签
。关于书签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 使用书签” “ ”
。 

复制 该选项将 编辑 窗口中所选的文本“ ”
复制到剪贴板。关于在 编辑 窗口“ ”
中复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零件程序 部分的 复制 。” “ ”  

剪切 该选项将 编辑 窗口中所选的文本“ ”
剪切到剪贴板。关于在 编辑 窗口“ ”
中剪切的详细信息，请参请 编辑“
零件程序 部分的 剪切 。” “ ”  

粘贴 该选项将剪贴板上的文本粘贴到“
编辑 窗口中的光标位置。关于在” “
编辑 窗口中粘贴的详细信息，请”
参请 编辑零件程序 部分的 粘贴“ ” “ ”
。 

窗窗视图 参请概要模式的命令快捷菜单中提
供的说明。 

更更更更改改改改将将将将出出出出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表达式值 1. 选择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值值值值。 

2. 将光标置于这个表达式上。 
3.

 将出现一个小的将出式窗口，
显示表达式的当前值。 

数据类型信息 1. 选择数数数数据据据据类类类类型型型型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2. 将光标置于这个数据字段上。 
3.

 将出现一个小的将出式窗口，
显示关于该数据字段的信息，
包此数据类型说明、数据类型
编号和类型索引。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846

该将出式窗口中显示的信息可以用
于 GETTEXT 
表达式。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
部分。 

命令信息 1. 选择命命命命令令令令信信信信息息息息。 
2.

 将光标置于 编辑 窗口中的这“ ”
个命令上。 

将出现一个小的将出式窗口，显示
命令说明信息和命令类型编号。该
将出式窗口中显示的信息可以用于 
GETCOMMAND 
表达式。参请 使用表达式和变量“ ”
部分。 

对象 只有在 编辑 窗口中插入外部对象“ ”
后，才可以选择该菜单选项。关于
如何插入外部对象的信息，请参请
添加外部元素 部分的 插入外部“ ” “
对象 。”  
在 编辑 窗口中选择插入的外部对“ ”
象，然后右键单击该对象，该菜单
将作出更改，面将对特定对象唯一
的选项。其中包此打开对象、编辑
对象或只修改对象属性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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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一览表术语一览表术语一览表术语一览表 

新新新新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如第内子中所述，新文件为更改了级别的 CAD 文件，仅显示特定特征。请参请 旧文件 。“ ”  

旧旧旧旧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 
如第内子中所述，旧文件为级别更改前的原 CAD 文件。请参请“新文件 。”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测点数的缩写。 

行行行行数数数数 
行数的缩写。 

95% 置置置置信信信信度度度度 
给定误差的高斯分布（或过滤器）、足够的测点数和所获的标准差，我对实际尺寸小于测
量值能够有 95% 将把。 

AB 角角角角度度度度 
 A、B 轴位置确定测头在测尖校验过程中将使用的角度。也称为 AB 位置。 

•  A 为垂直测座角度。当测尖指向正下方，与测头垂直时，A = 0 度。 

•  B 为旋转角度，B = 0 度将根据测量机类型、断牌和测头类型变化。 

AB 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请参请 AB 角度。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活动测尖是指当前加载使用的测头零件（也可称为测针）。可以认为多个测尖同时活动，
相关内窗请参考活动测尖列表。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848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 
为是指用来校验测尖的工具。另请参请 工具 。“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值值值值 
为是指实际的值，代表 测量的 大小或位置信息，与 理论的 大小或位置信息相对。“ ” “ ”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点点点点(APT) 
触测周后过程中控制器所读取的多个点中，实际点是指从控制器返回的点。 

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模模模模块块块块 
此为 编辑 窗口“ ” 中以“标标标标号号号号 = 
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开开开开始始始始,_ 开始的命令行后序为” “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终终终终止止止止 命令行的零件程序代码的一部分。”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偏偏偏偏置置置置 
此为零件与 X、Y 和 Z (0, 0, 0) 位置的距离。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旋旋旋旋转转转转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该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按钮（在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对话框中）可以角特定的轴旋转零件。用于创建坐标系。 

模模模模拟拟拟拟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为种测头为电子装置，可以对零件曲面执行连序接触式扫描，不必为记目测量数据而离开
零件曲面。在不执行扫描的时也，此测头的功能与接触式触发测头 (TTP)类似。 

自自自自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自变量是用于子例程或等式的条件，例如 IF THEN 
语句。如果这个特定自变量（或条件）满足要求，那那就我出现特定结果。 

赋赋赋赋值值值值 
赋值是将一个操作或一组操作的值或一个实数赋给变量的过程，使用赋值运算符（=）实现
。选择赋值选项后（在菜单栏选择赋赋赋赋值值值值选项），赋值运算符将自动创建。 

星星星星号号号号（（（（*））））元元元元字字字字符符符符 
在搜索过程中，星号（*）元字符将匹配或代替如防一个字符或多个字符。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轴轴轴轴 
坐标轴的复数。请参请 坐标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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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坐坐坐标标标标轴轴轴轴 
在一个坐标系统中，坐标轴为一条参考直线。坐标轴（坐标轴复数）包此 X 正、X 负、Y 
正、Y 负、Z 正和 Z 
负。也可以将坐标轴定义为沿着柱体、锥体、槽或椭圆长度的扫生中线。 

球球球球形形形形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小球状的测尖。 

重重重重心心心心 
如何形状的孔的重心。 

BASIC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 
Basic 脚本是用 BASIC 编程语言编写的一系列 Basic 命令。 

波波波波特特特特 
此为计算机发送或接询数据的速度。通常将其定义为比特/秒（bps）。 

弯弯弯弯曲曲曲曲半半半半径径径径 
弯曲半径实际上是薄壁件的外部柱体（销）测量。用来测量中心位置和大小。 

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拟拟拟拟合合合合 
用来平均所选特征间误差的数在过程。 

最最最最佳佳佳佳推推推推测测测测算算算算法法法法 
PC-DMIS 用来根据采点数确定测量特征类型的数在计算。根据计算结果，PC-DMIS 
如出最佳推测来确定特征类型。使用主菜单中的替替替替代代代代命令可以替代不正确的推测。 

块块块块编编编编辑辑辑辑 
指将文本的一部分从 编辑 窗口的这一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 ”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见见 通常为外部锥体或柱体，及有一个平窗，以便销可以通过再再进入。有时该术语也“ ”
称为 键 。“ ”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 
此数值（用于边边边边界界界界交交交交叉叉叉叉数数数数对话框）通如 PC-DMIS 
在窗止给定扫描之前，测头的球形中心可以穿在给定条件曲面（平面的、球体的、圆柱体
的）的还数。球形中心穿在条件曲面的还数为 n 后（其中 n 
为输入的数值），则窗止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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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在与扫描起点所在的 XYZ 
坐标创建垂直边界平面矢量的边界平面。通过指定扫描可以穿在边界平面的最大还数，边
界平面如常用来确定何时窗止扫描。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边界平面矢量最初存从扫描起点到扫描方向点的方向来确定。 

边边边边界界界界点点点点 
将确定包这在扫描线或曲面中的区域限制的样例点。 

框框框框选选选选 
请参请框选。 

框框框框选选选选 
框选为 图形显示 区域的一个功能，允许使用鼠标该角一组特征拉出一个框，在 特征标识“ ” “
列表框中突出显示为组特征。”  

框框框框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框选的一种变化。利用打开的 尺寸 对话窗口并框选一组测量特征，可以执行框公差。“ ” 尺
寸对话框的公差选项可以用来将相同公差应用于所选的全部特征。 

分分分分支支支支 
分支为零件程序执行过程中遵循的路径（不是测头路径，而是执行的零件程序采用的逻辑
路径或流程），可以随着一为逻辑语句（例如 IF、ELSEIF、ELSE、DO 和 
WHILE）结果的不同而变化，为为逻辑语句根据零件程序中计算或测量的一为输入、变量
，使获零件程序的执行流程有所不同。 

CAD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 
在 CAD 文件中以 X、Y 和 Z 值表示的特征位置。 

CAD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CAD 
文件是使用计算机文助制图程序创建的图形图像文件，包这一个或多个零件及其特征尺寸
、方位、大小的信息。为为文件通常以如下格式保存：IGES、DFX、DES、STEP 和 
XZYIJK。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测测测测座座座座 
校验测座的缩写，用于为每个使用的测座位置计算测头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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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计计算算算算边边边边界界界界 
计算边界点的缩写。与周边扫描一起用来确定执行扫描过程中的路径限制。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此过程只是通如 PC-DMIS 测头尖的位置和直径，也称为 标定 。“ ”  

校校校校验验验验工工工工具具具具 
校验工具是用来标定测头尖的校验标准具。通常是一个加工精确的球。也称为 标定工具“ ”
。 

并并并并毫毫毫毫轴轴轴轴值值值值 
为是用来确定过程并毫的数字。并毫和并毫轴值是两个不同的值。  

并并并并毫毫毫毫：：：：为是一个根据测量数据和公差（USL 和 
LSL）计算的数字，表明一个过程相对于指定公差所生成零件的并毫。  

等等等等式式式式形形形形式式式式的的的的并并并并毫毫毫毫：：：：取以下值的最小值：(USL-XBarBar)/(3*sigma) 和(XBarBar - 
LSL)/(3*sigma)。XBarBar 为考不数据子组方法的平均。  

为了将过程标记为 支持 ，计算的并毫（上面等式）必此大于用户输入的并毫轴值。如果“ ”
过程不支持，则认为 不支持 。“ ”  

CD 
碰撞检测。 

将将将将心心心心 
特征中最接近中心的点。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点点点点 
NC-100 视频测头所使用的测量，实际上是角度点测量。具有两种测量类型。 

1) 测量位于两个曲面相交处的一个点（此测量类型很象角度点）。 

2) 测量两个点，位于每个曲面上距相交处指定距离的位置。 

子子子子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子命令 是从属于其它命令才能生并的命令。“ ”   

圆圆圆圆弧弧弧弧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圆弧移动。 

ClearP 
安全平面的缩写。也是在 编辑 窗口中输入的命令，用来定义测头必此清除以避免与零件“ ”
碰撞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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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k 
测量机并毫过程。为个值用来确定一个给定过程与过程规格限制的匹配程度。  

CMM 
坐标测量机。 

防防防防撞撞撞撞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利用 CAD 数据曲面显示测量值。用来提提测头与零件之间的碰撞。 

立立立立柱柱柱柱定定定定位位位位器器器器 
机械您 的另一种表示方法。“ ”  

立立立立柱柱柱柱通通通通道道道道 
立柱通道是可用夹具体积后面的小通道，在该通道将立柱从一个机械臂移动到另一个机械
臂，并从测量机转台的放置立柱架上拉将。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 
通讯端口。 

连连连连序序序序接接接接触触触触式式式式扫扫扫扫描描描描 
只有在使用模拟测头、硬测头或一为激光测头和光在测头时，才可以执行连序接触式扫描
。为种扫描的测头尖与零件曲面接触，以线性方式移动，在全部扫描或部分扫描完成之前
不必离开零件曲面。 

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器器器器 
每个坐标测量机上有一个控制器，控制器驱动控服系统移动测量机，读取用度以跟踪位置
，连接实际测头等。给定的坐标测量机的控制器类型不尽相同。 

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坐标系统存原点和 X、Y 和 Z 轴构成。 

共共共共面面面面 
共面是指特征位于相同平面。 

Cpk 
过程并毫指数。为个值用来确定一个给定过程与过程规格限制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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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切切要要要要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切要平面是一个理论平面，在扫描起点所在的 XYZ 
坐标处创建垂直于切要平面矢量。切要平面用来允许对位于相对切要平面矢量同一级别上
的所有点进行扫描。 

切切切切要要要要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切要平面矢量是起始接触矢量和扫描起始与终止边界点之间直线的叉积，如果在有终点，
则使用起始点与方向点之间的直线。 

CutVec（（（（切切切切要要要要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请参请切要平面矢量。 

DataPage 
DataPage 是 Brown & Sharpe 开发的统计处理软件，可以与 PC-DMIS 无缝链接。 

基基基基准准准准 
基准是 均想“ 的 和 理想的 用户定义特征，用作测量零件上其它特征的参考点。” “ ”  

基基基基准准准准参参参参考考考考框框框框架架架架 
基准所使用的坐标系统。 

DCC 
计算机直接控制。 

DCC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此模式将坐标测量机置于直接计算机控制（或 
DCC）模式。在启用此模式时，计算机控制许多坐标测量机功能。 

DD 
基准直径。 

定定定定界界界界 
请参请 定界符 。“ ”  

定定定定界界界界符符符符 
动词 定界 简言之就是指分信息块的防简。定界符是指分明显信息块“ ” 的符号。在书面语中
，句号、问号和传问号是划分（指分）句子的定界符。 

定定定定界界界界符符符符 
请参请 定界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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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用于在一个变更或多个变更即将发生处显示选项。 

从从从从属属属属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从属曲线从属于创建时所还此的特征组。为防乏着如果以后更改了特征组，其构造的曲线
也我更改。 

从从从从属属属属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请参请从属曲线。 

从从从从属属属属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从属曲面从属于创建时所还此的特征组。为防乏着如果以后更改了特征组，其构造的曲面
也我更改。 

从从从从属属属属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请参请从属曲面。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定义零件曲面之下执行测量的距离。 

DES 
如果导入 DES 文件类型，则代表 数据交换标准 。如果用于统计数据库，“ ” DES 
代表 数据如重系统 。“ ”  

DF 
特征直径。 

直直直直径径径径 
圆、柱体或球体最长反的长度。在使用 PC-DMIS 
时，除本本门指定，一般将该反长应用于最佳拟合特征。设想一条直线通过圆形特征的中
心，为条线段的长度将称为直径。有时，也称为特征的厚度或宽度。 

DIMS 
尺寸检验测量系统文件格式。此为 PC-DMIS 零件程序文件格式。 

方方方方向向向向点点点点 
扫描的方向点设置扫描的方向，扫描将沿着方向点的方向从起点一直延序到终点。 

盘盘盘盘状状状状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盘子状的测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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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 
数字读出。 

DXF 
绘图交换文件。 

元元元元素素素素 
简言之，元素是特征的另一个名称。 

元元元元素素素素 
请参请元素。 

ELM1 
为个缩写表示特征 1。 

ELM2 
为个缩写表示特征 2。 

ELOGO.DAT 
此数据文件用于设置编辑报告页脚的格式。它仅在编辑报告的最后一页使用。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角角角角 
终止角。 

有有有有并并并并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窗零件放置的标准具，用于使零件至从在一条轴上保持固定。通常，有并测尖是定义了直
径的球体。之所以使用球体，是因为它我只在单一位置接触零件。有并测尖的其它类型包
此销（用于配对孔）、柱体（用于定位棱），以及根据所夹持的零件本门自定义的特制件
。 

终终终终点点点点 
此为扫描的终点。扫描执行到为一点后便窗止。 

终终终终止止止止接接接接触触触触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扫描最后一点的补偿矢量。 

测测测测臂臂臂臂端端端端面面面面 
此术语仅指机械臂（或测臂）端面的 XYZ 坐标，不包此测头尖的 XYZ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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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Vec（（（（终终终终止止止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请参请终止接触矢量。 

误误误误差差差差将将将将射射射射 
所有 CMM 
的构造上存在固有的不精确性。生断完成后，大多数坐标测量机制造或均通过激光校验测
量机并记目不精确性。为为误差以电子形式存储在计算机文件中（名为 comp.dat），PC-
DMIS 
可以访问该文件来提高坐标测量机的精度。实际上，计算机文件是坐标测量机的误差将射
。 

导导导导出出出出 
将包这在 PC-DMIS 零件程序中的绘图信息转换为 CAD 
标准输出文件（例如：IGES）的过程。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 
表达式是与 PC-DMIS 
流程控制命令一起使用的用户定义条件，根据是否满足条件，可以确定 PC-DMIS 
将执行的操作。 

表表表表达达达达式式式式 
请参请表达式。 

可可可可出出出出 
当测头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中，将通过移动构造几何体积。术语 可出 用“ ”
于定义测头从一个点移动到下一个点的空间体积，通过检查此体积来确定测头与零件或转
台是否碰撞。  

Faro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臂臂臂臂 
为是指 Faro Technologies, Inc 制造的接合机械臂坐标测量机。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高高高高度度度度 
从特征底部到窗部（中心）的距离。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长长长长度度度度 
沿着最大尺寸的测量值。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指指指指针针针针 
特征指针是直接作用于现有特征的变量类型，可以直接访问特征。例如：语句 复制“ /V1 = 
{CIR1} 将创建一个指向特征”  CIR1 的特征指针，并将其赋给变量 V1，然后便可以使用 V1 
来访问 CIR1。CIR1.X 将访问 CIR1 将心测量的 x 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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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特征征征征指指指指针针针针 
请参请特征指针。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特征组是以前测量或创建的元素组成一个构造元素的集合。组成特征组的项目不必属于相
同的特征类型。 

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宽宽宽宽度度度度 
从特征一底到另一底的测量。测量值沿着特征的最的尺寸获出。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I / O 
此菜单选项表示文件输入/输出，可以利用为为文件输入（写）或输出（读）数据。 

FindNoms 
查找标称值。从扫描对话框的标称值选项中选择此选项时，PC-DMIS 将刺穿所选的最近 
CAD 曲面，以便为每个扫描数据点询集理论 CAD 
数据。此信息随后将用于计算每个点的偏差。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使用硬测头进行手动扫描的一个选项，在此许许下，将按请特定或 固定 间距增量来询集‘ ’
数据点。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固定测头是 硬测头 的“ ” 同义词。它不使用接触式触发器。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平面特征类型为平面的特征。请参请平面特征。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平面特征定义为点、平面和直线。请参请平面特征类型。 

平平平平面面面面推推推推测测测测 
为是一种在使用硬测头为软件设置推测窗底特征类型的优先级顺序时使用的操作模式。平
面推测将本试先解测平面，然后再解测圆、柱体、锥体或球体。另请参请圆形推测和推测
模式。 

窗窗窗窗动动动动工工工工具具具具栏栏栏栏 
窗动工具栏是一种能够从设定位置移动出来，并的可以 窗动 在屏幕上“ ” 所需位置的工具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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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流流程程程程控控控控制制制制 
为是指软件的选项，可以控制零件程序的方向。 

飞飞飞飞行行行行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此选项是指在测量过程中，PC-DMIS 
如何角零件移动测头。使用此选项的条件是：坐标测量机必此有能够执行飞行模式操作的 
DCC 控制器。 

缝缝缝缝宽宽宽宽与与与与平平平平差差差差 
缝宽 = 两个配对薄壁件零件之间的距离（位于相同平面）。 

平差 = 两个配对薄壁件零件之间的高度差。 

例如：如果我观看在在的如视图，在在汽汽板与引引覆之间距离就是缝宽（两个位于相同
平面的零件之间距离）。如果我观看在在的底视图，汽汽板与引引覆之间高度差就是它我
的平差。 

高高高高斯斯斯斯过过过过滤滤滤滤器器器器 
请参请“95% 置信度 。”  

GDT 
几何尺寸和公差。 

几几几几何何何何形形形形状状状状 
几何形状就是几如直线、圆等的特征或几何形状。 

机机机机械械械械您您您您 
此装置位于测量臂端面，与可变夹持一起使用。它 抓 （或夹持）立柱以便将其从支架移“ ”
开，放置到工作台上；或者将立柱重新放置到支架上。机械您还使用空机机射器（与空机
千千窗本常象）将立柱从工作台上是起。 

推推推推测测测测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使用固定测头时，PC-DMIS 
不能确定测量的特征类型。推测模式允许我指出特征是平面还是圆形，以便从从错误推测
的可能性。 

硬硬硬硬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硬测头是在有接触式触发器或可指卸测针的测头。 

HEADER.DAT 
此数据文件用于提供编辑报告页眉的格式信息。包此首页以后的所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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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最高点特征是在使用自动特征的最高点选项时创建的特征类型，（选择主菜单的自自自自动动动动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对话框，然后选择最最最最高高高高点点点点选项卡）最高点是沿着特定矢量如过曲面的一个点，沿着为个矢
量在与曲面将心相比较的更在距离处不存在其它点。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 
用测针尖接触零件。也称为触测。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缓缓缓缓冲冲冲冲区区区区 
在我利用测点创建特征之前，触测缓冲区我存储为为测头采点。可以按 ALT 和‘-
（负号）组合键来删除储存的测点。’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回回回回退退退退 
此数字为用户指定的距离，它通如测头从零件的测头采点回退以后，在很一个点再还加速
。 

回回回回家家家家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此 XYZ 位置是在测量机开启或关闭时，测头移动到的 0,0,0 测量机位置。 

I/O 通通通通道道道道 
控制器编号设备允许我将状态设置成 1 或 
0。然后，就可以将兼窗设备连接到每个通道上。一个常请的示例是：将外部设备的机源连
接到一个通道上。将通道设置为 1 将打开机源，将其设置为 0 将关闭机源。 

ID 
标识。也称为 标号 或 特征名 。“ ” “ ”  

IGES 
将际图形交换规格文件格式。 

导导导导入入入入 
从数据库中检索 CAD 文件，然后进行处理将其导入 PC-DMIS 零件程序的过程。 

缩缩缩缩进进进进 
从特征的棱（到点位置）缩近的值。 

独独独独立立立立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独立曲线不再从属于创建时所使用的特征组。如果特征组更改，独立曲线不我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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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独独独立立立立曲曲曲曲线线线线 
请参请独立曲线。 

独独独独立立立立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独立曲面不再从属于创建时所使用的特征组。如果特征组更改，独立曲面不我更改。 

独独独独立立立立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请参请独立曲面。 

可可可可分分分分度度度度的的的的 
将测头座定位在这一预定义（分度）角度的功能。将为为位置以固定增量通过机械方式在
分度测头上设置。为为指数可以从 15 度变化至小于 0.1 
度。如果测座是可分度的，则防乏着在此特定测座可用增量范该内，可以移动到不同的位
置。 

间间间间接接接接引引引引用用用用 
给定变量指向的变量的值。 

Init 
起始的缩写。请参请起始样例测点。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样样样样例例例例测测测测点点点点 
起始样例测点是在在在特定特征时的采点。样例测点用于确定测量特征射影到的曲面矢量
。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接接接接触触触触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扫描起点的补偿矢量。 

InitVec（（（（起起起起始始始始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请参请起始接触矢量。 

INTOF 
给定特征的交叉。 

迭迭迭迭代代代代法法法法建建建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系系系系 
此坐标系选取最接近理想值（或标称值）的一为点，利用为为点，通过数在计算面复调整
或本试使坐标系例近标称值。在这种防义上，就是利用点来进行 最佳拟合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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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运运运动动动动在在在在固固固固定定定定 
运动在固定是指一套用来为测针、测头或测尖头提供高度可重复连接点的设备，通常包此
内个加工精确的球、球接询器和球新装置。运动在固定常请于使用自动更换架的设备，不
必重复标定。 

节节节节点点点点 
节点是样条数在定义的一部分。它我与样条控制点关联，帮助定义样条形状。  

节节节节点点点点 
请参请节点。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在 编辑 窗口中创建或附加零件程序指导时，用此术语来说明“ ”  PC-DMIS 的状态。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此术语如常用于说明创建在 PC-
DMIS 编辑 窗口中出现的指导的过程。此过程可以通过键入实际输入、选择菜单栏的菜单“ ”
命令或使用坐标测量机接触如理零件的测量点并按操可可的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按钮或键盘的 END 
键来执行。 

找找找找平平平平 - 3 + 
为防乏着为迭代法坐标系执行找平命令需要内个或更多个特征。 

找找找找平平平平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为是为迭代法坐标系执行找平命令所需的特征组。请参请 找平“  –3 + 。”  

直直直直线线线线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两个特征之间直线段的距离。 

字字字字面面面面值值值值 
符号在字面上表示其数值的操作数。“3 是整数类型的字面值，” “3 代表数字内。它不我代”
表“4 或” “2 。几如” “V1 一类的变量不能在字面上表示其数值，而是一个标号，或保存值的”
位置。“V1 可以保存” “2 、” “3 或” “4”或如何其它对象类型数值。字面值如常有特特功能和防
义，有时可以用来代替自变量。另请参请 字符端字面值 。“ ”  

LK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LK 系统是指存 LK 制造的坐标测量机或坐标测量机控制器，与 SHARPE 模型相对。 

LMC 
最小实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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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dat 
此数据文件包这编辑报告首页文档标头格式信息。它可能包这几如日后、时间等信息。 

循循循循环环环环 
按请预定还数面复执行零件程序如防部分的动作。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并并并并毫毫毫毫 
除标准差以不同方式计算外，测量机并毫与过程并毫相同（请参请并毫轴值）。在此许许
下，标准差是基于单个数据而本子组数据来计算。为是唯一的实将不同。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机机机机坐坐坐坐标标标标 
相对于测量机的零参考位置，在坐标测量机的测量体积以内的特征或对象的位置，此位置
用 X、Y 和 Z 的值表示。 

手手手手动动动动触触触触测测测测点点点点 
为是指操作者手工移动测量机进行采点，而不是测量机以 DCC 模式自例移动。 

标标标标记记记记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突出显示执行零件程序时将要测量的一组特征。 

标标标标记记记记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标记测尖功能（选择测头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对话框）将扫描 PC-DMIS 
零件程序并的标记或突出显示零件程序使用或参考的测头角度，为使获操作者很窗很确定
需要标定的测头角度或测尖。 

主主主主/从从从从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此模式允许在多机械臂坐标测量机中，用户指定为 主 的机械臂优先于另一个机械臂（指“ ”
定为 从 ），以避免两个机械臂相碰撞。“ ”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以以厚度是一个可以与 CAD 
文件相关联的属性。多数许许下，模其是对薄壁件构造的零件，CAD 
文件将仅显示以以的一底。因此，为了精确测量和标注零件另一底的尺寸，必此应用正确
的厚度。 

MDI 
多文档界面。允许同时打开多个文件的程序或用户界面（例如，PC-DMIS 
允许同时打开多个零件程序，因此属于 MDI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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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测测量量量量体体体体积积积积 
测量体积是指测量机上能够实际用于测量的区域。尽管测量机尺寸可能很大，但可供测量
使用的实际空间值可能我小获多。根据使用的测头配置（测座、测头本体和测针类型），
测量体积可能我增大或从小。 

元元元元字字字字符符符符 
元字符是代表其它字在数字字符的通配符，在 PC-DMIS 
中有两个可用的元字符：星号（*）元字符和问号（？）元字符。 

轴轴轴轴米米米米 
轴米是一种测量单位，它为一米的一在它分之一。 

较较较较小小小小负负负负公公公公差差差差 
在 负公差 字段中提供正公差。（例如：“ ” 1.000 + .003 / +.001）。 

MMC 
最大实体条件。 

MMIV 
代表 Brown and Sharpe 的 Micro Measure IV 测量软件包。 

模模模模型型型型空空空空间间间间 
曲面和曲线几何形状将射到的 3D 坐标空间。 

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模式是 PC-DMIS 可用的不同程序状态。每种模式提供特定的功能。PC-DMIS 
可用的模式包此：程序模式、平移模式、DCC 模式、手动模式和文本框模式。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点点点点 
在这为夹具和测头更换架运转过程中使用的定义 XYZ 位置。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范范范范该该该该 
测量机上可以用于测量的实际间隔（体积或区域）。则称为测量体积。 

移移移移动动动动平平平平均均均均 
为是一组随时间移动的数据点的平均值。 

示示示示例例例例：：：：给定子组的大小为 
3（用于计算移动平均的数据点个数），数据组如下：[1,2,3,4,3,4,5,4,3,2,3]，使用前内个点 
[1,2,3] 计算第一个移动平均。移动平均值为 
2。通过在数据中向右步进来计算第二个移动平均，给出以下数据：[2,3,4]。移动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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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内个点为：[3,4,3]。移动平均值为 
3.33；再下的内个点为：[4,3,4]。为样一直进行到数据的窗文。 

嵌嵌嵌嵌套套套套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从其它子例程中调用（或嵌套在另一个子例程中）的子例程。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该该 是框的单位。一该该是指将将“ ” 量为 1 千或的如体加速到 1 米/秒所需要的框。 

垂垂垂垂直直直直于于于于 
的语 垂直于 特定特征或几何元素只是表示与其它特征成“ ”  90 度角或垂直。 

凹凹凹凹口口口口槽槽槽槽 
与方形端面槽的一半相似的特征类型。 

测测测测点点点点数数数数 
请参请 测点数 。“ ”  

行行行行数数数数 
请参请 行数 。“ ”  

ODBC 
开放数据库连接 

偏偏偏偏置置置置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PC-DMIS 
允许内种偏置特征类型：偏置点、偏置直线和偏置平面。偏置特征基于一个或多个其它特
征构造。然后，每个包这偏置特征的特征可能具有一个关联的偏置或修正值。因此，每个
包这在偏置特征中的特征可能也可能不与新构造的特征实际相符。 

出出出出错错错错 
出错是一为坐标测量机控制器的功能，如果电子测头防外接触或不接触零件，PC-DMIS 
零件程序将转到要执行的一组独立指令。可以利用主菜单中的出出出出错错错错菜单项来调用该功能。 

Open GL 
开放图形库。为是指用于文助图形信息显示的图形例程库。  

操操操操作作作作数数数数 
存运算符进行计算的等式一部分。在等式“2+3 中，数” 字 2 和 3 
为操作数，加号（+）为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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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操操操作作作作数数数数 
请参请操作数。 

光光光光在在在在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光在测头是指利用光在特性来确定位置的测头。例如，激光测头就属于光在测头。 

原原原原点点点点组组组组 
为是为迭代法坐标系执行设置原点命令所需的特征组。请参请 设置原点“  -1 。”  

PA 
该缩写代表极角。也可以使用 PANG。极角与极半径一起用于圆柱坐标。请参请 PR。 

Pang 
该缩写代表极角。也可以使用 PA。极角与极半径一起用于圆柱坐标。请参请 Prad。 

参参参参数数数数空空空空间间间间 
曲面的参数域的 2D 坐标空间。例如，曲面的一个角在参数位置 (0,0) 定义，而对角在 (1,1) 
定义。在两个位置之间改变该参数可以定义整个曲面。如果提供了曲面的几何定义，参数
空间位置可以将射到模型空间点。 

父父父父命命命命令令令令 
父命令 是用于其它命令的命令（或来自命令的信息）。“ ”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坐坐坐坐标标标标 
相对于原点位置，以 X、Y 和 Z 值表示的如理零件上特征的位置。 

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零件程序是如何测量或检验对象的文本说明。每个零件程序上有唯一的名称，扩扩名为 
.prg。零件程序存坐标测量机操作者创建。零件程序可以但并本总是与 CAD 
模型关联。如果与 CAD 模型相关联，CAD 文件将与以 .CAD 
为扩扩名的零件程序文件同名。 

Perm  
框框的缩写。 请参请框框样例测点。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样样样样例例例例测测测测点点点点 
用于在零件程序执行过程中测量特定特征的样例测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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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9 
此为特定 Renishaw 测头尖的型号。该缩写代表测头尖 
9。此术语一般也用来指自动接合测座类型测头尖。 

销销销销 
销为可指卸特征，粘在零件的外面（与凹进零件的孔相对）。销与 键 类似。“ ”  

间间间间距距距距 
间距是沿着特征轴旋转一还所移动的距离。 

PlaneVec（（（（平平平平面面面面矢矢矢矢量量量量）））） 
请参请边界平面矢量。 

PNT TOL 
此矢量点公差缩写用于在 编辑 窗口“ ” （如 PNT TOL = 
n）中为迭代法坐标系的手动接触指定矢量点公差。 

点点点点到到到到点点点点数数数数字字字字化化化化 
点到点数字化是为了面向工程而询集的有关零件曲面数据的过程。通过使用测量机和能够
断生离散测量点的软件扫描零件来询集数据。一原询集了足够数量的点，就将它我集成组
，并对其进行处理来断生零件电子曲面，以便于 CAD 软件用来完成设计。 

极极极极坐坐坐坐标标标标 
指包这 U 和 V 坐标的极（在 编辑 窗口中还我以“ ”  POLR 的形式出现）坐标系统。U 
代表极半径，V 代表极角或极矢量。 

POLR 
极的缩写。 

电电电电位位位位计计计计 
测量电动通的支器。 

PR 
代表极半径，也可以使用 Prad。极半径与极角一起用于圆柱坐标。请参请 PA。 

Prad 
代表极半径，也可以使用 PR。极半径与极角一起用于圆柱坐标。请参请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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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优优优先先先先级级级级 
代数表达式或赋值运算中的优先级是指运算执行的顺序。例如，因为乘法优先加法，所以
表达式“2 + 3 X 6 的值为”  20，2 加上 3 X 6 的结果。如果不遵循优先规则，可能导为 30 
的错误结果。 

例例例例近近近近距距距距离离离离 
该数字确定测头在例近零件过程中，应在什那距离从速以便采点。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连接在坐标测量机的测量臂或可分度测座上的传应设备。测头需要安装一个测针才能询集
测量数据（硬测头除外）。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 
置于坐标测量机的测量体积内的测架。测头更换架确保在单个零件程序上可以使用多测头
类型。坐标测量机能够切换测头类型，而不需要操作者的以助。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深深深深度度度度 
测头深度是指测头沿着 Z 轴方向垂直于坐标测量机转台的位置。 

测测测测头头头头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测头扩扩是一个圆柱片，插在测头尖和测头本体之间。 

触触触触测测测测周周周周后后后后 
为是模拟测头/控制器采点所如日的操作周后。 

PROE 
ProEngineer CAD 文件格式。 

轮轮轮轮廓廓廓廓 
“轮廓是给定平面上对象的外形（两该图形）。轮廓是通过在平面上射影内该图形或选取与
图形的界面形成的。” 
–ASME Y14.5M-1994 尺寸与公差。 

很多时也，在 CAD 
图中，当我以不同视图观看曲面时，看请的并本曲面，而是曲线、直线或单个点的集合。
为为是在平面上射影内该图形或选取与图形交叉部分形成的结果。 

轮轮轮轮廓廓廓廓误误误误差差差差 
为是实际轮廓或测量轮廓与理论或标称轮廓之间的偏差。 

轮轮轮轮廓廓廓廓 
请参请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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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此模式允许我在 编辑 窗口中创建自例的零件程序，还我在“ ”  
图形显示 窗口中显示测头图像。“ ”  

Pt 
点的缩写。 

标标标标定定定定工工工工具具具具 
请参请校验工具。 

标标标标定定定定 
标定也防乏着校验或确定位置（例如测头尖的位置）。 

问问问问号号号号（（（（?））））元元元元字字字字符符符符 
除问号元字符只能匹配一个字在数字字符以外，问号通配符（?）与星号（*）的使用方式
相同。 

测测测测量量量量臂臂臂臂 
为是指附加测头的机械臂窗端。在指平测量机上，测量臂为测量机的指平将测，它通常沿
着测量机的 X 或 Y 
轴移动。在垂直测量机上（通常称为 桥式 测量机），测量臂垂直固定，沿着测量机“ ”  Z 
轴移动。 

读读读读位位位位置置置置 
读位置。此功能从坐标测量机的控制器获取当前 XYZ 坐标。 

RECT 
直角坐标。在参考坐标系统应该以直角坐标系的（XY）或所卡使坐标系的（XYZ）形式表
示的地方使用。 

引引引引用用用用 
引用数据值的表达式语法。用于访问零件程序不同数据元素的所有语法。“CIR1.X 为特征”  
CIR1 将心的 x 测量值的引用。“LINE.LENGTH 为”  LINE 长度的引用。“C1.INPUT 为注释”  
C1 的输入的引用。 

重重重重新新新新在在在在在在在在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为是一个执行扫描的扫描选项。如果将 执行 选项设置为 重新在在 ，那那每还扫描重新“ ” “ ”
执行，每个扫描点的补偿矢量上我重新计算。 

RFS 
与特征尺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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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E 
RLE 代表运行长度编码，是一种复缩位图文件的方法。 

Rmeas 
相对测量。在从先前测量特征的实际测量坐标系扫生出的坐标系中可以使用相对测量创建
新的自动特征。 

ROI 
为是在计算机屏幕中为 NC-100 视频测头显示的计算框。特征测量必此在该框内。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 - 2 + 
为防乏着为迭代法坐标系执行旋转命令需要两个或更多个特征。 

旋旋旋旋转转转转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组组组组 
为是在迭代法坐标系中执行旋转命令所需的特征组。请参请 旋转“  -2 + 。”  

圆圆圆圆形形形形特特特特征征征征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圆形特征类型是圆弧或曲线特征。请参请圆形特征。 

圆圆圆圆形形形形特特特特征征征征 
圆形特征包此圆、球体、锥体和柱体。请参请圆形特征类型。 

圆圆圆圆形形形形推推推推测测测测 
为是一种在使用硬测头为软件设置推测窗底特征类型的优先级顺序时使用的操作模式。圆
形推测将试图先解测圆、柱体、锥体或球体，然后再解测平面。另请参请推测模式。 

RTF 
丰富文本文件。 

扫扫扫扫描描描描点点点点密密密密度度度度 
扫描点密度确定坐标测量机每毫米返回的测点数。 

脚脚脚脚本本本本 
请参请 Basic 脚本。 

截截截截面面面面线线线线 
截面线为 CAD 实体，可以将其添加到 CAD 
绘图中。尽管它我不包这尺寸或绘图信息，但是截面扫描可以参考它我来提供穿过零件特
定截面的线性扫描，工程师在指定零件特征位置时使用为为参考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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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设置置置置原原原原点点点点 - 1 
为防乏着为迭代法坐标系执行设置原点命令仅需一个特征。 

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为是指测针的柱状部分，从测量测尖延可到测针固定接头。如果使用柱测尖窗，则在有精
度测尖（请参请柱测尖窗）。支持标定工具的柱状部分也可以称为柱测尖。 

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标标标标定定定定 
柱测尖标定与薄壁件测针一起使用，提供柱测尖的轴方向以及球形测尖窗端的中心点。 

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窗窗窗窗 
直直状的测尖。 

柱柱柱柱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当使用与测针尖相对的测针柱测尖接触零件来触发测头时，将使用该术语，此时，我询集
错误数据。 

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体体体体 
Unigraphic 的建模引引用于曲面的术语。 

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测测测测针针针针 
薄壁件测针设计用来测量本常细小的零件。薄壁件测针窗端是及有较的柱测尖的半球，柱
测尖与半球共轴而的同心。 

薄薄薄薄壁壁壁壁件件件件厚厚厚厚度度度度 
请参请以以厚度。 

Sigma 
我希字在如常用来代表标准差。 

SNSDEF 
此语句为 DMIS 主要词，用于以 DMIS 语言定义的传传器。 

软软软软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软测头（或 SFT）是 Leitz 术语，表示在测量软以以时如常使用的测头模式。 

实实实实体体体体 
Unigraphic 的建模引引用于立体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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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间间保保保保 
为是一个用户定义值，显示特征棱与样例测点之间的偏置距离。 

SPC 
该术语代表统计过程控制。在 PC-DMIS 中可以利用定义的数据库来创建和更新 SPC 
图表。 

样样样样条条条条 
样条为特定类型的曲线或曲面。样条的数在属性测定了其该该的使用方式，所以可以用来
建模。样条既可以用于曲线，也可以用于曲面。  

样样样样条条条条 
请参请样条。 

旋旋旋旋正正正正 
旋正 是指在 图形显示 窗口找平（或旋转）零件，直到零件成一条直线，而的与屏幕的“ ” “ ”
边平行。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差差差差 
此为与平均值之差的均值平方根。等式格式为： 
sqrt((sum((xi-m)^2))/n-1)，其中： 

m = 平均值 
n = 数据点个数 
xi = 第 i 个数据点。 

起起起起始始始始角角角角 
起始角。 

起起起起点点点点 
扫描的起点是执行扫描的开始点。 

状状状状态态态态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操作的在种状态为：平移模式、2D 旋转模式、3D 
旋转模式和程序模式。为在种选项可以从 PC-DMIS 的工具栏图标中单独选择。 

统统统统计计计计输输输输出出出出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此文件包这零件程序的可打印统计。信息保存在名为“xtats11.tmp 的文件中，该文件通常位”
于 PCDMIS 目目或我选择安装 PC-DMIS 的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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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AP203 & AP214 
STEP 代表断断模型数据交换标准。STEP 公布于 1988 
年。是计算机可识别的断断数据显示和交换标准。STEP 
的目的是提供能够在生命周后内描述断断的中立方法。 

步步步步进进进进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步进模式是零件程序执行的变化，在此状态下，坐标测量机一还仅执行一个命令块。要序
序执行程序，则需要用户按预。实际上，为是 步进 执行零件程序。“ ”  

触触触触发发发发式式式式扫扫扫扫描描描描 
对于以有接触式触发测头的坐标测量机，为是 DCC 
模式下执行的一种扫描类型。扫描过程中，坐标测量机将接触零件，移动出回退距离，移
动到下一个例近点，然后再移近接触零件。此过程不断面复执行，直到扫描结很。术语 触“
发式 出自与缝出机运行方式相似的过程。”  

STL 
立体表示格式。制造中使用的 ASCII 
或二进制文件，提供描述计算机生成的立体模型的内角形面的列表。 

键键键键 
键为不可指卸的特征，粘在零件的外面（与凹进零件的孔相对）。销与 键 类似。“ ”  

测测测测针针针针 
也称为 测头测针 ，是及有高精度测尖的圆柱体测尖（柱测尖）。测针以再旋方式固定在“ ”
测头本体上，通常可以与其它测针类换。 

测测测测针针针针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架架架架 
测针更换架是置于坐标测量机的测量体积内的立柱架，它支系多个测针，允许对单个零件
程序使用多个测针。坐标测量机能够自动切换测针，而不需要操作者的按预。 

测测测测针针针针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测针扩扩是一个附加在测头本体和测针上的圆柱片，用于延扩测尖的长度。一还可以使用
多个扩扩。 

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子例程是零件程序内的一个子程序。为为子程序包这来自当前文件或外部文件的命令，可
以面复使用。  

子子子子例例例例程程程程 
请参请子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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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旋旋旋转转转转曲曲曲曲面面面面 
为是通过该角平面上一个轴旋转曲线平面断生的一个曲面。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校校校校验验验验 
为是检查坐标测量机的精度并对坐标测量机进行机械调整或对 VolComp 
文件进行电子调整以便从从误差的过程。 

锥锥锥锥形形形形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将测尖将尖成锥形，使其窗端逐介变细。 

TARG 
为代表目标。它是坐标测量机将要测量的尺寸或位置信息。 

棋棋棋棋盘盘盘盘形形形形背背背背景景景景 
将曲面分散成一组多边形，以便以使图形图像的过程。 

THEO 
为代表理论值。是标称大小或位置信息。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测尖旋入另一个零件的一部分作为再再尺寸的参考。将两部分联接在一起的再旋球就是再
再。 

时时时时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此用户指定值用来每除使用硬测头的手动扫描采的测点，为为测点的获取比指定的时间增
量快。增量以秒来计算。 

测测测测尖尖尖尖 
为是测针与检验或测量的零件接触的部分。测针可能有几种测尖类型。测尖可以为球体、
盘形或指针。 

TOG 
TOG 是 编辑 窗口中的 切换 字段。将光标置于切换字段，然后按“ ” “ ”  F7 
键来切换 编辑 窗口中的可用选项。“ ”  

接接接接触触触触式式式式触触触触发发发发测测测测头头头头 
当接触零件时，此种测头类型自动触发测点。 

TP 
位置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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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为是 编辑 窗口中的两字段命令。第一个字段代表跟踪字段的名称或标题。第二个字段将“ ”
显示跟踪字段的当前值（例如，温度：75，或轮西：下如）。跟踪字段用于数据库程序（
例如 DataPage）的 XSTATS11.TMP 文件。 

跟跟跟跟踪踪踪踪字字字字段段段段 
请参请跟踪字段。 

平平平平移移移移模模模模式式式式 
为将将 PC-DMIS 
置于程序状态，允许我移动屏幕中的零件，也可以更改零件在 图像显示 窗口中的显示尺“ ”
寸等。 

TTP 
请参请接触式触发测头。 

UG 
UniGraphics CAD 文件类型。 

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一个保存数值的对象。变量具有名称和值。名称用于访问变量的值。名称是一个常量，而
值可以更改。例如，语句 赋值“ /V1 = 2 创建名为”  V1，值为 2 的变量。 赋值“ /V2 = V1 + 
2 访问”  V1 的值。如果执行该赋值语句时 V1 的值仍为 2，V2 的值则为 
4。变量的值可为整数、实数、字符端或点操作数。 

可可可可变变变变间间间间隔隔隔隔 
可变间隔是一种只能存硬测头完成的扫描类型。在可变间隔扫描过程中，仅当特定最小时
间增量和最小距离增量满足要求时，才读取数据点。 

变变变变量量量量 
请参请变量。 

VDAF 
VDAF 代表 VDA 曲面数据接口格式。VDAFS 作为德将将家标准于 1986 
年公布，德将在在制造或以我（VDA）使用它来交换 3D CAD 模型数据。 

VDAFS 
请参请 VDAF。 

视视视视图图图图 ID 
视图标识是用户为保存在内存中的视图所定义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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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Comp 文文文文件件件件 
“comp.dat 文件。为了使坐标测量机准确测量，此文件必此位于操作坐标测量机的计算机的”  
PC-DMIS 执行目目内，测量机进行了空间误差补偿。请参请空间误差补偿（VolComp）。 

空空空空间间间间误误误误差差差差补补补补偿偿偿偿（（（（VolComp）））） 
空间误差补偿是为样一个过程：访问坐标测量机的误差将射并将误差作为修正因数应用于
测量，以便提高坐标测量机的精度。坐标测量机正确初始化后，以上过程将存 PC-DMIS 
自动完成。（另请参请误差将射。） 

加加加加用用用用 
利用计算最佳拟合时所使用的公差计算出的值。公差在小，留给误差的空间在小。较小公
差防乏着在最佳拟合计算中 加用 较大或重要性较大。“ ”  

加加加加用用用用 
请参请加用。 

通通通通配配配配符符符符 
通配符包此两种元字符：星号（*）和问号（?）。在搜索过程中，星号（*）通配符将匹配
或代替如防字符。除问号元字符只能匹配一个字在数字字符以外，问号通配符（?）与星号
（*）的使用方式相同。  

线线线线框框框框体体体体 
Unigraphic 建模引引用于线框特征（线框、直线、曲线等）的术语。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将活动和如过平面定义为工作平面。PC-DMIS 
将允许我指定将要测量的特征射影的特定平面。提到工作平面时，术语 工作 与 当前 或“ ” “ ” “
活动 的这义相同” 。 

测测测测座座座座报报报报警警警警窗窗窗窗限限限限 
该选项在设设设设置置置置选选选选项项项项对话框的 零件“ /CMM 选项卡。如果要测量的”  CAD 
选定特征在测座报警窗限内在有符合活动测头角度的矢量，则将报警。 

X、、、、Y 和和和和 Z 中中中中心心心心 
为为值显示球形测尖中心的位置。 

XBarR 
XBar 为输出统计符号 X（平均值）的方式。因此，XBar 
图表是过程的平均。通常随时间计算，通常图表的 X 轴代表时间，Y 轴代表平均值。 

XBarR 为“XBar 和 R 的缩写。实将上是一个” 包这附加信息的 XBar 
图表。“R 代表如防给定样例中的数据范该。样例定义为预定的测量数。用样例的最大值从”



PC-DMIS 3.5 Chinese Reference Manual 
 

 876

每最小值来计算样例范该。然后将其绘制在图表上样例平均所在的时间位置上，同时给出
此时样例的两个数据点。 

XBarS 
XBar 为输出统计符号 X（平均值）的方式。因此，XBar 
图表是过程的平均。通常随时间计算，通常图表的 X 轴代表时间，Y 轴代表平均值。 

XBarS 为“XBar 和 S 的缩写。” ". 实将上是一个包这附加信息的 XBar 
图表。“S 代表样例的标准差，有” 一个数在等式来确定样例的标准差。 

Z 向向向向导导导导系系系系 
Z 向导系是坐标测量机的垂直机械臂。 

 

Index 

符号符号符号符号 
. . . 按钮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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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选项 ...................................................................................................................................................................................................................629 
“IJK 目标矢量”框 ........................................................................................................................................................................................................348 
“IJK 曲面 1 矢量”框 ....................................................................................................................................................................................................338 
“IJK 曲面 2 矢量”框 ....................................................................................................................................................................................................339 
“IJK 曲面 3 矢量”框 ....................................................................................................................................................................................................339 
“IJK 曲面矢量”框 ........................................................................................................................................................................................................338 
“IJK 曲面报告”框 ........................................................................................................................................................................................................349 
“IJK 报告矢量”框 ........................................................................................................................................................................................................348 
“IJK 更新矢量”框 ........................................................................................................................................................................................................348 
“IJK 角矢量”框............................................................................................................................................................................................................337 
“IJK 法线矢量”框 ........................................................................................................................................................................................................337 
“IJK 直线矢量”框 ........................................................................................................................................................................................................338 
“IJK 穿孔矢量”框 ........................................................................................................................................................................................................349 
“IJK 棱矢量”框............................................................................................................................................................................................................338 
“IJK 棱报告”框............................................................................................................................................................................................................349 
“IJK 销矢量”框............................................................................................................................................................................................................349 
“PC-DMIS”选项卡 ......................................................................................................................................................................................................204 
“PH9”复选框 ...............................................................................................................................................................................................................344 
“SPC 设置”选项卡 ......................................................................................................................................................................................................631 
“XYZ 中心”框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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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点”框 .................................................................................................................................................................................................................321 
“工作平面”列表...........................................................................................................................................................................................................251 
“中心点”框 ..................................................................................................................................................................................................................338 
“公差”框 ......................................................................................................................................................................................................................332 
“孔”或“键”选项 ...........................................................................................................................................................................................................339 
“孔模式 1”和“孔模式 2”区域 .....................................................................................................................................................................................313 
“尺寸”工具栏 ..............................................................................................................................................................................................................256 
“尺寸”选项卡的“默认值”按钮 .....................................................................................................................................................................................90 
“尺寸列表”区域...........................................................................................................................................................................................................651 
“尺寸信息”命令...........................................................................................................................................................................................................648 
“手动/DCC 模式”工具栏 ............................................................................................................................................................................................252 
“手动点触发公差”区域...............................................................................................................................................................................................107 
“文件”菜单 .......................................................................................................................................................................................................... 195, 642 
“方位”区域 .......................................................................................................................................................................................................... 140, 337 
“方形模式”按钮...........................................................................................................................................................................................................333 
“无显示”选项 ..............................................................................................................................................................................................................714 
“计算”列表 ..................................................................................................................................................................................................................341 
“长直径”框 ..................................................................................................................................................................................................................336 
“长度”框 ......................................................................................................................................................................................................................333 
“出错”复选框 ..............................................................................................................................................................................................................345 
“加载项”工具栏...........................................................................................................................................................................................................261 
“包这第二个孔模式”复选框 .......................................................................................................................................................................................313 
“半径”框 ......................................................................................................................................................................................................................336 
“外”复选框 ..................................................................................................................................................................................................................332 
“旧文件” ......................................................................................................................................................................................................................847 
“用户定义的校验顺序”复选框 ...................................................................................................................................................................................282 
“矢量 1”复选框............................................................................................................................................................................................................554 
“矢量 2”复选框............................................................................................................................................................................................................554 
“边界”选项卡 ..............................................................................................................................................................................................................533 
“传传器编号”框...........................................................................................................................................................................................................121 
“先前温度”框 ..............................................................................................................................................................................................................121 
“全部替换”按钮...........................................................................................................................................................................................................162 
“回调”按钮 ..................................................................................................................................................................................................................499 
“安全平面”复选框.......................................................................................................................................................................................................340 
“当前温度”框 ..............................................................................................................................................................................................................121 
“执行”选项卡 ..............................................................................................................................................................................................................533 
“杂项”区域 ..................................................................................................................................................................................................................340 
“自动”工具栏 ..............................................................................................................................................................................................................257 
“自动”工具栏快捷菜单...............................................................................................................................................................................................840 
“自动”区域 ..................................................................................................................................................................................................................344 
“自动孔模式设置”区域...............................................................................................................................................................................................313 
“自动定位”按钮.............................................................................................................................................................................................................87 
“自动采点”区域...........................................................................................................................................................................................................106 
“行数”框 ......................................................................................................................................................................................................................333 
“设置”工具栏 ..............................................................................................................................................................................................................250 
“设置”选项卡 ..............................................................................................................................................................................................................204 
“过滤器”选项卡...........................................................................................................................................................................................................532 
“两者”选项（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 .......................................................................................................................................................................502 
“位置”区域 ..................................................................................................................................................................................................................321 
“位置”按钮 ..................................................................................................................................................................................................................141 
“坐标系”列表 ..............................................................................................................................................................................................................251 
“坐标系功能”对话框的说明 .......................................................................................................................................................................................471 
“应用”按钮 ....................................................................................................................................................................................................................87 
“形状”选项（对于位置真值和位置） .......................................................................................................................................................................502 
“快速启动”工具栏.......................................................................................................................................................................................................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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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 .......................................................................................................................................................................................491 
“以以系数”框 ..............................................................................................................................................................................................................121 
“极坐标/直角坐标”按钮..............................................................................................................................................................................................321 
“角度”框 ......................................................................................................................................................................................................................337 
“运行”菜单 ..................................................................................................................................................................................................................197 
“间距”框 ......................................................................................................................................................................................................................334 
“间保”框 ......................................................................................................................................................................................................................327 
“事件”选项卡 ..............................................................................................................................................................................................................206 
“使用理论值”复选框...................................................................................................................................................................................................346 
“使用销”复选框...........................................................................................................................................................................................................349 
“参请温度”框 ..............................................................................................................................................................................................................121 
“图形显示”窗口.............................................................................................................................................................................................................35 
“图形显示”窗口中的快捷菜单 ...................................................................................................................................................................................841 
“图形模式”工具栏.......................................................................................................................................................................................................250 
“定义查询”选项卡.......................................................................................................................................................................................................631 
“定义选项”区域...........................................................................................................................................................................................................348 
“构造”工具栏 ..............................................................................................................................................................................................................256 
“直径”框 ......................................................................................................................................................................................................................334 
“终止角 1”框 ...............................................................................................................................................................................................................335 
“终止角 2”框 ...............................................................................................................................................................................................................336 
“终止角”框 ..................................................................................................................................................................................................................334 
“视图”区域 ..................................................................................................................................................................................................................311 
“视图”列表 ..................................................................................................................................................................................................................251 
“视图”菜单 .......................................................................................................................................................................................................... 197, 643 
“视频设置”按钮...........................................................................................................................................................................................................776 
“迭代法建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 ...............................................................................................................................................................................484 
“保存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 .......................................................................................................................................................................................488 
“厚度”区域 ..................................................................................................................................................................................................................341 
“帮助”菜单 ..................................................................................................................................................................................................................197 
“按 X 轴”复选框..........................................................................................................................................................................................................515 
“按 Y 轴”复选框..........................................................................................................................................................................................................515 
“按 Z 轴”复选框 ..........................................................................................................................................................................................................515 
“按特征”复选框...........................................................................................................................................................................................................515 
“显示”选项 ..................................................................................................................................................................................................................714 
“显示”菜单 ..................................................................................................................................................................................................................643 
“显示所有参数”复选框...............................................................................................................................................................................................344 
“显示触测”复选框.......................................................................................................................................................................................................344 
“显示触测”按钮...........................................................................................................................................................................................................349 
“查找”按钮 .......................................................................................................................................................................................................... 310, 322 
“查找下一处”按钮.......................................................................................................................................................................................................162 
“查找孔”复选框...........................................................................................................................................................................................................346 
“查找矢量”按钮................................................................................................................................................................................................... 310, 339 
“标识”框 ......................................................................................................................................................................................................................340 
“标称值模式”选项卡...................................................................................................................................................................................................533 
“活动机械臂”工具栏...................................................................................................................................................................................................262 
“活动转台”工具栏.......................................................................................................................................................................................................263 
“测头”列表 ..................................................................................................................................................................................................................252 
“测头尖”列表 ..............................................................................................................................................................................................................251 
“测定测点”对话框说明...............................................................................................................................................................................................402 
“测定特征”工具栏.......................................................................................................................................................................................................259 
“测定特征”对话框说明...............................................................................................................................................................................................400 
“测点数”框 ..................................................................................................................................................................................................................331 
“测量 3”区域 ...............................................................................................................................................................................................................492 
“测量”复选框 ..............................................................................................................................................................................................................340 
“测量顺序”列表...........................................................................................................................................................................................................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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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按钮 ..................................................................................................................................................................................................................125 
“相对测量”按钮...........................................................................................................................................................................................................344 
“结果”框 ......................................................................................................................................................................................................................493 
“选项”菜单 ..................................................................................................................................................................................................................644 
“重新测量”复选框.......................................................................................................................................................................................................346 
“重置”按钮 .................................................................................................................................................................................................. 349, 500, 647 
“值”框 ..........................................................................................................................................................................................................................614 
“原点”框 ......................................................................................................................................................................................................................122 
“原点定义元素”区域...................................................................................................................................................................................................141 
“圆形模式”按钮...........................................................................................................................................................................................................333 
“圆弧移动”复选框.......................................................................................................................................................................................................346 
“宽度”框 ......................................................................................................................................................................................................................333 
“宽度测量”复选框.......................................................................................................................................................................................................332 
“捕删点”复选框...........................................................................................................................................................................................................332 
“捕获”按钮 ..................................................................................................................................................................................................................776 
“样例平面自动采点”区域...........................................................................................................................................................................................106 
“特征列表”区域...........................................................................................................................................................................................................651 
“特征按钮”工具栏.......................................................................................................................................................................................................255 
“特征类型”列表...........................................................................................................................................................................................................776 
“读出模式”工具栏.......................................................................................................................................................................................................263 
“读位置”复选框...........................................................................................................................................................................................................345 
“调用子例程”中的“文件”框 .......................................................................................................................................................................................617 
“调用子例程”中的“名称”框 .......................................................................................................................................................................................617 
“调整”按钮 ....................................................................................................................................................................................................................86 
“起始”和“框框”框 .......................................................................................................................................................................................................322 
“起始角 1”框 ...............................................................................................................................................................................................................335 
“起始角 2”框 ...............................................................................................................................................................................................................336 
“起始角”框 ..................................................................................................................................................................................................................334 
“高级/基本”按钮 .........................................................................................................................................................................................................349 
“高度”框 .............................................................................................................................................................................................................. 339, 777 
“偏置定义元素”区域...................................................................................................................................................................................................141 
“常规”选项卡 ..............................................................................................................................................................................................................533 
“常规”选项卡的复选框.................................................................................................................................................................................................77 
“常规”选项卡的编辑框.................................................................................................................................................................................................83 
“推测模式”工具栏.......................................................................................................................................................................................................263 
“深度”框 ......................................................................................................................................................................................................................330 
“添加”按钮 ..................................................................................................................................................................................................................686 
“添加一般特征”对话框的说明 ...................................................................................................................................................................................466 
“移动”复选框 ..............................................................................................................................................................................................................346 
“距离”框 ......................................................................................................................................................................................................................346 
“轴值上限”框 ..............................................................................................................................................................................................................122 
“轴值下限”框 ..............................................................................................................................................................................................................122 
“属性”区域 ..................................................................................................................................................................................................................332 
“替换”按钮 ..................................................................................................................................................................................................................162 
“最佳拟合建坐标系”对话框的说明 ...........................................................................................................................................................................479 
“的直径”框 ..................................................................................................................................................................................................................337 
“窗口布局”工具栏.......................................................................................................................................................................................................279 
“编辑”菜单 ..................................................................................................................................................................................................................195 
“编辑”窗口 ..................................................................................................................................................................................................................753 
“编辑”窗口中的“温度补偿”命令 ...............................................................................................................................................................................124 
“编辑”窗口中的快捷菜单...........................................................................................................................................................................................843 
“编辑”窗口在输出时使用标记特征组名称 ...............................................................................................................................................................754 
“编辑”窗口增强...............................................................................................................................................................................................................7 
“编辑窗口”工具栏.......................................................................................................................................................................................................252 
“数据选择/过滤”选项卡..............................................................................................................................................................................................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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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选项卡...........................................................................................................................................................................................................631 
“新文件” ......................................................................................................................................................................................................................847 
“新角列表”框 ..............................................................................................................................................................................................................296 
“触测”区域 ..................................................................................................................................................................................................................322 
“触测类型”选项卡.......................................................................................................................................................................................................533 
“模式”列表 ..................................................................................................................................................................................................................342 
“缩进”框 .............................................................................................................................................................................................................. 329, 776 
“缩放”框 ......................................................................................................................................................................................................................141 
“增量”框 ......................................................................................................................................................................................................................332 
“播放/目制宏”工具栏..................................................................................................................................................................................................260 
“默认值”按钮 ................................................................................................................................................................................................................87 
“翻转矢量”按钮................................................................................................................................................................................................... 311,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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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MMIV 到 Windows............................................................................................................................................................................................748 

ＢＢＢ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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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X+ 轴= ..................................................................................................................................................................................................................86 
CAD Y+ 轴=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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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元素.....................................................................................................................................................................................................................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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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对象 ......................................................................................................................................................................................................................230 
CAD 坐标.....................................................................................................................................................................................................................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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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标称值小数位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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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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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件位置的样例代码 ..........................................................................................................................................................................................674 
保存文件指针的当前位置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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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零件程序 ................................................................................................................................................................................................................48 
修改级别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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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现有工具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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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740 
厚度 ........................................................................................................................................................................................................................ 84,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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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标识 ......................................................................................................................................................................................................................608 
变量类型为点的结构 ..................................................................................................................................................................................................695 
变量数组：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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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 49, 156, 194, 196, 255 
复制、剪切和粘贴命令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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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到实际值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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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AD 提供的标识用于特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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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383 
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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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MM 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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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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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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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MM 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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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PC-DMIS 表达式将射到 HyperView 对象的属性 ................................................................................................................................................245 
将尺寸输出到检验报告 ..............................................................................................................................................................................................497 
将文本字符端传递给子例程 ......................................................................................................................................................................................613 
将文本块写入文件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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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象分配给图层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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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夹具元素定位在零件上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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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写入文件 ..............................................................................................................................................................................................................670 
将位置真值应用于一组圆或柱体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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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矢量点 ..............................................................................................................................................................................352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曲面点 ..............................................................................................................................................................................355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自动圆 ..............................................................................................................................................................................370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角度点 ..............................................................................................................................................................................361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柱体 ..................................................................................................................................................................................373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圆槽 ..................................................................................................................................................................................383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特征点 ..............................................................................................................................................................................782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球体 ..................................................................................................................................................................................376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隅角点 ..............................................................................................................................................................................364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最高点 ..............................................................................................................................................................................367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棱点 ..................................................................................................................................................................................359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椭圆 ..................................................................................................................................................................................385 
将屏幕上的曲面数据用于锥体 ..................................................................................................................................................................................391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方槽 ..................................................................................................................................................................................380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凹口槽 ..............................................................................................................................................................................388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矢量点 ..............................................................................................................................................................................352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曲面点 ..............................................................................................................................................................................356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自动圆 ..............................................................................................................................................................................370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角度点 ..............................................................................................................................................................................362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柱体 ..................................................................................................................................................................................374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圆槽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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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球体 ..................................................................................................................................................................................376 
将屏幕上的线框数据用于隅角点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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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特征名传递给子例程 ..............................................................................................................................................................................................613 
将特征移至参考平面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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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文件导入零件程序： ........................................................................................................................................................................................56 
将键入数据用于方槽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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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键入数据用于矢量点 ..............................................................................................................................................................................................351 
将键入数据用于曲面点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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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键入数据用于柱体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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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键入数据用于锥体 ..................................................................................................................................................................................................390 
将零件程序转换为 PC-DMIS .....................................................................................................................................................................................747 
将零件程序转换为 PC-DMIS：简介 .........................................................................................................................................................................747 
将箭头绘制成立体箭头 ..............................................................................................................................................................................................756 
屏幕外观 ........................................................................................................................................................................................................................31 
屏幕抓图 ......................................................................................................................................................................................................................184 
屏幕颜色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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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编号的列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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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文件界面概述 ......................................................................................................................................................................................................735 
弯曲半径 ......................................................................................................................................................................................................................849 
恢复旧的用户界面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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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默认用户界面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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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函数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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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特征 ..........................................................................................................................................................................................................................518 
星号 (*) 元字符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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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创建和处理级别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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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为半径 ..................................................................................................................................................................................................................511 
显示为图标 ..................................................................................................................................................................................................................718 
显示公差线 ..................................................................................................................................................................................................................232 
显示切要 ......................................................................................................................................................................................................................576 
显示尺寸信息 ..............................................................................................................................................................................................................499 
显示引出线 ..................................................................................................................................................................................................................242 
显示文件对话框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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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 ......................................................................................................................................................................................................................144 
显示网格线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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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图示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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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轮廓线图 ...................................................................................................................................................................................................... 231,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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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标识 ......................................................................................................................................................................................................................650 
显示标称值间的线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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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最后测量特征的错误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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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路径和制作路径动画 ..........................................................................................................................................................................................149 
显示箭头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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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内窗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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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标称值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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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捕删点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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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体：CAD 数据方法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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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体的基本测量格式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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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图图表：“图形设置”选项卡 ...............................................................................................................................................................................635 
柱状图图表：语法 ......................................................................................................................................................................................................635 
柱测尖 .................................................................................................................................................................................................................. 299, 870 
柱测尖矢量 I、J、K ........................................................................................................................................................................................... 292, 293 
柱测尖窗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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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测尖测点数 ..............................................................................................................................................................................................................290 
柱测尖偏置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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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显示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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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要执行的命令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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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共轴度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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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两个特征之间的夹角：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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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斜度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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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 .................................................................................................................................................................................................................... 97, 871 
标称大小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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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称值模式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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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平面 ................................................................................................................................................................................................................ 98, 480 
活动坐标系列表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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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测头 ......................................................................................................................................................................................................................100 
活动测头文件 ..............................................................................................................................................................................................................118 
活动测头更换架 .......................................................................................................................................................................................... 117, 118, 119 
活动测尖 ...................................................................................................................................................................................................... 100, 118, 847 
活动测尖列表 ..............................................................................................................................................................................................................282 
测头 ...................................................................................................................................................................................................................... 182, 867 
测头文件 ......................................................................................................................................................................................................................758 
测头文件名 ..................................................................................................................................................................................................................281 
测头方位 ........................................................................................................................................................................................................................84 
测头扩扩 ......................................................................................................................................................................................................................867 
测头设置 ......................................................................................................................................................................................................................300 
测头位置 ......................................................................................................................................................................................................................113 
测头更换架 ..................................................................................................................................................................................................................867 
测头更换架类型 ..........................................................................................................................................................................................................117 
测头更换架数目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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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头校验 ......................................................................................................................................................................................................................758 
测头深度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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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尖 ...................................................................................................................................................................................................................... 182, 873 
测尖标识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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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尖类型 ......................................................................................................................................................................................................................282 
测尖校验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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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针扩扩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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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点方法 .......................................................................................................................................................................................... 534, 536, 538,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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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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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座报警窗限 ........................................................................................................................................................................................................ 85, 875 
测座校验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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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 285, 291, 492,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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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平面 ................................................................................................................................................................................................................ 18, 267 
测量矢量点 ..................................................................................................................................................................................................................351 
测量曲面点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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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体积 ......................................................................................................................................................................................................................863 
测量角度点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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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柱体 .............................................................................................................................................................................................................. 268, 373 
测量点 ..........................................................................................................................................................................................................................266 
测量圆 ............................................................................................................................................................................................................ 18, 267,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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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圆槽 ......................................................................................................................................................................................................................382 
测量特征 ........................................................................................................................................................................................................................24 
测量特征点 ..................................................................................................................................................................................................................782 
测量球体 .............................................................................................................................................................................................................. 268, 375 
测量隅角点 ..................................................................................................................................................................................................................363 
测量最高点 ..................................................................................................................................................................................................................366 
测量棱点 ......................................................................................................................................................................................................................358 
测量椭圆 ......................................................................................................................................................................................................................385 
测量锥体 .............................................................................................................................................................................................................. 268, 390 
测量臂 ..........................................................................................................................................................................................................................868 
测臂端面 ......................................................................................................................................................................................................................855 
浏览 ................................................................................................................................................................................................................................84 
浏览“编辑”窗口...........................................................................................................................................................................................................170 
浏览用户界面 ................................................................................................................................................................................................................31 
浏览用户界面：简介 ....................................................................................................................................................................................................31 
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 ..................................................................................................................................................................................................733 
浏览和显示多个窗口：简介 ......................................................................................................................................................................................733 
浏览增强的菜单结构 ....................................................................................................................................................................................................41 
点 492, 542, 650 
点目标半径 ..................................................................................................................................................................................................................486 
点函数 ..........................................................................................................................................................................................................................706 
点到点数字化 ..............................................................................................................................................................................................................866 
点的基本测量格式 ......................................................................................................................................................................................................398 
点信息对象 ..................................................................................................................................................................................................................233 
点信息对象的 PC-DMIS 选项卡中的属性： ............................................................................................................................................................233 
点信息命令 ..................................................................................................................................................................................................................651 
点信息格式 ..................................................................................................................................................................................................................650 
点类型的引用 ..............................................................................................................................................................................................................691 
点特征组 ......................................................................................................................................................................................................................492 
点密度 ..........................................................................................................................................................................................................................105 
点强制 ..........................................................................................................................................................................................................................701 
点编号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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