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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abVIEW虚拟仪器程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升级的，是一本全面、系统
讲述LabVIEW基础操作、应用与程序开发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通过《LabVIEW虚拟仪器程序设计从
入门到精通(第2版)》的学习，读者能够快速、深入地学习和掌握该软件的强大功能，并积累较为丰富
的应用实践经验。
可作为LabVIEW的初、中级读者的入门或进阶教程和从事LabVIEW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
可作为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LabVIEW课程教材或自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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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是一线资深LabVIEW  CLD认证工程师，对LabVIEW开发和教学有很好的经验，从事开发了多
项虚拟仪器工程，积累了很好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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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自定义类型和严格自定义类型 在VI中使用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后，该VI中
自定义控件的实例与所保存的控件间的连接将不复存在。
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每个实例是一个单独、独立的副本，因此改变自定义控件并不影响正在
使用该自定义控件的VI。
如需使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实例与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文件相连接，可将该自定义输
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另存为一个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
一个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的所有实例与其原始文件相连。
 将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另存为一个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后，对该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
定义类型所做的任何数据类型改动将对所有使用这些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的VI实例造成影响
。
与此同时，对严格自定义类型所做的外观改动也将影响前面板上该严格自定义类型的所有实例。
 进入自定义类型和严格自定义类型控件的方式是在自定义控件页面单击输入控件下拉列表，从中选择
自定义类型或严格自定义类型，如图2—36所示。
 假如有一个控件在程序中会多次使用到，并且如果修改其中一个需要程序中应用到的该控件全部都修
改时，应用自定义类型控件或严格自定义类型控件可以令程序编写更加方便。
 （1）自定义类型 自定义类型为自定义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的每个实例指定了正确的数据类型。
如自定义类型的数据类型发生改变，则该自定义类型的所有实例将自动更新。
换言之，在使用了该自定义类型的每个VI中，各实例的数据类型将改变。
然而，由于自定义类型仅规定了数据类型，仅有数据类型那部分的值被更新，例如，数值控件中的数
据范围便不是数据类型的一部分，因此，数值控件的自定义类型并不定义该自定义类型实例的数据范
围。
同时，由于下拉列表控件各选项的名称没有定义其数据类型，因此在自定义类型中对下拉列表控件中
各选项的名称进行改动，将不会改变自定义类型实例中各项的名称。
如在一个枚举型控件的自定义类型中改变其选项名称，由于选项名称也是枚举型控件数据类型的一部
分，因此其实例将更新。
自定义类型实例可拥有其唯一的标签、描述、默认值、大小和颜色等，或设定其风格为输入控件或显
示控件，如滑动杆或旋钮。
 如果改变一个自定义类型的数据类型，LabVIEW将尽可能把该自定义类型实例的原有默认值转换为新
的数据类型。
如数据类型被改为一个不兼容的类型，数值控件被替换为字符控件，则LabVIEW将无法保留实例的默
认值。
如自定义类型的数据类型被改为其先前所无法兼容的数据类型，则LabVIEW将会把新的数据类型设置
为实例的默认值。
例如，自定义类型从数值改为字符串，则LabVIEW将把与先前数值型数据类型相关的所有默认值替换
为空字符串。
 （2）严格自定义类型 严格自定义类型将把实例除了标签、描述和默认值外每个方面强制设置为与严
格自定义类型相同。
对于自定义类型，严格自定义类型的数据类型将在任何使用该严格自定义类型的场合下保持不变。
严格自定义类型严格自定义类型可使用的也对其他值进行了定义，如对数值控件及下拉列表控件中控
件名称的范围检查。
VI服务器属性仅限于对控件外观产生影响的属性，包括可见、禁用、键选中、闪烁、位置和边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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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例来源于作者设计的大型工程项目，最大程度地贴近实际应用需要知识点+针对每个知识点的小实
例+综合实例的讲述方式，可以使读者快速地学习掌握LabVIEW 软件操作，及应用该知识点解决工程
实践中的问题给读者答疑解惑，对于常见的、典型的、相对零散的问题、技巧也是读者非常渴望得到
的知识，本教程以灵活的方式在本书最后部分集中讲述大量的疑难解答和经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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