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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A SIC 编译程序开发光学设计程序

陈 海 清 严 国 萍

(华中工学院)

B A SI C 编译程序支持 大多数解释的 B A SI C 语言
。

本文奴述 了编译调试B A sI C

解释光学设计程序的过程
,

强调 了处理方法 , 通过光学设计子程序及程序段描述 了

解释程序和编译程序在 B A S IC 语言上的不同之处
。

一
、

引 言

微型机的发展是近代重大科技成就之一
,

正 日益深入各个领域
。

目前我国已引进相当数

量 IB M
一

P c 个人计算机
。

P c 机的突出的优点之一
,

具有 B A sI C编译程序的功能
。

该机的

B A S Ic 编译程序是一个优化编译程序
,

由此而建立的应用程序具有两个主要优点
。

1
.

对大多数程序来说大大地增加其执行速度
。

例如
,

对一个十一个面的照相物镜而言
,

计算完整的光学参数
:

高斯分布值
、

各面初级象差系数
、

轴上点
、

轴外点所有象差 (五个

孔径
、

六个视场 )
、

子午
、

弧矢三种色光的横向象差
、

各视场各孔径的镜面高和 tg (U )
,

.

未经编译的 B A s lc 源程序需 1 小时的运行时间
,

经编译之后的光学设计程序仅需运行 5 分

钟
,

打印时间 6 分钟
。

2
.

增加 了B A s lc 源码的安全性
、

保密性
,

使其免遭未经允许的改变程序和泄露
。

二
、

使用 B A S IC 编译程序开发光学设计程序

PA I
一

84 6程序是一个通用的B A sI C光学计算程序
,

运行可靠
,

计算准确
,

功能齐全
。

该程序采用经典几何光学象差理论导出的一整套计算公式
。

本程序的功能齐全
。

1
.

指定波长折射率的计算 ;

2
.

近轴
、

空间光线追迹
;

3
.

结组计算
;

4
.

整体缩放 ,

5
.

整组弯曲
;

6
.

计算实际晕瞳中心 ;

状摘日期
。 1 9 8 6年 9 月2 8 日

。

4 7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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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离焦 ,

8
.

单个透镜几何参数计算 ;

9
.

五种不同的输出格式
,

10
.

孔径
、

视场分割系数控制
。

现把上述 P A 亚
一

84 6 程序的文件名取为
“ H A I

.

B A s
” 。

这是一个已建立并调试成功的

B A s lc 源程序
,

因此接着就可编译程序
、

连接光学设计程序所需要全部模块
、

运算编译好的

用户程序
。

1
.

B A s1 C 编译程序包的内容与编 译方法

B A s lc 编译程序包包括
:

两个 B A s IC和 L IB R A R Y的软盘
。

B A s lc软盘包括下列文件
:

B A S c o M
.

C o M
一

B ^ s lc 编译程序
、

L IN K
.

E X E
一

L IN K 连接程序
、

D E MO
.

B A s
一

示范

程序
、

样本批文件
。

L IB R A R Y 软盘包括下列文件
:

B A s c OM
.

L IB
一

B A s IC 程序库
、

仁n ^ s R U N
.

E x E 运行期间模块
、

B A s R U N
.

L IB 运 行

期间模块程序库
、

IB B A S R U N
.

O B J 运行期 间模块程序库
、

IB M C OM
.

O B J通信模块
。

通常情况下 由以下五个文件组成
:

B A S C OM L IB 1 0 3 9 3 6

B A S C O M C OM 4 1 6 0 0

L IN K E X E 4 1 8 5 6

B A S R U N L IB 3 0 7 2

B A S R U N E X E 3 1 7 4 4

文件扩展名后面的数字表示该文件所占的字节数
。

使用 B A S IC 编译程序开发文件名为
“
H A I

.

B A S ”

光学设计程序
。

为了使开发过程顺

利
、

方便
,

需在带有硬盘的 P C / X T 机上操作
。

1
.

S A V E
“
H A I

.

B A s’’
,

A

然而
,

使用 S y ste m 命令退出 B ^ s xe
。

2
.

在 M S
一

D O S 状态下打入命令

A > B A S C OM H A I;

进行编译
、

产生 目标文件 H A I
.

o B J

3
.

用连接程序连接
,

打入命令

A > L IN K H A I ;

生成:H A I
.

E x E 文件

4
.

运行 H A I
.

E x E 文件

A > H A I

执行 H A I
.

E x E 文件
,

进行运算
。

在A 盘上如果没有 B A S R U N
,

E x E 文件
,

则屏幕 上

显示出
:

C o n n o t fin d A : B A S R U N
.

E x E

.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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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n te r n e w d r iv e r lette r
:

此时只要输入B A S R U N
.

E X E 文件即可
。

2
.

尤学设计初始数据的桥入

光学设计是需要多次修改数据的
,

尤其在透镜个数较多的
J

清况下
,

数据的输入量是较大

的
。

在编译情况下
,

绝不能按解释 B A s IC 源程序 的方式输入
,

仅以为按以下两种方式输入

为好
。

1
.

数据文件 在 PC 机系统中
,

数据文件主要通过磁盘 B A sl C 的文件管理 系统来 实

现的
。

数据文件存取方式分为两大类
,

顺序存取方式和随机存取方式
。

在顺序存取方式中
,

把数据写入磁盘或磁盘读出数据时
,

按记录号从前向后顺序地进行
。

从光学设计的 具体要求

而言
,

建议采用顺序存取方式
。

在存取数据文件之前
,

必先打开文件
。

打开文件用o P E N 语句
,

格式为
:

O P E N < 方式 > ,

( # ) < 文件号 > , < 文件名 > [
, < 记录长 > 〕或

O P E N < 文件名 > 〔FO R < 方式 > 〕A s 〔# ) < 文件号 > 〔L E N 二 记录长度〕

在程序中打开了文件
,

则使用完毕后
,

必须关闭文件
。

文件关闭语句的格式为
:

: C LO S E 〔< 文件号 > 工民
一

< 文件号 ) 〕⋯

下面创建光学设计初级数据的一个顺序文件
,

文件名为 D A T A
.

B A s
,

在B 盘上 生成
。

使用T Y PE 命令
,

显示顺序文件清单如下
.

L IS T

O P E N
二

R E A D

色 # l
一 “d a ta

冉
口八U,19曰

3 0 IF A = I E + 1 4 T H E N 1 0 0 0
’

⋯40
’

P R IN T
一

# 1,
·

六
‘

5 0 G O T O 2 0

” 一 1 00
.

: D A T A 唱
,
牙

,
3

,

一 14 0
.

47
,

一0. 0 3 ,

一 7
.

5 ,

0, 0

1 10 D A T 人
多
1

,
O ,’ O

’

1 2 0 D A T A I , 1
.

5 1 6 3
, 1

.

6 7 2 5
, 1 , 1 , 1

1 3 0 D A T A I , 1
.

5 2 1 9 6
, 1

.

6 8 7 4 7
, 1 , 1 , 1

1 4 0 D A T A 1
.

1
.

5 1 3 9 , 1
.

6 6 6 6 5 1 , 1 , l

1 5 0 D A T A O ,
2

.

7
, l ,

0
.

0 1
, 0

z 6 o n ^ T A 1 3
.

1 1 5
,

‘

一 2 0
.

3
, ’

一 3 5
.

2 一
,

o
,

o

99 0 D A T A fE 十工4
“ 二

’

1 0 0 0 C LO S E I

0 K

数据区由1 00 行开始至9 90 行
,

皆可根据需要填写
。

修改数据简单
、

方便
。

对于该数据文

件不进行编译
。

2
.

管道 (p iPi n g ) 技 术 管道的概念是伴随 1/ 0 重定 向而来的
。

一个管道 (p ip
e
) 是

一条连接两个程序的计算机处理线
,

就是把第一个程序的输出变为第二个程序的输入
。

创碑光学参数输入的管道方式
:

·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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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n亡IN B : n ^ T ^

N eW file (对新建立的文件)

或 E n d o f in p u t file (对盘上已有的文件)

尚若是新建的文件

N eW file

. 1

1 : 一 ,

3
,

5
,

3
,

一 1 4 0
.

4 7
,

一 0
.

0 3
,

一7
.

5
, 0 ,

0

2 : 1
,

0
,

0

3 : 1
,

1
.

5 1 6 3
,

1
.

6 7艺5
,

l
,

l
,

1

4 : 1
,

1
.

5 2 1 9 6
,

1
.

6 8 7 4 7
,

1
,

1
,

l

5 : 1
,

1
.

5 1 3 9
, 1

.

6 6 6 6 , l , 1 ,
l

6 : 0 , 2
.

7
,

1 , 0
.

0 1 ,
0

7 : 1 3
.

1 1 6 , 一 1 0
.

3 , 一 3 5
.

2 1 , 0 ,
0

. E

按上述方法创建的两种原始光学数据输入方式后
,

即可执行编译通过的光学程序C H E N
.

E X E

A > C H E N

之

3
.

愉 出打 印或屏显方式的处理

编译通过 的光学设计程序执行时
,

一
.
命令不起作用

。

为此为满足光学设计的

需要
:

1
.

不一定要每次都打印计算结果
,

仅需终端显示
,

提供观察修改即可
。

2
.

需要打印与显示同时进行
。

这里同时编译了两个光学设计程序
:
H A ll

.

E X E
,

只显示不打印 , H 人 12
.

E X E
,

既显

示又打印
,

这两个文件通过主程序 C H E N
.

E x E 调用
,

控制自如
。

主程序 C H E N

L O A D
” L IS T

1 0 P R IN T “ = 二 p R IN T D A T A ? 二 = ’

2 0 IN PU T A $

3 0 IF A S
二

:
“
N

” T H E N C H A IN
“
H A ll ”

4 0 IF A 零=
“Y ” T H E N C H A IN

.
H A IZ

,

5 0 G O T O 1 0

6 0 E N D

O K

或者按批作业方式进行

A > C O PY C O N : R
.

B A T

p A U S E A R E Y o U p R IN T (Y/ N )
L ( L

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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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 二 Y T H E N L 0 0 P

H A ll

L O O P :

H A IZ

E N D

A Z

启动磁盘后
,

只要键入R 即可
。

A > R

综上所述
,

若采用数据文件及主程序调 用的结构形式
,

用户工作盘的文件有
:

A > D IR / W

V o lu m e in d r iv e A h a s n o la b 心l

n ir e e to r y o f A : \

C O MM A N D C O M B A S C OM

L IB B A S C OM C OM

L IN K E X E B A S R U
一

N

B A S R U N E X E H A ll E X E

H A IZ E X E CH E N E X E

D A T A

D A T A B A S

1 1 File (
s
) 2 6 6 2 4 by t e s

、

fr C e

4
.

光学设计 珍A S IC 源程 序

主框图

B ^ s IC 语言具有会话性 的 特

点
。

在 B A S IC 源程序中
,

设置 了

IN P U T 语句
,

通过键入不同的 常

量
,

使源程序完成选择性计算
,

选

择性打印
。

例如
,

程序一开始
,

设置

有A O
、

B O
、

C O 三个人机对 话 的

变量 , A O
:

l 或者 。
、

或计算指

定波长的折射率或跳过该子程序
,

BO
一

M或者 O
,

或计算M 个 单 透

镜的结构参数或跳过该 子 程 序
,

T o o
、

1
、

2
、

3
、

4即有 5 种不 同
‘

的计算途径并与之对应的 5 种不 同

前打印格式可供选择
。

从另一方面

考虏
,

人机对话的数据也 不 宜 过

多
,

往往会给新操作者带来不便
。

光学计算程序主程序框图

盆
丁 oO J 边 刀O

甲
爪立

匡互班垂因

{{{列。
,布一浴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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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源程序占内存大约为26 K
,

总程序行约1 0 0 0行
。

三
、

B A S IC 语宫在编译与解释程序状态下的主要差别

在编译情况下
,

说明语句 C o MMO N
、

D E F
、

D IM 和 R E M 语句一般应放在程 序 的 首

部
,

对于几个程序模块共同使用的公共变量的说明部分
,

通常放在一个单独的包含文件中
,

并在这几个程序模块前部用包含命令 $IN C LU D E 把包含文件嵌入
。

某些说明语句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

例如
:

1
.

C O MM O N 语句必须出现在所有可执行的语句之前
。

2
.

D IM 语句中的下标范围只允许使用整型常数
。

3
.

R E M 语句后随 < 命令表 > 表示编译命令
。

例如上例中提到门包含命令可表示为
:

1 0 R E M 每IN C LU D E
‘

D E F IN E
·

H D
,

4
.

C H A IN 不允许包含 A L L
、

M A R G E
、

D E L E T E 和 < 行号 > 等任选项
,

所有公共

变量都必须用 C OMM O N 语句说明
。

5
.

不允许使用 o N p LA Y (n ) 和 o N T IM E R 语句
。

6
,

F O R
一

N E X T 语句的特殊区别
。

在 IF
一

T H E N 的条件语句之后
,

使用 F o R
一

N E x T 语句时
,

PC 机的 . B A S IC 以及 编

译情况下的 扭卫A s IC 都与一般B A S IC 语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

下面通过一个子 程 序

例来说明— 即光学系统的半径
、

间隔 (包括厚度)
、

折射率的序号的前后对调
,

以便反向

计算焦距
、

截距等参数的需要
。

说明
; N表示为总面数

,

包括象面
。

光栏在系统最前面不计为面数
,

在系统中间计为一

面
。

R (N ) N个面的曲率半径
。

D (N ) N 个面之间的间隔 (或厚度)
。

D (N + l) N + 1个主色光的折射率
。

( 1 )基本或扩展 B A S IC 的序号对调子程序
:

1 1 0 0 IF IN T (N/ 2 ) 一 N / 2 T H E N 1 1 3 0

1 1 1 0 Fo R
’

鱼I 二 1 T O (N 一 l) / 2

1 12 0 G O T O 1 1 4 0

1 1 3 0 F O R 1 1 T o N/ 2

1 1 4 0 R l = 一 R (N 一 I) : R (N 一 I) = 一 R (I) : R (I) 二 R l

1 1 50 N E X T I

1 1 6 0 IF IN T (N / 2 ) 二 N / 2 T H E N 1 1 9 0

1 1 7 0 Fo R I 一 2 T o (N + l)/ 2

1 1 8 0 G O T O 1 2 0 0

1 1 9 0 F O R I
二

2 T O N/ 2

1 2 0 0 D l
二

一

D (N + 1 一 I) : D (N + 1 一 I) D (I) : D (I) D l

12 1 0 N 二 IN (N + 1 一 I) : N (N + l 一 I)
一
N (I) : N (I) N l

,
争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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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0 N E X T I

1 2 3 0 R E T U R N

、

由以上子程序可见
,

在 IF
一

T d E N 条件语句之后
,

1 1 1 0和 1 1 3 0两程序行
,

两个 FO R 可

共用1 1 5 。程序行的一个 N E x T
,

是允许的
。

( 2 )PC 机的 B A S IC 及编译状况下的 B A S IC

若源程序在直接调用上述编制的子程序
,

在P C机上 R U N 或编译时
,

则打印出 错 误 信

息
:

FO R 1 1 1 0 w ith o u t N E X T 或者

FN

表示在 1 1功程序行没有 N E x T 与 Fo R 配对
,

即此时认定 t1 50 程序行的 N E x T 仅只与

1 1 3 0程序行的 F O R 配对
,

而不瞥 IF
一

T d E N 的执行情况
。

改写之后的子程序如 下
。

不过这

种一一配对灼改写方法显然有些繁琐
,

我们还可 以作另一种处理
,

即把子程序中重复出现的

程序行再编写为子程序
,

那么程序就简练多了
。

1 2 0 0 IF IN T (N/ 2 ) 一 N / 2 T H E N 1 1 3 0

1 1 1 0 FO R I 一 1 T O (N 一 1 )/ 2

1 1 2 0 R l = 一 R (N 一 I) : R (N 一 I) ~ 一 R (I) : R (I) 二 R I : N X T I

1 1 3 0 FO R I一 1 T O N / 2

1 1 4 0 R l = 一 R (N 一 I) : R (N 一 I) 二 一 R (I) : R (I) = R l

1 1 5 0 N E X T I

1一6 0 IF IN T (N / 2 ) 一 N / 2 T H E N 1 2 0 0

1 1 7 0 FO R I
二

2 T O (N + 1 )/ 2

1 1 8 0 D l = D (N + 1 一 I) : D (N + 1 一 I) = D (I) : D (I) 一 D l

1 1 9 0 N l 一 N (N + 1 一 I) : N (N + 1 一 I)
一
N (I) : N (I) = N I : N E X T I

1 2 0 0 F O R I 一 2 T O N / 2

1 2 1 0 D l 二 D (N + l 一 I) : D (N + 1 一 I)
:

D (I) : D (I) D l

1 2 2 0 N l = N (N + 1 一 I) : N (N + 1 一 I) = N (I) : N (I) = N I

1 2 3 0 N E X T I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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