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微机的使用中，我们在!"#$%!&操作系统中

经常要进行屏幕保护程序（以下简称屏保）的设置，

一些赏心娱目的屏保确实让人惊喜，有的用户喜欢

到网站上去下载，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能不能自

己动手设计一个独具特色的屏保呢？当然是可以的，

下面我们就谈谈如何用’"&()* +)&",进行屏保设计。

一 屏保的特点
在!"#$%!&操作系统中的屏保，和一般的应用

程序没有太大的差别，!"#$%!&中屏保的扩展名为

&,-，存放在!"#$%!&系统目录下，如果我们将其中的

一个“.&,-”文件的扩展名改为“./0/”，然后运行这个

程序。可以发现，这个程序是可以运行的。

屏保有以下几个要素：没有窗体边框、窗口最

大化、不能重复运行和移动鼠标或按下按键时结束

程序。前两项可以利用窗体的两个属性设置完成，只

要将“1%-$/-&23*/”设为“45没有边框”，“!"#$%!&2)2/”

设为“65最大化”就可以了。第三点可以利用)77这

个对象的7-/8"#&2)#,/属性做判断，如果相同的程序被

执行过，那么7-/8"#&2)#,/属性就是2-(/。最后一点，可

以 在9%(&/9%8/及:/3$%!#事 件 中 加 上;#$语 句 结

束程序。在编写9%(&/9%8/事件时，要注意一点，由

于程序被设置为全屏幕运行，所以在刚开始运行程

序时，一定会发生一次9%(&/9%8/事件，指出目前鼠

标在的位置。此时，可以在9%(&/9%8/事件过程中声

明一个静态变量，方便程序在第一次的9%(&/9%8/
事件中忽略终止程序的操作。

二 屏保设计示例
下面，我们用’+<.4来写一个屏保，在设计完成

后，将程序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并把扩展名改为“.&,-”。

= 控件及属性设置

控件名 属性名 属性值

>%-9= 1%-$/-&23*/ 4
!"#$%!&2)2/ 6
1),:,%*%- 黑色

*1= )(2%&"?/ 2-(/
1),:&23*/ 4
>%-/,%*%- 白色

>%#2&"?/ 64
,)72"%# 我的屏保

2"9/-= "#2/-8)* 64
6 源代码

$"9 $0 )& $%(1*/
$"9 $3 )& $%(1*/
@(1 >%-9A:/3$%!#（⋯）

;#$
;#$ @(1
@(1 >%-9A9%(&/9%8/（⋯）

&2)2", %0
&2)2", %3
B> %0C4 )#$ %3C4 2D/#
%0C0
%3C3

/*&/B> （0EF%0）%- （3EF%3）2D/#
;#$

;#$ B>
;#$ @(1
@(1 >%-9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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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4(#1=,+4(#（）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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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是一个简单的屏保，但有了对它的认识后，

结合我们具有的对窗体程序技巧，就可以写出具有

各种变化的屏保。

三 屏保的设置
在显示属性窗口中，可以指定屏保的一些设置

值，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其实，当我们在控制面板中

按下“设置”按钮时，*+$%5*&仍然是同样运行我们

所指定的屏保，只不过在运行时在可执行文件后附

加一些参数。

在EF中，我们可以用’544D$% 函数取得在执

行文件时附加在可执行文件后的所有参数。并且，

要在屏保的可执行文件后面加上什么参数，则是由

*+$%5*&系统决定好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程序中

写入对应的处理，以下是各参数的含义：

G D 设置密码 ；G ’ 设置值 ；G & 正常启动

如果一个屏保要提供设置功能，通常会用多窗

体的程序完成，此时可以将工程的“启动对象”设为

“;<0 4D+$”，在其中决定是否要加载显示对应的窗体。

45%</(1
;<0 4D+$（）

;(/(’, ’D&( <’D&(（/(>,（’D44D$%，H））

ID&( “G J”

>5#44(+4D)&-5*
ID&( “G I”

5#4&(,<@)&-5*
ID&( “G ;”

K5#41)&-5*

:$% &(/(’,
:$% ;<0

四 屏保设置的深入

1 记录设置值

在屏保的设置中，如果要记录用户所输入的数

据，不能将数据只存于内存变量中，因为屏保不可能

一直处于运行状态，设置结束后，就应该终止程序，

直到下一次屏保被系统打开为止。所以，用户设置的

数据应保留下来，有两种方法，一是记录在文件中；

二是记录在注册表中。

在EF中用注册表，有三个语句可以直接使用，

下面是三个语句的格式。

设置语句格式为：&D6(&(,,+$3 应用程序名称，数

据区段名称，数据名称，值

删除语句格式为：%(/(,(&(,,+$3 应用程序名称，

数据区段名称，〔数据名称〕

取得数据（函数）格式为：3(,&(,,+$3 （应用程序

名称，数据区段名称，数据名称，〔默认值〕）

H 屏保的设置示例

我们将前面的示例加上设置显示文字、字体及

颜色的设置窗口，其中，字体及颜色的选择利用“公

用对话框”’5441进行设置，程序的运行由45%</(1
中的;<0 4D+$过程开始。

·窗体、控件及属性设置

K5#4&(,<@ 上 添 加 ’4%1，’4%H，’4%L，’4%M，

,(!,1，/01，’5441
K5#41不变

·源代码（下面只给出在相应的事件中加入的代

码，其它的代码同前面的。）

45%</(1不变

>5#41屏保窗体

;<0 >5#4=/5D%（）

*+,- /01
)’D@,+5$"3(,&(,,+$3（“42&”，“,(!,”，“,(!,”，/01)’D@,+5$）

)>5$,$D4("3(,&(,,+$3（“42&”，“>5$,”，“$D4(”）

)>5$,&+N("3(,&(,,+$3（“42&”，“>5$,”，“&+N(”）

)>5$,05/%"3(,,+$3（“42&”，“>5$,”，“05/%”）

)>5$,+,D/+’"3(,&(,,+$3（“42&”，“>5$,”，“+,D/+’”）

)>5#(’5/5#"3(,&(,,+$3（“42&”，“>5$,”，“’5/5#”）

:$% *+,-
:$% ;<0
>5#4&(,<@ 设置窗体

;<0 >5#4=/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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