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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ipse插件开发》

前言

Eclipse是一个开源的可扩展开发平台。它是一个用于构建、部署和管理软件生命周期的运行时的平台
和应用程序框架。现今，有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发人员选择使用Eclipse，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开源特性，
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可扩展性。 我们可以通过向Eclipse添加插件从而扩展它的功能。现在，有大量的插
件几乎可以让Eclipse完成你所能想到的任何软件开发任务。因此，为Eclipse开发良好的插件就显得十
分重要。 本书的两位作者有十几年的商业软件开发经验，对于如何开发结构良好、质量可靠的Eclipse
插件有着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获取关于开发Eclipse商业级质量插件
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相关知识。 本书首先对Eclipse结构进行了介绍，然后通过创建并不断完善一个名
为收藏夹的示例插件，阐述了开发Eclipse插件的全方位的内容。本书的结尾是关于Eclipse插件开发的
一些高级话题，并列举了一些在Eclipse社区有良好口碑的商业插件。 本书英文第3版是基于Eclipse 3.4
的，而翻译本书时Eclipse的最新版本为Eclipse 3.5 Galileo。因此，在使用Eclipse 3.5开发或运行本书中的
示例时，可能会存在一些区别。 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有：陈沛、袁芳、伍汉和、韩璐、强永刚、许飞
、李婧、刘依承、贺娟娟、陈服兵、郭爱华。 最后，虽然译者尽了最大努力想要完成好本书的翻译，
试图做到准确、符合中文语言习惯，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肯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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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CLIPSE插件开发(原书第3版)》是一本由两位长期从事Java商业软件开发的技术专家编写的关于开
发Eclipse商业插件的指南。本书主要介绍了开发Eclipse商业插件的完整过程，并从标准窗口小部件工
具集、命令与操作、视图、透视图、实现帮助、国际化等方面对创建Eclipse商业插件进行了详细描述
。本书既包含了开发Eclipse插件的基础理论，也涵盖了大量关于Eclipse插件开发的细节。
本书不仅适用于Eclipse插件开发的初学者，对于Eclipse商业软件开发人员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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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嵌套的向导
310
11.2.5　启动向导
310
11.2.6　向导示例
312
11.2.7　对话框设置
314
11.2.8　基于选择的页面内容
314
11.2.9　基于前一页面的页面内容
318
11.3　RFRS相关事项
320
11.3.1　向导外观（RFRS 3.5.2）
320
11.3.2　在编辑器中打开新文件
（RFRS 3.5.6）
320
11.3.3　新项目切换透视图
（RFRS 3.5.7）
321
11.3.4　显示新对象（RFRS 3.5.8）
321
11.3.5　单一页面向导按钮
（RFRS 5.3.5.13）
321
11.4　总结
321
参考文献
321
第12章　首选项页
322
12.1　创建首选项页
322
12.2　首选项页API
323
12.2.1　FieldEditorPreferencePage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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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字段编辑器
324
12.2.3　PreferencePage
327
12.2.4　收藏夹首选项页
327
12.2.5　合法性验证
328
12.2.6　嵌套首选项页
329
12.2.7　选项卡式首选项页
330
12.3　首选项API
331
12.3.1　默认首选项
331
12.3.2　访问首选项
332
12.3.3　在程序中指定默认值
333
12.3.4　在文件中指定默认值
334
12.3.5　关联收藏夹视图
334
12.3.6　监听首选项更改
335
12.4　RFRS相关事项
335
12.5　总结
336
参考文献
336
第13章　属性
337
13.1　创建属性
337
13.1.1　FavoriteItem属性
337
13.1.2　资源属性
339
13.2　在属性对话框中显示属性
339
13.2.1　声明属性页
340
13.2.2　创建资源属性页
342
13.2.3　创建收藏夹项资源页
343
13.2.4　打开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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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13.2.5　IColorProvider
345
13.3　在属性视图中显示属性
346
13.3.1　属性视图API
346
13.3.2　属性视图中的收藏夹属性
348
13.4　属性页作为首选项页重用
349
13.5　RFRS相关事项
350
13.6　总结
351
参考文献
351
第14章　构建器、标记和性质
352
14.1　构建器
353
14.1.1　声明构建器
353
14.1.2　IncrementalProjectBuilder
355
14.1.3　派生资源
360
14.1.4　关联构建器与项目
360
14.1.5　触发构建器
362
14.2　标记
363
14.2.1　标记类型
363
14.2.2　创建并删除标记
365
14.2.3　标记属性
366
14.2.4　标记解析—快速修复
368
14.2.5　查找标记
371
14.3　性质
372
14.3.1　声明性质
372
14.3.2　关联构建器与性质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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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IProjectNature
374
14.3.4　必需的性质
375
14.3.5　冲突的性质
375
14.3.6　性质图像
376
14.3.7　关联性质与项目
376
14.4　RFRS相关事项
14.4.1　使用构建器以转换资源
（RFRS 3.8.1）
380
14.4.2　不要替代已有构建器
（RFRS 3.8.3）
380
14.4.3　不要滥用术语“构建”
（RFRS 5.3.8.1）
380
14.4.4　标记已创建的资源为“派生的”
（RFRS 5.3.8.2）
381
14.4.5　响应清理构建请求
（RFRS 5.3.8.3）
381
14.4.6　在可能时使用IResourceProxy
（RFRS 5.3.8.4）
381
14.4.7　构建器必须由性质添加
（RFRS 5.3.8.5）
382
14.5　总结
382
参考文献
382
第15章　实现帮助
383
15.1　使用帮助
383
15.2　实现帮助
385
15.2.1　新建帮助项目
385
15.2.2　插件清单文件
387
15.2.3　内容表（toc）文件
388
15.2.4　创建HTML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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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15.3　上下文相关的帮助（F1）
391
15.3.1　关联上下文ID与项
392
15.3.2　IWorkbenchHelpSystem API
393
15.3.3　创建上下文相关的帮助内容
393
15.3.4　上下文扩展点
394
15.3.5　标记帮助
396
15.4　从程序中访问帮助
396
15.4.1　打开指定帮助页
396
15.4.2　打开网页
397
15.5　备忘单
398
15.5.1　使用备忘单
398
15.5.2　创建简单备忘单
398
15.5.3　注册备忘单
400
15.5.4　添加备忘单命令
402
15.5.5　添加命令参数
403
15.6　RFRS相关事项
404
15.6.1　通过帮助系统提供帮助
（RFRS 3.7.2）
404
15.6.2　通过帮助系统提供所有帮助
（RFRS 5.3.7.1）
404
15.6.3　使用F1激活上下文帮助
（RFRS 5.3.7.2）
405
15.6.4　实现活动帮助（RFRS 5.3.7.3）
405
15.6.5　独立帮助的使用
（RFRS 5.3.7.4）
405
15.6.6　附加文档的使用
（RFRS 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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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15.6.7　提供任务流的概述
（RFRS 5.3.5.34）
405
15.6.8　仅说明一个任务
（RFRS 5.3.5.35）
406
15.6.9　为每一个步骤提供帮助链接
（RFRS 5.3.5.36）
406
15.7　总结
406
参考文献
406
第16章　国际化
407
16.1　外部化插件清单
407
16.2　外部化插件字符串
409
16.3　使用片段
414
16.3.1　新建片段项目向导
414
16.3.2　片段清单文件
415
16.3.3　片段项目内容
417
16.4　手动测试
417
16.5　总结
417
参考文献
417
第17章　创建新扩展点
419
17.1　扩展点机制
419
17.2　定义扩展点
419
17.2.1　创建扩展点
420
17.2.2　创建扩展点模式
421
17.2.3　扩展点元素和属性
422
17.2.4　扩展点元素语法
425
17.3　扩展点的后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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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17.3.1　分析扩展项信息
426
17.3.2　创建代理
427
17.3.3　创建可执行扩展项
429
17.3.4　清理
431
17.4　扩展点文档
431
17.5　使用扩展点
432
17.6　RFRS相关事项
434
17.6.1　文档扩展点（RFRS 3.10.5）
434
17.6.2　记录错误（RFRS 5.3.10.1）
434
17.7　总结
434
参考文献
434
第18章　功能部件、品牌化和更新
435
18.1　功能部件项目
436
18.1.1　创建新功能部件项目
436
18.1.2　功能部件清单文件
437
18.1.3　功能部件清单编辑器
438
18.1.4　测试功能部件
442
18.2　品牌化
442
18.2.1　about.html文件
443
18.2.2　about.ini文件
443
18.2.3　产品品牌化
445
18.3　更新站点
446
18.3.1　创建更新站点项目
447
18.3.2　site.xml文件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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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　更新网站
450
18.3.4　回到功能部件清单
450
18.3.5　访问更新站点
451
18.4　RFRS相关事项
453
18.4.1　不要覆盖产品品牌
（RFRS 3.1.8）
453
18.4.2　具有品牌的功能部件可见性
（RFRS 5.3.1.9）
453
18.4.3　包含添加项信息
（RFRS 5.3.1.10）
453
18.4.4　about.html文件内容
（RFRS 5.3.1.11）
453
18.4.5　启动画面限制（RFRS 5.3.1.12）
454
18.5　总结
454
参考文献
454
第19章　构建产品
455
19.1　Ant的简要介绍
455
19.1.1　构建项目
455
19.1.2　构建目标
455
19.1.3　构建任务
456
19.1.4　构建属性
458
19.1.5　[antcall]任务
463
19.1.6　macrodef
465
19.1.7　Ant扩展项
466
19.2　使用PDE构建
467
19.2.1　PDE构建概述
467
19.2.2　PDE构建过程中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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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19.2.3　PDE构建过程中的目录
469
19.2.4　PDE脚本和模板
469
19.2.5　创建PDE构建
470
19.2.6　指定编译级别
471
19.2.7　运行PDE构建
471
19.2.8　自动生成版本限定符
472
19.2.9　保持版本同步
473
19.2.10　构建属性
473
19.2.11　自定义PDE目标
475
19.2.12　使用不同版本的Eclipse编辑
476
19.3　调试PDE构建过程
477
19.3.1　自动生成的构建脚本
477
19.3.2　使用调试器
478
19.4　总结
478
参考文献
479
第20章　GEF：图形编辑框架
480
20.1　GEF体系结构
480
20.2　GEF模型
481
20.3　GEF控制器
481
20.3.1　EditPart类
481
20.3.2　最高级EditPart
483
20.3.3　子EditParts
484
20.3.4　连接EditParts
485
20.3.5　EditPartFactory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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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GEF图案
488
20.4.1　IFigure
489
20.4.2　Graphics
489
20.4.3　复杂图案
491
20.4.4　连接图案
494
20.4.5　LayoutManager
494
20.5　Eclipse视图中的GEF
496
20.6　Eclipse编辑器中的GEF
498
20.6.1　编辑器输入
499
20.6.2　回到FavoritesManagerEditPart
500
20.6.3　绘画编辑器类
500
20.6.4　FavoritesGEFEditor
501
20.6.5　用户与GEF的交互
503
20.6.6　编辑菜单
506
20.6.7　FreeformLayer和FreeformLayout
508
20.6.8　z顺序
509
20.6.9　删除模型对象
511
20.7　选项板
512
20.7.1　创建GEF选项板
512
20.7.2　CreateCommand
513
20.8　总结
514
参考文献
514
第21章　高级话题
515
21.1　高级搜索—引用项目
515
21.2　访问内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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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21.2.1　Eclipse新闻组
516
21.2.2　Bugzilla—Eclipse bug跟踪
系统
516
21.2.3　用于访问内部代码的选项
517
21.2.4　Eclipse的不同之处
517
21.2.5　相关插件
517
21.2.6　使用片段
518
21.3　适配器
518
21.3.1　IAdaptable
518
21.3.2　使用适配器
518
21.3.3　适配器工厂
519
21.3.4　IWorkbenchAdapter
520
21.4　打开浏览器或创建E-mail
521
21.4.1　IWorkbenchBrowserSupport
521
21.4.2　LaunchURL
521
21.4.3　OpenEmailAction
522
21.5　扩展点中指定的类型
525
21.5.1　参数化的类型
525
21.5.2　在不同的插件中引用类
526
21.6　修改Eclipse以查找部分标识符
527
21.6.1　修改Eclipse基础
527
21.6.2　创建全局操作
528
21.6.3　测试新功能
530
21.6.4　提交更改至Eclipse
530
21.7　标签修饰符

Page 29



《Eclipse插件开发》

530
21.7.1　声明标签装饰符
531
21.7.2　ILightweightLabelDecorator
531
21.7.3　装饰性标签装饰符
533
21.7.4　IDecoratorManager
534
21.8　后台任务—Jobs API
535
21.9　插件ClassLoader
537
21.10　早期启动
541
21.10.1　管理早期启动
541
21.10.2　取消早期启动
542
21.11　富客户端平台
542
21.12　总结
542
参考文献
542
附录A　Eclipse插件和资源
544
附录B　Ready for Rational Software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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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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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clipse插件开发(原书第3版)(畅销插件开发指南新版)》：创建商业质量的插件意味着要比集成
至Eclipse的最小要求做得更多、更远。它意味着需要处理商业版本“得体与优雅”所要求的所有细节
。《Eclipse插件开发(原书第3版)(畅销插件开发指南新版)》包含了插件开发的全过程，包括达到最高
质量所必需的所有额外步骤。《Eclipse插件开发(原书第3版)(畅销插件开发指南新版)》是全球畅销书
，而作者完全重写了第3版以体现Eclipse 3.4各项强大的新功能。业界领先的Eclipse专家EricClayberg
和Dan Rubel展示了插件开发所有细节和实践经验，并对开发者很有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有针对性的、
经过实践证明的解决方案。《Eclipse插件开发(原书第3版)(畅销插件开发指南新版)》已经完全更新了
所有代码示例、相关API列表.图标和屏幕截图以体现Eclipse 3.4 API和最新的Java语法。此外，Clayberg
和RubeI已经完全更新了广大受欢迎的Favorite用例，重新编写了大部分内容和代码。作者慎重地展开
对已有Eclipse功能（比如视图和编辑器）的附加新功能的讨论，并详细解释了新的功能（如命令
、GEF和PDE构建）。  《Eclipse插件开发(原书第3版)(畅销插件开发指南新版)》主要内容完整包含
了Eclipse的新内容。阐述了强大的Eclipse命令框架。该命令框架取代较老的Eclipse操作框架。给出关于
通过视图和编辑器使用命令的相关讨论。介绍了Mylyn。它是一个降低信息过载和减轻多任务复杂度
的专注于任务的接口。包含关于图形编辑框架的全新的一章。GEF可以用于创建动态的、交互的图形
用户界面元素。带领你浏览PDE构建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展示如何使用p2创建更新站点。使用p2代替
较老的更新管理器。《Eclipse插件开发(原书第3版)(畅销插件开发指南新版)》适用于对扩展Eclipse平
台、Rational软件开发平台或支持Eclipse插件的其他平台感兴趣的有经验的开发者。Instantiation是IBM
高级商业伙伴，为Eclipse和IBM的VisualAge、WebSphere和Rational产品系列开发了许多商业附加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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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讲解清晰。章节的划分比较合理
2、一本开发插件很实用的书。看了一些，了解了插件开发环境和一些接口。
3、我有在看英文原版，如果原版看不下去了，考虑买来看卡。做插件方面的都该县读读这个本书。
。。
4、正版书籍，印刷质量好，就是字体太小了~~~
5、很多地方翻译不当,比如favorite的项目翻译成了收藏夹项目整体还能看得懂,译者们辛苦了
6、翻译了三个月，很辛苦。但还有些不足之处。
7、翻译的质量不敢恭维，送到时还有些破损
8、这本书，很多都是介绍Eclipse插件开发中的方法，可以说是API文档，对于初学者很不实用。
9、还算不错的Eclipse plug-in开发入门书籍，可惜深度不够。
10、刚到货，书的印刷质量很好。就是可惜不包邮。
11、插件开发入门推荐书籍之一。
12、书很好，内容也行，就是纸张是超薄的，呵呵呵!
13、泛泛而看，往往莫名其妙，Handler翻译成“处理器”说你错也不对。翻译成“执行器”，“命令
处理器”这样往往恰当一点。我只看了公司的书，还是看英文版算了。我估计翻译的人没有做开发吧
。
14、简明手册
15、一般。。。
16、中文翻译极差，当看到把headless翻译成无头的以后，直接丢掉这本书
17、一般吧。第六章之后的内容看起来比较费劲
18、直接把东西罗列出来，没什么大用。
19、需要再读
20、先说点缺陷吧，感觉快递略慢了点。但书真的很不错，对plugin开发讲解的很细致。
21、不错，正品，但是买了未有时间来看。

Page 33



《Eclipse插件开发》

精彩书评

1、书中有插件例子贯穿始末。讲的面比较全，SWT，jface，编辑器，菜单，常用的扩展点，品牌化
，GEF等等，每个部分的比重得当。不像有些书讲了太多的SWT，jface等。常用的扩展点却很少篇幅
，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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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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