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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ny digital records, Excel table in the middle position, the medium size and complexity of data recording and processing can 
have a good effect, and after the use of Visual Basic can achieve many powerful expansion function, can associat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data	carrier,	data	level	docking.	This	paper	through	Visual	Basic	implements	several	common	cases	and	specific	cases	of	
Excel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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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诸多的数字记录中，Excel表格处于中间地位，对中等规模和复杂度的数据记录和处理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在使用了
Visual Basic后还能实现很多强大的拓展功能，能关联多种不同的数据载体，实现数据的多级对接。论文通过Visual Basic实
现了Excel中几种常见情况和特定情况的数据处理，并浅析了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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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产品测试过程中，数据处理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如

何快速准确地归类、统计、计算、排版各类测试数据，是提

高生产效率的重要一环。如今某公司广泛使用的数据载体为

Excel 表格，Excel 表格中本身自带很多数据处理功能，包

括且不限于排序、筛选、批注、布局。但是对于日益增加用

户对表格定制化要求，Excel 表格自带的数据处理功能很多

时候还很是局限。以排序为例，表格自带的排序功能对以独

立单元格为基准的排序支持十分全面，但是对于合并单元格

排序、多条件排序、随机排序等拓展排序功能的支持缺陷很

多或根本不支持。对于这样的情况，Excel 表格提供的解决

方案就是 Visual Basic，它向用户提供上千条基于 VB 的底

层指令，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个性化定制属于自己的

数据处理脚本，让数据的处理更加简单便捷。

2 单工作表数据处理脚本

单工作表数据处理脚本指在单个工作表中进行的数据

处理的脚本。由于所有数据都存在于一个工作表中，所以不

需要进行工作表的索引和路径设定，过程相对简单，执行速

度较快，通过对不同量级的数据使用不同指令，能进一步提

升代码效率；在不影响代码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自定

义项目，以加强代码的通用性。

2.1 整理编号
在不同环节中，需要不同的编号样式，对大批量产品

而言，手动进行编号样式转换费时费力，为此而编写整理编

号处理脚本实现该环节自动化 [1]。常用的编号格式我们将之

称为纯数字编号和文本编号，纯数字编号即为单纯的数字，

如 123，文本编号即为数字加符号，如 1~3#。脚本能实现

纯数字编号自动转换为文本编号，本可以根据需要改变文本

编号样式。

首先对纯数字编号进行了升序排列，再定义符号

1“～”和符号 2“#、”，将两个及以下相连的数字用符号

2“#、”进行分离；将两个以上相连的数字取最大值和最小

值，并用符号 1“～”相连接，再以符号 2“#、”进行分离。

符号 1、符号 2 和两连号是否分离是自己定义的，所以只需

要改变符号 1 和符号 2 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编号转换的需要。

2.2 反向整理编号
和整理编号的方法相似，将算法进行逆运算，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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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文本格式的编号再次还原为纯数字编号。

首先查找符号 2“#、”的位置，然后提取两个符号

2“#、”之间的数据，若此数据中存在符号 1“～”，则列

出符号 1“～”两边数字为首尾整数数列，若此数据中不存

在符号 1“～”，则直接列出此数据。重复此过程，将得到

的数据依次排列即可得到纯数字编号。

2.3 指定单元格设置超链接
在使用 Excel 表格时，我们经常需要设置超链接，特别

是在统计总表中，为了将表内编号指向表外数据报告，我们

需要进行大量的超链接设置。为了简化这一过程，提高工作

效率，我们可以将常用的超链接目录制作成下拉列表，并读

取指定单元格编号，以自动生成超链接。

首先使用 VB 控件制作弹出窗口，窗口由一个主窗口、

一个下拉列表、两个按钮组成，主窗口决定了弹出窗口的尺

寸，下拉列表存储常用链接目录，两个按钮分别为确定和取

消。然后对两个按钮设定单击触发事件，单击“确定”按钮

时读取下拉列表选中项和单元格数据组成超链接路径，以此

路径设置超链接，隐藏窗口；单击“取消”按钮时，直接隐

藏窗口。

2.4 数据一致性检查
在大批量测试中，可能会出现部分数据一致性较差的

问题，人工查找容易出现缺漏，为了快速准确地找出这些一

致性较差的数据，可以编写筛选脚本。筛选脚本通过统计同

类数据的平均值，并按照设定的可允许偏移范围进行数据筛

选，对超出允许范围的数据进行标注。

首先通过表头和合并单元格数量确定数据类型，根据

数据类型筛选同类数据和跳过不需要筛选的数据，对同类数

据求和后取平均值，并按顺序存储到数组中，对每个同类型

数据与数组中平均值进行对比，对超出允许范围的数据进行

标注，对范围内的数据进行复原。

3 多工作表（簿）数据处理脚本

多工作表（簿）数据处理脚本指在多个工作表（簿）

中进行的数据处理的脚本，由于所有数据存在于多个工作表

中，需要进行工作表的索引和路径设定，而且涉及变量较多，

应尽可能简化代码复杂度，提高代码可靠性与稳定性。

3.1 数据表格初始化
在制作数据表格的过程中，在已有测试数据表格的情

况下，一般会使用旧的数据表格清除数据后，扩展到需要的

数量，再填入新的测试数据；手动实现这一过程需要几分钟，

通过编制脚本可使这一过程缩短至几秒钟。通过脚本自动查

找表头、产品路数、定值数据、公式等信息，将需要初始化

的数据清空，同时保留不需要初始化的数据，使用时只需要

键入产品数量就能完成表格初始化。

首先根据关键词选择工作表，确定表头和表尾，两者

之间即为数据存储位置，对表头进行关键词筛选，标注不需

要初始化的数据类型，调用输入框键入产品数量，根据产品

数量初始化工作表，跳过标注的项目，初始化完成后根据数

据区域设置打印区域。

3.2 生成入库单
产品在检测中心检测完毕后，需要入库，入库时需要

向库房提交入库单，入库单具有固定格式和数量限制，随着

公司产品数量日益增加，手动填写费时费力，编写脚本实现

这一过程，通过筛选指定入库单编号，提取相关数据，格式

化入库单，填充相关数据，设定打印区域实现一键式生成入

库单。

首先根据入库单要求制作模板工作表，初始化模板，

清除上次残留在模板内的数据，要求键入入库单编号，根据

编号选择工作表，并在该表入库单编号项中进行筛选，提

取出符合该编号的数据，并根据数据类型依次存入不同数组

中；切换到模板工作表，按数据类型依次从数组中提取数据

并填入模板指定位置，最后提取系统时间填入模板指定位

置，最后根据数据表大小设定打印区域。

3.3 生成领用单
在按照计划进行交收测试前，需要将成品从库房领出，

需要向库房提交领用单，每一种产品需要一张独立的领用

单，随着公司产品种类的增加，每天需要十几张领用单的情

况已很是常见，通过编写脚本统计产品种类、格式化领用单、

提取相关数据、填充相关数据、设定打印区域实现一键生成

领用单。

首先按照领用单要求制作模板工作表，但与固定一张

的入库单不同，领用单一般是一次多张，为方便初始化，在

模板结尾应加入分页符 [3]；要求键入计划日期，根据日期选

择工作表，并在该表日期项中进行筛选，提取出符合该日期

的数据，并根据数据类型依次存入不同数组中；切换到模板

工作表，清除复数模板，清除残留数据，然后根据数组大小

扩增模板，使模板数量与数据数量相匹配，按数据类型依次

从数组中提取数据并填入模板指定位置，最后提取系统时间

填入模板指定位置，最后根据数据表大小设定打印区域。

3.4 9000 系统数据整合
9000 测试系统的数据存储格式为数据库格式，通过特

定的数据导出程序可以将数据导出到 Excel 表格，但在此表

格中的数据与我们需要的最终数据存在格式和数据上的差

异，具体表现为此表格三温数据独立存放（在三个工作簿

中）、编号中附带批次号、表头预留空行、非升序排列、未

设置打印区域，手动进行数据整合比较烦琐，使用脚本实现

这些过程省时省力。

首先判定数据类型，若三温数据存储于两个工作表中，

则将常温数据存储于表 1，高低温数据存储于表 2；若三温

数据存储于三个工作表中，则将常温、低温、高温数据分别

存储于表 1、2、3[2]。从三个工作簿中去提取数据，并按照

数据类型存入工作表，删除表头预留空行、批次号和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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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序排列数据，最后设置打印区域，并关闭 9000 系统的三

个工作簿。

3.5 生成编号页
对大批量且编号不连续的产品，在制作报告时要随之

一并制作编号页，这是为了更方便地进行编号核对。一般手

动制作编号页需要手动填写产品型号、批次号、数量、空格

填充符号、填充编号、设置打印区域，通过脚本可以实现一

键生成编号页。

首先根据名称选取工作表，若存在名称为“编号”的

工作表，则删除此表，反之新建工作表并命名为编号。提取

三温测试数据编号分别存入三个数组，检查三温编号是否相

同。若相同，则统计数量；若不同，则中断并弹窗警告。切

换到“编号”的工作表，按编号数量填充固定格式，然后填

充编号和数量，提取工作簿名称中的产品名称和批次号填入

编号页中，最后设置打印区域和格式。

3.6 多工作簿数据整合
在对大批量产品进行测试时，有产品的数量多，测试

跨度时间大，测试数据常常会被分成许多份分别保存，但在

最终进行数据出具时，时常需要将这些数据合并成一份，数

量越多手动合并就越麻烦，使用脚本进行工作簿统计、数据

提取、表格初始化、数据填充，可以实现一键合并。

首先统计工作簿数量，然后以第一个工作簿为模板新

建镜像工作簿，提取各工作簿数据并存入对应数组中（跳过

不需要提取的数据，原理同 2.1），将数据依次填充入镜像

工作簿，清除首个数据外的格式；然后以首个数据格式为模

板填充格式，升序排列数据，生成编号页（原理同 2.5），

提取产品名称、数量、批次号、系统日期用以重命名镜像工

作簿；最后设置打印区域，关闭除镜像工作簿外的工作簿。

4 结语

在 Excel 表格中，具有固定格式的、重复性的操作都可

以使用脚本来实现，通过调试脚本指令，还能进一步提高脚

本效率，这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生产力。但 Excel 表

格由于它的可视化和易读属性，牺牲了一定的结构性，单

纯对于数据存储和外部调用来说，性价比远远不如数据库文

件，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这一缺点会更加凸显。从长远来说，

将数据统一以数据库的格式归类保存是更优秀的方法，可以

作为下一步优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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