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备 亡户 规 斜 计 算 的 弃畏 讨
高 森

·

《地质与勘探 》 年第
、

两期和

年第 期刊登的有关孔斜测量计算的文

章
,

读后有一些体会
,

现就个人的认识提出

来与有关作者和同志们一起讨论
。

查阅文献可知
,

定向导斜和连环测斜时

钻孔方位角 与测得的终点角 甲 及顶角 间

存在着函数关系

△ 妙

,

其表达式主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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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这也就是公式中多取 △甲形式的缘故
。

式中
,

若取
,

则可得近

似公式 式
。

式也可以直接由图 导

出
,

取
,

为大圆 即铅垂面
,

则 为弯曲面
,

作 垂直于
,

则

近似地匕 二 △甲 ,

由球面三角形

知
、

△ 很小时近似 地 认 为 匕 , 和

匕 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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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巾 △ 之 一 △印 , 甲 一 甲

式是由球面三角公式导出
,

导出过

程有所简化
。

必须指出
,

推导公式时用的甲

和甲 角是定值
,

是一个测程孔段构成的弯曲

面分别与铅垂面间在孔轴垂直面内的夹角
。

该测程若用定盘侧斜仪测量多次
,

则可得多

组测值 印
、

甲 , 甲 尹 、
印 ‘

等
。

推导公式

时
,

如上述用了其中特定的一组
,

但不论重

复多少次
,

差位 △甲则是客观不变的定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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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角度小于 时
,

用角的弧度

可近似代替角的正弦
,

例如
‘ ,

’

矗
”

· ,

因而可得“ ,式
。

式的误差是很大的
,

它是按圆柱测

筒上投影关系得到的
。

如图
,

椭圆为水

平面 为长轴之半 圆为钻孔轴线垂直

面 为半径 为
、

甲角所在面的截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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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角度值很小时计算精度高
,

查表

及运算次数少
,

可利用的球面三角公式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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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再着定向导斜用的公式
。

由图
,

取球而三角形 表示为图
,

各边长 正比于所对中心角 取为直线
,

可

表示为图
。

其中
,

为原弯曲方 向

为导斜后弯曲方向
。

这也就是常用的作

图法
、。

此时平而三角形的各角比球而三 角形

的各角要小球面剩余的
,

但不能 把 它用
以腐平面几何或平面三角问题

,

因 为 么 与

印 , 、
甲 不在一个平而 中

。

此外
,

必须特别注

意
,

各角都是有方向的
。

由球面三角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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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丫为楔顶角 印 为楔 座 扭 转角
即终点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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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解析几何方法导出上述公式
,

如

图
,

原孔轴
产 与新孔轴 尸 夹角为

,

可取为测程长
,

点轨迹为圆
,

其水平射

影为椭圆
, ,

其长半轴为 , 丫 ,

短半轴

为 丫 , ,

因而可得椭圆 方 程
,

椭圆

上的
,

的座标为
一 丫 甲 、

二 丫 甲

因 △ 二
逐

一 ,

可得 式
,

△
,

可得

式
。

尹 轴与座标轴的夹角是 一
,

, ,

向量
, 、 ”

,
, ‘”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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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尹 上的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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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得 式
。

或由图

直接推得
, ,

尹 , ,

△

使座标绕 轴 即 ‘

轴 转动 角
,

使
‘ 成为 轴

,

原 轴夹角为
。 , ,

,

向量

‘· ‘ ‘ 丫 , ‘ ‘ 丫 ‘ , ,

, 。 · 丫 ,

‘在 轴上 。。射影

一 丫 甲 一 丫

, ,

可得 式
。

或由图 直接推得
, 一

万 一 ,

二 一 甲 ,

‘

一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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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驾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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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洲

因 ’ 单 “ 乞云
二 、

旦、

甲 , ,

、 、

一
故 甲 二

印

式与 式不同
,

前者是孔轴垂直
、 面射影在水平面上

,

而不是水平面射影在轴

孔垂直面上
。

这样就可以用平面几何和平面

三角的方法来解算及作图
。

为了绘椭圆应求

得焦距
。

所有各
’

量 均 除以
丫丫

氏氏
、、

了了

口 刃之口 少口 召名 川

,

电

。
,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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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丫 时 △ 一 甲 一肠关系

丫 ,

则可得图 的作图法
。

这个方法比通

用作图法精确
,

但较烦琐
,

不实用
。

用解析几何方法的优点是不需用球面三

角原理推导公式 , 概念可用较直观的图来表

达 引入 量便于计算及造表
。

不论用作图法或计算法
,

在
、 、

甲 , 、

△
、

五个参数中已知 三个可求其余二个
。

定向导斜时
,

通常是求
、

△ 或
、

甲 , 的问

题 , 《 斜交测斜法在定向导斜中的应用 》

以下简称 《斜交定向 》 一文 中
,

是求甲

即 模
、

△ 的问题
。

一 印 , 的关系由 式决定
,

可得图



, △ 日
·

,

当 甲
’ 。 ,

丫 当甲
“ 一 , , 一 】

,

这是确定曲线族的两个易知点
。

同时由

式知
, 甲 一定时

,

当 与 丫 角互换位置后

不变
, 这一点在 《斜交定向 》附录中证实
’ 、 丫

’

同
。 、 丫

。

的曲线是

一致的
。 。

的其它情况时
,

则不能利用
“

的曲线族
,

须另行模拟或计算
,

不同

的 丫 有不同的曲线族
。

△ 一 甲 的关系由 或 式决定
,

可得图
。

图 的甲 及 △ 均变化于
“ ,

由钻孔原弯曲方向 即 方向 起
,

顺

时针作为正
,

反之作为负
。

条件 的曲

乙 。。一

厂厂
必必必

氏
·

’’’‘

少
’ 。。

‘‘‘

‘‘

七芬尹尹

二 丫附 叭 时

线在甲
“

处有个不连续点
。

必须注意
,

甲 。

与甲 声
“ , 乙

“

与 △ 二 “

实际上是同一个点
。

为了便于计算
,

要求

△ 只在 内变化
,

改换形式可得图
。

建议 《斜交 定 向 》放图 的 一 。模关

系取图 或图 的形式
,

则可不需变换座

标
。

举该文例一说明

已 知 二 一
” ’

, , 、 。 ,

’

, 。 ,

由图 可得
, ,

点汁

应地甲 。

和
。

或负
。 , △ 一 。 。

事实上
。

的已知条件是多余的
,

若已

知
,

问题变成求甲 , ,

用作图法 也可得到
。

孔内定向装置的方位角
, 《 抖交定向 》

中提出的方法可归纳为下式
,

即
,

宾 模
“ “ 一 “

。

亦即 真 , 甲 ,
的关系 式

,

这 不 妥

当 ,

应当通过 一 式换算
,

若用

式则 真
。 一 尹 ” 尹 。

木文

所用符号与该文所用符号相对应为 二 日
。 ,

丫 , 一 , “ ,

甲 , 模
。

定向导斜时
,

为了测投到孔内的下半而

定位座相对于原弯曲方向的终点角
,

于

年在 勘探队曾用氢氟酸法测定
。

也可以

用定盘测斜仪来测
。

斜交测斜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

该法的

优点在于扩大了测量范围
,

可应用于更小顶

角情况
,

因为这时仪器误差较大
。

自然
,

计算仅是问题的一方而
,

实际操

作中
,

由于孔内条件的复杂性
,

铸下一次楔

子可改变的顶角及方位角大小是有限的
,

亏卜

往达不到预期的结果
。

在设计中应考虑到这

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