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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测斜资料的一般整理方法是做 出并

轴水平投影图和垂直投影图
。

实践中
,

我们

发现此法有些缺点
。

做井轴水平投影图时
,

确定一个点的位置
,

在使用原始数据上有些

混乱
,

有的用上测点的数据
,

有的用下测点

的数据
。

再者
,

由于丈量
、

标定等 技术原

因
,

做出的图件略有误差
,

不易检查
。

做井

轴垂直投影图时
,

岩层走向不好确定
,

且不

说火成岩 就是沉积岩的 产 状
,

区 域与局

部
、

矿区与钻孔处皆有差异
,

而至今钻孔中

测量产状的工作又很少进行
,

故垂直投影图

就很难做出
。

针对上述问题
,

经过反复实践

研究
,

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
,

我们制定了用

坐标表示钻孔井轴位置的新方法
。

钻孔测斜资料的使用

目前在钻孔测斜工作中
,

只能用点测的

方法
,

还不能做全孔连续观测
。

显然
,

点测

是有限的
,

不能全面表明整个钻孔弯曲的实

际情况
。

但利用有限的点测数据更客观地反

映钻孔弯曲的真实情况是可能的
。

在一个测点上所测数据所能代表的那一

段井段
,

我们称之为该测点的控制井段
。

这

一井段应为本测点与相邻上一测点之中点至

本测点与相邻下一测点之中点间的距离
。

本

测点所测数据与其控制井段构成本测点参数

计算的一个单元
。

如图 所示
,

井深 米

处所测顶角
“ 产 、

方位角
“

所代表的范

围一控制井段是 米至 米
,

而不是代表

米至 米或 米至 米的那一段井斜

情况
。

换言之
,

控制井段长为 米而不是

米或 米
。

我们 认为
,

这样规定 比较符合 实际情

况
,

计算结果比较准确
,

避免了 由于数据取

舍混乱而造成计算结果偏大或偏小的现象
。

测点所测数据所能代表的最大井深我们

称之为该测
副

氛数据的控制井深
。

显然
,

控制

井深是控制井段的下界 , 控制井段亦即相邻

两控制井深之间的距离
。

如图
,

井深 米

处所测顶角
“ 尸 、

方位角
。 ,

其控制井深

是 米 井深 米处所测顶角
“ 产 、

方

位角
“ ,

其控制井深是 米
,

控制井段

是 米
。

对于最后一测点
,

其控制井深可据

实际情况控制到井底或某一 目的层
。

由控制井段和控制井深两个概念可知
,

我们的计算结果是以控制并深为基准的 ,

而

不是 以实测井深为基准
。

坐标法整理钻孔测斜资料

众所周知
,

空间任意一点的位置都可以

用不同坐标系来表示
。

对钻孔中某一点的位

挂制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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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号
。

以第一控制井深点的坐标
, ,

为原点
,

照 的方法
,

以第二控

制大段实测方位角 和计算偏距 确定第

二控制井深点
,

并计异
一

出第二控制井深点相

对第一控制井深点的坐标增最
,

以及第二控

制夕深点的坐标
, , 。

以此类推
,

计算 出所有控制井深

点的坐标
。

用各控制井深点的坐标
,

分别计

算各控制井深点与井 口原点的相对实际距离

和方位角日 图
,

计算公式如下

侧
。 一 。 。

一 。 一 。

置
,

我们用极坐标和直角坐标表示
,

从而求

出井轴各控制点与井 口 的相对坐标位置
。

具

体方法如下

与做井轴水平投影图方法相似
,

分别逐一解以实测顶角读数与控制井段为斜

边组成的直角三角形
,

求两直角边的长一偏

距与垂距
。

这里垂距即为高程坐标 的增量

△
。

如图 所示
,

在直角坐标中
,

以

井 口 坐标
。 , 。 为原点

,

以 轴方向

为北
,

以第一控制井段实测方位角 , 为角
,

计算出的偏距 工 为长
,

定出第一控制井深

点
。

计算出第一点相对原点 井口 坐标 的

坐标增量 △ , 、

△
,

计算公式如下

△ ,

△ ,

△ 已由 求 出
,

那么第一控制并

深点的坐标就可确定
,

计算公式如下
, 二 △

。 十 △

。 一 △

需说明的是 ①方位 角。是 一个 象限

角
,

其函数有正有负
,

故 △
、

△ 都有正负

号间题
。

②为计算简明
,

求垂距 △ 时一般

取正值
,

但井是往下 延伸
,

故计 算 时用

亿 △
。“ 十 △ 。

显然 只能取正值才有意义
。

日
△ 。

△ 。

查三角函数表求出日角
,

并据函数符号

确定象限
,

得 出方位角
。

至此
,

资料计算整理

工作完成
。

‘‘

为进一步说明该方法
,

我们利用某矿军
一 号孔的实测数据为例

,

做一计算

整理
,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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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终孔 深度 米

实践证明
,

用坐标法 整理钻 孔测 斜资

料
,

可以省去麻烦的作图法
,

避免了作图中

产生的误 浩
,

提高了精度
。

另外
,

整理出来

的数据对了解目的层位置和绘制各种地质图

件
,

提供了很大方便
。

其缺点是计算较为繁

琐
,

但可用对数运算法弥补这一缺陷
。

定 向 取 心 的 图 算 法

高 森

本文提出由单个 垂直 或倾 斜钻警孔取得

定向岩心以确定岩层或矿体产状要素的图算

法
,

所用工具是地质人员熟习的极射赤平投

影网 昊氏网
。

定向取心对地质构造和岩

组分析有很大意义
。

对于产状稳定的层状或似层状岩矿层
,

不取定向岩心
,

利用单个倾斜钻孔取出的普

通岩心确定产状要素
,

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

《矿山技术 》
, 了 年

,

第二期
。

下面

扼要举例说明
。

‘

如图 所示
,

钻孔与地层同倾向
,

地层

倾角日
。 ,

钻孔二测程项 角
, 。

。 ,

二 。 ,

方位变化 △。 二 ,

迂层角 轴心夹

角 的通式丫 。 一 日一 , 丫 。 一 日一 ,

“ , 二 一 日一 。

作 极 射 赤

平投影图
,

取 。点为中心
,

在 横 轴 上 取

和 值
。

我们知道
,

取 出岩心 后
,

对 第一

测程
,

构造层面 的 倾 斜 线 相当椭

元长轴 倾向的方位为 一
“ ,

其轨迹构

成同钻孔轴线夹角为丫 ,
的元锥 体

,

在 赤平

投影图上为直径等于 、,

的 元
,

作 图 中心

为
。

同理
,

第二测程 的投 影 元直

径为 丫 ,

作图中心为
。

二 元 锥 的公交

线 外切线 就是岩层的倾向
·

,

角距

。
。 一 ,

可测得倾角。 二 ” 。

若层面反倾向
, , , 一

“ , 丫 ” 一 日 二 “ ,

则 点

落在 点左侧 图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