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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钻孔中各控制点的空间坐标及其在勘探线

剖面上的投影位置
,

是综合核理勘探资料的重要一

乐 以往认为 每个测斜点的测斜数据是有其影响

范围的
,

此范围乃是诊冰吐斜点到其上
、

下两相邻测

斜点距离的一半
。

这种点称之为控制点
,

杆邻两控

制点的连线
,

称为控制深度增量留
, 图

,

即某

测斜点 的测斜数据影响了△ ,

的 长度
,

换句话 兑
,

在 △ ,

范围内
,

都用 点的测斜数据代表

为了解钻孔中各控制点的空间位汽
,

须计算各

控制点的空间坐标
, , , , , 又为了解各控制

点在勘探线剖面上所相当的位咒
,

还需将各控制点

以一定的方式投影到勘探线剖面上
,

以求出沿勘探

线方向 的横坐标
, 及纵坐标 即偏离勘探线的

距禽 犷 , 。

以往由于钻孔经过处的岩 矿 层产状

很难确定
,

通常总是假定勘探线方向 垂直于各岩
‘矿 层的走向

,

因而可用正投影方式将各控制点

投影到勘探线剖面七
幕于 上述思想

,

在具体工作时
,

常用几何作图

法
。

然而几何作图法不仅速度慢
,

情度低
,

而且还

要作各种辅助线 这些辅助线在最后又须擦掉
,

使

图纸不甚核洁
。

为此
,

有人根据其几何关系
,

用计

算公式计算出各坐标及其投影
,

这本是一种改进
,

但又因计算手段不够先进
,

计算效率很低 虽然也

有人用事先设计制好的算图 投影网 以直接根据

测量数据量取长度而作图 但 算图的精度有限
,

又会导致制图精度不高的缺点
。

为克服以上诸法的缺点 使制图速度快
,

情度

高
,

图纸整洁
,

本文提出以 下计算方法供使用
。

控制深度增量 △ , 的确定

八一几红,

一一
‘

乙

︺口
侧料点

控翻点及其 号

洲料点的深度

户 侧扭点处的方位角

潇拼点的天顶角

相邻翻拼点的 中点 才少
、

,

、

沪, · ‘

从 图 可知
, 一 的 长度为

,

其一 半为
。

这前一半 就是 号控制点深 度 增 最

△ 。 ,

即 △ 二 , 后一半
,

是 号控制 点

的深度增量 △ 的前一部分
、

, 一 长度为 一
,

其前一半
一

与 一 段的后一半 之和
,

就是 号控制点深

度增量口
,

即 △ 二 一 十 二 ,

所以
,
△ 二 。

而 , 一 的后一 半
一

又是 号控制点的深度增量 △ 的前一部分
。

一 的长度为 , 一 ,

其前一半 一

它与 一 的后一半 一 之和就是 号控

制点的深度增量 国
,

即 △ 二 一

,

一

碑
二 一 ,

所以 么 二 ,
一

。

而 , 的后一半 , 一 又是八 , 的前一部分
。

用同样的方法
,

可递推出
八 〕二

一 △八 二 , 一

⋯⋯

△八 二

一
。 一

》 。

但是最后一个控制 点 的

深度增皿 △ 显然应为
△ ,

一 一
可以肴出

,

除 。号
、

号及最后一号控制点的

深度增量分别为
,

及
。 一 。 一 外

,

中间各控制点的深度增饭都是有规律的
,

它们为

△ , ,

一
, , , 二 ⋯

, 月 一

下面将用这种控制点的深度增最计算其空间坐

标增量 么 , ,

△ , ,

△ , 及其在勘探线剖面方向的

横坐标增量 △ ‘

与垂直于勘探线方向的纵坐标增

袱么 ‘ 。



各控制点的坐标增量

及其投影计算

如图 所示
,

不难证明各控制点处的坐标增量

吞丫, ,

丫
, , 仓 , 及其在勘探线方向 的横坐标增

量酥少,

与垂直于勘探线方向的纵坐标增量今夕 , 。

其

计算公式如下

△ , 二 △ 一 ,

八 , 二 △ ‘ ,

护
‘ 一

八犷
, 二 八 , 。 , 尹

, 一

△ , △ , , 尹,

么 , 二 △
, ,

笋
,

式中 ‘一第 个测斜点处的天顶角
。

成 , 成 。

护, 一第 个测斜点处的方位角
。

气 尹
,

、
。

国
‘ ,

么 , ,

八 , ,

△丫
,

△
, ,

△叱 之意义如

前述
,

值得注意的是
,

若 △片 为正值
,

是指向勘探

线方向 的右侧 顺时针方向 增加 若 △ 为负

值
,

是指向勘探线方向的左侧‘逆时针方向 增力压

其他各种增量
,

也要注意其正
、

负符号
,

以便用以

作图
。

各种增量的电子计算器计算程序

以上各公式
,

若查三 角函数表用手工计算
,

显

然是较麻烦的
。

考地咧电子计算器已较为普及
,

日

本夏普公 司的产品
二

一
“

型 计算器性能

良好
,

我国广州生 产的
“ ”

型及大连生产的
’

一
”

型电子计算器
,

其性能和用法又和日

本
“

一
”

型完全相同
,

这类计算器市上供应

较多
,

许多地质单位都有
,

为此
,

特按这类计算器

的性能
,

设计一个计算上述公式的程序如下



一 一

‘

将开关从

将开关置于 匡
一

可面 及

然后按以下各键
二 〕

〕

匡五面 搬到 厄石丽不一

位工处

卜
,

他不动

, 风〕

加 上
,

其

然后按以下各键
,

价。 △ 。

笋 △

其中
,

价
, , 么 , , ,

为实际数字
。 〔显示 △ 。 〕

显示 △ 。 〕

显示 △犷 。 〕

显示 八 。

显示 △ 。 〕

显示 八 〕

显示 △ 〕

显示 △犷

显示 么 〕

显示 △ 〕

按此方式计算下去
,

则可求得全部增量值
。

如果不想先算出么 , ,

直接用原记录深度
,

进

这种计算方式
,

须要事先根据各测斜点的深度 行计算
,

则可用下面的方式愉入数据
‘算出 △ , ,

才能进入程序计氮
阿面面 画百万 在这后面的按链与第一种方式相同

价。 。 显示 八 。 〕

显示 八 。 〕

显示 △犷 。 〕

显示 么 。 〕

显示 八

户 十 显示 八 〕

显示 △

〔显示 么

显示 么 一

显示 △ 〕

价 , 一 二 、 二 显示 盛 〕

〔显示 么

显示 仓 〕

〔显示 八

〔显示 么 〕

户 一
二 , 二 , 显示 么 ,

显示 八 , 〕

〔显示 么犷 , 〕



显示 △ ,

〔显示 八 」

户 一 一 于 二

我们用第一种计算方式举一实例
,

计算如下

设某勘探线方向
‘ ,

此线上有一已

显示 么

显示 么 、

〕

〔显示 △ ,

显示 △
,

〕

显 后△
。

施工的钻孔
,

其测斜结果列如下表
,

澎批各控制点

的各种增量
,

并将计算结果填入表中相应各栏
。

侧侧 拱拱 原 始 数 据据 增 计 算算

点点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侧侧侧 一深度度 方位 角角 天顶角角 么 仓 么 △ 仓

了

‘‘ “ ,, 一 一 〕

“ 尹尹 “ 产产
一

“ ’’ 产产 一

尹尹 “ 矛矛 一

’’ 尹尹 一

了了 “ ’’ 一

解

,

巨亚

‘

二

《 《

〕‘ 今 洲〕

净

才

《洲 〕 ,

二 〕

」

一

一

二

二 〕

二 一 」

二 〕

口巧,入琅乞生

干 二 ·

一 二 二

一 、

△ 。

八

八厂 。

〔八 。

△

〔△

【砂
〔八犷

八

么

△ 二

仓 二

△犷

△

△

众



一 二 于

一 二 干

仁么 , 二

么 , 二

八 , 二

△

八 二

么 二

【八 二

么 二

合 ‘ “

八 , 二

〔酬
, 二

八 , 二

八 , 二

仁八 二

〕

一
〕

〕

二

」

一 ,

刁

〕

〕

一 〕
一

至此
,

此钻孔计算完取
若还有其他钻孔要计算

,

也可接着按此方式计

算 不必再在 匣巫 ⋯下按键

计算至此
,

读者定会深切地体会到
,

用此种计

算器的计算程序计算
,

其计算是何等的快速
、

方便

和精确

制作勘探线剖面图时
,

只需分段地用 △ ,

为横

坐标
,

以 △ , 为纵作标
,

就可定出钻孔中各控制点

在剖面上的位置
,

然后将它们用光滑曲线连接起

来
,

即是钻孔曲线在勘探线剖面上的投影 制作

各控制点的平面分布图
,

或钻孔的水平投影图时
,

只需分段地用 △ , 为横坐标 沿着勘探线方向
,

以

么 ,

为纵坐标描点即可 也可分段地用么 ‘为横坐

标 沿着 方向
,

以 △ ,

为纵坐标描点
。

显然这样

作图
,

不会有多余的辅助线需要擦去
,

图纸必然是

清洁的
,

其精度也是很高的
。

以往算法的问题
一

匕述计算方法
,

是基于测余擞据影响上
、

下相

邻两测斜点距离之半的思想下推出的计算公式和计

算程序
。

由于 目前生产上大都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下

进行工作的
,

为适应需要
,

本文只是提出了它的快

速算法
。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主思想基础是没有缺点

的
。

从图 可看出
,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作出的图
,

其钻孔的空间位置和形态已有所歪曲
,

虽然图 所

示控制点还不是最终的控制点位置
,

但由于是以一

段段折线代替了本来是光滑的钻孔曲线
,

最缈占果

必然也会被歪曲
。

可以想见
,

测斜点越稀
,

其歪曲

越大 钻孔越深
,

方位角和天顶角变化越大
,

其歪

曲必然更大
。

为解决此问题
,

可以有两个方案 其

一是增加测斜点的密度
,

从微分的观点看
,

可以减

少误差
。

但笔者认为
,

最好还是舍弃原先的思想荃

础
,

即不用上述控制点和折线相连的指导思想
,

而

从钻孔本身就是光滑曲线的前提出发来导出计算方

案
,

再考虑倒深处各岩咬确 层的产状而进行计算
,

这样
,

定会使钻孔空间位置更接近于实际
。

有关这

方面的具体算法
,

限于篇幅
,

在此不作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