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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岩 价 层真厚度计 算

面
,

已有许多人作了大量的

并提出了各种形式的计

现将搜集到的计算公

文朴提出的公式
一 〔 加

一 角 几一 护

或 二 臼 床
一 角 又一 笋 〕

以上诸公式的符号意义

岩 确 层真倾角
口 一工程线或导线上岩 的 层视倾角

尹一工程线或导线与水平面所夹锐角
,

即工

撰绝或导线倾角或坡度角

一工程线或导线与铅垂线所夹锐角

一工程线或导线方位与岩 确 层倾向所

夹的锐龟

一相遇角
,

即钻孔直线或导线与矿体层面

所夹锐角
,

在岩心上为岩心勿哟与岩 确 层层

面椭圆长轴所夹锐角

中一钻孔偏斜方位与导线 方位所夹锐角
,

式中甲为某侧次中导线倾向方位角

又一 式中为某测次岩层倾向方位角
乙 一工程线或导线上某岩 确 层的视厚度

,

巨煤岩 确 层上
、

下层面在工程线或导线上的

斜距

一岩 价 层真厚度
。

除
、 、

式外
,

上列公式

的缺点已有人作了详尽论添 这三式在形式上与

列氏公式略有不同
,

但属同一类型
。

一个理想的计算岩 确 层真厚度的公式
,

除理论上正确吵卜
,

还要求公式简单
,

便于记忆和

计算
。

笔者认为朱显芝 仁 , 二 提出 二

古公式符合这个要求
。

但古 角的直接侧量问题

尚未圆满解杰 高森 〔 〕采用极射赤平投影法求

占角
,

也较麻烦
。

笔者在朱代公式基础上 利用翻以三 角形原

理
,

制作了 角测 角器 图
。

图中
,

为岩 确
层真厚度

, 月 为岩 确 层层面滋戈
, ,

为 工

程线或导线
, 乙 为工程线或导线上某一段的斜距

,

式列出
,

加以比较
。

列昂托夫斯基公式
二 夕 土 滋 角

波查里茨墓等提出的公式

榷 介
一

竺典 〕。 ,

‘
’

口 一

或 材 二 乙 。 一 了

雷诺夫公式

夕 夕

乌沙阔夫公式

夕士 “一 , ,

雅克仁公式

一

或 一

周启荣提出的公式
二 夕

士 夕

王土提出的公式

材 涛
, 夕 , 风 ,

夕
士

周瑞提出的公式

材 乙 , 士夕
口

口

朱显芝提出的公式

古

俞日们青等提出的公式

床 。

士 禽 甲干 〕

李乘玉提出的公式
士 床

士 月



民媒岩 确 层上
、

下层面在工程线或导线上的

斜瓜 从 △ 中可得出 沙 或材
二 “ 沙 ,

而 和含 互为余角关系
。

层层面或可显示岩层两哟微层理面
,

调整至与侧

角器底盘平行
。

再旋转可变直角三角形
,

并使三

娜衫面 或三角形底边 与岩心上岩 确 层椭

圆面的长轴平行
,

然后调整可变直角三 角形
,

使

三角形的斜边与岩心轴线 或岩心柱面 平行
。

这时
,

三 角形斜边与其底边的夹 角
,

即所求的

图 沙 角侧 角器原理

建艘明角器的结构见图
。

它有一块平整的

底盘
,

其上有一圆弧形缺口 岩心放置孔
,

并安

装了一个与底盘垂直
、

能围绕直 为边旋转
。

的

可变直 角三 角形支架及角度盘
。

图 古 角侧 角器结 构简图

使用方法

在地表岩 确 层露头上古角的测量 将

测 角器的底盘紧贴主岩 确 层层面上 上
、

下

层面均可
,

然后
,

旋转可变直角三角形
,

使其斜

边与工程线或导线一致或重合
。

这时
,

三 角形斜

边与力东边的夹角住晰求的于角
。

在岩心上古角的测量 将岩心放入占焦想弓

角器的岩心放置孔内 图
,

把岩心上岩 确

图 岩心上岩 矿 层 古 角侧 示 意圈

若在测角器上加一个联接架与袖珍经纬仪配

合 使用
,

除能一 次侧得岩 确 层 产状和坡

度妙卜
,

还可直接读出工程线或导线方位角与岩

确 层走向之间所夹锐角 及工程线或导线方

位角与岩 确 层倾向之间的所夹锐角 等数值
。

测 角器的设制
,

基本上解决了占角的直接测

量问豚 这将使较简单的朱氏公式在地表及地下

岩 确 层真厚度的计算更加广泛地被应用
,

以

过到简化岩 豹 层真厚度计算的目的
,

提高工

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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