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

已知 夕 、 ,

才 月 ,

求得
,

巨互 巨亚困 〔亚团 匡亘困

,

国区 。【玉亘到
本文所用数据都取了整数

。

经过试验
,

求地层断距和求总滑距
,

用电算器与用其他方法比较
,

显然精度很高
,

速度也相当快
,

尤其是当 十算器上有现成的有关程序并重复计算同类型的课题
,

效果更为突出
。

应当指出
,

本文探讨的内容还不完善
,

限于求直移运动造成的断距
,

对于求旋转运动造成的断距
,

因涉及到旋转轴的产状和所处部位
,

旋转角度
,

甚至弧形断层面的曲率和半径
,

尚须增列公式
,

加编

程序
,

在此从略
。

参 考 文 献

里 毕令斯 构造地质学 张炳熹等译
,

匕京 中国工 业 出 版 社
,

年
,

第 一 , ,

贞

一 ,

二
, , 一 , ,

【 〕徐开礼等 构造地质学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年
,

第 一 贞

〔 」库什纳列夫
,

确定断裂的方向和断距 矿 田和矿床构造 秦国兴等译
,

北京
,

中国工业出版社
,

年 第

贝

〕 川
,

·

一 几 一 叨 阳 一 “ , 《 月 》, , ,
·

《

〕
’

何绍勋 构造地质学中的赤平极射投影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年
,

第 一 贞

〕张伯南等 成都地质学院学报
,

, 第 期
,

第 一 钧 贞

用共辘剪节理计算及绘制主应力

图解的 语言程序

高 德 臻

武汉 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一个区域某一构造运动时期的应力分布状

态
,

一般是用测量到的同一应力场作用所形成的

共扼剪节理的产状求解出三个主应力轴的空间方

位来表示
,

这是反演古构造应力场时经常应用的

方法
。

目前利用极射赤平投影的方法来分析古构

造应力场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

本程序即按

极射赤平投影原理
,

根据共扼剪节理的产状用

一 随机 语言来求解三个主应力轴

的产状及绘制主应力图解的
。

计算原理

共扼剪切破裂面与主应力的几何关系及其

在吴氏网上的极射赤平投影特征 图

共扼剪切破裂面的交线方向
,

就是中间

主应力轴。 的作用方向
。

同理
,

如果两平面 如

褶皱的两翼 相交的交线即为两平面的交面线理

如褶皱的枢纽
。

设共扼剪切破裂面的锐角夹角平分线的

方向为最大主应力轴。 的作用方向
。



, 图 共扼剪切破裂面与主应力轴关系 左 及极射赤平投形特征 右

设共扼剪切破裂面钝角夹角平分线的方

向为最小主应力轴口 的作用方向
。

极射赤平投影的几何关系与解析式

大圆弧的作图圆心与作图半径的平面关

系见图
。

‘ 一 ,‘ , 一 。 ,

命
, ’ ‘

小圆弧的作图圆心与作图半径的平面几

何关系见图
。

入

图 大 圆弧 图 小圆弧 与作图圆心及作图

的 几何关 系

与作图圆心及作图半径

据何绍勋

在图 中
,

沪产 , 、

弧 尸 的倾角

为基准圆的半径 为大圆

乙 注 匕附 月 为大

相当 于

为小
尸 、

圆弧 的作图 圆心
,

的 坐标 为
,

为大圆弧反孙 的作图半径
,

月 线段长

半径的几何关系 据何绍助

在图 中
,

为基准圆的半径 笋

直立平面 的纬度余角
,

乙 口 二 笋

尸、 二

圆弧 的作图圆心
, 石 的坐标为

, , 共
《巧尹

附 为大圆弧的倾向方位角
。

尸 、

为小 圆弧 的作图半径
,

声
。

线段长为

大圆弧的解析几何方程为
一 一 茂

小圆弧的平面解析几何方程为

一 妙 一

二

份牛丁 ,

夕

犷

笋
笋

当大圆弧的倾向方位角为正东
。

时
,

由

式得

计算步骤

根据两共扼剪节理 或两相交面理 的产



,卫, ,卫

勺

状
,

依 式确定两个大圆弧的方程 和
。

将方程 与 联立求解并利用 式即

可解出中间主应力轴 或交面线理 的产状
。

根据 的产状确定与 成
。

角距的大圆

弧的方程
。

将方程 分别与方程 及 联立求解
,

得

出大 圆弧 与大圆弧 及 的交点 , 和 在吴

氏网上的坐标值
。

将 , 和 的坐标值进行旋转变换
,

即相

当于将大圆弧 旋转至使其倾向方位彻
“

时其

上的 , ,

的坐标值
。

依 式即可解出旋

转后 , ,

所处的吴氏网小圆的纬度余角值尹, ,

尹,

根据尹 与笋 的差值 即可确定最大主应

力轴州 与最小主应力轴 气所处的吴氏网小圆的

纬度余角值价
,

笋
。

将大圆弧 的倾角及笋
,

笋。分别代入

式和 式
,

并依次将 式和 式联

立求解
,

即可得出 ’与 气在吴氏网上的坐标值
。

将 ’
,

的坐标值进行旋转变换
,

即相当

于将大圆弧 恢复到原来位置
,

就可得出最大主

应力轴 及最小主应力轴 在吴氏网上的真正

坐标低
将

,

的坐标值代入 式即可解出
, ,

的产状
。

程序说明

本程序有三种解题及打印类型 即
, ,

当 时
,

可求解 、, ,

。 的产状并打印出应力图解 当 二 时
,

只求解 。 , , , 口 的产状 当 时
,

只求解交面线理 的产状
。

输入数值的代号

一 主应力图解的基准圆半径
,

由使用

者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

但由于 一 机打印

纸的宽度以及打印笔的打印精度所限
,

值最好

选在 《 尺《
,

即 毫米《 双《 毫米之间

为宜

邢 ,

一第一个面理的倾向方位角 一
“

,

一第一个面理的倾角 一
“

附 一第二个面理的倾向方位角 一 “

一第二个面理的倾角
” 。

解题及打印类型的变换

变换的方法有两林 当程序开始运行时
,

窗口显示
‘ 二 , , ” ,

此时使用者可

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

并将选好的类型数字键入计

算机 当窗口显示
‘

,
”

或
“

甲 , 二 ”

时
,

键入 则窗口即显示
‘

, 二 一 , , ”
以供

选择
。

这就给使用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

例如当使

用类型
,

解完。 , 。 , 。 的产

状并打印出应力图解之后
,

使用者想使用类型
,

则只要在显示
“ ”

时键入
,

在显示
“ , , ”

时键入 即可
,

不必重新启动机器
。

当显示
‘ 二 , ,

”

时
,

若使用者不再计算
,

则只要键入
,

程序

就 自动结束出现提示符
“ ” 。

同一种类型的连续运算

本程序为多组数据的连续处理提供了方便

当 且上一组数据已处理完毕时
,

窗口即显示
‘

, 二 ”。

这时只要键入处理下一组数

据的基准圆的半径值即可仍在 二 类型下

继续运算 当 二 或 且上一组

数据已处理完毕时
,

打印纸将自动提升两行并在

窗口显示
“ 附 , 二 ”。

这时只要键入下一组的甲 数

值即可仍在 二 或 类型下继续运算
。

操作步骤 以 二 为例

步骤 输入 显

附 二

,

附
, 二

注 释

启动运行程序

选择类型

确定应力图解的基准圆半径为

第一个面理倾向方位角为
。

第一个面理倾角彻
“

,‘,月任



第二个面理倾向方位角翔
。

第二个面理倾角翔。
“ ,

等待打印结果八丹

一一一一八肉

三种类型的打印结果

三二
二

夕

二

二 夕
二

丫 二

夕日

日
二 碑
二 夕

夕

日
日

夕

日

一︸,
·

前两类型产状为使用者所给的两共扼剪节理

或相交面珍 的产状
, , , ,

儿分别代表。 、 ,

程

口

序

尸 ” 声 ,

, ‘

「 二 已

十 礼二 日
二 仑 色

,
卜

一

二 〔 「

尺二 门

尸 ” 二 ’

夕

, 已 尺介尸
,

一

已
’

二 丫二 二

二

“ 与尺 二

礴 生、尺本马 日 二

尺东
确 ‘ 目 冰 , 丫 一 吸减

, 丫 城二只 二丫
二

丫

日 尺 ,

尸 闪 ” 十 ”

口 只 白 ,

仁 日
, 》

三

一 「 二 上夕
,

一 ,

日
‘

下 护 ”目 二 , ,

日 二 〔尺

三 ‘ 〔 , 一 。
,

日 , 日

户

日 户 ‘’ 二 ”

厂 二

“ 〔
卫 〔 目二 二 口二

日 日
夕 仁丫 尸 二户 二

时 ”目 ‘ ” 矛
’

勺 二 ” 矛

日二 “

卫 二 厂 二

呜 乞 械二 二

日 日
咚 只 忿 ”

只 二 二

日 日日

日 日

峪 尸 目 二

‘ 〔

日 ‘ , 一

户 ” ”

,

目 二 日 〔
‘ 仑 二 ‘

日
夕 目

二讨一 日二 二

日 目 ‘ 〔
‘之 目 ‘ 二

二 呜

息夕 夕 日

二 二

日 〔 议 二 二

日 二 二

仑
飞砂 飞

二

夕日
仁 二 王

二

日

〔 二 一

勺 日 斗 日

嘴 色 〔
’

又 二 一 日

〔 二

臼
己 攀 一

岑

咤 二火冰 妙令 东

日 〔
玉 ,

一 · 日
一 一

戈 一 斗

〔
”
日

‘,

厂 之 日 卜坦
日

’

入二 丫韶

二目 二

二

二

二 二 只军 妙
一 常

忿 “ 冰 玉 本



日, ,

二 仁 夕

夕 ,

〔 ,

一 , ,

夕 ,

夕 日 亡
”日

夕 〔
”日

‘

月夕 二 “

刁
已 “ 目 二

日 〔叹

尺 叼

斗

礴 〔
” ’

二

尺 丁 尸 ” ’‘

夕 二 〔
‘ , 二 ”

石” ” 刁 ‘「

〔 二

刁日

「 已
” 二 ‘

尸
’‘ ‘ ,

分 卜

丁 ” 二 ’‘

尸
’‘ ” 二

户
‘, 二 ‘ ,

三” ” 叼

” 二 ” 尸
’‘ ” 寸

厂
“ 刁二

·

‘’

三” ‘ ,

夕 工 二 下少

〔 二

日分

日 「 〔
二

分

嘴 二

二

〔 己 一

日 二 日 仁钊

〔 二口 一

日 自 二 军 山

亨 自 ” 寒

目 半 自

臼 二

自 ‘ 冰 目

常 自 日 二 冰

目 常 自
二

魂 〔 卜二 八 、

八 小自 八 一 自 八 干

八 一 八 米

自 一自

日 二 一 自

自二

月 二门一 自
二 八 厂二

米 米 常 二

户 八 一 八

“ 一 八 魂

水〔冰 布〔
火 二口 宋

月 丫 二 一 一 八 一 月

宋〔宋 宋〔
咚 日 冰 二目 军

闷 日 八 产

二 〔
二 丫

咚 已 二

〔
日 丫二 户 洲

亡 目二 二目

二日自 洲

〔 目已

二目

目二自 目二

自 目 二目

自 习

丁 目二目

日 自

〔 目二 一 只

孟 「 自

目“ 一 目

已 自 丫 仑

〔 目二 日干讨

〔 自二

一 自‘

自 自

二 一 军自

自 二

自

士月巧 目二 目

〔 二

日

日 户 目 〔 目二

议 二 日一目
二 日 〔 二

日 二 冰 山 日
二 本 目 日

日二 水 自 冰

目 二 岑 户 军

目

夕日 水 目 日

丫二 冰 目

一 ,

〔 一 , 丫 一

, 一 , 日

夕 一 ,

冰 二门 军

目
二 卞

目 日
目 自 一 寒

夕
一 火, 一

一 ,

减 二 口二 目
一 寒 》

夕
二

二口‘

日 二 日,
二 一

日 自 】二 拿 自 口 二

日 日 二 二

常 自

日 门二 产 一 八 一 自

八 八 军
二自

〔二 八 厂“ 一 半肠

冰 斗 水自 二自 产

日乃 一 八

二 六 一

,

‘

州月⋯

⋯
夕 日 厂 目 巴 自 汇勺 冈

〔 〔
二 吃 一 夕

目“ 仑 闪

丁 二 丫二 丫

呜

夕 润二 夕 〔

了 “ 丫二 丫

夕月

火冰 礴 水

夕 ,丫冰 一

岑只

夕呜 二户 常 冰
八 八 干

夕

月 二户 常 冰
产 八 。夕、

夕 日 〔 卜

作者撰写此文的本意是与致力于在构造地质

学研究应用中对软件程序开发的 同行们进行探

讨
,

为地质数据处理的 自动化作些工作
。

本文经李东旭蔺嫩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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