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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给出了计算高密度电法记录数据对应的空间坐标的详细算法，指出了用!"设计程序时存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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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我单位购买了(套地矿部机电所生产的/01!("多功能直流电测仪，使用这

种仪器可进行对称四极、偶极、微分方法的高密度电法测量。在野外生产中，通过对采集方法

的改进，使仪器能对任意长度剖面进行连续数据采集。这种高密度电法野外滚动采集技术，使

仪器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该仪器所带的软件已不适

合目前计算机的要求了，表现为："数据格式转换程序保存在加密的2英寸软盘上，程序不能

转拷，而目前便携式计算机不带2英寸软驱，使野外生产很不方便；#程序不能一次处理多个

排列的连续数据，界面不友好，用户使用不方便；$程序不带保护性措施，有可能破坏已有的文

件。

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对数据格式转换程序进行重新编制，以提高野外的生产效率，延长

仪器的使用期限。因为野外生产主要采用对称四极法，所以重新编制的程序只对对称四极法

数据进行处理。

( 需求分析

高密度电法仪传到计算机的数据文件是每个记录为(个电阻率值的*3400码文件，文件

中不包含野外布置参数，因此，数据格式转换程序须输入如下参数：剖面中的排列个数、点距、

剖面起始点的坐标、起始层数、终止层数、绘图方向、要转换的源文件名、转换后的目的文件名

及地形文件名。

转换后的目的文件的格式为356789:（或;<<）软件的随机*3400码文件格式。

- 程序设计

程序用!"2)%编程语言编制，包括控件安排和程序编写。

所有要输入的参数都安排(个文本框与之对应；绘图方向使用单选按钮来选择；加入(个

共用对话框来选择文件名，每个文件名文本框旁安排(个命令按钮使用共用对话框；-个命令

按钮分别为执行程序按钮及退出程序按钮。所有相关的参数都用=68>:框架框起。

程序的编写涉及到!，"坐标的算法、文本框输入文本的限制、目的文件的记录格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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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等。

!!" !，"坐标的算法

所谓!，"坐标的算法是指从源文件读到的某记录数据（电阻率值）在空间上所对应的!，

"坐标怎样算。根据仪器的记录方法及成图要求，其算法包括电极点坐标的计算和电阻率值

在空间上所对应的!，"坐标的计算。

"!#!# 地形文件的读取及电极点坐标的计算

程序对地形文件的要求是可选的，如果无地形文件，则按水平地形计算。地形文件是#个

$%&’’码的随机文件，文件的记录为#个整数和#个实数，数据之间用空格隔开，其中整数记

录了电极的序号，实数记录了该电极的高程。

地形文件不要求包含所有电极的记录。如果没有记录，则按水平地形计算；如果没有第一

根电极的记录，则第一根电极的高程为"(；如果没有最后一根电极的记录，则最后一根电极的

高程等于前一个记录电极的高程。一般而言，地形文件应含有地形的所有拐点处电极的记录。

程序中定义了)个动态数组，其中!#$%&（），"#$%&（）用来存储每个电极的坐标，’#$%&（）用

来存储地形文件中的电极序号。

如果无地形文件，则：

!#$%&（’）(!()*+,（’-#）,.!； "#$%&（’）("(
’(#，"，///，0

这里，’是电极序号，!(，"(为剖面的第一根电极的坐标，.!为点距，*+为绘图方向因子（#为

正向绘图，*#为反向绘图），0为剖面中电极的总数。

如果有地形文件，则打开文件，读取记录’#$%&（’），"#$%&（’#$%&（’）），并记下文件的记录总

数1，然后关闭文件。

对第’个记录到’+#个记录间计算电极间的高程偏差."
."(｛"#$%&〔’#$%&（’)#）〕-"#$%&〔’#$%&（’）〕｝／〔’#$%&（’)#）-’#$%&（’）〕。

在电极序号’#$%&（’+#）到’#$%&（’）间计算!#$%&（）、"#$%&（）

!#$%&（2）(!#$%&〔’#$%&（’）〕)*+,〔’#$%&（2）-’#$%&（’）〕,.!；

"#$%&（2）("#$%&〔’#$%&（’）〕)〔’#$%&（2）-’#$%&（’）〕,."；

2(’#$%&（’）)#，⋯，’#$%&（’)#）-#。

至此，所有电极点的坐标都计算出来了。

"/#/" 电阻率值所对应点的坐标的计算

对排列数为3$45$，起始、终止层数分别为6*73*85$，&0.85$的剖面，分"步计算：

首先对前3$45$*#个排列进行计算。如果排列数3$45$!#，则

9 (8$0&:$%&5$-&0.85$,)；

9#(9,（1-#）， 1(#，"，⋯，3$45$-#。

其中，8$0&:$%&5$,-(，为#个排列的电极数。对第1个排列

9"(2./0"； 0(2,)／"； 9)(9#)123（0）；

2(6*73*85$，⋯，&0.85$， ./0为取余，123为取整。

对第1个排列第2层

!(〔（!#$%&（’)9)）)!#$%&（’)9))9"）〕／"
"(〔（"#$%&（’)9)）)"#$%&（’)9))9"）〕／"-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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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源文件中读取!个电阻率值!，并在目的文件中存储"，#，!。循环以上过程。

然后计算第$%&’%个排列（最后!个排列）。如果$%&’%"!，则(!"#，否则(!"(!
$(。对最后!个排列

(%)*&’(%； +)*,)／%； ())(!-*+,（+），

.)/%+01%20’%3*,)， *)456$5/’%，⋯，0+7/’%。

对第*层

")〔"8%20（9-()）-"8%20（9-()-(%）〕／%
#)〔#8%20（9-()）-#8%20（9-()-(%）〕／%3+,7"｛ 。

9)!，⋯，.
这时从源文件中读取!个电阻率值!，并在目的文件中存储"，#，!。循环以上过程。至此，完

成了所有数据的转换。

!:! 对文本框输入文本的限制

文本框可以输入任何文字，但排列数、层数只能用正整数，点距、起点坐标只能用正实数，

程序中编制了%个函数对这些参数进行了限制。应置地形文件、源文件文本框的-+./01属性

为2.031。

!:" 目的文件的记录格式

45中对随机67899码文件记录中的数据提供了一定的格式（2’:;.,函数可提供转换），

但没有直接的右对齐记录格式，程序编制了!个函数以使目的文件中的记录数据在段间具有

右对齐记录格式，便于对数据进行比较。

!:# 错误处理

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某些错误是难免的，如磁盘写满、驱动器未准备好、磁盘写保护等，

因此本程序加入了错误处理器，以俘获错误并给用户提示，待错误处理完成后，再恢复执行程

序。

) 结束

本程序在45<:#企业版下编译通过，可在=*+(’>3?<／?@操作系统下运行。程序对自然

序列模拟电阻率文件，在不同排列、不同地形文件的条件下，试算结果与原程序结果完全相同。

程序在编写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程序中点距按水平距7"计算，但实际上野外布置

点距却是斜距72。如果地形起伏较大，则成图剖面长度与实际剖面长度的偏差就较大；"程

序中电阻率值的记录点坐标是按;’的中点坐标往铅锤线方向偏移<=／%处计算的；而另一

种算法为先找出供电电极<，=处的坐标，在其连线的中点作垂线，在该垂线上算出距<=中

点<=／%处的点，则该点就是记录点的坐标。这%种算法孰优孰劣呢？

针对以上问题，程序将在今后的版本中加入对上述算法的选择，以供用户根据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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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和图M分别为.N344?时的实测曲线和对.N1J4?数据进行校正以后的曲线，可

以看出，两者重合得非常好。

上述方法很容易编成程序，只需输入!及.值，便可对实测数据进行自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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