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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真厚度计算的改进公式

何 昌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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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联列晶托夫斯基关于岩层真厚度的计算公 式 为
� ” 二 �

·

�“ ��
� · “ 。 “ 声

’ “ �� 夕

士 。
�� � · 。 �� 声�

。

笔者将列氏公式中测向与岩层走向的夹角夕改为测向与岩层倾向的夹角 。 �

并将式中的
“ 士 ”

法改为统一的
“ 十 ”

法
。

改 进 公 式 为
� � 二 �

·

���� “ · “ 。 “ 声
·

��
“ “ �

“ “ 。 � · “
�� 声�

。
改进公式有两个特点

� �
�

适宜用普通函数型和程序型计算器或计算机作为运算

工具
，
连续运算

，
避免了小数位的取舍以及查表等精度影响

，

提高了计算精度
， �

�

测量数据与

计算输人数据完全一致
，
从而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

。

自从苏联列昂托夫斯基关于岩层真厚度计算公式传入我国以来
，
一直为我国广大地质

工作者所接受和使用
。

后来叶东虎 ������编 写 了一本 《 岩层真厚度计算手册 》 ，
简化了

计算手续和提高了工作效率
。

但是
，
上述两种计算方法都必需在计算前对每一地段露头的

几何图形作一次繁杂而又容易出错的判断
，
这对初学者来说就更为头痛了

。

为了克服这一

弊病
，
笔者在列昂托夫斯基公式的基础上

，
以数学推理方法为依据

，
推导出一个统一的计

算公式
，
用电子计算器 �机 �作工具

，
为更加简化计算手续

，

提高运算速度和运算准确性

提供了依据
。

�一�公式

改进后的公式为
� 。 二 �

·

�成 � �
·
���刀

·

式中
� 哪一真厚度

�一斜距

�一岩层倾角

夕一地形坡度角

�二� 公式由来

改进公式是根据苏联列昂托夫斯基公式

推导而得
。

�三�主要改进点及依据

�� 首先将列氏公式中���向与岩 层 走

向的夹角夕 �� 十 ��
“
�改为测向与岩层倾向

间的夹角 。 ，
如图 �

。

两者的三角函数关系

为
� “ ��夕� ��“ ���一 夕�� ����

、

���第二步
，
改变列氏公式中的

“ 士 ”

法为统一的
“ � ”

法
。

这样就可以大大简化

���。 � ����
·
���刀� “ · · “ · ” ……①

�一剖面测向 �方位角 �

�一岩层倾向

�一剖面测向与岩层倾 向 间 的

夹角
， � 二 通 一 �

叨 � �
�

���� �
·
���声

�
���夕士 ����

�
���刀�

杨、一向图飞
、一倾物、一层毒、一岩犷���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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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前用露头几何图形去判断该用加法或减法等麻烦手续
。

主要依据如下
。

由公式① ，

令
� 二 一

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②

犷“ ����
·

爪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③

娜 二 �
·

�� 十 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④
因此

， ④式可以这样理解�

某一地段的岩层真厚度
，
等于该地段斜距与� 、

李两三角函

数代数和之积
。

所以� 、
夕函数值就成为直接影响真厚度的主要因素了

。

现在我们来看
�

�
�

由于②式中引� �和���声的值始终保持正值不变
， ，厉���。 的值

，
则视部面测向与

岩层倾向之差的不同而有正负之异
。

当。 � 士��
“

时
， � 。 。 。 的函数为正值� 当 。 � 士��

“

时
， ����的函数为负值

。

所以
，

当测向与倾向同向时
， �函数 一 是 为 正值

，
反之为负

。

�
�

由于③式中����也始终为正值
，
而���声则视正负坡度角而定

。

所以当刀为正坡度

角时
，
夕函数值一定为正

，
反之为负

。

�

据上述
，
兹将不同露头情况下的声

、 “ 与 �� � 夕�的关系列于表 �
。

由表 �可知
， � 、

犷的正负值具一定内涵
，
其代数和 �� �也有如

一

��’含义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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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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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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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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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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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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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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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又 �目 � 一 � � 】 一 � � � 、 一 劣�� ，

�
、

如果
� 、

夕值的正负号是同号时
，
其代数和实为两函数相加

。

这时所代表的露头几何

图形一定是地形坡向与岩层倾向呈反向关系
。

如
� � � �� 幻 � �十 妇或� 二 �一 � �� �一 夕�

�
、

如果 � 、
犷位的正负号是异号时

，
其代数和实为两函数之差

。

此时所代表的露头几

何图形一定是地形坡向与岩 层 倾 向 呈 同 向 关 系
。

如
� � 二 �� � � 十 � 一 夕� � � 一 夕或

� � �一 � �� �十 鱿� � �一 �

仇 � �
一

� � �
一

�� � 穿� 二 �
一

���� �
·
���刀

·
���。 � ����

·
���声�

�四�计算程序

改进公式适宜用普通函数型和程序型计算器或计算机作运算工具
。

由于采 用 连 续 运

算
，
避免了小数位的取舍或查表等精度影响

，
因而计算精度很高

。

与叶氏的制 表 公 式 对

比
，
由于各自使用的三角函数的不同

，

偶有�� ��
� �� �� ��

一 “
之差

，

与列氏公式对比
，
二

者则完全一致
。

现将不同计算器的运算方法和程序简介如下
。

心��用普通函数型计算器计算岩层真厚度 �以����� 了二
一 ���型为例 �

、

例 �
、
设连二 �

。 ，
� � ��

“ ， � ���
。 ，
声二 ��

” ，
� 二 �����

，
求该露头 的岩层真厚度

。

操作
�
���状态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口 显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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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设� � ���
� ，

� � ��
。 ， � � ��

“ ，
刀� 一 ��

“ ，
� 二 ���� �

，
求 该 露 头的岩层

真厚度
。

操作
�

���状态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显示
� 一 ��

�

���������� �

���用程序型计算器计算岩层真厚度 �以����� ��
一
�����型为例 �

程序
�

进入 “ ���” 状态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运行
�

进入
“ ����

”
和

“ ��� ”
状态

，
再由 〔����〕 键控制

，
依 次 输 入 �

、

�
、
�

、
�

、
�值 最后得出真厚度答案

。

因上述诸例只计算真厚度
，
没有设累计厚度程序

。

所以
，
所得的真厚度

，
取绝对值即可

。

式中 � 二 � ，
� 二 声

，
� 二 �

，
其它代号与

·

前相同
。

由于��一�����型计算器编程步数有��位
，
除编上述程序外

，

空余步数较多
。

因此
，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其功能
。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只需一次输人�
、
�

、
�

、
�

、
� 变量后

，

就可以同时计算并依次输出两测站间的平距
、

高差
、

累计高差 �或高程 �
、

真厚度
、

累计

真厚度的例子供参考
。

程序
�

进入 “ ���” 状态

��������二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火 ��� �� 一 刀�� ���� � ���� ���� �
，

�� � ��� �

运行
�

进入 “ ����
”
和 “ ��� ”

状态

在一个剖面计算之前
，
先使累加器�和�清零

，
即 � ��� �

， 。 ��� �
，
再通过

〔���� 〕键输入变量数据和输出答案
。

其步骤如下
�

输入
�

输出

按键 显示 输入变量 按键 答案显示

〔����〕 �� � � � 导线方位角 〔���� 〕 �� ����二 平距

〔����〕 �� � � 了 岩层倾向 〔���� 〕 �� ����� 高差

〔����〕 �� � 二 � 岩层倾角 〔����〕 �� ����� 累计高差

〔����〕 �� � � � 坡度角 〔����〕 �� ����� 真厚度

〔����〕 �� � � � 斜距 〔����〕 �� ����� 累计真厚度

在剖面制图总方向已确定的情况下
，

还可以在上列程序之末
，
再编人 一 句 〔��� 一 ’

���� � � “ �� �尸 一 �� �〕 、 �
�

��
，

并在运行前把剖面总方向赋 值于 �
，
这样即可一

零 本程序的操作按键符号 〔 〕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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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求出各测站间岩层的视倾角来
。

请 注 意� 如 得 数 为 ��
�

��
，
应 读作 ��

“

��
‘ ，
而 不 是

��
�

��
“ � 此外

，

若得数方贡值
，
表明视倾角的倾斜方向与剖面总方向刚好相反

，
此时取其

绝对值即可
。

我们还可以将 上述编程例子输人计算机内
，

其编程过程和运行效果 自然会更

加满意 �略 �
。

�五�正负真厚度的念义

利用列昂托夫斯基和叶东虎的公式或查表法等方法求得的岩层真厚度
，

都是正厚度
，

不会产生负值
。

这主要在于他们所采用的岩层走向 �或倾向 �与剖面测向的夹 角 �夕
，
或

二 �都是小于 ��
“

的正角度
，
地形坡度角同样地一律用绝对值参加计算

。

与此相反
，
改进

后的公式
‘

则允许 土��
”

���� 土��
。 ，

坡度角一律用正
�

负值计算
。

也就是说
，
应用本公式

计算时
， ‘ 减�之后

，
无斌再换算为小于��

“

的锐角了� 坡度角是正就输入正
，

是负就输入

负
。

所以
，
所求得的真厚度就会有正负之分

。

这样
，

计算时输人的数据和测量数据就完全
相互一致了

，

从而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
。

��� �������� ������� ��� ����������� ���

���� ����������� ��� ������

�� ����������

��������

��� �������七��� ����� ��� ����七��� ���� 七����� ��� ��七�� ����
�

七� �������� �� � �������中��� �� ��� �
�

�
�

�
�

�
�

�� ‘ � �
·

���� �
·

���刀
·
��� 夕士 ����

·
���刀�

�

��� ��七��� ������� 七�� �� ������ ������

����� ���日����� �����七��� ��� ��� �七� ��� �� 七�� �七���� �� 七��

������� ��七� ��� �� ������ ����� 切 ����� �������� � ����� ���

��� ��� �� ���� ，���七� ��� ������� ���
’ 士 “

�������� �� ��� �������

��七�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

· ���刀
·
���。 � ����

·
���刀�

��� ����乃��� ������� ��� ��� ������七��。
�
��� �� �� ����������

七。 卜味�� � 。 �� 。 � ��� ���。 � ��� ���������一 。 。 �������� ����� ����� ��

�����七��
‘
蕊� ��

、

��’������� 七��� ��� ���七��� �� � ���������
，
��� 。

������� ��� ��������� ���� ����� �������� �� 七�� ��� ����� ���

�� 七�� ������� ����� ��� ������������ �� ������ ��� �������� �

��� ��������� �� ����������� � ��� 七�� ��������� ���� ��� ��� 日��
�

���� ���� ��� �� ��七��七�
，
��� � �七七������ ��� ��� �� ��������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