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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语言的逐渐趋近法水准网平差程序

曹 来 发 张 来 新
(能源部华北电力设计院 北京 1 0 0 0 4 3 )

【提要】 本文为了克服 P c
一

1 5。。系列计算机采用高级语言编程时运行时间多的缺点
,

尝试用 此 语

言编写提供三结点水准网平差相同语言程序
,

运行后计算时间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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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耗时异常多
。

例如二十个左右结点的导线网

P C
一

1 5 0。系列计算机引进使用 已有十多 平差要运行若干小时
。

为 了减少运行时间
,

年了
,

至今依然为测绘部门在野外生产中使 采用汇编语言编程
。

并提供机器语言是一种

用
。

在这期间
,

国内测绘界开发了这种机型 方法
。

的测量计算各方面的高级语言算法程序
,

促 本文在上述指导思想下采用汇编语言编

进了野外测绘生产的发展
。

写 了水准网三结点平差并提供了该法的机器

P C
一

1 5 0 。系列计算机
,

在高级语言编程 语言程序
,

运行后速 度有 了显著的提高
。

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

但在采用汇编语言编 1 数学模型

程的研究方面较少
,

因而在某些测量计算上 如图 1所示
:

图 1 水准网图形

列 出各结点带权平均值的计算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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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1 km高差中误差
:

C

一凡一一 P

单位权中误差
:

户下丙万
自

召 “ 士 V-

不二飞 -一

/万歹r
m

. = +m
`

V一下二 ;
-. .

一 二 …。 ,

[ S〕

N— 测站数
;

n

— 水准路线数目
;

t

— 结点的个数
;

一测站高差中误差
:

〔N ]

— 全部路线的测站总数
;

〔S卜 一全部 路 线 的 总 长 度 ( 单 位
:

_ _ ,

产
, I`几 ` 工 一丁二子

V C

k m )
。

2 编程时存储单元 ( 见表 1 )

衰 1

地
址

}
变

量 数 学 公 式 符 号 说 明

7 9 0 0H

7 9 0 8H

7 9 1 0H

产 ( m m )

琳
.

[沉 :

(站 )〕

琳
.

[附
`

( k m )〕

单位权中误差

一测站高差中误差

I km高差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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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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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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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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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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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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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x 、

H n 、
H .

5 1 、
5 2 、

5 3 、
S ` 、

5 5 、
S 。 、

5 7

N
i 、

N 卜 N 3 、
N 一、

N 卜 N 卜 N
7

H I 、
H Z 、

H
s 、

H 召、

H
S 、

H 卜 H
7

已知点高程
工

、
亚

、
111 三个点平差后之高程

距离 S ( km )

测站数 N

观测高差 H

3 机器语言程序 ( 不能浮动 )

逐渐趋近法作水准网平差
,

一般手工进

行四次趋近即可
;
用 B A SI C语 言 编 程

,

由

于运算速度的限制
,

也只能进行四次趋近
,

用汇编语言编程
, 利用十六进制的特点

, 可

进行十六次趋近
,

照常比 B A S I C程 序 的 运

算速度快
。

趋近之次 数 由地 址 0 A 25 H 单元

对应的内容决定
,

本程序设定为 o F H 即十六

次 ;
如 4 A 25 H 单元对应的的 内容为 03 H

,

即

进行四次趋近
。

见表 2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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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 0H

48 2 OH

48 3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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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6 0H

4 8 7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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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A 0H

48 B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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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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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D 0H

d习E OH

48 F 0H

4 9 00H

49 1 0H

4 9 2 0H

4 9 3 0H

4 9 4 0H

49 5 0H

4 96 0H

4 9 7 OH

4 9 8 0H

49夕OH

4 9A 0H

4 9 B 0H

4 9 C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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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E 0 H

49F 0H

4 A 0 0H

4 A 1 0H

4A 2 0H

4A 3 0 H

4A 4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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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例 ( 见表 3 )

表 3

测站数
N

观测高差
h线路

点程知已高
点知已

1 4
.

3 1 1

3
.

1 0 6

75260048如
J
土,̀曰̀J丹qyn内石8QU

lj孟U

464347484347妞.占2丹d41óJRl了222222213 5
.

6 2 3

1 5 8
.

2 1 1

1 5 9
.

03 9

13 8
.

3 1 0

BACD

利用 P O K E指令或监控程序输入
“
机器

语 言程序
” ,

然后键入如下的 B A S IC 程序
。

5 :
C L E A R ;

W A I T O :
C S I Z E Z :

D IM

A ( s
, 6 )

,

A $ ( 3 )关 1

2 0 :
A $ ( 1 ) 二

”
5

1, :
A $ ( 2 ) = 伙

N
“ :

A $ ( 3 )

= 从
H

I,

2 0 :
F O R I 二 OT O 3 :

F O R J = O T O 6

3 0 :
I F I = OA N D J > 3 T H E N 6 0

4 0 :
A $ = A $ ( I ) + S T R $ ( J + 1 )

:
I F I 二

0 L E T A $ 二 C H R $ ( & 4 1 + J ) + ” l,

5 0 :
C L S

:
A $

二 A $ + 从 二 “ :
P R I N T A

$
; :

I N P U T A ( I
,

J )

6 0 :
N E X T J

:
N E X T I

7 0 :
C A L L & 4 8 0 0 :

L F 3

8 0 :
F O R I = o T O 6 :

A $
二 C H R $ ( & 4

l + I ) + 认 护 :
I F I 》 3 L E T A $

二 ”
H

l’

+ S T R $ ( I 一 3 )

9 0 :
L P R IN T A $

, 认 = 护 ; A ( o
,

I )
:
N E X T

I
:
L P R I N T

1 0 0 :
L P R I N T

叭

M U 二 + “ ; S T R $ A

1 0 5 :
L P R I N T

从 一 “ ; S T R $ A

1 1 0 :
L P R IN T

”
M h 二 + “ ; S T R $ B

1 1 5 :
L P R IN T

” 一 “ ; S T R $ B

1 2 0 :
L P R I N T

从

M k 二 + “ ; S T R $ C

1 2 5 :
L P R I N T

认 一 “ ; S T R $ C

1 4 0 :
L F Z :

F O R I 二 I T O 3 : L P R I N T
’

关

关关关
“ ; A $ ( I ) , 从

关关关关
“

1 5 0 : F O R J
== o T O 6 ; L P R I N T A $ ( I ) ;

S T R $ ( J + l ) ;
峨 == “ , A ( I

,

J )
:
N E X T

J 1 6 0 :
L P R I N T

:
N E X T I : L F Z :

E N D

按 R U N S公运行

显示 输入

A == ? 1 3 5
。

6 2 3公

B == ? 1 5 8
。

2 1 1公

C 二 ? 1 5 9
。

0 3 9口

D 二 ? 1 3 8
.

3 10公

5 1 == ? 6 )

5 2 = ? 5
.

6 〕

5 3 二 ? 6
。

1 〕

5 4 = ? 6
。

2 〕

5 5 二 ? 5
。

5 〕

5 6 二 ? 6 )

5 7 = ? 5
。

5 )

N l 二 ? 4 6 奋

N Z = ? 4 3 )

N 3 = ? 4 7 )

N 4 二 ? 4 8 公

N S = ? 4 3 公

N 6 二 ? 4 7 公

N 7 = ? 4 4 口

H l = ? 1 4
。

3 1 1公

H Z = ? 3
.

1 06口

H 3 二 ? 2
。

1 7 2公

H 4 == ? 8
。

2 6 0口

H S = ? 8
。

5 5 0奋

H 6 = ? 5
。

2 4 8刃

H 7 = ? 6
.

9 5 0口

关关关关关关

打印结果

A == 13 5
。

6 2 3m

B = 1 5 8
。

2 l l m

C == 1 5 9
。

0 3 9 m

D == 1 3 8
。

3 1m

H I == 1 4 9
.

9 4 2 2 8 m

H Z 二 1 4 6
。

8 4 9 3 4m

H 3 二 1 5 2
。

0 9 9 9 6 m

m u 二 + 6
.

5 0m m 一 6
。

5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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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D I 4L 沁
.

457 7 0 检定 B 期
:

19 88 年6月 1 6 B

L 一 (m ) 莎全(m 二 ,
)

72
.

0夕2 4

1 92
.

1 5 7 7

3 6 0
.

1 6 74

7夕1
.

8 6 8 3

1 4 8 8
.

6 08 1

1 9夕2
.

8 9夕2

1 2 0
.

06 5 3

2 8 8
。

0 7弓0

7 1夕
.

7 7弓,

1 4 1 6
.

5 1 5 7

1 9 2 0
.

8 0 6 8

1 6 8
.

0 0 7 9

5 9 9
.

7 1 06

1 2 9 6
.

4弓0 4

1 80 0
.

7 4 1 5

4 3 1
。

7 0 0 9

1 1 2 8
.

44 0 7

1 6 3 2
.

7 3 1 7

6 9 6
。

7 3 9 8

U 0 1
.

03 09

5D3
。

9 , 9 ,

16
.

0 1

1 7
.

2 4

2 0
.

1 7

1 8
.

7 5

2 7
.

1 5

3 3
.

1 4

1 6
.

0 9

1弓
.

3 9

2 0
.

5 1

2 3
.

8 8

3 0
.

弓7

1 5
.

1 3

1 8
.

6 7

2 4
.

5 8

3 2
.

1 8

1 9
.

弓5

2 0
.

83

3 1
.

56

1 8
.

7 6

1 9
.

7 8

2 0
.

1 3

正及在我校 E D M检测中心 28 m 长的 室 内 导

轨基线检定的加常数和周期误差改正
。

测距

时
,

为减小气象代表性误差的影响
,

在测站

和镜站都放置了通风干湿温度计
。

对表 1中9

段 kI m 以上的基线进行测量时
,

还 在 测
、

镜

站的中点安置了温度计
。

利用表 2的数据求得该台 D I 4 L 的方差
、

协方差分量的估值为

口z = 1 6
.

5 0 , 夕
2 二 3

.

6 5 ,
8

5 = 0
.

6 1

代入式 ( 6 ) 得该仪器的测距综合精度 估 计

方程为

a 苦二 16
.

5 0 + 3
。

6 55 1+ 1
.

2 25
。

( 1 2 )

将 0
,

及 0
:

开根号 即得仪器的固定 误差和比例

误差分别为

a 言, “ 士 4
·

0 6 m m
, a 咨: = 士 1

·

9 1 ( 1 0
一 6

)

D I 4 L 的标称误差为 s m m + 5 X 1 0 一 “ 。

经

检测
,

该仪器达到了标称精度指标
。

4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讨论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 方差
、

协方差分量拟合法能 比 较

准确地求出 E D M的综合测距精度指标
。

精

度方程式 ( 6 )非常便于导线网或边角网平差

时 , 准确地计算边长观测值的初始权
。

( 2 ) 鉴 于在当前的工程测量中
,

边长值

多在 Z k m 以内
,

因此
,

E D M上野外基 线检
测以在类似图 I N :o 2的基线上为好

。

也可以

在更长一些的基线上检测
,

但切勿在短基线

上检测
,

以免损害解的精度
。

( 3 ) 固定误差与比例误差的协方 差 亦

不容忽视
。

…
.

1
`

eeeseeee
.ee
卫
卫

wees
`
.

se.
`
胜
se
月.eese,
卫.卫卫l
己...1̀胜..........................

1
土̀月石jJJ任曰j̀U月矛OUnynU
J
l,山几jJ任曰j产Dt了内石八,nU
`
l

月
l
`
1
J.上̀主,上.L.1

`
L
. .几̀If̀自山

参 考 文 献

国家测绘总局
.

中
、

短程光电测 距 规 范
.

北

京
:

测绘出版社
,

1 9 8 8

覃辉
,

李满苗
.

E D M野外基线检测的可靠 性

分析
.

勘察科学 技 术
,

1 9 9 2 ( 3)

覃辉
.

最小和法在 E D M检测中 的 应 用
.

军工

勘察
.

1 9 9 5 ( 3 )

覃辉
.

E D M 回归方程预报置信区间宽 度 与检

定基线长度的关系
.

四 川测 绘
,

19 9 3 ( 3)

0 . 0 0 . 0 0 奋 0 0今 0 0 今 0 0今 0 0 奋 0 0 今 0 0今 0 0 今 0 0今 0 0今 0 0 今 0 0奋 0 0 今 0 0今 0 0 今 0 0今 0 0 奋 0 0今 0 0 奋 0 0心 0 0 今 0 0 今 0 0今 0 0 今 0 6今 0 0 今 0 0 今 0 0今 0 0 . 0 0 . 0 0 今 0 0奋 0 0 今 0 0 今 0 0 . 0 0 奋 0 0 . 0 0 今 O

( 上接第 63 页 )

m h = + 2
。

0 5m m 一 2
。

0 5m m

m k = t s
。

7 3m m 一 5
.

7 3m tn

关关关 S关关关 关关关 N关关关

5 1 = 6 N l = 4 6

5 2 二 5
。

6 N Z = 4 3

5 3 = 6
。

1 N 3 = 4 7

5 4 二 6
.

2 N 4 二 4 8

5 5 = 5
。

5

5 6 = 6

5 7 二 5
.

5

关关关 H关关关

H l = 1 4
。

3 1 1

H Z = 3
。

1 0 6

H 3 二 2
。

1 7 2

H 4 = 8
。

2 6

N S = 4 3

N 6 = 4 7

N 7 二 4 4

H S 二 8
。

5 5

H 6 = 5
。

24 8

H 7 == 6
。

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