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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林 覆 盖 的 山 区机 助制 图

野 外 采集 数据 的 方 法

徐 代 胜
( 中国兵器工业勘察研究院 北京 1。。。5 3 )

隐蔽地区
,

无论是常规地形测量采集数

据还是机助制图采集数据都因通视条件而遇

到很大的困难
。

在城市
,

有些居民区位于窄

巷深处的小院
,

常规测量的 做 法 是 作支导

线
,

测图时藉助于几何关系
,

测定必要的条

件画出来
。

而在这样的地区机助制图采集数

据
,

一种办法是在小院周围测定若干
“
制高

点
” ,

同时
,

在院内设自由站 ( 即假定坐标

系 ) 采集院内的相对数据测定周围的已测定

的 “
制高点

” ,

然后藉助于
“
制高点

” 在两

个坐标系的坐标
,

通过数学原理
,

把 自由站

测定的相对坐标平移旋转到已知坐标系统 中

去 ; 另一种方法是
,

在小院周围测定若 干
“
制

高点
” ,

然后在小院内采用 自设站测量方法
,

求定坐标
,

然后再测图
,

我院 T S M A P 系统

处理城市隐蔽地区就是采用这种方法
。

但是在山区森林覆盖的隐蔽地区
,

无论

是编码法
、

测重复点法
,

还是同要素序号法等

各种采集数据方法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

就

是常规测图方法困难也很多
。

最近
,

我们接

受的密云县华铁绿色山庄地形测量任务就是

属于这种隐蔽地区
。

该工程测区内通视条件

极差
,

闻声不见其人
,

这样的环境条件对现

有机助制图系统所提供的各种数据采集方法

都不能令人满意
,

因为测站上弄不清楚立尺

员所位于的点是什么属性
,

点与点之间关系

也不清楚
; 同时

,

测点的规标高因为隐蔽通

视困难也经常必须变换
,

相应地测站上要频

繁地输入变换信息
、

属性信息和连线信息
,

给野外采集数据带来极大的困难
,

既减少记

录器的有效存贮量又大大降低了机助制图系

统野外采集数据的效率
。

图 l 就是在树林覆

盖山区采用我们下面设 计的采集数据方法所

绘制的地形图
。

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后
,

我们设计了一套

采集数据的办法
,

从实际效 率 来 看 比较满

意
,

我们暂且把它叫做立尺员作草图法
。

具

体做法如下
:

测站上只需要一个观测员就够了
,

他的

工作是
,

只需要输入机助成 图系统所规定的

必须输入的测站起始信息 ( 例如
:

测站号
、

后视号
、

测站仪器高
、

后视规标高
、

定向角

度 ) 以后只管采集和报点号
,

不需要输入细

部点特征码
,

也不需画草图
。

细部点视标高

先默认为后视规标高
。

一台全站仪可配合 2个以上立尺员跑尺
,

立尺员在跑点的同时
,

自己画草图
,

草图可不

必按比例且以测站为单位画
,

在草图上要注

明测站号
,

后视号
,

北方向
,

细部点点号 (全站

仪上自动编的号 ) 属性和连线关系属性 ( 图

示性的 ) 变化后的规标高
。

要求立尺员画的

草图上相对关系不要弄错就行 了
。

这些工作

对立尺员来说非常容易做得清清楚楚的
。

在森林覆盖山区
,

通视条件 极 困 难 情

况下设计的立尺员作草图法具有以下一些优

点
:

首先极大地减少了测站操作员的作业量

和代码信息输入的时间
,

从而节省大量保贵

的野外作业时间
,

达到提高野外作业的工作

效率
;
其次

,

可以多一人同时跑尺
,

充分发

挥全站仪的高效率
,

减少测站等待立尺员的

时间
,

提高采集数据的速度
,

一般地
,

一台

T
; 。。 。 + D l

, 。。 ;

这样的全站仪
,

可配合 3 ~ 4

个人跑尺
,

最少不应少于 2 人 ;
第三

,

绘制

的草图由于立尺员是 自 己 跑自己 画
,

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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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照不易搞错
,

稍有地形知识的人便可胜

任
,

从而为编辑信息
,

提供了方便 ; 第四
,

测站与测点间信息交换量少
,

测站只需报个

点号便行了
。

综上所述
,

立尺员作草图法是克服通视

很困难地区
,

且可以达到充分发挥仪器性能

和人的全面能力
,

尽量缩短野外作业时间
,

减

少作业员劳动强度
,

较易被作业人员所接受

的作业方法
。

作为野外作业人员
,

尤其是在通

视极端困难山区总希望野外作业时间能够减

少和劳动强度能够减轻
。

密云县华铁绿色山

庄地形测量采用机助成图系统成图
。

数据采

集
,

采用了我们设计的立尺员作草图法采集

数据
,

避免 了因通视困难造成一般机助成图

采集数据法的缺点
,

从而使野外工效提高了

一倍多
,

避免了因通视困难在常规地形测里

作业中频繁支导线点
,

与常规地形测量作业

效率 比较 (工作量对 比 )工效提高约两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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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地基承载力深度修正住与载有试骚厦对比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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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在讨论深墓坑载荷试验资料的基础

上
,

将查表法所得的承载力值
,

与探基坑载

荷试验所得的承载力值进行了对 比分析
,

发

现二者差异较大
,

将查表法所得的承载力值

进行深度和宽度修正后
,

二者基本一 致
,

因

而岩土工程师在利用深墓坑载荷 试 验 资 料

时
,

应直接利用载荷试验资料进行 设计
,

不

能再对其承载力值进行深宽修正
。

本文同时澄清 了长期以来
,

对深基坑载

荷试验修正与不修正的争论间题
。

文 中有不

妥之处
,

欢迎国内外同行来信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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