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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利用 P C一 1 5 00 A袖珍计算机解决

公路测量中的若干问题的实用程序

徐 代 胜
(巾国兵器工业勘察研究院

,

北京 1 0 0 0 5 3 )

E提典】本文介绍利用 P c
一

1 5。。A袖珍计算机解决公路测量中的曲线元素计算
、

中线坐标 计 算及

存贮
,

曲线放样过程中的数据检索及放样元素自动计算等若干问题的实用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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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目前公路测量中的 P C
一

1 5 0 0计算机应用

程序大多只是解决 了曲线元素计算和中线坐

标的计算和打印
,

可能由于
:

P C
一

15 0 0计算

机内存容量的限制而未考虑其 进 一 步 的应

用
。

实际工作中还要用极坐标法放样大量的

中线点和曲线主点
。

常规做法是人工查找控

制点数据和放样点坐标数据
,

然后用计算器

反算放样角度和放样边长
。

人工查找数据不

仅麻烦而且容易出错
。

特别是现在放样仪器

多采用先进的全站仪
,

人工查找数据和反算

放样元素就成为影响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
。

本文介绍的应用程序进一步采 用 了 作 者在

《地下管线测量细部坐标记录程序 》 中使用

的数据压缩技术
,

实现了在一个 P C
一

1 5 0 0 A

计算机中完成曲线计算
、

中线坐标计算及数

据的存贮
、

数据检索
、

放样元 素 计 算 等功

能
,

在牛板路
、

京开公路等公路测量中发挥

了作用
。

2 程序设计的结构

该应用程序设计成若干个程序块
,

每块

实现不同的功能
,

程序结构如图 1
。

3 程序的功能及存贮能力

3
.

1 程序的运行环境
:

P C
一

1 5 0 o A袖珍计算机要求有一个 C E
-

16 1模块和 C E
一

巧。打印机
。

主 程 序 容 量为

S K B
。

曲线 元素
,

中线坐
标计算程序

卞上 丁土

放样元素计算
程序 }二 }

数据检索程序

3
.

2 控制区的容量为 5
.

O K B
,

大约 可 存放

60 0个控制点的三维坐标
,

控制区 可 以 控制

的范围为
:

0成刁x 、

刁y簇 16 6 4 6 m 0落刁H 簇 6 5 m

存贮到 m m
。

3
.

3 中线坐标和 曲线主点数据区的 容 量为

10 K B
,

大约可以存放 1 7 0 0个中线点 和 曲线

主点的坐标数据
,

坐标的范围同控制点的范

围一样
。

3
.

4 可以完成直线
、

圆曲线
,

对称缓 和曲

线等常规曲线的曲线元素计算
,

曲线主点计

算
,

中线加桩坐标的计算及存贮
。

3
.

5 可以方便快速地检索放样时所 需 的控

制点数据和中线数据
。

控制点以点号为一一

对应
,

而中线数据则 以计算曲线元素及 中线

坐标时所打印的序号为一一对应关系
。

3
.

6 检索到需要的控制点和中线点数据后
,

自动反算出放样角度及放样边长
,

并打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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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3
.

7 效率
。

利用该程序使得放点工 作 轻松

自如
,

测站上只需一个人便可以方便快速地

操作
,

放一个所需要的数据
,

不 用 1 05 就可

检索计算出来
。

3
.

8 该程序也可以应用到其他放点 工 程中

如管线放点
、

房屋放点等
。

4 使用说明
: “ x u 一 。 ”

的使用分四 个部分

4
.

1 曲 线 元素计算部分使用说明

曲线计算 的计 算 参 数 设 置 用 R E A D

一一 O A T A 结构完成
,

设置的方法和格 式如

下
:

4 0 1 0 :
D A T A F

,

G
, x 。 , y 。 ,

K
。

4 0 2 0 :
D A T A x l , y l ,

C T
I ,

I
。 1 ,

R
; ,

A
: ,

L
l ,

5
1 , y :

$
,

Q
:

4 5 5 0 :
D A T A x 。, y 一 ,

C T , ,

I
。 ; ,

R一,

A 、 ,

L
; ,

S
; , y i

$
,

Q
.

4 9 9 8 :
D A T A x 。 , y

n ,
C T

n ,

I
。 。 ,

R
二 ,

A
n ,

L
。 ,

S
n ,

y
n

$
,

Q
n

4 9 9 9 :
D A T A O

,
O

各参数意义说明如下
:

4 0 1。行中的 F
,

G 分别为测区西 南 角坐

标 1 0 k m 以上的大数
,

这个大数对某一个工程

来说是冗余数据
。 x 。 , y 。 ,

K
。
分别 为 曲线

起点的
x
坐标

, y坐标
,

里程 桩 号
,

以 m 为

单位
,

小数点后 3 位
。

4 0 2 0一 4 9 9 5各行中参数
: x , , y 。分别为

第 i条曲线折点的
x
坐标

, y坐标
,

C T , 为该

曲线的曲线类型代号
,

C T , = 1 表示直 线
,

C T 。二 2 表示圆曲线
,

C T 、 二 3 表示 缓 和 曲

线
; I

。 :为该曲线的折转角
,

其 中 折 转 方向

为前进方向右转时
,

I
。 、为正值

,

折转方 向为

前进方向左转时
,

I
。。为负值

; R 。为曲线半径
,

A .为缓和曲线的 A值
; L 。为缓和曲线长 ; 5 .为

直线部分的加桩桩距
。

y萍为曲线是 否 加桩

选择
, y :

$
= “ y ”

时计算曲线加桩
, y .

$
= " N ”

时
,

不计算 曲线加桩
, Q

,

为 曲线 加 桩 的桩

距
。

4 9 9 9行为结束计算标志
,

在任何一行设

置 O
,

O 为结束计算标志都可以
。

设置完 曲线参数后
,

按 D E F J即自动计

算及存贮
。

4
.

2 输 入控制模块部分的使用

① R O N / 起动该程序

② F了
,

G /
,

H / 分别输入测 区 西南

角 l o k m 以上坐标大数
,

H为最低 点 高 程大

数

③ D H /
,

D H 为控制点点号
,

为数字
,

不得带字符
。

④ x / , y / ; H / 分别输入控制 点 x ,

y ,

H坐标

返复③ ~ ④直到所有控制点输完

按 }丽丽画中断

4
.

3 野外放点部分操 作

① D E F Z起动该程序

②测站号 /
,

后视号 /
,

输入测站点
,

后视点点号

③桩点了
,

输入桩号

④序号 /
,

输入存贮时对应的序号

即打印出放样点的角度和边长

返 回③ ~ ④直到放完本站可以放的点
。

换站后返复① ~ ④

4
.

4 已 有放样点 坐标时
,

将坐标先 偷 入 的

手动输入法

① D E F M起动该程序

②桩号了输入桩号

③序号 / 输入序号

返复② ~ ③直到输完所有点
。

S 派程序

5 :
R E M

认
X U 一 5 1,

1 0 :
I N P U T

认
X g == ,, ; F

, 认
Y g = l, ; G

, 从
H g

= ,’ l H

2 0: ” 二 I, :
I N P U T

从
D

.

H = “ ; D H

2 2 :
M = 1 7 0 0 0 + D H关 8 :

I F M ) S T A T

U S 3 P R I N T
从

E R R O R p O IN T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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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T O 2 0

2 5: IN P U T
” ,

X 二 I, , W

2 6 :

W = I N T ( ( W
一 F )关 1 0 0 0 +

.

5洲

3 0 :
G O S U B 7 0 0 :

M
==

M + 3 , I N P U T

峨
Y = ,’l W

3 1:

W 二 I N T ( ( W
一 G )关 1 0 0 0+

。

5 )

3 5:
G O S U B 7 0 0 :

M
二 M + 3:

I N P U T

认
H 二 ,’l W

3 6 :

W == I N T ( ( W
一 H )关 10 0 0+

.

5 )

3 8
:

G O S U B 7 5 0:
G O T O 2 0

4 0: G O S U B 4 4 2

5 0 :
F O R J = I T O 7 0 0:

M 二 17 0 0 0 + J关

8:
G O S U B 1 6 0 0

5 5 :
L P R I N T U S I N G 2 1$

, 从 I N = 护 ,

J , 从 D
.

H 二 “ ; S T R $ J ; :
G O S U B 5 0 5

6 0 :
L P R I N T

:
L P R IN T

:
N E X T J

:
G O

T O 5 0 0 0

1 0 2 : 叭
Z

,’ :
G O S U B 4 4 2 :

I N P U T
”

C e Z a n

H a o == ” ; A
, “

H o u S h i H a o I’ 二 ; A H

1 1 0 :

M = 1 7 0 0 0 = A关 8 :
G O S U B 1 6 0 0

1 2 0 :
X O == X

:
Y O二 Y

:
H A 二 H l

1 3 0 :

M = 1 7 0 0 0 + A H关 8 :
G O S U B 1 6 0 0

1 5 0 :
X I == X

:
Y l 二 Y

:
H B 二 H l

2 0 5 :
X = X O :

Y 二 Y O :
H l 二 H A

2 0 7 : L P R I N T
从

C e Z a n 二 “ , S T R $ A :

G O S U B 5 0 5 :
L P R I N T

2 0 8 :
X = X I : Y == Y I :

H l == H B

2 0 9
:

L P R I N T
”

H
o u S h i 二

“ , S T R $ A

H
:

G O S U B 5 0 5 :
L P R I N T

:
G O S

U B 10 0 0 :
E O = E

2 10 :
L P R I N T U S IN G 2 5 $

, 认 E O “ 护 , D

M S E ; ”
S = 护 ; 5 5八 0 0 0 :

L P R I N T

2 1 5 : ”
D

I, :
I N P U T

、
Z u a n g H a o = “ , B $

, 从
X U H A O ( J ) = “ ; J

2 2 0 :

M == 1 6 3 0 0 一 J关 6 :

G O S U B 1 6 0 0

2 3 5 :
X l 二 X

:
Y l = Y

:
L P R I N T

认
Z U A N G

H A O ( k ) 二
“ ; B $

; 从 J = “ , S T R $ J

2 4 0
:

G O S U B 5 0 6 , L P R I N T

3 0 0 ; G O S U B 10 0 0 : E l == E

3 0 5 :
I F E l > E OL P R I N T U S I N G 2 5

$ ; ”
d E == “ ; D M S ( E l 一 E o ) ;

:
G O T O 3 4 0

3 1 0 :
L P R I N T U S I N G 2 5 $

, ”
d E 二 “ ,

D M S ( E l 一 E O + 3 6 0 )
,

3 4 0 :
L P R IN T

叭
S == # , 5 5八 0 0 0

3 5 0 :
L P R IN T

:
G O T O 2 15

4 4 2 :
C S I Z E I

:
2 5 $ = 峨 # # # # # #

.

#

# # # “ : 2 1 $ 二 从 # # # #
.

# # # “

2 2 $ 二 依 # # # # #
.

# # ,,

4 4 5 : 2 3 $ = 旅 # # # # # # #
.

# # # ,’ : 2 4

$
= 从 # # # # # # # # # “ :

2 6 $
=

认 # # # # # #
.

# # # “ :
R E T U R N

5 0 5
:

L P R IN T U S IN G 2 2 $ ; “
H == 扩 ; H l

八 0 0 0 + H

5 0 6 :
L P R IN T U S IN G 2 3 $ ; “

X
,’ , X八 0 0 0

+ F ; ”
Y 二 “ , Y / 1 0 0 0 + G ; :

R E T U R N

6 0 5 : “
M

I/ :
IN P U T

I,
Z u a n g H a o ( B $ )

“ ;

B $

6 1 0 :
I N P U T

“
X U H A O == ,’ , J

6 2 0 :

M 二 1 6 3 0 0 一 J关 6 :
I N P U T

”
X = l, ;

W

6 3 0 :

W = I N T ( ( W 一 F )关 1 0 0 0 +
.

5 )
:

G O

S U B 7 0 0
:

M = M + 3 :
I N P U T 峨 Y =

I, , W

6 4 0 :
W

= I N T ( ( W 一 G )关 1 0 0 0 +
·

5 ) :

G O S U B 7 0 0

6 5 0 :
V = V + 1 :

I F M < == S T A T U S Z G O

T O 6 0 5

6 6 0 :
F O R J = 1 T O V

:
人1 = 1 6 3 0 0一 J关 6 :

G O S U B 1 6 0 0

6 7 0 :
L P R I N T U S I N G 2 3 $

; ’
X U

H A O ( J ) 二
护 , J: G O S U B 5 0 6

6 8 0 :
L P R IN T : L P R I N T

:
N E X T J:

G O T O 5 0 0 0

7 0 0 :
G O S U B 1 5 0 0 :

G O S U B 1 5 2 0 :

R E T U R N

7 5 0 :
G O S U B 1 5 0 0 :

G O S U B 1 5 3 0 :

R E T U R N

8 0 0 : R E M Ji S u a n Z u o
B i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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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0 : x= xo + D 关 C O S E :Y二 Y U +

D关 5 IN E
:
E RT U N R

5 8 0 :
G O S U B4 4 2 :

L I P RN T U S IN G Z

6 $ ;节 K =“ ; (K +
·

5 )八 0 0 0, 叭
V “ “ ;

S T R $ V

5 6 0 :
L P R I N T U S I N G 2 3 $ $ ; “

X = “ ;

( F + (X +
·

5 )八 0 0 0 ) , ”
Y = “ ; ( G + ( Y

·

5 ) / 1 0 0 0 )
:

L P R I N T
:

R E T U R N

9 0 0 :

M 二 1 6 3 0 0 一 V关 6 :
I F M < = ( S T A

T U S Z + 5 0 ) P R I N T
从

O V E R
I, :

G O

T O 5 0 0 0

9 1 0 :

W
= I N T ( x +

·

5 )
:

G O S U B 7 0 0

9 2 0 :

M =
M + 3 :

W = I N T ( Y +
·

5 )
:

G

O S U B 7 0 0

9 3 0 :
R E T U R N

1 0 0 0 :
R E M F

·

S
一

F
·

W
.

J

1 0 1 0 :
X 二 X l 一 x o :

Y 二 Y l 一 Y O:
I F

X = 0 A N D Y > 0 L E T E 二 9 0 :
G O T

0 1 0 5 0

10 1 5 :
I F X = 0 A N D Y ( 0 L E T E = 2 7 0 :

G O T O 1 0 5 0

1 0 2 0 :
E = A T N ( Y / X )

:
I F X ` 0 L E T

E = E + 1 8 0 :
G O T O 1 0 5 0

1 0 2 5 :
I F X > OA N D Y ( = OL E T E = E + 3 6 0

1 0 5 0 :
5 5 = S Q R ( X 八 2 + Y 八 2 )

:
R E T

U R N

1 2 0 0 : ”
J

I, :
R E M I P D i a n J i S u a n

1 2 0 1 :
V 二 1 :

J D = 0 :
T = 0 :

G O S U B 4 4 2

1 2 0 2 :
R E S T O R E 4 0 1 0

:
R E A D F

,

G

1 2 0 5 : ”
S

l’ :
R E A D X O ,

Y O ,

K o

1 2 0 6 :
C O L O R I :

L P R I N T U S I N G
“

# # # ’ ; ”
J D

护 ; J D ; U S I N G 2 3 $ ; ”

I又= “ ; K O; 认
V = ” ; S T R $ V :

L P R

I N T
l,

X = ,’l X伪
叭

Y 二 气 Y O

1 2 1 0:
X E 二 ( X O一 F )关 1 0 0 0 :

Y E 二 ( Y O

一 G ) 关 1 0 0 0:
X O = X E

:
Y O = Y E

:

X 二 X E
:

Y 二 Y E

] 2 1 5:
K O二 K O关 1 0 0 0:

K = K O:
G O S U B

9 0 0: V = V + 1

1 2 2 0: 峨
G I, : R E A D X l ,

Y I : I F X l = 0 A N

D Y l 二 0 E N D

1 2 2 2 : x 二
( x l 一 F )关 1 0 0 0 : Y = ( Y l 一 G )

关 1 0 0 0
: x l 二 x :

Y l 二 Y

1 2 2 5 :
J D 二 J D + 1 :

G O S U B 1 0 0 0

1 2 3 0 :
L P R I N T U S I N G Z S $ ; 气 E O ,, = , D

M S E ; 从 5 0 二 “ ; 5 5 / 1 0 0 0 :
L P R I N T

1 2 3 5 :
E O = E : K = K o + 5 5

:
X = X l : Y = Y

1:
K l = K

1 2 3 7 :
L P R IN T U S IN G

I, # # # 从 ; “
J D

” ; J

D ; U S I N G 2 3 $ ; ”
K = “ , K l八 0 0 0

; 从 V “ “ ; S T R $ V
:

L P R I N T
’

X

二 护 ; X l八 0 0 0 + F ;

1 2 3 8 :
L P R I N T

“
Y 二 认 ; Y l八 0 0 0 + G : L P

R I N T

1 2 3 9
:

G O S U B 9 0 0 :
V = V + 1

1 2 4 0 :
R E A D C T

1 2 5 0 :
O N C T G O T O 1 2 5 5 , 1 7 0 0 , 2 0 0 0 ,

3 0 0 0

1 25 5 : T 二 0 :
G O S U B 1 2 6 0

:
G O T O 1 2 2 0

1 2 6 0 :
R E M Z h i X i a n J i a Z u a n g

1 2 7 0 : R E A D S

1 2 7 5 :
S = S关 1 0 0 0 :

I F ( 5 5 一 T ) < S G O T O

1 3 1 0

1 2 7 6 :
X O == X O:

Y O = Y O!

1 2 8 0 :

W W
二 ( I N T ( K O / S ) + l )关 S八 0 0 0

:
Z = ( I N T ( A B S ( K l 一 T ) / S ) ) / 1 0 0 0

关 S

1 2 8 5
:

C O L O R 3 :
F O R J = W W T O Z S T

E P ( S / 10 0 0 )

1 2 9 0 : D = J关 1 0 0 0一 K O :
K 二 J关 10 0 0 : E =

E O
:

G O S U B 4 0 0 0

1 3 0 0 :
N E X T J

1 3 0 5 :
I F C T = 1 L E T X O 二 X l : Y O = Y l :

K O = K l

13 1 0 :
R E T U R N

15 0 0 :
R E M Z U N S U

1 5 0 5 :
G O S U B 1 5 4 0 :

P = Q Q
:

G O S U B 1 5

4 0 :
O 二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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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0:

1 5 2 0:

1 5 3 0
:

1 5 4 0:

1 5 5 0:

1 6 0 0:

1 6 1 0:

1 6 1 5:

1 6 2 0:

1 7 0 0:

1 7 1 0:

1 7 2 0:

1 7 3 0:

1 7 3 5

1 7 4 0

1 7 4 5:

1 7 5 0:

1 7 7 0:

1 7 8 0:

1 7 9 0:

1 8 0 0:

1 8 1 0
:

1 8 2 0:

1 8 3 0:

1 8 4 0:

1 8 8 0:

1 8 9 0:

2 0 0 0:

2 0 1 0:

G O S U B 1 5 4 0: I= Q Q
:

R E T U R N

P O K E (M )
,

O
,

P
,

I
:

R E T U R N

P O K E ( M )
,

O
,

P
, : R E T U R N

R l 二 I N T ( W / 2 5 5 )
: Q Q 二

W 一 R l

关 2 5 5 :

W = R l : R E T U R N

O 二 P E E K ( M )
: P = P E E K ( M + l

)
:

I = P E E K ( M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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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由于基坑降水
,

开挖后土体移动所致
,

管

线的不均匀位移超过一定值将产生断裂
,

煤

气泄漏
,

水管
、

电缆断裂都将 造 成 重 大损

失 。 因此此项位移观测更为重要
。

考虑到淮

海路与陕西南路均是市中心重要交通道路
,

所以开挖裸露管线设置观 测点是不现实的
,

为此采用间接方法
,

首先对 已 有 的 6 个煤

气
、

上水管线的阀门头进行垂直位移观测
,

其次在陕西路淮海路紧靠施工区 的上街沿边

布置土体水平
、

垂直位移观测点
,

每条观测

线布 3 ~ 4 个测点
。

5 各项监测点的位置联系 ( 见图 2 )

如图 2 所示
:

借线土体 {扦七方 向线

,、 、

卜丁易
: :

_ _ _

: 一洲…
“

剑
一

卜一、
:

一州

( l) H口A设在支撑线上的支护结构墙 位移

点
,

H Q A
尹

设在支撑线之间的支护结构墙位

移点
。

( 2) C X B设在支撑处的墙体变形观测 孔
,

K X B设在支撑处的孔隙水压力观测孔
,

S o B设在支撑处的水位观测孔
。

( 3 ) S . C
、

S田 C
, 、

S o C
I,

三个基坑不同距离

的水位观测孔
,

其方向线垂直基坑
。

(4 ) T D
、

T D
’

设在支撑线上
,

T D
“
设在支撑线之间

。

( 5) C x E设在支撑处的墙体变形观测孔
,

C x E
尹

设在支撑之间的墙体变形观测孔
。

以上 5 点主要用于不分析同情

况 下其数据有否差异及 其 相 互 关

系
。

6 监浦方法

根据施工进度
,

采取定时与跟

训:)
_

_
_

司巨
一

一

{
}

二
,

`
}

{

T D
’

,

当
O

— 一
e —S W口 S W O

`

}

—
一月

}

」

踪相结合观测方法
,

且现场及时整

理观测资料
,

做到反馈及时
,

在发

生异常突变情况
,

数值接近报警值

时
,

速与设计
、

施工单位
,

甲方联

系
,

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

确保

施工安全
。

7 结束语

本文所述的监测点布设方法系

笔者实施后的一些观点整理
,

监测

点布设方法众多
,

定有许多更优化

合理的方法
,

真诚希望读者阅后多

多指教
,

共同探讨更好
、

更经济的

设点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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