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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GK-604D测斜仪读数仪系统由两部分组成： 

 读数单元，由一个手持PC终端以及GK-604振弦式读数仪应用程序组成。（如图3） 

 GK-604D遥测模块，直接与测斜仪探头相连接，并被安装在绕线轮上。（如图1） 

 

图 1 附带电缆的 GK-604D 遥测模块 

这两部分采用蓝牙技术进行无线通讯，这是一种可靠的数字通信协议。读数单元可以对遥测模

块（如图1）进行操作。这样既简化了现场的系统处理流程，同样简化了现场数据传输到PC工作站

进行最后数据分析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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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特点 

基于 Windows 移动手持 PC 终端读数更加可靠，且坚固耐用，通用性强：  

 具有 Windows 兼容设备的所有优点（Windows 文件系统，RS-232，USB 和无线连接） 

 电池寿命长 

 简单易用 

遥测模块重量轻、结构简单 

 锂电池（可连续使用 8 小时） 

 一键操作；当蓝牙连接断开或是处于闲置状态时，电源自动关闭。 

 连接性能可靠，通过 6000-2 型控制电缆连接到标准的测斜仪探头，此电缆采用聚氨酯保护

套，轻便灵巧，直径小于 7mm（如图 2）。控制电缆中间含有一个 Kevlar®纤维，可承受

150kg 的重量。 

 

图 2 6000-2 型控制电缆（上） 

1.2 GK-604D测斜仪读数仪应用程序 

GK-604D 测斜仪读数仪应用程序（GK-604D IRA）应安装和运行在一个坚固耐用的手持 PC 上

（如图 3），它可以通过蓝牙技术将遥测模块与模拟、数字式传感器（如图 4）或 MEMS、力平衡类

型传感器进行通信。数字探头的遥测模块完全包含在绕线轮上。 

对于模拟探头的接口单元 GK-604-4（如图 5），可直接连接探头（模拟 MEMS 和力平衡类型），

用户可单独的购买此接口单元，也可使用 GK-604-3 系统（GK-604 绕线轮含有此接口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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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手持 PC 上运行 GK-405VW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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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000/6100 型测斜仪 

 

 

图 5 GK-604-4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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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K-604-3 绕线轮系统 (图中展示包含手持 PC 及便携箱) 

注：GK-604D 测斜仪读数应用程序也通过 Juniper 系统在手持 PC 上操作（如图 6 所示） 

1.3 使用 GK-604D测斜仪读数仪之前注意事项 

读数仪软件需安装在手持式 PC（FPC-1）上，系统运行环境为 Windows Mobile 6 操作系统。 

 请熟悉手持式 PC（（FPC-1）产品和 Windows Mobile 的操作系统。 

 用户可以从“开始”按钮下的文件管理器、蓝牙设置管理器启动应用程序。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点击键盘图标，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文本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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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和操作 

2.1 节中描述的步骤是指导用户如何启动 GK-604IRA，连接传感器和读数仪的过程。如果用户

购买了 GK-604D 整个系统，基康确保系统在出厂前已经建立，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另一种情况，

用户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可能自己已经拥有了手持式 PC，并配置了配套的硬件及软件。下面描述

的步骤，试图涵盖上面所有情况，请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参考相应的部分。 

如果用户购买了完整的 GK-604D 系统，我们会在出厂前对“GK-604”中的工作区名称

以及探头库工作区“ProbeLibrary”进行预定义，并将 FPC-1 与遥测模块匹配成功。有时，

工作区的和探头库的名称会被重新定义或者用户会创建新的名称定义，此时请做好相应记

录（见 3.2.1 节）。购买完整 GK-604D 系统的用户，2.2 节-2.4 节操作步骤可以迅速跳过，但是请最

好快速预览下。 

2.1 快速操作指导 

下面的步骤是 GK-604D 的典型操作指导，操作完成后可以成功对传感器进行测读。 

A）如果远程模块对于 FPC-1 单元是单独购买的，或者需要更新蓝牙配对，请见 2.2 节（建立

与远程模块联系）。 

B）请用户点击 FPC-1 主窗口上的“Start→Programs”按钮，然后点击 GK-604D IRA 图标，启

动GK-604D IRA。如果系统没有安装GK-604D测斜仪读数仪应用程序，请参考2.3节（安装GK-604D 

IRA）。 

C）如果窗口显示的不是主窗口（如图 25），而是如图 18 所显示的窗口，请参见第 2.4 节“首次

启动测斜仪读数仪” 

D）如果测斜仪系统是一个模拟系统（探头型号是 6100-1E 和 6100-1M），则“probe（探头）”

必须在工程管理器中的探头库中进行预定义（详见 3.2 节和 4.2 节获得更多关于添加和配置新的探

头的信息）。添加一个新的模拟探头配置之后，请跳过步骤 F。 

E）如果测斜仪系统是一个数字系统（探头型号是 6100D-E 和 6100D-M），则系统可以检测到

任何新的探头，并自动连接到遥测模块（后续的步骤系统同样自动完成）。 

F）如果首次启动 GK-604 IRA，在连接遥测模块之前必须要对“project”和“hole”进行预定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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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3.2、4.4 和 4.1 节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NOTE: 如果准备连接到数字系统，请选择“UNKNOWN”作为探头首次使用的名称。 

G）如果前面的操作不成功，请选择在 F 步中创建的孔（通过点击在工程管理器中测斜孔的图

标）。然后，请按下遥测模块上的“POWER ON (BLUETOOTH)”按钮，此时一束蓝色的光开始闪烁，

这就表示遥测模块正在等待连接到手持 FPC-1 单元。 

H）启动连接过程中，点击应用程序菜单（详见 3.3 节），然后点击实时读数。应用程序在默认

情况下，会自动寻找“COM5”上的蓝牙连接。如果远程模块未能与 FPC-1 连接，则显示如图 28 所示

的窗口，这表明任一遥测模块不再尝试连接（超时）或蓝牙已经与另一个 COM 关联端口配对完成。

为了确保正确的 COM 端口被选中，然后点击“Reconnect（重新连接）”。 

如果连接的一个模拟系统，等待几秒钟之后，遥测模块的蓝光变为持续稳定的蓝色光束（即蓝

光不在闪烁），此时显示实时读数窗口（如图 29）。然后跳到步骤 I。 

如果连接的是一个数字系统，等待几秒钟之后，遥测模块的蓝光变为稳定的蓝色光束（即蓝光

不在闪烁），此时系统将显示两个窗口： 

a.如果显示的是如图 7 所示的窗口，之前的探头并没有被 GK-604 IRA 检测到（仅数字式探头）。

这种情况下，请点击“OK”键，然后探头将被添加到探头库中，此时应显示如图 8 所示的窗口。此时，

可以对新检测到的探头进行命名和说明。详见 4.2 节获得更多详细信息。设置完成后，请点击“Menu-> 

Save Settings”退出探头设置窗口（如图 8）。 

如果探头名称在步骤 F 中被设定为“UNKNOWN”，此时系统将显示如图 9 的所示的窗口，这表

示系统允许新检测到的探头的名称保存到当前的测斜孔配置中。 

b.如果显示的是实时读数窗口，则表明 GK-604 IRA 默认为探头之前已经连接成功。 

 

图 7 探头设置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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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初始探头设置 

 

图 9 无探头关联窗口 

I）请参考 3.3.1 节获得关于实时读数窗口的更多信息。同时，请参考附录 A.2 获得更多相关信

息。 

J）进行勘测后，相对于指定测斜孔的已保存的调查数据都可以查询或生成报告，通过点击

“File→View Data”查看。请参见 3.4.3 节获得有关“查看数据”选项的更多信息。 

K）可以将原始数据导出用户选择的一个系统文件夹，通过点击“File→Export→Data”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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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3.4.1.1 获得有关“数据导出”选项的更多信息。 

L）关闭 GK-604D IRA，点击“File”，然后点击“Exit”。 

2.2 与遥测模块建立连接 

一般情况下，这个连接只需在出厂前设置一次。接下来的步骤是只需在使用读数仪软件之前确

保与遥测模块已经连接： 

1．使用手持 PC 上的蓝牙设置管理器与遥测模块设置连接。请在手持 PC 参考手册的第九章

“Partnership”读取关于蓝牙设置。 

                

 

 

2．启动蓝牙设置管理器，单击“Mode”选项卡，然后确认

“Turn on Bluetooth”前面的方框是否选中。 

 

 

 

 

 

 

 

 

 

 

 

 

 

 

启动蓝牙管理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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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Device”选项卡。如果此时显示“Geokon”设置（名

称以“GK”字母为开头，包含遥测模块的序列号），则转到下一步。

否则转到遥测模块（这时你会看到模块上一个蓝色的指示灯闪

烁），然后选择“Add new device”。    

 

 

 

 

 

 

 

 

 

4．当蓝牙搜索到一个正确的模块时，设备名称会突出显示，

然后请点击下一步。 

 

 

 

 

 

 

 

 

 

 

 

5．此时会出现一个密码输入窗口；输入“default”，然后点

击下一步。如果与仪器连接成功，屏幕会提示连接正确，然后

请转向蓝牙设备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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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击“COM Ports”选项卡。如果“Geokon”仪器已经分配

COM 端口，说明连接建立过程完成。如果没有，点击“New 

Outgoing Port”。如果没有，选择“New Outgoing Port”，然后

选择一个可以使用的 COM 端口（系统默认 COM5）。由于在后

面读数仪软件使用时需要选择端口号，因此请住此端口（请参

考 3.4.3）。然后检查“Secure Connection”的复选框为不选中

状态。最后点击完成。 

 

 

2.3 安装 GK-604D IRA 

GK-604D IRA 安装步骤如下： 

 手持设备（HHD）至少需要 50M可用内存来运行Windows Mobile Classic 6.0或更高版本。

HHD 必须启动蓝牙功能，并可以分配一个蓝牙连接到 COM 端口。HHD 安装有

Windows .NET 3.5 Compact Framework (CF)和.NET framework 英文信息包。这两个系统

的“CAB”文件安装包包含在 GK-604D IRA “ZIP”压缩包中，或直接通过 Geokon 网站获得

（http://www.geokon.com/digital-inclinometer-system/）。 

 如果 PC 运行的是 WIN7 系统，可以通过安装 Microsoft ActiveSync version 4.5.0 以上版本

或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与 HHD 保持同步连接（如图 11）。两者之间的有效连

接必须通过物理链路或是蓝牙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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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ActiveSync 窗口显示的有效连接 

 

图 11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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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运行 GK-604D 安装包 

点击“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窗口下（如图 5）的“Browse the contents of your device”

文件夹图标，调出“Windows Explorer”窗口（如图 6）。ActiveSync 的操作程序与其类似。 

 

图 12 Windows Explorer 窗口下显示的 HHD 根文件夹 

双击图 11 的“\”图标，调出手持 PC 的系统根文件，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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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手持设备根文件夹内容 

下一步，安装 GK-604D 安装（从 Geokon 网站上下载的安装包），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窗口，然后进入安装文件夹的根文件夹（如图 14）。 

 

图 14 安装文件夹内容 

从安装 CD 中复制“GK604D_Installer.CAB” 文件到 HHD 系统根目录文件中。使用“File Exploer

（文件管理器）”找到 HHD 根目录，然后点击文件，“GK604D_Installer”来执行安装。（如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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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GK-604D 安装文件在 HHD 根目录下 

如果 HHD 中安装有存储卡，那么系统会提示用户选择文件的安装位置（如图 16）。建议选择安

装在“Device”下，然后用触控笔点击“Install”按钮，启动安装过程。 

 

图 16 GK-604D 安装显示屏 

为了释放存储空间，请将“GK604D_Installer.CAB”安装文件从系统根目录文件夹中删除。至

此，GK-604D IRA 安装完毕，它的程序图标应出现在“Start->Programs”上（如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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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GK-604D IRA 图标显示在“Start->Programs”上 

2.4 首次启动测斜仪读数仪 

点击“Start”按钮，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图标（如右图），点击 GK-604D IRA 图标（如

右图），启动读数仪软件或点击程序上的 GK-604D IRA 图标启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无法启动，此时屏幕显示的是“此应用程序需要比安装在此设备上的

Microsoft .NET Compact Framework 更高的版本”，然后应安装.NET Compact Framework，“Zip”

文件中包含此安装程序。.NET Compact Framework 安装程序的名称为“NETCFv35.wm.arm4i.cab”，

它位于“dotNET 3.5 CF”文件夹中（如图 14）。安装方式与 GK-604D IRA 相似。.NET Framework 

的伴随包“NETCFv35.Messages.EN.wm.cab”也同时被安装，并位于同一个文件夹中。 

第一次启动 GK-604D 测斜仪读数仪应用程序（GK-604D IRA）时，系统会提示用户创建工作

区的名称。工作区的名称可以是任意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创建完成后，这个名称将会显示在“Project 

Explorer（工程管理器）”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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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选择工作区的名称 

一旦用户选择了工作区的名称，系统会提示用户在手持设备上选择或创建一个文件夹，工作区

里所有的要素将被保存在此文件夹中。如下所示，默认工作区的位置在文件夹中的名称与特殊的共

享文件夹中保留下的工作区名称相同。对于 Window Mobile Devices，该文件夹位于：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Workspaces. 

GK- 604D IRA 将新的工作区的名称附加到这个共享文件，并把它作为新的工作区的默认位置。

用户也可以自由选择位置，或直接的输入，或者通过浏览[ … ]按钮导航到不同的文件夹位置或创建

一个新的文件夹（如下）。此工作区的位置将被存储在 GK-604D IRA 配置区内，用于后面的应用程

序的访问。当工作区创建后，以后所有的用户即可通过名称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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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选择工作区文件夹 

Note：如果新选择的工作区文件夹包含了现有存在的工作区，GK-604D IRA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询问用户是否要导入这个工作区或者是对先前指定的新的工作区进行重命名。 

 

图 20 存在的工作区 

像创建最初的工作区一样，在应用程序完全启动前，同样需要创建一个探头库。在指定工作区

文件夹后，系统将提示用户创建一个探头库名称。探头库的名称可以是字母和数字的任意组合。创

建后，此名称将显示在项目工程管理器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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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选择探头库名称 

一旦用户选择了探头库名称，系统会提示您在电脑上选择或创建一个文件夹，探头库里所有的

要素将被保存在此文件夹中。如下所示，默认探头库的位置在文件夹中的名称与特殊的共享文件夹

中保留的探头库名称相同。对于 Window Mobile Devices，该文件夹位于：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Probe Libraries 

GK-604D IRA 将新的探头库的名称附加到这个共享文件，并把它作为新的探头库的默认位置。

用户也可以自由选择位置，或直接的输入，或者通过浏览[… ]按钮导航到不同的文件夹位置或创建

一个新的文件夹（如图 22）。此探头库的位置将被存储在 GK-604D IRA 配置区内，用于后面的应用

程序的访问。当探头库创建后，以后所有的用户即可通过名称进行访问。 

 

图 22 选择探头库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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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如果新选择的探头库文件夹包含了现有存在的探头库，GK-604D IRA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询问用户是否要导入这个探头库或者是对先前指定的新的探头库进行重命名。 

 

图 23 已存在的探头库 

工作区及探头库创建完成后，GK-604D IRA 将打开创建的工作区及探头库，并在屏幕上显示（如

图 24）。新的项目和测斜孔配置将被添加到此工作区，新的探头（及配置）添加到此探头库。 

 
图 24 空的工作区及探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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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户界面 

3.1 概述 

GK-604D IRA 用户界面包含一系列的导航控件设计，这些设计可以让用户在选择应用组件和功

能方面操作起来更简单、快捷。导航控件呈现的是组织活动工作区的内容，可以告知用户目前应用

程序的状态，并为用户提供工具来配置和管理基康仪器。 

 

图 25 用户界面 

GK-604D IRA 用户界面由几个核心组件组成： 

工程管理器（Project Explorer）：要素的选取工具，上下文（下拉）菜单 

应用程序菜单（Application Menu）：允许显示的变化，工作区，项目和传感器配置，以及连接

到遥测模块。 

文件菜单（File Menu）：文件和工程管理器要素的导出和导入。数据文件的查看和删除选项。 

状态区（Status area）：显示应用程序的连接状态。 

3.2 工程管理器 

工程管理器是切换 GK-604D IRA 工作区的主要导航机制，帮助用户快速的导航到工作区和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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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它提供的是工作区的视图框架，包含项目、测斜孔和可以使用的探头库。这些视图可以直接反

映要素之间的层次关系。 

工作区层次树的最高的级别要素是项目。项目允许 GK-604D IRA 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组建一组

测斜孔。这样很容易反映出在建的项目中已钻的测斜孔的特定站点。这个机构的特点就是可以很容

易找到测斜孔的配置以及相关的数据文件。项目下定义的测斜孔的列表可以通过选择一个特定项目

及其扩展分支进行查看（点击项目名称前的+号）（如图 25）。 

在项目管理器的层次结构中，测斜孔是一个项目的子要素。测斜孔的配置可以通过操作工程管

理器对所需的测斜孔进行编辑。选定后，测斜孔的设置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菜单（图 27），或使用上

下文菜单（图 26）中的“Edit Settings（编辑配置）”来修改。 

像工程是工作区的子要素一样，探头也是探头库的子要素。 

3.2.1上下文菜单 

在工程管理器中，使用上下文菜单可以添加新的工作区要素。点击管理器要素并按住，弹出上

下文菜单，基于当前的选择，相应的要素将被启用，否则将被禁用。下面的屏幕截图显示的是上下

文菜单（图 27），从“Project（项目）”要素中选择“Add Hole（添加测斜孔）”（没有变灰项）。 

 

图 26 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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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6 可以看出，对于项目的工程管理器要素设置也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进行编辑。 

注意某些要素可以按照时间进行排序。储存在工程管理器中的要素的顺序为：测斜孔，项目和

探头。 

3.3 应用程序菜单 

GK-604D IRA 应用程序菜单提供了访问到高级应用程序的功能。它位于主窗口的右下角。其中

“Edit Settings（编辑配置）”菜单也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进行访问。应用程序菜单的子菜单项进一

步的描述如下： 

 

图 27 应用程序菜单 

3.3.1实时读数 

点击此菜单项启动遥测模块的连接过程，连接成功后，实时读数屏幕显示（见图 29）。如果连

接失败，系统显示如图 28 所示的窗口，并建议纠正可能出现的错之后尝试重新连接。 

Note：系统尝试连接到远程模块时，在点击“Live Readings（实时读数）”菜单前，请确保遥测模

块上的“Power On（电源）”按钮按下（蓝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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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遥测模块连接问题 

遥测模块成功连接到 FPC-1 后，“Power On”指示灯会从闪烁的蓝色光变为常亮光，此时“Live 

Readings（实时读数）”窗口显示（如图 29）。 

 读数是不断的更新的，“数据组（Data set）”总是从“数据组 1（Set 1）”开始，但（通常）在将

探头旋转 180 度后，可以在任何时刻切换至“数据组 2（Set 2）”。 

 开始勘测时，‘Level（深度）’要设置在'starting level（开始深度）'，以便用于配置指定的测斜

孔。按下“Record（记录）”按钮（用手指或手写笔）记录 A&B 数据的集合，并通过测斜孔配置

的数值来自动改变“Level”值（屏幕上）（见 4.1 节）。也可以点击键盘上的“输入（Enter）键”，

选择“Record”。 

 

图 29 实时读数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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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听到“beep”声音时，可以确定读数已经被储存；如果没有听到，点击屏幕上方的“Volume

（音量）”控制键，调节音量。 

 在记录下一次读数前，务必将探头移到新的深度，并等待读数稳定下来。 

 在任何时候，用户可以通过滚动屏幕上的绿色的上下键按钮调整“Level（深度）”，并查看

存储和校验数据（屏幕的下半部分）。当读数结束后，点击“OK”键（屏幕右上角）。然后你

可以选择将读数保存至一个文件（如图 30）。 

 

图 30 未保存的数据提示 

 如果选择“No”，读数并不会丢失，用户可以通过主屏幕上的“文件→删除/恢复

（File→Delete/Restore）”选项进行数据恢复。 

 如果你选择“YES”，然后用户会看到一个自动增加后缀的标准文件名保存选择对话

框（见图 31）。接着再次选择“YES”进行保存文件操作，文件名的形式为：[Hole_Name][3 

digit AutoIncr_Suffix].GKN。 

 

图 31 自动增加后缀保存 

 如果选择“No”，系统会显示标准的文件保存屏幕，此时用户可以修改文件名。

使用手写笔来点击键盘上的图标（底部），可以按照用户的需要来输入文件名称（如图 32）。 

详见 3.3.5 节（系统配置），获取更多有关实时读数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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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保存文件显示屏 

3.3.2编辑配置 

通过上下文菜单（参见 3.2.1 节），点击“Edit Settings（编辑配置）”菜单后，系统将调用当前选定的

项目管理器要素进行设置编辑（请参见第 4 章“配置”，获取更多信息）。 

3.3 终端窗口 

此功能需要蓝牙与遥测模块有效连接。如果连接不成功成功，系统将显示如图 28 所示的窗口。 

如果连接成功，系统将显示如果 33 所以的窗口，使用“Terminal Window”需要使用屏幕上的键

盘输入简单的一个或两个字符的命令到遥测模块。遥测模块命令结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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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终端窗口 

3.3.4关于 GK-604D 

系统有一个信息面板用来显示版权信息以及应用程序的版本（如图 34）。点击“Remote Module 

Status（遥测模块状态）”按钮，此时系统会显示一个窗口询问探头是否连接可以到遥测模块以及遥

测模块是否准备好连接（蓝灯闪烁）（如图 35）。 

 

图 34 关于 GK-604D 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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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准备好连接？ 

点击“Yes”按钮，GK-604D IRA 启动与遥测模块的连接过程。如果连接成功，则显示如图 36

所示关于遥测模块状态的窗口。 

 

图 36 遥测模块/探头状态 

图 36 显示了可用于数字式的遥测模块和探头的状态。如果是模拟系统，只显示遥测模块版本及

电池电压。 

3.3.5系统配置 

系统允许设置测量时的参数（如图 37），本小节后面将详细描述每一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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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系统配置 

3.3.5.1稳定指示 

有效的选择包括： 

None（无）  在实时读数显示屏上，判断稳定的唯一指标是监测的 A 和 B 的读数（如图 29）。 

Visual Only（视觉）   选择这种稳定指示时，实时读数显示屏上会出现一个图标，判断读数稳

定或不稳定（如图 38 和 39） 

Visual/Audible（视觉和声音） 当选择这种稳定指示时，除了上述描述的显示图标外，可听到

系统播放的声音，判断读数稳定或不稳定（如图 40 和 41，以及 3.3.5.3 和 3.3.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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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稳定指示 

 

图 39 不稳定指示 

3.3.5.2 稳定过滤器 

当“Stable Indication（稳定指示）”（见 3.3.5.1 节）选择除“None”以外的选项，该参数将被

启用，并且下拉菜单显示一系列用于读数稳定的数字（推荐使用小于 10 的数字）。 

当系统为实时读数时，如果 A 和 B 的通道的两个相继的读数之间的差小于或等于“Stability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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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读数被视为稳定的，如果启用了““Stability Indication（稳定指示）”图标（参见图 38 和 39）

将显示相应的设置。 

3.3.5.3 稳定的声音 

当“Stable Indication（稳定指示）”（见 3.3.5.1 节）选择设置为“Visual/Audible（视觉和声音）”

时，该参数将被启用，然后通过下拉菜单选择示“sounds（声音）”的类型，HHD 上的实时显示屏

的读数稳定后能够听到此提示音（参见图 29 和 38）。 

点击右边的图标，可以预览提示音。  

3.3.5.4不稳定的声音 

当“Stable Indication（稳定指示）”（见 3.3.5.1 节）选择设置为“Visual/Audible（视觉和声音）”

时，该参数将被启用，然后通过下拉菜单选择示“sounds（声音）”的类型，在 HHD 上的实时显示

屏的读数不稳定后能够听到此提示音（参见图 29 和 39）。 

点击右边的图标，可以预览提示音。  

3.3.5.5自动记录数据 

如果此选项设置为“Enable（启用）”，则实时读数显示屏上的“Auto Record（自动记录）”功

能将被启用（参见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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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自动记录功能被启用 

要激活“自动记录”功能，请点击“A”文本框右侧的“Play”图标。此时“Play” 图

标将被替换为“Pause(停止)”图标，红色的文字状态信息将变更为“Auto record mode is 

active（启动自动记录模式）”，如果读数稳定，读数会自动记录（参见图 41）。 

 

图 41 启用自动记录模式 

下面的步骤列表说明了运用“Auto Record（自动记录）”功能的正确方法。如下： 

 手持设备通过蓝牙连接到遥测模块  

 •在系统配置上，“Stable Indication（稳定指示）”参数设置为“（Visual/Audible）视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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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模式 

 •“Auto Record Data（自动记录数据）”参数设置为“Enable（启用）”（参见图 37）。  

 •在“Auto Record（自动记录）”功能开始时，探头应该处于初始深度时的测斜管的下面，

“A +”轴上。 

1、点击“Live Readings（实时读数）”菜单项，如图 40 所示的画面 

2、正常的操作下，读数从遥测模块连续不断的进行更新。数据组总是被设置从“Dataset 1”

开始（可以在任何时刻切换至“Dataset 2），测试开始时，“Level（深度）”被设置为“Starting Level

（初始深度）”，在测斜孔设置显示屏上进行设置（详见 4.1 节，图 67）。 

3、点击“Play”图标，启动“Auto Record（自动记录）”功能。红色状态的文字信息将变为  

“Auto record mode is active（启动自动记录模式）”，绿色的“Play”图标将会变成红

色的“Pause（停止）”图标。如果读数稳定的，A&B 的读数将被读取，此时你会听到 “beep”

的声音，确认读数已经被存储。如果没有听到“beep”声，点击屏幕上方的“Volume（音

量）”控制键，调节音量。 

4、通过拉动测斜仪的电缆，移动探头到下一个深度，并确保电缆的标记/套圈牢固。移动探头

约1秒的后，系统将确定该读数不再稳定。该稳定性图标将被设置为它的不稳定状态，如果在“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屏幕上（如图 37）选中“Unstable（不稳定）”声音时，此时将播放此

声音。  

电缆标记/套圈被锁定约 2 秒后，系统将确定该读数再次稳定，可以通过设置的稳定图标和播放

所选择“Stable（稳定）”的提示音声音来确定稳定状态（如图 41）。稳定的提示音播放后，当前的

读数被存储，此时听到记录的“beep”声，请通过选定的间隔来减少深度。  

5、重复步骤 4，直到读取了“A+”轴上所有的读数。 

6、点击“Dataset 1”图标，并观察到红色的状态的文本信息更改为“Auto record mode is paused

（自动记录模式停止）”和“Pause(停止)”图标将变为“Play”图标，此时“Dataset 1”变成了“Dataset 

12”（如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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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数据记录停止，“Dataset 2”被选择 

7、探头旋转 180 度后，降低探头返回到适合这个测斜孔的“Starting Level（开始深度）”。重

复步骤 3。 

8、重复步骤 4，直到读取了“A-”轴上所有的读数。 

9、当读取完所有读数后，点击“OK”键（屏幕右上角）。此时屏幕上将提示用户将数据保存到

一个文件中（如图 30）。 

10、如果选择了“NO”（如图 30），读数也不会丢失，用户通过主屏幕上的“文件→删除/恢复

（File→Delete/Restore）”选项进行数据恢复即可。 

11、如果你选择“YES”（如图 30），然后用户会看到一个自动增加后缀的标准文件名保存选择

对话框（如图 31）。接着再次选择“YES”进行保存文件操作，文件名的形式为：[Hole_Name][3 digit 

AutoIncr_Suffix].GKN。 

12、如果选择“No”，系统会显示标准的文件保存屏幕，此时用户可以修改文件名。使用手写

笔来点击键盘上的图标（底部），可以按照用户的需要来输入文件名称（如图 32）。 

注：在使用“Auto Record（自动记录）”时，可以在任何时间暂停和重新开始工作，只要探头

移动到适合的深度，用户可以通过“Level:”来查看。当自动记录停止时，该数据仍然可以通过点击

“Record Data（记录数据）”按钮，记录在“normal（正常）”的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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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主要用于导入和导出项目管理器的要素的配置以及数据导出，查看和报告生成。它也

被用于删除以前保存的传感器的数据文件。它也被用于完全删除或恢复以前删除的项目管理器中的

要素（参见图 43）。 

           

图 43 文件菜单                             图 44 导出菜单 

3.4.1导出菜单 

导出菜单主要用于导出测斜孔数据和项目管理器中的要素配置到用户选择的文件夹下（如图

41）。 

3.4.1.1导出数据菜单选项 

导出数据菜单允许通过工程管理器或是状态列表区域导出当前选定的测斜孔的数据。图 45 显示

了可导出的测斜孔文件，“Hole1”。通过点击并按住文件名称，可以选择文件。当显示上下文菜单时，

点击“Select”键选择导出文件。多个数据文件也可以选择导出功能。当所需的文件都被选中，点

击“Export（导出）”键，系统显示保存文件窗口（如图 46），这时可以为每个文件指定一个新的名



GK-604D 测斜仪读数仪系统操作使用手册 

41 

字和文件夹。 

          

图 45 导出数据窗口                       图 46 保存数据文件 

3.4.1.2 导出测斜孔配置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Export Path（选择导出路径）”窗口（如图 47），然后选择测斜孔文件的

导出路径。测斜孔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将被压缩成一个导出文件。导出的测斜孔文件的命名格式为： 

<Selected Path> + <Hole Name> + “.lvhe” 

3.4.1.3导出项目配置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Export Path（选择导出路径）”窗口（如图 47），然后选择项目配置

文件的导出路径。项目配置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将被压缩成一个导出文件。导出的项目配置文件的

命名格式为： 

<Selected Path> + <Project Name> + “.lvpe” 

3.4.1.4导出探头配置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Probe（选择… …探头）”窗口（如图 48），选择要导出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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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名称。选择一个探头后，系统显示“Select Export Path（选择导出路径）”窗口（如图 47），然

后选择探头配置文件的导出路径。项目配置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将被压缩成一个导出文件。导出的

探头配置文件的命名格式为： 

<Selected Path> + <Probe Name> + “.gkpe” 

3.4.1.5导出探头库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Export Path（选择导出路径）”窗口（如图 47），然后选择探头库文

件的导出路径。探头库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将被压缩成一个导出文件。导出的项探头库文件的命名

格式为： 

<Selected Path> + <Probe Library Name> + “.gple” 

        

图 47 导出路径选择                          图 48 探头选择窗口 

3.4.2导入菜单 

导入菜单主要用来导入工程管理器中的要素配置，这些要素是之前使用导出功能导出的要素（如

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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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导入测斜孔配置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LVHE File”窗口（如图 50），然后选择先前导出的测斜孔文件（详

见 3.4.1.2 节）。选择后，系统将在当前的选定的项目中创建一个新的“Hole（测斜孔）”。这个新的

“Hole（测斜孔）”将包含所有配置和数据文件。如果具有相同名称的测斜孔已经存在于当前选定项

目中，则该导入功能将被取消。 

         

图 49 导入菜单                               图 50 选择测斜孔导入文件 

3.4.2.2 导入工程配置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LVHE File”窗口（如图 50），然后选择先前导出的工程配置文件（详

见 3.4.1.3 节）。选择后，系统将在当前的选定的项目中创建一个新的“Project（项目）”。新的项目

将包含所有配置文件和“Holes（测斜孔）”信息。如果具有相同名称的工程已经存在于目前的工作

区内，则该导入功能将被取消。 

3.4.2.3导入探头配置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 GKPE File”窗口（如图52），然后选择先前导出的探头配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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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详见3.4.1.4节）。选择后，系统将在当前的选定的探头库中创建一个新的“Probe（探头）”。

新的探头将包含所有配置文件信息。如果具有相同名称的探头已经存在于目前的探头库内，则该导

入功能将被取消。 

            

图 51 选择工程管理器文件                      图 52 选择探头导出文件 

3.4.2.4导入探头库 

单击该菜单项显示“Select . GKPE File”窗口（如图53），然后选择先前导出的探头库文件

（详见3.4.1.5节）。选择后，系统将显示如图54的提示信息窗口，询问用户是否导入新的探头库。

选择“Yes”，系统将替换当前的探头库。选择“No”，系统将会添加一个新的探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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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选择探头库导入文件                     图 54 导入探头库提示信息 

3.4.3查看数据 

点击查看数据菜单，系统显示如图 55 中所示的窗口。选择一个查看项（如图 56）和数据文件，

查看图形或表格报告。 

         

图 55 选择查看选项窗口                    图 56 查看选项列表 

现有的“View（查看）”选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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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原始数据文件表 

这一选择将显示“Hole（测斜孔）”的原始数据或将数据保存在表格中。图 57 显示出了报告的

可用选项。图 58 显示出了在 FPC-1 单元上生成的报告。以文本形式保存的报告的例子详见附录 C。

表格报告也可以保存为.CSV 和 TXT 格式。 

        

图 57 生成报告选项                          图 58 原始数据报告 

        

图 59 轴分析报告                        图 60 轴偏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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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轴向偏差数据报表 

选择此选项可查看或保存 A 或 B 轴的测斜孔偏差数据。偏差是由在每个深度中两个选定的数据

文件之间累积的偏差变化来确定的。该报告列出了从测斜管底部向上或从顶部向下积累的偏差（如

图 60）。附录 C 为以文本形式保存的偏差报告的范例。表格式报告可以保存为 CSV 格式或 TXT 格

式。 

3.4.3.4轴配置数据图表 

选择此选项可以让测斜孔配置数据以图形化视图，对观察测斜管的实际安装特性（倾斜、耦合、

异常）非常有用。图 61 显示了典型测线图。点击图上左上角的图标，在图上做个标记线。通过点击

和拖动下面图中显示的相应 X 和 Y 的值来移动标记线（如图 62）。 可以以“.BMP”形式保存图形

化报表的“Screen-shots（屏幕截图）”。 

        

图 61 测线图                           图 62 测线图—标记线 

 

3.4.3.5轴向偏差数据图表 

选择此选项可以观察测斜孔偏差数据在任一轴方向的图形视图，对观察测斜孔的任何移动方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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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用的（如图 63）。可以以“.BMP”形式保存图形化报表的“Screen-shots（屏幕截图）”。 

 

图 63 偏差图 

3.4.4删除/恢复菜单 

该菜单可以对数据文件和工程管理器元素进行永久删除或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点击删除/恢复菜

单启动 GK-604D IRA 搜索此文件夹，查看哪些要素可恢复或永久删除。如图 64 所示的例子，含有

测斜孔，工程，探头和探头库的指定的存储文件夹都可以恢复和永久删除。点击图 64 所示中的“Holes

（测斜孔）”按钮，系统将会创建图 65 所示的窗口。 

          
图 64 删除/恢复窗口                    图 65 测斜孔删除/恢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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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退出 

点击此菜单，程序将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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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置工程管理器要素 

每个工程管理器的要素都可以进行配置。对于某些人来说，工作区、探头库和工程的配置只包

括名称和说明，而对于测斜孔和探头的要素，需要更多的配置参数，如设置英制/公制单位，开始深

度和灵敏度。通过调整这些设置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以及探头的规范。这些都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

或应用程序菜单来调整。 

4.1 测斜孔配置 

图 66 描述了测斜孔的一般配置： 

—测斜孔 ID（Holes ID） 

只读值，创建测斜孔后产生。 

用于 GK-604D IRA 内部使用。 

—工程名称（Project Name） 

点击屏幕底部的键盘图标，使用屏幕键盘为测斜

孔输入一个唯一的和描述性的名字。 

—描述（Description） 

使用屏幕键盘为测斜孔输入一个的简短描述。 

—探头名称（Probe Nam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探头名称。 

—测斜孔单位（Hole Units）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米或英尺 

—创建（Created On） 

当工程创建后，产生不可修改的日期和时间值。 

—开始深度(Starting Level) 

使用屏幕键盘，输入测斜孔的测量时的开始深度值（如

图 67）。 

—测量间隔（Interval） 

图 67 测斜孔参数 

图 66 测斜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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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一个测量时的间隔值，该值取决于孔的单位，通常为 0.5m 或 2 英尺。 

—顶部高程（Top Elevation） 

这是一个可选的参数，相对于测斜孔部的高程。 

—方位角度（Azimuth Angle） 

这是一个可选的参数，并允许校正相应的测斜管在 A+轴上的偏离。 

当编辑完成，通过“Menu->Save Settings”选项进行保存。 

4.2 探头配置 

图 68 显示了通用探头设置窗口，下面为编辑探头设置对话框的第一屏： 

—传感器 ID（Sensor ID） 

只读值，创建探头时产生。由 GK-604D IRA 内部使用。 

—编号（Serial number） 

数字式测斜探头只读参数，模拟和罗盘探头的读/写参数。 

—探头名称（Probe name）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探头名称。 

—描述（Description）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有关该探头的简要说明。 

—探头类型（Probe type） 

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探头类型。选项包括：模拟

式，数字式，罗盘式倾斜仪。 

 选择罗盘式，系统将重心调整软件在实时读

数显示屏上正确显示 0-360 度读数。 

 在罗盘模式下， GK-604D IRA 需要通过

GK-604-3 电缆盘和 GK-604-4 接口模块读取

GK-6005-3 测扭仪的数据。 

 在罗盘模式下，只有读取一个信道（A）中的数据，并且在实时读数显示上显示，然后

存储在数据文件中。 

—创建时间（Date created） 

图 68 通用探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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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的日期和时间值，在创建探头时产生。 

—最后编辑时间（Last edited） 

只读数据，为时间值，当探头设置被修改时更新 

—A 和 B 通道零点漂移（A and B Channel Zero Shift）  

输入适当的值以补偿任何点的零点漂移（见测斜仪探头操作手册校准表以了解更多信息）。数字

式探头可有在出厂前设置这些值。当探头类型设置为罗盘时，零漂的值应该设置为 200（参见图 69）。 

—A 和 B 通道应变系数（A and B Channel Gage 

Factors）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相应的 2 个应变系数（见

测斜仪探头操作手册校准页以获取更多信息）。数字探

头可以在出厂前设置这些值。当探头类型设置为罗盘时，

应变系数的值应该设置为 0.1（见图 69）。 

—A 和 B 通道传感器偏移（A and B Channel 

Gage Offsets） 

这些值通常为“0”，偶尔需要从罗盘探头删除偏移

量。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偏移量（如图 69）。罗盘式

探头没有“B”通道，则“B”通道应该为“0”数字式

探头可以在出厂前设置这些值。 

当探头类型设置为罗盘式，偏移量可以通过读数来确定（使用实时读数屏幕），并且能确定罗盘

探头的值是否总是大于 360 度。如果是，则 Gage Offset A 值应设置为 360-（当前读数>360）。例

如，如果当前的罗盘探头读数 365，则 Gage Offset A 偏移值=（360-365）=-5。 

如果探头类型设置为倾斜仪，此时“B 通道”参数不使用，设置为 0。当编辑完成后，可以通

过“Menu->Save Settings”进行保存。 

如果连接的是数字遥测模块和数字是探头，零点漂移，应变系统和传感器偏移的变化可以通过

“Menu->Save and Upload Settings”选项上传到探头。点击“Save and Upload Settings”选项后，

显示如图 35 所示的窗口，以确保遥测模块准备连接。 

图 69 探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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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程配置 

图 70 描述了工程配置对话框： 

—工程 ID（Project ID） 

只读值，创建工程后产生。 

用于 GK-604D IRA 内部使用。 

—工程名称（Project Name） 

使用屏幕键盘为工程输入一个唯一 

的和描述性的名字。 

—描述（Description） 

使用屏幕键盘为工程输入关于这个工程 

的简短描述。 

—创建（Created On） 

当工程创建后，产生不可修改的 

日期和时间值。 

当完成编辑后，通过“Menu Save Settings” 选项可以保存项目工程。 

图 70 工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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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件，文件夹以及传输的数据 

GK-604D IRA 使用许多类型的文件和特定的文件夹位置来保存工作区的路径以及工程管理器

要素的配置文件，比如测斜孔和探头的配置文件以及数据文件。系统默认的一些位置和名称如下表

1 所示： 

目的 默认文件夹 文件名称  

GK-604D IRA 

预定义和配置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  Config.x

ml  

工作区存储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Workspaces\  N/A  

探头库存储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Probe Libraries\  N/A  

工作存储 (工作

区)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Workspaces\<WRK_SPC_FLDR>\1  

.wkspc  

测斜孔存储 (工

程)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 

Workspaces\<WRK_SPC_FLDR>\ <PROJECT ID>\  

.proj  

测斜孔配置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 

Workspaces\<WRK_SPC_FLDR>\ <PROJECT ID>\<Hole ID>\  

.hole  

数据文件 (每个

测斜孔)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 

Workspaces\<WRK_SPC_FLDR>\ <PROJECT ID>\<Hole ID>\data\  

*.gkn  

探头存储(探头

库)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Probe Libraries\ 

<PRB_LIB_FLDR>\2  

.prblib  

探头配置  \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Probe Libraries\ 

<PRB_LIB_FLDR>\<Probe ID>\  

.probe  

表1–文件夹路径及文件名称 

1. <WRK_SPC_FLDR>通常和工作区的名称相同，但不要求必须如此。 

2. <PRB_LIB_FLDR>通常和探头库的名称相同，但不要求必须如此。 

Note：手动编辑任意配置文件或重命名上述的文件夹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无法解释的操作，

强烈建议不要！ 

5.1 文件转移 

通常，GK-604D IRA 生成的文件中，只有测斜孔的数据文件需要转移，但推荐每隔一段时间归

档保存其他的文件到“master”PC 上。最直接的方法是使用提供的 USB 线（A 型—>mini 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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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场 PC 同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相连，这样在台式机或笔记本上可以查看现场 PC 的存储区。这

样你可以简单的拖拽这些文件到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的任意的文件夹中。 

 如果你是用的是 Window XP 系统，还需要下载安装“ActiveSync”程序。这个应用软件为

微软的免费软件.(从 www.microsoft.com 网站搜索 “Active Sync download”)。安装后（通

常需要重启电脑），将 USB 线连接至现场 PC，然后在 XP 机器上打开“My Computer”,

这是在驱动盘下将看到“PDA”盘符。双击此盘符将看到现场 PC 的文件夹。 

 如果你使用的为 Window Vista 或 Window 7 系统，微软内置 Window Mobile Device 

Center 软件，用户可以立即连接现场 PC，并能在“Computer”窗口找到它。 

不需要设置任何“syncing”的其它选项，便可以轻松的完成设置。如果台式机或便携式电脑有蓝牙

模块，也可以设置蓝牙，通过蓝牙传送文件。 

所有的这些选项（以及其他选项），都在现场 PC 的参考手册中有详细描述。 

5.2. 备份配置 

为了防范意外的数据丢失以及电脑的技术故障，关键数据以及配置文件需要定时备份。 

 使用文件菜单下工程导出功能可以将整个工程进行备份。工程被导出后，按照 5.1 节

介绍的方法，结果文件“.lvpe”也应该被转移到台式机中。 

 探头库可以使用文件菜单中的探针库导出功能进行备份。导出后，得到的“.gple”文

件 

 尽管作为项目要素“Hole”构架下的一部分，项目内的所有文件都可以自动备份，但

数据文件也可以通过文件菜单的数据导出功能单独备份。文件导出后，按照 5.1 节介绍的方法，

结果文件“.gkn”也应该被转移到台式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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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斜仪原理 

A.1.测斜仪原理 

在岩土工程领域，测斜仪主要用于测量大地位移，诸如：可能产生在不稳固边坡（滑坡）或开

挖过程中周围的侧向运动等。也可用来监测堤坝、芯墙的稳定性，打桩或钻孔的布置和偏差，以及

在回填、筑堤和地下储罐中土体的沉陷等。 

所有这些场合，通常要在土体的钻孔内安装一根测斜管、或将测斜管管浇筑在混凝土结构中、

也可将测斜管预埋在填筑的堤坝等之中。该种测斜管有四个导导槽（图 71)，以配合便携式测斜仪

探头上的小滑轮（图 3)），探头悬在和读数仪相连的电缆的一端，来测量测斜管的竖直（或水平）倾

斜，用这种方法来探测由于地层移动引起的倾斜。 

 
图 71 测斜管 

探头本身包括两个 MEMS（微型机电系统）传感器，加速度计，并通过重力作用使其产生变化。 

由于输出电压和倾斜角度的正弦成正比，输出值也和测孔的水平位移成正比（或横向测孔的竖直位

移）。 

为获得测斜仪测斜管周围地层的完整的观测报告，有必要在测斜管周围进行一系列倾斜观测。

传统测斜仪探头有两组小滑轮，距离相隔 2 英尺（英制）或 0.5 米（公制），将探头放到测斜管底部

进行读数时，即开始了测斜管的观测。探头每提升 2 英尺（英制）或 0.5 米（公制）进行读数，直

到到达测斜管的顶部，这组读数被称为Ａ+读数，为使操作过程简单，一般在电缆上每隔 2 英尺（英

制）或 0.5 米（公制）作有一个标记。把探头从测斜管中取出，旋转 180°，重新放入测斜管中，方

法同上，又可得到另一数据（A-读数）。 

测斜仪探头通常包括两个轴互成 90°的伺服加速度计，A 轴与滑轮组成一排平行（图 3 所示），

（参考方向） 



GK-604D 测斜仪读数仪系统操作使用手册 

57 

B 轴与其成直角。因而在测量时，得出 A+、A-读数，也就得到了 B+、B-读数。 

数据处理时，将该两组读数（A+、A-、B+、B-）相结合（用一组数据减去另一组数据），以此

来消除力平衡伺服加速度计的零漂的影响。（测斜仪探头在竖直位置时读数产生零漂移。理想的偏差

应是零，但在使用探头时，由于传感器的偏差、滑轮的磨损、或者主要由于探头下落或与安装的测

斜仪测斜管底部相碰太厉害造成对传感器的冲击，通常会产生一个零漂移并发生变化。） 

 

图 72 测斜仪探头 

测斜仪探头通常包括两个轴互成 90°的伺服加速度计，Ａ轴与滑轮组成一排平行（图 3 所示），

B 轴与其成直角。因而在测量时，得出 A+、A-读数，也就得到了 B+、B-读数。 

数据处理时，将该两组读数（A+、A-、B+、B-）相结合（用一组数据减去另一组数据），以此

来消除力平衡伺服加速度计的零漂的影响。（测斜仪探头在竖直位置时读数产生零飘移。 理想的偏

差应是零，但在使用探头时，由于传感器的偏差、滑轮的磨损、或者主要由于探头下落或与安装的

测斜仪测斜管底部相碰太厉害造成对传感器的冲击，通常会产生一个零飘移并发生变化。） 

下一次的测斜管观测数据，当与原始的观测数据相比较时，就可知测斜管的倾斜量变化和这些

变化所带来的其它的变化。倾斜量的变化（LSinθ）分析的最好方式是通过计算上部滑轮组相对于

下部滑轮组同观测读数间距（L）的水平位移（通常滑轮是基于探头的，英制是 2 英尺，公制是 0.5

米）。在测斜仪各位置处，各轴的两组读数(A+,A-和 B+,B-），相减就可得出 Sinθ，把这个值乘以读

 

电缆连接头 

电缆 

滑轮组件 

滑轮组件 

加速度传感器腔体 

底部缓冲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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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间距（L）和相应的系数，就得到一个以工程单位（英制是英寸，公制是厘米）输出的水平位移（如

图 73 所示）。 

 

图 73 测斜仪观测原理 

当把这些递增的水平位移累加起来，从测孔底部开始绘成曲线，结果就是初次观测与后来的任

一次观测之间的水平偏移变化曲线，见图 74，从这个位移曲线上很容易看出在某个深度处正在产生

位移及位移的辐度。 

 

 

图 74 钻孔位移曲线 

也可用其它分析方法，但一般对整个情况的判断没有太大帮助。例如：用一组数据，就可得到测孔

的曲线图。也可按各递增观测深度处读数（测斜）的实际变化绘制曲线，这曲线表明了产生运动的

各深度，但是这种信息可从位移曲线上很容易地得到。 

 

Borehole Top

Borehole Bottom

Zone of Movement



Deflectio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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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和校验（或用仪器检查），可用来检验测量数据的质量，下列任何一种情况

均可有害于数据的质量： 

 跳过或重复读取一个测点的读数。 

 读数之前，没有使测斜仪静置足够的时间（使探头温度达到平衡）。 

 探头、电缆或读数装置故障。这也许是由于震动、潮湿、电池缺电、 探头或电缆的开路

或短路造成的。 

 不小心地安放滑轮使得探头滑轮组一次观测与另一次观测不在同 一测点位置（即正反方

向测点不一致）。 

 将滑轮正好放置在测斜管接头处，以致读数不稳定或出错。 

 和校验分析法是通过把 A＋，A－读数和 B＋，B－读数相加，相加后由倾斜引起的那部分读数

被抵消，只留下一个等于测斜仪传感器零偏移两倍的一个值。 

A.2.进行观测 

以下进行观测（详情参见第 3.3.1 节）的步骤的概要： 

1）确保电缆与探头连接器的清洁以及 O 型圈无损坏。拧紧连接器，确保 O 形环收紧、封闭。 

2）扭转探头，使得最上面的滑轮装配到测斜管导槽，并指向预期的运动方向（在斜坡的情况下，

为下坡方向，或者被监测的开挖方向）。这确保测量的挠度是正的。降低测斜仪探头到测斜管的底部，

为了避免损坏探头小心不要让探头撞击到钻孔的底部。 

3）选择的电缆的大小应与测斜套相匹配，并将其放置在测斜管的顶部。提升测斜仪，直到第一

个电缆标记节出现在测斜管口。 

4）启动 FPC-1，打开遥测模块（蓝灯闪烁），然后启动 GK-604D IRA。检查手持设备已经连接

到探头后，点击“Live Readings”菜单，观察测斜仪的读数，直到探头的温度稳定和读数没有变化。 

5）确保 GK-604D IRA 设置为 Data Set 1。读取第一个读数，向上提升电缆，直到下一个电缆

标记节出现，几秒后，读取下一个读数。 

6）继续上面这种方式，直到出现顶部标记，将探头从测斜管中取出。 

7）将探头旋转 180 度，然后放在测斜管底部。点击“Dataset 1”键选择“Dataset 2”。 

8）重复步骤 3 到 6。 

9）点击“ok”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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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测斜仪探头的校验和“Face Errors” 

许多用户对测斜仪探头校验或“Face Errors”表示了关注。用户关心“Face Errors”对读数的

精度的所带来的影响。本节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在正常情况下，“Face Errors”或校验的所带来的

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校验大于 2000 的情况。只有一个问题，在观测时，“Face Errors”或校

验会在两者之间进行变换，因此我们不能将探头撞击到钻孔底部和不可以将探头粗暴的从测斜孔中

取出。 

“Face Errors”来自于测量术语。经纬仪的“Face Errors”是通过视准轴校正和校验不正确引

起的。“Face Errors”通过读取经纬仪的两个读数定期除去：一个测量角度是垂直经纬仪于的左侧，

另一个是在垂直经纬仪于的右侧。盘左和盘右两次读数的平均值得出了真实的角度，因为“face 

errors”消除了。 

同样的测斜仪探头：“Face Errors”来源于测斜仪探头的轴线与内部电子轴线，力平衡，伺服

加速度传感器不平行。“Face Errors”通过读取两个测斜仪读数来去除，一个读数是探头滚轮指向

的上，另一个读数是前一个方向的 180°方向上。如果第一组读数的“Face Errors”都太大，第二

组读数都太小，则两个读数的平均值或总和将是真实的倾斜误差，因此“Face Errors”将被消除。 

A.3.1“Face Errors”对读数精度的影响 

“Face Errors”或校验如果影响了探头的校准，则它会影响读数的精度。这是可能的，因为探

头传感器的输出和垂倾斜角度的正弦成正比，这个正弦函数是非线性的。 

想象一下，传感器的电轴与测斜仪的轴线平行距离为 5 度。这会产生一个为 1743 的 “Face 

Errors”（测斜仪读数显示为 20000sin∅）。因此，当一组读数都太大，另一组读数都太小，但这两组

读数的总和是正确的，“Face Errors”将被消除。如果我们假设测斜孔几乎是垂直的，传感器倾斜 5°

角，则在任何点的正弦函数的斜率偏差等于在该点角度的余弦值。0°的余弦值为 1.0000，5°的余

弦值是 0.996，所以“face errors”的影响通过系数 1/0.996=1.004 进行增长。 

这说明，如果钻孔可视偏差为 100mm，其实真正的偏差为 100.4mm。对于所有的应用系统，

偏差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远远低于测斜仪探头测量的精度。 

注意，测斜仪探头的正常系统精度为±7mm（30m 内）。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正常的系统精度

比由“face errors”引起的校正误差要大很多，因此“face errors”是不重要的，如果模数小于 2000，

我们可以将它完全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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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假设校验和等于 5000，这就相当于 15 度的角度误差。校准结果会略超过 3%，

则 100mm 的偏差超过 3mm，这又小于系统在精确度不高的情况下测得的数据。） 

A.3.2 “Face Error”的测量 

“Face Error”是由测斜仪探头完全垂直时读取。在测量时，获得“Face Error”的最简单的方

法是测斜仪测量时，在 180°时读取两组数据，然后记录信息文件或偏差报告。（见地 C.2 和 C.3 节，

标记为“Diff”的列）。检测到的数据将显示的是平均校验和，即等于两倍的“Face Error”。 

A.3.3 设置“Face Error”为 0 

有三种方法设置“Face Error”为 0。对于提高精度来说，它们不是必要的操作。 

A.3.3.1 硬件 

在制造时传感器的电轴是由垫片来调节的，直到它指向平行于所述测斜仪探头的轴线。这种方

法的缺点是，如果 “Face Error”因传感器磨损和粗糙处理，或猛烈撞击而产生变化，则需要返回

工厂进行重新调整。 

A.3.3.2 电子原件 

探头包含电子电路，所以当探头垂直时，传感器输出可以被调整为 0。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电

子元件可能会随着时间，温度和湿度产生变化，如果“Face Error”因为磨损或人为破坏而产生变

化，则需要拆卸探头，从新对电子电路进行调整。因此，这种形式的校正只是表面处理了“Face Error”，

并没有真正消除它。如果“Face Error”非常大，则校正将受到影响。 

A.3.3.3 软件 

对于“Face Error”设置为零的最佳方式是通过设置一个自动校正，以使用测斜仪读数仪的软

件功能来测量读数。 

设置“Face Error”为零的过程在 4.2 节中”已经描述，“零点漂移”与“Face Error”设置方

法一样。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以及在设置探头为零时，无需拆卸探头。我们推荐选择这种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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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另一种优点是，它可以通过进入到软件程序里以使一个探头得到与另一个探针完全

相同的数字输出。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状态，探头被转换，并得到完整的连续性的原始数据。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如果探头改变时，用户必须改变程序里的零偏，来适应新探头的“Face 

Error”。 

A.3.4 总结 

对于大多数的项目，校验和小于 20000 digits，在测斜仪正常观测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的（在 180°情况下测得两组数据），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对于“Face Error”设置为零，最

好通过测斜仪软件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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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数据文件格式 

B.1 测斜孔数据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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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文本报告 

C.1 原始数据文本报告 

 



附录 C 文本报告 

66 

 

 



GK-604D 测斜仪读数仪系统操作使用手册 

67 

C.2  A轴配置文件数据的文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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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B轴配置文件数据的文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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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A轴偏差数据的文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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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B轴偏差数据的文本报告 

 

 



附录 E 数据计算公式 

74 

附录 D 遥测模块的指令结构 

指令 功能 语法 返回值 

0 获取 VA 读数 0 (+/-)##### 

1 获取 VB 读数 1 (+/-)##### 

2 获取电池电量 2 <sp><sp>+#.# 

3 获取-12V 读数 1 3 <sp>-12.0 

4 获取固件版本 4 4 VER#.# 

5 （见注 2） 5 <CR> 

6 （见注 2） 6 000<sp><sp><sp> 

7 获取+12V 读数 1 7 <sp>+12.0 

8 获取+5V 预定义读数 8 <sp><sp>+#.# 

9 获取 3.3V 读数 1 9 <sp><sp>+3.3 

D 下载探头默认值 3 D 参见示例 D 

G 显示传感器参数 3 G 参见示例 G2 

G 输入传感器参数 3 

G70A/(LorP)/#/#/# 

或 

G70B/(LorP)/#/#/# 

（参加下面示例G）  

参见示例 G1 

T 探头温度（℃）3 T (+/-)##.#### 

V 固件版本（遥测模块）3 V VER #.# 

# 显示探头序列号#3 # 参见示例# 

#sn 输入探头序列号 3 
#sn（16 个字母、符

合和数字的组合） 
参见示例#sn 

 

注意： 

1.这些指令只存在于 GK-604 模拟系统，为了更好的兼容性，数字系统也包含这些指令。 

2.附注 1，仅供内部使用。 

3.这些指令只存在于 GK-604D 数字系统中。 

4.对于数字系统，固件版本（指令 4）返回到遥测模块版本，数字系统返回到探头固件版本。 

 

Eample 1：下载探头默认值 

下载探头默认参数（校正系数）： 

指令：D<CR> 

响应：GT:70A ZR:0.0000 GF:1.0000 GO:0.0000 GT:70B ZR:0.0000 GF:1.0000 GO:0.0000 

VA 和 VB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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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Conversion 

Zero Read Offset = 0 

Gage Factor = 1 

Gage Offset = 0 

Results in digits display = 2000(Vout) 

 

Eample 2：输入传感器参数 

输入并存储每个周的传感器参数 

A轴：Linear conversion  

Zero Read Offset = 0  

Gage Factor = .62  

Gage Offset = 0  

指令：G70A/L/0/.62/0<CR> 

响应：GT:70A ZR:0.0000 GF:0.6200 GO:0.0000 GT:70B ZR:0.0000 GF:1.0000 GO:0.0000 

B轴：Linear conversion  

Zero Read Offset = 0  

Gage Factor = 1.005  

Gage Offset = 0  

指令：G70B/L/0/1.005/0<CR> 

响应：GT:70A ZR:0.0000 GF:0.6200 GO:0.0000 GT:70B ZR:0.0000 GF:1.005 GO:0.0000 

 

Eample 3：显示传感器参数 

显示储存在探头内的传感器参数 

指令：G<CR> 

响应：GT:70A ZR:0.0000 GF:0.6200 GO:0.0000 GT:70B ZR:0.0000 GF:1.005 GO:0.0000 

 

Eample 4：显示探头序列号 

显示储存在探头内的序列号 

指令：#<CR> 

响应：6001-E,12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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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mple 5：输入探头序列号 

输入和存储探头序列号，最多 16 个字母、符号和数字的组合。 

指令：#sn6001-E,126543<CR> 

响应：6001-E,126543 

注意： 

1.GK-604D IRA 通过读取序列号字符串（逗号左边的部分）的型号部分确定合适的探头单位（公

制或英制）。如果型号不包含“-E”或“-M”，则系统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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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数据计算公式 

E.1 偏差计算 

 

名称 描述 

ZZ  校正角度 (u通常为0°) 

RINT  绝对测量间隔，英尺或米 

IA+,IA−  初始A轴数据的模数 (2sinθ=10000 @ 30°, 2.5sinθ=12500 @ 30°).  

PA+,PA−  目前A轴数据的模数(2sinθ=10000 @ 30°, 2.5sinθ=12500 @ 30°).  

IB+,IB−  初始B轴数据的模数(2sinθ=10000 @ 30°, 2.5sinθ=12500 @ 30°).  

PB+,PB−  目前B轴数据的模数(2sinθ=10000 @ 30°, 2.5sinθ=12500 @ 30°).  

SA  计算A轴的模数变化  

SB  计算B轴的模数变化 

M  乘法, 位于：   Geokon probe      Sinco Probe  

探头配置        2sinθ,            2.5sinθ.  

公制单位，毫米  0.05               0.04  

公制单位，厘米  0.005              0.004.  

英制单位，英寸  0.0006             0.00048  

CA  偏差A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未校正) 

偏差A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未校正) 

CB  偏差B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未校正).  

偏差B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未校正).  

DA  偏差A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角度校正) 

偏差A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角度校正) 

DB  偏差B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角度校正) 

偏差B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角度校正)  

cos  余弦函数  

sin  正弦函数 

表 E-1 偏差计算 

 

SA = ((PA+)-(PA-))/2 - ((IA+)-(IA-))/2 

SB = ((PB+)-(PB-))/2 – ((IB+)-(IB-))/2 

公式 E-1 模数变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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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 M × RINT × SA 

CB = M × RINT × SB 

DA = (CA × cos(ZZ))-(CB × sin(ZZ)) 

DB = (CA × sin(ZZ))+(CB × cos(ZZ)) 

公式 E-2 偏差计算 

 

注意 ： DA 和 DB 在每个深度上的增量（从底部向上或从顶部向下）的求和（Σ）结果，来得

到偏差的变化。 

 

E.2 配置文件计算 

 

标签 描述 

ZZ  校正角度(通常为 0°).  

RINT  绝对测量间隔，英尺或米 

A+, A−  A 轴数据（模数）(2sinθ=10000 @ 30°, 2.5sinθ=12500 @ 30°).  

B+, B−  B 轴数据（模数）(2sinθ=10000 @ 30°, 2.5sinθ=12500 @ 30°).  

SA  计算A轴的模数变化 

SB  计算B轴的模数变化 

M  乘法, 位于：   Geokon probe      Sinco Probe  

探头配置        2sinθ,            2.5sinθ.  

公制单位，毫米  0.05               0.04  

公制单位，厘米  0.005              0.004.  

英制单位，英寸  0.0006             0.00048 

CA  偏差A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未校正) 

偏差A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未校正)  

CB  偏差B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未校正).  

偏差B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未校正). 

DA  偏差A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角度校正) 

偏差A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角度校正)  

DB  偏差B (以英寸为单位，英制单位，角度校正) 

偏差B (以厘米或毫米，公制单位，角度校正) 

cos  余弦函数  

sin  正弦函数 

表E-2 数据减少变量（配置文件） 

SA = ((A+)-(A-))/2 

SB = ((B+)-(B-))/2 

公式 E-3 模数变化计算公式（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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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 M × RINT × SA 

CB = M × RINT × SB 

DA = (CA × cos(ZZ))-(CB × sin(ZZ)) 

DB = (CA × sin(ZZ))+(CB × cos(ZZ)) 

公式 E-4 配置文件公式 

 

注意：DA 和 DB 在每个深度上的增量（从底部向上或从顶部向下）的求和（Σ）结果，来得到

配置文件的变化。 

E.3 GTILT 用户 

使用 GK604D 的 GTILT 时，无论英制还公制探头，在用作 2.0sin 单位时，要使用 1000 的探头

常量。2.5sin 单位使用的 12500 探头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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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技术指标 

F.1.系统指标 

标准量程 ± 30°  

传感器  2 MEMS 加速度计  

MEMS 输出  Differential ± 4 VDC  

6100D 探头输出  模数数据流 

探头分辨率  24-bit  

系统分辨率 1 ± 0.025 mm/500 mm (± 0.0001 ft/2 ft)  

精度 ± 0.05%F.S. 

线性度  ± 0.02% F.S.,最高±10°  

重复性 ± 1 mm/30 m  

系统整体精度2 ± 3 mm/30 m (± 0.125 in/100 ft)  

温度范围(探头)  0°C ~50°C  

温度范围(遥测模块)  -30°C~50°C  

温度系数  0.002% F.S./°C  

滑轮间距 0.5 m, 1m or 2 ft  

长 x 直径3 700 x 25 mm, 1200 x 25 mm or 32 x 1 in  

测斜管尺寸I.D. 4 51 to 89 mm (2.0 to 3.5 in)  

重量(包含测斜管)  7.5 kg (16 lb)  

耐冲击5 2000 g  

电池(遥测模块)  锂电池, 7.4 V, 2600 mAh; >40 hours（充电后连续工作）  

注意： 

1. ±10弧秒。只有在垂直偏移±5°的范围内,这个分辨率才是有效的。超过该范围，分辨率则由于

余弦作用而下降。 

2.垂直方向上 3°内。这考虑了各个读数的固有误差的累积，以及探头操作误差；或测斜管内环

境的影响或测斜管受损。 

3.电缆接头增加了 150mm 的探头长度。滑轮直径为 30mm。 

4.探头设计用于标准的测斜管中，可用于最大直径 89mm 的测斜管中。 

5.测斜仪探头时高灵敏度精密仪器，在任何时候都应小心对待。特别是应避免探头跌落或被猛

烈的撞击到测斜管底部，导致传感器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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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模拟探头系统指标 

下面是模拟探头系统的技术指标，系统它包含了探头（GK-6100-1M 或 6100-1E）和遥测模块。遥

测模块可以是 GK-604-3（电缆盘）或是 GK-604-4（探头接口）。 

探头量程 (100% F.S.)  ± 30°  

遥测模块输入范围  ± 8 VDC  

传感器 2 MEMS 加速度计 

MEMS输出1  ± 4 VDC  

探头分辨率2  .025 mm /500mm (.0001 ft/ 2 ft)  

遥测模块分辨率 16 bit  

线性度3  ± 1mm/30m (± 0.05in/100ft)  

系统整体精度4  ± 4 mm/ 30 m (± 0.17 inch/ 100 ft)  

遥测模块精度 ± 0.1% F.S.  

探头温度范围 −20°C~50°C (−4° to 122°F)  

遥测模块温度范围 -30°C ~50°C  

温度系数 <.0002% F.S./ °C (<.0002% F.S./ °F)  

滑轮间距 0.5m or 1.0m (2 ft)  

长度x直径（探头）5  700 × 25 mm dia. (32 × 1 in dia.)  

GK-604-3尺寸 (L x W x H): 380 x 280 x 490 mm  

GK-604-4尺寸 (L x W x H): 160 x 75 x 75 mm  

重量 (包含测斜管) (GK-604-1)  7.5 kg (16 lb)  

耐冲击 2000g  

电池 (遥测模块) 锂电池, 7.4 V, 2600 mAh; >16 hours （充电后连续工作） 

注意： 

1、在探头垂直±30°时，输出为±4V。这个数值被称为满量程。标准的MEMS传感器是不可能超过这

个倾斜量的。 

2、上面的表中所示的分辨率只有在垂直偏移±5°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该分辨率是由则由于余弦作

用而下降。例如，0°时，分辨率为10.3弧秒，15度时，分辨率为10.3x1/0.966=10.7弧秒。分辨率也

取决于读数仪的性能，所给数字是假定读数仪能检测到0.005VCD输出的变化。 

3、所示的指标，仅适用于一个探头在单个钻孔内反复测量的过程。 

4、实际上，系统的精度主要由测斜仪能从一次次观测中，在测斜管里正确放置在同一深度的精确度

决定。诸如测斜管中的碎屑或测斜管损伤等因素也会对它们产生影响。所示精确度是假定观测以正

确的方式进行，并且测斜管在垂直偏移5度内。在读数之前，精度可以通过探头在每个测量深度时达

到平衡状态来提高。 

5、探头可用于尺寸大到85毫米内径的测斜管，滑轮直径为30毫米，电缆接头增加了150毫米的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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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F.3 手持 PC（FPC-1）技术指标 

 

处理器 806 MHz PXA310  

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 6.1 Classic  

包含软件  Microsoft® Office Mobile; 多语言版本 

随机存储 88.99 MB RAM  

数据存储 4 GB的内部存储；闪存插槽（I型或II）；SD / SDHC插入槽；支持SDIO；用户可

访问的CF和SD插槽 

色彩显示 480 x 640像素，VGA防眩光3.5”，阳光下可读，26万色（18位），LED背光TMR

技术 

键盘 专用背光数字键盘;使用功能键（FN），实现四向方向键;  

开始，左键菜单，右键菜单，摄像头，“ok”，返回和电源/暂停 

输出 RS-232C 9针“D”型连接; 1个USB主机和客户机（迷你AB型USB OTG，1.2主机，

2.0客户端）; 12 VDC @4.1 Amps Max power in;  

测斜管 IP67 防水 

环境  符合MIL-STD810F标准，并通过防水、潮湿、粉尘、震动、冲击、温度恶劣环境下

测试。 

电源 智能5600mAh锂电池;电池无需工具可以随环境变化，  

无线连接 内部无线蓝牙技术，2.0+EDR，Class 1，距离20米；WLAN: Integrated 

802.11b/g,支持AES TKIP,WEP，WPA和WPA2 TKIP， 

认证及标准

化 

FCC Class B; CE Mark; EN60950; RoHS compliant; FM approved Class I, 

Div 2  

工作温度 -30°C~60°C  

贮藏温度  -40°C~70°C  

耐冲击  可以从1.22m高度下降到混凝土地 

尺寸 (L x 

W x H)  

179 mm (7") x 97 mm (3.8") x 37 mm (1.5")  

重量 490g（包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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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倾角计操作（Model 6101） 

当连接到 GK-604-4 探头接口模块（参见图 5），6101 倾角计（参见图 75）可以读取 FPC-1 数

据。 

 

图 75 6101 倾角计与 6201-3 接口电缆 

 

6101 便携式倾角计设置在专用侧斜板（Tiltplates，6201-1X，参见图 76）上，侧斜板固定在待

测结构上。测量可在水平或垂直表面上进行（垂直或水平）。此传感器都是一对数据进行读取的，彼

此相距 180 度，以消除任何仪器偏差和，由此得到真正倾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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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测斜板：6201-1C（陶瓷），6201-1A（镀铜铝），6201-1S（不锈钢） 

假设，在 GK-604-4 接口模块和 FPC-1（请参阅 2.2 节获取更多详细信息）之间存在有效的蓝

牙连接。获取 6101 倾角计读数的步骤如下： 

1. 6201-3 电缆的一端连接到倾角计。 

2. 6201-3 电缆的另一端连接 GK-604-4 接口模块。 

3.在 FPC-1，启动 GK-604D IRA，并创建一个新的探头配置。 

 使用上下文菜单（详见 3.2.1 节），探头库突出显示后，选择“Add Probe（添加探头）”

菜单项，创建一个新的探头。 

 命名新的探头，选择探头类型“Tiltmeter” 

 使用校准表为指导，进入“Zero Shift A”和“Gage FactorA”参数。B 信道参数为零。 

 点击“Save Settings（保存设置）”来保存新的探头配置。见 4.2 节有关探头配置的详

细信息。 

4.每一个位置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测斜孔： 

 使用上下文菜单（见第 3.2.1），项目元素突出显示后，选择“Add Hole（添加孔）”菜

单项来创建一个新的孔结构。 

 测斜孔对应的是一个物理位置，则需要对其命名，如“Location1”。 

 更多信息可以在“Description（描述）”字段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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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新创建的测斜孔，选择在步骤 3 中创建新的探头。 

 测斜孔的参数例如“Starting Level（开始深度）”，“Interval（测量间隔）”，“Top Elevation

（顶高程）”和“Azimuth Angle（方位角度）”不需要操作，可以留空。 

 点击“Save Settings（保存设置）”来保存新的孔的配置。请参见 4.1 节关于孔配置的

详细信息。 

5.确保相应的位置测斜孔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可以选择。 

按下“POWER ON”按钮 GK-604-4 接口上，并确保蓝色指示灯闪烁。 

点击应用程序菜单中的实时读数窗口，启动读取过程。 

如果蓝牙连接建立，则系统显示如图 77 所示的窗口。 

 

图 77 实时读数窗口（倾角计） 

6.对齐 A+轴方向上的测斜板，然后点击“Record Data（记录数据）”获取读数。将倾斜仪反向

定位到 A-轴上，并再次点击“Record Data（记录数据）”获取读数，然后点击“OK”，系统显示如

图 78 所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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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保存数据 

7.点击“Yes”按钮，启动数据的存储过程。将显示“Save File（保存文件）”对话框，系统允

许用户命名的文件来保存数据（参见图 79）。 

 

图 79 保存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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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击“Save”，GK-604 IRA 将确定文件是否存在。如果这是一个新的文件，系统将保存为类

似于测斜仪的格式。如果相同的名称的文件已经存在，那么系统将显示如图 80 所示的窗口。 

 

图 80 文件存在对话框 

9.点击“Yes”，允许多次读取的数据存储在这个数据文件下。详见 G.1 倾角计数据格式 

10.点击“No”，系统将再次调出“Save File（保存文件）”对话框（参加图 79），用户可以通

过此对话框选择一个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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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倾角计读数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