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K-604D 型便携式测斜仪读数仪 

操作简要说明 

 

 

 

 

 

 

 

 

 

 

 

 

基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目  录 

1 GK-604D 测斜系统简介 ........................................................................................................ 1 

2 PDA读数仪简介 .................................................................................................................... 1 

3 PDA读数仪操作 .................................................................................................................... 2 

3.1 建立蓝牙通讯 ................................................................................................................... 2 

3.2配置探头 ............................................................................................................................ 6 

3.3配置工程 ............................................................................................................................ 8 

3.4配置测孔 ............................................................................................................................ 9 

3.5现场测量 .......................................................................................................................... 10 

3.6数据导出 .......................................................................................................................... 14 

3.7数据导入 .......................................................................................................................... 17 

4文件传输 .............................................................................................................................. 21 

4.1连接电脑 .......................................................................................................................... 21 

4.2备份配置 .......................................................................................................................... 21 

5数据计算 .............................................................................................................................. 22 

 

 

 



 
 
 

1 
 

1 GK-604D 测斜系统简介 

GK-604D测斜系统通常由测斜仪探头、线轴和 PDA读数仪组成。 

 

 
 

本文只针对 PDA读数仪的操作做简要说明。 

2 PDA 读数仪简介 

GK-604D测斜操作软件安装在手持 PC即 PDA中，PDA内置 Microsoft Windows CE 操作

系统，关于 Windows CE的基本操作请参考其用户手册。在 PDA读数仪和线轴之间使用蓝牙

进行通讯，实现无线测量功能。测斜仪软件运行主界面如下： 

 

 

线轴（内置

蓝牙装置） 

测斜仪探头 PDA（内置测斜操作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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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DA 读数仪操作 

PDA读数仪的操作包括建立蓝牙通讯、配置探头、配置测孔、读数及数据导出/导入等

方面。 

3.1 建立蓝牙通讯 

PDA 读数仪和线轴初次配合使用时，应建立蓝牙通讯（即进行蓝牙匹配），步骤如下： 

1）运行蓝牙管理器，可从 PDA屏幕上方的状态栏图标处启动蓝牙配置界面，如下图左；

或点击“开始”（Start）“设置”（Settings）选择“连接”（Connections）选项卡，

此时屏幕出现蓝牙图标（Bluetooth），点击运行。 

 

 

 

 

2）在“模式”（Mode）选项卡中勾选打开蓝牙

（Turn on Bluetooth），注意下面“使蓝牙设备对

其他设备可见”（Make this device visible to other 

devices）也应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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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设备”（Devices）选项卡中添加蓝牙

设备，注意在点击“添加新设备”（Add new device）

前应按线轴上的“蓝牙电源”（Power On）按钮。 

 

 

 

 

 

 

 

 

 

 

 

 

 

 

4）搜索到蓝牙设备后，如右图中的

GK604DRSN1317421，使用触控笔选中，点击“下一

步”（Nex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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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密码”（Passcode）中输入“default”，

点击“下一步”（Next）按钮，如果蓝牙设备

匹配成功，将出现右图下部的提示信息并返回

“设备”（Devices）选项卡。 

 

 

 

 

 

 

 

 

 

 

 

 

 

 

6）选择通讯“端口”（COM Ports）选项卡，

如果“Geokon”设备已经分配 COM口，请跳过步骤

9。如果没有分配 COM口，选择“新建端口”（New 

Outgoing Port），右面示例图片中，没有给“GK604”

设备分配 COM口。 

 

 

 

 

 

 

 

 

 

 

 

 

 

 

 

 

 

 

 

 



 
 
 

5 
 

 

 

7）右图中所示设备（GK604DRSN1317421）将被分

配 COM口。选中 GK604DRSN1317421，点击“下一步”

（Next）按钮。 

 

 

 

 

 

 

 

 

 

 

 

 

 

8）点击“端口”（Port）下拉列表，选择 COM口（默认为 COM5）。 

请记住此处设置的 COM口，在之后的软件配置中需要使用，否则无法进行正常通讯。 

注意：请将“安全连接”（Secure Connection）前的勾选去掉，点击“完成”（Finish）

按钮。 

 

 

9）最后验证蓝牙设备已经设置用于串口通讯。

选择“设备”（Devices）选项卡，点击蓝牙设备（如

G604DRSN1317421），显示右图，勾选“串行端口”

（Serial Port），点击“保存”（Save），完成蓝

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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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口”（COM Ports）选项卡中配置使用的串

口，通常配置成 COM5，这样与软件设置相同。 

 

 

 

 

 

 

 

 

 

 

 

 

 

 

3.2 配置探头 

在测斜仪探头和 PDA读数仪初次配合使用时，应将探头添加到测斜仪软件的探头库中，

以便在以后的测量中选用。 

点击“开始”（Start） 运行测斜仪软件。 

使用触控笔轻轻长按“探头库”菜单（Probe Library），调出探头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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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图： 

其中： 

Probe ID：为系统自动生成； 

Serial：为探头的编号； 

Probe name：为探头的名称，建议

填写同探头的编号，方便识别； 

Description：为探头的备注信息； 

Probe type：为探头的类型，根据

探头类型进行选择，分为“模拟量”

（Analog）和“数字量”（Digit）； 

Date：为探头创建日期和时间，由

系统生成； 

Last edited：为探头配置的最后编

辑日期和时间，由系统生成。 

 

 

点击右下箭头继续配置。 

 

 

 

 

其中： 

Zero Shift A 和 Zero Shift B 为 A

轴和 B轴的零漂补偿，数字式探头已在出

厂时进行了编程，模拟式探头请参照率定

表； 

Gage Factor A 和 Gage Factor B 为

A轴和 B轴的系数，数字式探头已在出厂

时进行了编程，模拟式探头请参照率定表； 

Gage Offset A 和 Gage Offset B 通

常设置为 0 

 

 

 

 

 

 

 

点击右下“菜单”（Menu）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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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置工程 

配置工程是为了更好的区分不同的现场，通常配置为现场名称，如思林电站。 

使用触控笔轻轻长按“分组”（Workspace）菜单，调出工程配置界面。 

 

 

 

 

如右图： 

其中： 

Project ID：为工程编号，由系统自

动生成； 

Name：为工程名称，按照设计编号填

写； 

Description：为工程备注信息； 

Creatd On：为工程创建日期，由系统

自动生成。 

 

 

 

 

 

 

 

 

点击右下“菜单”（Menu）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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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配置测孔 

根据现场测孔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使用触控笔轻轻长按“工程”（Project）菜单，调出测孔配置界面。 

 

 

 

 

如右图： 

其中： 

Hole ID：为系统自动生成； 

Hole Name：根据现场设计编号填写； 

Description：为该孔的备注信息，按

照需要填写； 

Probe：选择现场使用的探头； 

Hole Units：为测量单位，公制探头

选择 meters（米）； 

Crated On：为测孔创建时间，由系统

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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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下箭头继续配置， 

其中： 

Starting Level（metres）：为起始

测量深度； 

Interval（meters）：为测量间隔，

通常为 0.5米； 

Top Elevation（meters）：为孔口高

程（可不填）； 

Azimuth Angle：可修正测斜管 A+方向

的偏差（除非已知，否则不填） 

 

 

 

 

 

 

 

点击右下“菜单”（Menu）保存配置。 

 

3.5 现场测量 

现场测量步骤如下： 

1）将测斜仪探头的 A+方向对准预计

的倾斜方向放入测孔中。探头快到孔底时

应缓慢下放，禁止探头撞击孔底！ 

2）运行测斜仪软件。 

3）按线轴上的“蓝牙开关”（Power 

On）开启线轴蓝牙。 

4）点击测斜仪软件的“功能”

（Application）菜单，选择“测量”（Live 

Readings），调出测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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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图： 

其中： 

Level：为测孔开始测量的深度； 

A：为 A轴当前测值； 

B：为 B轴当前测值； 

Dataset1：为数据记录位置。 

Record Data：为测量按钮，点击后记录当前

测值。两侧功能相同，可任选其中之一。 

其余为系统生成的信息。 

 

5）数据稳定时点击“记录”（Record Data）

按钮记录测量数据，此时“深度”（Depth）会自

动根据测孔配置中的间隔减小，同时系统会发出蜂

鸣声。 

 

 

 

关于数据稳定与否的判断，可在软件的“系统

设置”（System Configuration）中配置，由测斜

仪软件进行判断并给出提示。 

 

其中： 

Stable Indication：为稳定时的提示。 

None：测量时，测斜仪软件监测 A轴和 B轴测

值的稳定性，但没有提示。 

Visual Only：测量时，测斜仪软件监测 A轴

和 B轴测值的稳定性，同时以图标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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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Audible：测量时，可根据设置的不同声音提示测值是否稳定。如设置为声音

提示测值稳定与否，请在测量前熟悉两种声音，避免实地操作时混淆，导致测值记录错误。 

 

Stability Filter：为稳定性过滤阈值。如果“稳定性提示”（Stable Indication）

设置为“空”（None）以外的选项，则可在此设置。建议设置为小于 10。测量时，如果 A

轴和 B轴随后的两个测值差小于等于“稳定性过滤阈值”（Stability Filter）中设置的值，

则测斜仪软件判断为稳定，否则为不稳定。 

 

如果对某个深度的测值有疑问，将探头放至该深度，同时点击“深度”（Depth）右侧

的 中的上下箭头调整软件中的深度和实际测量深度对应，确认无误后点击

“记录数据”（Record Data）记录测量数据。 

6）测量到达孔顶时，即“深度”（Depth）减为 0时，点击 ，切换到 Dataset2，

将探头提出测孔旋转 180后放入测孔进行 A180方向的测量。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所有深度测量完成。 

点击屏幕左下角的“菜单”（Menu）“退出现场读数”（Exit Live Readings），系

统将会提示是否保存测量数据，如下图。 

 

 

 

 

 

测值 

稳定 

测值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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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选择 No，测量数据也不会丢失，可使用“文件”（File）“删除/恢复”

（Delete/Restore）功能恢复。 

选择 Yes，系统将提示是否以标准文件名称+自动递增后缀的格式命名测量数据文件，

如下图。 

 

 

选择 Yes，测量数据存储在名称格式为[Hole_Name][3 位递增阿拉伯数字].GKN 的文件

中。 

选择 No，系统将提示“文件另存为”（File Save As），通过系统软件盘设置文件名

称后保存测量数据。 

 

注意在测量之前应确认蓝牙通讯已配置正确，否则将出现通讯失败，如下图： 

通常错误原因为：蓝牙配置时分配的串口号与测斜仪软件配置的串口号不匹配。点击下

拉菜单选择和蓝牙分配相同的串口，然后点击“重新连接”（Reconnect）尝试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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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无法通讯，请检查蓝牙配置是否正确，或线轴的蓝牙是否已经开启。如仍无法解决，可

退出测斜仪软件，在蓝牙配置界面中删除现有配置，重新建立蓝牙通讯。 

 

 

 

3.6 数据导出 

测斜仪软件导出的数据除用于计算外，也作为备份数据，在系统宕机后可保证数据的连

续性，分为测量数据和配置数据的导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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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数据导出 

测量数据导出有两种方式，使用测斜仪软件导出或直接到文件浏览器中拷贝相应的测量

数据文件。 

a）使用测斜仪软件导出数据 

在测斜仪软件的主界面中选择需要导出数据的测孔编号。 

点击“文件”（File）“导出”（Export）“数据”（Data），调出测量数据导出

界面。 

如下图示例，导出测孔 Hole_1的数据。 

在左侧界面中选择 Hole_1_001.gkn，选中后“状态”（Selected）变为 Yes。下侧信息

显示，“文件名称”（File Name）为选择导出的原数据文件，“路径”（Path）为原数据

文件所在的目录，“最后编辑时间”（Last Modfied）为原数据文件最后编辑的时间。 

在右侧界面中“文件名称”（File Name）一栏中可使用默认名称导出，或按需求设置

导出文件的名称，导出的数据文件存储在“文件名称”（Folder Name）指定的目录中，示

例中数据文件导出的目的目录为\My documents，也可使用“浏览”（Browse）按钮设置导

出文件的目的目录。 

b）浏览器中拷贝测量数据 

在PDA的Windows操作系统界面中，点击“开始”（Start）“文件浏览器”（File Explorer）

找到测量数据所在目录，测斜数据通常按照测孔存储在\Application Data\Geokon\GK-604D

目录下。由于测孔在 PDA内存存储时不是按照测孔名称存储，因此需要事先将测孔编号与内

存中名称一一对应。 

 

测量数据导出 

配置数据导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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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数据导出 

a）测孔配置文件导出 

点击“文件”（File）“导出”（Export）“测孔配置”（Holes Setting），调

出如下界面，选择要导出测孔配置文件的目录。所有导出目录下的文件将被压缩成一个文件，

文件名称格式为：<Selected Path> + <Hole Name> + “.lvhe”。 

 

 

b）工程配置文件导出 

点击“文件”（File）“导出”（Export）“测孔配置”（Project Setting），

调出导出界面，其它步骤同测孔配置文件导出。文件名称格式为“<Selected Path> + 

<Project Name> + “.lvpe” 

c）探头配置文件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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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File）“导出”（Export）“探头配置”（Probe Setting），调

出如下界面，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导出的探头名称，导出文件的名称格式为“<Selected 

Path> + <Project Name> + “.gkpe”。 

 

 

 

d）探头库导出 

点击“文件”（File）“导出”（Export）“测孔配置”（Probe Library），调

出导出界面，其它步骤同测孔配置文件导出。文件名称格式为“<Selected Path> + <Project 

Name> + “.gple” 

3.7 数据导入 

测斜仪软件的数据导入功能可将之前导出的配置文件导入到当前测斜仪软件中。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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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孔配置文件导入 

点击“文件”（File）“导出”（Import）“测孔配置”（Hole Settings），调

出导入界面，选择导入文件后，在当前选择的“工程”（Project）中将建立一个新的测孔，

此测孔包含导入的所有配置文件和数据文件。如果在当前工程已存在同名的测孔，则系统将

提示，同时操作终止。 

 

 

 

 

 

 

 

 

 

测孔、工程、探头、探头

库配置文件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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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配置文件导入 

点击“文件”（File）“导出”（Import）“测孔配置”（Project Settings），

调出导入界面，选择导入文件后，在当前选择的“分组“（Workspace）中将建立一个新的

工程，此工程包含导入的所有配置文件和测孔配置文件。如果在当前分组中已存在同名的工

程，则系统将提示，同时操作终止。 

 

 

 

3）探头配置文件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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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件”（File） “导出”（Import） 测孔配置”（Probe Settings），

调出导入界面，选择导入文件后，在当前选择的“探头库“（Probe Library）中将建立一

个新的探头，此探头包含导入的所有配置文件。如果在当前探头库中已存在同名的探头，则

系统将提示，同时操作终止。 

 

 

 

4）探头库导入 

点击“文件”（File） “导出”（Import） 测孔配置”（Probe Library），

调出导入界面，选择导入文件后，系统提示是否替换当前探头库，如下面右图，选择 Yes

则使用导入的探头库替代当前探头库，选择 No则将导入的探头库添加在当前探头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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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件传输 

4.1 连接电脑 

软件需求：如果电脑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XP，则需要安装“Microsoft ActiveSync”

同步程序，如果电脑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Vista或 win7，则需要安装“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以上软件均可以在 Microsoft官方网站免费下载。 

硬件需求：使用随机提供的 USB线（Type A转 mini USB）连接电脑和 PDA。 

连接后，可将 PDA 内存视作移动磁盘对需要的数据文件进行拷贝等操作（同 Windows

系统的操作方法）。 

Windows 10 系统连接方法： 

1）在 Windows10系统的开始菜单上，单击鼠标右键，这时候出现的菜单中，选择命令

提示符（管理员）点击打开即可。 

2）输入两条命令： 

REG ADD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RapiMgr /v SvcHostSplitDisable 

/t REG_DWORD /d 1 /f 

REG ADD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cesComm /v 

SvcHostSplitDisable /t REG_DWORD /d 1 /f 

3）连接好 PDA,注意在 PDA连接设置中的 USB TO PC 选项 Enable advanced network 

functionality保持不打叉的状态，然后重启电脑。 

4）电脑将自动安装 Windows Mobile设备中心，此时到文件浏览器里面将可以访问 PDA

的内存，即可将测斜数据拷贝出来。 

4.2 备份配置 

为避免偶然的数据丢失和电脑硬件故障，测量数据和配置文件应定期的进行备份。 

 所有工程数据使用测斜仪软件导出，导出的“.lvpe”文件应拷贝到电脑。 

 探头库使用测斜仪软件导出，导出的“.gple”文件应拷贝到电脑。 

 尽管备份工程可自动包含所有数据数据文件，数据文件也可以使用测斜仪软件的导出数

据功能分别导出，导出的“.gkn”文件应拷贝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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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计算 

剖面计算 

1）公式变量说明 

 

名称 描述 

ZZ 偏移角（通常为 0） 

PINT 绝对测量间隔，单位英尺或米 

A+，A- A轴测量数据，单位字，2sin=10000@30，2.5sin=12500@30 

B+，B- B轴测量数据，单位字，2sin=10000@30，2.5sin=12500@30 

SA A轴变化量，单位字 

SB B轴变化量，单位字 

M 系数，其中： 基康探头 新科探头 

探头配置 2sin 2.5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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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轴偏移（单位英寸，英制单位，未修正偏移角） 

A轴偏移（单位毫米或分米，公制单位，未修正偏移角） 

CB B轴偏移（单位英寸，英制单位，未修正偏移角） 

B轴偏移（单位毫米或分米，公制单位，未修正偏移角） 

DA A轴偏移（单位英寸，英制单位，已修正偏移角） 

A轴偏移（单位毫米或分米，公制单位，已修正偏移角） 

DB B轴偏移（单位英寸，英制单位，已修正偏移角） 

B轴偏移（单位毫米或分米，公制单位，已修正偏移角） 

cos cos函数 

sin sin函数 

 

2）变量计算，单位字 

SA=（（A+）-（A-））/2 

SB=（（B+）-（B-））/2 

 

3）剖面计算 

CA=MPINTSA 

CB=MPINTSB 

DA=（CAcos（ZZ））-（CBsin（ZZ）） 

DB=（CAsin（ZZ））-（CBcos（ZZ）） 

 

注意：在每个增加的深度上累加 DA和 DB的结果值（从孔底或孔顶），得到剖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