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剖软件操作手册

广州南方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



目录
一、软件介绍........................................................................................................................................... 1

1.1 软件运行环境要求...................................................................................................................1
1.2 安装........................................................................................................................................... 1

二、浅剖快速入门................................................................................................................................... 4
2.1.硬件连接................................................................................................................................... 4
2.2 新建工程.................................................................................................................................... 5
2.3 基本信息.................................................................................................................................... 6
2.4 坐标系统.................................................................................................................................... 7
2.5 设备选择.................................................................................................................................... 8
2.6 数据采集..................................................................................................................................16
2.7 天线直高..................................................................................................................................16

三、快速测量......................................................................................................................................... 17
3.1 导入底图..................................................................................................................................17
3.2 数据接入..................................................................................................................................17
3.3 开始测量..................................................................................................................................18

四、设置................................................................................................................................................. 20
4.1 坐标系统设置.........................................................................................................................20
4.2 设备设置.................................................................................................................................21
4.3 数据采集设置..........................................................................................................................21
4.4 偏移设置..................................................................................................................................22
4.5 测量点设置..............................................................................................................................22
4.6 屏幕定位..................................................................................................................................23
4.7 端点捕捉方式..........................................................................................................................23
4.8 显示设置..................................................................................................................................24
4.9 单位设置..................................................................................................................................24
4.10 设置导航信息........................................................................................................................25
4.11 深度颜色设置........................................................................................................................26

五、设计................................................................................................................................................. 27
5.1 航道布线..................................................................................................................................27
5.2 区域布线..................................................................................................................................28
5.3 平行布线..................................................................................................................................29
5.4 布线操作..................................................................................................................................29
5.5 船形设计..................................................................................................................................30

六、视图................................................................................................................................................. 34
6.1 显示轨迹点..............................................................................................................................34
6.2 测量点号显示..........................................................................................................................34
6.3 轨迹显示..................................................................................................................................34
6.4 轨迹连线..................................................................................................................................34
6.5 文本缩放..................................................................................................................................35
6.6 影像图...................................................................................................................................... 35
6.7 加载边界地图..........................................................................................................................36



七、测量................................................................................................................................................. 36
7.1 连接设备..................................................................................................................................36
7.2 开始测量..................................................................................................................................36
7.3 暂停测量..................................................................................................................................36
7.4 停止测量..................................................................................................................................36
7.5 调节记录范围..........................................................................................................................36
7.6 选择航向.................................................................................................................................37
7.7 数据回放.................................................................................................................................37
7.8 浅剖后处理..............................................................................................................................37
7.9 导出 sgy 数据..........................................................................................................................37

八、工具................................................................................................................................................. 38
8.1 坐标转换.................................................................................................................................38
8.2 坐标参数浏览.........................................................................................................................39
8.3 参数转换工具.........................................................................................................................39
8.4 格式转换.................................................................................................................................40
8.5 方位角距离.............................................................................................................................40
8.6 计算面积.................................................................................................................................40
8.7 图形属性..................................................................................................................................41
8.8 投影坐标点库.........................................................................................................................42
8.9 经纬坐标点库.........................................................................................................................44
8.10 坐标计算工具.......................................................................................................................44

九、浅剖后处理..................................................................................................................................... 44
9.1 导入数据..................................................................................................................................44
9.2 导出.......................................................................................................................................... 45
9.3 减小随机噪音..........................................................................................................................45
9.4 去回拨干扰..............................................................................................................................46
9.5 调节色彩..................................................................................................................................46
9.6 调节 TVG 增益..........................................................................................................................47
9.7 加入钻孔资料..........................................................................................................................48
9.8 计算方量..................................................................................................................................48
9.9 数据截取..................................................................................................................................50
9.10 恢复数据................................................................................................................................50
9.11 编辑管线................................................................................................................................51
9.12 三维显示................................................................................................................................51

十、帮助................................................................................................................................................. 52
10.1 关于........................................................................................................................................ 52
10.2 软件注册................................................................................................................................52



1

一、软件介绍

1.1 软件运行环境要求

内存：不低于 64M，最好 128M 以上

操作系统：Windows7 / 8 / 10

语言环境：支持中文

VGA 显示器：支持 1024*768，至少 16 色显示卡

硬盘：安装时，硬盘可用空间需大于 50 兆，考虑到数据的存储，空间越大越好

串口：进行水深测量时，设备需保证要有两个串口，可以使用可扩充的 PCI 串口扩展卡或笔记

本上的 PCMCIA 串口扩展卡，或者 USB 转串口线。

1.2 安装

浅剖软件分为【浅剖控制】与【浅剖测量】两个部分，用户在购买浅剖软件时，将收到的软件

安装包拷贝至电脑里面。首先是【浅剖控制】，双击软件安装包，点击【下一步】

选择软件安装位置,点击【下一步】，等程序安装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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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浅剖测量】，双击软件安装包，选择安装语言，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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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软件安装位置，点击【下一步】

创建快捷方式，点击【下一步】

软件安装完成，可以安装【软件狗驱动】，识别到软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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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浅剖快速入门

2.1.硬件连接

测量需要将 RTK、浅剖主机连接电脑，通过 RTK 来导航定位，SE 系列浅剖主机来获取地层信息。

将浅剖主机、线缆、适配器、USB 数据传输线、电脑按如下方法连接

将 RTK、串口线、串口转 USB 线按以下方式跟电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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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建工程

目前浅剖软件分为【浅剖控制】与【浅剖测量】两个部分，在【浅剖控制】中，负责调节增益

与一些控制参数；在【浅剖测量】中，负责导航以及后处理

当打开【浅剖测量】软件时，软件会弹出如下一个对话框

有三种方式可以进入软件

1、选择【打开已有的工程文件】，然后在下方的*.spc 文件的列表中选择已经存在的工程。

2、选择【打开已有的工程文件】，然后双击【其它位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储存在电脑

上的*.spc 文件。

3、选择【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在工程名输入栏里输入新建的工程名，然后点【确定】按钮，

进入【新建向导】界面。

提示：新建工程时也可以勾选【套用其他工程文件参数】，然后点击【确定】，软件将会弹出

【打开工程】界面，选择需要套用参数的工程以后，即可将该工程的坐标系统参数套用到新建

的工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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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中可以填写【工程名称】、【施工单位】、【施工地点】、【操作员】、【备注】

等基本工程信息，然后点击【工程路径】栏下面的【选择路径】按钮，修改工程存储位置，默

认的工程存储位置为“D:/南方浅剖测量数据”。



7

2.4坐标系统

【坐标信息】中的【基本参数】可以修改【椭球参数】、【投影参数】；在【椭球参数】栏中

选择测量坐标系所使用的椭球，在【投影参数】选项框中选择所需要的投影方式，默认的投影

方式为“高斯-克吕格”；在【中央子午线】编辑框中输入当地的中央子午线，中央子午线的输

入格式可以从注释栏中看到为“dd.mmssssss”，比如 113 度 9 分 3 秒即转换成数值为 113.0903；

当需要对坐标系的 X坐标或 Y坐标进行改正时，可以将改正值分别输入到【X常数】和【Y常数】

编辑框中，X 常数默认值为 0，Y 常数默认值为 500000；

【扩展参数】中可以将求得的转换参数填入，设置完【坐标投影参数】以后，点击左下角的【扩

展参数】按钮，进入转换参数输入界面，然后根据实际工程作业的需要，可以使用七参数、四

参数和校正参数以及高程拟合参数、垂直平差参数和水准参数，在输入所用的参数后，应先选

中相应的参数使用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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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设备选择

【设备选择】中可以接入设备，完成坐标系统设置后，点击左面【设备选择】进入设备选择界

面选择 GPS1 和浅剖仪对应的端口后勾选【使用】，再分别点击 GPS1 和浅剖仪后面的【设置】

按钮。并且【设置】连接的波特率或者【IP】【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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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1 设置】：

点击 GPS1 设置后，会出现如下界面,在【GPS 型号】下拉框中，选择所使用的 GPS 类型，一般

每种型号的 GPS 软件都会发送命令去向仪器申请所需要的数据，当不知道 GPS 型号时，也可以

直接选用【其他接收机】。【输出格式】一般使用默认设置。

点击【端口设置】栏，设置 GPS 接入的 COM 口和 GPS 的波特率，波特率与 GPS 型号有关，因此，

在使用 GPS 时，应该先了解到所使用的 GPS 波特率，以保障数据通讯的通畅。【数据位】、【停

止位】、【校验】这些参数如果需要修改，要在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修改，一般情况下

使用默认值。设置完成后，点击【连接】按钮，查看 GPS 数据通讯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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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剖仪】连接：

此时需要运行【浅剖控制】程序，选择【外接端口】，通过调节外接接口，将浅剖控制中的数

据接入至南方浅剖软件中

这里有两种输出方式：使用串口输出、使用网口输出。

①使用串口输出

为了浅剖控制软件数据连通至【浅剖测量】软件里，需要使用【虚拟串口软件】，【虚拟串口

软件】可以使浅剖控制中的数据通过新建的虚拟串口，转发出来，右键【浅剖测量】软件，打

开文件所在位置，找到【虚拟串口】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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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安装后，按照说明，将两个文件替换至【虚拟串口软件】安装目录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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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软件，添加一组虚拟端口，图中添加了 COM8

与 COM15，则表明 COM8 与 COM15 联通,浅剖控制软件的数据可以通过 COM8 口发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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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完一组虚拟串口后，打开浅剖控制目前浅剖控制有 10 个输出的串口，选择 COM8，点击【确

认】

打开【浅剖测量】软件，在工程向导中勾选浅剖仪，选择串口，串口号为 CO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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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使用网口输出

在浅剖控制软件中点击【外接端口】-【使用网口传输】，点击【确认】

打开【浅剖测量】软件，在工程向导中勾选浅剖仪，选择【网络】、【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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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在【端口设置】中，【IP】设为 127.0.0.1，【端口号】为 12358；点击【确定】

【姿态仪】可以接入 TSS 数据，如 POS 系列姿态仪，进行涌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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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可以设置打标条件以及打标方式，GPS 采集条件要根据仪器精度设置，如 DGPS 选

差分解，RTK 选固定解。采集方式一般为按间距，即测量点移动指定距离采集一次坐标数据和

地层数据。打标方式可以选择自动打标和手动打标，并且两者可以同时选择。（手动打标需要

按下空格键）

2.7天线直高

点击【天线直高】界面，输入 GPS1 的天线直高（从水面到天线的相位中心）。输入天线高之后，

软件得到的高程就是减掉了天线高的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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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速测量

3.1导入底图

【工程】-【导入图形】，导入所需要的地图，目前软件支持包括 CAD2000dxf、DWG 格式、south

格式（包括 dat 和 ssd 两种）Hypack 格式（包括 xyz 格式和 mtx 格式）以及 S57 格式的电子海

图等格式。

3.2数据接入

当新建工程结束后，点击【连接设备】



18

并且在【浅剖控制】中点击【采集】按钮

此时浅剖控制中会出现地层剖面图，在浅剖控制中左边列表可以对当前的参数进行编辑，【安

装深度】为仪器安装的深度，【测量范围】可以设置仪器测量的最大范围；【采集开始】【采

集结束】可以设置仪器需要采集的区间；【原频/差频增益】【原频/差频补偿】可以设置原频

差频两种测量模式下的发射波强度；【声发射频】可以调节仪器发射的频率；【工作方式】可

以选择【原频】【差频】【原频＋差频】三种测量方式。

、

3.3开始测量

在【浅剖测量】中右侧会出现相应的剖面图，左边为船只相应的导航信息，中间为船只轨迹，

点击【开始测量】则软件会按照设定的采集方式进行打标，左边导航信息栏中则会显示船只实

时的定位信息、水深、解算状态、点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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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采集任务后，点击【停止测量】即可，测量的数据会保存在工程里头

另外软件支持导出 sgy 格式，供其他市面上常见后处理软件（如 HYPACK）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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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置

4.1 坐标系统设置

设置当前工程的坐标系统，包括修改坐标系统名称、椭球、中央子午线，以及设置转换参数。

椭球：应根据施工的坐标系选择椭球，一般所使用椭球为 WGS84 椭球、北京 54 椭球、西安 80

椭球和 CGCS2000 椭球。

投影方式：【浅剖测量】里有很多种投影方式，投影的作用是完成空间直角坐标系到平面直角

坐标系的转换，选择不同的投影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平面坐标。此处 X 常数、Y 常数、尺度比、

投影高、基准纬度等参数通常都是固定的数值，只需要设置中央子午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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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备设置

此处可以设置连接设备的连接端口和波特率等参数，选择了正确的连接端口以后，点击右边的

【设置】进入设备通讯调试界面。

4.3数据采集设置

此处设置工程所需要的采集条件，包括 GPS 采集条件和打标方式等。

GPS 采集条件：GPS 采集条件有单点解、差分解和固定解，其精度为单点解<差分解<固定解。用

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采集条件 。

打标方式：

按时间打标：软件根据设置的时间间隔采集一次坐标和地层数据，同时向测深仪软件发送一次

打标命令。

按距离间隔：软件根据设置的距离间隔采集一次坐标和地层数据，同时向测深仪软件发送一次

打标命令

手工打标：选择手工打标时，只需要在测量界面按一次空格按钮，软件即记录一次坐标数据和

地层数据，自动打标和手动打标两者可以同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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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偏移设置

偏移设置是设置 GPS 天线和测量点相对在船心坐标系中偏移的地方。当建立了船心坐标系后，

就需要将 GPS 天线的位置和 GPS 测量点归算到船心坐标系中。将每个偏移按照实际位置选择到

每个框中.

如果有变动，可以选择【自定义】，然后填上数字，这里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以船后方的 GPS

为 GPS1，前方的 GPS 为 GPS2，偏移时，填入 GPS 天线和测量点在船体坐标系中的坐标位置即可。

设好偏移之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双 GPS 的仪器设定。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需要使用两台 GPS 来定船的航向，不管 GPS1 和 GPS2 如何安放，最后出来

的航向都是从船尾指向船头的航向，并且，两个天线在坐标系统中的偏移需要精确的测量并填

入偏移设置里面，设置如下图所示。另外，【MRU 偏移】为姿态的偏移量。

4.5测量点设置

手动打标按键：可以自定义为英文字母 A-Z

测量点形状设置：可以自定义测量点的圆直径为 0.1-1m

也可以用标记异常水深值

测量点颜色设置：可以将测量点按照不用的颜色区分，可以选择解算状态（固定解为黑色）；

使用深度颜色功能：（按照水深颜色梯度变化）；自定义颜色（选定一种固定的打标颜色）

测量点号设置：显示不同的测量点信息，系统默认（点号显示）；使用水深（根据打标点的水

深显示）；使用高程（使用水面高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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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屏幕定位

屏幕定位是指对船在屏幕里面显示的位置显示的设置，有四种定位方式。

船位居中：选择船位居中以后，船将会一直显示在屏幕中央，其方位角会变化。

船艏向上：选择船艏向上以后，不管船的方位角如何变化，船头将会一直朝着屏幕的正上方，

且船位将会随着 GPS 坐标的变化而移动。

超出屏幕居中：选择超出屏幕居中以后，船在屏幕上的显示位置和方向将会随着 GPS 坐标的变

化而变化，当船的位置超出屏幕以后，船位将再次回到屏幕中央继续变化。

无定位：当选择无定位以后，最开始时，船会在屏幕范围内随着坐标而移动，当船超出屏幕范

围后，软件不再将船自动移到屏幕里面。

4.7端点捕捉方式

此处可以选择端点捕捉的方式，软件提供四种捕捉方式：端点捕捉、中点捕捉、垂点捕捉和最

近点捕捉。

端点捕捉：捕捉元素的节点

中点捕捉：捕捉元素的中点

垂点捕捉：捕捉与已有元素垂直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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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点捕捉：捕捉鼠标与已有元素最近的点

4.8显示设置

显示设置可以将导航信息栏中的参数，显示在浅剖软件左侧的测量视图内，可以勾选每一项需

要显示的信息，调节其显示位置

4.9单位设置

航速单位里面有节、千米/小时、米/秒

选择对应的航速单位，则在导航信息栏航速会以对应的速度单位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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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设置导航信息

在设置导航信息里面，可以设置想要在左侧导航信息里面显示的各种信息。在【设置导航信息】

的【标题】栏里可以输入想要显示的标题，然后点击【》】，将标题添加到显示栏里。同时，

可以在【内容】栏里，选择想要显示的内容，点击【》】，将内容添加到显示栏里。在此界面，

还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标题和内容的字体、颜色以及背景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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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深度颜色设置

可以自定义颜色显示的区间，也能编辑基本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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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

5.1航道布线

航道布线多数用在内河航道的水深测量，只需绘制出中轴线，输入航道宽和测量宽，以及测线

间距即可布线。航道的轴线有三种绘制方式，可以依次输入中轴线的点坐标后点击【添加】，

也可以选择鼠标作图，然后用鼠标绘制出航道的轴线，如果屏幕有绘制出航道的轴线，也可以

直接点击【屏幕选线】。

一般来说，测量宽度要大于航道宽度，才能更好的测出航道的变化情况，作出应对的措施，按

【确定】后，布线的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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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区域布线

区域布线，适合水库，或者特定的封闭区域的布线，选择【设计】 -【区域布线】依次序输入

区域的边界点坐标，或者使用【鼠标绘图】绘制出边界线，也可以使用【屏幕选线】在屏幕上

选择已有的边界线，然后输入计划线的倾角和间距。输入倾斜角度时 0°代表正北方向、90°

代表正东方向、180°代表正南方向、270°代表正西方向。如图

点击【确定】后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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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平行布线

平行布线是通过绘制中轴线来绘制出基准线两边计划线的功能，点击【设计】-【平行布线】后，

需要输入基准线各节点的坐标、基准线左右两边计划线的条数以及每条测线的间隔等。

点击【确定】后，如下图所示

5.4布线操作

布线操作菜单是对之前布设的计划线进行编辑的地方，在此菜单下，可以进行修改布线参数、

查看布线属性、删除、前进、后退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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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船形设计

船形设计包括船形数据、锚点数据、偏移数据，是为了更好的模拟船形和确定锚点、GPS 天线

位置、测量点位置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能够直观的综合反映整个测量系统的状况。

1．船形数据

船的形状设计可以比较灵活，既可以精简成一个带箭头的十字丝，也可以复杂到将整个船的形

状真实模拟。但不管如何设计，船上坐标系统的原点最好在设计的船的图形上，下面以一个经

典的示例来说明进行船的形状设计。当通过【设计】-【船型设计】进入到设计界面。如下图所

示：

画船形有三种方式

（1）鼠标作图

点击工具栏中的工具来手工画船形，还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来打开【网格捕捉】

和【端点捕捉】功能，方便作图。如果需要删除某条线，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的图标来删除

一条线或者将船形全部删除。

（2）坐标作图

选择【船形数据】选项卡，点击【增加】，然后软件会增加一行数据，每一行代表一条线，【开

始 X】和【开始 Y】代表线段的起始端点坐标，【结束 X】和【结束 Y】代表线段的终点坐标。

如果想删除某行数据，先选中这行数据，然后点击【删除】即可。

（3）点击【导入】，导入已经设计好的 dxf2000 格式和 shp 格式的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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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锚点数据

设计锚点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鼠标定锚点，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 工具来画锚点，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来打开

【网格捕捉】和【端点捕捉】功能，方便锚点定位。如果需要删除某个锚点，用鼠标点击工具

栏上的 图标，然后用鼠标左键框选锚点即可删除。

坐标定锚点，选择【锚点数据】选卡，点击增加，然后软件会增加一行数据，每一行代表锚点

的位置所在，用户可以在增加的行里面双击输入锚点的名称、X 坐标和 Y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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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偏移数据

偏移数据在 4.8【偏移设置】处已做介绍，此处只简单介绍一些基本操作

偏移点设计的方法可以采用鼠标定点和输入坐标定点两种方式：

（1）鼠标定点方式，用户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 工具来画定位点，也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来打开【网格捕捉】和【端点捕捉】功能，方便偏移点定位。如果需要删除某个偏移

点，用鼠标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然后用鼠标左键框选锚点即可删除。

（2）输入坐标定点方式，选择【偏移数据】选项卡，点击增加，然后软件会增加一行数据，每

一行代表偏移点的位置所在，用户可以在增加的行里面双击输入偏移点的名称、X 坐标和 Y 坐

标。用户点击【确定】保存以后，即可在偏移设置中选择该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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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视图

6.1显示轨迹点

选择【显示轨迹点】，则船移动的轨迹将会用小黑点的形式显示出来，如下图测量点 1 和测量

点 2 之间的小黑点就是轨迹点

6.2测量点号显示

可以选择是否将测量点号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6.3轨迹显示

6.4轨迹连线

选择【轨迹连线】后，软件将会把船的航行轨迹用线段连接起来，如图所示。



35

6.5文本缩放

文本缩放功能可以对已在工程里面显示的文本进行统一的缩放，如下图所示，拖动中间的滑块

即可对文本进行缩放。

6.6影像图

影像图菜单栏里面可以加载地图、卫星图、地形图等地图类型，供测量工作前期参考。

加载卫星图之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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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加载边界地图

点击加载边界地图，可以显示全国范围内各个省份的边界。

七、测量

7.1连接设备

当用户在【工程】-【新建工程】或者在【设置】-【设备设置】里面将 GPS 和浅剖的端口和波

特率设置正确以后，点击【连接设备】，软件即可与设备通讯，同时导航信息栏将出现当前 GPS

的坐标等信息，软件屏幕也会出现船形。

7.2开始测量

用户点击【开始测量】，软件将参照用户在新建工程时设置的 GPS 采集条件和打标方式进行坐

标和水深数据的采集和向测深仪软件发送打标命令。

7.3暂停测量

用户点击【暂停测量】，仪器仍然在接收 GPS 数据与浅剖数据，只是停止打标。

7.4停止测量

用户点击【停止测量】，软件则会停止，断开与 GPS、浅剖的连接。

7.5调节记录范围

用户客户设定浅剖地层数据记录的范围，起始设定一个记录开始的深度，长度为记录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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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选择航向

在选择航向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果需要使用其他航向数据，则可在此界面输入航向，

用户可以选择自动、手动输入、罗经、HDT、双 GPS、VTG、GPS 两点计算。

其中系统默认航向的优先级为手动输入＞罗经＞HDT＞双 GPS＞VTG＞GPS 两点计算。

7.7 数据回放

选择【数据回放】时，软件将会对当前工程所测的坐标数据和船的运行轨迹等进行回放，可以

对其进行【开始】、【快进】、【暂停】、【停止】等操作。

7.8浅剖后处理

对采集到的浅剖数据进行后处理操作，下面第九节会单独说明。

7.9导出 sgy数据

将采集到的浅剖数据，另存为.sgy 格式，用其他市面上的浅剖后处理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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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具

8.1 坐标转换

选择【工具】-【坐标转换】，然后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坐标转换工具可以完成北京-54 椭球、西安-80 椭球等常用椭球和 WGS84 椭球的大地坐标、空间

直角坐标、平面坐标之间的转换。只要输入坐标，然后点击上下左右提示箭头，就可以进行转

换。如果要将北京-54 的大地坐标转换成北京-54 的空间直角坐标，那么先选择【大地坐标】然

后输入大地坐标，最后选择【空间直角坐标】，这样就完成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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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坐标参数浏览

点击【坐标参数浏览】查看当前工程的投影参数、四参数、校正参数、七参数、拟合参数，如

果这些参数中某些没有设置，那么没设置的就显示为 0。

8.3 参数转换工具

参数转换工具提供了七参数、四参数、高程拟合参数的计算功能。计算完成之后，可直接应用

到当前工程的坐标系统里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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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格式转换

格式转换功能提供了度、分、秒、弧度之间的相互转换

8.5 方位角距离

方位角距离工具是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它可以方便的量测屏幕上的点与点、线与线、点与线之

间的角度和距离，它操作方便和简单，能够在实际的作业中，方面快捷的帮助作业人员对距离

和方位的把握。

点击【工具】-【方位角距离】，或直接点击工具栏里的 工具，这时鼠标会变成一个十字丝，

在屏幕上的一点按下鼠标左键不放，移动鼠标，可以看到鼠标与原来的点之间有根红色的虚线，

然后会在鼠标旁边实时的显示两点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如下图所示

8.6 计算面积

计算面积是一个非常方便和实用的工具。点击【工具】-【计算面积】或者直接点击工具栏上的

工具，这时鼠标会变成一个十字丝，在屏幕上点击一下之后移动鼠标，鼠标与原来的点之间

会有一条红色的虚线，当点击三个及以上的点时，在最后一次点击的地方将会出现这几个点围

成的多边形的面积，点击右键可以闭合图形。使用完毕需要退出此功能时，点击鼠标右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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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图形属性

选择【工具】-【图形属性】或者直接点击工具栏上的 工具，这时鼠标会变成一个红色的小方

框，当去点击屏幕上的点、线、圆弧、圆等图形，然后软件将会弹出关于这个图形的各项属性，

如图形的名称、起点坐标、终点坐标、方位、距离等元素，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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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投影坐标点库

【投影坐标点库】是保存测量坐标的地方，可以在里面对坐标进行各种操作

增加：点击【增加】按钮，软件将弹出对话框，输入想要增加的坐标的点名、坐标 x、坐标 y、

高程和属性后点击【确定】即可将点加入投影坐标点库。

删除：可以用鼠标选中不想要的点，然后点击删除，即可将此行数据删除掉。

编辑：选择测量点，点击【编辑】，软件将弹出编辑对话框，可以对测量点的点名、坐标 x、

坐标 y、高程和属性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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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点击【查找】，软件将弹出查找对话框，可以在里面输入想要查看的点名之后点击【查

找】按钮，然后这个点的 x 坐标、y 坐标、高程和属性将会显示出来。

清空：点击【清空】按钮，所有的投影坐标都将被删除，如需找回先前的坐标，只需要点击【导

入测量点】即可。

导入：软件支持自己导入坐标，软件支持 2种格式的数据导入，*.csv 和*.dat。

导入测量点：点击【导入测量点】，软件将会弹出选择测线对话框，勾选测线并点击【确定】

之后，所勾选测线的测量点将会被导入投影坐标点库。

导出：将投影坐标点库里面的点导出，可导出的格式为.dat 格式和.cs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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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经纬坐标点库

经纬度坐标点库是保存原始经纬度坐标的地方，其操作方法可参照投影坐标点库

8.10 坐标计算工具

软件提供坐标正算、坐标反算、偏角偏距计算、偏点计算、交会计算、测边交会、空间距离计

算

九、浅剖后处理

【工具栏】中为图像编辑工具，目前有【减小随机噪音】、【去回波干扰】、【调节色彩显示】、

【调节 TVG】、【加入钻孔资料】、【计算土石方】、【数据截取】、【三维显示】、【恢复

波形数据】、【恢复全部数据】

9.1导入数据

【导入】将采集的原始数据文件导入，【选择测线】选择需要导入的测线文件，建议一条一条

测线导入，分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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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测线文件导入后，左边视图为测线轨迹线，中间为相应帧数的地层图像，右边为当前帧数的

属性，鼠标在地层图像上移动时，右边的属性信息会跟着变化。

9.2导出

可以将地层图像打印输出，包含分页打印、打印当前屏、打印第一页，通过工具栏能够加入钻

孔数据、打标线、管线标记位置等，保存为 pdf 格式，并打印输出。

9.3减小随机噪音

【减小随机噪音】将设定的最大最小噪音值输入，去除掉多余的回波，保留区间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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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去回拨干扰

【去回波干扰】通过框选需要去除回波的区域，去除多余的波形

9.5调节色彩

【调节色彩显示】有三种颜色模式【蓝底】【白底】【灰底】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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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底】

【白底】

【灰底】

9.6调节 TVG增益

【调节 TVG】调节时间增益控制，声波在水中传播时，声强按指数规律衰减，为保持信号幅度

的平稳，TVG 将控制接收放大器按相反的规律增长放大倍数，使地图像更加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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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加入钻孔资料

【加入钻孔资料】输入采样点的经纬度坐标，将事先采样得到的钻孔数据输入后，在地层中可

以看到不同的层次表示，深度代表海底下 X 米处，层厚表示每一层物质的厚度，不同物质可以

编辑不同的填充色

9.8计算方量

【计算土石方】在绘制完每一条测线地层数据的地层线后，可以选择相应的地层分界线，并且

计算两个地层间的土方量。

首先需要绘制地层线，在【绘制】栏可以自定义绘制的地层线颜色，层数。海底为第一层，可

以自动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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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地层需要自己绘出，绘制完成点击【保存】

在绘制完所有地层后，点击【计算土石方】，则可以计算出选择的两个层间的方量

并且在该界面，可以【导出地层分界线】，导出格式为.dat，数据依次为点号、北坐标、东坐

标、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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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数据截取

【数据截取】在左边测量轨迹线中，鼠标选择需要截取的范围，保留截取的范围，将无用的数

据去除。

9.10恢复数据

【恢复波形数据】将【去回拨干扰】中去除的波形数据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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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全部数据】将全部数据还原

9.11编辑管线

【增加管线】可以在选中的点处增加一个管线的定位标记，右边为该点的属性信息，在【导出】

中可以将包含管线注记的图幅存为 pdf 格式，并打印输出。

9.12三维显示

将经过【后处理】的地层文件，以 3D 的形势显示出来，供用户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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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帮助

10.1关于

点击【帮助】-【关于】后，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软件的用户信息、版本信息。

当发现注册日期接近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联系销售仪器的分公司，索取注册码，而不要等到

过期了以后再处理，以免耽误作业的工程，已经获得永久码的软件不必关心注册问题

10.2软件注册

购买本软件后，南方公司将会提供软件狗对应的授权文件，只需将软件狗插入电脑 USB 口，然

后点击【帮助】-【软件注册】在注册码栏里面选择对应授权文件，点击注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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