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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建项目 

步骤：  

点击菜单栏“文件 -> 新建项目” 

2.输入项目名称、选择项目存储路径，点击“确定”按钮创建项

目。 

3.创建项目成功之后，软件会自动创建项目所需的文件夹，并显

示在左侧栏。项目文件夹包含“原始数据”、“数据统一”、“数据融合”、

“生成测线”、“生成报告”，以及包含三个配置文件，config.json、

time-correction.csv、work-area.csv； 

项目中所有自动生成的初始的文件和文件夹缺一不可，不能擅自

删除和修改。 

二、 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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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栏 “参数配置 -> 参数配置” 

 

如上图所示，依次输入配置项，并点击确定保存配置： 

1.延迟时间 

输入重力仪阻尼延迟时间，如果该型重力仪已经做了阻尼延迟校

正，那么输入 0。 

2.时间偏移校正设置 

点击编辑，出现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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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接入 GPS 信号的传统弹簧型重力仪，海上测量时每天需

要记录重力仪时间和 GPS 时间差值。该项功能即为完成时间偏移校

正，在上图 EXCEL 中输入相关参数。（比 GPS 时间多，输入正数；

比 GPS 时间少，输入负数） 

3.基点比对参数 

比对时间格式为 8 位日期格式，如：20240101； 

4、工区范围 

点击编辑，出现 EXCEL： 

 

依次输入工区范围的坐标点，工区范围可以为多边形。工区范围

需输入至少三个坐标点。 

4.数据导入 

将所有原始重力文件拷贝到“原始数据”文件夹中，不同类型文

件放在不同文件夹中。 

三、 位置统一 

软件内置 SAG-2M、ZL11-1A 和 DG 三种重力仪格式，选中相应

格式后，点击确定，会自动完成位置统一、时间统一和数据融合，直

接进入“六、生成测线”模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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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常规数据，需要依次手动完成位置统一、时间统一和数据融

合三个模块。 

“位置统一”是指相同类型的数据经过软件处理之后，使之首尾

处于相同位置，打开文件预览时不同行的数据上下对齐。 

处理后的数据将自动保存至项目的“数据统一/位置统一”文件

夹下，文件后缀名为“u1”。 

操作步骤如下：  

将原始数据文件拷贝至项目的原始数据文件夹下，也可在原始数

据下新建文件夹。（注意：不同类型的数据需要分为多个文件夹放置，

如经纬度数据放在一个文件夹，重力值数据放在一个文件夹，否则在

数据融合时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点击“数据统一 -> 位置统一” 

 

选择要处理的文件路径，复制任一完整数据行至“标准数据”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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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框，勾选原始数据之间的分隔符类型，点击确定开始“位置统一”

处理。 

如原始数据 

 

经过位置统一后的数据 

 

四、 时间统一 

“时间统一”是指：将“位置统一”后的数据（即：u1 数据）

的时间信息提取出来，统一转为“年-年积日-时-分-秒”，并将时间信

息放在固定的列号。 

“时间统一”处理结果将保存至“数据统一/时间统一”文件夹

下，文件后缀名为“u2”。 

操作步骤： 

1. 点击菜单“数据统一 -> 时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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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时间统一”窗口中选择要处理的数据路径 

3. 选择数据的时间格式，分别输入年、月、日、时、分、秒时间

字段所在的位置信息。 

位置信息说明： 

选中位置统一下的文件，右键打开，光标放在数据的开头位置和

结尾位置，查看软件下方纵列列号，这两个列号分别对应数据的起始

列号和结束列号。如： 

 

 

以上年份的起始列号为 1，终止列号为 5。 

4. 如果年份数据不完整，则补全年份缺省值。（如：2023，数据

中只有 23，则需要输入缺省值 20） 

5. 如果原始数据存在乱序情况，请勾选“若时间存在乱序，勾选”

选项。 

五、 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是将时间统一后的数据，根据时间信息，提取出相

同或不同数据源下的经度、纬度、测量值并进行融合，同时会根据“参

数设置里”设置的“延迟时间”进行阻尼延迟校正。 

“数据融合”后的文件将存储至项目的“数据融合”文件夹下，

同一天的数据将保存在同一个文件中，文件名将根据“年_儒略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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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日）”进行存储，文件后缀为“u3”。 

操作步骤： 

1. 点击菜单数据融合 

2. 在数据融合窗口中选择数据源 

3. 选择需要融合的数据格式，并输入对应的起始列号和结束列

号，点击确定进行融合处理 

注：如果经度、纬度、测量值在不同的文件夹下（不同的数据源），

需要多次融合。 

 

六、 生成测线 

6.1  测线分割 

“测线分割”是指解编后的测线数据根据“参数设置”设置的工

区范围进行自动分割，在工区范围内的数据保留，在工区范围外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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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动删除；“测线分割”时，如果两个测点之间时间超过 300 秒则

分割成两条测线，如果单条测线小于 300 个测点则删除测线。测线分

割完成后软件将自动显示分割后的航迹并画出工区范围。 

“测线分割”后的航迹图和工区范围，例如下图： 

 

工具栏功能说明： 

 

第一个按钮为“缩放恢复”，当放大缩小后，可点击此按钮恢复

至初始状态。 

第二和第三个按钮分别为“放大”和“缩小”，通过点击这两个

按钮可以缩放航迹图，以查看航迹图细节情况。（通过鼠标滚轮也可

实现缩放）。 

第四个按钮为“拖动平移”，此按钮点击后可通过鼠标拖动航迹

图（也可以单独使用鼠标右键进行拖动）。 

第五个按钮为“删除测线”，鼠标双击选中测线（或在左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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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文件列表中选中测线），然后点击此按钮进行测线删除操作（也

可以通过 delete 键进行删除）。 

第六个按钮为“画线裁剪”，点击此按钮激活画线裁剪功能，单

机鼠标左键，不松开，拖动鼠标与测线相交，松开鼠标，出现“切割

成功”提示框，单机“OK”，呈现一段黑线，原测线将在交点处分割。

如果原测线是直线，则分成两段；如果原测线为环形，则分成三段。

环形测线如下图： 

 

 

双击要删除的测线，呈现红色，然后点击 或者直接键盘

点击“Delete”，则可删除多余测线。 

第七个为“撤销”，测线分割或删除后，可以通过点击此按钮进

行撤销（快捷键 Ctrl+Z） 

第八个为“撤销恢复”，点击撤销后，可以通过点击此按钮恢复

到撤销前的状态。 

所有测线处理完成后，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完成”按钮，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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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会出现一个完成提示，继续点击“确定”，将测线编辑完的数

据保存至“生成测线/测线分割”文件夹下。（文件后缀名为“u4”） 

 

6.2  初次命名 

点击“初次命名”菜单后，软件将自动将“测线分割”文件夹下

的数据生成航迹图。 

 

工具栏右侧两个按钮分别为开始命名和退出命名。 

自动命名步骤： 

1.点击开始命名 ，软件自动判断测线数量和方向，优先显示数

量多的方位的测线，数量少的方位的测线则隐藏（如横向测线多，则

先显示横向测线，竖向隐藏，反之同理）。 

2.点击鼠标左键->弹出测线名前缀输入弹框 -> 输入测线前缀名

称->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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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次点击鼠标左键，与第一次点击的点连接成一条黑色直线，

如果有测线与黑色线相交，则自动命名成功。也可通过多次点击形成

一条折线，与折线相交的测线，则可自动命名成功，自动命名成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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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显示测线名称，命名后的测线标绿（命名规则：测线前缀+索引,如

Z1，Z2，Z3....） 

4.对于在同一水平线却被切割成两段的测线，右键点击完成后，

可双击选中已命名的测线（绿线），再点击未命名的测线（蓝线），此

时蓝色线也将被命名。命名规则：测线名-索引。（如 Z1-1, Z1-2） 

5.同一方位测线命名完成后，右键点击完成，则显示另一方位测

线，重复以上步骤，完成所有测线命名 

6.完成所有测线命名后，右键点击完成，将显示所有测线航迹以

及测线名称，并弹出保存命名文件的对话框。 

7.点击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测线命名后的数据将保存至“生成

测线/初次命名”文件夹下。（文件后缀名为“u5”） 

 

注：自动命名会将“不是同一天但时间连续”的数据合并为一个

文件。 

七、 生成报告 

生成报告菜单下包含了“跳点删除”、“再次命名”、“精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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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功能。 

7.1 跳点删除 

跳点删除是指用一条测线的测量值绘制出二维曲线图，如果曲线

存在跳点，可以拉框选中跳点，并用 delete 键删除。 

 

如图，上半部分为航迹图，下半部分为选中测线的测量值曲线。 

 

工具栏按钮，前三个按钮功能与航迹图相同，第四个按钮为横向

放大，第五个按钮为横向缩小，第六个按钮为竖向放大，第七个按钮

为竖向缩小，第八个按钮为拖动平移，第九个按钮为拉框选中，最后

两个按钮为撤销和恢复。 

拉框选中下部的跳点之后，上部航迹图会用黄颜色标出对应的航

迹，删除跳点之后，点击右键完成按钮进行保存，保存后，文件将存

储在“生成报告/跳点删除”文件夹下（文件后缀名为“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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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选中航迹线和左侧文件目录切换跳点图，如果当前文件

已经进行过跳点删除，则会画出两条测量值曲线，蓝色为原始曲线，

黄色为跳点删除后的曲线。再次进行跳点删除时，依然以原始曲线（蓝

线）为基准。 

7.2 再次命名  

当进行过跳点删除后，如果删除的跳点连续时间超过 300 秒，则

需要分为两条线，这时将需要进行再次命名。 

点击再次命名后，画出需要再次命名的测线航迹，如果一条测线

在跳点删除前命名为 Z1，那么此时双击一条测线，将之命名为 Z1-1，

再双击另外一条测线，将之命名为 Z1-2，以此类推完成所有测线的再

次命名，然后点击右键完成按钮保存文件，文件将存储再“生成报告

/再次命名”文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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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再次命名的文件也会复制到“再次命名”文件夹下（文件

后缀为“u7”）。 

如果“跳点删除”文件夹没有数据，点击再次命名时，将直接将

初次命名的文件复制到“再次命名”文件夹下。 

7.3 精度计算 

精度计算是利用“再次命名”中的文件数据（u7 文件）计算出

测线交点、交点差值、总公里数、主测线和检查线个数、总站位个数、

交点总数、精度。并输出为测线统计文件，文件存储至“生成报告/

精度计算”文件夹中，文件名为“测线统计.txt”，可选中文件右键打

开查看内容。 

精度计算完成后，将显示一个交点图，测线交点由“X”标出。

可用鼠标右键选中交点，点击属性，底部会出现两个窗口，分别显示

交点处两条测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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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两条测线校正值的差值，便是“测线统计.txt”文件中的交

点差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