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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柱状图表现的内容是和空间位置相关的$基于?C2建立柱状图系统能清晰地表述地层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根据柱状

图内容与图件表现形式$对地质实体按照空间数据点&线&面格式进行描述$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实现了对柱状图的数据组

织’系统基于HIJ?C2实现$根据数据属性与操作的不同$建立不同的图道来表现数据’对图件的界面操作进行了改善$并
提供模板制图功能$实现了对地层单元的综合特征描述’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柱状图’图形系统’HIJ?C2’
中图分类号!J)*K’LJ!""!!!!文章编号!"***B)!K!")**+#*#B*AG!B*G!!!!收稿日期!)**+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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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柱状图是地质勘探的基础图件之一$它将井筒

中获得的信息随深度反映在图件上’井筒中采集到

的各种资料$如岩心资料&录井资料&测井资料&分析

化验资料等都是以柱状图形式提供给用户的’这些

资料都包含地理信息$是一定空间位置的地质特征

的反映’绘制井筒柱状图是地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通过柱状图反映地层随深度变化的情况$了解地

层岩性&物性变化趋势$对井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与解

释"包世泰等$)**##’
HIJ?C2是 对 空 间 实 体 进 行 分 析 与 处 理 的

?C2软件系统$具有强大的图形功能’基于HIJ?C2
开发一套井筒柱状图系统$将地质实体用?C2系统

的点&线&面数据来表现$充分利用HIJ?C2强大的

图形功能与空间分析功能$实现对外部数据文件的

加载并进行显示与分析$对图件格式进行自由编辑$
可满足不同需求的应用’

"!柱状图内容

井筒中采集到的数据资料有取心&录井&测井&
分析化验等资料$这些都是地下地质现象空间特征的

综合反映$是柱状图的主要数据来源’柱状图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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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质数据表现形式

Z4Q’" [5@/5=560.04%6%9Q5%&%Q43W.0.

的格式对这些数据进行组织与利用"并以图形的方式

展现给用户’对柱状图的数据进行分析"弄清这些数

据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以便更好地将其表现出来’
地质现象的空间特征可以概括为点#线#面的形

式"以文字#符号#曲线#图片等形式反映在柱状图上

$吴信才")**)%$图"%’
文字是柱状图中最常见的数据形式"通过文字对

地层层位#岩性以及钻井取心等情况进行描述"文字

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字号#字体#对齐方式等&岩性是对

地层岩石特征的描述"它通过岩性符号表现地层岩性

的变化"其图形表现有岩性样式#颜色#缩进比例等&
曲线是地层综合物理性质的反映"曲线的表现形式有

线型#线宽与颜色&此外"在柱状图中"还通过各种符

号#图片等数据形式来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
柱状图系统就是对上述数据按一定的格式进行

有序的组织"并将结果以图形方式提供给用户’

)!柱状图图元表现形式

柱状图一般包括图头#图形显示区和图例!部

分’图头是对柱状图内容的概括与表述"主要通过文

字对图件内容进行描述"图头包括图名#比例尺和图

头表格’
图形显示区是柱状图的主要信息显示窗口’为

了将不同内容#不同格式的数据以清楚的方式展现

给用户"柱状图采用分栏形式显示信息’用户将不同

种类的数据放入不同的图栏中"栏与栏之间互不相

交"这种方式对于井的多源信息的综合利用与显示

具有较好的适用性$钟宝荣和杜红")**G%’
目前大多数柱状图系统中"图栏的摆放位置与宽

度都是固定不变"不能随意改动"柱状图整体样式也

相对固定"这种系统不具灵活性"根据制图目的和资

料表现形式的不同"用户需要随时调整图栏的位置与

表?! 柱状图图元表现形式

L.X&5" J/5=560.04%6%93%&8E65&5E560=
图元形式 HIJ?C2数据类型 实例

点状图元

J(L＿(\L-
图名#曲线值#岩性

描述#深度标注

J(L＿2;O 符号

J(L＿CHI?- 图片

线状图元
NC(＿J\NU

曲线#杆状图#深度

刻度#格线

NC(＿[-:L 图框

面状图元 [-? 岩性充填#图道

复杂图元 J(L"NC("[-? 图例#图头表格

宽度"并为点#线#面实体指定不同的线型与符号样

式’为此"我们采用图道来取代早先固定的图栏概念’
图道位置和宽度可自由调整"由系统提供界面操作’

图例位于柱状图下方"是对柱状图中绘图参数的

符号说明’图例有线型图例#符号图例和颜色图例’
为了便于计算机图形表现"笔者对这些图元进

行整理"将其归纳为点状图元#线状图元#面状图元

以及由这!种基本形式组成的复杂图元’柱状图图

元表现形式见表"’

!!柱状图数据组织

有效的数据组织形式是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
对于与空间信息相关的柱状图系统"数据组织则显

得尤为重要’
本系统的柱状图类继承了HIJ?C2的:?4=$45F

类"它封装了基本的图形显示#操作功能"采用:?4=D
$45F类"结合HIJ?C2基本操作函数可以快速开发

出满足系统需求的应用程序’以下是基本类的定义’

3&.==:T4=0%Q/.E((柱状图类

)

@/4<.05’

!31./E＿L40&5*HISN-(+&((标题

!&%6QE＿23.&5&((比例尺

!W%8X&5E＿20./0]5@01&((顶深

!W%8X&5E＿H.@N56Q01&((作图长度

!J(L＿C(Z\E＿L40&5C69%&((标题字体

!NC(＿C(Z\E＿Z/EC69%&((图框参数

@8X&43’

!<%4W-W40L40&5$%((编辑图头

!<%4W25023.&5$%&((设置比例尺

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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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W40J./."#$%%编辑参数

!<%4W2.<5I=LE@"#$%%保存模板

&&
’
3&.==:N5Q56W%%图例类

(

@/4<.05!

!=1%/0E＿@I4)E＿&I4)E＿/I4$%%工作区

!=1%/0E＿N5Q56WL>@5$%%图例类型

@8X&43!

!<%4WIWWN5Q56W"#$%%添加图例

!<%4W]5&505N5Q56W"#$%%删除图例

&&
’
3&.==:O.=5L/.35%%道基类

(

@/4<.05!

!=1%/0E＿@I4)E＿&I4)E＿/I4$%%工作区

!=1%/0E＿L/.35L>@5$%%道类型

!W%8X&5E＿L/.35M4W01$%%道的宽度

图)!图道类关系

Z4Q’) [5&.04%6=14@%90153%&8E60/.35=

@8X&43
!<%4WIWWL/.35"#$%%增加道

!<%4W]5&505L/.35"#$%%册除道

!<%4W250L/.35M4W01"#$%%设置道宽

!<%4W?50L/.35M4W01"#$%%得到道宽

&&
’
根据描述数据的性质不同)系统设计了+种图

道来表现数据)分别是!深度道*曲线道*岩性道*符

号道*文本道*图片道’
文本道数据格式!(文本C])文本内容)起始深

度)终止深度)字体)字号)颜色)对齐方式’$
岩性道数据格式!(岩性名称)符号C])顶深)底

深)层高)缩进比例)颜色代码’$
曲线道数据格式!(曲线名称)曲线C])线型)线

宽)颜色)是否对数显示’$
符号数据格式!(符号C])符号说明)顶深)底深)

符号高宽)显示角度’’柱状图图道类关系如图)’

G!系统功能实现

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王燕)",,A#)基于

HIJ?C2二次开发)实现了柱状图系统功能’数据

按指定图道加载)并提供图头表格与图例编辑功能

"图!#’具体功能描述如下!
""#文字描述’在柱状图中)地层单位*岩性描述

等内容都是通过文字显示)建立文本道)设置文本所

对应深度段)选择字体与字号将文字内容展现在图

件上’文字内容可通过外部文件读入)对于表现内容

相近形式的一组图道)如地层单位的界*系*统*组等

图道)还可以通过图道组合功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并为组合图道重新命名’

图!!系统功能结构

Z4Q’! 2>=05E9/.E5F%/̂

")#岩性剖面编辑’系统提供岩性剖面显示与编

辑功能)将地层岩性资料以符号形式按深度在岩性

道中显示’可以根据岩石粒度大小设置显示缩进比

例)进行颜色充填’通过文本道附加文字信息对岩性

信息作进一步行说明)系统还提供符号*图片等表现

形式对地层情况进行详细描述’
"!#曲线输入与编辑’曲线是柱状图中最常见的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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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曲线的数值大小与形态反映了地层岩性与

物性的变化趋势’通过测井采集到的曲线信息通常以

文件形式提供"系统按I2:"格式读入外部文件"将指

定曲线读入系统’曲线在图道中显示"一个图道可以

显示多列曲线"为便于用户读值"系统还提供图道格

线绘制功能"格线类型有线性与对数)种形式’在地

层综合成果图中"为了形象表现地层岩性变化情况"
常按曲线走势在图道中充填各种岩性符号"根据用户

不同要求"可选择曲线左充填#曲线右充填"或线间充

填方式’提供多种曲线显示样式"满足用户对不同数

据表现形式的要求’
$G%制图模板’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同系列的图

件通常采用统一的绘图格式"编辑绘图参数是一件

繁琐而又容易出错的事情’柱状图模板保存了图件

的框架部分"如图头#图道的排列情况等"在图件生

产中"直接调用制图模板"填入对应的数据即可成

图’模板化的思想减少了用户的工作量"避免大量的

重复劳动"提高了系统的成图效率’
$#%工程图输出’系统提供工程图输出与打印预

览功能"图件输出时"可按设定比例尺输出"或选定

图纸"将图件映射到纸张上按纸张大小输出’另外"
系统还支持将成果图件转换成OHJ#7J?#LCZ等

通用格式图像文件"以供其他的系统显示与调用’
$+%系统库建设与维护’系统建立了丰富的岩性

库#符号库和线型库"用户编制柱状图时"可以直接

调用系统库中的岩性#符号#线型样式加入到成果图

件中"对于一些特定的需求"系统还提供了一套岩

性#符号配置方案"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系统库

进行修改与维护’

#!结语

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实现了柱状图编制系统"将
井的信息按图道分类显示与存放"解决了不同类型

的数据的共用问题"系统可进行岩性#曲线编辑"并
提供模板制图功能"具有丰富的岩性#符号#线型样

式"能够提供多源资料综合分析与利用’系统基于

HIJ?C2平台实现"图形界面操作简单"具有较好

的扩展性以及与其他系统的兼容性"该系统在地质

勘探#工程勘察#石油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4(;(,<()
O.%"2’L’"U8"U’?’"S4."O’"50.&’")**#’?C205316%&%Q>

.@@&43.05W4656Q4655/46QQ5%&%Q>’82)’2$4,/$#&+,627’/=
1#’/),@A%-62(/,1"$)%&"B!$46:1465=5F401-6Q&4=1
.X=0/.30%’

M.6Q"U’"",,A’L15%/>%9%XR530D%/45605W.6W@/.30435%9
:__’L=46Q18.;64<5/=40>J/5=="O54R46Q’!$46:14D
65=5%’

M8"S’:’)**)’J/4634@&5.6WE501%W%9Q5%Q/.@1>469%/E.D
04%6=>=05E’-&530/%643=C6W8=0/>J/5=="O54R46Q’K+$46
:1465=5%’

P1%6Q"O’[’"]8"T’")**G’]5=4Q6%946@&5E560.04%6%9.
E8&04D986304%6.&&%QW4.Q/.EW/.F46Q=>=05E’B)%-,#&
)*C#,1D’25,/62-7/’($E#’%-#&A$/2,$20;/’/),%""
$G%&GKB#*$46:1465=5F401-6Q&4=1.X=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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