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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地质数据处理系统

谭光国 林守江 黄维纲 王秀惠

(天津地质研究院 ) (冶金部 自动化研究所 )

随价地质科学向定量化发展
,

地质物化探工作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

取得 了丰硕成

果 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处理地质物化探数据
.

对成矿规律研究
、

矿产统计预测
、

构造解

析推断
、

勘探工程布置等提供了有力依据
。

地质物化探工作中所取得的丰富数据
.

急需一个

较完筷的数据处理系统予以处理
。

由于冶金地质系统汁算机资源不足
,

尚缺乏一个较完整的

扮学地质数据处理系统
.

给资料处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

特别是对大数据量的处理
.

过去那

种单个程序的处理方法远远不适应 于今天地质工作的发展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冶金部天津地

质研究院与冶金部 自动化研究所合作
,

在日产 A C O S 一4 0 0 型计算机上
.

研制 了命 名 为

M G D P S ‘ M a t hem a rical G 旬l嗯y D at a p

~
s ’n g sys te m ) 的数学地质数据处理 系统 为

地质物化探工作者提供 了功能齐全
、

使用方便
、

处理数据量大
、

输出灵活多样
、

计算效率高

的程序系统

一
、

系统结构

、预处理 )

!
.

、I G D P S 票
了
允

全产i钩仪}1图 1 听
,
j之 条:允

中各程 }子丰刻丸址按照数

据处理流程的击要}llj安

排l
r

!勺 式士了上
4

程序十葵少井

又按其功能划分成相互

独如均命令块

2
.

系统中所有模块

均采用如图 2 所示的两

种标准结构之一钩筑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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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D PS 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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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两种标准结构

3
.

系统没 i十携于顺编

文体
.

所有数据均以顺编

文体的形式存放在计算机

中
。

在数据预处理期间
.

数据文件属 C类字符文件
,

用户可以在终端上显示
、

修改数据
二

当数据校核无

误后
,

启动 E N T R Y 程

序模块
.

将 C类字符文件

转换成 N类数字文件
.

供

系统处理
。

4
.

该 系统可以处理

_
三种类型的数据

:
D 型 (离

散型 )
、

T型 (非规则网型、

和 R型 (规则网型 )
。

且

三种数据类型可以相互转

换 (见图 3 )
。

5
.

系统程序设计是基于数据结构的
。

N ^ M E (数据名 )

R E M A R K S (备注 )

铸 转 关 (
备注结束标志

)

T Y PE (文件类型 )

文件的数据结构如图 4 所示
。

对每一程序

模块程序设计的先后次序是参数校核
、

功

能实现
、

出错处理
.

并配有必要的注释
,

使程序结构更加清晰
。

P A R A M E T E R S (参数 )

E N (变 量名表 )

E N 丁 R Y

P O W E R (比例因子 )

/
‘

G R I D

A M (数据排列方式 ,

类转换
〔 b ) 型转换

D A T A (
数据

)

图 4
.

文件的数据结构

图 3
.

文件的类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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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系统功能

系统中齐命令块如 下丧 现将 系统两部分的功能分述如下
:

命令块名表

MMM G III \[ C ZZZ r 凡 、、

IIII Q 、ID C S 入 ( Q 刑聚 类分析 ,, 1/ p O L T S 匀 (多项式趋势面分析
)))

//// 尺\f日 C S 入 ( R 型聚类分析 ))) 1/ K O P T 写 入 (正交多项式趋势面分析析
///l K 、ID C S 人 ‘K 均 f肖聚类分析 ))) l/ ! 1 气 R T S 人 (调和趋势面分析

)))

1111 O T \ID V 只 ‘最优分割))) “T P C T g 入 ‘典型趋势面分析,,

,,, C 5 P n 气 l (对应分析 一一一
1111 C 5 P D 入 2 (对应分析 2 )))))

刀刀 下 P C C 尺入 〔典型相 关分析 )))))

III) 1 〕L 、 I G 气 ‘ 1卜线性映象 )))))

III/ ” p 日 ‘1。 人 (马尔可夫概型分析 ,,,

钳) /l l
,

() 、 l) ‘取文件 ,

助 刀凡 、 、 仁 ‘存文件 )

命 // 子
,
I之 I \ T (打印文件)

令 ” 凡 卜 1 E C
‘

r ‘选择变布由

「 I/ 价 F 「 E C
’

r ‘删除变 :御
I{ \ \ I (

’

(毛 (按f八选取样l7n 、

了, R 汽 1 1 \ E ‘调整样品顺序 、

, { 1 T O D ‘ T 型变 D 型 )

}} r) T O I ( n 型变 I 刑 〕

,, R E 、 、\} E (更改文件名、

l/ 尺 E \1 人 尺 K S ‘更换备注 、

ll G R I D
.

网格化
,

八 入 R F 、 (取 子区
,

/了1) ! [
户
F (求差谊 ,

产 I 什 入 p 〔打印线状等值线图 )

,z 几\1、 P 、打印带状等值线图 ,

助埔命冬
、

,

⋯
’‘、

’

划 “ 尸 ‘打印平面数值图’

!
.

数据预处理部分的 主要功能

l
一

系统能对数据文件进行分解
、

合并
、

打印和按用户指定的取值范围检查数据
,

交换

样品顺序
.

利用终端的 C P T 显示
、

修改数据

2 经过校对的数据
.lf 以利用 E N T R Y 程序转换成系统

,丁以处理的 U类数据
。

2
.

数据处理部分的 主要功能

「在数学地质方法 七: 叮提供给用户 22 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系统
,丁以完成回归分析

判别分析
、

}){1 子分析
、

聚类分析
、

对应分析
、

典型相 关分析
、

非线性映象分析
、

马尔
!可夫慨

烈分析
,

趋协面分析
、

剩余的趋势面分析和典型趋势面分析 而且呼一类分析中又有不同的

算法
.

例如判别分析中有两组判别分析
、

Ba ye S 准则的多组判别分析
、

Fi sh er 准则的多组判

别分析和逐 步判别分析等

2 系统还具有存取 文件
、

选变 曦
、

删变吸
、

按值选取样品
、

更换文件名
、

添加备注
、

网格化
、

取 子区
、

求差f汽等辅助命令
.

使得数据 处理灵活方便
,

充实 J
尹

票统功能

冲齐种多元统 i}分析方法 l飞勺输出结 果均配川习解 对 f趋协面分析
、

因 r分析等的结



第一卷 第三期 数学地质数据处理系统

果以文件形式保存起来的数据
.

用户 .丁以恨据不同情况以清单形式输出数据
.

或提供给其它

模块使用
.

或以不同比例尺打印输出全区或部分 户区的线状或带状等滇线图或平面数流图
-

f系统具仃哄强的档案处理能 )J 自进地为各种输出数据和图丧标明它们的类
’队 参

比 处理方法
、

处玛日期
、

处J:l脚’寸间岑 同‘,寸还给出被处理数据的履’万

忿系统具有较强的错误{句则能 )J 它 . !l’以准确地 为用户判明山 !
几

误操作
、

命令或参故

项写不当以及数据的特殊性质听形成的 各种错误
.

及时中断作业的执行
.

片输出错 i吴信息

三
、

系统特点

1
.

本系统一次峨人
l :f处Jl柱石。万数据 在人数据 ;,哥处理时二

:f以避免因分区逐
·

处理出现

的币复处理和处理结 果的拼接埠问题

2
.

水系统数学地质方法较为齐全
.

而日
_

具仃较丰,(剐l{J辅助命令
.

1山fl]’用户仪
J

.

衍fi{ 备
一

;欠

数据
.

就 , l]’以进行各种方法的处理
-

3
.

系统对各种数
‘、

户地质方法的输出结果均配有图解
.

如分类图
、

聚划划等
.

使 il
‘

算结 果

更为清晰 丰富的输出命令使用户
,J以得到各种睐始数据

、 ‘

!
,

户IJ结 果或址后结肋为数据清
l
朴

线状等值线图
、

带状等流线图或平面数值图

1
.

山 J
二

具有网格化命令
.

系统不但
:丁以处理离散 ( D 型 ) 数据和规则网 ( 尺烈、 数据

,

血即lJ’以处理 !卜规则网 ‘ l烈 , 数据
.

凡
.

系统上L仃取 子区的功
_

能二丁以对任意指定的子区范围作进一步处理 到引川格 llf以平

了JJ
飞

嗽测区网格
.

也 l丁以偏转 一定的角度

“
.

趋协分析是耗费机时较多的方法
.

系统采用快速算法计算系数矩阵
.

!司}l寸产生多个变

{{{
_

的趋协分析结果
.

明显地减少 了趋势分析的计算屠
。

对 作规则数据
.

采用
‘·

fl动搜索选点

澎
’

进行网格化
.

取点合瘫
.

选点效率高
.

计算速度快 系统对扇入较高的低居次模块
.

均

采用计劝:速度快
、

精度高的优化许法

7
.

系统具备很强的档案处理能力 }如盯对数据文件听经历的处理过程全都准确地 i己录
一

「

长
.

便 J
;

用户夜核
_

8
.

系统中各程序模块均配置有f}检能力 因 l衍当操作出现误动作
.

或用户提供的命令或

参数不合理时
.

系统拒绝执行
.

并打印出错误信息
、

避免给用户带来不必 要的机 !J.I损失
.

而

}L便 J挂q错

9
.

该系统不仅适合于离散数据的数学地质处理
.

同样也适合 J
“

物化探数据的数学地质处

理

10
.

本系统全部用 F O R T R A N 语言编写
.

使用作业控制语言操作
、

系统的所了f功能
日f

} l

丁以互相穿插使用
.

处理 手段灵活
.

操作简单易学
.

使用十分方便
。

该系统 8 5年通过冶金部组织的鉴定
.

并正式投入运行
。

由 J
二

该系统采用 了现代程序没计

方法
.

!)(l此 系统结构清晰
、 l叮靠性高

、

,lf 读性好
,

「叮且功能的扩充和删改
.

以及功能块的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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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算法的追加和变更均十分方便
.

易 J
二

维护 以IJ
;

系统的应变能力强
.

本系统不仅达 一个良

好的应用系统
、

而 , 1
.

也 llf以作 ,/.J
一

个研究 系统
.

利用
‘

已来开展
一

此数
,

货地质新方法的研究 L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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