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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ork, there are often geophysical profiling survey works. When there 
are many profiles, the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of the survey profiles can more effectively ex-
tract useful ge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can analyze relevant geological problems more visually 
and intuitively, such as concealed rock mass morphology, distribution of marker layer, occurrence 
of fault zone, etc., so as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deep prospecting.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3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there are many softwares with the function of displaying measurement 
results in 3D.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a method of converting the geophysical profile measurement 
result map into a volume image through an example, which provides a way to realize the three- 
dimensional display of the profile measureme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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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勘查工作中经常会有物探剖面测量工作，当剖面较多时将测量剖面结果进行三维立体展示可更有效
地提取到有用的地质信息，可以更形象、更直观地分析相关的地质问题，如隐伏岩体形态、标志层的分

布、断裂带产状等，从而为深部找矿提供基础资料。随着三维可视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很多软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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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立体展示测量成果的功能。本文通过实例说明了一种将物探剖面测量结果图转换成立体图的方法，

为实现三维展示剖面测量结果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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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查工作，不论是区域地质填图还是矿区普查勘探都在使用三维

建模技术使地质体的展示从平面变成立体。传统的平面展示方法是静态的、二维的，有时不能良好表达

地质构造特征及其空间分布规律，而三维立体展示则可以直观地反映地下空间结构，为获取地质体属性、

空间结构特征提供帮助。一般来说，三维建模工作是根据所使用的软件准备数据，按要求把相关资料整

理成三维软件可识别的格式，然后再使用这些资料。有的时候一个勘查区仅有一些物探剖面，也不需要

进行其它的三维建模工作，所以只是想把物探剖面的测量结果转变成三维立体图，这就需要一种不受具

体软件限制的图形转换方法，本次研究所尝试的方法就满足了把剖面图变成立体图的要求。 
实际上，将三维可视化技术用于地质勘查的成果比较多，有的是由野外观测数据生成网格化数据，

然后再渲染成三维网格，从而实现三维立体图的渲染与编辑[1]，有的利用物探数据量大、精度高的特点

划分地层岩性界面，建立三维地质结构模型[2]，有的在三维建模过程中，充分使用物探资料并利用物探

剖面对三维模型体进行验证[3]，有的以二维勘探数据为基础，利用三维建模软件建立三维地质模型[4]，
也有人在立体地质填图、工程地质、矿山水文地质、城市地质等诸多领域研究三维方法或使用三维技术

开展相应的工作[5]-[13]。总之，不论是做方法研究的还是使用成熟方法的，三维可视化技术正在改变地

质勘查工作成果的表达方式。 

2. 数据准备及预处理 

首先提取各剖面端点坐标，然后计算每条剖面两端点间的坐标差和两端点的距离(剖面长度)。为了后

续计算，定义两个系数：K1 和 K2，其中，K1 是剖面端点南北坐标差值(北端点 X 坐标–南端点 X 坐标)
与剖面长度的比值；K2 是剖面端点东西坐标差值(北端点 Y 坐标–南端点 Y 坐标)与剖面端点南北坐标差

值(北端点 X 坐标–南端点 X 坐标)的比值。 
第二步，将距离、深度、电阻率值 3 项数据编制成逗号分割的 3 列数据，在第一行加入 notgrid，保

存为 det 文件，用于后续使用 Mapgis 软件编制等值线图。深度值为负值，用测点高程值进行校正，使各

测点与地形剖面形态相吻合。 
第三步，使用 Mapgis 软件空间分析模块中的 DTM 分析功能，绘制离散点等值线图。各剖面使用相

同的等值线间隔，以便于剖面间的对比。 
第四步，在 Mapgis 软件中对编制的剖面等值线图进行归一化处理。先用坐标移动方式把剖面图左端

点的横坐标变成“0”，再把剖面长度调整为剖面两端点距离的长度，而后根据需要把等值线的颜色调整

为可分辨高阻和低阻的颜色。 
第五步，使用 Mapgis 软件文件转换功能，将编辑好的线文件转换成 dxf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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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三维立体图 

dxf 格式文件是许多三维软件可以识别的文件，本文以 Surpac 软件为例说明将剖面图制作成三维立

体图的方法。 
在 Surpac 中打开已制作好的 dxf 文件，保存为后缀为 str 的线文件。 
利用 Surpac 软件中“线文件工具”的线串运算功能对文件进行处理，先找到要处理的文件并设置好

结果文件的路径、文件名，在线串运算对话框中设置： 
1) * 1 0z y y x K x= = − =, ,  
这样转换的结果是将原来的平面图转换成了南北直线剖面的立体图。北端点为剖面起点，长度是剖

面长度的余弦。 
然后需要把剖面还原到原有方向，还是利用线串运算功能，在线串运算对话框中设置： 
2) * 2x y K=  
这样就得到了方向、长度与原剖面一致的立体图。为了与其它地质资料配合使用，需要将已制作的

立体图移动到图面位置。还是利用线串运算功能，在线串运算对话框中设置： 
3) 0 0x x x y y y= + = +,  
其中，x0 是剖面北端点 X 坐标(东西向坐标)，y0 是剖面北端点 Y 坐标(南北向坐标)。 
以此以此类推，将所有剖面都制作完成后，就实现了物探剖面资料的立体显示。 

4. 工作实例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辽宁某矿区的 AMT 测量结果，共 4 条剖面。表 1 是各剖面基本参数。 
 
Table 1. AMT profile basic parameter statistics table 
表 1. AMT 剖面基本参数统计表 

剖面 
编号 

北端点 
X 坐标 

北端点 
Y 坐标 

南端点 
X 坐标 

南端点 
Y 坐标 

南北 
坐标差 

东西 
坐标差 

剖面 
长度 

K1 K2 

1 1588.22 780.39 1267.48 928.16 320.74 −147.77 353.143 0.9082 −0.4607 

2 1651.79 918.26 1198.011 1128.2237 453.779 −209.9637 500.000 0.9076 −0.4627 

3 1719.14 1063.53 902.338 1441.4646 816.802 −377.9346 900.000 0.9076 −0.4627 

4 1786.96 1208.95 970.158 1586.8846 816.802 −377.9346 900.000 0.9076 −0.4627 

 
制作完成的立体图见图 1。 

 

 
Figure 1. Perspective view of AMT survey section in a mining area of Liaoning province 
图 1. 辽宁某矿区 AMT 测量剖面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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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与讨论 

由于 Mapgis 软件是地勘工作中广泛使用的图形编辑软件，所以，数据的预处理使用该软件是合适的。

对于没有原始数据而只有图片格式的剖面测量成果，可以使用 Mapgis 软件对剖面图进行矢量化，制作成

相应的线文件再转换成 dxf 格式文件。 
在将剖面测量结果制作立体图时，沿物探剖面编制面图切地质剖面并一同转换成三维立体图，对合

理解释物探异常更有帮助，而且将物探剖面测量结果进行三维展示能更有利于合理解释剖面间对应的地

质问题。 
在编制立体图时，一定要将端点坐标设置成“0”，这样可使后续转换更加方便，而且便于核对剖面

转换的正确性。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利用公式(3)将立体图还原到实际位置时，一定要注意图形 x、
y 坐标与地形图 X、Y 坐标的关系以免造成不能还原剖面的实际位置。 

为了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在对某盆地形态进行分析时，应用此方法将 AMT 剖面测量结果与根据其

它资料推测的盆地等深线三维图放在了一起，图 2 是其中一个角度的截图。从图 2 可以看出，图面的左

侧，AMT 剖面电阻率等值线的变化趋势与盆地等深线的趋势相同，而图面右侧的 AMT 剖面测量结果与

原有等深线的趋势有所不同，在工作中利用这条立体展示的剖面测量结果为修正盆地形态提供了依据。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AMT profile and the basin morphology in a place in Liaoning 
(The red line is the basin isobath, and the blue line is the AMT measurement resistivity contour) 
图 2. 辽宁某地 AMT 剖面测量结果与盆地形态关系图(红线是盆地等深线，蓝线是 AMT 测量电阻率等值线) 

6. 结语 

此方法可以将 AMT 剖面测量结果很好地进行立体展示，通过定义两个用于数据转换的系数确保了

数据转换过程的简便与准确，在应用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除 AMT 测量剖面外，其它具有反映地下

电性断面的 MT、瞬变电磁、高密度电法等剖面测量结果都可以按此方法将剖面测量结果进行立体展示，

这对更好利用物探剖面资料具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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