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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德州仪器（上海）公司的 TI-Nspire™系列智能编程计算器的中文环境，视窗界面，菜

单操作等特点的研究，充分运用到常用测量程序中，希望能为我们测绘行业更好地提供一个的适合野

外编程计算的工具，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以往 DOS系统中的计算器程序。 

本书适用于正在使用 TI-Nspire™系列计算器的公路高铁施工，建筑施工，水利工程等工程测量人

员（无论用户选择的是德州仪器的哪一款 TI-Nspire™型号，均可使用本书中的程序。本程序对 TI-

Nspire™全系列通用），同样也适用于高等院校的师生参考使用。 

本书中的界面采用的是 TI-Nspire™ CM-C俗称小白（测绘专用）的型号，但 TI-Nspire™ cas俗称

大黑（测绘专用）也同样适用，即 TI-Nspire™全系列通用。 

书中光盘附带测量程序，其中关于角度单位，小数点位等的设置在文档中均已设置妥当，用户在

运行程序时，无需另外设置。 

本书程序的特点是简洁、易懂且操作上尽量接近施工测量习惯。 

如若用户仅需使用本书中程序，按照本书第 7章程序操作的基本流程，逐步操作即可。 

免责申明 

本书仅供用户参考使用，德州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不对用户使用本书发生的任何问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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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中的 14个常用测量程序，读者可以通过本书自带的光盘复制到计算器中，也可以通过德州仪

器的网站进行下载。没有计算器的读者，也可以到德州仪器网站下载试用版的模拟器，运行该程序，

以便在购买前确认是否满足测量作业的需求。本书中的子程序，读者不需要修改，程序会自动调用。

德州仪器的编程语言是 BASIC，和卡西欧编程计算器的 BASIC 语言差距不大，编程爱好者可以对着本

书程序代码的写法，修改自己卡西欧编程计算器程序。 

书中测量程序列表 

 

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欢迎用户来信，编者将尽力及时回复并做改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加入

QQ群（群名称 TI 测绘编程）参与编程技巧的探讨。 

 

 

 

编  者 2012年 11月 15 日 

  

序 程序名 程序说明  

1 a11pqx 线元法正反算计算程序，主要计算匝道等非对称型的平面线路坐标和里程。 

2 a11jdf 交点法主线连续计算程序，主要用来计算主线平面坐标和里程。 

3 a12sqx 竖曲线设计高程计算程序，主要用来计算路基的设计高程。 

4 a21zbfs 坐标反算：已知坐标计算边长、方位角。 

5 a22zbzs 坐标正算：已知距离、方位角计算坐标。 

6 a23kdjc 扩大基础程序,已知轴线起始点坐标、方位角、偏移距离计算未知点坐标。 

7 a24zx 单直线中边桩坐标计算程序 

8 a25yqx 单圆曲线中边桩坐标计算程序 

9 a26hhqx 单缓和曲线中边桩坐标计算程序 

10 a27qfjh 测角前方交会坐标计算 

11 a28hfjh 测角后方交会坐标计算 

12 a29zbzh 坐标系（测量坐标和施工坐标）转换计算程序 

13 a31szpc 水准测量近似平差程序 

14 a32dxpc 附合导线测量近似平差程序 

咨询：jiayi-cai@ti.com  测绘编程QQ群：202577016   

mailto:jiayi-ca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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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器按键 

 

       

 
TI-Nspire™ cas 俗称大黑（测绘专用） 

 
 
 

第 1章 TI-Nspire™ 系列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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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spire™ CM-C 俗称小白（测绘专用） 
d  
删除屏幕上的菜单或对话框。也可以停止正在进行的计算。TI-Nspire™ 触摸板的使用方

法跟笔记本电脑触摸板一样。还可以按触摸板的边缘上下左右移动。 

x 

TI-Nspire™ 触摸板的使用方法跟笔记本电脑触摸板一样。还可以按触摸板的边缘上下左

右移动。 

»   
打开便签本进行快速计算和绘图。 

e  
移至下一个输入字段。和电脑的操作基本一样。 

g  
使下一个键入的字符为大写。 

/ 
使用每个键上显示的函数或字符。也可与其他键组合用作快捷方式。 

c  
打开计算器。如果计算器已开机，此键可显示主屏幕。 

~  
打开“ 文档” 菜单。 

b 
 显示应用程序或关联菜单。菜单是跟随界面变化的，不同的功能区菜单显示内容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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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光标前一个字符。一般用来修改当前输入。 

 
h 
 显示已保存的变量和程序，按此键调用文档中的程序。 

·  
 计算表达式、执行指令或选择菜单项。注意：键盘上的 ¢ 符号表示可以访问多个选项。

要访问一个选项，请反复按 º  或使用触摸板上的箭头键。按 ·  或单击选择该选项。 

 

▀ 计算器充电等 

计算器配有可充电的锂电池。同手机或其他类似设备一样，将电池充电至少4小时以上确

保最佳性能。 

计算器还附带以下配件： 

О标准迷你B到迷你B USB线缆的连接，用于传送文件到其他计算器 

О标准A到迷你B USB线缆的连接，用于传送文件到计算机和从计算机导入文件并对电池进

行充电， 

为计算器充电使用以下方式之一对 TI-Nspire™ 计算器中的电池进行充电。 

О使用标准A到迷你B USB 线缆将计算器连接到计算机。如果计算器连接到计算机时没有

找到驱动程序，请插入 CD 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要下载包含驱动程序的软件，请转至

http://education.ti.com/china/software。 

О或者使用同样的迷你USB口的充电器充电，如用小接口一样手机充电器充电等。 

О电池充电后，按 c 打开计算器。加载操作系统时会显示进度条。接下来，在出现提

示时选择语言首选项和字体大小。注意：要关闭计算器，请按 / c。设置和内存内

容将会保留。 

О使用自动断电功能 

为了延长电池寿命，自动断电 (APD™) 功能会在不活动状态持续三分钟后关闭计算器。出

现此情况时，按 c 可打开计算器并返回到最近访问的一个文档或菜单。要更改默认设

置，请按 c 5 3 访问计算器设置屏幕并在该屏幕中更改电源待机设置。 

 

 

 
 

 

 

 

 

 

TI-Nspire™ cas（俗称大黑），标配的是 4 节 7 号电池，不需要充电。 

http://education.ti.com/china/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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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器设置 

 

О 选择语言：c 5 1 

1 c 5 1按¢滚动显示语言，然后按· 或x选择一种语言。 

  
 

О 文档设置：c 5 21（测绘常用设置请参照下图） 

1 c 5 21按¢滚动或者e来移动项目，然后按· 或 x确定。 

  
 

 
О 手持式设备设置：c 5 3 

1 c 5 3按¢滚动或者e来移动项目，然后按·  或 x确定。 

  
О 状态查看：c 5 4（查看电池内存以及操作系统版本等） 

1近似：表示小数显示结果数据。2定点：表示固定小数位例如固定保留3位小

数。3：SI表示中国的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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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背光亮度调整： 
TI-Nspire™ CM-C 计算器的屏幕带有背光，因而可以在各种光线条件下轻松使用（特别适合

隧道，地铁等施工测量）。默认情况下，亮度设置为中等。要调节背光亮度： 

• 较暗：按住 / 并轻触 -， • 较亮：按 / 并轻触 +。 

 

 
 

О 触摸板使用x： 

使用触摸板可以导航或完成使用4个¢箭头键和x键可以完成的任何任务。 
 

•  象使用计算机触摸板一样使用，即通过移动指尖在触摸板中间区域滑动以激活和移动鼠

标指针。单击或轻触触摸板中间，选择一个菜单选项或完成一个操作。 
 

• 按触摸板外边缘上的箭头键上下左右推动鼠标指针，然后单击 x 或按·  完成操作。 

如果按住一个箭头键，鼠标指针将朝该方向持续移动。 

 

有些用户喜欢自定义触摸板设置；从而加快和减慢指针移动速度，或启用轻触代替单击。

要更改触摸板的默认设置。 
 

О 了解便签本： 
使用便签本可进行快速计算和绘图而不会影响当前的文档。例如，当需要快速测试计算然

后将其添加到文档时，可以打开便签本应用程序并进行计算。然后，可以放弃计算或将其

添加到文档中。有关便签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便签本。 
 

О 使用主屏幕： 
计算器上执行的所有活动都从主屏幕开始：•  打开便签本进行快速计算和绘图•  创建新文

档•  打开和管理现有文档•  打开便签本进行快速计算和绘图•  定义设置和查看状态•  查看操

作计算器的提示•  访问最近的文档•  返回到当前文档等。 

注意：如果鼠标指针在命令或文件上显示，单击或轻触触摸板中间的 x 可选中

该命令或文件。如果该命令或文件已高亮显示，将指针移到该项目上或按· 即

可选中。 
 

TI-Nspire™ cas（俗称大黑），是黑白屏的，液晶亮度可以调整，但无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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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spire™  中文输入 

 
TI-Nspire™ 软件包括输入法编辑器 (IME)，可用于键入简体中文字符。 

 
•  可以在 Notes 页面、文档名称以及可以有效输入文本的任何其他位置使用中文文本，包

括文本提示信息以及接受字符串自变量的函数或程序的自变量。 

•  除带引号的字符串外，不能在数学表达式中使用中文文本。也不能在变量、程序或函数

名称中使用中文文本。 

 
 

1 将光标放在文本中，然后按 ; 激活中文输入。此时右上角将显示 指示符。 

 

2 开始键入文本。随着按下每个字母，软件将添加该字母并显示与这些字母匹配的简体

中文符号面板。 

 
 

 
 

注意： 可能需要滚动面板查看所需的符号，或者直接按相应数字。 

【注意】此输入法使用汉语拼音语音系统输入简体中文文本，仅在所选语言为简

体中文时有效；在模拟器上中文输入和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可能会有冲突，直接采

用电脑中的输入法更方便。 

注意：要从任何其他位置返回主屏幕，请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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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到所需符号时，按其对应的数字编号。此时该符号将在的文本中显示，并且面板会

显示下一个可能备选的符号。 

4. 若要继续，按备选符号的对应数字编号或开始输入新的文本。 

5. 若要关闭中文输入 键入拉丁文本，按 ;。此时 指示符将删除。 

 

中文文本中的标点符号当选择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语言时，可以访问一组标点符号。 

输入标点 
1. 将光标放在文本中，然后按 º 。此时标点面板将显示。 

2. 按 ¡, ¢, £ , 或 ¤  突出显示所需的标点符号，然后按 ·  将其复制到的文本中。 

À  全角句号 

Á  全角空格字符 

 

▀ TI-Nspire™  便签本 
 

便签本是 计算器的一项功能，能使快速•  计算数学表达式•  描绘函数。 
О 便签本打开 » ： 

使用便签本菜单选项可打开“  计算器” 应用程序，且不影响的文档。在便签本中，可以按

» 进行程序切换。 

•从主屏幕中，按» 打开“  计算器” 。再按» 打开“ 图形” 。 

•或者从主屏幕中，键入 A。打开“  计算器” 。在主屏幕中，键入 B打开“ 图形” 。 

  
 

  

输入简单数学表达式 

注：若要输入负数，按 v，然后输入数字。假如要计算 

1 . 选择工作区中的输入行。 

2 . 输入 2 l8 开始列出表达式。 

3 . 按 ¢ 将光标移回基准行，然后输入下列内容完成表达式：r43 p12。 

4. 按 ·  计算表达式。 

备注：按 d 关闭便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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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spire™   函数命令符号输入 
           

使用目录将函数和命令、符号和表达式模板插入输入行。 

     
 

1. 按 k 打开目录。 默认情况下会显示第一个选项卡，按字母顺序列出了所有命令和函数。 

2. 如果要插入的函数显示在该列表中，可以选中该函数，然后按 · 将其插入。 

3. 如果该列表中没有显示要插入的函数： 

a) 请按该函数的第一个字母键，跳转到以该字母开头的条目处（即字母索引）。 

b) 按 ¤  或 £  ，根据需要突出显示要插入的条目。 

c) 单击带编号的选项卡按类别列出各函数： 数学函数、符号、数学模板等。 

d) 按 ·  将该条目插入输入行。 

4. 选项卡之间的切换，是直接按数字键，如切换到选项卡2，就按2就好了。 

例如绝对值函数的输入 

1. c/~1进入计算器模块。 

2. k1A· 输入绝对值函数，再输入-10，按· 进行计算。 

3. 其他函数命令符号等输入操作同上。 
 
 

使用便签本 

注： 可通过按 /·  （而不是按· ） 得到一个近似的小数结果。 

注： 结果格式也可以在设置中进行调整。请参阅配置设置内容。 

 



Page 13 of 107 

 

   
 
 
 
 
 
 
 
 
 
 
 

▀ TI-Nspire™  表达式的输入 
 

模板可帮助输入矩阵、分段函数、方程组、积分、导数、乘积和其他数学表达式。 
 

     

1. 按 t 打开“  模板”  面板。 

2. 选择 插入代数和模板。在输入行上显示模板，其中所带的小块表示可输入的元素。   其

中一个元素旁边出现光标，表示可为该元素输入一个值。 

3. 使用箭头键将光标移至每个元素的位置，并为每个元素输入一个值或表达式。 

4. 按 ·  计算表达式。 

 
例如，假如想让一个 y=mx+b 线性回归模型适用于以下两个列表： 

{1,2,3,4,5} 

{5,8,11,14,17} 

1. 按 k1 打开目录并显示函数的字母列表。 

2. 在列表中单击，然后按 L 跳至以“ L”  开头的条目。 

3. 必要时按 ¤  突出显示LinRegMx。 

使用向导插入表达式 

可使用向导简化输入表达式的过程。 向导中包含带标签的框，可帮助在表达式中

输入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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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未选中“  启用向导”  选项，按 ee 突出显示“  启用向导” 。 

5. 按 ·  更改设置。 

6. 再次按 ee 突出显示 LinRegMx。 

7. 按· ，向导打开，提供一个带标签的框，允许输入每个自变量。 

8. 在“X列表” 中输入 {1,2,3,4,5}。 

9. 按 e 移至“ Y 列表”  字段。 

10. 在“ Y 列表”  中输入 {5,8,11,14,17}。 

11. 要在指定的变量中存储回归方程，请按 e，然后将“  将 RegEqn 保存至”  替换为函

数的变量名（f1 到 f99）。 

12. 单击“确定” 关闭向导，在输入行中插入表达式。 

13.表达式是与语句一同插入的，用以复制回归方程和显示变量 stat.results，其中将会

包含结果。然后便签本会显示 stat.results 变量。 

LinRegMx {1,2,3,4,5},{5,8,11,14,17},1: CopyVar stat.RegEqn,f1:stat.results  
 

    
 

 
 

О 目录窗口 

   目录窗口使用这些选项卡对文档中的命令、特殊字符以及模板进行分类： 

序 图标 说明 

1  包含所有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命令和函数 

2  包含所有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命令和函数 

3  单位转换运算（但仅在带cas计算器型号有此功能） 

4  提供符号面板以添加特殊字符 

5  包含创建二维对象的数学模板，例如，乘积、求和、平方根以及积分 

6  显示公共库 (LibPub) 对象 

 
 

 

注：可复制 stat.results 变量中的值，并将其粘贴到输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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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spire™  查看历史记录 
 

每个经过计算的表达式和结果都会成为便签本历史记录的一部分，显示在输入行的上方。 

 按 £  或 ¤  滚动查看历史记录。将历史记录条目复制到输入行可快速将一个表达式、子表

达式或历史记录中的结果复制到输入行。 

1. 按 £  或 ¤  浏览历史记录，选择要复制的条目。 

2. 也可通过组合使用 g 和箭头键选择部分表达式或结果。 

3. 按 ·  复制选择内容，并将其插入输入行。 

在清除历史记录时，历史记录中定义的所有变量和函数均保留当前的值不变。如果错误地

清除了历史记录，请使用“  还原”  功能。 

 

1.单击“  动作”  菜单中的“  清空历史记录” 。 

 

2.或按/ b 1。所有的表达式和结果均将从历史记录中清除。 

 
О 编辑表达式 

历史记录中的表达式无法直接编辑，但是可以从历史记录中复制全部或部分表达式，并将

其粘贴至输入行。 然后编辑输入行。 

在输入行中插入元素。 

1. 请按 e、¡、¢、£  或 ¤  定位表达式中的光标。光标会移至离所按方向最近的有效位置。 

2. 输入元素或从目录中插入。 

О 选择部分表达式 
可删除、剪切或复制一个表达式的选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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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 ¡、¢、£  或 ¤  将光标移至表达式的起点。 

2.  按住 g 并按 ¡、¢、£  或 ¤  进行选择。 

 
 

 

 

 

 

 

 

 

 

▀ 文档 

О 文档新建~：c 1或/ N 
 新建文档打开一个新的 TI-Nspire™ 文档并列出可用的应用程序。 

   
О 文档打开~：c 2或/O  
打开已有的文档将自动调用已有的应用程序和内存数据等。 

   

О 最近~：c 3，打开最近的文档。 

  
О ~保存：/ S。 

1. 按 ~14保存文档。 

2.或者/ S保存。 

3.另存为：~15（常用来做数据备份） 

删除.，剪切/X，复制/C，粘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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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布局 

О 标准页面布局~52 

 
1. 按 ~52 显示布局选项。 

2. 按所想要的布局对应的数字。 

  
 
 

О 创建自定义页面布局~51 
如果标准布局不符合的需求，可以在页面上自定义分配给应用程序的空间。 

 
 

1. 按 ~5 显示布局选项。 

注意： 

按2 可创建双窗格布局，竖直划分页面。按3  创建水平窗格布局。 按5删除应用程序（这

步操作主要用来删除过多的应用程序，但相应变量和程序代码文件不会删除）。按6删除页

面（程序编写完成后，删除代码页面，这样避免代码被破坏，但程序不会被删除）。按8取

消组合或/6（常用来分折合并的布局，回到布局1，这样编程时布局面积大） 

 

注意：1 每个文档包含至少1个、最多 30 个问题。2 每个问题包含至少1个页面、最多50个

页面。 

3 每页可以分成四个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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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1 选择自定义拆分选项。标准布局将会显示，应用程序窗格之间有分隔线。 使用分

隔线中间的箭头( ) 来调整窗格的大小。 

3. 按 £ 、¤ 、¡ 或¢ 移动分隔线，调整布局中窗格的高度或宽度。 

4. 按 + 或 - 选择已定义布局： 

•  按 - 返回到整页布局。 

•  按 + 一次可将布局从垂直布局切换到水平布局。 按 - 可恢复垂直布局。 

•  按 + 两次可将第三个窗格添加至页面。 多次按 + 可在带有三个窗格的垂直和水平页面

布局之间进行选择。 

•  按 + 五次可将第四个窗格添加至页面。 按 - 可在之前的布局选项之间切换。 

5. 按 x或· 接受布局尺寸。 

6. 按 /e 在窗格之间移动。 窗格边线以粗体显示代表该窗格处于活动状态。 

 

О 交换页面按/  e键 
如果要更改含多个应用程序的页面上的应用程序位置，可以通过“  交换” 两个应用程序的

位置完成。 

 
 

1. 按 ~5 Page Layout“ 页面布局”4Swap Application“ 交换应用程序”。选定应用程序

四周将闪烁黑色粗边框， Swap App 光标 é  将显示在屏幕上。 

 

2. 按 £ 、¤ 、¡ 或¢ 将光标定位到要交换的应用程序上。 

3. 按 x或· 完成交换。 

 
 

О 组合页面 按~57键 
要将四个应用程序页面组合为一个页面： 

1. 选择序列中的第一个页面。 

2. 从~菜单，选择“ 页面布局”“ 分组”。或按 ~57。 

下一页将与第一页组合。 页面布局会自动调整以显示组内的所有页面。 
 

注：1 按 d 可取消交换。 2 /  e直接交换页面，最方便。 

注：在双窗格页面布局上，选定应用程序会自动和另一窗格交换位置。 按x

或·  完成交换。 



Page 19 of 107 

 

   
 

О 取消组合页面 按~58键 
要取消组合页面： 

1. 选择已组合的页面。 

2. 从“ 文档” 菜单，选择 “ 页面布局”“ 取消分组”，或按 ~58。 

 材料将变为每个应用程序的单个页面。 

О 从页面删除应用程序按~55键  

1.单击要删除的应用程序。 

2. 从“ 文档” 菜单，选择“ 页面布局”“ 删除应用程序”。或按 ~55。 

选定的应用程序即会被删除。 
 

 
 
 
 
 
 
 
 
 
 

▀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图标，要向当前文档添加新的页面，请选择一个应用程序图标。如果没有已打开 

的文档，则将打开一个新文档，其中的新页面包含选定的应用程序。 

 

О 添加计算器c ¤ ¤ ¤ 到  或者c/ ~选择计算器 

注：如果要撤消删除，按/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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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添加图形c ¤ ¤ ¤ 到  或者c/ ~选择图形 

   
О 添加列表与电子表格c ¤ ¤ ¤ 到 或者c/ ~选择电子表格，其他类似。 

  
 

 
 

 

 

 

 

 

О 使用应用程序菜单b 
您可以使用应用程序菜单选择处理特定应用程序的工具。 每个应用程序都有一个独有的

菜单。 

【注意】在一个页面使用多个应用程序，最多可以向每个页面添加四个应用程序。创建新文

档时，它包含添加应用程序的空间。 如果需要添加多个应用程序到页面，可以更改布局以

容纳最多四个应用程序。可以选择作为菜单条目提供的标准布局，或自定义布局以适合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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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问题和页面 

 

您可以使用“ 文档” 菜单上的选项： 

• 保存文档 

• 访问编辑功能，如还原、重做、剪切、复制、粘贴和删除 

• 在页面之间移动并打开页面检视器视图以查看含多个页面的文档 

• 修改页面布局、插入页面或问题、删除页面和更改设置 

• 将问题、页面和应用程序添加至打开的文档 

• 访问页面布局选项 

 

О 添加问题至文档 

通过将问题添加至文档，您可重用变量名，文档最多可以包含 30 个问题。  

要添加新问题： 

1. 按 ~41 打开“ 插入” 选项。包含一个页面的新问题即会添加至该文档。 屏幕

左上方的选项卡指示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第一页。 

 

  
 

2. 按 b 打开应用程序菜单，然后按要添加至新页面的应用程序所对应的数字。 

 

 

技巧：在相应的位置按b，然后按相应的数字键如新建编程是b911，这

种操作方式直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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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查看和重新排列文档中的页面 

页面检视器以缩略图格式显示文档中的所有问题和每个问题内的所有页面。 您 

可以使用页面检视器重新排列和删除页面，从一个问题复制页面并将其粘贴到 

另一页面，以及应用模板到页面。 

 

О 使用页面检视器查看多个页面 

虽然手持设备通常一次只显示文档内的一个页面，但页面检视器可让您以缩略 

图格式，查看文档中的所有问题以及每个问题内的所有页面。 您可以使用页面 

检视器重新排列和删除页面，从一个问题复制页面，将其粘贴到另一问题。 

 

О 从文档打开页面检视器 按 / £  

页面检视器屏幕将显示当前文档中的所有问题和页面。 
 

 
 

О 重新排列问题中的页面 

使用页面检视器（按 /£ ）在含有多个页面的问题内移动一个页面： 

1. 按¡ 或¢键选择您要移动的页面。页面四周的粗边框指示它已被选定。 

 
2. 按下并按住 x或按 /x 直至捕捉光标 ÷  显示。 

3. 按£ 、¤ 、¡ 或¢将页面移至所需位置。 

4. 按 x 或 · 完成移动。 

技巧：ti计算器的数据管理层次是{文件夹}{文档}{问题}。一个问题相当于一个

数据文件，所以变量是独立保存的，这样通过增加问题而在同一个文档中获得了

同一个变量名的重复使用。问题是以序号来表示的例如1.1和1.2是同一个问题，

但2.1和1.1分别属于不同的问题，两者间的变量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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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复制页面至另一文档 

要将页面从一个文档复制到另一文档： 

1. 按 /£  打开页面检视器。 

2. 按¡  ¢ £   ¤ 选择您要复制的页面。页面四周的粗边框指示它已被选定。 

3. 按 / C 复制该页面。 

4. 按/O打开需要粘贴的文档。 

5. 按 /£  打开页面检视器。 

6.按£   ¤ 键选择粘贴的位置。 

7. 按 / V粘贴页面到新文档的新位置。 

 

   
 

 

 

О 添加页面至问题 

1. 按/~ 或 /I ，添加空白页并选择某个应用程序 

2.按c 将光标停在要添加到新页面的应用程序上单击添加到当前问题。 

 
 

 

 

您可以将单个问题从某一位置复制和粘贴到同一文档的其他位置或不同文档。您

也可以从文档删除问题。选中该页面后按. 
 

注：您可以按 d取消。页面将移至问题内的新位置，计数器也随之调整。如果

页面所含变量的名称与新问题同名，将会发生冲突。 请在需要时重命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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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在文档中的页面之间移动 

选项卡最多显示三个页面，文档所含页面超过三个时，选项卡的左右两侧将出现箭头。 

1. / ¡ 显示上一页。 

2. / ¢ 显示下一页。 

3. / £  显示页面检视器。 

4. / ¤  显示上一视图。 

 

О 管理文档c2 

我的文档是一个文件管理器，您可以在这里存储和组织您的文档。 下例显示“我的文档” 

屏幕，并对主要部分做了标注。 在屏幕下方，您可以看到每个标注部分的说明。 
 

À  展开的文件夹 

Á  最新、未保存的文档 

Â  折叠的文件夹 

Ã  系统状态指示符 

Ä  文件大小 

 

 
 

О 重命名文件夹或文档 

选项卡最多显示三个页面，文档所含页面超过三个时，选项卡的左右两侧将出现箭头。 

1. 按£  和¤  键突出显示您要重命名的文档或文件夹。 

2. 按b2文档或文件夹名称即会突出显示。 

3. 键入新名称并按 · 完成更改。 

4. 按 d可取消。 

 

 

О 创建文件夹 

• 您可以在保存新文档时创建文件夹： “ 保存” 和 “ 另存为” 菜单命令可让您为文档输入  

 新的文件夹名称。 

• 您可以直接从“ 我的文档” 屏幕创建文件夹。 按b1。 键入新文件夹的名称，然后按  

 x或·  添加。 

 

要按名称或大小排序，请单击列标题。 再次单击可从升序改为降序。 

• 要滚动浏览我的文档，单击或捕捉滚动条。 

• 要展开单个文件夹，请指向该文件夹并单击文件夹图标或按 /¢。要折叠，请 

 再次单击或按 /¡。 

• 要展开所有文件夹，请按 b7。 要折叠，请按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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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文件和文件夹命名规则 

文件夹名称必须唯一。 文件和文件夹名称可以很长，可以包含几乎所有字符，包括空格

和标点符号。注： 如果您打算将这些文档传送到您的计算机，在 TI-Nspire™ 软件中使

用，最好使用您的计算机可以接受的名称。 避免使用标点、\、/ 或符号。 

О 删除文档和文件夹 

1. 按£   和¤ 突出显示您要删除的文档或文件夹。 

2. 按/b6。或按 .。将会打开一个对话框，确认您想要删除该文件或文件夹。 

3. 按 x或 ·  选择是。该文档即会被删除。 

  
О 复制文档和文件夹 

使用复制 /C 和粘贴 /V 复制文档和文件夹。要将文档复制到另一文件夹，请选择所

需的文件夹，然后粘贴。 

按 /Z（还原）可取消上次操作，直至恢复已删除文档。 

О 关闭文档 

1. 请按 ~13。或按 /W。2. 单击 “ 是” 保存文档，或单击“ 否” 取消更改 
 

 

 

 

 

 

О 更换 TI-Nspire™ 充电电池（大黑标配的4节7号电池，不需要此方式） 

当您更换电池时，请完成以下步骤，将 TI-Nspire™ 充电电池装入手持设备。 

1使用小螺丝刀松开手持设备后面的面板。 

 

2卸下面板。 



Page 26 of 107 

 

 

3卸下旧电池。将新电池的白色连接器插入电池仓顶部的插孔。 

 
 

4将线束穿入相应盒内以作固定。 将充电电池装入电池仓内。 

 

 

6装回后面板，并使用螺丝刀拧紧螺丝。 

 
 

 

 

▀  连接手持设备和传送文件 

您可以使用 USB 线缆连接两台 TI-Nspire™ 手持设备、将一台 TI-Nspire™ 手持设备连

接到计算机。使用微型 USB 线缆连接两台 TI-Nspire™ 手持设备 

只要两台手持设备使用相同的软键盘，就可以将它们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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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手持设备： 

1. 将微型 USB 线缆的一端牢牢插入 USB 端口。 

2. 将线缆的另一端插入接收方手持设备的 USB 端口。 

将 TI-Nspire™ 手持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1. 将线缆的微型 USB 端牢牢插入手持设备顶部的端口。 

      
 

2. 将线缆的 USB 端牢牢插入计算机的 USB 端口。 

 

О 将文件传送到手持设备和从手持设备传送文件 
将文档、操作系统 (OS) 文件和文件夹发送至另一台 TI-Nspire™ 手持设备。 

传送文件或文件夹的规则 

1传送文档和操作系统文件。 

2不同的手持设备类型之间不能交换操作系统。例如，您不能将 CAS 操作系统传送至非 

CAS 手持设备。 

3如果正在发送的文档与接收方 TI-Nspire™ 手持设备上已经存在的文档重名，则发送的

文档将被重命名。系统会在文档名后附加一个数字使其成为唯一的文档名。 

4文件名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含整个路径）。如果所传送文件与接收方手持设备上

的现有文件重名，并且文件名包含 255 个字符，则所传送文件的名称将遵循上面强调的

重命名办法被截断。 

5与所传送文档关联的所有变量都会随文档传送。 

6传送将在 30 秒后超时，中止连接。 

 
 

发送文档或文件夹到另一台手持设备 

1. 确保已连接好两台手持设备。 

2. 打开“ 我的文档” 文件浏览器并导航至要传送的文件或文件夹。 

3. 按触摸板上的£  和¤  键突出显示要发送的文档或文件夹。 

4. 按 ~16 从文档菜单中选择发送。 

5. 文件传送即会开始。您可以通过显示的进度条查看传送进度。“ 正在发送...” 对话框上

还有取消按钮，允许您取消正在进行的传送。成功结束传送时，将显示消息“< 文件夹/ 文

注意：部分老式 TI-Nspire™ 手持设备无法接收文件夹，只能接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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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名> 传送为 < 文件夹/ 文件名>。” 如果文件必须在接收方手持设备上重命名，则该消息

将显示新的文件名。 

 

 

接收文档或文件夹 

接收方 TI-Nspire™ 手持设备用户无需执行任何动作。连接线缆后，手持设备将会自动开

机。成功结束传送时，将显示消息“ 已接收 < 文件夹/ 文件名>。” 如果文件必须重命名，

则该消息将显示新的文件名。 

取消传送 

1. 要取消正在进行的传送，请在发送方手持设备对话框上按取消。任一手持设备用户也

可以按 d。（TI-Nspire™ 手持设备：按 d）。 

2. 按 d 或·  取消传送错误消息。TI-Nspire™ 手持设备：按 d 或 · 。 

 

在计算机和手持设备之间传送文件 

在文档工作区中，使用“ 拖放” 方式快速从计算机向手持设备或从

手持设备向计算机传送文件和文件夹。 

1. 使用标准 A 到微型 B USB 线缆将手持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2. 在 TI-Nspire™ 软件中，打开文档工作区。 

3. 在文档工具箱中，单击 打开内容浏览器。 

4. 导航至包含您要传送的文件的文件夹。 

要将文件从手持设备传送到计算机，请选择该文件，然后将其“ 拖

放” 到计算机窗格中的文件夹内。要将文件从计算机传送到手持设

备，请选择该文件，然后将其“ 拖放” 到已连接的手持设备中。 

 

 

 

 

 
 

使用保存至手持设备选项 

如果要将文件保存到手持设备上的特定文件夹，您还可以在文档工作区中使用文件菜单的

“ 保存至手持设备” 选项，将文件传送至已连接的手持设备。 

1. 确保手持设备已连接到计算机。 

2. 在计算机窗格中，导航至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3. 选择文件。 

4. 选择文件 > 保存至手持设备。“ 保存至手持设备” 窗口将打开。 

注意：使用 TI-Nspire™ 教师版软件或 TI-Nspire™ Navigator™ 教师版软件的

用户还可以通过内容工作区中的选项将文件从手持设备传送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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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击手持设备名称，然后导航至您要保存文件的文件夹。 

6. 单击保存。文件将保存到选定的文件夹中， “ 保存至手持设备” 窗口将关闭。 

 
处理发送文件夹所导致的错误 

如果您在尝试发送后收到错误消息，这可能表示接收方手持设备的操作系统不支持传送。

要解决此问题，请更新接收方手持设备的操作系统并重新发送。 

常见的错误和通知消息 
显示位置 显示信息 说明 

发送方 

“ 接收方手持式设备 不支持此

文件夹 结构。接收方 手持设备

的操作系统可能需要 更新，您可

通过 选择“ 我的文档” 菜单下

的 “ 发送操作系统” 来进行更

新。” 

如果在向老式 TI-Nspire™ 手持设备发送文件夹

时出错，请尝试更新接收方手持设备上的操作系

统。如果错误依旧存在，您可能必须单独发送各

个文件。 

发送方 
“ 传送失败。请检查线缆， 然

后重试。” 

没有将线缆连接到发送方手持设备的连接端口时

会显示此消息。取下并重新插入线缆，然后再次

尝试文档传送。按确定取消传送消息。注意：发

送方手持设备可能不总显示此消息，而是保持

“ 忙” 状态，直至您取消传送。 

发送方 
“ 接收方存储空间不足，无法进

行文件传送。” 

此消息指示接收方手持设备没有足够的内存接受

正在传送的文件。接收方手持设备用户必须释放

空间才能获取新文件。要执行此操作：• 删除不

需要的文件。• 将文件储存到计算机中以备后续

取回，然后将其从 TI-Nspire™ 手持设备上删

除。 

发送方 
“< 文件夹>/< 文件名> 传送为 

< 文件夹>/< 文件名(#)>。” 

成功结束传送，但由于接收方手持设备上已经存

在同名文件，因此不得不重命名传送文件时显示

此消息。所传送的文件将通过在文件名后附加一

个数字进行重命名。重命名编号总是从 (2) 开

始，并根据需要以 1为增量递增。 

发送方 
“< 文件夹>/< 文件名> 传送为 

< 文件夹>/< 新文件名>。” 

此消息指示已在接收方手持设备上创建新文件

夹，以容纳所传送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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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方 
“< 文件夹>/< 文件名(x)> 已接

收。” 
此消息指示接收方手持设备包含与正在发送的文

档同名的文档。 

接收方 
“< 新文件夹>/< 新文件名> 已
接收。” 

此消息指示已创建新文件夹，以容纳所传送的文

档。 

接收方 
“ 传送失败。请检查线缆， 然

后重试。” 

此消息指示没有将线缆正确地连接到接收方手持

设备的连接端口。取下线缆然后重新连接，并再

次尝试传送。按确定取消传送消息。 

О 内存和文件管理 

1 删除不再使用的文档和文件夹 

2 将文件或文件夹备份至其他手持设备或计算机上 

3 重置内存，将手持设备上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删除。 

 

О 检查可用内存 
完成以下步骤可查看手持设备上的所有文档和变量所使用的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 

1. 从主屏幕的设置菜单选择状态。按 c54。“ 手持设备状态” 窗口将随即打开。 

 

 
 

2. 查看可用空间字段以确定手持设备有多少可用内存。 

3. 单击确定返回至主屏幕。 

О 释放内存 从手持设备删除文件 

1. 按 c2 打开我的文档文件浏览器。 

2. 按 £  或 ¤  选择要删除的文件夹或文档。 

3. 按 . 或 /b6。此时将打开对话框，询问您是否确认删除。 

4. 按 · 确认或 d取消。文件夹/ 文档将从手持设备上永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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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将文件备份至其他手持设备 

1. 使用 USB 到 USB 连接线缆连接两台手持设备。 

2. 在发送方手持设备上按 c2 打开我的文档。 

3. 按 £  或 ¤  键高亮显示要发送的文档。 

4. 按 b，然后选择发送或按 /b2。 

5. 文件传送结束后，接收方手持设备会显示一条消息。 

О 重置内存 

1. 确定您要清除所有文件后，按 c2 打开我的文档文件浏览器。 

2. 按 b 打开上下文菜单。 

3. 选择全部删除或按 C。“ 数据丢失” 对话框将打开。 

 

4. 单击“ 是” 确认您要清除手持设备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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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更新手持设备操作系统【为了数据安全，请在更新系统前备份数据】 

为了利用最新的手持设备功能和更新，请从 Education Technology 网站

http://education.ti.com/china) 下载最新的操作系统文件。您可以使用计算机和以下软件更

新 TI-Nspire™ 手持设备上的操作系统 (OS)： 

1. TI-Nspire™ Computer Link 软件（TI网站免费下载） 

2. TI-Nspire™ 教师版软件 

3.  TI-Nspire™ 学生版软件 

4. TI-Nspire™ CAS 教师版软件 

5. TI-Nspire™ CAS 学生版软件 

6.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软件 

 

 
 

1. 如果接收方手持设备上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升级，则会显示一条消息。有关还原内

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内存和文件管理。 

2. 操作系统升级操作不会删除用户文档。仅当接收方手持设备操作系统已损坏时，文

档才有可能受操作系统安装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文档可能受操作系统还原影响。

较好的做法是在安装更新版操作系统之前，备份重要的文档和文件夹。 

О 准备工作 

开始操作系统下载之前，确保电池至少有 25% 的电量。 

1. 要检查 TI-Nspire™  CM-C 手持设备中的可充电电池的状态，请按c54 打开

手持设备状态对话框。 

2. 要检查 TI-Nspire™ 手持设备中的可充电电池和 AAA 电池的状态，请按54 打开

手持设备状态对话框。 

3. 处于操作系统下载模式时，Automatic Power Down™ (APD™) 功能不可用。如果

在开始下载前已让手持设备较长时间处于下载模式，则电池可能会耗尽，您需要更

换电池或重新充电才能下载操作系统。 

О 查找操作系统升级 

有关可用的操作系统升级的最新信息，请检查 Texas Instruments 网站：

http://education.ti.com/china。您可以从 Texas Instruments 网站将操作系统升级文件下载

可以从一台 TI-Nspire™ 手持设备向另一台 TI-Nspire™ 手持设备传送操作系

统，或者从一台 TI-Nspire™ CX-C/CM-C 手持设备向另一台 TI-Nspire™CX-

C/CM-C 手持设备传送操作系统。但是，不同类型手持设备的操作系统不能交

换。您不能将 CAS 操作系统传送到非 CAS 手持设备上，也不能将TI-Nspire™ 

手持设备操作系统传送到 TI-Nspire™ CX-C 手持设备上。 
 

注意：在重置所有内存之前，可考虑通过仅删除选定的数据来恢复足够的可用内

存。如果您重置了所有内存，预先安装在您的手持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将保存。 
 

http://education.ti.com/china
http://education.ti.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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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计算机上，然后使用 USB 缆线将操作系统安装在您的 TI-Nspire™ 手持设备上。您需

要Internet 连接和适当的USB 线缆以下载更新。 

О 升级操作系统 
在 TI-Nspire™ 软件中，您可以通过以下工作区和菜单选择升级已连接的手持设备上的操

作系统： 

1. 在所有版本的软件中，您都可以选择帮助 > 检查手持设备操作系统更新。在内容

浏览器中选择已连接的手持设备以激活此选项。如果手持设备上的操作系统不是最新

的，对话框将指示有更新版本的操作系统。请按照提示更新操作系统。 

2. 在所有版本的 TI-Nspire™ 软件中，您都可以使用文档工作区中的选项：打开内容

浏览器，选择手持设备名称，然后单击 并选择安装操作系统。 或者 选择工具 > 安

装手持设备操作系统。 

3. 使用教师版 TI-Nspire™ 软件的用户可以使用内容工作区中的选项：在“ 资源” 窗格

中，右键单击已连接手持设备的名称，然后选择安装手持设备操作系统。或者在“ 预

览” 窗格中，选择手持设备名称并单击 ，然后选择安装手持设备操作系统。或者右

键单击手持设备名称并选择安装手持设备操作系统。 

4. 当您选择更新手持设备上的操作系统时，将显示“ 选择手持设备操作系统文件” 对话

框。 

 
 

5. 默认显示将显示所选手持设备所要求的类型的文件，以供选择。 

6. 如果您升级 TI-Nspire™ CAS 手持设备，请选择 TI-Nspire.tnc 

7. 如果您升级 TI-Nspire™ CM-C 手持设备，请选择 TI-Nspire.tmo 

8. 单击安装操作系统下载操作系统并更新手持设备。这时将显示确认消息“即将升级

您手持设备的操作系统。任何未保存的数据都将丢失。是否继续？ ”。 

9. 单击是以继续。“ 安装操作系统” 对话框将打开，并显示下载进度。请勿断开与手持

式设备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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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载完成后“ 信息” 对话框将打开，指示操作系统文件已成功传送至手持设备。您

可以断开与手持设备的连接。 

 
 

11. 单击确定。更新操作系统将安装到手持设备上。完成后，手持设备将重新启动。 

 

О 从另一台手持设备传送操作系统

 
1. 确保已关闭接收方手持设备上的所有打开文档。 

2. 使用 USB 微型 B 到微型 B 线缆连接两台手持设备。 

3. 在发送方手持设备上，从主屏幕选择“ 我的文档”。 

4.按 b，然后选择发送操作系统。在 TI-Nspire™ 手持设备上，按b。 

注意：不同类型手持设备的操作系统不能交换。您不能将 CAS 操作系统传送到

非 CAS 手持设备上，也不能将TI-Nspire™ 手持设备操作系统传送到 TI-

Nspire™ CX-C 手持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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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接收方手持设备上将显示消息“ 您正在接收操作系统升级。未保存的更改将丢失。

是否要继续？ ” 以及“ 是” 和“ 否” 响应按钮。选择“ 是” 以接收操作系统升级。 
 

• 如果在 30 秒内没有选择是，手持设备将自动响应“ 否”，传送将取消。 

• 执行操作系统升级前，务必保存并关闭所有打开的文档。在打开未保存文档的手持设备

上继续操作系统升级会导致文档数据丢失。 

6. 升级过程中，接收方和发送方手持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 “正在接收操作系统。请勿拔出线缆。” 

• “正在发送操作系统。请勿拔出线缆。” 

7. 传送完成后，发送方手持设备将收到一条完成消息，这时您就可以取下线缆了。操作

系统会在接收方手持设备上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接收方手持设备上将显示消息“ 正在

安装 < 版本号> 版操作系统”。 

8. 安装完成后，将显示消息“ 已安装 < 版本号> 版操作系统。手持设备将立即重启。” 

这时重启会立即开始。如果发送方手持设备仍连接在线缆上，该手持设备的屏幕将保持显

示传送成功的消息。 

 

 
 

 

 

 

 

 

 

 

重要信息： 

• 对于每个接收方手持设备，请记得根据需要备份信息和安装新电池。 

• 确保发送方手持设备显示发送操作系统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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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键 快捷键盘说明 快捷键 快捷键盘说明 
/ µ  打开帮助提示 /1 页尾 

/X 剪切 /9 向上翻页 

/C 复制 /3 向下翻页 

/V 粘贴 /£  向上一级 

/Z //d 撤消 /6 向下一级 

/Y  /gd 恢复 b 选定部分的上下文菜单 
/·  切换近似和精确结 g任意箭头键 按箭头方向延伸选择 
; 中英文输入切换 /¡ 显示上一页 

/k 显示字符/ 符号面板 /¢ 显示下一页 

/_ 下划线 /£  显示 页面检视器 

t 显示数学模板 /¤  退出 页面检视器 

gp 反斜杠 ( \ )  /e 在拆分页上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 手动数据捕获点 ge 在页面内后移焦点 

/. 清除 g@ 在当前列后添加一列到矩阵 

/g 大写锁定 @ 在当前行后添加一行到矩阵 

/ h 存贮变量 积分模板 g+ 

/ ( 方括号 g- 导数模板 

/) 圆括号 t或 /; 数学模板面板 

µ  显示三角函数符号面板 /p 分数模板 

= 等号 /+ 增加对比度 

¹  显示圆周率符号面板等 /- 降低对比度 

/= 显示等式/ 不等式面板 /c 关闭电源 

º  显示标点和字母符号面板 /A 在记事本或程序编辑器中全选 

/q 平方根 /B 检查语法并保存（在程序编辑器） 

/s 对数 /D 插入 数据采集 控制台 

/u 自然对数 /F 查找（在程序编辑器中） 

/v 答案项 /G 隐藏/ 显示输入行（图形或几何） 

/O 打开文档 /H 查找并替换（在程序编辑器中） 

/W 关闭文档 /M 插入数学表达式框（在记事本中） 

/N 创建新文档 »  打开 便签本 

/I 插入新页面 /R 重新计算（在 列表与电子表格中）  

/K 选择应用程序 /T 
添加函数表（在列表与电子表格、

图形和几何中） 

/S //»  保存当前文档 
/4 / 
/6 

归组/ 取消归组 

/7 页首   

 
О Texas Instruments 支持与服务 

 

  
咨询：jiayi-cai@ti.com   TI测绘编程群：202577016 

mailto:jiayi-ca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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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采用 TI-Nspire™ Computer Link 软件实现电脑和计算器之间数据传输等功能。其次用该软

件从计算器上截取屏幕，用来制作讲义或者其他文稿。 

1 双击 Computer Link 软件快捷图标 打开软件。将计算器通过 USB数据线和电脑链接。在

【工具】—选择手持设备-选择。 

 

 

2 链接后界面如下图：界面的上半部分是电脑中的内容浏览，下半部分是计算器内文档内容浏览。 

 

【注意】一次只能和 1 台计算器链接；如果在上图中没有看到计算器，请点击刷新按钮。 

第 2章 TI-Nspire™ Computer Link 软件 

 

选择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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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上传下载，可以通过拖动和复制粘贴两种方式在电脑和计算器之间进行软件传输。 

1 单击您要复制的文档或者文件（按 CTL 键可以多重选择）。 

2 拖动选择的文件，放到需要的位置，松开鼠标。 

3 如果目标文件和已有文件重名，系统会询问是否替换。 

 
4 以上的操作通过复制粘贴可以实现同样效果。 

 

4 在计算器浏览器上建立新的文件夹，鼠标右键在计算器浏览器上的文档或者文件夹，出现如下界

面，新建文件夹。删除，重命名等操作也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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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截取计算器内的屏幕（用来制作讲义，编写程序，程序说明等） 

 

1 在【视图】菜单中将视图切换到屏幕截图界面。 

 
2 在【工具】菜单中点击获取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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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屏幕截图后，软件提供了编辑工具(复制，放大，删除，删除边线等)。 

 

            
 

 

6 【帮助】菜单很有用，可以在这里进行计算器系统的升级等。 

 

1 【帮助】-【检查手持设备/实验室底座操作系统的更新状况】。请注意是先把计算器和软件链接 

   后，检查更新状况，如果不是最新的操作系统，系统将自动更新计算器的操作系统。 

 

 

 

获取屏幕图 

复制 

删除 

删除边线 

保存为文件 

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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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技巧一：两步编程思路 

1 掌握输入输出的编程命令。 

输入命令：提示用户输入已知数据。例如： 

Request "起点 X=",x1 

其中 Request 是输入命令；"起点 X=" 是提示符号，提示用户输入数据，x1 是保存用户输入的数据。 

输出命令：将计算器计算出的成果数据输出在屏幕上。例如： 

Disp "待算点 X=",x0+s*cos(α) 

其中 Disp 是输出命令；"待算点 X=" 是对输出的数据做注释说明，x0+s*cos(α)是计算数据存贮的

变量或者一个等式计算出来的结果数据。 

2 掌握数据处理的语法。 

计算处理的数学原则即直接输入数学公式，没有任何语法，但请注意 TI计算器的变量可以任意脚

标，所以乘法不能省略，必须要输入。例如： 

x0+(k1-k0)*cos(α)+s*cos(α+θ) 

 

 

例 1： 坐标正算 

坐标正算的数学模型是 
xp=x0+s*cos(α) 
yp=y0+s*sin(α) 

其中待算点 xp是要求算的点 x；x0 是起点，s*cos(α)是距离乘方位角的余弦，y 坐标类似。 

这个程序的编写步骤如下： 

1 c， /~1 添加计算器。 

2 b911 输入程序名称如 a2。 

3 移动光标到 Prgm 下，b62。    

4 编写代码如下：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 程序名 a2 

2 Prgm 表示程序开始，软件自动生成的代码。 

3 Request "起点 X=",x0 
Request 输入命令 

双引号内的是字符串，提示用户输入数据。 

4 Request "起点 Y=",y0 直接按· 换行输入第二行代码。 

5 Request "两点距离=",s 
用逗号隔开字符串和变量，这是固定格式的语

法。 

6 Request "方位角=",α 方位角α是希腊字母和数学符号一样。 

7 Disp "待算点 X=",x0+s*cos(α) 
x0+s*cos(α)是直接输入计算等式，但乘号不能

省略。 

8 Disp "待算点 Y=",y0+s*sin(α) Disp 是输出命令 

9 EndPrgm 表示程序结束 

第 3章 编程技巧 

 

掌握以上编程的基本思路后，任意小程序的编写就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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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程操作流程如下 

1) c， /~1 

 
2)  b911 输入程序名称如 a2。 

 

 
3) /6 分拆页面，/¢移动页面到 1.2 代码编辑这个界面，这样编辑页面就更宽。

  
4) b62 输入命令 Request，按;输入中文起点等信息。 

   

   
 

5) b61 输入命令 Disp，按;输入中文所求点等信息，按 µ 输入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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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检查句法并保存。 

 
7) 测试程序，/¡回到空白页面 1.1,按 h 键，并选择 a2运行程序。 

如果程序出错，光标所在位置即是错误所在位置，修正后按/B 

8) 程序运行。h¤ £ 移动选择 a2输入数据运行程序。 

 

    
 

О技巧二：if 条件语句 

1 最简洁的条件语句 If 

序 程序代码 技巧说明 

1 Define p1()= 程序名 p1 

2 Prgm 开始编程 

3 Request "α=",α 提示用户输入α的值 

4 If α<0 
如果α<成立（直接按· 键换行，不要考虑空

格，冒号等的输入）。 

5 α+360→α 则执行语句，否则跳过。 

6 Disp "α=",α 输出 α 的值 

7 EndPrgm 表示程序结束 

2 多重条件语句 If  Then  EndIf 

序 程序代码 技巧说明 

1 Define p2()= 程序名 p2 

2 Prgm 开始编程 

3 Request "k=",ki 提示用户输入桩号 

4 If ki>0 Then 如果 ki>0 成立。  

5 500→r 则 500 赋值给 r，否则跳过。 

6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7 If ki>89.561 Then 多重条件语句如左，只要按标准继续书写条件语句就可

以了，不需要编写嵌套，尤其是在以数据文件编写互通
8 100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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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ndIf 立交匝道计算程序时。 

10 Disp "r=",r 输出 r 的值 

11 EndPrgm 表示程序结束 

3 非左即右型条件语句 If  Then  Else  EndIf 

序 程序代码 技巧说明 

1 Define p3()= 程序名 p3 

2 Prgm 开始编程 

3 Request "p=",p 提示用户输入桩号 

4 If p>0 Then 如果 p>0 成立。  

5 p+100→p 则 p+100 赋值给 p，否则跳过。 

6 Else 如果条件不成立 

7 p2→p p2 赋值给 p 

8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9 Disp "p=",p 显示 p 的值 

10 EndPrgm 表示程序结束 

4 区间数据并集的条件语句。 

序 程序代码 技巧说明 

1 Define p4()= 程序名 p4 

2 Prgm 开始编程 

3 Request "k=",ki 提示用户输入桩号 

4 If ki>0 and ki<89.561Then 
用 and 来实现数据区间交集， 

用 or 来实现数据区间的并集。 

5 500→r 赋值 

6 Else 其他的条件 

7 300→r 数据保存 

8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9 Disp "r=",r 输出 r 的值 

10 EndPrgm 表示程序结束 

 

О技巧三：Lbl 条件跳转语句  

1 语句之间的跳转。 

序 程序代码 技巧说明 

1 Define p5()= 程序名 p5 

2 Prgm 程序开始 

3 Lbl b1 设置书签 

4 Request "k=",ki 提示用户输入数据 

5 If ki<0 Then 设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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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oto b1 
回到书签位置，实现程序运行的跳转，如果是

无条件转移，就需要注意是否会走入死循环。 

7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8 ki*100→ki 赋值 

9 Disp "k=",ki 显示结果数据 

10 EndPrgm 程序结束 

 

О技巧四：语句断开和连接 

1 语句之间的断开和连接。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Request "起点 X=",x1 字符串和变量之间用“,”断开是语法需要。 

2 Request "起点 Y=",y1 在 y1 直接按[enter]键换行编写下一行. 

3 Request "端点 X=",x2  

4 Request "端点 Y=",y2  

但也可以编写成下面的样子,程序效果完全一样,只是写法不同。 

1 Request "起点 X=",x1: Request "起点 Y=",y1: Request "端点 X=",x2 : Request "端点 Y=",y2 

2 

:是冒号，输入方式是/k，选择冒号输入，但不能从 º 中输入，从 º 输入的是中

文字符，所以不能作为编程语法中的代码，中文只能出现在双引号中，做字符串，起

提示作用 

О技巧五：For 循环语句。 
序 程序代码 技巧说明 

1 Define a10()=  

2 Prgm  

3 Request "观测段数=",n  

4 Request "起点水准高程=",h0  

5 Request "附合点水准高程=",h  

6 h0+sum(h10)-h→v  

7 ((−v)/(sum(s10)))→u  

8 h10+u*s10→h11  

9 h0+h11[1]→g  

10 g→g10[1]  

11 For i,2,n,1 
i 是循环变量，2 是循环开始的数据，n 表示循环的

结束数据，1 表示循环的步长。 

12 g+h11[i]→g 循环语句，可以多重，可以单句。 

13 g→g10[i] h11[i], g10[i]是电子表格中列变量。 

14 EndFor 
结束循环和 For 语句是 1 配 1 的关系，也就是一个

For 语句必定有一个 EndFor。 

15 EndPr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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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技巧六：子程序的调用。 
子程序的调用没有特别的编程命令。在需要调用子程序的位置上直接写入子程序名称即可。子程

序和主程序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被主程序调用所以称为子程序。 

 
操作步骤是：/b7（选择变量）选择相应的程序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在代码后面输入子

程序的名称也可以，如 p5( )，其中（）是必须输入的。 

О技巧七：整行复制的技巧。 
有时需要进行代码复制. 

复制全部代码，操作命令是/A 就可以全部选中了，然后按/C 复制，按/V 粘贴。 

整行的复制操作基本一样，但整行的选中是按 g▲或者▼来轻松实现一行或者多行选中，然后

复制粘贴。 

字符的复制操作基本一样，但整行的选中是按 g◀或者▶来轻松实现一行或者多行选中，然后复

制粘贴。 

О技巧八：极坐标函数的应用。 
R▶Pr(△x, △y) 

是极坐标函数中的距离,计算出两点水平距离,可以直接在 Disp 命令后直接显示。不需要另外一个

变量来存贮数据。也不需要先运行极坐标函数计算，该函数本身就具有计算功能 

如：Disp "s=", R▶Pr(△x, △y) 

R▶Pθ(△x, △y)  

是极坐标函数中的角度,计算出两点方向角,但计算的结果有可能小于 0，如果需要转换成方位角，

需要进行小于 0 的判断并加 360，本函数可以直接在 Disp 命令后直接显示。不需要另外一个变量来存

贮数据。如：Disp "θ=", R▶Pθ(△x, △y)  

О技巧九：角度的度分秒显示。 
只要在变量后面输入▶DMS，该变量就自动按度分秒显示，如： 

Disp "方位角=",θ▶DMS 

▶DMS 的操作是 kD 然后连续按▼找到▶DMS。 

О技巧十：分行显示结果数据。 
只要按· 键换行，然后再写一次 Disp 语句就可以实现如： 

Disp "方位角=",θ▶DMS 

也可以写成：（“,”就不再需要了） 

Disp "方位角=" 

Disp θ▶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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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技巧十一：角度设置和小数位设置。 
这里说明在程序中如何设置角度和小数位，当然更多的时候对计算器本身设置。 

角度一般来说设置成度（还有弧度和梯度），小数位一般设置成三位小数。 

序 程序代码 技巧说明 

1 Define p()= 程序名 p 

2 Prgm 开始编程 

3 setMode(2,2) 设置角度为度 

4 setMode(1,17) 设置固定显示三位小数 

 

在编程环境中，按 b7（模式）2（角度）2（度数）。 

О技巧十二：脚标。 
空格键是在键盘上的右下角_，在编程过程中，空格不作为语法的一部分，多输入了一个空格，

或者少输入了一个空格键不影响语法，程序一样运行。但命令和变量等之间至少要有一个空格键，以

保证命令的独立性，如 If ki<0 Then 中 If 和 ki 之间至少要有一个空格，当然系统会自动带入，但在这两

者之间多输入了一个空格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系统自带的那个空格是需要保留的。 

О技巧十三：变量扩展。 
变量的扩展，显得非常方便，基本可以做到数学完整表达，例如缓和曲线的长度符号是 ls。那么

在编程中就直接采用 ls作为相应的变量。圆曲线半径 r，第一个圆曲线半径用 r1，第二个圆曲线半径

直接用 r2，起点坐标 x0 就直接用 x0 做变量，交点坐标就用 xjd来表达，二不需要任何定义设置等。

但请注意不要和程序名称等其他变量重合。 

О技巧十四：编程流程。 

1 程序的创建及程序重命名 

2 程序的编写 

3 程序的调试 

4 程序的运行 

5 程序文件的管理 

6 程序文件的传输 

О 技巧十五：其他常用程序命令。程序中除应有数学表达式外，其他用于逻辑判断，控制，

转移等方面的语句称为程序命令，例如 stop 语句等。 

序 程序命令 程序命令说明 

1 
Request  

例 Request "起点水准高程=",h0 

输入命令，输入后保存到变量中。输入的必须是数字 

2 
RequestStr  

Request "请输入字符串=",h   

输入字符串命令。输入的可以是字符，中文的文字。 

3 
Disp 

例 Disp "方位角=",a 

输出命令，通常用来输出计算结果数据。 

4 
Text 

例 Disp "距离=",s 

输出命令，和 Disp 不同的是 Text 是对话框式的输

出。同时某些函数也会受到限制，例度分秒函数就不

用在 Text 后面。 

5 :冒号 用来连接两个以上的语句而不用换行。但和直接

按· 回车换行的效果几乎一样，只是程序代码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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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Request " 观 测 段 数

=",n:Request " 起 点 水 准 高 程

=",h0 : Request "附合点水准高

程=",hn 

版会有些不同，建议还是直接· 回车换行，程序代

码更容易读。 

6 

Return  例： 

If s=0 Then 

Return 

EndIf 

用在程序中，用来退出程序，如左，在程序中加入左

边的代码，只要 s=0 的条件成立，程序将直接退出，

结束程序的运行。 

7 

Cycle 例： 

For i 1,10,1 

If  i=3  

Cycle 

Disp "i=",i 

EndFor 

Cycle 立即将控制转入当前循环（ For、While 或 

Loop）的下一轮迭代。Cycle 只能在三种循环结构

（For、While 或 Loop）内使用。左边的例子，结果

是 i=3 时 Cycle 后面的语句，即跳过 Disp 语句继续循

环，也即 i=3 这句不会显示在屏幕上。 

8 

Exit 例： 

For i 1,10,1 

If  i=3  

Exit 

Disp "i=",i 

EndFor 

Exit 只能在三种循环结构（For、While 或 Loop）内使

用。左边的例子，结果是 i=3 时即跳出循环。 

9 

stop 例： 

If s=0 Then 

Stop 

EndIf 

用在程序中，用来退出程序，如左，在程序中加入左

边的代码，只要 s=0 的条件成立，结束程序的运行。

常用在 lbl 语句中，用来结束条件转移同时结束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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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坐标反算(a21zbfs)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程序中用该函数计算左边的数学公式 

R▶Pr(x2-x1,y2-y1) 

2        
     
     

 
程序中用该函数计算左边的数学公式 

R▶Pθ(x2-x1,y2-y1) 

3 

 

示意图 
 
 
 
                                                       
 
 
 
 
 
 
 
 
 
 
 
 
 
 

备

注 

R▶Pθ(x2-x1,y2-y1)，但该函数计算出来的角度只需要做小于 0 的判断，不需要

做象限角的判断。 

 

坐标反算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1zbfs()= 名称用 a21 是为了在 var 按键时的程序排序。 

2 Prgm 表示程序开始 

3 Request "起点 X=",x1 输入起点的坐标 x1 

4 Request "起点 Y=",y1 输入起点的坐标 y1 

5 Request "端点 X=",x2 输入端点的坐标 x2 

6 Request "端点 Y=",y2 输入端点的坐标 y2 

7 Disp "距离=",R▶Pr(x2-x1,y2-y1) 计算并显示距离值 

8 R▶Pθ(x2-x1,y2-y1)→α 计算方位角 

9 If α<0 Then 如果角度小于 0 

10 α+360→α 则换算成方位角 

第 4 章 常用测量程序集 

 

            

            

x 

x2 

x1 

∆y12 

∆x12 
   

0 y y2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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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12 Disp "方位角=",α▶DMS 度分秒显示方位角 

13 EndPrgm 表示程序结束 

 
 

 
 
 

坐标反算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1zbfs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1zbfs，运行，输入已知数据，

按· 运行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

据。 

2 

 

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坐标（0,0）和端

点坐标（10,10）计算结果如左图。 

3 

 

重新运行程序，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

坐标（0,0）和端点坐标（3,4）计算结果

如左图。 

备

注 
本书中的验算数据尽量简单以方便使用者验算程序的正确性。 

 
 

程序中 α 都是从特殊字母输入希腊字母 α。后面所有程序也是一样。在 TI 编程语言中，希腊字母

是可以直接作为变量实用的，不需要额外定义，但请注意在同一个【问题】中，不能出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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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坐标正算(a22zbzs)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          （ ） 程序中直接用左边的数学公式 

2 ∆          （ ） 程序中直接用左边的数学公式 

3 

 

示意图 
 
 
 
                                                       
 
 
 
 
 
 
 
 
 
 
 
 
 
 

备

注 
本程序中输入的角度是待算点到起点的方位角。 

 

坐标正算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2zbzs()= 程序名 a22zbzs 

2 Prgm 表示程序开始 

3 Request "起点 X=",x1 输入起点的坐标 x1 

4 Request "起点 Y=",y1 输入起点的坐标 y1 

5 Request "距离=",s 输入相对距离 

6 Request "方位角=",α 输入方位角 

7 Disp "计算点 X=",x1+s*cos(α) 计算并显示计算点坐标 X 

8 Disp "计算点 Y=",y1+s*sin(α) 计算并显示计算点坐标 Y 

9 EndPrgm 表示程序结束 

 
 
 
 
 
 

0 y y2 y1 

            

            

x 

x2 

x1 

∆y12 

∆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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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正算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2zbfs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2zbfs，运行，输入已知数据，按· 运

行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2 

 

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坐标（0,0）和距

离 10，方位角为 45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3 

 

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坐标（0,0）和距

离 100，方位角为 3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备

注 
坐标反算和正算是测绘基础程序，程序中的角度单位是度不是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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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大基础程序(a23kdjc)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          （ ） X 坐标增量公式 

2 ∆          （ ） Y 坐标增量公式 

3 

 

示意图 
 
 
 
                                                       
 
 
 
 
 
 
 
 
 
 

 
 
 

 
扩大基础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3kdjc()= 程序名 a23kdjc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起点 X=",x1 输入起点的坐标 x1 

4 Request "起点 Y=",y1 输入起点的坐标 y1 

5 Request "起始边方位角α=",α 输入方位角 

6 Request "轴线偏距 s1(α)=",s1 输入相对距离 s1 

7 Request "轴线偏距 s2(α-90)=",s2 输入相对距离 s2 

8 Disp "计算点 X=",x1+s1*cos(α)+s2*cos(α-90) 计算并显示计算点坐标 X 

9 Disp "计算点 Y=",y1+s1*sin(α)+s2*sin(α-90) 计算并显示计算点坐标 Y 

10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常用于建筑施工，如果所求点在起始方向的右边，那么(α-90)修改成(α+90)。 

 
 
 
 
 
 
 
 

0 

           

      

y 

x 

S2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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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基础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3kdjc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3kdjc，运行，输入已知数据，按· 运

行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2 

 

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坐标（0,0）和距

离 s1=10，s2=10 方位角为 9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3 

 

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坐标（0,0）和距

离 s1=10，s2=10 方位角为 4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备

注 
程序例子中使用的特殊数据，用户可以用自己的坐标数据再测试然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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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线中边桩坐标计算程序,程序名(a24zx)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          （ ） 
先求算中桩坐标增量，再求边桩坐标增量。 

2 ∆          （ ） 

3 s=k1-k0 距离等于待算点桩号减去起点桩号 

4  =      待算点方位角=起点方位角+夹角 

5 

 
 

示意图 

 
                                                       
 
 
 
 
 
 
 
 
 
 
 

 
 
 
 

 

直线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4zx()= 程序名 a24zx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起点 X=",x1 输入起点的坐标 x1 

4 Request "起点 Y=",y1 输入起点的坐标 y1 

5 Request "起点桩号=",k0 输入起点桩号 

6 Request "起点方位角=",α 输入起点方位角 

7 Request "待算点桩号=",k1 输入计算点桩号 

8 Request "待算点点边距=",l 输入计算点和中桩点距离 

9 Request "待算点和直线夹角=",θ 输入计算点和直线夹角（左负右正） 

10 Disp "计算点 X=",x1+(k1-k0)*cos(α)+l*cos(α+θ) 计算显示计算点坐标 X 

11 Disp "计算点 Y=",y1+(k1-k0)*sin(α)+l*sin(α+θ) 计算显示计算点坐标 Y 

12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中（左负右正）是路线前进方向的左转为负，右转为正。 

0 

           

      

y 

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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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4zx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4zx，运行，输入已知数据，按· 运行

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2 

 

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坐标（0,0）起点

桩号 0，起点方位角为 45 度，待算点桩

号是 10，待算点边距为 10，待算点和直

线夹角 9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3 

 

备

注 
程序中的边桩夹角，直线前进方向为准，左负右正，示意图中的夹角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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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圆曲线中边桩坐标计算程序,程序名(a25yqx)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α 起点+θ= α 弦 计算弦的方位角 

2 α 起点+2θ= α 切线 得出切线方位角，进而计算边桩方位角 

3  
弧长

 
   θ 利用弧长计算圆心角 

4                   用弦切角和半径计算出弦长。 

5 

 
 

示意图 

 
                                                       
 
 
 
 
 
 
 
 
 
 
 
 

 

圆曲线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5yqx()= 程序名 a25yqx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起点 X=",x0 起点的坐标 x0 

4 Request "起点 Y=",y0 起点的坐标 y0 

5 Request "起点桩号=",k0 起点桩号 k0 

6 Request "起点方位角=",α 起点方位角α 

7 Request "半径=",r 圆曲线半径（左负右正） 

8 Request "待算点桩号=",k1 计算点桩号 k1 

9 Request "待算点边距=",s 计算点到中桩的距离 

10 Request "待算点夹角=",θ 计算点和切线方向夹角（左负右正） 

11  
   （     ）

  
   θ  计算弦切角 

12                     计算弦长 

0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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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isp "计算点 X=",x0+s1*cos(α+θ1)+s*cos(α+2*θ

1+θ) 
计算并显示 X 坐标 

14 
Disp "计算点 Y=",y0+s1*sin(α+θ1)+s*sin(α+2*θ

1+θ) 
计算并显示 Y 坐标 

15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中（左负右正）是路线前进方向的左转为负，右转为正。 

 

圆曲线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5yqx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5yqx，运行，输入已知数据，· 运行

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2 

 

依照提示分别输入起点坐标（0,0）起点

桩号 0，起点方位角为 90 度，半径为-50

（表示圆曲线前进方位左偏），待算点桩

号是 157，待算点边距为 0，待算点和直

线夹角 9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3 

 

备

注 
程序中的半径，前进方向为准，曲线向左偏转为负，曲线向右偏转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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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a25yqx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5yqx，运行，输入已知数据，· 运行

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2 

 

起点坐标（4381.631 ,7847.870 ） 

起点桩号 143.296 

起点方位角为 90°08′44.6″ 度 

半径为 200 

待算点桩号是 203.366， 

待算点边距为 0， 

待算点和直线夹角 9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3 

 

备

注 
程序中的半径，前进方向为准，曲线向左偏转为负，曲线向右偏转为正。 

 

下表供读者验算程序用 

线元名称 起点桩号 偏向 半径 线元长(m) X(m) Y(m) 切线方位角 

圆曲线起点 K0+039.289 右偏 R=40 39.216 494347.926  477989. 873 302°18′26.0″ 

圆曲线终点 K0+078.504 右偏   494380.677  477971.271 358°2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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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缓和曲线中边桩坐标计算程序,程序名(a26hhqx)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2 切线支距 X 的计算公式 

3  
  

   
   

  

      
   

  

        
   

  

          
   

   

             
    

4 切线支距 Y 的计算公式 

5 

 
       
 
 
 
 
 
 
 
 
 
 
 

 

缓和曲线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6hhqx()= 程序名 a26hhqx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起点 X=",x0 起点的坐标 x0 

4 Request "起点 Y=",y0 起点的坐标 y0 

5 Request "起点桩号=",k0 起点桩号 k0 

6 Request "起点方位角=",α 起点方位角α 

7 Request "缓和曲线参数 A=",α10 缓和曲线参数α10 

8 Request "圆曲线半径=",r 圆曲线半径（左负右正） 

9 Request "待算点桩号=",k1 提示输入需要计算点的桩号 

10 Request "待算点边距=",l 计算点到中桩的距离 

11 Request "待算点夹角=",θ 和切线方向的夹角（左负右正） 

12 ((abs(r))/(r))→β 偏转系数，（左负右正） 

13 abs (k1-k0）→k 计算曲线长 

      ZH 

X 

Y 

HY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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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计算切线支距 X 坐标 

15 
 
  

   
   

  

      
   

  

        
   

  

          
   

   

             
    

计算切线支距 Y 坐标 

16           计算弦长 

17        
 

  
   θ  计算弦切角 

18 

 

 
 
 
 
  

    
 

 
 

 

 
 

 

 θ  计算起始方位和切线夹角 

19 
Disp "计算点 X=", 

                   
               

计算 X 坐标 

20 
Disp "计算点 Y=", 

                   
               

计算 Y 坐标 

21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只适合完整缓和曲线，起点即是 ZH 点。 

 
缓和曲线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6hhqx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6hhqx，运行，输入已知数据，· 运行

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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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点坐标（0 ,0 ） 

起点桩号 0 

起点方位角为 90 度 

缓和曲线参数为 110 

圆曲线半径是-200 

待算点桩号是 50， 

待算点边距为 0， 

待算点和直线夹角 9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3 

 

备

注 
程序中的半径，前进方向为准，曲线向左偏转为负，曲线向右偏转为正。 

 

序 a26hhqx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6hhqx，运行，输入已知数据，· 运行

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2 

 

起点坐标（4373.205 ,7776.470 ） 

起点桩号 71.296 

起点方位角为 79°49′57″度 

缓和曲线参数为 120 

圆曲线半径是 200 

待算点桩号是 143.296， 

待算点边距为 0， 

待算点和直线夹角 90 度。 

计算结果如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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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表供读者验算程序用 

线元名称 起点桩号 偏向 

半径缓

和曲线

参数A 

线元长(m) X(m) Y(m) 起点方位角 

缓和曲线起点 K0+000 右偏 A=55 39.289 494341.902  478027.820 260°38′55.7″ 

缓和曲线终点 K0+039.289 右偏 R=40 39.216 494347.926  477989. 873 302°18′26.0″ 

 

7 测角前方交会坐标计算,程序名(a27qfjh)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θ          θ        

    θ       θ  
  X 坐标 

2  
       θ          θ        

    θ       θ  
  Y 坐标 

3 

示意图                                                     

 
 
 
 
 
 
 
 
 
 
 
 

 

 

 

 

0 
y 

x 

θ  
θ  

1(x1,y1) 
2(x2,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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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角前方交会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7qfjh()= 程序名 a27qfjh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已知点 1X=",x1 输入已知点 1 的 X 坐标 

4 Request "已知点 1Y=",y1 输入已知点 1 的 Y 坐标 

5 Request "已知点 2X=",x2 输入已知点 2 的 X 坐标 

6 Request "已知点 2Y=",y2 输入已知点 2 的 Y 坐标 

7 Request "观测角 1=",θ1 输入角 1 观测值 

8 Request "观测角 2=",θ2 输入角 2 观测值 

9 

Disp "计算点 X 坐标=", 

 
       θ          θ        

    θ       θ  
  

计算点 X 坐标 

10 

Disp "计算点 Y 坐标=", 

 
       θ          θ        

    θ       θ  
  

计算点 Y 坐标 

11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ti 编程语言中，可以设置任意的角标如θ2，也不需要定义，这点导线平差等程序中显得很

实用。 

 

测角前方交会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7qfjh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27qfjh，运行，输入已知数据，· 运行

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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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示意图 

 

53°28′18″ 

点 1(468.601, 456.660) 
点 2(445.868, 560.410) 

50°56′18″ 

待算点 P(524.590, 5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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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测角后方交会坐标计算,程序名(a28hfjh)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X 坐标 

2  
                 

        
  Y 坐标 

3 

示意图                                               

 
  
 
 
 
 
 
 
 
 
 
 

 

测角后方交会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8hfjh()= 程序名 a28hfjh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已知点 1X=",x1 输入已知点 1 的 X 坐标 

4 Request "已知点 1Y=",y1 输入已知后视点 1 的 Y 坐标 

5 Request "已知点 2X=",x2 输入已知点 2 的 X 坐标 

6 Request "已知点 2Y=",y2 输入已知点 2 的 Y 坐标 

7 Request "已知点 3 X=",x3 输入已知点 3 的 X 坐标 

8 Request "已知点 3Y=",y3 输入已知点 3 的 Y 坐标 

9 Request "观测角 1=",θ1 输入角 1 观测值 

10 Request "观测角 2=",θ2 输入角 3 观测值 

11 Request "观测角 3=",θ3 输入角 3 观测值 

12 R▶Pθ(x3-x1,y3-y1)→α1 计算 13 的方位角 

13 If α1<0 : α1+360→α1 换算到方位角 

14 R▶Pθ(x2-x1,y2-y1)→α2 计算 12 的方位角 

15 If α2<0 : α2+360→α2 换算到方位角 

16 abs(α2-α1)→α11 计算点 1 的夹角 

1 

1(x1,y1) 

2(x2,y2) 

3(x3,y3) 

2 

3 

0 
y 

x ∠1=104°33′54″ 

∠2=120°27′12″ 

∠3=134°58′54″ 
x1=584.661  y1=539.482 
x2=560.872  y2=685.099 
x3=672.094  y3=655.203 
 
XP=600.436  YP=62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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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Pθ(x1-x2,y1-y2)→α3 计算 21 的方位角 

18 If α3<0 : α2+360→α3 换算到方位角 

19 R▶Pθ(x3-x2,y3-y2)→α4 计算 32 的方位角 

20 If α4<0 : α2+360→α4 换算到方位角 

21 abs(α4-α3)→α12 计算点 2 的夹角 

22 R▶Pθ(x2-x3,y2-y3)→α5 计算 23 的方位角 

23 If α5<0 : α2+360→α5 换算到方位角 

24 R▶Pθ(x1-x3,y1-y3)→α6 计算 13 的方位角 

25 If α6<0 : α2+360→α6 换算到方位角 

26 abs(α6-α5)→α13 计算点 3 的夹角 

27  
    α        θ  

    α        θ  
     计算系数 Z1 

28  
    α        θ  

    α        θ  
     计算系数 Z2 

29  
    α        θ  

    α        θ  
     计算系数 Z3 

30 
Disp "计算点 X 坐标=", 

 
                 

        
  

求算未知点 X 坐标 

31 
Disp "计算点 Y 坐标=", 

 
                 

        
  

求算未知点 Y 坐标 

32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仅适合全圆观测法，而且输入的必须是夹角，同时夹角对应点号必须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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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角后方交会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8hfjh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9 坐标转换计算程序（测量坐标和施工坐标之间的转换）,程序名(a29zbzh)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X=x0+x1*cos(θ)+y1*cos(θ+90) X 坐标 

2 Y=y0+x1*sin(θ)+y1*sin(θ+90) Y 坐标 

3 

                                               
 

示意图   

 
 
 
 
 
 
 
 
 
 

 

坐标转换计算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29zbzh()= 程序名 a29zbzh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已知坐标系原点 X=",x0 输入已知坐标系原点求算坐标系的坐标 X 

4 Request "已知坐标系原点 Y=",y0 输入已知坐标系原点求算坐标系的坐标 Y 

0 y 

x 

θ 

0＇ 
 

x＇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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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quest "坐标偏转角=",θ 输入偏转角（左负右正） 

6 Request "待算点原 X 坐标=",x1 输入计算点 X 坐标 

7 Request "待算点原 Y 坐标=",y1 输入计算点 Y 坐标 

8 
Disp "转换坐标系后 X=", 

x0+x1*cos(θ)+y1*cos(θ+90) 
计算并显示待算点 X 坐标 

9 
Disp "转换坐标系后 Y=", 

y0+x1*sin(θ)+y1*sin(θ+90) 
计算并显示待算点 Y 坐标 

10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中偏转角向右偏为正，向左偏为负。 

 

坐标转换计算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29zbzh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偏转角向右=60度，坐标数据如下表。 

点名 在施工坐标系中的 

X坐标（m） 

在施工坐标系中的 

Y坐标（m） 

在测量坐标系中的 

X坐标（m） 

在测量坐标系中的 Y 

坐标（m） 

点 1 0.000 0.000 1135.904 1235.393 

点 2 228.068 6.507 1244.303 143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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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合水准近似平差程序,程序名(a31szpc)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h0+sum(h10)-h→v 计算水准附合差 

2 ((−v)/(sum(s10)))→u 计算单位距离改正数 

3 

 
 

示意图 

水准平差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31szpc ()= 程序名 a31szpc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观测段数=",n 输入水准观测段数 

4 Request "起点水准高程=",h0 输入起点水准高程 

5 Request "附合点水准高程=",h 输入附合点水准高程 

6 h0+sum(h10)-h→v 计算水准附合差 

7 ((−v)/(sum(s10)))→u 计算单位距离改正数 

8 h10+u*s10→h11 计算改正后的高差 

9 h0+h11[1]→g 计算第一个观测点的高程 

10 g→g10[1] 把第一个观测点的高程存贮到电子表格 

11 For i,2,n,1 循环计算改正的高程 

12 g+h11[i]→g 计算高程并存贮到 g 中进行循环 

13 g→g10[i] 高程存贮到电子表格中。 

14 EndFor 结束循环 

15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运行本程序前：1 必须在同问题电子表格的 h10 中输入观测高差，在电子表格 s10 中输入距离或者测站

数。计算后高程保存在电子表格 g10 中。2 在电子表格中把 h10，s10， g10 等输入表格的抬头以建立电子

表格。 

 

第 5章 控制平差程序 

 

BM(h0)  

BM(h)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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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平差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31szpc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2   
 

 

水准近似平差案例数据图： 

 
 

 

 

 

 

 

 

 

 

 

 

 

 

 

 

 

 
 
 

BM=45.286  

BM=49.579  

h1 =+2.331m 
s1=1.6km 
 

h2 =+2.813m 
s2=2.1km 

h3 =-2.244m 
s3=1.7km 
 

h4=+1.430m 
s4=2.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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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合导线近似平差程序,程序名(a32dxpc)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测站角度改正数 

2 ((−(x0+sum(x10)-xn))/(sum(s10)))→δx 计算 X 坐标的单位改正数 

3 ((−(y0+sum(y10)-yn))/(sum(s10)))→δy 计算 Y 坐标的单位改正数 

 

 
示意图

 

 

导线平差程序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32dxpc()= 程序名 a32dxpc 

2 Prgm 开始程序 

3 Request "测站数=",n 输入测站数 n 

4 Request "起始边的方位角=",α0 输入起始边的方位角 

5 Request "起点 X 坐标=",x0 起点 X 坐标 

6 Request "起点 Y 坐标=",y0 起点 Y 坐标 

7 Request "附合边的方位角=",α1 附合边的方位角输入 

8 Request "终点 X 坐标=",xn 终点 X 坐标 

9 Request "终点 Y 坐标=",yn 终点 Y 坐标 

10  
                       

 
    计算方位角的每站改正数 

11 For i,1,n,1 循环计算改正后的观测角度 

12 θ10[i]+f→θ11[i] 计算保存改正后观测角到电子表格θ11。 

13 EndFor 结束循环 

14 α0+θ11 [1]-180→α10[1] 计算观测第一条边的方位角。 

15 If α10[1]<0 Then 判断是否在方位角范围内。 

16 α10[1]+360→α10[1]  

17 EndIf  

终点  

起点  

测站  
测站  

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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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f α10[1]>360 Then  

19 α10[1]-360→α10[1] 保存到电子表格的α10[1]中 

20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21 For i,2,n,1 循环计算每条边的方位角 

22 α10[i-1]+ θ11 [i]-180→g 保存 g，通过 g 循环计算 

23 If g<0 Then 判断是否在方位角范围内 

24 g+360→g 小于 0 则+360 

25 EndIf  

26 If g>360 Then 大于 0 则-360 

27 g-360→g  

28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29 g→α10[i] 保存到电子表格α10 中 

30 EndFor 结束循环计算 

31 s10*cos(α10)→x10 计算 X 坐标差值 

32 s10*sin(α10)→y10 计算 Y 坐标差值 

33 ((−(x0+sum(x10)-xn))/(sum(s10)))→δx 计算 X 坐标的单位改正数 

34 ((−(y0+sum(y10)-yn))/(sum(s10)))→δy 计算 Y 坐标的单位改正数 

35 s10*δx+x10→x11 改正 X 坐标差值 

36 s10*δy+y10→y11 改正 Y 坐标差值 

37 x0+x11[1]→x12[1] 计算第一站的 X 坐标值 

38 y0+y11[1]→y12[1] 计算第一站的 Y 坐标值 

39 For i,2,n-1,1 循环计算 

40 x11[i]+x12[i-1]→x12[i] 计算改正后的 X 坐标值 

41 y11[i]+y12[i-1]→y12[i] 计算改正后的 Y 坐标值 

42 EndFor 结束循环计算 

43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运行本程序前： 

1 把θ10，s10，θ11，α10，x11， y11，x12， y12 等输入表格的抬头以建立电子表格。 

2  必须在电子表格的θ10 中输入观测角（前进方向的左角），在电子表格 s10 中输入距离。 

3 本程序中没有对等级进行评定。请程序使用者对照规范评定导线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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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平差程序运行及数据检验 

序 a32dxpc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2 

  
 

附合导线近似平差案例数据图： 
 
 
 
 
 
 
 
 
 
 
 
 
 
 
 

测站号 1 2 3 4 5 6 

水平角 99°01′00″ 167°45′36″ 123°11′24″ 189°20′36″ 179°59′18″ 129°27′24″ 

边长 225.853m 139.032m 172.571m 100.074 102.485 0 

 

 

 
 
 

终点  

起点  

起始方位角=237°59′30″ 

起点（X=507.693 Y=215.632） 

附合边方位角=46°45′24″ 

终点（X=507.693 Y=215.632） 

 



Page 75 of 107 

 

    

▀ 公路高铁程序流程说明 

   公路高铁程序主要用来解决线路测量计算问题，线路线形的构成要素无非是直线、圆曲线、缓和曲

线，本程序对于主线数据采用交点法计算（坐标和里程的正反算）。交点法程序对线形唯一的要求是

交点数据必须是对称型的，即直线-缓和曲线-圆曲线-缓和曲线-直线，而且参数必须对称。即其中的

两段缓和曲线参数必须相等，长度相等。但对交点个数没有任何限制，实现100公里的连续计算也完全

没有问题，只要运行程序前把数据仔细核对清楚。交点法的数据检查，通常用最后一个点的桩号坐标

反算里程来检查，只要最后一个点的里程正确，基本可以确保整条线路数据是正确的。 

   对于匝道数据采用线元法（也叫积木法）计算（坐标和里程的正反算），线元法对于曲线本身的参

数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同时也没有长度和线元数的限制，通常线元法的计算检查，用最后一个桩号的

坐标计算结果来做整条线路的检查。只要最后一个点的坐标计算结果正确，基本就保证了整条线路数

据的正确性。程序运行流程如下： 

 

 

 

 

 

 

          

                                    

          

                                    

           

                                    

           
 

 

 

   本程序把数据文件做为主程序，只要在主程序中输入设计参数，程序自动调用子程

序，子程序不需要使用者去修改也不能修改。当出现多条线路需要计算时，使用者只要

把主程序创建副本，修改一个名称，例如匝道计算时，取个程序名称叫 d 程序，就知道

是 d 匝道的程序。这样就能把多条匝道同时在野外现场计算，只要运行该匝道数据主程

序就可以，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线路的设计参数数据。 

按 enter 键继续循环计算 显示放样距离方位角等 

显示计算点桩号等 

 
输入测站点坐标 

输入待算点近似桩号 

 
输入待算点边桩距离角度 

输入待算点坐标 输入待算点桩号 

输入 0 正算，输入 1 反算。 

按 var 键选择主程序，运行数据程序如 a11pqxa 

在主程序（如 a 匝道）代码中输入设计参数 

第 6章 公路高铁的平曲线正反算和高程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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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主程序的数据代码编写说明 

   О 交点法 
   交点法编写数据文件必须是对称型的，即直线-缓和曲线-圆曲线-缓和曲线段-直线段（如果任意一

端没有直线段，则把直线段长度看做是0），另外圆曲线两侧缓和曲线的旋转常数必须相等，并且和直

线段连接处的半径必须是无穷大。 

交点法数据文件编写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提供的平面曲线参数一览表提供的参数来编写，每个弯

道包括：弯道起点方位角（a0），交点X坐标（xjd），交点Y坐标（yjd），缓和曲线长度（ls，当没

有设缓和曲线时，ls=0），交点转角（az，前进方向向左转弯，az为负值，向右转弯，az取正值），

交点桩号（kjd），弯道圆曲线半径（R）。下图是一段路设计参数数据。 

 

 

         根据以上的交点数据，可以编辑成如下的数据文件，程序文件名称如 a11jdf1，该程序文件中就会

有两个条件语句，用来判断不同的桩号输入时调用相应的参数。在代码文件中，使用者不能也不需要

修改代码文件中的其他部分，直接修改条件语句中的参数数据，有几个交点就在代码后面添加几个条

件语句。采用复制粘贴是输入设计参数数据的快捷方式。 

 

 

 

 

 

 

 

 

 

 

第一个交点的数据文件代码 第二个交点的数据文件代码 

If ki≥0 Then If ki≥1060  Then 

98°39'35.13''→α0 129°56'58''→α0 

31°17'23''→αz −33°50'48''→αz 

4774.384→xjd 4206.421→xjd 

2415.861→yjd 3093.9455→yjd 

140→ls 70→ls 

600→r 600→r 

410.007→kjd 1285.437→kjd 

 EndIf EndIf 

 

起始方位角=98°39′35″ 

转角=31°17′23″ 

交点坐标 X=4774.384 Y=2415.8610 

缓和曲线长度=140 

圆曲线半径=600 

起始方位角=129°56′58″ 

转角=-33°50′48″ 

交点坐标 X=4206.421  Y=3093.945 

缓和曲线长度=70 

圆曲线半径=600 



Page 77 of 107 

 

 

变量对照表： 

序  语句  说明  

1  ki 弯道的起点范围，可以是弯道起点，也可以是弯道前直线段里的任意点桩号。  

2  a0  弯道起点方位角  

3  xjd；yjd 交点 X 坐标、Y 坐标  

4  ls  其中一段缓和曲线长度，如果没设置缓和曲线，则缓和曲线长度看做 0  

5  az  转角，向左转为负值，向右转为正值  

6  kjd  交点里程桩号  

7  r  圆曲线半径  

 

 

 

下图中是某高速公路实际的设计数据，读者可以用来练习和做数据检验。 

 

 

 

 

 

 

 

 

 

 

 

 

【注意】程序运行时，在反算过程中，输入近似桩号的目的是了加快收敛，因为反算的过程是个

趋近过程，在后台是程序反复运算，直到达到计算条件为止。 

JD3 

起始方位角=196°57′24.7″ 

转角=-49°08′01.9″ 

交点坐标 X=4649.994  Y=549.816 

缓和曲线长度=180 

圆曲线半径=1000 

JD2 

起始方位角=148°11′37.5″ 

转角=48°45′47.2″ 

交点坐标 X=5694.087  Y=868.168 

缓和曲线长度=180 

圆曲线半径=1000 

JD2 

J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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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线元法 
   线元法数据文件编辑适合于各种各样的线型组合，

如匝道中的缓和曲线反向共切等，为了减少使用者

设计参数的过多输入，一段直线与缓和曲线和圆曲

线的连接线，只要输入半径最小处的缓和曲线参数

就可以了，这样就减少设计参数数据的输入，简化

了数据文件的建立。左图为互通立交示意图。 

 

 

 

 

                                                                                                               

О 特别说明  在建立线元法数据库文件之前，先说明本书对缓和曲线分类的方法，为了区分缓和曲

线是上半段的还是下半段的（方便建立数学模型，公路专业上没有这样的分类，纯粹是为了建立本书

的数学模型而有的概念），如下图所示，上半段缓和曲线位于前进方向交点的左侧，下半段缓和曲线

位于前进方向交点的右侧，上半段缓和曲线的参数 A 用正号表示，下半段缓和曲线参数 A 前加个负号

表示是下半段缓和曲线，以方便程序识别曲线是处在上半段还是下半段。 

缓和曲线上下半段分类图

 

 

 

 

上半段缓和曲线 

半径最小处 

半径最小处 

圆曲线 
下半段缓和曲线 

      前进方向 

JD1 
JD3 

J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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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常见某匝道的设计参数表，以该表为例来看看设置线元法设计参数的过程。 

线元名称 起点桩号 偏向 
半径、缓和

曲线常数A 
线元长(m) X(m) Y(m) 方位角 

缓和曲线 K0+000 右偏 55 39.289 494341.902  478027.820 260°38′55.7″ 

圆曲线 K0+039.289 右偏 40 39.216 494347.926  477989. 873 302°18′26.0″ 

缓和曲线 K0+078.504 右偏 60 105.625 494380.677  477971.271 358°28′45.9″ 

  

该匝道线元数据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该匝道由三个线元组成，第一段是缓和曲线段，根据本书

对缓和曲线分类判断，该缓和曲线属于前半段缓和曲线，其最小半径处桩号为 K0+039.289，该点坐标

=494347.926,Y=477989. 873，半径为 40 米，起始方位角 302°18′26.0″，缓和曲线旋转参数 55，在

缓和曲线终点 K0+039.289 处，有一圆曲线与其相连接，长度 39.216。第二段是圆曲线，第三段又是一

段缓和曲线，根据缓和曲线分类判断，该曲线属于第下半段缓和曲线，曲线最小半径位于与园曲线连

接处，桩号 K0+78.504，坐标为 X=494380.677，Y=477971.271,方位角 358°28′45.9″，最小半径 40，

缓和曲线旋转参数 -65（为了判断是上半段还是下半段缓和曲线，我们通过缓和曲线的正负来设定上

半段还是下半段，上半段的缓和曲线参数 A 统一用正数表示，下半段缓和曲线参数统一用负号表示。

起点处相连的圆曲线长度 可以看做 0，也可以看做是 39.216.由此我们整理下。从整个线型全部是前进

方向向右，所以半径全部取正数（表示曲线在前进方向上是向右偏转的）。 

 

 

 

 

 

 

示意图 

 

 

K0+000 

K0+039.289 

K0+078.504 

K0+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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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段曲线的在主程序中的数据部分代码如下表： 

 

 

序  语句  说明  

1  α r  输入缓和曲线半径最小处的方位角 

2  x；y 输入缓和曲线半径最小处的X、Y 坐标  

3  α 缓和曲线参数，上半段的为负，下半段的为正。 

4  r 缓和曲线最小半径，当线路左转时，半径数据前面加“-”号，以判断线路转向。  

5  lr 与缓和曲线最小半径端连接的圆曲线长度。  

6  kr 缓和曲线小半径段的桩号。  

 

再看另外一个匝道的数据表 

线元名称 起点桩号 偏向 
半径、缓和曲线

参数A 

线元长
(m) 

X(m) Y(m) 方位角 

直线  K0+000.00    71.296 4360.619  7706.293  79°49′57.0″ 

缓和曲线  K0+071.296  右偏  120  72  4373.205  7776.470  79°49′57.0″  

圆曲线  K0+143.296  右偏  200  60.070  4381.631  7847.870  90°08′44.6″  

缓和曲线  K0+203.366  右偏 95  45.125  4372.527  7907.018  107°21′16.3″  

缓和曲线  K0+248.491  左偏  75  64.841  4355.878  7948.932  113°49′05.6″  

圆曲线  K0+313.333  左偏  86.75  17.800  4337.373  8010.658  92°24′19.0″  

 

上半段缓和曲线线元参数说明 下半段缓和曲线线元参数说明 

If ki≥0 Then If ki≥78.504 Then 

302°18'26''→αr 358°28'45.9''→αr 

494347.926→x 494380.677→x 

477989.873→y 477971.271→y 

55→α −65→α 

40→r 40→r 

39.216→lr 39.216→lr 

39.289→kr 78.504→kr 

 EndIf EndIf 

本段数据计算范围从 K0+000—K0+78.504  本段数据计算范围从 K0+78.504 到匝道结束。 

输入的是本段曲线最小半径处的坐标，起点方位角，最小半径的起点桩号，圆曲线的长度等即以

最小半径处点的参数作为本段曲线计算参数。 

【注意】当桩号 位于 K0+000~ K0+78.504 时，曲线参数按上半段编写，当 L>78.504 时，按下半

段缓和曲线编写，当然下半段缓和曲线计算范围也可以从圆曲线起点 K0+039.289 到 K0+78.504 

中间任意桩号开始。 

    每个缓和曲线的线元参数放在一个 If  Then  EndIf 循环语句中，If 后面紧跟计算的起点范围，终

点范围从下段的起点范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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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匝道线元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匝道结构是由一段直线段—缓和曲线段—圆曲线段—缓和曲线

段—缓和曲线段—圆曲线段连接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位于 K0+248.491 处，是两段反向的缓和曲

线连接点，在编写数据程序文件时，分三段编写，第一段从 K0+000 到 K0+203.366，第二段从

K0+203.366 到 K0+248.491，第三段从 K0+248.491 到线路终点 K0+331.1333。 

 

该段曲线的在主程序中的数据部分代码如下表： 

 

 

 

  

K0+000—K0+203.366 K0+203.366—K0+248.491 K0+248.919—K0+331.13 

If ki≥0 Then If ki≥203.366 Then If ki≥248.919 Then 

90°08′44.6″→αr 107°21′16.3″→αr 92°24′19.0″→αr 

4381.631 →x 4372.527 →x 4337.373 →x 

7847.870 →y 7907.018 →y 8010.658 →y 

120→α -95→α 75→α 

200→r 200→r 86.75→r 

60.070 →lr 60.070 →lr 17.8 →lr 

143.296→kr 203.366→kr 313.333→kr 

 EndIf EndIf EndIf 

示意图 

 
 

 

 

K0+000 

K0+71.296 

K0+143.296 

K0+203.366 

K0+248.491 

K0+313.333 
K0+3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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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读者熟悉掌握数据库主程序的代码编写，以下是一些匝道数据表，供参考练习。 

A匝道 

 

B 匝道 

 

C 匝道 

 

 

 

 

 

 

 

 

线元名称 桩号 偏向 
半径缓和曲

线参数 

线元长度

(m)  
X(m) Y(m) 方位角  

圆曲线 K0+000.00 右偏 32 56．876 495005.991 478056.677 56°19′42.3″ 

直线 K0+056.876   21.277 494991. 262 478104. 123 158°09′54.4″ 

缓和曲线 K0+078.153 右偏 65 30.179 494971. 511 478112.036 158°09′54.4″ 

圆曲线 K0+108.332 右偏 140 30.431 494943.127 478122.242 164°20′25.7″ 

缓和曲线 K0+138.763 右偏 65 30.179 494913.167 478127.219 176°47′40.6″ 

直线 K0+168.941 右偏 85 422.023 494883.008 478126.740 182.°58′11.8″ 

缓和曲线 K0+590.964 右偏 85 85 494461.552 478104.874 182.°58′11.8″ 

圆曲线 K0+675.964 右偏 85 72.739 494379.485 478086.681 211°37′04.2″ 

线元名称 桩号 偏向 
半径缓和曲

线参数 

线元长度

(m)  
X(m) Y(m) 方位角  

缓和曲线 K0+000.000 右偏 175 133.152 494718.802 478112.963 182°58′11.8″ 

圆曲线 K0+133.152 右偏 230 149.124 494587.600 478093.368 199°33′17.5″ 

缓和曲线 K0+282.286 右偏 190 149.72 494472.335 478002.890 236°42′21.1″ 

线元名称 桩号 偏向 
半径缓和曲

线参数 

线元长度

(m)  
X(m) Y(m) 方位角  

直线 K0+000.00   111.525 494591.311 478420.033 252°32′00.2″ 

缓和曲线 K0+111.505 右偏 100 90.909 494557.835 478313.650 252°32′00.2″ 

圆曲线 K0+202.434 右偏 110 101.114 494542.812 478224.689 276°12′33.6″ 

缓和曲线 K0+303.548 右偏 120 130.909 494595.310 478142.420 328°5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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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元法平曲线数据库主程序,程序名(a11pqx)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11pqx()= 程序名 a11pqx 

2 Prgm 程序开始 

3 Request "正算输 0 反算输 1",z 提示用户正算输 0 反算输 1 

4 If z=1 Then 如果是反算 

5 Request "反算点 X 坐标",xp 则提示用户输入反算的 X 坐标 

6 Request "反算点 Y 坐标",yp 提示用户输入反算的 Y 坐标 

7 Request "计算点近似桩号=",ki 为了减少循环计算的次数，提示用户输入近似桩号 

8 Else 条件语句 

9 Request "输入计算点桩号=",ki 正算输入桩号 

10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11 Lbl b1 设置书签 

12 If ki≥0 Then 根据里程判断数据参数 

13 302°18'26''→αr 把圆曲线的起点方位角赋值给αr 

14 494347.926→x 圆曲线起点坐标赋值 

15 477989.873→y 圆曲线起点坐标赋值 

16 55→α 缓和曲线参数赋值，第一段缓和曲线为正 

17 40→r 半径赋值 

18 39.216→lr 圆曲线长度输入 

19 39.289→kr 圆曲线起点里程赋值 

20 EndIf 条件与结束 

21 If ki≥78.504 Then 根据里程判断数据参数 

22 358°28'45.9''→αr 把圆曲线的起点方位角赋值给αr 

23 494380.677→x 圆曲线起点坐标赋值 

24 477971.271→y 圆曲线起点坐标赋值 

25 −65→α 缓和曲线参数赋值，第二段缓和曲线为正 

26 40→r 半径赋值 

27 39.216→lr 圆曲线长度输入 

28 78.504→kr 圆曲线起点里程赋值 

29 EndIf 条件与结束 

30 a1z1() 调用子程序 1 

31 a1z2() 调用子程序 2 

32 If z=1 Then 如果是反算 

33 (xp-x)*cos(αi)+(yp-y)*sin(αi)→kn 根据坐标计算里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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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ki+kn→ki 和近似里程相加赋值给里程 

35 −(xp-x)*sin(αi)+(yp-y)*cos(αi)→li 该点到中桩的距离计算 

36 If abs(kn)≥0.001 Then 如果里程 

37 Goto b1 如果里程差大于 0.001 则循环计算 

38 Else 条件外 

39 Disp "计算点桩号=",ki 显示计算成果里程 

40 Disp "计算点到中桩距离=",li 显示该点到中桩的距离。（左负右正） 

41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42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43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主要是匝道数据的输入并调用子程序计算成果。 

 

 

线元法平曲线计算案例数据表 

线元名称 起点桩号 偏向 
半径缓和

曲线常数A 
线元长(m) X(m) Y(m) 方位角 

直线  K0+000.00    71.296 4360.619  7706.293  79°49′57.0″ 

缓和曲线  K0+071.296  右偏  120  72  4373.205  7776.470  79°49′57.0″  

圆曲线  K0+143.296  右偏  200  60.070  4381.631  7847.870  90°08′44.6″  

缓和曲线  K0+203.366  右偏 95  45.125  4372.527  7907.018  107°21′16.3″  

 

线元法平曲线运行界面和说明 

 

序 a11pqxb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创建副本程序 a11pqx编写程序名 a11pqxb，这样

可以实现多条线路同时计算，在 a11pqxb（b表示

b匝道，方便在野外区分）中输入设计参数。多余

的参数和条件删除。修改时只修改条件语句中的数

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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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算输入 0，输入计算点桩号 203.366 

这个点是此段曲线的最后一个点 

测站点坐标输入 x=4000，y=7000， 
 

3 

 

计算放样数据是放样距离=980.540 

方位角是 67°40′16.466″ 

计算点坐标 x=4372.527，y=790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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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点法平曲线数据库主程序,程序名(a11jdf)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11jdf()= 程序名 a11jdf 

2 Prgm 程序开始 

3 Request "正算输 0 反算输 1",z 提示用户正算输 0 反算输 1 

4 If z=1 Then 如果是反算 

5 Request "反算点 X 坐标",xp 则提示用户输入反算的 X 坐标 

6 Request "反算点 Y 坐标",yp 提示用户输入反算的 Y 坐标 

7 Request "计算点近似桩号=",ki 为了减少循环计算的次数，提示用户输入近似桩号 

8 Else 条件语句 

9 Request "输入计算点桩号=",ki 正算输入桩号 

10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11 Lbl b1 设置书签 

12 If ki≥0 Then 根据里程判断数据参数 

13 98°39'35.13''→α0 设置交点的起始方位角α0 

14 31°17'23''→αz 把交点的转角赋值给αz（左负右正） 

15 4774.384→xjd 给交点的 X 坐标赋值 

16 2415.861→yjd 给交点的 Y 坐标赋值 

17 140→ls 缓和曲线的其中一段的长度赋值 

18 600→r 设置圆曲线半径 

19 410.007→kjd 设置交点桩号 

20 EndIf 条件与结束 

21 If ki≥1060  Then 根据里程判断数据参数 

22 129°56'58.19''→α0 设置交点的起始方位角α0 

23 33°50'48''→αz 把交点的转角赋值给αz（左负右正） 

24 4206.421→xjd 给交点的 X 坐标赋值 

25 3093.9455→yjd 给交点的 Y 坐标赋值 

26 70→ls 缓和曲线的其中一段的长度赋值 

27 600→r 设置圆曲线半径 

28 1285.437→kjd 设置交点桩号 

29 EndIf 条件与结束 

30 a1z2() 调用子程序 2 

31 If z=1 Then 如果是反算 

32 (xp-x)*cos(αi)+(yp-y)*sin(αi)→kn 根据坐标计算里程差 

33 ki+kn→ki 和近似里程相加赋值给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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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xp-x)*sin(αi)+(yp-y)*cos(αi)→li 该点到中桩的距离计算 

35 If abs(kn)≥0.001 Then 如果里程 

36 Goto b1 如果里程差大于 0.001 则循环计算 

37 Else 条件外 

38 Disp "计算点桩号=",ki 显示计算成果里程 

39 Disp "计算点到中桩距离=",li 显示该点到中桩的距离。（左负右正） 

40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41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42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主要是交点数据的输入并调用子程序计算成果，请注意本程序只能计算对称型的线型。 

 

交点法平曲线计算案例数据表 

交

点 
起点方位角 转角 交点X坐标 交点Y坐标 缓和曲线长度 圆曲线半径 交点桩号 

JD1 98°39′35″ 31°17′23″ 4774.384 2415.861 140 600 410.007 

JD2 129°56′58″ -33°50′48″ 4206.421 3093.945 70 600 1285.437 

 

 

交点法平曲线运行及说明 

 

序 a11jdf2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创建副本程序 a11jdf编写程序名 a11jdf2，这样

可以实现多条线路同时计算，在 a11jdf2（2表示

第 2条主线）中输入设计参数。多余的参数和条件

删除。修改时只修改条件语句中的数据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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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算输入 0，输入计算点桩号 1100，测站点坐标输

入 x=4300，y=2900，计算放样数据是放样距离

=57.843，方位角是 63°44′16.044″计算点坐标

x=4325.594，y=2951.872 

 

3：公路高铁计算子程序 1,程序名(a1z1)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1z1 ()= 程序名 a1z1 

2 Prgm 程序开始 

3  
            

       
  β 判断缓和曲线是否是第一段还是第二段 

4  
      

 
  ω 设置圆曲线的参数，用于判断左右 

5          把圆曲线的半径取绝对值，方便计算 

6  
α

 

 
      计算缓和曲线长度 

7  
             

   
  α  计算交点转角 

8  
         

   
  α  计算缓和曲线转角 

9 If β=1 Then 如果是第一段缓和曲线 

10 αr-αi→α0 计算弯道起始边方位角 

11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12 If β=−1 Then 如果是第二段缓和曲线 

13 αr-αi-αz→α0 计算弯道起始边方位角 

14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15 If α0<0 Then 对起始边方位角进行判断 

16 α0+360→α0 并进行相应计算处理，小于 0 就加 360 

17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18 If α0≥360 Then 大于 360 就减 360 

19 α0-360→α0 以确保α0 是方位角 

20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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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为计算切线长，先计算参数   

22 
 
  

 
   

   

      
   

   

        
   

   

          
   

   

             
    

为计算切线长，先计算参数   

23         ω       
α 

 
     计算弯道切线长 

24 If β=1 Then 如果是第一段缓和曲线 

25 kr-ls+t→kjd 计算弯道交点的里程 

26 α0→αq 起始边方位角就是切线方位角 

27 Else 条件外 

28 kr-lr-ls+t→kjd 计算弯道交点的里程 

29 α0+αz→αq 如果是第二段缓和曲线，计算切线方位角 

30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31 
     

   

     
   

   

       
   

   

         
   

   

            
          

泰勒级数展开计算切线支距  坐标 

32 
  

   

   
   

   

      
   

   

        
   

   

          
   

    

             
        

泰勒级数展开计算切线支距  坐标 

33 x-xq*cos(αq)+yq*sin(αq)→xjd 计算交点 X 坐标 

34 y-xq*sin(αq)-yq*cos(αq)→yjd 计算交点 Y 坐标 

35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本程序主要计算目的是把非完整曲线转换成对称的交点曲线参数，这样能满足所有计算线型要

求 

 

4：公路高铁计算子程序 2,程序名(a1z2)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1z2 ()= 程序名 a1z2  

2 Prgm 程序开始 

3  
α 

    α  
  ω  根据转角计算转角系数，左转为负，右转为正。 

4  
   

    
   

   

       
   

   

         
   

   

            
    计算切线长参数 P 

5  
  

 
   

   

      
   

   

        
   

   

          
   

   

             
    计算切线长参数 q 

6         ω       
α 

 
     计算切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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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π    α  ω

   
         计算圆曲线和缓和曲线长的和 

8 If ki<kjd-t Then 如果该点里程在直线上 

9 ki-kjd→l0 计算到交点的长度 l0 

10 Goto b1 程序转换到书签 b1 处 

11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12 If ki<kjd-t+ls Then 如果该点里程在缓和曲线 1 上 

13 ki-kjd+t→l0 计算该点到交点的长度 l0 

14 α0→αq 起始方位角赋值给切线方位角 

15 1→β 1 保存到系数β上 

16 Goto b2 程序转换到书签 b2 处 

17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18 If ki<kjd-t+lsr-ls Then 如果该点里程在圆曲线上 

19 ki-kjd+t→l0 计算到交点的长度 l0 

20 α0→αq 起始方位角赋值给切线方位角 

21 1→β 1 保存到系数β上 

22 Goto b3 程序转换到书签 b3 处 

23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24 If ki<kjd-t+lsr Then 如果该点里程在缓和曲线 2 上 

25 kjd-t+lsr-ki→l0 计算到交点的长度 l0 

26 α0+αz→α0 换算起始方位角 

27 −1→β -1 保存到系数β上 

28 Goto b2 程序转换到书签 b2 处 

29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30 If ki≥kjd-t+lsr Then 如果该点里程在直线 2 上 

31 ki-kjd-lsr+2*t→l0 计算到交点的长度 l0 

32 α0+αz→α0 换算起始方位角 

33 Goto b1 程序转换到书签 b1 处 

34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35 Lbl b1 设置书签 1 

36 xjd+l0*cos(α0)→x 计算该点的 X 坐标 

37 yjd+l0*sin(α0)→y 计算该点的 Y 坐标 

38 α0→αi 起始方位角赋值为该点方位角 

39 Goto c2 转到书签长 c2 

40 Lbl b2 设置书签 b2 

41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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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切线支距坐标 xq 

42 

 

  
   

      
   

   

           
   

    

             
   

    

               
   

    

                  
   ω     

计算切线支距坐标 yq 

43 α   
       β  ω

π      
  α  计算该点到交点的方位角 

44 Goto c1 转向书签 c1 

45 Lbl b3 设置书签 b3 

46  
               

π   
  α  计算该点到交点的方位角 

47 q+r*sin(αi)-t→xq 计算切线支距 X 坐标 

48 (p+r*(1-cos(αi)))*ω→yq 计算切线支距 Y 坐标 

49 α0+ω*αi→αi 计算该点到交点的方位角 

50 Goto c1 转向书签 c1 

51 Lbl c1 设置书签 c1 

52 xjd+xq*cos(α0)-yq*sin(α0)→x 计算该点的 X 坐标 

53 yjd+xq*sin(α0)+yq*cos(α0)→y 计算该点的 Y 坐标 

54 Goto c2 转向书签 c2 

55 Lbl c2 设置书签 c2 

56 If z=0 Then 如果是正算 

57 Request "离中桩距离=",li 则提示用户输入离中桩的距离 

58 Request "和中桩切线夹角=",θi 提示用户输入和中桩切线夹角（左负右正） 

59 Request "测站点 X 坐标=",x0 提示用户输入 X 坐标 

60 Request "测站点 Y 坐标=",y0 提示用户输入 Y 坐标 

61 If li<0 Then 如果距离小于 0 

62 180-θi→θi 则换算角度 

63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64     
          

        
  α  计算该点的边桩方位角 

65 x+abs(li)*cos(αq)→x 计算该点的边桩 X 坐标 

66 y+abs(li)*sin(αq)→y 计算该点的边桩 Y 坐标 

67 Disp "计算点 X 坐标=",x 显示该点计算成果 X 坐标 

68 Disp "计算点 Y 坐标=",y 显示该点计算成果 Y 坐标 

69 Disp "放样距离=",R▶Pr(x-x0,y-y0) 计算放样距离并显示在屏幕上 

70 R▶Pθ(x-x0,y-y0)→αf 计算放样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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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If αf<0 Then 如果角度小于零 

72 αf+360→αf 换算成方位角 

73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74 Disp "方位角=",αf▶DMS 显示放样方位角 

75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76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该程序提示用户输入测站坐标数据，这样就可以直接用距离和角度来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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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竖曲线数据库主程序名(a12sqx) 

序 数学模型 说明 

1  
     ω   

 
    计算切线长 

2   
  

  
 竖曲线上任一点切竖差 

3 

示意图 
 
 
 
                                                       
 
 
 
 
 
 
 
 
 
 
 
 
 
 
 

备

注 
切线长公式是近似公式，因为ω 很小，所以近似的正切就等于角度本身。 

 

 

竖曲线数据库代码及说明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12sqx()= 程序名 a12sqx 

2 Prgm 程序开始 

3 Request "路面厚度=",δh 输入路面厚度 

4 Request "所求点桩号=",ki 输入桩号 

5 Request "路面横坡=",i 输入横坡 

6 Request "至中桩的距离=",l 计算边桩点输入到中桩的距离 

7 If ki≥37950 Then 根据桩号设置参数 

8 75.93→h0 赋值起点高程 

9 38650→k0 赋值桩号 

10 −0.006614→i1 赋值坡度 

11 0.04032→i2 赋值坡度 

12 3000→r 半径赋值 

E T 

i1 

i2 

ω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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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14 If ki≥38820.628 Then 开始下一个变坡点的赋值 

15 86.01→h0 起点高程 

16 38900→k0 起点里程 

17 0.04032→i1 坡度 

18 0.005043→i2 坡度 

19 4500→r 竖曲线半径 

20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21 If ki≥39185.403 Then 开始下一个竖曲线参数设定 

22 87.75→h0  

23 39245→k0  

24 0.005043→i1  

25 0.024909→i2  

26 6000→r  

27 EndIf  

28 If ki≥39357.773 Then  

29 91.86→h0  

30 39410→k0  

31 0.024909→i1  

32 0.0075→i2  

33 6000→r  

34 EndIf  

35 If ki≥39532.786 Then   

36 93.21→h0  

37 39590→k0  

38 0.0075→i1  

39 0.018943→i2  

40 10000→r  

41 EndIf  

42 a2z() 调用计算子程序 

43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竖曲线的折点个数没有限制，可以一直循环下去。子程序用户不需要改动，程序自动调用。 

 

 

 

 



Page 95 of 107 

 

6：竖曲线高程计算子程序名(a12sqxz) 

序 程序代码 程序说明 

1 Define a12sqxz()= 程序名 a12sqxz 

2 Prgm 程序开始 

3 i2-i1→iω 坡度相减 

4  
     ω 

 ω
  β 计算竖曲线的系数，用来判定曲线凹凸 

5  
     ω   

 
    计算切线长 

6 If ki<k0-t Then 根据里程桩号来判断所处位置 

7 h0+(ki-k0)*i1→h 直线部分，计算设计高程 

8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9 If ki>k0-t Then 桩号判断位置 

10              
          β

   
                计算圆曲线设计高程 

11 EndIf 结束条件语句 

13 If ki≥k0+t Then 直线 2 部分 

14 h0+(ki-k0)*i2→h 计算直线部分的设计高程 

15 EndIf 条件语句结束 

16 Disp "计算点路基高程=",h-δh-l*i 计算点的路基横坡高程计算并显示 

17 EndPrgm 程序结束 

备

注 
子程序用户不需要操作，程序自动调用，用户只要在数据文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就可以。 

 

竖曲线计算例子数据 

 
桩号  变坡点高程  半径  切线长  竖曲线起点桩号  竖曲线终点桩号  纵坡 

K037+950.00  80.56       
K038+650.00  75.93  3000.00  70.40  K038+579.599  K038+720.401  -0.6614%  
K038+900.00  86.01  4500.00  79.372  K038+820.628  K038+979.372  4.0320%  
K039+245.00  87.75  6000.00  59.597  K039+185.403  K039+304.597  0.5043%  
K039+410.00  91.86  6000.00  52.227  K039+357.773  K039+462.227  2.4909%  
K039+590.00  93.21  10000.00  52.214  K039+532.786  K039+647.214  0.7500%  
 99.84     1.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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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a12sqx程序运行界面 说明 

1 

  

2 

  

3 

 

在主程序中输入设计参数如 1,2,3 行的界

面图，然后运行 a12sqx 程序。 

4 

 

按 h 启动程序，按£ 或 ¤ 选择程序

a12sqx，运行，输入已知数据，按· 运

行下一项目。继续输入已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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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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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基本流程 

1. 用户拿到计算器和书后，在本书附带的光盘找到“TI-Nspire_Computer_Link-3.2.0.124”的软件，

双击打开并安装该软件，并把 TI的通讯软件安装到电脑上。 

     

2. 双击程序启动图标，打开该软件。 

 

3. 拷贝程序到计算器：拖动【公路高铁】【控制平差】【测量程序集】等到计算器中。 

 
 

 

 

 

 

 

【注意】本书后续的操作流程都是基于使用基本流程的，即程序已经拷贝到计算器中了。 

第 7章 程序操作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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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测量程序集】操作流程 

1. 开机后，按/ O 或 c 2 然后按上下光标键找到【测量程序集】按· 键，出现以下界面，

询问是否保存，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或者【否】，再· 打开文档。 

 
 

2. 按 h 打开程序列表，按£ ¤ 选择所需要运行的程序，程序名称是汉语拼音，如 zbfs就表示是

坐标反算程序，yqx 表示单圆曲线程序。例如选择坐标反算程序（a21zbfs）再按· 键启动程序。

  

3. 输入起点坐标 X,然后按· 键依次输入已知数据。 

  

4. 输入完已知数据后，程序自动给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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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中的设置是保留三位小数，角度度分秒显示，读者不需要额外设置，程序文档自带。 

О【控制平差】操作流程（以水准平差为例） 

1. 开机后，按/ O 或 c 2 然后按上下光标键找到【控制平差】按· 键，出现以下界面，

询问是否保存，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或者【否】，再· 打开文档。 

 
 

2. 按/¢切换到 1.2界面，在 h10 和 s10中输入高差和距离（或者站数数据）然后按/¡回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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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h 打开程序列表，按£ ¤ 选择所需要运行的程序，选择程序（a11szpc 水准平差）。再

按· 键启动程序。然后依次输入下表中的数据。 

 

4. 按/¢切换到 1.2界面，查看成果数据，h11表示改正后的高差，g10表示平差后的高程。 

 

 

 

 

 

【注意】 

1:打开【控制平差】文档后，要运行导线程序，按/¢到2.1，先在2.2界面中输入观测数据。 

2:导线平差中，最后一站的边长数据输入0，以满足循环次数的需要。否则显示维数错误。 

3:导线平差程序是放在2.1即问题2中，由于导线平差中使用了和水准平差同名的变量，为了不发生

数据冲突添加问题2，在不同的问题中，变量名是可以重复的，但变量保存的数据可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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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公路高铁】操作流程（以线元法为例） 

1. 开机后，按/ O 或 c 2 然后按上下光标键找到【公路高铁】按· 键，出现以下界面，

询问是否保存，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或者【否】，再· 打开文档。 

 

2. 按 b912 打开【a11pqx】程序，再按 b15，创建副本。 

  

3. 按 b912 打开【a11pqx】程序，再按 b15，创建副本，再按/ 6 分屏，然后按

/¢到 1.3界面。并在该界面中输入线元的设计参数，但请注意只修改数据，代码不用修改。然

后按/B 做语法检查，再按/S 保存数据文件，方便野外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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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回到 1.1，按 h 选择【a11pqxe】依次输入已知数据。程序自动显示结果数据。 

  
 

 

 

 

 

 

 

 

 

 

 

 

 

 

 

【注意】 

1:输入设计参数时，除条件语句中的数据修改外，不能修改其他代码。 

2:如果需要添加线段，可以按住g选中条件语句代码，复制粘贴后，修改数据。 

3:子程序，用户不需要修改也不能修改，否则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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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乘号： 在编程中,乘号是不能省略,否则提示函数未定义。原因是因为 TI 的变量非常灵活，例如

ls 可以作为一个变量表示缓和曲线的长度。这样如果省略乘号就不用判断是两个变量相乘还是

一个变量。 

2 度分秒：度分秒的输入可以利用复制黏贴功能,直接在输入角度的时候按 ctrl+v 键，也可 

                在键盘输入，按[π]移动光标输入 °  '  ''，但请注意秒的输入是按两次'键即是秒。 

3 极坐标函数:极坐标函数分别是 R▶Pr(△x, △y)和 R▶Pθ(△x, △y)方位角计算后需要判断 

                否小于 360 度。 

4 页面删除：页面可以删除，但不能删除问题，删除问题后，程序也一起丢失了，所以最少要保

留一个页面以保存问题，问题相当于文件，以文件的方式管理数据是 TI 计算器的特色。 

5 电池充电：电池充电时间越长越好，如果只是充上半个小时就不充了，那么电池的续航时间就

短，正常的续航时间是待机 100 小时。 

6 编程界面：编程界面默认的是代码在右，测试界面在左。按/6 分成两个界面，然后按/¢
切换成纯代码界面。方便代码的编辑。 

      
 

7 计算器设置：开始计算前需要把计算器的状态设置到角度单位和 3 位小数显示（或其他的小数

位），和计算结果显示成小数，操作步骤 c52： 
 

   
 

8 空格键：有时需要输入空格，按_直接输入空格了。 
 

9 中文输入：只要按;切换输入法。 

 
 

 
 
 
 

第 8章 常见问题 

 

特别说明： 

由于德州仪器的智能计算器程序是视窗界面的，所以编程习惯和以往稍有不同，如果

有疑问，请发邮件到 jiayi-cai@ti.com（中划线） 

mailto:请发邮件到jiayi-ca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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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插入问题：按 c 回到首页，/~· 到计算器界面，~41。 

 

11 程序复制： 

1 在页面中打开程序，然后按/£ ，到问题浏览器，移动光标选中程序问题，按/b2

（复制）。 

 
2 打开目标文档，然后按/£ ，到问题浏览器，移动光标到目标位置，按/b3（粘贴）。 

 
 

 

 

 

 

【注意】如果是在同一个文档中，在不同的问题之间复制程序，复制后则只要移动光

标到目标位置，粘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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