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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便携式数字磁通门磁力仪探头由三个相互垂直的磁通门传感器

（D、H、Z）组成，其中 H、Z 两个传感器外加磁补偿线圈，可大范

围补偿 H、Z 方向的磁场，三个磁通门传感器测量的是地磁场以及干

扰磁场在其轴线上投影的“向量”值，整套系统用于测量空间任一点

磁场强度的变化量。 

磁场强度测量值的输出方式有两种，指针式表头指示和数据采集

系统采样、贮存、传输。 

 

二、主要技术指标 

（1）. 传   感   器：     D、H、Z三分量 

（2）. 三分量正交度：     ≤20′（传感器安装正交度） 

（3）. 测量动态范围：     ±2500nT，±2.5% 

（4）. 读数分辨力：       0.1nT 

（5）. 噪 声 水 平：      ≤0.1nTrms 

（6）. 温 度 系 数：      ≤0.5nT/℃ 

（7）. 频 率 响 应：      DC～3Hz 

（8）. 工 作 温 度：      -10℃～+40℃ 

（9）. 地磁场补偿范围：   Z：0～50000nT 

H：0～50000nT 

（10）.采样间隔时间：     0.1s、1s、10s、60s，可编程控制 

（11）.最大存储量：       可存储 30 天数据（按 1s采样间隔

时间） 

（12）.供 电 方 式：      直流供电 

（13）.电 池 电 压：      标称电压 24V，最低容量 50AH 

（14）.整 机 功 耗：      ≤3W(通讯模块不发送数据时) 

（15）.时间服务精度：     ±5 秒/30 天 

（16）.防 水 要 求：      主机和传感器均全密封 

（17）.传 输 电 缆：      屏蔽式电缆，长度 25m 

（18）.通 讯 接 口：      USB接口，GPRS 通讯模块 

（19）.整 机 重 量：      小于 35Kg（包括电池、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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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包装箱尺寸：       450×260×300 mm 

三、成套性 

（1）.主    机：           1 台 

（2）.探    头：           1 只 

（3）.探头电缆：           2 根 

（4）.电 池 组：           1 组 

（5）.专用充电器：         1 个 

（6）.USB 传输线：        1 根 

（7）.GPRS 专用天线：     1 根 

（8）.电 源 线：           2 根 

（9）.接地电缆：           1 根 

（10）.光    盘：          1 张 

（11）.铝质携带箱：        1 只 

（12）.装 箱 单：          1 份 

（13）.使用维护说明书：    1 本 

（14）.合 格 证：          1 份 

四、面板说明 

1. 前面板（图 1） 

 

 

 

 

 

 

 

 

 

                  图 1.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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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源”开关：电子开关，轻按一次即开或关电源； 

  （2）. 表头指示：    D、H、Z分量数值指示和电池电量指示； 

  （3）. “选择”开关：表头指示的功能选择； 

  （4）. 粗    调：    H、Z 分量磁场粗补，补偿范围 0～50000nT

分 11档，每档 5000 nT 左右； 

  （5）. 中    调：     H、Z 分量磁场补偿，分 11 档，每档 450 nT

左右； 

  （6）. 细    调：    D、H、Z分量磁场细微补偿； 

  （7）. 模拟输出：    D、H、Z分量磁场值模拟输出； 

  （8）.   USB   ：    通讯接口，用于仪器设置和导出数据； 

（9）. 检    查：    按钮控制，指示灯指示，检查计算机采样

状态，指示灯闪烁 3 次为未启动采样，闪

烁 6次为正在采样，闪烁 12次为采样完成。 

2. 侧面板（图 2） 

 

 

 

 

 

 

 

 

 

 

                    图 2. 侧面板 

（1）.探头：7针插座：   主机与探头连线插座； 

              9针插座：   主机与探头连线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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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电源： 两个插座均为直流电源插座，用于更换电源时不断

电； 

  （3）.天线插座：GPRS 专用天线插座； 

  （4）.接地插座：用于机箱接地。 

五、软件使用 

1. 软件安装 

    首先，光盘放入光驱，双击“便携式数字磁通门磁力仪.msi”可

以按安装向导成功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然后再

次双击“便携式数字磁通门磁力仪.msi”可以成功安装便携式数字磁

通门磁力仪上位机监控程序。 

上位机与主机间 USB 通讯口驱动程序安装步骤： 

开启主机，USB线插入上位机 USB 口，屏幕出现下图： 

     

选择如图所示选项后进行“下一步”，屏幕出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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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如图所示“便携式数字磁通门磁力仪”安装路径“USB 驱动”文

件夹，进行“下一步”出现下图： 

     

选择如图所示选项后进行“下一步”，即可成功安装 USB驱动程序。 

2. 仪器设置 

 5 



 
软件成功安装后可以通过设置菜单，进行系统参数设置、查看实

时数据、查看仪器状态、导出存储卡数据、清空存储卡数据、更新设

备时间操作。 

系统参数设置主要用来

选择系统通信接口方式比

如 :USB 接口通信、串口

COM通信、无线GPRS通信，

其他参数默认即可。 
 

3. USB 通信方式设置 

 

在系统设置里

选择 USB接口通信并

设定当前参数后，会

在下面的状态栏显示

“设备已连接 USB”，

然后依次选择系统设

置里的查看设备状态

菜单会弹出设备状态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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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备状态用来显示设备当前的工作状态，分别有连接状态、

设置采样率标志、采样启动标志、SD 卡已存数据量、设备时间、SD

卡总容量。 

如果设备时间与当前时间不符，则要进行更新设备时间操作。 

 

 

 

 

 

 

 

按照提示选择“是”，然后重新选择查看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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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设备时间

已经更新到当前时间

了，设备时间更新正确

后，即可进行采样率表

设置。 

 

 
通过“添加采样时段” 按钮，可以生成连续时间段的采样率列

表，起始时间、终止时间和采样率均可修改。 

采样时间段添加完成之后，点击“确定”按钮出现下图，按“是”

将重新设定设备使用的采样率列表，并按照此采样率列表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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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出现下图： 

 
可以选择是否删除存储卡内已有的数据。然后再次查看选择设备状态

信息如下： 

 
可以看到“已设置采样率”和“已启动采样”两个状态，说明仪

器已经按照预设的配置进行采样了。 
此外配置信息将会在读取存储卡数据时一起读出，存放在数据文

件内。采样率设置信息：（仪器存储卡容量为 2G） 
10 次/秒      24 小时数据量为：16.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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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秒      24 小时数据量为：1.63M 
1 次/10 秒   24 小时数据量为：166K 
1 次/分钟   24 小时数据量为：27.7K 
1 次/10 分钟  24 小时数据量为：2.77K 

采样率列表可以通过文件/“保存采样率列表”保存，并通过文

件/“打开”调入软件。 

 
查看设备实时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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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导出存储卡数据菜单，获得当前保存在存储卡内的所有

数据。数据文件为文本文件，可以直接打开查看也可以通过数据详表

打开查看。 
4. 数据详表 

数据详表显示当前打开的数据文件内的内容或者通过实时数据

查看获得的临时数据。 

 
通过文件/“打开”菜单，查看已经导出的数据。数据详表内的

数据，可以通过文件/“保存数据文件”保存。通过文件/“新建数据

文件清空”。 
打开数据文件或者查看实时数据，数据曲线将被更新，清空数据

文件时，数据曲线将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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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曲线窗口中，左上侧两个滑块条是显示图形纵坐标更改区，

可以用鼠标拖动滑块更改，也可以通过修改下面的标尺数值更改。左

下侧的四个不同颜色的滑块区是 D、H、Z 分量以及温度值显示更改

区，可以用鼠标拖动滑块更改，也可以通过修改下面的标尺数值更改，

如蓝色线显示 D 分量值为-50nT，修改下面的标尺数值为+50 nT，蓝

色显示线将回到 0 坐标附近，方便同时观察几个测量值的变化。 
曲线窗口点击右键，可以打印此曲线、显示曲线上的数据等操作。 

 

5. 无线 GPRS 通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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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无线 GPRS 通信时，确保：①.主机内部的 GPRS

模块已经安装手机 SIM 卡；②.手机 SIM 卡无欠费并开通 GPRS 流

量套餐；③.正在使用该软件系统的电脑能够连接互联网；④.正在

使用该软件系统的电脑已安装花生壳能够正常工作，本机提供免费域

名为 aodi2012.eicp.net，密码：123456；⑤.安装的手机 SIM 卡已开

通飞信功能；⑥.已使用飞信客户端将该 SIM 卡的手机号加为好友。

⑦.正在使用该软件系统的电脑已安装飞信客户端。⑧.连接互联网的

路由器已经设置端口转发规则，端口号为 5002。 

 

在系统设置里选择无线 GPRS，主机 IP 使用默认值，端口号也使

用默认值 5002。点击设定当前参数后会在下面的状态栏提示： 

 

打开花生壳软件，登陆预设的护照账号实现动态域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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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壳软件运行正常后，通过飞信发送指令唤醒各个子站，使其

与中心站服务端联网。飞信客户端登陆后，将自己的飞信昵称名字改

为 dtu。选择任意一个子站号码发送指令：DTU#1，稍等片刻该子站

会回复 OK,说明子站已经接受指令（DTU#1 表示使该子站唤醒，

DTU#0 表示使该子站休眠）。再稍等片刻会看到软件中上线客户端列

表区出现“客户端 10”字样，这时就可以对编号为客户端 10 的子站

进行各种操作了（类似 USB 通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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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S 无线通信操作与 USB 通信操作的最大区别就是导出存储卡

数据操作，由于 GPRS 无线通信的过程中存在例如 GPRS 信号弱、电

脑连接的互联网不稳定、花生壳免费域名服务不稳定等因素会导致通

信中断，这就需要考虑两个方面：①.使用 GPRS 无线通信传输数据

量要尽量小；②.使用 GPRS 无线通信操作时确保网络各个环节的正

常。 

当选择导出存储卡数据后，会动态生成当前传输数据的各个状态

信息，例如：客户端编号，文件大小，已用时间，状态信息。下图为

正在传输数据的各个状态显示。 

 

当数据传输完毕后，状态栏中显示“上传完毕”，这时就可以通

过飞信发送休眠指令“DTU#0”使该子站下线，操作成功后，软件中

上线客户端列表区会自动消失“客户端 10”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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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RS 无线传输的数据文件后缀为.gprs，无法直接打开，需通过文

件/“打开”菜单，查看已经导出的数据。 

六、仪器使用 

    注意：仪器主机箱内部是悬臂式结构，运输时要保持平放。 

1. 开箱检查         

打开外包装箱，检查仪器的携带箱、主机、探头、电缆、电池及

相关文件等应完好无缺损，否则，立即向运输部门或供应商联系。 

2. 通电检查 

     注意：连接、拆除电缆时手扶防水插头和插座旋紧，不要手扶

电缆旋紧，否则会损伤电缆。 

     连接好仪器之间各电缆，USB 线与上位机电脑连接，注意：探

头放置方向有要求，最上面传感器为 D 分量，轴线对准东西方向，探

头底部电缆出线端对准南方。上电，检查电池电量，电池正常供电范

围为 21V至最高。 

    开启上位机，与主机通讯连接，设置采样率表并确认，使主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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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时数据传递状态，观察 D、H、Z 及温度值，轻微转动探头方向使

D 分量值在 0nT 附近，调整 H、Z 磁场补偿量能够使两个分量值读数

在 0nT 附近，温度值接近环境温度，则仪器工作正常。 

    注意：顺时针调节磁场补偿旋钮，增加磁场值读数，逆时针调节

磁场补偿旋钮减小磁场值读数，调整到位后“细调”电位器旋钮锁紧。 

3. 观测 

调节探头调平装置至探头水平，重新调整各分量磁场补偿量至适

当观测值后，仪器即调试完成，可以进入长期观测状态。关闭实时数

据传递中断 USB通讯，拔掉通讯电缆，使仪器处于不监控测试状态。

可通过“检查”按钮确认计算机采样状态，指示灯闪烁 3 次为未启动

采样，闪烁 6 次为正在采样，闪烁 12 次为采样完成。 
4.  输出数据 

按上述“软件使用”中第 3 项“USB 通信方式设置”方法，选择“导

出存储卡数据”导出存储数据。 
 

 
 
 

 17 


	一、概述
	二、主要技术指标
	三、成套性
	四、面板说明
	五、软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