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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坡度几何公式如何用、坡度和角度计算公式分别是什
么？-股识吧

一、坡度的公式

坡度（slope）是地表单元陡缓的程度，通常把坡面的铅直高度h和水平宽度l的比叫
做坡度（或叫做坡比6261696475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262346461）用字母i
表示。
坡度的表示方法有百分比法、度数法、密位法和分数法四种，其中以百分比法和度
数法较为常用。
(1) 百分比法 表示坡度最为常用的方法，即两点的高程差与其水平距离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如下：坡度 ＝ (高程差/水平距离)x100% 使用百分比表示时，
即：i=h/l×100％ 例如：坡度3% 是指水平距离每100米,垂直方向上升(下降)3米 ；
1%是指水平距离每100米,垂直方向上升(下降)1米 。
以次类推！ (2) 度数法
用度数来表示坡度，利用反三角函数计算而得，其公式如下： tanα(坡度)＝
高程差/水平距离 所以α(坡度)＝ tan-1 (高程差/水平距离)
不同角度的正切及正弦坡度 角度 正切 正弦 0° 0% 0% 5° 9% 9% 10° 18% 17% 30°
58% 50% 45° 100% 71% 60° 173% 87% 90° ∞ 100% 例题：
一个斜坡的坡度i=1:2,若某人沿斜坡往上行进100米,则他的高度将上升多少米. 解：
因为坡度——通常把坡面的铅直高度h和水平宽度l的比叫做坡度（或叫做坡比）用
字母i表示。
通常使用百分比表示。
那么，就有：高度上升为:X�+(2X)�=100� 5X�=100� X√5=100 X=100/√5
因为√5=√5/√5*√5 X=20√5 简化为：100*√5/5=20√5米.
其实坡度简单的讲就是一个直角邻角（地面的角）的TAN值.
国际地理学会地貌调查和野外制图专业委员会将坡度分为7级:
0-2°平原至微倾斜坡，2-5°缓倾斜坡，5-15°斜坡，15-25° 陡坡，25-35°
急坡，35-55° 急陡坡，>55°垂直坡 中国大陆规定>25°不能耕种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15°和25°分别为坡面流水面状侵蚀的下限和上限临界坡角。

二、坡度和角度计算公式分别是什么？

一、坡度计算公式：1、百分比法表示坡度最为常用的方法，即两点高程差与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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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坡度 = (高程差/路程)x100%2、
度数法用度数来表示坡度，利用反三角函数计算而得，其公式如下：tanα(坡度)=
高程差/路程二、角度计算公式角度和弧度关系是：2π弧度=360°。
从而1°≈0.0174533弧度，1弧度≈57.29578°。
1、角度转换为弧度公式：弧度=角度×(π ÷180 )2、弧度转换为角度公式： 角度=
弧度×（180÷π）扩展资料依据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地貌调查与地貌制图委员会关
于地貌详图应用的坡地分类来划分坡度等级，规定：0°～0.5°为平原，>0.5°～2
°为微斜坡，>2°～5°为缓斜坡，>5°～15°为斜坡，>15°～35°为陡坡，>35
°～55°为峭坡，>55°～90°为垂直壁。
中国大陆规定>25°不能耕种。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15°和25°分别为坡面流水面状侵蚀的下限和上限临界坡角。
在实际应用中，整数的角度已经够精准。
当需要更准确的角度值时，如天文学中量度星体或地球的经度和纬度，除了可用小
数表示，还可以把角度细分为角分和角秒：1度为60分（60′），1分为60秒（60″
）。
例如40.1875° = 40°11′15″。
要再准确一点的话，便用小数表示角秒，不再加设单位。
度为最常用的单位，其他单位与特定行业要求相关。
参考资料：搜狗百科-坡度参考资料：搜狗百科-角度

三、坡度的公式

坡度（slope）是地表单元陡缓的程度，通常把坡面的铅直高度h和水平宽度l的比叫
做坡度（或叫做坡比6261696475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262346461）用字母i
表示。
坡度的表示方法有百分比法、度数法、密位法和分数法四种，其中以百分比法和度
数法较为常用。
(1) 百分比法 表示坡度最为常用的方法，即两点的高程差与其水平距离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如下：坡度 ＝ (高程差/水平距离)x100% 使用百分比表示时，
即：i=h/l×100％ 例如：坡度3% 是指水平距离每100米,垂直方向上升(下降)3米 ；
1%是指水平距离每100米,垂直方向上升(下降)1米 。
以次类推！ (2) 度数法
用度数来表示坡度，利用反三角函数计算而得，其公式如下： tanα(坡度)＝
高程差/水平距离 所以α(坡度)＝ tan-1 (高程差/水平距离)
不同角度的正切及正弦坡度 角度 正切 正弦 0° 0% 0% 5° 9% 9% 10° 18% 17% 30°
58% 50% 45° 100% 71% 60° 173% 87% 90° ∞ 100% 例题：
一个斜坡的坡度i=1:2,若某人沿斜坡往上行进100米,则他的高度将上升多少米.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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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坡度——通常把坡面的铅直高度h和水平宽度l的比叫做坡度（或叫做坡比）用
字母i表示。
通常使用百分比表示。
那么，就有：高度上升为:X�+(2X)�=100� 5X�=100� X√5=100 X=100/√5
因为√5=√5/√5*√5 X=20√5 简化为：100*√5/5=20√5米.
其实坡度简单的讲就是一个直角邻角（地面的角）的TAN值.
国际地理学会地貌调查和野外制图专业委员会将坡度分为7级:
0-2°平原至微倾斜坡，2-5°缓倾斜坡，5-15°斜坡，15-25° 陡坡，25-35°
急坡，35-55° 急陡坡，>55°垂直坡 中国大陆规定>25°不能耕种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15°和25°分别为坡面流水面状侵蚀的下限和上限临界坡角。

四、坡度和角度计算公式分别是什么？

一、坡度计算公式：1、百分比法表示坡度最为常用的方法，即两点高程差与其路
程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坡度 = (高程差/路程)x100%2、
度数法用度数来表示坡度，利用反三角函数计算而得，其公式如下：tanα(坡度)=
高程差/路程二、角度计算公式角度和弧度关系是：2π弧度=360°。
从而1°≈0.0174533弧度，1弧度≈57.29578°。
1、角度转换为弧度公式：弧度=角度×(π ÷180 )2、弧度转换为角度公式： 角度=
弧度×（180÷π）扩展资料依据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地貌调查与地貌制图委员会关
于地貌详图应用的坡地分类来划分坡度等级，规定：0°～0.5°为平原，>0.5°～2
°为微斜坡，>2°～5°为缓斜坡，>5°～15°为斜坡，>15°～35°为陡坡，>35
°～55°为峭坡，>55°～90°为垂直壁。
中国大陆规定>25°不能耕种。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15°和25°分别为坡面流水面状侵蚀的下限和上限临界坡角。
在实际应用中，整数的角度已经够精准。
当需要更准确的角度值时，如天文学中量度星体或地球的经度和纬度，除了可用小
数表示，还可以把角度细分为角分和角秒：1度为60分（60′），1分为60秒（60″
）。
例如40.1875° = 40°11′15″。
要再准确一点的话，便用小数表示角秒，不再加设单位。
度为最常用的单位，其他单位与特定行业要求相关。
参考资料：搜狗百科-坡度参考资料：搜狗百科-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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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证指数以什么时期为基点,基点为多少,用什么方法编制？

从开市的那一天为基点，基点100，综合平均加权法编制

六、股票斜率怎么算

股价图纵坐标是价格，横坐标是时间，那么就是（当天收盘价-
前N日收盘价）/N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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