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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水位观测标准》的通知 

(90)建标字第 318 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1986]250 号文的要求，由原水利电力

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水位观测标准》，已经有关部会

审，现批准《水位观测标准》GBJl38—90 为国家标准，自 199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水利部管理。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水利部长江

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负责。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

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编制说明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计综(1986)250 号文的要求，

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负责主编，并会同有关单位共

同编制而成。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标准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水文工作的实践经验，参考了有

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针对主要技术问题开展了科学研

究与试验验证工作，并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

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鉴于本标准系初次编制，在执行过程中，希各单位结合工

程实践和科学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如发现需

要修改和充实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水文局（武汉市解放大道 1156 号），以供今后修改时参

考。 

                                    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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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自记水位计的水位观测 

第一节 自记水位计的检查和使用 

第二节 自记水位计的比例 

第三节 自记水位记录的订正和记录 

第四节 自记记录的误差来源与控制 

第六章 水位观测结果的计算 

第一节 日平均水位计算 

第二节 水面比降的计算 

第三节 潮水为特征值的统计 

第七章 水位观测的不确定度估计 

第一章 总 则 

    第 1.0.1 条 为了合理地统一我国水位站建立、水位观测

设备设置、水位观测和计算等方面的技术规定，保证水位观测

资料的质量，以便为各类工程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特制定本

标准． 

第 1.0.2 条 本标准适用天然、河流、湖泊、水库、人工

河渠、受潮汐影响河段和水工程附近的水位观测。 

第 1.0.3 条  水位观测的时制应采用北京标准时。 

第 1.0.4 条  水位观测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执行国家

现行的有关标准。 

第二章 水位站 

第一节 水位站的站址选择 

第 2.1.1 条 水位的站址选择应满足建站的目的和观测精

度的要求，选择在观测方便和靠近城镇或居民点的地点．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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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河道水位站，宜选择在河道顺直、河床稳定和水流

集中河段。 

    二、湖泊出口水位站应设在出流断面以上水流平稳处，

堰闸水位站和湖泊、水库内的水位站宜选在岸坡稳定，水位有

代表性地点。 

    三、河口潮水位站宜选在河床平坦、，不易冲淤、河岸稳

定、不易受风浪直接冲击的地点。 

    第 2.1.2 条 水位站建站方案，必须根据查勘提供的河道

地形，河床演变，水文特征，水力条件和水位站工作条件等情

况，经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确定。 

    第 2.1.3 条 水位站根据水文站网规划将发展成水文站

时，站址应根据水文站的要求进行选择。 

第二节 基面的确定 

    第 2.2.1 条 水位观测所采用的基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已设水位站，应将原用的基面冻结下来，作为冻结基

面。 

二、新设站应采用与上下游测站相一致的基面，并作为本

站冻结基面。 

    三、水位站已采用测站基新的可继续沿用。 

    四、水位站采用的冻结基面应尽快与我国现行的国家高

程基面相连结，各项水位、高程资料中应写明本站采用的基面

与国家高程基面之间的换算关系。 

第三节 水准点的设置 

    第 2.3.1 条 测站水准点的设宴，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基本水准点应设在测站附近历年最高水位以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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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稳定、便于引测保护的地点。当测站附近设有国家水准点时，

可设置一个基本水准点；当测站与国家水准点连测困难时，应

在不同的位置设置三个基本水准点，并应选择其中一个为常用

水准点。 

    二、当基本水准点离水尺断面较远时，校核水准点应设

在便于引测和稳定的地点。当基本水准点离水尺断面较近时，

可不设置。 

    三、测站水准点应统一编导，保持不变。 

第 2.3.2 条 基本水准点的底层最小火土埋深；不冻地区宜

为 1.2～1.5m，冻土层厚度小于 1.5m 地区宜为 2.0m；冻土层

厚度大于 1.5m 地区宜在冻土层以下 1.0m。见图 2.3.2。 

 

 

 

 

 

 

 

    水准点可直接浇注在基岩或稳定的永久性建筑物上。在

基岩上浇注水准点时，应选择坚固稳定的岩石。当岩石表面有

风化层时，应先予以清除；当基岩露出地面时，可在岩石上凿

孔槽，将金属或磁料制成的标志浇注在孔槽中。当基岩在距地

面下深处，应先将带混凝土底座的铁管或钢轨因结在基岩上，

再将水准点标志浇注在灌有水泥沙浆的铁管顶端、当采用钢轨

时，，应在其上端直接旋成半圆球形作为水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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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3 条 校核水准点可用长柱形石料、混凝土桩和钢

筋混凝土桩制成，上端凿成或浇注成半圆球形的标志，下端浇

注混凝土底座。或在坚固的岩石上凿刻或在稳定的永久性建筑

物上浇注而成。 

    校核水准点埋没的最小入土深度可按基本水准点的规定

执行。 

    第 2.3.4 条 水准点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基本水准点除列入国家一、二、三等水准网的以外，

其高程应从国家二、三等水准点用不低于三等水准接测。据以

引测的国家水准点一经选用，当无特殊情况时不得随意更换。 

    二、校核水准点应从基本水准点采用三等水准接测。当

条件不具备时，可采用四等水准接测。 

    三、水准点稳定性较差的，或对水位精度要求较高盼测

站，基本水准点宜 3、5 年校测——次；其他测站宜 5、10 年校

测一次。校核水准点宜每年校测一次。当有变动迹象时，应及

时校测。 

四、当上下比降断面附近分别没有校核水准点时，且基本

水准点向两个校核水准点分别引测的测距之和与两个校核点

之间的测距相比相差不大，应从基本水准点先引测其中一个，

再连测另一个。当基本水准点处于上下比降断面校核水准点之

间时，可分别引测。． 

                  第四节 水尺断面的布设 

    第 2.4.1 条 基本水尺断面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河道水位站的基本水尺断面，应设在顺直河段的中

间，并与流向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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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堰间水位站的上游基本水尺断面，应设在堰闸上游

水流平稳处，与堰闸的距离不宜小于最大水头的３～５倍；下

游基本水尺断面应设在堰闸下游水流平稳处，距消能设备末端

的距离不宜小于消能设备总长的３～５倍。 

    三、水库水位站的基本水尺。应设于坝上游水流平稳处，

当坝上水位不能代表闸上水位时，应另设闸上水尺。当需用闸

坝下游水位推流时，应在邻近下游水流平稳处设置水尺断面。 

    四、湖泊水位站基本水尺断面应设于有代表性的水流平

稳处． 

    第 2.4.2 条 比降水尺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要求进行地蜂观测加体应在基本水尺微面加上下游

分别设置上下比降水尺断面。当受地形限制时，可用基本水尺

断面兼作比降上或下断面。 

    二、比降水尺断面应设在顺直河段上。上下比降断面间

不应有外水流入或内水分出，河底和水面比降不应有明显的转

折。上、下比降断面的间距应使测得比降的综合不确定度不超

过 15%（置信水平为 95%）。 

    三、比降断面间距的测量，往返不符值，应小于测段距

离的 1/1000。 

    四、比降断面的间距可按下式计算： 

    １．当核核水准点在一个断面上时： 

       ⎟
⎠
⎞⎜

⎝
⎛ Δ++

Δ
= 22242

22
22

gsmm
s

SXZSS
XZ

L              

（2.1.2-1） 

式中  Ｌ——比降断面间距（Ｋｍ）： 

      Ｓg 一水尺水位观读的标准差（ｍｍ），无波浪或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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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备时为 5mml； 

      Sm——水准测量 1Km 线路上的标准差(mm)，三等水准为

6mm，四等水准为 10mm； 

      Xs——比降观测．允许的综合不确定度(15%); 

    △Z——河道长 lKm 的落差(mm)，落差变幅较大时， 

应视比降观测的主要目的选用适．当的 AZ 值，一般测

站可选用中水位时的落差值。 

     2．当上下比弹断面分别设有校捧水准点，且草中千个

校核水难点是由基本水准点经过另一个校核水准点按三等水

准连测时： 

( ) )22.4.2(22 22;
1

2 −−−−−−−−−+++
⋅Δ

= KMuM
S

SSLLS
XZ

L  

式中 Sm——罩等水准测量 lKm 线路上的标准差； 

     LU——上断面水准点至上断面水尺的平均测距(Km)； 

     L1——下断面水准点至下断面水尺的平均测距(Km)； 

第五节水位站地形测量和大断面测量 

第 2.5.1 条 水位站可只进行简易地形测量，当对观，站

地形图在使用上有较高要求时，应按现行的有关标准执行。 

第 2.5.2 条 水位站的简易地形测量应在设站初期进行，以

后在河道、地形、地貌有显著变化时，可根据变化情况进行全

部。或局部重测。当该地区测有适合测站应用的地形图时，可

根据需要进行补充测绘。 

第 2.5.3 条 水位站简易地形的测量范围、测绘内容应按现

行的有关标准执行。简易地形测量的平面控制可采用视距导线

或罗盘仪导线，视距导线的边长可采用视距哮测定 3 罗盘仪导

线可采用钢尺或皮尺测定。视距导线的角度可采用经纬仪半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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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测定，罗盘仪导线的角度可用刻度至半度的罗盘仪测定。高

程控制应采用四等水准，水准点、高程控制点以外的测点的高

程可用视距高差测量。 

    第 2.5.4 条 基本水尺断面和比降水尺断面应根据需要进

行大断面测量和复测，大断面的测量范围和测量方法应按现行

标准执行。 

    对河面宽阔的湖泊水位站、湖水位站内水位观测点，当

大断面资料无使用要求，且施测大断面比较困难时，可不进行

大断面测量，或只在水尺岸边一定距离范围内施测半江横断

面。 

第六节  测站考证 

    第 2.6.1 条 水位站必须在建站初期编制测站考证簿，编

制时应认明证，详尽填写。以后遇有变动，应在当年对变动部

分及时补充修订，内容变动较多的站，应隔一定年份重新全面

修订一次。 

第 2.6.2 条．测站考证簿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下列各项： 

一、测站位置 

二、测站沿革 

三、自然地理情况 

四、测站附近河流情况 

五、测站断面布设与变动情况 

六、引据水准点、基本水准点、校核水准点、水准基面及

其变动情况 

七、水位观测设备伪设置及其变动情况 

八、观测时制及其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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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建站目的有关的观测项目及其变动情况 

十、附近河流形势及测站位置图，测站地形图或简易地形

图，大断面图，水位观测设备布设图及其他必要的图表． 

第三章 水位观测设备 

第一节 水  尺 

      第 3.1.1 条  水尺的刻度必须清晰，数字必须清楚且

大小适宜，数字的下边缘应放在靠近相应刻度处。刻度面宽不

小于 5cm；刻度、数字、底摄的色彩对比应鲜明，且不易褪色；

不易剥落。 

    最小刻度为 1cm，误差不大于 0.5 曲 m，当水尺长度在 0.5m

以下时，累积误差不得超过 0.5mm，当水尺长度在认 0.5m 以

上时，累积误差不得超过该段长度的 1%。 

      第 3.1.2 条 选择水尺形式时，应优先选用直立式水

尺，当直立式水尺设置或观读有困难而断面附近有固定的津坡

或水工建筑物的护坡时，可选用倾斜式水尺；在易受流冰、航

运、浮运或漂浮物等冲击以及岸坡十分平坦的断面，可选用矮

桩式水尺。当断面情况复杂时，可按不同的水位级分别设置不

同形式的水尺。 

    第 3.1.3 条 水尺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水尺设置的位置必须便于观测人员接近，直接观读

水位，并应避开涡流、回流、漂浮物等影响。在风浪较大的地

区，必要时应采用静水设施。 

二、水尺布没的范围，应高于测站历年最高、低于测站历

年最低水位 O.5m。 

三、同一组的各支基本水尺，应设置在向一断面线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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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形限制或其他原因必须离开同一断面线设置时，其最上游

与最下游一支水尺之间的同时水位差不应超过 lcm。 

  四、同一组的各支比降水尺，当不能设置在同一断面线上

时，偏离断面线的距离不得超过 5m，同时任何两支水尺的顺

流向距离不得超过上、下比降断面间距的 l／200。 

    五、相邻两支水尺的观测范围宜有 0.1～0.2m 的重合，

当风浪经常较大时，重合部分可适当放大至 O.4m。 

    第 3.1.4 条水尺的编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对设置的水尺必须统一编号，各种编号的排列顺序

应为：组号、脚号、支号、支号辅助号。组号应代表水尺名称，

脚号应代表同类水尺的不同位置，支号应代表同一组水尺中从

岸上向河心依次排列的各文水尺的次序，支号的辅助号应代表

该文水尺零点高程的变动次数或在原处改设的次数。全在原设

一组水尺中增加水尺时，应从原组水尺中最后排列的支号连续

排列。当某支水尺被毁，新设水尺的相对位置不变时，应在支

号后面加辅助号，并用连接符“--”与支号连接。 

    二、当设立临时水尺时，在组号前面应加—符号“T”，

支号应按设置的先后次序排列，当校测后定为正式水尺时，应

按正式水尺统一编号。 

    三、当水尺变动较大时，可经一定时期后将全组水尺重

新编号，可一年重编一次。 

    四、水尺编号(见表 3.1.4)应标在直立式水尺的靠被上

部，矮桩式水尺的桩顶上，或倾斜式水尺的斜面上的明显位置，

以油漆或其他方式标明。 

    第 3.1.5 条 直立式水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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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立式水尺的水尺板应固定在垂直的靠桩上，靠桩宜

做流线型，靠桩可用型钢、铁管或钢筋混凝土等材料做成，或

可用直径 10～20cm 的木桩做成。当采用木质靠桩时，表面应

作防腐处理。安装时，应将靠桩浇注在稳固的岩石或水泥护坡

上，或直接将靠校打入，或埋没至河底。 

有条件的测站，可将水尺刻度直接刻绘或将水尺板安装在

阻水作用小的坚固岩石上，或混凝土块石的河岸、桥梁、水工

建筑物上。 

水  尺  代  号                    表 3.1.4 

类别  代     

号  

            意            

义  

组号  

P 

C 

S 

B 

基本水尺  

流速仪测流端面水尺  

比降水尺  

其他专用或辅助水尺  

脚号  

u 

i 

a，b， c

d……  

设于上游的  

设于下游的  

一个端面上有多股水流时，自左

岸开始的序号  

 

    注：①没在重合断面上的水尺编号，按 P、C、S、B 排序，

选用前面一个，当基本水尺兼流速仪测流断面水尺时，组号用

“P”． ②必要时，可另行规定其它组号。 

    二、水尺靠桩入上深度宜为 1.0～1.5m；松软土层或冻土

层地带，宜埋设至松土层或冻土层以下至少０.5m，在淤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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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入土深度不宜小于靠桩在河床以上高度的 1．5～２倍 

    三、水尺应与水面垂直，安装时应吊垂线校正。 

    第 3.1.6 条 倾斜式水尺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倾斜式水尺应将金属板固紧在岩石岸坡上或水工建

筑物的斜坡上，按斜线与垂线长度的换算，在金属板上刻划尺

度，或直接在水工建筑物的斜面上刻划，刻度面的坡度应均习，

刻度面应光滑。 

    二、刻划尺度可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1.用水尺零点高程的水准测量方法在水尺板或斜面上测

定几条整分米数的高程控制线，然后按比例内插需要的分划刻

度。 

    2.测出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然后按照斜面长度与垂直

长度的换算关系绘制水尺。、 

    第 3.1.7 条 矮桩式水尺入土深度与直立式水尺靠桩相

同， 桩顶宜高出床面 5～20cm，木质矮桩顶面宜打入直径为

2.3cm 的金属圆头钉，以便放置测尺。两相邻桩顶的高差宜在

０.4～0.8m 之间，平坦岸坡宜在 0．2～０.4m 之间。淤积严

重的地方，不宜设矮桩式水尺。 

    第 3.1.8 条 临时水尺的设置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及时设置临时水尺。 

    1.发生特大洪水或特枯水位，超出测站原设水尺的观读

界限： 

    2.原水尺损坏； 

    3.断面出现分流，超出总流量的 20%； 

    4.河道情况变动，原水尺处于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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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结冰的河流，原水尺冻实，需要在断面上其它位置另

设水尺； 

    6.分洪溃口。 

    二、临时水尺可采用直立式或矮桩式，并应保证临时水

尺在使用期间牢固可靠。 

    三、当发生特大洪水、特枯水位或水尺处干涸冻实时，

临时水尺宜在原水尺失效前设置。 

四、当在观测时间才发现观测设备损坏时，可打一个木桩

至水下，使桩顶与水面齐平或在附近的固定建筑物、岩石上刻

上标记，用校测水尺零点高程的方法测得水位后，再设法恢复

观测设备。 

第 3.1.9 条 水尺设置后，应测定其零点高程，并应符合下。

下列规定： 

一、水尺零点高程的测量，应按四等水准的要求进行，当

受条件限制时，可按表 3.1.9 的要求执行。 

视线长度 往返不符值 

（mm）  视  距（m） 同尺黑

红面读

数差 

（mm）  

同站黑

红面所

测高差

之差

（mm） 

不平

坦 
平坦 不平坦 平坦 

单站前后视

距不等差 

（m） 

3 5 n3± n4±     

 

    注：①仪器类型可采用S3或S10。 

    ②采用单面尺时，交换仅器高度前后所 2Il 两尺高差之

差与同站黑红面所测高差之差限差相同。 

    ⑧为单程仪器站数，当往返始效不等时，取平均值汁算。 

    ④2ll 量过程中应注意不使前后视距不等差累积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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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往返两次水准测量应由校核水准点开始推算各测点

高程。往返两次测量水尺零点高程之差，在允许误差之内时，

以两次所测高程的平均值为水尺零点高程。当超出允许误差

时，应予重测。 

第 3.1.10 条 水尺零点高程应记至毫米。当对计算水位五

特殊要求时，水尺零点高程可按四舍六入法则取至厘米。 

    第３.1.11 条 高程的校测次数与时间，应以能掌握．水

尺零点高程的变动情况，取得准确连续的水位资料为原则。在

每年年初或汛前应将所有水尺全部校测一次，汛后应将本年洪

水到达过的水尺全部校测一次。有封冻的测站，还应在每年封

冻前和解冻后将全部水尺各校测一次。当汛后与封冻或汛前与

解冻相隔时间很短时，可以减少校测次数。冲淤严重或漂浮物

较多的测站，在每次洪水后必须对洪水到达过的水尺校测一

次。 

    当发现水尺变动或在整理水位观测结果时发现水尺零点

高程有疑问，应及时进行校测。 

第 3.1.12 条 校测水尺零点高程时，当校测前后高程相差

不超过本次测量的允许不符值，或虽超过允许不符值，但对一

般水尺小于 l0mm 或对比降水尺小于 5mm 时，可采用校测前的

高程。当校测前后高程之差超过该次测量的允许不符值，且对

一般水尺大于 10mm 或对比降水尺大于 5mm 时，应采用校测后

的高程，并应及时查明水尺变动的原因及日期，以确定水位的

改正方法。 

第二节  测针众悬锤式水位计 

第 3.2.1 条 测针式水位计适用于资料精度要求较高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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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站测流建筑物上，或有较好的静水湾或静水井的水位站。 

第 3.2.2 条 测针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测针式水位计可设置在不同高程的一系列基准板或

台座上，应能测到水位变幅范围内的最高和最低水位。当设置

有两个以上的水位计时，各文水位计应设置在同一断面线上。

当条件限制不能设置在同一断面线上时，水位计偏离断面线的

距离不宜超越 lm。 

    二、安装测针式水位计时，应将水位计支架固紧在用钢

筋混凝土或水泥浇注的台座上，测杆必须与水面垂直，安装时

可用吊垂线调整，并可加装简单的电器设备来判断和指示针尖

是否恰好接触水面。 

第 3.2.3 条 悬锤式水位计，适用于断面附近有坚固陡岸、

桥梁或水工建筑物的岸壁可以利用的测站。 

第 3.2.4 条 悬锤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测到历年最高、最低水位，当利用坚固陡岸或其它水

工建筑物设置时，应选择水流平顺不受阻水物影响的地方。当

条件限制，测不到历年最高、最低水位时，应配置其他观测设

备。 

   二、安装时，支架应固进在坚固的基础上，滚筒轴线应与

水面平行，悬锤重量应能拉直悬索。安装后，应进行严格的滤

定，并定期检盏测索引出的有效长度与记数器或刻度盘读数的

一致性，其误差应为 ± 1cm。 

第 3.2.5 条 测针式和悬锤式水位计的基准板或基准点的

高程测量与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的要求相同，可每年汛前校测一

次，当发现有变动迹象时，应及时校测。其编号方法可按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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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节自记水位计 

    第 3.3.1 条 自记水位计的型式，应根据河流特性、河道

地形、河床土质、断面形状或河岸地貌以及水位或潮水位变幅、

涨落率、泥沙等情况确定。 

  第 3.3.2 条 选用的仪器，必须是经过国家水文仪器检测

中心检测，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产品。 

    第 3.3.3 条 测站选用的自记水位计测量精度应符合表

3.3.3 要求，走时机构时间误差应符合表 3.3.3—2 的要求。 

    涨落急剧的小河站，应选择的问估读误差土 2.5min 的自

记仪器。 

   自记水位计允许测量误差            表 3.3.3—1 

水位量程（ｍ） ≤１０ｍ  １０ｍ< zΔ  <１５ｍ  >１５ｍ

综合误差   ２ｃｍ  ２％０ ZΔ• ３ｃｍ  

室内测定保证

率  

95％  95％  95％  

    第 3.3.4 条 设置自记水位计，应能测到历年最高水位

和最低水位，当受条件限制测不到历年的最高、最低水位时，

应配置其他水文观测设备。 

第 3.3.5 条 浮子式自记水位计适用于可修建测井、无封

冻河床无较大冲淤变化的测站。见图 3.3.5 

    第 3.3.6 条 浮子式自记水位计应设置在岸边顺直、水位

代表性好，不易淤积，主流不易改道的位置，并应避开回水和

受水工建筑物影响的地方。 

    第 3.3.7 条 浮子式自记水位计由自记仪和自记台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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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自记台按结构形式和在断面上的位置可分为岛式、岸式、

岛岸结合式。见图 3.3.7 

岛式自记台由测井、支架、仪器室和连接至岸边的测桥组

成，适用于不易受冰凌、船只和漂浮物撞击的测站。 

 

 

 

 

 

 

     

岸式自记台由设在岸上的测井、仪器室和连接测井与河道

的进水管组成，可以避免冰凌、漂浮物、船只等的碰撞，适用

于岸边稳定、岸坡较陡、淤积较少的测站。 

    岛岸结合式自记台兼有岛式、岸式的特点，与岸式自记

台相比可以缩短进水管，适用于中低水位易受冰凌、漂浮物、

船只碰撞的测站。 

    第 3.3.8 条 测井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测井不应干扰水流的流态，测井坡面可建成圆形或

椭圆形。 

    二、井壁必须垂直。井底应低于设计最低水位 0.5～1m，

测井口应高于设计最高水位 0.5～1m。 

三、测井井底及进水管应设防淤和清淤设施，卧式进水管

可入水口建筑沉沙池。测井及进水管应定期清除泥沙。多沙河

测井应设在经常流水处，并在测井下部上下游两侧开由淤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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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四、测井可用金属；钢筋混凝土、砖或其他适宜的材料建

成。 

    五、测井截面应能容纳浮子随水位自由升降，浮子与井

壁应 5～10cm 间隙。水位滞后不宜超过 1cm，测井内外含沙量

差异引起的水位差不宜超过 1cm，并应使测井具有一定的削弱

波浪的性能。 

第 3.3.9 条 进水管、管道应密封不漏水，进水管入水口

应高于河底 0.1、0.3m，测井入水口应高于测井底部 0.3～

O.5m。有封冻的地区，进水管必须低于冰冻线。进水管可用铜

管、水泥管、瓷釉管等材料建成。根据需要可以设置多个不同

高程的进水管。 

    第 3.3.10 条 在设计进水管和测井时，滞后量可按下式

计算： 

    )10.3.3(
2

1
22

2 −−−−−⎟⎟
⎠

⎞
⎜⎜
⎝

⎛
⎟
⎟
⎠

⎞
⎜
⎜
⎝

⎛
=Δ

t

z

p

w

d
d

A
A

gc
z  

    式中⊿Z——滞后量(m)
 

      c——流量系数； 

g——重力加速度(m／s
２
)； 

      Aw——测并的横截面面积(m
２
)． 

      Ap——进水管的横截面面积(m
２
) 

      dz/dt——水位变率（ｍ／ｓ）。当设计测井和进水管时，

dz/dt 取流最大水位变率，当计算测井滞后量时，dz/dt取测井

中实际水位变率。 

    第 3.3.11 条测井内外水体密度差异引起的水位差可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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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 

    1000/11

0
sChz ⋅⎟⎟

⎠

⎞
⎜⎜
⎝

⎛
−=Δ
ρρ

      (3．3．11) 

式中ΔZ——测井内外水位差(m) 

      ρ０ ——清水密度(t／m
３
)；’ 

      ρ——泥沙密度(t／m
３
)，可实验分析确定，或采用２.

６５t／m
３
计算 

      h——进水管的水头(m) 

      C5—含沙量(kg／m
3
)     

第 3.3.12 条 在冰期，测井内可采用水面敷油或加热的方

法防冻。 

    第 3.3.13 条 仪器室应能容纳记录仪器和一位工作人员

在里面正常工作，应能通风、防雨、防潮，可安装百叶窗，并

在自记盆放置干燥剂；应备置常用的仪器调整、维修工具，以

及定期更换的易耗品。 

    第 3.3.14 条 超声波式水位计，可采用水体或气体作为

声波的传播介质。当水体的深度小于 lm 时，不宜采用水介式。

超声波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宜设置在历年最低水位以下 lm，河底以上 O．5m，

且不易淤积处。当受条件限制时，可根据需要分不同高程设置

多个换能器。 

    二、换能器底座应浇注在基岩上，当无基岩可利用时，

应将底座深埋入河底。换能器的安装应牢固。 

    三、换能器发射表面应平行于水面，并应定时为换能器

冲沙。 

    四、换能器的引线宜沿河底埋设，并应有防水、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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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损指施。 

    五、换能器表面的高程可按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的要求测

定。 

    六、当换能器设置在水面上方时，其基础或支架必须牢

固，高程应稳定。 

    第 3.3.15 条 气泡式水位计适用于水质污染严重或有腐

蚀性工业废水的地方。 

    第 3.3.16 条 气泡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入水管管口可设置在历年最低水位以下 0.5m，河底

以上０.5m 处。入水管应牢牢固紧，管口高程应稳定。当设一

级入水管会超出测压计的量程时，可分不周高程设置多级入水

舍。 

二、水下管口的高程可按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的要求测定。 

三、供气装置的压力，应随时保持在测量所需的压力以上。 

四；当水位上涨时，应向管内：连续不断地供气，防止水

流进管内。 

五、测量水位时，从水下溢出的气泡应由节在每秒一个左

右。当观测气泡不便时，可观测气流指示器。 

    第 3.3.17 条 压阻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力传感器宜置于设计最低水位以下 0.5m。当受波浪

影响时，、可在二次仪表中增设阻尼装置。当设一个传感器量

程不够时，可根据情况分级设置多个传感器。 

二、压力传感器的感压面应与流线平行，不应受到水流直

接冲击。 

三、传感器的底座及安装应牢固。传感器的高程可按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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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高程测量的要求测定。 

    第 3.3.18 条 接触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管道应倾直等坡度铺设，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应小于安

息角。管道安装应牢固，管道口宜设置在历年最低水位以下

0.5ｍ处。 

二、进水口尺寸应使得管道中的水位滞后不超过 1cm7 并

应具有较好的削弱波浪的性能。 

三、安装测量轮时，应使导电思索处在管道中心位置，不

应使导电悬索与管道内壁发生摩擦。 

    第 3.3.19 条 配有远传装置的水位计，其远传部分应按

产品说明书进行安装和使用。 

    第 3.3.20 条 水位长期自动存储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一、水位应记至厘米，时间应记至分，测量误差和定时误

差应符合本标准表 3.3.3—1、表 3.3.3—2 的规定。 

二、应具有通过手动或指令显示出最近一次记录的水位测

量值和测量时间的功能。 

三、应能直接或经数据读出机送入计算机整编，并可长期

作资料保存。 

    第 3.3.21 条 在有条件的重点防洪地区、水库、水电站

供水渠系和灌区，可建立自动测报系统。自动测报系统应能满

足预报和基本资料收集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自动测报系统的各项设备或部件应选用已通过定型鉴

定、性能良好的产品。 

二、自动测报系统应能在可预见的当地温度、湿度、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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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范围内正常工作。 

三、水位和闸门开启高度应记至厘米，时间应记至分，自

动测报系统的一次仪表或传感器测量误差应符合本标准表

3.3.3—1 的规定。 

四、自动测报系统应具有自动检测、识别纠错、故障报警

以及按设计要求进行数据处理的功能。 

第四节 设置安装的误差来源与控制 

   第３.4.1 条 设置安装的误差来源应考虑下列各项： 

一、直立式水尺安装不垂直。 

二、倾斜式水尺坡度不均匀。 

三、浮子式、悬垂式水位计零点指示调整不准确。 

四、浮子式自记水位计的滚筒轴线与水面不平行。 

五、水观测设备设置不当。 

在设置和安装水位观测设备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或

控制上述误差。 

第四章  使用水尺的水位观测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4.1.1 条 水位的基本定时观测时间为北京标准时间 8

时，西部地区，冬季 8 时观测有困难或枯水期 8 时水位代表性

不好的，根据具体情况，经实测资料分析，主管领导机关批准?

可改在其它代表性较好的时间定时双测。 观测员应每天将使

用的时钟与北京标准时间核对一次，时间误差不应超过本标准

表 3.3.3—2 的规定。 

    第 4.1.2 条水位应该记至 lcm，当上下比降断面的水位差

小于 0.20m 时，比降水位应该记至 O.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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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3 条 水位观测测次应根据河流特性及水位涨落变

化．情况合理分布。应能测到完整的水位变化过程，满足日平

均水位，计算、各项特征值统计、水文资料整编和水情拍报的

要求。在峰顶、峰谷、水位过程转折处应布有测次 3 水位涨落

急剧时，应加密测次。高洪和枯水期应按本章第五、六节的有

关规定加强观测。 

第 4.1.4 条 当水位的涨落需要换水尺观测时，应对两支

相邻水尺同时比测一次。换尺频繁时期，当能确定水尺零点高

程无变动时，可不必每次换尺都比测。当比测的水位差不超过

2cｍ时，以乎均值作为观测的水位。当比测的水位差超过 2cm

时，应查明原因或校测水尺零点高程。当能判明是某种原因使

某支水尺观测不准确时，可选用较准确的那支水尺读数计算水

位，并应在末选用的记录数值上加一圆括号。选用水位数值的

根据应详细记录，并将记录结果填入按本标准附表 1．4 的要

求编制的水位记载 

表的备注栏内； 

    第 4.1.5 条 观测人员必须携带观测记载簿准时测记水

位，严禁追记、涂改和伪造。 

第 4.1.6 条 水位观测报表的编制及填写，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一的规定。 

第二节 河道站的水位观测   

  第 4.2.1 条 基本水尺水位的观测次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水位平稳时，每日 8 时观测一次。稳定封冻期没有

冰塞现象且水位平稳时，可每 2～5 日观测一次，月初月末两

天必须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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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水位变化缓慢时，每日 8 时、20 时观测二次，枯水

期 20 时观测确有困难的站，可提前至其它时间观测。 

    三、水位变化较大或出现较缓慢的峰谷时，每日 2 时、8

时、14 时、20 时观测 4 次。 

    四、洪水期或水位变化急剧时期，可每 1～6 小时观测一

次，暴涨暴落时，应根据需要增为每半小时或若干分钟观测一

次，应测得各次峰、谷和完整的水位变化过程。 

    五、结冰、流冰和发生冰凌堆积、冰塞的时期应增加测

次，应测得完整的水位变化过程。 

    六、某些结冰河流在封冻和解冻初期，出现冰凌堵塞，

且堵、溃变化频繁的测站，应按本条四款的要求观测。 

    七、冰雪融水补给的河流，水位出现日周期变化时，在

测得完整变化过程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可精简测次，每隔一定

时期应观测一次全过程进行验证。 

八、枯水期使用临时断面水位推算流量的小河上的水位

站，当基本水尺水位无独立使用价值时，可在此期间停测。 

九、当上下游受人类活动影响或分洪、决口而造成水位有

变化时，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第 4.2.2 条 比降水尺水位的观 2Rl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受变动回水影响，需要比降资料作为推算流量助辅

助资料的测站，应在测流和定时观测基本水尺水位的同时，观

测比降水尺水位。 

    二、需要取得河床糙率资料时，应在测流的开始和终了

观测降水位。 

    三、采用比降——面积法推流的测站，应按流量测次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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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观测比降水尺水位，并同时观测基本水尺水位。 

    四、．当比降资料是用于其它目的时，其测次应根据收集

资料的目的合理安排。． 

    五、比降水尺水位应由两名观测员同时观测。水位变化

缓慢时，可由一人观测，观测步骤为：先观读上(或下)比降水

尺，后观读下(或上)比降水尺，再返回观读一次上(或下)比，  

降水尺，取上(或下)比降水尺的均值作为与下(或上)比降水尺

的同时水位，两次往返的时间应基本相等。 

    第 4.2.3 条 畅流期水位观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水面平稳时，直接读取水面截于水尺上的读数；有

波浪时，应读记波浪峰谷两个读数的均值。 

    二、采用矮桩式水尺时，测尺应垂直放在桩顶固定点上

观读。当水面低于桩顶且下部末设水尺时，应将测尺底部触及

水面，读取与桩顶固定点齐平的读数，并应在记录的数字前加

负号。 

    三、采用悬锤式或测针式水位计时，应使悬锤或测针恰

抵水面，读取固定点至水面的高度，并应在记录的数字前加负

号。 

    第 4.2.4 条 冰期水位观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封冻期观测水位，应将水尺周围的冰层打开，捞除

碎冰，待水面平静后观读自由水面的水位。 

    二、打开冰孔后，当水面起伏不息时，应测记平均水位；

当自由水面低于冰层底面时，应按畅流期水位观测方法观测；

当水从孔中冒出向冰上四面送流时，应持水面回落平稳后观

测；当水面不能回落时，可筑冰堰，待水面平稳后，观测或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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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流水处另设新水尺进行观测。 

    三、当发生全断面冰上流水时，应将冰层打开，观测自

由水面的水位，并量取冰上水深当水下已冻实时，可直接观读

冰上水位。 

    四、当发生层冰层水时，应将各个冰层逐一打开，然后

再观测自由水位。当上述情况只是断面上的局部现象时，应避

开这些地点重新凿孔，设尺观测。 

    五、当水尺处冻实时，应向河心方向另打冰孔，找出流

水位置，增设水尺进行观测；当全断面冻实时，可停测，记录

冻实时间． 

    六、当出现本条二至五款所述冰情时，应在水位记载簿

中注明． 

第三节水库、湖泊、堰闸站的水位观测 

    第 4.3.l 条 水库站基本水尺水位的观测次数，应按河道

站的要求布置测次，并按在水库涵闸放水和洪水入库以及水库

泄洪时，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加密测次。水库坝下基本水尺水位

的测次，应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并应在水库泄洪开始和泄洪

终止前后加密测次。湖泊水位站的测次可按河道姑的规定布

置。堰闸上下游基本水尺水位的测次，应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

并应在每次闸门变动前后加密测次。闸上、下游水位应同时观

测。 

    第 4.3.2 条 用堰闸测流的测站，在观测水位的同时应观

测闸门的开启高度、孔数及流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分别记载各闸孔的编号及垂直开启高度。当各孔流态

一致而开启高度不一致时，可计算其平均开启高度。各孔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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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应采用算术平均法；各孔宽度不相同的尸应采用宽度

加权平均法。 

闸门开启高度读记至厘米，当闸门提出水面后，仅记“提

出水面”。 

弧形闸门开高高度应换算成垂直高度。换算方法应按本标

准附录二的规定执行。 

    当闸门开启高度用悬吊闸门的钢丝绳收放长度计算时，

应对关闸时钢丝绳松弛所造成的读数误差进行改正。 

    叠梁式闸门应测记堰顶高程，当有多个闸孔时，应计算

平均堰顶高程。各孔宽度相同的，应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对

各孔宽度不相同的，应采用宽度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堰间出流的流态分为自由式堰流、自由式孔流、淹

没式堰流、淹没式孔流和半淹没式孔流。流态记载可用“自堰”、

“自孔”、“淹堰”、“淹孔”、“半淹孔”或以符号“Ｏy”，“Ｏk

“●y”、“●k”、“◎”分别代表自由式堰流、自由式孔流、淹

没式堰流、淹没式孔流和半淹没式孔流。 

流态可用目测，不易识别时。可按水力学方法计算确定。 

第四节  潮水位观测 

第 4.4.1 条 使用水尺时的潮水位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潮水位应记录至厘米，时间应记录至分。 

    二、潮水位观测的次数应能测到潮汐变化的全过程，并

应满足水情预报的要求。 

三、一般站应在半点或整点时每隔１小时或半小时观测一

次，在高、低潮前后，应每隔５～15min 观测一次，应能测到

高、低潮水位及出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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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受台风影响潮汐变化规律遭到破坏时，应在台风影响

期间加密测次，当受混合潮或副振动影响，高、低潮过后，潮

水位出现 1～２次小的涨落起伏时，应加密测次。 

四、已有多年连续观测资料，基本掌握潮汐变化规律且无

显著的日潮不等现象的测站，白天可按本条三款的要求进行观

测，夜间可只在高、低潮出现前 1 小时至高、低潮位确定这段

时间内观测。对夜间缺测部分，可根据情况用直线或比例插补。 

    五、对临时测站，当资料应用上不需要掌握潮位的全部

变化过程时，可仅在高、低潮前后一段时间加密测次，并应测

出高低潮前后一段潮位涨落变化。 

六、封冻期应破冰观测高、低潮水位。 

七、不受潮汐影响时期，可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测次。 

第五节  枯水位观测 

    第 4.5.1 条 当水边即将退出最后一文水尺时，应及时向

河心方向增设水尺，以测得最低水位及其出现时间。 

    第 4.5.2 条 河道干涸或断流时，应密切注视水情变化，

并应记录干涸或断流起迄时间。 

    第 4.5.3 条 通航河流在接近最低水位期间时，应根据需

要增加测次，测得最低水位及其出现时间。 

第六节 高洪水位观测 

    第 4.6.1 条 在高洪期间，应测得最高水位及其过程。对

未设置自记水位计的测站，可设置洪峰水位计。当漏测洪峰水

位时，应在断面附近找出两个以上的可靠洪痕，以四等水准测

定其高程取其均值作为峰顶水位，并应判断出现的时间和在水

位观测记载簿的备注栏中说明情况。 

监测人论坛 http://jianceren.cn/bbs  监测信息交流和分享平台。监测交流 Q 群⑦:120238321 



监测人 http://jianceren.cn 专业监测资源共享网站。 

    第 4.6.2 条 当遇特大洪水或洪水漫滩漫堤时，应在断面

附近另选适当地点设置临时水尺，当附近有稳固的建筑物或粗

壮的大树、电线杆时，可在上面安装水尺板进行观测或在高于

水面的建筑物上找一个固定点向下测定水位，其零点高程可待

水位退下后再进行测量。 

第七节 迁移基本水只断面时的水位比测 

    第 4.7.1 条 基本水尺断面不宜轻易迁移，当河岸崩裂、

淘刷不能进行观测，或当河道发生较大变动，受到回水及其它

影响，使原断面水位失去代表性时，经上级主管部批准后，可

迁移断面。 

    第 4.7.2 条 迁移的新断面应设在原断面附近，并宜与原

断面水位进行一段时问的比测。比测的水位变幅应达到平均年

水位变幅的 75％以上，并应包括涨落过程的各级水位，且能

满足绘制同时水位相关线的需要。 

    第 4.7.3 条 当新旧断面水位变化规律不一致或比测困难

时，可不进行比测，作为新设站处理。 

第八节 附属项目的观测 

第 4.8.1 条 风向、风力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河道、堰闻站及水库坝下游断面的风向记法应以河

流流向为准，面向下游，从上游吹来的风为“顺风”，从下游

吹来的风为“逆风”，从左岸吹来的风为“左岸风”，从右岸吹

来的风为“右岸风”，记载以箭头表示，如图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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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库、湖泊和潮水位站的风向，应以磁方位表示，记

录符号按下表的规定： 

方 

位 
北 东北 东 东南 男 西南 西 西北

符 

号 
N NE E SE S SW W NW 

三、风向、风力可用风向仪、风速计观测，无仪器时可目

测。使用仪器观测时，应按仪器说明的规定观测。  

第 4.8.2 条  水面起伏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一、水面起伏应以水尺处的波浪幅为准，按下表规定分级

记载。对水库、湖泊和潮水位站，当起伏度达到 4 级时，应加

测波高，并应记在记载簿的备注栏内。  

水 面 起 伏

级别  

0   1     2     3     4 

波 浪 变 幅

（ cm）  

  ≤

2 

3~10 11~30  31~60 >60 

二、当水尺设有静水设备时，水面起伏度应由静水设备内

实际发生的变幅确定，并应在按本标准附表 1.4 格式要求编制

的水位观测记载表的备注栏中加以说明。 

    第 4.8.3 条 风向、风力和水面起伏度的观测，可根据需

要及河流特性确定。 

    第 4.8.4 条 流向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逆流的测站，应测记流向。 

二、流向采用浮标或漂浮物测定，当岸边与中弘流向不一

致时，应以中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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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顺流、逆流、停滞分别应以^、V、×符号记载。 

    第 4.8.5 条 当发生下列现象时，应在水位记载簿备注栏

中予以详细记载或及时上报领导机关。 

    一、风暴潮、湿滩、分流串沟、回水顶托、干涸断流、

流冰、冰塞、浮运木材和航运对水流阻塞等。 

    二、水库、堤防、闸坝、桥梁等建筑物的修建或损坏，

人工改道、引水开渠或引洪硫洪、分洪决口、河岸坍塌、滑坡、

泥石流等。 

第九节 水尺零点高程变动时的水位订正方法 

第 4.9.1 条 当水尺零点高程发生大于 1cm 的变动时，应

查明变动原因及时间，并应对有关的水位记录进行改正。 

    第 4.9.2 条 水尺零点高程变动的时间，可根据绘制的本

站与上、下游站的逐时水位过程线或相关线比较分析确定。 

    第 4.9.3 条 当能确定水尺零点高程突变的原因和日期

时，在变动前应采用原测高程，校测后采用新测高程，变动开

始至校测期间应加一改正数，见图 4.9.3—1。 

    当已确定水尺零点高程在某一段期间内发生渐变时，应

在变动前采用原测高程，校测后采用新测高程，渐变期间的水

位按时间比例改正，渐变终止至校测期间的水位应加同一改正

数。 

见图 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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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人工视读的误差来涵与控制 

    第 4.10.1 条 水尺水位观读的误差来源应考虑下列因素: 

一、当观测员视线与水面不平行时所产生的折光影响。 

二、波浪影响。 

三、水尺附近停靠船只由有其它障碍物的阻水、壅水影响． 

四、时钟不准。 

五、在有风浪、田流、假潮影响时，观察时问过短，读数

缺乏代表性。 

    第 4.10.2 条 在观测水位时，应按下列要—求消除或控制

误差。 

一、观测员观测水位时，身体应蹲下，使视线尽量与水面

平行，避免产生折光。 

二、有波浪时，可利用水面的暂时平静进行观读或者读取

峰顶峰谷水位，取其平均值。波浪较大时，可先套好静水箱再

进行观测。 

三、当水尺水位受到阻水影响时，应尽可能先排除阻水因

素，再进行观测。 

四、随时校对观测的时钟。 

五、采取多次观渎，取乎均值． 

第五章 使用自记水位计的水位观测 

  第一节 自记水位计的检查和使用． 

    第 5.1.1 条 在安装自记水位计之前或换记录纸时，应检

查水位轮感应水位的灵敏性和定时机构工作的正常性。电源应

充足，记录笔、墨水应适度。换纸后，应上紧自记钟，将自记

笔尖调整到当时的准确时间和水位坐标上，观察 1―5min，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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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常后方可离开，当出现故障时应及时排除。 

    第 5.1.2 条 自记水位计应按记录周期定时换纸，并应注

明换纸时间与校核水位。当换纸恰逢水位急剧变化或高、低潮

时，可适当延迟换纸时间。 

第 5.1.3 条 对自记水位计应定时进行校测和检查，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用日记式自记水位计时，每日 8 时定时校测一次。

当资料用于潮汐预报的潮水位站应每日早 8 时、20 时校测两

次。当一日内水位变化较大时，应根据水位变化情况适当增加

校测次数。 

二、使用长周期自记水位计时，对周记和双周记式自记水

位计应每七日校测一次，对苯它长期自记水位计应在使用初期

根据需要加强校测，当运行稳定后，可根据情况适当减少校测

次数。 

    三、校测水位时，应在自记纸的时间坐标上划一短线。

需要测记附属项目的站，应在观测校核水尺水位的同时观测附

属项目。 

第二节  自记水位计的比测 

    第 5.2.1 条 自记水位计应与校核水尺进行一段时期的比

测，比测合格后，方可正式使用。 

第 5.2.2 条 比测时，可将水位变幅分为几段，每段比测

次数应在 30 次以上，测次应在涨落水面均匀分布，并应包括

水位平稳，变化急剧等情况下的比测值。长期自记水位计并应

取会一个月以上连续完整的比测记录。 

    第 5.2.3 条 比测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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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置信水平 95％的综合不确定度不应超过 3cm，系统误

差不应超过 1％。 

    二、机械钟的时间误差不应超过表 3.3.3—2 普通级的规

定；石英钟时间误差不应超过表 3.3.3—2 精密级的规定。 

第 5.2.4 条 在已经比测合格的水位变幅内，仪器可正式

使用，并可将比测资料作为正式记录。 

第三节 目记水位记录的订正和摘录 

    第 5.3.1 条 自记水位记录的订正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取回自记纸后，应检查记录纸上有关栏目，当漏填或

错时，应补填或纠正。当记录线呈锯齿形时，应用红色铅笔通

过中心位置划一细线；当记录线呈阶梯形时，应用红色铅笔按

形成原因加以订正。 

    二、当记录曲线中断不超过 3 小时且不是水位转折时期

时，一般测站可按曲线的趋势用红色铅笔以虚线插补描绘；潮

水位可曲线的趋势并参考前一天的自记曲线，用红色铅笔，以

虚线插补描绘。当中断时间较长或跨峰时，不宜描绘，其中断

时间的位，可采用曲线趋势法或相关曲线法插补计算，并应在

按本标准附表 1.5 的格式要求编制的水位记录摘录哀的资料

备注栏中注明。 

三、使用日记式自记水位计时，一般站一日内水位与校核

水位之差超过 2cm，时间误差超过 5min，应进行订正。资料用

于潮汐预报的潮水位站，当使用精度较高的自记水位计时，一

日内水位误差超过 1cm，时间误差超过 1min，应进行订正。 

使用长周期自记水位计时，时间误差超过表 3.3.3-2 的规

定，水位误差超过 2cm，应进行订正。当堰闸站采用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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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同时水艘推流且水位差很小时，可按推流精度的要求确定时

间和水位误差的订正界限。当自记水位记录的时间和水位误差

超过上述规定时，宜先作时间订正，后作水位订正。 

    四、时间订正可采用直线比例法，水位订正可采用直线

比例法或曲线趋势法，当时间和水位误差采用直线比例订正

时，可按下式计算： 

t ＝ t0 十 (t2 一 t8) × （ t0-t1 ） / （ t3-t1 ）       

（5.3.1-1） 

式中 tbl—订正后的时刻(h) 

    t0——订正前的时刻(h)； 

    t3——前一次校对的准确时刻(11)； 

    t2——相邻后一次校对的准确时刻(h)； 

    t3——相邻后一次校对的自记时刻(h)。 

    Z ＝ 20 十 (Z
‘ —Z ’ ‘

) （ t0-t1 ） / （ t3-t1 ）       

(5．3.1—2) 

    式中 Z——订正后的水位(m)； 

         Z0——订正前的水位(m)3 

         Z
‘
--t2时刻校核水尺水位(m)计 

         Z”——t2时刻白记记录的水位(m)； 

         t——订正水位所对应的时刻(h)3 

         t2——上次校测水位的时刻(h)3 

         t2—相邻下一次校测水位的时刻(11)。 

    五、对于因测井滞后产生的水位差进行订正时，可按下

式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Δ ∫ =

2

022
2

t t
tp

w d
d
dz

A
A

gc
z β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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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式中  ΔZ——订正值(m) 

             c——流量系数 

             Aw——测井截面积(m。) 

             Ap——进水管截面积(m’)； 

tz dd ——订正时刻测井内的水位变率(m／s) 

              
t

z

d
d

——换纸时刻测井内的水位变率(m／s) 

        六、对测井内外含沙量不同而产生的水位差进行订

正时，可按下式计算： 

( ) 1000/11
0

0
to sts ChChz −⎟⎟

⎠

⎞
⎜⎜
⎝

⎛
−=Δ
ρρ

     (5.3.1—4) 

    式中 ΔZ——订正值(mI 

    P0——清水密度(1．00t／m
3
)； 

    p——泥沙密度(t／m’)； 

    h0、ht——分别为换纸时刻、订正时刻进水管的水头(m) 

s。、Cs——分别为换纸时刻、订正时刻珊井外含沙量(kg／

m。)。 

    第 5.3.2 条 水位记录的摘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自记水位记录的摘录应在订正后进行，摘录的成果，

应能反映水位变化的完整过程，并应满足计算日平均水位、统

计特征值和推算流量的需要。 

    二、一般站水位变化不大且变率均匀时，可按等时距摘

录水位变化急剧且变率不均匀时，应加摘转折点。摘录的时刻

宜选在 6 分钟的整数倍之处。8 时水位和特征值水位必须摘录。

当需要用面积包围法计算日平均水位时，零时和 24 时水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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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摘录。摘录点应在记录线上逐一标出，并应注明水位数值。 

    三、潮水位站应摘录高、低潮水位及其出现时刻。对具

有代表性的大潮以及受洪水影响的最大洪峰，在较本转折点处

应选点摘录。当观测怒流时，应摘录断面平均憨流时刻的相应

水位。沿海及河口附近测站，当有需要时，应加摘每小时的潮

水位。 

第四节 目记记录的误差来源与控制 

第 5.4.1 条 自记记录水位的仪器测量误差应考虑下列各

项： 

    一、机械摩困产生的滞后误差。 

    二、悬索重量转移改变浮子吃水深度产生的误差． 

    三、平衡锤入水改变浮子入水深度引起的误差。 

四、水位轮、悬索直径公差形成的误差。 

五、环境温度变化引起水位轮悬索尺寸变化造成的误差。 

    六、机械传动空程引起的误荤。 

    七、走时机构的时间误差。 

    八、记录纸受环境温湿度影响产生伸缩引起的误差。 

    第 5.4.2 条 由记录纸受环境湿度影响所产生的水位误差

和时间误差可通过密封，加放干燥剂的方法加以控制。 

第 5.4.3 条 对由水位变率所引起的测井水位误差，可选取

恰当的测井和进水管尺寸予以控制。对有测井内外流体的密度

差异引起的水位误差，可在测井的上、下游面对进出水孔予以

控制。 

第 5.4.4 条 校核水尺水位的观读不确定度应控制在 1.0c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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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位观测结果的计算 

第一节 日平均水位计算 

    第 6.1.1 条 当采用算术平均法或其他方法计算的结果与

面积包围法相比超过 2cm 时，应采用面积包围法计算； 

    第 6.1.2 条 当一日内水位变化缓慢，且系等时距观测或

摘录时，可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日平均水位，当采用电算整编

资料时，应按面积包围法编程计算。 

    第 6.1.3 条 当一日内水位变化较大，且不等时距观测或

摘录时，可采用面积包围法计算日平均水位，见图 6.1.3 当无

自记记录和零时或 24 时实测水位时，应根据前后相邻水位按

直线插补。面积包围法计算日平均水位可按下式计算： 

   ( ) ( ) ([ ]nznmzcbzbazazz nn +++⋅⋅⋅⋅⋅⋅⋅+++++= −121048
1 )            

（6.1.3） 

式中 a、b、c……m、n——为各个不同时距(h)3 

    Z1、Z2、……ZN——为相应时刻的水位值(m)。 

    第 6.1.4 条 在可每 2～5g 观测一次水位的期间，其末观

测水位各 B 的日平均水位可按直线插补计算。当一日内部分时

间河干或连底冻结，其余时间有水时，不宜昭日平均水位，应

在水位记载箔中注明情况。 

第 6.1.5 条 日平均水位无使用价值的测站，可不计算日平

均水位。 

第二节 水面比降的计算 

    第 6.2.1 条 水面比降应以万分率表示，可按下式计算： 

10001 ×
−

=
l

zz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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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式中S——水面比降(%00)； 

zu---上比降断面水位(m)， 

          zl---比降断面水位(m)； 

      l ——上下比降断面间距(m)； 

第三节 潮水位特征值的统计 

    第 6.3.1 条 高、低潮水位及其出现时刻的统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一、高、低潮水位及其出现时刻应从实测的潮水位或订

正后 的自记潮水位中挑选。 

    二、当一次潮期内出现两个峰或谷时，应对照前后涨落

潮历时及上、下游潮水位，选取出现时刻较合理的高、低潮水

位。另一个峰或谷应在按本标准附表 1.7 的格式要求编制的潮

水位逐日统计表的备注栏内注明高度和时刻；当为月、年最高

或最低时，应在按本标准附表 1.8 和附表 1.17 的格式要求编

制的月、年统计表的备注栏内注明 3 当无法分析判断时，应以

先出现的峰或谷为准。 

三、当高潮或低潮发生平潮或停潮现象时，出现时问应以

平潮或停潮开始和终了的平均时间为准，当平潮或停潮超过

20min 以上时，应根据涨落潮历时分析确定。 

    四、当各次高、低潮的出现时间有超前或滞庐现象时，

应以实测为准，并应在潮水位逐日统计表的备注栏内说明原

因。 

    第 6.3.2 条 高、低潮间隙的统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一个太明日出现两次潮的测站，高、低潮间隙可将高

监测人论坛 http://jianceren.cn/bbs  监测信息交流和分享平台。监测交流 Q 群⑦:120238321 



监测人 http://jianceren.cn 专业监测资源共享网站。 

潮和低潮出现时刻分别减去相应的月上中天或月下中天时刻

求得。一个太阴日只有一次潮的测站，高、低潮间隙可将高潮

和低潮出现时刻分别减去相应的月上中天时刻求得。 

二、河口附近的测站，算出的月潮间隙应为正值。当高潮

提早出现在相应的月中天时以前，算出的月潮间隙应为负值，

当这种情况很少，且对月平均高潮间隙计算的影响不大时，可

作为月潮间隙处理。当对月平均高潮间隙计算的影响较大时，

不宜计算月潮间隙或计算而不作平均统计。 

三、离河口较近的测站，当月上（下）中天所产生的高潮，

推迟到相邻的月上（下）中天前或后附近一段时间时，月潮间

隙不宜计算，当需要计算时，该站的月潮间隙应按照河口附近

测站计算月潮间隙所对应上中天或月下中天来计算。 

四、月内无负流期的测站，月潮间隙不宜做统计。 

五、月上（下）中天可根据国家海洋局有关资料或根据格

林威治的月上（下）中天时推算，当采用格林威治的月上（下）

中天推算时，可按下列式计算： 

1、采用格林威治的月上中天及下中天计算时： 

      
151512

12'
nccnn

nc
llltt

tt
−

−×
−−

−=                     

(6.3.2-1) 

式中  tc----某地某日的月上（下）中天出现时间； 

      tn----格林治相应的前月下(上)中天出现时间； 

t’
n----格林治相应的前一个月下(上)中天出现

时间； 

            1c-----某站所在地的经度； 

ln-----某站所根据的标淮时区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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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格林威治的前后两个月上（下）中天计算时 

151524

''
nccnn

nc
llltt

tt
−

−×
−

−=                       

（6.3.2-2） 

式中   t’’
n----格林威治相应的前一日的月上（下）中

天时间。 

第七章 水位观测的不确定度估算 

    第 7.0.1 条 水位观测的不确定度应以绝对量值衡量，并

应按正态分布，置信水平取 95％。 

    第 7.0.2 条 在估算水位观测不确定度之前，应先分析各

个独立的误差来源及其误差性质。对定系统误差可采用适当的

方法对测量值进行修正，对不定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应按误

差传递．与综合理论分别估算随机不确定度和系统不确定度，

然后估算水位观测的综合不确定度。 

    第 7.0.3 条 当水位观测的随机误差有相互独立的若干项

E1
‘
、E2

’
……En

‘
时，水位观测总随机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 

         nZ XXXX 2'
2

2'
1

2'' +⋅⋅⋅⋅⋅⋅++=                  

（7.0.3-1） 

  式中   XZ
‘
——水位观测总随机不确定度 3 

         X
‘

1、X2
’
……X

‘
N——分别为E1

’
、E2

‘
……E’。各单

项的随机不确定度。 

    当水位观测的不定系统误差有相互独立的若干项E1
‘‘
、E

‘ ’

2……E
‘‘

N时，水位观测总系统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 

    nZ XXXX 2''
2

2''
1

2'''' +⋅⋅⋅⋅⋅⋅++=                   

（7.0.3-2） 

  式中XZ
‘‘
——水位观测的总系统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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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
、X2

‘ ’
……X

‘ ’
。——分别为E1

‘ ’
、E2

‘ ’
……E

‘ ’
。

各单项的系统不确定度。 

    第 7.0.4 条 对需要通过试验才能确定的单项不确定度，

应收集 30 次以上的试验资料，当反复试验有困难而少于 30 次

时，可按学生氏 t 分布改正求得单项不确定度。 

    第 7.0.5 条  当采用水尺观测水位时，其不确定度可按

下列方法估算： 

    一、当采用水尺观测水位时，其误差来源应考虑水尺零

点高程测量的不定系统误差、水尺刻划的不定系统误差和水尺

观读的随机误差.对上述三项误差因素，可看作相互独立，水

位观测综合不确定度应由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系统不确定度、水

尺刻划系统不确定度和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三项合成。 

    二、水尺零点高程的系统不确定度，可通过收集试验资

料进行估算或根据测定水尺零点高程时所采用的水准测量精

密等级取相应的标准差按下式估算： 

               LsX m2"
1 =                 （7.0.5-1） 

式中X1
“ ——水尺零点高程不准引起的系统不确定度(mm)。 

     S——水准测量 1km 线路往返测量的标准差(mm)；三等水

准为 6mm，四等水准为 10mm。 

1——往返测量或左右路线所算得之测段 1 路线的乎均长度

(1Km)。 

    当水尺零点高程是按表 3.1.9 的规定测定时，其系统不

确定 

    度可取 3√n 或 4√5—计算。 

    三、水尺刻划系统不确定度，可按水尺长度的 1%0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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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尺长度为 1．2m时，水尺刻划的系统不确定度为XC
‘‘

＝

1.2mm． 

四、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可采用具有代表性测站所收

集的试验资料估算。在收集试验资料时，应分无波浪、一般波

浪和较大波浪三种情况，在水位基本无变化的 5~20min 内连续

观读水尺 30 次以上。 

    1.种情况下的水尺观读标准差可按下式计算： 

    
( )

1
1

2

−

−
=
∑
=

N

pp
S

N

i
i

g                         （7.0.5-2） 

  式中 Sg—水尺观读标准差(m) 

         Pi——第 6 次水尺读数(m) 

         p——N 次水尺读数的平均值(m) 

         N——观读次数。 

2．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可按下式计算： 

                                   

(7.0.5-3) 

gg SX ⋅= 2'

  式中X’
g——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与Pi、p具有相同的量

纲。 

3.当观读次数 N 少于 30 次时，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应

按下式计算： 

                                    

(7.0.5-4) 

gg StX ⋅='

    式中 t---学生氏 t 分布改正系数。 

    五、水尺读数可采用多次双读值的平均值，当观读 N 次

时，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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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X
X g

g

'
' =                                

(7.0.5-5) 

  式中  '
gX ——N 次平均值的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 

        N——实测时的观读次数。 

    六、水位观测不确定度的综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随机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 

    ( )
( )

1
2 1'

95
'

2 −

−
==

∑
=

N

PP
XX

n

i
i

g               （7.0.5-6） 

2．系统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 

        cz XXX
2''

1
'''' +=                         

（7.0.5-7） 

    3，综合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 

         ( ) zzz XXX 2''2
95

' +=                      

（7.0.5-8） 

第 7.0.6 条 用水尺观测水位的综合不确定度和随机不确

定度成果，应分别按无波浪、一般波浪和较大波浪三种情况提

出。并应记入按本标准附表 1．6 的格式要求编制的水位观测

统计表中。 

水位观测标准（条文说明）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水位站 

  第一节 水位站的站址选择 

  第二节 基面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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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水准点的设置 

  第四节 水尺断面的布设 

  第五节 水位站地形测量和大断面测量 

第三章 水位观测设备 

  第一节 水尺 

  第二节 测针式。悬锤式水位计 

  第三节 自记水位计 

  第四节 设置安装的误差来源与控制 

第四章 使用水尺的水位观测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四节 潮水位观测 

  第五节 枯水水位观测 

  第八节 附属项目的观测 

第五意 使用自记水位计的水位观测 

  第一节 自记水位计的检查和使用 

  第二节 自记水位计的比测 

  第三节 自记水位记录的订正和摘录 

  第四节 自记记录的误差来源与控制 

第六章 水位观测结果的计算 

第七章 水位观测的不确定度估算 

前  言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计综（1986）20 号文的要求，由水利部水

文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的《水位观测标准》  GBJI 38-90，经建

设部 1990 年 7 月 2 日以（90）建标字第 318 号文批准发布．为便于广

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有关单位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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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水位观测》编制组根据国家计委关于编制标准、

规范条文说明的统一要求，按《水位观测》的章、节、条顺序，编制

了《水位观测条文说明》，供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参考。在使用中

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欠妥之处，请将意见直接函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

室水文局。 

第一章  总则 

  第 1.0.3 条 为了保持水位资料的连续性，统一全国水文工作采用的

时制，便于与气象部门交流资料，本条规定水位观测时制不采用夏令

时制，仍沿用北京标准时。 

第二章 水位站 

第一节 水位站的站地选择 

  第 2.1.1 条 河道水位站（河道水位站是为区别于湖泊、水库、潮水

位站而命名）要求尽量选择在河道顺直、河床稳定、水流集中的河段，

因为顺直河段水面横比降小，回流死水较少发生，水位具有代表性，

同时也便于设置观测设备，方便观测。 

第 2.1.2 条 站址选择是否妥善，对观测成果的质量影响很大。因

此水位站建立前，必须进行勘测调查，了解河道地形、河床演变、水

文特征、水力条件以及测站工作条件等情况，为选择站址提供必要的

依据。 

第二节 基面的确定 

第 2.2.1 条 为了避免水位高程资料的混乱，保持历年资料的连续

一致，防止使用资料时发生差错，本条规定测站的水位高程资料应采

用冻结基面或测站基面。对新设站，为了便于上下游测站水位的对照

比较，满足规划设计、防汛和水文预报的需要，本条规定采用与上下

游测站相一致的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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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水准点的设巨 

第 2.3.1 条 测站的基本水准点是测站的高程控制点。不仅据以引

测校核水准点和其它固定点高程，并起着控制固定测站基面的作用。

为确保测站基面的稳定，本条规定：“与国家水准点连测困难的测站，

应在不同的位置设置三个基本水准点”，以便自行校测。当其中某一基

本水准点高程发生变动时，通过三个水准点的自行连测，即可及时发

现。由于在校测校核水准点或其它设施高程时经常变换使用基本水准

点，容易引起资料混乱，给校核水准点和水尺零点高程的考证带来困

难，因此，本条还规定应选用其中一个为常用的基本水准点。 

第 2.3.4 条 据以引测测站基本水准点高程的国家水准点，即为测

站引据水准点。引据水准点一经选用，如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更换。 

比降的精度取决于水位落差的精度，而水位落差的精度除观读误

差外，还有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的偶然误差，它直接与比降上、下断面

两处校核水准点高程接测的相对精度有关，所以应从基本水准点先引

测其中一个，再连测另一个。这样有利于提高水位落差的观测精度。

当基本水准点处于上下比降断面校核水准点之间时，由于分别向两个

核核水准点接测的线路之和与两个校核水准点之间的距离相近，因而

叶分别引测。 

第四节  水尺断面的布设 

 第 2.4.2 条 比降断面间距的测量误差，除往返测量不符值外，直

接影响它的还有比降水尺对断面线的偏离。从这两个误差源对影响比

降断面间距误差大小看，本条三款结合 3.1.3 条四款的规定将测量往

返不符值规定为 V1000 较之单方面地从严规定测量不符值要恰当。本

条引入了不确定度的概念，不确定度为一区间，一种被测量的量的真

值可望以一规定的概率处在这个区间内。以± ts 表示，其中 I 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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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选定概率的值。用不确定度来描述误差特征较为确切合理，因此本

标准采用不确定度来描述测量误差。 

     本条四款规定的计算比降断面间距的公式为从影响比降断面间

距的误差源出发，重新推导得出的新公式。其推导过程如下：由于断

面间落差 

     ΔG＝（Zu＋g。）-（Zl＋gl）（1） 

式中ΔG——上、下比降水尺断面的落差； 

Zu——上比降水尺的零点高程； 

gu——上比降水尺的读数； 

Zl——下比降水尺的零点高程； 

gl——下比降水尺的读数。 

假定各单项误差相互独立，根据误差的综合理论可得出：落差的

标准差： 

              glguzlzuG SSSSS 2222 +++=Δ                  (2) 

落差的相对标准差： 

         glguzlzuG SSSS
G

m 22221
+++

Δ
=Δ               (3) 

假定各单项误差服从正态分布，置信水平取 95％，则落差的，相

对不确定度为：  

          glguzlzuG SSSS
G

X 22222
+++

Δ
=Δ                  (4) 

落差ΔG可用每公里的落差ΔZ与比降断面距离之积表示，即

LZG Δ=Δ  上、下比降水尺观读误差的标准差一般应相等，即Sgu=Sgl=Sg                  

     (5) 

水尺零点高程误差的标准差与引测水准点至水尺的测量跟离，以

及水准测量精密等级有关，一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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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Z LSS
U
=  

                1LSS mZl =                               (6) 

式中  Sm---水准测量 1Km线路上的标准差。（mm）、（四等水准为 10mm）； 

         L。——上比降断面水尺至引测水准点的平均测距。（km）。 

          Ll——下比降断面水尺至同一引测水准点的平均测距。（k 

m）。 

将上述关系代入（4）式可得： 

                  ( ) gumG SLLS
ZL

X 2
1

2 22
++

Δ
=Δ  

                  ( ) gum
G

SLLS
ZX

L 2
1

2 22
++

Δ
=

Δ

              (7) 

     由于式中的距离L也是测量值，因而也含有．误差，但一般在测

量中都能将其控制在 1／1000 以内，因此其相对不确定度也很小，一

般小于 1／1000，显然与其它几项相比是可以忽略的。据此，对于比

降（S＝ΔG/L）的相对不确定度 LGs XXX 22 += Δ （XL为测量L的相对不

确定度），如将 XL。忽略后 Xs=XΔg。因此以上所推导的落差的相对不确

定度XAG，可以近似地用比降的相对不确定度X。代替，公式（7）可改

写为 

                  ( ) gum
s

SLLS
ZX

L 2
1

2 22
++

Δ
=              (7)’ 

    严格地说，水尺刻划误差也会给落差带来误差。由于水尺刻划误

差一般在 1／1000 以内，上下两支水尺也只会给落差带来
1000

2
的不确

定度，因此在推导过程中未予考虑。 

    水尺观读（或水尺读数）误差的标准差Sg，根据现有的试验资料分

析：无风浪或有静水设备时为O.5cm，一般风浪下为 1.0Cm较大风浪情

况下可达 1.5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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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式即为计算上下比降断面间距的一般公式。 

    关于综合不确定度Xs应限定在多大范围内，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

题。当要求精度高，限定过严时，算得的距离L就大，测验河段基本顺

直的要求在很多地方就难以满足。当限定过宽时，其精度又不能令人

满意。因此本标准参照国际标准IS0ll00／l中，有关规定，以及我国

目前测站的仪器设备状况和对测验河段基本顺直的要求，规定Xs限制

在 15％以内。 

第五节  水位站地形测量和大断面测量 

     第 2.6.3 条 水位站地形图平面控制精度要求不高，采用视距导

线或罗盘仪导线，角度用经纬仪半测回或罗盘仪的最小刻度测定基本

上能满足使用要求。 

    水位站地形图的高程控制要求较高，因此要求用四等水准。但水

准点、高程控制点和基本测验设施以外测点的高程容易变动，用四等

水准测量无多大意义，故规定一般用视距高差测定即可． 

              第三章  水位观测设备 

                   第一节 水尺 

    第 3.1.9条 国际标准对水尺零点高程的测量精度要求很高，互SOI 

100／1 中规定“从测站水准点测至水尺的不确定度不应超过士 

1.omm”。鉴于我国目前大部分测站仍只有相当于 S3级系列的水准仪，

所以本标准规定应用四等水准，并考虑到一些测站受地形条件限制或

只有相当于S10级系列的水准仪，本标准规定，当受条件限制时，可按

标准中表 3.1.9 要求进行。 

             第二节 测针式、悬锤式水位计 

    第 3.2.2 条  设置测针式水位计时，可以两台测针式水位计，根

据水位变化情况，设置于不同高程的一系列基准板或台座上，轮换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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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使用，也可将其与水尺结合使用。由于使用测针式水位计的最大优

点是能获得精度较高的资料，因而规定设置测针式水位计时允许偏离

断面线的距离不宜超过lm。否则将失去采用测针式水位计的意义。 

                  第三节  自记水位计 

    第 3.3.1 条 浮子式自记水位计适用范围较广，使用很普遍。而压

阻式、气泡式、接触式、超声波式等自记水位计使用较少，且无浮子

式自记水位计成熟，有的尚处在发展阶段，因此，本标准对普遍使用

的浮子式自记水位计的设置和使用作了系统的具体规定，而对其它类

型的自记水位计只作了基本的规定。 

    第 3.3.2 条 鉴于当前某些仪器，由于未经严格的鉴定，其可靠性

和精度往往达不到规定的指标；为了保证水位资料的精度，本标准规

定，各类测站选用的仪器，都必须是经过国家水文仪器检测中心检测，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产品。 

    第 3.3.3 条 在表（3.3.3—1）中，综合误差是指室内测试时，传

感器误差，传动误差，仪器本身及其它误差综合反应的总误差。各栏

指标是根据水位资料精度的要求，并适当考虑我国目前水文仪器的制

造水平拟定的。 

    表（3.3.3—2）中的普通级走时精度适用于机械钟，精密级走时

精度适用于电子或石英晶体钟。表中各栏的允许最大误差指标，从目

前生产水平来看，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第 3.3.10 条～第 3.３.11 条 河流的水位上涨（或下落）时，水

就从进水管以一定的流速流入（或流出）测井，井内水位随之上升（或

下降）。由于进口、出口、沿管摩擦水头损失，使井内水位略低于（或

高于）河流水位，即所谓测井“滞后”。 

    如图所示，以 ΔZ表示任一时刻的井内外水位差，ΔZ０表示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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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的水位差。P表示水面上大气压，dZ’、dZ分别表示河流、测井在

极短时间dt内的水位变化量，V表示进水管中的平均流速。则进水管中

的流量. 

                
2

2
ZZ

gCAQ O
p

Δ+Δ
=                      (11) 

      因在极短的时间内dt水位变率dZ’/dt变化很小，滞后量的变化

也很小， 

              ΔZ
’’

0≈ΔZ故有 ZgCAQ P Δ= 2       

       式中C——流量系数； 

        A——进水管截面积；（m
２
） 

        s——重力加速度。（m／s
２
） 

dt时间内流入测井的水量为： 

          dtzgCAdtQW P ⋅Δ=⋅= 2                  （１２） 

 设测井的截面积为人，dt时间内流入测井的水量还可写为： 

                    dZAW W=                         （１３） 

即有 dtZgCAdZA pW ⋅Δ= 2  

或    
dt
dz

A
A

gC
Z

P

W ⋅⋅=Δ
2

1
 

两边平方   
22

22
1

⎟
⎠
⎞

⎜
⎝
⎛⋅⎟⎟

⎠

⎞
⎜⎜
⎝

⎛
⋅=Δ

dt
dz

A
A

gc
Z

P

W            （１５） 

    这就是本标准中的（3.3.10）式。用此式计算测井的滞后量时，

ΔZ应取与dz/dt相同的符号。 

    从（15）式可看出，测井滞后量与测井内水位变率的平方成正比，

利用（15）式即可计算测井水位的滞后量。但实际上，在进行测井和

进水管尺寸的设计时，不可能知道测井内的水位变率，因此我们希望

建立起测井滞后量与河流水位变率的关系，应当指明的是，我们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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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测井和进水管时需要获得的是最大滞后值，因此dz/dt应选用最大值

maxdt
dz

，而定性分析，可以得知； 

        
max

'

max dt
dz

dt
dz

〈 ，故在求最大滞后量时（15）式可写为： 

          

2

max

'
2

2max 2
1

⎟
⎟
⎠

⎞
⎜
⎜
⎝

⎛
⎟
⎟
⎠

⎞
⎜
⎜
⎝

⎛
=Δ

dt
dZ

A
A

gC
Z

p

w                     (16) 

在本标准中未列出（16）式．但对本标准所列公式中的dz/dt作了必要

的说明。 

另外还应注意下列几点： 

    1．流量系数 C 的数值与进水管的型式等有关，当进水管为一无调

节配件的直管时，存在下列水头损失： 

    进口损失： ⎟⎟
⎠

⎞
⎜⎜
⎝

⎛
==

g
V

g
VE

2
5.0

2

22

1 进ξ  

    出口损失： ⎟⎟
⎠

⎞
⎜⎜
⎝

⎛
==

g
V

g
VE

2
0.1

2

22

2 出ξ  

    摩模损失： ⎟⎟
⎠

⎞
⎜⎜
⎝

⎛
=

g
V

D
LfF

2

2

 

    总水头损失为：  ⎟
⎠
⎞

⎜
⎝
⎛ +=++=

D
Lf

g
VFEEhL 5.1
2

2

21     

    则流量系数为：

D
LF

D
Lf

C
+

=
++

=
5.1

11

出进 ξξ
 

   式中 f——进水管的沿程阻力系数； 

        L——进水管的长度；（m） 

        D——进水管的直径；（m） 

    f 主要与水的运动粘滞系数，管道表面的相对粗糙度和通过进水管

的流速有关。j 值可根据试验求得，也可从有关图表中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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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道了水位变率的最大值和允许测井的滞后值后，即可利用上

式进行测井进水管尺寸的设计，在得到了自记水位资料后．可根据某

时刻的水位变率计算某时刻的水位滞后值． 

    2．当考虑含沙量对测井水位的影响时，在涨水时，仍如上图所示，

设测井内水体的密度为 P 内，测井外水体的密度为 P 外，进水管中心

线至河流水面的高度为 h，此时在进水管中产生流速的作用压力为： 

               ( ) gzhghpc 内外 ρρ Δ−−=  

    作用水头为： ( )
外

内

外 ρ
ρ

ρ
zhh

g
p

H e
e Δ−−==  

进水管中的流量为： 

( ) dtZhhgCAQ p ⋅⎥
⎦

⎤
⎢
⎣

⎡
Δ−−=

外

内

ρ
ρ

2                    （17） 

dt 时间内流入测井中的水量为： ( ) dtZhhgCAQdtW p ⋅⎥
⎦

⎤
⎢
⎣

⎡
Δ−−==

外

内

ρ
ρ

2     

（18）   还可写为： 

                                                    

（19）即有：    

dZAW w=

( ) dtZhhgCAdZA pW ⋅⎥
⎦

⎤
⎢
⎣

⎡
Δ−−=

外

内

ρ
ρ

2  

可推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Δ 1

2

22

2
内

外

内

外

ρ
ρ

ρ
ρ

h
dt
dz

A
A

cg
z

p

w                          

（20） 

上式右边前一项为
外

内

ρ
ρ

与
22

22
⎟
⎠
⎞

⎜
⎝
⎛

⎟
⎟
⎠

⎞
⎜
⎜
⎝

⎛

dt
dz

A
A

cg p

w

内

外

ρ
ρ

的乘积，因为在实际问题中

的
22

22
⎟
⎠
⎞

⎜
⎝
⎛

⎟
⎟
⎠

⎞
⎜
⎜
⎝

⎛

dt
dz

A
A

cg p

w

内

外

ρ
ρ

的值通常在 0.02m以内，而 
外

内

ρ
ρ

的值在含沙量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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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kg／m
3
的情况下小于 1.1，故前一项中的

外

内

ρ
ρ

可近似取 1=
外

内

ρ
ρ

，而

在后一项中，因为h通常为几米，则不应作近似简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Δ 1

2
1 22

2
内

外

ρ
ρ

h
dt
dz

A
A

gc
z

p

w                           

（20）
‘
 

 落水时，进水管中流速相反，作用压力可写为： 

          ( ) ghgzhpe 外内 ρρ −Δ−=   

仿上可推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Δ 1

2
1 22

2
内

外

ρ
ρ

h
dt
dz

A
A

gc
z

p

w                        （21） 

    比较（20）
’
、（21）两式，除第一项符号不同外，其余完全相同，

故可将（20）’、（21）两式综合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Δ 1

2
1 22

2
内

外

ρ
ρ

h
dt
dz

A
A

gc
z

p

w         

(22) 

   （涨水时前项取正号，落水时前项取负号） 

    对于进水管在测井底部的典型测井，由于测井中水体的流速很小，

因而挟沙能力也很小，有关试验也证明进入测井中的泥沙大部分沉入

进水管以下的井底，测井中进水管以上水体的含沙量很小，基本上为

清水。 

    即 ( )3
0 1 mt== ρρ内  

      （22）式可写为： 

       ⎟⎟
⎠

⎞
⎜⎜
⎝

⎛
−−⎟

⎠
⎞

⎜
⎝
⎛

⎟
⎟
⎠

⎞
⎜
⎜
⎝

⎛
±=Δ 1

2
1

0

22

2 ρ
ρ外h

dt
dz

A
A

gc
z

p

w                           

(23) 

    上式表明：测井内外水位差取决于两项之代数和，前项可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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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位变率引起，后项为测井内外水体密度差引起，当水位变率dZ/dt

为零时，水位差仅由水体密度不同而产生，当测井内外水体密度相同

时，水位差仅由水位变率产生；涨水时两项相互补偿一部分，落水时

两项叠加。  

   下面将第二项中的井外浑水密度P外换算成含沙量。设ρ、ρ分别为

泥沙、清水的密度。C为含沙量，单位均取为t／m
3
，对体积为厂的浑水

有下列关系成立 

          01 ρ
ρ

ρ ⎟⎟
⎠

⎞
⎜⎜
⎝

⎛
−+=⋅ S

S
C

VVCV 外  

由此式可以推出： 

          S
S

S C
C

C ⎟⎟
⎠

⎞
⎜⎜
⎝

⎛
−+=⎟⎟

⎠

⎞
⎜⎜
⎝

⎛
−+=

ρ
ρ

ρρ
ρ

ρ 0
00 11  

因此（23）式中的第二项 

     hC
C

hh S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ρρρ
ρ
ρ

ρ

ρ
ρ 111

1

00

0
0

外  

当含沙量以通常采用的单位k g／m
3
计算时 

     1000/111
00

hCS⎟⎟
⎠

⎞
⎜⎜
⎝

⎛
−=⎟⎟

⎠

⎞
⎜⎜
⎝

⎛
−

ρρρ
ρ外  

     这就是标准中的（3.3.11）式。式中的尸可根据实验分析确定，

因有关实测资料表明，p变化范围不大，p值约在 2.55—2.75t／m
3
之间，

故也可取通常采用的 2.65（t／m
3
）计算。 

    当知道了本站断面最大含沙量后，就可用此式预先估算因含沙量

可能引起的最大测井内外水位差。 

    3.测井的进水管的管口直径直接影响测井的滞后和削弱水面波动

的性能，选用时应根据所给出的公式进行估算。考虑到还可能出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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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素影响，一般可选用比估算值略大一些的管口直径。这样，当不

适用时还可加一限流装置予以调整，倘若管口直径选小了，就无调整

余地了。 

    第 3.3.19 条 我国目前使用的电传水位计，多为有线远传，主要

以浮子式水位计为一次仪表，信号传输及接收部分的装置技术要求一

般并不复杂。如Ds一 3 型电传水位计，它有两根信号传输线一根架空

地线。工作原理为：水位变化通过浮子感应到传感器内，转换成三相

电脉冲信号。通过传输线传送到接收器，推动步进电机转动，然后通

过齿轮带动机械数字表头记数和记录滚筒转动，记录水位。因不同型

号的电传水位计要求不尽相同，故本节未作具体规定，而是建议按产

品说明进行安装使用。 

    第 3.3.20 条 水位长期自动存储装置是一种新的记录装置。这种

装置将水位传感器输出的角位移或电参量送进机械编码器或电子编码

器进行数字编码，然后将数字信号存储到磁带或固态存储器内，并同

时记录测量时间。水位长期自动存储装置记存周期长，一般为半年；

可直接进入计算机作电算整编，资料便于保存。 

    本条的基本技术要求和规定，主要是为了适应发展水位长期自动

存储装置的需要。 

    第 3.3.21 条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是应用遥测，电子计算机和通信

等先进技术，独立完成水位等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并把水位数

据等信息实时传送到上一级或相邻系统的中心。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一

般由一个中心站和数个乃至数十个遥测站组成。其工作过程为：遥测

站的传感器将测到的水位等信息转换成电讯号，经过编码、调制、发

射、直接或通过中继站、卫星传送到中心站、中心站则将接收的信号

进行解调、译码、鉴别，还原数值，并对收集到的数据及时进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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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 

    本条制定的基本技术要求和规定主要是为了适应发展水文自动测

报系统的需要。 

第四节 设置安装的误差来源与控制 

    第 3.4.1 条 影响水位观测精度的因素很多，在水位观测工作过程

中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必须对这些误差分别在测量之前予以消除，

或在测量过程中加以控制，才能保证水位资料的精度．首先必须分析

误差来源，区分这些误差源产生的是随机误差，还是系统误差，以便

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 

第四章 使用水尺的水位观测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4.1.2 条 水位读记至 O．01m 已能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但当

上下比降断面的水位差很小时，凑整误差占的比重增大，例如，上下

比降断面的水位差为 0.15m，如果读记至 0.01m，则凑整误差最大可达

0.01m，即占水位差的 6.7%；但如读记至 0.005m，则凑整误差最大为

0.005m，占水位差的 3.3%。因此本标准规定当上下比降断面水位差小

于 0.2m 时。比降水位应读记至 O.005m。 

    第 4.2.1 条 关于水位变化平稳、缓慢、较大和急剧的界线划分，

仍可按测站以往采用的方法掌握。 

                     第四节 潮水位观测 

    第 4.4.1 条 潮汐是海水受日、月等天体引力作用而产生的周期性

水面升降现象，气象因子和河川径流等也会影响潮汐的变化。在潮汐

涨落变化过程中，水位上升的过程称为涨潮，水位下降的过程称为落

潮，涨潮至最高水位称为高潮，落潮至最低水位称为低潮。在高潮和

低潮时，水面有短时间停止涨落的现象称为平潮。相邻的高潮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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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称为潮差，从高潮至前一相邻低潮的潮差称为涨潮落差。从高潮

至下一相邻的低潮的潮差称为落潮差。前后连续二次高潮或低潮的间

隔时间称为潮期，从高潮至前一相邻低潮的间隔时间称为涨潮历时，

从高潮至下一相邻低潮的间隔时间称为落潮历时。 

    潮汐使得水面不断地反复升降变化。但一般逐次出现的高潮和低

潮的潮位不会完全相等，一些半日周期潮汐的沿海河港，在一个潮日

（平均为 24 小时 50 分）内发生的两次潮汐变化常有较明显的差异，

前后相邻两次高潮或低潮的潮位都不相等，潮期历时亦不相同，这种

一日间所发生的两潮不规则现象称为日潮不等。本节制定的技术要求

和规定，是为了适应河口水文测验发展地需要。 

                     第五节 枯水水位观测 

    枯水期的水位资料对航运、灌溉、发电、供水非常重要，尤其对

某些特征水位及其出现时间，其影响更大，因此必须对各个观测环节

严格要求。以保证枯水期的水位观测精度。但枯水期观测往往易被忽

视。所以本标准单列一节加以规定。 

第八节 附属项目的观测 

第4.8.2条 一般测站的水面起伏度不会大于4级，可按表4.8.2

分级记载，但在水库、湖泊和潮水位站常有 4 级以上的水面起伏度发

生，有的波浪变幅甚至达数米，如果都记为 4 级显然不妥，故要求同

时测记波高。对水位观读精度有影响的主要是水尺附近的水面起伏度。

因此当水尺设有静水设备时，应测记静水设备内的水面起伏度。 

                第五章 使用自记水位计的水位观测 

                第一节  自记水位计的检查和使用 

    第 5.1.3 条 使用日记式自记水位计观测水位，一般每日 8 时校测

一次即可。但一日内水位变化较大时，为避免订正时依据不足，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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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变化情况适当增加校测和检查次数。使用长周期。自记水位计观

测水位，校测次数要求相对较宽，这就要求使用的仪器必须符合本标

准第 3.3.2 条和第 3.3.3 条的规定，并通过测站比。测能符合本章第

二节的有关规定者方可正式投产使用，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第二节 自记水位计的比测 

    第 5.2.1条 不论是采用浮子式自记水位计或其它类型的自记水位

计，其自记台或有关的野外设施是否符合要求；在安装有记仪器后，

仪器是否能够正常运转；水位自记精度是否符合规定的指标。均需通

过现场比测，方可得出结论。因此，本条规定良记水位计建成安装后，

应与校核水尺进行一段时期的比测，比测合格后，方可正式使用。 

    当原来的自记台或有关的野外设施损坏，或由于其它原因进；行

了重建或改建，以及更换自记仪器时（如日记式换用长期式），均应按

要求重新进行比测。 

    第 5.2.2—第 5.2.4 条 自记水位计的比测应包括整个水位变二幅

以及水位平稳，变化急剧等各种情况，因为低水位时比测合格者，并

不能保证高水位合格；水位平稳时工作正常者，并不能保证水位变化

急剧时工作正常。将整个水位变幅分为几段进行比测是为了针对不同

水情避免遗漏，缩短比测时间，早日发挥自记水位计的作用。并为满

足统计分析的需要，各段水位的比测次数应在 30 次以上。 

    本条规定的水位比测精度指标为置信水平 95%的综合不确定度不

超过 3cm，比“75%以上测次偶然误差不超过± 2cm，较为严谨。 

第三节 自记水位记录的订正和摘录 

第 5.3.1 条 本条所说的记录曲线中断，是指由于记录笔墨水用干

或不出水而造成的中断，对由于自记故障或其它传动部件故障等造成

的记录中断，不可描绘。如果中断时间在 3h 以内且未跨峰顶、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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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曲线趋势，必要时并参考邻站相关曲线描绘。当中断时间较长或

跨峰时，一般作缺测处理，如需要中断期间的水位资料时，可采用上

述方法插补．但均应在资料中注明系插补水位。 

    自记水位的订正，应以校核水尺水位为准，水位变化不大或水位

变化虽大，而水位变率变化不大者，一般用直线比例法订正即可。水

位变率变化较大者，应分析成因，分段处理，各段分别采用最合理的

方法订正。 

    根据调研结果，我国目前生产的日记式自记水位计的时间误差，

都能控制在 5 分钟以内，因此，本标准规定自记记录的时间误差超过 5

分钟时应进行订正，这比原定的 10 分钟缩短了一半。有些潮水位站需

要为潮汐预报提供资料，而潮汐预报所用的资料要求精度较高，因此，

对这些潮水位站，时间误差超过 lmin 应进行订正，水位误差超过 1cm

应进行订正。这类潮水位站在选取水位测量仪器时，应注意选择时间

座标比例较大的仪器。 

    第 5.3.2 条 本条所提到的等时距，是指水位观测实际测次之间为

等时距。水位摘录转折点的时刻，尽量选在 6 分钟的整数倍处，主要

是为了计算方便，8 时水位之所以必须摘录，因为 8 时是水位的基本定

时观测时间。当水位基本定时观测时间改在其它时间时，必须摘录相

应时间的水位。 

第四节  自记记录的误差来源与控制 

     本节列举了自记水位误差的主要来源，并就主要误差源介绍了一

些基本的控制方法。这些误差源引起的误差，其综合效果，有的有叠

加性。有的又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例如：机械摩阻产生的滞后

误差与机械传动空程引起的误差就有叠加性，而测井的滞后与含沙量

导致的测井水位差在一定条件下又可部分相互抵偿。地区不同、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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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所反映的主要问题也不同。例如山溪性河流，测井的滞后为

主要矛盾，多沙河流测井的“超前”为主要矛盾。所以对于自记水位

计的误差除应解决好一般矛盾外，更应在主要矛盾上采取措施。 

第六章 水位观测结果的计算 

  第 6.3.1 条 执行本条第二款时应当注意“当一次潮期内出现两

个峰或谷时”一句，不包括在涨落过程中出现小的起伏在内。 

第七章 水位观测的不确定度估算 

第 7.0.1 条 由于各站在水深相同的情况下，水位数值可能相差很

大，如果水位不确定度用相对量表示，势必造成衡量各站水位误差的

标准不一致，故本条规定水位观测不确定度以绝对量值衡量。 

    第 7.0.5 条 第 7.0.6 条 根据现行《国家水准测量规范》四等水

准测量一公里线路往返测量高差之差的标准差为 10m m（近似值），水

准测量的标准差与往返平均测距的平方根成正比：即  

                   Ls 101 =  

    式中Sl——四等水准测量往返测高差的标准差，（mm）； 

          L——往返平均测距，（km）。 

    当近似地将水准测量随机误差的概率分布看作正态分布时，则四

等水准测量的随机不确定度为： 

           LSX 202 11 == （置信水平为 9 5%） 

以上是以四等水准为例，当水尺零点高程不是用四等水准测定时，

其不确定度仍可仿此估算，只是每公里线路或每站往返测量的标准差

取值不同而已。水尺一经选定，其刻划误差对水位精度带来的影响应

为定系统误差，但由于测站一般都无精确的尺标测定出厂水尺的刻划

误差，因此，只能看作不定系统误差。 

本标准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已明确规定水尺刻划累积误差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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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0.5mm 或该段长度的 1%。、1％o 的允许误差，根据不定系统误差

的不确定度估算方法，可认为是水尺刻划误差的不确定度。其置信水

平至少可达到 95％。 

    从对总误差的影响来说，水尺刻划误差的不确定度比水尺零点高

程测量的不确定度和人工观读的不确定度小，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

忽略不计． 观读误差实际上含有视觉误差，波浪误差和取值凑整误差， 

由于不易细分，故归为观读误差．观读误差与波浪的关系最大，故本

标准要求分基本无波浪，一般波浪，较大波浪三种情况分别·收集试

验资料，并分别计算不确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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