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5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文测验的误差分析及其对策 
 
张向阳 
陕西西安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DOI:10.32629/hwr.v3i1.1823 
 
[摘  要] 水文测验是一项系统、复杂、专业性强的工作,需要根据检测内容作出科学的布置,才能保障收集的数据精准、可靠,

但是由于目前水文测验中技术条件、自然环境、人为因素都会对测验结果造成影响,导致测验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极大的差

入,这些误差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后续工作的开展。为此,文章对水文测验的误差进行分析,并探究了有效的解决对策,以便缩小水

文测验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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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测验是指对水流域中水资源展开检测,整理水动态

的变化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与检验,形成系统的表格

以便相关管理部门了解水质、水文流动情况。在我国水文测

验是水文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民经

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影响,但是目前水文测验中技术、人

为、自然环境等多项因素都会对其测验结果造成影响。因此,

缩小水文测验误差成为水文测验工作的首要任务,以便保障

水文测验结果的精准性与可靠性。 

1 水文测验误差 

1.1 水位观测误差 

水位观测误差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偶然误差,第

二种是系统误差,第三种使伪误差。偶然误差的发生通常是

在风浪、回流情形下、水尺读取过程中；系统误差主要是指

观测设备,观测中的水准点、水尺自身以及间接观测设备存

在系统误差也会导致观测结果出现误差；伪误差是由人为因

素导致的,在观测过程中设备出现问题、校准出现问题等情

况下,观测人员未及时发现导致误差,或工作人员数值读取

中出现误差[1]。 

1.2 流量测验误差 

流量测验是水文测验的重点,测验常用的方式是流速仪

测验,其中经常出现的误差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测量中设

备精度与性能不达标,导致误差出现；二是,在对垂线各层的

检测点展开有限测速过程中,时间会对流速脉动造成影响,

出现误差；同时垂线出现数量不足情况时也会导致误差出

现；三是,计算断面面积出现误差；四是,垂线检测点设置不

充足,导致平均流速测验出现误差；五是,测验过程中由于经

过测验点的时间不同,并不能保障时间间隔内流速不受到影

响,从而也会出现误差；六是,水流出现回流以及紊流也会导

致误差出现[2]。 

1.3 悬移质泥沙观测误差 

测验悬移质泥沙主要是为了了解其变化情况以及计算

输砂率,这个测验环节经常出现的误差有随机误差以及系统

误差。具体来讲,在测验过程中选择的设备不合理、不科学

会导致误差出现；水样处理方式不合理；垂线 泥沙取样方

法不正确；泥沙脉动未得到有效处理,这些因素都会导致随

机误差以及系统误差出现[3]。 

2 水文测验误差处理对策 

2.1 技术性处理对策 

针对水位观测误差的处理对策为：一是,偶然误差的处

理。如果水位观测的偶然误差是因风浪以及回流问题造成的,

在展开观测工作前,要求观测人员对现场河段进行全面的考

察,选择 佳的安置位置放置水尺,尽量较少外界因素造成

的负面影响；并且选择流线型或菱形的水尺桩,减弱水流的

冲击,也能够减少误差的出现。如果偶然误差是由水尺读取

造成的,应重点提高从而人员的专业性与综合素质,要求从

业人员都必须观测岗位要求的能力,并且在读取数值时应保

障身体与水尺水平,从而减小误差；同时,在风浪条件下展开

观测,取大于三次波峰与波谷的数值计算平均值,作为 终

的观测值,将精度确定在厘米级[4]。二是,系统误差的处理。

在观测前尽可能的减小水准点以及水尺出现的零点误差,通

过反复的复测水准点以及接测国家水准点要求,控制水准点

的移动与沉降,如果发现水准点出现位移要立即做出处理；

同时保障每次观测都基于相同的路线,固定的人员与仪器,

并保障水准网点处于路线闭合状态,以便抵消误差；观测时

间 好选择风较小的早上或晚上,减弱外部环境对观测仪器

的影响。此外,重视观测设备性能的提升,这是缩小水位观测

误差的有效手段,例如,在观测中使用的水位计,由于长期使

用其本身则出现了误差,在观测前,应对其进行校准,控制误

差的出现；并且需要定期进行水位计比测,将其放置在流态

环境中,分析其不确定度,不能超过不确定度上限值[5]。三是,

伪误差的处理。伪误差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些误差通过

严格的管控以及提升观测人员综合素质可以规避,主要是通

过管理手段,使观测人员能以端正的态度面对工作,严格的

要求自己。 

针对流量观测误差的处理对策为：一是,合理选择测断

流面,流速观测过程中测流断面的选择十分关键,需要观测

人员事前全面勘测所要观测的河段现场,对水流运行情况有

详细的了解,从而确定水流集中、运行稳定、顺直并且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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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的位置作为测流位置,有利的观测位置便于观测人员观察

水文变化情况,而且减少了对观测设备的影响,便于收集资

料。二是,严格检查观测设备。对于流量观测中经常使用的

流速仪,必须做出严格的检查,检测仪器质量、性能,并且在

使用前根据观测需要以及分级流速、水流条件对仪器进行调

整,提升测验结果的精准性。三是,减弱外界因素对断面面积

流量造成的影响,在测验过程中需要全面了解环境造成的影

响,选择合适的方式、确定合适的时间展开工作；四是,保障

测量时间充足,如必须保障测速时间超过100s才能减小流速

脉动造成的影响；五是,在测验过程中,测验人员根据水文变

化情况综合考虑现场测验形势,及时调整或补充测速垂线；

六是,为了控制水流回流以及紊流的影响,在测验中结合实

际情况应适当的延长测量时间,并根据实际情况展开各层次

流速与流向曲线绘制,通过曲线对同一时间内测试点的流速

流向进行分析[6]。 

针对悬移质泥沙测验误差的处理对策为：一是,保障测

验仪器科学合理,在仪器选择过程中需要根据该项测验的特

点,尽可能选择管嘴以及管壁上含有少量或不含泥沙的仪器,

并且确定仪器未经过突然灌注[7]。此外,仪器正式使用前,需

要通过率定实验对仪器进行检测,以便其能够正常持续性工

作,以便规避误差。二是,为了保障测验结果的精准性,应采

用光电浊度仪器,通过烘干称重法反复对实验结果进行验证,

计算多次验证的平均值为 终结果。三是,为了减弱采样环

节对测验结果造成的影响,应利用检验合格的采样器进行泥

沙采样,从而降低泥沙脉动对 终结果造成的影响。四是,

流速测验与泥沙测验应在同一次测验中完成,保障测验过程

中观测时间以及观测层次是一致的,这种方式也能够减小误

差。五是,在泥沙测验中重点关注输沙率垂线的数量,保障其

数量充足；并在全面了解测沙断面的基础上展开垂线布置,

保障其分布均匀,位置合理。 

2.2 管理性处理对策 

一方面,在展开水文测验前通过人为方式优化测验环

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自然环境发展形势十分严峻,在水

文测验中,水流域的污染以及自然环境的不稳定因素都会对

测验结果造成影响,如果在测验前发现环境对测验结果的影

响较大,测验人员应酌情进行环境优化。对自然环境的优化

能够为仪器运行以及各项测验工作的落实创造有利的环境,

如减弱光照、风等因素的影响,缩小测验结果的误差,保障其

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提升测验人员的业务能力与专业素质。在水

文测验中很多误差的出现都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如测验中

的违规行为等,因此,该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定期组织测验人

员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并展开职业道德教育,激励测验人

员以端正的态度面对工作,能够自觉规范自身在工作中的行

为,秉持着对工作负责以及对自己负责的宗旨,保障水文测

验工作有序落实；此外,强化测验人员的实践操作能力,组织

实操能力考核,及时弥补观测人员专业能力上的不足,有效

提升其工作水平与质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鉴于水文测验工作的重要性,测验人员应明

确自身肩负的责任,在开展水文测验工作中以严谨、负责的

态度展开各项操作；并针对各类型误差,分析误差出现的根

本原因,找到有效的措施,将误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保

障水文测验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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