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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讲述水文测量工作中困扰水文人的一些问题,从三等水准测量、水尺零点高程测量中的注意事项进行阐述,解答如何规范准

确快速地完成水文测量工作,将笔者的经验分享,为水文测量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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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文测量的重要性 

水文测量中包含：高程测量、断面测量和地形测量。水文测量成果的

质量直接关系到水位、流量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水文情报预报的准

确性,直接关系到工程调度的严密性,直接关系到工程运行的安全性。 

2 水文测量中的难点 

水文测量中困扰水文年轻人 多的是如何规范准确地测量并整理出

符合规范要求的测量成果。以三等水准测量和水尺零点高程测量为例阐述

测量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问题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 

2.1三等水准测量中的注意事项 

用于从基本水准点引测至校核水准点,校核水准点设置于水位观测断

面附近,其位置和数量应满足进行水尺零点高程测量时,平坦地区不多于6

站,非平坦地区不多于11站的要求。 

2.1.1水准测量路线 

从基本水准点或引据水准点至校核水准点,布设测点,采用DS3型水准

仪进行三等水准测量视距不大于75米,单站前后视距差不大于2米,测段累

计前后视距差不大于5米。 

2.1.2水准测量过程 

(1)标尺应根据水准仪的种类采用成对双面木质水准尺；(2)组装水准

仪时,三脚架架腿略高于膝盖为宜,安制三脚架时,尽量使两脚与水准路线

的方向平行,第三脚交替轮换置于路线方向的两侧；(3)调平时,可通过调

整第三脚使圆水准气泡居中,圆水准气泡位于哪个位置,表明哪个位置高；

(4)除拐弯,仪器与前后标尺应接近一条直线；(5)同一站观测,前后视不应

两次调焦；(6)应进行往返观测,往测与返测仪器站数应为偶数,由往测转

向反侧时,互换标尺,重新安置仪器。 

2.1.3记录计算过程 

(1)测量方法应为中丝读数法,呈像为清晰,观读顺序为“后、前、

前、后”,即先观读记录后视黑面的上下丝、中丝,然后观读记录前视黑

面的上下丝、中丝,之后观读记录前视红面的中丝, 后观读记录后视红

面的中丝；数据记录于表格右下方约占每格三分之二,书写干净、清楚。

(2)上下丝相减×100即为视距,视距差需符合规范要求,此处观测为两

种方法： 

一、减法：这是 常用的方法,也是绝大部分人用的方法,直接读出上

下丝数据相减,优点是准确,缺点是在确定仪器位置的时候比较费时。(平

时工作中测量主要以精准度为主,时间并不是主要因素。)二、加法：这是

一种考试技巧,在参加技能比武时更实用,数上下丝之间的格子,每一个

小的格子代表1米,不满整格的估读,优点是能够较快的确定视距的基本大

小,确定出仪器的位置。(平时测量工作中可以借鉴。) 

视距超限时,向视距大的一侧挪动仪器二分之一视距差,例如：前视距

60米,后视距56米,前后视距差为4米,应向前视挪动仪器2米,如图1。 

 

图1  仪器视距调整 

(3)黑红面检验：每根双面标尺黑红面都有一个系数,以4.687为例：

一、四位加减法：一般情况都会将黑红面的中丝四位都读出来,然后用黑

面数值加上4.687与红面数值相比,差值不大于0.002为合格。二、两位加

减法：该方法可以快速检验黑红面之差,是将黑面读数的前两位“+47”(红

面尺第一个数字),后两位“-13”与红面的前两位与后两位相比,此法将四

位数加减转化为两位数的加减,更容易计算,计算时间可大大减少,准确率

也相对提高。 

以图2为例：,黑面读数0.260,根据“+47”、“-13”法则,红面理论值

应为4.947,实际红面读数为4.947,与实际红面读数相比,差值不大于

0.002为合格。 

 

图2  黑红面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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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均高差为四位小数,实测闭合差按照支线水准路线闭合差公式

计算,L为路线往返平均长度。 

t ch h hΔ = − 实
实 测 闭 合 差 ：

 

0 .0 1 2h LΔ = ±
允

允 许 闭 合 差 ：
 

h hΔ < Δ
实 允

结 论 ： ， 测 量 合 格 。
 

2.2水尺零点高程测量中的注意事项 

2.2.1测量路线 

从校核水准点至每一支水尺,每支水尺逐个测量转点不可以是水尺或

者水面,视线长度不大于100米,单站前后视距差不大于5米,要求视线高度

三丝能读数。 

2.2.2测量过程 

在符合视距差要求的前提下,同一站尽量多测水尺,标尺一般放置于

水尺的整米数位置,该位置应固定并便于放置标尺。 

2.2.3记录计算过程 

(1)水尺记录于间视的位置,测点一般写为水尺编号+整米数(三位小

数)。(2)往测时,可根据测量过程进行计算,平均高差取三位小数；返测时,

仅记录黑红面中丝读数,计算由已知校核点反算。(3)实测闭合差由往测与

返测高程值差所得,小于允许闭合差,取平均值为新测水尺的零点高程。(4)

新测水尺零点高程与原测高程相差不超过此次测量的允许不符值,或虽超

过,但不大于10毫米,仍应沿用原高程,否则应采用新高程。(n为单程仪器

站数)。 

3h nΔ = ±
允

允 许 误 差 ：
 

3 经验分享 

首先,读懂规范,《水文测量规范》(SL58-2014)中将测量要求写的很

全面,需要从中提取汇总适合本站测量内容的各项要求。 

其次,根据规范要求,编制适合自己测站的测量计划与路线,反复实践,

精简路线。 

再次,多测多算,除了部分测量技巧,大部分还是需要在实际测量中去

积累经验,去寻求适合自己的测量方法,多计算多口算,能够大大地减少测

量计算时间,提高效率,大部分内容测完即算完。 

后,借一位老水文人(衡水水文赵华)自己总结的《测量经验之歌》

与大家分享,内含规范要求与测量技巧,需细心体会。 

测量经验之歌 

目测找中粗平看,视距相减再折半。注意远近别走反,单二累五不超限。 

前后脚架轮流换,踩实两腿动一边。后前前后黑红面,八个数据莫写乱。 

记清尺号用心算,加上四七减一三。同尺限二同站三,两次调焦不能干。 

校核无误不超限,通知迁站莫迟延。高差正负同出现,以黑为准仔细算。 

红面加减零点一,两数平均高差填。仪器迁站莫上肩,用手护好不能颠。 

勿用单手镜筒转,注意动作要规范。各种校验全要算,误差评定要写全。 

允许高差不符值,正负十二毫米间。水文测量并不难,多测多算来完善。 

4 展望 

目前,水文测量力量薄弱,水文测量的队伍尚未组建,希望可以根据

规范,多测多算多培训,锻炼队伍,严格做到“四固定”,测量设备能够及

时更新换代,提高自动化水平。 终,成立一支属于水文人自己的高水平

测量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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