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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利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水文在行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伴随着“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水利改革总基调的深

入贯彻落实,水文工作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水文资料整编成果的质量直接体现了水文工作的成效,如何找到水文工作的短板,补齐短板,成为我

们这代水文人的努力方向,通过社会对水文数据需求的改变分析我局水文资料整编中的问题,进而制定有效措施,就如何提高我局水文资料整编

的整体水平进行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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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现状 

社会对水文资料整编整过的需求有所改变。以往,当年全国水文年鉴

刊印时间都在次年的10月份左右,真正拿到年鉴资料的时间可能会更晚一

些。而2018年水文年鉴电子版要求2019年1月提供,相比往常,早了近一年

时间,突出反映了社会对水文事业要求的改变,水文整编工作不得不改变,

以满足社会需要。水文工作的“日清月结”不再仅仅停留于测、报,而是

涵盖测、报、整全部内容,对水文整编要求越来越高,首先就是时间,从测

站到中心到水文局,将原先1年的时间压缩至1个月,整编系统也面临巨大

挑战,此时水文资料整编系统HDP5.0应运而生,为水文工作补了一块短板,

加快了水文整编工作的改革进程。 

海河下游管理局水文中心负责全局的水文工作,下辖杨柳青水文站、进

洪闸水文站和第六堡(二)水位站,负责水文工作的人员3人,基层水文在职

工作人员10人,目前只有1位海委系统资料整编专家,整体水平不高。 

2 要求与期望 

水文整编的历程要经过测验、在站整编、集中审查、流域复审、全国

终审、编印年鉴。每一个工序和节点都需要时间、人力,而水利部要求全

国2018年水文年鉴电子版要求2019年1月31日前提交。对于水文测站要求1

月5日之前将在站整编完成并上报。 

希望每一名水文基层工作者能够牢记自己的初心、使命,为我局水利

工程服务,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严格测验规范,确保测验数据准确,通过自

学、集中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水文资料整编水平,争取有更多的人

成为资料整编专家。 

3 差距和落实 

我局水文资料整编水平与本系统其他局和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在于

整编经验少,由于实际情况测验项目不全,遇到的问题少,从而缺乏解决问

题的思路与方法。南北方气候、水量分布差异,致使我们的经验少,大多数

情况只局限于理论,实践机会少。 

严格质量管理,强抓落实,利用好水文资料整编系统,加强监督,随时

督促测站日清月结,督促基层测站的每一位水文职工,测站的管理者需要

时刻提醒、监督资料的收集、在站整理、软件录入,一层抓一层,层层抓落

实,签订责任书,责任到人,确保水文资料整编工作严格按照要求保质保量

完成。 

4 问题跟表现 

水文中心作为技术指导没有制定学习计划与学习制度,没有监督、督

促基层水文人员对水文知识特别是资料整编知识的掌握程度,测站部分人

员不了解规范要求,主动学习少,被动学习多。新老更替慢,传帮带效果不

明显,拥有专业技能高超的人员少,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无处问讯。 

具体表现日如下： 

(1)流量有效位数取舍,整编规范中三位有效数字,小数不过三位,《河

流流量测验规范》(GB 50179-2015)第103页,流量取用位数：取三位有效

数字,小数不过两位；(2)冰情观测：岸冰冰厚位置确定？是距岸边冰底边

距离还是根据起点距？冰情符号初生冰根据《河流冰情观测规范》(SL 

59-2015)第37页,应为C。之前为|,需要统一；(3)大断面计算表中累计面

积是用所增面积取舍前的数累加,而水尺零点高程是用平均高差取舍后的

累加？《水文资料整编规范》(SL 247-2012)第94页,大断面起点距宜记至

0.1m,不小于100m,可记至1m。在实际整编时,大于100m时仍记至0.1m。 

类似问题还有很多,测与整的矛盾,都要找到水文测验基层人员,测验

质量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整编,除了国标与行标的规范之外,缺少了内部

标准去统一这些有争议的测验及整编方面的问题。 

5 措施与建议 

(1)贯标。对更新的规范、标准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贯标培训,强化学

习,自上而下,也可委托或者责成相关部门、人员负责编写贯标培训内容,

经水文局审核后开展,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2)比武。传导压力,不断提

高年轻水文人员的活力,从要求学,到一起学,到自主学,不断提高业务理

论水平和操作能力,促使下游局水文人员整体水平跨越式提高；(3)建议水

文中心印制补充规定。通过座谈、研讨等形式将以上存在问题或者有争议

的内容进行统一要求,原始记载表格的规范性填入,省去无故的争执,补齐

短板,可以提高水文资料整编的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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