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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测报自动化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
从1977年首台水位遥测仪的诞生，到1983年葛洲坝水位遥测系统投产运行；从1984年、1988年相继引进
美国SM公司水文遥测设备并在陆水流域、大宁河流域成功安装运行，到YAC9100系列水文遥测设备的
自主研发并在荆江河段和鸭河口、漳河、富水等大型水库推广运用，历经了自主研发、引进、消化、
吸收，到再创新的漫长过程。
进入21世纪，中日合作“汉江中下游洪水预警系统”，中澳合作“长江防洪与管理系统”，国家防汛
指挥系统水情分中心示范区相继启动建设，水文测报自动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从已建测报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尽管在防洪报汛中充分体现了其信息量大、实效快等优势，并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自动测报系统与人工报汛体系并存、“防洪报汛”与“水文基本资料收集”脱节的
问题普遍存在。
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观念问题，主要反映在对“人工观测”与“机器观测”谁更
接近“真值”的疑惑与争论；其次是技术细节问题，主要体现在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与现行
技术规范的局部冲突和遥测信息的整编等问题；另外，系统运行维护及管理的保障措施不到位，也是
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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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数十年来水文测报自动化技术研究及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共分12章
，全面介绍了水文测报的设计原则与总体要求，详尽阐述了雨量、水位、流量采集技术，水情信息传
输技术，测站测报控集成技术，水文测报计算机网络技术，水情信息集成技术，实时水情数据库，相
应流量自动报汛技术，并对水文测验方式的创新进行了展望。
    本书可供水利、交通、建筑等领域从事水文测报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大专院
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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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水文自动测报是利用遥测、通信、计算机和网络等先进技术，完成测区内雨量、水位、流量等
水文参数的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并通过各类水文模型进行水文预报，实时校正及预报值发布的整
个过程。
水文测报自动化系统涉及面广，是多学科、多技术在水文领域的应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总体设计主要包括系统功能及规模、信息采集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信息的集成技术、中心软硬件平
台技术等内容。
第一节 系统的功能和规模一、系统功能水文自动测报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动采集、传输和处理实时水
文信息，并通过水文预报，为防洪决策、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库调度等提供依据。
随着系统建设目的的不同，系统功能也略有差异，应在总体设计中予以确定。
一般而言，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具有以下功能：1．采集功能通过遥测站自动采集雨量、水位等信息，
是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最基本的采集要素。
对于重要江河的防洪控制站，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水位流量关系复杂河段，则需自动采集流量信息
。
对于非自动采集的流量信息，则应具有现场人工置数或水位流量关系自动转换的功能。
2．存贮功能长期以来，我国水文采集数据大都采用现场纸记载方式。
随着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的逐渐成熟，部分水文数据通过无线或有线的方式，传输至中心站的计算
机中存贮，该方法由于受各种自然条件的影响，往往有许多数据传输遗漏，导致不满足基本水文资料
收集要求。
因此，根据需要遥测站本身一般要具有存贮功能。
3．传输功能遥测站应能将采集到的水文信息迅速传输至各分中心或中心，才能为防洪调度等提供决
策依据。
对于为水利水电工程兴建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其传输方式比较简单，一般将各遥测站水文信息直接
传输到中心站或水情中心，当距离较远时考虑增设若干中继站或水情分中心。
对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域或国家层面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由于规模过大，并已形成一套规
范的报汛管理体制，往往根据行政管理现状，划分若干区域设立水情分中心，由各遥测站将水文信息
传输至分中心，再由分中心至省中心、流域中心、国家中心的分级传输方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长江水文测报自动化技术研究>>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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