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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实习指导书是在总结我校多年学习教学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第一章～第三章讲述了气象及水均衡要素观测要求、野外调查的基本要求和水文地质测绘的基本操作
技术，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出了抽水试验的基本要求与求参方法、地下水动态观测与资料分析以及有关
专题报告编写要求，第六章～第八章为基本技能训练，包括各种专业图件的绘制、资料整理和报告编
写要求；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介绍了白城实习基地和秦皇岛实习基地的概况。
本书主要供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或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
方向）的师生实习使用，也可供其它有关专业的师生在实习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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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气象及水均衡要素观测要求　　气象观测：要求了解各种气象要素的主要观测仪器、相
应的观测方法和常用的记录格式，掌握各种气象要素特别是与水资源密切相关的降水、蒸发、气温等
要素的统计分析内容和方法。
　　水均衡要素观测通过测定包气带含水率、湿度、水动力参数，确定人渗系数和蒸发系数等。
了解各种测试仪器的测试原理，掌握观测及测试方法，能够利用观测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计算有关
水均衡参数。
　　1.l　气象观测　　气象站是进行气象观测的基本机构，也是气象部门对外提供气象信息的基层机
构气象站按不同的标准可分为各种种类。
按性质分，有气候站、天气站、农业气象站、航危站、日射站、天气雷达站、海洋气象站、专业(温场
、盐场、林场和水库等)气象站、流动气象站(如为跨越长距离的重大活动或体育赛事所设立)等有人气
象站，以及无人自动气象站等。
按站所的地形特点可以分为高山气象站、海岛气象站、山地气候站等。
而按照气象观测资料的处理和交流特征，由气象专门机构主管的气象站又划分成一般气象观测站、基
本气象观测站、基准气象观测站、辐射观测站、高空探测站、高空探测交换站、酸雨观测站和天气雷
达布点站等。
　　气象观测一般采用定时观测，即按规定的时次为积累气候资料进行定时气象观测自动观测项目每
天进行24次定时观测；人工观测项目，昼夜守班站每天进行02、08、14、20时四次定时观测，白天守
班站每天进行08、l4、20时三次定时观测。
气象站主要观测项目包括降水、蒸发、气温、地温、日照、风速、风向、温度、气压等基准站使用自
动气象站后仍然保留每日进行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等项目24次人工定时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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