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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道观测是收集河道形态变化和河床组成最有效及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河道观测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测验资料的精度，关系到黄河防汛和黄河治理。
加强测绘业务知识和规范的学习，切实提高河道观测的质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由于测绘技术的发展，河道观测也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传统测量方法、GPS、全站仪测量方法以
及各种河道资料处理软件都应用到生产中，但对于河道观测规范来说，目前还是采用黄河水利委员
会1964年编制的《黄河下游河道观测试行技术规定》。
40多年来，测绘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河道观测技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河下游河道观
测试行技术规定》远远不能适应目前河道观测的需要。
于是，在实际的河道观测作业中，观测单位在参考该技术规定的同时，还参考了国家和行业制定的各
种规范与标准，以及本单位根据自身和测区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补充规定。
这些规范、标准和补充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河道观测的顺利进行和观测成果的精度。
但是，国家和行业规范针对的是整个测绘行业，而黄河河道观测具体情况的规定又是观测单位自己制
定的，这就造成了河道观测中操作规程的不一致和观测数据格式的不统一，给观测成果精度和使用带
来较大的不便。
本书是在参考了有关的测绘书籍、国家规范和行业规范的有关要求，各观测单位的有关技术补充规定
以及有关的比测试验数据和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它根据国家规范并结合河道测验的实际情况，从原
理、方法、要求等方面对河道观测进行了较完整的描述，是一部完整叙述河道观测的综合性图书。
其内容不但包括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基本情况，还包括了河道观测的观测内容和观测方法；不但包括了
传统的光学仪器测绘技术，还包括了目前先进的卫星定位技术、红外光测距技术以及计算机数据处理
技术；不但包括了测绘原理的讲解，还包括了常用仪器操作说明和成果的数据格式；不但包括了河道
观测对观测人员的基本要求，还包括了河道观测业务管理以及观测资料审查验收的方法和内容。
本书的编著出版，将有效地降低河道观测规范内容陈旧、编制零散等原因给河道测验带来的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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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下游河道观测》参考了有关的测绘书籍、国家规范和行业规范的有关要求，是根据各观测
单位的有关技术补充规定以及有关的比测试验数据和成果撰写的。
它从原理、方法、要求等方面对河道观测进行了较完整的描述，内容包括黄河下游河道的基本情况、
河道观测内容和观测方法、测绘仪器原理与操作、河道观测业务管理以及观测资料审查验收等内容。
　　《黄河下游河道观测》可以作为各有关观测单位制定技术要求的参考书和河道观测作业人员的专
业用书，同时也可作为测绘行业的业务参考书和职工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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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黄河下游河道为典型的冲积型平原河道，以东西偏北贯穿豫鲁大地，自小浪底大坝到河口河道
全长900余km。
在黄河下游河道中，一般的划分是铁谢以上河段为山区河道向平原河道过渡河段，铁谢至高村河道为
典型的游荡型河道，高村到陶城铺河道为游荡型河道向弯曲型河道的过渡段，陶城铺至利津河道为受
工程控制的弯曲型河道，利津至河口河道为河口型河道。
小浪底水库坝下至铁谢的河段：长约30km，河床由窄变宽、散，河底卵石较多，水流湍急，一般的机
动船只难以行进。
铁谢至高村断面的河段：长约280km，河道宽浅，水流散乱，河势变化较大，属于黄河河床变化最为
频繁的游荡性河段。
水面宽在200～3000m不等，河水深浅变化大，机动船只容易搁浅。
滩地较平缓，分布有串沟、老河沿、生产堤以及控导工程等，近河部分树木较少，远河部分有树木及
村庄，对施测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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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下游河道观测》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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