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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站网综合设计技术原则 

  

计划编号：SJ9101 

获奖情况：水利部科技进步奖二等 

任务来源： 

成果摘要： 

    1990年前，我国曾进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水文站网规划，确定了不同阶段时期的站网规划原则。但这些原则的

不足之一是单项性目标函数的优化控制原则，例如，雨量站网优化的目标函数用面雨量精度，流量站网优化的目

标函数用洪量、洪峰流量模拟精度等；不足之二是拟订站网规划时不考虑水文测验的精度等。不同类型水资源信

息站网（如流量、水位、雨量、泥沙、水质、地下水等）及其量测精度是个有机的时空四维系统。该项目成果分

流量测次精简和小河流量站网综合优化及小河配套雨量站网与小河流量站网综合优化两个部分。一、流量测次精

简和小河流量站网综合优化成果成果论文有三篇：“流域水文模型参数流量过程分段优选法”、“流量测次精简

对现有小河站网精度的检验”、“高水延长对小河站网规划的精度影响”。对生产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结论如下： 

1. 对现有中、高水位流量关系使稳定的小河站应进行测次精简，以利于站队结合开展。测次精简后，对暴雨、洪

水分析计算会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把小河站网测次数目精简到5、10和15次后，汇流

参数的区规律精度都能满足“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精度的要求。精简测次后，单次实测测点对水位流量关系

线的贡献变大了，因此必须保证各个实测点的精度，巡测测次应分布在各级水位之中，高水点要有1～2次。 2. 

对测验河段比较稳定的小河站（含部分以暴雨洪水分析为主要任务的区域代表站），用高水延长方法获得的洪水

资料是能满足分析要求的；延长幅度宜占水位变幅的25%左右，但对于已经有实测的高水位流量资料可做高水延长

时参考的小河站，可以增大外延幅度。二、小河配套雨量站网与小河流量站网综合优化成果成果论文有“小河配

套雨量站网优化分析”、“为水资源估算服务的面雨量站网规划方法探讨”等。三、对生产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

果 1. 在现有小河配套雨量站数基础上，可以适当减少1～2个站，但不能低于表1中的建议站数；雨量观测的系统

误差对洪水模拟影响大，所以，选择雨量器及安装雨量计时，要严格按规范要求；雨量观测的随机误差对洪水模

拟影响较小，这对雨量委托观测和雨量资料的整编具有实际意义。表1 小河站配套雨量站数表面积（km2） <10 

10～20 20～50 50～100 100～200 导则站数 2 2～3 3～4 4～5 5～7 建议站数 2 2 3 3 4 2. 在湿润区，面雨

量站网密度对于山丘区，一般可考虑为300～500km2；对于平原(水网区除外)，可考虑不小于500 km2，困难地区

可放宽至1000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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