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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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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难度较大，若遭到破坏将影响水文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分析了丽江水文

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现状，并提出了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措施和建议。水文部门应该做好水文监测环

境和设施的日常保护工作，保证水文信息的测报质量，更积极主动地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好水文情报预报、水文

分析计算、水资源论证、洪水影响评价等水文服务工作，促进水文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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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水文工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

业，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发挥

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提供可靠有力支撑。水文工作为各级政府部门防汛抗

旱、防灾减灾、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工程建设等各

个领域及社会公众提供水文信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在防汛抗旱减灾方面作出了

巨大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国民经济

的快速发展，城乡建设的推进，一些水文站受到工程建

设等人类活动影响，导致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遭到破

坏，甚至有的水文测站因此需要改造或搬迁，而造成水

文监测环境和设施破坏的相关单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严重影响了水文工作的正常开

展，为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带来巨大的威胁，应引起全社

会的高度重视。

２　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现状

２．１　 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设施
水文监测环境是指为确保准确监测水文信息所必

需的区域构成的立体空间。水文监测设施，是指水文

站房、水文缆道、测船、测桥、测船码头、监测场地、监测

井（台）、水尺（桩）、监测标志、专用道路、仪器设备、水

文通信设施以及附属设施等。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监

测设施是开展水文监测工作的基础保障。

为了准确监测水文信息，对水文监测环境有较严

格的要求。为了避开人类活动的影响，确保准确监测

水文信息，满足设站目的，在选择站址的时候首选有利

于开展监测工作的断面顺直、河床稳定、水流关系稳定

的河道上，避开人员集中、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城镇，有

时甚至较少考虑到交通条件和测站人员的生活条件。

因此，一般的水文站都设在偏僻的乡村，甚至设在人烟

稀少的地方。

２．２　水文监测环境现状
流域面积较小区域代表站的测验河段保护范围一

般只是上下比降水尺断面之间，几十米到一两百米，比

降水尺断面上下游因无水文站的相关设施，也没有依

据明确划定保护范围，因此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近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利水电、交通工程的建

设，使很多水文站的监测环境和设施遭到破坏，有的水

文测站因此需要改造或搬迁。在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丽江分局的６个国家基本水文站和 １个水位站中，每
个站的水文监测环境和监测设施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给正常水文测报工作带来较大困难。

（１）总管田站、庄房站受到上下游河段采砂的影



　增 刊 　　　陈正彩：云南丽江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现状与对策

响。一方面，由于采砂改变了河道的断面形态，使水面

比降、糙率、流速、河槽主流等许多因素发生变化，进而

影响到稳定、连续的水位流量关系，影响测验精度；另

一方面，采砂活动致使河道发生冲刷或淤积，影响行

洪，破坏水位自记台、水文缆道、测桥、护堤等水文监测

设施的基础稳定和正常使用，直接威胁测验设施的安

全。

（２）总管田站的进站道路被村民占道修建房屋。
进站道路（也是附近村民的公共通道）被村民侵占建

房而阻断，而村民建房经过相关部门的申批，手续齐

全，水文站对该道路无管理权，只能重新修建进站道

路。

（３）来远桥站水文站的测验河段，由水利部门组
织修建护堤，但事先未与水文局沟通，在施工过程中损

坏了该站的水位观测设施、流量测验设施。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河道挖深使水位自记台的测井无法进水；破

坏了断面的控制条件，改变了水位、流量关系，水位、流

量测验困难，严重影响了测验工作，增加了测站的工作

量；需要改造水位、测流测验设施，需要修建保持测验

河段水流稳定的滚水坝以保证断面水流关系稳定。该

站原先因水流关系稳定，已经实现巡测多年，现在需要

增加测次，直到河床趋于稳定，重新推求水流关系。

（４）石龙坝站在断面上游 ６．５ｋｍ处修建了电站
拦河坝，形成一个总库容 １１６万 ｍ３的日调节水库，在
电站运行时该河段完全失去了天然流态，人为造成断

流和洪水过程，最大水位变幅近 ３．００ｍ，严重影响了
该站水位、流量、水质等项目的测验和资料整编工作。

水文局在该电站建设前就主动找到当地政府，请政府

出面与业主进行了交涉，要求业主承担因受工程影响

需要增加的水文监测设施设备的费用，或搬迁水文站，

以减少电站运行对水文工作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

因，电站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且未与水文局达成如何

消除工程建设对下游水文监测工作影响的情况下，进

行了建设，并已经投产使用。

（５）在相邻单位未与水文局协商、通报的情况下，
程海站站房到湖边水尺之间含观测道路的地块全部被

其他单位征用，并办理了土地证。在修建围墙时，水文

局只有通过转让购回观测道路，才有通道去海边观测

水位。

（６）木家桥水文站下游 ２００ｍ处修建跨河铁路
桥，施工产生的大量砂石直接倒入河中，施工处河道水

面宽由１４ｍ缩小到 ５ｍ，致使河道堵塞，回水影响到
测验断面上游，造成基本断面水位上涨１米多，水面比
降变小，流速变小，水位流量资料严重失真，增加了测

验和整编的工作量。

（７）庄房站、木家桥站经过水文监测设施低空架
设高压供电线。在未与水文局协商、通报的情况下，建

设单位计划经过水文监测设施上面低空架设高压供电

线路。庄房站要在测流缆道下游 ６ｍ的水文测验吊桥
边河滩上修建高压线路铁塔，中高水时铁塔就影响河

道行洪安全，高压供电线路要经过测流缆道、吊桥上

空。木家桥站要经过观测场、站房上空架设高压线路，

两边的电线杆已经架设，水文站与建设方进行交涉，迫

使供电线路架设方案作了调整。

２．３　水文监测设施保护现状
所有测站的水文监测设施设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

的破坏：水尺桩被人为推倒，以及用来拴家畜、拴船；水

文缆道的钢绳、铅鱼、水文绞车上的电动机在汛期被盗

走；气象观测场的钢筋围栏和测桥的钢筋护栏和站房、

缆道房门窗遭到破坏，严重影响到测验设施的正常使

用和水文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影响到防汛抗旱急需

的水文信息的采集，甚至危及到水文职工的安全生产。

总管田、庄房站的测流吊桥也是附近村民过河的唯一

通道，但钢筋、铁丝防护栏经常被盗走，行人在桥上追

逐嬉戏玩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庄房站因缆道已经

改造完成，测流吊桥可以不再使用，计划经过维修后将

吊桥移交地方管理，但因为难以管理，安全隐患大，地

方不同意接受。但为了方便两岸村民过河，也难以强

行拆除，进入两难境地。

２．４　开展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工作情况
水文部门为了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做了不少

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传水文工作；请求县政府发

文，根据实际情况明确了总管田站的测验河段保护范

围，由市、县水行政执法部门参与，设置了水文测验断

面界桩、水文监测断面保护碑；联合水利执法部门对一

些破坏水文监测环境和设的行为进行了制止；对一些

难以处理的问题，及时报告了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请

求协助解决。

通过积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云

南省水文条例》、《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和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水文工作的意见》

（云政发［２０１２］１０９号），切实维护水文的合法权益，
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防止工程建设和人为破坏

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设施的行为。

在当前实施的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设项目

中，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丽江分局向丽江市政府作了

多次专题汇报，并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市政府下

发文件，成立了以市政府领导为组长，市直各部门相关

领导为副组长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要求各区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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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地、水利、林业等部门积极支持该项目的建设，促

进了相关部门对水文工作的了解，为做好项目建设和

运行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极大地推动水文监测环

境和设施保护工作，促进丽江水文事业的发展。在项

目建设中要求各个站点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区县政府

发文，设置水文测验断面界桩、水文监测断面保护碑，

做好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相关工作。

３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１　水文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由于水文站点都设在远离城市、比较偏

僻的农村，甚至有的水文站点周围没有居民。水文工

作者与外界接触比较少，只是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

外界对水文站缺乏了解，由于水文工作的宣传力度、范

围不够，社会各界还没认识到水文工作的重要性，甚至

有的地方领导，对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及设施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

３．２　水文工作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由于认识及建站资金缺乏等原因，有些水文站没

有将必须保护的测验设施占地范围内的土地征用，为

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设施的保护留下了隐患。有的水

文站甚至连观测道路、水尺、水文缆道支架、锚碇等的

设施集中成片的占地都没有征用。以前设立水文站

时，由于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没有根据保护水文监测环

境和水文设施的需要设立界碑、界桩和保护标志，对至

关重要的水文监测环境的保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好

多水文测站到现在只有土地征用手续而未办理土地

证。

水文站都选择在河道顺直、水流稳定、水流集中的

河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河段的周边也是许多

工程建设的首选地。种植高秆作物、修建房屋、开石取

砂、开办工厂等人为活动影响水文测验的现象比较普

遍。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除了河道归水利部门管理，可

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由水利部门来进行协调，其余因水

文站没有征用，有的测站测验断面范围内的必要设施

改造也因附近村民提出过高的赔偿要求而难以实施，

对测验环境开展有效的管理更加困难。

３．３　地方政府对水文工作不够重视
各级政府出台的加强水文工作的文件都明确规定

了国家依法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标准划定水文监测环

境保护范围，并在保护范围边界设立地面标志，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文监测环境的义务等明确的条

款。但有些个人和部门，甚至是有的地方领导，对水文

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水文监测环境及设施保护

问题不够重视，使水文局难以维护水文监测环境。

３．４　缺乏运用法律维护水文权益的意识
水文方面的专门法规，为制止工程建设和人为破

坏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设施行为的发生，切实维护好

水文工作的合法权益，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提供

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要将法律法规用于维护水文工

作，还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开展水文站的水

文监测环境和水文设施保护范围划界工作，使水文保

护范围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做到有据可查，维权工作有

法可依。但是丽江市目前只有一个站经过县政府发文

批准设立了水文测验断面界桩、水文监测断面保护碑，

将水文监测断面上下游各 １５０ｍ的范围划定为保护
区，其他站都还未设立地面保护标志。

各级政府部门在审批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前应当按

照相关法规，对可能影响水文站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

的工程建设项目，征求水文局的意见，对水文测验有影

响的项目进行论证，将问题解决在发生前。发生侵害

水文权益的事件时，水文局应当在第一时间做出反映，

及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报

告，通过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及时通过法律渠

道解决，避免造成更大的侵害。

４　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措施和建议

４．１　加强宣传，促进了解，争取支持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对政府出台的加强水文工作

的文件持续开展宣传，尤其加大对水文法律、水文职能

作用、水文科技知识的宣传力度。加强与所在地人民

政府、水利局、气象、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的

联系和交流，积极参与地方的相关事务，充分履行好防

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的职能职责，向政府机关、领导

干部以及当地老百姓宣传水文法律法规。通过大力宣

传，在全社会形成了解水文、理解水文、支持水文、保护

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设施的良好氛围，为水文事业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４．２　提高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意识
水文部门要切实提高防范意识，把水文监测环境

和设施的保护工作纳入水文日常工作中，要加强设施、

设备的日常巡护工作，开展定期与不定期巡查，做到有

巡查、有记录、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在划定的水文监测

环境保护范围边界设立地面保护标志，严禁危害水文

监测设施安全、干扰水文监测设施运行、影响水文监测

（下转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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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很少，２０００年后，由于拦河筑坝等原因，２站长期达
不到最小生态需水量标准。人类活动在改善生活环境

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环境。

表 ６　草店、花园水文站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每年低于最小生态需水量的天数 ｄ

年份
需水量天数

草店 花园
年份

需不量天数

草店 花园

１９８１ ２５ ６０ １９９６ ３７ ０
１９８２ ２５ １７ １９９７ ０ ０
１９８３ ８ ２１ １９９８ ０ ０
１９８４ １ １２ １９９９ ３５ ２４
１９８５ ０ ５ ２０００ １４２ １２４
１９８６ ７８ ５９ ２００１ ９０ １６１
１９８７ ０ ０ ２００２ ０ １１６
１９８８ ６９ ７９ ２００３ ０ ４１
１９８９ ３１ ３５ ２００４ ０ １０４
１９９０ ４８ ３２ ２００５ ０ ５６
１９９１ ３０ ４１ ２００６ ０ ７４
１９９２ １９ １６ ２００７ ０ ７８
１９９３ １ ０ ２００８ ８４ ０
１９９４ ０ ０ ２００９ １２２ ０
１９９５ １０ ０ ２０１０ ８４ ４９

５　结 语

瞚河的最小生态需水量分析成果反映出孝感市生

态需水量整体偏小，水资源匮乏。只注重经济的发展

而忽略了水资源的保护，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使得水生

态环境问题更加凸显。找到保持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

保护关系的平衡点并正确处理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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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活动。要把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监测设施遭破

坏的行为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影响监测环境，对破坏

水文监测环境和水文设施的行为要及时报警，并向水

政监察部门报告，以及时查处，对造成的损失要依法索

赔，有效地控制设施设备丢失和破坏事件的发生，增强

防范意识。

４．３　依法完善水文监测用地
丽江水文测站多数测站建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测站虽然在征地建站时办理

了相关征用土地的手续，但一直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

随着土地管理的规范，土地价值的增长，土地使用证办

理涉及多方面利益影响，现在办理水文站的土地产权

手续有一定的难度。但为了依法保护水文监测环境，

保护水文监测设施，维护水文站的合法权益，需要依法

确认水文监测用地，尽快办理土地使用证。

４．４　依法设立水文监测保护设施
按照规定，原有的国家基本站和目前在建设的中

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水文站、水位站，应结合所处的环

境，报请所在区县政府，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认水文监

测环境保护范围，并以区县政府的名义设立水文测验

断面界桩、水文监测断面保护碑，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

参与统一布置、统一验收、统一管理，体现水文监测环

境和设施保护工作的权威性。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对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重视，增强全社会对

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意识，为水文监测环境和

设施保护营造良好的基础。

４．５　依法查处破坏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行为
水文法规赋予了水文部门更多的职能职责，为水

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水文法规条

文中明确规定对破坏水文监测设施的行为要坚决查

处，有明确的处罚办法，并对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由

于建设等原因必须占用水文监测设施及用地，影响水

文监测环境的，要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文部门

充分协调，加强水文测站迁建、改造的赔偿工作，确保

水文监测不受影响。水文部门要履行好法律赋予的权

力，坚决依法维护水文的合法权益。同时省级水文部

门应组建水文执法队伍，对近年来发生的违反水文法

规的案件，对破坏、损毁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的违法行

为进行集中调查取证，配合省市县水行政执法队严格

进行查处。对采取水行政执法难以解决的案件，应通

过法律程序，依法提起诉讼，使破坏水文监测环境及设

施的不法行为得到惩处，以警示全社会必须保护水文

监测环境和设施，保证水文工作的正常开展。

（编辑：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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