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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淮

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北京大学、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蔡阳、祝明、陆云扬、张国学、吴恒清、高繁民、陈智、徐海峰、张建刚、牛睿平、

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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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是应用遥测、通信、计算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完成流域或测区内固

定及移动站点的降水量、蒸发量、水位、流量、含沙量、水质、墒情、潮位、风向风速、闸门开度等水文气象、
水利工程工况要素等数据采集、传输、处理、管理和应用的智能化信息系统。随着以智能化为重要标志

的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融合了多专业、多学科、多领域技术,在水利、电力、海
洋、气象、环保、农林、工民建等诸多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我国水文、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工程安

全、旱情、节水农业、智能电网、智慧水务、城市管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决策支持效

用,也是一种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统一标准指导其建设和应用,因此提出编制本文件。
本文件在编制时,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水文自动化方面的技术文献资料以及相关标准,吸纳了当前

最新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在水利、资源、环境、农林、电力、气象等行

业领域成熟应用的成果,对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组成的拓扑结构、系统技术要求、硬件设备(包括传感器)
要求、安装调试、试运行考核及运行维护管理、前期建设、数据传输规约等作出统一规定,对水文自动测

报系统建设的全过程环节进行了规范,综合考虑了系统建设的目的性、先进性、技术的前瞻性、标准的实

用性和协调性,对规范全国范围内自动测报技术的应用具有积极影响,对提升国内外自动测报技术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件在编写时,结合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实际应用情况,根据工程建设的要求,在规划、设计、建

设和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统一规定;对于其应用的设计合理、技术先进的新产品、新装备,在保证系统可靠

性的前提下,鼓励进行现场考核应用,使用成功后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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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总体要求、结构组成、技术要求、设备要求、安
装调试、测试考核和运行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水利、资源、环境、农林、电力、气象等行业涉及的系统建设以及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1828.2 水位测量仪器 第2部分:压力式水位计

GB/T11828.4 水位测量仪器 第4部分:超声波水位计

GB/T15966—2017 水文仪器基本参数及通用技术条件

GB/T21327 水面蒸发器

GB/T21978.2 降水量观测仪器 第2部分:翻斗式雨量传感器

GB/T21978.6 降水量观测仪器 第6部分:融雪型雨雪量计

GB/T30950 闸位计 
GB/T35138—2017 封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测量 渡越时间法液体超声流量计

GB/T50095—2014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

GB/T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GB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CJ/T364—2011 管道式电磁流量计在线校准要求

JJG(气象)005 自动气象站雨量传感器检定规程

NY/T1782 农田土壤墒情监测技术规范

NY/T3180 土壤墒情监测数据采集规范

SL/T21 降水量观测规范

SL/T364 土壤墒情监测规范

SL537 水工建筑物与堰槽测流规范

SL588 水利信息化项目验收规范

SL630 水面蒸发观测规范

SL/T651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3 术语和定义

GB/T50095—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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