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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文现代化基本特征是涵盖水文业务尧 服务尧科
技尧人才尧管理的综合现代化袁其目标内涵是要做到水
文站网布设合理尧监测手段先进可靠尧公共服务全面准
确尧发展保障科学高效遥 2014年袁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
测局编制完成叶江苏水文现代化规划曳袁建立了由水文
站网尧监测能力尧公共服务尧发展保障 4个一级指标及
水情监测控制率尧水资源监测控制率尧水生态监测控制
率等 16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评价
指标体系遥 当综合得分达到 90分以上尧单项指标实现
程度达到 80%以上袁服务对象对水文满意度达到 70%
以上时袁即判定为基本实现水文现代化遥
1 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概述

根据江苏省水文发展现状和水文现代化建设总体

要求袁遵循可行性尧代表性尧导向性尧协调性尧动态性等
原则 [1-2]袁确定由大类指标渊一级指标冤和单项指标渊二
级指标冤两层架构袁形成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
体系遥 一级指标主要反映江苏水文的工作重点和现代
化建设的主要方向遥 二级指标明确和细化了一级指标
的具体评价内容袁 是一级指标的支撑和整个评价指标
体系的基础遥 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架构见图 1遥

以野有规范执行规范袁无规范执行相关规划冶为原
则[3]袁分别对 16个二级指标给出指标的内涵遥
1.1 水文站网控制程度

水文站网一级指标可细分为 3个二级评价指标院
渊1冤水情监测控制率遥 反映区域内为大江大河尧重

要防洪区域尧城市等防洪安全服务的站网设置情况及
流量站尧雨量站布设密度遥 站网设置情况依据叶江苏省
水文站网规划曳袁 按照现状站数量与规划站数量之比
赋分曰流量站尧雨量站布设密度根据叶水文站网规划技
术导则曳渊SL 34要92冤和世界气象组织标准赋分遥

摘 要院在已经建立的由 4个一级指标尧16个二级指标为框架的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基
础上袁以客观评价为主尧主观评价为辅的原则袁对 16个二级评价指标的主要内涵尧评价标准和计算方法
进行细化量化袁着重分析阐述水情监测控制率尧基础设施达标率尧服务产品合格率尧人才结构达标率 4个
关键性二级指标量化计算方法遥
关键词院水文基本现代化曰评价指标曰模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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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总体架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Jiangsu
hydrological basic moderniz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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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水资源监测控制率遥反映区域内省市行政区界
水量监测程度袁以及水功能区尧重要水源地尧入河排污
口水质监测程度遥 反映区域内县级以上行政交界的骨
干河道交换水量的控制程度及区域水资源量计算精

度袁主要评价区域内骨干河道水量交换的监测水平袁为
执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所需的水量控制能

力曰以及区域内水质控制程度袁主要评价水功能区尧重
要水源地尧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站点开展监测的比例袁
以及水功能区尧重要水源地水质监测站点监测程度遥根
据叶江苏省环境补偿监测断面设置研究曳成果袁按照能
有效控制省际尧入江入海水量 80%及市界水量 80%的
要求袁评价江苏区域水量控制总体实现程度曰根据江苏
省水利现代化建设要求和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曳渊GB
3838要2002冤的要求袁来评价江苏区域水质控制总体实
现程度遥

渊3冤水生态监测控制率遥反映区域内为河道尧湖泊尧
水库尧 水土保持等水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的站网设置情
况遥依据叶江苏省水文站网规划曳袁按照现状站网数量与
规划站网数量之比赋分遥
1.2 水文监测能力

监测能力一级指标可细分为 4个二级评价指标院
渊1冤基础设施达标率遥反映区域内测站尧基地尧水情

渊分冤中心尧水环境监测渊分冤中心设施建设及设备配备
程度袁指区域内的水文站尧水位站尧雨量站尧地市以下基
地尧地市基地尧省机动勘测队尧水情分中心尧水情中心尧
地级市的水环境监测分中心尧 水环境监测中心设施建
设及设备配备程度遥按照叶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
备标准曳渊SL276要2002冤的要求袁水文站尧水位站尧雨量
站尧地市渊以下冤基地尧省机动勘测队尧水情渊分冤中心尧省
水环境监测中心尧 地级市的水环境监测分中心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技术装备应达到相应要求遥

渊2冤常规监测能力遥反映区域内水文要素监测完善
程度及自动化水平袁 指年度站网计划执行情况曰 水位
渊含重要地下水站水位冤尧雨量尧重要测站流量及水质自
动监测的实现程度遥 叶江苏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渊以下
简称叶发展规划曳冤曳提出院全面实现雨量尧水位渊含重要
地下水站水位冤自动测报袁逐步实现重要测站流量实时
在线自动监测袁提高泥沙尧蒸发渊含气象要素冤测验仪器
与分析设备的自动化水平遥野十二五冶期间袁逐步完善全
省水质自动监测站网袁 新建水质自动监测站 40个袁分
布于洪泽湖尧骆马湖尧滆湖等省管湖泊出入湖河道袁调
水干线尧重要水源地尧敏感水域等遥

渊3冤应急监测能力遥 反映区域内应急队伍建设尧应
急预案编制尧 应急监测设施设备完善程度及维护情
况遥 江苏省水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制定全省应急监测办
法和实施方案袁加强全省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急监测
的组织建设及人员培训袁配置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水
质应急监测车尧通讯工具和现场快速监测设备袁完善
应急监测的运作程序袁形成分工合作的应急监测快速
响应系统遥 同时袁根据叶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
标准曳渊SL 276要2002冤袁应急监测设施设备应满足相应
要求遥

渊4冤数据管理水平遥 反映区域内数据库系统运行
环境满足数据管理程度袁以及数据管理自动化水平遥
1.3 公共服务水平

公共服务一级指标可细分为 4个二级评价指标院
渊1冤预报合格率遥 反映区域内作业预报精度达合

格以上百分比遥
渊2冤业务系统水平遥 反映区域内水情尧水质尧水资

源尧水生态分析评价水平袁预测预警自动化尧标准化尧
科学化水平遥

渊3冤服务产品合格率遥 反映区域内水文为水利及
社会服务的产品种类与质量遥 水文对水利行业基本服
务产品种类和质量包括水情简报尧水情年报尧手机报尧
水情短信尧水资源公报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文情
报尧太湖巡查简报尧太湖护水控藻简报尧河湖健康报
告尧湖泊管理季报尧江苏省重点水功能区及功能区全
覆盖监测通报尧 太湖湖泛巡查及水源地水质分析报
告尧 江苏省重点水功能区及功能区全覆盖监测通报
等曰水文对外专业服务产品种类和质量包括水资源论
证报告尧防洪评价报告尧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报告尧排污
口设置论证报告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曰服务行业多
样渊农业尧交通尧航运尧市政等冤包括水文情报预报尧分
析计算为多行业服务情况与质量遥

渊4冤公众服务覆盖率遥 反映区域内水文信息公众
服务覆盖程度遥 水文信息实时信息尧预警信息通过公
开媒体袁主动服务社会公众的覆盖程度遥
1.4 发展保障能力

发展保障一级指标可细分为 5个二级评价指标院
渊1冤人才结构达标率遥 反映区域内水文职工受高

等教育程度及专业技术人员结构总体完善程度袁指大
专以上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总数的比例及专业技术

职称高尧中尧初的比例遥 叶发展规划曳提出院到野十二五冶
末袁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职工队伍的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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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袁到 2020年袁水文职工队伍基本普及大专文
化尧专业技术职务高尧中尧初之比为 3.5颐5.5颐1.0遥

渊2冤科技创新能力遥 反映区域内水文科技创新能
力袁指科技创新工作机制和平台尧科研开展及获得省市
科技奖的情况遥叶发展规划曳提出院科技创新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和水利工作中水文科技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袁在
水文测验技术袁水文信息采集尧传输尧存贮和处理技术袁
水文水资源预测预报技术及水文实验研究等方面开展

研究遥
渊3冤法规与标准遥反映区域内水文政策法规与标准

完善程度袁 指地方法规及与加强水文工作相关的地方
文件颁布情况袁修订完善水文技术标准规范情况遥 叶发
展规划曳提出院根据叶江苏省水文条例曳袁结合地方实际袁
积极推进市级尧县级水文条例或水文管理办法的制定尧
颁布实施遥 修订完善水文技术标准规范遥

渊4冤规划与前期遥反映区域内水文规划编制与前期
工作开展情况袁指编制各类规划报主管部门批准情况袁
及前期工作完成情况遥叶江苏省水文条例曳要求省尧市水
文行政主管部门要编制省尧 各行政区域水文事业发展
规划袁报省尧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遥根据叶发展规划曳袁
需抓紧做好近期七大重点工程前期工作遥

渊5冤水文文化遥反映区域内水文文化体系的完备程
度袁指水文文化体系的建设及水文文化传播情况遥

根据以上指标内涵袁 依据 野一级指标权重大致均
衡尧关键性指标相对突出冶原则袁通过向省水文局各部
门尧各分局尧相关领导尧专家和工作人员填表咨询袁经调
查尧统计尧分析尧平衡袁确定指标权重和目标值遥 各评价
指标权重尧评价指标目标值详见表 1遥
2 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量化计算方法

2.1 评价方法

分项指标得分均采用百分制遥
渊1冤二级指标遥 根据二级指标所设定的目标值袁采

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进行评分袁以定量分析为主遥二级
指标每项原始满分值均定为 100分袁 计算值超过 100
分按 100分计袁二级指标中有细化指标的袁细化指标满
分值亦不超过 100分遥

渊2冤一级指标遥 对二级评价指标进行加权计算袁得
到一级指标计算值袁 设 E为一级指标值袁Ci为一级指

标所对应的二级指标值袁Di为二级指标 Ci的权重袁则
E=撞Ci伊Di遥

渊3冤 总体评价指标遥 对一级评价指标进行加权计

算袁得到总体评价指标计算值袁设 P为总体评价指标
值袁Fi为一级指标 Ei所对应的权重袁则 P=撞Ei伊Fi遥当综
合得分达到 90分以上尧 单项指标实现程度达到 80%
以上渊其中关键性指标达到 90%以上冤袁即认定为基本
实现水文现代化遥
2.2 关键性指标选择

在 16个二级指标中袁10%权重有 2个指标尧8%权
重有 3个指标尧7%权重有 4个指标袁根据野权重相对较
大尧突出服务和创新冶原则袁选取水情监测控制率尧水
资源监测控制率尧基础设施达标率尧预报合格率尧服务
产品合格率尧人才结构尧科技创新 7 个指标为关键性
指标遥
2.3 二级指标量化计算方法

指标体系由 4个一级指标尧16个二级指标构成袁
受篇幅限制袁在水文站网控制程度方面选取水情监测
控制率尧 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选取服务产品合格率尧
在发展保障能力方面选取人才结构达标率 3个关键
性二级指标分述如下遥
2.3.1 水情监测控制率

主要评价区域内为大江大河尧 重要防洪区域尧城
市等防洪安全服务的站网设置情况及流量站尧雨量站
布设密度袁站网设置情况和流量站尧雨量站布设密度

表1 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

Table1 Hydrological basic modernization index system in Jiangsu

注院元为关键性指标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水文站网

水情监测控制率元 10 100%
水资源监测控制率元 10 100%
水生态监测控制率 4 90%

监测能力

基础设施达标率元 8 100%
常规监测能力 7 100%
应急监测能力 5 100%
数据管理水平 5 95%

公共服务

预报合格率元 8 90%
业务系统水平 7 95%
服务产品合格率元 7 100%
公众服务覆盖率 4 90%

发展保障

人才结构元 8 100%
科技创新元 7 95%
法规与标准 4 95%
规划与前期 4 100%
水文文化 2 95%

评判指标 服务对象对水文满意度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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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6颐4权重计算袁公式如下院
D=渊A伊60%垣B伊40%冤/C袁 渊1冤

式中院D为水情监测控制率指标总得分曰A 为站网设置
情况得分曰B为流量站尧 雨量站布设密度得分曰C为目
标值袁取值 100%遥

渊1冤站网设置情况遥水情监测站网主要包括省级水
情报汛站尧中小河流水情监测站尧小型水库水情监测站
和城市防洪监测站袁按照 7颐1颐1颐1权重计算遥 站网设置
情况得分 A 计算如下院

A=渊A 1伊70%垣A 2伊10%垣A 3伊10%垣A 4伊10%冤/CA 渊2冤
其中袁 A 1越渊N11/N12冤/CA1伊100 渊3冤

A 2越渊N21/N22冤/CA2伊100 渊4冤
A 3越渊N31/N32冤/CA3伊100 渊5冤
A 4越渊N41/N42冤/CA4伊100 渊6冤

式中院A 1为省级水情报汛站得分曰A 2为中小河流水情
监测站得分曰A 3为小型水库水情监测站得分曰A 4为城
市防洪监测站得分曰N11袁N12分别为现有和规划中省级
水情报汛站数量曰N21袁N22分别为现有和规划中中小河
流水情监测站数量曰N31袁N32分别为现有和规划小型水
库水情监测站数量曰N41袁N42分别为现有和规划城市防
洪监测站数量曰CA袁CA1袁CA2袁CA3袁CA4为相应目标值袁均为
100%遥

渊2冤流量站尧雨量站布设密度遥流量站尧雨量站布设
密度按照 5颐5权重计算遥流量站尧雨量站布设密度得分
B计算如下院

B=渊B1伊50%垣B2伊50%冤/CB 渊7冤
式中院B1为流量站布设密度得分曰B2为雨量站布设密
度得分曰CB为目标值袁取值 100%遥

流量站布设密度根据 叶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曳
渊SL 34要92冤和世界气象组织标准院温带尧内陆和热
带的平原区水文站容许最稀密度袁每站控制面积为
1 000耀2 500km2遥平均单站控制面积小于等于标准的下
限值 1 000km2的得满分袁否则按照 1 000km2占平均单
站控制面积的比例赋分遥

雨量站布设密度根据 叶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曳
渊SL 34要92冤袁雨量站的密度要求院平原水网区的大区尧
小区面雨量站可以采用 250km2/站遥平均单站控制面积
小于等于 250km2的得满分袁 否则按照 250km2占平均
单站控制面积的比例赋分遥
2.3.2 服务产品合格率

该项指标反映区域内水文为水利及社会服务的产

品种类与质量遥主要评价水文对水利行业基本服务产品

种类和质量尧水文对外专业服务产品种类和质量及服务
行业多样渊农业尧交通尧航运尧市政等冤遥 按照 5颐2.5颐2.5权
重计算袁服务产品合格率指标总得分 K 计算如下院

K=渊L伊50%+M伊25%+O伊25%冤/C 渊8冤
式中院L 为水文对水利行业基本服务产品种类和质量
得分袁 权重为 50%曰M为水文对外专业服务产品种类
和质量得分袁权重为 25%曰O为服务行业多样渊农业尧
交通尧航运尧市政等冤得分袁权重为 25%曰C为目标值袁
取 100%遥
2.3.3 人才结构达标率

该项指标反映区域内水文职工受高等教育程度

及专业技术人员结构总体完善程度袁指大专以上职工
人数占全部职工总数的比例及专业技术职称高尧 中尧
初之比例袁 其中水文职工受高等教育程度权重为
60%袁 专业技术人员结构总体完善程度权重为 40%遥
人才结构达标率指标总得分 Q为院

Q越渊R伊60%垣S伊40%冤/C 渊9冤
R越渊T/U冤/CR伊100 渊10冤
S=渊V /W冤/CS伊100 渊11冤

式中院R 为职工受高等教育程度得分曰S为专业技术人
员结构总体完善程度得分曰T为大专以上职工人数曰U
为全部职工总数曰V 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渊含中级冤的
人数曰W 为专业技术人员总数曰C尧CR袁CS 为对应目标

值袁取值 100%遥
3 应用实例

根据第 1章测评方法袁2016年江苏省水文局组织
各分局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袁收集资料袁对全
省和 13个市进行了评估袁经过省局办公室尧组织人事
科尧水资源评价科尧站网科尧水情科尧水质科尧规划建设
科尧信息应用科尧水土保持监测科等相关职能部门测
评袁全省 2015年水文基本现代化进程监测结果表明袁
全省水文基本现代化综合得分为 86.4分袁水文站网指
标的实现程度为 85.2%袁位列 4个类指标之末袁生态监
测控制率尧水资源监测控制率尧人才结构达标率尧应急
监测能力 4项指标实现程度低于 85%袁为全省水文现
代化建设中的短板袁下一步还需要重点突破遥 13个市
水文基本现代化综合得分见表 2遥
4 结语

本研究对水文现代化评价指标的主要内涵尧评价
标准和关键指标的模型方法进行了细化量化袁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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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江苏省水文基本现代化进程监测袁 发现了建设
中的短板袁效果良好遥由于水文现代化评价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袁是对现代化发展动态过程的评价袁其指
标评估结果必然是定量和定性相融合尧客观和主观相
结合的产物遥 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总体
架构的建立袁对于江苏水文野补齐现代化短板尧增强现
代化监管冶具有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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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市水文基本现代化综合得分
Table2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hydrological basic

modernization in 13 cities in Jiangsu
区域 水文站网 监测能力 公共服务 发展保障

水文基本现代
化综合得分

南京 20.74 21.75 22.32 21.17 85.98
无锡 21.38 21.74 21.97 21.01 86.09
徐州 21.18 21.70 22.77 19.51 85.16
常州 21.48 22.00 21.37 20.62 85.46
苏州 21.44 21.87 20.61 19.29 83.21
南通 20.47 21.26 22.43 21.33 85.49
连云港 19.75 20.93 20.28 19.71 80.67
淮安 19.58 21.10 19.87 19.08 79.62
盐城 19.43 21.79 21.26 22.38 84.85
扬州 20.36 21.88 19.26 19.75 81.25
镇江 21.02 22.27 22.02 21.04 86.34
泰州 20.15 21.23 21.26 19.41 82.04
宿迁 20.15 21.15 22.17 18.66 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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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established basic hydrological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with 4
primary indexes and 16 secondary indexes as the framework,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and taking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as the auxiliary, this paper refined and quantified the main connotation,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of 16 secondary evaluation indexes, and analyzed 4 key secondary indexes including water-regime-
monitoring control rate, infrastructure compliance rate, service product qualification rate and talent structure compliance to quantify
the calculation method.
Key words: basic hydrological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model scheme

唐春生等院江苏水文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量化计算方法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