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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实验是水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水

文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水文实验主要探求在自然

和人类活动影响条件下， 水文循环过程中各种水文要

素变化和转化规律，并对有关新理论、新方法、新仪器

和新设备进行检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文实验研究

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水文预报模型、水文分析计算、泥

沙观测与研究、水资源评价、水文仪器设备研发等方面

取得了一大批有应用价值的成果，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

水文科学进步提供了科学支撑和基础依据。
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科技体制改革等

诸多原因，导致水文实验站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大多

数实验站停止实验，现存的实验站点密度不足、监测技

术手段落后、实验设施破旧不堪。水文实验工作的停滞

和萎缩，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成巨大反差。
水文实验是水文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是

一项需要超前谋划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而目前水文

实验站点和实验技术手段等都远不能满足需要， 急需

加强水文实验站建设，提升水文实验能力。

1 现状与存在问题

1.1 现状

我国有记载的水文实验研究最早开始于 1924 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文实验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总

体上，我国水文实验站经历了快速发展期、调整期、停

顿期等几个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水文实验站

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全国各类水文实验站曾最多

达到 255 个。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科研体制改革，

水文系统的实验站由于缺乏正常的实验研究经费，大

多数停止实验，为数不多的只能处于勉强维持状态。
一些早期建设的规模较大的重点综合实验站，为

水文事业的发展和水文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水文科技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但由于水文体

制变革、经费、技术等原因，已相继撤销或停止观测。例

如，在全国水文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对水文基础理论

研究和实际应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其成果写入教科书

而被大量引用的浙江姜湾径流实验站， 由于种种原因

已经停止实验多年。 鄱阳湖水文实验站的大水体蒸发

试验成果，一直是历次水资源评价的重要依据，也因经

费投入不足于 1997 年停止实验。
据统计，截至 2010 年，水文部门以及其他单位水

文实验站仅存 69 处,水文部门管理的 45 处，水文部门

以外的 24 处。 在这些仅存水文实验站中，由于经费紧

缺、 设备陈旧等原因，54 处只能维持常规水文要素监

测，只有 15 处能勉强开展实验，其中水文部门以外的

10 处，但这些站点均以特定专题研究或教学为目的开

展水文实验。
1.2 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水文实验站主要存在着站点密度低、地

域分布不合理、实验手段落后，针对新的应用需求的水

文实验，基本处于空白。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水文实验站点密度低， 不能适应变化条件下水

文规律基础研究的要求

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

均匀，水文水资源具有典型的区域和季节特征，造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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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北旱的基本水文情势。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人口

急剧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等诸多因素，造成人类活

动对水文过程影响日趋加剧，下垫面条件变化非常大。 原

先在自然和半自然状态下研究的水文规律和技术方法，
已不能适应与满足当前的需要。 现有的实验站点密度严

重不足、区域分布不合理，无法满足对我国当前洪涝灾

害、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等问题研究的需要。
1.2.2 现有站点实验设施、仪器设备陈旧，监测手段落后

目前仍坚持开展实验研究的实验站， 绝大多数观

测和实验仪器设备多为建站初期配置， 由于正常维护

改造经费缺乏，实验场地、生产生活用房破旧，有的甚

至无法正常使用，影响实验正常开展。有的因仪器设备

更新换代很少，技术手段落后，观测实验工作只能低水

平维持，与现代技术发展脱节，使得有关水文实验研究

工作不能有效开展。
1.2.3 实验项目无法适应新需求

水文实验研究既有长期性、基础性特征，同时体现

时代性特征。 原有的实验站点建设侧重于防洪减灾服

务， 主要从事产汇流及蒸散发规律等与当时特定历史

时期急待解决的问题相关联的专题研究， 尤其侧重降

水径流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影响向水文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包

括如水资源情势变化与干旱规律、 水环境与生态保护

以及水土流失与山洪灾害防治等等， 现有的实验站点

无论从站点布局还是从实验研究基础与实验技术手段

上都无法满足新要求。
1.2.4 信息加工处理能力不足，信息共享体制没有建立

水文实验站所收集的资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

往是在某一方面具有一般水文站所不具有的重要的科

研价值。 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是发挥实验资

料科研价值的基础。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资料系

列的变化，技术方法的改进，社会需求的提高，重新分析

认识这些实验资料，进一步发掘其内在规律，可以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然而现有的实验站，由于经费、
人才及体制等因素制约， 致使实验资料再加工能力严重

不足，信息共享程度低，影响实验资料的效益发挥。

2 水文实验研究面临的新要求

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加之庞大的人

口和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阶段， 快速经济发展加剧

了对水资源的需求， 中国的水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焦点。 针对我国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污染和

水土流失等问题， 中央明确了新时期水利改革发展战

略，明确了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保障作用。要解决

涉水问题就必须加强水文实验研究。 特别是针对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时期特征，水

文将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需求。要求提高基础理论研究

和应用技术研究，扩大研究领域和范围，为防洪抗旱减

灾、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

康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新时期， 水文实验工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

新要求。
2.1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实验提出新要求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水文循环因子如降水、蒸发、气

温、风、日照、湿度、径流、地下水等要素的变化，导致极

端天气频繁，洪涝、干旱、台风、山洪和冰雪等灾害多

发，灾害地域分布特征也发生变化，极端事件发生的频

率与强度变化成为防灾减灾的难题， 需要进行长期深

入的基础研究。 气候变化还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

新分布和水资源数量的改变， 对我国的水安全带来威

胁，给水资源管理增加了难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

学研究，是国家急需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与掌握大尺

度的水文循环要素时空变化规律和气候变化对水文水

资源影响，是水文实验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2.2 防洪抗旱减灾对水文实验提出新要求

洪水预报是是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重要的防

汛减灾非工程措施。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日益加剧，
流域下垫面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原先通过水文实验研

究获得的水文规律和预报模型参数等， 已不能真实反

应现代条件下的水文变化规律， 迫切需要加强流域产

流、汇流规律实验研究，以回答不同的边界条件、下垫面

条件下产汇流规律变化成因，需要加强与基本水文要素

紧密关联的信息融合技术研究，细化径流过程的影响因

子，为相似流域洪水预报方案编制、预报系统建设提供

技术支撑，提高洪水预报精度和预见期，为防洪减灾、科

学治水和现有工程的调度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2.3 水资源保护与河湖健康保障对水文实验提出新要求

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 核心

思想是既要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合理需求， 也要满足

维护自然生态的基本需求。 河湖是生态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河湖健康的基本需求必须建立在实验研究的

基础上。加强水土流失与河湖泥沙关系、水土流失与水

文要素、植被、下垫面特征关系研究，开展气候变化与

人类活动影响的水文效应研究，开展湿地、河流、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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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监测技术研究及水文情势变化规律研究， 是水

资源保护与河湖健康保障对水文实验提出的新要求。
2.4 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对水文实验提出新要求

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短缺、水质恶化问题日显突

出。 地下水严重超采，甚至枯竭，地面沉降，沙漠化严

重，河川径流得不到有效补给，自然水循环体系遭受破

坏，生态失衡，水资源与水环境承载能力失控等，迫切

要求从宏观尺度对“四水”转化机理、地下水情势与河

湖径流补给关系、浅层地下水与深层地下水关系、地下

水环境修复与保护措施加强研究， 为实施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 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支撑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2.5 城市（镇）化建设快速发展对水文实验提出新要求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带来城市（镇）化快速发展，而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导致了诸多水问题出现，如城市资

源性型和水质性型缺水并存，城市内涝加剧，城市水环

境容量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明显等。这就要求以城市为

水文实验研究区域，加强综合研究，建立从降水、蒸发、
土壤墒情、径流、地下水、水质等一体的综合研究体系，
为城市防洪、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生态环境、
地下水管网规划建设（城市排涝）提供支撑；同时探求

城市水文中有关站网布设、测验方法技术方法。
2.6 供水饮水和国家粮食安全对水文实验提出新要求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是水利工作的重要内容， 是解

决与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 随着我国人口增加和可耕

土地减少，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稳产高产水平，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部署。 这要求加强对农

药、化肥使用后面源污染扩散、传播机理以及对地表、
地下水水质影响研究；加强区域降水与径流、土壤水与

植物耗水、地下水补给与消耗关系的研究；加强雨养农

业墒情监测与旱情预测， 加强灌区节水定量研究以及

再生水利用研究等， 为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和国家粮食

生产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与支撑。
2.7 科学技术进步和新仪器设备应用对水文实验提

出新要求

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促进

了水文监测与预测预报技术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水文

系统大量引进了国外发达国家以声、光、电原理为基础

的测流仪器设备， 而我国目前这方面研究还有很大差

距。 以卫星、雷达、遥感技术为主的监测手段已逐步推

广应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和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对传统的水文站网布设、测验方法以及精度控制

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

和统计分析对原有的技术标准进行修订， 以提高水文

测验仪器的准确性， 同时要加强地面监测与卫星等监

测对比观测关系研究，建立相应的实验流域，不断提高

综合监测能力与水平，满足与适应水利现代化、信息化

对水文工作的要求。

3 水文实验发展展望

加快全国水文实验站建设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
要充分考虑流域与水文分区特征， 建立基本满足科学

实验研究需要的水文实验站网， 建设水文实验基础设

施，配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打造国内外开

放的水文实验研究平台， 开展水文重大基础理论和应

用技术研究，产出一批水文实验科研成果，造就一支高

水平的水文实验队伍，形成满足防洪抗旱减灾、水资源

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等

需要的水文实验研究体系。
3.1 建设原则

3.1.1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在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对水文实验工作的新要求， 结合水文现代化发展

趋势和我国气候与水文分区、流域与行政区划特点，突

出水文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

动影响的水文效应研究、 水环境与水生态监测评价技

术研究、 重点水域专题研究、 新仪器与新方法应用研

究，建立有代表性的实验站，保证站点布局科学合理。
3.1.2 协调发展、功能互补

水文实验站要与其他现有的各项专业发展规划相

协调。站点布局在满足科学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立足于

优先恢复水文实验站和优先考虑能与现有水文站相结

合的站，尽可能避免征地，节约和控制投资规模。 对新

建的水生态与水环境类实验站，除了自动水质监测站、
移动水质监测设备兼作日常监测外， 化验分析仪器尽

可能与属地水环境监测中心化验室结合， 提高现有设

备的利用率；对新建的城市水文实验站，由于研究区域

内涉及多个站类与控制断面， 要充分发挥已有站点作

用，尽可能采取水文巡测方式，水文巡测仪器设备与办

公设施尽可能与现有的水文巡测基地相结合。
3.1.3 技术先进、科技先导

水文实验站技术装备配置尽量采用新型产品，充

分利用通信、遥感等现代技术，信息采集以自动监测为

主，实验要素监测巡驻结合，扩大要素采集范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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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频次。要充分利用行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借

鉴国内外相关学科实验研究经验， 以科技先导的理念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水文实验研究的新需求。
3.1.4 信息共享、协作共赢

构建水文实验开放、共享、合作的平台，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 加强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发挥各自优

势， 协同研究水文水资源问题， 加快水文实验成果转

化，推进水文实验工作健康发展。
3.2 站点筛选原则

全国水文实验规划站点的筛选原则如下：
（1）有较好的实验场地和设施，代表性较好，实验项

目较多，并且基本能够进行连续观测的站点，优先考虑。
（2）有较好的实验场地，中间停测，历史上在国内

外具有较大影响，现有研究需求，单位有积极性恢复。
在不重复的前提下，优先考虑。

（3）已经纳入中央、地方“十一五”建设规划，或有

较明确投资意向的，有较好代表性，实验目的较明确。
在不重复前提下，优先考虑。

（4）提出新建水文实验站点，有一定代表性，能与

现有水文（水保）站点结合，尽可能避免征地，降低投资

规模的，一般纳入优先考虑。
（5）非水文部门站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实验场

地设施较完整，能开展正常实验的，可纳入；有一定代

表性，对现有规划实验内容（站类型）具有补充作用的，
可纳入。
3.3 《全国水文实验站规划》主要内容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

的新形势， 满足水文事业发展和水科学研究对水文实

验研究的要求，水利部水文局从 2006 年开始组织力量

进行调研和编制《全国水文实验站规划》。 笔者作为主

要技术人员全程参与了该项工作。 该实验站规划目前

已 经 列 入 “全 国 水 文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规 划 （2011-

2020）”，明确按照以上建设原则与筛选原则，在全国范

围（除台湾、香港、澳门外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一期规划建设 53 个实验站。 该“全国水文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已经通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估，即

将由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印发。

4 结语

水文实验是水文事业的基础性工作。 我国水资源

短缺、洪涝灾害严重、水污染和水土流失日趋突出，为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新形势，
满足水文事业发展和水科学研究对水文实验研究的要

求，加快水文实验站建设十分必要、十分迫切。应尽快恢

复和补充实验站点，进行实验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水文

实验平台，形成站点布局科学合理、技术手段先进可靠、
管理服务保障有力的水文实验科学体系与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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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on Development of Hydrological Experimental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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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ological experiment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hydrological science. Since the 1990s, the reform of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reasons resulted in hydrological experimental work shrinking even stagnation, which formed a
great contras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the hydrological experiment work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t illustrates the higher requests to the hydrological experiment research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planning principles of
hydrological experiment stations,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hydrology.
Key words: hydrological experiment station; status quo;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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