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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吉荣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

贵州 贵阳 �� �� �� �

摘 要 � 水土保持监侧工作开展较晚
,

相应的观侧数据整编方案及整编数据的分析评价方法相对欠缺
�

主

要介绍了贵州省水土保持监侧点概况及贵州省已投入运行的 � 个水土保持监侧站点的降雨观侧场
、

坡面

径流小区
、

小流城控制站等观侧数据的整编内容
、

程序及步霖
,

便于水土保持监侧成果数据的查找
、

保存

等
�

在初步分析评价整编数据合理性
、

可靠性的基础上
,

提出了当前监侧点观侧数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该研究对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监侧点观侧数据的整编工作在水土保持监侧中的桥梁作用
,

以及对促进水土

保持监侧工作的交替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关� 询 � 水土保持 � 监侧 � 整编方案 , 分析评价 �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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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点观测数据整编就是将水土保持

监测点测得的原始数据
,

按照统一格式进行整编
、

分

析和统计
,

提炼成系统
、

完整且具有一定精度的整编

成果
.
便于水土保持主管部门及其它相关部门对水

土保持监侧基础数据的查找
、

审核
、

保存
、

分析等
,

找

出规律
,

发现价值
,

为贵州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真实
、

可靠的科学依据
。

按照本文主要通过对贵州省已投人运行的 3个水

土保持监测站点的降雨观测场
、

坡面径流小区
、

小流域

控制站观测数据的整编
,

提出水土保持监测点观测数据

整编方案和观测数据合理性
、

可靠性分析评价的方法
。

1 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点概况

按照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

期工程的要求
,

贵州省有 24 个站点列为 国家级监测

点
。

规划到 201 0 年
,

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由省

监测站
,

9 个市(州
、

地)监测分站和 “ 个监测点 3 级

构成
。

其中
,

国家级监测点 24 个
,

省级 42 个
;
综合典

型监测点 11 个
,

坡 面径流监测点 27 个
,

控制站监测

点 9 个
,

辅助监测点 19 个〔‘〕
。

随着贵州省水土保持

监测点的设施设备不断完善等
,

水土保持监测基础数

据将会越来越丰富
,

数据的整编工作也越来越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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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期 刘凤仙等
:
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点观测数据整编方案及分析评价方法

2 贵州水土保持监测点观测数据整编

方案

2.1 监侧点观测数据整编的内容

水土保持监测点观测数据的整编 内容主要是围

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需要
,

确定整编对象
,

明确整编

内容
,

界定整编时限等
。

2

.

1

.

1 整编对象 降雨观测场
、

坡面径流小区
、

小流

域控制站等水土保持监测设施的观测数据〔2〕
。

2

.

1

.

2 整编 内容

(l ) 时段降雨量 (m m )
、

平均雨强 (m m / h )
、

最大

10
,

3 0
,

6 0 m i
n 和最大 24 h 雨强 (m m / h )

。

主要从各

水土保持监测点自记雨量计的记录和雨量筒观测 的

记录中分别统计出每次降雨不同时段降雨量和降雨

历史
,

计算出每次降雨平均降雨强度以及最 大 10
,

3 0
,

6 0 m i
n 和最大 24 h 降雨强度

。

( 2) 分流池
、

集流池
、

集流槽中的泥沙量(g )
、

单

位面积冲刷量(g/m
,

)
、

冲刷深 (m m )
。

主要根据各水

土保持监测点坡面径流小区样品处理分析表中样 品

含沙量和已知的池槽面积
,

计算出每次降雨分流池
、

集流池
、

集流槽中样 品含沙量
,

再根据已知的坡面径

流小区面积
,

从而推算出每次降雨坡面径流小区产生

的总含沙量
、

单位面积冲刷量和冲刷深[3]
。

( 3 ) 水位 (m )
,

洪峰流量 (m
3
/s)

,

悬移质 〔包括
:

断面含沙量 (k g /m
3 )

、

断面输沙率(kg/
s)〕

,

推移质

(kg)
。

主要根据各水土保持监测点小流域控制站水

位记录
,

读出每次降雨各时段水位值
,

再依据控制站

堰槽类型
,

推求小流域洪峰流量值和水位流量关系曲

线图[
4〕。

根据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小流域控制站悬移质

样品测定记录表中记录的每次降雨样品含沙量和通

过水位流量曲线计算出的流量值
,

推算出小流域出 口

断面的断面含沙量
、

断面输沙率等
,

从而计算出每次

降雨产生的悬移质量
。

直接根据小流域控制站推移

质测定记录表中记录的不 同时段坑测法测得的推移

质量
,

计算出每次降雨产生的推移质量总量
。

小流域

内每次降雨产生的悬移质和推移质的总和即为该小

流域内土壤侵蚀量
。

2

.

1

.

3 整编时期 收集整编水土保持监测点观测数

据以年度为单位
,

整编时期为当年年底
。

贵州省监测

点观测数据从 2006 年 4 月 开始收集
,

整编工 作从

2007 年 12月开始
。

2

.

2 监测点观测数据整编质t 要求

2
.
2
.
1 内容全面真实 水土保持监测基础资料的整

编完全满足水土保持监测 的需要
,

观测人员必须在观

测仪器和样品处理设备正常运行状态下
,

按时按程序

观测的资料
,

内容真实可靠
。

2

.

2

.

2 指标与 内容对应 水土保持各监测指标和观

测设施设备
、

样品处理仪器等的名称和计量单位确保

一致
,

便于观测人员记录
、

推算和整编工作的开展等
。

2

.

3 监浏点观侧数据整编的程序及步骤

监测点观测数据的整编是继搜集资料之后
,

作为

科学研究操作程序的继续
,

是一种对于有价值信息的

自觉的加工与管理
,

目的是便于保存与应用

2
.
3
.
1 审 核 审核工作是观测数据整编最关键 的

环节
,

每年年底对当年收集的降雨
、

泥沙
、

水位等数据

进行审核
。

首先
,

对观测数据进行合理性检查
,

检查

是否符合水文要素的变化规律
,

取某次降雨为例
,

推

算出相应参数
,

看是否合理
;
其次

,

按常规推理
,

即主

要检查是否有记录
、

操作
、

仪器
、

设施等上的明显错误

或遗漏 ;再次
,

校核相关数据的准确性
,

并做相应的校

核工作
。

2

.

3

.

2 分 类 分类是管理的开始
,

建立观测数据的

种属关系
,

是整编工作分类的核心
。

首先
,

以年度为

单位进行分类
;
其次

,

按站 点名称分类
,

如龙里羊鸡

冲
、

遵义浒洋水等
;
再次

,

按监测对象分类
,

如降雨观

测场
、

坡面径流小区等;最后
,

按监测内容分类
,

如降

雨量
、

泥沙量等
。

2

.

3

.

3 排 序 排序也称赋序
,

是指使观测数据在资

料库中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

便于查找
。

按年度排序
,

序

号由年份
、

监测点名称代码
、

监测对象代码等组成
,

号

码标记在统一的左上位置
,

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
。

2

.

3

.

4 汇 总 汇总是把经审核
、

分类和排序好的水

土保持监测资料进行有序汇总统计
,

并把数据录人
“

水

土保持定点监测信息系统
”

中
,

便于资料查找和收集
。

2

.

3

.

5 编制 目录和统计表 把每年整编的监测点观

测数据拟一份 目录
,

便于查找 和翻 阅
。

按
“

水土保持

定点监测信息系统
”

里面表格形式
,

把通过系统计算

出的相关整编参数打印存档
。

2

.

4 监测点观测数据整编的I 理

整编后所形成的基础资料制成专卷归档
,

并安排

专人管理
。

在电脑上及时备份
,

建立档案与电脑备份

之间的标志
,

方便查阅
。

3 观测点观测数据可靠性
、

合理性分

析评价方法

3.1 监测点观测数据可靠性分析评价方法

3
.
1
.
1 监测 站点布设 水土保持监测站站址的选择

具有区域典型性和代表性
,

即小流域的地形
、

植被
、

土

壤等自然条件和人 口 密度
、

土地利用
、

生产状况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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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条件均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
。

站点布设符合水

土保持监测站点布设原则和规划的要求
。

3

.

1

.

2 降雨观剧 降雨观测场的选取符合雨量点观

测点的布设原则和要求
,

即布设在 四周空旷
、

平坦
、

无

高大地形地物的地方
。

观测设备及仪器符合降雨系

统观测标准和相关要求
。

人工雨 t 计观测常采用 2 时段观测
,

即每天早 8

时和晚 20 时进行观测记录
。

若遇少雨或无雨天也可

在早 8 时观测 一次
。

自记雨量计观测一般在每 日 8

时整进行
,

当降雨 t 多或暴雨时应经常巡视
,

以便即

时发现和排除故障
,

防止漏记降雨过程[51
。

3

.

1

.

3 坡面径流小 区观浏 坡面径流小区类型均按

实验的目的和要求布设
,

即坡面为一个天然的坡面
,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不透水层埋深相同
,

无地下水出

露于土坡表面
,

植被
、

土壤及底土大致均一
;具有天然

条件下进行观测试验 的条件等
。

主要 实验和观测内

容包括
:
分流系数试验

、

径流观测
、

泥沙观测等
。

3

.

1

.

4 小流城控制站观浏 小流域的观测断面选择

符合径流站选址的要求
,

即水流流动顺畅
,

无弯道和宽

窄变化的沟段
,

且沟底比降均一
,

无凸兀巨石和凹陷坑

穴
,

边岸杂草不影响水流
,

并在所设堰槽上游有长 30

m 以上的平直段
,

下游 10 m 左右的平直段
,

且不受下

游回水影响
。

观测内容包括
:
水位

、

径流和泥沙等
。

3

.

2 监侧点观侧数据合理性分析评价方法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都是根据试验 的目的
、

任务
、

观测项 目
、

内容
、

方法进行合理布设降雨观测场
、

坡面

径流小 区和控制站地址
,

以及小区数量
、

类型 (主要包

括
:
坡度小区

、

坡长小区
、

耕作小区
、

林草措施小区
、

标

准小区等)等
。

降雨观测采用人工雨量计观测和 自记

雨t 计观测相结合的原则 ;每次降雨后立即读取和记

录小区分流池
、

集流池中产生径流的读数
、

并进行池

槽取样和样品处理等工作
;
小流域控制站的水位采用

自记水位计测t
,

雨后通过对堰槽 口径流取样测量小

流域内悬移质t (汛期加测 )
,

再通过坑测法测出小流

域内的推移质量
。

各设施设备及样品处理仪器随时

进行检测
,

一旦出现问题
,

及时整修
、

校核
、

购买等措

施
,

保证监测数据的合理性及延续性
。

3

.

3 监侧点观侧数据存在的问瓜

通过对各监测点观测数据进行有效整理
,

并进行

分析评价的同时
,

发现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

题
。

如龙里羊鸡冲监测点某次降雨后 自记雨量计中

记录纸上的记录痕迹为一条水平线 ;在自记雨量计记

录的某次降雨时间之前
,

而 自计水位计记录的水位已

经开始上涨等
。

遵义浒洋水监测点有的降雨记录时

间与取样的时间相隔几小时以上
,

或连续两次降雨才

取一次样的现象等
。

松桃牛郎监测点观测人员使用

简易不规范的取样设备和样品处理仪器等
,

对观测数

据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4 结 论

通过水土保持监测点资料的整编
,

可以发现监侧

设施设备及监测技术上存在的问题
,

便于监测工作的

顺利开展
;可发现监测数据的规律和使用价值

;
同时

也便于监测工作的交替和延续等
。

但由于水土保持

监测机构的建设和水土流失监测工作的开展起步都

比较晚
,

我们要努力认识到水土流失监测工作的长期

性和重要性
,

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的基础性及公益性作

用
,

不断完善监测管理体系
,

确保监测工作正常运行
;

加大对监测设施设备的投人力度
,

保障观测数据的准

确性
;
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

熟练掌握监测

步骤和方法
,

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
优化径流小区

池槽设计
,

以便减轻工作量
,

提高工作效益 ;紧密结合

水文站点
,

充分利用与水文站点相结合的资源优势
;

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力度
,

促进水土保持科研工作发

展 ;拓宽监测范围
,

从地面监测延伸到地下监测
,

体现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全面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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