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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1/T
 

763—2013《感潮河段与濒海水文测验及资料整编技术规范》系针对上海以及毗邻地区受

潮汐影响的河流、湖泊、河口、濒海等水域的水文测验、水文调查及其水文资料整编的技术实施与管理的

需要,为弥补通用水文技术标准的不足,制定的综合性水文技术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为特定的潮汐水文技术标准。本标准相对通用水文技术标准:
———对站网布设作出了更详细的技术要求,规定了具体技术指标;
———对水位高程基准控制作出更严格的要求,增加了水准校测方法和提高了技术要求,对针对地面

沉降影响作出了相应技术规定;
———对潮水位观测与资料整编作出系统规定,对现有通用水文技术标准未涉及的和不适宜潮汐水

文现象的技术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
———对河流潮流量测验与资料整编技术方法及要求作了大量的补充和完善,形成系统的技术规定,

增加了新的观测、计算、统计方法,明确了精度控制要求;
———对潮流泥沙测验与资料整编作出针对性的明确的规定,提出了适应于感潮河段的泥沙测验的

方法和相关要求;
———对潮流场的测验与资料整编作出详细的技术规定,填补了相应标准空白;
———对水位、流速、流量、高程测量的新技术应用,作出了详细的要求和规定;
———对测站考证做出了更详细的技术要求,对测站或断面迁移后水文资料序列的处理提出了具体

的技术规定;
———对观测记录、记载和资料整编成果表单的填制作出了详细的要求和规定,进行了修改、调整和

增补;
———对潮汐水文测验与资料整编的相关技术过程,作出了系统和具体的规范性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在某些量测技术、设施设备方面的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

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水文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政峰、杜迎燕、罗国平、陈利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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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的水文测验与资料整编,以山川河流为主要对象。长期来,感潮河段、河口、濒岸海域水文测验

与资料整编,缺乏专门的技术标准,基本以通用技术标准的有关内容来参考实施,必要时采取临时编制

技术细则的措施解决实际需要,相关的水文监测活动缺乏规范。为了弥补感潮地区水文测验与资料整

编的技术标准方面存在的不足,规范本地区水文监测技术应用,在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情

况下,需要进行标准编制,作为本地区水文测验和资料整编的实施与管理的技术依据,满足本地水文标

准化技术的客观需求,统一感潮河段、河口区、濒岸海域水文监测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和资料质量,改善

水文监测资料的利用效果,满足日益增长的水文应用需求。
本标准的编制,查阅了水文专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有关国际标准,也查阅了相关行业的有关

技术标准;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潮汐水文测验技术实践,梳理了技术应用上的突出问题,并对大量的历史

资料进行了分析;进行了有关的技术研讨。本标准的编制,参考了有关资料文献,注意了本标准的标准

化对象所涉及的水文特性和技术应用情况,进行了有关的考证。在本标准编制前,为了了解有关规范性

要素的客观规律、规范性程度的合理性、观测技术应用的可靠性,针对地区水文特性、技术实践以及有关

技术应用发展情况,开展了专题试验分析和水文基础研究。
为了对本标准提出的有关规范技术要素所拟定的规范性程度提供实证,在2008年5月至2010年

10月期间,设立了专门的科研课题,进行了有关试验、分析和研究约四十项;2011年11月至2012年

12月对其中三项又进行了补充研究,2013年针对误差传递与综合进行了扩展研究、对部分技术指标进

行了进一步研究确认。主要试验和研究人员:宋政峰、陈利晶、杜迎燕、罗国平、顾朝辉、蒋宝庭、蒋士龙

等,杨诚芳、胡凤彬、牛占、王雄士、赵德友等对分析研究和技术指标的确定作出了重要的技术贡献;刘国

辉、席占平、易文林、韦浩、曹建刚、盛金星、马建刚、姜民等参与了部分试验和研究工作,另有徐洪海、朱
红、吴荣华、颜康、钱春、杨晓斌、殷健、潘与佳、刘君等参与了资料收集和数据统计等工作。本标准的编

制得到了水利部水文局的指导和帮助,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扬州大学水利学院、南通市水文局、上海

市测绘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事测绘中心等单位对试验或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与帮助。
本标准由上海市水务局组织并邀请国内水文测验及水文标准化技术的专家朱晓原、杨诚芳、

胡凤彬、李里、牛占、楼峰青、王雄士、赵德友、崔玉兰、高健、丰建勤等进行审查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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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潮河段与濒海
水文测验及资料整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黄浦江水系、长江口水域、杭州湾水域等受潮汐影响的陆域河、湖、水库、渠道、河口区

与濒岸海域,以及其他受潮汐影响的相关水体,水文基本观测、水文调查等水文监测活动中,测站(点位)
布设、测验布置、测站考证、潮水位观测、潮流量测验、潮流观测、泥沙测验、潮流场观测、资料整编等的原

则、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文基本观测、水文调查的技术实施和质量管理,也适用于河口区或沿海岸涉水工程

规划建设所需进行的水文原型观测。本标准可供其他地区或类似潮汐条件的水文监测参考使用。
本标准供本地区水文行业和其他行业,水文监测活动技术实施、质量管理和制订水文监测任务计划

作依据。本标准也可供交通、海洋、环保、渔业等行业的相关水文观测参考使用。
在本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内,本标准与通用水文技术标准规定不一致的,按本标准规定执行;在本

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外,本标准对通用水文技术标准不具替代作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863 内河助航标志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2898—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20878—2007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GB/T
 

22789 硬质聚氯乙烯板材 分类、尺寸和性能

GB/T
 

50095—1998 水文基本术语与符号标准

GB
 

50159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SL
 

34—2013 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

SL
 

42—2010 河流泥沙颗粒分析规程

SL
 

384 水位观测平台技术标准

SL
 

415 水文基础设施及技术装备管理规范

SL
 

460—2009 水文年鉴汇编刊印规范

SL
 

537—2011 水工建筑物与堰槽测流规范

ISO
 

748:2007 水文测验 明渠流量测验之流速仪法和浮标法(Hydrometry—Measurement
 

of
 

liquid
 

low
 

in
 

open
 

channels
 

using
 

current-meters
 

or
 

floats)

ISO
 

1088:2007 水文测验 流速面积法之流速仪法 确定流量观测不确定度的数据收集和处理

(Hydrometry—Velocity-area
 

methods
 

using
 

current-meters—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data
 

for
 

de-
termination

 

of
 

uncertainties
 

in
 

flow
 

measurement)

ISO
 

5168:2005 流体流量测量 不确定度的评定程序(Measurement
 

of
 

fluid
 

flow—Procedur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uncertai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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