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工作，介绍了省界断面水资源

监测站网建设的建设目标、主要任务、建设内容和投资，阐述了项目的实施和安排，并针对当前项目实

施情况和特点，探讨了项目实施和运行管理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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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

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从

制度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

适应。 2012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对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 进一步

明确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的主要目标，提出具体管

理措施，全面部署了相关工作任务。
水资源监测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

基础工作，是开展水量水质监督考核的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 门 和 流 域 管 理 机 构 应 当 加 强 对 水 资 源 的 动 态 监

测”。 2012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明确提出“加强省

界等重要控制断面、 水功能区和地下水的水质水量

监测能力建设。 流域管理机构对省界水量的监测核

定数据作为考核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用水总量的

依据之一， 对省界水质的监测核定数据作为考核有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

实施情况的依据之一”。 而目前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

站网布局、 监测手段等远不能满足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工作的需要，急需加强省界水资源监测站点和监测

能力建设。

1 现状与存在问题

1.1 现状

截至 2015 年底， 全国水文部门共有各类水文测

站约 9.97 万处， 包括水文站 5 849 处、 水位站 11 180
处、雨量站 49 403 处、墒情站 1 856 处、水质站 14 560
处、地下水站 16 800 处、实验站 56 处等。 目前，水文测

站主要采取驻测、巡测、自动监测的方式进行测验工

作。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为水资源管理服务

的水文监测站网已有一定基础。
1.2 存在问题

我国现有的水文站网主要是根据流域水系防洪

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需要进行布设，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以行政区划为考核对象，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的核心，开展跨行政区界（省、市界）的水资源

监测工作就非常必要和迫切。 而现有水文站网无论从

站网布局、功能还是监测手段上都不能满足支撑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
1.2.1 部分省级行政区界目前还没有布设水文站网、
没有开展水量监测

我 国 现 有 水 文 站 网 主 要 建 于 20 世 纪 50～80 年

代，布设的目的主要考虑服务于防洪和水利水电工程

等，而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是根据分配到各行

政区的用水量，按行政区进行考核管理，需要在相应

的河流省界进行水文站点布设，控制相应行政区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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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水量，以实现量化考核，同时还要考虑重要的跨

省调水输水线路，省际水事敏感区站点布设，据初步统

计，现有省界断面有控制的站点比例为 44%，与水资

源管理监督考核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1.2.2 现有省级行政区界水文测站（断面）的监测能力

不足，监测设施落后、监测自动化程度低

现有省界水文站点存在设备设施陈旧、 监测与信

息传输技术手段落后、自动监测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实

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要求的实时监控、科学评价、精细

管理、量化考核的需要。
1.2.3 现有的监测技术标准不能满足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水资源监测的需要

目前， 水文监测现有的技术规范标准主要基于传

统的水文业务制定， 对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缺乏相应的

站网布设方法、监测频次、精度控制以及仪器设备等技

术标准规定。
1.2.4 目前现有省界水文站点大多由地方运行管理，
不能保证数据公正公平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全国省际河流流域面积在

1 000km2（含 10 001 000km2）以上的有 362 条，已设有

省界水文站 359 处，其中驻测站 95%，巡测站 5%。 现

有 359 处省界水资源监测站中有 70 处由流域机构建

设并运行管理，289 处由省区建设并运行管理，部分监

测数据没有与流域机构共享。 流域管理机构是流域水

资源管理的执行、监督与技术支撑的主体，作为利益相

关省区参与的公共决策平台， 其权威性和公平性显而

易见。 流域机构“三定”方案也明确“负责省(自治区、直

辖市)界水体、重要水域和直管江河湖库及跨流域调水

的水量和水质监测工作” 。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意见》 中也明确提出流域管理机构水量水质

监测核定数据为考核用水总量和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

实施情况依据之一， 目前的部分省界水资源监测站点

管理现状与相关要求不符。
全面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落实水资源

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严格实行取用水总量控制，必须加

强对省级行政区界的水资源水量监测，补充、完善和提

高水资源监测站网的监测能力建设， 对行政边界主要

河流关键断面进行监控， 加强省级行政区为单元的水

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对已确定水量分配的主要河流开

展监督评估和考核管理， 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进行有效

和及时评价， 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提供手段

和依据。

2 《全国省际河流省界水资源监测断面名录》
介绍

为加强流域机构省界水资源监测能力建设，适应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的需要，水利部

于 2014 年印发了 《全国省际河流省界水资源监测断

面名录》（水资源[2014]286 号，以下简称《名录》）。 《名

录》涉及的省际河流的类型包括：（1）穿越型，河流穿

越省界，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或多个省；（2）左右岸分

界型，以河流为省界，河流左右岸属于两个不同的省；
（3） 直接汇入左右岸分界河流的 1 000km2 以上支流；
（4）重要的跨省或跨流域调水人工渠道；（5）穿越省界

后流出国境的国际河流。 《名录》公布全国（不含港澳

台地区）省际河流 639 条，其中流域面积 1 000 km2 以

上省际河流 362 条，流域面积 1 000 km2 以下水事敏感

省际河流 277 条。 《名录》共公布省界水资源监测断面

1 240 个， 包括水量监测断面 632 个， 水质监测断面

435 个，水量水质监测断面 173 个。
《名录》公布的省际河流水资源监测断面，将作为

考核有关省区市用水总量、省界水功能区达标的重要

依据，同时作为规划建设水资源监测站点及开展省界

水资源监测的重要依据。

3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及《全国水

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3—2020 年）》中省界

水资源监测项目情况

3.1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

为初步形成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近期

目标相适应的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为支撑水资源管

理定量考核工作奠定基础。 2012 年，水利部启动实施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第一阶段项目， 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取用水、 水功能区和大江大河省界断面水

质水量三大监控体系，以及水利部、流域和省市区三

级水资源监控信息平台建设。 省界断面监控建设部

分，布设国控监测断面 737 处，其中 水 量 监 测 站 359
处（均为现有水文站点）、水质监测站 737 处、水量水

质结合站点 359 处， 增强现有站点的监测和传输能

力。 一期项目仅考虑在现有水文站内配置仪器设备，
不包括水文站土建内容。 一期项目于 2015 年全部完

成建设内容。
2016 年，水利部启动实施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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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二期项目，在一期项目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利用 3 年

左右的时间， 进一步提高三大监控体系尤其是大中型

灌区用水、20 万人以上人口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重要

流域水资源管理对象的在线监测能力， 进一步完善水

利部、流域、省市区三级信息平台，强化信息资源整合

和水资源业务深度开发等。 二期项目没有省界水文站

点相关建设内容，水量监测信息按照《全国水文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2013—2020 年）》建设同步接入。
3.2 《全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3—2020 年）》

201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印发《全国

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3—2020 年）》，将省界断

面水资源监测站网作为规划的重点建设任务之一，由

于《名录》涉及的站点较多，建设任务较重，考虑到项目

实施的紧迫性， 明确在规划期内优先对开展跨省江河

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 53 条河流布设的省界断面水资

源监测水文站进行建设， 其中可直接利用现有水文站

不需改建的有 23 处，实际建设 366 处 (其中新建 249
处，改建 117 处)，建设主体为各流域机构。 国家水资源

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及 《全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2013—2020 年）》中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水文站网建

设内容相互结合， 可实现对省界断面水量监测的全面

覆盖。

4 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网建设项目

4.1 项目建设目标

按照水利部关于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网建设项

目建设安排，到 2018 年年底，基本完成水利部开展的

第一批、第二批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的 53 条河流省

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建设， 基本满足实施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监督考核的站网布设和监测需求。
4.2 项目建设原则

4.2.1 服从规划原则

以 《全国省际河流省界水资源监测断面名录》和

《全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3—2020 年）》为依

据，名录和规划外项目暂不安排。
4.2.2 因地制宜、控制规模原则

水文测站建设要因地制宜， 偏远地区大力推进水

文巡测方式。 按照 《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标

准》（SL276—2002）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内容及标准。
4.2.3 技术先进、经济适用原则

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 根据省界地理位置和

查勘实际，因地适宜的选择测验方式和方法，提高水文

信息采集、传输、处理与服务水平，水文基础设施和技

术装备经济实用、安全可靠。
4.3.4 水量水质监测兼顾原则

开展水量监测同时，兼顾水质监测需要，同一断

面能同时开展水量水质监测的，应首选作为水资源监

测断面。
4.3 项目建设方案

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分布在长江、 黄河等七

大流域，部分测站处于边缘艰苦地区，测验工作开展

和运行管理较为困难， 为保障项目建设完成后能够

正常运行，真正实现对行政区界出、入境水量的有效

监测，满足区域水资源总量考核目标要求，提出二种

建设方案。
方案一：驻测模式。 项目建成后，调配人员常年驻

守测站观测，按要求开展水文测验，并负责水文测验

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
方案二：巡测模式。 水资源监测站点需要实时向

水资源管理部门报送监测水量等资料的功能，监测频

次较传统水文站高， 优先考虑实行巡测和自动监测，
项目建成后，按水文巡测规范相关规定，定期巡测，水

文测验设施设备委托专人看守。
一般对于水位变幅较小，流量变化不剧烈，或水

位—流量有一定关系的河流和渠道， 采用巡测方式。
在测验断面，一般需要进行断面整治、设备安装等土

建工程。 巡测时间以管理机构或巡测中心到相应省界

断面车程在 2h 以内进行控制配置。
4.4 项目进展情况

考虑到水文系统管理体制现状和项目实施的紧

迫性，以及改建水文站点建设不涉及征地，新增管理

人员和运行维护经费等问题，先期实施省界断面水资

源监测站网水文站改建项目，2013 年，依据《全国水文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13—2020 年）》，各流域机构完

成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网改建水文站项目前期工

作，共涉及改建水文站 107 处（另有 10 处已通过其他

渠 道 安 排 建 设）， 分 两 年 安 排 实 施， 投 资 计 划 已 于

2014~2015 年全部下达。目前，各流域机构已基本完成

项目建设任务。
2015 年，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按照统一规划、分

批实施的原则，筛选部分具备建设条件的新建水文站

作为新建水文站一期项目进行实施。 《规划》 涉及的

249 处新建水文站中优先安排不涉及 水 文 站 站 房 的

37 处巡测站建设,其中长江流域 7 处、黄河流域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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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 2 处、珠江流域 10 处、松辽流域 3 处、淮河流

域 13 处，投资计划将于 2016~2017 年安排。 另外，太

湖流域 31 处省界断面新建水文站已纳入太湖流域水

资源监控与保护预警系统项目，于 2016 年安排实施。
4.5 剩余项目实施安排

通过一期项目实施，实行水量分配方案的 53 条河

流省界断面尚剩余 181 处水文站有待建设，包括：长江

流域 74 处、黄河流域 6 处、淮河流域 36 处、海河流域

23 处、 珠江流域 18 处、 松辽流域 15 处， 太湖流域 9
处，其中部分站点可利用现有站点，部分站点暂不具备

建设条件，需各流域机构进一步落实建设数量。按照水

利部统一安排， 剩余新建项目在 2016 年完善前期工

作，2017 年启动实施，2018 年年底前基本建设完成。
对于拟利用现有站点，由流域机构征求相关省（区、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并认可确定； 对于暂不具备建设

条件站点， 由流域机构根据用水总量监督考核要求提

出解决方案或替代措施，征求相关省（区、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意见并认可确定。

5 项目实施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5.1 加快项目前置条件办理

目前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置条件涉及环境

影 响 评 价、土 地 预 审、社 会 稳 定 风 险 评 估、节 能 评 估

等 方 面，均 需 按 单 个 项 目 办 理，由 于 建 设 地 点 分 散、
建设规模小，办理过程中存在较大困难。 积极主动加

强与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国土、环保、住建等部门

沟通协调，尽快解决制约前置条件办理的有关问题，
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条件。 建议根据水文设施建

设 项 目 特 点，参 照 山 东、河 南 等 省，简 化 项 目 前 置 条

件办理事项， 如免予环境影响评价和节能评价的办

理等。
5.2 加强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管理

为确保省界水资源监测站点建成后， 切实发挥效

益， 建议对于现状隶属于地方的水位站升级水文站的

有关站点由流域机构进行建设， 建设完成后按原隶属

关系交由地方管理， 流域机构负责对监测数据进行定

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与地方实行共建共管，后期逐步

归由流域机构运行管理。 流域机构新建站点由流域机

构负责运行管理， 各流域机构应落实管理机构和管理

人员， 通过内部调剂等方式解决新建水文站管理人员

不足问题，同时创新管理模式，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开展监测工作。 应根据《水文业务经费定额标

准》，合理测算运行维护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

保水文站良性运行。 要按照水资源监测有关技术要

求，做好水文测报工作。
5.3 加强水资源监测基础研究

省界水资源监测站测验重点是流量，对平、枯水

流量的测验精度和频次要求高，同时还需考虑水量水

质同步监测，建议尽快制定水资源监测站的相关技术

标准规范，同时可以先期开展有关试点工作，探索不

同条件下的建设方案和测验方案，满足“三条红线”考

核要求的水资源监测的相关技术标准要求，作为确定

新建项目的建设方案和建设标准的依据。
开展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站网密度控制研

究，对不同代表性断面监测精度和频次要求以及监测

仪器设备的应用研究等；加强现有条件下，对一些数

据监测困难，通过上下游或周围地区已设站的监测数

据，分析其相关关系，提出考核办法，以实现量化考核

的需要。

6 结语

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网建设是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工作， 现有水文站网在行

政区界布设断面较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最严格

水资源监测管理制度的实施与推进， 现有的水文站

网已不能满足支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需求。 尽快

充实完善省界断面水资源监测站网， 加强站点监测

能力建设， 为跨省江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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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of Precipitation Concentration Degree in Pearl River Basin and Its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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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ll-evidenced global warming,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are likely to occur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As a result, the urban flood control and waterlogging prevention are under serious threat. The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can b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by precipitation concentration index (CI), which is mainly used to describe the inhomogeneity of precipit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and the causes of precipitation concentration. Mann-Kendall statistical test and Sen’s slope method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temporal patterns of ACI (annual precipitation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DW) interpo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hange of LCI (long period precipitation concentration index) as well as the 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of ACI based
on daily precipitation at the 43 stations during 1960-2012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 Meanwhile, the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RF)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orthwest of Pearl River Basin indicates lower LCI while the
southeast part indicates higher LCI, which shows that the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will occur more frequently in the southeast. (2)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ACI in Pearl River Basin is not obvious, the northwest part shows decreasing trend while the southeast part shows increasing
tre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 i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distance from ocean and altitude. (3) The importance analysis based on RF shows that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EASMI)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of precipitation concentration among the 7 factors.
Key words: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 precipitation concentration degree;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random forest; Pearl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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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mplement Construction of Station Network for Provincial Section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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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vincial section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is important and basic work to carry out the most stric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ion network for provincial section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in
various respects,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goal, main task,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investment. Otherwise,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project, discussed the problem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be paid attention for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Key words： provincial section; station network; implementation;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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