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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如何规范完成直立式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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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从测前准备、测量过程、记载计算三方面详细讲述如何规范完成直立式水尺零点高程测量,以实例为基础提出测量中应注意

的事项,对测量提出了建议,将笔者的测量经验与思路进行分享,破解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工作中一些疑问与模糊点,为基层水文工作者开展水尺零

点高程测量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实例；规范 

 

1 背景 

水文日常工作中,水位观测是 普通的一项观测项目,水尺则是水位

观测中 常用到的观测设备,分为直立式、倾斜式、矮桩式等,直立式水尺

是应被优先选用的,各种水池都有适用的条件,而水位观测的准确与否则

与水尺的零点高程直接相关,因此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工作对于水位观测来

说至关重要。然而如何规范地完成这项工作,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发现,虽然

大部分水文人都会测,但存在很多缺陷与模糊的地方,本文从这一点展开

探讨。 

2 测前准备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测量计划。主要包括： 

(1)确定已知点(基本水准点或者校核水准点)高程值。(2)确定水尺原

测高程值。(3)确定测量人员,明确人数及具体人员分工。(4)确定测量设

备,确保仪器、水准尺、尺垫正常可用。(5)确定测量路线,准备测量所需

记录笔、纸、劳保用品。 

3 测量过程 

 

图1  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示意图 

以此水尺断面为例,测量水尺零点高程时,如何规范测量步骤及记录

计算。 

(1)往测。①第1站以水准仪三丝可以看到校1水准尺底端为宜,作为后

视点,水准尺放在P1、P2零点或者固定高度处,此处两点为间视点,注意记录

位置,看不到下一根水尺时设置转点转1,转1为前视点。注意调整好水准仪

位置,视距之间不能超过5m。将仪器移到下一站相应位置。②第2站以水准

仪三丝可以看到转1水准尺底端为宜,作为后视点,水准尺放在P3、P4零点或

者固定高度处,与第1站观测、记录方法一致,看不到下一根水尺时设置转

点转2,转2为前视点。③第3站以水准仪三丝可以看到转2水准尺底端为宜,

作为后视点,水准尺放在P5、P6零点或者固定高度处,增加水面位置观测,

将尺垫放置相应位置,使尺垫顶端与水面相切,水面点亦作为间视点,与第

1站观测、记录方法一致,前视点设为转3,为往测 后一点。(2)返测。将

往测顺序倒序展开即可：①第1站以转3为后视点,观测P6、P5和水面,看不

到上一根水尺时设置转点转4,转4为前视点。②第2站以转4为后视点,观测

P4、P3,看不到上一根水尺时设置转点转5,转5为前视点。③第3站以转5为后

视点,观测P2、P1和校1,校1为前视点。 

4 记载计算 

开展水尺零点高程测量时,随测随记,可有观测者自己记录,也可配备

专门的记录人员。 

(1)表头填写。①站名：根据实际站名(断面名)填写；②施测号数：

该站当年测量次数累计值,是第几次测就填几；③测量方法：中丝读数

法、光学测微法(本文以中丝读数法为例)；④仪器编号：AT-G3(水准仪

的实际编号)；⑤基面：大沽、黄海、85国家基准(本文以大沽为例,有

条件的站可提供与85国家基准的转换关系)；⑥天气：晴、阴、多云、

小雨……(晴朗的天气物镜清晰,利于观测)；⑦观测时间：实际观测的年、

月、日、时、分；⑧风力风向：一般为3级以内,风力太大影响测量精度；

风向由英文字母表示：如北风1级写为：1N,东南风2级写为2SE；(2)表内

记载。 

4.1往测(详见表1,表2) 

①直接观读的水尺编号、读数、测定水位：为水中水尺的编号、测时

的水尺读数、测时的水位；②仪器站号：第一行写“往测”,之后依次填写

1、2、3……；③测点：填测点的名称,已知点一般为基本水准点或者校核

水准点；水尺位置可填写水尺编号或“+相应米数”,如P1+1.000,表示水准

尺位于P1水尺1米处；转点填写“转1、转2、转3……”；④距仪器站间距(m)(后

视/前视)：填写仪器与测点之间的视距,注意视距差不能超过5m,后视写在

左上角,间视与前视写在右下角；⑤后视、前视、间视：为对应位置的黑红

面读数,书写位置宜靠近左下角,占整个方格的三分之二位置,需要修改时,

以“\”划掉,在右上角写出准确数字,划掉的数字应清晰可见；⑥高差：为

后视黑红面数据减前视(或间视)黑红面数据,用两根尺时差0.10m；⑦平均

高差：以高差的黑面为准,即(黑面高差+红面高差±0.1)÷2,4舍6入,遇5时

奇进偶舍；⑧高程：后视高程值减前视(间视)高程值,四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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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尺零点高程记载表(一) 

 

表2  水尺零点高程记载表(二) 

 

4.2返测(详见表2、表3) 

将往测逆序测量一直回到校核点,计算高差、平均高差、高程的时候

从校核点开始,将返测的后视作为前视,前视作为后视进行计算。 

①由表3中校1开始计算高差、平均高差、高程,如先计算校1与

P1+1.000的高差、平均高差、高程,将校1作为后视,填写于P1+1.000对应的

相应位置；②如往测,依次反算至转3。 

4.3统计项 

①水尺编号、往测高程、返测高程：所测水尺的编号P1、P2、P3……；

往(返)测高程为相应水尺处高程减去水准尺在水尺上的位置,如P1往(返)

测高程值为P1+1.000处的高程减去1；②平均高程：往测高程、返测高程

的算术平均值；③原测高程：为上一次测量后确定的高程值；④取用高程： 

 

 

平均高程与原测高程相差不大于10mm时,沿用原测高程,否则取用平均高

程,取四位有效数字；⑤实测闭合差：往测高程减返测高程,该值应不大于

允许闭合差；⑥允许闭合差：地势平坦时为 n3± ,平坦时为 4 n± ,

为水尺所在的站数,如P1、P2,取1,P3、P4,取2,P5、P6,取3。 

表3  水尺零点高程记载表(三) 

 

 

5 注意事项 

(1)测量时应随测随算；单站前后视距差不得大于5m；(2)测水中水尺

时需注意人身安全；(3) 后一点不可以是水尺或者水面。 

6 建议 

(1)在水尺断面附近设立校核水准点,由校核水准点引测水尺零点,

方便快捷；(2)转点位置可固定,可钉入固定点,有利于校核；(3)在案坡

上修建1m×1m的专用测量平台,有利于较快完成仪器调平开展工作,同

时提高人员安全系数；(4)水准尺在水尺上的固定位置宜为0.5、1.0、

1.5的位置；(5)记录时可有观测人员自行记录,增加一名或两名同步记

录人员,形成三份记录, 终计算完成后进行校核复核,达到“三遍手”

要求的同时锻炼了队伍；(6)测水中水尺时。水深小于1m时由人工着涉

水裤涉水扶尺,大于1m时可借用船只；(7)测量记载表应与《水文测量规

范》一致。 

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基层年轻水文人,旨在探讨如何规范顺利完成直立

式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工作,如何规范基层水文测量工作,确保水文测验质

量,由于经验不足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周树国.水文测量.[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6:12. 

[2] 水 文 测 量 规 范 (SL58-2014).[M]. 北 京 : 中 国 水 利 水 电 出 版

社,2014:10. 

[3]朱京吉,张俊.水文测量误差的成因及对策[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

调,2019,48(03):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