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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青海省现有水文站网历史及现状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将来青海省水文站网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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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hydrographic station network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hydrographic station network in qinghai provi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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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第一处水文站于1940年1月,由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

称国民政府黄委会)在青海省民和县设立享堂水文站进行水文观测。从

此掀开了青海省水文测验工作的序幕,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

青海省的水文站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测验项目不断增加,服

务领域不断拓展,测验内容和方法也不断丰富完善。目前,各类水文站网

已覆盖全省大部分地区,为我省经济建设和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 

1 不同时期水文站网建设概况 

1.1民国时期水文站网建设 

继享堂水文站设立之后,1945年10月又在黄河干流设立循化水文站。

两个站的测验项目为水位、流量、悬移质泥沙、降水量、蒸发量和目测冰

情。所以青海省最早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正式开展水文观测在民国时期,水

文业务在青海起步迟于全国其他省区,规模也很小。 

1.2新中国早期的水文站网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海省水文事业走上了较快发展的轨道。1951

年5～11月青海省水利局在湟水干支流首设松树庄(1951年设为水位

站,1953年改为水文站)、西宁(1951年设为水位站,1953年改为水文站)、扎

马隆、桥头(1951年设为水位站,1956年改为水文站)、大峡(1951年设为水

位站,1957年改为水文站)5处水文(位)站。1953～1956年,又在黄河上游支

流、大通河、内陆河设立32处水文站。同时黄委、长办和甘肃省水文总站

分别在青海省内的黄河、长江干流和祁连山地区设立了一批水文站。1956

年8月青海省水文总站成立,1956年前各年建站情况见表1。 

表1  1940~1956年青海省基本水位、水文站建设统计表 

年

份

建 站 数 备 注

总

数

流 域 水 系 建 站 单 位

1、一站施测两河者按两站统计,如享堂、

海晏。

2、黄河流域指湟水以外干支流。

3、建站单位青海指青海省水文总站,甘肃

指甘肃省水文总站,黄委指黄河水利委员

会,长办指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湟

水

黄

河

内

陆

长

江

青

海

黄

委

甘

肃

长

办

1940

～

1950

3 2 1 3

1951 5 5 5

1952

1953 2 2 2

1954 8 3 3 2 7 1

1955 8 1 2 5 6 2

1956 21 2 17 2 17 2 2

合计 47 13 8 24 2 37 7 1 2  

1956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一次站网规划,此后不久即进入“大跃

进”时期,基本水文站网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60年全省水文站曾达

至114处,为历史最高峰,提前超额完成了1956年站网规划的数字。其分

布情况见表2。 

表2  1960年基本水位、水文站统计表 

流域

站别
湟水 黄河 长江 澜沧江 内陆 备 注

水 位 1 3
其中黄委会属站 9 个,甘肃省水

文总站属站 3个
水 文 31 18 6 3 52

合 计 31 19 6 3 55  

这个时期的测站建设仅少数站(如吉家堡、巴滩等站)比较正规地进

行了设站查勘,提出了包括流域自然地理概况、河流特征、测验河段河

槽和水流形态及有关附图等内容的较完整的查勘报告,并于其后在审定

的站址设站。其余多数测站建设没有完全按照建站的正规要求进行,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多数站测验河段的选定只经过简单的踏勘,

而未进行符合规范要求的勘查、测量和多个河段的分析比较,更没有详

细的设站报告；②部分站是为适应当时全民大办水利的急需而设的,没

有经过站网分析；③多数站因建站时间仓促,未建过河设施和站房,仪

器、测具少而简陋；④多数站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未经或只经过短

期专业培训,工作业务素养不够。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水文工作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填补了许多水文空白区,为以后水文站网的规划建设提供

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1.3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水文站网建设 

1961～1965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青海省水文总站逐步撤销了部分布设不合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非常艰

苦的测站,同时也设立了少数站(如黄河站、拉曲站等)。到1965年全省仅

有52个基本水位、水文站,站数降到第一个低谷点。其间,省水文总站对保

留下来的测站进行了测验设施整顿,基本配齐了仪器测具,初步解决了各

站测流测沙问题,还为多数测站修建了3～6间土木结构的站房,各站的测

验和资料整编工作日益走向正规,水文资料质量显著提高。 

1965年进行了第二次站网规划,之后1966年站网建设又获得了一次较

大的发展,新建和恢复了20个基本水位、水文站,如八里桥、怀头他拉、千

瓦鄂博等站就是这个时期设立和恢复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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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文总站决定建立芒拉河水文服务站,其计划是在芒拉河流域内布设测

流断面9处、降水量站10处、蒸发站3处、地下水位站6处,并进行流域洪枯

水、泥石流、水土流失、可垦地及草原分布等多项调查,用最快的速度全

面掌握全流域水文情况。这是青海省水文工作最早的点面结合构想,但因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未能实施。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从1968

年开始到1971年,每年都有水文站被撤销,1969年水文站第二次下放前,一

次撤销8站,省属水文站仅余40站,全省域内包括流域机构和邻省共有54个

水文站。1972年全省水文站数降到历史上第二个低谷点,仅有53个。1972

年到1976年间,水位、水文站数在53～54个之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从1977年开始,又逐年新建和恢复了一部分测站,到1982年达到第三个峰

顶,全省共有74个站。 

1976年格尔木分站成立了格尔木巡测队,负责柴达木盆地南部各河的

年最大洪水和年径流量的调查和巡测任务,这是青海省站队结合工作的开

端,弥补了该地区站网的不足。 

1.4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水文站网建设 

1980年代在水电部水文局的统一部署下,青海省进行了水文站网的全

面整顿和有计划地发展,使站网建设走向稳步发展的轨道。1985年水文站

网有站点71处(含黄委、甘肃、水利部水电四局所属13处)。1980～1989

年(80年代)新设和恢复的水文站共有19处,至今仍在运行的站有9处,占80

年代新设或恢复的47.37%；其中在1980～1989年被撤销的有4个,占80年代

新设或恢复的21.05%；1990～1999年被撤销的有6处,占80年代新设或恢复

的31.58%。1980～1989年撤销1980年以前设的水文站共13处。 

1.5 1990年至2013年水文站网建设 

由于部分水文站地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且在

1990年至2000年工作经费困难等原因,到2002年全省水文站仅有51处(其

中含黄河水利委员会13处,甘肃省水文局2处),使全省水文站数降到历史

上第三个低谷点。例如在1992～1995年之间,经过资料分析论证,撤销了部

分自然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的水文站有：鱼卡桥、泽林沟、上

唤仓、查查香卡、千瓦鄂博、舒尔干、香达、下拉秀、巴隆、拉曲、黑马

河等,其中香达、下拉秀属于澜沧江流域。此次调整使青海省在澜沧江流

域无一处水文观测点。1998年将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湟水一级支流大通

河上的尕大滩水文站下迁9km,在青石嘴镇设立了青石嘴水文站,为了资料

的一致性,青石嘴水文站与尕大滩水文站比测了三年,经分析,两站资料系

列比较一致,并于2000年底撤销了尕大滩水文站。香日德水文站由于交通、

生活艰难而在2000年被撤销,为了弥补区域内代表站的不足,于同年恢复

了千瓦鄂博水文站。 

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和

山洪地质灾害防治若干意见》(国发〔2010〕31号),之后在水利部和青海

省政府的领导下,青海省水文局为提高中小河流水文信息采集、传输和洪

水预报能力,开展了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的水文站网建设,共新建中小

河流水文站14处,充实了青海省水文站网。 

从1940年到2013年青海水文站网历经多次建撤波潮,运转的测站数

量峰谷交替,至2013年底青海省水文局管辖水文站共有54处,其中多年

运转水文站34处,2013年新建1处(那棱格勒站),中小河流项目专用水文

站14处,三江源监测项目新建水文巡测站4处,青海湖生态项目新建水文

站1处。 

2 水文站网现状 

截止2013年底,全省共有基本水文站48处,其中大河控制站共计27处,

占水文站总数的39.7%,其中黄河流域18处、长江流域2处、内陆河湖流域7

处；区域代表站共计17处,占水文站总数的25%,黄河流域12处、长江流域1

处、内陆河湖流域4处；小河站共计4处,占水文站总数的5.9%,均分布在黄

河流域(详见表3)。从三类站别水文站所占比例分析看,总体上说是合理的,

但根据《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SL34-2013)规定和随着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对水文信息的要求,在站网布局上尚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长江和

澜沧江流域站点稀少,各类站点布局不合理。 

表3  青海省境内大河控制站、区域代表站、小河站统计表 

站

别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澜沧江流域 内陆河湖流域
合

计

所占

比例

(%)站名登记
站数

统计

站名

登记

站数

统计

站名

登记

站数

统计
站名登记

站数

统计

大

河

控

制

站

鄂陵湖(黄)、黄河沿

(三)、吉迈(四)、门

堂、军功、唐乃亥、

贵德(二)、循化(二)、

黄河、民和(三)、享

堂(三)、大米滩、西

宁、乐都、青石嘴、

海晏(三)、湟源、尕

日得

18

沱 沱

河 、

直 门

达

2 0

德令哈(三)、千

瓦鄂博(二)、格

尔木(四)、纳赤

台(二)、那棱格

勒、布哈河口、

扎马什克(二)

7 27 56.3

区

域

代

表

站

上村、同仁、清水、

久治、董家庄(三)、

西纳川(二)、桥头

(五)、朝阳、牛场、

南川河口(二)、傅家

寨(二)、八里桥(三)

12 新寨 1 0

上尕巴、察汗乌

苏(二)、刚察

(二)、祁连

4 17 35.4

小

河

站

化隆、黑林(二)、吉

家堡、王家庄、
4 0 0 0 4 8.3

合

计
34 3 0 11 48 100

注：1.表内水文站为青海省境内所有包括青海省水文局、黄委水文局和甘肃省水文局所设现有水文站。  

表内所占比例为占全省水文站总数的比例。 

青海省境内流域面积5000km
2
以上河流共计45条(包括跨省界河流),

现有水文站共控制了27条,满足程度为60.0%。 

青海省境内流域面积500km
2
以上河流共计360条(包括跨省界河流33

条),现有水文站共控制了41条河流,满足程度为11.4%；考虑已撤销的可用

站资料,共控制河流60条,满足程度为16.7%。 

现状站站网密度为10506km
2
/站,已达到干旱区和极干旱地区(不包括

大沙漠)容许最稀水文站网密度20000km2/站的标准,但地区及流域间站网

密度极不均衡,其中站点最密地区为黄河流域,站网平均密度为3540km
2
/

站。若考虑历史曾经设立的站点,密度将有很大提高。 

3 水文站网发展方向 

针对青海省水文站网密度东西部极不平衡,流域间站网密度不平衡,

大河站满足程度较为低下,许多水文站点受水利工程影响,用于研究水文

规律和泥沙差异为主要目的区域代表站与小河站数量有限,随着中小河流

水文监测系统的建成运行,水文监测工作的不断增加与人员投入严重不足

等存在的问题,未来青海省站网发展着重发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3.1加大西部地区站网建设力度 

青海省海拔由西部向东部呈阶梯形降低,平均海拔3000m以上,最高布

喀达坂峰6860m,最低民和县下川口1600m。西部地区整体海拔较高,自然条

件恶劣,不宜建设人工驻守水文站,随着水文自动化监测设备技术的不断

成熟,新增站点以遥测站为主,可有效填补无水文资料区(主要为无人区)

的空白,进一步提高该地区水文站网密度。 

3.2缩小流域间站网密度不平衡 

因青海省人口主要集中于河湟谷地,较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防洪

目标较多,水资源管理需求较大,因此黄河流域尤其在湟水地区水文站网

密度较高,其他如长江、内陆、澜沧江流域因海拔较高,人烟稀少,设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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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站的限制因素较多,导致水文站网密度较黄河流域偏稀,针对上述流域

的客观事实,根据该地区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生态监测等需求,利用遥测与

巡测等手段,合理布设站点,优化站网功能,提高水文自动化监测能力,有

效提高长江、澜沧江源头区与内陆地区站网密度。 

3.3调整受水利工程影响站点 

青海省位于三江源地区,河流水量充沛,落差较大,水能资源极为丰富,

人类为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所兴建的水利工程越来越多,而工程的建设

运行反过来又影响了水文站网的稳定性和水文资料的收集、流域水文水资

源特性的正确分析、防汛和水资源开发利用。针对这种情况,未来水文站

网需根据水利工程对水文站的影响程度(轻微、中等、严重)分情况进行调

整,调整方法如下： 

(1)对基本不受影响或轻微影响的水文站不调整。 

(2)水文站上游有引水渠道的增加引水渠道的辅助观测。 

(3)受蓄水工程和引水工程混合中等影响的站点,及时调整设站目的,

报汛站类别,改善测验方式,通过水文调查等方法收集上游各水库出、入库

流量资料来还原该站资料。 

(4)针对受水电站严重影响的站点,经分析论证已失去原有设站目的

与功能的情况下,撤销该站,重新选址设立替代水文站或改为巡测站。 

3.4增加小河站点数量 

小河站以收集小面积暴雨洪水资料,探索产汇流参数在地区上和随下

垫面变化的规律,满足局地防汛抗旱、山洪灾害防治、水资源管理(县级以

上行政区界)、水生态保护、水土保持等需求。为研究小流域降雨径流关

系,大多小河站需要配套降水量站,故新增小河站设站位置应具有代表性,

配套降水量站分布应能控制住暴雨的分布变化。 

3.5深挖水文站网潜力 

随着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等项目的建成运行,有效提高了青海省水

文站网密度,填补了部分河流的水文资料空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

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不增加在编人员的前提下,现

有人员的工作量呈几何倍增加,工作量增加与人员不足之间的矛盾已日益

突出,严重制约了青海水文的发展。为更加有效完成现有以及未来新增的

监测任务,需着力深挖水文站网潜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通过全面提高水文站网自动化水平,在不影响监测精度的前提下,

深入分析测站特性,精减测验次数等手段,大幅度降低驻测水文站工作强

度,让水文职工从枯燥、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合理精简测站人员数量,

充实到水文巡测队中,不断提高水文巡测队现代化水平,拓展水文监测范

围,以满足当今社会对水文提出的更高要求。 

(2)管理方面构建动态人员流动体系,以河流水情变化为指挥棒,那里

发生大洪水需要支援,人员就向哪里流动,打破水文监测中心与分中心、水

文站之间人员流动的藩篱,一切以进一步提高水文监测能力为中心,合理

制定人员流动的各项规章制度,盘活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的人力资源。 

4 结语 

青海省水文站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多次调整,站网数量起伏

较大,通过多年的发展,现已控制大部分河流,但鉴于青海省作为三江源

地区河流较为发育的特殊情况,站网密度远远低于其他兄弟省份,站网

发展任重而道远,针对制约青海水文站网发展的诸多因素,提出相对应

的方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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