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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职称考试题库

（水文监测）

一、单项选择题（133 题）

1.国家依法保护水文监测设施，水文监测（ ）。

A. 资料 B. 环境 C. 测站

2. 国家建立水文监测资料 ( ) 制度。

A. 保密 B. 共享 C. 有偿交易

3. ( )和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

文机构批准。

A .一般水文测站 B .国家重要水文测站 C .专用水文测站

4. 专用水文测站和从事水文活动的其他单位, 应当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

( ) 机构的行业管理。

A .水利 B .水文 C .流域

5. 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应当依法( ) ,水文监测资料属于国家秘密的,对其密级

的确定,变更,解密以及对资料的使用、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A. 保密 B.有偿 C.公开

6. 为公益目的统一规划设立的对江河、湖泊、渠道、水库和流域基本水文要素

进行长期连续观测的水文测站是指( ) 。

A.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 B. 国家重要水文测站 C.专用水文测站

7. 水文站房、水文缆道、测船、测船码头、监测场地、监测井、监测标志、专

用道路、仪器设备、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附属设施等是指( ) 。

A. 水文监测设施 B. 水文监测环境 C. 水文监测条件

8.水文测站分为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和（ ）水文测站。

A. 实验 B. 辅助 C. 专用

9.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分为（ ）水文测站和（ ）水文测站。

A. 国家重要 一般 B. 实验 专用 C. 国家重要 专用

10.在通航河道中或者桥上进行水文监测作业时，应当依法设立（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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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警示 B. 通航 C. 水文

11.水位是自由水面相对于某一（ ）的高程。

A. 基点 B. 基面 C. 水准点 D. 水尺

12.水位的符号及计量单位（ ）。

A. Z m B. H m C. Z cm D. H cm

13.流量是单位时间内通过河渠或管道某一过水断面的（ ）

A. 质量 B. 重量 C. 体积 D. 面积

14.流量的符号及计量单位是（ ）

A. Q m/s B. A m/s C. Q m3/s D. A m3/s

15. 当基本水尺零点高程变动大于（ ）cm 时，应查明原因及时间，并对有

关的水位记录进行订正。

A. 0.5 B. 1 C. 2 D. 5

16.新安装的自记水位计或改变仪器类型是应进行比测，比测时，可按水位变幅

分几个测段分别进行，每段比测次数应在（ ）次。

A. 20 B. 25 C. 30 D. 35

17.测站宜在不同的位置设置 3个基本水准点，基本水准点相互间距宜为（ ）

A. 300m B. 500m C. 300～500m D. 700m

18.水尺零点高程应记至（ ）cm，当对计算水位无特殊要求时，其采用值可记

至 1cm。

A. 0.1 B. 0.2 C. 0.5 D. 1

19.当能确定水尺零点高程突变时的水位时，水位在变动前采用原测高程，校测

后应采用新测高程，（ ）应加一订正数。

A.变动前 B.校测后 C.校测期间 D.变动开始至校测期间

20.下列哪项不是浮标法测流应包括的内容（ ）

A.基本水尺水位 B.测流断面水尺水位

C.浮标断面水尺水位 D.比降断面水尺水位

21.常用与备用流速仪应在同一测点深度上同时测流，并可采用特制的“U”型比

测架，两端分别安装常用和备用流速仪，两仪器间的净距不应少于（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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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5 B. 0.6 C. 0.8 D. 1.0

22.水文观测记录坚持现场随测随记，一律用（ ）记载。

A. 软质铅笔 B. 钢笔 C. 圆珠笔 D. 硬质铅笔

23.封冻期观测水位，应将水尺 ( ) 的冰层打开，捞除碎冰，待水面平静后

观读自由水面的水位。

A.上游 B.下游 C.周围 D.外侧

24.自记水位记录的摘录应在（ ）后进行。

A.订正 Ｂ.换纸 Ｃ.观测 Ｄ.装订

25.基本水尺断面是为经常观测水文测站的（ ）而设定的。

Ａ. 流量 Ｂ. 含沙量 Ｃ. 水位 Ｄ. 降水量

26.直立式水尺的靠桩宜做成（ ）型。

Ａ. 棱柱 Ｂ. 圆柱 Ｃ. 椭圆 Ｄ. 流线

27.对设置的同一组水尺（ ）统一编号。

Ａ. 不须 Ｂ. 允许 Ｃ. 必须 Ｄ. 严禁

28.水文观测人员必须至少提前（ ）分钟到达观测现场，巡视周围情况，对

影响观测的因素进行处理，保证正点准确观测。

Ａ. 3 Ｂ. 5 Ｃ. 4 Ｄ. 10

29.基本水尺断面位置遇不可遇见的特殊情况必须迁移断面位置时，应进行新旧

断面水位比测，比测的水位变幅应达到多年平均水位变幅的（ ）。

A. 50% B. 75% C. 80% D. 100%

30.对一类精度的水文站，水位级的划分可根据测站各年瞬时最高水位 ZM，计算

频率并绘制频率曲线，取频率 P为（ ）所对应的水位为高水位。

A. 10% B. 50% C. 75% D. 90%

31.当新测的比降水尺零点高程虽超过允许不符值，但小于或等于（ ）mm

时，其水尺零点高程仍沿用原高程。

A. 5 B. 10 C. 12 D. 15

32.设在重合断面上的水尺编号，组号的顺序是( )。

A. P C S B B. C P S B C. P C B S D. C P B S

33.单一曲线法适用于测站控制良好，各级（ ）都保持稳定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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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位流量关系 B. 流量

C. 水位 D. 含沙量

34.停表检查时,应以每日误差小于 0.5 分钟带秒针的表为标准计时,与停表同时

走动 10 分钟，当读数差不超过（ ）秒时,可认为停表合格。

A. 3 B. 5 C. 8 D. 10

35.在大断面测量过程中，使用铅鱼测深，悬索偏角超过（ ）时应做偏角改

正。

A. 2° B. 10° C. 5° D. 15°

36.基线长度应取 10m 的整倍数，用钢尺或校正过的其它测尺往返测量两次，往

返测量误差应不超过（ ）。

A. 1/100 B. 1/200 C. 1/500 D. 1/1000

37.测站一年中测流次数的多少，应根据水流特性及控制情况等因素而定，总的

要求是能准确推算出（ ）和各项特征值。

A.瞬时流量 B.月平均流量 C.年径流量 D.逐日流量

38.要使水位流量关系保持稳定，必须在测站控制良好的情况下，同一水位的断

面面积、水力半径、河床糙率、水面比降等因素均保持不变，或者各因素虽有变

化，但能集中反映在（ ）、断面平均流速两因素能互相补偿，使同一水位只

有一个相应流量，其关系就成为单一曲线：

A.水力半径 B.断面面积 C.水面比降 D.平均水深

39.若水位流量关系受某一因素或混合因素影响而连续变化时，可用连时序法定

线。使用此法时，要求流量测次较多，并能控制（ ）变化的转折点。

A.水位 B.流量 C.水位流量关系 D.面积

40.流速是（ ）在单位时间内沿某一特定方向移动的距离。

Ａ.物体 Ｂ 水质点 Ｃ.漂浮物 Ｄ.浮标

41.水面宽的符号是（ ）。

A. Ｃ B. Ａ C. Ｄ D. Ｂ

42.转子式流速仪的工作原理是，转子绕着水流方向的垂直轴或水平轴转动，其

转速与周围流体的（ ）成单值对应关系。

A. 局部流速 B. 水深 C. 流量 D.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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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常用流速仪在使用时期，应（ ）与备用流速仪进行比测。

A. 随时 B. 定期 C. 天天 D. 月月

44.雨量器由承雨器、储水筒、储水器和器盖等组成，并配有专用（ ）。

A. 直尺 B. 雨衣 C. 量雨杯 D. 台称

45.在每次使用流速仪之前，（ ）检查仪器有无污损、变形、仪器旋转是否

灵活及接触丝与信号是否正常等情况。

Ａ.不须 B. 必须 C. 允许 D. 严禁

46.水位流量关系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影响流量的（ ）是否稳定。

A．断面面积 Ｂ．河床糙率 Ｃ．水面比降 Ｄ．各水力要素

47.流量测验次数，以满足（ ）为原则。

A. 防汛 B. 任务书要求

C. 分析计算 D. 确定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48.水文站的基本水准点，其高程应以国家一、二等水准点为起算点，用不低于

（ ）方法引测。

A.二等水准测量 B.三等水准测量

C.四等水准测量 D.五等水准测量

49.当测验河段选择在河道卡口的上游河段，应离断面控制的距离是河宽度的
（ ）。

A. 2 倍 B. 3 倍 C. 5 倍 D. 10 倍

50.E-601 型蒸发皿器口缘应高出地面（ ）cm，并保持水平，埋设时可用水

准仪检验，器口高差应小于（ ）cm。

A. 30，0.2 B. 20，0.4 C. 15, 0.3 D. 10, 0.5

51.流速的计量单位是（ ）。

Ａ. ｍ３ Ｂ. ｍ/ｓ Ｃ. ｇ/ｍ３ Ｄ. ｍ３/ｓ

52.起点距指测验断面上的固定起始点至某一垂线的（ ）距离。

Ａ. 直线 Ｂ. 垂直 Ｃ. 水平 Ｄ. 绳测

53.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影响流量的（ ）是否稳定。

Ａ. 水位 Ｂ. 水温 Ｃ.冰情 Ｄ.各水力因素

54.长期储藏备用的流速仪，易锈部件必须涂（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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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机油 Ｂ.汽油 Ｃ.黄油 Ｄ.柏油

55.年降水量较大的地区，当相邻时段的降水强度不大于（ ）时，可予合并

摘录。

Ａ. 2.0 mm/h Ｂ.2.5mm/h Ｃ.3.0mm/h Ｄ.5mm/h

56.为了控制浮标法测流的误差，应控制好浮标横向分布的位置，使绘制的浮标

流速横向分布曲线具有较好的（ ）性。

Ａ. 特殊 Ｂ. 一般 Ｃ. 普通 Ｄ. 代表

57.集水面积小于 10000 ㎞ 2，有 10 年以上资料证明实测流量及相应水位的变幅

已控制历年（包括大水、枯水年份）水位变幅 80%以上，历年水位流量关系为单

一线，在枯水期，流量变化不大，枯水径流总量占年径流总量的( )%以内，

不需要施测流量过程，且根据多年资料分析证明，月径流与其前期径流量或降水

量等因素能建立关系的各类精度水文站，可实行间测。

A. 20 B. 15 C. 10 D. 5

58.受洪水涨落影响时最大流量（Qmax）、最大流速（Vmax）、最大比降（Smax）、

最高水位（Zmax）的出现顺序是（ ）。

A. Qmax Vmax Smax Zmax B. Zmax Qmax Smax Vmax

C. Smax Vmax Qmax Zmax D. Vmax Qmax Smax Zmax

59.比降—面积法测流属于（ ）法。

A.水力学 Ｂ.面积—流速 Ｃ.物理 Ｄ.积宽

60.一类精度水文站采用单一曲线法整编，定线的系统误差和随机不确定度限差

为（ ）%。

A. ±1 8 B. ±1 10 C. ±2 8 D. ±2 10

61.测点有限测速历时不足导致的误差为( )误差。

A. Ⅰ型 B. Ⅱ型 C. Ⅲ型 D. 系统

62.对测流断面内大于断面流量（ ）的独股分流、串沟，应布设测速垂线。

A. 3% B. 2% C. 1% D. 5%

63.两岸断面桩之间或固定点间的距离，应进行往返测量，边长相对误差应不大

于（ ）

A. 1/100 B. 1/200 C. 1/500 D.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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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河底较平且无风时，采用测深锤和铅鱼进行水深测量，两次测得水深相差应

不大于（ ）。

A. 2% B. 3% C. 4% D. 5%

65.声学多普勒流速仪走航式测流时，水流速度过小，船速不宜大于( )

的断面平均流速。

A. 1 倍 B. 1.5 倍 C. 2 倍 D. 3 倍

66.平均水深大于 1m 的测站测流过程中水道断面面积的变化超过( )时，

应按能控制水位过程的要求增加观测水位的次数。

A. 1% B. 3% C. 5% D. 10%

67.水面浮标的入水深度不宜大于水深的( )。

A. 1/3 B. 1/4 C. 1/5 D. 1/10

68.设在水文断面两岸用来标示断面位置和方向的标杆叫（ ）

A.标志杆 B.辐射杆 C.断面标桩 D.断面标志

69.河床冲淤变化不大的测站,一次测流过程水位涨落差满足规范规定要求,但水

位涨落急剧使得测次分布不能满足要求的,可采用的测流方法是( )

A.流速仪法 B.浮标法 C.连续测流法 D.分线测流法

70.流量测次分布合理性检查分析，应在每次测流结束后将流量测点点绘在

（ ）的相应位置上。

A. 逐时流量过程线图 B. 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图

C. 逐日水位过程线图 D. 逐时水位过程线图

71.用中泓浮标法测流，应在中泓部位投放（ ）个浮标。

A. 2～3 B. 2～4 C. 3～5 D. 4～5

72.单断沙关系为直线关系，测点总数不少于 10 个，且实测输沙率相应单沙占实

测单沙变幅的（ ）以上时，可作高沙延长。

A. 30% B. 40% C. 50% D. 70%

73.声学多普勒流速仪与流速仪法比测，结果偏差不超过（ ）%时，仪器可继

续使用。

A.±5 B. ±2 C. ±3 D. ±1

74.降水量计算的日分界为北京时间（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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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B. 8 C. 20 D. 14

75.测量冰雹直径时，被测冰雹等直径，为（ ）个不同方向的平均值，记至

毫米。

A. 2 B. 3 C. 4 D. 5

76.测雨仪器承雨器口面应与（ ）相垂直。

A. 器身中心轴线 B. 自记钟

C. 虹吸管 D. 储水桶

77.如自记雨量计短时间发生故障，使降水量累计曲线发生中断或不正常现象时，

则应通过分析对照，参照（ ）资料进行插补修正。

A. 历年 B. 上游站 C. 下游站 4. 邻站

78.20cm 口径蒸发皿为一壁厚（ ）mm 的铜质桶状器皿。

A. 1.0 B. 0.5 C. 2.0 D. 5.0

79. 在流量测验中，断面上的死水部分面积（ ）断面平均水深的计算。

A.不能参与 B.全部参与 C .可以参与 D.部分参与

80. 若断面有死水区且面积较大，死水区面积（ ）断面平均流速计算。

A.全部参与 B.不参与 C.部分参与 D.一半参与

81.降水量观测场地应平整，地面种草或作物的高度不宜超过（ ）㎝。

A. 20 B. 30 C. 35 D. 50

82.一般情况下，各时段最大降水量随时段加长而（ ）。

A.加倍 B.增大 C.维持不变 D.任意变化

83.降水量是在一定时段内，从大气中降落到（ ）的液态和固体水所折算的

水层深度。

A．海洋 B．地表 C．雨量器 D．江河

84.水面蒸发的符号是（ ）。

A．E B．F C．P D．Q

85.要特别注意保护 E601 型蒸发器的（ ）不受碰撞和挤压。

Ａ. 水圈 Ｂ. 蒸发桶 Ｃ. 溢流嘴 Ｄ. 测针座

86.蒸发观测场地大小应根据各站的观测项目和仪器情况确定。没有气象辅助项

目的场地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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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m x 4m B. 4m x 6m C. 12m x 12m D. 16m x 20m

87.降水量缺测之日，可根据地形、气候和（ ）站降水量分布情况，采用邻

站平均值法、比例法和等值线法进行插补。

Ａ.邻站 Ｂ.上游 Ｃ.下游 Ｄ.个别

88.陆上水面蒸发场地离较大水体（水库、湖泊、海洋）最高水位线的水平距离

应大于（ ）m。

Ａ. 100 Ｂ. 60 Ｃ. 50 Ｄ. 20

89.山区设置降水量观测场时仪器口至山顶的仰角不超过( )。

A. 10 B. 15 C. 20 D. 30

90.蒸发观测场附近有丘岗、建筑物、树木、篱笆等障碍物时，其所造成的遮挡

率应小于( )。

A. 5% B. 10% C. 15% D. 20%

91.非冰期水面蒸发量于每日（ ）时观测一次。

A. 0 B. 8 C. 14 D. 20

92.蒸发器的用水应取用能代表当地( )的水.

A.自然水体 B.井水 C.蒸馏水 D.纯净水

93.标准水面蒸发器的观测，每次观测应测读两次，读至 0.1mm。两次读数差不

大于（ ）mm 时，即可取其平均值。

A. 0.1 B. 0.2 C. 0.3 D. 0.4

94.使用积时式采样器，应经常检查仪器（ ）流速，发现显著偏大或偏小时，

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A. 上游 B. 出口 C. 进口 D. 外部

95.使用天平称重，应（ ）进行检查校正。

A. 定期 B. 每天 C. 每月 D. 随时

96.用积时式采样器取样时，仪器取样容积与仪器水样仓或盛样容器的容积之比

应小于（ ）。

A. 0.5 B. 0.6 C. 0.9 D. 0.8

97.泥沙运动流速脉动有一定影响。悬移质含沙量对脉动有控制作用，含沙量增

大，流速脉动将（ ），特别是离含沙量时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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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强 B. 减弱 C. 消失 D. 增大

98.用同位素测沙仪测沙时，仪器在使用期间，应定期用积时式采样器对工作曲

线进行校测，当前后两次校测的关系点与原工作曲线系统偏离不超过（ ）%

时，原工作曲线可继续使用。

A. 3 B. 4 C. 5 D. 2

99.各类泥沙站各年度单沙断沙关系线与历年（5～10 年或 10 年以上）单沙断沙

综合关系线相比较，如果各年关系线偏离综合线的最大值均在±（ ）%以内，

则测站的悬移质输沙率可实行间测。

A. 5 B. 15 C. 20 D. 25

100.含沙量的计量单位是ｋｇ/ｍ３或（ ）。

A. ｔ B. ｇ/ｓ C. ｇ/ｍ３ （D. ｋｇ

101.用积时式采样器取样，仪器处于开启状态时，（ ）在河底停留。

A. 允许 B. 可以 C. 应该 D. 不得

102.用横式采样器取样，在水深较大时，应采用（ ）悬挂仪器。

A. 测深锤 B. 铅鱼 C. 悬杆 D. 测绳

103.经试验分析确定的各种全断面混合法，可兼作输沙率颗粒级配的取样方法。

试验分析前，全断面混合法的取样垂线数目，一类站不应少于（ ）条，二、

三类站不应少于３条。

A. ４ B. ５ C. １０ D. １５

104.旋转式和两分式分样器适用于粒径（ ）ｍｍ以下的悬液沙样。

A. ２ B. ０.５ C. ０.１ D. １

105.泥沙颗粒筛分析时，当累计总沙重与备样沙重之差超过（ ）％时。应重

新备样分析。

A. 0.1 B. 0.5 C. 1 D. 0.05

106.进行悬移质输沙率测验，当水样需作颗粒分析时，应加测（ ）。

Ａ. 水位 Ｂ. 气温 Ｃ. 水温 Ｄ. 水面比降

107.制备悬液试样、配置反凝剂和沉降分析用水，必须使用（ ）水。

Ａ.自来 Ｂ.河 Ｃ.矿泉 Ｄ.纯

108.用筛析法时，沙样中粒径小于 2mm 时，沙重不应小于（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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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30 Ｂ.50 Ｃ.10 Ｄ.40

109.天平台基应稳定牢固，台身（ ）与墙壁相连，台面应平整。

Ａ.不 Ｂ.应 Ｃ.允许 Ｄ.必须

110.悬移质颗粒分析，必须采用（ ）水样。

Ａ. 天然 Ｂ. 凝固 Ｃ. 压实 Ｄ. 烘干

111.采用积时式采样器进行积深法采样时，应均匀提放采样器；当水深小于或等

于 10m 时和水深大于 10m 时，提放速度应分别小于垂线平均流速的（ ）。

A.1/5 1/3 B.1/10 1/5 C.1/10 1/3 D.1/5 1/2

112.当悬移质输沙率测验采用选点法取样时，应同时施测各点（ ）。

A.流向 B.流速 C.水位 D.水温

113.凡单沙断沙为直线关系，关系点总数不少于 10 个，且实测输沙率相应单沙

占当年实测最大单沙的（ ）%以上时，可作高沙部分延长。

A.10 B.50 C.30 D.40

114.测沙布设方法和测沙垂线数目，应由试验分析确定。在未经试验分析前，测

沙垂线数目，一类站不应少于（ ）条。

A.5 B.7 C.10 D.12

115.实行巡测的二、三类泥沙站，当每年（ ）的时段输沙量小于多年平均

年输沙量的 3.0%时，在该时段内可停测泥沙。停测期间的含沙量作零处理。

A.低、枯水期连续 1个月以上 B.中、高水连续 1个月以上

C.低、枯水期连续 3个月以上 D.中、高水连续 3个月以上

116.当缺测期间水、沙变化平缓，或变化虽较大但未跨越峰、谷时，可用未测时

段两端的实测单沙，按（ ）比例内插缺测时段的单沙。

A.时间 B.流量 C.含沙量 D.输沙量

117.为了便于（ ）资料的整编和对使用资料者提供方便，需要做好测站技

术档案的编制工作。

Ａ.测站考证 Ｂ.流量 Ｃ.含沙量 Ｄ.降水量

118.（ ）应对水文测站基本水准点系统进行 1次自校考证。

A.5 年 B.3 年 C.每年 D.10 年

119.进行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延长时，高水部分延长不应超过当年实测流量所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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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变幅的（ ）。

A.10％ B.20％ C.30％ D.40％

120.按观测项目，水文测站分为（ ）站、水位站、雨量站、蒸发站等等。

A.基本 B.水文 C.专用 D.辅助

121.我国的标准基面是（ ）基面。

A.吴淞 B.黄海 C.大连 D.黄河口

122.大断面岸上部分应测至（ ）以上０.５～１.０ｍ。

A.河堤 B.当年最高洪水位

C.历年最高洪水位 D.基线桩

123.三等水准测量应读记至（ ）ｍｍ。

A.１ B.０.２ C.０.５ D.０.０５

124.三等水准测量时，在同一仪器站上，（ ）两次调焦。

Ａ. 可以 Ｂ. 不得 Ｃ. 必须 Ｄ. 允许

125.地势平坦环境下的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往返不符值公式为（ ）

A.±3 n B.±4 n C.±12 L D.±20 L

126.当视线长度在 300m 以内，跨越水流平缓的河流的四等水准测量，可采用静

水传递高程法进行二次观测。两结果不符值，应不超过（ ） mm。L 为两岸

水准点间的水平距离，以 km 计。

A.±12 B.±15 C.±25 D.±20

127.水文调查时，洪水痕迹的位置，应尽可能利用（ ）的河段或控制断面（如

急滩、卡口、滚水坝、桥梁等）的上游进行调查。

A. 弯曲 B. 比较顺直 C. 扩散 D. 收缩

128.在高洪期间，当漏测洪峰水位时，应在断面附近找出两个以上的可靠洪痕，

以（ ）等水准测定其高程，取其均值作为峰顶水位，并应判断出现的时间和

在水位观测记载表的备注栏中说明情况。

A.五 B.三 C.四 D.一

129.手工法测地下水水位时，用布卷尺、钢卷尺、测绳等测具测量井口固定点至

地下水水面竖直距离两次，当连续两次静水位测量数值之差不大于（ ）时，

记录两次测量数值及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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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cm B.±1cm C.±2cm D.±5cm

130.地下水类型区分基本类型区和（ ）。

A.特殊类型区 B.山丘区 C.平原区 D.滨水区

131.根据地下水开采强度，在各地下水类型区中划分为（ ）种开采强度分区。

A.二种 B.三种 C.四种 D.五种

132.地下水水位监测精度颖符合下列要求：水位自动监测仪允许精度误差为( )

A.±0.01m B.±0.02m C±0.03m. D.±0.04m

133.地下水监测站维护颖符合虾类规定：国家级监测站应每年进行一次透水灵敏

度实验。当向监测井内注入（ ）m井管容积的水量时，水位恢复时间超过（ ）

min 时，应进行洗井。

A.1，10 B.1，15 C.2，15 D.1.5，20

二、填空题（42 题）

1.畅流期水位的观测方法是，水面平稳时，直接读取水面截于水尺上的读数；有

波浪时，应读记波浪 两个读数的均值。

2.河道冲淤现象是很复杂的，从冲淤前后纵横断面变化情况分为 和

。

3.为控制悬移质输沙率测验误差，一类站不宜采用 采样器。

4.水位的人工观测设备包括水尺、 和 。

5.当漏测洪峰水位时，应及时在断面附近找出 的可靠洪痕，以四

等水准测定其高程，取其均值作为洪峰水位。

6.测站应将第一次使用的基面冻结下来，作为 。

7.上下浮标断面应平行于浮标中断面并间距相等，且其间河道地形的变化小；上

下浮标断面的距离应大于最大断面平均流速的 倍，但不得小于最大断

面平均流速的 倍。

8.测深杆测深，河底比较平整的断面，每条垂线的水深应连测 次。对于

河底不平整或波浪较大的断面，以及水深小于 1m 的垂线，其限差按 %控

制。

9.当校测水位与自记水位系统偏差超出 范围时，应经确认后重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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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

10. 采用流速仪法测流过程中水位变化引起水道断面面积变化，当平均水深大于

1m 时不超过 ，或当平均水深小于 1m 时不超过 ，可取测流

开始和终了两次水位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相应水位。

11. 采用流速仪法进行流量测验时，在一次测流的起讫时间内，水位涨落差不应

大于平均水深的 ，水深较小和涨落率急剧的河流不应大于平均水

深的 。

12.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下部，读数误差超过_______的部分，另绘放大图，流量很

小时可适当放宽。

13.关系曲线为单一曲线、使用时间较长的临时曲线及经单值化处理的单数值一

线，且测点在 10 个以上者，应做符号检验、 和 。

14.当水面蒸发量很小时，测出的水面蒸发量是负值者，应改正为“ ”，

并加改正符号。

15.各类水文站必须在建站初期进行 ，并编制测站考证簿。测站考证

簿应 年份全面修订一次。

16.水尺零点高程的测量采用双面水准尺。如用单面水准尺，往、返测均应采用

法。

17.水准测量路线的布设形式有 、闭合路线和 。

18.从泥沙来源观点讲,全沙包括 质和 质两种。

19.地下水水量监测包括 和 两项监测。

20.采用流速仪法测流时，测验河段应选在石梁、 、弯道、卡口和人

工堰坝等易形成断面控制的上游河段。其中石梁、急滩、弯道、卡口的上游河段

宜离开断面控制的距离为河宽的 倍。

21.当水位涨落需要换尺观测时，应对 同时比测一次，比测的水位

差不超过 时，以平均值作为观测的水位；当比测的水位差超过 2cm

时，应查明原因或校测水尺零高。

22.测雨仪器承雨器口应与 相垂直。

23.E601 型蒸发皿主要由蒸发桶、 、测针和 四个部分组成。

24.当断面控制和河槽控制发生在河段的不同位置时，应选择 的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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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验河段。

25.测站设置的基线长度应使断面上最远一点的 与断面线的夹角大于

30°，特殊情况下也不应小于 。

26.水文站一年中的测流次数，应根据高、中、低各级水位的水流特性，测站控

制条件、测验精度， ，以及需求等综合确定，能够准确掌握各个时

期的水情变化、合理控制各级水位和水情变化过程转折点。

27.新设水文站或增设大断面时，应在水位平稳时期沿河宽进行水深连续探测。

当水面宽度大于 25m 时，垂线数目不得小于 条；当水面宽小于或等

于 25m 时，可按最小间距为 布设测深垂线。

28.断面比较稳定、主流摆动不大的站，应选择几次能代表各级水位、各级含沙

量的输沙率资料，绘制 横向分布图，在图上该值最为集中且接近于

1处，确定一条或两条垂线，作为单样取样位置。

29.对于测站控制条件和河床在一定时期内基本稳定，但在局部时间内存在变化

或受结冰影响的测站，可采用 定线推流。

30.比降－面积法适用于高洪期 、 的测验河段。

31.采用涉水测验时，涉水人员应侧向 站立，测速过程中流速仪与测流

人员的距离应保持在 以上。

32.地下水类型区分 和 。

33.对于二、三类站，当有 5a-10a 以上资料证明，实测断面平均含沙量变幅占历

年变幅的 以上，水位变幅占历年水位变幅的 以上时，可实

行间测。

34.新设的实行巡测的水文站，应遵守 的原则，积累详测资料，并

按规范规定进行分析论证，再综合其他巡测条件，纳入巡测规划，实行巡测。

35.基线应 于断面设置， 基线的起点恰在 上。

36.校核水准点的高程采用 接测 。当条件不具备时，可采用

__________接测。

37.同一组的各支基本水尺，应设置在 上。当因地形限制或因其他原

因必须离开同一断面线设置时，其最上游与最下游一支水尺间的同时水位差不应

超过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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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水尺零点高程如有变动，要分析变动的 和 ，以确定两次校

测间时段采用的水尺零点高程。

39.三等水准测量在每个仪器站的视线长度应不大于 m。三等水准测量

时在同一仪器站上， 两次调焦 。

40.横式采样器两端口应保持瞬时同步关闭和 。用横式采样器取样，

倒水样前，应 ，以防仪器外部带水混入水样。

41.地下水基本类型区按照区域地形地貌特征分为（ ）区和（ ）区两类。

42.地下水监测站每年末应对水位基本监测站进行一次井深测量，当井内淤积物

超过（ ）或井内水深小于（ ）m时，应及时进行洗井、清淤。

三、判断题 （42 题）

1. 观测员观测水位时，身体应蹲下，使视线尽量与水平行，避免产生折光。

（ ）

2. 当水尺零点高程发生大于 2cm 的变动时，应查明变动原因及时间，并应对有

关的水位记录进行改正。 ( )

3.水尺支号代表同一组水尺中从岸上向河心依次排列的各支水尺的次序。

（ ）

4.水尺刻划的累积误差不得超过 1/1000。 （ ）

5. 为控制流速仪测流误差，宜使仪器接近测速点的实际位置，流速较大时，在

不影响测验安全的前提下，应适当加大铅鱼重量。 （ ）

6. 当洪水涨、落急剧，洪峰历时短暂，不能用均匀浮标法测流时，可用中泓浮

标法测流。（ ）

7. 断面监视人员必须在每个浮标到达垂线时及时发出讯号。（ ）

8.流向偏角对流速测量成果影响很大，有流向偏角而不改正，将会造成很大误差；

因此，当流向偏角超过５°时，应测量流向偏角。（ ）

9.测速垂线的布设宜均匀分布，并应能控制断面地形和流速沿河宽分布的主要转

折点，无大补大割。主槽垂线应较河滩为密。（ ）

10.基线长度往返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１／500。（ ）

11.一条垂线上相邻两测速点的最小间距不宜小于流速仪旋桨或旋杯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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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水深指水体的自由水面到其床面的直线距离。（ ）

13.浮标入水部分，表面应较粗糙，不应成十字型。（ ）

14.水文缆道允许用作交通工具。（ ）

15.水准测量应采用不低于 DS3级的水准仪。（ ）

16.河道干涸或断流时，应密切注视水情变化，并应记录干涸或断流起止时间。

（ ）

17.临时曲线法适用于不经常性冲淤的站，也可用于处理受回水影响的水位流量

关系。（ ）

18. 自记水位计测井及进水管应随时清除泥沙。（ ）

19. 使用量雨杯观测液态降水量时，应使量雨杯处于铅直状态，读数时视线与水

面凹面边缘处平齐。（ ）

20. 当虹吸式自记雨量计的虹吸排水量与记录量的不符值超过允许限度时，应对

记录量进行虹吸订正。（ ）

21. 流量在短时间内变化较大时，可适当减少测回。宜完成一个测回，特殊情况

可只测半测回，但应作出说明。（ ）

22.每年用水准器或水平尺检查测雨仪器的承雨器口面是否水平１～２次。

（ ）

23.水准测量期间气泡式水准仪应每天检校 1次 i 角，自动安平光学水准仪应每

天上、下午各检校 1次 i角。（ ）

24.注意保护自记雨量计，防止碰撞，保持器身稳定，器口水平不变形。（ ）

25. 一年内悬移质输沙率的测次，应主要分布在畅流期。（ ）

26. 一类泥沙站的单样含沙量测验，不得采用一点法。（ ）

27. 将流量、含沙量、输沙率过程线绘在同一张图上进行对照检查。含沙量的变

化与流量的变化常有一定的关系，可根据历年流量、含沙量变化的一般规律，检

查本年资料的合理性。（ ）

28. 泥沙颗粒分析的上限点，累积沙重百分数应在 95%以上。（ ）

29. 用吸管法进行泥沙颗粒分析，当试样浓度低于 0.2 %时,可采用重复吸样及

合并处理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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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一年内测定断面平均颗粒级配的测次，应主要分布在畅流期。（ ）

31.称重所用天平的精度，应根据一年内大部分时期的含沙量确定。在一年内大

部分时期的含沙量小于１.０ｋｇ/ｍ３的测站，应使用１ｇ/１０００天平。

（ ）

32.水文年鉴应包括综合说明资料、基本资料和调查资料。（ ）

33. 用积时式采样器取样时，取样仪器应变速提放。 （ ）

34. 河床比较稳定的测站，应每隔一定时期分析测站控制特性，点绘流量测点正、

负偏离百分数与时间关系图，了解测站控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 ）

35. 当水位流量关系曲线较为平直，水位及其它有关水力因素一日内变化平缓

时，可根据日平均水位直接推求日平均流量。 （ ）

36.当缺测期间水位变化平缓，或虽变化较大，但呈一致的上涨或下落趋势时，

可用缺测时段两端的观测值按流量比例内插求得。（ ）

37.水文站网规划的主要原则是根据地形和可能，着眼于依靠站网的结构，发挥

站网的整体功能，提高站网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38.当跨河水准测量的视线长度在３００ｍ以内时，应观测两个测回。（ ）

39.对水位精度要求较高的测站，基本水准点 10 年校测一次。（ ）

40.水准测量每一测段的往测和返测，其仪器站数均应为偶数。（ ）

41.地下水监测站根据监测目的，将基本监测站分为人工监测站和自动监测站两

类。（ ）

42.水温基本监测站的监测频次为每年 2次。（ ）

四、简答题（18 题）

1、简述降水、蒸发观测环境、场地的布设要求？

2、造成降水量观测误差的因素有哪些？

3、简述水尺的布设应符合那些规定？

4、按《水位观测标准》（GB/T50138-2010）的规定，自记水位计的比测和校测有

那些要求？

5、简述降水量资料的单站合理性检查和综合合理性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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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简述水位资料的单站合理性检查和综合合理性检查内容？

7. 简述应由测站和测报中心完成资料整编阶段及地区局完成审查阶段的主要工

作内容。

8、水文测验河段选择一般应满足什么条件？

9、简述《河流流量测验规范》（GB50179-2015）中水道断面测量的相关规定？

10、简述流速仪法测流的误差主要来源是那些方面，误差控制可采取的措施？

11、简述声学多普勒法测流的误差主要来源是那些方面？

12、流速仪比测的目的是什么？比测有何要求？

13、简述《声学多普勒流量测验规范（SL337-2006）中声学多普勒流速仪检查与

保养的规定？

14、简述过滤法处理水样的步骤有哪些？

15、简述采用积时式采样器进行积深法采样应符合那些规定？

16、测站悬移质泥沙测验成果应做那些方面的合理性检查？

17、现有水文站实行巡测时，按《水文巡测规范（SL195-2015）》的要求，应作

哪几方面分析论证？

18、现有水文站流量实施间测需要的条件？

五、论述或计算题（7 题）

1、如何开展测站流量资料的单站合理性检查及综合合理性检查，请论述。

2、水位流量关系线绘制应符合的要求，以及单一线法、临时曲线法、连时序法、

连实测流量过程线法定线推流的要求及适用条件，请论述。

3、如何开展水文巡测时机分析，巡测时机选择综合考虑那些因素，请论述。

4、论述单次流量测验成果的检查分析内容与方法，出现问题应怎样处理？

5、论述河流流量测验的方法有那些，各自的适用条件？

6、流量、输沙率计算

根据下表提供的资料，计算垂线平均流速、垂线平均含沙量。

表 1 垂线测速测沙记录表
垂线编号

起点距
（m）

水深
（m）

相对
水深

测点
流速
(m/s)

垂线平
均流速
(m/s)

测点含沙量
(kg/m3)

垂线平均
含沙量
(kg/m3)

测
深

测
速

取
样

1 1 1 45.0 2.88 1.0 1.18 2.56
0.8 1.3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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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47 1.85
0.2 1.49 1.76
0.0 1.40 1.06

5 4 3 130 5.68 1.0 1.25
0.8 1.50 2.36
0.6 1.71 1.80
0.2 1.86 1.72
0.0 1.84

7、流量、输沙率计算。

（1）、用表 1提供资料，计算垂线平均流速、垂线平均含沙量。

表 1 实测流量、悬移质含沙量计算表

垂线编号
起

点

距(m)

水深

(m)

基本

水位（m）

仪器相

对位置

测点流速

(m/s)

垂线平均

流速

(m/s)

含沙量

(kg/m
3
)

垂线平均

含沙量

(kg/m
3
)测

深

测

速

取

样

水边 25.6 0 45.27

1 30.0 0.85

2 1 1 35.0 1.63 45.30

0.8 1.37 1.61

0.6 1.40 1.61

0.2 1.42 1.55

3 2 2 40.0 2.45 45.35

1.0 2.06 1.71

0.8 2.24 1.67

0.6 2.29 1.64

0.2 2.10 1.67

0.0 2.24 1.55

4 3 3 45.0 2.10 45.28

0.0 2.10

1.91

1.63

1.65
0.2 2.14 1.65

0.6 1.99 1.64

0.8 1.6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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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3 1.78

5 4 4 50.0 1.86
0.2 2.01

1.73 1.59 1.59
0.8 1.45

6 5 55.0 1.02 0.6 1.99

水边 63.2 0 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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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表 1提供的资料及计算结果填入表 2，计算下列数值。（岸边系数采用 0.7）。（15 分）

表 2 实测流量、悬移质输沙率计算表

垂线编号

起点距

(m)

基本水

位(m)

水深

(m)

测深垂线间
水道断面面积(m2)

(m
流速(m/s) 流量(m

3
/s) 含沙量(kg/m

3
)

部分

输沙率

(kg/s)
测

深

测

速

取

样

平均水

深(m)

间距

(m)

测深

垂线间 部分
垂线平均

流速
部分

测速垂

线间

取样

垂线

间

垂线平均

含沙量

部

分

水边 25.6 45.27 0

1 30.0 0.85

2 1 1 35.0 45.30 1.63

3 2 2 40.0 45.35 2.45

4 3 3 45.0 45.28 2.10

5 4 4 50.0 1.86

6 5 55.0 1.02

水边 63.2 45.24 0

a、水道断面面积； b、断面平均水深； c、断面流量；

d、断面平均流速； e、断面输沙率； f、断面平均含沙量；

g、相应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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