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级职称考试题库

(水资源)

一、填空题

1、研究河流泥沙的目的，在于预估未来工程运用期内河流泥沙的

和 ，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提供有关泥沙的资料和数据。

2、河流中的泥沙，按其运动形式可分为 、 和 三类。工

程实际中，主要估计 和 。

3、当缺乏实测悬移质资料时，其多年平均输沙量只能采用 法、 法

、 法粗略估算。

4、流域地表的侵蚀与 、 、 、 、 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5、泥沙颗粒分析的方法很多，目前常用的有 、 、 、 等。

6、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独立地重复多次随机试验，每一次试验结果是时

间 t的某种函数，我们称这些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为 。

7、当随机函数随时间 t连续地取有限区间内的值时，称为 ；当随

机函数随时间 t取离散值时，则称为 。

8、年降水量、年径流、年蒸发量序列等以年为时间尺度的水文序列，在相

当长时间内具有一定稳定性，均可近似作为 。

9、月径流序列受年径流周期变化影响，变化较大，一般同时包括 和 。

10、模型中的参数必须通过实测序列资料进行估计。估计参数可采

用 、 和 等方法。

11、设计永久性建筑物采用的洪水标准，分为正常运用和非常运用两种情

况，并分别称为 和 。

12、与年径流资料的审查一样，洪水资料的审查也包括 、 和 的



审查。

13、洪水样本系列的组成，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即 和 。

14、历史洪水的洪峰和洪量的推算方法有 、 和

等方法，历史洪水的考证可分为 、 和实测期。

15、针对调洪作用大的水库，设计洪水计算中用 进行典型洪水

的放大。

16、水文分析与计算分为设计年径流计算 、 、 、

、 河流泥沙分析等多个内容。

17、 、是水文分析与计算最核心的内容，其关键是参数估计法。

18、随着系统科学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水文分析计

算方法，如 、 、 和非线性分析法等。

19、水文站只有布设测验断面，才能观测各种水文要素。测验断面可分

为 、 、 和比降断面。（基本水尺断面、流速

仪测流断面、浮标测流断面）

20、水位资料的整理有日平均水位、月平均水位和年平均水位等。关于日

平均水位，其计算方法有 、 。

21、流量资料整编中所用的方法很多， 是流量资料整编中最常

用、最基本的方法。

22、水文调查是收集水文资料的一种方法，其中以 和 最为

普遍。

23、水位、流量、泥沙等资料是水文分析计算的基础。有两种获取水文资

料的方法，即 和 。

24、水文计算样本资料，应同时满足 、 和 要求。



25、如果水文计算样本太短，代表性不足，可通过 延长基本资

料。

26、流域上的降水或融雪必然沿着流域的不同路径，流入河流、湖泊或者

海洋，形成径流，充分体现了水文现象的 。

2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应用到水文分析与计算上称作 。

28、在检查资料的代表性中，一般要求要有 年资料才能比较

有代表性。

29、水文统计分析中，同一系列资料的相关性极小，即相关的 不高。

30、相关分析就是要研究两个或多个随机变量之间的联系，又

称 。

31、水文统计是水文分析与计算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包括 、

和 等。

32、我国水文年鉴中提供的年径流量是按照 统计的，而水文计算中

一般按照 或 计算。

33、年径流量的地区分布与 、 、 等有

关。

34、在实测径流资料中，按一定原则选取各种代表年。灌溉工程只选择

年为代表年。

35、 某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 1000mm，多年平均蒸发流量为 600 mm，问该

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深 mm，多年平均径流系数为 。

36、设计暴雨就是产生 的暴雨，其设计频率一般假定与相应的

设计洪水具有相同的频率。

37、 对 于 我 国 大 多 数 地 区 ， 频 率 分 析 中 配 线 时 选 定 的 线 型

为 。



38、径流的形成过程是指流域内自降雨开始到水流汇集到 的

整个物理过程，一般可将其概括为 和 两个阶段。

39、河川径流一般由 、 和 组成。

40、在 条件下的下渗率称为下渗能力。实验表明，干燥土壤

在充分供水条件下，下渗率随时间呈递减变化，称为 曲线，简称

曲线。

41、流域总蒸发包括 蒸发、 蒸发、 蒸发和

。

42、水文测站一般应布设基线、水准点和各种断面，即 断面、

断面、 断面及 断面。

43、对于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延长，高水部分的延长幅度一般不应超过当

年实测流量所占水位变幅的 ，低水部分延长的幅度一般不应超

过 。

44、水 库 遇 大 坝 设 计 洪 水 时 ， 在 坝 前 达 到 的 最 高 水 位 称

为 。它是正常运用情况下允许达到的最高库水位，也是挡水

建筑物稳定计算的主要依据。

45、水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具有以下特点：流动性、 、

多用途性、 、利与害的两重性。

46、水 文 分 析 成 果 的 精 度 和 合 理 性 取 决 于 原 始 资 料 的 可 靠

性、 、 。



二、选择题（单选或者多选）

1、 某流域面积为 500km2，多年平均流量为 7.5m3/s，换算成多年平均径

流深为（ ）。

A．887.7mm

C．473mm

B．500mm

D．805mm

2、 水循环的内因是水的（ ）。

A．物理三态随温度的变化而转化

B．水的温度的变化而转化

C．汽态水随温度的变化而转化

D．汽态水随季节的变化而转化

3、 水文计算中常用相关法插补展延资料系列，其目的是为了提高

（ ）。

A．样本系列的可靠性

C．样本系列的代表性

B．样本系列的一致性

D．样本系列的可靠性、一致性、代表性

4、 一次洪水中，涨水期历时比落水期历时（ ）。

A．长

B．短

C．一样长

D．不能肯定



5、 河段涨洪时，同时刻上游站洪峰流量 a与下游站洪峰流量 b（假设无

区间入流）的关系是（ ）。

A．a>b

B．a=b

C．a<b

D．不能肯定

6、 即将降雨时，该处近地面的（ ）。

A．气压高、湿度大

B．气压低、湿度大

C．气温低、湿度大

D．气温高、湿度小

7、 土层的包气带是指（ ）。

A．土壤的表层

B．地面以下的整个土层

C．地面到地下潜水面之间的土层

D．地下潜水面以下的土层

8、 某流域的一场洪水中，地面径流的消退速度与地下径流的相比，其情

况是（ ）。

A．前者大于后者

B．前者小于后者

C．前者小于等于后者

D．二者相等

9、 当降雨满足初损后，形成地面径流的必要条件是（ ）。



A．雨强大于枝叶截留

B．雨强大于下渗能力

C．雨强大于填洼量

D．雨强大于蒸发量

10、 马斯京根法中的 K值，从理论上说，应（ ）。

A．随流量的增大而增大

B．随流量的增大而减小

C．不随流量变化

D．随水位的抬高而增大

11、 某河段上、下断面的河底高程分别为 725m和 425m，河段长 120km，

则该河段的河道纵比降（）

A．0.25 B．2.5 C．0.025 D．0.0025

12、 某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800mm，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400mm，则该

流域多年平均径流系数为（）

A．0.47 B．0.5 C．0.65 D．0.35

13、 断面测量包括测量（ ）

A．气温 B．水深 C．起点距 D．水位

14、 根据水文测站的性质, 测站可分为（ ）。

A．基本站 B．专用站 C．监测站 D．观测站

15、 一个流域上各场暴雨洪水分析的单位线将随暴雨（ ）的不同而有一

定的变化。

A．历时 B．中心位置 C．雨量 D．强度

16、 目前，按信息采集工作方式的不同，采集水文信息的基本途径可分为



（ ）。

A．驻测 B．巡测 C．间测 D．水文调查

17、 流域产汇流计算所需要的基本资料一般包括（ ）。

A．降雨 B．径流 C．蒸发 D．下渗

18、 某闭合流域一次暴雨洪水的地面净雨与地面径流深的关系是（ ）。

A、前者大于后者 B、前者小于后者

C、前者等于后者 D、二者可能相等或不等

19、 影响河川径流形成和变化的因素，可归纳为（ ）

A、流域下垫面 B、流域气候因素

C、环境因素 D、人类活动因素

E、社会因素

20、 年径流深均值等值线图与年径流深变差系数 Cv等值线图比较，精度

（ ）

A、前者要高 B、前者要低

C、两者相等 D、不定

21、 洪水资料用于频率计算应进行审查，一般都包括（ ）

A、资料一致性 B、资料实用性

C、资料可靠性 D、资料代表性

F、资料时间性

22、 水科院推理公式推求小流域设计洪水时必须确定以下几类参数（ ）

A、气候参数 B、产流参数

C、暴雨参数 D、流域特征参数

E、汇流参数



23、 洪水频率计算中，特大洪水的处理主要是指如何确定洪水的（ ）

（）经验频率 （2）发生时间 （3）发生地点 （4）量级大小

24、 设计标准为 1％的洪水，是指工程平均每年都有 1％的可能性遇到（ ）

设计标准的洪水

（1）达到 （2）等于 （3）超过 （4）小于

25、 设计断面有可靠的长期实测资料，5年前在其上游兴建了一座调节能

力很强的水库，设计时应突出审查水文基本资料的（ ）

（1）可靠性 （2）代表性 （3）一致性 （4）时间性

26、 由设计暴雨推求设计洪水，通常都假定暴雨与洪水（ ）

（1）同时出现峰值 （2）的量相等 （3）频率相同 （4）时程分配对

应

27、 小流域推理公式求设计洪水常假定净雨强度（ ）

（1）仅随时间变化 （2）仅随空间变化

（3）仅随空间变化但不仅时间变化 （4）不随时间和空间变化

28、 由于建库后流域的产流、汇流条件都有所改变，一般来说入库洪峰与

坝址洪峰出现时间的关系是（ ）

（1）前者要推后 （2）两者同时出现 （3）前者要提前 （4）不定

29、 各种时段径流量变差系数 Cv，一般随计算时段增长（ ）

（1）有减小趋势 （2）基本不变化 （3）很快增加 （4）有增加趋势

30、 经验单位线和瞬时单位线的两个基本假定都相同，因此两者都属于

（ ）系统的汇流模型。

（1）非线性 （2）不确定性 （3）线性 （4）随机性

31、 水文计算中选用的皮尔逊Ⅲ型频率曲线有以下基本统计参数：（ ）



（1）偏态系数 （2）均值参数 （3）变差系数 （4）峰度系数 （5）

相关系数

32、 影响河川径流形成和变化的因素，可归纳为（ ）

（1）流域下垫面 （2）流域气候因素 （3）环境因素

（4）人类活动因素 （5）社会因素

33、 根据水文循环周期特征，使年降雨量和其相应的年径流量不被分割

而划分的年度称为（ ）。

A、水文年度 B、日历年度 C、水利年度 D、调节年度

34、 P=5%的丰水年，其重现期 T等于（ ）年。

A、20 B、50 C、5 D、95

35、 水文统计的任务是研究和分析水文随机现象的（ ）变化特性。

A、必然 B、自然 C、统计 D、可能

36、 频率计算中，用样本估计总体的统计规律时必然产生（ ）。

A、错误 B、误差 C、方差 D、残余误差

37、 对年径流系列一致性审查是建立在（ ）条件稳定性基础上的。

A、降雨 B、气候 C、蒸发 D、下垫面

38、 影响河流输沙量的气候因素主要包括（ ）

A、植树造林 B、降水 C、气温 D、风

39、 利用相应水位法作预报方案，加入下游站同时水位作参数的目的主要

是考虑（ ）作用。

A、河道坡降 B、上游降雨 C、水面比降 D、底水

40、 洪水波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形变，洪水波变形形态有（ ）。

A、展开 B、平铺 C、扭曲 D、拉伸



41、 水文分析计算资料包括（ ）。

A、水文 B、气象 C、地形 D、人类活动和水质

42、 降雨期间，包气带土壤蓄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之后，其下渗能力为

（ ）。

A. 降雨强度 B. 后损平均下渗率 C. 稳定下渗率 D. 初期下渗

率

43、 形成地面径流的必要条件是（ ）。

A. 雨强等于下渗能力 B. 雨强大于下渗能力

C. 雨强小于下渗能力 D. 雨强小于等于下渗能力

44、 土壤稳定下渗阶段降水补给地下径流的水分主要是（ ）。

A. 毛管水 B. 重力水 C. 薄膜水 D. 吸着水

45、 对设计流域历史特大洪水调查考证的目的是（ ）。

A. 提高系列的一致性 B. 提高系列的可靠性

C. 提高系列的代表性 D. 使洪水系列延长一年

46、 某流域根据三场雨强相同，但暴雨中心分别在上、中、下游的洪水分

析的三条单位线，他们的洪峰流量分别为�上、�中，�下，则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

为（ ）。

A. �上>�中>�下 B. �上<�中<�下

C. �上=�中=�下 D. �上 ≥ �中 ≥ �下

47、 若下游有防洪要求，水库的防洪库容是指防洪高水位与 （） 之间

的库容。

A 死水位 B 防洪限制水位 C 正常蓄水位 D 设计洪水

位

48、 选择典型暴雨的原则是 “可能 ”和 “不利 ”，所谓 “不利 ”是

指 。



A. 典型暴雨主雨峰靠前 B. 典型暴雨主雨峰居中

C. 典型暴雨主雨峰靠后 D. 典型暴雨雨量较大

49、 某堤防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是指该堤防今后遇到大于或等于该洪水

的可能性 。

A长期平均一百年发生一次 B每隔一百年发生一次

C 工程运行一百年内发生一次 D每一百年必然发生一次

50、 .在典型年的选择中，当选出的典型年不只一个时，对水电工程应选

取 。

A灌溉需水期的径流比较枯的年份

B非灌溉需水期的径流比较枯的年份

C枯水期较长，且枯水期径流比较枯的年份

D丰水期较长，但枯水期径流比较枯的年份

51、 某流域一次暴雨洪水的地面净雨与地面径流深的关系是 。

A前者大于后者 B前者等于后者

C前者小于后者 D二者可能相等或不等

52、 在湿润地区，当流域蓄满后，若雨强 i小于稳渗率 fc，则此时下渗率 f

为 。

A f > i B f = i C f = fc D f < fc

53、 以下 不属于．．．水电站的必需容量。

A.最大工作容量 B. 事故备用容量 C.检修备用容量 D.重复容量

54、 设计年径流量随设计频率 。

A. 增大而减小； B. 增大而增大； C. 增大而不变； D. 减小而不变

55、 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比下游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



A. 高 B. 低 C. 一样 D . 不能肯定

56、 如下图，三条皮尔逊 III型频率密度曲线，它们的 Cs 。

A、Cs1＞0，Cs2＜0，Cs3=0； B、Cs1＜0，Cs2 ＞0，Cs3=0；

C、Cs1 =0，Cs2 ＞0，Cs3＜0； D、Cs1 ＞0，Cs2 =0，Cs3＜0

57、 某地区 2015年农村用水人口数为 50.8万人，假设该地区农村生活用

水定额为 75L/人/天，且农村生活用水利用系数为 75%，则 2015年该地区的农

村生活毛需水量为 m³/年.

A0.1854×104 B0.508×105 C0.1391×108 D0.1854×108

58、 某地区 1990年冶金工业重复水利用率达到 72%，相应的万元增加值

用水量为 580m³。根据该地区水资源条件和目前用水水平，参照国内外先进水平，

提出在 2020年冶金工业重复水利用率达到 90%，则相应的万元增加值用水量为

m³？

A1624 B525 C464 D207

59、 水库淤积的纵向形态不包括以下哪种？

A三角洲淤积 B主槽淤积 C带状淤积 D锥体淤积

60、 利用闸门控制下泄流量时，当水库下游有防洪要求的情况，水库的调

洪情况为以下哪一种？

A B C D

61、 日调节水电站在设计枯水年的枯水期担任系统负荷图中的 ，在



汛期担任系统负荷图中的 。

A基荷；基荷 B基荷；峰荷 C峰荷；基荷 D峰荷；峰荷

三、判断题

1、水文现象的发生、发展，都是有成因的。

2、水文现象的变化，如河道某一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常常具有某种程

度的多年变化周期、年变化周期等。

3、工程水文学是特别设立的科目，与水文学无关。

4、流域平均单位面积内的河流总长度称为河流长度。

5、年降水量越少的地方,相对于多年平均情况来说，其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越大。

6、流域出口断面的流量与流域面积的比值称为径流模数。

7、天然河道中的洪水受到水生植物和结冰影响时，水位流量关系点据的分

布，总的趋势是偏在稳定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左边。

8、改进水文测验仪器和测验方法，可以减小水文样本系列的抽样误差。

9、综合瞬时单位线（或称瞬时综合单位线），实质上就是一个地区平均的

瞬时单位线。

10、对同一流域而言，不管净雨历时是否相同，但只要是 10mm净雨，则

形成的单位线的径流量是相等的。

11、附加比降是洪水波的主要特征之一，稳定流时附加比降等于零。

12、 同时水位是指河段上下站同一时刻的对应水位。

13、作业预报是水文预报方案的基础。

14、频率是指某一事件在样本中的出现机会。



15、设计保证率是指供水或供电得到保证的程度。

16、枯水流量常采用不足概率 q ，即以大于和等于该径流的概率来表示。

17、水文频率计算中配线时，增大 Cv可以使频率曲线变陡。

18、设计年径流中，典型年的选择不只一个时，对于水电工程，应选取枯

水期较长，且枯水期径流又较枯的年份。

19、设计年径流计算中，设计频率愈大其相应的设计年径流量就愈大。

20、一年内通过河流某一断面的水流叫做年径流。

21、分期洪水的选样是采用分期内的年最大值法。

22、一般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高于下游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23、目前，特大洪水的重现期一般是根据历史洪水发生的年代来大致推估。

24、PMP的净雨可以采用大暴雨洪水推求的单位线转变为可能最大洪水过

程。

25、北方地区雨量虽小于南方，但是雨期较集中，降雨强度大，形成的涝

灾也非常严重。

26、我国汛期降雨量的年际变化小于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27、“动点动面暴雨点面关系”假定设计暴雨的中心不发生在流域中心。

28、一般情况下，用泰森多边形法计算流域平均雨量比用算术平均法合理

些。

29、降雨过量是发生涝灾的原因之一。

30、排涝时间是指设计条件下排水系统排除涝水所需的时间。

31、随机过程分为平稳过程和非平稳过程。（）

32、月径流序列一般只包括随机成分。（）

33、常见的年月径流模型有：①用平稳 AR(p)模拟年径流，由解集模型生成



月径流；②直接用自回归模型模拟月径流序列。（）

34、水库设计洪水定得过大，工程造价降低，但遭受洪水损失的风险切增

加。（）

35、在设计洪峰、洪量确定后，就可以推求设计洪水过程线。（）

36、为了使放大得到的设计洪水线能较好保持典型洪水的时程分配特征，

避免变形过大，所选用的控制时段越多越好。（）

37、同倍比放大法用同一个比例放大洪水过程线，计算简便，常用于峰量

关系较好的河流，以及水工建筑物的防洪安全主要由洪峰流量或某时段洪量起

控制作用的工程。（）

38、分期洪水的选样是采用分期内的年最大值法。（）

39、一般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高于下游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40、目前，特大洪水的重现期一般是根据历史洪水发生的年代来大致推估。

（）

41、水文现象的确定性与随机性是同时存在的。（）

42、对于大量长期的水文观测资料，偶然性因素引起数据波动，要探索其

中存在的统计规律，则宜用数理统计法进行研究。（）

43、由于矩法计算偏态系数 CS的公式复杂，所以在统计参数计算中不直接

用矩法公式推求 CS值。（ ）

44、百年一遇的洪水，每 100年一定出现一次。（ ）

45、年径流设计成果合理性分析，主要是对由公式计算得到的均值、离势

系数以及偏态系数进行合理性审查。（ ）

46、设计频率为 50%的平水年，其设计径流量等于多年平均径流量。

（ ）



47、给经验频率点据选配一条理论频率曲线，目的之一是便于频率曲线的

外延。（ ）

48、给经验频率点据选配一条理论频率曲线，目的之一是便于频率曲线的

外延。（ ）

49、枯水流量常采用不足概率，即以大于和等于该径流的概率来表示。

（ ）

50、流域上游修建引水工程后，使下游实测资料的一致性遭到破坏，在资

料一致性改正中，一定要将资料修正到工程建成后的同一基础上。（ ）

51、按蓄满产流的概念，当流域蓄满后，只有超渗的部分形成地面径流和

地下径流。（ ）

52、水文分析可以直接使用未经有关部门整编后正式发布的资料。（）

53、一般资料系列越长、丰平枯水期齐全，其代表性越高。 （）

54、变差系数只能反映系列的离散程度，它不能反映系列在均值两边的对

称程度。（）

55、自然界中许多随机变量如水文测量误差、抽样误差等一般不会服从正

态分布。（）

56、据中心极值定理，当样本容量较大时，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趋近于

正态分布。（）

57、年径流量在年际间存在丰水年组和枯水年组交替的现象。（）

58、年平均气温高或者雨量大、蒸发量小，年径流量就小。（）

59、经过插补延展的年径流量系列，不可以按照长期资料情况进行频率计

算。（）

60、在流域面积较小，流域内等值线分布均匀的情况下，流域的多年平均



年径流量可以由通过流域形心的等值线直接确定。（）

61、在设计站完全没有径流资料的情况下，还可以临时进行资料的补充收

集工作，如考虑进行枯水流量观测。（）

62、按等流时线原理，当净雨历时大于流域汇流时间ctmτ时，流域上全部面

积的部分净雨参与形成最大洪峰流量。（）

63、在统计各时段洪量时，所谓“长包短”是指短时段洪量在长时段洪量内统

计，按年最大值选样法在选取各时段洪量样本时，一定要采用“长包短”方式。[ ]

64、水利枢纽校核洪水标准一般高于设计洪水标准，设计洪水标准一般高

于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65、从流域洪水过程线的流量起涨点，用斜直线法或水平线法分别分割得

到的地面径流过程线，分析其地面经验单位线。用斜直线分割法分析的单位线

比水平线分割法分析的单位线，洪峰流量小，流量过程历时短，总水量小。[ ]

66、小流域与同一地区中等流域相比较，一般小流域的多年平均径流深的

Cv值较小。（）

67、按等流时线原理，当净雨历时小于流域汇流时间ctmτ时，流域上全部面

积及全部净雨参与形成最大洪峰流量。［ ］

68、在年径流分析计算中，由于采用无偏估计公式计算参数，从而减小了

年径流系列的抽样误差。［ ］

69、在一般情况下，年最大洪量的均值随时段长的增加而增加，其时段平

均流量则随时段长减小而减小。[ ]

70、所谓“长包短”是指短时段洪量包含在长时段洪量内，在用典型洪水进行

同频率放大计算时，采用的是“长包短”的方式逐段控制放大。[ ]

71、土壤含水量大于田间持水量时，土壤蒸发将以土壤蒸发能力进行，因



此，这种情况下的土壤蒸发将不受气象条件的影响。[ ]

72、改进水文测验仪器和测验方法，可以减小水文样本系列的抽样误差。

[ ]

73、在统计各时段洪量时，所谓“长包短”是指短时段洪量在长时段洪量内统

计，在选取各时段洪量样本时，一定要采用“长包短”方式。[ ]

74、水利枢纽校核洪水标准一般高于设计洪水标准，设计洪水标准一般高

于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

75、在洪峰与各时段洪量的相关分析中，洪量的统计历时越短，则峰量相

关程度越高。[ ]

76、据统计，年最大24h雨量小于年最大的日雨量。[ ]

77、百年一遇的洪水，每100年必然出现一次。[ ]

78、设计年径流量年内分配计算中，由于采用同一缩放倍比来缩放丰、平、

枯水三种典型年，因此称此为同倍比缩放法。[ ]

79、由于校核洪水大于设计洪水，因而校核洪水控制了水工建筑物的尺寸。

[ ]

80、同频率放大法计算出来的设计洪水过程线，一般来讲各时段的洪量与

典型洪水相应时段洪量的倍比是相同的。 [ ]

81、需水量可分为河道内需水和河道外需水两大类。[ ]

82、日调节水电站可以利用兴利库容对一天的天然径流进行调节，并可按照

负荷需求情况放水发电，在枯水期一般总是担任负荷图的基荷。多年调节水电

站运行方式受一年内来水变化的影响较小，所以在一般年份，多年调节水电站

在电力负荷图上将全部担任峰荷。[ ]

四、简答题



1、河流泥沙来源有哪几种？

2、影响流域产沙的因素有哪些？

3、什么是泥沙颗粒级配曲线？

4、简述入库设计洪水的计算方法？

5、简述设计洪水地区组成的计算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6、简述用流量资料推求设计洪水的思路和步骤？

7、水文分析计算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8、水文调查的目的是什么？

9、水文资料“三性”审查的内容是什么？

10、简述正态分布的密度曲线具有的 3个特点。

11、根据年径流深等值线图可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带？分别简述这几个带的

年径流深情况。

12、简述参证变量需具备的几个条件。

13、简述水利计算的基本原则。

14、从哪几方面分析论证设计洪水成果的合理性？

15、由暴雨资料推求设计洪水，主要包括哪些计算环节？

16、什么是设计洪水？

17、设计洪水三要素是什么？

18、简述设计洪峰流量及设计洪量的推求方法和步骤。

19、简述设计洪水过程的推求方法和步骤。

20、简述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设计中长系列操作法与典型年法的特点？

21、简述在水文资料分析中为什么要对径流系列进行一致性分析？



五、论述及计算

1、 比较筛分析法、粒径计法和比重计法的区别和联系。

2、 某枢纽工程频率 P=1%的设计洪峰和不同时段的设计洪量计算成果见

下表，试用同频率放大法推求 P=1%的设计洪水过程线。

项 目
洪峰流量

/(m3/s)

时段洪量/亿 m3

最大 1d 最大 3d 最大 7d

P=1%设计

洪水
2790 1.20 1.97 2.55

典型洪水 2180 1.01 1.47 2.03

起讫时间 5日 15：30
5日 0:00-5日

24:00

5日 0:00-7 日

24:00

4日 0:00-10日

24:00

放大倍比 1.28 1.19 1.67 1.04

3、 根据某站 30年径流资料，求得统计参数如下：均值 x =642.3m3/s，均

方差σ=165m3/s，自相关系数 1=0.38。试模拟该站长期年径流序列。

4、 水文分析计算资料包括水文、气象、地形、人类活动、水质等，其要

求主要体现在“五性”的检查上，请具体论述是哪五性，并对每一性做分析说明。

5、 拟建的水利水电工程中，某河道断面有 18年（1958-1976年）的流量

资料，见下表。试求 P=10%的设计丰水年、P=50%的设计平水年、P=90%的设

计枯水年的设计年径流量。



6、 设计洪水和设计年径流频率计算的主要异同点是什么？

7、 请简要说明在具有长期实测资料时如何应用适线法推求设计年径

流？

8、 典型洪水放大有哪几种方法？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9、 某河流无实测水文资料，根据水文比拟法，已求得设计断面年径流统

计参数Q =51.0m3/s,CV=0.20、CS=2CV，求设计枯水年 P=90%的设计年径流。根

据下列代表年推求设计年径流量的年内分配。

枯水代表年（m3/s）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

二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Q年

25.0 18.0 62.0 68.0 50.0 40.0 41.0 20.0 10.8 8.0 20.0 15.0

附：皮尔逊Ⅲ型频率曲线的模化系数 KP值表（CS=2CV）



P（%）

CV

0.01 0.1 0.2 0.33 0.5 1 2 5 10 20 50 75 90 95 99

0.15 1.67 1.54 1.48 1.46 1.43 1.33 1.33 1.26 1.20 1.12 0.99 0.90 0.81 0.77 0.69

0.20 1.92 1.73 1.67 1.63 1.59 1.52 1.45 1.35 1.26 1.16 0.99 0.86 0.75 0.70 0.59

0.25 2.22 1.96 1.87 1.81 1.77 1.67 1.58 1.45 1.33 1.20 0.98 0.82 0.70 0.63 0.52

10、 某个区域多年平均情况下，水资源总量为 75.6亿 m3，地表径流量是

50.3亿 m3，降雨入渗补给地下水而未通过河川基流排泄量为 5.7亿 m3，请问该

区域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和河川基流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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