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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

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

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国家安全。中央1号文件强调，要把水利工作摆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

出的位置，着力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全面摸清水利发展状况，提高水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开

发、利用和保护，国务院决定于2010—201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辽宁省水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省情省力调查，是全省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省水利信息的基准性调查，是形成全省省域内数据域基线的基础性工程。通过

开展全省水利普查，全面摸清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辽宁省水利发展现状、取得的成就

和存在的问题，系统诊断和评价全省水利保障能力和存在的薄弱环节，是具有战略性的

一项工作。通过普查分析和评析现有的防洪规划、水资源配置规划等成果，系统研究和

量化分析水利承载能力及调控手段，最后给出全省未来水利发展宏观布局与总体战略，

将有效地促进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水患意识和水资源节约

保护意识，有利于推动水利的长远发展及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有利于推进

“防洪减灾、水资源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体系建设步伐。

辽宁省第一次水利普查规模宏大，覆盖全省，数据成果时间系列长远，是60年来

辽宁水利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最为全面水利基础资源调查，普查所采用调查手段先进、组

织形式严谨、成果应用与管理科学创新，具有很高的学术科研价值。为了更好地进行该

科研课题的实施，既应用传统的数据收集技术、数据统计技术、台账技术、数据审核技

术，又应用先进的海量数据流管理技术、野外单元调查技术、遥感分析技术、DEM流域

提取技术、数据库平台管理技术、数字化技术以及各类计算机计算模型技术等，构成从

普查到成果应用、分析及对策研究一整套集成性的综合技术体系，本体系以各类技术集

成贯彻从清查到普查以及成果发布的始终，既有区域水利基础资源调查本身技术的先进

性、综合性、严密性、组织性和长系列数字技术的规模性，又有应用各种调查手段高新

技术的先进性和高效性；既有海量普查数据数字化管理的系统性，又有应用各种普查成

果进行水利承载能力调查和制订中长期水利发展战略的支撑性。因此，水利普查尽管在

其普查实施过程中强调是其本身组织性和行政资源的运用的整体性，更体现了普查各种

00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辽宁省水利普查技术与应用

先进技术的原创性和技术体系的综合性、集成性。全面科学组织实施水利普查，整理编

制《辽宁省水利基础信息集》，构建辽宁省基础水信息平台，编制《辽宁水利图集》等

成果将为辽宁省老工业基地提供全面、翔实和全方位信息和技术支持，为辽宁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水信息支撑和保障。

本书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辽宁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办公室、辽宁省水文

水资源勘测局和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研究人员共同编写。在项目完成及本

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水利普查领导小组、松辽水利委员会水利普查领导小组的

正确领导，辽宁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全省各市县水

利局普查人员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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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 概述

1.1 研究区概况

1.1.1 自然地理条件

1.1.1.1 地理位置

辽宁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东经118°53′～125°46′，北纬38°43′～43°26′之
间，地处东北亚地区的中心部位，是中国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东

北与吉林省接壤；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西南与河北省毗连；东以鸭绿江为界河，

与朝鲜隔江相望；南濒渤海和黄海。全省陆地面积 14.59万 km2，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

的1.5%。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山海关老龙头，大陆海岸线全长2 292.4 km，占全

国的12%；岛屿岸线长627.6 km，占全国的4.4%。

1.1.1.2 地形地貌

全省总体的地貌结构大体为“六山一水三分田”，山地、水面、平地占全省土地面

积的比例分别为 58%，9%，33%，地势自北向南，自东西两侧向中部倾斜，山地丘陵

大致分列于东西两侧，中部为广阔的辽河平原。

1.1.1.3 水文地质

辽东、辽西低山丘陵区及辽北康法丘陵区裸露的岩石区，为裂隙水的赋存空间；碳

酸盐岩类区分布有岩溶裂隙水；山麓坡角、沟谷两侧呈条带状分布的第四系松散堆积

物，是孔隙水的分布空间。

辽河上、中游平原区和下辽河平原区，为区域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孔隙水含水岩

组；在第四纪下发育的第三纪地层由于成岩较晚岩层相对疏松，胶结程度较差，发育的

裂隙、孔隙，裂隙、孔隙水分布于其中。

山丘区裂隙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补给；平原区孔隙水的补给来源除大气降水

补给外，还有农田灌溉入渗及山前侧向补给量等。

1.1.1.4 气候特征

辽宁省位于中纬度地区，地处亚洲东部沿海和太平洋西北岸，属温带半湿润和半干

旱的季风气候区。其西北部与蒙古高原接壤，又受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夹持及东部山区

阻隔，为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全省气候主要特征是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日照丰富，干

燥多风，气候差异显著。全省年平均气温5～10 ℃，年内气温高低悬殊，极端高温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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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以上，极端低温曾达-41.1 ℃。全年日照时数2 270～2 990 h，平均无霜期在124～
215 d。
1.1.1.5 土壤植被

辽东山地丘陵包括辽东半岛在内，多为山地暗棕色和棕色森林土，土层厚度为

0.5～1.0 m。植被覆盖良好，辽东山丘区平均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辽东半岛平均森

林覆盖率25%；中部为平原淤土、棕黄土地带，平均森林覆盖率15%～20%；西部为低

山丘陵生草棕色森林土黄白土地带，主要土壤为亚砂土性的黄白土，并有较大面积的风

沙土，山地大部为生草棕色森林土，土壤水蚀强烈，水土流失严重，经过人工治理森林

覆盖率达到了20%；北部土质结构差，沙生植物，除受水侵蚀外，还受风蚀，水土流失

最严重。

1.1.1.6 河流水系

辽宁省境内河流众多，流域面积大于 5 000 km2的河流 16条，流域面积在 1 000～
5 000 km2的河流33条，流域面积在100～1 000 km2的河流393条。主要河流有辽河、浑

河、太子河、绕阳河、鸭绿江、大凌河、小凌河和大洋河。

1.1.2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1.2.1 行政区划

全省现有地级市 14个，即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

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葫芦岛。

1.1.2.2 人口

2011年年末，全省总人口为 4 374.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其中男性占

50.4%，女性占 49.6%。在总人口中，城镇人口 2 718.8万人，城镇化率达 62.1%，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51.27%。

1.1.2.3 国民经济发展

辽宁省是我国东北唯一的沿海省份，也是我国近代开埠最早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华

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长子”。2011
年辽宁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GDP突破 20 000亿元，达到 22 025.9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12.1%，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9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 7位。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 915.6亿元，增长 6.5%；第二产业增加值 12 150.7亿元，增长

14.1%；第三产业增加值 7 959.6亿元，增长 10.5%。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为 8.7∶
55.2∶36.1。人均生产总值50 29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0年增长11.6%。

1.1.3 水利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1.1.3.1 水利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毛泽东曾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水利摆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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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

建议》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再次将水利确定

为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首位，把治水摆在优先领域，充分显示了水利在国民经济中所处

的地位。2011年中央 1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中央 1号
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提出把水利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

置，着力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水利

工作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水利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是我国水利事业发展

的里程碑。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与保障。

水利关系宏观经济运行全局，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防洪保安环境，解决日益严重

的水资源短缺、水污染、水环境破坏和水生态危机等问题，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社

会稳定发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利用与协调发展。水利发展

与国民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伴随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而推进。随着国家现代化的不断

发展，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在水利建设、水利安全保障、水利科技教

育、水生态环境、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应逐步达到相应的发达国家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国家现代化水平的

重要标志。而水利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对国民经济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

有较大的拉动作用，可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总之，水利是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必

须加速推进水利发展的进程，才能为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1.3.2 国民经济是水利发展的保障

进行水利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和人力来自国民经济各部门，国民经济发展和综

合国力增强为水利更快更好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搞好水利

建设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只有国家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水利投资，

才能建立完善的水利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综合国力明显

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

革，加快了法制化和信息化建设步伐，树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

发展观，经济和科技等实力显著增强。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对水利的投入也不断增加，

截至2011年，建成了一大批水利工程，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黄河西霞院等一批江

河控制性枢纽工程相继投入运行，极大地提高了径流调蓄能力，大江大河综合防洪能力

明显提高；建成水电站 5万多座，兴建机井、塘坝上百万个，形成水利固定资产 5 000
亿元以上。

总之，水利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且作为基础产业应先期投资、先期建设。反

之，水利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民经济的保障，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必将为

水利加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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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水利普查技术与应用

1.2 研究现状及发展综述

1.2.1 普查

1.2.1.1 基本概念

普查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专门组织的一次性的全面调查。普查一般是调查属于

一定时点上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总量，但也可以调查某些时期现象的总量，乃至调查一些

并非总量的指标。普查涉及面广，指标多，工作量大，时间性强。为了取得准确的统计

资料，普查对集中领导和统一行动的要求最高。

普查主要用以搜集重要国情国力和资源状况的全面资料，为政府制定规划、方针政

策提供依据，如人口普查、科技人员普查、工业普查、水利普查、经济普查、物资库存

普查等。普查多半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所要搜集的是经常的、定期的统计报表

所不能提供的更为详细的资料，特别是诸如人口、物资等时点的数据。

1.2.1.2 普查特点

普查作为一种特殊的数据搜集方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查通常是一次性的或周期性的。由于普查涉及面广、调查单位多，需要耗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常需要间隔较长的时间，一般每隔10年进行1次。如我国

的人口普查从1953至今共进行了6次。今后，我国的普查将规范化、制度化，即每逢末

尾数字为“0”的年份进行人口普查，每逢“3”的年份进行第三产业普查，每逢“5”
的年份进行工业普查，每逢“7”的年份进行农业普查，每逢“1”或“6”的年份进行

统计基本单位普查。

（2）规定统一的标准时点。标准时点是指对被调查对象登记时所依据的统一时点。

调查资料必须反映调查对象的这一时点上的状况，以避免调查时因情况变动而产生重复

登记或遗漏现象。例如，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0年11月1日零时，就

是要反映这一时点上我国人口的实际状况；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定为普查年份的1月1
日零时。

（3）规定统一的普查期限。在普查范围内各调查单位或调查点尽可能同时进行登

记，并在最短的期限内完成，以便在方法和步调上保持一致，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和时

效性。

（4）规定普查的项目和指标。普查时必须按照统一规定的项目和指标进行登记，不

准任意改变或增减，以免影响汇总和综合，降低资料质量。同一种普查，每次调查的项

目和指标应力求一致，以便于进行历次调查资料的对比分析和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发展变

化情况。

（5）普查的数据一般比较准确，规范化程度也较高，因此它可以为抽样调查或其他

调查提供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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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普查的使用范围比较窄，只能调查一些最基本及特定的现象。普查既是一项技

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又是一项广泛性的群众工作。我国历次人口普查都认真贯彻群众

路线，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得到群众的理解和配合，因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1.2.1.3 普查形式

普查的组织方式一般有两种：

（1）建立专门的普查机构，配备大量的普查人员，对调查单位进行直接的登记，如

人口普查等。

（2）利用调查单位的原始记录和核算资料，颁发调查表，由登记单位填报，如物资

库存普查等。 这种方式比第一种简便，适用于内容比较单一、涉及范围较小的情况，

特别是为了满足某种紧迫需要而进行的“快速普查”，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它由登记

单位将填报的表格越过中间一些环节直接报送到最高一级机构集中汇总。

例如：我国采取第一种方式普查的有：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私营

商业及饮食业普查，1964年第二次全国科技售货员普查，197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实际

用工人数普查，1978年全国科技人员普查，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全国

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等。采取第二种方式普查的有：1954年黑色

金属、有色金属和木材库存普查，1954年以后所进行的多次物资库存普查，1985年第

二次全国工业普查等。

1.2.2 水利普查

1.2.2.1 水利普查目标

水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水利发展史上的第

一次最为全面水利基础资源调查，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基础水

信息的基准性调查。开展全国水利普查是为了全面查清我国江河湖泊和水利工程的基本

情况，系统掌握我国江河湖泊开发治理保护状况，摸清经济社会用水状况，了解水利行

业能力建设情况，建立国家基础水信息平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水信

息支撑和保障。开展全国水利普查，有利于谋划水利长远发展，科学制订水利及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利于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有利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有利于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水利

公共服务能力；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水患意识和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1.2.2.2 水利普查任务

一是全面查清我国江河湖泊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我国江河湖泊进行全面系统的调

查，查清江河湖泊的数量及其分布，查清我国江河湖泊的水文特征状况。二是全面查清

我国水利工程基本情况。通过对我国水利工程的普查，查清我国各类水利工程的数量与

分布、规模与能力及效益等基本情况。三是查清我国经济社会用水状况。通过对城乡居

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建筑业用水、第三产业用水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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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河道外生态环境用水的调查，全面查清我国经济社会用水状况。四是全面查清我国

江河湖泊开发治理保护情况。通过对我国江河湖泊取水口、水源地、入河湖排污口、河

湖治理情况等普查，查清我国江河湖泊开发治理保护的基本情况。五是查清我国水土保

持情况。通过对全国土壤侵蚀情况、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治理措施等的调查，掌握水土

流失、治理情况及其动态变化等。六是查清我国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通过对各类水

利单位和机构的调查，全面查清水利单位的数量及分布、从业人员数量及结构、资产规

模及运营状况等。七是建立基础水信息平台。通过水利普查，进一步完善基础水信息标

准和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健全基础水信息登记和台账管理系统，建立基础水信息数据库

（包括普查综合成果空间数据库及属性库，主题空间数据库及属性库）和信息管理系

统，建立水信息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形成规范、统一、权威的基础水信息平台。

1.2.3 水利普查与其他普查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口普查进行6次，经济普查进行2次，水利普查是第一次，

水利普查用短时间完成复杂、繁琐、内容广，运用先进技术，图表结合形式，且动用水

利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普查，是中国普查第一个。

从普查表数量、指标及分类分析，水利普查所涵盖类别、表格数量最多，指标数水

利普查与经济普查仅差几个指标，水利普查包含8个专项，内容广，涉及面大。

从普查费时分析，经济普查从准备阶段到成果发布用时3年；人口普查从准备阶段

到成果发布用时2年，而水利普查多增加试点阶段，从试点阶段、准备阶段到成果发布

用时3.5年。

从技术方法分析，经济普查和人口普查，均采用普查表填写、数据处理两个环节。水

利普查不仅进行普查表填写、数据处理还增加空间数据标绘等技术过程环节；同时所涉

及的普查技术体系、数据量以及专业的复杂程度均是经济普查和人口普查所无法比拟的。

从普查从业人员分析，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的普查员都是街道或者村委会成员；而

水利普查的普查员都是水利局、乡镇水利站的专业人员，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和专业技

术力量显得更强。

图1-1~图1-3分别为水利、人口、经济普查数量、指标个数和类别。

水利普查 人口普查 经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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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水利、人口、经济普查表数量

普
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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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利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与变革的关键时期，水利工作

也正处于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关键阶段，系统掌握我国江河

湖泊及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状况，准确把握水利发展面临的形势与阶段性特征，科学合

理地确定水利建设与管理的任务，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对系统掌握我

国江河湖泊及其资源环境状况以及水利行业发展能力等基础水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水

利的大发展，伴随着对各类信息的强烈需求，但长期以来，随着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

展的剧烈变化，水利信息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类信息千差万别。国家综合国力

和国情信息中基础水信息资料不全面、不系统，不能及时反映我国江河湖泊及其资源环

境的整体变化状况，不适应新时期我国资源环境管理工作和水利工作的需要进行一次权

威性、普遍性和时点性的普查的呼声很高。为此，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迫在眉睫，

意义重大。

1.3 研究目标

（1）构建水利普查综合技术体系，有力推动全省水利普查工作进度、提高科技含量

水利普查 人口普查 经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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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水利、人口、经济普查指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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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保水利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2）获取水利普查基础信息，查清辽宁省江河湖泊的基本情况，掌握水资源开发利

用保护现状，摸清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了解水利行业能力建设状况。

（3）研发辽宁省基础水信息平台，利用当代先进技术，开发和建设基于二维、三维

联动空间可视化平台水利普查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水利信息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最后

形成规范、统一、权威的辽宁省基础水信息平台。

（4）集成水利普查应用成果，编制《辽宁省水利基础信息集》，编绘《辽宁水利图

集》，并在进一步查清全省水利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辽宁省水利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

评价与诊断，为辽宁省今后的水利建设发展提供支持。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1.4.1 总体技术路线

1.4.1.1 在普查实践中，精炼各种普查技术

在《辽宁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普查实施过程，制订普

查实施时各项普查技术的应用范围、标准、规范和实施细则。同时在普查实施过程中，

及时总结各种普查经验和特点，创新设计普查技术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在技术上保

障水利普查的正常开展，保证数据的详细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1.4.1.2 集成水利普查综合技术体系

按“在地原则”，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工作单元，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

调查等多种调查形式。普查数据的收集采用清查登记、档案查阅、现场查勘、DEM和

DLG数据融合提取技术、遥感分析、模型估算推算、典型抽样调查、全口径水资源平衡

计算、定额计算、实地测量、统计分析等多种调查、统计技术。整个普查遵循内外业相

结合的、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相结合的原则，总结和归纳出切合辽宁实际的水利普查综

合技术体系。

结合普查的每个阶段，逐步总结完善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各项技术规程的实施，创新

性使用各项高新技术，不断完善和补充技术体系的各项内容，并用统计分析等手段验证

技术体系集成创新性。

1.4.1.3 水利普查实施和信息构建

水利普查实施采取“先试点、后清查、再全面调查”的方式，分为前期准备、清查

登记、填表上报、成果发布4个阶段进行调查。前期准备主要包括编制辽宁省普查实施

方案、全省数据处理方案，成立普查机构，落实普查人员，开展普查宣传，组织普查试

点，开展普查培训以及基础图件与公用数据的收集处理等。清查登记主要包括普查对象

清查登记、建立动态指标台账和开展全面调查等环节。填表上报阶段主要包括数据填报

与审核、逐级汇总协调等环节。成果发布包括普查成果验收、成果总结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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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整理基层的普查数据，以县为单元进行填报，并对填报数据进行审核、检查、

订正，完成数据录入、转换，逐级上报审核、逐级汇总分析。形成从下到上的信息获

取、审核、传输、存储、分析为一体的普查数据处理规范；建立普查数据库体系，构筑

“省—地—县”三级水利普查信息。

1.4.1.4 建立水信息数据库群，研发基础水信息应用平台

基于第一次水利普查数据，构建“省—地—县”三级基础水信息数据库群，开发基

础水信息管理系统，最终形成辽宁省水利基础水信息应用平台，为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可靠的基础水信息支撑和保障。

1.4.1.5 水利普查成果应用集成研究

（1）根据水利数据的实际应用和各业务科室的需求，结合水利普查数据，进行《辽

宁省水利基础信息集》的编制。

（2）基于水利普查本底数据，以水利专题图的形式展现水利普查成果，编绘《辽宁

水利图集》。

（3）根据水利普查数据，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所取得成就进行全面总结，同

时对以往水利发展现状进行诊断，对水利建设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进行梳理。

1.4.1.6 研究范围及水平年

（1）研究范围为辽宁省所辖区内14个地级市，包括56个市辖区17个县级市19个县

和8个自治县，总面积为14.75万km2。

（2） 研究水平年拟定为水利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1年 12月 31日 24时，时期为

2011年度。因此2011年定为现状基准年，2011—2012年定为研究水平年。

1.4.2 研究方法

1.4.2.1 普查主要技术方法

针对不同的普查任务和内容，分别采取以下技术方法开展普查：

（1）对河湖基本情况普查采取内业提取数据、外业实地调查复核的方法。全国利用

1∶50 000DEM，DLG，DOM数据和分辨率为2.5 m、20 m的影像数据，分析提取河流湖

泊的基本特征参数，提出河湖清查图、河湖特征清查表。流域机构和各级普查机构对河

湖清查图和特征清查表进行核对并填报，同时填报水文站水位站、实测和调查最大洪水

普查表，并逐级上报汇总，形成河湖基本特征、河流水系特征及湖泊的形态特征成果。

（2）对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灌区、地下水取水井、水土保

持措施和行业能力建设情况普查，通过档案查阅、现场查勘、遥感影像解译、对象访问

等方法，按照“在地原则”，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工作单元，对普查对象进行清查、登

记和建档，编制普查对象名录，确定普查表的填报单位，对规模以上的普查对象逐项填

报，规模以下的普查对象区分不同情况汇总填报，逐级进行审核、汇总和平衡。

（3）对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按照“在地原则”，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工作单

元，区分不同用水户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名录。采取用水大户逐个调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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