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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是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水利系统的一件大事。2010 年至 2013 年，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严格按照

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公室的统一要求，在省水利普查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级普查

机构密切协作，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普查任务。全省共确定清查对象 55.8 万个，详

查普查对象 14.7 万个，完成空间数据标绘对象 7.1 万个，整理归档普查档案案卷 1.2 万卷。

为充分反映我省水利普查成果，便于广大用户全面了解、查阅和使用普查成果，让普

查成果有效服务于全省社会各界和广大水利系统干部职工，省水利普查办公室按照国务院

水利普查办公室对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组织人

员编制了甘肃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集。

本成果共分 10 卷 27 册，编者力求通过文字、数据、图册、照片等方式多角度立体反

映三年来我省水利普查工作在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培训宣传、技术调查、数据采集、质

量控制方面的点点滴滴，做到图文并茂、数据翔实、文字简洁，具有综合性、资料性、实

用性特点。该成果集汇聚着三年多来全省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凝

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

河湖基本情况普查成果是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集第二卷，包括《河湖基本

情况》、《河湖基本情况普查数据汇编》两册。本卷全面地反映了我省河流湖泊数量、分布、

自然和水文特征等基本情况，形成了流域面积 50km2 及以上河流和常年水面面积 1km2 及以

上湖泊名录，详细描述了河流名称、河源河口位置、长度流域面积、河流比降、多年平均

年降雨量、年径流量 ; 水文站（或水位站）点名称位置与观测项目和设施状况，最大洪水

调查资料 ; 湖泊名称位置、水面面积、咸淡水属性等基本特征。这些基础信息填补我省河

湖基础信息的空白，为流域规划、河湖治理、防汛抗旱减灾、水资源开发管理、生态环境

保护等提供基础信息支撑，对于谋划水利长远发展、加强水利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限于编辑经验和水平，本报告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热忱希望各级领导、各界专家、

广大水利工作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以后普查成果开发应用中逐步完善。

在此，向所有参与和支持全省水利普查工作的单位、领导和个人致敬！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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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一、普查对象、范围和内容

（一）普查对象和内容

１. 普查对象

按照《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总体方案》要求，本次河湖基本情况普查的对象确定为：“中华 人

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给定标准以上的河流和湖泊。”对于一些不

符合普查标准或在给定标准以下的特殊湖泊（如西湖、罗布泊等），也被确定为普查对象。

２. 普查内容

（1）河流普查内容

河流基本情况普查的内容包括河流的基本特征、流域水系自然特征和水文特征三方面。

①河流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河流形态特征、河流的水情、河流冰情、河流水利特征、河流泥沙。

本次普查的河流基本特征指标包括：河流名称及编码、与上一级河流的关系、河流长度、流域面积、

跨界类型、河流类型及流经行政区域等几个方面。

②流域水系的自然特征。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地貌、

植被及湖泊、沼泽等。流域面积大小相近的流域，因地形、气候及下垫面条件的不同，流域的产流、

产沙等情况会出现很大差异。

本次普查的流域水系特征指标包括：河源、河口地理坐标和位置描述、河流平均比降等。

③水文特征。主要表现在降水、流量、流速、水位、水温、冰情、含沙量与水质等方面。

本次普查的河流水文特征指标包括：多年平均年将水深、多年平均年径流深、水文站和水位站、

实测和调查最大洪水。

（2）湖泊普查内容

湖泊基本情况普查的内容包括湖泊的基本特征和湖泊的形态特征两个方面。

①湖泊的基本特征。湖泊的基本情况包括湖泊所在的流域和水系、名称、地理位置、所属的类型、

湖泊的主要功能和特点等。

本次普查的湖泊基本特征包括：湖泊所在流域和水系、湖泊名称及编码、湖泊水面面积、湖泊

咸淡水属性、湖泊跨界类型、湖泊所属行政区、有无水位测站。

②湖泊的形态特征。主要有：水面面积、容积、长度、岸线长度、湖泊补给系数、最大深度及

平均深度几方面。

本次普查的湖泊形态特征包括：湖泊平均水深、湖泊最大水深、湖泊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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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查对象的界定及分类

１. 河流普查对象的界定

２. 湖泊普查对象的界定

３. 河源及其干支流关系的确定

４. 流域边界的确定

河流按照流域内地形起伏变化情况划分为山地河流、平原河流、混合河流三类。

二、基本规定

（一）普查原则及工作方式

１. 普查原则

（1）内业与外业相结合

在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普查中，有些指标进行野外普查比较困难或工作量很大，如河流流域面积

和湖泊面积；有些指标则无法通过室内作业获得，如入海河口的位置，因此本次普查采用内业与外

业相结合的普查方式。

室内作业（简称内业）要为野外实地调查作业（简称外业）提供基础信息和尽可能多的技术支

撑，但内业不能完成、不能准确确定、存在疑问的内容必须通过外业确定，如河流源头、河口位置，

平原水网区、内流区流域边界及主要河流等。

（2）统一标准、要求、方法和手段

本次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普查将统一使用 1:5 万国家基础地理数据、中巴资源卫星影像、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等，采用统一的技术路线和方法，真正做到统一标准、统一要求、统一方法和统一手段，

为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普查成果成为基本国情资料提供保障。

（3）充分利用 3S 技术提高普查效率和质量

3S 高新技术支撑河流湖泊面积、流域边界等河流湖泊自然特征的普查，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

保证成果质量。如近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供最新下垫面信息，为湖泊水面面积的提取和内业结果

核对等工作服务；GPS 设备为提供野外普查点、线、面对象高精度的经纬度坐标服务，为湖泊水深

和容积外业普查提供关键技术服务；GIS 为流域边界和数字水系的自动提取提供关键技术平台。

（4）继承和应用现有成果

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普查要充分利用已有成果，如大比例尺地形图资料、近期的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资料、其他有关专题普查资料（如水能资源普查成果）、水文地质资料、土地利用资料、土壤及

属性资料、地貌和植被资料、水利工程资料、各地方史志等。

（5）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相兼顾

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是一项基本国情资料，又是与生产应用关系密切的基础水信息资料，因此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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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湖泊基本情况普查应做到全面、系统和科学，同时兼顾实用，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如平原水网区，由于按照流域边界的定义进行划分时，流域的面积比较大，不能完全满足生产

应用（如防汛、水资源管理）的需求，因此还要参考河流排洪排涝等基本功能，按河流的重要性和

河长确定该流域边界内的河流。

对未被单独计入河流数量的区间河流，虽不参加标准以上河流总数的统计，但仍要进行相应的

河流基本情况普查。

河湖基本情况普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普查内容除应满足上述要求外，在不增加大

量工作量和投资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集对未来管理有价值的基础信息。

２. 工作方式

（1）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本次普查中，国普办河湖组侧重河流、湖泊的内业清查普查，流域、省级普查机构侧重本辖区

河流、湖泊的内外业清查和普查。普查工作采用国普办河湖组将内业成果下发各流域、省级普查机构，

各流域、省级普查机构通过内业和外业清查普查将普查成果上报国普办河湖组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工作方式示意图见图 1-1。

（2）多源数据综合分析

本次普查的数据源除 1:5 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中的 3D（DEM、DLG 和 DOM）数据以

及中巴资源卫星影像数据、2.5m 分辨率影像数据外，还有覆盖全境及跨境地区分辨率为 30m 的

DEM 数据、不同分辨率多时相的其他卫星影像数据以及各种与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普查有关的已有成

图 1-1　河湖基本情况普查工作方式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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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5 万 DEM 网格数据示意图

果等。在流域边界划分、数字水系提取、平原水网区河流选定、湖泊水面面积提取等关键环节均采

用多源数据进行综合比对分析；在进行流域面积、河长等信息核对时也采用多源数据进行综合分析。1:5 

DEM 网格数据示意图见图 1-2，1 ：5 万 DLG 水系数据示意图见图 1-3，多时相分辨率为 20m 的中巴

资源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示意图见图 1-4。

（二）普查方法

河湖基本情况普查将充分利用已有大量实测资料，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

和遥感系统（RS）技术（简称 3S 高新技术）的支撑下，采用外业调查―内业综合分析―复核再调查

的普查方法。

外业调查环节的主要成果及资料包括 1:5 万第二代（2011 年 8 月验收）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中巴资源卫星影像数据、水文测站的经纬度、湖泊水下地形等。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包括数字线

划图（DLG，地形图的数字化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DEM，间距 25m 的网格高程点数据）和

数字正射影像（DOM）。这些资料成果和数据为河流湖泊普查的内业综合分析提供第一手资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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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5 万 DLG 水系数据示意图

图 1-4　多时相分辨率为 20m 的中巴资源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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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业综合分析指在 GIS、RS 等计算机软件平台的支撑下，利用 1: 5 万 DEM、DLG 水系开展河流

流域边界、数字河流水系的提取工作，利用中巴资源卫星影像开展湖泊水面边界的提取工作，并利

用近期 2.5m 分辨率遥感影像、外业调查资料与河湖基本情况普查有关的已有资料开展河湖基本情况

的内业清查普查与复核工作。

复核再调查指对内业清查普查与复核工作中存在疑问、不能准确确定的问题开展外业调查，主

要包括平坦区流域（区域）边界、河流干支流关系、河口位置等。

（三）有关规定

１. 河流普查对象的界定

河流指陆地表面宣泄水流的通道，是溪、川、江、河等的总称。本次普查主要考虑在天然和人

工控制条件下常年（经常发生）自然的汇流（排水）功能，并有集水区域的河流。不管河流是否常

年有水（如北方地区），不管河流的集水区域边界能否清晰准确划定（如平原水网区），也不管河

流是天然河道还是人工整治河道，均为本次普查对象。

２. 湖泊普查对象的界定

湖泊是湖盆和湖水的总称。本次普查主要考虑常年有水的天然湖泊，已经干涸的湖泊（特殊湖

泊除外）不列入本次普查。具有湖盆、常年有水的人工整治湖泊也列为本次普查的对象。

３. 流域边界的确定

流域边界指出口断面以上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分水线，由于地下水分水线确定的复杂性，本普查

的流域边界指出口断面以上地表水的分水线。

当流域（区域）分水线无法清晰准确划分时（如平原水网区），根据地形、水文及水系区划等信息，

按常年的自然汇流属性（包含天然和人工控制条件），确定能清晰准确划分分水线的更大流域（区域）

边界。

对地表和地下分水线差异比较大的地区（如岩溶地区），充分利用已有的流域边界划分成果，

适当考虑地下水分水线确定河流的流域边界。数字流域边界与等高线匹配程度见图 1-5。

４. 河流的分类

本次普查使用多种河流分类方法，但最基本的方法是按流域边界是否能清晰界定进行河流分类。

河流按照流域内地形起伏变化情况划分为山地河流、平原河流、混合河流三类。山地河流指流

域内地形起伏大、流域边界能清晰界定的河流；平原河流指流域内地形起伏小、流域边界无法清晰

界定的河流；混合河流指流域内部分区域流域边界能清晰界定、部分区域流域边界无法清晰界定的

河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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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河流干流的确定

本次普查的河流干流根据干支流的河长比例、集水面积比例、降水深比例、径流深比例、干支

流汇合口处河势（根据近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判断）、干支流河流名称等信息进行综合确定。干支

流河流名称（所谓“约定俗成”）在上述各种客观数据差别不大时起作用。

６. 河流统计

为增加河流统计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唯一性，本次普查的河流统计采用按标准干支流逐级递推

统计法。具体做法为：先统计集水面积大于给定标准（如 50km2）的干流，从河口到河源只统计 1 次，

再统计流入干流集水面积大于给定标准的支流（称一级支流）；然后统计流入一级支流集水面积大

于给定标准的支流（称二级支流）；逐级进行下去，统计出所有集水面积大于给定标准的各级支流。

遵循“按标准干支流逐级递推统计法”进行统计的普查标准以上的流域称为自然流域。对未被

计入河流数量的区间河段或某个干支流汇合口断面以上干流流域称为区间河流。区间河流不参加普

查标准以上河流总数的统计，但要进行相应河流基本情况的普查。

７. 岩溶区河流和内陆河的确定

岩溶区河流和内陆河由国普办河湖组依据等高线数据（DEM）进行内业提取，省级水利普查办

图 1-5　数字流域边界与等高线匹配程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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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河流参考资料提出审核意见。岩溶区流入地下的河流和伏流区及其流向根据

当地已有水文地质等资料、近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资料或通过必要的实地调查综合确定。内陆河根

据当地已有资料、近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资料（流痕信息）或通过必要的实地调查综合确定。

８. 平原水网区河流确定原则

河流以集水区域边界（流域分水线）进行界定。按照这一原则，平原水网区河流由于集水区域

边界无法清晰准确划分，河流很难界定。对河流集水区域边界无法清晰准确划分的平原水网区，可

按以下原则来选定河流：在分水线能清晰准确划分的较大区域边界内，根据重要性选定常年自然汇

流的骨干河流，再由骨干河流逐级向周边延伸选定河流，直至河流所在区域范围的面积小于 50km2；

但该区域边界内的河流总数不得超过区域边界总面积与 50km2 的比值，并适当考虑区域内河流分布

的均匀性。

９. 双线河的处理原则

河流普查中水系几何特征分析不直接处理双线河，而将双线河概化为中泓线来处理。对分叉的

双线河，可以概化为双中泓线，也可概化为单中泓线，统计河长等水系自然特征时以主中泓线为准。

10. 水库和湖泊的处理原则

本次普查对水库和湖泊一般进行单线化处理，在进行河流特征清查普查时要考虑 1:5 万地形图

水库、湖泊水面边界对河流特征的影响。

当湖泊水面面积较大、流入流出湖泊的河流类型发生变化或入湖出湖关系复杂时，可不进行单

线化处理。

11. 湖泊常年水面面积的确定方法

本次湖泊水面面积的普查主要依据中巴资源卫星的遥感影像（分辨率 20m）数据来进行，因此

湖泊常年水面面积是指 2003 年 12 月—2009 年 12 月期间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识别的所有水面面积系

列的中值。

12. 河湖编码的确定方法

河流湖泊的编码由国水普办河湖组统一编制，详见《全国河流湖泊编码规则（试用）》，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水利普查办进行核对。

河流湖泊编码在水利信息管理标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涉及全国各行各业，影响范围大。

普查对象指标编码主要参考已有国家、行业、国际等标准和习惯做法，根据指标分类制定相应规则，

指导具体指标编码。

普查河流的编码采用按类别干支流逐类递推编码。做法如下：在按干支拓扑关系对河流进行分

级（如一级支流、二级支流等）的基础上根据河流集水面积、河长等河流属性进行分类（规模）编码，

并逐类递推编码所有河流。平原区河流虽然无法分级，但仍可以按流域（区域）常年自然排水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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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骨干河网、与骨干河网相连的次骨干河网等向面上延伸来进行逐类（按河长、水量、重要性等分类）

递推编码。湖泊编码采用湖泊所在最小流域（区域）的河流编码加该流域所有湖泊按常年水面面积

从大到小的顺序编号进行编码。

三、技术路线

（一）主要数据源

１. 1:5 万地形图资料（含纸质和 DEM、DLG、DOM 等电子数据资料）；

２. 多时相（2003 年 12 月—2009 年 12 月）分辨率为 20m 的中巴资源卫星遥感影像数据； 

３. 单一时相（2007 年以后）分辨率为 2.5m 的遥感影像数据。

（二）综合数字流域水系生产

对河流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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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万 

DEM、DLG、DOM 数据和分辨率为 2.5m、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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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及水文站水位站、实测和调查最大洪水普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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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业数据勘测

主要对现有水文站断面位置，按照普查要求进行了准确定位，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进行

实地定位测量，选取水文站测流断面岸边最高处基本水尺的经纬度进行多次测量，最后选取相近的

数组做平均，作为本站的地理坐标，精度符合普查要求。对测站位置现场访问当地政府，确定现有

乡镇村名，其他要素按照现有水文资料进行统计复核，最后填制完成水文站与水位站情况清查表。

流域实测和调查最大洪水情况按“先支后干、不重复填写”的原则清查。部分历史洪水的确定，

除按照水文站调查记载整理外，还根据当地地方志、水利志和甘肃省洪水调查资料（1983.6 甘肃省

水利厅）进行相互校对，尤其对洪峰流量、发生时间和资料类型进行细致核查，最后确定采用数据。

断面位置按当时洪水调查资料记载进行整理，同时填制完成实测调查最大洪水情况清查表。

（四）内业复核

国普办河湖组与省级河湖组对河湖对象清查普查和特征清查普查的内容进行交叉复核。

省级河湖组对内业提取清查普查的成果进行复核，国普办河湖组对省级河湖组内业清查普查成

果进行复核。

（五）普查质量控制

１. 普查前期准备阶段质量控制

①各级普查机构要根据全国水利普查工作的统一安排和要求，做好本地区水利普查工作方案（计

划）的编制工作。普查方案设计和技术准备工作，应广泛征求意见，组织专家反复论证，以确保普

查工作不因方案缺陷出现系统性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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