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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吕

为纪念治淮 60 周年 ， 记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治淮科技事业发展的

进程 ， 淮河水利委员会于 20 10 年开始组织续修《淮河志 0991-2010

年门，其中第 8 章水文气象篇的编写工作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

中心)承担。

《淮河志 099 1-2010 年) ))续修工作从 2010 年 1 月正式启动。 2010

年 4 月，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在安徽蚌埠召开《淮河志

099 1-2010 年) . 水文气象篇》编篡 工作会议 ， 讨论通过了《淮河志

0991-2010 年) . 水文气象篇》水文部分的编篡目录 、主要内容及技术要

求等。

2010 年 10 月，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沂沫

泪水利管理局水情通信中心 ，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中 水淮河规划设计

研究有限公司等参编单位完成了其各自承担部分的初稿。淮河水利委员

会水文局(信息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对该初稿进行全面梳理 ， 对其中资料

漏缺、数据不实等问题逐 一进行增补和查考。 2011 年 2 月底 ， ((淮河志

099 1-2010 年) . 水文气象篇》初稿汇总基本完成。

6 月，淮河水利委员会审查了《淮河志 0991-2010 年) . 水文气象

篇》初稿 ，与 会专家 一致认为该稿目录合理 、 资料丰富 、 内容详实 、 编写规

范 ， 符合《淮河志 0991-2010 年) ))续修工作的要求。会后编写人员根据

专家的意见与建议以及《淮河志 0991-2010 年) ))编篡委员会的指导 ， 对

志稿进行了多次补充、调整、修改和完善，并按照要求对志稿文字进行了

大幅的压缩。 2013 年 5 月， ((淮河志 0991-2010 年) . 水文气象篇》通过

《淮河志 099 1-2010 年) ))编篡委员会组织的终审。 6 月，淮河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 (信息中心)正式将《淮河志 (1991-2010 年) . 水文气象篇》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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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志 099 1-2010 年 ) >>编篡委员会。

由 于《淮河志 099 1-2010 年H字数和篇幅的所限 ， 淮河流域水文工

作部分内容未能收录其 中 。为 了 全面 、 客观 、 真实地反映自 1 99 1 年以来

20 年淮河流域水文事业发展的 历 程 ， 妥善保存这次在编写《淮河志

0991-201 0 年 ) . 水文气象篇》过程 中 收集并做了大量的复核和考证工

作的相关资料 ， 特此将《淮河志 (1 991-20 1 0 年 ) . 水文气象篇》内容进行

扩编 ， 形成《淮河水文志 099 1-20 1 0 年门 ， 单独刊印出版。

水文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与公益性事业， 水文事 业 的发

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 1 99 1-2010 年是淮河流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的 20 年 ， 也是水文事业进入稳定 、 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淮河水文志

099 1-2010 年 ) >>记录了这段时期内淮河流域发生的重要水文史实 ， 为社

会各界了解淮河流域水文事 业 的发展和成就提供了平台 ， 为水文职 工 掌

握淮河流域水文工作特点和规律保留了详实文档 ， 还为今后的水文历 史

研究者存留下重要文献资料。

《淮河水文志 (1991-20 1 0 年 H的编写 ， 得到了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勘

测局、安徽省水文局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山 东省水文水资源局 、 沂

沫泪水利管理局水情通信中心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 中水淮河规划设

计研究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广大水文职工的支持和帮

助 ，在此 ， 对他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由 于我们水平有限和经验不足 ， 本志内容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疏忽和

不当之处 ， 恳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4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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囹概述

1991-2010 年是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二十年，水文事业作为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与公益性事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 199 1 年淮河流域发生

流域性大洪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水利的建设投入，淮河流域水利事业的发展也进

入了高潮时期 。 新形势对水文工作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 ，水文工作紧紧

围绕流域社会发展和水利建设，在机遇与挑战中发展壮大，行业水平逐步提升，业

务范围不断拓展，不仅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基础依据，而且利用技术

优势，为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工程建设与管理等提供了服务支撑，实现了水文事

业的跨越式发展 。

本书从水文机构、水文站网、水文测验与资料整编、水文情报预报、水文分析计

算、水文规划与基建等六个方面，记录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20 年 中淮河流域

水文事业的发展历程。其中水文机构记述了淮委和省市水文管理机构建制与编

制、机构变迁和升格、内部组织设置与变更、机构的职能职责，以及各级机构中职工

队伍概况、人才引进、职工教育等情况 。 水文站网记述了流域内水文、水位、雨量等

各类基本站网的调整，水文巡测基地的建设以及对水文站网的管理。水文测验与

资料整编记述了淮河流域水文测验项目、设备和技术的变革，水文资料整编工作，

尤其是 2000 年水文年鉴恢复刊印后的工作组织以及计算机技术在资料整编中 的

应用和发展 。 水文情报预报记述了淮河流域报汛报旱站网的发展 ，水情信息编码、

传输手段、处理方式等的变革，水文预报技术、洪水预报系统的发展和提高 。 水文

分析计算记述了设计暴雨、设计洪水、除涝水文 、典型年暴雨洪水等水文分析计算

工作开展及成果， 以及拓展出的多重水文服务内容。 水文规划与基建记述了水文

站网规划、水文事业发展规划、五年建设规划 中水文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情况，以

及"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完成的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情况等 。

o. 0.1 水文机构

淮河流域水文机构分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水文机构和地方水文机

构。淮委水文机构有谁委水文局和淮委沂沫泪水利管理局(以下简称沂沫泪局)水

情通信中心，其中淮委水文局直属淮委管辖，由原淮委机关的水情处发展而来，为

直属事业单位， 2008 年升格为副局级事业单位;沂沐泪局水情通信中心直属沂沫

洒局管辖，从沂沫泪局水情处发展成为独立法人 。 地方水文机构一般分省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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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市)水文局两级，各省水文局直属各省水利厅管辖;全流域内地市级水文局除

山东省的日照市隶属地方水利局管辖外，其他均属本省水文局管辖 。

2004 年开始流域内有部分地市水文局实现"双重领导"，即增加"x x (市)水
文(水资源) (勘测)局"的机构名称，改变了地市水文机构与所在地市政府没有直属

行政关系的现状。截至 2010 年，淮河流域内的河南和山东省的全部地市、安徽省

的六安市与樵州市、江苏省的宿迁与淮安市共 18 个地市水文局实现了"双重管

理" 。

1991-2010 年，淮委水文局及流域各省水文局机构级别有所变化。 1991 年，

淮委、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的水文机构均为正处级。 1998 年山东省水

文机构领导班子正职高配副局级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安徽省水文局、准委

水文局和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先后升格为副局级。各省管辖的地市水文机构的级

别在此期间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先后升格为副处级 。

淮河流域水文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其辖区内的水文工作 。 其中淮委水文局、

沂沫四局水情通信中心和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还承担着网络管理等信息化方

面的职能;安徽省水文局、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山东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还

承担着其辖区内的水土保持监测职能;流域四省水文局还担负着辖区内的水质监

测工作 。

1991-2010 年，淮河流域从事水文行业的职工总人数变化不大，但职工学历

明显提高，从 1991 年以中专生为主到 2010 年以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为主 ，近

年也陆续引进了硕士和博士。技术干部 、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大幅增长，专业

结构比例逐渐适应水文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0.0.2 水文站网

1991 年大水之后，各级水文部门根据河流情势的变化、水利工程管理调度的

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水文站点，优化水文站网，扩大控制 区域，提高监测密度。淮

河流域水文、水位、雨量、泥沙蒸发等基本水文站网有所调整，但变化不大;随着防

汛抗旱、水污染防治等工作需要 ，地下水、埔情、水质等站网的站点数量有较大增

加。截至 2010 年 ，淮河流域有水文站 278 个、水位站 1 44 个、雨量站 1 163 个，相当

数量的测站还实现了雨量、水位的自动采集。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水文站队与水

文巡测基地作为提高监测效率的有效手段开始加强建设，在先后经历了试点、起步

和发展三个阶段后，至 2010 年 ，淮河流域共建有 36 个水文巡测基地 。 同时，各级

水文机构也从规划管理、建设管理、运行管理三个方面加强了对水文站网的管理

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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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3 水文测验与资料整编

1991-2010 年，淮河流域水文监测的基本项目相对稳定，监测内容包括水位 、

雨量 、流量 、蒸发、泥沙、地下水等 。 2000 年以后随着抗旱工作加强，土壤埔情监测

也逐步纳入水文监测的正常工作范畴 。 20 年间水文测验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

速发展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声学多普勒剖面流速仪作为 20 世纪末期最先进的

流量测验设备，给水文测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 水位、降水量的监测基本实现自

记技术，水质、蒸发、埔情、地下水也在逐步实现自动监测技术 。 水文测验技术和设

备的先进性，确保了水文数据采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

199 4 年 ，由于各地水文数据库的建设及经费等原因，水利部印发了《水文专业

有偿服务收费管理试行办法 )) ，改变了水文资料服务方式，即由提供年鉴方式改变

为拷贝数据库方式 。 虽然各地水文资料的流域性整编工作先后停止，但四省水文

部门出于有效保存水文资料的目的，仍以不同形式刊印保存各省范围内的水文资

料。直到 2001 年，水利部水文局决定恢复刊印重点流域重点卷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文年鉴 》。 淮河流域纳入全国重点卷册的有水文年鉴第 5 卷(淮河流域水文

资料)第 1 、 2 册(全流域共有 6 册 ) 0 2007 年 8 月，水利部水文局召开会议要求全面

恢复刊印水文年鉴(自 2006 年度起) ，明确由各流域机构组织本流域水文资料整编

工作 。 淮委组织的水文资料整编工作中还包括山东半岛(原第 4 卷第 9 册 ) 0 2010 

年开始，淮委水文局经部水文局同意，正式将 2009 年度第 4 卷第 9 册水文年鉴更

名为第 5 卷第 7 册。淮委水文局和各省水文局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发水文资

料整编软件系统，建立水文数据库，实现海量数据的检索查找、存储保存、分析研究

及交换共享。

0.0.4 水文情报预报

1991-2010 年间淮河流域水文情报工作的现代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 。 1992

年前后，淮委及流域各省开始采用微机译电系统取代传统的人工翻译水情电报方

式 。 1993 年汛期投入正式运行的"淮河流域防汛实时水情信息传输系统"，使淮委

接收实时水情信息的时间比以往提前 30 分钟左右，有效增长了淮委的洪水预报预

见期 。 1994 年前后，淮委及各省又先后开始利用 Sybase 数据库存储实时水情信

息。 1996 年前后，全流域实现了地市以上的联网，全流域各水文机构接收实时水

情信息的时间又提前了 60 分钟左右。 1999 年前后，淮委及各省水文局实现了网

页查询雨水情信息。 2002 年前后，全流域水情报汛站先后采用音频编码技术，解

决了水情测站到本地市的半自动化报汛，使全流域各水文机构接收实时水情信息

实现了国家防总提出的"30 分钟内"的目标，从而使全流域各水文机构大大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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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预报的预见期 。

实用水文预报方案一直是淮河流域水文作业预报的主要技术手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开始编制，随着以后流域内水文测站陆续增多而不断完善，并应用至

今 。 1998 年和 1999 年分别对淮河水系和沂沐洒水系的实用水文预报方案进行了

全面补充和修订， 2001 年 11 月 《淮河流域沂沫泪水系实用水文预报方案 )) (上、下

册)正式刊印但未公开出版， 2002 年 9 月 《淮河流域淮河水系实用水文预报方案 》

(上、下册)由黄河出版社正式出版 。 2004 年、 2005 年淮委分别再次组织流域四省

水文部门对淮北部分支流和于流区间的水文预报方案进行研制， 2007 年编制完成

《淮河流域实用水文预报补充方案 》并出版 。

随着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普及，淮委水文局于 2006 年开始编制《淮河正阳关

以上流域短时段水文预报方案 )) ，所谓短时段是将传统时段的 6 小时、 12 小时缩小

到 1 小时、2 小时，旨在提高洪水预报精度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洪水预报系统将水文预报方案与计算机、数据库、预

报模型等技术有机结合，形成的多河、多站、多种预报模型同时计算、比较、分析的

方法，已经成为洪水预报作业的主要内容 。 谁委水文局、沂沐泪局水情通信中心及

四省水文局先后研制开发了各省、各地区的洪水预报系统、调度系统和决策支持系

统，为淮河流域各地的防洪调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

0.0.5 水文分析计算

1991-2010 年间，淮河流域水文部门和规划设计部门完成了设计暴雨、设计

洪水、除涝水文等水文分析工作 。 水利部淮委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淮委设计

院，为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淮河公司)的前身)先后参与

编制了《 中国暴雨统计参数图集 )) ;复核了淮北平原、南四湖湖西平原、却苍那新地

区的设计暴雨;复核计算了淮河干流设计洪水、沂沫i四设计洪水、淮沂设计洪水和

洪汝河、沙顿河、涡河、奎洒在河、史灌河、饵河以及北汝河等淮河主要支流的设计洪

水;分析计算了燕山、白莲崖、出山店和前坪四座新建水库的设计洪水;分析计算了

沿淮及淮北平原洼地、淮南支流洼地、白马湖和宝应湖洼地、南四湖洼地、部苍那新

洼地、沿运洼地等排涝模数 。

1991-2010 年期间，淮河流域先后发生了 1991 年、 2003 年 、 2007 年流域性大

洪水 。 淮委和四省水文部门编制出版了((1991 年淮河暴雨洪水 》 、 (( 2003 年淮河暴

雨洪水 上(( 2003 年沂沫四暴雨洪水问时2007 年淮河暴雨洪水 )) ，分析了暴雨的时空

分布及成因、洪水过程、组成及重现期等，并与历史洪水进行分析比较，反映出淮河

流域暴雨洪水的特性，同时对洪水期间防洪工程的运用情况、防洪工程的效果进行

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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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各级水文部门先后开展了 212 项水资源调查分析、 227 项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253 项洪水影响评价、 2 6 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等工作，凸显出水文技

术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支撑作用 。

O. O. 6 水文规划与基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00 年，流域的水文规划内容主要是测站站网规划和

基础设施建设 。 进入 21 世纪以后，水文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宽，规划内容从站网规

划、基础设施建设延伸至信息服务、科学创新等方面，水文事业向着现代化、可持续

发展和民生水利方向转变 。 2000 年和 2009 年，根据水利部水文局对《全国水文事

业发展规划 》编制和修编工作的统一部署，淮委也分别组织开展淮河流域水文事业

发展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工作，全面规划淮河流域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水文改革与事

业发展蓝图 。

2 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水文部门开始编制五年水文建设规划，其中 "八五"、"九

五"期间，流域四省分别编制各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由各省计委和水利厅安

排建设;"十五"以后，由水利部水文局统一组织安排五年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

编制 。 根据不完全统计， 1991-2010 年，淮河流域水文基础设施和设备建设共叶

投入资金 54296 万元 ， 完成征地 77. 5 4 亩，建设生产业务用房 1 1. 04 万时，进行了

大量的水文、水位、雨量和巡测基地等水文监测站点的新建与调整 ，更新配置了水

文测验设施设备，研制开发了水文业务系统 。 大规模的水文基础建设不仅改变了

水文测站的站容、站貌，而且提高了水文服务能力，加快了流域水文现代化建设的

步伐 。



田水文机构

淮河流域水文机构分淮委水文机构、地方水文机构 。 淮委水文机构为淮委水

文局和沂沫四局水情通信中心，其中淮委水文局直属淮委领导，沂沐泪水情中心直

属沂沫i四局。 地方水文机构一般分省水文局和地(市)水文局两级，各省水文局直

属各省水利厅管辖;全流域内地市级水文局除山东省的日照市隶属地方水利局管

辖外，其他均属本省水文局管辖 。

从 2004 年开始，流域内部分地市水文局先后加挂" x X (市)水文(水资源) (勘

测)局"的牌子，旨在双重领导，以便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并改变了地市水

文机构与所在地市政府没有直属行政关系的现状。截至 2010 年，淮河流域内的河

南和山东省的全部地市、安徽省的六安市与游州市、江苏省的宿迁与淮安市共 18

个地市水文局实现了"双重管理" 。

1 99 1-2010 年，淮委水文局及流域各省水文局机构级别有所变化 。 1 99 1 年，

淮委、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水文机构均为正处级 。 1 998 年山东省水文机构领

导班子正职高配副局级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安徽省水文局、淮委水文局和

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先后升格为副局级。各省管辖的地市水文机构的级别在此期

间也先后升格为副处级 。

淮河流域水文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其辖区内的水文工作 。 其中淮委水文局、

沂沫四局水情通信中心和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还承担着网络管理等信息化方

面的职能 。 安徽省水文局、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山东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还

承担着其辖区内的水土保持监测职能。流域四省水文部门还担负着辖区内的水质

监测工作，流域机构的水质监测任务由淮委管理的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以下简

称淮河水保局)承担 。

水文业务中的水文计算、水质监测、水文科学研究等 ，分别由规划设计部门、水

资源保护部门和科研院所负责，其机构分别在《淮河志(1991-2010 年) ))相应篇章

中叙述 。



1. 1 管理机构

1. 1. 1 淮委水文机构

1)淮委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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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部批准的淮委"三定"方案， 1994 年 2 月淮委水文水情处与淮委科技

信息中心部分科室合并为淮委水情信息中心，正处级事业单位，财务独立核算 。 内

设水情科、气象科、遥测通信科、计算机科、综合科 5 个科室 。

根据水利部人事劳动教育司预批复的《关于淮河水利委员会职能配置、机构设

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批复 )) (人教劳 (2002J 3 号)、水利部《关于印发 〈淮河水利委员

会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 )) (水人教 ( 2002 J 324 号)以及淮委

《关于水文局(信息中心)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批复 )) (淮委人教

(2002J 271 号 )， 2002 年 1 月原淮委水情信息中心更名为淮委水文局(信息中心) , 

正处级事业单位，财务独立核算。 内设办公室、技术科、水情科、气象科、遥测通信

科、计算机科 6 个科室 。

根据水利部人事劳动教育司《关于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机构编

制有关事项的批复 )) (人教机 (2008 J 2 号)和淮委《关于印发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

局(信息中心)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 〉 的通知 )) (淮委人教 (2008J

58 号)， 2008 年 3 月淮委水文局(信息中心)升格为准委直属副局级事业单位，内设

办公室、技术处、水情气象处、信息化处 4 个处(室) ，下设 1 个直属事业单位 淮

河水文巡测中心，均为正处级 。 公益事业人员编制 5 5 名 。

淮委水文局的主要职责为:组织或协调流域主要河流、河段的水文工作，指导

流域内地方水文工作;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流域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和水利信息

化规划;负责组织和指导流域水文情报和洪水预报工作;负责流域重点防洪区、重

点河段和重要大型水库、湖泊洪水分析和预报工作;负责提供流域防汛抗旱所需的

水文气象信息，参与流域防汛抗旱工作;负责省界水体、重要水域和直管江河湖库

及跨流域调水的水量监测工作;负责流域水文基础数据库建设和水文资料整编工

作;负责流域重要规划、重点项目建设和流域水资源管理等所需的水文信息资料的

审查工作;参与流域水资源、泥沙公报编制和流域水资源调查评价、洪水影响评价、

水资源规划与开发利用等工作;负责流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建

设和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流域水文情报预报技术研究、交流、培训和推广 。

2) 沂 i术问局水情通信中心

根据淮委批准的《沂沫泪水利管理局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 )) (淮委办099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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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号)， 1994 年 8 月在原水情调度处基础上成立水情通信处，内设水情科和通信科。

根据淮委《关于沂沐泪水利管理局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预批

复 )) (淮委人劳 (2002J 15 5 号)及《关于1斤沫洒水利管理局人员编制的批复 ))(淮委人教

(2003J 351 号)， 2002 年 5 月水情通信处更名为水情通信中心，为正处级事业单位编

制，内设水情科、网络科、通信科、综合科 4 个科室。主要职责为 : 负责提供沂沫泪流

域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等所需水文气象、水质信息服务;负责?斤沫酒局水文基础数

据库、水文自动测报、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建设与管理;负责协调指导沂沫酒流域内水

文测报工作;参与水资源调查评价、水资源规划、开发、利用等工作;负责沂沫烟局交

其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发挥人才、技术优势，开展技术服务经营工作。

1. 1. 2 省级水文机构

1)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1995 年，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南省编委)批复在河南省水文水

资源总站的基础上，增设河南省水质监测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1997 年 1 月，经河南省编委批复，"河南省水文水资源总站"更名为"河南省水

文水资源局"，正处级事业单位，编制 1095 人，机构人员维持不变 。

2005 年，经河南省水利厅同意，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成立河南省水文监察支队。

2009 年 2 月，经河南省编办批复，"河南省水质监测中心"更名为"河南省水资

惊监测中心"。

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内设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人事劳动科、财务科、测验科 、

水资源科、水情科、综合经营科、离退休职工管理科、工会、监察室、计算信息室 、水

质监测室、网络管理科和软件科 。

2010 年 12 月，经河南省编委批准(豫编 (2010J 65 号) ，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机

构升格为副局级，内设办公室、组织人事处、计划财务处、站网监测处、水情处、水资

源处、水质处、信息管理处(河南省水文数据中心 )8 个处(室) ，均为副处级。主要

职责 : 负责全省水文行业管理;负责全省水文水资源站网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并指导水文水资源监测工作;组织指导全省水文水资源的情报预报、监测

数据整编和资料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水文调查评价、水文监测数据统一汇交、水文

数据使用审定;承担水文水资源信息发布有关工作;参与组织编制全省水资源公

报、水质和地下水月报等 ;负责全省防汛抗旱的水文及相关信息收集、处理、监视、

预警以及省内重点防洪地区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库的暴雨、洪水分析预报;负责水

文信息网络、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用管理工作;承担水文测报设施保护工作等。

2) 安徽省水文局

1994 年 10 月，安徽省水利厅批复，同意成立安徽省水环境监测中心，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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