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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ll kind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high-tech equipment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fields of society, which has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life 
and production mode, and also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ing GPS technology as an ex-
ample, analyzes and probes into its application in hydrological survey, hoping to give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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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技术在水文测量中的应用　
李华剑　

临沂市水文中心，中国·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先进技术及高新设备不断涌出，在社会各
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论文就以 GPS 技术为例，
针对其在水文测量中的应用展开分析和探究，希望能够为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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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以往，很多人力无法完成的工作，如今都可借助现代

化技术及设备予以有效解决。就以水文测量工作为例，若仅

依靠人力进行计量，精确度将难以保证。而通过 GPS 技术对

所测区域的水位、流量等数据进行全面采集和科学处理，能

够帮助工作人员准确、高效地完成水文测量任务，实现测量

误差的最小化，从而进一步提升工作质量。基于此，论文针

对 GPS 技术在水文测量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

价值和现实意义。

2 GPS 技术的优势

在水文测量工作的开展中，需要对水文地理的大致情况

予以明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对水文进行测量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需要对水土保持形态以及地质情况予以充分考虑。

在水文地域的测量过程中，工作人员需采用 GPS 技术围绕水

文地开展为期一周的测量。在此过程中，就显现出了 GPS 的

强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在绕行中所有走过的地表形态、

水土形态以及地理位置等，借助 GPS 技术都可以完整地记录

下来 [1]。所以，工作人员在实际测量中只需将 GPS 所记录的

详细数据予以收集和记录，随后进行整理，其具体的水文地

质状况便可轻松获取，根据相关测量要求，并结合所测量区

域的实际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后，便可选择出最适合的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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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要想 GPS 技术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工作人员在水文测

量中需要将实际测量的勘探图形作为主要依据，并将所获取

的测量信息绘制成图纸。如此一来，GPS 技术便可对所测区

域进行快速的定位和准确的勘察。此外，在勘察的过程中，

GPS 技术能够对由各种原因导致的沟道或凹凸不平的地面结

构予以自动识别，从而确保测量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3 GPS 技术时在水文测量的应用中需注意的

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水文环境的不同，会对 GPS 技术的应

用效果造成不同程度地影响。水文环境，从本质上来看，其

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其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它可以是水文

条件与航道运输的情况，也可以是受地形因素限制水流所遇

到的阻力等。对于这些难以确定的因素，测量人员通常会采

用 GPS 技术来予以有效应对 [2]。在水文测量中，GPS 技术

的测量结果往往会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的

误差。

例如，水流速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往往在风向、水

流方向的作用下，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在行使船测量的

过程中，风速的变化会让绕行过程中的行使船受水流的影

响较大，GPS 技术所得到的测量结果也会存在些许的偏差。

同时，天气变化、不同的地表形态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 GPS 的测量信号，这样的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也将无

法得到保证。

GPS 测量结果不准确，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例如，在

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往往会测量河道的水文情况，但风

浪的存在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水文测量工作中，

有时会有多个船沿着河道移动，这会形成一定的水流，也将

不利于水文测量工作的开展。

4 GPS 测量技术的应用

中国水文资源丰富，由于江河间的间距较长，地质地形

也有所差异，在对江河水文环境和水文地质情况进行勘探与

测量时，测量范围需要涵盖整条江河，以确保数据信息采集

的完整性。要想短时间内对江河的流水与地势情况予以充分

了解，就必须通过对 GPS 技术的有效利用来进行全程的水文

地势勘探 [3]。因为借助这种技术开展水文测量，最大限度地

节约了测量费用和测量时间。

对于那些长期未经开掘的河道，直接应用 GPS 技术测

量其水文情况，能够在不采取任何辅助手段的前提下，在最

短时间内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GPS 技术具有十分强大的功

能，若是对整条江河水文地质情况进行测量，那采用 GPS 技

术是再适合不过的。

另外，GPS 技术在操作上相对简单，大多数人基本上学

习之后，都可以充分掌握和熟练应用。通过对 GPS 技术中自

动化功能的合理利用，不仅可以使测量时间得到大幅度缩短，

还能减少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投入。在江河水文环境的测

量中应用 GPS 技术，通常天气情况并不会对测量数据造成影

响，这样一来，江河水文测量的全天数据便可完整的测量出

来 [4]。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开展水文测量的过程中，需

要将江河本身的特性考虑在内，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

确性及可靠性。

4.1 GPS 具备采集数据的功能

由上文可知，GPS 技术具有数据采集功能，在测量

水道时，便可应用这一功能，并对获取的数据信息借助

Hypack 软件进行图形的现场绘制，以便能在第一时间分析

所测区域的实际情况，并针对险工险段进行重点检测，并得

出相应的检测报告。此外，Hypack 软件还能定量分析沿河

流方向最大深处的连线变化、河床冲蚀与淤积相结合的变化

等，甚至能对险工险段的危险情况予以准确地判断，最后将

所得出的报告提交给有关部门，以便其针对此问题采取相应

的防范措施 [5]。由此可见，利用 GPS 技术进行数据的采集，

借助 Hypack 软件进行图形的绘制，可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

率得到显著提升。

4.2 静态 GPS 在施测两岸控制方面的优势

静态 GPS 技术，能够实现对两岸的施测控制。通过对此

技术的合理应用，能够对水下进行实时差分施测，最短可在

半年内完成。这样的话，不仅大大缩短了成图周期，也能有

效地提升水道地形图的时效性。正因为这样，使得当前施测

江河中下游重要部分的干流上，静态 GPS 被广泛应用，从而

进一步提升了工作质量。

4.3 GPS 技术测量湖区水道时间段、具有完整性

在水系复杂的湖区开展水道测量工作，采用 GPS 技术

只需要 1 年多时间便可完成内外作业。特别是在治理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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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方面，可帮助相关工作人员绘制出完整的湖区水道地

形图。

4.4 水文巡测中使用的两种方法

在水文巡测的开展中，往往在断面施测上会采用 GPS 这

种技术，以便将高洪期的水文信息予以详细记录，从而确保

实际工作的连续性。在传统水文断面的测量工作中，多会用

到测验定位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将测量船放于湖中心，使

其来回游动，然后借助基线辐射杆六分仪夹角定位方法来进

行水文巡测。

5 结语

总体来说，GPS 技术在水文测量工作中的作用和价值毋

庸置疑，作为水文测量人员以及相关技术人员，应清楚地认

识到 GPS 技术的重要性，加大其开发力度和应用力度，以便

其为水利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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