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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utomation of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if a large number of data are directly compiled 
and printed, it will not meet the specification.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change process of hydrological elements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data, the area control method is used to simplify the water level data. This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data processing of stage retention in Jingjiang river sec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 Jhelum River Basin of Pakistan. The 
data extraction amount is only 2% - 5% of the original data which can obtain good results. It can adapt to 
rivers with different hyd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service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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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文监测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数据采集量大幅度增长，若大量的数据直接汇编刊印将无法满足规范。为了

刊印时用最少的数据量真实反映水文要素变化过程，采用“面积控制法”对水位固存数据精简处理进行了研究。

该方法在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西南山区测站以及巴基斯坦吉拉姆河流域水位固存数据处理中得到应用，数据摘

录量仅为原始数据的2%~5%，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其可适应不同水文特性的河流和满足不同服务对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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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水文监测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水文固存数据量越来越大。水位监测仪器正常都是 5 min 自

动采集一个水位数据，1 个站点一年约有 10.5 万多条数据。数据量大虽增加了水文资料质量，但也增加了资料

整编的工作量和难度，若将上述数据直接刊印，根据《水文年鉴汇编刊印规范》(SL460-2009)将无法满足要求。

处理水位固存数据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为早期的用拟合曲线的方法消除水位固存数据的波动

影响[1]；另一方面以孙永远、张玉田等[2]和赵良田[3]为代表的水位固存数据摘录精简研究，虽方法名称不同但

核心内容皆为在固存水位过程线上通过找出控制点，计算控制点到某两个实测水位连线的距离并跟设置允许值

作为比较，若计算的距离大于允许值则摘录，让摘录后实测过程与原始实测数据相比较，当两者相差较大时，

再通过不断增加摘录点次使其不断逼近实测过程[4] [5]。该法存在开始特征点不易找、计算迭代次数多和操作性

不强等不足，另外是否满足不同水文特性水位变化摘录需求待研究。 
为用最少的数据反映真实水位变化过程，并适应不同流域水文特性，满足各种水文服务成果的计算精度和

规范要求，提出用“面积控制法”对水位固存数据进行精简处理。 

2. 原理 

从水位固存数据第一个水位数据开始对水位过程线的面积进行累加，当取累计时段首尾两段计算的面积与

累加面积之差超过某一控制标准(如 2 cm∙min)时，摘录累计时段之末的前一次水位，然后将累计值清零并重新开

始判断，原理示意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rea control method 
图 1. 面积控制法原理图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20.9505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面积控制法在水位固存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DOI: 10.12677/jwrr.2020.95059 549 水资源研究 
 

具体步骤如下。 
① 获得 a，h 点水位和时间，由梯形公式计算出面积 Aabch； 
② 计算下一个梯形的面积。获得点 a、h、j 水位和时间坐标，计算出梯形面积 Aabdj和 Acdjh，用 Aabdj − (Aabch 

+ Acdjh)得到三角形面积 Aahj(取绝对值)，用 Aahj来跟设置的限差值进行比对，如果大于限差值，那么就摘录 h 点；

否则，跳过进行下一点，即 f，计算面积 Adefj和 Aabef，用 Aabef − (Aabch + Acdjh + Adefj)得到三角形面积 Aajf(取绝对

值)，用限差值跟其差值比较，大于摘录，小于循环。 
③ 摘录点作为第一点再次循环上述步骤直到数据结束。 
④ 限差值根据流域水文特性进行设置。限差值表示精简摘录成果的精度，cm∙min。 

3. 实例运用 

根据不同流域不同水文特性，选择长江中游荆江河段监利(二)水文站、巴基斯坦吉拉姆河流域卡洛特水电站

专用水文站和中国西南山区某站进行应用分析，各测站基本参数见表 1。 
监利(二)水文站和卡洛特(专用)水文站用记录完整的 2018~2019 年水位固态存储资料，西南山区某站用 2018

年水位固态存储资料(2019 年因其他原因数据不连续未统计)，根据每月水文特性选用合适的水位摘录限差值进

行摘录，摘录后水位精简量都大于 95% (见表 2)，摘录精简后固存数据大幅减少。 
 
Table 1. Hyd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orage of stations 
表 1. 测站水文特性及存储器 

站名 水系 水文特性 外界条件 存储器 采样间隔/min 测站功能 

监利(二) 长江中游干流 平原性河流，水流缓，水面宽 受下游洞庭湖来水顶托 长委 YAC9900 5 国家基本站 

卡洛特(专用)水文 印度河流域吉拉姆河 典型的山区性河流，汛期水位暴涨暴落 在建和已建电站 长委 YAC9900 5 专用站 

西南山区某站  除暴雨陡涨外其它时水位平稳波动 上游来水 南瑞 MM500 5 专用站 

 
Table 2. Simplified statistics of stages after extraction 
表 2. 摘录后水位精简统计表 

站名 年份 摘录前 摘录后 限差值/cm∙h 精简量/% 

监利(二) 
2018 年 105,083 2482 

≤3 
97.64 

2019 年 104,796 2513 97.60 

卡洛特(专用)水文 
2018 年 103,785 4313 

2-6 
95.84 

2019 年 103,892 3933 96.21 

西南山区某站 2018 年 102,008 2778 ≤4 97.28 
 

用摘录后数据和原始固态数据分别计算日平均水位，最大误差为 2 cm (见表 3)，满足规范(2 cm 内)要求，

摘录前后水位过程见图 2~4。表 3 说明面积控制法对受各种外界条件影响的固态水位数据都适用都满足规范要

求，并对变化平稳的水位过程摘录效果最佳；另外，该方法可以一定程度的消除锯齿波，见图 4 西南山区某站

2018 年 8 月精简摘录成果。 
 
Table 3. Statistics of daily average stages error 
表 3. 日平均水位误差统计 

日 
2019 监利(二)站/m 2019 年卡洛特(专用)站/m 2018 年西南山区某站/m 

摘录前 摘录后 误差值 摘录前 摘录后 误差值 摘录前 摘录后 误差值 

11 33.57 33.57 0 386.81 386.81 0 1519.34 1519.33 −0.01 

12 33.42 33.42 0 386.51 386.50 −0.01 1519.51 1519.50 −0.01 

13 33.24 33.24 0 386.47 386.47 0 1519.62 1519.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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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4 33.02 33.01 −0.01 387.18 387.18 0 1519.67 1519.65 −0.02 

15 32.74 32.74 0 386.56 386.56 0 1519.67 1519.66 −0.01 

16 32.49 32.49 0 386.31 386.30 −0.01 1519.42 1519.41 −0.01 

17 32.27 32.27 0 386.54 386.54 0 1519.32 1519.31 −0.01 

18 31.98 31.98 0 386.22 386.21 −0.01 1519.24 1519.23 −0.01 

19 31.71 31.71 0 386.05 386.06 0.01 1519.25 1519.24 −0.01 

20 31.49 31.49 0 385.79 385.79 0 1519.17 1519.16 −0.01 

 

 
Figure 2. The hydrograph of stages extracted of Jianli (2) station in August 2019 (partial) 
图 2. 监利(二)站 2019 年 8 月精简摘录成果(部分) 

 

 
Figure 3. The hydrograph of stages extracted of Karot (special) station in August 2019 (partial) 
图 3. 卡洛特(专用)站 2019 年 8 月精简摘录成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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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hydrograph of stages extracted of a station in 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 in 
August 2018 (partial) 
图 4. 西南山区某站 2018 年 8 月精简摘录成果(部分) 

4. 结语 

采用面积控制法，根据每月水文特性选用合适的水位摘录限差值(一般选 1~6 cm∙min)进行摘录，能用较少

数据量真实反映实测水位过程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该法具有原理简单和较好的可操作性，可较好地满足各种

水文服务成果的计算精度和规范要求，适合各种过程线类的数据处理。该方法在长江中游荆江河段、中国西南

山区测站以及巴基斯坦吉拉姆河流域水文固存数据处理中得到实践应用，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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