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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水利

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水文勘测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以下

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以下简

称《大典》）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

（以下简称《规程》）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核心”为

指导思想，对水文勘测工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

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根据《大典》修改了职业定义与职业编码，按《规程》要求对体例格式

进行了调整。 

——对职业功能进行了重新分类调整，由原来的 11项调整为 16 项，将原标

准融合在一起的职业功能分解出来，新设了测站布设、测验仪器设备安装与维护、

冰情观测，将原标准“降水量、水面蒸发观测”职业功能分为降水量观测、水面

蒸发观测两个职业功能，将原标准“地下水及土壤墒情监测”职业功能分为地下

水观测、土壤墒情监测两个职业功能。 

——与职业功能调整相对应，调整了各个职业功能的工作内容；测站布设、

测验仪器设备安装与维护、冰情观测、水文情报预报及水文调查方面的内容得到

了加强，删减了水资源调查评价相关内容。根据工作内容，重新归纳整理了技能

要求与相关知识要求。 

——采用模块化分级选择,更方便进行技能与知识的考核；调整了理论知识

与技能要求权重表。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水文水资源监测

预报中心）、扬州大学、黑龙江省水文局、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利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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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主要起草人有：张建新、朱春龙、原金勇、李正最、

周济人、周冬生、李薇、张海翎、李静、蒋东进、张亚、崔洁。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水利部人事司、水利部水文司、水利部人

才资源开发中心。主要审定人员有：林祚顶、王新跃、陈楚、王小兵、章树安、

余达征、陈松生、张留柱、唐运忆、龙兴、王左、李怡庭、王晓平、孙斐、段敬

玉、朱玮、张玉卓。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黄河水利委员

会水文局、辽宁省水文局、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内蒙古自治区水文总局、

天津市水文水资源勘测管理中心等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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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勘测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水文勘测工 

1.2  职业编码 

4-09-02-01 

1.3  职业定义 

使用勘测仪器设备，勘测、记录、整理、传送水体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等

水文资料和信息，进行水体水质变化取样、化验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外、常温、潮湿，局部地区低温、高海拔。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分析、计算和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空间感，四肢灵活，

动作协调，无色盲。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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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

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

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

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①水文与水资源勘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农业与农村用水等，下同。 

②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利工程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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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含）

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60min，

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90min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20min 。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必备的水文仪

器、设备和设施，且安全措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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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2）谦虚谨慎，团结协作。 

（3）依法守规，严谨求实。 

（4）精益求精，工匠精神。 

（5）安全作业，保护环境。 

（6）服从指挥，坚守岗位。 

2.2  基础知识 

2.2.1  水文基本概念 

（1）自然界水循环的概念。 

（2）流域、水系、河流的概念。 

（3）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概念。 

（4）水文站网的概念。 

（5）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基本常识。 

2.2.2 降水、水面蒸发观测知识 

（1）降水、水面蒸发的基本概念。 

（2）降水量、水面蒸发量常用观测方法与仪器。 

（3）降水量、水面蒸发量观测场地的基本要求。 

（4）降水量、水面蒸发量观测误差的概念。 

（5）气温、湿度、风速、风向等基本概念。 

2.2.3 水位观测知识 

（1）基本水位断面、比降水位断面的概念。 

（2）基面、高程、水位的基本知识。 

2.2.4 河流流量测验知识 

（1）流量的概念、符号、有效数字和计量单位。 

（2）流量测验断面的概念。 

（3）河流流速沿横断面及沿垂线分布的规律。 

（4）流速面积法测流的基本原理。 

2.2.5  河流泥沙测验知识 

（1）河流泥沙的概念与分类。 

（2）水流挟沙能力的概念。 

（3）悬移质泥沙沿横断面及沿垂线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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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含沙量、输沙率的概念、符号和计量单位。 

2.2.6  水质采样知识 

（1）水质、水污染的基本概念。 

（2）水质采样安全防护知识。 

2.2.7  地下水及土壤墒情监测知识 

（1）地下水的概念。 

（2）地下水位（埋深）的概念。 

（3）土壤墒情的概念。 

2.2.8 水文情报预报知识 

（1）水文情报的概念。 

（2）水文预报的概念。 

（3）水文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 

2.2.9 水文测量知识 

（1）水准测量的概念。 

（2）角度测量的概念。 

（3）地形测量的基本概念。 

2.2.10  安全常识 

（1）涉水作业安全常识。 

（2）高空作业安全防护常识。 

（3）水上救生常识。 

（4）安全用电常识。 

（5）防雷避雷常识。 

2.2.11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2.2.12  相关规范、技术标准知识 

（1）《降水量观测规范》（SL 21）相关知识。 

（2）《水面蒸发观测规范》（SL 630）相关知识。 

（3）《水位观测标准》（GB/T 50138）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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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流流量测验规范》（GB 50179）相关知识。  

（5）《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GB 50159）相关知识 

（6）《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 51040）相关知识。  

（7）《土壤墒情监测规范》（SL 364）相关知识。 

（8）《河流冰情观测规范》（SL 59）相关知识。 

（9）《水文测量规范》（SL 58）相关知识。 

（10）《水文资料整编规范》（SL 247）相关知识。 

（11）《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相关知识。 

（12）《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相关知识。 

（13）《水文调查规范》（SL 196）相关知识。 

（14）《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SL 34）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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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

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针对不

同地域、不同工作任务的差异，工作要求将职业功能分为必选和可选，具体见下

表。 

3.1 五级/初级工 

本等级必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1～3，可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4～7四选一。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降 

水 

量 

观 

测 

 

 

 

1.1观测 

1.1.1 能利用普通雨量器观测

降雨量 

1.1.2 能利用自记雨量计观测

降雨量 

1.1.3 能记载整理降水量观测

资料 

 

1.1.1 降水量观测方法和要求 

1.1.2 降水量观测记载要求和计

算方法 

1.2资料整

编 

1.2.1 能读取和录入降水量观

测数据 

1.2.2 能计算时段降水量、日

降水量 

1.2.3 能校核降水量数据 

 

1.2.1 降水量整编软件的操作流

程 

1.2.2 降水量的标记符号、表达

方式与数据格式要求 

1.2.3 时段降水量、日降水量概

念与计算方法 

1.2.4 判断降水量数据合理性的

方法 

 

2. 

水 

位 

观 

测 

 

2.1观测 

2.1.1 能人工观测水位 

2.1.2 能利用自记仪器观测水

位 

2.1.3 能校测水尺 

2.1.4 能对人工与自记仪器对

比观测和订正 

2.1.5 能观测风向、风力、水

面起伏度、水温 

2.1.6 能记载整理观测资料 

2.1.1 水尺零点高程的概念 

2.1.2人工观读水尺的要求 

2.1.3 风向、风力、水面起伏度、

摄氏温标的概念 

2.1.4 风向、风力、水面起伏度、

水温的观测方法与要求 

2.1.5 水位观测记载要求和计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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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资料整

编 

2.2.1 能读取、录入及校核水

位数据 

2.2.2 能利用算术平均法和面

积包围法计算日平均水位 

2.2.3 能编制水位数据整编加

工表 

2.2.4 能统计水位月、年特征

值 

2.2.5 能点绘瞬时和逐日水位

过程线 

 

2.2.1 日平均水位的概念与计算

方法 

2.2.2 水文资料整编水位摘录的

规定 

2.2.3 水位特征值的概念与统计

方法 

2.2.4 水位过程线坐标系标度

（比例）与过程线绘制方法 

3. 

流 

量 

测 

验 

 

 

3.1测验 

3.1.1 能准备常规流量测验仪

器 

3.1.2 能使用转子式流速仪测

速并计算断面流量 

3.1.3 能投放浮标，并能观察

判定浮标通过断面 

3.1.1 流速面积法测算流量的基

本原理 

3.1.2 流速面积法测算流量需要

的设施设备和器具要求 

3.1.3 转子式流速仪的使用方法 

3.1.4 浮标测速的概念与方法 

3.1.5 用转子式流速仪施测流量

的记载要求与计算方法 

 

3.2资料整

编 

3.2.1 能摘录及校核流量特征

值 

3.2.2 能利用水位流量关系推

算流量 

3.2.1 流量特征值的摘录及校核

方法和技术要求 

3.2.2 通过水位流量关系推算流

量的方法 

3.2.3时段平均流量的概念与计

算方法 

 

4. 

冰 

情 

观 

测 

 

4.1观测 

4.1.1 能目测河流冰情 

4.1.2 能测量河流冰厚 

4.1.1 河流冰情现象观测要求 

4.1.2 河流冰情要素观测的方法

和要求 

4.1.3 河流冰情观测记录符号规

定 

4.2资料整

编 

4.2.1 能填记及校核河流冰情

现象和数据 

4.2.2 能判断河流冰情数据的

合理性 

 

 

 

4.2.1 河流冰情现象和数据的表

达方式与格式要求 

4.2.2 河流冰情数据的合理性判

断方法 

5. 

土 
5.1监测 

5.1.1 能使用采样器在选定地

块取土样 

5.1.1 土壤含水量与土壤墒情的

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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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壤 

墒 

情 

监 

测 

 

5.1.2 能使用便携式设备监测

土壤含水量 

5.1.3 能填记便携式设备监测

的土壤含水量资料 

5.1.4能完成土壤烘干与称重 

5.1.2 土样人工取样方法和要求 

5.1.3土样采样器操作方法 

5.1.4便携式土壤含水量监测设

备操作方法 

5.1.5土壤烘干与称重要求与方

法 

 

5.2资料整

编 

5.2.1 能读取与录入土壤墒情

监测数据 

5.2.2 能整理土壤墒情监测数

据 

5.2.1 土壤墒情监测数据的表达

方式与格式要求 

5.2.2 土壤墒情监测数据的合理

性分析方法 

6. 

地 

下 

水 

观 

测 

 

 

6.1观测 

6.1.1 能选择适用的地下水位

测量器具 

6.1.2 能量测地下水埋深 

6.1.3 能观测地下水水温 

 

6.1.1 地下水埋深与水位的关系 

6.1.2固定点高程的概念 

6.1.3 量测地下水埋深器具、设

施的使用方法 

6.1.4 地下水埋深监测要求 

6.1.5 地下水水温观测要求 

6.2资料整

编 

6.2.1 能读取与录入地下水数

据 

6.2.2 能整理分析地下水监测

数据 

6.2.1 地下水监测要素的表达方

法 

6.2.2 地下水监测数据的合理性

分析方法 

7. 

水 

质 

监 

测 

 

7.1现场采

样 

7.1.1 能准备水质监测的采样

仪器 

7.1.2 能使用水质采样仪器采

集水样 

 7.1.3 能选择合适的贮样容器

及样品保存剂贮存水质样品 

7.1.1 水质现场采样的技术要求 

7.1.2 水质现场采样的安全措施 

7.1.3 水质现场采样记录、检查

的相关规定 

7.1.4 水样采样器的选择和使用

要求 

7.1.5 贮样容器选择要求与贮存

水质样品注意事项 

7.1.6 水质样品的存放要求 

 

7.2样品现

场处理 

7.2.1 能清洗贮样容器 

7.2.2 能填写采样记录表 

 

7.2.1 贮样容器清洗要求与方法 

7.2.2 水质样品存储时间及安全

运输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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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本等级必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1～4，可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5～10六选二及职

业功能 11～12二选一。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降 

水 

量 

观 

测 

 

1.1观测 

 

 

1.1.1 能利用普通雨量器、自

记雨量计做降雨量对比观测和

订正 

1.1.2 能使用仪器设备观测

固态降水量 

1.1.1 普通雨量器结构与工作

原理 

1.1.2 自记雨量计结构与工作

原理 

1.1.3 降水量订正的技术规定 

1.1.4 固态降水量观测的方法

和要求 

 

  1.2资料整

编 

1.2.1 能统计计算降水量特

征值 

1.2.2 能插补缺测降水量 

1.2.3 能检查降水量资料合

理性 

1.2.1 降水量特征值的概念与

统计方法 

1.2.2 降水量插补方法和技术

要求 

1.2.3 降水量资料合理性检查

的内容和方法 

 

2. 

水 

位 

观 

测 

 

2.1观测 

2.1.1 能在转换水尺时比测

水位 

2.1.2 能观测冰期水位 

2.1.3 能观测水面比降水位 

2.1.4 能计算测验河段比降 

 

2.1.1 水位衔接比测方法 

2.1.2 冰期水位观测技术要求 

2.1.3 水面比降与水位关系 

2.1.4 比降水位观读要求 

2.1.5 水面比降的计算方法 

2.2资料整

编 

2.2.1 能插补缺测水位数据 

2.2.2 能考证修订水位资料 

  2.2.3 能检查水位整编成果

的合理性 

2.2.1 缺测水位数据插补的方

法 

  2.2.2 水位资料考证的知识 

  2.2.3 水位整编成果审查的内

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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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流 

量 

测 

验 

 

3.1测验 

3.1.1 能根据稳定河床的断

面水流情况选用测流方案 

3.1.2 能利用测船、缆道、测

桥施测并计算断面流量 

  3.1.3 能采用浮标法测流并

计算断面流量 

  3.1.4 能检查单次流量测验

成果的合理性 

3.1.5 能使用计算机辅助测

流系统进行流量测验 

3.1.1 流速垂线分布和断面分

布的一般规律及断面布线、垂线布

点的规定 

3.1.2 浮标法测算流量的原理

与方法 

3.1.3 缆道测流的工作原理 

3.1.4 测桥测流的方法和技术

要求 

3.1.5 单次流量测验成果的合

理性分析方法 

3.1.6 计算机辅助测流系统的

结构与组成 

3.2 资料

整编  

3.2.1 能编制测站考证表 

3.2.2 能点绘水位流量、水位

流速、水位面积的关系曲线 

  3.2.3 能绘制水位流量关系

单一线并检验定线的合理性 

  3.2.4 能对水位流量关系进

行高水、低水延长 

  3.2.5 能使用临时曲线法整

编流量资料 

  3.2.6 能编制流量数据整编

加工表 

  3.2.7 能统计计算流量月、年

特征值 

3.2.1 测站考证内容与要求 

3.2.2 水位流量、水位流速、水

位面积的关系的绘制要求及曲线

校正方法 

  3.2.3 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检

验原理与方法 

  3.2.4 水位流量关系高水、低水

延长方法 

  3.2.5 水位流量关系临时曲线

的使用方法和要求 

3.2.6 水、流、沙整编软件的工

作流程 

3.2.7 流量特征值的概念和统

计技术要求 

 

4. 

水 

文 

测 

量 

 

4.1水准测

量 

4.1.1 能进行四等水准测量 

4.1.2 能测量与计算水尺零

点高程                                                                                                                  

  4.1.3 能整理计算测量成果 

4.1.1 水准仪与水准尺的使用

规定 

4.1.2 水准仪的测量原理和使

用维护方法  

  4.1.3 普通水准测量的技术要

求 

4.1.4 水尺零点高程测量与计

算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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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2断面测

量 

4.2.1 能利用交会法测量断

面起点距                                                  

  4.2.2 能利用测深杆和测深

仪测量断面垂线水深                                                    

  4.2.3 能利用量距工具和测

距仪器测量基线长度                                                    

  4.2.4 能测量与计算大断面 

  4.2.5 能绘制大断面图                                                        

4.2.1 角度与距离测量的概念 

  4.2.2 断面起点距、水深测量的

概念                            

  4.2.3 测深仪的测量原理与操

作要求 

  4.2.4 经纬仪、测距仪、全站仪

测量原理与操作要求 

4.2.5 大断面测量与计算的技

术要求 

4.2.6 大断面图绘制技术要求                      

 

5. 

冰 

情 

观 

测 

 

5.1观测 

5.1.1 能现场整理记载及计

算冰流量 

5.1.2 能现场测绘河流冰情

图 

 

5.1.1 冰流量计算方法 

5.1.2 河流冰情图测绘方法  

5.2 资料整

编 

5.2.1 能插补缺测的冰情资

料 

5.2.2 能统计计算日、月、年

特征值 

5.2.1 冰情资料整编技术要求 

5.2.2 冰情观测资料整编成果

审查的内容与方法 

6. 

土 

壤 

墒 

情 

监 

测 

 

6.1监测 

6.1.1 能按需求准备土壤墒

情人工监测仪器设备 

  6.1.2 能操作土壤墒情自动

监测仪器 

  6.1.3 能填记土壤墒情监测

采样记录表 

  6.1.4 能填记土壤墒情自动

监测记录表 

  6.1.5 能填记土壤墒情监测

站说明表及位置图 

6.1.1 土壤墒情人工监测仪器

设备使用方法 

  6.1.2 土壤墒情自动监测仪器

的使用要求 

  6.1.3 土壤墒情监测采样记录

表填记要求 

  6.1.4 土壤墒情自动监测记录

表填记要求 

  6.1.5 土壤墒情监测站基本情

况表达方式 

 

6.2 资料整

编 

6.2.1 能插补缺测土壤墒情

资料                                                                  

  6.2.2 能编制土壤墒情测站

考证表 

6.2.3 能统计计算土壤墒情

日、月、年特征值                                                                                                                                                                                         

6.2.1 插补缺测土壤墒情资料

的方法  

6.2.2 土壤墒情特征值的统计

要求与方法                                                                  

  6.2.3 编制土壤墒情测站考证

表的要求 

6.2.4 土壤墒情日、月、年特征

值统计计算方法 

                                            



 13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7. 

地 

下 

水 

观 

测 

 

 

 

 

7.1观测 

7.1.1 能填记地下水监测站

基本情况表 

  7.1.2 能填记地下水监测原

始记载表 

  7.1.3 能转换计算地下水位、

埋深 

7.1.1 地下水自动监测仪器的

原理和方法 

7.1.2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情况

表的填记要求 

  7.1.3 地下水监测原始记载表

填记要求 

  7.1.4 地下水位、埋深转换计算

方法 

 

7.2 资料整

编 

7.2.1 能插补缺测地下水资

料 

  7.2.2 能编制地下水测站考

证表 

  7.2.3 能统计计算地下水月、

年特征值 

7.2.1 地下水水位缺测资料的

插补方法 

  7.2.2 地下水测站考证表的编

制要求 

7.2.3 地下水月、年特征值的统

计计算要求 

 

8. 

水 

质 

监 

测 

 

8.1 现场采

样 

8.1.1 能根据检测水质参数

选择配置采样器和贮样容器                                                      

  8.1.2 能按要求对采集的水

样添加保存剂 

8.1.1 采样器和贮样容器的选

择和使用要求 

8.1.2 水样样品保存剂的使用

要求与方法 

 

  8.2现场测

定 

8.2.1 能现场人工测定水样                                          

8.2.2 能使用便携式仪器现

场测定水样 

8.2.1 水质现场测定的技术要

求 

  8.2.2 便携式水质测定仪器的

操作技术要求 

 

9. 

水 

面 

蒸 

发 

观 

测 

 

 

 9.1观测 

9.1.1 能利用蒸发皿观测蒸

发量 

9.1.2 能记载整理蒸发量观

测资料 

9.1.3 能分析影响蒸发观测

精度的因素 

9.1.1 水面蒸发观测的技术要

求 

9.1.2 水面蒸发观测记载要求

和计算方法 

  9.2资料整

编 

9.2.1 能读取、录入及校核蒸

发量数据 

  9.2.2 能统计计算蒸发量特

征值 

  9.2.3 能检查蒸发量整编成

果的合理性 

9.2.1 蒸发量整编软件的工作

流程 

  9.2.2 蒸发量特征值的概念与

统计方法 

  9.2.3 蒸发量资料合理性检查

的内容和方法 

10. 10.1测验 10.1.1 能选择悬移质外业测 10.1.1 悬移质泥沙采样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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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泥 

沙 

测 

验 

 

 

验的仪器工具 

10.1.2 能采集悬移质沙样 

10.1.3 能处理悬移质沙样 

10.1.4 能现场填记悬移质泥

沙测验记载表 

10.1.5 能用烘干法、置换法、

过滤法处理浓缩水样 

   

  

 

理与操作要求 

10.1.2 悬移质沙样保存要求 

10.1.3 悬移质泥沙采样现场记

录要求 

10.1.4 悬移质泥沙测验原理与

测验方式 

  10.1.5 断面输沙率测验方法与

原理 

  10.1.6 泥沙采样器的原理与操

作要求 

  10.1.7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及

沙样处理技术要求       

   

10.2资料

整编 

10.2.1 能绘制单断沙关系线

并检验定线的合理性 

10.2.2 能点绘含沙量过程线 

  10.2.3 能制作泥沙颗粒级配

成果表和级配曲线 

10.2.4 能绘制单断颗粒级配

相关图 

10.2.5 能利用单断沙关系推

求断沙 

10.2.1 单断沙、单断颗关系线

的绘制要求 

  10.2.2 单断沙关系曲线的检验

原理与方法 

10.2.3 单断沙关系曲线高低沙

延长方法 

10.2.4 测站含沙量变化过程与

流量的关系 

10.2.5 泥沙颗粒级配曲线概念 

 

11.

测 

验 

仪 

器 

设 

备 

安 

装 

与 

维 

护 

  11.1安装

调试 

  11.1.1 能选择水尺的型式 

11.1.2 能设置和安装水尺 

11.1.1 水尺的类型与编号规则 

11.1.2 水尺的设置和安装要求 

 

  11.2维修

养护 

11.2.1 能管理、维护普通雨

量器和自记雨量计 

11.2.2 能管理、维护蒸发器 

11.2.3 能管理、维护自记水

位仪器 

11.2.4 能管理、维护转子式

流速仪 

11.2.5 能管理、维护地下水

水位计 

11.2.1 翻斗式雨量计现场校准

方法和技术要求              

11.2.2 蒸发器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11.2.3 常用自记水位仪器的结

构与工作原理                                       

  11.2.4 转子式流速仪的结构与

工作原理  

——

12.

水 

文 

情 

报 

12.1信息

整理 

12.1.1 能对观测的水文要素

进行人工编码                                        

  12.1.2 能分类整理水文情报

及制作水文情报表格                             

  12.1.3 能分类归档水文情报 

12.1.1 水情信息与水情报汛的

概念 

  12.1.2 各类水情信息报送的规

定与要求 

  12.1.3 水情信息编码规定与技

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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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预 

报 

 

 

  12.1.4 水情信息分类和归档的

技术要求 

12.2水情

报送 

12.2.1 能上传测站水文信息 

12.2.2 能利用水文信息平台

查询指定测站的水文信息 

12.2.1 水文信息平台的操作要

求 

12.2.2 水文信息平台的水文信

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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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本等级必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1～5,选考项目为职业功能 6～11六选三。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降 

水 

量 

观 

测 

 

1.1观测 

1.1.1 能操作使用辅助气象

要素观测仪器设备 

1.1.2 能人工对比观测辅助

气象要素 

1.1.1 气象要素与降水量的关

系 

1.1.2 辅助气象要素的观测技

术要求与方法 

 

1.2资料整

编 

1.2.1 能整理辅助气象要素

观测资料 

1.2.2 能分析辅助气象要素

观测资料合理性 

1.2.3 能分析计算降雨量观

测误差 

1.2.4 能绘制降雨量等值线

图 

 

1.2.1 辅助气象要素观测资料

整理技术要求 

1.2.2 降水量观测误差知识 

1.2.3 降雨量等值线图绘制技

术要求与方法 

 

2. 

流 

量 

测 

验 

 

2.1测验 

2.1.1 能根据不稳定河床的

断面水流情况选择和调整测流

方案 

2.1.2 能计算实测流量相应

水位 

2.1.3 能根据水流情况布置

流量测次、选定测验时机 

2.1.4 能使用声学多普勒仪

器施测流量 

2.1.5 能使用电波流速仪施

测流量 

 

2.1.1 不稳定河床对流量测验

的影响 

2.1.2 实测流量相应水位的概

念及计算方法 

2.1.3 流量测次布置的规定 

2.1.4 洪水过程中流量测验时

机掌握的规定 

2.1.5 声学多普勒仪器测算流

量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2.1.6 电波流速仪测算流量的

基本原理与方法 

2.2资料整

编  

2.2.1 能计算水位流量关系

实测点对关系线的标准差、随机

不确度和系统误差 

2.2.2 能使用改正系数法、切

割水位法、上游站水位法、本站

水位后移法、连时序法等整编流

量资料 

2.2.3 能检查单站流量资料

的合理性 

2.2.4 能使用通用整编程序

进行流量资料整编 

 

2.2.1 水位流量关系实测点对

关系线的标准差、随机不确度和系

统误差概念和计算方法 

2.2.2 改正系数法、切割水位

法、上游站水位法、本站水位后移

法、连时序法使用条件及方法 

2.2.3 流量通用整编程序的结

构与管理维护知识 

2.2.4 流量整编成果审查的内

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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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水 

文 

测 

量 

 

3.1水准测

量 

3.1.1 能校验水准仪与水准

尺 

3.1.2 能测量三等水准 

3.1.3 能测量和计算跨河水

准 

3.1.4 能做水准测量平差计

算 

3.1.5 能编制水准测量成果

报告        

3.1.1 水准仪的结构 

3.1.2 水准仪与水准尺校验的

技术要求与方法 

3.1.3 三、四等水准测量的技术

要求                         

3.1.4 测量误差、平差的基面概

念 

3.1.5 测量成果报告的编写要

求 

 

3.2断面测

量 

3.2.1 能利用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GNSS）仪器进行平面定位

作业 

3.2.2 能测量和计算纵断面 

3.2.3 能绘制纵断面图 

3.2.4 能编制断面测量方案 

3.2.1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loa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简称 GNSS）仪器进行平面

定位的原理 

3.2.2 纵断面测量技术要求和 

方法 

3.2.43绘制纵断面图的方法 

3.2.4 编制断面测量方案的要

求与方法 

 

3.3地形测

绘 

3.3.1 能测绘测站平面图   

3.3.2 能测绘测验河段地形

图 

3.3.1 平面控制、高程控制和碎

部测量的概念                                 

  3.3.2 地形图测绘的技术要求

与方法 

3.3.3 平板仪测图的概念和方

法 

3.3.4 测绘测验河段地形图的

要求 

 

4. 

测 

验 

仪 

器 

设 

备 

安 

装 

与 

维 

护 

4.安装调

试 

4.1.1 能安装和调试普通雨

量器 

4.1.2 能安装和调试自记雨

量计 

4.1.3 能安装和调试蒸发器 

4.1.4 能安装和调试自记水

位仪器 

4.1.5 能对转子式流速仪进行比

测 

4.1.1 雨量器（计）安装的技术

要求 

4.1.2 蒸发器的结构与工作原

理 

4.1.3 蒸发器安装的技术要求 

4.1.4 自记水位仪器的结构与

工作原理 

4.1.5 自记水位仪器安装的技

术要求 

4.1.6转子式流速仪比测的技术

要求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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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2维修养

护 

4.2.1 能管理维护水文缆道

设备 

4.2.2 能管理维护声学多普

勒仪器、电波流速仪等测流设备 

4.2.3 能维护水文绞车 

4.2.1 水文缆道等渡河与测流

设施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4.2.2 声学多普勒仪器、电波流

速仪等测流设备管理、维护要求与

方法 

4.2.3 水文绞车维护要求与方

法 

5. 

水 

文 

情 

报 

预 

报 

 

5.1水情分

析 

5.1.1 能根据水情会商要求

收集流域或区域雨水情信息 

5.1.2 能编制水情会商报告 

5.1.1 雨水情分析与统计的技

术要求 

  5.1.2 水情会商报告编写技术

要求 

5.2洪水预

报 

5.2.1 能利用无支流河段相

应水位（流量）关系预报水位（流

量） 

  5.2.2 能利用有支流河段相

应水位（流量）关系预报水位（流

量） 

5.2.1 洪水波形成与运动的基

本概念 

  5.2.2 无支流河段相应水位（流

量）洪水预报方法 

5.2.3 有支流河段相应水位（流

量）洪水预报方法 

 

6. 

冰 

情 

观 

测 

  6.1观测 

6.1.1 能完成冰流量测验 

6.1.2 能使用冰情自动监测

仪器观测冰情现象 

6.1.1 冰流量测验要求 

6.1.2 冰情自动监测仪器使用

方法 

  6.2资料整

编 

6.2.1 能检查单站冰情资料

的合理性 

6.2.2 能分析影响单站冰情

资料合理性的因素 

6.2.1 单站冰情资料的概念 

6.2.2 单站冰情资料合理性检

查方法 

7. 

土 

壤 

墒 

情 

监 

测 

 

 

  7.1监测 

7.1.1 能选定土壤墒情测点

位置，确定测点深度 

7.1.2 能转换计算土壤体积

含水量、质量含水量 

7.1.3 能检查土壤墒情数据

合理性 

7.1.4 能计算土壤含水量 

7.1.1 常用仪器设备的原理与

方法 

7.1.2 土壤墒情测点位置及测

点深度与观测成果关系 

7.1.3 土壤体积含水量、质量含

水量转换计算方法 

7.1.4 土壤墒情数据合理性检

查方法 

7.1.5 土壤含水量计算方法 

 

  7.2资料整

编 

7.2.1 能审查土壤墒情资料 

7.2.2 能分析单站土壤墒情 

7.2.1 土壤含水量观测资料整

编成果审查的内容 

7.2.2 单站土壤墒情资料合理

性检查方法 

7.2.3 土壤墒情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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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8. 

地 

下 

水 

观 

测 

 

  8.1观测 

8.1.1 能操作水位自动监测

仪器 

8.1.2 能利用水位自动监测

仪器测量地下水位 

8.1.3 能采集地下水水样 

8.1.1 水位自动监测仪器使用

方法 

8.1.2 地下水水位动态观测技

术要求 

8.1.3 采集地下水水样的要求

与方法 

  8.2资料整

编 

8.2.1 能检查单站资料的合

理性 

8.2.2 能编写单站资料合理

性检查报告 

8.2.1 地下水观测资料整编成

果审查的内容和要求 

8.2.2 地下水单站资料合理性

检查报告的规定 

9. 

水 

质 

监 

测 

 

9.1现场采

样 

9.1.1 能操作等比例水样采

样器 

9.1.2 能利用等比例采样器

进行水质采样 

  

9.1.1 等比例采样器工作原理

和使用方法 

9.1.2 等比例采样器进行水质

采样方法和技术要求 

9.2现场测

定 

9.2.1 能使用便携式多参数

水质测定仪测定水质 

9.2.2 能检查水质测定成果

合理性 

 

9.2.1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测定

仪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9.2.2 水质资料合理性分析的

基本规定 

 

 

10. 

水 

面 

蒸 

发 

观 

测 

 

10.1观测 

10.1.1 能观测冰期蒸发量 

10.1.2 能做不同口径蒸发器

蒸发量对比观测 

10.1.1 冰期蒸发量观测要求与

方法 

10.1.2 不同口径蒸发器蒸发量

观测要求 

10.2资料

整编 

10.2.1 能整理冰期蒸发量观

测资料 

10.2.2 能分析不同口径蒸发

器蒸发量折算系数 

10.2.1 冰期蒸发量观测资料整

理要求与方法 

10.2.2 不同口径蒸发器蒸发量

折算系数分析方法 

11. 

泥 

沙 

测 

验 

 

11.1测验 

11.1.1 能根据河流水沙情况

布置输沙率和单样含沙量测次，

选定输沙率测验时机 

11.1.2 能实施断面输沙率及

相应单样含沙量测验 

11.1.3 能使用激光粒度仪分

析泥沙颗粒级配 

11.1.1 悬移质泥沙测次布置的

规定 

11.1.2 洪水过程中泥沙测验时

机选择方法 

11.1.3 悬移质含沙量垂线分布

和断面分布的一般规律及断面布

线、垂线布点的规定 



 20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4 能用比重瓶测定泥

沙的密度 

  11.1.5 能计算泥沙单样含沙

量 

 

11.1.4 激光粒度仪的工作原理

与操作要求 

11.1.5河流泥沙颗粒分析与处

理技术要求 

 

11.2资料

整编 

11.2.1 能根据单断颗粒级配

相关图推求断面平均泥沙颗粒

级配 

11.2.2 能利用全断面混合法

整编泥沙资料 

11.2.3 能编制泥沙数据整编

加工表 

11.2.4 能统计计算泥沙月、

年特征值 

 

11.2.1 泥沙特征值的概念和统

计技术要求 

11.2.2 单断颗粒级配曲线的应

用 

11.2.3 全断面混合法整编泥沙

资料原理 

11.2.4 编制悬移质泥沙数据整

编加工表的要求 

11.2.5 悬移质泥沙月、年特征

值统计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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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本等级必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1～4及 9～11，可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5～8四选

三。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流 

量 

测 

验 

 

1.1测验 

1.1.1 能根据水流及设施设备

情况配置选择流量测验方法 

1.1.2 能编制比降面积法测流

方案 

1.1.3 能利用水工建筑物法进

行流量测验的观测作业 

1.1.4 能开展测验新仪器的比

测试验 

1.1.5 能根据巡测方案开展巡

测工作 

1.1.1 流量测验方法的适应条件 

1.1.2 比降面积法测流的原理与

方法 

1.1.3 水工建筑物法推流的原理

及观测要素 

1.1.4 测验新仪器的概念性知识 

1.1.5 流量测验新仪器的比测方

法 

1.1.6 巡测方案的应用 

 

 

1.2流量

资料整编  

1.2.1 能根据河道特性选用比

降面积法的参数计算流量 

1.2.2 能利用水工建筑物法推

算流量 

1.2.3 能运用校正因数法、落

差指数法等对水位流量关系进行

单值化处理，并推流整编 

 

1.2.1 明渠均匀流与谢才公式、

曼宁公式的概念 

1.2.2 水工建筑物测流的概念 

  1.2.3 校正因数法、落差指数法

的原理与方法 

 

2. 

水 

文 

测 

量 

 

2.1 断面

测量 

2.1.1 能利用卫星定位（GNSS）

测量仪进行静态定位测量 

2.1.2 能利用卫星定位测量仪

进行实时动态定位（Real-time 

kinematic，简称 RTK）起点距定

位测量                       

2.1.1 卫星定位测量仪静态定位

测量的操作要求 

2.1.2 卫星定位测量仪进行 RTK

测量的原理 

2.1.3 卫星定位测量仪进行 RTK

测量的操作要求 

           

2.2地形

测绘 

2.2.1 能根据平面控制测量成

果进行平差计算 

2.2.2 能利用数字测图方法测

绘测验河段地形图 

2.2.3 能测绘水下地形图 

2.2.4 能测绘测验河段水流平

面图 

2.2.5 能编制地形测绘方案 

2.2.6 能编制测绘技术总结报

告   

2.2.1 平面控制网平差的基本概

念与方法 

2.2.2 数字测图的概念和方法 

2.2.3 数字测图软件的操作与应

用 

2.2.4 水下地形图测绘的技术要

求与方法 

2.2.5 测验河段水流平面图测绘

的技术要求与方法 

2.2.6 地形测绘方案与技术总结

报告编制的基本要求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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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测 

验 

仪 

器 

设 

备 

安 

装 

与 

维 

护 

3.1安装

调试 

3.1.1 能安装土壤含水量自记

仪器 

3.1.2 能调试土壤含水量自记

仪器 

3.1.1 各类土壤含水量自记仪器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3.1.2 土壤含水量自记仪器安装

方法 

3.1.3 土壤含水量自记仪器调试

要求 

3.2维修

养护 

3.2.1 能管理常用土壤墒情监

测仪器 

3.2.2 能进行常用土壤墒情监

测仪器日常维护 

3.2.1 常用土壤墒情监测仪器管

理要求 

3.2.2 常用土壤墒情监测仪器日

常维护方法 

4. 

水 

文 

情 

报 

预 

报 

 

4.1水情

分析 

4.1.1 能根据辖区内发生的重

大汛情、旱情或其他突发水事件

进行专题分析，形成水情专题报

告 

4.1.2 能编制阶段（如年、月

或汛期）雨水情总结 

4.1.3 能根据洪水、枯水情况

编制水情预警发布报告 

 

4.1.1 雨水情分析总结材料编写

内容与要求 

4.1.2 水情预警发布相关规定 

4.2洪水

预报 

4.2.1 能用马斯京根法进行河

道流量演算 

4.2.2 能用降雨径流经验相关

图法进行产流计算 

4.2.3 能用经验单位线进行汇

流计算 

4.2.1 河道流量演算的概念 

4.2.2 马斯京根法河道流量演算

原理与方法 

4.2.3 降雨径流关系及其分析方

法 

4.2.4 流域汇流的基本概念及经

验单位线应用方法 

5. 

土 

壤 

墒 

情 

监 

测 

 

5.1监测 

5.1.1 能测定土壤水分常数 

5.1.2 能进行土壤墒情监测成

果精度评定 

5.1.1 土壤水分常数的概念 

5.1.2 土壤水分常数测定的方法

和技术要求 

5.1.3 土壤水分监测精度评定的

方法和技术要求 

  5.2资料

整编 

5.2.1 能对介电类自动监测仪

器的经验公式参数进行率定 

5.2.2 能绘制土壤含水量、降

水量和地下水埋深过程线图 

5.2.1 介电类自动监测仪器经验

公式参数的率定方法和技术要求 

5.2.2 土壤含水量、降水量和地

下水埋深过程线图的绘制方法 

6. 

地 

下 

水 

  6.1观测 

6.1.1 能根据测井类型和条件

选择地下水水位监测仪器 

6.1.2 能维护地下水测井 

6.1.1 常用地下水位监测仪器的

结构 

6.1.2 地下水测井维护要求与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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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观 

测 

 

 

6.2资料

整编 

6.2.1 能整编地下水水位资料 

 

6.2.2 能整编地下水水温资料 

6.2.1 地下水水位资料整编要求 

 

6.2.2 地下水水温资料整编要求 

7. 

水 

质 

监 

测 

 

7.1入河

排污口调查 

7.1.1 能调查入河排污口基本

情况 

7.1.2 能调查点源入河排污口 

7.1.3 能调查非点源污染源 

7.1.1 入河排污口基本情况调查

主要内容 

7.1.2 点源入河排污口调查主要

内容 

7.1.3 非点源污染源调查主要内

容 

  7.2入河

排污口监测 

7.2.1 能测量入河排污口流量 

7.2.2 能计算入河排污量 

7.2.3 能采集入河排污口水样 

7.2.1 入河排污口流量测量要求

与方法 

7.2.2 入河排污量计算方法 

7.2.3 入河排污口水样采集方法

与要求 

 

8. 

泥 

沙 

测 

验 

  8.1测验 

8.1.1 能检定比重瓶 

8.1.2 能检查和校正分析筛 

8.1.3 能分析和点绘泥沙颗粒

级配曲线 

8.1.4 能编制单站泥沙测验方

案 

8.1.5 能用粒径计法、吸管法、

消光法、激光法和筛分析法进行

泥沙颗粒分析 

8.1.1 水密度随温度变化与比重

瓶检定知识 

8.1.2 检查、校正分析筛的仪器

工具和方法 

8.1.3 泥沙颗粒级配计算的技术

要求 

8.1.4 泥沙颗粒级配计算方法 

8.1.5 单站泥沙测验方案的编制

技术规定 

8.2资料

整编 

8.2.1 能检查单站悬移质泥沙

资料的合理性 

8.2.2 能检查单站泥沙颗粒级

配的合理性 

8.2.1 单站悬移质泥沙资料的合

理性分析方法 

8.2.2 单站泥沙颗粒级配的合理

性分析方法 

9. 

水 

文 

调 

查 

 

 

  9.1暴雨

和洪水调查 

9.1.1 能调查暴雨和洪水 

9.1.2 能调查洪灾损失 

  9.1.3 能整理暴雨、洪水和洪

灾资料 

9.1.1 暴雨和洪水调查要求和方

法 

9.1.2 洪灾调查要求和方法 

9.1.3 暴雨、洪水和洪灾资料整

理要求和方法 

  9.2 枯水

和旱情调查 

9.2.1 能调查枯水流量 

9.2.2 能调查旱灾损失 

9.2.1 枯水流量调查和干旱调查

方法和要求 

9.2.2 旱灾调查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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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0. 

测 

站 

布 

设 

 

10.1选址

查勘 

10.1.1 能进行雨量、水面蒸发

站选址勘测与调查 

10.1.2 能进行地下水观测井

选址勘测与调查 

10.1.3 进行流量站选址勘测

与调查 

10.1.1 测站控制的基本概念与

原理 

10.1.2 测站选址勘测调查的内

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10.2设施

布置 

  10.2.1 能布设雨量与蒸发观

测场                                                                                                     

10.2.2 能布设水尺断面和水

尺                                                                        

  10.2.3 能布设与埋设水准点 

10.2.4 能布设基线与测流断

面                                                                                

10.2.5 能布设测流设施与设

备  

10.2.6 能布设水位观测平台

与站房等测站设施 

10.2.7 能编制建站方案                                                                                                                                            

10.2.1 降水量、水面蒸发量观测

场地的选择与布设技术要求 

10.2.2 水尺断面选择的技术要

求                            

  10.2.3 水准点类型与埋设技术

要求                            

  10.2.4 流速仪法、浮标法、比降

面积法等测流断面布设的技术要求 

  10.2.5 断面测流设施与设备选

择的技术要求 

10.2.6 水文缆道与水位观测平

台等设施设计的基本技术要求与规

定  

11. 

管 

理 

与 

培 

训 

 

11.1技术

管理 

11.1.1 能编制单站测洪方案 

11.1.2 能进行单站流量测次

精简分析                                                        

  11.1.3 能制定和编写水文测

站任务书 

11.1.4 能制定和编写测站业

务检查办法 

11.1.5 能制定和编制水文测

站作业流程 

11.1.6 能进行技术总结和撰

写技术论文 

11.1.1 水文业务管理相关知识 

11.1.2 水文测站业务流程及相

关技术要求 

11.1.3 单站测洪方案编制技术

要求和方法             

11.1.4 单站测流精简分析的概

念与方法 

11.2技能

培训 

11.2.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水文勘测工进行理论培训 

11.2.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水文勘测工进行技能培训 

11.2.1 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水文勘测工理论知识要求 

11.2.2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水文勘测工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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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本等级必选项目为职业功能 1～10。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流 

量 

测 

验 

1.1测

验 

1.1.1 能制定浮标流速系数

试验方案 

1.1.2 能开展流量测验的Ⅰ、

Ⅱ、Ⅲ型误差试验 

1.1.3 能制定测站流量测验

的设施设备、仪器工具配置方案 

 

1.1.1 浮标流速系数影响因素 

1.1.2 流量测验的Ⅰ、Ⅱ、Ⅲ型

误差的概念 

1.1.3 流量测验设施设备、仪器

工具配置标准 

1.2资

料整编 

1.2.1 能考证解决流量资料

整编的疑难问题 

1.2.2 能编写浮标流速系数

试验分析报告 

1.2.3 能编写流量测验Ⅰ、

Ⅱ、Ⅲ型误差试验的分析报告 

1.2.4 能分析计算单次流量

测验成果的不确定度与误差 

 

1.2.1 技术试验分析报告的结构

和基本内容要求 

1.2.2 误差统计理论与方法 

1.2.3 流量测验精度试验，误差

评估，Ⅰ、Ⅱ、Ⅲ型误差计算，精

简分析的知识 

2. 

水 

文 

情 

报 

预 

报 

 

2.1洪

水预报 

2.1.1 能确定马斯京根法河

道流量演算系数 

2.1.2 能分析计算并绘制降

雨径流经验相关图 

2.1.3 能修订经验单位线 

2.1.1 马斯京根法河道流量演算

系数确定方法 

  2.1.2 降雨径流经验相关图要素

计算方法 

2.1.3 降雨径流经验相关图定线

方法 

2.1.4 经验单位线修订方法 

 

2.2洪

水预报评

定 

2.2.1 能评定洪水预报方案

精度 

2.2.2 能评定洪水作业预报

精度 

2.2.1 洪水预报方案评定要求与

方法 

2.2.2 洪水作业预报评定要求与

方法 

 

3. 

土 

壤 

墒 

情 

监 

测 

 

  3.1监

测 

3.1.1 能组织开展区域土壤

墒情监测 

3.1.2 能率定土壤水分自动

监测仪器公式 

 

3.1.1 区域土壤墒情基本知识 

3.1.2 土壤水分自动监测仪器公

式率定方法 

3.2资

料整编 

3.2.1 能编写土壤墒情资料

整编说明 

3.2.2 能分析土壤墒情监测

3.2.1 土壤墒情资料整编说明编

写要求 

3.2.2 土壤墒情监测成果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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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3.2.3 能分析土壤墒情时空

分布规律 

法 

3.2.3 土壤墒情时空分布的一般

规律 

4. 

地 

下 

水 

观 

测 

 

4.1观

测 

4.1.1 能组织开展不同类型

区地下水监测 

4.1.2 能检查地下水自动监

测系统设备运行状况 

4.1.1 地下水类型区基本知识 

4.1.2 地下水自动监测系统设备

运行状况检查要求与方法 

  4.2资

料整编 

4.2.1 能编写地下水资料整

编说明 

4.2.2 能编写地下水动态分

析报告 

4.2.1 地下水资料整编说明编写

要求 

4.2.2 地下水动态分析报告编写

要求与内容 

5. 

水 

质 

监 

测 

 

5.1应

急监测 

5.1.1 能布设应急监测断面 

5.1.2能安装调试应急监测仪

器 

  5.1.3 能采集应急监测样品 

5.1.4 能采取有效安全防护

措施 

5.1.1 应急监测断面布设要求 

5.1.2应急监测仪器使用方法 

5.1.3 应急监测样品采集要求 

  5.1.4 安全作业防护要求 

5.2水

污染事件

调查 

5.2.1 能发现并简要描述水

污染事件 

5.2.2 能编写水污染事件简

要报告（表） 

5.2.3 能编写水污染事件调

查报告 

5.2.1 水污染事件调查内容与要

求 

5.2.2 水污染事件简要报告（表）

的主要内容 

5.2.3 水污染事件调查报告的主

要内容 

6.  

泥 

沙 

测 

验 

 

6.1测

验 

6.1.1 能评估泥沙测验的作

业质量 

6.1.2 能开展悬移质泥沙测

验的Ⅰ、Ⅱ、Ⅲ型误差试验分析 

6.1.3 能开展单沙取样代表

性分析 

6.1.4 能制定测站泥沙测验、

粒度分析的设施设备、仪器工具

配置方案 

6.1.1 泥沙测验方式方法对成果

质量的影响 

6.1.2 悬移质泥沙测验Ⅰ、Ⅱ、

Ⅲ型误差试验分析的知识 

6.1.3 河流断面悬移质泥沙分布

与单样含沙量取样的知识 

6.1.4 测站泥沙测验设施设备、

仪器工具配置标准 

6.2资

料整编 

6.2.1 能考证解决疑难问题 

6.2.2 能编写悬移质泥沙测

验Ⅰ、Ⅱ、Ⅲ型误差试验的分析

报告 

6.2.3 能开展单次悬移质泥

沙测验不确定度误差计算分析 

6.2.4 能编写单样含沙量取

样代表性分析报告 

6.2.1 泥沙测验误差与控制 

6.2.2 悬移质泥沙测验Ⅰ、Ⅱ、

Ⅲ型误差的计算与精简分析的知识 

6.2.3 悬移质泥沙测验不确定度

误差计算分析与成果质量评价 

6.2.4 单样含沙量分析方法 

 

7. 

测 

站 

布 

7.1站

网规划 

7.1.1 能对水文站网规划提

出建议 

7.1.2 能对站网调整方案提

出建议 

7.1.1 水文站网规划概念 

7.1.2 水文分区的概念 

7.1.3 水文站网规划的原则 

7.1.4 水文站网规划的内容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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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7.1.3 能对水文分区提出建

议 

法 

7.1.5 水文站网调整的内容与方

法 

 

7.2选

址查勘 

7.2.1 能收集编写测站勘察

报告需要的资料 

7.2.2 能编写测站勘察报告 

7.2.1 测站勘察报告编写技术要

求 

7.2.2 测站勘察报告编写的内容 

 

8. 

水 

文 

调 

查 

 

8.1暴

雨和洪水

调查 

8.1.1 能分析暴雨调查成果

的合理性 

8.1.2 能利用洪水调查资料

推算洪峰流量 

  8.1.3 能分析洪水调查成果

的合理性 

8.1.4 能编写暴雨洪水调查

分析报告 

 

8.1.1 洪水调查内容和洪峰流量

推算方法 

8.1.2 暴雨调查成果合理性分析

方法  

8.1.3 洪水调查成果合理性分析

方法 

8.1.4 暴雨洪水调查分析报告编

写要求 

8.2枯

水和旱情

调查 

8.2.1 能利用枯水调查资料

推算枯水流量 

8.2.2 能分析枯水流量的合

理性 

8.2.2 能编写枯水调查分析

报告 

 

8.2.1 枯水调查内容和枯水流量

推算方法 

8.2.2 枯水流量合理性分析方法 

8.2.3 枯水调查分析报告编写要

求 

9. 

管 

理 

与 

培 

训 

 

9.1技

术管理 

9.1.1 能编制测区巡测方案 

9.1.2 能进行单站悬移质泥

沙测验精简分析 

9.1.3 能对突发性水灾害事

件的水文应急监测方案提出建

议 

9.1.4 能制定和编写测站业

务检查办法 

  9.1.5 能编写测区技术业务

综合报告 

  9.1.6 能制定测区业务检查

评定办法 

9.1.1 巡测方案编制的方法和技

术要求 

9.1.2 单站悬移质泥沙测验精简

分析的基本方法 

9.1.3 水文应急监测的基本概念

与方法 

9.1.4 测站业务检查内容 

9.1.5 测区技术业务综合报告编

写要求 

  9.1.6 测验质量和业务检查评定

内容和技术要求 

9.2技

能培训 

9.2.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

级别水文勘测工进行理论和技

能培训 

  9.2.2 能编写水文勘测工培

训教材大纲和撰写部分内容 

9.2.3 能承担水文勘测工职

业技能鉴定 

9.2.1 水文勘测工理论和技能培

训要求 

  9.2.2 水文勘测工培训教材编写

要求 

  9.2.3水文勘测工职业技能鉴定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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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 

术 

改 

造 

推 

广 

 

10.1技

术改造 

10.1.1 能对测验设备提出改

进意见 

10.1.2 能对测验方法提出改

进意见 

10.1.3 能借助相关工具阅读

有关水文测验仪器的外文资料 

10.1.1 测验设备测验效果判断

方法 

10.1.2 不同测验方法的效果比

较方法 

10.2新

技术推广

与应用 

10.2.1 能推广水文测验新仪

器 

10.2.2 能推广水文测验新方

法 

10.2.3 能开展水文测验新理

论的应用研究 

10.2.1 水文测验新仪器的性能

与应用条件 

10.2.2 水文测验新方法的原理

与适用条件 

10.2.3 水文测验新理论及其应

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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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0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降水量观测 18 8 6 ／ ／ 

水位观测 15 10 ／ ／ ／ 

流量测验 34 22 16 8 6 

水文测量 ／ 18 15 8 ／ 

测验仪器设备安

装与维护 
／ 

8 

10 10 ／ 

水文情报预报 ／ 20 16 14 

冰情观测 

8 

14 18 

／ ／ 

土壤墒情监测 

15 16 

地下水观测 

水质监测 

泥沙测验 ／ 

水面蒸发观测 ／ ／ ／ 

测站布设 ／ ／ ／ 10 
12 

  

水文调查 ／ ／ ／ 13 12 

管理与培训 ／ ／ ／ 10 16 

技术改造推广 ／ ／ ／ ／ 1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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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降水量观测 30 12 8 / / 

水位观测 24 10 / / / 

流量测验 32 30 20 8 8 

水文测量 ／ 20 18 10 / 

测验仪器设备安

装与维护 
／ 

10 

14 14 / 

水文情报预报 ／ 16 20 18 

冰情观测 

14 

18 24 

／ ／ 

土壤墒情监测 

18 16 

地下水观测 

水质监测 

泥沙测验 ／ 

水面蒸发观测 ／ / / 

测站布设 ／ ／ / 10 14 

水文调查 ／ ／ / 8 12 

管理与培训 ／ ／ ／ 12 16 

技术改造推广 ／ ／ ／ ／ 16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