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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探讨了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的价值及其具体应用。通过对 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

领域的实践和应用案例进行分析，揭示了 GPS 技术在精准定位、高精度测量、实时数据传输等方面的优势，并阐述了其在水

文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和灾害预警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旨在提高人们对 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的认识和应用，并为进一

步研究和开发 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领域的潜力提供参考。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technology	i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cases	of	GPS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the	advantages	of	GPS	technology	in	precise	positioning,	high-precision	measurement,	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and	other	aspects	are	revealed,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GPS	technology	in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re	expound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mprov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GPS	technology	i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PS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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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至关重要。水文水资源监测是保障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环

境保护的基础工作，对于实现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和灾害预警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全球定位系统

（GPS）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空间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

各个领域。论文旨在探讨 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的

价值和具体应用，以期为进一步提高水文水资源监测的精确

性和效率，为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2 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的价值
2.1 超高的定位精度

自 GPS 技术的问世以来，其超高的定位精度给各个领

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水文水资源监测领域，GPS 技

术的应用也展现出了巨大的价值。水文水资源监测是指对地

表水、地下水和大气水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以及对水文环境

变化进行监测和预测的科学活动。而 GPS 技术的高精度定

位能力为水文水资源监测提供了更加准确、可靠的数据基

础，为科研和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第一，GPS 技术的超

高定位精度可以准确测量水文监测站点的地理位置。水文监

测站点的地理位置是进行水文监测的基础，确定了水文监测

数据的时空分布特征。传统的测量方法需要依靠地图、测量

仪器等进行人工测量，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受到人为因素

的影响，导致定位不准确。而 GPS 技术通过卫星定位和导

航系统，可以实时、准确地获取站点的经度、纬度和海拔等

信息，为水文监测提供了精确的空间参考。第二，GPS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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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高精度定位能力可以准确测量水文要素的位置和变化。

水文要素包括水位、流量、降雨量等，它们的准确测量对于

水文资源管理和水灾预警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测量方法

需要人工进行，存在着时间、空间和人力资源的限制。而

GPS 技术可以将测量仪器与 GPS 接收器相结合，在实时动

态监测中精确测量水文要素的位置和变化。通过 GPS 技术，

可以实现水文要素的自动化监测与数据采集，提高了监测效

率和数据的准确性。第三，GPS 技术的高精度定位还可以

实现多站点数据的同步和整合。水文监测通常需要在多个站

点同时进行，以获取全面的水文信息。传统的多站点监测需

要通过人工操作进行数据整合，容易出现数据不一致和误差

累积的问题。而 GPS 技术可以实现多站点数据的同步，通

过卫星信号的时间标定，为多站点数据的整合提供了便利和

准确性。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数据处理的工作量，还可以提高

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1]。

2.2 监测耗时短
GPS 技术通过卫星定位和导航系统，能够精确测量地球

上任何一个点的位置坐标。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GPS 技

术被广泛应用于流量测量、水位观测、地下水位监测等方

面。与传统的监测方法相比，GPS 技术以其高精度和实时

性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第一，GPS 技术在流量测量

中的应用使监测耗时大大缩短。在过去，为了测量河流的流

量，需要人工放置浮标或使用流速计等设备，耗费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且操作复杂。而借助 GPS 技术，可以直接测量

河流的流速和宽度，从而快速计算出流量。这不仅减少了人

力物力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测量结果能够实时反馈，提高

了监测的效率和准确性。第二，GPS 技术在水位观测中的

应用也为监测耗时短提供了有效手段。传统的水位观测需要

人工定点采集数据，并进行复杂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而借

助 GPS 技术，只需携带便携式 GPS 设备，在不同的位置进

行测量，即可获取水位数据。这样不仅省去了漫长的人工采

集时间，还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第三，GPS 技

术在地下水位监测中的应用也极大地减少了监测的耗时。以

往，地下水位的监测需要进行钻井、安装水井等烦琐的工作，

监测周期也较长。而借助 GPS 技术，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直

接获取地下水位信息，省去了大量的工作和时间。监测人员

只需在周围的地面位置进行测量，便可快速获得地下水位的

数据，大大提高了监测效率。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

中的应用使监测耗时大大缩短 [2]。利用 GPS 技术，可以快

速而准确地获取流量、水位等关键数据，极大地提高了监测

的效率和准确性。这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还为决策者提供

了及时的数据支持。

3 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的具体应用
3.1 自动采集水位数据

在水文水资源监测领域，GPS 技术正逐渐成为一种重要

的工具，特别是在自动采集水位数据方面。论文将深入探讨

GPS 技术在自动采集水位数据中的具体应用，以及其带来

的益处。第一，自动采集水位数据是水文水资源监测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传统的采集方式需要人工测量水位，不仅费时

费力，还容易造成误差。而引入 GPS 技术后，可以实现对

水位的自动监测和数据采集。通过将 GPS 设备与水文测量

仪器相结合，可以实时准确地获取水位数据，并将其传输到

数据中心进行分析和处理。第二，GPS 技术的应用可以极

大地提高水位数据采集的效率和准确性。传统的人工测量方

式可能受到天气、人为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数据的不准

确性，并且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而使用 GPS 技术，可

以实现全天候的自动采集，无论是在晴天还是在恶劣的天气

条件下，都能够稳定地获取准确的水位数据。这不仅提高了

工作效率，还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浪费。第三，GPS 技术还

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功能，进一步优化水位数据的采集和

分析。通过与定位技术相结合，可以获得水位监测点的精确

位置信息，有助于建立水位分布的空间模型，进一步了解水

资源的分布和利用情况。同时，GPS 技术还可以提供时间戳，

实现对水位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

解水位的变化规律，为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GPS 技术在水位数据采集中的应用也带来了一些挑

战和问题。首先，GPS 信号在水体中传播存在一定的困难，

容易导致信号的不稳定性，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其次，GPS

设备的成本较高，需要进行安装和维护，对于一些资源有限

的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推广和应用 GPS 技

术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制定合理的方案和措施，以

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GPS 技术在自动采集水位数据

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提高了水文水资源监测的效

率和准确性，还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功能，有助

于深入了解水资源的分布和利用情况 [3]。当然，我们也要明

确 GPS 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采取

适当的措施进行解决。

3.2 水源质量实时监测
GPS 技术作为一种全球导航卫星定位系统，通过在地球

上分布的众多卫星间互相通信，以及与接收器之间的交互作

用，可精确测量地球上任意点的三维坐标。在水文水资源监

测中，GPS 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第一，GPS 技术可

以在水源质量实时监测中提供精确的空间位置信息。监测站

点的精确位置是确保监测数据可靠性的基础。通过 GPS 技

术，监测站点的经纬度坐标能够被准确测量并记录下来，

从而为后续的监测工作提供了准确的空间定位。第二，GPS

技术可以实现对水流速度和流向的准确监测。水流速度和流

向是评估水源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传统的水流速测量方法

常常需要人工投放漂流物或使用流速仪器，费时费力且不够

准确。而利用 GPS 技术，可以通过在水流中投放带有 GPS

定位芯片的浮标，实时获取浮标位置信息，并结合时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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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水流速度和流向，大大提高了监测的准确性和效率。第

三，GPS 技术还可以与其他传感器结合，实现对水源质量

的多维度监测。例如，通过将水质传感器与GPS接收器结合，

可以实时监测水源中的溶解氧浓度、水温、pH 值等参数，

以全面评估水源的质量状况。同时，GPS 定位信息与其他

传感器数据的综合应用，还可以帮助监测人员判断水源是否

受到污染源的影响，进而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在水源质量

实时监测中，GPS 技术的应用给监测人员提供了更大的便

利性和操作灵活性。与传统的监测方法相比，GPS 技术能

够实现监测站点的快速布置和调整，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与

共享，以及监测结果的可视化展示。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监测

工作的效率和数据的可靠性，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支

持。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的应用为水源质量实时

监测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展。通过提供精确的空间定位，

准确监测水流速度和流向，以及与其他传感器结合实现多维

度监测，GPS 技术为水源质量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持 [4]。

3.3 洪水调度
洪水调度作为水利工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旨在通过合

理的水库调度控制洪峰流量，减轻洪灾损失，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而在洪水调度中，GPS 技术的应用正逐渐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为洪水预测、水位监测以及调度决策提供

了准确的空间定位信息。众所周知，洪水是一种自然灾害，

常常给人们的生活和财产带来巨大的破坏。为了有效应对

洪水，水文水资源监测人员需要及时了解各地的降雨情况、

水位变化以及水流速度等关键信息。这些信息的精确获取对

于洪水预警系统和水利调度决策至关重要，而 GPS 技术的

引入正是为了提供高精度的空间定位数据。第一，在洪水预

测方面，GPS 技术可以精确测算出洪水泛滥的范围和时刻，

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和地面监测站的联合作用，可以实时获取

各地的水位、降雨情况和水流速度等信息。将这些数据与历

史洪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和模型计算，可以预测出未来一

段时间内可能出现的洪水情况，为相关部门做好防洪准备提

供科学依据。这种高效准确的洪水预测技术，大大提升了防

洪救灾的能力，降低了洪灾造成的损失。第二，在洪水调度

方面，GPS 技术的应用也能够提供精确的水位监测数据，

为水利调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水库是调节洪水流量的重要

设施，通过合理调度水库的蓄水量和排洪量，可以控制洪峰

流量，减轻洪灾的影响。而 GPS 技术的引入，使得水库的

水位监测更加精准可靠。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以实时测

算出水库的水位，结合水库容量控制线等因素，可以实现对

水位的准确控制，从而保证洪水调度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5]。

第三，GPS 技术在洪水调度中还能够提供决策支持，在紧

急情况下帮助相关人员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洪水来临时，往

往需要迅速做出决策，如何及时疏散人员、安排救援工作等

都需要依赖于精确的定位数据。GPS 技术的使用可以提供

实时的地理位置信息，帮助相关人员了解洪水的扩散范围和

影响范围，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最大程度地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结语
综上所述，GPS 技术在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具有重要价值

和多样化应用的潜力。通过充分发挥 GPS 技术的定位和测

量能力，可以提高水文监测的准确性和效率，为水资源的

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有力支撑。然而，目前还存在

GPS 技术在复杂地形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应用问题，需要

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GPS 技术

在水文水资源领域的应用将会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为

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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