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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项目由河海大学牵头，于 2019 年 4月向中国水利学会

提交立项申请，5月通过中国水利学会立项论证会，6 月中国水利

学会正式批复立项。 

2、主要工作过程 

7 月－8月，初步组建标准编制组，有意向邀请生产、检测、

使用、设计等单位技术人员参加。确立标准技术内容总体编制原

则，起草初稿，调研要求等事项。已完成了初稿的编制以及初稿

英文版的翻译。编制了“调查问卷表”，定向征求了 10 余家单位

意见，这些单位包括科学院、生产商、集成商、业主单位，共收

回 7 份问卷，初步取得了雷达水位计使用的现场资料。 

9 月对生产企业、使用单位、管理部门展开初步的调研，调研

单位主要有：珠江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深圳华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儒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禾信创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全水信息科技有限限公司。 

为真实发映雷达水位计的技术和产品市场的需求，也为雷达

水位计标准后续的推广实施，我们有幸邀请了产品使用的业主单

位、科研院、生产商、集成商等单位参加标准的编制事宜。 

10 月，河海大学于南京组织召开了《雷达水位计》团体标准

编制工作暨技术咨询会，正式组建了以河海大学牵头负责，业主

单位、科研院所、设计单位、生产单位、系统集成科技公司、检

测单位等多方参加编制的起草组。会议确立了标准编制方向和技

术内容框架，确定了起草组人员及任务分工,开展编制工作。11



月，河海大学完成《雷达水位计》科技查新报告，12 月，水利部

水文及岩土工程仪器质检中心形成《关键技术指标试验验证方

案》。 

2020 年 2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编河海大学高玉琴教授，全面负责标准编制工作，

主持英文版的翻译工作。水利部水文及岩土工程仪器质检中心徐

海峰高工负责标准统稿及标准程序性流程工作。主要起草人及其

分工见下表。 

序号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主要编写分工 

1 高玉琴 博导/副教授 河海大学 全面主持 

2 黄建明 副局长/高工 
曲靖市阿岗水库工程

建设管理局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3 杨  跃 副主任/高工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

水利科学研究院 
理论研究与生产方面 

4 朱鸿飞 总经理 
南京全水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生产、安装使用、

考核验收等方面 

5 袁明道 主任/教高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用户管理要求、安装考

核验收等方面 

6 谢  文 工程师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数据采集与传输方面 

7 牛睿平 高工 
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

自动化研究所 
数据采集与传输方面 

8 丁  胜 高工 
成都万江港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生产、安装应用等方面 

9 陈  琳 工程师 
北京精波仪表有限公

司 
生产、安装应用等方面 

10 徐海峰 高工 
水利部水文及岩土工

程仪器质检中心 

汇稿，框架设计，资料

整编、组织协调等方面 

11 陈淑云 所长 宜兴横山水库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12 黄显峰 副教授 河海大学 
标准科技查新及英文

翻译等方面 

13 李聂贵 高工 
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

自动化研究所 

理论研究，国内外相关

标准对比等方面 

14 王  涛 技术总监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 数据采集与传输方面 



有限公司 

15 张旭辉 副主任/高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用户管理要求、安装考

核验收等方面 

16 李  刚 室主任/高工 

水利部水文及岩土仪

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 

产品检验测试方面 

17 储华平 总经理/教高 
南京水木清华设计有

限公司 

规划设计、运行维护验

收等方面 

18 田月红 高工  
用户方面资料收集整

理方面 

19 施克鑫 工程师 
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

自动化研究所 

理论研究，国内外相关

标准对比等方面 

20 刘德军 高工 北京水利学会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21 张龙平 高工 
曲靖市阿岗水库工程

建设管理局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22 潘选明 高工 
曲靖市阿岗水库工程

建设管理局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23 章薛栋 工程师 宜兴油车水库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24 李玉梅 工程师 

水利部水文及岩土仪

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 

标准情报检索、产品检

验测试等方面 

25 陈伟昌 工程师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

水利科学研究院 
理论研究与生产方面 

26 徐云乾 高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用户管理要求、安装考

核验收等方面 

27 丁  霞 工程师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28 陈佳慧  河海大学 
标准科技查新及英文

翻译等方面 

29 刘云苹  河海大学 
标准科技查新及英文

翻译等方面 

30 田  勇 高工  用户管理及资料收集 

31 周  桐   用户管理及资料收集 

32 冯春燕 科长/工程师 宜兴横山水库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33 杜承霖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34 李  辉 高工 
南京水木清华设计有

限公司 

规划设计、运行维护验

收等方面 

35 裘劲松 高工 
江苏南水水务科技有

限公司 
生产、应用等方面 

36 张  亚 高工 
江苏南水水务科技有

限公司 
生产、应用等方面 

37 庞  红 高工 
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

自动化研究所 
情报检索 

38 孔  刚 高工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39 翟  航 高工  用户管理要求方面 

二、标准制修订原则 

1、目的性原则 

（1）适用性的目的。为保证产品的适用性，本标准除规定了雷达

水位计相关特性外，如工作环境、测量范围、测量精度、电学、

防护、机械等特性方面的要求，还规定了满足业主用户要求的安

装调试、运行维护、考核验收方面的要求。 

（2）相互理解的目的。给出了术语及其定义；对符号、代号、缩

略语、标志等进行了说明；给出了产品工作原理、结构分类、安

装及其相对应的示意简图；给出了规定的技术要求所对应的试验

方法等。 

（3）接口、数据采集与传输等配合自动化使用的目的。给出了雷

达水位计接口类型的相关规定，给出了雷达水位计与 RTU 之间配

合的通讯协议的规定及其示例。给出了 RTU 与上级信息中心进行

配合的示例参考内容。 

2、性能原则 

为更好地雷达水位计的使用功能，在对雷达水位计进行性能

特性的表述时，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定性的表述，见 6.2 条，

一种是纳入可试验的“要求”中进行定量表述，见第 7章。 

3、可证实性原则 

为保证雷达水位计产品的质量，列入第 7 章“要求”中的技

术内容均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 

4、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时，对生产商、集成商、应用业主方进行广泛

的调研，了解和掌握了丰富翔实的国内产品市场信息和技术资料。

对雷达水位计技术及相关标准文献、论文等科技成果查新，了解

和掌握国内外雷达水位计的技术发展现状；也在第三方具有 CMA

资质的实验室对国内主流雷达水位计产品关键技术指标进行测试

验证，了解和掌握了国内雷达水位计的技术质量水平。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在选取和确立雷

达水位计关键技术指标时，以满足用户对高科技雷达水位计产品

需求为导向，将产品先进的技术指标和性能纳入标准中，坚持标

准技术内容水平与产品实践应用的技术水平保持一致。 

三、标准技术来源及专利情况 

1、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的依据 

（1）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采用最新的有效版本：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9359  水文仪器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GB/T 13336  水文仪器系列型谱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966  水文仪器基本参数及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8185  水文仪器可靠性技术要求 

GB/T 18657.3－2002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 5部分:传输规约 第 3篇:应用数据的一

般结构 

GB/T 19704  水文仪器显示与记录 



GB/T 19705  水文仪器信号与接口 

GB/T 50095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SL 651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SZY 206－2016  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2）生产商、集成商产品的最新技术资料。 

（3）业主方的需求信息。 

（4）标准科技查新的成果文献。 

（5）国内主流雷达水位计产品的实验室验证数据资料。 

（6）水文测验技术专著的资料。 

2、专利情况说明 

目前尚未收到标准涉及专利的反馈信息。 

（1）在征求意见稿及下一阶段的送审稿封面上，写上专利通

知性的文字：“请将您发现的有关专利信息及支持性文件随意见一

并反馈”。 

（2）在标准的前言中对专利的处置进行了声明：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

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3）在标准的引言中对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本标准的发布机构对于专利的范围、有效性和验证资料不

提出任何看法。专利持有人应向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意

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和非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就使用授权许可

证进行谈判。自本标准发布实施之日起，专利持有人未在本标准

发布机构进行专利许可备案的，因使用本标准而发生专利侵权行



为的，本标准发布机构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四、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1、主要指标试验验证情况 

确立了产品关键指标的验证方案： 

（1）验证试验对象 

参与团体标准雷达水位计编制的生产企业和国内部分生产

商、集成商。 

（2）验证试验机构 

水利部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3）主要验证试验仪器、仪表、设备 

非接触水位检测装置；激光测距仪；大量程非接触水位试验

装置。 

（4）验证试验主要性能参数 

测量盲区；分辨力；测量范围；测量准确度(测量误差);重复

性。 

（5）验证试验方法 

按征求意见稿正文中相对应的条款和试验方法进行验证。 

2、试行结果 

见附件。 

五、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本标准中涉及相关标准的引用信息，均进行了协调一致性的

校核。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无国际标准可比对。 

七、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贯彻措施及预期效果 

拟编写宣贯教材进行普及；结合产品实施案例，不定期进行

宣贯培训。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