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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2014 年 CERN 地下水位数据集

摘  要：地下水是一个地区重要的自然资源，地下水位数据可为研究地下水的长期变化提供

重要的参考资料。本数据集收集整理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34 个台站采用人

工或自动记录方法观测的 2005 ～ 2014 年地下水位深度数据。重新整理后的数据格式更加

规范，质量也有所提高。此外，为了便于用户了解台站地下水位的概况（如平均深度及其

变化），我们还计算了各台站地下水位深度的平均值及其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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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区域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下属的 34 个台站

数据格式 *.xls 数据量 65 489 条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293，

http://www.cnern.org.cn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 计划，KFJ-SW-STS-168）
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 计划，KFJ-SW-STS-167）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收集整理了 CERN 的 34 个陆地生态系统台站于

2005～ 2014年期间观测的地下水位，观测频率为 1～ 10天不等。

数据集由 2 部分数据组成，其一为台站信息数据，其二是各台

站地下水位及其相关数据。所有数据都存放在 1 个 Excel 数据文

件中，其中所有台站的基本信息放在 1 个表单内，34 个台站的

地下水位数据分别放在不同的表单内并以台站代码命名。

引   言

地下水一般是指埋藏于地表以下能自由流动的水体，包括潜水和承压水。而

地下水位通常是指土壤水分达到饱和状态时的深度，其变化可反映地下水的运动

状态 [1]。通过对地下水位的长期监测，可以研究一个地区的地下水形成、分布与

移动规律。地下水位是地下水资源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通过观测地下水位可为

评价和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以及工农业发展和城镇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所以，

地下水位观测也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和社会公益性的工作 [2]。近年来，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为了保持农业的高产稳产，部分地区出现对地下水过度开发的状

况 [3-4]。由于地下水的不合理开采，一些地区出现了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面沉降、

地裂缝、地面塌陷和海（咸）水入侵等生态和地质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或

间接与地下水位的变动相关 [5]。因此，开展地下水位监测不仅具有科学研究方面

的意义，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各台站通过长期监测地下水位变化，积累了

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对研究我国主要生态系统地下水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

义。CERN 水分分中心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负责收集、整理这些数据，并对其进

行质量控制。本文将介绍 CERN 的 34 个台站于 2005 ～ 2014 年观测的地下水位数

据情况，为其他科学工作者或用户充分利用本数据集提供详细的说明。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观测场地、方法和仪器

图 1 展示了与本数据集有关的台站分布情况，其台站的基本信息可参见表 1。
根据 CERN 制定的《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观测规范》[1]，地下水位的观测地点通

常选择在各台站的综合观测场或气象观测场内。为了长期监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各台站都在综合观测场或气象观测场等地建造了一个或者多个专用水井，用于观

测地下水位的长期变化。

（续表）



China Scientific Data
中国科学数据2005 ～ 2014 年 CERN 地下水位数据集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专刊48 www.csdata.org

表 1   CERN 台站地下水位观测点信息及地下水位概况

台站
代码

台站名称
生态
类型

经度
（o）

纬度
（o）

海拔高度
（m）

起始
年份

数据量
（条）

平均深度
（m）

标准差
（m）

AKA 阿克苏 农业 80.83 40.62 1028 2008 2509 2.59 0.55
ASA 安塞 农业 109.32 36.86 1033 2005 751 11.97 0.36
CSA 常熟 农业 120.68 31.53 3 2005 1417 0.58 0.40
CWA 长武 农业 107.67 35.20 1220 2005 3136 84.45 2.83
FQA 封丘 农业 114.40 35.00 68 2005 2944 5.13 2.75
HLA 海伦 农业 126.92 47.45 275 2008 1568 20.48 2.15
HJA 环江 农业 108.32 24.73 235 2005 961 2.77 1.46
LCA 栾城 农业 114.69 37.89 50 2005 792 37.73 3.66
LSA 拉萨 农业 91.33 29.67 3688 2005 1338 2.78 0.63
QYA 千烟洲 农业 115.05 26.73 67 2006 6157 2.26 1.34
SYA 沈阳 农业 123.40 41.52 41 2005 960 7.81 3.52
TYA 桃源 农业 111.43 28.92 94 2005 2557 1.37 1.05
YCA 禹城 农业 116.57 36.87 22 2005 3019 2.40 0.62
YGA 盐亭 农业 105.45 31.27 404 2005 1581 2.28 1.38
YTA 鹰潭 农业 116.92 28.20 45 2005 794 3.85 1.25
ALF 哀牢山 森林 101.02 24.53 2488 2005 7731 2.81 1.21
BJF 北京森林 森林 115.433 39.967 1150 2005 743 3.11 0.49
BNF 西双版纳 森林 101.27 21.92 541 2005 2891 1.43 0.75
CBF 长白山 森林 128.10 42.40 740 2005 437 8.52 0.85
DHF 鼎湖山 森林 112.55 23.17 20 2005 1571 1.68 0.92
GGF 贡嘎山 森林 102.00 29.58 3100 2005 2066 2.09 0.65
HSF 鹤山 森林 112.90 22.68 20 2005 559 0.25 0.16
HTF 会同 森林 109.60 26.85 281 2005 1567 1.74 1.21
MXF 茂县 森林 103.90 31.70 1816 2005 594 1.06 0.14
SNF 神农架 森林 110.22 31.38 1290 2012 944 0.62 0.18
HBG 海北 草地 101.25 37.53 3240 2007 1896 5.58 1.14
NMG 内蒙古 草地 116.70 43.63 1188 2005 457 5.94 0.69

图 1   CERN 地下水位数据集观测台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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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
代码

台站名称
生态
类型

经度
（o）

纬度
（o）

海拔高度
（m）

起始
年份

数据量
（条）

平均深度
（m）

标准差
（m）

CLD 策勒 荒漠 80.72 37.02 1307 2005 651 15.25 1.30
ESD 鄂尔多斯 荒漠 110.18 39.48 1267 2005 723 8.09 4.02
FKD 阜康 荒漠 87.93 47.29 470 2005 3974 5.07 1.38
LZD 临泽 荒漠 100.12 39.33 1400 2005 2160 4.62 3.42
NMD 奈曼 荒漠 120.70 42.93 349 2005 995 7.42 1.12
SPD 沙坡头 荒漠 105.00 37.47 1250 2005 2546 15.45 0.96
SJM 三江 湿地 133.52 47.58 56 2005 2532 11.86 1.32

地下水位的测量方法比较简单，可分人工观测和仪器自动观测两种。人工观测

是指利用悬垂式水尺直接测量地下水位深度。当尺子头上的金属体接触到地下水

时，会发出响声，同时手感重量也会变轻，此时绳子的长度即为地下水位深度。人

工测量有一定主观性，一般可能存在 5 mm 左右的误差。此外，利用人工方法观测

的台站，观测频次相对较低。根据《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观测规范》的要求，一般

台站应 5 ～ 10 天观测一次。由于地下水位的变化通常是比较缓慢的，这样的观测

频率足以监测地下水位的长期变化趋势。而地下水位自动观测方法是将一套压力传

感器长期放置在地下水中，通过自动监测传感器上方的水压来反推地下水位深度。

该方法不仅可以消除地下水位观测的人为误差，同时观测频率也易于自行调整。

两种方法所采用的测量工具或仪器是不一样的。图 2a 是目前台站广泛采用的

地下水位专用测量尺。将专用尺的金属端放入水井，通过声音和触觉来判断尺子

是否达到地下水表面，从而记录地下水位深度。图 2b 是 CERN 统一采用的压力式

地下水位观测系统的示意图，于 2014 年才开始在大部分台站应用。所有仪器出厂

前都经过严格校正，数据质量更加可靠。仪器观测和操作完全按照水利行业标准《地

下水监测规范》（SL/T198-96）执行。

（续表）

                                 （a）                                                                              （b）                                      

图 2   a 图为人工测量用的垂悬尺，b 图为地下水位自动观测系统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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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处理方法 

地下水位的人工观测通常是观测员在现场测量后，将数据记录在一个表格

中，并填写其他辅助信息，如日期、时间、地点和下垫面状况等。纸质记录的数

据再录入到计算机中进行电子化。台站每年集中整理数据并按相应的格式汇交到

CERN 水分分中心。对于自动水位计观测的数据，则由各台站观测员转换到统一

的表格中。CERN 水分分中心对所有数据进行再次检查，合格的数据汇交到 CERN
综合中心，相关人员进行数据格式审核，无误后最终导入到数据库，以供使用。

在过去的数据汇交过程中，地下水位监测频率没有统一规定，导致数据的观

测频率不一致。特别是采用自动水位计监测的数据，监测频率可能高达 1 小时 1 次。

为便于其他用户使用这些数据，我们对台站 10 年汇交的数据进行了重新整理。首

先是分台站将 10 年的地下水位数据分别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台站为基本单位

的原始数据集。其次是规范地下水位深度数据的监测频率。如果台站汇交的数据

在 1 天内有多次观测，我们取其平均值为该台站在该日的地下水位深度。最后将

重新整理后的所有台站的地下水位数据汇集在一个 Excel 数据文件中，每个台站的

数据存放在一个单独的表单内。为了便于使用，我们对台站的相关信息（如台站

代码、经纬度等）进行了整理，并将其放在一个单独的表单内。

2   数据样本描述

地下水位深度数据为表格数据，其具体内容及涵义参见表 1。

表 2   地下水位数据字段及含义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量纲 说明

观测日期 日期型 无 观测的年月日信息，便于绘制连续变化图

年 整数型 无 观测年份，4 位数字

月 整数型 无 观测月份，1 ～ 2 位数字

日 整数型 无 观测日期，1 ～ 2 位数字

地下水位观测井

代码
字符型 无

观测井代码有 13 位，如 AKAZH01CDX_01
表示阿克苏农业站的综合观测场 1 号地下水

井，具体含义见正文

样地名称 字符型 无 地下水位观测样地名称

植被名称 字符型 无 观测井下垫面状况，如植被、作物等

地下水埋深 浮点型 米（m） 地下水位距离地面的深度

地面高程 浮点型 米（m） 观测井的地面海拔高度

表 2中地下水位观测井代码（13位字符）是按照CERN的命名规则统一命名的。

1～ 3位字符（如TYA，CBF等）为台站代码，其中第 3个字母为台站的生态类型（A
为农业站，F 为森林站，G 为草地站，D 为荒漠站，M 为湿地站），每个台站代

码及其所对应的台站名称在数据表中有详细说明。4～7位字符（如ZH01、QX01等）

代表观测场类别及编号，只有 1 个场地的用 01 表示来编号；ZH 表示综合观测场，

QX 表示气象观测场，FZ 表示辅助观测场。CDX 表示该数据是地下水位数据，以

区别其他类别的数据。最后 2 个代码（12 ～ 13 位字符）代表在同一个观测场内的

不同测井的编号。表 3 是以桃源站 2010 年汇交的部分数据为例，说明本数据集的

格式和内容。

因为台站观测的地下水位日期和时间间隔不固定，所以数据的连续性不是很

好，但其长期变化趋势很明显。图 3 给出了海伦（HLA）和栾城（LCA）站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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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地下水位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地下水位的监测频率不同，导致地下

水位时间序列图的连续性不一致，但地下水位的长期变化趋势是很明显。例如，

海伦站地下水位变化不大，且有上升的趋势；而栾城站的地下水位下降非常明显，

2005 年的地下水位深度是 32 m 左右，而 2014 年的地下水位深度最低达到 45 m
左右。为了便于了解所有台站地下水位的平均深度及其变化情况，我们分别计

算了各台站地下水位深度的平均值（Mean）和标准差（Std），其相关结果见表 1。
各台站的地下水位深度差异很大，最深的是长武站（84.45 m），最浅的是鹤山站

（0.25 m）。

表 3   数据实例（以桃源站 2010 年部分数据为例）

观测
日期

年 月 日 地下水位观测井代码 样地名称 植被名称
地下水

埋深（m）
地面高程
（m）

2010-
5-10 2010 5 10 TYAZH01CDX_01 综合观测

场 1 号井
水稻 1.02 94.0

2010-
5-10 2010 5 10 TYAZH01CDX_02 综合观测

场 2 号井
水稻 0.17 94.0

2010-
5-10 2010 5 10 TYAFZ01CDX_01 辅助观测

场 1 号井
茅草 2.22 83.7

2010-
5-15 2010 5 15 TYAZH01CDX_01 综合观测

场 1 号井
水稻 0.87 94.0

2010-
5-15 2010 5 15 TYAZH01CDX_02 综合观测

场 2 号井
水稻 0.11 94.0

2010-
5-15 2010 5 15 TYAFZ01CDX_01 辅助观测

场 1 号井
茅草 2.16 83.7

图 3   海伦站（HLA）和栾城站（LCA）2005 ～ 2014 年地下水位变化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地下水位的数据质量控制可分为 3 个层级。首先是台站层级的控制，这是数

据质量的关键。虽然地下水位的观测数据内容比较简单，但也要经过数据观测员

和数据管理员的现场检查。如果地下水位数据变化比较大的话，需要重新测量。

第二层级的控制是 CERN 水分分中心。台站汇交的地下水位数据的一个误差来源

是人工输入数据到计算机时偶然出现的输入错误。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

们一般要利用 Excel 软件的绘图功能检查数据的连续性。如果某天的数据出现明显

的偏离，就要反馈给台站再确认。除了地下水位核心数据外，分中心也要对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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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数据（如观测日期、代码编号等）进行检查。第三层级就是 CERN 综合中心对

数据质量的控制。综合中心除了用软件检查数据质量外，还重点检查数据格式的

规范性，以尽可能减少数据入库的错误率。

由于大部分台站的地下水位是由人工观测的，可能存在 5 mm 左右的误差。对

研究一个地区的地下水位长期变化而言，其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采用自动

水位计观测的，误差更小。如果观测井地下水位是负值，表示地面已经出现积水，

其数值代表积水深度。由于各台站开始观测地下水位的时间和观测频率不同，导

致各台站实际观测的地下水位数据量有明显差别。各台站开始观测地下水位的时

间和数据量（条）见表 1。

4   数据价值

虽然国内很多部门观测地下水位，但在全国不同自然生态系统 30 多个区域上

长期连续的地下水位数据不多。本数据集给科学家或管理部门了解我国近 10 年地

下水位的变化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5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需要使用本数据集的读者，可以登录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数据资源

服务网站（http://www.cnern.org.cn）或 Science Data Bank（http://www.sciencedb.cn/

dataSet/handle/293）。登录系统后在首页点击“数据论文数据”图标或在数据资源

栏目选择“数据论文数据”进入相应页面下载数据。本数据集是对 CERN 汇交的

地下水位数据进行再整理后形成的数据库。数据经过进一步的质量控制，去除了

有明显错误的异常值，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重新排列。数据用户在分析地下水

位数据时，宜配合台站的其他数据一起分析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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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water is a significant resource in a region, and the groundwater level is the 
important data source for studying its long-term change. In this dataset, we collected groundwater 
level data observed in specific wells in 34 stations of 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 (CERN) 
from 2005 to 2014. The data were gathereded by a special ruler or an automatic gauge, and further 
organized and standardized. The data format is more concise and standard with improved quality.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groundwater levels of each station were further calculat-
ed in order to provide quick overview for each station. 
 
KEYWORDS   groundwater level; water resource; terrestrial ecosystem; stations of CERN

引文格式 ：朱治林 , 唐新斋 , 袁国富 , 等 . 2005 ～ 2014 年 CERN 地下水位数据集 [J/O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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