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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年鉴数字化研究

肖　卫，时　昶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０）

摘要：水文年鉴是精装硬壳封面、线装书刊，在数字化处理时不宜将其拆散，再重新装订，为了加强对水文年鉴的

保护和利用，针对不拆卷档案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该系统具有纸质媒体整理、扫描、

影像纠错、书目索引以及自动上载的功能，能兼容市面上主流书刊扫描仪及无边距扫描仪，涵盖了任务分配、图像

扫描、图像处理、原文挂接和数据验证等整个加工业务流程，保证了纸质档案完整性和扫描数据与目录数据挂接

一致性。应用该系统完成了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干流等区域水文年鉴的数字化工作，为洪水预报、水文计算、水

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等工作提供准确、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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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年鉴是对海量水文观测原始记录进行整
理、分析，编制成系统数据和图表，按照统一的要求

和规格，并按流域和水系统一编排卷册，逐年刊印的

水文资料。水文年鉴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水

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水环境保护和水生态资源建

设等提供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蓄水工程、调水工程、流域或区域的防洪规划、水资

源综合规划等都是基于水文年鉴中的原始数据，进

行泥沙、降水等水文数据分析为基础，从而确定工程

规模或规划方案（彭立波和鲁青，２００９）。水文模型
建立需要的资料一部分可以通过遥感等手段获取，

更多的还是要依赖水文年鉴整编资料（彭立波和鲁

青，２００９）。张强等（２００９）在分析水文年鉴等资料
的基础上，对天津市暴雨在海河干流沿岸市郊区的

径流系数、径流量进行了估算，并对海河干流排沥原

则、排沥计算及海河水位、蓄量的预测方法做了说

明，为海河干流行洪排沥、防洪减灾提供了参考依

据。陈静生等（１９９８）根据水文年鉴中的水质监测
资料和全球水质监测计划中长江站的水质监测资

料，对长江干流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代水质变化进行了研
究。孙延锋等（２０１１）根据中苏历史水文年鉴，普查
了冰坝河流的分布和凌汛洪水过程，分析了寒冷山

区性河流冰坝形成的条件和类型。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及以前的水文年鉴只有刊印
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水文年鉴的资料整理和储

存开始应用计算机技术，并进行了水文数据库建设

的研究和实践。王海军和张潮（２００７）研究了基于
ＸＭ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技术制作报表的
方法，并应用于水文资料整汇编软件研制中。张然

（２０１１）开发出基于 ＶＢＡ开发环境的程序，将水文
整编成果表转换成符合数据库结构的标准格式，并

录入到标准数据库中。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年鉴利用率非常高，由于

长时间的频繁借阅利用，对纸质水文年鉴的损害非

常严重。一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印刷的年鉴已经破损
严重，有许多封面开裂、内页破损或脱落。水文年鉴

是精装硬壳封面、线装书刊，在数字化处理时不能将

其拆散，再重新装订。２０１０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水
文局引进了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对水文年鉴

进行数字化加工扫描并载入数据库，以推进水文年

鉴电子信息化管理，实现水文年鉴资源依法共享，为

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基础

资料支撑。

１　系统结构和功能

１．１　系统结构
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硬件包括服务器端和

客户端，并通过网络互连。服务器端完成任务分配

等作业，客户端连接扫描仪进行影像扫描操作和处

理，并将电子文档上载到档案数据库服务器。系统

结构见图１。
１．２　系统功能

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是根据水文年鉴的特

殊要求而设计的，具有界面美观、功能键统一，操作



简便等特点。系统能兼容市面上主流书刊扫描仪及

无边距扫描仪，涵盖了任务分配、图像扫描、图像处

理、原文挂接和数据验证等整个加工业务流程，保证

了纸质档案完整性和扫描数据与目录数据挂接一致

性。系统支持ＴＩＦＦ、ＪＰＧ、ＰＤＦ等多种文件格式。

图１　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结构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ｉｌ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１　任务分配　可进行工程管理（新建工程、打
开工程、保存与接受工程、标记与撤消工程等）和批

次管理（新建或删除１个批次、批次划分、重命名批
次、标记与撤消批次等）。

１．２．２　影像扫描　可以按照要求进行扫描影像、重
扫影像（新的影像替换当前影像）、插扫单页或多页

影像（新的单页或多页影像将插在当前影像之后）、

导入已有影像、批量删除导入的影像等。

１．２．３　影像处理影像优化　自动对影像进行“纠
偏”和“去黑边”操作、清除选定区域内或外部影像、

按照中缝设定的宽度自动对影像进行“去中缝”操

作。

影像校正：线型弯曲校正，文字变形校正。

影像的排列方式：按顺序或反序排列切分影

像。

影像旋转：影像左旋９０°、右旋９０°、旋转１８０°或
旋转一个任意角度。

放大与缩小影像：放大或缩小影像、局部放大影

像、影像交换、影像移动。

编辑影像：擦除选定区域内或外影像，切割、剪

切、反色、手动纠偏等操作，撤消或恢复操作等。

保存与删除影像：保存或删除预览窗口中所选

中的影像。

影像纠错：影像修正（如对黑边、歪斜、污点的

处理）、缺页重扫、窗体的缩放、翻页码、错页调整

（提升上页、降低下页）、移动一个或多个影像、交换

一个或多个影像等。

自动影像遮幅：自动去除影像多余的黑边使其

变为白色。

手指影像删除：自动删除手指影像。

影像对中：自动对影像进行对中校正。

影像文件合并：根据扫描目录信息，合并成多页

ＴＩＦ图像文件。
影像预览：对扫描影像进行浏览、查看，可选择

单幅或双幅影像浏览方式。

批处理：对一批影像进行重扫、旋转、镜像翻转

与自动纠偏等操作；对一批影像进行去黑边、歪斜、

污点等操作；对一批影像进行由彩色转化为灰度或

黑白影像的操作等。

１．２．４　原文挂接　手动或定时上载方式将原文挂
接到档案管理系统对应的条目下。

１．２．５　书目著录　根据书刊目录进行识别挂接。
１．２．６　手动、定时和批量上载　可以手动或定时上
载电子文档，还可以手动上载多个电子文档。

１．２．７　数据验证　通过档案查询系统逐页检查。

２　系统操作流程

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可以按照不同的要求

灵活定制操作流程。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根据纸质

幅面大小设置扫描幅面，还可以根据纸质不同的色

彩设置彩色或黑白扫描。这样，既能真实地记录纸

质档案的原貌，还能有效地节省存贮空间，便于快速

打开和阅览电子文档。系统操作流程见图２。

３　系统特点

３．１　适用于不可拆分、倒置困难的档案或书籍
系统采用书刊扫描仪，对于精装、硬壳封面的档

案或书籍则避免了拆分，扫描时不需倒置档案或书

籍，只需将页面朝上，平放于托书台。

３．２　可以扫描不规则的纸张
系统既可以加工Ａ３、Ａ４、Ｂ５等标准规格的纸质

文件，还可以加工不规则的纸质文件和贴有标签的

纸张，甚至是装订纸张。

３．３　高精度彩色、灰度和黑白扫描
通过高分辨率 ＣＣＤ（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

器），系统实现了高精度完美的扫描。可处理不同

的扫描模式，包括彩色、灰度及黑白模式，都可保证

最佳的扫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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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操作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ｉｌｅ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３．４　保护珍贵的文件
系统具有自动识别和修正书本文字弯曲变形的

功能，扫描时不需压平书本以防止文件影像因书本

弯曲而扭曲变形。

３．５　自动修正
系统具有书脊弯曲校正、文字变形校正、自动中

缝删除、自动遮幅、自动影像对中、自动手指印删除

等，使扫描电子文档能真实再现原稿本色。

３．６　３Ｄ扫描
系统具有３Ｄ影像扫描功能。因扫描时不直接

接触实物，物体可以垂直放置，可轻松、灵活地扫描

３Ｄ图像。
３．７　扫描电子文档与目录自动挂接

水文年鉴一般按照说明资料、考证资料、水位资

料、流量资料、输沙率资料、泥沙颗粒级配资料、水温

资料、冰凌资料、水化学资料、地下水资料、降水量资

料、蒸发量资料、水文调查资料和补刊资料等进行目

录编排和刊印。根据水文年鉴的特殊性，为了方便

电子文档的浏览和查阅，在进行水文年鉴的扫描过

程中，按目录顺序建立批次，利用批次逐一将其进行

合理划分，按批次划分顺序形成工程任务的电子文

档（即影像文件）。将该工程任务的电子文档上载

到档案管理系统后，与对应的档案条目自动关联，并

将水文年鉴案卷目录与工程任务的电子文档的批次

相关联，导入到档案管理系统，实现对应条目与电子

影像文档一一对应。

３．８　中文界面，简单易用，操作轻松
独特的扫描软件是基于用户需求而开发的，使

系统不仅能够设置扫描功能，也可以保存多种格式

的影像，如 ＢＭＰ、ＪＰＧ、ＰＤＦ、ＴＩＦＦ、批量或多页文件，
还可以进行影像后处理、纠偏、分页浏览和缩略图浏

览等。

４　小结

特殊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适应了不拆卷档案的

特殊性，既加强了对水文年鉴的保护和利用，又实现

了水文年鉴由纸质资料向电子文档的转化。长江水

利委员会水文局现已应用该系统完成了馆藏长江上

游、中游和下游干流等区域水文年鉴的数字化工作，

并为洪水预报、水文计算、防灾减灾、水生态保护和

流域综合规划等工作提供了准确、高效的水文数字

化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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