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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统计学理论在水利普查中数据质量控制的指导作用，阐述了

如何利用统计技术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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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全国水利普查，有利于谋划水利长远发展思路，科学制定国家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合理配

置和高效利用；有利于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水利公共服务能力；有利

于提高全社会水患意识和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而统计数据质量是水利普查工

作的生命线，是普查能否发挥应有作用的前提。如何利用统计学理论选择科学

的统计技术手段保证普查数据真实可靠、准确完整，是水利普查工作最根本要求。

1  统计学理论对水利普查的理论指导作用

1.1  统计学理论对水利普查的宏观指导

统计学理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越来越重要，

在 21 世纪的今天，各个领域对统计理论的依赖愈来愈强。统计学在水利经济发

展领域中的作用主要有：水利经济的发展与评价、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水利数据库建设与风险管理、水利宏观经济监控与预测、

水利普查统计数据收集与质量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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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统计普查数据质量的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统计普查数据无论是在国家制定

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中，还是社会对经济、水利、环境等科

学研究领域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普查统计数据的内在质量以及数据

的产生、提供过程的可靠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上开

展对统计普查数据的评价与研究，从技术与方法上对统计普查数据的质量作出

客观公正的分析判断，从而改进、提高、控制、监测统计普查数据的质量问题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1.3  水利普查统计数据质量的重要性

水利普查统计资料能够全面反映水利建设发展成就，满足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在行业管理中的基本需要。为水利规划编制、计划管理、政策制定、领导

决策提供依据，为水利改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水利普查统计数据

的质量高低将在“十一五”期间得到国人的普遍关注，不仅从制度上约束、控

制数据的可靠性，还需从检测、验证的方法上进一步探讨。

1.4  提高水利普查统计数据质量的措施

提高和保证我国水利普查统计数据的质量，不仅是水利经济发展进行宏观

决策重要保证，也是改善行业风气重要方面之一。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和保证水

利普查统计数据的质量，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①严格依

照评价统计数据质量的标准体系来实施；②对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各种因素进

行系统分析，找出其中限制性环节；③对现有各种统计调查方法的实用性进行

比较研究，确定适合本地区实情的科学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④建立统计数据

质量控制体系，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控制手段，对统计数据质量实现从指标、设计、

调查、汇总到分布的全过程质量控制；⑤后期总量数据的科学估算和合成汇总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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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蒙城县利用统计学理论保证水利普查数据质
量的主要做法

2.1  严控按照普查程序

蒙城县及时成立质量控制工作组，明确各阶段质量控制的主要任务和组织

实施安排，建立质量控制责任人和岗位责任制。一是认真做好清查数据质量控

制工作。二是切实加强督查和技术指导，及时分析解决问题。三是及时开展清

查数据抽查审核。四是按时提高对象清查成果。按市水普办安排，蒙城县提交

清查成果，正式报市水普办。五是全面完成清查数据完善工作。根据省市水普

办提出的意见，蒙城县水普办正组织人员对清查数据进行认真复核修订。

2.2  科学采集普查数据

水利普查是一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基础数据的真实、准确决定着工

作的成败。首先印制清查表下发到乡村各级普查员，对全县范围的普查对象进

行清查，摸清清查对象的名称，位置、规模、管理单位、隶属关系等，定期召

开业务研讨会，问题分析会等，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请示上级领导，严格

执行操作规程，编制和核对底册名录，对普查工作对象的清查摸底、登记、审核、

汇总，层层把关，保证了清查对象准确无误。县水普办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

到现场调查踏勘、进行试验计算，并抽调 24 名水利站专业技术员充实到水普一线。

测量、采集、标绘、审核、录入，所有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普查工作全部

由县水普办专业工作组进行。水普专业工作组分片深入全县 19 个乡镇，逐村逐

户实地踏勘，按普查小区逐一绘制规模以上机电井位置示意图，保证了全县普

查对象的不重不漏。

2.3  确保普查数据质量

蒙城县在开展水利普查工作的过程中，坚持全过程质量控制原则、坚持全

员质量控制原则、坚持分级分类质量控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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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规范填写普查数据报表

蒙城县水利普查的正式普查表纸质表格填写采取集中填写方式进行，各类

表格填写均有专职人员负责，确保质量达到国普办的统一技术标准要求。在数

据质量上坚持：①全过程控制原则。质量控制必须贯穿普查方案编制、普查培

训、清查登记填表上报、数据处理、汇总上报的全过程。②全员质量控制原则。

③分级质量控制的原则。④分类质量控制的原则。在清查过程中发现问题：一

是查找资料，二是研讨合理性，三是打电话询问填表人，四是退回重报，五是

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到现场查实。

2.5  做好普查数据汇总上报

汇总上报是对一个地区水利普查成果的总检验，在进入这一决战攻坚阶段

后，蒙城县加大行业内部和社会各部门的协作力度，以“全局一盘棋”思想全

力组织普查成果汇总上报工作。统计、环保、国土、农业等县水普成员单位全

面介入，共同把关水利普查数据，为水利普查成果的顺利发布奠定坚实的基础。

县水务局规划、农水、基建、水政水资源、水管单位等业务职能单位在县水普

办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联合开展水利普查专项审核报告的编写工作。

全县国土面积 2091 km2，耕地 12.24 hm2，人口 131.9 万人。辖 19 个乡镇（场、

办事处、工业园区），290 个行政村。普查对象及数量情况：①水利工程专项

745 个，包括水闸 90 座、泵站 33 座，堤防 8 处，农村供水工程 24 处，规模以

下供水工程 295 处，塘坝 295 处 1288 面；②社会经济用水专项 294 个，包括：

典型用水户调查城市 20 户、农村 80 户，灌区用水调查 41 处，畜禽养殖业 24 户，

公共供水企业 13 个，工业企业用水大户 39 户，建筑业及第三产业 76 个，河道

外生态环境用水一个；③河湖开发治理专项 42 个，包括：河湖取水口 27 个，

规模以下取水口 1 个，河流保护治理 10 条，入河排污口 2 个；④水土保持普查

21 个单元；⑤水利行业能力建设专项，普查 26 个单位，其中水行政机关 1 个，

水利事业单位 6 个，水利社会团体 1 个，乡镇水管单位 18 个；⑥灌区专项：灌

溉面积 295 个，灌区渠道流量 1.0 m3/s 以上的 11 个，灌区渠道流量 3.0 m3/s 以上

的 13 个，灌区渠道流量 0.2 m3/s 以上的 11 个；⑦地下水取水井专项：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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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井 13493 眼，规模以下机电井 295 个村计 197649 眼（人力井 71654 眼）。

规模以上地下水源地 3 个，共计填报普查表 15421 张。通过普查摸清了我县水

利基本情况，掌握大量的基础数据，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为今后的水利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达到了水利普查的预期目的。目前各专项普查表已汇总

待上级普查办审核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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