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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期工程作为应急备用水源不同

济西二期地下水将长供市区
本报2月15日讯 (见习记

者 张文 齐金钊 记者
王光照) “与济西一期地下
水作为备用水源不同，济西
二期将作为常用水源。”济南
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供水处
相关负责人说，济西二期地
下水将直接进市区，并且长
时间供应，作为居民的生活
用水，远期日供水量可达20

万吨。“早在2010年，济西一
期工程已经将地下水调入
市区。”这位负责人说，该工
程建设规模为1 0万吨/日，
主要水源来自长清桥子李、
冷庄。

但是，该负责人坦言，济
西一期地下水调水工程距
离市区较近，考虑到保泉的
需要，目前并不作为日常供

水的常用水源，只是作为备
用水源。偶尔有水厂出现运
行故障，或者其它突发情况
时，才调配济西一期地下水
应急。“前一段时间，济南持
续低温，玉清湖水库结冰，
玉清水厂供水在一定程度
上受影响，供水部门就调配
了济西一期地下水。”这位
负责人说，相对于地表水来

说，地下水水温较高，调用
济西一期地下水将水库中
的冰层融化，从而保障正常
供水。

不过，这位负责人表示，
济西二期地下水启用后，前
期将进行实验性开采，在开
采过程中，要分时段对水质、
水况以及供水量增加对泉水
水位的影响进行监测，确保

向市区供应地下水不影响保
泉。

这位负责人说，济西二
期工程投入不菲。但是从让
泉城人民喝上优质地下水
这个角度来看，多大的投入
都是应该的。“在保证泉水
正常喷涌的前提下，要尽可
能地让市民饮用优质地下
水。”济西是一个巨大的地

下水源地，独立于济南泉域
之外，今后的增采潜力还可
以挖掘。这样，可以在保泉
和吃地下水之间，做一个平
衡。经过实验性开采，确定从
济西调水不影响泉水水位
后，在“十二五”期间，济西二
期地下水工程将继续扩展，
进行第二步建设，日供应地
下水可达到20万吨。

与地表水相比，地下水水
质好，水温适中，但是出于“保
泉”需要，济南每天70万吨的
供水总量中，地表水却一直占
有九成比例。“保泉”与“吃水”
这个两难的问题如何解决，一
些争论始终没有停息。

济西水源与市区泉域

“一碗水”还是“两碗水”？

济西水源与市区泉域是
“一碗水”还是“两碗水”，一直
是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的结
论，同样影响着济西地下水进
市区对保泉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专家
据理力争。主张开采的专家认
为，济西水源地与市区泉域是

“两碗水”，济南西部地下水与
市区泉水间存在一个岩溶地
下水分隔构造——— 万灵山岩
溶弱发育带，属两个不同水文
地质条件的地下水系统。而东
郊水源地(目前济南市主要的
工业用水地 )与市区是“一碗
水”，因此，“采西停东”是济南
保泉的根本措施。但这一说法
遭到另一些专家的反驳：这些
宝贵的地下水要留着。

而在去年召开的保泉供
水专家研讨会上，以山东省水
文水资源局高级工程师商广
宇为代表的专家称，综合研究
得出，济西水源地独立于济南
泉域的“两碗水”结论是正确
的、可靠的；“一碗水”无事实
根据，把济西水源地与名泉泉
域混为一“潭”是错误的。

济西地下水一开

趵突泉水位就降？

在引济西地下水进市区
过程中，还有一种担忧一直存
在：济西一开，趵突泉即降。

对此，在去年召开的保泉
供水专家研讨会上，多位专家
指出，关于“济西一开，趵突泉
即降”的说法，与实际不符。实
际情况是“济东一开，趵突泉
即降”。

而这些专家经过长达两
年多的试验，证明在济西水源
地增采、减采20万吨地下水，
对名泉区、趵突泉地下水位未
产生影响；而东郊地区减采、
增采5至8万吨地下水，城区、
趵突泉地下水位就相应产生
0 . 2至0 . 4米的升降。

这些专家说，为平衡东、西
郊水压，东、西地下水源需同时
增采、同时减采，是多年一贯制
的做法，从历年东、西郊水源地
供水记录也得到证实。

此外，短时段高强度的农
灌开采、工业自备井增采减
采、建筑工地排水等干扰因
素，都是造成“济西一开，趵突
泉即降”假象的原因，这也影
响了泉城市民长期喝优质地
下水的进程。
见习记者 齐金钊 张文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实 习 生 吕鑫燚

“吃水”与

“保泉”之争

格新闻背景

从长清归德到市区二环西路

济西地下水一路跋涉53公里
近日，济西二期地下水工程

进入扫尾阶段，这条让市民期待
已久的输水管线马上就要担负起
应有的使命，为市民输来优质的
地下饮用水。15日，记者来到供水
水源地，从这里，沿着输水管线一
路北上东进，行程50多公里，对整
个输水管道进行了全程探访。

15日，记者来到位于长清区
归德镇的曹楼村，这里是济西二
期地下水工程的水源地，院内4眼
水井中最深的达500米，其余3口

均为358米，这4眼深井中均配备
了大功率的水泵，甘甜的地下水
经过几百米“跋涉”来到地表，“整
个水源地一共要打12眼井。”水源
地工程负责人高主任说。

沿紫薇路一路前行，在大学
园区高架桥西一百米的地方，一
个拥有两排蓝白相间平房的小
院在大片空旷的麦田旁格外显
眼，这就是整个济西二期工程
中唯一的一个加压站，地下水
从归德镇的水源地“跋涉”30公

里流进加压站时，再一次加压才
能继续前进。

地下水经过了长清大学科技
园区域之后，一路沿海棠路进入
刘长山路西延长线输水管线。目
前，该段输水管线早已随着道路
改造而铺设完毕，只等路面恢复
便能深藏地底了。一路跋涉，在行
程53公里后，来自长清的地下水
最终进入二环西路，与这里的供
水主管道合口，开始在全市供水
管网中循环，供市民畅饮。

从水源地到二环西路，这就
是市民期盼已久的地下水的全部
旅程了。至此，一条济西二期地下
水“旅行图”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
面前：长清水源地→长兴路至220

国道→104省道→长清城区→紫
薇路供水加压站→海棠路→刘长
山路西延长线→二环西路供水主
管线。
见习记者 齐金钊 张文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实 习 生 吕鑫燚

济西水进市区

经十路沿线居民最先受益
见习记者 张文 齐金钊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实习生 吕鑫燚

将长清地下水引入市区，济南
供水格局将发生哪些变化？地下水
东进，哪些区域将首先受益？居民家
中的自来水，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市区地下水

占供比例将增至20%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供水处
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济南每天供水70

万吨左右，济西二期地下水进市区
之前，70万吨的供水总量中，地下水
接近4万吨，主要来源是东部的一些
水厂，比如工业北路水厂和高新区
附近的东源水厂，都是以地下水为

原水的水厂。但是这两处水厂距离
市区较近，出于保泉的需要，这些水
厂供应的地下水量较少。

济西二期送水初期，每天供水
4-5万吨，这意味着地下水在济南城
市供水中所占的比例，能从5%提高
至10%以上。随着抽水试验规模不
断扩大，济西二期的供水量会持续
增加至每天10万吨。届时，地下水供
给能达到14万吨左右，地下水占供
水总量的比例将增加至20%。

经十路管网

是地下水进市区主要通道

长清地下水从水源地一路跋
涉，先到达济南二环西路供水主管
网，之后往东由城区的部分加压站
再次加压，分散输送进各条主管
网，跟地表水混合在一起，然后通
过各供水支线送进市民家中。济西
二期地下水到达市区的第一站，是
经十路的供水主管网，该处管网成
为地下水进市区的主要通道。因
此，西客站片区、经十路沿线的居
民将最先感受到自来水的变化。届
时，经十路两侧直至甸柳片区、经
七路两侧居民供水管网中的地下
水比例将大大提升。随着济西水源
地开采规模的不断增大，将会有更

多的市区居民喝上地下水。

地下水混入

自来水水温升高

“目前，济南市区集中供水95%

左右是地表水。”济南市市政公用
事业局供水处相关负责人说。地表
水水温的特点是冬凉夏热，不符合
生活用水的使用习惯。而地下水温
度常年保持在16℃-17℃。地下水混
入地表水而且比例不断提高之后，
会明显提高自来水水温，居民冬天
用水就不会觉得冻手了。另外，自
来水饮用起来口感将会更好。

黄黄 河河

15日，归德商业街上铺设的管线。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长清区归
德镇曹楼水源地
的水井线。本报记
者 郭建政 摄

长清水源地

二环西路供水主管线

紫薇路供水加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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