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设计寿命只5年，城区将成
省城将推行“龙头”式道路施工，避免马路常开拉链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全通江

省城南部山区附近石灰岩较多且集
中，形成了良好的渗漏区，再加上玉符
河、腊山河、兴济河、大辛河等上游河道
具有的强渗漏功能，省城南部、东部约有
20多个强渗漏区。

为此，济南市启动了7大地表水转换工
程，包括玉符河地质公园一期工程、沿黄抽
水试验工程、玉符河上游催马庄一期工程、
长清西关工程、凤凰路管线改造工程、兴济
河、广场东沟工程等。

“为了保证水质，强渗漏区将进行截
污，连中水都不能排放。”据济南市市政公
用事业局局长王继东介绍，为了防止地下
水受到污染，除了保持强渗漏区域的自然
风貌，施工人员会在河道下方加上一道“人
工干预层”，如黏土层、活性炭等物质，消除

河道内的水源对地下水的污染。
截至目前，鹊华水厂至玉符河崔马

庄饮水补源管线、玉符河杨台村等地表
水转换地下水工程、沿黄抽水实验及侧
渗水利用工程、西关水源地供水工程均
已经开工。

其中，西关水源地供水工程位于济南
市长清区西关水源地，建成后每天向市区
供水5万立方米。该工程水源将利用济西二
期现有管线进行供水，加上济西二期供水
每天近5万立方米供水能力，工程完工后每
天将有10万吨优质水源直供市区。

据悉，省城目前每天供水总量7 0万
立方米左右，地下水比例占到5%。西关水
源地供水工程建设完工通水后，地下水
比例预计将提高到15%。

为了保证市民今冬用暖，省城今年将新增供

热面积500万平方米。同时，在省城东西部各规划了

腊山热源厂和唐冶热源厂。为了达到供热标准，热

企已对300多座换热站进行改造，实现了远程控制。

10月底起地表水转换进入收获期

每天多供10万吨地下水
本报记者 王光营

14日，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副局长
郭森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市民供暖，省城今
年将新增50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另外，
市政部门还将新增和扩建部分热源厂，弥
补目前供热能力的不足。

据介绍，目前省城集中供热面积将近
8000万平方米，集中供暖率刚刚过半，供热
压力很大。

为此，济南市市政部门将在省城西部
和东部分别规划建设一个热源厂，西部为

腊山热源厂，东部是唐冶热源厂。目前，唐
冶热源厂已经开工建设，腊山热源厂的建
设也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力争今年尽快
开工。这两个热源厂均设计了6台75兆瓦的
热水锅炉，每个热源厂的供热能力都在
1000万平方米。

为了增加供热面积，省城已有的部分
热源厂也在进行扩建。东新热电厂正在扩
建，将增加两台75兆瓦的热水锅炉，金鸡岭
热电厂也正在扩建一台锅炉。

省城集中供暖率刚刚过半

“作为供暖系统的中间环节，换热站
是居民家中温度能否达标的关键。”据
悉，山东省供热条例正在征求民意，其中
规定应保证用户卧室、起居室(厅)的室温
不低于18℃。

郭森表示，省城的供热最低温度冷热不
均，很多小区早就达到了18℃，但全部达到
18℃以上还有很大难度。不仅仅是热源厂，换
热站、居民楼保暖等都需要进行改造。

目前，省城热企已经开始对换热站

进行改造。济南热电公司有将近600个换
热站，已经改造完成了300多个，全部实
现了远程调控，最低供热温度达到18℃
基本上没有问题。

据介绍，在供热管理中，换热站存在
不少问题，市政部门也在逐步进行回收，
由供热企业直接管理。过去换热站存在
不少问题，比如有的换热站设备达不到
自动化的监控，有的换热站还是自管站，
监管起来有一定难度等。

300座换热站实现了远程调控

山东省供热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用
户具备分户用热计量条件的，供热企业应
当按照用热量收费。

“新改造的小区都安装了热计量表，今
年会不会按照热表收费呢？”对此，在供热
条例征求意见期间，不少市民拨打本报电
话，希望安装热表的小区能够实行热计量
收费。

郭森表示，按照相关规定，从2011年7

月份之后，热计量表的安装、维护等才完全
交由热企负责。在此之前，不少单位、开发
商都安装了热计量表，但由于质量各异，热
计量表无法满足要求。

“有的热表几百元，有的两三千元，使
用起来差别非常大。”据悉，与电表、水表不

同，热计量表涉及流量、温度、压力等多种
要素，能否达标非常关键。

“热计量的问题很复杂，牵涉热源厂、
换热站和用户等多个环节。”济南市公用事
业局局长王继东认为，理论上来说，供热是
可以计量的，但操作起来还有很多问题需
要解决。比如同在一座楼，中间位置和两边
的、顶层的用热就不一样，如果按照同样的
热计量标准，居民也会有不同意见。

据介绍，供热和供水、供气、供电是不
一样的，供水的指向性很强，直接打开水龙
头就可以计算水量，可供热是通过获得一
定的供热温度后，在一定的空间和体积中
来计算的，目前省城正在研究供热计量更
为科学的办法。

供暖尚无法完全按热计量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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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大工地 省城东西部各增一个热源厂

今冬新增供暖500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利用强渗漏区的特性，对地表水进
行净化处理。”据悉，为确保让市民喝上优
质地下水，省城今年启动了地表水转换地
下水工程。

“我们每年都改造一些积水
点，但总有新的积水点出来。”14
日，济南市市政部门负责人表
示，为了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城区65条河道已治理760处
排污口，每天截流污水3 . 5万
吨。20处道路积水点改造工程已
经开工。

但既然积水点每年都改造，
咋每年都不见少呢？

“这次降雨后，转山西路附
近出现了三四十厘米的积水。”
对此，这位负责人表示，本次降
雨，转山西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
积水点。市政部门工作人员查看
后发现，主要是由于附近的排洪
沟被填埋导致的，这种现象不在

少数。
另外，东部的济钢、殷陈铁

路立交桥下的积水往往因为上
游河道没有按照防洪标准实施，
甚至部分河道被填埋、占压，如
龙脊河上游河段狭窄，甚至“消
失不见”，导致下雨时雨水漫上
道路。

对此，济南市市政部门表
示，东部城区龙脊河下游逢雨必
淹，成为城市排水的一块“心
病”。目前，龙脊河整治及拓宽工
作已经提上日程，下游道路有望
告别逢雨必淹。此外，市政部门
分期分批改造积水点，目前水屯
北路、联四路、燕子山西路等20
条道路积水点改造已经开工。

历山路铁路桥积水是个老
大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济
南市政排水管理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铁路桥下产生积水
并不全是泵站的问题。由于泵站
建设时的排水标准不同，短时间
内存在积水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另外，每次下雨，铁路桥下
井箅子容易被垃圾堵塞，影响了
雨水排往下水道，泵站井内也存
在不少垃圾。

据介绍，为了根治历山路铁
路桥下积水，排水管理部门将对
泵站进行改造，提升排水能力，
建设隔栅阻挡垃圾。同时，铁路
桥下的排水管道将改成压力管
道，可避免污水倒灌产生冒溢。

积水点年年改造，为啥年年不见少
本报记者 王光营

由于设计标准问题，省城道路经常出现使用寿命较短、马路拉链的现象。14日，在济南市市
政公用局举行的通报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济南市市政部门在道路设计上遵循主干次道路相
同的标准，在管线铺设上打提前量，避免道路反复刨掘等马路拉链现象。

“按照目前的道路设计寿命，省城
每年都要建设234公里道路，到处都是
工地了。”14日，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负责人表示，随着城市道路通行承载能
力的提高，城市主、干、次道路应遵循只
有宽窄之分，没有标准之别的设计思
路。表面上看增加了投资，但能够增加

投资效益。
据介绍，以某道路为例，2005年投

资521万元实施了整修改造工程。由于
按原建设标准设计，路面使用寿命仅有
5年，且未同步改造敷设地下管线。

随着周边城市综合体的建成，2011
年又投资1260万元重新进行改造，并对

供水、燃气、供热、雨水、污水等进行了全
面完善提升，道路使用寿命提高到20年。

据悉，就目前省城拥有的城市道路
量而言，若只有5年的使用寿命周期，每
年的建设任务量约234公里。同时，这样
大的施工任务，城区内将到处都是工
地，城市环境状况将十分恶劣。

设计寿命若只5年，每年需修路234公里

以供热管网敷设为例，省城一开发片
区所在道路实施改造，片区内目前热负荷
为60万平方米，敷设DN300管网即可满足
供热。但3-5年后供热负荷将增至100万平
方米，需敷设DN400管网方可满足。

如果先期敷设DN300管网，安装施
工及材料费约1540元每米。3-5年后供
热负荷增加时需要新增管网，如有管

位，可新敷设DN400管网，费用约2080
元 每 米 。若 无 管 位 ，可 拆 旧 新 敷 设
DN400管网，费用将增加到3040元每
米，另外还有道路刨掘费用。

如果一次性敷设DN400管网，安装
施工及材料费用约2320元每米，当前及
3-5年后供热负荷均能满足。经比选，
方案二初期建设费用虽然是第一个的

1 . 5倍，但避免了重复建设投资及对周
边居民造成的环境、出行影响等，通透
能力提高了1 . 8倍。

另外，2006年山东济华燃气公司实施
了孙村片区燃气管网建设，新建道路同期
敷设并预留接口，仅刨掘、绿化补偿费就
节省800万元。目前已向20多家民用及工
商用户供气，预留口利用率达50%以上。

市政工程打提前量可花小钱办大事

“由于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马路拉
链现象屡禁不止。”据介绍，为了解决市
民深恶痛绝的马路拉链现象，济南市市
政部门建立了一部门牵头的“龙头”式
道路施工开挖管理体系。

据测算，管线施工量占市政道路
工程总施工量的70%以上，管线建设
水平直接决定道路工程寿命。如市政
管线同步改造，每平方米能减少刨掘

费180-300元，交通设施费40元，以
及绿化、卫生、河道管理等手续费，并
且节省了管沟重复开挖、回填等工程
费用。

以省城某道路为例，1997年进行
道路改造施工，1 9 9 8年实施给水改
造，1999年实施电力管网配套，2000
年又实施热力管线改造，连续4年反复
开挖道路。道路反复开挖不仅成本大

幅增加，而且道路工程质量大大降低，
道路寿命缩短，对居民生活造成很大
影响。

以经十路为例，2004年，经十路实
施道路建设时，统筹考虑综合管线建
设，将供水、排水、热力、燃气、电力等21
种管线全部入地，道路与管网建设同步
实施，建成后8年未进行大修和管线更
换，避免了马路拉链现象。

“龙头”式开挖将避免经常开“拉链”

由于设计寿命短及施工质量原因，省城一些道路成了“坑车路”。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14日，在泉城路上，施工人员正在铺设石板，预计明后天可修
补完。但由于需要维护，所以通车还需等等。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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