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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省城多渗漏带补泉使水位下滑趋势缓解

2244个个重重点点渗渗漏漏带带禁禁止止搞搞开开发发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蒋龙龙 刘雅菲) 15日，济
南市发布“保泉通报”。济南
趵突泉水位为28 . 26米，比
去年同期高7厘米。趵突泉
水位已多日在28 . 25米左右
徘徊，主要得益于济南多重
点渗漏带进行补泉。为了保
泉，省城将禁止在24个重点
渗漏带开发建设。

目前，济南市正处于枯
水季节，泉水水位总体上处
于下降趋势。尤其是去冬今
春以来，济南市降雨量比往
年同期偏少60%以上，致使
泉水水位降幅较大。趵突泉
地 下 水 位 由 3 月 1 5 日 的
2 8 . 4 9米降到 4月 1 5日的
28 . 26米。

为了保泉，济南市从今
年3月3日开始提前回灌补
源，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
库相继放水补源。两大水库
共向玉符河渗漏带、邵而—
展村强渗漏带、泉泸—钱家
庄、大涧沟强渗漏带回灌补
泉。目前，每天向四大渗漏
带补源37万方水，已经补源
780万方水。

据济南市水利部门相
关负责人介绍，经过专家的

反复试验，南部山区放水，
大概6天至7天才能通过渗
漏带渗到趵突泉。今年济南
虽然降水量较少，但得益于
多回灌进行补泉，“泉水地
下水位与往年同期比处于
较高水平，强渗漏带对保泉
功不可没。”

据该负责人介绍，强渗
漏带是一种地质结构，可以
把地表水快速补充到地下。
济南每年保泉就是将水库水
通过渗漏带变成地下水。经
过专家的勘察，济南共有24

个重点强渗漏带位于泉域范
围，“不过，目前24个渗漏带
的保护状况并不乐观。”

据介绍，泉城24个重点
强渗漏带的流域面积为316
平方公里，核心区总面积
49 . 6平方公里。目前，强渗
漏带现状共三种类型，已经
被城市建设完全覆盖和硬
化，丧失了补给能力的强渗
漏带共有5个。正在开发建
设，尚具备补给能力的渗漏
带共有5个，基本保留近自
然状态的强渗漏带14个。

15日，济南市政府发布
“保泉通报”，保泉通报称相
关部门加快修编济南市名
泉保护总体规划，对泉水补
给区、重点渗漏带和出露区
提出分区分级分层保护，限
制在泉水补给区、出露区开
发建设。

为了保泉，相关部门将
禁止在重点渗漏带开发建
设，并加强南部山区植树造
林，控制水土流失，控制村
镇规模，保护水库及地下水
源地不受污染。

减少1平方公里强渗带

地下水年少渗15万方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刘雅菲

24个强渗漏带中，羊头峪、东西八里洼、
太平庄、双龙、石河岭等渗漏带已被城市建设
完全覆盖，丧失补给能力。

涝坡—郑家窝铺强渗漏带、河东—河西
强渗漏带、侯家庄—义和庄强渗漏带、玉符河
强渗漏带、泉泸—钱家庄强渗漏带、龙洞强渗
漏带、孟家—老石沟强渗漏带、冶河—蟠龙强
渗漏带、大涧沟强渗漏带、小岭强渗漏带、矿
村强渗漏带、店子—二仙庄强渗漏带、邵而—
展村强渗漏带、车脚山—太平庄强渗漏带等
14个强渗漏带植被覆盖较好，具有良好的补
给地下水的条件。

中井庄—下井庄强渗漏带、南北胡—刘
智远强渗漏带、分水岭—北康而强渗漏带、兴
隆—土屋强渗漏带、浆水泉强渗漏带等5个强
渗漏带已被城市建筑覆盖，或者城市建筑正
在施工，这些渗漏带地面硬化，地表水很难补
到地下。

根据济南市水利局相关研究，每平方公里
强渗漏带流域面积就可补给地下水约18万方，

“不仅有利于保泉，而且对城市的防汛也较为有
利，汛期能及时把雨水下渗。”

而人为干扰后的渗漏带，地下水补给量
明显减少。“每减少1平方公里强渗漏带面积，
地下水补给量将减少约15万方，在地面增加
水流流量48万方，在汛期不利于洪水下渗。”

济南相关部门不仅将禁止24个重点渗漏
带的开发建设，还将对5个已经遭受破坏的渗
漏带进行恢复。5个开发建设的强渗漏带已经
处于危险边缘，有望通过设置蓄水池收集雨
水，或用促渗手段增加地下水的入渗补给量。
危险强渗漏带还将铺设透水砖，使用渗透地
面，增加雨水下渗量。

资料链接

卧虎山水库放下的水正在玉符河渗漏带下渗。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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