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五库库连连通通为为城城市市供供水水加加保保险险
届时大规模停水频繁状况将缓解

虽然来水了

水压还不足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蒋龙龙）
5日，记者获悉，二环南路周边多

个小区于上午恢复供水，刚刚恢复
供水，水压较低，导致部分居民家中
供水延迟。6日上午10时，二环南路
和二环西路周边将恢复正常供水。

5日下午3时许，记者在腊山立交
桥南侧一处合口现场看到，管网已
基本合口关闭。水务集团人员介绍：

“工作人员24小时施工，7处管网的合
口5日下午已基本焊接完毕。”

“金鸡岭加压站于5日开机，部分
停水区域已恢复供水。”这些区域虽
恢 复 了 供 水 ，但 由 于 二 环 西 路
DN1400主管道尚未更换完，供水水
量有限，上述区域仍为降压区域，部
分高楼层用户可能存在无水情况。

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虽
然管网已焊接完，“但焊接处还需要
混凝土浇灌、打压、冲洗、检测水质
等多道工序，施工时间较为紧张。”
他表示，整个停水降压区域将于6日
上午10时左右恢复正常。

记者从济南热电公司了解到，
此次停水对该公司供暖影响不大，

“济南水务集团优先保证了热源厂
用水。”济南热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济南热电还对南郊热电厂和金
鸡岭热电厂的生产进行调整，及时
调节热源，保证换热站补水，“供暖
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由济南大学供热的舜玉小区部
分居民家中曾出现短时停暖现象，
济南大学西校区的供暖也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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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占

城市供水量八成多

为节水保泉，济南关闭了大量
的地下水源地，济南的水源构成发
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居民喝水主
要靠北部的鹊山水库和西部的玉
清湖水库引的黄河水，这两个水库
每天供水约70万立方米，占了城区
供水八至九成。水库水经过泵站提
取输送到玉清水厂和鹊华水厂，加
工后送入自来水管网。

位于南部山区的卧虎山、锦
绣川、狼猫山三大水库成为城市
供水的补充。在正常情况下，每天
只能供应10万方自来水。由于三
大水库储水要看天吃饭，供水并
不稳定。

“只要一家水库和水厂检修停
产，济南必然会发生停水事件。”虽
然有地下水和水库水可以紧急补
充，但仍有部分地区尤其管网末端，
会发生较大范围停水事件。

五库连通后水源布局更合理
水务集团人员介绍，此

次二环西施工，只有锦绣川
水库每天能提供约5万方的
水源供应，卧虎山水库由于
输水管网损坏，一直不能供
水，“施工区域每天的缺水额
在5万方以上。”

济南市水利部门正在实施
“五库连通”工程，将卧虎山水
库、锦绣川水库、兴隆水库、浆水
泉水库和龙泉湖水库五库连
通，并通过卧虎山引水工程，引
黄河水、长江水到五大水库，“让
南部山区水库不再看天吃水，

省城的供水格局将更合理。”
为了减少管网对供水的

影响，济南水务集团也在逐
步更换主管网。“其余的老旧
主管网也会随着道路施工更
换，更换后，省城的供水体系
运行将更加安全。”

近几年来,几次大规模停
水让市民心有余悸，不少市
民质疑：为何省城每年都会
出现大停水事件？记者了解
到，这与济南地势特点以及
水源布局有着很大关系，省
城地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
水厂和管网运行时的故障和
突发事故都会影响供水。济
南市水利部门正在实施五库
连通，尽可能合理分布水源。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输水管、加压站也是停水重要因素
由于水源地位于西部和

北部，而南部和东部的地势
高，为了将水输送到南部和
东部地势高的区域，就需要
建加压站，如板桥加压站、千
佛山加压站、解放桥加压站。
加压站对供水的安全运行十

分重要，一旦停机，会引起大
范围停水事故。

由于济南的南部城区和
东部城区用水较大，输水的管
网口径较大。如此次停水施工
的二环西主管网口径为1.4米，
板桥加压站外输水管网口径

为1.2米。这些主管网一旦发生
泄漏事故都会导致大停水。

2014年9月24日，清河北
路DN1200供水主管线被勘
探单位钻孔打穿。造成了板
桥、解放桥加压站停机，几乎
整个东部城区停水降压。

5日，郎茂山小区送水点，居民们提着盛水的工具排队接水。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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