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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排水管网，建海绵城市，启用分洪道

十十年年不不是是终终点点，，防防汛汛需需久久久久为为功功

本报记者 王皇

排水管道重现期
从半年升至3年

18日上午8点多，济南防汛
部门发出了今年首次城市防汛
蓝色预警，很快济南狂风大作、
乌云密布，市区迎来了一阵大
雨。乘坐80路公交车，在工业南
路上车的市民刘先生一路向
西，雨势一度很大，沿路经过工
业南路、解放路和和平路，他注
意到路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积
水，部分路口有浅水汇集，对行
车的影响不大。

这个上午让不少人回想到
十年前的7月18日，当天下午5
点，济南遇到了罕见的大暴
雨，齐鲁晚报记者用一张照
片记录下来了积水近半米深
的和平路，当时积水已经漫
过车底盘，那一天雨水漫过
的城区道路还有不少。

此后，济南对城市道路下
的排水管网格外重视，几乎每
一条道路改造时，都会进行雨
污水分流和更新雨污水管道。
和平路改造前道路雨污混流，
主要依靠管径为250—500毫米
的管道排水，遇到较大降雨时
会出现马路行洪，2013年启动
改造后，全线新建了5719米雨

水管线和5974米污水管线，雨
污管道管径在500毫米和1 . 65
米之间，大部分管道的管径为
1 . 4米，能够满足10年的使用
容量，新管道建成后，雨水直接
排放到马家庄沟、羊头峪西沟
等泄洪沟。

“在十年前，济南的城市道
路排水管网设计是按照0 . 5年
重现期的标准设计的，现在多
数按照3年重现期标准设计，
部分达到5年重现期标准。”
1 8日，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副
巡视员王俊胜说，近年来得
益于城市发展经济实力的提
升，济南城市道路排水管网
的标准有了较大的提升，但
是排水管网的排水标准需要
根据城市阶段的发展和降水量
来科学确定，也不是越大越好。

如果再出现一次“7·18”那
样的大暴雨，济南的这些城市
道路能避免大量积水吗？这是
济南市防汛部门和排水管理部
门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城市的
排水能力提升了很多，但并不
是一劳永逸，济南南高北低的
大落差不变，降雨集中在7、8月
的气候条件不变，处于地势平
缓地带的小清河全流域泄洪能
力短期内很难出现大的变化，
这‘三个不变’让济南始终还是
有城市内涝的风险。”王俊胜坦
言，济南建成区内还有不少排

水管网不完备的城中村，雨污
分流也需要继续推进，城区河
道的排水依然无法满足济南整
个城市防洪除涝的要求。“济南
的防汛设施，需要久久为功，十
年也不是终点。”

建海绵城市
先蓄水再排水

“2007年之后济南组织了
专家论证城市防汛，专家提出
了‘上游滞蓄、中游分洪、下
游疏泄’的总体思路。”王俊
胜解释，上游滞蓄包括上游
的小水口、塘坝、水库等就地
蓄存留下雨水，还有海绵城
市建设。中游分洪主要是设
置腊山分洪道，分流南部山
区来水到黄河。下游疏泄就是
下游河道的治理，包括南北向
的河道和小清河的治理。

济南2015年入选国家首批
海绵城市试点市，将大明湖兴
隆片区规划为试点片区，玉符
河济西湿地片区规划为推广片
区，计划投资75 . 94亿元，通过
对河道、山体、建筑小区、道路
及绿地等进行低影响开发建设
的改造，海绵区域的道路、山
体、建筑小区、河道等都先渗、
滞、蓄、净、用之后再外排，增加
了城市上游的蓄水能力，减轻
中下游的排水压力。

今年是济南海绵城市建设
的验收年，试点片区的海绵城
市改造项目都将完成并实际发
挥作用。不仅如此，在去年，济
南市出台《关于贯彻鲁政办发

〔2016〕5号文件全面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全
面启动市域范围海绵城市建
设，今后，济南全市新建、在建、
旧城改造都要融入海绵理念，
整个城市都将成为海绵体，到
2030年年底前，建成区80%以
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
标要求，实现“小雨不积水、大
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
缓解”的目标。

腊山分洪道
去年曾启用

中游分洪中关键的工程
则是腊山分洪道。济南城区地
势落差大，城区内所有河流都
是南北走向，除了城市分界河
玉符河流向黄河外，城区主要
的65条河流都流入小清河。而
小清河本身落差小，河面还曾
长期较窄，而且流经多个城市
后向东入海，沿线的泄洪能力
有限。“小清河的水位超过限
值时，外排不及时，还会出现
倒灌，倒灌到市区的排水管
网，外排会受到限制。”济南市
城乡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腊山分洪道的建设就是为了
缓解南部山区来水对小清河
的压力。

兴济河与经十路交叉口
往南100米处，是腊山分洪工
程的起点兴济河枢纽闸，闸门
是一对，一个是北侧的节制
闸，能拦截汛期南山上游的洪
水，另一个是南侧的泄洪闸，
可以将兴济河流向小清河的
水引入腊山分洪道，同时在下
游还有宋庄闸。一旦洪水沿着
兴济河从南部山区涌来，位于
兴济河北侧的闸门就可以部
分或全部关闭，同时南侧闸门
打开。洪水就“转向”分流到兴
济河西侧的腊山分洪道内，汇
集沿线另两个小清河支流大
涧沟和陡沟的洪水，通过分洪
道，流向玉符河，再流到城外
黄河。“启用后能分流小清河
市区流域36%降水量。”上述
负责人说。

腊山分洪道从2012年7
月正式投用，2012年和2013
年汛期期间，腊山分洪闸都
曾开启泄洪，2014年和2015
年降水较少，该闸只用于调
蓄河水保持分洪道内的景观
用水，在2016年8月时，腊山
分洪工程再次启动。“只有在
南部山区洪水过大，影响到
小清河泄洪，同时小清河水
位达到21 . 5米时开启。”

7月18日，济南市民迎来
了一早一晚两场大雨，短时
间的倾盆大雨唤起了很多市
民十年前的“7·18”记忆。如
今济南的城市防汛工程建设
已经有了大变化，从城市道
路排水管网、海绵城市到腊
山分洪河道，再到下游铁路
桥改造和小清河的疏浚，济
南应对暴雨的基础设施已经
提升。

■应战“7·18”·城市之变

18日22点14分，历黄路铁

路桥下没有积水，车辆正常通

过。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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