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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调查

管道频频被挖断“病根”何在？
济宁着手建立地下管线管理系统，形成长效机制更重要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守善 晋森

9月5日，城区阜桥口

处施工现场的一根供水主

管道被挖断，路槽中很快

便积满了自来水，这已不
是第一次自来水管道被挖

断了。济宁中山公用水务
有限公司管网运营部谢经

理告诉记者，今年太白楼

路改造开工以来，因自来

水管道被挖断，该公司派

人维修的次数就超过了
180次，其中不乏同地点重

复维修，刚修好后几天再

次被挖断的情况。

根据近几年城市道路

施工的程序，在开工前，济

宁市重点办都会召集所开

工道路地下管线产权单位

在一起开多次协调会议，提

供地下管线的分布位置、埋

深等情况，绘制出图纸，并
安排专人负责探查线路，做

好各种标记。“但部分管线

埋设时间较长，在当年制度

不健全的情况下并未留下

具体资料。”两路升级改造

工程指挥部成员郭新洲告

诉记者，地下管线分布错综

复杂，增加了施工的难度。

郭新洲称，在情况不明时就

必须用人工横向挖探沟的

方式查询管线，但有些施工

队伍因为工期紧张及安全

意识不到位，直接采取机械
化作业，往往造成管道被挖

断事故的发生。

道路改造水管受损

今年已维修180多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济

宁城区有各类管线 10余

种，分属于20多家管线权

属单位，线路总长度约
4000多公里。而今，城区地

下管线没有完整清晰统一
的综合图纸，在城市道桥改

造、地下管线敷设施工时，

经常出现管线“打架”现象，

挖断地下管线、造成停水、

停电、停气和通讯中断的事

故时有发生。

近日，济宁市城建档案

馆展开了管线普查工作，并
将建立一套完整的综合地

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那

时，城区所有地下管线状况

将在公众面前亮相。“建设

这个系统就是为了将地下

管线的分布、走向、埋设深

度等彻底查清，为杜绝管道

被挖断提供最基本的资

料。”济宁市城建档案馆邹

立新馆长告诉记者。

按照2005年5月1日起
执行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

档案管理办法》规定，地下

管线工程竣工验收前，建设

单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

理机构对地下管线工程档

案进行专项预验收。对于未

建档的管线性质、权属，建

设、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责令

地下管线产权单位测定其
坐标、标高及走向，地下管

线产权单位应当及时将测

量的材料向城建档案管理

机构报送。

虽然有此较为完整的法

规，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却难以形成长效机制，这也
是造成地下管线档案缺乏的

主要因素。邹立新表示，此次

普查预计今年可完成探测工

作，明年开始将所有信息进

行整合、录入系统，预计明年

上半年便可建成综合地下管

线信息管理系统。

缺乏原始档案

地下管线常“打架”

按照相应规定，在道路

开挖时，管线产权单位往往

会派出若干名巡线员，指出

道路下的管线埋设情况，做

好标记并现场进行监护。但

有时候一些施工单位为赶

进度、抢工期，在施工时并
不通知巡线员，需要人工探

挖的地方也直接用机械化

作业，造成了地下管线被挖

断的情况。

管线单位巡线员现场

指认有时无法明确，且提供

的位置有时不准，这和很多

管线在当年的铺设中并未

严格按照规划进行有关。在

施工队伍具体操作中，有时

也并未严格遵守巡线员的

指认情况，开挖过程中造成

管道破裂甚至爆裂。

为赶进度抢工期

地下管线被挖断

格记者手记

长效机制

与施工方式

应该“两手抓”

城区道路升级改造，不可避免地要

开挖路面，将各种新式管道铺设到路槽

中。在这个过程中，施工方往往过度依赖

机械化作业，而忽视了在不明情况时的

人工探挖，济宁市今年的太白楼路、运河

路、火炬路等道路升级改造中，原有地下

管道被挖断的现象屡次发生，在给市民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造成了较

大经济损失。

由于长期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地下管线的规划和建设

混乱，资料不健全，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已迫在眉睫。但即便

在部分路段管线资料健全的

情况下，依然无法杜绝管线被

挖断的情况，施工过程中重视

管线的意识也应加强。

在没有具体图纸的情况

下，施工方与巡线员保持良好

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济宁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万

怀友科长告诉记者，城建档案

部门建立信息系统，形成长效

机制，为施工单位提供具体的

管网信息，会对施工方带来很

大的方便，而施工方的责任心

和安全意识也有待加强。在抢

赶工期和安全作业之间找到

平衡点，这才是施工单位及个

人良好工作能力的体现。万一

发生管道被挖断的情况，相关

预案的具体执行情况也是对

施工方的考验。

道路改造中管道频频被挖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