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戚淑
军) 7日下午到8日，省城迎来
一次强降水过程。截至8日17
时，过程降雨量济南全市平均
61 . 4毫米，市区雨量更是达到
了97 . 4毫米，最大降雨点章丘
埠村更是出现了191 . 9毫米的
大暴雨。气象部门介绍，最近几
天省城仍有降雨，9日夜间到10
日还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预计中到大雨转小雨。

豪雨袭省城。近期，济南暖
湿气流比较强，受弱冷空气影
响，上升运动比较强，导致7日
下午开始济南出现明显降水过
程。气象部门观测数据显示，本
次降水过程主要集中在8日凌
晨3时许和清晨6时许这两个时
间段，所以尽管雨量较大，但对
市民影响及给城市防汛带来的
压力相对较小。截至8日17时，
过程降雨量全市平均已经达到
61 . 4毫米，最大降雨点章丘埠
村更是出现了191 . 9毫米的大
暴雨，成为今年以来最大降雨。

气象部门数据显示，7日17
时到8日17时，济南市区平均降
雨量达到了97 . 4毫米，黄河河
务局、天桥收费站、供销公司三

个观测站点雨量超过了100毫
米，黄河河务局站点更是达到
了160 . 7毫米。统计显示，降雨
主要集中在章丘、市区、历城，
24小时平均雨量为104 . 8毫米，
97 . 4毫米和88 . 9毫米，北部商
河雨量最小，仅为6 . 6毫米。

雨虽大，依然没下透。8日
上午，雨停了，可市民却没有迎
来预想中的雨后清爽，最高气
温虽然仅为30℃左右，可由于
空气湿度较大，感觉比降雨前
还要闷热。

气象部门表示，未来两天，
省城依然有降雨，9日夜间到10日
阴有中到大雨转小雨。具体天气
情况为：8日夜间到9日白天阴
有阵雨转小到中雨，南风短时
北风都是2～3级，早晨最低气
温22℃，白天最高气温27℃左
右。9日夜间到10日阴有中到大
雨转小雨，南风转北风都是3
级，最低气温21℃，最高气温
28℃左右。11日多云间晴，南风
3～4级，气温明显升高，最高气
温35℃左右。12日～13日多云
间晴，短时阴有雷阵雨，南风短
时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气
温略有下降。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王
光照 见习记者 张文) 8日
凌晨，市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
据统计，7日6时至8日12时，市区
平均降雨量达到83 . 9毫米，气
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市政
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小清
河、护城河开闸泄洪。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24小时降雨量达
到50毫米就是暴雨，达到75毫米
则是大暴雨。气象部门根据降雨
量，于7月8日清晨5点，发布了暴
雨蓝色预警。

这位负责人说，本次降雨期
间，济南市各区都出现积水点，
其中济钢、殷陈等铁路桥积水严
重，历城区有车辆被淹。除此之
外，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等险情。

“降雨已导致小清河水位上
升到22 . 1米。”市政部门有关负
责人说，8日凌晨，工作人员逐渐
打开护城河和小清河节制闸排
水，凌晨两点，小清河节制闸的7
个闸口已经全部打开，以便排除
上游来水。

8日下午，市政部门召集各
区防汛办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各
区相关部门，要根据防汛应急预
案及时调度，主要做到以下几
点：首先，排水设施要及时抢修，
像舜耕路上就有井盖子被冲走，
各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抢
修；其次，要根据前几天降雨的
抢险经验，对应急预案操作不符
合实际的环节进行完善，发现的
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防汛物
资等硬件要完善。

今年以来累计降水量，济南
市平均206 . 9毫米，比常年同期
227 . 6毫米少9 . 1%，比去年同期
的189 . 5毫米多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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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排水系统缺失

多处铁路桥道路被淹

8日凌晨的一场暴雨，导致省城
东部工业南路、工业北路、济钢铁路
桥、殷陈铁路桥等积水严重。其中，
济钢铁路桥积水太深，市政部门的
抢险车辆都难以进入，直到8日上
午，积水还没有排完。

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次暴雨导致东部不
少地区出现较深积水，凸显了东部
排水不畅。

以龙脊河为例，因为被填埋棚
盖，该河道上游仅2至5米宽，在工业
北路以南基本没有了河形，基本丧
失泄洪能力。

据了解，随着东城区的快速开发，
环境发生变化，排水需求日益增加，旧
的排水系统不完善，新的排水系统还
没有形成。原有的小的局部的排水体
系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对于完善东部排水系统，济南
市政协委员专门提过提案，济南市
也逐渐重视该区域内的供排水问
题，并多次协调。今年，龙脊河改造
即将动工，这将是东部排水系统建

设的开头。

二环南路客水入侵

白马山南路积水没膝盖

8日14时，记者在白马山南路看
到，道路两侧仍然有水坑。一位市民
说，早晨5点多的时候，积水没过膝
盖，到中午才慢慢退去。

据了解，2009年、2010年，济南市
有关部门先后对白马山南路片区进行
了一期道路积水改造和二期工程龙窝
沟、袁柳河河道整治工程，增强了白马
山南路道路排水能力，一部分雨水可

以通过龙窝沟—袁柳河排入兴济河。
“这两次工程缓解了该处积

水。”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姜向东说，白马山南路上的积水，大
多是二环南路以南汇过来的客水，
导致改造后逢雨仍然积水。

姜向东介绍，要解决白马山南
路积水，还要想办法分流二环南路
雨水。济南市计划组织进行前龙窝
沟河道改造及截污工程，该工程将
通过对前龙窝沟现状河道的整治，
增强其排水泄洪能力，将二环南路
积聚的雨水分流。

不过，姜向东坦言，要从根本

上解决白马山南路的积水顽疾，最重要
的是九曲截洪沟改造。

太平河淤泥抬高水位

蓝翔路铁路桥积水半米

8日14点40分，记者来到蓝翔路铁
路桥附近。在距离铁路桥100米远的地
方，已经竖起了交通管制标志。桥下的
水大约还有半米深，在桥墩墙壁上，还
有哗哗的水流向桥下。

附近一位环卫工人正捡起被雨水冲
刷来的矿泉水瓶和树枝。她说，上午8点多
的时候，积水比现在还深，差不多和花坛

齐平，现在已经下去快一半了。
从此经过的车辆掉头绕道，有几位

路人则站在路边，不知所措。后来交警
赶来，在交警的劝阻下，市民们开始绕
开这处积水点。据了解，蓝翔路铁路桥
在去年进行过积水点改造。桥北路西也
有一处排水泵站。但是往西排水的过程
中发生堵塞，导致雨水回灌。泵站排出
去的积水又回到了铁路桥下。

姜向东说，蓝翔铁路桥积水，主要
是因为太平河河道淤泥太多抬高水
位，导致了积水倒灌。目前，水利部门
已经准备对太平河进行清淤，提高河
道泄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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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凌晨的一场暴雨，让济南

市的多处铁路桥、白马山南路等

低洼地，再次受到积水困扰。道路

不通，积水难排，铁路桥、白马山

南路的积水顽疾如何解决？本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8日下午，蓝翔路铁路桥积水

依然严重。 见习记者 张文 摄

格相关链接：

夏季为何

多隔街雨午后雨

夏季降雨为啥多隔街雨？
济南市气象台有关人士解

释，夏季降雨量分布不均主要是
由于夏季降雨多为局地性热对
流天气引起。这种热对流，局地
性较强，夏季太阳辐射升温作用
增强，经常出现地面受热不均的
现象，由此产生地面热对流。而
位于华北地区的低涡相对稳定，
常常引导冷平流南下，在部分地
区形成了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大
气层，使得这些地区出现局地强
对流天气，导致不同区域雨量悬
殊。

不同区域雨量悬殊与省
城特殊的地形特征也有一定
关系。济南市气象台工作人员
告 诉 记 者 ，济 南 地 形 南 高 北
低，落差达到上百米，山坡迎
风面也容易由于水汽抬升遇
冷产生局地降雨。

那么，又为什么多午后雨
呢？

气象部门解释，强降雨前
需要一个能量的积累过程，夏
季 强 降 雨 各 个 时 段 都 有 ，午
后、傍晚时分相对明显一点，
夏季由于太阳光照等因素影
响，夜间一般气温会降低，经
过一夜的降温，第二天早晨乃
至上午，能量积累比较少，不
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夏季强
对流天气一般出现在午后、傍
晚时分，因为夏季里一天的能
量聚集一般在傍晚时分达到
高峰，此后随着太阳西下，地
面温度开始降低，大气层在这
种冷热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
不稳定状态，进而出现局地强
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午后局地
强降雨。

本报记者 戚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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