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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5日傍晚6点，济南市气
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此时，降雨已经开始，预警为
何迟来？“这次暴雨蓝色预警
信号发布，是‘灵活发布’。”6
日，济南市气象台一位预报
员说。

“如果严格按照暴雨蓝
色预警级别来发布预警信
息，需要全部气象站点的降

雨量都在50毫米以上。”据介
绍，当时，工作人员已经观测
到有两个区的部分站点，降
雨量超过50毫米。根据气象
云图，预测还会有部分地区
降雨量超过50毫米。考虑到
济南市实际排水情况，气象
部门决定灵活把握情况，发
布 暴 雨 蓝 色 预 警 ，进 行 防
范。

“气象台主要预报3天以
内和2 4小时以内的天气情
况。”该预报员表示，由于夏
季大气运动比较活跃，像5日
这样的局地突发性的气象变
化不明显，难以提前观测。

据介绍，5日中午12点左
右，气象云图上出现了零星
的较强雷达回波，但位于南
部较为偏僻的山区。到下午5

点左右，市区局部才出现小
范围内的强雷达回波，意味
着在1至2个小时内可能降下
暴雨。

“这种天气状况，只能靠
临近预报和短时订正来应
对。”预报人员说，夏季突发
性局地强降雨特别频繁。在
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的气象状
况，难以预测。

6日，济南市城市防汛办
公室主任王俊胜说，这次强
降雨没有发布全网预警短
信，主要是因为降雨属突发
性的局地强降雨，时间一般
较短。

“可能暴雨下完了，预警
短信还没有发完，那就成了

‘马后炮’了。”王俊胜说，根据
济南市气象局预报，强降雨在
未来1至2个小时内出现，而上
次给全市800多万手机用户
发短信，花费了近7个小时。

据介绍，在5日的降雨
中，济南市城市防汛办公室
主要通过市级电视台、市级
广播电台的所有频道，进行
了预警信息滚动播放。

与此同时，在市城防办
的内部平台上，已经把预警
信息发布给了市园林局、市
国土局、市城管局、各街道
办事处等市防指成员单位，
200多个防汛工作关键岗位
上的人员，都收到了预警短
信。

7月30日，济南发布845万条预警短信，谁知暴

雨“爽约”；8月5日，一场急降雨，造成济南七大路

段交通管制，半条经十路交通瘫痪 ,为啥却不见了

预警短信的影子？

可能雨下完了，短信还没发完

夏季局地降雨，预测有难度

暴雨蓝色预警实际“不达标”

格延伸调查

本报济南8月6日讯(记者 崔
岩) 5日的一场局地强降雨，使济
南半条经十路陷入瘫痪，多处地
段积水阻断交通。据济南市政部门
相关人员透露，城市雨后排水不畅，
主要是城市地下管网历史欠账太
多。目前，济南范围内70%-80%的排
水管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淤积，部
分路段整个管道都被堵塞。

由于雨后积水，5日省城的7处
路段交通管制。一些市民质疑城
市地下管道排水不畅、维护不善。6
日，济南市政部门一位负责人透
露，目前，济南范围内70%-80%的
排水管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淤积
情况，部分严重路段整个管道都

被堵塞了。
这位负责人举例说，由于雨

污混流，济南有一处直径1米的管
道，容积量是40立方米，可从其中
清出的淤积物却有 2 5立方米。

“50%以上的管道都被堵住了。”
而目前，济南管网清污往往

只是针对污水井、雨水井下面的
管道井，管道几乎不清淤。这主要
因为管道清淤存在两大难题。一
个是技术难题。管径越小，清淤越
危险，劳动强度也越大。济南管道
管径一般在300毫米至2000毫米之
间，清淤之前，需要先将井盖放
气、流通空气，然后工人戴上防毒
面具，携带氧气入内。管径2000毫

米的管道，工人作业可以弯腰入
内清理；管径500毫米，工人作业只
能爬进去一点点铲除；而对于300毫
米的小管径，则往往采用高压疏通
车高压冲洗。而资金问题可能是管
道清淤的最大难题了。受“重地表、
轻地下”的思想影响，济南与其他
城市一样，每年用于城市排水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较少。

据了解，济南每年用于河道、
排水管网的维护经费不足2000万
元，远远低于约1亿元的定额测算
标准。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有
关负责人坦言，现在地下管网建
设与维护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
历史欠账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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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发了预警，暴雨“爽约”

暴暴雨雨真真来来了了

预预警警短短信信呢呢
本报记者 崔岩 见习记者 张文

一场强降雨暴露城市排水系统积弱

省城七成地下排水道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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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晚，解放东路三箭平安苑
路段，积水退去，主干道和辅道上
也是遍地污泥。

姚家环卫所所长侯红梅介绍，
这处百余米的路段，在下水道里清
理出了5垃圾桶的冬青树枝，淤泥、
沙子也清理了三四铲车。

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副
主任崔忠说，环卫、绿化等人员往
下水道扔垃圾，街边餐馆倒泔
水，洒水车泥沙冲进雨水箅等这
些人为原因都加剧了下水道的堵
塞。

记者在市区转了一圈发现，部

分路段存在向下水道倾倒垃圾现
象，尤其是一些饭店直接将剩菜剩
饭等倾倒进下水道。

崔忠说，除了垃圾堵塞外，
济南地势南高北低，地面硬化面
积增加，也是造成排水不畅的一
大因素。

不文明行为：各色垃圾堵排水口

5日晚上，济南历山路铁路桥
下面的积水慢慢退却后，路面上留
下了大量的淤泥。

这些淤泥是从哪而来？“由于
雨污混流，雨水一旦将污水井顶
开，污水就会外溢，地下污水管道
中淤积的泥土等杂物也会外溢。”
济南市城市防汛办公室主任王俊
胜说，目前历山路铁路桥附近雨水

收集系统已大大改善，但很多积水
不是地面径流形成，而是从地下冒
出来的。污水本应通过污水管道进
入污水处理厂，雨水则通过雨水管
道进入河道。然而，历山路仍有部
分雨污混流管道，雨水通过污水管
道进入立交桥下，下雨时污水管道
负荷猛增而外溢。

“济南排水管线设计标准偏

低，多年来排水设施欠账太多。”山
东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院长张克峰曾说。省城老城区雨、
污水管网设计标准偏低，雨、污合
流现象严重，易造成降雨时污水冒
溢。王俊胜说，“雨污分流改造是非
常复杂的工程，香港改造了100年
还没完全改造完，济南要想全部改
造完至少需要100年。”

管线设计问题：雨污混流，标准偏低

谁堵了城市下水道
本报记者 崔岩

一场强降雨，多路段积水，城市内涝隐患不小，城市排水系统隐患是怎么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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