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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济南正全力解决雨污混流、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打通断头管线治排水“血栓”
本报记者 崔岩 王光照

省省城城七七成成地地下下排排水水道道淤淤积积

17日，工作人员用探测仪查
看历城区一处地下排水道。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8月7日A06版刊
发《省城七成地下排水道
淤积》一文，报道了济南城
市排水系统存在的问题。13
日开始，市政部门连续五
天对清淤情况进行了检
查。17日，伴随检查结束，清
淤难题也一一浮出水面。
排水的历史欠账该如何弥
补？排水不畅如何解决？

雨污混流

分流改造
计划投资50亿

“路面很多积水不是地面径流
形成，而是从地下冒出来的，雨污
水混流是罪魁祸首。”济南市防汛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理说，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进
入污水处理厂，雨水则通过雨水管
道进入河道。而济南老城区部分路
段仍是雨污混流管道，污水通过雨
水管道进入，下雨时管道负荷猛
增，容易造成污水外溢。

除了部分新修道路，济南雨水
和污水共用一套排水系统的道路
仍然占到一半以上。

“济南市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解
决雨污混流问题。”济南市排水管理
服务中心副主任崔忠说，雨污分流
工程去年已启动，并完成了一期工
程，老城区将率先实现雨污分流。济
南市计划投资50个亿，从老城区逐
步向外围扩展，建设雨污分流系统。

管网不健全 逐渐完善地下管网

本次检查中，管网不健全
也是造成排水不畅的突出问
题。

在历城区，作为以往重要
积水路段的辛祝路也列入了检
查范围。检查过程中，辛祝路管
道内未出现大面积淤积。那么
造成积水的原因是什么？

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
相关人士认为，辛祝路到了祝
舜路后，由于前面建筑物阻挡，
管线也就此截断，无法继续铺
设管道，导致积水无法排出。

除去断头路造成的地下管
线缺失外，以往道路建设“重地
上，轻地下”，地下管线配套不

完善也是造成道路排水能力弱
的重要原因。

“现在已经逐步意识到这
个问题了。”济南市市政公用事
业局局长王继东曾表示，要结
合道路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这
也是解决这一类问题比较好的
办法。

地势南高北低 上游设立截污网

受济南地势南高北低影
响，下游的天桥区辖区地下排
水管道雨后成了垃圾聚集区。

“治淤更需截淤，全市各段
管网均应布置淤积网。”济南市
政部门有关负责人指出。

崔忠认为，工程配套最关键
的是管网设计合理，目前来说最
好的方法可能是实现雨污分流。
可以先行在上游设立截污网、淤
积网，将水中的垃圾收集起来，
避免往下游管道转移。

而管理方面，则主要是行
为管理，通过完善立法、排水
许可及监督等多方面规范各
区排污行为，例如，对于往管
道扔垃圾、往下游捅垃圾的行
为都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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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低

地下管线
给未来留足空间

“原先的一些地下排水管线管
径太细，排水能力弱导致了地面积
水。”济南市政部门有关负责人分
析道。

过去，居民楼多为多层，排水
管道根本不用建太粗，排水管道管
径多在300毫米左右。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高层建
筑越来越多，原来的下水道完全不
能满足排水需求。“管道管径现在
也已经要求必须高于 5 0 0 毫米
了。”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局长王
继东曾表示，市政建设要谋划在先，
城市的建设和管理都应适当超前。

“考虑到以前济南排水管网覆
盖率低，设计标准低，现在改造道
路都会有预留。”济南市市政公用
事业局排水处处长王俊胜介绍说，
新改造的雨污水管道管径都比较
大，为未来排水需求增加做准备。
而旅游路、二环西路建设时，建设
了管线共同沟，也为地下管线留出
了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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