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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心澎湃——— 泉水复涌13周年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孟燕 蒋龙龙
于悦 刘雅菲

每天采地下水13万方
只是50多年前水平

泉水是济南的魂，每当旱
季来临，泉水蔫了，济南人的心
也跟着纠结。为了保住泉水不
像之前那样停喷，济南也下足
了功夫。

济南市名泉保护办公室提
供的资料显示，从 1981年开
始，趵突泉每年只流6个月，并
于1986年断流15个月。1994
年，趵突泉又开始间歇性断流，
直到1999年，趵突泉连续断流
926天。从2002年开始，趵突泉
又断流548天，到2003年9月6日
复涌，如今已连续喷涌13年整。

大规模保泉行动开始于
1981年，2003年趵突泉群复涌，
更是成为济南泉水命运的转折
点。由于济南各界对泉水更为
科学、持久的保护，趵突泉才得
以连续13年喷涌。尽管在2006
年、2014年和2015年，黑虎泉曾
出现短暂断流，但能在上述干
旱年份保存趵突泉，已是极为
不易。

自2003年趵突泉复涌后，
济南保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让泉群摆脱“靠天吃饭”。据
济南市名泉办介绍，济南市自
2001年开始对强渗漏带进行回
灌补源实验。回灌补源即通过
卧虎山水库开闸放水，使玉符
河水能够渗透到地下。2014年
后，卧虎山水库还通过调水工
程“吃”到了黄河水和长江水。

海绵城市的建设，则更令
人期待。2014年，济南成为国家
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在今年的
雨季中，城区南部的各个海绵
综合体就通过截留雨水，成功
使雨水储存了下来，不仅能够
保泉，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城市内涝。
近年来，济南也采取了不

少措施，减少地下水的开采。
2006年开始，济南实施东联供
水工程，将黄河水以及南水北
调来的长江水供给东部工业企
业，以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对
于需要开采地下水维持生活的
城中村，政府将他们纳入自来
水管道系统，并逐步取消自备
井。

记者从济南市名泉办获
悉，目前，济南每天对地下水的
开采量大约为13万方，这一数
字已经降到了上世纪60年代
的水平。“目前，我们可以做到
泉水在正常年份保持正常喷
涌。”济南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韩
永军说。

一边补源
为何水位还下滑

工作做了这么多，效果如
何？

9月4日的趵突泉景区游
人如织，当天的趵突泉水位为
29 . 29米。一济南老市民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现在的泉水喷
涌情况很好，已经好几年没有
见到泉水喷这么大了。”

泉水撒欢，有天的功劳，也
有人的功劳，但是谁的功劳更
大？

今年3月24日，趵突泉地
下水位跌破红色警戒线。这是
趵突泉2003年复涌十多年来，
水位跌破红线最早的一次。

为了延缓趵突泉水位快速
下滑的趋势，卧虎山水库今年
初就开始回灌补源。4月初，加
大回灌补源量，补源水量从原
来的每天20万方增加到40万
方。据悉，今年年初到6月份汛
期来临，卧虎山水库的回灌补
源量达到了5500万立方米，相
当于整个卧虎山水库的汛前蓄
水总量。

而在济南市一直进行回灌
的几个月内，趵突泉水位却节
节下滑。趵突泉水位从今年3月
1日的27 . 90米下滑到6月14日
的27 . 17米。那时的黑虎泉三
个兽头全部停喷，趵突泉也奄
奄一息。

有济南市民疑问，为什么
一边回灌补源，一边泉水水位
却跌跌不休？过了6月份，济南
市迎来多场降雨，泉水水位却
不断回升？

泉水实现持续喷涌的首要
条件，在于充足的地下水，因此
回灌补源采取的也是通过回灌
补充地下水的做法来实现泉水
的持续喷涌。

不过相关保泉专家介绍，
卧虎山水库的回灌补源大部分
流向了济西，少部分流向了市
区泉群，“一方面托着济西的地
下水位，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补
充了地下水，推高了泉水的水
位，缩小了泉水水位下滑的幅
度。”这些回灌补源的措施有一
定的效果，为趵突泉挺到雨季
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但补水的
程度仍和有效降水有天壤之
别，难以改变趵突泉水位下滑
的趋势。

据了解，济南市南部山区
泉水补给区面积约1500平方公
里。假如一场20毫米的中雨降
到南部山区，有10毫米左右渗
漏到地下，整个地下水补给量
则可过亿方。

目前每天通过强渗漏带补
给40万方地下水，这些地下水
虽然部分可以补给泉群，推高
泉水水位，但同由于干旱流失
的过亿方地下水相比还是太
少，难以抵抗泉水水位整体下
滑的趋势。

摸清泉脉走向
保泉争议或不再有

在济南30多年的保泉路

上，从不缺少争论和质疑，其
中，一碗水、两碗水和三碗水的
争论由来已久。

山东省水文水资源勘测
局高级工程师商广宇认为，
济西地下水潜力巨大，在保
泉的同时,完全可以满足市民
饮用需求。早在上世纪8 0年
代，他就提出了“济西地下水
独立于济南泉域，为一大型
地下水库”的观点，这是“两
碗水”说法的雏形。

与“两碗水”说法不同，时
任山东师大地理系副教授黄春
海提出了“三碗水”的观点，即
城区、东郊、西郊地下水各自独
立，相互没有联系。山东省地矿
局八○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
队调查后表示，济南地下水分
为明水泉域、白泉泉域、趵突泉
泉域和长孝水源地四大单元，
其中，趵突泉泉域包括市区、东
郊工业开采区和西郊水源地三
部分。

后来，济南市水利局又联
合山东省地矿局八○一队对
济南东郊、西郊地下水和市区
泉水的关系进行研究，调查结
果认为三者之间属于弱联系，
水位有几米之差，当地下水开
采强度不大时，单个地下水降
落漏斗各自独立；当开采强度
加大时，三个降落漏斗变成一
个大漏斗。

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现
在，大部分专家仍对此持谨慎
态度，不愿意多谈。保泉之惑，
到底是一碗水、两碗水还是三
碗水，其根源是对岩溶泉水勘
查研究不足。确实，岩溶泉水分
散出露，泉域范围不清，再加上
地下情况千变万化，目前岩溶
泉水仍然是水文地质学家研究
的难点之一。

济南市科协副主席李中赋
此前曾指出，当前对地下水补
源仅仅是定性的经验数据，缺
乏系统实证。他建议加强保泉

的基础性研究，搞清地下岩溶
水水脉走向，通过数学模型为
科学保泉提供依据。

把济南地质搞清楚了，摸
清楚了泉脉走向，保泉的争议
或许就能告一段落了。

保护名泉
拟有四条生态红线

如今的趵突泉又现“趵突
腾空”，就连喷涌水位要求最高
的月牙泉也实现喷涌，这意味
着济南的七十二名泉全部恢复
了活力。而要保持这种状态，济
南还大有所为。

“从近年来的地下水管理
和保泉实践需要看，依法管理
中，法的供给与法的需求还很
不适应。”济南市水利局水政
支队队长陈学峰表示。具体
来看，他认为，“济南现在没
有专项的地下水管理和保护
法规。地下水是非常特殊的
水系统，但已有的地下水管
理的法律依据呈现碎片化、
片面化，不完整、不全面、不系
统。”陈学峰说:“比如补给区的
划定和地下水水质保护等规
定，原则性太强，只停留在倡
导、引导层面，没有相应的法律
责任。”此外，还缺乏地下水生
态保护红线的管理，缺乏地下
水补给区的保护管理等。

在不久的将来，在法律法
规层面，济南将有更多严格的
规定来保护泉水。齐鲁晚报记
者从济南市名泉办获悉，济南
将促进《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
的修订，将四条生态红线划定
成果纳入《济南市名泉保护条
例》，建立相应的管控措施。建
立保泉生态责任机制，强化各
级政府保护泉水渗漏带的生态
红线意识，强化区（县、市）乡
(镇、办事处)在绿色屏障、生态
涵养、农业用水等方面的保泉
作用。

从减采地下水到回灌补源，从海绵城市到立法……

保保泉泉3300年年，，正正摆摆脱脱““靠靠天天吃吃饭饭””
应该很少会有城市像济南一样，将地下水的水位每天公布在市政府网站的首页。三十年来，保泉已经深入到济南的每一一项工作中，也

深入到了每一个市民的行动里。
但是，保泉行动仍有提升空间。相关专家建议，要科学保泉，首先应加强保泉的基础性研究，搞清地下岩溶水水脉走向向，通过数学模型

为科学保泉提供依据。

几场大雨过后，黑虎泉水位暴涨，三个兽头撒欢，水头近一米长。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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