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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国国造造排排水水管管道道尚尚存存22 .. 6666公公里里
仅占青岛管道总长千分之一，作用已不大但理念确实超前

2月初起，青岛市对5条德
国占领时期修建的排水暗渠进
行全面摸底排查。23日，齐鲁融
媒记者来到安徽路海坝暗渠，
进入110多年前建成的排水系
统，揭开其神秘面纱。

每到雨季，青岛德国造下
水道便变身“网红”，其作用被
无限放大，“不管下多大的雨，
积水从不会没过脚脖子”，青岛
还被称为“最不怕淹的城市”。
果真如此吗？

文/片 本报记者 刘腾腾

三四人并排走
顶部露出石子

在青岛，有一条110多年
前德国人留下的地下排水系
统，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它也
被称为“最牛下水道”。日前，
这条德占时期的百年排水暗
渠公开亮相。

2 3日上午，记者来到市
南 区 安 徽 路 海 坝 暗 渠 入 海
口，１1０多年前修建的德国雨
水管网就位于栈桥的东侧，目
前仍在正常使用中。排水管网
的入海口高度约３米左右，三
四人可以并排出入。记者从
入海口处走进去，发现里面
像非常大的窑洞，一眼望去
非常开阔，又深不见底。汹涌
的潮水刚刚退去，暗渠里一
片漆黑。

由于雪水融化，管道内积
水较深，水槽中的水正源源不
断流向大海。

还可以看见管道两侧壁底
有海水侵蚀和贝类附着，顶部
水泥脱落露出了内部的石子，
总体基本完好。

市南区市政工程人员程笑
东介绍，继续往里走，管道内会

看到一个圆形洞口，正前方的
下水道呈现阶梯构造，一个六
级台阶将下水道分成了两层，
上下两条下水管的落差会使流
水出现“瀑布”景象，整个下水
道节点的空间很宽阔。

“这条暗渠的总长度接近
250米，此次摸底巡查我们会对
它的结构参数、病害情况等进
行检测，形成图文资料进行归
档。”程笑东说。

2月初开始排查
“一渠一档”管理

1898年德国侵占青岛，开
始进行城市排水管网建设，至
1905年初具规模，以后逐渐向
北延伸。其中，欧洲人居住区，
也就是中山路南段以东，自德
县路过观象山、信号山至太平
山一线以南至海边整个区域及
前海一带，采用雨污分流模式，
雨水管、污水管分别设置；华人
区也就是西镇和现市北区则采
用雨污合流模式，雨水、污水共
享一管。

到1905年，欧洲人居住区
铺设雨水管道29 . 97公里，污
水管道41 . 07公里。在华人居
住区，则铺设雨污合流管道
9 . 28公里。

据统计，目前，现有五条共

2 . 66公里雨水暗渠保留原始
风貌，分别位处大学路、安徽
路、中山路、江苏路、郯城路。

据了解，为做好暗渠排
查和维护工作，市南区城市
管理部门将与工程技术和历
史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自2月初起，对辖区内五条德
占时期修建的暗渠进行全面
摸底排查，对暗渠的长度、宽
度、穹顶高度以及设施设备
的完好程度等各项数据进行
实地勘测，实施“一渠一档”
精细化管理，为后期的养护
工作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对暗渠存在的问题和隐
患，将会同有关技术专家和历
史文化学者进行充分考察论
证，制定日常维护和专项维修
方案，确保这个承载着城市历
史记忆的“百年工程”得到完整
的保存和科学的维护。

青岛雨污排水
主要由自建管道承担

青岛市文史学家鲁勇介
绍，德占时期修建的地下排
水设施，既是青岛百年前被
殖民统治这段屈辱历史的见
证，也是百年前德国人为了
把青岛建设成为东亚样板城
市，运用当时十分先进的“雨

污分流”设计理念，精心建造
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真实
写照。

如今随着城市的不断发
展，百年前的地下排水设施
势必要进行不断的维建改造，
以适应现代化城市排水的需
要。鲁勇建议保留并妥善保护
这仅存的一小段地下暗渠，
继 续 发 挥 其 实 用 性 和 功 能
性，又将其作为百年前欧洲
地下排水工程的缩影和侵略
历史的见证。

不过，对于网上盛传的德
国造下水道是青岛市不被淹的
主因，则纯属子虚乌有。

在专业的市政工作人员看
来，德占时期排水管道的修建
理念在当时确实是超前的，但
是他们所修建的污水管道是
根据当时二三十万人口的小
城市设计的，这些都是由当时
特定的需求特点决定的。随着
青岛人口密度加大，需要更大
容量的排水设施，如今，青岛
的城市排水功能主要是由青
岛人自己修建的排水管道来
承担。

据介绍，目前，青岛市市
南、市北、李沧三区排水管网近
3000公里，仍在使用的德国造
下水道2 . 66公里，还不到总长
度的千分之一。

青岛承袭了
雨污分流理念

此外，青岛特殊的丘陵地形
也决定了积水可以较快地排入
大海，不容易形成内涝。青岛地
势总体是西北高、东南低，而且
三面临海，地下排水管道依势而
建。水往低处流，雨水可以迅速
排入大海。即便是在低洼地点，
只要是打开雨水箅子，半个小时
基本可排干，不容易形成内涝。

另外，青岛在后来的城市
发展中，吸取和承袭了德式排
水系统科学的设计理念，广泛
采用雨污分流理念新建管道，
并大规模改造、提升旧有管道。

一份截至1990年底的青岛
市排水管道统计资料显示，当
时青岛市共有排水管道596公
里，其中污水管道310公里，雨
水管道256公里，雨水、污水混
合管道30公里。

“管网建设首先是雨污分
流，青岛有110年的历史。在规
划建设上，雨污分流在全国也
是靠前的。过去是我们老的市
区，市南、市北、李沧等，现在又
扩展到黄岛区、高新区和几个
县级市，在全市范围内做了雨
污分流。”市政公用局有关负责
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工作人员正在勘探安徽路

下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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