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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广渠门铁
路桥有望建大型蓄水池，来
拦蓄雨水，同时还将升级泵
站。在“7·21”特大自然灾
害中，广渠门铁路桥下积水
严重，1人溺亡。

蓄水池选址有一定难度

记者昨天从排水集团
相关人士处获悉，广渠门铁
路桥排水设施改造方案中，
包括建设大型蓄水池。当雨
水汇入桥区超过泵站抽升极
限时，超过的部分将流入蓄水
池，起到“削峰”的作用。等到
暴雨过后或雨势减缓，再由
泵站将蓄水池中的水抽出
来，用于桥区附近绿化等。

排水集团相关人士透
露，由于广渠门周边属于成
熟地区，蓄水池的选址面临
一定难度，目前正在考察中。

泵站改造备有两套方案

负责为广渠门铁路桥
抽水的夕照寺泵站也有望
改造。夕照寺泵站位于广
渠门铁路桥西南角不远处，
建成于 1988 年。泵站有大
小水泵各 2台。每台大水泵
的 抽 水 能 力 为 2700 吨/小
时，两个小水泵抽水能力分
别是1800吨/小时和720吨/
小时。该泵站的设计标准
是“2年一遇”。

记者获悉，此次夕照寺
泵站改造方案有两套：一套
是在现有泵站基础上，再建
一个泵站；另一套方案是将
现有水泵更换为更大功率的
水泵。两套方案都将使得广
渠门铁路桥的雨水抽升能力
达到“5年一遇”，再加上蓄水
池的削峰效果，桥区抗雨能
力有望达到“10年一遇”。

广渠门铁路桥拟建大型蓄水池
泵站将升级，新建泵站或将更换现有水泵；桥区抗雨能力有望达到“10年一遇”

■ 举措

首批26处掉头阀预计本周完工

“不能依地区重要性设排水标准”
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黄谦称，汇水面积决定管道大小

排水系统设计标
准有问题

新京报：这次暴雨引起
人们对北京排水系统的关
注。你认为，北京排水系统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黄谦：我认为根本在于
设计标准出了问题。雨水
管网所承接雨量的大小，是
由其所负责排水的地面面
积大小决定的。管线负责
排水的地面面积（即汇水面
积）越大，管线所承接的雨
量自然就越大。

但是，在 2006 年出台
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以
及 2011 年发布的《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修订版，对于
排水管网的建设标准，不是
按照汇水面积来决定的，而
是按照道路和地区的重要
性来决定的。

根 据 这 样 的 设 计 规
范，北京城区雨水排水管
网设计标准一般地区采用
1-3 年一遇，重点地区为 5
年一遇。

即便是今年五六月份

北京市规划委发布的《城市
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
流 计 算 标 准（征 求 意 见
稿）》，也仍然没有摆脱这样
的思路。

新京报：这样根据重要
性来确定雨水管线的标准
会产生什么问题？重要的
地方难道不应该把排水系
统做得更好吗？

黄谦：雨水管道的直径
大小，与是否是城市干道、
是否是重要地区，没有必然
联系，这也不符合规律。决
定雨水管道直径的首先是
汇水面积的大小。

北京大部分排水
管道够用

新京报：“7·21”暴雨造
成的灾害，是否说明北京排
水管网普遍存在能力不足
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换新？

黄谦：目前北京城区
排水由几十个小区域排水
管网划分解决，按照正常的
排水需求，每条排水管道所
负担的汇水面积一般都较
小，绝大部分排水管渠采

用一年一遇的标准，其实
是够用的。

从近几十年来的排水
管道运行和几次暴雨过程
看，城区 90%以上排水管
渠发挥了正常作用。问题
仅是集中出在超频暴雨时
几十处道路低洼地点的排
水不畅不及时，造成交通
受阻。

这些低洼点多是下沉
式立交桥。眼下我们应该
做的，不是在地下大规模地
更换更大口径的雨水管道，
而是在下雨时在这些下沉
式立交桥实行严格的绕行
措施，确保交通畅通，桥下
不发生淹死人的情况。

改造管道内衬增
大流量

新京报：排水系统已经
显现出的问题怎么解决？

黄谦：几十处道路积水
点的下游排水管渠是“关键
的少数”。症结的化解应该
是消减上游的汇水量，加大
下游的输排水能力，尤其是
后者。

如果实施改扩建和新
建复线，既受到地下空间的
限制，也受到道路交通的限
制，即使能够实施，成本也
非常高。

相比之下，比较经济有
效的方式是减阻增流，也就
是混凝土管道改用塑料等内
衬材料，过流能力会提高
18%-55%，相当于从 1 年一
遇提高到 3 年一遇，甚至更
高。这种方式，相当于是在
混凝土管道喷上一层塑料涂
料，不用开槽施工，就可以达
到减少阻力增大流量的效
果。这种技术材料成本在
50-60 元/m2。

新京报：除了对排水
管网的改造，还有什么可
以做的？

黄谦：应该采取严格的
建筑区域雨水利用规定。
这包括两部分：雨水渗入地
下，比方说建绿地，让雨水
流入地下；雨水收集回用，
比如建蓄水池等。这些方
法既可以改善水与生态环
境，又能减轻城市排涝压力
以及河道洪峰负荷。

——黄谦（北京
市市政专业设计院
副总工程师；北京排
水管网设计者之一。）

说明：其中国家级党政军行政办公区为特别重要地区，市级党政军行政办公区、重点功能区、不耐水浸泡的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外事办公区、重要基础设施等为重要地区，其他地区为一般地区。

特别重要道路指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的城市段，重要道路指中心城和新城的城市主干道，一般道路指中
心城和新城的城市主干道以下等级的城市道路，以及镇中心区和分散的规划城市建设区内的城市道路。对于
穿越镇中心区的一级公路，其位于镇中心区内段如为城市主干道，则该段道路的雨水管渠规划设计重现期可采
用 5 年一遇。

据《城市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流计算标准（征求意见稿）》

雨水管渠位置 一般地区 重要地区 特别重要地区 一般道路 重要道路 特别重要道路

设计重现期 3年 5年 10年 3年 5年 10年

雨水管渠及泵站设计重现期表

在“7·21”暴雨后，北京
大学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俞孔坚给市委书记郭
金龙写了一封信，建议“建
立‘绿色海绵’解决北京雨
洪灾害。”

俞孔坚说，北京城里，
有 50%的绿化用地，此外，
北京还有众多的河流湖塘，
都完全可以用来考虑进行
防洪防涝设计，可以通过自
然渗透回补地下水。“土地
是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水，
起到蓄洪作用的。”

在他的建议信中，他建
议市政府，组织协调城市规
划、园林绿化、国土、水务部
门，成立“绿色海绵”工程指
挥部，利用绿地滞留和净化
雨水，回补地下水，包括恢
复河漫滩，建立雨洪公园，
降低公园绿地标高，沿路设
计生态沟，在社区建立雨水
收集绿地等等。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市政所原主任工程
师段昌和则建议，北京再建
立交桥时一定要城建和水
务部门一起参与，坐下来讨
论排水问题后再进行规划。

排水集团第一管网运
营分公司养护二分部经理
李子平介绍，“7·21”广渠门
铁路桥下积水无法及时排
除，一个重要原因是桥下发
生河水回灌。

“7月21日下午1点，我
们就开动了水泵。”李子平
说，到了晚6点积水不断上
升，“我们全力抽升，但是桥
下的水位还在上涨。”

下雨时，广渠门铁路桥
下的积水会流入 200 多个
雨水箅子，通过管道被泵站
抽入方沟，再流入不远处的
东护城河。但是 7 月 21 日
晚，李子平发现，本来通过
泵站排出方沟流向护城河
的雨水，正顺着方沟反方向
流入桥区。检查发现，是方
沟的末端——东护城河水
位太高，造成了河水倒灌。

“抽出去的水，又流了回来，
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就是
这样，泵站也没有停下一分

钟。外面已经大水封门了，
可是我们谁也没顾上。”

发现东护城河河水倒
灌后，李子平拨打了河道管
理部门的电话，希望对方能
将东护城河的下游通惠河
水位降下来。电话中，对方
告知，通惠河已经淌泄——
这意味着闸门全部开到最
大。晚10点，广渠门铁路桥下
的积水最深处达4米。两个
多小时后，东护城河水位逐
渐降低，道路积水才逐渐
被排走。

李子平说，广渠门铁路
桥发生河水回灌，还是第一
次。为什么会出现河水回
灌？事后分析认为，因为南
二环永定门沿线的南护城
河河水会流向东护城河，南
护城河由西向东会经过多
个桥区，经过桥区泵站的排
水后，水位会有所上涨，经
层层叠加，等流到东护城河
时，水位就非常高了。

桥下积水因河水倒灌
■ 讲述

北京下凹式立交桥将增
设掉头阀，首批增设的26处
掉头阀分布在二三四环，预
计 8 月 10日前完工。在“7·
21”特大自然灾害中，全市下
凹式立交桥不同程度积水，
其中较为严重的有31处。

北京二三四环有数十
处下凹式立交桥，在遇到突
发性暴雨时，桥下可能会在
瞬间产生大量积水，严重时
会阻断交通。在今年“7·
21”特大自然灾害中，由于

原有的掉头阀到下凹式立
交桥还有一定的距离，当桥
下发生积水时没有起到相
应的作用。此次增设的掉
头阀都在桥区附近，长度均
为24米。

据路政部门介绍，北京
之前建的掉头阀一般是 9
米-12 米，去年“6·23”大雨
中，部分路段虽开启了掉头
阀，但由于长度不够，一些
大公交仍无法掉头。

路政部门表示，掉头阀

作用和管道阀门差不多，开
口位置均设在立交桥两侧
中央隔离带上，一般为可移
动或插拔式护栏，平时处于
封闭状态，当遇到前方有事
故造成严重拥堵或桥下积
水太深致车辆无法通过等
紧急情况时，可开启掉头
阀，疏导滞留车辆掉头离开
或疏散到其他道路。

此外，郊区和高速路段下
凹式立交桥积水点也在继续
排查，适合安装会陆续增设。

立交桥下将装积水监测仪
北京市交通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全市城区道路养
护企业要加大道路巡查力
度，特别是要进一步强化下
凹式立交桥和易积水路段

看护。下一步，要研究在城
市下凹式立交桥安装积水
监测设备，并开发综合分析
平台的工作方案，以最快速
度拿出初步的工作方案。

要尽快对积水监测系统进
行必要的改进，并率先选定
试点区域进行积水监测系
统以及交通诱导显示系统
安装。

立交桥下施划水位警示、警戒线

日前，北京市交管局对
全市 133 处下凹式立交桥、
易积水路段施划水位警示、
警戒标线，累计施划标线
5400 米，喷涂文字 506 组。
水位标线分为黄色警示线
和红色警戒线，宽5厘米。

黄色警示线距地面最
低点20厘米，提示当水面在
警示线以下时，道路可以通
行，但机动车需低速缓慢通
过；红色警戒线距地面最低
点27厘米，水位达到红色警
戒线位置时，说明积水深度

已经达到汽车排气管平均位
置，机动车无法正常通行。

司机可通过标线及时
了解积水情况。交警可依
据标线，适时采取临时交通
管理措施，在积水桥区远端
进行分流疏导。

左安门桥、莲花桥在“7·
21”暴雨中积水严重。作为

应急措施，相关部门在桥区
辅路设置挡水墙，以便在紧

急时刻对辅路实行断路，分
流雨洪，确保主路安全。

左安门桥莲花桥辅路设挡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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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 专家支招

“绿色海绵”
吸水减灾

7月21日晚，广渠门铁路桥下，消防官兵在深达4米
的积水中搜救失踪人员。 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A06-A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饶沛 汤旸
金煜 邓琦

目前北京城
区排水由几十个
小区域排水管网
划分解决，按照正
常的排水需求，每
条排水管道所负
担的汇水面积一
般都较小，绝大部
分排水管渠采用
一年一遇的标准，
其实是够用的。

眼下我们应
该做的，不是在地
下大规模地更换
更大口径的雨水
管 道 ，而 是 在 下
雨时在这些下沉
式立交桥实行严
格 的 绕 行 措 施 ，
确 保 交 通 畅 通 ，
桥下不发生淹死
人的情况。

广渠门铁路桥排水改造方案示意图

雨水原本通过泵
站排向护城河，事发
时护城河水位太高，
造成河水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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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4增设水位警戒线

改造5增积水监测仪

改造1建设大型蓄水池

改造2泵站改造

改造3增设掉头阀

8月7日，复兴门桥下，一组白色掉头阀（可移动隔离带）安装在二环主路上，如果遇到暴雨积水天
气，可以挪动隔离带让车辆掉头。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新京报制图/林军明 素材提供/新京报记者 金煜 邓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