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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开展地下管线普查
计划用时两年“绘就”管线电子地图
文/片 本报记者 高建璋

据济宁市城建档案馆
邹立新馆长介绍，地下管
线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城市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之一。地下管线档案是城
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的重要基础性信息，同时
也是城市抗震、防灾减灾、
防范突发事故的安全保障
和建立社会应急机制的重
要依据。

近年来，济宁城市建
设迅猛发展，各类管线及
其档案的管理形势也不容
乐观。目前，管线不断敷
设，地下负荷越来越重，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济宁城
区现有各类管线 10余种，
分属于20多家管线权属单
位，线路总长度约 4000多
公里。而今，城区地下管线
没有完整清晰统一的综合

图纸，在城市道桥改造、地
下管线敷设施工时，经常
出现管线“打架”现象，挖
断地下管线、造成停水、停
电、停气和通讯中断事故
时有发生。仅2008年一年，
济宁城区就发生大小挖断
管线事故600余起，经济损
失不可估量。去年 8月份，
某开发公司在进行建筑工
程施工过程中，挖破济宁
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中
压管道，造成大量天然气
泄漏，2万多户居民停气。

市政部门在进行地下
管线建设时，由于没有档
案资料，不得不组织专人
沿道路两侧每100至200米
左右进行开挖，探查地下
管线埋设状况后才能进行
施工，既造成了人力财力
的浪费，又影响了工程设
计进度和施工的进行。

管线事故一年600多起

据邹馆长分析，造成地
下管线频频被挖断的原因，
一是历史欠账多，多年来管
线管理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底数不清、资料不全，普
查建档未能跟上城市建设发
展步伐；二是各产权单位各
自为政，缺乏统一管理，城市
道路重复开挖，浪费严重，被
群众戏称为“拉链马路”；三
是缺乏科学管理和有效监
督，没有建立地下管线信息
综合管理系统，不能实现信
息共享。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

看，除企业外，济宁城区地
下管线牵扯到的部门约有
26个。如果每个部门逐一
建档的话，工作难度可想而
知。”邹馆长告诉记者，虽然
相关部门前期做过各自地
下管线的普查工作，但是并
没有达到明确、动态的要
求。“一个施工断面往往涉
及多种管线，多家产权单

位。政府项目还好说，可以
召集各产权单位同时到现
场调绘施工图。非政府项目
的施工单位则被迫一家一
家地查。为此，延误了工期
不算，有的根本查不清，每
年发生的挖断水管、煤气
管、电缆、通讯线路的事情
自然数不胜数。”

另据介绍，除公共事业
部门外，企业在济宁城区地
下管线中也占有较大分量，
部分企业建厂悠久，地下管
线建设施工、竣工图缺少相
应的存放和监管，甚至丢
失，再加上许多企业对所建
设的地下管线根本没有登
记造册，给整个普查工作带
来了极大难度。“我们已经
发布了地下管线普查的公
告，主要目的就是通知那些
有地下管线的企业，希望他
们能够积极与城建档案馆
配合开展普查工作”，邹馆
长介绍。

管线普查涉及26个部门

随着济宁城市的变迁，地上建筑的日新月异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而是否又有人关注到城市
地下如织的管线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地下迷宫”，济宁计划利用两年时间建成地下管线电子查询
系统，那时，城区所有地下管线状况将在公众面前亮相，目前，该市城区地下管线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已经全面启动。

【 】

▲济宁城区每年将进行众多的地下管线工程施工
（资料片）

管线建设全程跟踪管理

“通过2年的努力，济宁城
区将建成一个动态、详细的地
下管线电子查询系统。”邹馆长
告诉记者，准确可靠的第一手
资料，可以增强决策和实施的
科学性、减少盲目性，为下一步
的城区建设、规划审批提供依
据。下一步，济宁将根据管线的
分布状况对各管线权属单位进
行现状调绘，并对现有地下管
线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类，
及时提供比较齐全的基础资
料。在进行普查的过程中，还将
组织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工
作，将普查到的各类管网，根据
类别、规格、所在位置等多种方
式对地下管线资料进行存储、
管理、检索、查询和输出。

同时，在进行工程设计前，
建设单位必须到当地城建档案
管理机构查询并取得项目选址
区域的地下管线现状资料，按照
标准规范合理确定设计方案；规
划部门必须要求建设单位报送
地下管线现状资料、提供城建档

案管理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谈及将来的信息管理系统

如何查询，邹馆长告诉记者，在
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城市
地下管线数据将做到最大限度
的开放和应用。单位在进行地
下管线施工时，可以通过相关
手续，到城建档案馆查询所施
工区域的管线状况；对于本部
门的地下管线，将与整个信息
管理系统实行共享，明确专职
机构或人员负责动态监管和归
档工作。
“地下管线是一个动态的

信息源，所以正在或即将施工
的建设项目必须按规定在覆土
前完成测量工作。”另据邹馆长
介绍，目前该市正着手编制《地
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下
一步，地下管线等城市基础设
施工程建设审批将同房屋建筑
工程一样，从立项、审批到竣工
测量、验收、备案，都将纳入基
本建设程序管理，实行全过程
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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