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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主汛期即将到来，不少专家呼吁：在防汛的同时，别让雨水白白流走

省城一年“流”走15 个大明湖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刘婧孜 常新喜

18

每年“流”走

15个大明湖

济南市每年白白流走的雨水
量相当于15个大明湖！济南市水
文局水情科提供的资料显示，济
南市年平均降水量为640毫米，折
合水体总量为36 . 4亿立方米，其
中每年经小清河流走的径流量为
3214万立方米，相当于15个大明
湖的水量。其中，仅7、8两月经过
小清河黄台桥水文站的径流量就
约为2410万立方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济
南虽名为泉城，实际上却是我国
北方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城市之
一，主汛期外降雨量仅占全年的

15%至25%。济南市水利局有关
人员介绍，济南全市人均占有水
资源量为351立方米，不足全国人
均占有量的1/6，属水危机区。山
东建筑大学给排水方面的有关专
家也表示，济南的水资源总量与
可利用量之间有一定差距，总体
水资源短缺。“在这样缺水的城
市，大量雨水却白白流走，实在是
可惜。”

雨水直接排走

并非最好的选择

一边是总体缺水，一边则是
汛期大量雨水白白流走，济南陷
入“平日旱，雨季涝”的怪圈。“既
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把雨季宝贵
的水资源储存起来再利用？”不少
专家提出对雨水进行再利用的想
法。
“不管哪个城市，只要有多余

的雨洪水，都可以对雨水进行收
集再利用，济南也不例外。”济南
市水利局有关人员表示，济南南
部山区降雨基本可以通过水库、
塘坝进行拦蓄，而市区的较大频
率降雨，除蒸发和河道储蓄外，多
余部分都排入了小清河。
“济南非常有必要回收再利

用雨水。”山东建筑大学有关专家
认为，利用雨水不但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还能提高城市的防汛能力。此外，
雨水利用对环境的污染也能起到
改善作用。

专家建议

可尝试分片回收

“在整个市区范围内回收和积
蓄雨水的难度非常大。”山东省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研究员商广宇认
为，回收雨水首先要考虑存储的问
题，但市区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在
市区主要干道回收雨水径流必须
综合考虑到整个市区的规划、地质
条件等因素，因此难度系数很大。

为此，多位专家都提出了“化
整为零、分片回收”的想法。他们
指出，由于小区内居民多、车辆
少，雨水污染程度不大，小区内的
屋面雨水更为清洁，更适合再次
利用。一般来说，屋面雨水属微污
染水，前期污染较重，但是后期水
质较为清洁并趋于稳定，完全可
以通过前期雨水弃流和预处理，
使水质达到地下水质Ⅲ类标准。
“济南的地形非常适合回收

并回灌雨水。”近年来，济南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维平一直
在进行相关研究。他认为，济南地
区的南北高低差使得每次下大雨
城区都存在一定洪涝灾害威胁，但
同时这种地形和济南的裂隙岩溶
地质条件非常适合雨水回灌，将
屋面雨水径流转化成地下水。

据王维平介绍，采用雨水回
收、回灌再利用系统，雨水从落水
管流下后，通过专用的雨水收集
系统将雨水收集起来，再进行预
处理，最后通过回灌井回灌地下

裂隙含水层，或另作绿化、喷洒等
其他用途。

雨水回收

还要过三道坎

其实，早在2008年，济南市就
已经提出对雨洪水再利用的提
议。但雨洪水再利用并非一日
之功，也绝不是建几个大蓄水
池那么简单。负责省城排水系
统的一位工程师说，雨洪水再利
用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开发
商、市民等多方支持。

该工程师表示，目前在济南，
推行雨洪水回收面临的第一个问
题是立法。他认为，要让新技术在
新项目中推广，就必须有法可依。
据悉，2008年初，南京市出台了
《南京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
理条例》，明确规定规划用地面积
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建筑物应
当建立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雨水回收要面临的第二道坎
是高成本。该工程师分析说，雨水
收集设施造价高昂，成本比普通
材料高出五成，甚至翻番，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给技术推广应用设置
了障碍。
“难就难在意识不强。”有关

专家感慨地说，让有关单位客观
认识回收利用雨水是面临的第三
道坎。目前，绝大多数开发商还没
有这种回收利用雨水的意识，或
者即使有这种意识也因考虑到程
序、成本等问题而放弃。

马上就要进入7

月，省城一年一度的

主汛期即将到来，防

汛再次成为政府和

市民最为关心的话

题。多年来，人们已

经习惯了把“变堵为

疏”作为成功的治水

理念，疏通河道、疏

通管网，近年来人们

一直在进行着这样

的防汛工作。但如今

又有人提出，大量的

雨水白白流走是否

也是种浪费？为何不

换个思路，把水“留”

在城里，为我们水资

源日渐枯竭的城市

所用？

▲让雨水从地上“进入”地下还需很长的过程。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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