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年 #月 !!日

星期六
#$%&'()$%&'(*)$*++,-%+,.

!/小时读者热线：01!!22

责任编辑：项 玮

视觉设计：黄 娟 目击

! ! ! !城市的“水保姆”如今怎么排水？上海的地下“静脉”
如何“活血化淤”？“海葵”来袭时，正好提供了一份答卷。

战“海葵”排水设备全部启动
从 !日凌晨起，由于短时降雨量大力猛，闸北区海宁

路、宝山区丰翔路、虹口区东横浜路、杨浦区黄兴路等路
段纷纷出现积水，嘉定区陈家山路立交、普陀区祁连山路
下立交更是出现了最深积水超 "#$米的险情。全市 %&&&

多名“排水人”通宵达旦“转战南北”，申城各类排水设备
全部出动四处“救急”。两天里区县联手、泵管联动，全市
的网格化防汛排水机制紧急运转，趁着排水泵站在暴雨
来临前已事先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各类排水新设备都在
暴雨中开足马力。到 '日中午前后，申城因台风和特大暴
雨导致的道路和立交积水已基本排除。

保畅通 机械化养护率超80％
此前，本报“夏令热线”就曾到现场目击申城排水清

淤的最新日常工作状态。其实，在申城地下纵横交错的
'(&&多公里排水管道里，管道的日常疏通养护十分繁
忙。昔日主要靠人的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如今的机械化
养护率已经超过 !&!，“窥无忧”电视检测、钻水下的声
呐探测、可吸可冲的联合吸污车等现代化“新丁”，成为城
市防汛排水应急抢险中的主力军。
普善路上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泵站———彭越浦泵站

")小时“上班”。借助工作占地足有 *个标准足球场那么
大的 !台 +(&&千瓦大马力排水泵机，每天苏州河沿岸日
均 !&多万吨的污水都在这里“大汇总大中转”，再通过大
口径管道，定点排进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
万泉路靠近富水路口，看不见的地下雨水管道经历

声呐探测仪的严苛考验，“一丝不苟”地实地探测着管道
里的淤积现状。
广灵二路上的友谊三村，可吸可冲的联合吸污车忙

着给老式新村的污水管道排污清淤……

改旧网 继续每年投2亿元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暴雨积水怎么办的问题，市排水

管理处处长马远东介绍，上海针对中心城区排水管网老
化、管径不达标等“老大难”，一直在实施个性化“看护”。
从 "&&+年至今，全市共投资 '#"亿元实施了 +($个积水
点整治项目，涉及 +!(条市政道路，完成了 !(#+公里的
排水管道改造，直接受益面积约 )&平方公里。“十二五”
期间，申城还将继续每年投入 "亿元，用于道路积水点改
造。"&++年，上海抽查排水管道 +'*)条、支管道 %*+*

条，全市检测平均得分 !%#'$分，同比提高了 +#*"分。

申城防汛排水应急抢险有现代化“助手”———

9700公里排水管经受暴风雨考验
! ! ! ! ! ! !本报记者 楼文彪 见习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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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越浦泵站的技术员正对 !台大马力泵机作例行检查 ! 定期对下水道作声呐探测确保畅通

! 多功能联合吸污车成为排水部门疏通下水管道的利器

! 市政养护人员冒着倾盆大雨疏通管道 ! 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的这些设备担负着通信重任 ! 负责上海市中心排水的彭越浦泵站为亚洲最大! 上海易积水路段排水情况可随时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