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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泞城市给排术工程现划的义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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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城镇的给排水现状分析以及对未来 一 年内的发展趋势估计
,

提出了从区域
、

流域范

围进行城市给排水工程规划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蓬勃发展
,

城市的辐射和集聚功能 日益明显并得

到强化
。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绝大部分城镇的人口和

面积都有了急剧的膨胀
。

再加上拆 ‘区 声扩 镇

并 乡 和不少县城升级成为县级市
,

使新城镇和

设
“

市
”

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
。

近几年来加大改革

开放力度
,

各市
、

县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招商
、

引商的需要更纷纷开辟了名目繁多的工业园区
、

经

济区
、

高科技区
、

旅游渡假区 ⋯⋯
。

这些
,

无疑是

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高效催化剂
。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
,

改革开放势头强劲
,

商品经济更是发展迅猛
,

在全国范围内
,

浙江是

一个市场大省
。

据 年资料统计
,

浙江省的各

项经济指标与沿海八省相比都名列前茅
,

全省的人

口密度
、

城市数量和城市分布密度也都位于前列
。

特别是省沿海七个地区的城镇密度可达 个
, ,

主要集中分布在沪杭雨铁路干线两侧以

及温黄沿海平原
。

这两地区平均城镇密度分别达到

个 和 个
,

浙赣铁路

沿线两侧平均城镇密度达到 个 ’
若加

上萧山
、

诸暨两市则达到 个
。

上述地区的城镇布局
,

杭
、

嘉
、

湖和宁绍沿海

平原已明显呈
“ 面 ” 状态势

。

温黄沿海平原及浙赣

沿线则呈 “ 线 ” 状发展态势
,

也就是说
,

浙江省事

实上已形成若干个 城 市 密 集 带 或 称 之 为 都 市

圈
。

由于城镇分布密度大
,

加上城市本身的不断扩

张 有些城市的郊区也已经逐步被蚕食转变为城市

市区的丫部分
,

从而相邻城市间的距离愈来愈缩短
。

如 绍兴市属的赚州市和新昌县 金华市属的义乌

市和东阳市 温黄平原的黄岩市
、

椒江市和路桥镇

现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台州市 —组合型城市

等等皆是如此
。

从而过去城市间并不显著的一些特征和现象
,

变得突出和不容忽视了
,

如 城市之间的亲和
、

渗

透作用 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互补作用 资

源的共享作用和基础设施的区域整体功能要求加强

等等
。

城市发展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各级城市管

理部门和规划人员的重视并逐渐形成共识
。

为了适

应这种变化已经提出进行
“
都市圈 ”“

城市密集带
”

“
组团型城市

”
等等的区域性规划 —一种更大范

围的宏观控制规划
。

只有在这种规划的指导下
,

处

于城市群体中的单个城市规划才能确立在正确
、

合

理和扎实可靠的基础上
。

在浙江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
,

很

多情况下进行城市给排水工程规划时
,

不仅应从更

大范围的区域出发而且还应从流域出发
,

这个观点

是源于城市水资源状况形成的
。

一 浙江省的水资源约为人均
”

全国

人均为
” ,

从数字上看比北方干早地区多
,

但由于下列原因
,

使 得 多 城 市 缺 水 情 况异常突

出
。

、

浙江全境人口分布密度极不均匀
。

沿海地带

密度比山区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

人口密度大的地

区
,

一般经济比较发达
,

需水量大
,

导致水资源紧

张
。

、

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匀
。

雨季
、

旱季雨量相差

悬殊 相当一部分丘陵
、

山区雨季洪水形成灾害
,

旱季河床干枯见底
,

而山区
、

平原
、

海岛则差异极

大
。

如 宁 、 绍平原就很缺水
,

绍兴市人均水资源



仅
,

慈溪市水资源更少约为
” ,

舟山
、

岱山等海岛就更少
。

、

水体普遍遭到污染
。

省内能成为水源的一类

水体已属罕见
,

二类水体所存无多
,

三类水体也是

危机四伏
,

更多的水体属于四类
、

五类水体
。

其中

河网地带的河流水质 如温州
、

宁波
、

绍兴
、

嘉兴
’

等地 大部分超过三类水体标准
。

不少丘陵
、

山区

地带的河流在逞流量很小的干 旱 季 节 也 污 染 严

重
。

如上所述
,

城市水资源匾乏
,

特别是严重缺乏

水资源的地区
,

水就成了城市发展经济的卡口
,

而

且必定成为城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热门话题和议

论焦点
,

使得城市管理部门忧心忡忡
,

千方百计的

到处寻找水源解决燃眉之急
。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
,

就有一批城市在本区范围内找不到水源
,

只能计划

跨地区从境外引
,

同时也出现了同一处水源供应多

个城市的情况
。

如黄岩
、

椒江
、

路桥
、

泽国等城市

都要从地处黄岩的长潭水库引水 绍兴市
、

上虞市
、

绍兴县甚至慈溪市计划从地处上虞市的汤浦水库

或曹娥江 引水 温州
、

平阳
、

瑞安等城市也计

划由飞云江的滩脚引水工程分配水
,

而由富春江引

水至宁
、

绍平原的构思更是酝酿了几十年
,

最近又

重新被提了出来
‘

。

总之
,

进行这样的工程系统论证

是比较复杂的
,

无论是水资源的平衡
,

还是输水管

渠系统的设置都必须从大区域范围来考虑
,

决不是

仅从单个城市的范围出发
,

只进行本城市的给水工

程规划所能完成的
。

二 钱塘江
、

甄江
、

飞云江
、

椒江
、

曹娥江

等水系
,

贯穿浙江全境
,

杭
、

嘉
、

湖
,

宁
、

绍平原

更是河网密布
。

这些水系和河网就像血管一样
,

遍

布在浙江省的肌体内
,

众多的城镇就是依托着这些

水系
、

河网而生息
。

显而易见
,

这些水系和河网把

各城市紧密地维系在一起
,

往往乙城市是丙城市的

上游
,

却又是甲城市的下游
。

如 永康
、

义乌
、

东

阳
、

兰溪
、

金华和建德
、

富阳
、

杭州均属钱塘江水

系 绍兴
、

新昌
、

嵘县
、

天台
、

上虞等城市属于曹

娥江水系 仙居
、

临海
、

黄岩
、

椒江同属椒江水系
。

而河网的特点则是水位变化幅度小水流平缓 流速

低
、

上下游较难区分
,

有些城市可能在某一段时间

处于上游地位而在某一段时间内却处于下游方向
。

如 地处河网地带的湖州
、

嘉兴
、

德清
、

长兴等城

市却分别受到上游河网和太湖水倒灌的影响
,

使本

地区的河网处在上
、

下游交替变化之中
。

正因为水

系和河网相互贯通
,

沿河的城市污水如不经处理就

排入河湖水系
,

就必然会波及下游城市
。

如 杭州

的污水影响到余杭市 甚至以下 黄岩的污水影响

到椒江等等
,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

目前在进行城市抖脉工程规划时
,

仍然局限于

从本市范围出发 有的甚至也不考虑市域范围 来

规划排水管渠
、

污水处理厂和排水口
。

尽管排放污

水的处理程度考虑了水体的环境容量 有的水系和

河流已进行了水体功能划分和环境容量分配
,

但可

以预计在 一 年内 虽然已经进入 世纪
,

但也

无能为力
,

普遍实现集中式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污

水处理
,

特别是二级和二级以上处理的可能性较少
。

这主要是城市资金不足
,

承担不了巨额投资以及环

境保护观念薄弱所致
。

所以
,

在这段时间里
,

城市

污水不经处理 或只经初步处理 就直接排至内河

或海洋 的情况
,

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不言而喻
,

内河水系和海洋仍然将继续受污染
,

直至国家和地

方有足够实力或者说当环境问题已发生灾难性后果

时
,

才能纳入轨道
。

当然
,

谁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

况发生
。

目前
,

在进行城市的环境影响分析时
,

虽然亦

注意到了流域的重要性
,

确定了城市间水体交界面

处的水体水质标率
,

而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很难达到 目标值
,

依然是上游 城 市 污 染 下 游 城

市 ⋯⋯
,

而水体的本底值也必然愈来愈差
。

实践表

明
,

在不少情况下
,

只进行单个城市的排水工程规

划是不够的
,

应该考虑到流域的情况
,

着眼于更大

范围的宏观控制
。

当然
,

这涉及到规划管理的体制问题
,

特别是

规划行为尚被市场经济所左右或困扰的情况下
,

要

进行这样的规划
,

可能会碰到很大困难
,

但从科学

性和真正解决问题的理性出发
,

从区域和流域的范

围进行城市给排水工程规划是必然的趋势
。

☆钱喻 ☆☆☆☆☆☆、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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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

期第 邪 页 《施工升降机制动器故

障原因控讨 》一文的作者为吴才春
,

误为吴方春
。

,

期第 别 页 《 大帽灌注混凝土桩在高层建

筑中的首次应用 》一文的作者为郑水强 郑帮岩二

人
。

特此订正
,

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