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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城市供水管网面临突发事件的内容，应急预案的组织方式、处理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关建

议，供同行们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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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就城市供水管网面临突发事件的内容，应急预案的组织方式、处理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关建

议，供同行们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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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城市供水管网面临突发事件，不是常规的爆管抢修。它表明城市供水管网面临以下几种情况：即自然

灾害与人为灾害。 

1.1 自然灾害 

1.1.1 破坏性强地震 

   破坏性强地震会引起地壳移动、土壤砂化、建筑物塌陷等，诱发多起火灾，输配水管道位移、爆破，

阀井被压、埋，导致城市居民生存困难、火灾难以拍灭。 

1.1.2 强暴雨及水灾 

   强暴雨及水灾会引起泥石流、建筑物倒塌、水厂生产停顿等，同样导致输配水管道位移、爆破，阀

井被压、埋，城市居民生存困难。 

1.1.3 干旱引发的多处火灾及用水失控 

  倘若遇上严重的干旱年份，河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供水失调，高温诱发多起火灾，引起居民用水

及灭火用水发生困难。 

1.1.4 传染病的流行 

  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往往与饮水有关，与水源水质有关，同样与输配水管道的安全运行有关。 

1.2 人为灾害 

1.2.1 战争 

   当前的国际形势是趋于缓和的，但是战争的阴影始终没有消除，现代战争的特点就是摧毁城市，城

市供水管网面临瘫痪的危险，如何保持灭火用水及居民基本用水的需要是相当严峻的，但又是应该思考面

对的问题。 

1.2.2 恐怖分子对管网的破坏 

   供水管网是城市生机的‘命脉’，它亦是恐怖分子搅乱社会秩序寻找切入点的一个方面，比如炸毁输

配水干管、非法关闭主控阀门，导致城市供水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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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水源污染导致管网水质的恶化 

   一旦水源受工厂事故后有毒液体的污染、载有有毒罐车翻倒事故的污染，或受到恐怖分子投毒的污

染，倘若发现不及时，污染源流入管网，问题就相当严重。 

2.对策 

2.1 管网信息清晰 

2.1.1 对整个管网现状一目了然，在应用计算机管理的条件下，则应做到图、属性、现状三相符； 

2.1.2 有独立的管道敷设、拆除、添改的逐年台帐，与上述管网的现状资料有机的结合，可以查管网历年

的变迁情况，有利于管网的维修管理； 

2.1.3 了解用水户的相关资料； 

2.1.4 掌握管道相近平行及立交的其它管线情况； 

2.1.5 组织管网维护人员，大练基本功，在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下熟知管道、阀门等的现状信息； 

2.1.6 建立 GIS 与 GPS 系统，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可在现场确定相关管道、阀门井的位置。 

2.2 强化巡线管理 

  预防突发事件和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都有必要强化管网的巡线管理。 

2.2.1 巡线周期 

  管网巡线应分片专人（管段数）包干，只有管段划分才能避免重复或死角。巡线周期原则上应 1~2

日为准，巡线周期过长实质上是流于形式，使管线处于无人监管的状况。对于周边其它管线、建筑物或路

面正处在施工期，突发事件的预警期内，巡线周期应缩短至 0.5~1 日，必要时 24 小时有人现场监管。 

2.2.2 巡线内容 

   在日常巡线作业中，应注意静态、动态两方面的内容。 

   静态系指路面、其它管线及建筑物变化后应在管道平面图上留下修改痕迹，添加相关尺寸，有利于

管网管理。城市电子地形图的修改往往要迟后若干年，一旦正式的电子地形图修改版得到后复制上去，清

除掉不准确的现场添绘的内容，不会使资料混乱。 

   动态系指管道沿线地貌、阀井节点、水表节点等有无异常状况，如被压、被埋、损坏、沉降、明漏、

暗漏疑点等，及时进行跟踪处理，或提出处理建议，并填写记录。 

2.2.3 巡线方式 

   巡线人员每天应以骑车或步行进行作业。若条件许可，巡线人员可携带掌上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既

可了解所巡管段的资料情况，又可将静态或动态的巡线信息记录在案，亦有利于情况的汇总与考核管理。

2.2.4 巡线人员素质 

   巡线人员是管网管理的一线哨兵，加强巡线人员职业素质及专业化水平的培训，是改进管网管理水平的

重要环节，这也是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的重要措施。只有管网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发现得早、处理得及时，

就可以大大降低管网养护费用，提高服务水平。突发事件的预警期内，强化管网的巡线管理亦是预防突发

事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 

2.3 供水管道的快速抢修 

2.3.1 熟悉本城市工程抢修队伍的相关信息 

   在突发性事件中，往往工程抢修头绪繁多、时间急、工程量大，仅就供水企业本身的力量难以应付，动

员、利用本城市的工程抢修力量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了解本城市的工程抢修队伍的状况，通过政府主管

部门提出抢修安排的预案是必要的。 

2.3.2 拟定供水管道（各种规格、管材）的快速抢修方法，筹划抢修器材、机具的预案 

   快速抢修的预案，包括：独特的破路挖土机具；大功率抽排水设施；钢管的快速焊补工艺；不同管材的

快速卡固修复措施；不同管材的切断工具；柔性连接快速通水器材等。 

 2.3.3 保持管网控制阀门、放空冲排阀门等设备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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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管网遇到突发性事态，当务之急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将故障管段从管网中隔离，确保多数管网能正

常运行。这也是管网管理部门自行处理的重点工序，平时维护好控制阀门，在突发多处破管时，能尽量缩

小停水范围。 

   主要管道的任一最低点都设置放空阀门，以便任一故障管段均能尽快地将管内余水排尽，以利快速抢修；

主要管道临近河渠旁设置冲洗排水阀门，以利管道修复后的及时冲排，尽快恢复管道的输水。 

2.2.4 建立协调机构，组织联合演练 

   基于突发灾难的严峻性、时限的紧迫性，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进行抢修工程的联合演练，并

建立起协调机构及相关制度。 

2.4 火情的应急措施 

   在地震、战争及群发恐怖活动中，多处同时发生火情是可能的，如何快速、有效地拍灭火情，是努力的

方向。为此，应考虑以下措施： 

2.4.1 完善供水管网中的消火栓的布置 

  由前所述，消防用水在诸多突发事件中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在建城区内，按救火需要合理添补消火栓

是必要的，这包括消防管道的增设及完善地下消火栓的相关标示。 

   城市市政消防是随供水管道的建设而设立的，通常间距不大于 120m。倘若某些街巷没有配水管道，

市政消防通常是空白区，因此为了城市灭火的需要，适当增敷消防专管是重要的。 

2.4.2 统筹城市水源的管理 

   在供水管网遭到严重破坏时，维持城市人们生存及拍灭火情急需的就是—水。位于城市内的河流、湖泊、

水池、水井…，是极为珍贵的资源。因此日常应对它们的情况了如指掌，才能确保非常情况下发挥效能。

2.4.3 加强消防设施的日常管理 

   城市消防设施的完善是必要的，而这些设施强化管理、长期保持完好状况尤为重要。比如城市消火栓应

有维护人员逐月周期性地进行排水与检查，一则有利于配水管道的水质改善；二则保持消火栓启闭自如，

长期有效地处于‘备战’状态。 

2.5 非常时期管网中补加消毒剂的措施 

    在传染病流行时期，通过管网中临时补加消毒剂的措施，从而确保管网水质的安全可靠。平时应策划、

建立管网临时消毒剂的补加点、简易可行的补加手段，一旦遇上异常时段，可以发挥补救措施。 

后记 

    在考虑突发事件中的预案时，首先放在对突发事件的事态预估，研究对应措施，重在当今管理的强化，

问题不在于机具、备件的大量贮备，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弥补供水企业自身的不足。 

2006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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