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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排水管道系统是整个排水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埋于地下,覆盖范围极广,所处环境复杂。部分早期投入运营的排水管线,受资料缺

失、产权不明、无养护条件、资金缺口大等诸多方面制约,年久失修现象突出；同时,近期新建设的排水管线,由于多头建设、赶工建设、监控

不严等原因,管道变形塌陷以及错接问题也日益增加。在当前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杜绝城市内涝、市政设施精细化管理的大趋势下,排水设施要

做到“排水畅通无堵塞、设施完好无缺失、暴雨期间无积水、无污水直排、无污水冒溢、无错接混接”,需要排水主管部门将建设和管理工作

并重,双管齐下共同作出努力。本文结合重庆市某区市政排水设施建设管理工作实际,总结归纳给出了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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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排水设施是城市的工业废水、居民生活污水和大气降水径流的接

纳、输送、处理、利用的总称,主要包括排水管道、构筑物及设备等。排水

管道系统是整个排水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埋于地下,覆盖范围极广,所

处环境复杂。部分早期投入运营的排水管线,受资料缺失、产权不明、无养

护条件、资金缺口大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年久失修现象突出；同时,近期新

建设的排水管线,由于多头建设、赶工建设、监控不严等原因,管道变形塌

陷以及错接问题也日益增加。在当前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杜绝城市内涝、

市政设施精细化管理的大趋势下,排水设施要做到“排水畅通无堵塞、设

施完好无缺失、暴雨期间无积水、无污水直排、无污水冒溢、无错接混接”,

需要排水主管部门同时重视建设和维护管理工作,双管齐下,在建设和管

理两方面共同作出努力。下面,结合重庆市某区市政排水设施建设管理工

作实际,展开一些思考和探讨。 

1 城市排水设施现状 

重庆市某区作为该市老牌主城区之一,城市市政排水设施主要存在以

下特征：一是建设年代跨度极大, 晚为今年当前, 早可追溯至上世纪50

年代；二是管径分布范围大,排水管网中,有管径仅200毫米老旧支管,有管

径5.9米大型箱涵；三是管道材质种类多,管道材质种类均随着时间推移和

建设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变化,有钢管、条石箱涵、素混凝土管、钢

筋混凝土管、塑料波纹管。四是地理分布跨度大,除了老城区范围外,近年

来随着城市开发,大片新区不断建成,排水设施分布跨度达到30公里以上；

五是超负荷使用状态明显,受城区人口分布不均的影响,人口密度大的老

城区排水设施几乎都已处于超负荷使用状态,加之东部城区合流制管网居

多,排水防涝压力较大。六是合流制排水体制和分流制并存,老城区两大流

域为合流制,其余片区为分流制,分流制中仍然存在一定数量错接混接问

题。以上特征,也是城市老城区排水设施的普遍特征。 

2 排水设施建设管理问题 

2.1建设层面上的问题 

一是排水设施多头建设导致投用后的管理维护工作存在较多不确定

因素。排水设施建设单位门类繁多,有上级开发建设平台公司,有本级建设

部门、各平台公司、园区管委会,有各种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等社会单

位,以及辖区部分国有企业,各建设单位建设排水设施过程中,习惯于“自

顾自”的建设模式,缺乏科学有效的统一指挥和沟通衔接,对市政排水设施

规划统筹建设理解不到位,导致排水设施建成后,容易出现标高或者容量

不匹配,在管道走向及管径分布上未达到原定的整体布局规划,甚至出现

管网缺失、管网断头、无法重力流、大管接小管以及雨污水管网错接混接

等问题。同时,由于排水设施项目实施单位对于工程质量的控制水平也存在

高低之分,导致建成后的排水设施本身质量有好有坏,质量参差不齐,而工

程本身质量问题的显现存在一定延迟性,只有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才逐步

显现出来或者集中爆发出来,为后期维护管理带来了较多的不确定因素。 

二是建设勘察设计过程过于侧重于理论推算,忽略实际调研及现场与

理论的有效结合,这在旧城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方面表现的更为突

出。旧城区排水管网本身资料缺失严重,原有建设过程不规范,改造过程前

期的排水管网探测及污染源调查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意识不到位,业

主方往往把这项 重要的本底调查单方面寄希望于勘察测量单位,不从主

观上推动调查勘测的准确性,导致获取的测量调查成果严重缺乏准确性和

完整性,直接导致后续的改造工程设计图纸的不完善不准确,直接导致整

治工程实施完成了但是关键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建设过程监管缺失,造成地块内开发项目自身未彻底实现雨污分

流以及地块外接市政管网的错接、混接数量大。根据上海市目前公布的

2019年雨污水管道调查结果,上海目前全市共调查雨污水管道12147km,调

查雨污水检查井368454座,调查雨水口320776座,查出混接点13738个,其

中：市政道路混接点631个,占比4.59%；沿街商户混接点3328个,占比

24.22%；住宅小区混接点2175个,占比15.83%；企事业单位混接点6157个,

占比44.82%；其他混接点1447个,占比10.53%。上海的数据应该是非常具

有代表性的,其他各个地区的情况应该与之类似。雨污错接、混接问题大

部分都因施工过程监管不严造成,这些错接、混接问题造成清污未分离,

对当前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带来了巨大难题,成为了摆在排水和污水管理部

门眼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2.2管理层面上的问题 

一是排水设施维护管理精细化水平还较低。受财政资金紧张的影响,

排水设施管理水平向精细化水准发展速度较慢,较真正意义上的精细化要

求存在较大差距,对于《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68-2016)的执行落实还未完全到位。目前,除了预防性的冲洗养护外,

排水设施维护管理工作一般都还处于过度依靠一线养护工人外观巡视设

施的表观完好或者缺失问题,机械性地重复解决功能状态已经无法实现畅

通排水的管道堵塞、塌陷问题；对于先进探测工具和专业调查团队的使用

较少,对排水设施结构功能和使用功能的调查还缺乏主动性。伴随着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排水设施管理应该大大提高主动性、预防性、

科学性。 

二是受机构人员编制、工资待遇等诸多条件限制,排水专业技术人员

配备普遍不足,先进维护技术的探索和应用还任重而道远。伴随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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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企事业单位市政设施全面移交,市政排水管护工作不再仅仅是保通

保畅,还涉及排水管网专业化摸排调查、信息化管理等工作,以前传统工作

模式下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机具设备配备与当前日益增高的精细化维护

管理标准和信息化管理标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是城市市政排水设施的规划、建设、维护责权不对等。在规划和建

设过程中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大都留给了后续的管理维护工作的责任主

体去寻求解决办法,使得本身单纯的管理维护工作变得较为复杂,这在排

水管理行业已经引起了共鸣。 

3 应对措施研究及建议 

3.1建设层面上的措施及建议 

一是一把标尺量到底,全面推行排水管网建设全过程监督管理。不管

排水管网工程建设业主是社会单位还是行政事业单位或者政府平台公司,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明确一把标尺,一把标尺量到底,全面推行排水

管网建设全过程监督管理,不区别对待,做到以下3个方面。前期手续方面：

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排水管网工程应当依法办理初步设计审批(政府

投资类)、施工图审查备案、施工许可(含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竣工(跟踪)

测量以及档案移交等建设手续。非单独立项建设的排水管网工程,也应与

主体工程同步办理相关手续。加强施工图设计审查。施工图审查机构对房

屋建筑工程配套的排水管网进行审查时,应将雨水、污水错接混接及接入

市政排水管网高程是否满足要求等内容作为审查重点,并在审查结果中明

确审查意见。实施过程方面：加强排水管网施工质量。施工单位应当严格

按照施工技术标准和审查合格的施工图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排

水管网工程的地基处理、管道安装、沟槽回填等是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环

节,应当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

位应当加强排水管网工程施工质量现场监理,重点把控进场材料质量检

验、排水检查井坐标、管道高程、附属构筑物及接口质量、基础及回填质

量、雨污水混接错接情况等。验收方面：强化排水管网竣工验收。建设单

位应当依法组织对排水管网工程进行分部工程验收或竣工验收,并按照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范》要求,在排水管网覆土隐蔽前进行测绘,形成准

确、完整的管线工程测绘数据和测绘图。城市建成区内未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的新建建筑小区或公共建筑,不得交付使用。排水管网工程竣工验收资

料应当包含管道内窥检测报告(含影像资料)、竣工测量成果资料等相关工

程资料。通过以上的全过程一把标尺监管,保证实施过程的科学性、合规

性,尽 大可能避免质量问题和错接、乱接、混接问题。 

二是建设勘察设计过程过于侧重于理论推算,忽略实际调研及现场与

理论的有效结合,这在旧城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方面表现的更为突

出。针对此类问题,首先要求业主单位一定要摆正自身的位置,业主不是高

高在上地指挥各参建单位去按部就班的履行职责或者照着规范和资料画

图,不是纸上谈兵,业主必须作为整个项目的绝对主导方,蹲守现场,保证

设计图纸对于建设工程或者改造工程的绝对吻合性以及保证照图施工的

执行,已彻底避免图纸是一套做法而现场实际又是一套做法的结果产生。

另外,业主单位要让测量和设计单位真正敢对各自成果、图纸拍胸脯做保

证：一是真实排水系统排查资料作为依据；二是结合问题排查,真正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原因分析,并根据问题的影响程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三是

这些措施是可实施的、是能够落地的和一定有效果的；四是要杜绝为追求

设计效益,过度采用投资大、技术复杂、效益低的对策措施的行为。 

3.2管理层面上的措施及建议 

在当前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城市内涝防治、城市排水安全日益突出的

三大背景下,重视科技手段,全面推行排水管网精细化排查和梳理已经是

势不可挡,而且迫在眉睫。而精细化排查和梳理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要重

视排查公司的选定和排查过程的方案制定,确保排查实效。 

一是要科学选定排查公司。业主单位一定不要被厚厚的假检测报告,

模型预测给糊弄了,要认识到：与排水系统真实情况不符的模型算不了排

水系统问题的“命”,摸不了排水系统“脉”；排水系统排查是需要装备和

技术的,是有标准、规程可遵循的,排查中还需要做好安全保障工作,所以

排查一定要由真正的专业公司来承担；排水管道排查的不仅是排水管道缺

陷,而是整个系统存在的问题；专业公司不但要查问题,还要给出整改方案

建议；承担排查的专业公司一定要有责任心,更要用良心做事；排查更是

系统性、周期性的工作,所以在发现和整治上述重点和关键问题后,久久为

功,定期做好排水系统排查是排水系统维护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 

二是要理顺排查思路并科学制定排查方案。业主单位要认识到：查清、

查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特别是黑臭水体整治初期一定有重点、有针

对性地开展排水管网问题的排查；以发现关键问题、影响大的问题为突破

口,先重点,后全面；从有旱天出流污水的排水口查起,查清是什么排水口,

查清旱天出流、雨天出流水量与水质；从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低

于260mg/L的污水系统查起,查清污水处理厂进水管道有无外水入渗、清污

不分；从表面肮脏的雨水口查起,查清道路雨水收集口是否在收集路边餐

饮、大排档、垃圾站(桶)、洗车等污水；从旱天“黑水潺潺”的山溪(泉)

水的沟(暗)渠查起,查清是否有污水接入,查清这种沟渠的末端是否截流

接入了城镇排水管道系统；从雨天出流污染严重的排水口查起,查清管道

是否存在积泥、清通养护工作是否到位；从居住小区查起,查清雨污混接

情况。 

4 结语 

市政排水设施的前期建设和后期管理二者之间城高度相关关系,前期

建设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后期管理维护或者改造的成本及难易程度,只有

通过同时重视建设和维护管理工作,双管齐下,在建设和管理两方面共同

作出努力,才能保证当前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以及城市内涝防治等重点攻坚

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城市排水安全的长久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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