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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暴雨过后，一度糟糕

的合肥空气变得清新。然而，

在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的同

时，一个老话题再次引发人们

的谈论——城市内涝。在去年

全国众多城市纷纷“看海”的夏

季汛期，合肥顶住了压力。那

么，今年的应对，合肥又有几成

把握？经历了 5 月 7 日首场大

雨的考验，记者走访相关部门

倾听各方声音。

暴雨以下2小时排除积水
针对今年汛情，合肥市相关负责

人也给出防治目标。

“今年合肥市城市防洪的目标和任

务是：确保老城区5.2平方公里在50～

100年一遇防洪标准范围内不发生大的

洪涝灾害。确保东区、新站区及板桥

河、二里河流域在50年一遇防洪范围

内不发生大的洪涝灾害。”合肥市政府

副秘书长、市城市防洪指挥部指挥常先

米向记者介绍，今年将确保市区低洼地

段（主要指立交桥地段），最大限度地减

少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不发生人员伤亡

事故，即在降水30毫米以下不发生积

水内涝现象；在降水30～50毫米的情

况下（超过 50 毫米定级为暴雨），积水

在2小时内排除；在降水超过50毫米的

情况下，尽量减少积水时间。

星报讯（陈明

敏 记 者 俞 宝 强）

记者从昨日上午召

开的合肥市防汛抗旱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市平均降

水已达 220.2 毫米。合肥市预测今

年汛期（5-9 月）全市大部分地区降

水量以正常偏多为主，降水主要集

中在 6~7 月，部分地区有内涝或洪

涝发生。

合肥平均降水已达220.2毫米

“2011 年，合肥市相继发生干

旱、雨雪、大风和冰雹、暴雨洪涝、高

温、雾霭等气象灾害。今年1月1日~

5月7日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20.2毫

米，较常年偏少1~2成，其中合肥市

区213.8毫米。全市平均气温8.8℃，

较常年偏高 0.2℃。”合肥市气象局

通报道。

6月中旬入梅，比常年偏早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根据海洋、

积雪、大气异常和前期气候特点等

因子和方法，均预测今年汛期降水

总体偏多。预计2012夏季（6~8 月）

主要多雨带位于黄淮，具体偏多的

区域包括安徽大部。今年汛期（5~9

月）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

偏多。淮河以南地区 6 月中旬入

梅，比常年偏早，7月中旬出梅，梅雨

量比常年偏多。

此外，合肥市气象局预测今年

汛期（5-9 月）全市大部分地区降水

量以正常偏多为主，降水主要集中

在 6~7 月，部分地区有内涝或洪涝

发生。合肥市6月中旬入梅，比常年

偏早，7月中旬出梅，梅雨量比常年

偏多。汛期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偏

高，南部部分地区高温日数偏多。

首场暴雨合肥呈内“优”外患
老城规划建雨水调蓄池，暴雨以下2小时排除积水

分析篇

昨日上午，合肥市防洪办、

市气象局联合发布该市今年1号

汛情通报：5月7日 14时～21时，

合肥市普降大到暴雨，市区平均

降雨47毫米左右，最大降雨站点

五里庙 60 毫米，十五里河 55 毫

米。

因为此后继续降雨，截至 5

月 8 日 8 时，据合肥市水文局统

计，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74毫

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东陈岗

115.5 毫米，五里庙 108.5 毫米，高

新区 102.5 毫米，安四院 100.5 毫

米。整体来看，此次降雨已经达

到“特大级别”。

据介绍，本次集中强降雨过

程中，合肥市区总体情况良好。主

干道、下穿桥、老城区未出现影响

车辆通行的积水现象。特别令人

欣慰的是，记者走访老城区多年积

涝典型地段时发现，无论是张洼路

下穿桥，还是寿春路，甚至连含山

路中菜市此次暴雨都相安无事。

然而，经本报记者雨夜分路

调查发现，相对老城区的内“优”，

周边部分地方却出现“外患”。高

新区、蜀山区以及包河区均有积

涝现象发生，特别是新创花园周

边甚至一度达到“齐腰深”。

根据合肥市排水办统计发

现，以下局部地段有短时积水内

涝。如：合裕路与郎溪路交口向

西200米辅道出现20厘米积水，

南淝河支路与二环路交口、包河

大道与 312 国道交口匝道处、南

淝河路等也有积水。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小的

时候家乡也经常下暴雨，就算是

池塘沟渠都漫了，也很少发生被

淹的情况，为什么现在钢筋混凝

土的城市却这么怕雨淋？”在合肥

蜀山区落户安家的市民翟刚希望

记者能帮他寻求解答。

“许多人都曾向我问过这个

问题，其实这也是内涝成为愈演

愈烈的‘城市病’的重要根源。”合

肥市排水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

释，由于城市框架不断扩大，地表

硬化面积快速扩张，使得原先通

过地表土壤及自然水系消纳的排

水压力集中涌向了城市排水管

网。据估算，目前合肥市遇到降

雨时，60%左右的排水任务都由

管网系统来承担。

另外，像许多其他城市一样，

合肥城区曾经的水塘被填平，内

涝的风险自然也就加大了。

对于“城市怕雨淋的通病”，

合肥市排水办相关负责人分析

说，城市排水系统在强降水面前

“失灵”，原因在于普遍存在几笔

“欠账”。

首先是排水管网建设上的

“欠账”，管网建设缺乏科学规划

与前瞻布局，导致排水能力总是

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其次，管网

建设投入不足、标准不高，雨污不

分等问题普遍存在。再次，对排

水管网的管护也存在“欠账”。既

有管网老化、连接不畅、排水管道

被占压等问题，新建设施存在的

缺陷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基于这样的反思，合肥在去

年汛期结束以来的新一轮内涝治

理工程中，突出了管网建设与管

护并重的思路。目前来看，这些

治涝新举措在老城区发挥了积极

作用。

建调蓄池做活“水文章”
合肥市排水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针对老城区，目前主要还是采取对

排水管网的整治和清淤的措施。

为了不再“重走老路”，合肥滨湖

新区主干道庐州大道建设时尝试了全

新的治涝方法：将道路两侧建成积蓄

雨水的洼地，并种植芦苇、睡莲等水生

植物，形成道路的天然景观。

据了解，目前合肥市已经开始引入

这一理念，规划在老城区建设几座地下

雨水调蓄池，实现防洪与雨水资源合理

利用的双重目的，真正做活“水文章”。

预测篇 合肥6月中旬入梅，雨量将偏多

最大降雨量达115.5毫米

老城无恙周边却“呛得慌”

钢铁的城市为何怕雨淋？

强降水勾出几笔“欠账”

““望望””

““闻闻””

““问问””

““切切””

““治治””

8日凌晨，突来的暴雨让休宁路部分路口积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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