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接保护范围
（213km2）

九曲洋港进水口

顾家桥港进水口

出水口枢纽

留下河进水口

南湖进水口 闲林港进水口

新建输水
隧洞

17.94km

新建输水
隧洞

17.94km

每公里
造价

约4亿元

2022年11月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童健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3

敢想敢干的浙江人早就开始了与洪
涝搏击。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北水南
排、低水高走”，通过建立一系列孔门闸
站，将洪水往南排入钱塘江和杭州湾的

“南排工程”设想逐步形成。
后来经过不断的论证、考察、调研，

直到70年代中后期，终于在嘉兴海盐率
先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周边十来
个县市的 30 万民工浩浩荡荡到海盐集
合，30 万大军徒手开挖长山河，一期就
挖了42公里河道，随后民工们又铁锤叮
当、“劈山填海”，一路扫尽“拦路虎”，建
成了长山闸，杭嘉湖南排工程至此一举
改变历史。

据说当时整个嘉兴地区各行各业纷
纷支持这项民生工程，甚至把供销社都
搬到了工地上，就地供应各类物资。

从此以后，南排工程在杭嘉湖平原
多个点位开展。

如今，嘉兴已陆续建设了长山闸站、
盐官上河闸、独山闸等，在抵御1991年、
1996 年、1999 年梅雨洪水以及 2009 年

“莫拉克”台风和 2013 年“菲特”台风等
洪涝灾害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杭州则开展了三堡和八堡 2 个泵站
建设，有效缓解了杭州市城北片区排涝
压力。

南排工程怎么来的

浙江这项大工程坐拥三项全国之最，有望从根本上破解杭州城西易涝难题

地下55米，挖一条17公里的“高速水路”
本报记者 李 睿 朱 承 通讯员 徐志刚 王伟伊

不走人也不通车，只通水，而且不是
什么金贵的水，是平原河网的涝水。这
样的神奇“高速水路”，你听说过吗？

浙江要在地下55米深挖一条路，长
度仅有 17.94 公里，投资额却达 77.9 亿
元，每公里造价约4亿元。

11 月 2 日，在全省稳进提质金融
工具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杭州分会
场，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
程（以下简称“扩大南排西部通道”）正
式开工。

浙江为何斥巨资，修这条排涝的“高
速水路”？

杭嘉湖平原地处太湖以南，钱塘江
和杭州湾以北，天目山以东，属长江三角
洲，地势低平，平均海拔3米左右。地势
东、南高而西、北低，以太湖为中心形成
浅碟形洼地，区域内河网密布。

受地形地势影响，该区域的排水方向
是向北汇入太湖、向东汇入黄浦江。每到
汛期，来自浙江暴雨中心——天目山脉的
雨水汇流至杭嘉湖平原，仅靠太湖和黄浦
江这两条泄洪通道就明显不够了，杭嘉湖
平原地区的水流无处可去，就会导致严重
内涝。

具体说到杭州，城西历来是杭州城
市防洪排涝问题最突出区域。

位于山丘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它，地
势低洼，常年面临“上游来水急、中间地
势低、下游排不快”的困境。

放眼杭州目前的防洪排涝格局——
往西看，天目山及余脉的山洪由

西险大塘牢牢拱卫，经过东苕溪汇入
太湖。

往东看，城西密布的河网水系汇入
京杭大运河后，经杭嘉湖平原河网或流
向太湖、黄浦江，或经三堡排涝泵站进入
钱塘江，未来还可通过运河二通道经八
堡排涝泵站进入钱塘江。

每到汛期，杭州城西的河道，上游受
小和山、老和山等山洪直冲影响，下游受
东部高地势“抵挡”，多方来水汇集到城
西这个“锅底”，容易排水不畅，最终积水
成涝。

“城西地势低且距离远，加上杭州城
西科创大走廊这一科创高地加快建设，
区域高质量发展对水安全保障的要求越
来越高。”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杨志祥表示，新辟一条快速排
水通道迫在眉睫。

杭州城西为何易涝杭州城西为何易涝

扩大南排西部通道工程是杭州市水利史上单体投资规模最大
的项目，更是特大型城市深隧排涝项目在国内的首次实践。项目
的排涝规模、洞径和隧道深度均为全国之最。

它是一条“Y”型隧道，包括南北线和西线两部分。南北线北起
余杭塘河，南至钱塘江九溪段。西线西起南湖，东至顾家桥港，长
约11公里，洞径10米。

在河道交汇点或城
市易涝区附近，设九曲洋
港、顾家桥港、留下河、闲
林港、南湖等五处进水
口，另外，在钱塘江布设
了九溪泵站枢纽。

三个全国之最三个全国之最

链接

从造价来看，这条高速水路确实贵，但它守护的是“淹不起”
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在 1996 年和 1999 年的梅雨季以及“罗莎”“菲特”台风期
间，杭州城西分别经历了四次大洪灾，仅这四次的损失就接近
100 亿元。

从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条红色 Y 型的高速水路从城西延伸
至九溪出水口，包括南北线和西线两部分，总长约 29 公里。本
次先行实施的是南北主干线工程（实线部分），通过抽水泵站，可
以将城西的涝水经过地下深隧抽排至钱塘江。这条水路设计排
涝规模在 250 立方米/秒，相当于 15 个小时抽干整个西湖的水，
紧急情况下最高流量还能提升至 300 立方米/秒。

届时，城西防洪排涝标准将由现在的不足 20 年一遇提升至
50 年一遇。相比现在，城西区域河网水位可降低 15 至 40 厘米，
地面积水面积和积水量都将减少 80%以上，直接惠及人口近
100 万，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城西内涝难题。

即使再遭遇 1999 年梅雨季的极端情况，也可以有效降低水
位 9 厘米以上，直接受益面积约 213 平方公里。

此外，工程完工后，杭州就将在钱塘江沿岸形成城东八堡、
城中三堡、城西九溪三大排涝泵站联合调度体系，可将城市洪涝
水就近外排杭州湾，全力守护杭城平安，进一步减轻下游杭嘉湖
平原防洪排涝压力。

这条“高速水路”也并非只在洪涝的时候才发挥作用。
除了排涝外，工程还具有反向补水能力，可随时将钱塘江水

补入城西河网，加速水体循环流动，有助于改善城西区域乃至杭
嘉湖东部平原河网水生态。

排涝能力有多强

正因为泵站设在钱塘江水域内，就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如何减少工程对钱塘江大潮景观的影响？

钱塘江大潮是杭州的城市名片之一，众所周知，九溪段因急弯
和局部喇叭形平面形态，涌潮景观较为壮观，是钱塘江沿线八大观
潮点之一。不过，潮水时常会涌到之江路上，严重影响行人和交通
安全。

扩大南排西部通道出水口恰位于钱塘江九溪岸段，如何减少
出水口布置对涌潮的影响，又能更好保证安全？

“工程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并在国内强涌潮河口治理中首
次提出了‘涌潮重塑’的理念。”项目设计方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杨飞告诉记者，涌潮重塑，简单说，就是先利用数值计算、
物理建模等手段，研究通过堤防岸线的布局优化，在新的位置“克
隆”原有的岸段基本形态，使其继续保持原有涌潮景观的野性。

“同时，通过堤防围挡等建筑物布置，可以提升观潮点的安全
性和景观多样性。”杭州市林水局重大水利项目专班副科长刘红霞
透露，届时“潮涌之江路”将成历史，“这也算是扩大南排西部通道
为市民游客埋下了一个‘彩蛋’。”

会影响钱塘江大潮景观吗

扫一扫
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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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人修长山河（资料照片）。
浙江省水利厅供图

投资额达
77.9亿元

扩大南排西部通道，就是要新辟一条
杭州城西至钱塘江的深隧排水通道，将洪
涝水就近、快速、往南强排入钱塘江。

这次，我们不会再召集 30 万人徒手
挖明渠了，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当超前的方
法——通过地下深隧抽水排涝。

深隧，有多深？
目前大部分地铁和电缆等项目是挖到

地下20至30米深，为了避开这些错综复杂
的地下工程，这条高速水路，则还要往下再
深入20至30米，难度可想而知。

据说，这个想法在“十三五”期间就
被 提 出 ，但 由 于 难 度 太 大 ，且 在 全 国 尚
无前例，所以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反复调
研、选址、论证，直到今年年初才真正确
定下来。

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期间国内多位擅
长“打洞”的权威专家、院士，包括钮新强院

士、龚晓南院士、吴志强院士、胡春宏院士
等曾齐聚杭州，一起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最后得出的可研结论是：工程是解决城西
防洪排涝问题的关键手段，唯一可行途径，
工程方案布局合理，风险可控。

作为特大型城市深隧排涝项目在国内
的首次实践，该项目的排涝规模、洞径和隧
道深度均为全国之最。

项目位于地下 55 米深处，主隧洞径 11
米，建成后工程最高排涝规模为 300 立方
米/秒，是杭州继三堡、八堡排涝泵站后又
一“排涝重器”。

“广州、上海等地也有深隧项目，但主
要功能是收纳地面初期雨污水，类似于‘地
下水库’，净化沉淀后错峰排放。”杭州市林
水局重大水利项目专班科长张玉伦告诉记
者，“地下深隧+大型泵站”组合解决城市洪
涝问题，在国内尚属首次实践。

“因此，项目施工技术难度也不小。”张
玉伦说，主要有三大难点：

其一，因项目毗邻重要景区，很难布设
施工竖井或支洞，地下 55 米深度的隧洞只
能单向掘进，对前期地质勘探精度、施工过
程中的地质超前预报以及突发应急处理要
求很高。

其二，五处进水口同样要开挖深度 60
余米的巨大竖井基坑，杭州市已建和在建
的地下工程没有这么深的，对于基坑围护
的技术要求极高。

其三，与三堡、八堡泵站设在钱塘江沿
岸不同的是，九溪出水口泵站设在钱塘江
水域内，“因为要在水域内开挖泵站枢纽深
基坑，不仅要考虑基坑施工本身的安全，还
要防止钱塘江潮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施
工围堰等临时工程的可靠性提出了极高要
求。”张玉伦说。

施工难度有多大

扩大南排西部通道工程示意图
浙江省水利厅供图

扩大南排西部通道工程平面布置示意图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供图 浙报制图：陈仰东坐落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未来科技城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