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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维静冯维静

每天，紧挨着
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将军府东路，
地铁轻轨八通线快速驶过，路面上人流如潮、
车来车往，城市生活一如往常生机勃勃。不远处一个不起眼
的路口下却“别有洞天”：3个舱面排列有序，这里是燃气、电力、
给水等多条市政管线“居住”的“集体宿舍”——城市副中心地下综
合管廊。排水管道不畅容易内涝、燃气管道泄漏暗藏隐患、桥梁设
施老旧损坏影响出行……地下综合管廊对这些风险隐患实施全领
域、全过程、全时段监管。目前城市副中心已建成地下综合管廊
60余公里，构筑城市地下“生命线”，让城市更有韧性。

一座城市的“韧性”体现了城市在抵御灾害并从灾害中“修
复”的能力。今天是中国第15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防范
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看看在防灾减灾方面，城
市副中心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对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公共
卫生事件等风险的应对能力，让城市更有“韧性”的。

“付工，水信舱向东50米处有部分水渍，请前往查看……”
对讲机那头的声音响起后，文旅区综合管廊工程巡线员付悦
带上记录本，沿阶梯步行而下。到达地下十余米深处，一条
宽、高均接近4米的地下管廊呈现在眼前，绵延数公里，一眼望
不到头。

付悦的日常工作是负责九棵树中路、萧太后河北街等多
条路段的综合管廊巡检，城市综合管廊短则几公里，长则数十
公里，巡检人员不可能完全实时掌握地下管廊运行情况。这
时，可靠、稳定的监控管理系统，就成了守护管廊安全运行的
最佳选择。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逐步应用，在各类传感器、
机器人以及视频监控设备的辅助下，付悦的日常巡线能够更
加精准、高效，安全性也明显增强。

在综合管廊内，长长的隧道被混凝土墙体分割成三间“混
凝土房”，它们是各类地下管线的“新家”。其中上层两间房是
高压电的专属区域，下层的房间是综合舱，左侧是各通信运营
商的网线，右侧则钉满了密密麻麻的合金架，是35千伏以下电
力管线的放置专区。人工巡检难免会有管控的死角，现在不
一样了，综合管廊每一段都设有各类监控设备与传感器，对现
场实景、温度、湿度、氧气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水位等保
持高敏感度的监测。它们已成为管廊智能监控系统的“眼睛”
和“鼻子”，同时配合控制中心这个“大脑”，让综合管廊运营维
护更有效率，安全管控再无死角。

“我们目前已对消防、通风、照明、供电、给排水、监控与报
警等附属设施进行智能化控制，实现综合管廊的动态感知、安
全预警和智慧运行。”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地下管廊管线事务中
心马志鑫告诉记者，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文化旅游区综合管廊
构建了一个虚拟管廊，不仅可以实时显示管廊的运行状态，还
可以对管廊设施进行精细化管理。此外，该项目的运维管理
平台创新应用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底层GIS+BIM融合技
术，这是北京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首次将该技术融合应用
在投资、建设、运营全过程。廊内已有的监控和报警系统，能
够对管廊运行情况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实时监控。同时，在
日常检修、故障排除等方面能够为各管线入廊单位提供准确
信息信息，，从而降低入廊管线的安全风从而降低入廊管线的安全风险和维护成本，提升综合管
廊运维时效廊运维时效。。

“后期还可以后期还可以根据定位信息，了解到管廊内人员定位及快
速逃生速逃生路线，并可以根据实际的设备位置，通过操作平台和自
控网络设备，对现场的风机水泵设备进行远程操作，以及及时
根据现场的状态对设备进行操作。”马志鑫说。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副中心积极提速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发展
韧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城市副中心综合管廊建设
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规划，城市副中心将科学构建综
合管廊体系，依托设施服务、轨道交通、重点功能区建设，构建
综合管廊主干系统。结合老城更新、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因地
制宜补充完善综合管廊建设。到2035年，城市副中心建成综合
管廊长度将达到100—150公里，形成安全高效、功能完备的综
合管廊体系，构建“人防+技防”相结合的响应处置模式，实现城
市风险能监测、会预警、快处置，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一网监测:主动式保障城市安全
地下综合管廊增强城市发展韧性

河流是最主要的行洪动脉河流是最主要的行洪动脉，，其是否畅通其是否畅通、、宽阔宽阔，，关系关系
着着““下排下排””的效果的效果。。北运河北运河（（通州段通州段））综合治理工程综合治理工程、、温榆温榆
河综合治理工程就是河综合治理工程就是““下排下排””的代表工程的代表工程。。上游地区虽上游地区虽
然努力蓄水然努力蓄水，，但仍会有一部分洪水流下来但仍会有一部分洪水流下来，，再加上本地再加上本地
产生的洪水产生的洪水，，通过河道清淤通过河道清淤、、开挖开挖、、堤防加高堤防加高，，就像疏通就像疏通
管道一样提高流经副中心河道的排泄洪水的能力管道一样提高流经副中心河道的排泄洪水的能力。。

据测算据测算，，““通州堰通州堰””分洪体系建成后分洪体系建成后，，一旦发生百年一旦发生百年
一遇的洪水一遇的洪水，，可以使流经副中心的洪水水位降低约可以使流经副中心的洪水水位降低约11米米，，
从而确保千年之城的行洪安全从而确保千年之城的行洪安全，，重构水与城重构水与城、、水与人的水与人的
和谐关系和谐关系。。

雨水流动不居雨水流动不居。。因此因此，，““通州堰通州堰””的建设并不限于北的建设并不限于北
京城市副中心范围内京城市副中心范围内。。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除了四大除了四大
主要工程之外主要工程之外，，今后将陆续规划建设一系列工程今后将陆续规划建设一系列工程。。在昌在昌
平山区平山区，，规划了西峰山规划了西峰山、、钻子岭两座水库钻子岭两座水库，，总库容量达到总库容量达到
35783578万立方米万立方米，，可拦蓄北运河上游的雨洪可拦蓄北运河上游的雨洪。。在海淀在海淀、、昌昌
平平、、朝阳朝阳，，规划建设了温榆河湿地公园等规划建设了温榆河湿地公园等5353处蓄滞洪区处蓄滞洪区，，
总容量达到总容量达到33213321万立方米万立方米。。预防是最有效预防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应最经济的应
急管理方法急管理方法。。在自然灾害来临之前在自然灾害来临之前，，能科学预判灾情能科学预判灾情，，
提前部署防范提前部署防范，，就抓住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先机就抓住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先机。。

一网统管：探索建设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

面对自然灾害，每个薄弱环节都潜藏着风险和隐患。
只有强化关键环节管理，才能最大限度消除各类风险隐
患。近年来，通州区大力开展自然灾害风险综合普查，推
进普查数据成果应用；打通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持续
推动防灾减灾社区建设；注重系统提升灾害防御短板和弱
项，统筹推进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建设；着眼全球变暖
条件下极端天气频发的实际，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研究
推进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将风险管理融入到城市规划、建
设、运行、管理等各个环节，努力打造安全韧性城市标杆和
发展范例。

区应急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防灾减灾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只有不断提升城市的空间韧性、经济韧性、工
程韧性、管理韧性和社会韧性，才能提升城市综合防护实
力与急救抗灾能力。

目前，城市副中心已初步建成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
预警平台（一期），选定老城区 50 平方公里，优先完成燃
气、供排水、热力、桥梁、电梯等安全监测感知网络覆盖、监
测预警系统建设。平台目前已投入试运行，即将转入正式
运行，将大大强化副中心城市安全风险预测预警能力，提
高多部门协调联动效率，通过数字赋能和科技创新激发
新动能、开辟新方向，加速推进防灾减灾数字化转型，全
面提升专业化、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确保城市安全发
展、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
运行有序。

此外，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
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事业发展规划》，未来五年，城市副中
心将探索建设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着力打造具有副中心
特色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规划》中要求，要在地震灾害
脆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洪涝灾害易发区，建立基于GIS
的集副中心（通州区）所有危化品危险源、隐患点和应急资
源的数字化基础数据库，形成可视化的动态“一张图”，做
到安全生产隐患底数清晰、动态更新、实时监测预警，为重
大安全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救援力量调度部署等应急工
作提供支撑。完成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程、危险化学
品安全整治工程、安全宣教工程等，建设灾害事故科普宣
传教育和安全体验基地，扶持建设一批安全生产相关职业
院校（含技工院校）和实习实训基地。

同时，通过应急救援的全景式互通互联，实现应急指
挥人员实时感知现场信息，智能化辅助决策，可视化指挥
调度，从而减少应急指挥的层级，缩短信息流程，提高指挥
效率与效能。推动各部门数据共享共用，整合利用气象、
水文、地震、森林等监测基础设施，搭建多灾种和灾害链的
综合监测平台，形成一体化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

一楼一策：身边建起“安全港”居民吃下“定心丸”

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防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应对
突发自然灾害开展救灾指挥、综合应急医疗救护、专业救灾队伍驻扎、
市民避难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

近年来，不少小区都建起了这样一个地方，平时可供居民健身、
娱乐、休闲，遇到火灾、爆炸、地震等突发性灾难事件时可以变成居
民身边的“安全港”，这个地方就是应急避难场所。

音响、话筒随时待命，冲锋舟、棉被、帐篷、电筒、衣物、绳索、发
电机、灭火器等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在远洋东方公馆小区建设的
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约1000人临时避难。另一个老旧小区天赐良
园建成时间较早，曾经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几近“瘫痪”。经过改
造，小区蝶变重生并在 10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上建起了应急避难场
所，不仅能为小区居民服务，还能辐射周边的小区。

居民身边的“安全港”除了应急避难场所，还有应急救援站。为
了补齐灾难防御短板，及时化解安全风险，多地将应急救援站建设
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这些在改造中建起的应急救援站可谓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常常在居民危难之际“大显身手”。在华业东
方玫瑰小区外，一个近两米高的蓝色亭子头顶“防空防灾”四个大
字。“这是应急亭。”临河里街道社区工作者打开亭子门详细介绍
道。亭子虽不大，装的宝贝可不少，大到扩音器、灭火毯、雨衣雨鞋，
小到折叠铲、高频口哨、多功能应急钳，种类齐全。

位于西集镇杨家洼村北的“柔水杨洼”景区，是集历史遗迹保
护、市民休闲游憩、改善生态环境、防灾应急避险于一体的现代城市
综合公园。这里宽敞平整的公共空间，其实还隐藏着应急减灾的功
能。比如公园中央一大片公共草坪区域，遇紧急情况时，可用来搭
帐篷。公园西南侧为物资集散平台，平时可供村民打球、健身，紧急
情况时则可用于堆放、储备物资。

楼下就是避难所，身边就有救援站。城市改造中补齐设施短
板，筑牢生命线与安全线，让居民吃下“定心丸”。截至目前，城市副
中心已建成 19处应急避难场所，总面积约 331万平方米，按照常住
人口184万计算，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约1.8平方米。

一套体系：四大水利工程 构筑副中心防洪体系

一座城市，该如何应对暴雨？面对即将来临的汛期，防御洪涝
灾害也将进入关键时期。遵循自然规律和先贤智慧，城市副中心启
动了“通州堰”建设。通过构建“上蓄、中疏、下排”的分洪体系，在副
中心外围进行分洪蓄滞，减少洪水穿城，防洪标准由 50年一遇提高
为100年一遇。

提起“堰”，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当属秦代李冰父子修
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岷江暴虐，往往在夏季泛滥成灾，冬季又干
涸少水，使两岸村庄饱受旱涝之苦。都江堰建成后，把岷江水流一
分为二，称为内江和外江，靠分水鱼嘴调控两侧水流：枯水季节，大
部分水注入内江，灌溉良田；洪水季节，水流湍急，回旋之水受力的
作用，六成水流入外江。

“通州堰”分洪体系，简言之就是：上蓄、中疏、下排。
位于宋庄镇富豪村附近宋庄蓄滞洪区就是“上蓄”，它相当于一

个“大水池”，可以将河道中的洪水分流至其中，起到“缓释蓄滞”的
作用。而且这里不仅仅是水利工程，还是水景公园，记者实地走访
发现，目前蓄洪区水位稳定，两岸植被茂密，已形成绿色生态走廊，
天气适宜时还有游客在周边野营。“如果没有宋庄蓄滞洪区，温榆河
通州段要想把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需要把两侧堤防增高 1米
以上。”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现在汛期洪峰可通过尹各庄分洪
闸、尹各庄拦河闸联合调度，把从温榆河上游倾泻下来的雨洪水引
入到宋庄蓄滞洪区，临时停驻，从而减少下游的排洪压力。待洪峰
度过后，再开启小中河退水闸，把滞蓄的雨洪慢慢排放到下游河道。

去年汛期降雨过程中，就利用宋庄一期南区和二期范围的自然
地势、河道堤岸等进行自然挡水，蓄滞库容约 200万立方米。同时，
通过下穿壁富路的 9孔涵洞，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还与一期所在地东
郊森林公园相连。东郊森林公园内建有不少水系，可蓄滞洪水 700
万立方米，资料显示，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可蓄滞洪水 200万立方米，
也就是说，待一期和二期连通后，蓄滞洪水规模可达900万立方米。

蓄滞工程无法尽数吞下的雨洪，继续顺着北运河汹涌而下，奔
向城市副中心。此时，“中疏”工程的功能便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中
疏”即利用两条分洪通道，在北运河洪水进入副中心之前，将其分流
到潮白河。这两条分洪通道就是温潮减河和运潮减河。运潮减河
建设于上世纪60年代，是本市第一条以机械施工为主的大型水利工
程。打那之后，运河沿岸及果园附近低洼庄稼地里，“下雨就看海”
的现象几乎不见了。而温潮减河的建设是此次“通州堰”的四大主
要工程之一，目前即将进入施工阶段，设计分洪流量为每秒400立方
米，可大大减轻北运河的行洪压力。

尹各庄拦河闸尹各庄拦河闸

文旅区地下综合管廊文旅区地下综合管廊

在西集镇杨家洼村北的在西集镇杨家洼村北的““柔水杨洼柔水杨洼””景区景区，，宽敞平整的公共空间里还隐藏着应急减灾的功能宽敞平整的公共空间里还隐藏着应急减灾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