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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城的供排水系统与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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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近郊的克劳迪亚引水渠桥 

  古罗马以完备的引水渠网建设闻名世界。古罗马的供水系统被认为是古代历史最辉煌的

奇迹之一。罗马城扩展所到之处也是引水渠的所到之处，这几乎成了罗马帝国向外扩张的标

志。古罗马的引水渠建设主要还不是为居民提供饮用水或出于提高卫生质量的考虑，而是提

供逃生通道或军事需要。当然，其他功能也是同时具备的，如提供家庭用水、花园浇灌、水

上表演、推磨、喷泉景观等。古罗马的工程师因地制宜地在任何可以获得稳定的山泉水或地

下水供应的地方都建设了渠道。 

  虽然建渠输水不是罗马人的首创，这一技术已包含在东方文明包括希腊文明中，但罗马

人无疑是渠道输水最完美的建造者。罗马人恢复了亚述人的渠道工程建设并把亚述人的文明

理念应用到所有为罗马人建造的设施中。罗马人是“城里人”，能方便地享用数量最多的渠

道饮用水。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每个罗马人每天可以享用1100升的水，而现在一般居民用

水每人每天仅为200—300升。 

  可以说，古罗马的渠道建设和管理跟现代的渠道建设和管理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现代的

渠道建设技术基本上都来自于古罗马的建设工程。输水渠道建设首先是寻找水源。从四面八

方来的地下水渗透到建好的拱形的储水库收集起来，水渠跟储水库连接，空气通过水面上方

进入储水库，储存水通过露天的混凝土水渠自然引流出来。在输水过程中，罗马人还建设了

许多坚固的高架输水渠、虹吸管、隧道以避开深谷和悬崖。最后，水渠里的水注入混凝土做

成的水窖里净化，净化以后又通过水渠自流到分水池。分水池中有许多隔层把水分开。 

  分水系统主要是把水库里的水或输水渠里的水分流到终端用户。罗马的分水系统就是把

来自水源地的水用渠道分流到城市中。供水时，供应的水量超过了实际的需求，一是为保证

水流的压力；二是冲洗街道。绝大多数的输水渠道由砂石建造而成。 

  水渠在经过松碎的岩石地面时用石灰、陶土、碎砖铺设渠道，经过松软地段就用四方的

石块铺设。水渠有不同的交叉形状的设计，但大多数为矩形（俗称三面沟），在水沟上面覆

盖条形石板或三角形石板。进入居民区后，各个城堡之间的供水是用铅或铜管连接成，在足

够的水压下可以保证持续的水流，各个城堡用不完的水又可以通过渠道回到主水渠。按照规

定，城堡里的人只能使用渠道输送来的水，不允许从沟渠里直接取水。详细的渠道管理制度

保证了供水的稳定性。 

  通过对庞贝古城遗址的研究，为清楚了解古罗马城供水系统提供了极好的例子。从储水

库开始，有三条输水渠将水引到城市中不同地方的水塔中，再输送到由铅铸造而成架设在6米

高的砂结构水池中，水池往往建在十字路口，跟居民小区住户连接。当然，水塔也为公共喷

水池供水。庞贝古城水池最简便之处在于喷泉水源源不断地跌落在配备好的椭圆形的石盆里

面，这样石盆里的水时时刻刻都是满的。庞贝古城的排水系统也是闻名遐迩的。即使在维苏

威火山爆发的时候，庞贝古城广场的排水功能也还在独自发挥作用。庞贝古城的街道其实又

是一条开放的渠道，可以把喷水池里的水、雨水、污水排掉。 

  罗马人常常以他们宏大的供水系统为豪，但最重要的或许是这些建筑让罗马人认识到利

用水力学的原理建造排污系统和对污水的集中处理上，并且随着新城市的不断扩张，排污系

统也在一年一年得到延伸。古罗马城大量的清洁饮用水、街道上的污水都要通过渠道处理，

最后才排到第伯尔河。我们不仅发现了古罗马城输水系统的现代化程度，而且也解释了世界

其他城市瘟疫流行的原因。事实上，只有建设排污渠道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

冲刷渠道，渠道也就成了流不动的粪便池和毒气室。另外，古罗马人还精心设计了路面排水

系统。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铺设了用于排水的路牙子和沟槽，引导路面的水流到石头砌成的



露天排水沟里，稍微倾斜的路基就能把路面上的水排到沟渠里去。 

  城市供水同样在古罗马人的卫生用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厕所可以分为两种：公共厕

所和私人厕所。一般来说，公共厕所建在浴室附近或在浴室里面，方便人们从浴室外面或里

面入厕，然后用大量浴后水来冲洗厕所。而修建管道引水来冲洗私人厕所的情况在当时是极

其少见的。 

  罗马帝国普通居民能够充分使用露天沟渠里流动的饮用水并且利用地下渠道把他们的生

活污水带走。虽然不是刻意设计的，但罗马人做到了城市供水和排污有机联系在一起，也就

是供水渠道多余溢出来的水流把城市的污水带到地下排水管里去。古罗马人供水和排水的有

机结合为城市动态水环境的建立奠定了最早的榜样，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该城市的改观直接得益于供水系统，新的供水系统把水更加便捷地输送给市民。

例如，庞贝市把位于塞里罗的奥古斯丁水渠的一条支流引入城市，使该市大为改观。从奥古

斯丁水渠引入的水用于庞贝市的公共澡堂、私人住宅用水，特别是公共喷泉系统。在庞贝古

城的大街上每间隔100米就有一个水池，人们走路不超过50米就可以取到水，如此短的取水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