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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海珠涌流域内涝频发，严重影响沿岸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通过对海珠涌内涝成因的分析，提出了新建排
涝泵站、改造市政管网系统、增加调蓄容积、拓宽疏浚河道、改造沿河拍门及清淤等一系列治理海珠涌内涝的措施，为

其它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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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珠涌概况
海珠涌（又称马涌）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西北部，河

涌为东西走向，流经工业大道、南田路、宝岗大道、

江南大道中、晓港公园和滨江东路，西涌口在珠江后

航道洲头咀码头附近，建有海珠西闸，东涌口在前航

道的珠江泳场附近，建有海珠东闸。现状海珠涌水流

为双向流，以自西向东流动为主流，河涌全长为

５９ｋｍ，天然集雨面积为１１１１ｋｍ２（雨水管网系统的
集雨面积为７４６ｋｍ２）。海珠涌流域内地势较为平坦，
中间地势稍高，在７～１５ｍ，晓港公园附近地势最高，
标高为１９３ｍ，涌口附近和河涌两岸地势偏低，最低
处为１３ｍ。北部靠近珠江前航道附近地面填高至
２５ｍ。

海珠涌两岸为老城区，流域内雨水管网和污水管

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老住宅区截流式合流制、

新住宅区雨污分流制的城市雨水管网排水体制。海珠

涌流域原有的天然坡面汇流已经转变为雨水管网汇水

模式，重新量算海珠涌的集雨面积为７４６ｋｍ２。设计
洪水按“多种方法，综合分析，合理取值”的原则，以

２００３年版 《广东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为基础，采用
“广东省综合单位线方法”、“推理公式”计算，同时采

用“城市水文学公式”和“经验公式法”计算
［１］，考虑该

地区重要性和城市化进程采用城市水文学计算成果，

设计洪水成果见表１。

表１　海珠涌设计洪峰流量

计算方法 Ｐ＝２％ Ｐ＝５％ Ｐ＝１０％ Ｐ＝２０％
综合单位线Ｑｍ／（ｍ

３·ｓ－１） ６９９ ５６９ ４７０ ３６８
推理公式Ｑｍ／（ｍ

３·ｓ－１） ６４０ ５１８ ４１６ ３１８
经验公式Ｑｍ／（ｍ

３·ｓ－１） ７７３ ６００ ４９０ ３７７
城市水文学公式Ｑｍ／（ｍ

３·ｓ－１） ７２２ ６３８ ５６７ ４９０

２　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海珠涌流域外围防洪体系由外江堤防和海珠东、

西水闸组成，外江堤防的防洪（潮）标准为 ２００年一
遇；海珠涌西闸于２０１０年完工，３孔为开敞式闸门，
单孔闸宽为８ｍ，总宽为２４ｍ；海珠涌东闸建于２００５
年，３孔为开敞式闸门，单孔闸宽为 ８５ｍ，总宽为
２５５ｍ。海珠涌堤防已经按照２０年一遇的标准整治达
标，除十香园附近的堤顶高程在２００～２４０ｍ之间
外，其余堤顶高程基本都在２４０ｍ以上。

海珠涌两岸均建有浆砌石直立挡墙或斜挡墙，抗

冲能力较强，河床稳定性较高，除两段河道较窄以外，

现状河道宽度基本都在２０ｍ以上，河道为矩形或梯形
断面，河底高程为 －１１９～－２００ｍ，基本可以满足
河道的行洪要求。海珠涌的两段收缩河段河道位于宝

岗大道附近，一段位于宝岗大道西侧至人行桥之间，

河段长为４５ｍ左右，该处河宽突然缩窄，河道最窄处
上口宽为１１ｍ，河道为Ｕ形过水断面；另一段位于宝
岗大道东侧３００ｍ左右的单孔拱桥附近，拱桥跨度为
９５ｍ，拱桥靠近河道的南侧，北岸为了连接拱桥形
成一块长为６１ｍ、宽为１３ｍ的凸岸，该段河道急剧
缩窄，河宽只有８４～１３ｍ，严重影响了河道的过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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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涌流域在２００８年建成了纺织涌泵站，在怀德
对涌街村民自建１座小型排水泵站。海珠涌两岸排水
主要依靠海珠涌、水闸组成的区域排涝系统（一级排

水）和雨水管网、二级泵站组成的市政排水系统（二级

排水）
［２］。每年５～６月，开始进入汛期，由于海珠涌

沿岸局部地势低洼，受珠江水位顶托、雨水倒灌以及

雨水管网存在的各种问题导致海珠涌沿岸的内涝频繁

发生，虽然市政部门及时实施了雨水管网升级改造，

内涝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内涝问题依然

存在。例如在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９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２日、２０１０年９月４日海珠涌沿岸多处
出现水浸街的情况，严重时水浸深度达到３０～８０ｃｍ。
内涝最严重的有桥东中约新街片区；龙凤仁和直街、

仁济直街片区；怀德对涌、怀德对涌街及汇源新街、

万寿路万寿北街—蟠龙东市场片区等街区
［３］。因此，

内涝仍然是海珠涌水务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　内涝成因分析
１）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海珠涌两岸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不断扩

大的城市建设规模直接导致下垫面不透水面积比率迅

速增加，流域水文条件受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而发生

明显变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产生了城市雨

岛效应，使得城市的降雨多于郊区和农村；另一方面，

城市化改变了地形地貌，以不透水地面铺砌替代原有

透水土壤和植被，造成下渗和蒸发的显著减少，使同

样强度暴雨形成的地表径流量增大，洪峰流量增加，

雨水管网的铺设，缩短了汇流时间，洪峰流量急剧增

加，增加了海珠涌的防洪与排涝的压力。同时，海珠

涌原有 ７条支流，分别为漱珠涌、师爷涌、探梅涌、
菩提涌、居士地涌、瑶头涌和涌尾涌，现均已改为暗

渠，河道沿岸的鱼塘水塘被填埋征用，原有的调蓄能

力和下渗空间已不复存在，河涌的调蓄容积明显减小，

必然造成排水的压力增大，这是导致内涝的主要原因

之一。

２）地形影响
由于局部地区的地面四周高中间低，呈漏斗状的

地形，遇暴雨时迅速汇水形成洼地，容易发生内涝。

海珠涌沿岸几个经常发生内涝的区域地面高程均在

２０ｍ以下。例如，岐兴南华水浸区平均地面高程为
１８３ｍ，仁济直街水浸区平均地面高程为１８５ｍ，怀
德对涌街水浸区平均地面高程为１９０ｍ，桥东新街水浸
区平均地面高程为１８０ｍ等均低于外江多年平均高高
潮位２１１ｍ。这些低洼地区不仅涝水受河水顶托难以排

除，还存在河涌高水位时河水倒灌至低洼路面的隐患。

３）排水管网问题
海珠涌流域形成了老住宅区截流式合流制、新住

宅区雨污分流制的城市雨水管网排水系统。由于海珠

涌沿岸的水利和市政排水排涝设施建设滞后未能与城

市发展相配套，导致地下排水管网标准低、管道尺寸

偏小或堵塞，无法满足排水的要求；部分雨水干管出

现上下游管道不匹配的现象，局部小区存在雨水管接

到污水干管、污水管接到雨水干管的现象，雨水管、

合流管以及截污干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管道逆坡现象，

导致管网排水不畅引起内涝。

４）排水管口拍门的问题
根据海珠涌两岸现状拍门故障分析报告，海珠涌

两岸有５７个怀疑连通点，共有３０个监测点存在不同
程度与海珠涌相通或有故障现象；珠江前航道有２１个
怀疑连通点，共有８个监测点存在不同程度与前航道
相通或有故障现象；现状的拍门阀体大部分完全垂直

安装，未预留１５°倾角；拍门盖阀板少数变形，部分
被盗，部分被封堵。

５）局部收缩河道及跨河桥梁缩窄了过流断面，严
重影响排水能力。如宝岗大道东侧３００ｍ的单孔拱桥，
拱桥跨度为 ９５ｍ，拱桥靠近河道河宽只有 ８４～
１３ｍ，形成过流瓶颈。

６）内涌高水位的顶托
由于海珠涌的涌容有限，暴雨期间如遭遇外江高

潮，无法开闸排水，内涌水位会迅速抬高接近２０ｍ，
对排入河涌的管网排水产生顶托作用，导致地势低洼

区域的雨水管无法排除涝水；少数雨水管管口没有设拍

门，内涌水位过高导致河水倒灌进入低洼区域形成内涝。

４　综合治理措施
由于引起海珠涌流域内涝的原因较多，需对海珠

涌提出全面的治理措施解决全流域的内涝问题。

１）新建排涝泵站
采用分片排水的思路，用一级和二级排涝泵站相

结合的方式，快速有效排除涝水。

在海珠涌西出口建设排涝泵站，降低海珠涌洪水

位，减少水位顶托造成涌水倒灌的情况，有利于雨水

管网的快速排水，根据排涝调蓄计算，内涌２０年一遇
设计洪水遭遇外江多年平均最高潮位（采用粤府函

〔１９９８〕５１号文批复的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２日的潮位过程为
典型，设计潮位２０２ｍ）的工况，经试算得出泵站设
计流量为２２５ｍ３／ｓ可控制内涌在１６ｍ以下（最高洪
水位１５８ｍ），满足沿岸区域排水的要求［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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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涝严重的地区布置小型的二级排涝泵站。设

计在漱珠涌南涌口新建二级排水泵站，设计流量为

２０ｍ３／ｓ，解决漱珠涌两岸包括歧兴 －聚龙片区未实
施地区在内共１３７１ｈｍ２的内涝问题；雅墩街靠近海
珠涌一端的现状排水出口处新建雨水二级泵站

［４］，设

计流量为１８ｍ３／ｓ，排水面积为１２２ｈｍ２。
２）改造市政管网系统，实现雨污分流
对影响排涝的雨水管网设施进行相应的改造，整

改错接漏接的排水管道，根据《广州市雨水系统总体

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确定海珠涌２年一遇的排水重现
期标准进行设计，提高管网的自排能力。改造歧兴横

片的排水管网，增减雨水收集口和雨水支管，沿洪德

路东侧排入珠江前航道；对万寿路蟠龙里的雨水管网

进行改造，新建雨水支管、雨水收集口，排水干管出

口设闸阀，防止内涌雨水倒灌。沿河建设海珠涌浅层

污水管网系统，实现雨污分流。把排水口的挡水堰改

成可自动控制的闸门，实现自动控制截污和排水。

３）增加调蓄容积
改造晓港公园内２ｈｍ２的景观水体，使之连通至

海珠涌，通过水闸控制水流方向，使晓港公园的水体

具有一定的雨洪调蓄功能，可增加约１万ｍ３的调蓄容
积。通过改造不透水面积（加大绿化、湿地公园建设

力度）、兴建地下雨水调蓄池，提高流域调蓄能力，

使涝水能够错峰排放，达到缓解内涝的目的
［２］。

４）河道拓宽、疏浚，增加过流能力
现状海珠涌在江南大道中西侧至利济桥之间

１６０ｍ长的河道为暗涵，将暗涵段打开改为明渠，按
照设计标准与上下游河道衔接。疏浚宝岗大道西侧至

人行桥之间４５ｍ长的河段，拓宽宝岗大道东侧３００ｍ
左右的单孔拱桥附近６１ｍ长河段，拓宽后河宽不小于
２０ｍ，同时对该拱桥进行重建，现状跨度为 ９５ｍ，
桥下过水断面较小，过流能力偏小，重建后桥梁跨度

为２０ｍ。
５）改造沿河拍门
海珠涌两岸的雨水管口大多数已经安装了拍门，

只有少数的排水管口没有设拍门，结合实际情况在地

势低洼区的出水口安装拍门防止涝水的倒灌。安装、

改造内河涌沿岸的无拍门及拍门破损的２０处。
６）河道及支涌暗涵清淤
海珠涌河涌淤积严重，定期清淤疏浚不但有利于

河道行洪排水，更能清除沉积的污泥，改善水环境、

水景观。设计对漱珠涌进行清淤整治，保证排水的畅

通，同时对全河段进行清淤，清淤深度０５ｍ。海珠

涌全河道清淤６ｋｍ、漱珠涌清淤２ｋｍ［４］。
５　结论与建议

１）结论
海珠涌流域的内涝是多种不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从类似工程的治理实施效果情况看，全面彻底消

除内涝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内涝整治是一项长期的

工作，以上针对内涝成因提出的综合治理措施，提出

从全局的层面解决海珠涌全流域的内涝问题，以上措

施可以有效改善海珠涌的内涝问题。

目前，海珠涌流域已经发展为城市雨水管网排水

模式，海珠涌区域的雨水由雨水管网收集后，先排入

海珠涌再排入珠江前后航道，属于二级排水系统，其

排水顺畅与否不仅受本身地面高程和排水管网的限制，

还受海珠涌水位的影响，需要设泵站强排，局部小区

域需设二级排水泵站。海珠涌沿岸老城区还存在雨污

合流的排水模式，推进雨水管网的改造，新设收水口，

加强雨水管网、出水管口的排查，完善海珠涌沿岸的

排水系统，是消除内涝的有效措施，应坚持把完善排

水系统和消除内涝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

２）建议
从全局出发，总体上把握海珠涌流域内涝成因和

整治措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

的短见，统筹分析内涝成因，系统规划综合措施，突

出整治重点，建议尽早实施海珠涌内涝整治工程，协

调好雨水、污水规划以便工程建设时预埋雨、污水管，

避免重复开挖造成的损失和施工干扰，争取早日根除

海珠涌的内涝问题。

水闸泵站在排涝过程中应考虑预排，结合天气预报

系统，提前开闸预排，在预报有大暴雨来临时，尽量降

低内涌水位以利于腾空涌容调蓄涝水，缩短内涌高水位

维持时间，合理地调度可有效减少内涝的发生，同时可

以减少二级雨水泵站的排水时间。建议制定详细的水闸

泵站联合调度方案，以有效降低内涝发生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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