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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

道）北京一場61年來的最強暴雨導致
多人遇難並造成嚴重財產損失，北京
保監局23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大雨共
造成北京市近2萬輛汽車損失，估損金
額近億元人民幣。記者在走訪京城內
各大4S店及維修店時發現，店內幾乎
都是「車滿為患」，大批水浸車讓汽車
修理廠應接不暇。
自22日開始，北京受損車輛陸續開

始進入查勘理賠階段，車險報案量高
於平日10倍。據北京保監局的最新統
計顯示，截至22日，在京各財產保險
公司機動車輛保險接報案19547筆，估
損金額約9882萬元；財產險接報案533
筆，估損金額約1.2億元；投保種植業
保險農戶受災面積約29萬畝，養殖業
損失15000餘頭，估損金額約5100萬

元。截至23日，在京個人身險共接報
案8起，其中涉及6人死亡，2人受傷，
保險金額正在進一步確認中。有關接
報案和災害損失情況正在進一步統計
匯總中。

修理廠應接不暇
在積水最嚴重的立水橋地區，記者

在附近的北京帥氏汽車服務中心看
到，門口停 近十輛待修的車輛。該
服務中心的負責人回師傅這兩天也異
常忙碌，他告訴記者，平時每天的維
修量只有2—3輛，暴雨過後維修量驟
增，比平時翻了好幾倍，送來的車輛
基本都是發動機進水，需要將發動機
拆卸、檢修。負責拖車的師傅告訴記

者，僅他一人就拖來了4輛車，這些車
有停在小區裡「躺 中槍」的，也有
行駛到半路「趴窩」的。
記者隨後走訪來廣營附近的4S店發

現，這幾家店旁邊的維修車間都停滿
了涉水車，車間內到處是車門、後備
箱大開的待修車輛、汽車配件，而修

理車間外則有大量被泡車輛在
「曬內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趙一存 北京報道）據
介紹，每逢特大暴雨情況出現，北京市區之內，公益西
橋、玉泉營北側、豐益橋、五路居等二十處往往成為重
點積水橋區。其中，廣渠門橋、雙營鐵橋和蓮花橋積水
均深達兩米以上，這些下沉式鐵路橋下淪為重災區。這

種橋樑建成年代較長，普遍存在規劃不合理，排水洩洪
能力差，易積水易堵車等情況。
記者昨日來到廣渠門橋，暴雨夜這裡曾水深四米，溺

斃1人。現場多輛消防車在不停地抽水，市政衛生人員
清掃垃圾，交通基本恢復。廣渠門橋屬於典型的鐵路
橋。據知情人士介紹，多數鐵路橋為防碰撞，上下落差
比普通橋樑稍大，一些鐵路橋周邊有河流水渠，一旦有
暴雨，出現河水倒灌，鐵路橋的下凹部分就會很快積
水，困住過往車輛。

上下落差大 水湧向橋下
記者粗略盤點發現，北京城區該類型鐵路橋不下十多

處。由於不可能將鐵路改造成拱形，鐵路橋普遍採用下
挖的方式。為了防止超高車輛碰撞，鐵路橋的實際落差
往往比一般立交橋更大。
以廣渠門鐵路橋為例，鐵路橋附近就是護城河。事實

上，為預防鐵路橋下積水，北京市政部門一般配套建有

抽水泵站，抽取積水排向河流。雨夜目擊者告訴記者，
21日特大暴雨導致護城河水倒灌，地下管道洩洪在廣渠
門形成「噴泉」，抽水泵站沒有起到作用。天上之水、
河裡之水加上高地之水，同時湧向橋下，才導致這場慘
劇。

市政不治根 百輛車被淹
此外，記者昨日來到位於北京市東北部的立水橋望春

園小區，這裡是21日北京水浸的重災區。望春園小區與
毗鄰的東邊小區相比，在地勢上落差較大，尤其是望春
園小區西門地勢凹陷，容易積水。當日暴雨導致停在這
裡的幾百輛車在短時間內成為漂浮 的「船」。
記者在現場看到，小區儼然已成曬車場，大部分車輛

已被拖走，但仍有十幾輛被淹車輛正在晾曬，車門大
開、椅座被拆、坐墊腳墊等鋪滿一地。正在曬車的吳先
生告訴記者，小區地勢低窪且排水系統不好，繼去年暴
雨被淹，他的愛車已是第二次變成「船」了。

這場持續了近16個小時的強降雨給北京這
座大國首都、歷史名城帶來嚴峻的考

驗。在日前的災情通報會上，北京市水務局副
局長潘安君總結說：「在應對本次特大暴雨過
程中，北京暴露出不少問題和不足，其中首當
其衝的便是城市基礎設施還比較薄弱，標準不
高。」

管道標準低 地面透水差
全國城市防洪專業委員會委員、河海大學水

務工程系主任徐向陽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稱，與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相比，北京因暴雨形
成的內澇暴露出城市排水設計相對落後、地面
透水性不夠、天氣系統預測難度大等問題。
徐向陽指出，北京雨水管渠排水設計標準

是，一般地區應對1至3年一度的大雨，重要地

區應對3至5年一度的大雨。而21日突降的暴
雨，是61年來最大的一場雨，有關部門在遇到
特殊情況時，尚缺乏應急對策。與西方國家相
比，北京的管道標準較低。他指出，北京應該
盡快提高排水管道設計標準。
徐向陽表示，由於大城市發展建設快，地面

透水性不夠的問題日益凸顯，人水爭地的局面
相對突出。城市空間大面積硬化處理後，城市
「熱島」效應凸顯，河道調蓄能力降低。每逢大
雨降臨，難以滲入地下的雨水湧向排水管網，
增加了排水管的壓力。

水面率下降 雨水無處去
中國城鎮供水排水協會副秘書長王嵐亦表

示，大規模使用不透水的水泥等材料是造成內
澇的原因。她說，城市空間壓縮了原生土地和

露天水體面積，降低了天然調蓄雨水的功能；
城市建設大規模使用不透水的水泥、柏油等
材料，導致大量雨水無處滲漏，使得同量
級暴雨引起的洪峰量增加，洪峰變陡、洪
峰歷時縮短。
徐向陽提出，城市水面率下降是普遍通病，

沒有水面，在大暴雨時水無處可去。在農村，
天然雨水可匯入河道、湖泊、池塘、農田，而
城市調蓄能力不足，排水不暢，因此雨水就直
奔車庫、立交橋下等低窪地區，形成嚴重內
澇。
徐向陽建議，城市規劃首先要考慮河湖等自

然水域安排，再規劃交通路網及地下管道網。
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要善用雨水，將自然災害
轉化為水利資源，新建城區要加強透水，多建
綠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實習記者 王

微妹、高麗丹 北京報道）一場暴雨暴露了
北京城市的頑疾。在京親歷這場暴雨的香
港和台灣同胞，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向北
京建言獻策，希望吃一塹長一智，雙管齊
下改善城市排水系統。
中國香港商會原總幹事、《香港人生活

在北京》作者錢關月娥告訴本報記者，北
京的暴雨讓她想起自己小時候在香港，颱
風一來，旺角和太子等地，就會有齊腰深
的積水，而如今這樣的情況已成為過去，
港人的危機感也變得更強了。
錢關月娥形容，北京像上周六那樣在很

短時間裡下很大暴雨的情況是極為罕見，
所以儘管北京各方及時展開了很好的應
對，但仍發生了很多不可預知和令人措手
不及的情況。她認為，這一方面有排水系
統工程本身不足的原因，另外應該也有垃
圾和樹葉堵塞排水口等問題。北京要吃一
塹才能長一智，雙管齊下，既要考慮改善
排水系統等硬件設施，同時也要進一步加
強對這些硬件設施的維護。

綜合資金因素 達效果最大化
來自台灣的鄒偉君在北京平谷從事納米

產業和太陽能產業。他建議，政府相關部
門應未雨綢繆，定期檢查和維護排水系
統，政府相關部門還可以請專家對積水嚴
重的地區進行系統地規劃，這樣問題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但錢關月娥提醒，排水系統等硬件設施

的改善背後需要的是龐大的資金投入，而
按多少年一遇標準來投入則要綜合考量各
方面因素，標準低了效果不好，標準太高
了，可能又面臨 平時不常用而資金投入
卻負擔過大的難題。

港台同胞建言：
系統規劃 定期排查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王添翼 北

京報道）北
京的京港澳
高 速 公 路
17.5公里處
南崗窪鐵路
橋下嚴重積
水，是這是
雨災的重災
區。這裡平
均4米的積
水令80餘輛
車被淹，京港澳高速長陽段道路交通中
斷。記者昨日在現場所見，經過兩日的連
續抽排，該處積水路段有望於今日恢復通
車。
數輛大型工程車昨日正在將已經完全露

出水面的轎車調離窪地，在不遠處，仍有
近20輛汽車還只能看到車頂，一台高檔寶
馬轎車騎跨在路中間的護欄上，水面上不
斷有衝鋒舟往來，運送救援物資和人員。
路面上，武警戰士和道路養護人員相互配
合，將淤泥裝袋運走。

尚有30車浸水中
此外，屬於民間的「藍天救援隊」近30

人已在現場連續工作超過40個小時。負責
指揮的曲正權說，初步測算，現場積水達
20萬立方米，他們的6名潛水員，已協助其
他救援部門摸清了水下的情況，目前尚有

近30輛輛車被浸沒在水中，有些甚至重疊在一起。
15時左右，記者在現場遇到剛乘坐衝鋒舟視察歸

來的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周正宇，他透露，在剛剛
過去的一個小時，水位下降了近50厘米，並在以每
小時30—50厘米的速度持續進行，預計於晚10時左
右完全抽空。他表示，連夜進行清淤排障後，京港
澳高速房山段有可能於今日凌晨初步恢復通車。

談及此次的大規模淤塞積水，周
正宇坦言，「7．21」特大暴雨將
高速路兩側路基上的泥沙衝進道路
排水系統，導致其完全癱瘓，但該

事件為絕對的「偶然性事
件」，此段高速路開通20年
來，從未出現過類似
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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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凹式鐵路橋 成重災積水區

2萬汽車「報銷」 損失近億

「7．21」雨浸京城後的首個工作日，城市運行雖然已基本回復正軌，但

地下排水「大動脈」再次暴露出的深層頑疾仍待解決：北京近年來屢受內

澇，地下空間發展嚴重滯後，距今近600年的明朝下水道依然「服役」，廣渠

門橋、蓮花橋等多座立交橋成為重災區⋯⋯《人民日報》評論道：沒有一流

的下水道，就沒有一流的城市。這場暴雨再次敲響警鐘：在注重城市華麗外

表的同時，更要關注一個城市的內在品質。「排水難題」已成為北京在建設

世界城市進程中面臨的重大挑戰。此間專家指出，當前首當其衝應考慮與時

俱進提高城市排水系統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李茜婷北京報道
北京水浸反思系列專題

地下排水篇
明朝水道仍「服役」 專家促盡快改進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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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排水標準
僅3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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