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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甘肅省會，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

節點城市，黃河自西南向東北切山斷嶺橫

貫全境，讓蘭州成為唯一黃河穿城而過的

省會城市。但就是這樣一座地處黃河上

游，濱河而建、臨水而居的城市卻遭遇了

食水苯污染、異味之痛。

作為全國唯一只有單一水源的省會城

市，安全供水成為蘭州發展的短板。2014

年5月，被列為蘭州市「一號工程」的第

二水源建設正式啟動，工程總投資59.6億

元，2020年引水量將達2.77億立方米，取

水、輸水、淨水工程和供水管線按計劃於

2016年底建成投運後，生活在蘭州市的逾

360萬民眾將用上優質健康的飲用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岳 李燕華

蘭州「一號工程」補省會城市短板

2015年8月20日，蘭州市第二水源地建設控制性工程——輸水隧洞工程在臨夏州永靖縣劉家峽大壩上游右岸4公里處開工，標誌着項目正式進入施工階
段。按遠期年引水能力8.3億立方米的設計，輸水隧洞全長31.29公里，洞徑4.6米，採
用盾構機和鑽爆法相結合的施工方式進行。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多次親赴事關飲水安全的重大民生工程現場視察指導，要求將
該建設項目作為生態工程、精品工程、百年工程、智慧工程，以及為城市打基礎、利
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工程全力推進。
民擇水而棲居，水澤萬物而長。曾經的蘭州「城北黃河滾滾流」，但「岸上用水貴
如油」。那時，10萬民眾全靠挑水夫以人挑驢馱的古老方式取水，形成了老蘭州城的
獨特一景。
1956年，蘭州市在西柳溝、石崗一帶興建以黃河水為水源的自來水廠，1964年，開

始興建以地下水為水源的馬灘供水設施，1984年起，又用兩年時間，完成了「西水東
調」工程，連通了西固區與東市區的供水管網。
但隨着城市的日益發展，問題慢慢凸顯。一方面，蘭州市供水水源以黃河地表水為
主，結構單一，且取水口周邊及上游佈局有含化工廠在內的數十家國有大企業，對城區
供水構成了巨大潛在風險。另一方面，現有供水設備最大供水保障能力為240萬人，而
今蘭州市常住人口已逾360萬，加上近100萬的流動人口，已無法滿足城市用水需求。
苯超標、異味事件引發了民眾對飲水安全的空前關注，也堅定了省市領導建設蘭州
備用水源地的決心，加速了第二水源地的開闢。
「群眾二字重千鈞，民生問題大於天。」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說，
在經過專家組的四處尋找、多地調研、反覆論證之後，最終將蘭州市的新水源地敲定
為位於臨夏州的劉家峽水庫。
蘭州市國資委主任、水源辦建設指揮部辦公室主任楊紅心介紹，劉家峽水庫蓄水容量達57

億立方米，水域廣闊，地處高原峽谷，環境優雅，水質直接飲用都可以，在全國都是比較少
見的。選用劉家峽水庫作為飲水水源地，能從根本上解決蘭州水源地質量不高的問題。
工程師的化驗亦印證了楊紅心的說法，劉家峽水質優於二類水，接近一類水質。為
保證劉家峽引水至蘭州市之後的供水質量和供水安全，蘭州第二水源地建設還分別在
西固區柳泉鄉蘆家坪和七里河區金溝鄉彭家坪新建兩座日供水規模為150萬立方米的
自來水廠。劉家峽水經過處理自流至處於高坪地區的盧家坪、彭家坪，比市區高80米
至100米，不需要加壓，而且遠離化工園區，既可通過自流供水節約能源，也使水的
質量安全更有保證，從源頭上解決好穩定安全飲水問題，是理想的選址位置。
劉家峽水輸入新建的蘆家坪、彭家坪自來水廠後，再通過支線接入原有的威立雅水
務集團供水網絡，成為蘭州市的主要供水源地。「第二水源地的建成將意味著蘭州市
逐步從有水喝向喝好水轉變，從普通飲水工程向精品飲水工程轉變。」蘭州第二水源
地建設辦公室工程師楊尚軍說。

「黃河之都」拓第二水源 360萬民眾年底飲優質水

■蘭州是唯一黃河穿城而過的省會城市。

2015年6月，蘭州第二水源地建設工程通過環評，該工程由
蘭州市國資委下屬蘭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投建，建成後
將改變蘭州威立雅「一家獨大」的供水格局。蘭州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相關人士表示，水源地工程建成後將承擔全市
居民供水，威立雅就可能只向工業企業供水。
環評報告披露，蘭州水源地工程將劉家峽水庫作為引水水
源地，擬分兩期建設，除承擔向蘭州市中心城區、東城區供
水的任務，同時作為蘭州新區應急備用水源，這也使國家級
蘭州新區有了多水源，排除了單一水源地供水存在的隱患。

蘭州市第二水源地工程的加快實施也為城市生態水系建設
迎來落地的可能。
據了解，第二水源地二期工程完工後，日引水量可達150
萬立方米。除保障市民日常的用水需求外，富餘的優質水該
如何利用？蘭州市就此提出了利用水源地工程剩餘引水量實
施城市生態水系建設的計劃。
蘭州市水務建設管理公司規劃技術部負責人劉冬平介紹，

水源地工程引來的劉家峽優質水主要有三個用途，首先是滿
足城區居民的用水需求，同時為蘭州新區供水做出遠期預
留，剩餘水量用於構建生態水系。初步計劃將水引入城區的
105條洪道內，最後匯成53條大的洪道，並選擇條件適合的
區域，配套建設15個小型湖泊，通過地勢落差自流進入洪
道，最後匯入黃河。
蘭州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曹軍表示，蘭州市生態水

系建設已迎來最好的實施契機，除了加快生態水系建設，還
要建設大的生態體系，西北地區頻繁出現的沙塵天氣，就要
通過生態體系建設來治理。
根據蘭州市生態建設戰略構想，未來蘭州市將北依引大入

秦工程，建設綿延2公里的生態屏障，阻止騰格裡沙漠的沙塵
輸入，城西拓展吐魯溝生態防護林，南面、東面則通過皋蘭
山、關山和興隆山、馬銜山的生態保護和建設，沿山勢構築
生態湖區，最終形成環繞城市的生態屏障。

人飲、工業用水
有望互不侵犯

建設生態水系
打造生態屏障

工程以技術為先
克服天險地害

劉家峽至蘭州市地形起伏大，崎嶇不平，增加了調水工程的施工難度
與成本，加之整體工程量大、工期緊張，既要保量更要保質，為項目施
工帶來了極大挑戰。
項目部的負責人介紹，工程主洞為壓力引水隧洞，施工以雙護盾隧道掘
進機為主，利用回轉刀具開挖，同時破碎洞內圍巖及掘進。這種新型、先
進的隧道施工機械被稱為工程機械的「航空母艦」和掘進機之王，是為蘭
州市水源地建設工程項目量身打造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
除了採用先進的技術，還引入了先進的EPC工程模式。蘭州市政府

將該工程項目的設計、採購、施工、試運行等全部核心工作都發包給一
家承包商來組織實施，工程總承包商——黃河勘測規劃設計有限公司按
合同約定對整個項目承擔總體責任，在項目完成後，蘭州市只需「轉

動」總承包商交給自己的
「鑰匙」，項目即可啟動
投產。該工程項目模式代
表了現代西方工程項目管
理的主流，運用該模式可
成功實現縮短工期、降低
投資的目的。
截至今年3月9日，隨着工

程2#、3#施工豎井以及接觸
帶豎井的落底，主洞鑽爆段
已有六個工作面開始施工。

■2014年10月，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前左二）為蘭州市第二水源
蘆家坪水廠奠基。

■臨夏州永靖縣的蘭州市第二水源地項目5號支洞
內，工人在檢查管線鋪設情況。

■蘭州市第二水源地項目位於臨夏州東鄉縣的1號支洞施工
現場。

■雙護盾岩石隧洞TBM盾構機組裝完成，
準備進洞施工。

■蘭州市第二水源地項目取水地劉家峽水庫碧波蕩漾。

■黃河岸邊古老的水車在訴說着這座城市與水之間無盡的故事。

■蘭州市內依託黃河建設的濕地公園。

山水蘭州 宜居蘭州 活力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