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福建的雨水格外多，5 月份至 6 月份还

出现了极端持续性暴雨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给防汛工作带来了极

大压力。处于副热带高压西侧边缘的福州，更是

成为降雨“重灾区”。据统计，福州市区今年 5 月

份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近五成，6 月仅上半月

的降水就达到常年同期的近 2.5 倍，降雨日数也

是常年同期的近 2 倍。

好在福州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发生重大汛情

事故和大面积内涝。福州是如何做到的？近年

来，福州通过设立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一套

预案、统一调度，实现了城区内河水系治理和内

涝防治从“九龙治水”向“统一作战”的转型。

通过水系联排联调，福州能够在台风暴雨来

临之前腾空水体，提前布防；雨中统一调度，控制

内河水位，加强人员值守，组织现场积水强排；雨

后及时恢复库湖河景观水位，并反馈评估调度结

果，优化智能调度系统⋯⋯

一中心管全城

福州位于闽江下游，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

气候，夏秋季节多台风，高强度降雨频发，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 1360 毫米。在地貌上，福州属于典

型的河口盆地，主城区三面被群山峻岭环抱，闽

江、乌龙江犹如两条长龙横贯市区东流入海。城

区河网密布，有 107 条内河、49 条支流，总长度超

过 244 公里，汇水面积达 300 多平方公里，是国内

水网平均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特殊的地形地

貌导致福州在汛期常出现山洪入城、闽江涨潮顶

托及地面雨水入河“三碰头”的现象，河湖水系空

间被挤占，河道排涝能力、城区滞洪空间严重不

足，城区内河淤积严重，排水管网标准低，城市内

涝难排和水体黑臭污染现象比较严重，2016 年就

曾有过“一月三涝”，排水防涝压力可想而知。

早 在 上 世 纪 90 年 代 ，福 州 就 开 始 治 理 水

系。1994 年，福州启动建设水利工程防洪、闽江

洪水预警、蓄水引水工程、沿海防护林、中尺

度灾害天气预警五大体系；2006 年，对城区排涝

系统进行重新规划；2011 年，城区重要防洪排涝

工程——魁岐排涝二站正式动工建设⋯⋯多年

来，福州始终坚持治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但在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

题。特别是水库、湖泊、调蓄池等各类要素分属

建设、水利、城管三大部门，导致福州水系治理力

量分散，协调难度大，应急处置能力不足。

2017 年，福州市创新开展城区水系联排联调

工作，将原隶属建设局、水利局、城管委等部门的

涉水机构整合，成立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

心。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联排联调就是对城

区内所有的库、湖、河、闸、站、网、厂等水系要素

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实行多水合一，库湖河网

厂站一体化管理，执行一河一策、一点一策、一闸

一策和一区一策的管理方案，统筹负责城区水系

管理与调度指挥，实现防洪、排涝、调水、污水治

理由一个中心统管。

“水系联排联调解决了‘谁去干、谁监督、谁

裁判’的根本问题。”该负责人表示，作为福州市

委、市政府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项创新

举措，水系联排联调机制既是福州市开展水系综

合治理的一项非工程性措施，也是构建水系智慧

管理与数字应用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实践。

通过机制创新，系统、智慧管理，统筹、精准

调度，福州市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处置效率提高了

50%，库湖河调蓄效益提高了 30%以上，总移动排

水能力达到 76000 立方米/小时，初步实现了小

雨不积水、大雨不积涝。2017 年以来，福州经受

住了多次台风和上百场短时强降雨的考验，城区

逢大雨必涝的形势得到有效改善。

“经过 5 年多的水系联排联调机制实践检

验，福州大幅提高了城区内涝防治工作水平，

改善了城区居住环境，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

显著增强，联排联调成为巩固和提升水系治

理成效的长效管理机制。”该负责人说。

一平台集智慧

每到汛期，福州市城区水

系 联 排 联 调 中 心 的

指挥大厅总是异常忙碌，这里是福州水系科学调

度平台的“中枢”。巨大的显示屏上显示着城区

河道、湖泊、水库及水情等实时信息，还可以清楚

看到一天中两次潮汐来临前后城市内河与闽江

汇合处的水位变化，调度人员紧盯屏幕进行实时

监控、调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华认

为，科学调度城市水系统，需要系统治理、链式协

同、智慧支撑和师法自然。其中，智慧支撑要靠

眼、脑、手、物联网 4 个基本要素来实现。“眼”是

感知、获取信息的一套体系；“脑”将获取的信息

作为决策支撑；“手”是指通过远程或现场控制来

执行这套体系；再通过水联网、物联网等将以上

3 个元素串联起来，通过智能融合实现整体智慧

支撑。

“5 年多来，联排联调中心坚持数字赋能，运

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结合工业 4.0 最新成

果，打造城区水系科学调度系统，变‘治水’为‘智

水’。”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科技信息处

副处长刘晶告诉记者，联排联调中心组建以党员

骨干力量带头的研发攻坚工作组，联合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王浩院士团队，研发出“福州版”

城市级水系科学调度系统，建起“眼、脑、手”三大

体系。

刘晶解释，首先是通过感知监测预警打造

“眼”。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在城区布

设了 85 个雨量站、390 个水质水位监测点、750 个

路面积水监测点、1604 个管网水位监测点，共享

整合气象、水文、水利、交警等部门数据，结合

AR 巡河、无人机、无人船联动等手段，建设天地

一体化监测体系，掌握福州全市重点水系要素运

行状况，为排水防涝调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当

强降雨来临时，这些遍布全城的监测器就像眼睛

一般，能够实时监测水位，即时发出预警。

其次是通过数据分析打造“脑”。在建立城

市高精度地表竖向高程模型和地下排水管网三

维的基础上，水系联排联调中心通过数字模拟手

段搭建福州市中心四城区内涝、水质基础模型，

将近年的台风内涝数据输入内涝模型，并整合各

类水文、水利数据，可模拟“十年一遇”至“百年一

遇”降雨对市区的影响情况，有效辅助防汛防涝

指挥决策。系统在接收到监测器发出的预警

后，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大脑”数据分析。“该

类模型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处于探索应用阶

段，目前正结合历年汛期降雨情况进行核验修

正，持续优化模型参数，提高精度和计算效

率。”刘晶说。

最后是通过自动化改造打造“手”。水系联

排联调中心对福州水系工程要素进行自动化改

造，并建立远程监测与控制系统，可对福州各种

库、湖、池、河、闸、站进行远程自动化控制。工作

人员可以根据“大脑”的分析结果制定相应处理

方案，也可通过远程自动化控制系统，视水位情

况提前启动水泵进行排水，完成应急处置。

福州市通过打造城区水系科学调度平台，实

现对城区 1000 多个库、湖、河、池、闸、站的智慧、

精准管控，其“量身定制”的水系科学调度项目荣

获 2021 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中国赛区）能源和环

境大奖。

一张图统排涝

6 月份趁着暴雨间歇，记者走访了福州晋安

河直排闽江通道工程的关键节点红星排涝站。

晋安河水从这里分流，一股沿原有河道折向东

边，经光明港奔向闽江，另一股则通过红星排涝

站水闸，取晋安河直排闽江通道，直接汇入闽

江。走进排涝站内部，各式各样的排水应急设备

一应俱全，工作人员时刻监测着水位变化。

“晋安河与光明港是福州市江北（闽江以北）

城区重要的行洪排涝通道。”福州市城区水系联

排联调中心库湖处负责人林庆斌说，闽江北岸城

区的积水通过城市内河水网最终进入闽江。光

明港是其中一个重要枢纽，晋安河、磨洋河等福

州主要内河的雨水都汇集在这里，再从五孔水闸

和魁岐水闸进入闽江。为提升该片区的防汛能

力，福州市启动晋安河直排闽江通道项目，包括

直排闽江通道和红星排涝站。

直排闽江通道工程通过开挖 900 多米长的

通道，取直晋安河入江路径，让河水无需经光明

港直接入江，将原先 2 小时的入江时间缩短为 45

分钟。该项目可缩短晋安河行洪距离 6 公里，缩

短江北城区受涝时间约 6 小时，使江北城区排涝

能力由 5 年一遇提高到超过 10 年一遇。

“当上游有洪水或强降雨来临时，水系联排联

调中心通过水系科学调度系统，采取城区水体预

排预泄、沿江闸站只出不进等调度措施，可以迅速

降低城区水系水位，提早腾出库容应对洪水或降

雨。”林庆斌说，“以红星排涝站为例，闸站只出不

进，可使光明港上游和晋安河口水位更快降低。”

福州市 6 月份组织防御持续性暴雨工作部

署会，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加强加密与

气象部门会商沟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提前调

度应对。高压冲洗车、吸污车等排水抢险设备全

数值班待命，城区水库、排涝站、泵站、水闸等随

时做好排涝准备，应急排水队伍和“龙吸水”等移

动排水设备也在城区各处易涝风险点值守。

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调度办主任

胡铭表示，福州市整合交通、城管、气象、水务、地

铁、在建工地等多方资源，打造集“风情、雨情、水

情、工情、警情”于一体的排水防涝“一张图”应急

指挥体系，实现“事前预警预报、提前布防，事中

辅助决策、统一指挥，事后灾后评估、优化系统”

的全过程管控目标。

“通过‘一张图’应急指挥体系对人员、物资、

设备进行网格化应急部署，‘点对点’精准调度，

实现‘调度指令可直达，处置过程可追溯，防汛责

任可考核’的调度实效。”胡铭说。

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成立 5 年多

来，共启动城区排水防涝预案 289 次，累计出动

人员达 3.7 万人次。以“小雨不积水，大雨不积

涝”为目标，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科学制定了“一点

一策”个性化施治方案，使城区 47 个易涝点告别

积涝。“龙吸水”大型抽排设备、动力站、高扬程泵

等设备，也使福州的移动排水能力不断提升。“目

前，城区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启动后，福州二环内

区域可于半小时内、二环外区域可于 1 小时内完

成积涝点现场部署，开展抢险工作。”胡铭说。

一体系护河湖

非汛期时，福州的内河大多呈现宁静恬淡、

诗情画意的模样。盛夏时节，蝉声阵阵，泛舟河

上成为福州人惬意的享受。小桥与流水交错，街

巷与绿荫相依，微风轻拂、倒影婆娑，一步一景，

令人目不暇接。入夜时分，更是桨声灯影，梦幻

旖旎。

然而就在几年前，水体黑臭污染等问题还是

困扰福州城市发展的顽疾。随着城市化和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福州的内河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建成区中有 44 条黑臭水体，严重困扰着市民生

活。为还群众一片水清岸绿，福州集中力量开展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胡铭告诉记者，2017 年以来，福州市用机器

人对城区 2500 公里雨污管网开展全排查、全修

复和全建档等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联排联

调”指挥运行机制，承担城区水系管理调度的指

挥中枢职能，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开展水系智

慧管理。对城区 5 个水库、7 个湖体、156 条河、

297 公里截污管、1011 座截流井、76 座调蓄池、

7 座分散式污水厂、5 座集中式污水厂以及 2500

公里雨污干管进行“库湖河网厂站”统筹调度和

系统管理，确保“雨水排得出，河水不倒灌，污水

收得到、送得走、处理得好”，全面提升水安全、水

环境。

“面对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的重任，我们站

2 个月就完成了 1788 项检验项目，并形成长效机

制，每月对城区污水处理厂进出水进行监督性检

测。”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水质监测站

工作人员说，为守好水清河畅的水环境，站里又

接下了 139 条河道竣工验收的水质验收重任，对

每条河道 72 小时内连续监测 3 次，严格把关；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对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加强

监督检测，确保出水消杀到位、达标排放⋯⋯

为畅通生态循环水系，福州在黑臭水体治理

基础上，创新开展闽江纳潮补水。“为最大限度利

用好江河资源，水系联排联调中心以减污降碳为

抓手，利用闽江潮位差，通过科学调度纳潮引水，

合理分配水量，每日 2 次将 1650 万立方米的闽江

水引入内河。”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调

度办工程师肖毅宏说，如今福州内河水位平均抬

高 1.2 米至 1.8 米，主要内河流速达 0.2 米/秒以

上，有效实现“把水引进来、把水留下来、让水多

起来、让水动起来、让水清起来”的目标，并实现

最大可能、最长距离、最高水位的内河水景观。

2021 年，在实现城区水多水动的基础上，福

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探索开展“一补给、

两调度、三联动”的“水清行动”，通过精准调度，

进一步提升内河景观。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历史

悠久、人文荟萃的内河白马河流域作为试验片

区，流域水质、水位及感观全面提升。如今的白

马河碧波荡漾，沿途绿意盎然、古迹众多，泛舟河

上令人心旷神怡。目前，白马河、五四河、琼东

河、安泰河、打铁港等日常水质稳定在Ⅳ类至Ⅴ
类，西湖、流花溪、晋安河等河湖日常水质稳定在

Ⅲ类至Ⅳ类，水城福州的魅力持续提升。

水系联排联调机制另一项重要成效是节能

减排。“以生态补水为例，常规方法需要使用泵站

抽水。如今，我们利用闽江潮位差，通过科学调

度，纳潮引水，每年可为福州节约用电 3667 万千

瓦时。”肖毅宏表示，这一数字，相当于每年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2.9 万吨。

此外，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实施“厂网河一体

化”管理，将 5 座污水处理厂、2500 公里雨污水管

网、898 座截流井闸门、76 座调蓄池闸门与 107 条

主干河道纳入统一管理，污水处理效率显著提

升，全流程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700 吨。

通过大胆创新和数字治理，福州成功开创了

“智慧治水”新路径，有力巩固了治水成效，水安

全和水环境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增

强。如今，内河水系成为“有福之州”的重要载

体；未来，福州水系治理也将常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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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是如何防止内涝的
——福州创新水系联排联调机制调查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今年我国南方入汛以来，福建省经历了一次“超长待机”的降水过程。自 4 月

底到 6 月下旬，连绵近两个月的雨水几乎不曾停歇。经历了如此长时间密集的降

雨，福州没有发生重大汛情事故，城区也未出现大面积内涝。这得益于福州在全

国范围内率先创新建立的水系联排联调工作机制。福州水系联排联调工作机制

是怎样运行的？如何变“治水”为“智水”？对其他城市防洪排涝有哪些借鉴意义？

数字治水大有可为
古有大禹治水、京杭运河，今有三峡工

程、南水北调，治水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关系

密切。治水造福百姓，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如今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日益加快，数

字化既是现阶段治水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

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工

具。面对数字化发展浪潮，应当积极利用数

字技术实现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和高效利用。

首先，要坚持数字赋能思维，综合运用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加快建设集监测预

报、态势分析、调度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数

字化综合指挥调度系统。从包括福州在内

的一些城市治水的成功实践来看，统一搭平

台建体系，对库、湖、池、河等水系要素和治

理管理全过程进行数字化映射、智能化模

拟、精准化决策，实现治水应用“一台统管”，

取得了良好成效。

其次，要深入拓展水利行业数字化应用

场景，在防汛抗旱、供水服务、水资源监管、

河湖管理等重要领域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智

慧水利，争取建成一批数字治水典型案例，

并通过探索总结，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系统治水新路径。

数字治水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是否融入公共事业系统、提供水利社

会服务。因此，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治

水工作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的同时，也

需警惕“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现象。

数字化是手段，不是目的。加快数字化是

为了借助其优势，推动水治理能力有效提

升，最终造福人民群众，要注意避免落入

看似“高大上”却

“华而不实”的数字

化系统陷阱。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伟奇闫伟奇 于于 浩浩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福州市晋安河红星排涝站福州市晋安河红星排涝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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