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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排水现状与问题

王振宇
逸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Ǔ山东Ǔ烟台Ǔ264000

摘Ȟ要：城市供排水系统作为城市运转的关键环节，其现状与问题备受关注。文章对当前城市供排水存在的主要

问题进行分析，如老化的基础设施、水资源短缺与水质污染等问题。为改善这一状况，需要实施一系列改进措施，包

括更新基础设施、提升技术水平、综合水资源管理策略与强化系统管理与公众参与等。通过这些措施，可有效提升城

市供排水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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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城市的供排水系统，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保障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正常运作

的重要使命。优质的供水系统不仅为居民提供着源源

不断、安全可靠的饮用水，还确保了各类工业和商业活

动的顺利进行。而高效的排水系统则有效防范了洪水灾

害的发生，减少了城市污染，保护了珍贵的生态环境。

正是这一系统的稳定运行，使得城市得以保持清洁、美

丽、宜居，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1��城市供排水现状分析

城市供排水系统，作为城市运转的动脉与静脉，其

重要性愈发凸显。它不仅关乎居民日常用水的便捷与安

全，更是城市工业生产和生态平衡的坚强后盾。在城市

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人们对供水质量、排水效率的

要求日益严格。得益于科技的飞速发展，供排水设施日

益智能化、高效化，为城市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强大的动力。第一，在供水方面，城市供水能力不断提

升，供水网络日趋完善。各级高度重视城市供水工作，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水源地保护、水厂建设、管网改造等

方面，使得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同时，供

水技术也不断创新，如智能化供水管理系统的应用，使

得供水更加高效、便捷。第二，在排水方面，城市排水

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排水管网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排水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此外，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也得到了加强和完善，污水处

理能力不断提高，有效减轻了污水对环境的压力。在城

市供排水系统的管理中，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加强了

监管和协调。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确

保了城市供排水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还积极推动供水

企业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了供水服务质量和

效率。第三，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深

入人心，城市供排水系统也在向更加环保、节能的方向

发展[1]。各级供水企业纷纷加大投入，推广节水技术、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努力实现城市供排水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第四，当前城市供排水系统在供水能力、排水

设施、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成就为

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然

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

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供排水系统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和机遇。

2��城市供排水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老化的基础设施
城市供排水系统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发

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时间的推移，许多城市的

供排水基础设施出现了老化的问题，这成为了当前城市

供排水面临的一大挑战。老旧管网是供排水基础设施老

化的一个主要表现，许多城市的供水和排水管道建设年

代久远，管材多为铸铁、水泥等易老化的材料。这些老

旧管道不仅存在漏损、爆管等安全隐患，还容易导致水

质下降和供水压力不足等问题。同时，由于管道老化，

维修和更换的成本也大幅增加，给城市财政带来了不小

的压力。供排水泵站和处理设施的老化也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问题，这些设施是城市供排水系统的核心部分，一

旦出现故障或性能下降，将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然而，由于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等原因，许多城市的供

排水泵站和处理设施已经难以满足当前的需求。这不仅

影响了供排水的效率和质量，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环境问

题。城市供排水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也面临诸多挑

战，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人员短缺等原因，许多城市的

供排水设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和管理。这不仅加剧

了设施老化的程度，还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2.2  水资源短缺与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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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排水系统是城市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水资源短缺与水质污染这两大问题，一直困扰着城

市的供水安全和环境健康。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口增长、工业扩张以及

农业灌溉等需求不断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呈现出爆

发式增长。然而，许多城市的水资源储备并不充裕，加

之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和浪费现象，导致供水压力不断增

大。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水资源枯竭的情况，使得供水

问题变得愈发严峻。水质污染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工业

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等不断排放到水体

中，导致水质严重下降。这些污染物不仅破坏了水体的

生态平衡，还使得供水水源受到威胁。一些地区的饮用

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水中的有害物质超标，给居民的健

康带来了潜在风险。此外，水质污染还会对水生生物造

成危害，破坏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进一步加剧水质恶

化的趋势。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污染问题相互交织，给城

市供排水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缺水问题导

致供水能力受限，难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求；另一方

面，水质污染问题则使得供水安全难以保障，居民的健

康受到威胁。

2.3  系统运行与维护不足
城市供排水系统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发

展，当前许多城市在供排水系统的运行与维护方面存在

不足，这成为了制约城市供排水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

素。系统运行不稳定是供排水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由

于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等原因，一些城市的供排水系统

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故障，导致供水压力波动、水质

不稳定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用水，还可能

对工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地区的排水系统存在排

水不畅、内涝频发等问题，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

便。维护管理不到位也是系统运行与维护不足的体现，

部分城市对供排水设施的维护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导

致设施老化、损坏严重[2]。一些地区的供水管网存在漏损

现象，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还增加了供水成本。同

时，排水设施的维护管理也存在疏漏，一些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不稳定，排放标准难以达到环保要求。缺乏专业的运

行与维护团队也是导致系统运行与维护不足的原因之一，

城市的供排水系统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日常的运行

监测和维护保养，导致系统故障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

这不仅影响了系统的正常运行，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城市供排水改进措施

3.1  基础设施更新与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的更新是提升供排水系统性能的基础，随

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新型材料的涌现，我们可以采用更

加先进、耐用的管材和设备来替换老旧、损坏的设施，

例如采用高强度、耐腐蚀的管道材料，可以减少漏损和

爆管的风险；引入智能化的泵站和阀门，可以实现远程

监控和自动调节，提高供水压力和水质稳定性，加强供

水管网的布局优化和扩建，也可以满足城市不断增长的

用水需求。技术创新是推动供排水系统进步的关键，通

过引进先进的处理技术和管理模式，我们可以提升供排

水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节能减排能力。应用膜处理技术、

生物处理技术等高效净水技术，可以提高供水水质和减

少处理成本；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可以实

现供排水系统的智能化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水

平。此外，加强研发和推广节水技术、雨水收集利用技

术等，也有助于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在实施基础设施更新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我

们还需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要加强规划与设计，确保

更新与改造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要加强资金保

障和政策支持，为更新与改造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三

是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为供排水系统的技术创新提

供人才支撑。

3.2  综合水资源管理策略
为了应对城市供排水面临的挑战，实施综合水资源

管理策略是至关重要的改进措施。这一策略旨在通过整

合和优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实现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的健康发展。（1）优化水资源配
置：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调度，实现各类用水需求的平

衡。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水资源调配，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鼓励循环用水和雨水收集利用，减少对传统水

源的依赖。（2）严格水资源保护：制定严格的水资源保
护政策，加强对水源地、水库、河流等水域的保护和管

理。加大对污染源的治理力度，确保水质安全，加强水

土保持工作，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3）强化
水环境监测与预警：建立健全水环境监测网络，实时掌

握水环境状况，为水资源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

时，建立水环境预警机制，对可能出现的水环境问题进

行预测和预警，提前采取措施防范。（4）提高水利设施
建设水平：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供水、排

水、蓄水等设施的建设水平。同时，加强老旧水利设施

的改造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5）提升公众水资源
意识：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引导等方式，提高公众对水

资源保护和节水的意识。鼓励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形

成全社会共同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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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强化系统管理与公众参与
城市供排水系统的稳定与高效运行对于城市的正常

运转和居民生活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优化这一系统，

强化系统管理与公众参与成为不可或缺的改进措施。强

化系统管理意味着要建立起一套全面、细致且高效的运

营和维护机制。这包括对供排水设施进行定期巡检，确

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对供水水质进行实时监测，保证居

民用水的安全性；也要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以应对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如管道破裂、水源污染等，通过引

入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如智能监控、大数据分析等，可

以实现对供排水系统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度，提高管理

效率。公众参与在供排水系统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提高公众对供排水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可以激发他们参

与系统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例如，可以开展公众教

育活动，普及节水知识和用水技巧，引导居民合理使用

水资源；同时，也可以建立公众反馈机制，鼓励居民对

供排水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

改进。和相关部门在强化系统管理与公众参与方面也应

发挥积极作用，他们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公

众参与供排水系统管理；也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

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供排水系统重要性的认识。通过

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提高公众参与度以及加强政府引

导和支持，我们可以共同推动城市供排水系统的健康发

展，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4  资金投入与经济效益分析
城市供排水系统的改进与升级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

金投入，同时也需要对其经济效益进行深入分析，以确

保改进措施既能够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又能够实现

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1）初始投资估算：对于城市
供排水系统的改进，需要先进行详细的初始投资估算。

这包括对新的水处理设施、管网升级、智能监控系统等

的建设和安装成本进行评估。确保项目启动前有充分的

资金保障。（2）运营成本控制：在改进措施实施后，
应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来降低运营成本。例

如，使用节能设备、优化维护流程和提高自动化水平，

以减少人力成本和能源消耗。（3）收益预测：改进措施
的实施将带来水质的提升、供水量的增加和漏损率的降

低，这些都将转化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益。对这些收

益进行预测，可以为项目的经济效益提供参考。（4）
成本效益分析：通过对改进措施的成本和预期收益进行

分析，评估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这通常涉及计算净现值

（NPV）、内部收益率（IRR）和回收期等财务指标。
（5）风险评估与管理：识别可能影响项目资金投入和经
济效益的潜在风险，如建设成本超支、技术更新换代、

市场需求变化等，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和应对措施。

结语

在未来城市供排水发展之路，既需要我们在技术创

新和设备升级上不断突破，更需我们在科学管理和公众

参与上持续深耕。通过强化系统监管，优化资源配置，

我们能够确保供水安全无忧，排水畅通无阻。同时，公

众的广泛参与和深度理解，将成为推动供排水事业进步

的重要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构建安全、高效、环

保的城市供排水系统而努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

民的美好生活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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