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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巨大的承载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和国家防灾减灾的中心和重点。21 世纪的

城市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科学与信息之争，必然包括生态环境及防灾减灾在内的城

市安全度之争。可以说 21 世纪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高低，将成为全面衡量城市整体功能

及其安全防卫能力的标志。

“地下六分，地上四分”是早在中世纪欧洲城市就确立的西方规划建造理念，做到未雨

绸缪，那些古堡式城市至今居安不危，这与中国当下一些城市“小肚鸡肠”的地下应急系统

形成鲜明对比。如 2008 年的雨雪天气给南方的城市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灾害；因过度追求宽马

路而忽视非机动车道建设，结果摔伤事故增多；还有一些城市因采用悬索结构的道路桥梁，

结果灾害时凝结在悬索的冰块融化后砸向车辆，造成人车俱损。再如一些城市因地下管网埋

置较浅，造成大量水管冻裂，使民众家庭不能获得正常饮水。

2011 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几场连绵的大暴雨在中国的北京，武汉，西安造成了不可

估量的影响。长降雨对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损害远远超出了早起城市规划设计的预期，

城市排水系统无法应对如此大量的排水需要，致使在地铁，立交桥下穿处，地下停车场库等地

势较低的地方造成了大量的积水。

而同样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巴黎在遇到诸如此类灾害的时候却可以应对自如。仅仅是巴黎长

达 2347 公里的下水道就足以令其傲然立于世界防灾减灾的前列，并成为世界最具有竞争力的

城市。

一些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巴黎的下水道均处在巴黎市地面以下 50 米，水道纵横交错，

密如蛛网，总长竟达 2347 公里，规模远超巴黎地铁。此外，下水道井盖多达 2.6 万个，有

6000 多个地下蓄水池，还有 1300 多名专业维护工负责清理维护。正因如此，巴黎下水道博物

馆已成为巴黎除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外的又一著名旅游项目。

巴黎下水道修建于 19 世纪中期，但是用现在的规划眼光看，这些高大、宽敞如隧道般的

下水道其规划的超前性实在不同凡响。这与当初设计者的科学规划是分不开的。在此之前，巴

黎大部分的消费用水来自塞纳河，暴露在地面的部分废水未经净化处理就流回了河中，造成河

水污染。有时河水污染形成的甲烷气泡直径达到 1 米，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最终导致了

1832 年的一场霍乱瘟疫。净化巴黎的环境是当时的第一要务。



时任塞纳省省长的奥斯曼男爵设计了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奥斯曼当时的设计理念是提高

城市用水的分布，将脏水排出巴黎，而不再是按照人们以前的习惯将脏水排入塞纳河，然后再

从塞纳河取得饮用水。

然而真正对巴黎下水道设计和施工做出巨大贡献的却是欧仁·贝尔格朗。1851 年，贝尔

格朗利用巴黎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特点，设计了将废水排到郊外阿谢尔野地的方案，并且为

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技术。

贝尔格朗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沉沙的机械，采用将水截流，然后利用水的“冲刷”效

应将下水道中的垃圾、沉沙或淤泥集中到某几个地方以便清除。在没有电力供应的下水道，这

些设备至今仍然是下水道工人的劳动工具；其次，他在所有的小下水道中设计建造了蓄水池，

使水的流量有大有小，强化了冲刷效应；第三，他重视废水清沙，保证了后来下水道的畅通。

到了 1878 年，巴黎已经拥有了长达 600 公里的地下水道网，而位于阿谢尔面积为 5000 公顷的

污水净化场也成为当时的“模范花园”——生长出法国最大的蔬菜，那里的植物也格外葱郁。

1894 年时，政府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饮用水供应、废水排泄均采用封闭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了污水工业净化改造

工程，工程于 1935 年启动，1947 年结束，主要是修建了 4 条直径为 4米、总长为 34 公里的

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厂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者流入塞纳河，另一

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进

一步扩建并完善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当年贝尔格朗设计排水道的

理念今天仍然在广泛使用，从而大大减少了将城市道路“开膛破肚”的次数。

巴黎下水道每天要处理 1.5 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同时，巴黎市民饮用水的 50%是通过地

下管道输入的。事实上，巴黎的下水道不仅仅是一个阴沟，而是一个完整的排水系统。除了排

水沟外，它还设有两套供水系统，一套供饮用水，一套供非饮用水，以及一条气压传送管道。

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基本是顺着城市的道路修建的，也就是说每条道路下面都有一条与之平行

的排水沟，整个排水系统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人体。

同样，下水道对于防止巴黎雨天积水功不可没，它保证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在巴黎

下水道网络中，有 2台电脑控制着污水压力提升厂，它们能加速废水的流动，同时负责大量垃

圾和泥沙的清除；11 个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用来保证经过马路

又流回到塞纳河水的质量；50 个专门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

另外，在断面比较宽、流速比较慢的阴沟里放置了直径约 1 米，外表像木酒桶，由木条拼

成的巨大木球。它看来简单但符合流体力学原理，木球的放入使水流宽度变窄，压力增大，流

速加快，便冲走了沉积物。大木球在主干道走，漂流 17 公里的距离要花整整 7 天的时间。

在保留 19 世纪残存物清除技术的同时，近年来，巴黎市政府还积极采用新技术，包括虹

吸管、高压水柱和处理砂石的专业卡车等，同时大量使用现代技术管理排水道，包括以地理信



息系统定期观察地下水管道状况、追踪是否达到需要清除的程度、每年固定对各段管道作两次

检验、并建立数据库，以便在订定管道系统维护政策时加以参考。

在横穿市区的塞纳河河底，有 7条自动虹吸通道，它们将城南的废水引到城北。巴黎市区

有 2.6 万个下水道盖口，其中 1.8 万个是可以进人的。为确保大众卫生的安全，巴黎市政府最

近决定推行全面更换含铅管道的计划，以避免金属铅渗进水中。

巴黎下水道底部是一条四通八达地下河（水渠），主要是排放雨水和经过处理的污水，所

以在法国的下水道里一般不会有臭味。上部有各种管道，管道总长度达到 2100 多公里。在下

水道两侧是高出水渠一块、宽度不低于一米的供维修人员行走的过道，在过道上方沿着管壁敷

设有各种市政管线，现在已不仅仅试自来水管线和污水管线还有采暖管线、燃气管线等，现在

还敷设各种电缆桥架，如照明电缆、通讯电缆等都可以在里面轻松敷设。

自古以来，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爱“挖洞”的民族。巴黎老城本身就是以挖地下的石头建造

起来的。四通八达的地铁、纵横交错的地下排水道、大面积的地下商城、停车场、隧道、地

窖、各种管线以及古代遗弃的矿穴，使得巴黎的地下快被掏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的

历史在地下”似乎并不为过。但也正是由于巴黎人从早期就开始对地下下水道空间进行具有前

瞻性的规划，时至今日，这种规划手法不仅成为成功为城市的防灾减灾做出了应有的效果，并

成为世界各地应对排水问题争相模仿的对象。而我们也应将规划的重点从建设大规模地标性建

筑转而向城市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转变，保证我们的城市在经历非毁灭性自然灾害的

时候，可以从容应对，使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得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