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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derground pipe network in the old urban area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urban production and lif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comprehensive pipe gallery in 
old	urban	areas,	such	as	incomplete	data	of	underground	pipe	network,	dense	buildings,	difficult	construction,	large	investment	and	
a slow return. Taking Zhanjiang City,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overall planning, improving the investment return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pipe gallery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 image of Zhanji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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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老旧城区地下管网已无法负荷城市生产、生活所需。老旧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中存在地
下管网资料不完备、建筑密集、施工困难、投资大收益慢等问题。论文以中国湛江市为例，提出了因地制宜、统筹规划、
完善综合管廊投资回报机制、改善建设环境等建议，为湛江市品质形象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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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湛江地处粤西平原，海岸线绵长，全市海岸线总

长 2023.6km，占广东省海岸线长的 46%，是沟通大陆与海

南的主要出海通道 [1]。2017 年广东省政府颁布的《广东省

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2017—2030 年）》中，湛江市

被列为区域副中心城市，以期良好的海洋经济优势充分发

挥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粤西地区经济的蓬勃

发展。

湛江优良的海岸线优势，也造成了湛江本地台风频发，

每年的 5 月至 11 月是台风的高发期。2015 年 10 月 3 日 18

级强台风正面登陆湛江，致使公共设施受损严重，供水、用

电、通信等城市管网系统几乎瘫痪。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严

重的城市内涝，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地

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工作已迫在眉睫。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又称“共同沟”，用于容纳包括给水、

排水、天然气、电力、通信等七大类市政管线的地下构筑空

间。近年来湛江一直致力于改善城市管网系统，在 2015—

2020 年期间湛江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长 39.01km，其中霞山

区和赤坎区这些老城区建设地下管廊长度分别 0.97~4.09km，

占总建设长度 12.97%，且两个区域的地下管网铺设主要集

中在电力、通信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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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的地下管廊建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但建设方向更集中在新城区的地下管网建设，对老旧城区地

下综合管网的建设和改造工作还有待加强。同时对老旧城区

地下管廊的建设工作侧重于电力、通信两个方面，对供水、

燃气等管网的改造和建设工作进展缓慢。如何提升旧城区居

民生活的幸福感，提高旧城区管线安全水平和防灾抗灾能

力，是湛江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2 湛江市老旧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存在的
问题

2.1 气象环境多变
湛江坐落于雷州半岛，南濒南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

风气候，每年 5—11 月间常受热带风暴和台风影响，夏秋季

午后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湛江中

心城区内涝严重，一方面造成城市道路积水，另一方面积水

形成灾害，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同时由于气象

环境多变，城市内涝积水倒灌入地下管道不仅阻碍施工进

度，同时侵蚀已有管道工程，形成新的灾害给地下综合管廊

施工带来极大的不便。

2.2 既有地下管线资料不完备
湛江市老城区有一部分是居民自建房，房屋建造标准

偏低，楼间距偏窄远没有达到国家标准。目前，城市建设地

下管网包括电力、电信、燃气、雨水排水、污水排水等七大

类管网，这些管网的建设和所有权分属不同单位。各种管网

的建设时间、规划方案不尽相同，造成各种管网上下盘结彼

此交错等现象，给老城区地下管廊改造工作带来巨大困难。

同时由于各种管网分属不同监管部门，也造成各种管网基础

信息不完备、数据不准确，难以清楚地掌握老旧城区地下管

网的真实状况，对老旧城区进行统一规划和改造起到了一定

的阻碍作用。

2.3 区域发展成熟带来施工困难
赤坎区和霞山区是湛江市开发较早的两个区域，这两

个区域的建筑密度大，且较多低矮自建房，部分城市道路狭

窄，人口密集，各类基础实施完备。对这样发展较为成熟

的中心区域进行综合管廊的改造工程，要面临的就是对地面

道路的开挖，进而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居住和出行。地下综

合管廊若不能形成网络脉络，将无法发挥其统筹各种管网，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作用，因此综合管廊的建设工作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施工时间长且需协调多个部门保

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对老旧城区现有设施的改造，周边居

民的安置也是老旧城区地下管廊改造工作寸步难行的一大 

原因。

2.4 建设投资大，收益慢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投资较高，湛江市 2015—

2020 年期间建设地下综合管廊长 39.01km，投资总额为

18788.32 万元。一般地下综合管廊根据舱数不同分为单舱、

双舱和多舱，舱数越多，舱内能容纳的管线越多，施工难度

越大，投资数额也越高 [2]。而老旧城区由于地上限制因素较

多，地下结构相对复杂，施工费用只高不低。

近年来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运营模式主要有政府全资建

设运营模式、政府和管线单位联合建设运营模式、社会资本

投资建设运营模式和 PPP 模式 [3]。其中，政府全资建设运

营与政府和管线单位联合建设运营是目前采用较多的两种

运营模式，政府出资比例偏多，造成政府财政压力过大。

3 湛江市老旧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解决
对策

3.1 因地制宜、统筹规划
鉴于老旧城区发展的特殊性，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不仅

可以提高市政管网的防灾、抗灾能力，同时可以改善人民居

住环境、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打造城市品牌效力。当前湛

江市整体经济结构发展比之一、二线城市还有较大的差距，

但湛江市地处粤桂琼三省（区）交汇处，绵长的海岸线和地

域优势必将促进湛江经济的进一步高飞。2021 年湛江生产

总值为 3559.93 亿元，GDP 本省排名第 10，同比增长 8.50%，

高出全国同期平均增速水平。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要符

合城市自身发展规律，既不可过于急切也不能束手束脚阻碍

城市发展进程。老旧城区地下管廊建设前首先要摸排现有管

网情况，根据城市交通管网、地上基础设施、现有在建工程

以及城市未来发展规划，提前做好切实可行的规划布局。规

划时，结合现有管网铺设情况进行升级改造，尽可能节约地

下空间，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降低施工难度。协调好综合管

廊的建设工作与现有地上设施、地下结构的冲突，保障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工作安全运转。

3.2 完善综合管廊投资回报机制
随着老旧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与改造工作的推进，

过大的投资成本造成各地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引入新的投资

主体，制定合理的监督与运维回报机制是各级政府摆脱现

有投资压力的有效手段。在综合管廊建设过程中，鼓励社会

参与投资，推动 PPP 模式在综合管廊项目中的运用，实现

政府与社会的双赢局面。政府通过颁发特许经营权、有偿

使用机制、核定价格收费标准等手段保障社会投资者获得

预期回报 [4]。同时考虑商人逐利的特性，发挥政府部门的主

导作用，加强政府的管理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实现

政府部门应对风险的管理能力，推动管廊项目严谨、有序的 

发展 [5]。

3.3 改善建设环境
老旧城区人员密度高、建筑物稠密、道路狭窄、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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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网密集复杂对地下管廊建设工作带来较大困难。一旦

进行地下管廊的建设工作，应提前对管网周边居民情况进行

排查，做好周边居民的迁出和回迁工作，尽量减少对城区居

民生活和工作的干扰。同时管廊的施工工作主要在地下完

成，地下环境复杂，温度、湿度、气氛等都与地上有较大差异，

在工人进行地下工作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避免单人作业

的情况，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施工，减少因施工造成的人

员伤害。

3.4 采用 BIM+GIS 智能系统
目前，地下管廊的日常维护与检修工作还主要依赖人

工完成，管廊中各种盘结运转使得管廊内作业环境恶劣，温、

湿度高，各种有害气体积聚于管廊内对作业人员的人身伤

害极大。为提高对综合管廊运维机制，减少人工作业困难，

应在综合管廊日常管理工作中引入新技术，如 BIM 技术和

GIS 技术的融合。

利用 BIM 技术全生命周期特点，将综合管廊从规划、

设计、施工、运维等阶段数据统一整合，保障管网建设信息

的完整性和实时更新效率。同时利用 GIS 技术的定位功能，

建立地下与地上工程的联系，及时准确的获取故障位置，提

高检修效率。BIM 技术强大的信息化能力和可视化特点结

合 GIS 技术的地理数据信息功能可实现综合管廊管理上的

信息化、透明化、智能化。

3.5 注重本地人才培养
近年来，湛江市经济都保持了高速的发展速度，但不

可忽视的是湛江市位于广东省西翼，珠三角经济辐射对其影

响有限，高水平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地，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明显跟不上湛江市经济发展的步伐。随着地下综

合管廊的建设工作在湛江市全面展开，综合管廊的日常运营

维护工作也被提上日程。综合管廊内日常巡查检修、各种高

新技术的高效利用、管廊内管线数据信息的采集、处理以及

管廊投入使用后的收费运营等方面都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管

理的专业人才参与到综合管廊的日常运维工作当中来。政府

支持本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专业人才，通过校企合作机

制，提高高校人才的岗位技能，以满足综合管廊日常运维工

作的需求。

4 结语

湛江市具有较好的海洋资源发展优势，然而每年频发

的台风对市政工程的破坏也是不可估量的。老旧城区市政管

网修建的年代久远，承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每年对

已有管网的修修补补从未停止过，长年累月之下各种管网的

维修成本就似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同时也影响了湛江市的

城市品质，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反复开挖造成的“马路拉链”现象，

改善城市环境，合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提升城市防灾抗灾

能力。在老旧城区进行地下管网的建设和改造工作，符合湛

江市城市发展需求，有利于打造湛江市区域副中心城市的品

质形象。

当前老旧城区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工作进展缓慢，存

在方方面面的困难还有待解决。然而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大力

支持下，各级政府的主导下，结合自身城市的发展现状和规

划，合理的统筹规划，引入社会投资者减少政府投资负担，

政府部门做好监督工作，定时对管廊的运营进行考核，及时

反馈问题督促运营者进行整改，同时引入各种先进技术实现

综合管廊管理上的智能化、信息化，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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