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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同样是暴雨如注的露天地

面上，一边是积水如洪，汪洋一片，一边却是

光洁如新，水不湿脚。这是记者日前在北京

市部分城区看到的一大奇观。为了解造成

这一情况的原因，记者专程走访了北京仁创

科技集团。从该公司获悉，造成这一特殊景

观的是该公司一种名为“仁创雨水专家系

统”的创新产品，使用这一产品可以有效排

泄百年一遇暴雨造成的积水，从而成功应对

日前北京特大暴雨造成的城区内涝灾情。

7 月 21 日北京遭遇 61 年来最强暴

雨袭击，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一个

重要原因是目前北京市主要的排水系

统设计的是一到三年一遇的降水标准，

就是说能够应对每小时 36 到 45 毫米的

降雨。但是北京这次的降雨强度达到

170 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 215 毫米，远

远超过这个标准，因而造成城市许多低

洼地段出现大面积深度积水，进而导致

交通瘫痪和大量生命财产损失。

而根据有关用户部门提供的证明

材料，由于使用了北京仁创集团的雨水

专家系统，铺设了该系统透水砖的区域

透水性能极好，科技部广场、北京奥运

场馆中心区下沉广场、上海世博中国

馆、统战部广场等众多场馆，在这次长

时间的大暴雨中，没有出现任何险情。

据这一技术的发明人秦升益介绍，

仁创雨水专家系统以沙漠中的沙子为

原料，通过自主创新，成功攻克科技用

沙的三大难题——微颗粒全包覆技术、

微颗粒界面改性技术和免烧结成型技

术，原创性地发明了“微米级孔隙透水

技术”和“生态透气防渗保水技术”，有

效解决了如何提高透水强度的世界性

难题，在此技术基础上研制出生泰硅砂

滤水砖、透水石材、硅砂滤水井等透气

防渗技术产品，通过技术集成，创造性

生产出包括“仁创井”、“仁创隐型水

库”、“仁创水堡”、“仁创泉”在内的雨水

专家系统，可以有效解决城市道路雨水

渗透、建筑雨水储用、农田雨洪储用和

净化饮水储用等实际问题。

据悉，“仁创雨水专家系统”曾获得北

京市 2011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拥有 25

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两项国际发明专利，已

经成功应用于国内10多个省市的300多

个工程项目。目前该公司和有关部门正

在研究如何将这一技术产品在北京市乃

至全国全面推广应用。 （冷德熙）

解决提高透水强度的世界性难题 经受住北京“7·21”暴雨考验

“仁创雨水专家系统”成功破解城市暴雨内涝难题

一项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科技成果，在经历漫长

的创意、实验、中试、产品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同时，

还需要为自己寻找出生证——创立自己的技术标

准。当这项新技术、新产品的颠覆性创新价值被更多

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时候，它为自己建立的企业标准

就可能成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

新技术产品的创新意义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市场考

验。在此过程中，如果囿于传统观念一味地以传统标

准衡量新的技术产品，往往不利于新技术产品的推广

应用。只有打破传统观念，大胆引进和使用新技术新

产品，才能带来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及其新标准的革命。

有时候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技术产品的推

广使用，竟需要一场暴雨为之作证！

“7·21”暴雨为一项新技
术产品的卓越性能作证

今年 7 月 21、22 日，北京连续发布 5 次暴雨预

警，最高级别达到橙色，降下 61年来最大的一场暴

雨，给首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可是，同样在北京，在铺设了仁创生泰砂透水砖

及其雨水专家系统的国家科技部广场、中央统战部

广场、奥运水立方等地方，没有出现任何险情。

生泰砂透水砖及其雨水专家系统由仁创科技

集团研制生产。

坐落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仁

创科技集团，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所依托

建立的硅砂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首批

在企业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原创性发明成

果 300 多项，获得授权专利 89 项，PCT 国际专利申

请 15项，国外授权专利 2项。

该实验室以沙漠中的 沙 子 为 原 料 ，通 过 自

主创新，成功攻克了科学用沙的三大世界性难

题——微颗粒全包覆技术、微颗粒界面改性技术

和免烧结成型技术，原创性地发明了“微米级孔

隙透水技术”和“生态透气防渗保水技术”。在此

基础上研制而成的“生泰硅砂透水砖”等高透水

性技术产品，和“仁创井”、“仁创水堡”、“仁创隐

型水库”等高防渗性技术产品，以及在此基础上

技术集成的“仁创雨水专家系统”，可以有效解决

暴雨条件下，城市道路雨水内涝以及边防哨所、

边远山区蓄水难、饮水难等问题。

2005 年 11 月，“仁创生泰砂基透水砖技术”通

过由建设部科技司组织的专家技术评审；

2005年 12月，该产品参加由国家发改委、中宣

部、科技部等十三个部委主办的“2005 建设节约型

社会展览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

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展览，亲临该公司展台视

察，称赞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创新产品；

2007 年 2 月以来，仁创生泰砂基透水砖及其

雨水专家系统先后在中南海国办区人行道、北

京奥运场馆的水立方和景观大道、上海世博园

中国馆万人广场等 300 多处工程建设中得到成

功应用。

“仁创雨水专家系统”在
城市暴雨排涝中的妙用

在暴雨如注的露天地面上，一边是积水如洪，

汪洋一片，一边却是光洁如新，水不湿脚。出现这

一特殊景观是因为这些地方铺设了包含生泰砂基

透水砖的“仁创雨水专家系统”。

据这一技术的发明人秦升益介绍，生泰砂基透

水砖是将来自内蒙古沙漠的风积沙，经过微颗粒全

包覆、界面改性和免烧结成型技术处理制成的微米

级孔隙透水砖。这种透水砖的透水性能是平常陶

瓷型或混凝土透水砖的六倍以上。

在这种透水砖基础上制成的雨水专家系统是

专门针对城市立交桥、人行道及车行道等路面开发

的道路雨水收集系统，实现了由传统“点式”排水向

“线式”、“面式”排水相结合转变，是“蓄—渗—排”

相结合的立体排水系统。

该系统通过建在地下的隐形水库把雨水先蓄

积起来；当遇到大暴雨时，隐型水库蓄满，多余雨水

通过导水管进入硅砂滤水渗水井回补地下水；而当

遇到特大暴雨时，硅砂滤水渗水井中多出的雨水，

通过溢流排入现有市政管网，从而实现迅速排洪排

涝，解决城市内涝排水难题。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

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

目前我国的城市道路排水不畅的主要原因是排水

管太小、排水口太少、不透水的路面太多。一方面

由于排水管网欠账较多，管道老化，排水标准较低；

另一方面，因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硬化路面增加，

渗水路面相对减少。

据硅砂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贾屹海博士介绍，目前国际上一些特大城市，包

括纽约、东京、巴黎等，已经建成投资巨大的地下

市政管网系统。相对而言，北京的城市排水系统

欠账太多。而仁创生泰砂基透水砖及其雨水系

统既可以大大提高城市道路的雨水排泄能力，又

可以顺利实现与原有市政管网的对接，有效改善

城市排水功能。

目前在北京只有部分重要场所铺设了这种透

水砖和雨水系统。“7·21”北京特大暴雨发生后，所

有铺设这种系统的地方都没有出现严重积水，证明

这一创新技术经受住了 60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特

大暴雨的考验。

一项重大创新技术产品，
如何摆脱推广应用之困？
“仁创雨水专家系统”既然可以经受住暴雨的

考验，那么，为什么北京的灾情还是如此严重呢？

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仁创集团董事长秦升益显得

多少有些无可奈何。

秦总解释说，关键问题还是观念。

一项新技术，一个新产品，一个新标准，要行业

内外的人们普遍接受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真是不

甘心啊！明明可以挽救的生命、可以减少的损失，只

能眼看着，就是帮不上忙，你说我们有多苦恼！

秦升益脸上的无奈叫人感同身受。

据悉，仁创雨水专家系统这项技术从成熟到应用已

经好几年了，也已经在一些标志性重要场馆得到推广应

用。去年的“6·23”大暴雨，遭受严重内涝的首都曾被网

民发帖称“到北京看海”，而奥运中心区却经受住了考

验，北京市主要领导还特地组织相关部门到奥运中心

区调研，仁创的透水砖技术产品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

到了充分肯定，可就是难以在北京大面积推开。

为什么？因为这是新技术，目前还没有国家

相关标准。有关研究部门和机构有设计资质，而

所属领域及行业的一些专家教授，非常熟悉本领

域及本专业的技术，而对这项新技术或许并不十

分了解。我们是新技术的发明人，新产品的制造

者，拥有自己的企业标准，可因为没有建筑及市

政工程等设计资质，按照现行规定，根本无法参

与工程设计，导致有关工程无法开展，只能看着

干着急。秦升益摊摊手。

一位领导说，为什么不能让仁创公司自己设

计，自己找人施工？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为什么不

能有自己的企业标准、行业标准？

但有人说，排水系统的改善只能通过修建更多

更大的市政管网来解决，一家民营企业的产品，需

要示范工程的证明。有了示范工程，还需要更多的

示范工程。利益的分割，让一项利国利民的新技术

想充分发挥作用就这样变得遥遥无期。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市有关领导已经认识到针

对“7·21”大暴雨暴露的问题“必须深刻反思”。 我

们了解到，北京海淀区已经开始研究，要联合有关

部门，协助该公司开展生泰砂基透水砖及其雨水专

家系统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7 月 21 日，一个被暴雨夺走了 70 多个鲜活生

命的日子，值得我们共同记住。

值得我们记住的还有教训，还有疑问，还有一项

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解决城市内涝的新技术。

暴雨，为经受考验的创新产品作证
□ 本报记者 冷德熙

“7·21”暴雨留给北京诸多悲情数字。

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在这座城市 1951 年有

气象记录以来最凶猛、最持久的一次强暴雨中远

逝，带给亲属无尽悲痛的同时，也留给城市一个巨

大的疑问。

150 年前，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每逢大雨，“城市的良心”能否经得起考验？暴

雨中，地下系统的脆弱不堪、自然灾害预警应急机

制迟钝、高速路和立交桥成为夺命黑洞、远郊房山

区多年来不断被挤压的泄洪通道，使洪水暴发之后

肆虐夺命……

“想想已逝去的生命，看看受灾的群众，我们必

须深刻反思……”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受灾严重

的房山区如是说，因为“在灾害面前，我们的规划建

设、基础设施、应急管理都暴露出许多问题。”

一场大雨，检验出城市的脆弱。

由于历史等原因，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仅为 1

到3年一遇，仅能及时排掉“7·21”暴雨降雨量的1/5。

更困难的是，由于城市规划不合理等原因挤占了排

水系统的升级空间，中国部分城市的排水系统很难

大幅升级。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介

绍，建国初期，城市排水多采用苏联的设计理念

和技术理论，“想尽办法省钱，只求能满足当时需

求就行”。因此，当时北京采用小排水管道，按 0.5

年甚至 0.3 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一年淹两三次是

正常的。”

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曾表示，仅天安门广场

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排水管线能达到 5 年一遇

标准。相对的，纽约是 10至 15年一遇，东京是 5至

10年一遇，巴黎是 5年一遇。

除了设计标准不高，北京排水系统还存在老

化的问题。目前，北京排水管线仍然包含 1949 年

前的甚至是明代的旧砖沟。此外，一些泵站的电

气设备、元器件普遍老化、破损，安全系数和可靠

性、灵敏度等大大降低，部分泵站自动化、防爆和

通风系统等监测监控设施已无法适应现代管理

需要。

北京市水务局回应说，北京一些老旧城区的管

网上都有新的建筑群，无法拆迁，只能打补丁，发现

一处补一处。同时，因为城市建设项目面临审批

等，项目的建设也跟不上，导致排水系统建设滞后。

相比地面建筑的爆炸式发展，北京排水管网的

建设显然没有跟上节奏。

城市快速发展使地下空间不断被占据，难以满

足供排水系统升级。北京的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

了电力、电信、以及地铁等直接关系到 GDP的公共

设施，留给下水道的空间很小。

如果再来场暴雨，再来次猝不及防的灾害，这

个城市能否有底气地说，我可以。

暴雨的警示，使有关方面正在行动中。

今年 5 月，北京市规划委公布了《城市雨水系

统规划设计暴雨径流计算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大

幅提高了雨水管渠的设计标准，要求设计级别最低

也必须是 3 年一遇，重要地区、重要道路为 5 年一

遇，特别重要地区、特别重要道路为 10年一遇。

目前，北京排水集团正在根据新的排水标准对

北京下沉式立交桥的泵站进行改造，力争在2015年

前，让这 78座下沉式立交桥泵站能够应对 5年一遇

的雨情，相当于降雨量 60毫米左右。此外，将采用

建设蓄水池、客水分流系统等，使得桥区整体的防汛

能力达到10年一遇，即抵御每小时70毫米的暴雨。

除了提高标准，加强日常维护也十分紧迫。管

网的日常管理也有隐忧，大街上的部分垃圾如石

头、塑料袋等，顺着雨水淤积在排水沟里，有时甚至

绞坏了水泵的扇叶。北京市防汛办相关负责人曾

表示，排水系统就像一张大网，一个积水点的产生，

暴露的是一个区域的问题。

专家认为，更为科学合理的设计，和提高标准

同样重要。加强排水系统的建设，多建一些雨水收

集系统，同时下决心做好雨污分流。在周玉文看

来，中国的排水系统设计相对落后，人才培养亟待

加强。他建议，应采用电脑模型运算，细化计量，设

定排水方案，而非仅凭经验，要对雨水排放系统做

长远规划，提高协调性。

中科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表

示，城市供排水系统升级由于分属市政、排水、环

保、电力、通讯等不同部门管理，地下空间缺乏统一

而协调的规划、建设。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明确责

任，整合力量，改建排水管网。

然而，不断提高的标准不是固若金汤，改造工

程也无法一步到位。

专家表示，政府部门如何完善应对方案，防患

于未然尤为关键。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张明

英认为，城市防洪标准无法无限提高，在城市出现

灾害性天气时，如何加强预防并做好预案和抢险救

灾更显重要。他举例说，如平时能加强对人们的安

全教育，在险情发生时，及时派人值守提醒、加强现

场指挥，或许能避免事故发生。

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气象部门通过所掌握、联

系的各种媒体，如社区大屏3000多块、移动电视5万

余块、中国天气网、首都之窗、新浪微博、北京电台、

电视台、声讯电话等，向公众及时发布了暴雨、雷电

和地质灾害预警。但是如何让信息有效覆盖到足够

多的人，仍是这次大雨中暴露出的显著问题。

在城市内涝防治方面，也无法可依。国家应借

鉴国外城市内涝防治法律立法经验，尽快制定《城

市防洪法》，围绕城市内涝预防、规划以及政府责

任，进行全方位的立法。

暴雨如注之时，我们看到北京奥运景观大道、

科技部办公区、丰台体育中心排水顺畅，地面没有

多余的积水。在现代化、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今天，

砂基透水砖、滤水砂岩，雨水利用系统这些科技创

新成果，能否更大面积应用让城市回归平日的安

宁，让人们安享正常的生活。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当从公民精神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评论说，“在大暴雨中，如果体育

场馆也像热心市民一样，打开大门欢迎被困民众；

如果公车特别是公交车，也能够像私家车主一样组

织起来，接送滞留乘客；……对于成长的公民精神，

政府不仅要弘扬，更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7月 21日过去了，要反思的东西很多。一座城

市现代化，不仅需要把地上建设好，更需要夯实地

下的百年根基。我们希望如果再有大雨，城市的管

理者有底气地说：我能行。

询问➝反思➝办法➝出路

如何让“7·21”暴雨灾情不再重现？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图1 仁创透水砖在奥运水立方工程成功应用。

图2 仁创透水砖在国家体育馆工程成功应用。

图3“仁创生泰砂滤水砖”成功应用于奥运鸟巢景观大道。

图4 科技部广场铺设“生泰硅砂滤水砖”效果显著。

图5“生泰滤水砖岩”成功应用于世博中国馆广场。

图6 仁创雨水专家系统在天津生态城成功应用。

“仁创雨水专家系统”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