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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淨水生化淨水
確保供港水質優良

深圳水庫生物硝化站

•粵海水務的數字化中樞，負責整合
管理四個泵站的設備，以及無人機、
無人船、機器人等系統傳回的實時數
據。調度中心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
技術，對水務設施運行情況進行精確
監控和預測，並自動生成最佳調度方
案。當出現突發事件時，調度中心能
迅速分析問題，協調各項資源，實現
高效的應急響應。該中心還能長期監
測水質、水量和設備運行狀況，為決
策者提供可靠的數據支持，從而提升
水務管理的智慧化和現代化水平。

智能調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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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它想像成一個游泳池，水在裏面流淌一個小時，氨
氣和有機物被硝化細菌吃掉，再乾乾淨淨地進入深圳水
庫。」 粵港供水深圳供水管理部總經理李迎春，拉起水
池裏的一條繩子，指着底部像小刷子一樣的填料說：
「這裏就是硝化細菌的家。」

深圳水庫靜靜地攤開在城市的邊緣，平靜如鏡。
水面之下卻有個熱鬧的小小世界，這就是李迎春口
中 「硝化細菌的家」 ，也就是生物硝化站。這座工
程每天處理400萬立方米的水，足以供應
2000萬人使用，成為當時世界上同類型
工程中規模最大的一個。這些硝化細菌
自1998年放入池中，生命至此生生
不息，世代輪轉。

李迎春就是在這個小小世界的創
造者之一，他於1993年從華中科技
大學研究生畢業，來到廣東粵
港供水有限公司，全程參與了
1998年生物硝化站的研究與建
設，並守護至今。

上世紀90年代末，深圳和東莞
經濟發展如火如荼，加上供港用水
的高標準要求，使得生物硝化站的建
設迫在眉睫。同濟大學提出沿河建設
硝化工程的設想，但水利專家擔心填料
會引發壅水，暴雨時可能導致河水氾濫和內澇。

邱靜加入了該課題的攻關團隊，他們通過創
新的水力摩阻試驗，摸清了河道填料的情況。結
果令人震驚：填料確實會大幅抬高水位，沿河建
設方案被否決。

工程選址成功避開洪水風險
「我跟水是很有緣分的」 ，廣東省水利水

電科學院研究所水資源所原所長邱靜說， 「出生
時，老家發大水，父親覺得我既因水而生，所以
叫我 『邱潮』 ，結果總被人笑，他們都喊我 『邱
大水』 」 ，花園中的陽光移動，漸漸照耀在她臉
上， 「後來才改成現在的名字。」

工程最終選址在深圳水庫的進水口，成功避開了
洪水風險。然而，挑戰並未結束。為了驗證曝氣均勻性
對消化效率的影響，邱靜又參與了深圳水庫的現場試
驗。 「那是我這輩子曬得最狠的一次，實驗期間，我的臉都
曬腫了。」 儘管辛苦，但團隊最終攻克了所有技術難關，為生
物硝化工程的建設鋪平了道路。 「我們課題組為東深工程前前
後後做了很多技術攻關，後來李迎春還打電話給我們，感謝我
們的研究。」

運作逾20年 從未停工
深圳水庫生物硝化站工程投資約3億元，李迎春記得，鼓風

機從丹麥進口，發中標通知書的那天正是除夕夜，他和同事們
在工地上過年。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讓水更乾淨一些。李迎
春說： 「我們的入口水已經能達到自來水處理的標準，但經過
硝化站後，水質會提升至國家地表水二類水標準。」 這座硝化
站已運行超過20年，從未因設備問題停工。 「細菌要養，氧氣
不能斷，系統得穩定。」 他說得簡單，但這樣的穩定，是靠日
復一日的守護換來的。當年需要30多人值守，如今智慧化管理
讓這一數字縮減到了6人。

東江水供港已經超過半個世紀，
自1965年起，東深供水工程向香港輸送了超過300億立方米的
清水。這些水，流進香港的水管，流進每一個普通人家的生活
日常，成為連接兩地的紐帶。李迎春說， 「我們為香港設計了
每年11億立方米的備水量，現在使用量約8.2億立方米，還有
20%的備用水。供水60年，從未中斷，這是我們的驕傲。」

「我還記得，建硝化站的那一整年都沒怎麼回家，索性租
下公司旁邊農戶的房子」 ，他指了指遠處，而那裏已滿是高
樓。

從江西尋烏縣的源頭出發從江西尋烏縣的源頭出發，，東江水蜿東江水蜿

蜒蜒500500公里公里，，穿越山川與城市穿越山川與城市，，最終抵達深最終抵達深

圳圳。。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東江水得到無數東江水得到無數

庇佑庇佑，，而在進入香港前而在進入香港前，，它它

還需通過最後一道防線還需通過最後一道防線──

深圳水庫的深圳水庫的 「「生物硝化站生物硝化站」」。。這個原水生物硝這個原水生物硝

化工程化工程，，每天處理每天處理400400萬立方米的水萬立方米的水。。自自19981998

年建成以來年建成以來，，該工程默默守護着供港食水水該工程默默守護着供港食水水

質質，，成為保障香港供水安全的重要一環成為保障香港供水安全的重要一環。。

東江水供港60年

淨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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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技術 構建「智慧水務」
近年來，粵海水務以科技賦能為核

心，堅持技術引領，大力推進新一代信息
技術的深度融合，綜合運用BIM+GIS、
數字孿生、北斗導航、5G通訊及物聯
網等手段，全力打造 「全要素」透徹
感知、全面互聯、信息共享的 「智

慧水務」運管系統，推動工程數字化、智
慧化實現新躍升。

在東深供水工程中，粵海水務構建起
覆蓋 「天、地、水」的多模態、多維度
「感知體系」，實時監測與精準調控，為
工程運行提供全方位 「保駕護航」。

無人船

•用於水質監測和水域巡查的重要工具。它
配備多種傳感器，能夠自動採集水樣、測量
水質參數（如溶解氧、pH值、濁度等），並
實時上傳數據。無人船可以在複雜水域環境
中穩定運行，完成大範圍的水質監測任務。

•專為水務巡檢和應急響應
而設計。無人機可高效地
巡視水庫、大壩和管道沿
線，實現全方位、無死
角的空中監控。同時，
數據實時回傳至智能
調度中心，便於快
速決策和部署維修
資源。遇到釣魚
等違規行為，無
人機可以循環
播放宣傳信
息，亦可實
時喊話。

無人機

• 用 於 電
力設施檢測

與維護的創新
設備。這些機器

人 配 備 高 清 攝 像
頭、紅外熱成像儀和多

種傳感器，能夠在高壓環
境中執行精確的檢測任務，如檢
查設備溫度、識別異常放電等。
它們可以在不中斷供電的情況下
進行作業，顯著降低了人工操作
的風險和成本。

機器人

隧洞檢修機器人 北斗衛星採集系統

•為水務系統提供精準的數據傳輸
與定位支持並實時監測區域氣象信
息，為水量的跨區部署提供數據支
持。該系統通過北斗衛星，實時監
測水務設施、無人設備和水域的運
行情況，確保數據的高效傳輸和準
確定位。

•針對隧洞內部檢查和維修設計的
專用設備，小型化和靈活性使其能
夠在狹窄黑暗的空間中自由移動，
該機器人配備高清攝像頭、超聲波
檢測儀和3D成像系統，大幅減少
人工進入隧洞的次數，提升檢修工
作的精確性和安全性。

廣東省政府60年來
始終堅持 「急香港之所

需，盡廣東之所能」 ，通
過東深供水工程的三次擴

建，一次全面改造，年供水量
由0.68億立方米躍升至24.23億

立方米，為了進一步提升對港供
水的應急保障能力，歷時5年建成

了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西水東
調工程）的建設，對港供水實現了
「雙水源、雙保險」 。粵港雙方在水資

源管理、技術創新和生態保護方面緊密合
作，確保了對港供水的安全與穩定，為粵

港澳大灣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
廣東省水利廳調度處三級調研員石教智

表示，廣東省政府高度重視對港供水保障工
作，60年來累計向香港供應優質水源超過300
億立方米，相當於兩個新豐江水庫（萬綠湖）或
600多個深圳水庫的容量。去年建成的珠三角水
資源配置工程（即西水東調工
程）可為香港提供每秒10立方米
的應急供水能力，確保在東江水
出現問題時，西江水能夠及時補
充。

西水東調工程不僅為香港
提供了應急保障，也為東莞
和深圳的未來發展預留了水
資源。該工程每年可為香

港提供3億立方米的應
急水量，實現東

江水、西江水都能供到
香港，形成對港供水 「雙
水源，雙保障」 。

廣東省水利水電科學研
究院水資源與水生態環境工程
研究所原所長邱靜介紹，自1964
年起，廣東省與香港已簽訂13輪
供水協議，構建了穩定的合作機
制。雙方成立供水運行管理技術合作
小組，每年召開會議研究對港供水事
宜，並推行五級水量調節機制，確保供
水精準和安全。

在科技合作方面，粵港兩地通過企業
交流與學術研討深化合作，並通過 「粵港科
技合作資助計劃」 支持超過140個科研項目，
涵蓋水務與環保等領域。此外，雙方定期舉辦
「粵港澳大灣區水務論壇」 ，共享水資源管理
新理念，並共同建設 「粵港水安全保障聯合實
驗室」 ，聚焦水資源配置、環境治理及防洪等

問題，引領前沿研究。
粵港合作不僅保障香港

供水安全，更促進區域科技
創新和環境可持續發展，成
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重要基石。

堅實
保障

珠三角「西水東調」
雙水源保港供應

▲李迎春是深圳水庫 「生物硝化
站」 創造者之一，研究生畢業後就
來到廣東粵港供水有限公司，並一
直工作至今。 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

▲ 「生物硝化站」 每日可處理400萬立方米的水，足
以供應2000萬人使用。

▲邱靜難忘親身參與深圳水庫工程
的經歷，形容當年的現場試驗，是
一輩子曬得最狠的一次。

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

◀石教智介紹去年建成
的西水東調工程，
保障了對香港的
緊急供水能力。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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