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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日本街头，搜寻色彩斑斓、设计

精巧的沙井盖已成为一种娱乐，就连外国
游客也借此体验日本的沙井盖文化。

——有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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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的“城市名片”
构建行走“安全网”

【亡羊补牢】 原本可怕的“陷阱”变成地面的安全网

众所周知，在遭遇大雨和暴雨天气时，下水道中的空气和水的压力会不断增加，导致沙井盖被推翻或冲
走，最远甚至可以被冲到10米外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沙井盖本身就对行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沙井盖的

“缺位”还构成了另一种威胁：大雨中路人往往无法看清路面，可能会失足坠入井中。
1998年，日本高知市就发生过这样的惨剧。当时，在一场暴雨中，数个沙井盖被大水冲走，两名行人不幸

掉入沙井中身亡。这一惨剧促使日本采取措施加强沙井盖的安全管理。
日本沙井盖生产商研制出一种链接安全装置，可以在大雨中释放沙井中的压力，同时不使沙井盖完全脱

离其原位；而一旦沙井中的压力被释放，沙井盖就会恢复原位。
万一这一安全措施失效，还有第二道安全网——沙井内新安装的安全格栅，这样，即使沙井盖被大雨冲

走，有行人不幸掉入沙井，安全格栅也可以防止行人被冲进下水道，从而避免惨剧重演。可以说，今天的日本
沙井盖，对行人来说已不再是可怕的“陷阱”，而是地上的一道安全网。

日本沙井盖还有不少别的先进之处。比如，在很多国家，沙井盖是城市中的一大噪音源，这是因为沙井盖
和路面贴合不紧，车辆压过井盖时会发出难听的噪音。日本也曾出现过这一问题。上世纪70年代，由于市民
不断就沙井盖噪音问题提出抗议，日本沙井盖制造商改进了沙井盖造型，增强了沙井盖与路面的吻合度，成功
解决了沙井盖噪音扰民的问题。

日本的现代排水系统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最初的排水系统是在外国的帮助下建造。因此，
日本最初的沙井盖也是沿用西方已投入使用的几何图案，十分简单，没有日本特色。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市政工程师们对沙井盖的表面纹路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一些凹凸图案。
当时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防滑作用。因为日本多地每年都有雨季，雨天时，沙
井盖往往比较湿滑，摩托车、自行车在沙井盖上滑倒的事故屡有发生，而增加凹凸图案则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日本沙井盖的设计时代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创者是一名叫龟田安武的政府官员。当时，日本只
有约60%的家庭排水系统接入市政排水系统，由于这一公共工程造价昂贵，且多数埋设在地下，很大程
度上被民众忽视。为了向民众普及现代排水系统，他将目光转向了现代排水系统的地面附属设施——
不起眼的沙井盖。他提出，应该“让沙井盖更吸引眼球”，为此，他鼓励各城市、乡镇和农村自行开发具
有本地特色的沙井盖。就成本而言，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沙井盖比之前那些千篇一律的沙井盖要贵约
5%，但这没能挡住各地设计具有本地特色沙井盖的热情。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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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高招】 有些井盖甚至被装上卫星定位器

作为一种公共设施，沙井盖的实用功能总是排在第一位。日本沙井盖在设计美观的同
时，在实用方面也不逊色。

比如说，在日本的一些沙井盖上，可以看到箭头和地名，这些沙井盖实际上起到了路标的
作用。这种沙井盖有的是在日本城市中的紧急避难所周围，沙井盖上有用不同颜色的箭头指
示方向，黄色箭头表示距离最近的避难所200米以内，红色箭头表示距离100米以内。

在东京街头也可看到这种“路标”沙井盖，这些沙井盖上刻有菱形图案，菱形四角则分别
标注地名，为路人指示前进方向。有报道说，日本有些地区还为沙井盖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

【区分用途】 不同形状代表不同功能或辖区

对任何国家来说，数量庞大的沙井盖管理都是一个问题。在日本，1.2亿个沙井盖的管理也非易
事。在这一问题上，日本也制定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对策。

在日本，沙井盖下不只是下水道，还有通信光缆、电线、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等设施，于是，日本
设计出不同形状的沙井盖，用以区分不同用途。消防栓上面的沙井盖就多是方形，上面还刻有消防队
的卡通图案。此外，井盖上的不同花纹则被用来区分不同的管辖主题。比如，市、区、町等各级政府管
理的沙井盖就分别有各自市花、区花和町花。如果是私家沙井盖，则井盖上会标“私”字。这样，一旦
沙井盖出现问题需要维修，则可以迅速找到管理主体。

【创意另类】 精美沙井盖成为日本城市的名片

对于很多到过日本的游客来说，日本沙井盖的安全性能或许无从体验，但其设计却不能不让人驻足
欣赏。

日本井盖引来外国游客着迷
据统计，全日本约有1.2亿个沙井盖，基本上每个日本人人均一个。不过，外界关注的不是日本沙井

盖的数量，而是独具日本味道的设计。有报道称，如今在日本街头，搜寻色彩斑斓、设计精巧的沙井盖已
成为一种娱乐，就连外国游客也借此体验日本的沙井盖文化。

日本沙井盖的多样化还催生了专门粉丝团体。现在，日本有一些专门网站，沙井盖粉丝们可以在此交
换有关沙井盖的各种信息；甚至还有一些人专门寻找各种沙井盖拓印，不少外国人也为日本沙井盖着迷。

各地沙井盖都非常“有个性”
在日本1780个城镇中，接近95%的城镇的沙井盖都有本地特色。在这些各具特色的沙井盖设计中，

树木、植物图案占到了约一半，各地市花、镇花尤其受欢迎；飞禽走兽和自然景观也是常见的设计题材。
比如，大阪是赏樱花的胜地，大阪市的沙井盖上就常见樱花图案。长野县有一条被评为古建筑群的

街道，这里的沙井盖上就频现小桥流水、古建筑。北海道函馆市盛产墨鱼，当地的沙井盖上可见三个跳舞
的墨鱼娃娃。

可以说，沙井盖上的图案就令人联想到每个城市的文化特征，这些沙井盖也成为这些城市与众不同的城市
名片。1997年，日本曾出版过一部关于日本沙井盖设计的书，书中提供了日本全国各地1546种各具特色的沙
井盖图片。

9 月 14 日，广州市政
府原则通过《广州市井盖
设施管理试行办法》；此
外，从9月15日到10月20
日，广州将对全市 100 万
个沙井盖（广东方言中窨
井盖的别称）排查缺损隐
患，这让困扰广州多年的
沙井盖问题再次成为媒
体与民众关注的焦点。

日本也曾出现过因
沙井盖“缺位”而导致行
人失足身亡的案例。此
后，日本改进了设计，防
止沙井盖在大雨中被冲
走；即便被冲走，沙井里
安装的格栅也可为失足
的行人提供另一道“安全
网”。

当然，在沙井盖问题
上，值得我们借鉴的不仅
是其安全措施，还有其独
特的沙井盖文化。据统
计，在日本 1780 个县市
中，接近 95%的县市的沙
井盖都有鲜明的个性和
地方特征，这些
沙 井 盖 设 计 精
美，五颜六色，不
仅是日本城市里
的风景，更称得
上是日本的“城
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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