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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工作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其对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调整城市水循环方法和优化城市空间

环境有着深远意义。在市政给排水系统设计中融入海绵城市理念是对现代城市水系统科学规划的重点，其不仅能够为城市居

民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也能解决传统发展环境下城市水资源浪费、水资源枯竭和水系统混乱等问题。基于此，文中研究了

海绵城市理念下市政给排水系统设计的方法，提出了构建生态化城市给排水网络的措施，希望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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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drainag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which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urban infrastructure, adjusting urban water cycle methods, and optimizing urban spatial environment. 
Incorporating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into the design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s is a key focus of modern 
urban water system scientific planning. It can not only provide high-quality living services for urban residents, but als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water resource waste, water resource depletion, and water system chaos in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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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市政给排水系统面临着诸

多挑战，特别是在应对城市雨水管理、环境污染以及水资源

短缺等问题时，原有的硬性排水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城市

发展的需求。海绵城市理念，作为一种创新的城市雨水管理

模式，强调通过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增强，提升城市水循环

能力，从而有效解决内涝、洪水及干旱等问题。逐渐，全球

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重要方向，海绵城市理念已成为。海绵城

市，具有“渗透、滞留、蓄存、净化、利用”等多重功能的

特点，依托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使雨水得以高效收

集与再利用，从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在市政给排水设计

中，海绵城市理念的引入，不仅提升了雨水管理的效率，还

有效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缓解了水资源短缺问题，同时

也推动了城市绿化与人居环境的改善。通过合理规划与精心

设计，雨水的收集、存储与排放机制得以优化，传统排水系

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得到了有效减轻。本文将探讨海绵城市

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分析其在提升水资源

利用率、缓解内涝与干旱、改善城市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并进一步探讨在实际设计中应遵循的原则与实施策略。 

1 市政给排水设计中运用海绵城市理念的意义 

1.1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海绵城市理念的融入，对于提

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精心的规划与

设计，雨水资源得以高效地收集、存储并加以利用，水资

源的浪费得到了有效减少。在这一过程中，透水铺装、雨

水花园、蓄水池等设施的使用，不仅促进了雨水迅速渗透

或汇集到储存系统中，还推动了雨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样

一来，供水压力在城市中得到了缓解，同时地下水的补给状

况也得到了有效改善。此外，自来水的需求得以减少，淡水

资源的开采强度也因此降低，水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得以实现。

通过进一步优化水资源管理体系，城市水生态系统能够更为

平衡地运行，从而为城市的绿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缓解城市内涝与干旱 

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引入海绵城市理念，对于缓解

城市内涝与干旱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雨水调

蓄、自然渗透与循环利用等手段，城市内水量的分布与平

衡能够得到有效调节。在强降雨时，透水铺装、下凹式绿

地、雨水花园等设施，能够迅速引导雨水渗透地下或暂时

储存，从而降低雨水汇集的速度，减轻排水系统瞬时压力

的程度，进而减缓道路积水与内涝发生的频率与影响。而

在干旱期间，这些储存的雨水，可通过再利用系统提供绿

化灌溉、水景补水等功能，进而缓解降水不足对城市生态

与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应对极端气候

条件的能力得以提升，水资源的动态平衡与可持续管理得以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4 第6卷 第1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4,6(12)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93 

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的韧性与功能也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1.3 改善城市环境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市政给排水设计，对于改善城市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绿色基础设施与生态排水系统的

引入，雨水花园、湿地系统以及下沉式绿地等设施，不仅

有效提升了城市绿化率，还增加了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既

美化了城市面貌，又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的空间。

这些设施在雨水调蓄与净化方面表现突出，能够有效截留

雨水中的污染物，减少未经处理的径流直接排入河道，从

而降低水体污染，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
[1]
。此外，城市热岛

效应的缓解，透水铺装与植被覆盖也能有效实现，局部小气

候的调节，进而为城市营造更加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 

2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运用原则 

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应用海绵城市理念，必须遵循生

态优先、因地制宜、系统性与可持续性相结合的原则。生

态优先要求在设计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

系统，利用透水铺装、雨水花园、植被缓冲带等设施，实现

自然渗透、调蓄与净化的功能。根据城市的地形、气候条件

以及土地利用现状等多方面因素，因地制宜强调了选择最合

适的设计方案与技术路径，以确保设计既科学又可行。 

系统性原则则要求在规划时全面考虑城市排水系统

与生态环境、地下水资源等要素的相互关系，建立起一个

完善的雨水调蓄、净化与排放网络，从而实现各个系统之

间的协同运作。可持续性要求在满足当前排水需求的基础

上，为未来发展留出余地，同时通过节能环保的材料与技

术的应用，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3 市政给排水设计现状 

3.1 城市自然环境条件十分复杂 

当前市政给排水设计面临的一个显著挑战是城市自

然环境条件的复杂性。各城市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及地

质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其给排水需求与技术要求大相

径庭。在降水量大且分布不均、极端天气频发的多雨地区，

必须具备处理短时强降雨的能力，排水系统应对此具备相

应的设计；而在干旱地区，设计重点则是高效利用与储存

雨水资源。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排水管网建设的难度较

高，需要解决水流汇集与排放路径的多样性问题；而在相

对平坦的城市，排水速度较慢所引发的内涝风险则成为主

要挑战。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土地开发，许多原有的湿地与

河流等自然调节系统遭到削弱或破坏，导致了城市水循环

系统的稳定性出现下降。 

3.2 雨水利用率有待提高 

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雨水利用率普遍偏低，尤其在

许多城市中尤为明显。尽管降水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缺

乏雨水利用设施或管理不当，导致了大量雨水在降雨后直

接排入河流或海洋，未能有效收集和利用。这不仅导致了

水资源的浪费，还给城市排水系统带来了较大压力，特别

是在降雨量较大的地区，排水管网经常超负荷运行。此外，

许多城市缺乏高效的雨水收集与储存技术，使得在旱季，

雨水难以作为非饮用水源得到充分利用，如绿化灌溉、道

路清洁或景观补水等。即便部分地区具备一定的雨水储存

设施，由于设计不合理或维护不足，雨水资源也无法得到

有效的再利用。 

3.3 市政设施建设与管理养护不统一 

市政设施建设与管理养护不统一，成为了目前市政给

排水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许多城市中，给排水设施

的规划、设计、建设与后期管理维护往往缺乏系统性与协

调性，导致设施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部分新建设施

未能与现有管网系统有效衔接，致使排水能力不匹配或运

行效率低下
[2]
。此外，市政设施建设标准和管理要求在不

同地区存在差异，使得设施的维护与运行难以实现统一规

范。因缺乏有效维护，一些老旧管网经常出现堵塞、渗漏

等问题，而新建管网又缺乏长效管理机制，从而导致整体

给排水系统的运行效率与可靠性降低。在日常管理过程中，

设施的巡查、维修和更新工作常常滞后于实际需求，尤其

在暴雨等极端天气下，相关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 

4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运用的有

效策略 

4.1 材料选用的有效设计 

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合理选用材料是实现海绵城市

理念的核心环节。应具备渗透、调蓄、净化等多重功能的

材料，同时需兼顾生态环保与经济性。尤其是透水铺装材

料的应用至关重要，透水混凝土、透水砖等材料能够有效

促进雨水的自然渗透，减轻地表径流的压力，并缓解城市

排水系统的负担。这些材料的孔隙结构有助于雨水向地下

渗透，并具备一定的过滤功能，径流中的悬浮颗粒与污染

物得以去除，从而减少对下游水体的污染。除此之外，储

水与排水一体化材料的使用，例如具备蓄水功能的渗排一

体模块，能够在空间有限的市政设施中实现高效的雨水调

蓄与缓慢排放，从而为后续利用提供保障。耐久性在选材

时是关键考虑因素，确保材料在长期荷载、气候变化与化

学侵蚀等条件下仍能维持稳定的性能，降低维护成本与使

用风险。与此同时，应优先选择环保型或可回收材料，通

过减少施工过程中碳排放与废料的产生，进一步推动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4.2 城市人行道的有效设计 

在海绵城市理念的指导下，城市人行道的设计不仅要

满足行人通行需求，还应整合雨水管理、环境保护及城市

可持续发展等多重功能。此过程中，合理的坡度设计与排

水系统的布局尤为重要。必须确保雨水能够顺利流向地下，

或通过排水通道被导入指定的雨水收集区域，以避免水面

积聚与交通阻碍。在排水系统的设计中，不仅应考虑雨水

的排放速度，还需着力于有效引导水流，以最大限度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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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渗透的空间。通过这种设计方式，暴雨期间积水对

交通及居民生活的干扰将显著减少，城市雨水管理的整体

效能得以提升。同时，绿化带、雨水花园等设施的结合，

不仅加强了人行道的生态功能，还进一步优化了雨水的滞

留、渗透与净化过程。此外，植物的蒸发与吸收作用使得

空气湿度得以调节，周围气温得以降低，城市生物多样性

的提升也得到了促进
[3]
。人行道的美学设计同样不可忽视，

合理的景观元素与绿化规划能够有效改善视觉效果，从而

创造出一个既舒适又宜人的步行环境。 

4.3 城市车行道的有效设计 

在海绵城市理念的框架下，城市车行道的设计不仅需

满足基本的交通需求，还应与雨水管理、环境保护及可持

续发展目标相结合。透水性路面材料的选用至关重要，如

透水沥青、透水混凝土及透水砖等，可以实现雨水的有效

渗透，从而显著减少传统硬化路面带来的地表径流问题。

通过这些透水性车行道材料，雨水在渗透过程中自然净化，

部分污染物被去除，同时地下水资源得以补充，从而缓解

地下水位下降的现象。此外，透水材料有助于缓解城市热

岛效应，雨水渗透后，路面温度得以有效降低，避免了传

统不透水路面所产生的高温效应。车行道排水系统的设计

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合理的坡度设计，确保雨水顺利排放，

防止积水现象发生，避免交通不便。优化排水系统不仅需

实现雨水的快速排放，还应结合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将

部分雨水引导至储水池或绿化带，供城市绿化、灌溉等用

途，从而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如此一来，车行道在发

挥传统功能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了城市雨水管理工作。此

外，车行道设计还需考虑承载能力与耐久性。鉴于车辆频

繁通行，耐久性高、抗压强度强的透水材料必须被选择，

以确保车行道在长期使用中保持透水性及强度，避免因雨

水渗透导致材料老化或破损。在设计过程中，道路的维护

与管理也应得到充分考虑，确保车行道能够在使用过程中

得到有效养护与修复，延长其使用寿命。 

4.4 城市绿化带的有效规划 

在海绵城市理念的框架下，城市绿化带的合理规划不

仅提升了城市美观，还承担着重要的雨水管理与生态修复

功能。通过植物的根系系统，雨水的渗透与滞留能力得到

了有效增强，地表径流在降雨时得以减少，从而缓解了城

市内涝问题。与此同时，植物在吸收雨水的过程中，水分

通过蒸发作用被释放到大气中，城市气候因此得到调节，

热岛效应也得以减轻。此外，绿化带中的土壤与植被对雨

水进行了初步净化，悬浮物与污染物被去除，从而提高了

雨水质量。精心设计的绿化带不仅提升了城市生态系统的

承载力，还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与娱乐的空间，绿化覆盖率

的增加进一步改善了居住环境。在植物选择方面，本土化

原则应得到遵循，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植物品种应当被选

用，从而减少维护成本，并确保绿化带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能够稳定运行，持续发挥其生态功能。 

4.5 附属设施的有效设计 

在海绵城市理念的指导下，市政给排水系统整体功能

的提升，附属设施的精心设计是至关重要的。排水井、渗

水井、雨水花园以及生态湿地等附属设施，不仅作为雨水

管理系统的关键补充环节，还兼具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等

多重功能。设计过程中，排水系统的高效性与可持续性必

须得到确保。排水井与渗水井的位置与尺寸，应根据地形、

降雨量及周边设施的需求进行科学规划，以确保雨水能够迅

速、高效地收集与引导，从而避免积水现象的发生。通过植

物与土壤的自然过滤作用，雨水花园与生态湿地有效去除了

水中的污染物，降低了水体富营养化的风险，从而提升了雨

水质量
[4]
。这些设施不仅提高了雨水的利用效率，减少了对

传统排水系统的依赖，还增加了城市的绿地面积，进一步改

善了环境质量。与此同时，附属设施的设计还应充分考虑其

后期的维护与管理，确保其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合理设计应

具备抗污染、耐候性强等特点，以应对城市环境的变化与长

期使用中的挑战。在美学方面，附属设施的景观功能也应被

充分融入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的生态景观价值。 

5 结语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提出了应

对城市水资源短缺、内涝与干旱等问题的创新思路与解决

方案。通过采用透水性材料、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以及绿

色基础设施等设计策略，雨水管理得以优化，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得到了提升，海绵城市不仅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还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并推动了可持续发展。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海绵城市理念逐渐成为市政给排水

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居民生活质

量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建设海绵城市依然面临诸多挑

战，技术创新、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与管理维护等问题亟

需解决。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实践经验的积累，海

绵城市理念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建设更加绿色、智能与宜居的城市的坚实基础将为其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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