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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极端降水事件背景下的海绵城市建设策略 

李宝华 

呼和浩特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基于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城市极端降水事件发生概率越来越高，该事件

的发生会引发内涝灾害，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针对此种情况，对进一步提高对城市极端降水事件的应对能力，实

现城市内涝问题的有效解决，加强海绵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论文对城市极端降水事件背景下的海绵城市建设

策略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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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factors, the probability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occurring in Chinese c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igh in recent years.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events can lead to waterlogging disasters and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in cities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waterlogg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sponge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i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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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二〇一五年以来，国家对海绵城市建设给予了高重

视度，并且积极推进国家级海绵城市试点，以期有效修复

城市水生态，促使城市的涵养水资源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强化城市防涝能力。在实际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通

过加强生态型雨洪管理措施的应用及推广，有利于高效地

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结合实践建设经验，在实际开展海绵

城市建设设计及推进过程中，还应对气候变化规律及特征

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与把握，针对城市极端降水事件所带来

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确保海绵城市建设价值得到充分凸

显，获取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1 城市极端降水事件概念分析 

对于极端降水事件来说，其主要指城市降水量超出阈

值情况下的极端天气事件。若城市突发暴雨，在较短时间

内发生了强降雨，那么由于城市排洪能力有限，降水过大

导致不能够及时渗透，便会产生径流突增情况。此外，若

实际暴雨持续时间较长，那么由于河道回水所带来的限制，

便会引发管道失效问题。城市积水问题若不能够在短时间

内完成排放，其给城市带来的损失将非常严重。针对城市

极端降水事件来说，其在过程累计雨量大、局部强度强及

降雨范围广等方面的特点表现比较明显。并且，近年来由

于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地表蒸发量和蒸腾量也得到了

相应的提升，这便加剧了水循环，导致极端降雨事件出现

频率更高，这便很容易会引发多种类型灾害，对城市的安

全稳定运行造成较大威胁。另外，因为城市建设工作中存

在一部分不透水表面建设，一定程度降低了城市极端降水

事件的应对能力，增加各种问题发生概率，例如内涝，限

制了城市的正常运转。所以，针对城市极端降水事件进行

深入探索，以此来制定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具有必要性。 

2 城市暴雨内涝特点和形成原因分析 

2.1 城市暴雨内涝特点分析 

针对城市暴雨内涝灾害而言，其主要指城市在较短时

间内发生强降雨，且降雨量远超城市排水能力，由于城市

排水不畅导致雨水不能够及时渗透，引发了市区的积水灾

害，对公共安全生产造成较大威胁。城市暴雨内涝特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大中型城市的发生频率较高。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表

明，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基于

地域角度上来看，城市内涝出现在全国各地，包括东部、

西部及中部，南方及北方，近几年来，深圳、武汉等南方

城市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较大，北京、长春、石家庄等北方

地区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较大。同时，区域性强降水所引发

的暴雨洪涝灾害呈现出了点多面广式特点。 

引发经济损失严重。根据实际统计能够发现，洪涝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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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所引发损失在全球所有自然灾害中的占比达到了 40%，

可以看出其占比最高。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城镇规模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基础性设施工程建

设力度不断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发生极端降水事件

及相应自然灾害时，城市的脆弱性也会得到进一步凸显，

灾害给城市带来的损失也会更加严重。 

2.2 城市暴雨内涝形成原因分析 

城市暴雨内涝的形成，通常是因为多方面因素的综合

作用所导致的，引发暴雨内涝灾害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

杂性。而极端强降水事件是导致内涝灾害发生的直接性原

因，由于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会引发极端降水事件，成

为引发灾害的主要因子。针对城市内涝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能够发现其通常是在特大暴雨事件发生时，由于城市所处

地势低洼、排水管理设计标准不符合要求等因素，导致雨

水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排出或者渗透，在这样的情况下，雨

水便会逐渐形成径流，引发内涝灾害。所以，城市暴雨内

涝的致灾因素通常能够划分成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两个

方面。其中自然因素包括了水文气象及城市的下垫面等，

人为因素涵盖了市政工程建设质量、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情

况等。 

自然致涝因素。全球变暖给水循环要素时空分布特征

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伴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热

岛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便会严重影响城市大气层结

构的稳定性，导致流性极端降水频次及强度不断增加。并

且，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呈现出了良好发展态势，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下垫面不透水覆盖范围

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城市透水区域面积逐渐缩小，例如

林地、园地。城市区域的地表更多使用水泥、混凝土覆盖，

这便大幅减小了下垫面渗透系数，同时也很大程度增加了

不透水面积。在城市下垫面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城市地表

水循环过程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这样除了会导致雨水下

渗量减少，同时也会产生降水突增效应，在此过程中蒸散

发也会骤减，这便会大大增加地表径流系数。 

人为致涝因素。短时间、高强度暴雨所引发的内涝灾

害通常出现在城区局部地势低洼区域，比如局部低地及下

凹式立交桥等。伴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逐渐呈现出立体

发展态势，一些低洼地势在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情况下，

由于地面排水不够流畅，会导致低洼地区在短时间内积水。

并且，因为硬化地表曼宁系数减少及径流系数增加等情况

的出现，同样会使得峰值径流量增多，减少了径流汇聚所

花费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雨水排放系统流量负荷

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针对一些老旧城区而言，因为其

在管网排水方面的设计不符合标准，雨水管渠设计不满足

实际要求，在雨水汇入之后无法及时将雨水排除。另外，

对于城市设施管理方面，一些城市在开展排水系统规划建

设过程中并未基于长远角度进行综合性考虑，缺少系统性

规划，导致最终的防洪排涝规划不符合标准，同时未专门

制定合理可行的市政排水应急措施，未实现对城市蓄洪空

间的高效利用。 

3 海绵城市建设应对策略 

3.1 实现老旧小区海绵化 

针对极端降雨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展海

绵城市建设，对城市内部的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在实践工

作中采用建设雨水花园、建设植草沟等多样化方式，构建

适宜的海绵系统，在该系统的支持下，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城市对雨水的吸收和利用能力，这样不仅可以更为高效地

解决极端降雨事件出现所引发的城市积水问题，还能够更

好地满足绿地浇水和道路洒水等多样化需求。在城市老旧

小区海绵化改造工程开展之前，每逢雨季，居民的出行会

受到严重阻碍，在改造工程开展之后，通过强化透水路面

铺设，建设海绵型道路，通过加强对特殊性地砖的使用，

达到了“海绵吸水”效果。对于老旧小区所改造的系统，

雨水能够通过上游截流沟直接转移到下凹式绿地，和植草

沟现存雨水在进行分级处理的基础上存储下身，最终会流

入蓄水装置，这部分雨水通过净水装置进行处理之后，便

能够实现循环利用，可以应用在绿色浇水及道路洒水等工

作中。实践工作中针对城市老旧小区开展的海绵化改造工

程，应该充分贯彻渗、滞、蓄、净等理念，从而为海绵建

设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在实际开展试点建设过程中，

可以加强 1+N 模式在其中的应用，同步落实棚改及旧改等

工程，实现雨污分流和管网提质两项工程的统筹兼顾。 

3.2 及时消除城市易涝点 

基于海绵城市建设角度开展相应分析工作，结合当前

城市内涝状况进行综合性考虑，针对城市道路行洪方面问

题专门制定合理可行的排洪计划。因为城市内部不同道路

的情况之间也存在相应差异，所以应根据各道路具体情况

对其采取相应措施，比如一些道路需要全面更换透水沥青，

一些道路可以加强雨水公园的建设，一些道路通过加强雨

水网设置便可以实现易涝点消除目标。实际工作中，实现

道路与河道之间的连通，以此来形成相应的雨水行泄通道，

便能够促使道路上的雨水在较短时间内流入河道，这对于

行洪问题的高效解决来说是非常有利的。通过对以上各项

措施的落实，能够更为高效地解决内涝问题，很大程度缓

解城市防洪压力。另外，及时清除城市易涝点，还有利于

实现城市水生态环境的全面优化，改善城市功能，提高城

市居民生活质量。 

3.3 使气候变化融入海绵城市建设 

城市极端降水事件的出现，会给海绵城市系统性能及

水平作出相应考验，在实际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确

保城市规划合理性，并且对建设质量进行专门控制，有利

于很大程度降低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还

能够更好地控制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对于优化城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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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候灾害的防御性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

在实际开展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过程中，应对气候变化

产生影响给予足够关注度，并且围绕此方面内容专门制定

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这样便可以为之后海绵城市建设规

划工作的高效开展奠定基础，为设计、施工及运营等各环

节提供重要依据，这对于促进海绵城市在雨洪调蓄方面作

用的充分发挥来说意义重大。在实际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

作之前，应预先做好地区气象数据的研究，对此方面内容

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从而对气象情况有一个相应的了解

与掌握，明确区域气候变化、极端降水事件发生规律，并

且结合当前城市排水情况进行综合性考虑，在此基础上更

具针对性地采用雨水花园、生物滞留池建设等方式，促使

城市的蓄洪空间得到更为高效的利用，从整体上优化城市

对极端降水事件的应对能力，这样在实际出现极端降水事

件时，由于海绵系统的支撑，能够很大程度降低降雨给城

市造成的影响，实现一些不必要损失的有效规避，这对于

提高海绵城市建设水平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3.4 根据气候变化构建海绵城市预警系统 

现阶段我国围绕洪涝灾害开展的分析预报工作通常

会将以往相关基础资料作为依据，并且通过对数值统计方

法的应用，构建时间序列和洪涝灾害相关要素之间函数关

系，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应预测工作。此种方法在实践工作

中的应用，难以为气候变化及趋势性分析工作的精准性提

供保障。所以，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开展，还应将城市的

气候变化情况作为基础，构建相应内涝预警信息系统，加

强现代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融合与渗透，

实现缺失数据的重建，依靠大数据技术更具精准性与可

靠性地开展气候变化情况的分析工作。或者是通过构建

水文气象耦合模型，实现水文气象情况的模拟，这对于

提高最终水文预报结果的可靠性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对

于以上方法的应用，便可以实现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给

城市带来影响的可预见性，为城市应急及防洪排涝工作

的开展争取更多时间，实现城市对极端天气应对能力的

全面提升，促使海绵城市建设价值得到充分凸显，从而

获取更为可观的效益。 

3.5 积极总结建设经验 

针对当前海绵城市建设总体情况来看，因为在实践工

作中缺乏足够的可借鉴经验，导致一些建设工作在开展及

落实过程中经常性遇到相应挑战及困难。而通过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有利于为其他城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高效开

展总结成熟经验。在海绵城市建设推进过程中，通过建立

统一化的指挥及部门协作机制，对实际工作开展各项内容

进行有效组织，制定科学合理制度，实现实践工作中各方

建设职责及建设内容的进一步细化，促使管理力量及组织

规范作用得到高效发挥，促进阶段性建设与常态化建设两

者之间的有效衔接。另外，还应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

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可以落实 PPP 项目模

式，使项目的建设及推进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撑。积极总结

海绵城市建设的成熟经验，并且将先进经验充分融合与渗

透到建设工作中，与此同时加强先进技术及先进材料的开

发和应用，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海绵城市建设水平来说意

义重大，促使海绵城市建设得到高效推进。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城市内涝灾害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平

稳运行会造成严重阻碍，通过对城市极端降水事件进行深

入分析，能够发现引发该事件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

点。针对此种情况，结合城市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合理可

行的城市内涝防治对策具有必要性。在实际开展海绵城市

建设规划工作过程中，应结合城市气候变化情况进行综合

性考虑，在此基础上从多角度出发落实合理可行规划措施，

从整体上提高海绵城市建设水平，提高城市对极端降水事

件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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