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2021 第4卷 第4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1,4(4)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7 

小区海绵城市改造施工管理探析 

曾德才
1
  吕雪芳

2
  王修俭

3
 

1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00 

2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湖北 武汉 430000 

3 武汉中泽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为了改善国民的生活环境，提升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国家近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愈加重视，监督力度也日益加大，对

环保的标准、要求也逐步提高。鉴于很多城市在雨水充沛季节出现严重的内涝等情况，城市及乡郊区域，水环境恶化也越来

越严重，给居民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国家加大投资对城市小区进行海绵改造，利用海绵对改善水循环的作用，以期缓解城

市内涝。本篇文章从海绵城市改造的意义、施工特点、施工管理措施三个方面对小区海绵城市改造施工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进行探析，并提出施工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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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 and improve the people's happiness index, the state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supervision is also increasing and the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also gradually improved. In view of the serious waterlogging in many cities in the rainy seas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is worsening in cities and suburban areas, which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lives of residents. The state ha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spong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and the use of sponge to improve the water cycle,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urban waterlogg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sponge city 

reconstruction in the distric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ignificanc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puts forwar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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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绵城市概念是对城市雨洪及污染控制管理技术的形象表达，对城市小区进行的海绵城市改造，秉承以源头改造

为基础，先从小区开始进行小规模范围的改造整治，然后逐渐扩大整治范围，直至完成对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改造，

最终达到缓解城市内涝的目的。小区海绵城市改造主要利用海绵设施的“渗、蓄、滞、用、排”作用，全方位、多角

度的重新构建新型城市排水系统，在对小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的同时，通过新建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透

水铺装、渗沟、渗渠、吸水模块等，实现对大部分雨水的下渗、滞蓄、净化、回用功能，剩余部分通过常规管网、泵

站等排入市政管网体系，有效提升城市排水系统运行效率，实现小区海绵城市改造建设目标。 

1 海绵城市改造的意义 

国家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对小区进行海绵城市改造，从实际行动上利益群众，

具有深远意义。 

（1）海绵城市建设融入了新的发展理念和设计元素，践行了国家大力提倡的绿色发展战略，切实提高了城市规划

治理水平和环境质量。 

（2）通过对小区雨污错混接改造，从源头上杜绝了污水跑、冒、滴、漏的现象，有效控制了雨水径流污染、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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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管渠溢流污染以及污水入湖污染等环境问题，提高了城市污水收集率，真正实现了雨污分流。 

（3）城市雨水通过海绵设施的净化、过滤作用后排入河湖，对改善水质、提升水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增

加的无污染水源补给了地下水资源，提高了洁净水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 

（4）通过对雨洪源头进行规范合理的改造，达到一定的蓄滞目的，从而有效地控制暴雨产生的径流，使小区在人

为的干预下，可以接近自然水循环环境，缓解城市内涝。 

（5）通过尽可能的提高小区的绿地率，减少雨水的外排量，使小区生态系统贴近大自然，使土壤具备天然的海绵

体功能，长久发挥海绵效果，有助于海绵城市建设效果事半功倍。 

2 小区海绵城市改造施工特点 

小区海绵城市改造施工，因其施工地点在小区内，且是以改造为主的工程类型，具有施工干扰多、点多面广、协

调难度大等特点。 

（1）施工干扰多。海绵城市改造的小区中，很多小区受条件限制，这对在小区内施工的管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比如对货车、渣土车进出同行的路线、材料、渣土堆点、每日施工的时间等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同时，日常也存在

人员流动性大、进出车辆或小区泊车、地下管线错综复杂、道路狭窄等一系列干扰施工的因素，特别是一些物业、业

委会、少量问题业主为了个人私利，提出各种各样的无理要求，严重干扰施工进度。 

（2）施工点多面广。因小区施工干扰多，很多施工工作面无法像常规项目那样施工面可以直接或持续开展，经常

出现工作面无法施工或开始施工后中途又不得不暂停的情况，为了保证工期，施工方只能尽量多的开展工作面，这样

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在施工高峰期，现场需要同时管理的施工点位多、工作面多的情形。 

（3）协调难度大。鉴于小区海绵城市改造施工干扰多、点多面广的特点，不可避免的增大了施工方的日常协调难

度，在正常合规的安全文明措施保障下，尽管施工方已经尽力的多做一些解释、多上一点措施，仍然无法满足部分业

主的各种述求，得不到他们的理解，经常被居民投诉，投诉范围涉及设计方案、安全、环保、施工质量、进度等诸多

方面，且数量较多，问题千奇百怪，严重影响了工程正常施工。 

3 小区海绵城市改造施工管理措施 

为确保小区海绵城市改造项目的顺利进行，施工方应采取措施加强施工过程管理，组建有实力的领导班子，重视

施工质量管理，加大协调力度，确保项目管理目标的实现。 

（1）项目施工前，应对项目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充分认识项目实际情况，了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明确工程关键控制点，重视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确保施工组织设计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项目施工中，应加强宣

传，严格按照相关部门要求提前告知居民项目相关事宜，尽量取得所有居民理解和支持，提高对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要

求，有序组织施工，以利民为宗旨，“多做解释、多上措施”，从源头上杜绝给居民造成脏乱差和噪音的不良生活环境

影响，取得居民信任和好感。 

（2）应重视向小区居民进行施工图纸的交底，提前征求民意，了解各小区居民需求，并就海绵施工原理、工艺、

效果等方面提前对小区居民进行宣贯和解释，尽可能的在不违背设计原则的前提下满足居民需求，同时，应结合实际

情况对设计图纸的不合理部分尽早提出优化建议，加强与设计沟通，及时按照正常流程解决问题，避免后期因为一些

小问题，比如砖颜色、植物选型等被居民投诉，阻碍施工进度，影响企业形象。 

（3）应加强对施工质量的控制。工程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经审批的设计图纸施工，认真把控每一道工序的工

程质量，严谨执行项目质量管理制度。特别应重视施工前技术交底，确保每一位一线施工工人掌握施工要点，避免不

按照设计和规范要求施工，出现质量问题，造成返工损失。特别是透水铺装和绿化种植是居民能直观感受到的，是能

快速反映海绵施工效果和居民满意度的两个主要方面，因此应对透水铺装和绿化种植的质量作关键控制。 

在海绵改造具体操作中，因小区道路一般比较狭窄，交通疏导路线不能满足小区人车通行需求，特别在透水铺装

施工过程中，往往因为工期要求较紧，施工方无法待全部铺装完成后再开放交通，不得不施工一部分开放一部分。由

于老旧小区停车位普遍紧缺，部分居民为停车方便经常将养护龄期未达到要求的铺装损坏，针对这样的情况，施工方

必须重视对铺装基层平整度的控制，并在铺装完成后及时用粗砂扫缝，日常应派专人疏导交通，避免车辆驶入人行道，

对于被破坏的铺装，应及时进行修复替换；同时，因采用透水铺装是使小区已硬化的土壤实现海绵功能的重要手段，

所有铺装应实现透水透气、截留雨水等功能，施工方应采用合理的施工方法和养护手段加强对铺装的维护保养，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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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工程尚未完工，一遇雨天，小区照常积水，达不到海绵效果的情况。 

同时，绿地建设面积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指标，其中下凹式绿地上面的绿化种植占比最大，施工方应对其

种植质量做关键控制。下凹式绿地属于低洼绿地，绿地表面一般比周边硬化地面低，绿地中的雨水溢流口高度介于绿

地面和周边硬化地面之间。在潮湿多雨和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或遇到暴雨、降雨时间比较长的天气时，下凹式绿地

内的植被、乔、灌木等可能会因泡水时间过长而枯萎，或因雨水冲刷土壤使树根长时间裸露而死，特别是一些小区原

有的树木。绿地上植物的快速死亡势必影响小区的景观效果和下凹式绿地功能的实现。施工方应在施工过程中对处于

下凹式绿地范围内需要保留的小区原有树木做好保护措施，在土方开挖过程中，对树干做好稳定支撑，在树根周围合

理范围内保留原状土，并对开挖后裸露的土体表面按要求采取永久隔水措施，确保树木在施工过程中不受损害，且在

绿地建成后树根不受下渗的超过其生存需求的雨水的侵害。同时，应严格按照设计和规范要求施工下凹式绿地的结构

层，加强对每层厚度和标高的控制，确保绿地结构层的及时渗流作用，并应重视对上层种植土的检测，确保种植土质

量能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保证苗木成活率。施工完成后，应在植物存活养护期和保存养护期对绿地进行科学管理和

维护，提高植物生命力。 

（4）应重视协调工作。近年来，随着国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维权渠道的畅通，居民更加重视自己的生活感受，对

于影响自己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提高了关注度。在小区内进行的海绵城市改造施工，将不可避免的给居民正常生活

带来较大影响，看起来不够规整的施工场地、临时权宜堆放的材料、机械施工的声音、绿化效果短期不好、施工结构

层与网上看到的有差别等都可能给部分居民带来困扰，而投诉是居民采用最多、最便捷、最习惯的处理方法。一个投

诉对于居民事小，对于施工方就是大问题，严重的话，可能造成停工，所以，施工方应重视日常协调工作，及时了解

居民的想法，解决居民困扰，减少居民投诉的理由。对于已经出现的投诉，应第一时间查明原因，和谐处理。 

5 结束语 

小区海绵城市改造施工主要是在现有小区内建造海绵体，是构建城市新型排水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排水系

统的建立可以缓解城市内涝的压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是一项功在千秋伟大事业，施工方应尽最大的努力加强

施工管理，为居民谋福利，为国家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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