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城市应用·2019 第2卷 第8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19,2(8) 

112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有关城市建设中海绵城市规划设计的探讨 
程 萌 

北京北控建工两河水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1121 

 

[摘要]随着社会及城市的不断发展，海绵城市理念在我国很多城市建设中被广泛应用，特别是近年来城市洪涝灾害越发受到

关注，海绵城市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实现了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然净化和可持续水循环，提高了城市水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能力，增强了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保障了城市水安全。因此在加

强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建设中海绵规划设计的研究，充分发挥海绵效应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寻求城

市发展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使得城市能够和谐、健康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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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ities, concept of sponge cit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urban flood disaster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ponge city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content in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of concept of sponge city realizes natural accumulation, natural 

infiltration, natural purification and sustainable water circulation of rainwater, improves natural restoration capacity of urban water 

ecosystem, enhances capacity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nd ensures urban water security. Therefore, in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we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research on sponge planning and design in urban construction, 

give full play to role of sponge effect in urban construction, seek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lations, so as 

to make city develop harmoniously, healthily and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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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主要追求建设及经济发展速度，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导致城市发展过程中洪涝灾害、

水资源匮乏、径流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缓解以上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有力的保护，国务

院提出了建设海绵城市的构想，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城市内部的各类资源，增强生态环境的自然调节能力，达到城市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的海绵城市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距离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

科学、合理的顶层规划设计，海绵城市的规划设计在城市系统规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关于海绵城市理念的概述 

海绵城市是近年来我国针对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也称之为“水弹性城市”，国

际通用术语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可形象的理解为将城市建造成一个具有弹性的海绵体，能够在降雨时充分的渗

水、净水、蓄水，在干旱缺水时可以释放所储蓄的水，并合理有效地加以利用，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在于在尊重自然

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城市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在强降雨情况下达到错峰排放的目的，同时可削减

地表径流、面源污染，实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的全面和谐发展。 

2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的原则与要点 

2.1 上位规划衔接 

海绵城市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为规划引领，海绵城市涉及建筑、道路、给排水、园林、水利等多项专业，综合

性很强，因此，在规划时必须注重区域的综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综合交通规划、水资源规划

等各类规划的指导意义，同时要以各专业相关的规范、标准作为引领，明确各部门职责，各部门相互协作，在建设中

形成较强的协调与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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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础条件调研分析 

海绵城市的规划设计必须基于对现状条件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必须对城市地质地貌、水文条件、降雨特征、排

水系统、功能定位、人口数量等方面进行全面了解，并针对城市下垫面条件、竖向条件、排水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

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指导思想，坚持统筹协调、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灰绿结合、开

放共享、示范引领的原则，确定总体建设思路，并制定出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建设方案。 

2.3 系统性设计 

科学合理的顶层规划设计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需将与城市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相关的

各种因素纳入顶层规划设计范围内，以传统的排水需求为基础，既要从城市所在区域、流域的宏观角度构建大海绵系

统，又要从汇水分区、海绵单元设施等中观、微观的角度构建小海绵系统，使得海绵城市真正融入到城市建设中，真

正起到减灾防灾、保护生态环境、水资源循环利用的作用。 

2.4 大排水系统设计 

城市雨季的最大灾害即为城市内涝，主要原因在于降雨量超过了排水系统的承受力。国务院颁布的文件指出：既

要保护现有的雨水排泄通道，保证河道、排水管网的畅通，又需为排泄通道留有足够空间进行侧向移动。因此，在进

行海绵城市建设时，必须综合采取优化平面布局和竖向规划方式，设计出更完善的大排水系统。大排水系统除包含传

统的地下排水管网系统，还涵盖调蓄设施、城市道路、渗渠等多种类型的排水系统。 

3 城市建设中的海绵城市规划设计思路 

3.1 总体思路与技术路线 

海绵城市建设要以低影响开发（LID）为理念，以城市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水系等建设为载体，

城市规划、设计、施工及工程管理等各部门、各专业要统筹配合，突破传统的“以排为主”的城市雨水管理理念，通

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生态化技术，构建海绵城市系统。城市建设中要尽量减少硬化区域，尽可能在源头

控制雨水，将硬化区域的雨水引至周边的绿地中，利用绿地地形及生物滞留设置充分的蓄存、净化雨水，减轻雨水管

网的压力，同时降低径流污染，并适当提高排水管网的标准，构建大排水系统，保证城市排水顺畅，最后可根据需要

在管网末端增加雨水调蓄、回用设施，并充分利用河道、湖泊等水系的调蓄、生态修复和污染物拦截能力。 

 

图 1 技术路线图 

3.2 地表雨水控制设计 

根据城市地形及管网情况，通过数值模型及推理计算进行汇水分区划定，统计各分区面积。充分结合现状情况，

分析各类技术的适用性，充分考虑建设条件，因地制宜，选用适宜的技术措施。人行道、停车场、广场等区域，按照

相关指标建设透水铺装控制雨水外排，机动车道根据具体情况可采用透水沥青，同时应注意道路竖向和排水流向；绿

地区域根据汇水需求，可建设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充分传输、蓄滞、净化雨水；在结构安全和防水安全

前提下，公共建筑采用屋顶绿化，符合条件的居民楼如有诉求也可考虑；调蓄设施应相对集中，应配套雨水回用设施，

优先使用雨水。 

3.3 管线工程设计 

城市建设中应该对雨水管涵、污水管线、供水管线、再生水管线等统筹设计，实现雨污分流，提高雨水管线设计

标准，雨水篦子或溢流口等收水设施的收水能力应与汇水面积相匹配，按规范配套建设再生水管线及调蓄池，实现再

生水入户，用于冲厕、绿化、广场及道路浇洒，实现小区绿化全部使用再生水或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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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雨水资源利用设计 

雨水资源利用设施必须与径流控制调蓄池分区或分格建设，根据雨水资源利用率目标确定年雨水利用总量，一般

可取径流控制调蓄容积的 20%计算。当资料具备时，根据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模拟计算确定。雨水资源一般可用于

绿地灌溉、道路冲洗、洗车等用途。 

3.5 防涝设计 

对地形低洼、有客水汇入情况的区域要配套建设防涝设施，采用外挡、内部先蓄后排的原则建设防涝设施，满足

城市排水防涝标准。 

3.6 河湖水系规划设计 

河湖水系规划设计对于城市海绵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中，水系及生态河道的治理并未真

正作为海绵城市系统的一部分统筹考虑。河湖水系规划需从整体汇水分区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实行系

统化规划，尊重河网水系的自然格局、水流的自然规律以及雨水的自然补给，保证水文、水资源系统的良性循环。河

湖水系作为城市排水的末端，具有重要的自然调蓄功能,是关键的绿色基础设施；河湖水系处于径流污染的末端，对径

流污染的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可通过建设生态缓冲带、生态湿地、污染拦截等措施，形成天然的生态净化系统，有效

控制径流污染。 

3.7 效果评估 

海绵城市的效果评估一般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污染负荷去除率、排水标准、防涝能力等方面进行校核评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比例，一般使用模型校核，降雨应采用 30 年

降雨监测数据，无 30 年监测数据至少采用典型年降雨数据；年污染负荷总量去除率，可通过不同区域的年 SS 总量去

除率经年径流总量（年均降雨量×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汇水面积）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排水管网评估采用推理公式法

校核是否满足设计标准要求；有客水威胁和内涝情况的区域必须做防涝能力校核，参见《城镇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

径流计算标准》（DB11T969-2016）。另外，可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征询公众的意见，提高公众对海绵城市建设的认识，

加快海绵城市建设速度。 

4 结束语 

海绵城市理念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低影响开发生态理念，海绵城市建设对于城市发展影响重大，不仅能加强

雨洪控制利用和再生水提标处理，降低城市洪涝风险，缓解缺水问题，更可以缓解河湖水系污染问题，构建综合生态

型河湖水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因此，城市建设中必须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最大

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构建出“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具有

较高“海绵度”的生态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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