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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文通过文献综述和对国内部分试点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监测与管理平台考察及案例研究，总结了国内海绵城市建设监

测与管理平台的构建方法，并且从监测与管理的实际需求出发，研究海绵城市监管平台的功能定位及构建方案，针对海绵城

市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指标监测管理体系、模型评估及公众反馈与部门决策提出精细化构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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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nvestigation and case study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in 

some domestic pilot cit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in China, and studies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construction scheme of sponge city supervision platform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Aiming at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index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model evaluation, public feedback and departmental decision-making, and put forward a refined construc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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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监管平台是海绵城市建设日常管理、制定决

策、绩效考核体系的核心内容。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是海绵

城市建设与管理日常业务的客观需要。海绵监管平台可有

效支撑海绵城市建设监督管理、运维管理、评估考核，客

观的反映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可通过海绵城市建设实时数

据分析和系统进行动态综合管理，提高海绵城市程序性，

使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和运维过程更加便捷，提高城市的

管理和服务水平，及时发现运行风险及问题
[1]
。 

1 研究内容 

1.1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图 1  海绵城市监测与管理平台技术路线 

针对目前海绵城市建设阶段，从国家海绵城市绩效评

价与考核评估、海绵城市建设业务管理、海绵数据统计分

析等多方面研究平台建设需求，充分研究其他类似地区平

台的功能组成、平台架构的基础。提出海绵城市监测与管

理平台功能定位及平台构建方案，针对其中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全过程管理、海绵城市指标监测、海绵城市模型评估

及公众反馈做系统化研究。 

2 国内海绵平台研究现状 

2.1 智慧监管平台构建基础研究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的发展迫切需要借助现代

化科学技术，优化城市在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模式。在这

种情况下，智慧监管平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以信

息管理为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了提升管理运营能力

的有效助力，也是城市能够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海绵城

市是城市涉水问题的综合治理理念，通过一系列工程和非

工程的措施，减少城市内涝和水污染，充分合理利用雨水

资源，促进城市范围水循环过程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健康良

性互动
[2]
，充分研究城市智慧监管平台对于城市海绵监管

平台的构建，海绵理念有效纳入城市管理，海绵设施运维

并入城市运行维护，海绵规划纳入多规合一有良好的借鉴

意义。 

2.2 国内海绵平台构建方法研究 

（1）镇江海绵城市智慧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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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在海绵城市提出之前已经构建了基于在线监

测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模型应用技术的给排水行业数字

化管理平台
[3]
。镇江海绵平台是国内首个供排水一体化信

息管理系统。首先，建立了基于 gis 的水务一体化数据中

心；其次，建立了海绵系统模型和多目标评估系统，建立

可动态维护的项目库；再次，海绵平台建立项目全生命周

期管理体系，实现海绵城市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另外，

镇江海绵平台建立防汛应急指挥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和黑

臭水体监管决策支持系统，为今后各种水问题的长效管理

提供有效的管理
[4]
。 

（2）厦门市海绵城市管控平台 

厦门市于 2016 年建立了海绵城市管控平台，助力试

点建设工作，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5]
。厦门市海绵城市管控

平台以“全域管网数据化、项目管控精准化、工程审批协

同化、实施监督动态化”为目标，由“一套标准、一个数

据库、一张蓝图、一张管理网”等核心内容组成。根据厦

门市海绵城市建设的日常业务需求，海绵平台的应用功能

包括监测数据采集、一张蓝图管理、考核评估、项目管理、

城市内涝积水监控和应急预警等
[6]
。 

（3）萍乡智慧海绵城市监测系统及监控平台 

萍乡海绵城市设施管控平台通过“智慧监控系统—

系统管理—设备管理”实现对于在线监测设备的系统管

理，对城市的水环境和排水系统的关键参数进行传输检测，

对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存储、报警等，整个监控体系可对

海绵城市的正常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7]
。智能运维管理

系统实现海绵设施及监测设备巡检、养护、维修等一系列

工作。解决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无法解决的管理问题，保

障海绵城市建设有效可靠的运行。 

2.3 国内海绵平台研究小结 

智慧监管平台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辅

助城市运行有重要的作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城市发

展的各个环节，亟需海绵城市建设平台支撑海绵城市建设

过程管控、运行维护管理、建设运行效果评估。通过对厦

门、萍乡和镇江的海绵城市监管平台研究可知，国内多数

海绵平台建设具有项目过程管理、指标实时监测、模型效

果评估等功能。 

3 海绵城市平台功能定位研究 

目前，全国多数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已完成海绵城

市建设监测与管理平台建设，积累了相关的研究经验。针

对平台功能定位，各试点城市在满足各项需求的基础上，

依托本地具体情况开展，如厦门市海绵城市管控平台，功

能需求考虑较为完善，涵盖运行监督、考核评估、建设管

控和风险预警四大功能
[6]
。萍乡雨水多、经常发生内涝，

萍乡智慧海绵城市监测系统及监控平台，侧重实现对城市

排水系统关键节点参数进行传感检测。镇江市构建了基于在

线监测、地理信息、模型应用的给排水行业数字化管理平台，

覆盖整个海绵建设周期，使数据可视化、信息可视化
[4]
。 

结合海绵城市监管平台的建设需求分析，确定平台功

能定位应包括建设过程管理、建设项目监控、监测信息采

集、建设效果评估、公众参与反馈和部门决策支持等 6

个方面。 

4 海绵平台构建方案研究 

海绵平台整体应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指标监测子

系统、模型评估子系统、建设管理子系统和海绵城市网站

及公众与部门反馈子系统。 

4.1 海绵城市建设全过程管控方案研究 

海绵监测与管理平台应将技术审查内容环节融入，将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控体系在平台上自上而下逐步完成，

形成常态，覆盖项目用地供地、项目前期立项、两证一书

审核、施工图审查到后期的建设、验收、移交和运营维护

的全过程。 

海绵平台和项目审批监管平台之间在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的不同阶段进行信息交互，在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项目审批监管平台应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选址意见

书下达至海绵平台，同时项目审批监管平台具有海绵平台

方案审查意见书、施工图审查意见书和海绵竣工验收报告

的抓取权，每隔一定时间定期抓取。建设项目海绵方案设

计报审文件、施工图报审文件应储存于海绵平台系统，项

目审批监管平台具有这些资料、审查文件的查看权。 

 
图 2  海绵平台与项目审批监管平台信息交互示意图 

4.2 海绵城市指标监测管理体系方案研究 

 
图 3  海绵平台监测对象及其监测内容示意图 

海绵城市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采集本地海绵城市运行

的实际参数，以此优化海绵城市建设的模型系统、辅助评

估海绵城市建设效果、总结出 LID 设施运营维护管理的经

验和方法、对采用 PPP 方式建设的项目提供按效付费的数

据支撑，应以上述需求为基本导向，结合自然条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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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际情况等分别确定海绵监测指标与点位布局。为了

达到监测目的与满足自身实际需求，同时满足国家的相关

要求，需要针对河湖水系、排水分区、建设项目、低影响

开发设施（LID）和其它基础条件等 5 个方面进行监测。 

4.3 海绵城市模型评估体系方案研究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等的各环节相互关联，对

于海绵建设效果评估既应存在于项目施工建设、建设验收、

实施运营，还应通过技术手段在项目设计之初即开展未来

的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进行预评估。海绵监管平台应有效集

成了各类模型，实现了多尺度海绵城市建设成效的评价和

预评估。可以对项目设计方案进行评估优化，也可以对试

点区、排水分区、地块、建设项目等不同尺度实施效果评

估，结果实时输出并反馈给基础信息管理、建设项目管理。

此外，模型评估还可以对城市内涝风险进行评估预警，并

为城市排水调度提供决策支持。 

通过对海绵设施和排水设施的运行效果进行多尺度

模拟，并将评估和反馈结果输送至建设管理子系统，为相

关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它的开发是在城市洪涝及 LID 一体

化模型和城市河道水质模型的基础上，主要是对模型计算

结果进行分析与展示，包括内涝道路分析、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分析、SS 削减率分析及三维展示。构建包含气象降

雨、下垫面、水系、水利设施、排水管网系统、道路、和

低影响开发设施等各类与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要素在内

的三维仿真模型，形成仿真模拟子系统，以提供海绵城市

基本建设要素以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管网排水能力，面

源污染削减，内涝风险防治等各类海绵城市考核指标分析

结果的展示功能。 

4.4 公众反馈与部门决策支持方案研究 

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提升平台与公众互动性。可

以通过平台实现与公众的互动参与，创新参与方式渠道。

公众是否参与一项政策活动，除了与其政治参与意识强不

强有关，最主要取决于参与成本与效益的决断，政治参与

意识越强、政策获利度越大、参与途径越方便、参与有效

性越高，自然公众参与度越高。在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进行

行政审批时，需将公众参与作为重要审查内容之一，并将

审批情况在网上公示，接受群众广泛监督。在海绵项目验

收阶段邀请群众代表参与，听取群众意见。同时，建立公

众参与监督举报机制，征集海绵城市建设监督人员，及时

有效考察本地海绵设施建设质量。倡导积极检举，在平台

上设立投诉举报信箱，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回应

群众关切问题。 

5 结论 

海绵监测与管理平台应有效集成建设项目全过程管

理、海绵城市指标监测管理体系、海绵城市模型评估及公

众反馈与部门决策各系统。将海绵技术审查内容环节融入，

覆盖海绵建设项目前期、建设、验收、移交和运营维护的

全过程，实现精细化管理；实现海绵建设效果实时评估，

辅助考核验收，成为海绵城市建设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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