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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阳四新示范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海绵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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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目前国内相关城市不同类型的海绵城市建设分析，以武汉市汉阳四新示范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为例，反映了传

统海绵城市建设从注重单一项目要素的海绵指标转向系统性指标的全局性，从传统只考虑专项海绵建设转向“海绵
+
”的升级

建设理念。从传统照搬海绵城市设施措施转向到结合本地区实际条件优化相关海绵设施措施。希望通过对本案例从规划方案、

设计、施工以及后期维护管养的过程阐述，为类似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提供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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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in relevant domestic cities, taking the pilot project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in the Hanyang Four New Demonstration Zone in Wuhan as an example, this reflects the global nature of 

traditional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from focusing on single project element sponge indicators to systematic indicators, and from 

traditional only considering specialized sponge construction to the upgrading construction concept of "sponge+". From traditional 

copying of sponge city facilities measures to optimizing relevant sponge facility measures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local 

are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similar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pilot projects by elaborating o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late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i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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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世纪 70-80 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雨水花园”

的设计理念，即：用自然形成或人工挖掘的浅凹绿地，

汇聚并吸收来自屋顶或地表的雨水，通过植物、沙土的

综合作用使雨水得到净化，并使之逐渐渗入土壤，涵养

地下水，或补给景观用水等城市用水。但真正意义上的

雨水花园则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每一栋住宅都配建

30m
2
～40m

2
的雨水花园；建成后对其进行数年追踪监测，

证明雨水花园平均减少 75%～80%地面雨水径流量。1999

年美国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编制出第一部 LID 设计技术

规范（LID 是 Low Impact Development——低影响技术

开发的英文缩写）。到 2005 年，LID 设计理念被美国联

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等所认同和采纳。2009 年，美国环保

署开始推广“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

其基本概念是：关于开放空间规划和土地保护方面的一

种新理念，应用于城市雨洪管理领域 可通过一系列多目

标综合性的技术减轻城市排水和处理系统负荷，减少水

污染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减轻和适应气候改变，实现

生态、环境、景观相协调的可持续城市发展
[1]
。 

绿色基础设施与传统灰色基础设施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随着干旱与内涝问题已经成为国内诸多城市发展中的

通病
[2-3]

。为解决城市水生态出现的严重问题，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部署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武汉为 2015 年

首批 16 个试点城市之一，青山区与汉阳四新成为武汉市

2 个典型代表试点区域。海绵试点项目由市城乡建设局

主导，海绵平台公司负责实施，在项目分工中，园林部

门负责绿化范围内的海绵部分、水务局负责水务蓝线范

围内的海绵部分、房管局负责房建内项目的建筑海绵部

分等，海绵项目建成后全部移交给园林部门和水务部门

负责后期管养维护。整个项目从前期建设以及后期运维

被分隔为不同的责任主体，缺乏后期监管，造成建与管

的两张皮，不利于海绵城市建设战略持久地推进。 

1 后试点海绵城市建设新形势 

随着海绵城市试点的完成验收，我国将迎来系统化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后试点时代。未来大量海绵城市建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99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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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将在已建区完成，其方案编制需要将以问题为导向

的建设与改造作为主要指导思想，针对问题复杂性、民生

需求多样性以及周期长和投资紧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

仔细识别问题与需求，梳理并分析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升

方案系统性和操作性，提高绿色基础设施的复合功能设计。

具体方案中应分情形确定建设条件、分系统构建思路、分

片区组织项目、分类型出具边界条件引导建设，根据项目

组织方式和贡献情况区分骨干项目、重点项目与一般支撑

项目，制定建设时序，保障可达性与经济性。同时提出了

通过中尺度优化方式，提升方案灵活应对建设条件与计划

的不确定性，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
[4]
。 

另一方面，各参与建设与行业主管部门也逐渐意识到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单独地要求某条路或

某个改造小区必需要实施海绵，也许从经济测算还是从后

期管理维护方面考虑，海绵建设落地后其实际效果以及人

民群众反响并不是很好，同时随着国家大力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城市更新等项目的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慢慢成为系

统项目中的一个子项，不再是试点推进中独立的一个项目。

现实中大量海绵城市建设方案仍然未能起到规划与项目

设计的桥梁作用，普遍存在规划注重宏观把控，重远期而

轻落实的问题；工程设计过于关注“细枝末节”，重指标

轻系统、重局部而轻整体
[5]
，不少海绵城市建设目的不清，

缺乏顶层设计与统筹考虑，碎片化、项目混乱等问题依然

存在，未注重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不同居住人群的实际需求，

为了海绵而海绵，更容易造成项目不必要的资金浪费，同

时也很难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的初衷。 

基于顶层设计以及结合旧改、城更、生态修复等区域

化的改造，以问题为导向，海绵规划方案基于实际细化，

科学处理好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2 常德、遂宁、重庆、武汉四地海绵城市建设

实践 

2.1 四地海绵城市建设基本情况 

常德较早地制定了系统规划。2004 年，常德市政府

与德国汉诺威市政府、德国汉诺威水协、荷兰乌特勒支市

政府、湖南省原建设厅携手合作，向欧盟申请了城市河流

污染治理环境对话项目，即《解决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常德市城区及穿紫河污水治理个案分析》，并于

2005 年获得欧盟批准。2008 年再次合作，共同编制了《水

城常德—常德市江北区水敏性城市发展和可持续性水资

源利用整体规划》。同时以此为指导，聘请德国汉诺威水

协、中规院等国内外顶尖规划设计单位，高标准编制了

城市给水、排水、防洪、水资源利用、绿化、道路等 10

多个专业规划，以及北部新城、江北、江南、穿紫河、

护城河等片区水系和雨水综合利用规划。根据各项已制

定规划，2009 年以来，市城区启动了 100 多个涉及水系

治理、防洪、排水、供水、污水处理、绿地、绿色建筑

等项目。 

以治水为目标，各类项目均围绕专项规划进行，从源

头-路径-末端流程控制，全流程执行海绵城市标准，以“共

同缔造”理念，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6]
。 

 
图 1  常德海绵改造实景图 

遂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用一串数字

“24568”总结了遂宁海绵城市建设经验，“2”即一部地

方法规和一部专项规划，“4”是探索过程中，通过“土”

“洋”结合，创造的碎石蓄水技术等“四大发明”，“5”

指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五位一体

发展”，“6”是建立了科学完善的规划引领体系、因地制

宜的项目运作体系等“六大实施体系”，“8”是形成了一

套制度、一套标准等八个一工作成果。 

遂宁市海绵城市建设从顶层规划、法治建设、技术体

系、示范建设、全域推进 5 个方面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

海绵城市全生命周期规划管控体系，为逐步实现遂宁市城

市建成区全域海绵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 2  遂宁海绵改造实景图 

重庆市结合自身山地城市的特征，通过建（构）筑物

立体绿化、山地公共海绵系统和活水海绵系统，最大限度

地保留地块中的崖、溪、谷、岸等原有自然地貌，通过渗、

滞、蓄、净、用、排等多种就地处理的生态化技术，来设

置各种可吸水的“海绵体”，共同构建由高到低逐级消纳

雨水的山地立体海绵系统。 



智能城市应用·2023第6卷 第9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3,6(9)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9 

 
图 3  重庆海绵改造实景图 

武汉市以“四水共治”为框架的“大海绵”建设理念，

形成系统水治理的“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三段论”

海绵模式。总结老旧城区、新城区试点项目建设经验，梳

理技术标准体系和项目推进、管理经验，形成新项目管控、

老社区共建改造的源头治理“小海绵”建设模式。为最终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华中平原丰水型特大城市的海绵城

市建设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 4  武汉海绵改造实景图 

3 基于“海绵
+
”理念下的汉阳四新海绵改造实践 

3.1 项目概况 

2015 年，武汉入选国内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按照“集中示范、分区试点、全市推进”的思路，首先在

青山和汉阳四新两个示范区集中铺开。其中汉阳四新海绵

示范区总面积 15.5km
2
,包含 8 个汇水分区，涵盖区域水系

统、市政道路、公园绿道、小区公建 105 个项目，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核算值 81.2%。四新海绵以小区公建为源头，

以市政道路为毛细血管，以城市水系和公园绿地为大动脉，

以河湖为心脏。以线串点，成网成片形成海绵系统化的解

决思路，源头、过程、末端多项治理手段，取得了不错的

成效。在试点初期，针对单一项目进行海绵改造，海绵措

施能上尽上，往往忽略了海绵改造措施的可实施、费用投

入经济性、改造方式的合理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满意性

等问题。 

 
图 5  武汉海绵城市试点模式

[6] 

 
图 6  汉阳四新示范区总平面图 

3.2 实践策略 

3.2.1 现场调研 

海绵试点项目根据规划指标要求，确定了相应的年径

流控制率指标，而实际上新建小区如金地澜菲溪岸，小区

整体景观效果较好，绿地采用微地形设计，绿地整体均高

于周边路面，周边雨水难以汇集到绿地中，除车行道外，

小区铺装均采用石材铺装，且完整度较好。金地澜菲溪岸

小区虽然列入海绵改造项目，实际上可以采用的海绵措施

有限，适合采用微创手术解决管道淤积，井盖增加截污格

栅。太子水榭小区修建年代较远，小区低于现状周边道路

导致雨水倒灌严重，小区内存在雨污合流，停车位和基础

活动设施缺乏，黄土裸露严重。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采用

“海绵
+
”设计理念，因地制宜，从完善功能，优化布局

入手采用大手术解决小区实际面临的多种问题。 

 
图 7  小区现状照片 

3.2.2 方案优化 

四新海绵专项规划也从实施层面规划涵盖了规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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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指标、设施布局、项目建设体系，建设分区管控、监测

评估体系等内容，对规划和建设进行了全过程管控，由于

项目片区属于新旧城市结合区域，主雨污水路径基本联通，

部分地势较低区域由于缺乏与主管道或者沟渠的联通，导

致区域内雨污水排放不畅，下雨就容易积水，给老百姓的

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结合规划要求以及现有市政道路，

在满足区域排水规划的前提下，重新寻找路径，将海绵设

施处理后的雨水集中排放至周边现状沟渠内，海绵设施的

布置，会对小区现状造成一定的影响，结合海绵方案的公

示，调研小区居民相关诉求，结合海绵方案一起，对现有

小区部分布局进行优化，满足小区居民停车、人行的安全

与需求，改造活动场地，增加游憩设施；在原项目的红线

基础上，按照到边到角的处理方式，全面整体地提升海绵

设施改造后的环境效果，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海绵城市改造全面推进创造了基础条件。 

3.2.3 多部门要素整合 

试点时期，海绵城市仅仅以住建局主导的单一海绵项

目建设，这一时期项目的弊端，往往只注重了局部细枝末节

的海绵设施，为了海绵而海绵，往往忽略了海绵建设项目的

系统性，整体性以及综合效果，后期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牵头，

整合规划（城市更新）、房管（老旧小区）、园林（城市绿地）、

水务（城市水系）、燃气（燃气入户）、电力、自来水（二次

供水）、城管等多部门，合理制定改造设施计划，将海绵设

施融入到整体，系统的项目建设中来，不仅能够很好地落实

海绵城市建设，同时避免多次改造建设造成的资金浪费以及

对前期成果的破坏。因此整体系统项目的谋划至关重要，不

仅节约投资，还能达到各项建设的初衷和效果。 

3.2.4 海绵后期维护 

海绵城市建设的效果的离不开后期长效的维护，城市

内使用环境较复杂，例如，目前透水铺装面层主要采用砂

基透水面层，洗车店以及餐饮大排档的灰尘、油污容易造

成堵塞，同时耐磨性一般，部分路口很容易被非机动车磨

损。因此后期的管理措施以及堵塞的冲刷工作都非常的重

要。同时小区内的下凹绿地和雨水花园的溢流井堵塞，造

成雨水沉积发臭，滋生细菌和蚊虫，定期的疏通，修剪以

及清理是必不可少的。海绵设施功能的发挥是一个长期过

程，需要长期的维护与更新，否则海绵设施损坏或者堵塞，

都不利于海绵设施的功能的持续效果。 

4 总结及思考 

从以往的单独的海绵改造项目到现在多部门要素整

合设计，既是设计思路的转变，也是项目责任主体系统谋

划的统筹，更是对各责任主体提出的新困难和挑战。城市

建设目前到了以存量改造为主的阶段，从城市环境品质，

人民生活需求出发，就要求我们的建设者有全局统筹意识，

摒弃分工范围，更全面、更精准的匠心思维才能完成好一

个系统性的海绵城市项目，才能长久持续的实施海绵城市

设计，提升城市韧性和品质。 

目前前期试点城市海绵城市建设基本已经完成，海绵

城市设计已经成为新建和改造项目审查重要内容，同时积

累了相关经验，但是每个城市特点以及环境差异性较大，

不能按部就班地照抄别人的经验，同时由于部门分工的限

制，导致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牵头部门来整合多部门要

素，往往导致前期没建完，后期就开始改了，同时缺乏监

管以及后期资金的投入，监管不到位，导致海绵城市难以

发挥持续的功能。由于本人能力，精力有限，本人仅就汉

阳四新海绵试点建设过程中的相关设计经验进行了介绍

和分享，希望为后面其他城市海绵建设项目提供参考借鉴。

海绵城市建设不能为了海绵而海绵，需要相关主管部门牵

头统筹的同时，结合城市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海绵

城市建设，使之能够真正发挥海绵功效，提升城市韧性和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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