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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视角下老旧城区海绵城市的改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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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篇文章主要以城市更新作为切入点，对海绵城市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老旧城区海绵城市改造的基本需求以及

原则，最后深层次探究了城市更新下老旧城区海绵城市改造策略，以利于实现城市更新的目标，促进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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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urban renewal as the starting point,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analyzes the basic 

needs and principles of sponge city transformation in old urban areas, and finally deeply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for sponge city 

transformation in old urban areas under urban renewa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urban renewal and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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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更新是顺应城市发展的

需要，可以实现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以城市更新为载体，

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进程是构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社

会的迫切需要。 

1 海绵城市的概述 

在当前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大背景下，城市的土地

资源以及自然环境遭受了极大的损害。正是在这样的形势

之下，海绵城市理念诞生。其提出，重点就是城市雨洪管

理。对海绵城市来说，核心就是对水生态基础设施的建造。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城市建设将强调优先利

用植草沟、渗水砖、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绿色”措

施来组织排水，以“慢排缓释”和“源头分散”控制为主

要规划设计理念，既避免了洪涝，又有效的收集了雨水。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植物生长对降雨有很大的需求。一

方面植物生长能够对雨水进行有效吸收；一旦降雨较多，

又可以通过绿地滞留雨水，降低城市排水系统的瞬时压力

同时又可以作为非降雨时间绿地用水的补充，从而使城市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海绵，植物能够实现城市对于雨水资源

进行贮存以及排放的功能，对城市的降雨资源加以利用。

而通过植物对海绵城市进行构建，也就能够实现对城市供

给量的提高，从而防止出现城市内涝情况，对城市的自然

环境进行改造
[1]
。 

2 老旧城区海绵城市改造的基本需求 

2.1 构建韧性城市 

对韧性城市来说，主要就是指，城市自身可以对灾害

加以抵御，对灾害带来的损失加以减少。通过更为科学以

及合理地对资源进行调配，以此使得城市可以在灾害中更

为快速地恢复。而要想对韧性城市进行建设，最主要的便

是海绵城市的构建。通过海绵城市的改造，确保城市在适

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

的弹性。当降雨时，能够及时对雨水进行收集、贮存、处

理。当城市有需要时，也能够对所贮存的雨水加以释放，

并进行合理的使用，从而使得城市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得以

提高，洪涝灾害产生的可能性也得到了降低。 

2.2 见缝插针，提升绿化品质 

研究表明，老旧城区在实际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规划

的景观以及绿地面积都会比较小，没有很高的绿化率，空

间品质也比较低。也就不会具有较好的景观效果。而通过

以海绵城市的改造为契机，见缝插针对 LID 设施加以布置，

一方面增加老旧城区的生态弹性，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人们

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2.3 梳理现有设施，构建水生态基础设施 

从生态系统服务出发，通过跨尺度构建水生态基础设

施，并结合多类具体技术建设水生态基础设施，是海绵城

市的核心 ([1]科技承载梦想，创新改变未来——海绵城

市   ．中国科学院[引用日期 2019-05-11])。 针对老旧

城区而言，管线布置不合理，没有加强管理维护，也缺乏

更为清晰的标识，导致雨污水管会存在比较严重的混接情

况。其中包括雨污水支管与干管混接、屋顶雨落管与阳台

污水管混接等等。如果存在雨污水混接的情况，也就会存

在部分污水没有经过处理，而被排放进入自然水体以及景

观水体之中，严重污染水体环境，水生态系统带来影响。

不仅如此，雨水管中也特别容易存在污水中的油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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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堵塞的状况，对排水效果进行降低。在对城市水安全

加以保障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内涝积水的消

除。同时，其也属于老旧城区海绵城市改造的关键。对老

旧城区来说，也正是因为不透水铺装的面积比较大，在竖

向设计方面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进而导致低洼位置特别容

易存在严重积水。如此，也就会加大了内涝的风险
[2]
。通

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手段，实现城

市良性水文循环，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透、调蓄、净化、

利用和排放能力，消除城市内涝。 

3 老旧城区海绵城市改造的原则 

3.1 保护生态环境 

在对老旧城区海绵城市进行改造的过程当中，最主要

的就是对环境进行保护。通过遵循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结合各个城市的地质、水文、降雨等状况，制定针对性的

海绵城市改造计划，避免大拆大建，因地制宜，以生态景

观的方式，完成城市水生态系统的打造。 

3.2 灰绿设施结合 

在海绵城市项目之中，通过对 LID 设施加以建设，构

建韧性城市。而如果要进行对老旧城区的改建，须注意将

绿色和灰色物体加以紧密结合，并以此进行对绿化范围的

进一步拓展。不仅如此，还可考虑对城市排水系统加以重

新建设，以此对改造的质量进行提高
[3]
。 

3.3 经济效益最优 

在对老旧城区海绵城市改造计划展开设计的过程当

中，需要注重降低成本以及影响。并且也需要注重对城区

的地理因素以及实际建设情况加以明确，保证不会对居民

的生活质量带来影响，对更为合适的改造技术加以运用，

尽可能获得最优的经济效益。 

4 城市更新下老旧城区海绵城市改造策略 

4.1 城市更新片区海绵改造 

4.1.1 分析更新单元本底状况 

在这一环节之中，主要就是结合城市更新单元的规划，

对更新单元地上空间、地下空间、下垫面状况等进行分析。

通过结合海绵城市改造的基本需求，更为系统地对海绵城

市专项规划目标加以梳理。 

4.1.2 划分更新单元排水分区 

在城市更新的视角之下，要想实现老旧城区的海绵城

市改造，就需要注重优化更新单元边界以及海绵城市规划

的基本目标。在实际进行更新单元排水分区划分的过程当

中，可以选择从单元面积、管网布局等方面入手。 

4.1.3 识别更新对象明确目标 

依据更新形式的差异，城市更新单元也会进行多个类型

的划分，其中包含保护修缮、改造提升以及拆旧建新等等。

那么，也就需要结合实际地更新形式以及具体方案，更为全

面地对海绵城市改造基本目标、形式以及方法加以确定
[4]
。 

针对保护修缮这一类型的更新对象来说，主要会对建

筑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环境要素加以涵盖。在对其进行更

新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不对建筑的整体风貌、主体结构

以及比较关键的饰面材料加以改变，保护修缮建筑所在区

域的基础设施、历史环境要素等等。不或少对建筑物进行

拆除。针对这一类型的更新来说，并不适合纳入到海绵城

市改造的项目之中，可以选择对周边公共海绵设施的建设

与否进行分析，以此实现对其的末端管理以及控制。 

针对改造提升这一类型的更新对象来说，会划分为两

种情况：（1）不改变建筑的主体结构以及使用功能；（2）

保留已经建成的建筑物主体结构，实施改建、扩建或者部

分的拆后重建。并且，也需要对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加以保

留。在实际进行改造提升的过程当中，需要保证径流管控

指标高于排水分区管控指标。 

针对拆旧建新这一类型的更新对象来说，与新建项目

相似，属于比较有条件建设海绵城市的类型。因此，在实

际进行改造的过程当中，也就需要结合更新的规划，依据

新建地块，对径流管控的措施加以提出。 

4.1.4 改造更新单元海绵城市 

在对更新单元海绵城市改造方案加以制定的过程当

中，需要遵循灰绿设施结合、因地制宜的原则。并且，也

需要注重通过源头分散的海绵设施、公园绿地等等，对各

个项目的海绵指标加以平衡。第一，需要注重结合地块的

用地性质、本底条件以及更新形式，并且结合更新单元目

标，对地块径流控制指标与方法加以明确。第二，需要注

重结合片区的雨污管网排查结果，对管网的问题加以识别，

提出改造的方案，以此实现地块与市政排水管网的连接。

第三，需要注重结合管网改造的方法以及地块径流控制的

成效，充分利用更新片区的公共空间，以此对排水单元应

该受控但没有解决的径流管理目标加以承担。例如，具有

分布离散性以及灵活性特征的口袋公园，可以在城市雨水

分散处理中发挥出较重要的作用。 

4.2 城市老旧小区海绵城市改造 

针对项目层级的海绵城市来说，在实际进行改造的过

程当中，需要加强问题的导向。在对老旧小区海绵城市进

行改造时，不仅仅需要对提高城市韧性的需求加以满足，

也需要明确其属于比较关键的惠民工程。那么，相关人员

也就需要注重结合小区现今存在的问题以及业主的基本

需求，通过对绿色 LID 设施进行综合建设，对渗透、滞水、

储水、净化、用水和排放等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综合利用，

并进行对小区设施的修复，以及小区雨水管理系统的进一

步完善，从而有效改善住户的生活环境，实现其生活质量

的进一步改善
[5]
。 

4.2.1 调查分析业主需求 

要想保证老旧小区海绵城市改造项目顺利开展，就需

要各个主体角色积极参与到其中。对海绵城市进行改造的

角色互动关系属于以动态角色扮演而建立的。因此，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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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开展海绵城市建造之前，以社区的实际状况作为切

入点，对真实的改造想法加以明确。在调查分析需求的过

程当中，可以选择对问卷调查、现场勘查、访谈等形式加

以运用，以此实现各关系主体的访谈，对其利益需求以及

权责矛盾加以了解，明确主体角色之间的联系。如此，也

就会实现改造工程中主体角色的重新塑造，对主体的自我

能动性加以发挥。 

4.2.2 充分梳理本体情况 

在对本体情况进行梳理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对下垫

面的基本类型、排水管网、场地的竖向关系等状况加以梳

理。在对下垫面类型进行识别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

对下垫面海绵化改造的可行性加以判断。其中包括改造绿

地下沉、改造屋面绿化等等。 

4.2.3 优化整体竖向布置 

在对竖向设计进行调整的过程当中，须注意将雨水注

入雨水管线内或是在绿地当中。同时，还须与地面海绵系

统的布置进行协调，以做到对绿地的合理竖向处理，以避

免绿地内的雨水大量流出影响路面。在对老旧小区路面透

水摊铺进行更新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注重对道路的坡向进

行提高，实现地面径流的有效组织，以此防止存在积水问

题，提高安全性。 

4.2.4 细致划分汇水分区 

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就是结合小区雨水排水的实际状

况，对现有雨水排水的系统加以运用。以改造、修复管网

的形式，重新梳理小区的水流组织。并且结合小区的路网

地形情况，布置雨水管道，进行汇水分区的划分。后期，

也就可以以此为基准，结合容积式海绵设施的位置，对子

汇水分区进行划分，以此发挥出海绵设施的最大化价值。 

4.2.5 布局小区海绵改造 

在对老旧小区海绵城市进行改造的过程当中，需要注

意从下面多个角度入手。首先，需要注重实现环境改造功

能性与美观性的紧密结合。如增加具有海绵功能的生态景

观、道路修补时改造透水铺装等等。也需要注重对现状的

建筑物屋顶荷载以及建筑物基础影响加以充分考虑。其次，

需要对地面的铺装进行改造，增加雨水的渗入。在实际开

展工作中，可以选择对停车位的大小进行优化，增加停车

位的数量等手段加以运用。通过海绵城市的改造，可以使

得原有的停车改造成生态停车场。并且通过对面层透水砖

的使用，能够减少停车位内植草地砖损坏的现象。其次以

实现小区的海绵化改造为契机，见缝插绿，可以提高整体

绿化率，结合场地的绿地竖向设计，实现雨水花园的有限

绿色改造。这样不仅仅可以对观感进行提升，也会对绿地

的蓄水能力进行增加。此外还需注重结合当地的实际气候

以及土质，选择恰当的植物。通过对维护管理的系统加以

完善，以此保证植物不会存在大面积死亡的状况。也需要注

重加强宣传，不能存在私用公共绿地的行为，实现公共绿地

空间的有效保护。最后，需要对屋面的雨水进行收集，通过

增加排水管线以及渗渠，进而对建筑屋面的雨水进行收集，

实现场地外排雨水量的降低，有效缓解排水方面的压力。 

4.2.6 宣传海绵城市理念 

在向居民对海绵城市理念进行宣传的过程当中，可以

选择对展示板或者宣传海报进行设立。同时，也可以对海

绵设施的维护机制加以建立，社区通过激励主体角色的积

极参与，设置时间银行的机制，与国内不断完善的时间银

行互助养老模式进行衔接，也就可以使得居民可以自愿对

海绵设施加以维护。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城市更新的视角之下，老旧城区海绵城

市改造至关重要。要想更好地实施改造，相关人员就需要

作好前期的准备工作，通过对群众的基本需求加以了解，

以此实现居民自主参与欲望的激发，促进海绵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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