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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与此同时,城市地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当前,城市面临资源与

环境的双重压力,为此国家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战略,很多城市为响应国家号召,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广泛采用海绵城市的发展理念,

使城市地区的道路具备缓释、吸收、调节雨水的基本能力,将道路与建筑融为一个完成的生态系统,确保道路具备自然净化、自

然渗透、自然蓄积的能力,有效控制雨水径流,提高综合利用率,有效的解决了城市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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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城市高速发展,城镇化率持续增加,与此同

时,传统的市政道路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雨水径流污染、生

态环境破坏、内涝灾害等,很多路面由于自身渗透功能不佳,

导致城市交通以及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受到了不良影响。为有

效的解决此类问题,海绵城市的理念得到逐步推广应用,在

市政道路建设中采用海绵城市的发展理念能够提高城市地

区排水和储水的效率,实现对传统道路的升级改造,使国家

关于环保的理念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是未来城市建设发展

的主要方向。 

1 海绵城市的主要优势 

我国人口众多,新时期国家大力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城

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地区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为此需要

加大道路交通建设的力度,确保人民的正常生活,满足城市

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同时在道路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充

分考虑到环保以及绿化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近年来气候恶化,

城市地区暴雨增多,城市内涝频发的情况,需要全面推广海

绵城市的设计理念,促进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1]。 

(1)补充地下水,改善环境 

现阶段,大部分城市地区的道路使用柏油、沥青材料建

设,这种路面结构材料能够提高城市地区的清洁度和整洁度,

人们的交通出行也比较舒适,但这种路面的渗透性能比较差,

无法将雨水及时渗透到地下,导致地下水得不到补充,为此

通过海绵城市的设计,将城市的某个区域设计为海绵区域,

能够保证市政道路有效的渗透雨水,及时补充地下水。 

同时,伴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地区面临

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很多产品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

时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城市地区出现降雨后,空

气能够得到全面的净化,但很多重金属以及生活垃圾等物品

会随雨水流入到江河中,造成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通过海

绵城市的设计,能够将雨水阻截在海绵体中,利用自身具备

的净化功能,能够改善雨水的污染情况,利用外部的配套设

备,海绵道路的渗水量可以全面提高,地面温度也会显著降

低,由此可以降低温室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 

(2)减轻城市排水系统存在的压力 

大部分城市通过不断扩建老城区进行发展,传统的道路

设计缺少对排水等问题的控制,无法满足现阶段城市道路的

基本需求,一旦出现大范围降水,将导致城市地区洪涝灾害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通过海绵城市的建设能够

缓解城区的排水压力,提高城市道路的蓄水能力以及渗水能

力,实现对雨水的重复利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2]。 

2 海绵城市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要点 

海绵城市在城市地区的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

海绵效应能够有效解决城市地区的排水问题,优化基础设施

水平,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利用海绵城市的市政道路可以强

化城市的防洪和防雨水能力,确保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情况

下,城市能够正常运转。同时海绵城市可以节约水资源,缓解

生态环境压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海绵城市设计的核心是

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自然生态水系统和谐发展,市

政道路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是城市综合能力的直接体现,为此需要合理规划设计,充分

运用海绵城市的理念,促进城市地区的持续发展。 

3 海绵城市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有效应用 

(1)道路的总体设计 

海绵城市道路施工建设过程中需要保证城市海绵体不

受到工程建设过多的影响,保护原有的湿地、河流、湖泊,

对城市地区基础的自然环境条件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确保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现有的

城市排水系统,统筹安排,全面考虑,避免由于设计问题造成

的自然环境破坏。合理布局城市地区的车行道、人行道、绿

化带,不断完善排水设施、雨水收集设施,保证海绵城市道路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3]。 

(2)人行道设计 

海绵城市人行道设计需要全面考虑道路的渗水能力,采

用具有良好性能的渗水性路面材料,确保路面雨水径流能够

及时下渗,维持路面土壤的湿度,补充地下水,维护土壤生态

平衡和地下水水位稳定。透水的人行道可以设计为彩色的路

面,采取孔隙透水结构,吸收并存储热能,实现对城市地区温

度、湿度、气候环境的有效调节,避免城市地区热岛效应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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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不良影响。海绵城市透水路面由于较高的孔隙分布,还能

够吸收城市地区的噪音,减少噪声污染对城市居民的影响。现

阶段使用的透水路面主要结构为垫层、基层、面层,主要材料

包括透水性砖结构路面和透水性混凝土,不同材质和结够的

透水路面对地表雨水径流会起到不同的缓解作用,通常情况

下,孔隙率越大,对径流的缓解效果越明显。另外,设计人员也

可以采用下凹式的绿地结构和人工湿地的模式进行雨水的调

蓄和拦截,利用开孔路牙可以使地表径流得到有效的散排、渗

透、收集,将雨水汇集到城市排水系统之中,避免破坏植被,冲

击土壤,还能够实现雨水的全面收集利用[4]。 

(3)车行道的设计 

传统的城市地区车行道设计主要采用不透水的材料,这

种设计方法会导致路面积水严重,影响正常交通,同时不透

水的路面无法调节地表的湿度和温度,地面在高温情况下,雨

水会迅速蒸发,地面疾速干燥,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加剧,且无

法实现补充地下水和雨水资源的重复利用。基于海绵城市理

念的城市地区路面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透水性能,需要在间隔

固定距离设置雨水导流井。车行道的地表雨水径流经过管道

排入到植草沟中,也可以在施工过程中采用透水性能比较好

的路面施工材料,通过渗水盲沟和路面U型的排水槽实现雨水

的收集利用。在设计车行道时可以采用V形的设计方案,调整

道路整体轮廓,将道路设计为两侧高、中间低的结构,在中间

位置设置湿塘或生物雨水滞留系统,将两侧高位置的雨水集

中,利用设置的雨水存储系统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同时起到

排涝抗洪的效果。在车行道设计过程中需要合理安排周边设

施,包括路肩边沟、路缘石等,利用立缘石或平缘石收集地表

径流,用植草沟代替路肩边沟,通过碎石或植物实现雨水净

化输送和收集利用[5]。 

(4)边坡支护设计 

传统的市政道路设计利用灰浆或植草进行边坡支护,配

合预制板墙和挡土墙、护面墙提高支护效果。海绵城市的设

计理念主要采用生态边坡防护措施,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

采用土工网植草、喷播植草、草皮平铺、人工种草等模式,

确保边坡植被的密度,防止水土流失和滑坡的情况,实现雨

水的蓄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需要采用自然植物与人工植被

相结合的策略,合理搭配各种草本植物、乔木、灌木,确保边

坡系统的生态平衡。开挖建设石质边坡的过程会导致生态系

统破坏,因此需要结合岩层的脉络和主要特点,放缓坡率,在

坡角的位置植草,设置盲沟,提高雨水的过滤以及收集效果。 

(5)生物滞留设计 

利用各种植被存储雨水属于生物滞留技术的主要原理,

通过物理和生物的作用还可以实现净化处理[6]。如果城市地

区整体降水量大,生物滞留的设计能够显著增加雨水渗透的

面积,改善城市气候条件,丰富生态系统,实现城市生物多样

性。生物滞留主要包括排水管、防渗层、过滤池、进水层、

预处理层、溢流井,利用这些设施能够过滤雨水中的各种杂

质,补充地下水。在设计阶段需要合理控制植物的高度,保证

雨水收集口分布平均,设置砾石层和渗漏管、导流管、沟渠,

实现对雨水的全面有效利用。 

4 结束语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建设中应用能够有效的解决城

市地区存在的交通问题,提高对雨水的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是未来城市建设的基本方向,值得深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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