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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绵城市建设目的是使城市生态环境全方位得到改善,随着低碳环保概念的深入,各国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海绵城市

建设非常重要。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海绵城市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海绵城市建设的意义及其要求,对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及

其措施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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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建设的进程中,严重的硬质化,将原本可以大

量渗入地下的雨水在短时间内形成径流,经地下管网快速

排放,排水系统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发生内涝,并将地表以

及沉积在地下雨污管网的污染物,在短时间内会突发性冲

刷汇入自然水系,引发水体污染。同时,由于雨水受到硬质

地面的阻隔,无法渗透到地下,地下水长时间得不到补充,

导致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河流干涸,生物陨灭,生态环境受

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大部分城市普遍存在逢雨必涝、水生

态恶化、水资源紧缺、水环境污染、水安全缺乏保障等一

系列问题。建设海绵城市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要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的“海绵城市”。海绵城市就是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而

提出的,以下对海绵城市的主要意义、特征及其措施进行了

探讨分析。 

1 海绵城市建设的意义及其要求分析 

1.1 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主要表现为：(1)生态意义。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海绵城

市这一理念的引入调整了城市中生态系统,提高环境质量,

绿地增多,硬化路面减少,合理的处理雨水,甚至将雨水回收

处理,应用于工业的生产。不但可以带来经济利润,还改善了

生态环境。(2)社会意义。第一,为老旧城区海绵城市规划设

计提供了新思路。相比建设大型地下调蓄池、大规模改造雨

水管线等方案,改造设置一些城市“海绵体”是一个更加可

行的思路。比如城市道路可结合道路绿化带、树池等绿化空

间,布置生态树池、植草沟等低影响开发设施,采用“渗、滞、

蓄、净、用、排”等措施,有效地对地表径雨水加以引导利

用。第二、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可以减少城市内涝的发生。通

过海绵城市的建设,将“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

与城市建设合理地结合起来,大大减轻城市防洪排涝的压力,

有利于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维护城市居民安定的生活

环境。(3)经济意义。海绵城市的规划建设需要与城市工程

管网以及城市景观设计相结合,从而美化环境,保护水资源,

节省治理水污染的费用。 

1.2 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 

主要表现为：(1)创新要求。传统城市路面建设基本以

硬化路面为主,而城市中的排水建设仅仅依靠排水管道,虽

然在建设的初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随着城市的发展,硬质

地面的增加,强降雨短时间冲刷地表会造成城市洪涝现象,

因此在注重城市发展的同时,引入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利

用透水材料、雨水花园、生态植草沟等设施,减缓雨水的流

速,让雨水慢下来。这种措施主要是在源头控制雨水,将原本

雨量集中的源头变为分散,通过调节源头对雨水进行净化,

甚至是回收一部分的雨水再重新的利用,最终使雨水排放的

速度放缓,减少城市灾害。(2)生态要求。第一、将城市建设

中的影响降到最低,海绵城市的建设目的将能将强降雨对城

市带来的灾害影响降到最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用低影响

换来高收益。主要的措施是：在海绵城市设计中,保护湿地、

河流,限制开发,避免进一步造成破坏。对已经被破坏的,可

以通过生态手段进行修护,使当地的水能够正常的循环,对

于一些严重缺水的地区,可以利用人工调蓄,补给地下水。第

二、加强生态系统的保护。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对城市生态环

境进行合理的开发保护。 

2 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 

海绵城市建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协调性特征。主

要表现为城镇建设和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性方面。海绵城市

建设在开发地下水、自来水收集存储和排放过程中,不只单

纯地凭借地下管道,而是利用城市自然环境综合系统,完成

各类水资源包括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吸收、存储任务,进一

步使城市洪涝隐患得以遏制。(2)弹性适应的特征。主要表

现为城市能够针对各类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能够弹性适应。

海绵城市建设不仅在于城市内部水系统的恢复与循环,同时

对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工作亦非常重要,即强调城市系统的

自我调节可靠性。(3)转变传统排水防涝模式的特征。海绵

城市主张将以往快排式等排水方法予以摒弃,将“渗、滞、

蓄、净、用、排”等措施贯穿于城市排涝工程始终。另外,

竭尽全力地将城市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保持不变,加快城市

内部良性水循环系统的构建。 

3 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的措施 

3.1 蓄水措施 

要求全面性保护并修复城市内部既有的排水系统,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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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身的一切实际情况考虑进去,快速构筑起完善的雨水收

集、存储、调蓄等体系,通过灵活化调节雨水时空分布等途

径,保证雨水资源的科学性回收和重复性开发使用。针对城

市既有的河流、湖泊、湿地等区域实施防护,制定健全的城

市内部河道整治、岸线保护等为主题的有关法规条例,令已

然遭受冲击的水生态环境得到适当地修复,并且借助通淤截

污、人工湿地构建、生态岸线等途径,加以逐层调试。之后,

借助地下空间或是蓄水池等模式,完成雨水调蓄设施的设置,

保证雨水加以妥善化地存储和调节应用,进一步迎合现代我

国城市雨水可持续开发应用的理念。 

3.2 滞水措施 

海绵城市建设的滞水目的是放缓雨水汇集速度引流至

特定范围内,常见控制模式包括下凹式绿地、植草生态沟、

雨水花园等。首先,在竖向设计环节中,要尽量使绿地、公园

等区域低于地面,并采用下沉式绿地或道牙开口等方式,将

雨水引流至绿地中滞留,为后续雨水溢流与周边自然区域引

流等目标逐层贯通奠定基础。其次,生态植草沟即植被覆盖

的排水渠,对于暴雨径流疏散工作有着极为高效的引流价值,

植草沟的结构将细化为植被、种植土、过滤层,渗排水管和

砾石层,特定的排水结构可以将各类污染物过滤并改善水

质。和以往地下管布置方式相比,植草沟建设和养护工序流

程所消耗的成本,整体上要优越一些,同时还可以将乡土植

被加以协调利用,营造出地方特色的景观空间、提升区域生

物的多样性,最终为生物提供越来越多的栖息空间。 

3.3 渗水措施。海绵城市建设的渗水措施需要透过下垫

面来收集雨水,如透过道路、绿地等可渗水面,其中最为常见

的有屋顶绿化和可渗透地面铺装等。屋顶绿化的结构细化为

栽培基层、过滤层、排水系统、防根穿刺层、绝缘层、防水

层等,将雨水过滤引流至雨水收集系统,同时可以改善气候

并且美化城市景观。而在进行城市路面等区域规划改建环节

中,要求改良设计传统硬质铺装方案,如沿用渗透性良好的

硬质铺装结构,在所属区域环境绿化理念指导作用下,针对

雨水予以科学性地吸纳,规避地下水回灌问题重复滋生,令

雨水经过合理程度地渗透和滞留之后,发挥出更为理想的减

洪、水质净化和地下水涵养的功能特性。 

3.4 净水措施 

海绵城市建设的净水主要是借助污水与河道治理、土壤

和湿地净化等方式,进行雨水净化的过程。土壤渗滤净化和

雨水收集工作可以同时进行,其中吸纳整合的雨水会透过穿

孔管向净化池或是贮存的渗滤地排入,并且在顺利地完成渗

滤净化任务后,其余雨水则会因为地表流速过快或是土壤渗

透达到饱和状态等,而难以借助土壤表层完成净化工作,需

要额外配合地表的水生植物等手段加以过滤处理,之后再向

初级净化池排入。归结来讲,人工湿地在进行雨水净化管理

环节中可以细化为两道工序,包括初级净化池和次级净化池,

其中前者主要是针对未经土壤渗滤的雨水加以净化处理,而

次级净化池则是将初级净化池排出的雨水或是土壤渗滤排

出的雨水进行持续净化控制。经过上述工序流程处理的雨水,

水质明显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完全可以考虑将其向下游排

水池中加以排入,结合人工方式,如水泵等将二次净化的雨

水吸纳到山地的贮水池之中,其间水泵还承担着一类重要使

命,就是进行初级和次级净化池、次级净化池和清水池之间

的循环净化控制。 

3.5 排水用水措施 

海绵城市建设的排水要求通过“渗、滞、蓄、净”等措

施后,再借助城市竖向设计、人工排水设施、天然排水模式

等手段交叉使用,完成雨水排放任务的过程。通常沿用自然

排水方式,与海绵城市排水系统相结合。在整个过程中我们

将雨水引流至“蓄”水池,通过净化处理,这些“净”化后的

雨水可以直接作为城市中水,用来市政洒水、洗车、灌溉、

搅拌混凝土等。最后,那些多出来的短时间内无法利用的雨

水才会通过溢水管排放至市政雨水管网,给城市管网成功

“解压”。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洪涝灾害和

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日益严重,导致环境失衡日益加剧,使得

建立完整有效的水安全治理系统非常重要。而科学合理的海

绵城市建设可以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对海绵城市建设的

特征及其措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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