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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环境保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风景园林作为一项生态性工程,如何进行科学、有效规划

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绿化水平,以及城市环境改善效果。而海绵城市理念的出现,若是能够在风景园林规划之中充分使用海绵

城市理念,必然会切实提升规划水平,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海绵城市理念与作用分析,对风

景园林规划中海绵城市理念的实践应用进行了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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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城市化建设,

风景园林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所有风景

园林规划工作尤为重要。新时代下,自然生态环境问题越发

的突出,怎样有效发挥风景园林的功能与作用,深化城市环

境自我调节能力,优化、改善、保护城市环境,成为研究的重

点课题。而在风景园林规划时科学使用海绵城市理念,能够

提高城市环境自我调节能力,改善与保护城市环境,从而促

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分析与研究海绵城市理念

在风景园林规划中的应用具有现实意义。 

1 海绵城市理念 

海绵城市理念指的是城市之中水资源科学使用与处理,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相融合所形成的必然产物。针

对城市的自然灾害,使用海绵城市理念具有比较强的弹性。

如果自然降水量比较多,那么海绵城市就可以吸水、储水以

及净化水资源,实现城市内涝灾害的有效管控[1]。从传统性

城市方面分析,雨水系统采用的管道排放与末端集中控制有

效融合的基本理念,由此就会加剧雨水设施工作负担,严重

浪费水资源。而海绵城市发展追求的高效率与低污染,重新

构建雨水系统,借助于多元化的控制方法切实保证自然水良

性循环,打造科学化的雨水排放方式,从而有效缓解城市排

涝工作压力。从本质上分析,海绵城市呈现的是生态环保理

念,科学、有效使用水资源,促进水资源的合理性管理,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2]。目前,在进行风景园林规划时引入海绵

城市理念,可以深化城市自身的吸水、蓄水能力,优化城市现

有排水管网,科学管控城市水文环境,最大程度上提高水资

源的使用效率。 

2 海绵城市原则 

海绵城市规划存在三方面原则,即以实际出发、生态优

先、规范化建设,具体原则内容如下所示： 

2.1 以实际出发原则。不同城市存在着不同地域和环境

特点,海绵城市的建设也必须考虑城市所在地实际,这一过

程必须避免盲目套用其他城市成功经验的行为,城市自身的

水环境、雨水资源、经济状况也必须得到重点关注。 

2.2 生态优先。海绵城市与当地生态问题之间的联系极

为紧密,这种联系在规划工作中必须得到充分考虑。 

2.3规范化建设。需制定科学合理的规范化目标与方案,

这一规划需要拿出完整的方案并结合水文、水利数据开展分

析,同时海绵城市的维护、建造费用等问题也必须得到高度

关注。 

2.4 海绵城市建立是通过合理设置城市各个系统,以划

定城市的蓝线和绿线,保证城市中各项功能正常运作的同时,

也能够对城市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合理保护,通过合理设计

来维持城市的生态环境平衡。 

3 风景园林规划中海绵城市理念的重要性 

从城市风景园林方面分析,使用海绵城市理念的重要性

体现在三方面： 

3.1 进一步加强城市自然排水能力,有效控制城市内涝

问题。新时代下的城市建设,许多工程项目在规划中都涉及

了防水材料,所以这就会影响地表水的下渗。而在风景园林

规划中使用海绵城市理念,可以实现无法深层次渗透水资源

的有效排出或者是存储。 

3.2 风景园林规划中引入海绵城市理念,可以提高水资

源的使用效率,有效保护水资源。近些年来,自然水资源越来

越少,所以为了保护水资源,就需要充分收集自然降水。现阶

段,风景园林规划时能够结合景观项目实际情况与需要,建

设各种规格的蓄水池、人工湖以及河道项目等,从而实现自

然水资源的充分收集。 

3.3 实现生态环境的净化,保证生态系统处在良性循环

状态下。在蒸发作用下,更多的地表水可以调节各个城市地

区的干燥和湿度。夏季,自然气候相对炎热,蓄水资源可以控

制环境干旱的问题,经过充分的降水也可以促进园林植物的

生长。 

4 风景园林规划中海绵城市理念的有效应用 

4.1 园林道路规划。关于风景园林道路的规划,为了贯

彻与落实海绵城市理念,就应该以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前提,

结合地形环境情况科学规划。而在实践规划时要尽可能使用

环状路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道路面积,同时选择曲线、折线

等方式替换直线路型[3]。与此同时,关于间隔绿化带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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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应该综合分析排水实际需要,于道璐两旁高密度种植

绿植。选用路面材料时,必须要根据海绵城市理念进行选材,

所以的施工材料必须具备优化雨水质量、吸纳雨水径流等作

用。除此之外,在进行道路规划时应该使用透水性、生态性

比较强的铺装材料,例如草皮砖与多空混凝土等建材。为了

能够提高风景园林道路自身的渗水性,还应选择多孔混凝土

或者是多孔沥青材料,这样能够减小路面雨水径流量。 

4.2 园林水景规划。首先,需要综合分析风景园林现场

的地形情况,针对低洼处进行科学规划,使雨水可以以自然

的形式流向低洼位置。其次,水岸必须拥有较强的渗水功能,

同时建设人工湿地或是生态河岸,提高水景的水体净化能力
[4]。关于原生湿地,应该使用雨水收集、自来水补充等不同

方式进行水源补给,以有效满足湿地关于水量的需要。随着

时代的发展,此类成功的案例比较多,比如哈尔滨湿地公园,

设计师贯彻了“生命细胞”基本概念,把湿地公园作为大细

胞,借助于细胞净化水池实现雨水的过滤,借助于芦苇等湿

地植物优化生态环境,充分体现出了生态理念与可持续发展

理念[5]。所以在风景园林规划中需要充分借鉴成功案例,贯

彻保护为本、恢复优先的基本原则,构建湿地和城市和谐发

展方式,恢复场地记忆,恢复湿地的原生态风貌,从而打造自

然、生态的风景园林水系统。 

4.3 园林绿地规划。从风景园林绿地规划方面分析,必

须要保留自然地貌,以现有绿地系统作为基础展开修整与优

化。根据地貌、市政管网与功能需要等科学规划绿地。关于

植物搭配要优选本土植物,尽可能的防止其他优势物种的严

重入侵,从而影响现有群落的稳定性[6]。优先选择现有植物

群落的伴生植物,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植物的完整性,也可以

实现植物群落的多元性。在进行园林绿地规划时引入海绵城

市理念,选择的植被类型和人工湿地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园林

对水质的净化效果。风景园林规划师必须高度重视此问题,

需要在绿地规划时积极渗透与贯彻海绵城市理念。 

4.4 园林人工湿地规划。人工湿地指的是由人为干预建

造,从而生成的湿地景观与动植物资源。如果现有风景园林

的湿地系统已经遭受到破坏,那么可以借助于人为干预进行

环境优化与改善,有效恢复原生湿地,打造一个物种资源多样

的生态环境,从而促进人工湿地的稳定、可持续性发展。从本

质上分析,人工湿地是一种原生湿地的模拟,具有着原生湿地

相似的景观风貌,它也是一个面向城市的景观界面,能够为城

市创造游览、休闲、教育以及娱乐等不同功能服务。人工湿

地中的植物包括旱生植物、旱生植物和湿地,其构成了一个多

植物生境的湿地系统。 

5 结束语 

城市风景园林规划中引入与使用海绵城市理念,可以促

进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有效提高自然

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基于此,作为风景园林规划师,必须要深

入解读海绵城市理念,综合分析与研究风景园林规划实际情

况,然后在所有的规划环节之中贯彻此理念,同时重视自然生

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从而才能够创建一个绿色、生态、自然

的风景园林,为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也为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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