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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下的市政给排水建设

陈新宇
通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保障中心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海绵城市作为一种新型城市规划理念，提倡通过系统性的雨水管理和生态化设施建设，实现城市雨水资

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市政给排水建设中，结合海绵城市理念，注重雨水的分流、收集、过滤和利

用，推动市政给排水系统朝着智能、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通过合理布局管网、建设绿色基础设施、优化管理维

护策略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减轻城市雨水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城市生态与发展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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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绵城市理念概述

海绵城市理念是一种以自然系统为蓝本的城市规划

理念，旨在通过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理，实现城市水

资源的综合管理，减少地表径流，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提高城市的适应性和韧性。海绵城市强调多元化的水资

源利用方式，包括雨水收集、湿地修复、绿地建设等措

施，以提高城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城市面临的水

资源危机。海绵城市理念倡导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生态

优先原则，注重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以实现城市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海绵城市理念的实施，可以有效

地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

续发展水平，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2 海绵城市理念对市政给排水建设的引领作用

海绵城市理念对市政给排水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引领

作用。传统的城市给排水系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雨水

径流过大导致城市内涝、水质恶化等，而海绵城市理念

的引入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海绵城市理念强调了

雨水的收集和利用，通过建设雨水花园、绿色屋顶、雨

水芦荟等措施，将雨水引导至植被覆盖的区域，减少了

雨水径流对城市的冲击，有效地缓解城市内涝问题。海

绵城市理念注重湿地的保护和利用，通过修复湿地，提

高城市的地表蓄水能力，减少地表径流，改善了城市的

水资源状况[1]。海绵城市理念还鼓励城市规划中增加绿

地、森林等自然植被，通过植被的吸收和蒸发，减少地

表径流和污染物的输入，改善城市的水质环境。

3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建设中的应用

3.1  海绵城市理念对给水系统建设的影响和要求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建设中的应用可以体现

在多个方面。在给水系统建设方面，海绵城市理念提倡

多元化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包括采用雨水收集系统、开

展水资源回用以及提倡低水耗设备等措施。通过收集和

利用雨水，可以降低城市对地下水和自然水体的依赖，

缓解城市用水压力，减少给水系统的负担。海绵城市理

念强调合理规划水资源利用，例如建设水文化广场、水

景绿化等可增加城市景观价值，同时还可将水资源引入

城市空间，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海绵城市理念对给水

系统建设的影响和要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要

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注重雨水的集蓄利用和节约，推

广雨水回收系统，并合理配置和设计雨水设施，以实现

雨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第二，要求在给水系统建设中

注重保护水源地、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减少水资源浪

费和污染，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第三，海绵城市理念

还提倡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例如开展灰水

回收、推广水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等，实现水资源的节约

和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水资源的消耗。海

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建设中的应用对给水系统建设

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需要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充分

考虑并引入海绵城市理念，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水

资源的有效管理利用。

3.2  海绵城市理念在雨水排水系统建设中的应用
海绵城市理念在雨水排水系统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传统的城市雨水排水系统通常是通过雨水管道

将雨水迅速排放至河流或下水道，造成城市内涝、水质

污染等问题。而海绵城市理念强调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

统的原理，采取多种手段来合理管理雨水，减少城市雨水

径流，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雨水排水系统建设中，海绵

城市理念的应用体现在多个方面。海绵城市理念鼓励采用

绿色基础设施，如雨水花园、绿色屋顶、透水铺装等，用

以替代传统的雨水排水系统。这些绿色基础设施可以有效

地减少雨水径流，增加雨水的渗透和自然蒸发，从而降低

城市内涝的风险。海绵城市理念注重雨水的收集和利用，

倡导在建筑物上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将雨水储存用于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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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冲洗等用途，以提高雨水的再利用率。

3.3  海绵城市理念对污水处理系统建设的启示
海绵城市理念对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传统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通常是将生活污水集中

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然后再将处理后的水排

放至水体。海绵城市理念倡导采用分散式污水处理系

统，通过在小区、街区等局部建设分布式的污水处理设

施，如人工湿地、生态沟渠等，将污水进行自然过滤和

处理，使其经过生物降解后再进入自然水体或进行再利

用。这样做不仅可以减轻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负担，还

能有效降低运输损失和处理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利

用。海绵城市理念强调应用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如膜

分离技术、生物膜反应器等，以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和水

质净化水平[2]。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

氮、磷等污染物，降低对水体的污染造成的影响。海绵

城市理念也促进了污水资源化利用。在处理过程中，可

以通过合理设计处理工艺，使得处理后的水可用于灌

溉、景观水体、工业用水等方面，实现污水的再利用，

降低对自然水资源的依赖。

4 海绵城市下的市政给排水系统规划与设计

4.1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市政给排水系统规划原则
在构建海绵城市下的市政给排水系统规划与设计

时，需要遵循一系列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规划原则，以

实现城市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和生态环境的改善。（1）多
样化的水资源利用：市政给排水系统应该采用多样化的

水资源利用方式，包括雨水收集利用、灰水回收利用等

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水资源的依赖。（2）
分流处理原则：市政给排水系统应该根据水的性质和来

源进行分流处理，例如将雨水和污水分开处理，减少对

污水处理设施的负荷，在处理过程中实现资源化利用。

（3）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在城市中增加绿色基础
设施，如雨水花园、湿地公园等，通过自然植被的过滤

和生态系统的净化作用，来改善城市水质和水文环境。

（4）雨水利用设计：市政给排水系统应该合理设计雨水
收集、蓄存和利用设施，通过建设雨水芦荟、绿色屋顶

等雨水资源设施，实现雨水的自然过滤和渗透，并最大

化地利用雨水资源。（5）强化污水处理技术：采用先进
的污水处理技术，如膜分离、生物膜反应器等，以提高

污水处理效率和水质净化水平，减少对水体和生态系统

的污染。（6）智能化管理与监测：市政给排水系统应结
合智能化技术，建立科学的监测和管理系统，实现对水

资源的动态监测和调控，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系统

运行的智能化水平。

4.2  海绵城市下的管网设计及设施布局要求
在海绵城市的市政给排水系统规划与设计中，管网

设计及设施布局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需要遵循一些特定

的要求和原则，以实现有效的雨水管理和灵活的水资

源利用。以下是一些海绵城市下的市政给排水系统管网

设计及设施布局要求：市政给排水系统的管网设计应该

灵活多样，并且适应城市不同区域的地形和建筑结构。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管道路径，确保雨水和

污水得以有效分流和路由。海绵城市下的市政给排水系

统应该设置多元化的设施，包括雨水花园、湿地过滤设

施、生物滞留设施等，以提供多样的处理和利用选择，

在城市内实现雨水的自然过滤、净化和蓄存。市政给排

水系统的设计应充分考虑雨水的分时段排放和蓄存，设

置合理的蓄水容量和控制水平，以应对降雨过程中的雨

水高峰，减少排放过程中对河流、湖泊等水体的冲击。

管网布局应与城市景观设计相结合，将雨水设施融入城

市绿地、公园、街道等景观中，增加城市绿色空间和生

态景观，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市政给排水系统应该结合

智能化技术，建立系统监测和远程控制平台，实现对管

网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调控，从而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和响应速度。设立专业的系统管理团队，建立健全的应

急处理机制和维护检修体系，确保管网系统的正常运行

和设施设备的长期维护，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持续性。

通过遵循上述管网设计及设施布局要求，可以有效推动

海绵城市的市政给排水系统向更加智能、灵活、绿色、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高雨水管理效率，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可持续、健康的水资源管

理解决方案[3]。

4.3  海绵城市要素在市政给排水系统设计中的结合
在市政给排水系统设计中，结合海绵城市要素是为

了实现城市雨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海

绵城市理念所包含的要素，如雨水收集、自然过滤、资

源化利用等，对市政给排水系统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在市政给排水系统设计中，结合海绵城市要素意味

着采取多种策略来管理城市雨水。例如，通过设置雨水收

集系统收集屋顶和道路上的雨水，并用于浇灌植被或冲洗

道路，实现雨水的再利用。引入绿色基础设施，如雨水花

园和生态沟渠，促进雨水的渗透和自然过滤，减少雨水径

流对城市水体的冲击。还可以设计排水系统分流，将雨水

和污水进行分开管理和处理。利用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对

污水进行处理，并通过分散式处理设施，如人工湿地和生

物滞留池，对雨水进行净化和自然过滤。

5 海绵城市建设中市政给排水系统的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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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海绵城市背景下的市政给排水系统运维挑战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加，海

绵城市的建设已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海

绵城市背景下，市政给排水系统的运维管理面临着诸多

挑战。分散式的水资源管理和处理设施增加了管理的复

杂性，需要确保各个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协同作用。随着

城市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给排水系统的运行负荷

不断增加，对设施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海绵城市的建设需要更多的绿色基础设施和生态

措施，要求运维管理人员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提

高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处理系统需要更加精细化和智

能化。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市政给排水系统的运维管理

需要面对这些挑战，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水资源的有

效利用。

5.2  海绵城市理念如何影响市政给排水系统的维护
海绵城市理念的倡导者注重水资源的管理和生态环

境的改善，这种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政给排水系

统的维护工作。海绵城市的建设需要更多的绿地、雨水

花园等绿色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不仅需要精心设计和建

设，还需要定期维护和保养，以保持其功能正常运行。

海绵城市理念强调雨水的自然收集和处理，要求市政给

排水系统的设施能够有效处理和存储雨水，减少雨水径

流对城市水体的冲击，这就需要对设施的维护和清理工

作进行及时和有效的管理[4]。海绵城市的发展也需要进行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回收利用，市政给排水系统的设施

要能够满足这种需求，要求管理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技

能，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5.3  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市政给排水系统运维策略
在海绵城市理念的引领下，市政给排水系统的运维

策略需坚持以生态优先、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为原则，

依托科技手段提升管理水平，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应

加强预防性维护，及时进行设施设备的检查和保养，确

保各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寿命延长。要实施科学的管网管

护方案，定期清理管道、排砂除泥，减少管道的堵塞和

漏水现象，降低系统的运行风险。要借助智能监测设备

和大数据分析，实现对系统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数据

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优化，提高系统的自动

化程度和运行效率。结合海绵城市的理念，应推动水资

源的综合利用和再生利用，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和净化处

理，确保水体的清洁和安全。

结束语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下的市政给排水建设是现代城市

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实现城市的生态健康和可持续性发

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选择。通过以人为本、科技支撑

的方式，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特征的市政给排水系

统，不断优化管理运营，实现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

态环境的改善。在未来的海绵城市建设中，市政给排水

系统能够更加完善和创新，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

活环境，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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