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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匮乏条件下建筑工程海绵城市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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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是一项系统化的建设工程，必须应用很多新技术和新思路。在实际建设中应将海绵城市与城市

放洪、防涝相协调，实现“快排”措施与资源化利用，同时，需要完善的研发投入机制与人力资源机制和规范机制，

充分发挥具体海绵城市建设科技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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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想要建设新型城市，海绵城市是发展的必由

之路，加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是十分必要的。建设海绵城

市，不仅可以减轻城市污染，美化城市，也是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管理者和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

海绵城市建设的领导，从而加快海绵城市的建设进程。

1 海绵城市的基本内涵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能

像海绵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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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水弹性城市”。下雨时

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建设受到各地方政府的重视，已

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横跨三带的地理位置及

季风气候使我国的水资源分布高度不平衡，同时城市内

涝及水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天气变化、快速城市化导致

了很多城市的水难题，包括内涝、水污染、水资源匮乏

等，而海绵城市概念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要从根本上解

决以上难题，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间的和谐和

平衡”，据此海绵城市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城市水资

源、水生态管理、绿色基础设施以及透水铺面等。而城

市水环境与水生态问题又是跨地城并互为关联的系统性

问题，诸多问题产生的本质是水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失

调，解决水问题必须把研究对象从水体本身扩展到水生

态系统，对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调理，增强生态

系统的整体服务功能，构成水系统的完整功能体系。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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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绵城市”的核心。构建海绵城市

即是建立相应的水生态基础设施，最为高效地完善城市

的水生态环境体系。

2 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建设中应用的重要性

能够控制水污染

城市的海棉不但可以保护生态环境，还能够防止水

污染。城市基本建设期内，水资源将污染。 运用海棉

城市定义，贮存、净化处理被污染的降水，排进市政管

网，实现洁净目地，合理利用水资源。

完善空间规划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建筑给排水系统的节水效果，

设计师必须遵循海绵城市城的理念，完善和优化建筑的

空间设计，将建筑周边的植被景观融入到水体设计中。

供水和排水系统。设置植物景观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

具有节水功能。所以，设计师可以将建筑的给排水系统

有机地融入到周围的植物景观中。在设计过程中，设计

师可以根据建筑给排水系统的使用要求设计嵌入式绿化

区域，进一步提高蓄水效果，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打下

基础。同时，设计师可以根据当地降雨量和建筑用水需

求分析，确定蓄水池的容量，以达到雨水收集和循环利

用的目的。

可提高排水蓄水的控制效果

海绵城市理念既能达到理想的排水蓄水调节效果，

又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受到了城市居民和城市

建设规划者的广泛青睐。海绵城市城拥有完备的排水系

统，可以迅速排走城市的雨水，从而避免洪水的发生，

人们的出行不受影响。此外，海绵城市城还具有蓄水作

用，改善了城市缺水问题，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海绵城市建设发展现状

海绵型建筑与小区建设应采用低影响开发(LID)雨水

系统，包含新建小区及老旧小区改造2个部分。新建小区

建设项目应充分发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用，根据确定的年

径流总量及面源污染削减率，各专业配合合理制定建筑小

区海绵城市方案及规划专篇，确定地块竖向和汇水分区，

落实具体的低影响开发设施的类型、布局、规模等。海绵

城市专项规划对新建小区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起重要的指

导作用。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应该涵盖雨水径流总量和

污染物控制、雨水资源利用、峰值流量控制-水防劳等多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11

个分目标，这些分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既有区

别，也有联系，通过这些综合控制目标，才能有效地实现

海绵城市更高层次的目标，即良性的水文循环、良好的生

态系统等。目前从住建部及各省市颁布的海绵城市建设技

术指南来看，雨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城市面源污染控制

率都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关键指标，其中雨水径流总量控

制率一般要求在55~-75%，SS控制率-般不低于50%，在

实际工程中通过对这两个关键指标的分解和综合基本能

保证海绵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在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还应与城市总体规划、

排水防涝规划、水系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相结合，在指

标的选择上也应更丰富、更全面。以山东莱阳白垩纪国家

地质公园为例，山东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项目

即坐落于棘鼻青岛龙的发源地--金岗口村西沟，工程建成

后将作为中型公共博物馆，成为白垩纪恐龙博物馆集群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当地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具有非

凡意义。项目建设过程中，因为项目独特的土壤地质条

件，无地下水可用，又因项目地理位置偏僻，没有市政

用水供给，因此对海绵城市的应用与研究迫在眉睫。

4 海绵城市理念的设计原则

因地制宜原则

因为各个地区自然条件不一样，以海绵城市核心理

念设计方案城市园林景观的过程当中，务必遵照因时制

宜设计原则。如所在地区有较多雨水的，应根据所在地

区地理条件采用合理方式清除雨水。与此同时，本地绿

色植物用以雨水园林景观设计[1]。能够避免地面外流。

所在地区降雨量较小的，理应设定地下水库，搜集平屋

面雨水与地面雨水，以备缺水时使用。

生态化原则

海绵城市核心理念中的城市基本建设具备生态环境

保护作用。最先要保证城市排水设备稳定，确保雨水停

留场所安全性，次之，生态体系具备修护作用，能够净

化处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因而，要意识到绿色生态提

升原则对城市基本建设的必要性，做到绿色生态改善的

实际效果，务必根据当地地质环境栽种树种。

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是海绵城市核心理念下城市建设过程中园林

景观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效应。在这以前，应充分把握周

边地貌的特点，并在规划过程中将这种特点结合在一

起。要充分展现海绵城市其价值，设计方案前必须了解

城市排水设备实际情况，具备城市储水实际效果。

5 海绵城市建筑工程技术分析

雨水蓄积技术

雨水蓄水技术是通过各种方式储存可用的水资源，

保证其能够接入实际的供水系统，保证城市水资源的充

分利用。详细描述，实际的技术实施路径是：保护建筑

物旁边的植物，让周围的生态发挥作用，在屋顶和地下

车库建设相应的蓄水系统，做好防水工作。屋顶确保安

装隔板后，可以实现分水。目前，建筑物的散热处于较

为理想的状态[2]。地下车库的实际蓄水系统与供水、地下

水资源采集在结构上正在向更加通用的方向发展，这就

是雨水蓄存技术的价值所在。

绿色屋顶技术

园林绿化房顶做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对策，要用

绿色植物园林绿化房顶的办法。主要是由植物群落层、

基质层、过滤层、排水层及地面防水构成，在降低径流

量、改善水质、推动雨水网络资源利用和城市风光方面

有着很好的效果。植物群落层做为消化吸收、过虑、隔

绝雨水中一部分污染物翠绿色屋面关键固层，不但要了

解基体的粘附效用和适合不适合屋面植物群落生长，并

且要了解屋面的承载力。 过滤层主要是在基材中细颗

粒物被雨水径流量冲跑，不必要雨水没法贮存时，从可

排水层排出来，防止屋面负载过大破坏建筑构造地面防

水，能够防止废水进到屋面。

优化地漏设计

地漏作为给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地漏设

计对于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

地漏设计仅限于排水，无助于节约水资源。对此，设计

师可以根据建筑排水需求分析和海绵城市城理论，对地

漏进行优化设计。例如，在控制地漏深度的同时增加水

资源采集功能[3]。建筑物排放的生活废水经收集、沉淀、

过滤等处理后，用于其他领域。通过海绵城市城概念的

应用，可以在保证其排水效率满足建筑物运行要求的同

时，降低地漏的设计成本。

雨水回收技术

雨水循环利用技术应用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技术

成果也比较多样。从目前海绵城市城的实际建设来看，

雨水循环技术本身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节点：一是依靠

建筑本身的蓄水技术。从理论上讲，每栋建筑都有一定

的蓄水能力，尤其是很多城市在一年中很长一段时间处

于雨季，如果此时不能实现有效排水，或者旱季找不到

充足的水源，可能会导致城市供水出现问题。对此，建

筑屋顶将主要采用高性能材料，使建筑屋顶起到隔水的

作用，专用面积应与屋顶面积保持一致。雨季来临时，

管道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水箱。当雨水饱和时，可以通

过管道将收集的雨水通过生活水管排出，用于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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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水质要求不高[4]。二是采用贴壁挂水技术进行处

理。在于将雨水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这样在旱季高温

不会引起内部温度的进一步升高，也可以加强墙壁的功

能。水蒸气的蒸发对于清洁也很重要城市空气。长时间

干旱时，可从屋顶或地下蓄水池中取水补充墙体，使积

水保持畅通，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墙体的作用。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是指模拟自然湿地功能的人工构建系统。

它以沙、石、土等按一定比例混合作为填料，然后在填

料床中种植植物。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基质层，常

用，基质中含有沸石、砾石等；二是微生物种群，如放

线菌、细菌等；三是植被层。人工湿地中常见的植被包

括芦苇和茭白。基质层主要起沉淀和吸附作用，郭本华

等研究了沸石、页岩陶粒和砾石三种不同基质建成湿地

的除磷效果，结果表明，粉碎后的磷平均去除率岩石为

可达95%，沸石平均除磷率为35%。植被可以为微生物种

群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减缓整个系统的水流速度，促

进雨水与基质之间的反应等。选择植被类型时，必须考

虑成活率、耐水性、生长期应考虑到植被的经济价值[5]。

人工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

在控制雨水径流、减少污染，同时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

单元，可以净化雨水。

6 水源匮乏条件下建筑工程海绵城市的发展策略

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工作

棘鼻青岛龙是我国发现的最著名的有顶饰的鸭嘴龙

化石，也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恐龙化石。由于它是

在青岛附近的莱阳市金岗口村西沟发现的，头上又有棘

鼻状的顶饰，所以因此得名。在城市布局的整体执行过

程中，必须搜集整体规划前期相关材料，开展城市水环

境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规划专题调研，点评

城市本身水源承载力，依据城市详细情况明确发展趋势

目标与方向，确立城市所在地性能和特性，制订科学合

理的降水保障措施[6]。贯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规定，合理

划分海绵城市建设地区。

合理选择海绵城市建设施工技术

要想提高海绵城市建设水平，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建

设方案。在在建造海绵城市之前，应结合城市情况进行

整体规划，并找专业的室内设计师开展城市精确测量，

设计出适宜的海绵设计图纸。再根据调查数据，逐一评

定各城市详细情况，设计方案海绵建设计划方案[7]。在推

进施工图中不断深入，保证海绵城市理论的进行。并针

对不同的绿化特性，设计方案不同类型的绿化建设计划

方案，挑选最理想的建设加工工艺。

优化城市详细规划方案

在总体规划策略的制订和改进环节中，设计师必须做

好场所土壤结构、水体、纵向标高、工程项目设施建设等

方面剖析与评价，根据模型分析的形式确立场所开发前后

地面集流，保证设施建设能极好地达到实际需求[8]。明确

网站低危害开发设施的总数、规划布局经营规模，运用

网站已有的沟渠水体，依据网站具体情况提升低危害开

发设施组成，分析总结低危害开发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

在详细规划方案制定和优化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切

实做好对场地土壤特性、水系、竖向高程以及工程设施

建设情况的分析和评估，借助模型分析的方式，明确场

地开发前后的地表汇流情况，确保设施建设能够很好地

满足实际需求[8]。确定好场地低影响开发设施的数量、布

局以及规模，利用好场地中原有的坑塘水系，对照场地

的实际情况，优化组合低影响开发设施，并对低影响开

发设施建设的可行性以及经济性进行分析和评估。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海绵城市的发展，可以使得城市化中存

在的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瘫痪等风险得以控制

和管理，但是海绵城市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性比较强，在

复杂的系统架构中需要做好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这

样才能够发挥海绵城市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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