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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

黄前兴
湖北城隆市政园林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海绵城市是指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模仿和仿真，利用绿色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融

入自然水文循环系统，以应对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洪水、污染等问题。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市政给排水

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要点，希望提高理念

应用效果与设计水平，促进我国市政工程行业取得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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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海绵城市建设是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理

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运用海

绵城市建设理念，可以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水环境

的保护和城市的抵御能力的提升。在未来的城市化发展

过程中，应该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

中的应用研究，推动城市建设向更加可持续和宜居的方

向发展。*

1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海绵城市是近年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兴起的一种

新理念。它强调在城市发展中要摒弃传统的“硬化城

市”模式，转而采用“软化城市”的方式，将城市打造

成一个充满海绵的城市。那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究竟

是什么呢？在传统的城市建设中，往往会采用大量的水

泥、石材等硬质材料来铺设道路和建造建筑物。然而，

这种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水泥地面，导致雨水无法渗透进

地下，形成地下水资源的流失，同时也增加了城市内涝

的风险。相反，海绵城市建设强调使用透水性的材料，

如透水砖、透水混凝土等，使得雨水能够迅速渗透到地

下并补充地下水资源。同时，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设计，

将雨水储存起来供城市用水，有效地解决了城市水资源

的问题。在传统的城市建设中，往往会大规模砍伐树

木、填埋湿地、破坏生态系统。这样的做法不仅导致城

市环境的恶化，还加剧了全球变暖及其他环境问题。然

而，海绵城市建设通过保留和恢复湿地、建设绿色景

观、增加绿化覆盖率等措施，使得城市环境更加美丽宜

居，同时还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改善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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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此外，海绵城市建设还能够提供更多的生态系统服

务，如雨水过滤、水质净化等，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健

康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传统的城市建设往往以经济增长

为最高目标，而忽视了城市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保

护。相反，海绵城市建设强调在城市发展中要平衡人、

地、水、环境等要素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通过科学规划、高效管理和低

碳技术的应用，海绵城市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城市资源

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降低生活成本，推动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将自然系统与城市系统有机结

合，使得市政给排水设计更加灵活和创新。传统的给排

水设计往往忽视了城市规划中的水资源循环，导致了水

资源浪费和水污染等问题的产生。而海绵城市建设的核

心是将降雨水通过自然的滞留、渗透等方式回归到地下

水体中，形成城市自给自足的水资源循环系统。在市政

给排水设计中，可以将这一理念运用到雨水收集、蓄滞

洪、废水处理等环节，达到节约水资源、减少洪涝灾害

和提高水环境质量的目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

排水设计中能够提供更好的水资源管理与治理方式，海

绵城市倡导城市水资源的综合管理，通过绿地、湿地、

河道等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实现对水资源的经

济利用和环境保护。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可以将这一

理念应用到雨水径流的拦截与调节、污水处理与回用等

方面，减少水污染的排放，保护水环境的良好状态。同

时，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还可以

利用雨水收集和储存技术，提供城市用水的替代水源，

增加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

排水设计中能够提升城市的抵御灾害的能力，传统的给

排水设计往往无法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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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1]。而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通过合理规划和设计雨

水的收集和排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洪水的生成和

发展。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可以运用虚拟水池、绿色

屋顶、雨水花园等手段，将城市中的雨水重新分配和利

用，减少雨水径流的压力，提高城市的排水能力。

3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要点

3.1  雨水管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排水系统面临着越来

越大的挑战。传统的排水方式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雨

水径流导致的城市内涝、雨污水混接等。因此，海绵城

市建设理念应运而生，通过将雨水资源纳入城市规划和

设计中，采取一系列的雨水管理措施，来减少雨水对城

市排水系统的冲击，实现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市政

给排水设计中应加强雨水收集和储存措施，传统排水系

统仅仅将雨水迅速排走，导致雨水资源的浪费。而海绵

城市建设则提倡通过建设雨水花园、雨水湿地等设施，

将雨水收集起来，进行储存和处理。这样不仅可以减少

雨水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冲击，还可以为城市提供水资源

储备。海绵城市建设中注重雨水的再利用，传统的排水

系统将雨水排走后往往被混入污水系统中，造成了不必

要的资源浪费。而海绵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建设雨水回用

系统，将雨水进行二次利用，比如用于植物灌溉、景观

供水等[2]。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城市对自来水的需求，还可

以减少排水系统运行的负荷。此外，海绵城市建设还强

调生态保护和环境友好。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应采取

生态工程措施，如建设湿地、河流整治等，提高城市的

自然水域保留率。同时，适当调整建筑物的设计，增加

绿化覆盖面积，减少地表渗透不畅导致的水患。

3.2  绿地设计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要点

是通过绿地设计来实现的。绿地设计的目标是增加绿地

覆盖面积，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和雨水的滞留时间，从

而减少径流量的产生。通过增加绿地覆盖面积，可以有

效地减轻城市在降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径流量，从而降

低城市排水系统的负荷。在绿地设计中，可以设置截留

设施和雨水渗透系统来促进雨水的渗透和自然蓄水。截

留设施可以将雨水截留在绿地中，防止其直接流入排水

系统中，从而减少排水系统的负荷。同时，截留设施还

可以用来收集雨水并利用其进行灌溉或其他用途，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雨水渗透系统是一种将雨水引导到

地下层的系统，通过渗透到土壤中，实现雨水的自然蓄

水。这样可以使雨水更好地利用土壤的保水能力，减轻

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同时，雨水渗透系统还可以促进

土壤的更新和水质的净化，提高城市环境的质量。

3.3  路面排水设计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是指以海绵为概念进行城市规划

和设计，实现雨水的自然渗透和蓄存，减轻城市排水压

力，改善水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在市政给排水设计

中，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应用非常重要。在路面排水设

计方面，可以采用透水材料、透水砖或透水混凝土等材

料进行道路、人行道和广场的铺设。相比传统的硬质路

面，透水材料可以增加雨水的渗透能力，使雨水更容易

渗透到地下，减缓了雨水径流的压力[3]。这样不仅能够提

高城市的排水能力，并且可以防止污水的积水和浸润。

通过合理的横纵坡度的设计，可以使雨水沿着自然流动

路径慢慢渗透到土壤中。横向坡度的设计可以确定雨水

流向，并且分散雨水的流动速度，减少了集中排放的冲

击力，提高了雨水的渗透能力。纵向坡度的设计可以通

过坡度的改变达到雨水缓慢渗透的效果，使雨水能够更

好地渗透到土壤中，增加土壤的含水量。另外，还可以

在路面排水设计中加入雨水花园、雨水湿地等绿色景观

设施。这些绿色景观设施可以起到蓄水和净化雨水的作

用，增加城市的生态功能。在雨水花园和雨水湿地中，

可以种植各种植物，利用植物的自然吸水能力，增强土壤

的保水能力，提高雨水的渗透率。同时，植物的根系能够

吸收并净化雨水中的污染物，减少水体受到的污染。

3.4  建筑物设计
海绵城市是指以海绵为象征，通过模拟自然的水循

环方式来处理降水的城市。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在市政

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对于提高城市的环境生态、改

善水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筑物设计中，设计

人员应按照以下几个要点来考虑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应

用。建筑物的设计要考虑降雨和污水的管理，传统的市

政给排水系统将雨水和污水分开，导致大量的雨水直接

排放到河流及海洋中，增加了城市的洪涝风险和水环境

的污染。而在海绵城市中，设计人员要采取一系列的措

施，如建设绿色屋顶、雨水收集设备和生态河道等，将

雨水引导到合适的地点进行处理或回用，以达到降低洪

涝风险和保护水环境的目的。绿色屋顶是海绵城市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屋顶大多为灰色的混凝土或瓦

片，无法吸收雨水，导致水资源的浪费。而绿色屋顶采

用植物覆盖，可以吸收雨水，并通过蓄水层和植物的蒸

腾作用将雨水释放到大气中，起到降温、净化空气和增

加城市绿化的作用。雨水收集设备也是海绵城市建设的

重要手段，通过设置雨水收集设备，可以将雨水收集起

来，用于灌溉、消防或其他非饮用用途。雨水的回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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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仅可以节约水资源，还可以降低城市的水负荷，

减少排污。生态河道的建设对于海绵城市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传统的河道大多是用混凝土或石头堆砌而成，没

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4]。而生态河道是利用植物、土

壤和微生物等生态因素来治理水体的河道，可以提高水

质，减缓洪水的发生，增加城市的生态景观价值。

3.5  水体管理
水体管理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的

城市规划往往将水体作为障碍物或排水通道对待，导致

水质恶化和洪涝频发。而海绵城市的思想是将水体纳入

城市规划的核心，通过合理规划和建设湖泊、水道、水

域和湿地，提高城市水体的自净能力和水质保护能力。

污水处理和雨水管理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在传

统的城市设计中，污水和雨水往往是分开处理的，导致

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而海绵城市倡导将污水和雨水一

并考虑，通过人工湿地和生物滞留池等设施，对城市污

水和雨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处理。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还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水资源，实现水

资源的循环利用。此外，海绵城市建设还注重雨水的协

调管理。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雨洪的

蓄滞和排放问题，避免造成土地沉降、地表塌陷等问

题。通过合理规划和建设雨水花园、透水铺地等设施，

有效降低雨洪对城市的影响，提高城市的抗洪能力。海

绵城市建设还强调城市的生态功能，通过合理规划和建

设湿地、绿地和景观水体等，可以提供良好的生态环

境，促进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气候环境，并提高居民

的生活质量。此外，海绵城市建设还可以提供就业机

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3.6  灾害风险管理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要点

是灾害风险管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极端

天气事件如洪水和暴雨频发，给城市的给排水系统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在给排水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中，

考虑到这些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成为了海绵城市建设

中的重要内容。灾害风险管理需要采用过流渠、防洪设

施和排水管网优化等措施来减少城市内涝和水灾风险。

过流渠的设置可以引导洪水流入指定区域，减轻城市的

洪涝灾害。同时，防洪设施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包

括堤坝、挡水墙等，以阻止洪水进入城市。此外，排水

管网的优化也是重要的一环，通过合理设置管道和检修

井，以及加强排水管网的清理和维护，可以有效减少城

市的内涝问题。亦需注意的是，在给排水系统的设计

中，要考虑到城市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同地区的地势起

伏和自然河道的分布情况会对排水系统的设计产生影

响。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灵活调整给排水

系统的布局，以实现最佳的排水效果[5]。除了灾害风险

管理外，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还强调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给排水系统设计中，要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减少城市

的自来水使用量。可以通过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和地下水

补给系统，将雨水收集起来用于绿化和冲洗公共区域，

以减少自来水的使用。此外，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还强调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通过合理的绿地规划和湿地保

护，可以增强城市的自然环境稳定性，降低城市的温度

和噪音。同时，合理的植被设计和湿地建设也有助于水

的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结语：应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市政给排水设计可

以优化水资源利用、保护水环境、减少洪涝灾害风险，

提高城市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通过综合考虑自然和人

工系统的相互作用，实现城市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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