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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应用

王 鹏*

山东硕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250014

摘� 要：在我们的城市化迅速发展与各种生态环境恶化日渐突出的当下，改变逢雨必涝，缓解水资源缺乏等等这

些困境，更好的营造健康、充沛、绿色的水环境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利用自然排水雨洪管理

系统提出的——海绵城市，是为生态平衡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也就是让城市更加贴近自然生态系统，不像传统的城

市，自然为人类服务，在这个系统里面，提倡的是自然和城市能够相互服务，甚至是城市为自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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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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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等原则，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

相结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

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应统筹自然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系统性，协调给水、排水等水循

环利用各环节。

一、海绵城市理念内涵以及建设意义

2012年4月，在《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坛》中，"海绵城市"概念首次提出；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

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而《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

水系统构建（试行）》以及仇保兴发表的《海绵城市（LID）的内涵、途径与展望》则对"海绵城市"的概念给出了明

确的定义，即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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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1]

构建“海绵城市”，即把城市建造成弹性的“海绵体”，降雨时载体进行蓄水，缺水时载体中的水就会被“挤”

出来供给城市居民生活以及兴利工程建设。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考虑，首先，传统的排水机制采用的是管道快排

的方式，以雨水排得越快越多为目标，并没有对这部分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浪费了水能量，而且增大了城市排水

压力。其次，使用蓄水池将洪水储蓄起来，虽然节约了水资源，但长时间使用蓄水池，其内的水体循环流动性较弱，

导致水质变差。此外，修建蓄水池时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材料，对生态环境会造成破坏，而且这一系列的管道排水、

蓄水池修建过程中人类的参与程度极大，打破了自然界自身的水体循环规律。如果采用自然界的“海绵”将水资源进

行储存可大大缓解这些影响，因此构建“海绵城市”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建设海绵城市，首先要扭转观念。传统城市建设模式，处处是硬化路面。每逢大雨，主要依靠管渠、泵站等"灰

色"设施来排水，以"快速排除"和"末端集中"控制为主要规划设计理念，往往造成逢雨必涝，旱涝急转。根据《海绵城

市建设技术指南》，城市建设将强调优先利用植草沟、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绿色"措施来组织排水，以"慢排缓释

"和"源头分散"控制为主要规划设计理念。

二、海绵城市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主要应用

1.  建筑中的应用

雨水模块雨水滞留矩阵可以方便容易安装在任何工程项目中，相对于混凝土建造的水池，不使用地基、砖、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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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管等。不仅施工工期短，而且建造成本低康。滞留矩阵包裹在一个耐用、高强度的防水层里、坚固、耐用。雨

水模块雨水滞留矩阵创建所需的存储空间，暴雨时雨水流入存储箱内，待雨洪过后，在排到制定的雨水排放口。减轻

城市雨水管网暴雨时的排放压力。

2.  道路中的应用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道路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中的建设

比重很大。而在市政道路工程中应用海绵城市的理念可以通过对雨水的渗、滞、净、排”四个方面来实现。具体来说

就是可以通过提高路面的雨水渗透功能来提高雨水的排放效率，同时实现对地下水的补充等。在市政道路中运用海绵

城市理念需要合理地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方式的选择，但总体来说，利用好透水的铺装材料可以在提高城市雨水

渗透、收集和利用的效率的同时保障道路的使用安全性，同时还能有效节省资源，实现环保的目的。另外，我们在对

路面进行排水施工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绿化植被的作用。由于道路雨水的排放关系到整个道路路基的稳定性和路面的

完整性，因此必须重视雨水的排放，避免雨水积蓄对路基和路面产生的负面影响，依据当地雨水质量和当地水分布情

况来分布绿化带植物，选择耐污染、耐淹、耐盐等比较强能力的乡土植物。从而保护道路具体作用的发挥及人们出行

的安全性。[2]

3.  湿地中的应用

“海绵城市”理念对湿地的利用是在保护原有湿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建造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可以使湿地周围的

土壤孔隙度和含水量增加，并对底部进行透水处理，可以很好的达到地表水向地下的下渗功能。湿地公园中通常以水

生植物作为主要植物，一般选用茎叶发达的植物以阻挡泥沙，采用根系发达的植物用于吸收水中污染物，且尽量以当

地植物为主，外来植物为辅防止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大多种植的是香蒲、麝草、芦苇及美人蕉等。湿地的主要影响

因素有湿地蓄滞洪水量、湿地补水难度系数、湿地水体更新难度系数、湿地生态需水量等[3]。

4.  城市景观中的应用

为使用者提供自给自足的供水方式，减少抽取地下水的需要，减少城市水土流失，提供矿物质含量低的软水，减

少对市政水的依赖，达到局部水平衡，收集屋顶雨水系统建造运行维护容易。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雨水花园能够为

昆虫与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能够有效地去除径流中的悬浮颗粒、有机污染物以及重金属离子、病原体等有害物

质，有效净化雨水。雨水花园的建造成本较低，且维护与管理比草坪简单。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调节环境中空气的湿

度与温度，改善气候环境。与传统的草坪景观相比，雨水花园能够给人以新的景观感知与视觉感受。

三、海绵城市未来展望

1.  实际应用

1）与城市规划结合，构建“海绵城市”主要是用来调节水资源，如将城市防洪与海绵城市结合起来，则会大大

减轻城市防洪压力，增大水资源利用率。但是如若通过各海绵载体的蓄水缓解城市洪涝，载体蓄水的时间大多滞后于

最大洪峰流量到来的时间，因此“海绵城市”理念解决洪水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2) 与低碳发电或太阳能、风

能、潮汐能等能量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利用，将已收集到的水资源能量用来发电，或利用太阳能传送装置运输水资源

等，这些都有助于城市工业化发展。3) 与水土保持相结合，进行监测，通过研究构建“海绵城市”前后当地水土流失

指标量，分析“海绵城市”建设的可行性。

2.  研究展望

在建筑载体中，有部分学者从房屋结构形式方面研究了适宜种植的植物种类，如果能进一步结合气候、温度等条

件的差异性，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北方寒冷地区屋顶绿化的问题。对于屋顶绿化参数方面，大部分学者仅从滞留率、储

水量方面研究，而对于植物种植深度与土壤厚度的最优化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参数指标。

在道路载体中，除了对渗透率、渗透系数、储存率等参数进行理论计算以外，还可通过物理模型实验或软件数值

模拟的方式，将这些新型透水材料的土料百分比、抗温、抗裂、拉应力、回弹力以及荷载承载力等相应参数进行指标

量化[4]。另外，目前一些城市的渗透路面是通过扩大内部孔隙率来实现的，随着孔隙率的扩大，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孔隙堵塞的问题，因此如何进行良好的运营维护，以最大化实现其经济效益又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湿地载体中，湿地水质有待进一步优化，例如牙买加海湾湿地通常会吸引很多候鸟栖息，与此同时也会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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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虫、蚊子等传染性害虫。湿地植物品种较为单一，目前只有中国和爪哇国的部分地区采用粮食作物在湿地上种植，

若通过杂交等方式，将普通粮食作物品种改良成湿地种植品种，不仅能改善城市水资源问题，而且对改善粮食短缺问

题也起到重大作用。

目前，对于“海绵城市”的数值模拟研究仅有部分学者利用SWMM 软件，MIKE UＲBAN 软件，GIS 软件针对

个别某一个指标参数进行模拟，无论从软件种类还是研究内容方面都远远不足。当今时代是数据时代，对于“海绵城

市”的建设也应与云计算、大数据或数值模拟等现代化软件结合起来，构建一套属于“海绵城市”的数据结构体系。

结语：

针对当前城市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应该对自然界中的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应用。海绵城市理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这个目的，有效的解决了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缓解了城市的洪涝灾害。本文首先分析了海绵城市理念的内涵

和建设意义，然后重点分析了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建设中的主要应用，最后对海绵城市的未来展望进行了分析，希望

可以促进海绵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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