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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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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海绵城市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强调通过模仿自然水循环过程，实现雨水的“透水、

滞留、净化和利用”。本文探讨了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分析了其在雨水收集与利用、防洪排

涝、水体净化、水景设计以及城市绿地设计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通过具体案例和理论分析，本文旨在为推动城市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市政给排水系统的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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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城市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

洪涝灾害频发的严峻挑战，传统市政给排水系统已显力

不从心。海绵城市理念的应运而生，为城市水资源管理

和给排水系统优化带来了全新视角。本文深入探究海绵

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实践，剖析其在提

升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等方面

的独特作用与显著优势，旨在为城市水资源的科学管理

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的探索与参考。

1��海绵城市理念概述

海绵城市理念是一种创新的城市发展规划思路，它

核心在于倡导城市应如同自然界中的海绵一般，具备强

大的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功能，并在适当时机将蓄

存的水资源释放出来，以供城市各项需求之用。这一理

念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通过模仿并优

化自然界的水循环过程，实现了雨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科学管理。在海绵城市理念的指导下，城市不再只是简

单地排斥雨水，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加以

充分利用。通过构建一系列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生态

湿地等设施，城市在降雨时能够迅速吸收并蓄存大量雨

水，有效减少地表径流，降低城市内涝的风险。同时，这

些设施还能对雨水进行自然净化，提高水质，为城市提供

清洁水源。此外，海绵城市理念还强调在干旱或用水高峰

时段，将蓄存的水资源释放出来，满足城市灌溉、冲洗、

景观补水等多种需求，从而提高城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种灵活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不仅有助于缓解城市水资源

短缺问题，还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构建绿色、生

态、宜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无

疑为现代城市的水资源管理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1]。

2��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

2.1  雨水收集与利用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首先且

显著地体现在雨水收集与利用方面。具体而言，城市规

划者会精心设计雨水收集系统，这一系统通常包括雨水

口、雨水管道、蓄水池等组成部分，确保降雨时能够高

效、有序地收集雨水。收集到的雨水经处理后，可被广

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例如，灌溉城市绿地，为植物提供

生长所需的水分；或补充生态湿地的水量，维护湿地生

态系统的稳定；还可以注入景观水体，增添城市的水景魅

力。通过雨水收集与利用，不仅能够有效减轻城市自来水

供应压力，还能充分实现雨水的资源化利用，促进水资

源的可持续循环，为构建节水型城市贡献重要力量。

2.2  防洪排涝
2.2.1  透水铺装与透水砖的应用
透水铺装和透水砖，作为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

水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正逐渐改变着城市的“肌肤”。

传统的城市道路和铺装材料往往密不透风，雨水无法有

效渗透，导致路面积水严重，加剧了城市的排水压力。

而透水铺装和透水砖则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它们能够让

雨水迅速渗透到地下，有效减少路面积水，降低城市内

涝的风险。透水铺装不仅促进雨水的快速渗透，还兼顾

了行人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通过采用特殊结构的铺装材

料和施工技术，确保路面在保持透水性的同时，也能提

供足够的承载力和抗滑性。此外，透水砖以其多样的形

状、颜色和纹理，也能为城市景观增添更多的可能性和

趣味性。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应大力推广透水铺装和

透水砖的应用，让城市的每一寸“肌肤”都能成为雨水

的自然渗透通道[2]。

2.2.2  绿地与绿色屋顶的构建
绿地和绿色屋顶是海绵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

在防洪排涝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绿地能够吸收和

滞留雨水，减少地表径流，有效缓解城市的排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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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绿地的布局和分布，

确保绿地能够均匀地覆盖城市的各个角落，形成连续的

绿色网络。绿色屋顶则是一种将绿化与建筑相结合的创

新设计，通过在屋顶种植植被，绿色屋顶不仅能够吸收

雨水，还能提供保温隔热、减少噪音等生态服务功能。

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应鼓励和支持绿色屋顶的建设，

特别是在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等人口密集区域，绿

色屋顶的应用将大大提升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

2.2.3  蓄滞洪池的设计
蓄滞洪池是海绵城市理念在防洪排涝方面的又一重

要应用。通过设计合理的蓄滞洪池，能够在暴雨时有效

储存雨水，缓解城市的排涝压力。蓄滞洪池的设计应充

分考虑其容量、位置、进出口设置等因素，确保其在发

挥蓄洪功能的同时，也能与城市景观相协调。在市政给

排水设计中，应将蓄滞洪池纳入城市排水系统的整体规

划之中，形成蓄、排、用相结合的雨水管理体系。通过

蓄滞洪池的调节和蓄存作用，可以降低城市洪涝灾害的

风险，保障城市在降雨时的安全。

2.2.4  防洪排涝系统的优化
在海绵城市理念指导下，对现有防洪排涝系统进行

优化是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的关键。优化措施包括增

加透水设施、改造排水管道、完善排水网络等。通过

增加透水设施，如透水铺装、透水砖等，可以提高雨水

的自然渗透能力；通过改造排水管道，可以提高排水系

统的通畅性和排水效率；通过完善排水网络，可以确保

雨水能够迅速、有序地排出城市。在优化防洪排涝系统

的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城市的地形、气候、水文等自

然条件，以及城市的发展规划和人口分布等社会因素。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构建出既符合海绵城市理

念，又适应城市实际需求的防洪排涝系统，为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3  水体净化
2.3.1  生态湿地的构建
生态湿地，作为海绵城市理念在水体净化方面的重

要应用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其自然的净化能力。湿

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拥有强大的生态功能，能够

通过湿地植物的吸附、过滤作用，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污

染物，提高水质。在构建生态湿地时，我们首先要选择

适宜的地点，通常是在城市的边缘或低洼地带，这些地

方既有利于湿地的形成，又能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干

扰。接着，我们要精心挑选湿地植物，这些植物不仅要

具有强大的净化能力，还要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确

保湿地的生态稳定。通过构建生态湿地，我们不仅能够

净化水质，还能增加城市的绿地面积，提升城市的生态

环境质量[3]。

2.3.2  自然池塘的设计
自然池塘是海绵城市中的另一重要水体净化设施。

与传统的混凝土池塘不同，自然池塘更加注重生态性和

自然性，它模拟了自然界的池塘生态系统，通过设计合

理的池塘结构，利用池塘中的水生植物和微生物对污水

进行净化处理。水生植物，如荷花、芦苇等，不仅能够

美化环境，还能吸收水中的营养物质，抑制藻类的过度

生长，防止水体富营养化。而微生物则能够分解有机物

质，进一步净化水质。在设计自然池塘时，我们要充分

考虑其生态功能和水体净化效果，确保池塘的水质能够

达到预期的净化标准。同时，我们还要注重池塘的景观

设计，使其成为城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3.3  污水与雨水分流处理
在海绵城市理念指导下，实现污水和雨水的分流处

理是水体净化的重要一环。传统的城市排水系统往往将

污水和雨水混合排放，这不仅增加了污水处理厂的负

担，还可能导致污水对自然水体的污染。因此，我们需

要构建独立的污水和雨水收集系统，将污水和雨水分开

处理。污水经过处理后可以达到排放标准或再利用标

准，而雨水则可以直接排入自然水体或用于城市绿化等

用途。通过污水和雨水的分流处理，我们可以减少污水

对自然水体的污染，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3.4  水体净化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绵城市理念的深入实践，水体

净化技术也在不断创新与应用。传统的水体净化技术往

往存在处理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城市

对水体净化的高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新型净化材

料和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水体净化效果。例如，我们

可以利用高效吸附材料来去除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和有机

污染物；通过生物滤池技术来利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净

化水质；还可以采用膜分离技术来实现水的高效净化和

回用。这些新型净化材料和技术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

了水体净化的效率和质量，还降低了处理成本，为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4]。

2.4  水景设计与城市绿地规划
2.4.1  人工湖泊与雨水花园的设计
（1）人工湖泊和雨水花园，作为海绵城市理念在水

景设计中的重要应用，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更提升了

城市的生态功能。人工湖泊的设计，不仅仅是挖一个

坑、蓄一池水那么简单。它需要综合考虑湖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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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大小、水深以及湖岸线的处理等多方面因素。湖

泊应尽可能地融入周边的自然环境，与城市的整体景观

相协调。湖岸线的设计可以采用自然式或规则式，根据

城市的风格和定位来选择。湖泊中的水生植物也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不仅能够净化水质，还能为湖泊增

添生机和活力，吸引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栖息，形成一

个小型的生态系统。（2）雨水花园则是利用地形的自然
起伏和植物的吸水、蓄水能力，将雨水收集并净化的一

种创新设计。在设计中，需要精心选择具有强大吸水能

力的植物，如芦苇、鸢尾等，它们能够有效地吸收和储

存雨水，减少地表径流。同时，雨水花园的土壤也需要

特殊处理，选择透水性好的土壤，以确保雨水能够迅速

渗透到地下。雨水花园不仅可以缓解城市的排水压力，

还能为城市增添一抹绿色，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通过将人工湖泊与雨水花园相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完整

的水循环系统，既美化了城市环境，又提升了城市的生

态功能。

2.4.2  绿地布局与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
（1）在海绵城市理念指导下，城市绿地布局的合理

规划显得尤为重要。绿地作为城市中的“肺”，不仅能

够调节气温、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还能为城市居民提

供休闲和娱乐的场所。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应充分考

虑绿地的布局和分布，确保绿地能够均匀地覆盖城市的

各个角落。（2）增加绿地面积是提升城市生态服务功能
的关键措施之一。可以通过建设公园、绿地、街头巷尾的

绿化带等方式，增加城市的绿地面积。同时，优化绿地结

构也是提高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设置

不同类型的绿地，如乔木林、灌木丛、草坪等，形成多层

次的绿地结构，提高绿地的生态多样性。这样的绿地结

构不仅能够更好地发挥绿地的生态功能，还能为城市生

物提供栖息和繁衍的场所，维护城市的生态平衡[5]。

2.4.3  水景设计与城市文化的融合
水景设计不应仅仅停留在美观和实用的层面，更应

与城市文化相融合，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水景景

观。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元

素，这些元素可以成为水景设计的灵感来源。在挖掘城

市历史文化内涵方面，可以通过研究城市的历史沿革、

传说故事、民俗风情等，将其融入水景设计中。例如，

可以在湖泊边设置具有地方特色的雕塑或纪念碑，讲述

城市的历史故事；或者通过水幕电影等形式，展示城市

的文化底蕴。在融入地域特色元素方面，可以充分利用

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如山水、植物、建筑等，

将其与水景设计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水景景

观。通过将城市文化与水景设计相融合，不仅可以打造

出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水景景观，还能增强城市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这样的水景景观不仅能够成为城市的名

片，吸引游客前来观赏，还能成为城市居民的精神寄托

和文化自豪感的源泉。因此，在水景设计中，应充分挖

掘和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元素，将其与

水景设计相结合，共同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水景

景观。

结语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展现了

其广阔的前景与深远的现实意义。这一理念不仅促进了

城市水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还推动了市政给排水

系统的全面优化与升级。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海绵城

市理念的持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更多富

有创意和实用性的应用成果应运而生。这些成果将进一

步提升城市水资源管理的科学性，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为构建绿色、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提

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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