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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方法探讨

席博洋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西藏分院 四川 成都 610011

摘 要：海绵城市是一个新型的城市化开发模式，强调要加强对城市规划的发展规划控制，充分发挥房屋、街道

和绿地等对降雨的吸收功能，有效控制城市地表水源，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雨水在城市地区的积累、渗漏与净化。但海

绵城市在中国的总体发展还处在起步摸索阶段，其建设方式、施工要求以及管护办法等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海绵城市

的发展重点在对城市降水、土地情况、水污染现状等重要信息的把握，但由于在信息技术等方面目前还相对落后，所

以迫切需要进行大量相关数据的调研以支持海绵城市的建立，同时也因为海绵城市建立的源头大多集中在城市土地与

交通内部，所以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方法和表达也变得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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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对城市规划饮用水问题进行研究时认为，

现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出现的饮用水问题仅仅采取常规的

解决手段是完全不足的，在这些前提下还必须对我们自

身面临的饮用水问题采取新的方法进行处理，使得我国

城市规划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提炼出"海绵城市"这个理论，结合现实探索及城市建设
应用，发现"海绵城市"理论的实施对未来的城市规划及建
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思想

体系，所以，在研究如何把海绵城市概念和各级设计方

案相结合，特别是研究基于海绵城市概念的都市计划方

案是必要的。

1 海绵城市概述

海绵城市像海绵一般，在适应自然灾害、适应环境

变迁等方面都具备完善的调控能力，重点缓解了城市内

涝和城市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了饮用水源、城市污

水、生态用水、自然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等环境保护

和开发合理利用，并充分考虑自然资源、水环境保护、

水生态、水资源安全，以实现社会上天然水循环能和天

然水资源循环系统的互相贯通。海绵城市工程的实质上

是对城市自然资源和水环境的整治，当海绵城市概念运

用到城市化实施的进程中后，就必须把城市自然资源环

境保护工作置于首位。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在不断

扩大，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产条件带来了

一定的改变，雨季大量雨水污染将危害我们的日常生

活，所以城市化建设的前提就是建设合理的城市给排水

设施，利用人工与天然的共同融合使城市里的积水合理

地排放，让城市在汇集降雨与净化雨水的过程中更大程

度地运用了海绵城市理论，降雨水得以良好的使用，同

时保护了人们的栖息环境。海绵城市的设计与施工过程

中，能使城市水体、土壤和地下水之间的循环过程更加

和谐，更好发挥作用的水循环[1]。

2 海绵城市理念的作用

海绵理念的作用在城市规划中主要体现为四个方

面：一是为了在城市规划的进程中进行标准化施工、遵

守法律规定，加紧对自然环境的维护工作，注重于对自

然资源、生态资源、绿地资源的维护，一定程度地恢复

了原始生态系统的生命力，并降低了其遭到毁坏的概率;
二是，城市的水体与生态环境在海绵理念的作用下都获

得了修复，在城市规划的不断发展中，积极应用了先进

的水处理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适时而合理地改变

了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实际出现的水生态状况，以提高

了城市规划水生态的修复速度；三是应该在对城市规划

的设计中注意建设水污染处理设备，除此之外，还要提

升地下管道的排水运载功能，以便在遇到大雨灾害的时

候，可以降低地面水流量等，继而，对城市中即将到来

的汛期内涝进行了及时预警;四是在进行城市规划发展时
坚持海绵理念，以减少削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解决了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严重侵蚀城市生

态土地的现象，通过增加了城市绿化覆盖面，并合理调

控雨水的水流流量，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了城市建设中的

保留生态土地面积，从而减少了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城市

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恶性危害[2]。

3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措施

3.1  确保城市规划设计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想要更好地规划构建海绵城市，就必须注重对城市

交通的整体规划，以保证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首先，从城市交通的整体规
划层面出发，前期必须搜集各种数据及资源，然后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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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研究，然后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特点，比如现有

的天然饮用水规模和最大承受力、未来饮用水的开发等

信息，进而判断海绵城市的未来发展目标，能够从根源

上控制环境污染、内涝等现象，确保城市供水系统的安

全和可靠性。第二，从控制性详细规划角度出发，对县

城的发展规模，必须根据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合理进

行汇水划分，然后才实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针对不同

土地的地质体系和不同的汇水分区，采取了不同的施工

方式，同时合理调节降雨量，并从严把控施工中的容积

率、施工密度、绿化率等主要技术指标。第三，从建设

性详细规划层次出发，必须针对开放地区的地质、水

文、气象等因素加以评价与分析，进而提出具体规划建

设的实施方案。

3.2  重点保护与修复天然海绵体
针对现有的天然海绵体，人们必须引以注意，同时

采取措施加以防护，避免自然海绵体遭到侵害，以达到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防护效果。因此，对于现存的水系自

然资源、草场资源、山地自然资源、森林资源、黄河湿

地自然资源等，这些天然原生态资源都必须受到我们较

好的保护，以实现天然生态平衡。而针对于一些已被严

重损毁的天然海绵体，我们也必须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

施，以对其进行合理的修缮，其保护措施主要包括:一，
由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与法规，规定不得在天然

海绵体的范围内进行违规建设，防止对自然环境的损

害，帮助自然界的海绵体进行自我恢复，以便提高自己

的环境能力和对自然资源的吸收、排放水平。第二，为

保证并实现自然海绵体的生态平衡功能，可通过辅助保

护措施，比如，利用泥沙进行疏导、大量栽种绿植、利

用生态砌岸和生态护坡的方法等多种形式，对天然海绵

体进行了很好的恢复。其三，注重打造建设生态廊道，

以实现"斑块—廊道—基质"的海绵式城市生态理念，实现
不同斑块间的相互联系，同时在河道、湖水、河流之间

产生有机循环，进而使城市海绵体和周围天然的生态环

境之间形成通道走廊，以达到城市对自然生活雨水资源

的有效汇集和循环使用[3]。

3.3  利用外部措施对生态海绵体进行合理建设与改造
假如不是现有的自然海绵体，则应该通过外部手段

加以修建和改造，主要是通过人为的手段，主要措施内

容包括:一，进行人造景观的修建与改造。人们可通过修
建、改装人工花园，以达到人工花园有利于天然降雨的

良好积聚、污水排放等功效，还能够很好的防止山洪等

自然灾害。第二，针对当前城市水体生态系统进行建设

与改善，经过科学合理的改造，才能使得城市水体生态

系统和水网生态立市，达到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从而

达到城市化发展的水体生态平衡，同时发挥了天然水体

的自我调节作用。第三，建立和发展新兴都市住宅，在

保证建筑面积合理性的前提下，努力增加投入建设下沉

型绿地，充分实现了天然雨水的采集、使用的效果。第

四，对我国城市园林绿植的设计与更新，充分运用了生

态海羊城设计的方法(LID)，比如，利用下凹城市绿地、
雨水灌溉、渗透塘等设计方法，以充分实现城市土地养

分均衡。

4 海绵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方法

4.1  坚持生态优先
因此城市发展的基石就在于环境规划，而生态城市

规划则对城市规划建设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所以，在

当前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就必须坚持以生态为优先，

并由此来设计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实施方案，以维护城

市生态为工作重心，更好地实现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整体

规划。总体上说，也就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应该充分明

确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并同时科学合理的来调整经

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如此才可以确保

所设计的方案都科学合理，给城市规划的向前发展带来

支持。与此同时，在保持生态建设的优先过程中，还要

保持城市发展与环保的均衡。在开始进行城市规划设计

工作之前，就必须要熟悉整个城市规划的基本结构格局，

并深入其中来获取数据，通过对整个城市规划信息的收集

和做好设计，使生态城的设计方案更为科学、完善[4]。

4.2  加大城市纵向规划的力度
在施工的设计阶段时，重点对城市规划的基础性

质，竖直走向、水体和绿地等进行研究和评价，并研究

城市规划前后的土壤地表都会现象。减少场地对整个布

局的干扰，同时合理使用水体，根据需要减少干扰，充

分使用原来的场地和水体。评估场地的使用可行性，尽

力减小损失。在发展城市中心研究中，必须改善原来单

纯的研究，对城市中心的水资源条件问题不断创新，增

加研究力量，加强城市供水工作、交通管理，对施工用

地实施交通管制，与雨水管理的研究相结合。若地面上

缺乏充足的条件时，还可选择在下面搭建蓄水设备，或

是使用周围的有利条件处理剩余的降雨，如河道、水塘

等。在较小的县城发展过程中，可规划利用各级城市用

地，或采取对城市道路、绿地等低影响开发，为规划建

设预留了适当土地。

4.3  保护自然环境
为了维护都市的自然环境，我们需要采取合理的手

段进行生态处理，增加绿化率，并提出可持续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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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提高城市居民对能源资源的使用率，节约城市

不可再生资源并降低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在采用密

集装备的领域中，应主动采取调整措施，并尽可能采用

低碳燃料来降低环境污染危害，有效提高环境质量。使

用低碳电力可以降低城市由工业污染带来的环保问题，

并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合理完善城市规

划中的电力系统。城市规划设计人员应将城市规划理论

与城市实际特点融合，同时引入新型的水电传输技术，

在保持城市电力系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提高城市水电

能源传输率以降低能源消耗。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合

理运用现代计算机及网络信息技术，并积极研究可持续

城市发展规划方法，不断提高生态设计方案的实施速

度。针对当前城市中的问题，建筑设计工作者需要合理

设计，提供有效的运输系统，并确保建筑运输系统设计

和施工能够适应都市需要。

4.4  绿化带设计
传统的绿化带设计都是把道路设计为双向的横坡，

排水口布置在马路二旁，可以将雨水直接排泄至雨水管

线内，而绿化带则是凸起的形状，通常高度也要超过路

面的高度。此方案能够有效的推广雨水利用，提升水质

效益。在海绵城市概念下则是设置了沉降的城市绿地，

两边稍高于道路中心的为浅碟状，并在侧石上设有开

口，以使道路上的雨水汇流并进入沉降的城市绿地中，

并以此实现了降雨蓄存、渗透以及排放的主要目的。当

降雨较多，超出了绿地的蓄库容后，剩余的降雨将经由

绿地的溢流设备的导流进入城市雨排放系统内，在提高

城市绿化带土地使用率的同时，可以减少城市中洪涝灾

害的发病率。侧分带应设置溢流装置，如泛滥成灾竖

管、盖篦溢流井以及雨水出口等；侧分带结构层侧面和

底面都要做好防渗的保护措施，以避免径流或雨水下渗

对道路和桥涵结构的强度和安全性产生影响。但要根据

本地气象环境、降雨量多少、雨水分配状况等选用适应

性好，涵养水源好，具有一定抗污染性能、耐ph值的树
种和植被等，从而达到改造自然环境的作用。

4.5  科学设计人工湿地及缓冲区域
在现代城市规划中，湿地工程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

城市绿化，还在于防洪排涝等方面。为提高城市防洪能

力，需要对缓冲区进行合理设计，有效减少城市地表

径流。首先，需满足城市的绿化需求，通过开展草坪、

园林人工和天然湿地的创建工程，不仅满足城市发展的

可持续需求，还可有效净化空气、美化城市景观，并充

分发挥其在控制地表径流方面的积极功能，预防城市内

涝发生。其次，需要特别注意城市绿化空间的开发。目

前常用的城市绿化设施形式有荫道、滨水廊道等，这也

有助于优化城市排洪设计效果。最后，缓冲区地段的合

理化布局对于涵养雨水十分重要。应重视缓冲区内绿植

培育工作，发挥良好的水净化和涵养功能。通过这些措

施，可以显著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在

面对过度降雨时的排涝能力。同时，要把湿地建设列入

城市规划，实施湿地环境保护工作，有效防止人为损

害，并持续发挥湿地在城市防汛排涝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湿地工程不仅为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做出了贡

献，还可以为城市防洪排涝提供绿色的技术支撑。

结束语

综上所述，海绵城市理论的提出是为了适应现代城

市规划发展趋势的要求，这一理论的合理运用也是建立

在众多城市规划经验的基础上。要实现上海羊城工程建

设进度的持续提高，就需要通过整个社区的共同参与，

并贯彻地落实到上海城市规划建设的全过程中，并保证

这一理念可以发挥为提升上海城市水环境保护水平和城

市生态环境的重要功能，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

都市园林绿化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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