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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海绵建设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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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海绵城市，统筹发挥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有效控制雨水径流，有利于修复城市水生态、

涵养水资源，增强城市防涝能力，扩大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此基础

上，基于实际创新产品及技术转化应用的海绵城市项目研究，成为海绵城市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从而为类似项目提供

一定的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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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建设海绵城市的背景下，本文在详细研究了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0月印发的《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的基础上，结合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实际案例，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和应用，并在实际施工建设过程

中对已有成果进一步深化、完善和补充，并对今后的相关工作起到借鉴作用。

1 目标

根据对实际项目基址现状的深入调查，合理划分控制单元以及子项目的径流总量控制率；在深入调查、合理管控

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得出片区水安全、水环境的优化策略；最终得出一套完整的包括地块低影响开发方案在内的，

控制单元优化、有效疏解和利用地表径流的一系列片区海绵化提升改造方案。

旨在研究海绵城市项目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结合原有建筑空间形态、结构体系、市政给排水系统及园林绿化系统相

关技术手段，创新采用新产品新形式的建设手法，为海绵城市施工建设提供新思路及相关技术支撑。分为基于市政排水系

统海绵修复方式的新产品应用、新型生态调蓄停车位的研究和基于湿陷性黄土地区彩色压膜艺术路面的形式研究三部分。

2 市政排水系统海绵修复方式的产品应用技术

在老旧小区海绵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雨污水合流现象，路面雨水会混合着泥沙和异物流向污水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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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小区内的排水管网多数建设年代久远，当降雨量较大时，异物和泥沙会堵塞排水管网，使路面存有较多积水。

为避免小区内严重积水，此时需采用人力疏通排水管网，而一般的疏通装置都没有很好的着力点，所以疏通时费时费

力，且疏通时若工具使用不当，则会出现管网破损等问题，无形中增加了工程量[1]。因此在工程实践过程中，项目设

计人员创新性的发明了一种下水井疏通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如图1）与现有技术相比，该装置的效果是：通过

给第一固定环加装第一弧形块、第二弧形块、转动环和滑槽，实现了半弧板可以支撑在下水井内壁的效果，达到了为

本装置提供着力点的目的；通过给第二固定环加装内螺纹环和疏通螺杆，实现了通过转动疏通螺杆，使疏通螺杆向下

疏通堵塞物的效果，达到了使用本装置疏通时更省时省力的目的，避免了管道破损等问题。

（1第一固定环、2第二固定环、3固定杆、4内螺纹环、5疏通螺杆、6疏通头、7第三固定环、8滑槽、9转动环、10把手、11螺纹通

孔、12固定螺杆、13第一弧形块、14滑块、15半弧板、16弹簧绳、17第二弧形块、18螺旋刀片、19防滑纹）

图1 下水井疏通装置

3 新型生态调蓄停车位

生态停车位是海绵城市项目建设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绿色低影响设施，通常会根据所在区域的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

面层铺装及结构处理技术。传统的生态停车位多以普通植草砖铺装而成，下层结构形式多由混凝土组成，不能起到有

效的透水渗水功能。在项目调研实施初期，我们发现很多老旧小区存在没有停车位、没有绿地等问题，较难实现海绵

城市建设改造，因此设计人员根据现场勘测实际情况，设计出全新的生态停车位系统，解决了居民亟需停车位及绿色

活动场地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小区环境，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新型生态停车位的特点是创新性的增加了蓄水调蓄功能，将无绿地小区场地内的径流通过竖向高程的改变，导入

生态停车位区域，通过生态停车位的特有结构形式，净化过滤雨水后，将这部分径流汇入蓄水模块中重复利用，有

效的减轻了径流直接进入市政排水管网对管网造成的压力。同时这部分可重复使用的蓄水可用于居民洗车、绿化灌溉

等，节约了水资源，起到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经过实践及后期追踪回访，居民对生态停车位起到的实际效果非常

满意，可在后续项目中推广应用，生态停车位做法详图如图2显示。

图2 生态停车位做法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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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彩色压膜艺术路面

海绵城市建设中，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很重要的一项设计即为对小区路面的翻新改造。在对老旧小区的现状调

研中，设计人员发现很多小区的路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造成了大量的积水无法及时排出的问题[2]。根据路面的破

损程度不同，采取的改造方式主要有局部破损修复及路面整体翻新两种形式。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翻新路面

除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外，应需注重美观等问题，因此在设计时设计人员研究出多种路面铺装形式，保证了铺装形式

的新颖性、创新性。

在此次的项目中，有部分小区存在停车位、车行道路与人行道路混行的问题，在无法改变其空间形式的情况下，设

计人员设计出同时满足车行人行且较为美观的路面铺装形式，即彩色压膜艺术路面。（如下图3图4）彩色压膜艺术路面

可根据小区的整体环境色彩，选择不同颜色的表面材质及花纹图案，极大的丰富了小区景观环境，满足了居民需求。

图3 彩色压膜艺术路面

图4 彩色压膜艺术路面

5 转化应用效益分析

转化应用方式

本文研究将进行业务化转换，依托我院的技术研究，将其应用于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在前述论述的指导下，结合

西宁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改造和应用，使其对西部干旱及湿陷性黄土地区海绵化城市建设具有科学指导意义，成

为其主要的建设依据和指导思路。

应用示范依托工程情况

本次转化应用的项目为我院在西宁的《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第十一分区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一标

段》、《青海广播电视大学、西宁市财政家属院、交通医院家属院、海西州工商银行家属院海绵化改造项目-EPC设计

施工总承包》等项目。

市场分析

2015年4月以来，国家先后公布两批共30个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重点是要解决城市建设中的水环

境、水生态和内涝问题。根据《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央对试点城市考核的时间表是5-10年，按照

目前国家对海绵城市的建设规划，到203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的

目标要求，海绵城市建设只是刚刚开始，仍大有可为[3]。

海绵城市并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海绵城市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目前的海绵城市试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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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生态水利和国土海绵系统建设是根本出路。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海绵城市建设是机遇也是挑战。

转化应用效益

本文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依托课题研究，结合实际项目建设应用，对城市排水系统建设修复提出了新方法，为市政道路建设提供了新思

路，对现有停车位结构进行了全新升级处理，铸造了高原门户城市的特色景观风貌，完善了干旱缺水型城市的园林绿

化雨水资源利用体系，满足了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6 结束语

本研究将成为我院今后开展西部地区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设计项目的基础。本文相关研究方向与技术可以有效提升

我院服务社会能力，符合国家、行业、市场和我院发展需求。通过本研究的实施，可以切实提高我院在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中的设计实力，为我院在海绵城市建设领域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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