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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涝灾害的频繁发生，传统的城市排水体系已经无

法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的出行体验，对居民的日常生活

造成极大的困扰。城市建设需要从建设规划的角度出

发，探究自然气候影响下，城市出现内涝的原因，完善

传统设施的缺点，对内涝造成的危害进行探究。本文就

海绵城市的建设基本思路作为主要原则，将城市建设理

念以及城市内涝问题进行重点分析说明，探讨海绵城市

理念的应用优势。

1 城市内涝原因分析

城市内涝的形成原因*

我国部分区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频繁发生

内涝的情况。目前，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我国季节性大气环流也受到影

响，强对流的天气明显增多，而且我国地域辽阔，位于

亚洲的东南部，以季风气候为主，降水特点为分布不

均，在夏季暴雨气候较多，对城市内涝的特点进行分

析，发现暴雨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全球气候的改变，造

成极端天气的增加，部分区域频繁发生大暴雨以及特大

暴雨，旧城市降水设计以及无法满足目前的降水情况，

很多城市的排水压力增加；且这些城市多位于平原区

域，导致积水更加严重，堆积到城市中，严重威胁居民

的出行安全。

城市发展速度较快

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城市建成区不断地扩张，

水泥钢筋建筑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区的主流，很多自然景

观被替代，人造景观无法满足排水需求，很多地方已经

出现水土流失的情况，地面径流、径流系数等数值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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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城市地下排水负担加重，很多城市没有建立紧急

的排水体系。如果在短时间内发生强降雨就会导致排水

疏通出现问题。从传统排水设计思路上进行分析，传统

的设计标准较低，而且管网使用寿命较短，无法满足当

前城市对排水量的需求，而且长期的运营问题，很容易

导致淤积的情况发生，排水管网的实际排水效果比预期

更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城市上空集中的热量增多，很容易导致城市雨岛的发

生，城市内的水汽更容易凝结，造成暴雨天气增多，特

大暴雨的发生频率也远超预期范围，洪峰流量的增加会

导致降水量不能通过下垫面渗透流出，大量留在城市

中，造成内涝。

城市内涝的危害

在发生城市内涝后，会对城市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

影响，而且排水无法及时排出，也会堆积到城市道路

上，冲洗城市建筑以及工厂房区，公共设施的内部构造

会造成伤害，甚至会导致建筑物的塌陷，而且发生水灾

后，也会增加重建费用，大幅度增加城市发展隐患，使

城市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城市内涝的出现也会对民众

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在发生内涝后，无论是正常用水还

是正常用电，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积水过多会使城市

交通瘫痪，对居民的正常出行造成困扰，使居民的生活

质量降低。而且城市内涝的发生，也会对城市环境造成

破坏，城市积水会携带大量的垃圾，在长期污染的环境

下，城市地质会进一步的恶化，变得更加脆弱，而且不

利于植物生长，城市短期建设以及长期发展都会受到一

定的影响。

2 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内涵

为解决城市内涝问题，需要从水体整治本身进一步

海绵城市理念下城市内涝防治体系构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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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导致我国部分区域很容易出现内涝的情况，频繁发生的内

涝灾害会对民众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使居民正常的生产活动受到阻碍，导致城市整体性瘫痪。从城市发展上来看，

需要及时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从传统的内涝管理模式上来看，常用的排水方式为人造管网排水，这种排水方式没有对

雨水进行再次利用，而且这种排水模式的造价较高，使用周期较短，经济性不强，无法达到既定的排水标准，而海绵

城市理念的提出，为城市建设提出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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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水生态建设工作中，通过调整整体生态对系统结

构以及功能进行调整，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性。在解决

内涝问题时，需要将注意力从水体治理转移到水资源生

态整体优化建设中，在减少自然环境破坏的同时，提高

城市化速度，不可让环境去适应城市发展。在城市建设

中可以通过提高渗透路面占比，合理配置公园、绿地建

设，提高整体城市的储水能力以及净水能力，让城市拥

有与海绵体相似的属性，雨季时节能够有效地提高储水

能力，防止降水过大造成内涝损伤，在干旱季节可以将

储存的水资源释放缓解干旱危害。海绵城市建设并不需

要将原有的排水管网络完全的重建，而是需要以原有体

系为基础，最大发挥城市环境的作用，减轻传统排水系

统的排水负担，减轻内涝伤害。面对内涝可以采取最少

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达到最佳的再循环目的，有计

划地运用各种自然资源，实现生态环境健康化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的基础原则

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将生态环境作为首要位置，降低

城市建设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于湖泊等敏感性较高的

区域需要采取保护性的措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更好的保护原有生态环境，利用自然排水系统提高生态

环境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的布局

一个合理的布局可以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平衡，可以

使城市长期的发展，需要提高城市的自然美与环境美。

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的，

人工建立的绿化带在面对内涝的时候，抗灾能力严重不

足，而且绿化带的分布在城市格局之外无法连通，导致

绿化带起到的生态作用较小，被破坏的原有生态往往是

经历过自然环境多年演变形成的合理生态构造，一旦遭

到破坏，很容易造成生态失衡，这是人为建设无法达到

的作用。对原有的生态进行改造，会使山河连续性受

损，这对迁徙动物来说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使活水变

为死水，水流无法流通，会逐渐变质，造成水资源营养

化的问题，让自然水资源失去景观效应，变成污水沟。

海绵城市建设措施的布置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布置绿地、湿地等位置时，需

要将实用性放在首位，观赏性放在次位。在以往城市公

园建设中，虽然增加了湿地的占比，但主要仍以观赏性

为主，实用性较为局限。例如某些公园为更加方便民众

参观，将位置建设在地势高的区域，在发生暴雨时，公

园对水资源很难吸收利用，使公园失去原有的自然储水

效果，造成绿地资源的浪费。

在建设海绵体城市时，需要显著增加城市的通透

性，由于混凝土道路对水的吸收效果较差，因此在道路

建设时，需要减少混凝土道路，将其变成径流系数更小

的碎石路面，或者直接根据城市构造划分合理使用覆盖

材料，提高道路的渗透性以及城市整体的透水效果，加

强对内涝的整治。

3 海绵城市对内涝防治的意义

海绵城市理念，可以让城市在恶劣天气中的排水能

力大幅度增强。在恶劣天气中暴风雨几率会明显增加，

如果城市内没有相应的排水体系，就会使内涝积水不能

有效地排出城市外，堆积在城市道路中，使城市环境污

染问题以及水土流失问题加重，这些生态问题会对生态

平衡造成影响，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原有的抗灾能力以及

气候调节能力，最后诱发恶性的循环。在治理城市内涝

时，需要充分思考多方面的因素，对现有的城市排水体

系进行改善，并且适应自然环境可持续化发展，海绵城

市就是需要利用自然工具解决自然内涝问题。而且通过

海绵城市建设可以使透水路面的占比增加，将硬质路面

的比例降低，城市垫面条件也会得到改善。在同等量降

水的前提下，海绵城市拥有比传统城市更强大的抗内涝

能力。

结束语：

为实现城市化高速发展，需要积极面对内涝问题，海

绵城市建设理论是解决内涝的有效途径，通过提高绿地湿

地的储水能力，使多余的水资源及时的排除，加强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发挥生态效用，有效解决内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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