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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理念应用于市政道路设计

徐�津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300000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雨水排放问题。传统的市政道路设计往往注重车辆的通

行能力，而忽视了雨水的排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海绵城市理念的出现，为城市雨水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模仿

自然界的水循环过程，海绵城市旨在构建一个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存储、排放雨水的城市系统。本文将详细介绍海

绵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应用实践，并分析其优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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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探讨了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设计中

的应用。海绵城市作为一种创新的城市雨水管理理念，

旨在通过模仿自然界的水循环过程，实现城市雨水的

有效收集、储存、净化、利用和排放。在市政道路设计

中，通过采用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生态植草沟和雨

水花园等设计元素，实现了雨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最后，总结了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

设计中的实践经验，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1��海绵城市理念的的基本概述

海绵城市理念是一种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思想，

它起源于对自然水循环的模拟和尊重。首先，这一理念

强调城市应像海绵一样，具有良好的吸水、蓄水、净

化水并在必要时释放水的能力。这意在减轻城市洪涝灾

害，提高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在海绵城市的建设

中，重视自然地形、植被、土壤等自然元素的保水作

用，同时结合人工设施如绿色屋顶、雨水花园、渗透性

铺装等，来增强城市地表的渗水性和保水性。这样的设

计不仅有助于雨水的自然渗透和净化，还能有效补给地

下水，维护城市水资源的平衡[1]。最后，海绵城市理念还

倡导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融入更多的生态智慧，通过科

学的雨水管理策略，实现城市水系统的良性循环。这不

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生态功能和居住品质，还能为应对

气候变化、保护水资源提供有力的支撑。海绵城市理念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2��海绵城市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2.1  生态优先原则
在海绵城市的构建中，生态优先原则犹如一盏指引

灯，照亮了市政道路设计的方向。这一原则不仅体现了

对自然的尊重，更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

市政道路，作为城市的血脉，其设计直接关系到城市的

生态健康。在海绵城市的理念下，生态优先意味着在设

计之初就要充分考虑道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求在满

足交通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生态。具体而

言，生态优先原则要求我们在道路规划时，尽量避免对

生态敏感区域的干扰。比如，湿地、河流廊道等自然生

态系统脆弱的地带，应成为我们规避的重点。此外，设

计中还应巧妙利用自然元素，如植被、土壤等，发挥其

生态功能。通过增加绿色植被的覆盖、使用透水铺装材

料等手段，我们可以有效提升道路的渗水性和保水性，

使雨水能够自然渗透、净化，最终回馈给大自然。这样

的设计不仅美化了城市景观，更为市民创造了一个生

态、宜居的出行环境。生态优先原则在海绵城市理念中

的应用，充分展现了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和

谐共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安全可行原则
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安全可行原则犹如一盏明灯，

始终指引着设计的方向。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无需赘言，

它关乎着每一位市民的出行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

安全可行原则确保了道路设计的合理性、稳定性和可靠

性，为市民提供了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海绵城市理

念的融入，为市政道路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透

水性路面材料的应用便是一个显著的亮点。这种材料凭

借其独特的透水性能，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路面容易积水

的问题。在雨水充沛的季节，透水性路面能够迅速将雨

水渗透至路面下方，保持路面的干燥与稳定，大大降低

了因路面湿滑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风险[2]。除了透水性路面

材料的应用，合理的排水系统也是确保道路安全可行的

关键要素。排水系统的科学设计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极

端天气条件，确保道路始终畅通无阻。即使在暴雨倾盆

的时刻，完善的排水系统也能迅速将积水排走，避免道

路变成“水乡泽国”，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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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排水系统还能保护道路基础设施免受积水的侵蚀，

延长其使用寿命。这对于城市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能够节约维护成本，还能提高道路的使用效率。

2.3  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海绵城市的理念中，可持续发展被视为核心要

义。这一原则体现了对自然、经济和社会三重底线的均

衡考量。首先，道路材料的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环节。传统的道路材料往往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的

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在海绵城

市理念指导下，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环保、耐用的新型

道路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能够降

低维护成本，而且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也

较小，从而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其

次，优化道路排水系统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样至关重

要。在传统的城市道路设计中，排水系统往往只考虑如

何将雨水快速排走，而忽视了雨水的资源属性和生态价

值。在海绵城市的理念下，我们更加注重雨水的自然渗

透和净化，通过设计生态排水系统，让雨水在排放过程

中得到充分利用和净化，最终实现雨水的循环利用和生

态环境的改善。最后，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也是贯彻可

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体现。在进行市政道路设计时，我

们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城市规划和交通需求，还要预见未

来城市的发展趋势和变化。

3��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市政道路设计

3.1  道路横断面设计
道路横断面设计，作为市政道路设计的核心部分，

在海绵城市理念下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关乎道路的基

本通行能力，更在于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实现雨

水的自然渗透和滞留。在传统的市政道路设计中，我们

往往只注重道路的通行功能，而忽视了其与周围环境的

互动。但在海绵城市理念下，道路横断面设计被赋予了

新的使命。它不仅要满足车辆的通行需求，还要考虑到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与便利，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

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通常采用三幅路设计。这

种设计将道路分为三部分：中央为机动车道，保证车辆

的快速通行；两侧则依次为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这样的布局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它为城市打

造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排水系统。绿化带作为这个系统

中的关键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能够美

化道路景观，提升城市的形象，还能够作为生态滞留

带，有效吸收和净化雨水。当雨水降临时，它可以被迅

速引导至绿化带内，经过植被的拦截、土壤的渗透和微

生物的分解作用，最终实现雨水的自然净化。这样一

来，不仅减少了城市内涝的风险，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

更加舒适、安全的出行环境。

3.2  透水铺装设计
在海绵城市的构建中，透水铺装设计可谓是市政道

路的“绿色皮肤”。这种设计不仅解决了城市排水问

题，更是为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对于

繁忙的机动车道，透水性沥青混凝土铺就的路面如同一

个会“呼吸”的巨人。雨水不再在路面上形成水洼，而

是迅速渗透，被路面下的土壤吸收。这种材料不仅保证

了道路的坚固与平整，更确保了驾驶者的行车安全。在

雨季，它有效避免了因积水导致的车辆打滑、熄火等危

险情况，为市民的出行保驾护航。而在非机动车道和人

行道上，透水砖则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这些砖块不仅颜色丰富、设计美观，更重要的是它们能

够让雨水迅速渗透，保持路面的干爽[3]。行人走在这样的

道路上，再也不用担心因路面积水而弄湿鞋袜，更能感

受到脚下的坚实与平稳。此外，传统的硬化路面在夏季会

吸收大量的太阳辐射，导致路面温度极高，加剧城市热岛

效应。而透水铺装则通过增加路面的透水性，减少了太阳

辐射的吸收，从而降低了路面温度。这种设计不仅为市民

创造了一个更加凉爽的出行环境，更为城市的生态环境

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它让城市道路不再是冰冷的硬化路

面，而是成为了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绿色空间。

3.3  下沉式绿地设计
下沉式绿地，作为海绵城市理念中的璀璨明珠，正

在逐渐改变我们对市政道路设计的传统认知。这种融合

了生态与工程智慧的设计，不仅巧妙地利用了地形的高

差变化，更在城市中构建了一个个高效的雨水收集与净

化系统。

南方某沿海城市因暴雨频繁，传统排水系统捉襟见

肘。为应对此困境，规划者巧妙地在主要道路旁设计了

下沉式绿地。这些绿地低于路面，自然形成雨水收集

区，暴雨时的雨水不再直奔下水道，而是先汇入这些绿

地。这些绿地不仅美观，且实用性强，宛如城市的“肾

脏”。雨水流经植被、土壤和微生物，自然净化后再渗

入地下或汇入河流，既减压了城市排水系统，又补充了

地下水，还提升了河流水质。此外，下沉式绿地在该城

市还发挥了多重生态功效。夏日，植被的蒸腾作用释放

水分，为城市降温，有效缓解热岛效应；冬季，植被减

缓风速，减少冷风侵袭，营造宜人的微气候。同时，这

些绿地也成为市民的休闲胜地，晨练、散步、亲子游

玩，尽享自然之趣。实践效果显著：自从采用下沉式绿

地，该城市的内涝问题得到大幅改善。暴雨来袭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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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再忧心忡忡，因为这座城市已经找到了与雨水和谐

共处的智慧之道。这一成功案例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

经验，展示了海绵城市理念的实效与魅力。

3.4  生态植草沟设计
在繁忙的市政道路两侧，生态植草沟如绿色的丝带

般蜿蜒伸展，它们不仅是城市的绿色装饰，更是雨水管

理的天然利器。当雨水悄然降临，这些精心设计的植草

沟便开始了它们独特的雨水处理之旅[4]。植草沟内的丰富

植被和土壤层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过滤系统。雨水在流经

这一系统时，其中的杂质、油脂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被有

效地拦截和吸附。这一过程不仅净化了雨水，还防止了

这些污染物直接进入城市的排水系统，从而减轻了污水

处理厂的负担。此外，生态植草沟的设计还巧妙地减缓

了雨水的流速。与硬化路面相比，植草沟的土壤和植被

覆盖层能够吸收和减缓雨水的冲击力，防止了水土流失

和地面侵蚀。这种设计不仅保护了道路基础设施的完整

性，还延长了其使用寿命。更为重要的是，植草沟为雨

水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渗透场所。在这里，雨水不再是被

排斥的对象，而是被土壤和植被热情地接纳。通过渗透作

用，雨水逐渐补给到地下水中，有助于维持城市水循环的

平衡。在雨季来临时，生态植草沟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它们如同城市的“绿色蓄水池”，在暴雨期间暂时

存储多余的雨水，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随着雨水

的逐渐渗透和蒸发，植草沟确保了道路的通行安全，也

为市民创造了一个更加舒适和安全的出行环境。

3.5  雨水花园设计
雨水花园，这一融合了海绵城市理念与市政道路设

计的杰作，以其独特的美感和生态功能，成为城市中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它不仅仅是一个花园，更是一个集

雨水收集、净化、利用于一体的生态系统。在雨水花园

的设计中，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势，将雨水巧妙地引导至

这片绿意盎然的区域。雨水不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被

赋予了新的生命和价值。通过精心设计的植被配置和土

壤结构，雨水花园形成了一个自然、健康的雨水生态系

统。当雨水流经植被和土壤时，其中的污染物被有效去

除，雨水被净化为清澈的涓涓细流，为花园中的植物提

供了充足的水分和养分。这片生态绿洲不仅为城市增添

了一抹亮眼的绿色，更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与自然亲密接

触的休闲场所。在雨水花园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清新的

空气，聆听鸟儿的歌唱，观赏蝴蝶的翩翩起舞[5]。这里成

为了市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之美的好去处。雨水花

园的存在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像一

个天然的空调器，通过植被的蒸腾作用降低周围环境的

温度，为城市带来一丝丝清凉；同时，它又是一个巨大

的氧气工厂，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为改善城市的

空气质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雨水花园的设计不仅体现

了对自然资源的尊重与保护，更展示了城市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和向往。

结束语：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应用，

是一种创新且实用的方法，它不仅能够解决城市雨水排

放的问题，还能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出行环

境。通过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生态植草沟和雨水花

园等设计元素的应用，我们能够实现雨水资源的最大化

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些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

贵的借鉴和启示，也为我们指明了未来城市雨水管理的

发展方向。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海绵城市理念

将在更多城市的市政道路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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