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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与市政给排水策略分析

郑懂文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在城市建设中，市政给排水系统直接决定城市运行状态，将海绵城市建设与市政给排水相结合，能够解

决雨水带来的内涝以及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基于此，探讨了海绵城市建设在市政给排水中的应用意义，并提出海绵城

市建设在市政给排水中的应用策略，以期提高市政给排水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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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化的两个主要目标是防御和资源收集，在水资

源利用中体现为防御极端雨水天气与对水的收集、再利

用。水污染、水资源短缺以及城市内涝是我国大部分

城市的主要水问题，直接制约着城市化进程。自1970年
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日本、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非常关注城市内涝和雨水污染，

并提出了解决快速城市化和相关环境问题的理论，例如

“智慧成长城市”“绿色城市”“城市花园”。中国城

市水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城市病，在城

市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内涝是我国大部分城

市的主要水问题之一，直接制约着城市化进程。面对城

市水资源问题，我们需要正视水资源现状，积极寻求高

效可行的解决方案。海绵城市理论作为LID（低影响开
发）理念的代表，近年来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所倡导，

“海绵城市”的通俗说法是把城市比作一块大海绵，降

水量大时，雨水可以吸收或储存，补充地下水资源，遇

到旱季时，可以利用蓄水，实现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提

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和城市内涝问

题，为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1 海绵城市理念对于市政给排水的意义

1.1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水平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而大规模的生

产、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增加，逐步显现出水资源紧缺

的局面。海绵城市属于新型雨水治理模式，依托科学的

设计手段，达到雨水渗透、存储、净化多项效果，切实

提高雨水资源的利用水平，并降低强降雨天气下城市发

生内涝的可能性。设计人员需合理设计给排水系统，提

高系统的蓄水能力，充分收集水资源，借助雨水资源来

缓解城市用水紧张的局面。

1.2  减轻城市内涝与干旱压力
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市政给排水系统在缓解城市内涝

和干旱方面均有突出的作用。遇多日强降雨天气时，部

分城市易出现内涝灾害，城市给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难

以高效行洪，城市由于内涝过于严重而停止运作。而部

分城市有可能出现干旱灾害，导致城市严重缺水，在海

绵城市理念下，能够利用储蓄的雨水缓解干旱。海绵城

市理念下的市政给排水系统具有动态调节的功能，可在

洪涝时排水，在干旱时供水。

1.3  优化生态环境
近几年，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生态环境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及破坏，自然生态问题逐渐严重，

已经超出了大自然自身能够调节净化的范围，因此频繁

出现自然灾害，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水资

源污染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将海绵城

市建设应用在其中，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污染问题，同

时提高对污水的净化水平，保证市政给排水系统的建设

质量[1]。

2 海绵城市理论下市政给排水设施建设中面临的难题

2.1  已有给排水系统设施老化
城市市政给排水系统中的管渠基本都是采用钢筋混

凝土管、高密度聚乙烯管、球墨铸铁管等多种不同的管

道组合而成的。由于地下潮湿环境和雨水侵蚀，长时间

后，如果没有相关人员进行定期巡检和维护，排水系统

地下管道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问题，无法保证城镇排水

系统稳定运行。如果进行城镇给排水系统改造也是困难

重重。因此，针对这一问题，相关单位要仔细勘察现有

给排水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制订科学的改造方

案进行建设，并优化地下管渠的线路设置，将海绵城市

理念充分融入城市给排水设计中来。

2.2  给排水设计与城市水文锲合度不高
在市政给排水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单位往往会对

当地水文信息的收集重视程度不高，只是系统性地将海

绵城市理念融入给排水的设计中，从而无法发挥城市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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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统的最大效用。例如，设计单位没有对该地区近

年来雨季降水情况进行统计，也没有科学设计多地段排

水系统，导致城市的雨水处理能力不足。因此，在设计

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水文情况，设计科学与合理的给

排水系统，突出融入海绵城市理念的优势。

2.3  排水系统对恶劣天气的处理能力差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排水设计的实际应用时，天气

因素的影响是最不可控制的，有些地区气候比较特殊，

特别是一些临海城市，如果出现台风灾害发生强降雨天

气，会对排水系统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市政排水

系统在设计时没有设计突发强降雨灾害的应变措施，必

然会造成大量雨水积存，污染城市的水资源，甚至是威

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2]。

3 海绵城市理论下市政给排水设施建设策略

3.1  尊重城市自然生态海绵城市理念
强调城市水系统的动态调节稳定性，最大化利用城

市自然生态系统对水资源进行调整。基于这一理念的城

市给排水设计应最大限度尊重城市自然生态，发挥城市

自然生态结构的作用。例如，雨水收集系统净化功能可

以由自然植被承担，在雨水排污管道上面设计网状的绿

化带，雨水在网状绿化带经过净化后集中运输到指定区

域。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节省了雨水过滤系统的成本，

同时也为绿色植物生长提供了足够的水资源。尊重城市

自然生态就是最大化发挥城市生态的作用，使城市自然

生态能够为城市人群服务。再如，设计排水系统时，可

以采用沉淀净化的方法对污水进行分级净化，经过净化

的水排放在城市河流中，这样既可以补充河流水分，也

能减少污水对河流生态的影响。

3.2  协调城市整体布局给排水系统设计
应更加注重城市整体布局，结合城市整体功能进行

优化和创新。例如，使用雨污分流的设计方法将污水管

道和雨水管道分开设置，雨水经过排水系统疏导至附

近的土地中，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到指定区

域，这种设计方法能够提升简化雨污排水系统运转流

程，提升雨污水体处理效率。与此同时，结合城市功能

设计给排水管道也很重要，城市不同区域进行的活动不

同，因此在需水方面和排水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如工业

生产区域应增加污水排水管道数量，并在周边建立污水

处理站，产生的污水无需运送到更远的处理站进行处

理，不仅提升了处理效率，也实现了规范化发展[3]。

3.3  透水铺装地块改造
除了地下管网的雨污分流治理改造工程以外，另一

方面还要做好城市透水铺装的地块改造。传统市政道路

设计方案中，由于路面层渗水透水能力不强，在城市雨

季来临时，经常会出现严重的内洪内涝问题。所以在海

绵城市建设理论下，需要在该地将已到达或接近使用年

限的道路进行透水改造。根据路基荷载性能以及周边环

境，在路面中层或下层使用高密实度的混凝土垫层来隔

离地表水，避免影响路基强度，同时在路面上层使用透

水铺装的沥青混凝土板，并适当调整路面坡度使其与道

路排水结构连接为一个完整的渗透系统。这样当城市降

雨时，地表径流就会由路面向路面中层渗透，经过路面

层排水沟渠流入地下，即使降雨量较大，超过了地下蓄

水容积，也可以通过盲沟排入路边绿化带。除此以外，

对市政道路两旁的花岗岩汀步道、停车场以及运动场等

周边设施，也要采用透水铺装材料来改造路面，以增强

城市路面渗透蓄水能力。

3.4  人行道设计
人行道设计是城市交通基础建设中的关键环节，是

保障人民出行舒适、安全的关键举措，将海绵城市理念

运用在人行道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选择渗透特性较

好的材料运用在人行道路排水系统中，使雨水可以ǵ速

渗入地下，有效缓解了道路积水问题，同时利用此类材

料结合路面处理工Ƕ可以使人行道达到合理的湿度，再

依Ƿ地表下方Ǹ层的“海绵体系”设计，ǹ保地下水补

给。自然降雨经透水路面完成下渗后，借由人工结构层

和路面下方Ǻǻ层实现自然水体的Ǽ步“人工净化”ǽ

再经过Ǹ层海绵体系，达到自然土层，完成对地下水的

补充ǽ特殊工Ƕ处理的地表路面（如下Ǿ式绿地）可充

分减ǿ径流的流速，借由雨水管网实现排放，降低地表

上方管网系统的压力。

3.5  车行道设计
目前我国道路建设Ȁȁ采用Ȃ化的不透水路面，提

高了地表上方路面对自然降水导流的能力，但也存在路

面积水、污染严重以及地下水不足等问题，成为城市ȃ

Ȅ效应的ȅ因之一。在道路建设中，Ȇ入海绵城市理念

可以有效改ȇ路面积水和地下水供给不足的问题。实际

建设过程中，Ȉ动车行ȉ道路可以选用渗水能力较高的

渗水沥青混凝土，向下位于中间层和Ȋ部可以选用ȋ质

透水Ȍ材料与非透水性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在ȍ足路基

承载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路基渗、透水能力，降低

自然降水对基层造成的侵蚀。针对非透水性材料，可以

采用组合沟Ȏ式结构，以ȏ成路面下方的导流功能，将

渗透的自然降水导入盲沟，借由“海绵体系”完成地下

水补给。Ȑ在地表上方ȑ间极为受限的Ȓȓ或Ȕ道，ȕ

可采用渗Ȗ的方式完成地表径流导流，使地下海绵体系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3� 第4卷�第9期

5ȗ

充分发挥功能。

3.6  绿化带
通过对绿化带进行合理设计，可ȍ足利用绿化带蓄

水和渗水的Ș合处理方案，为了ǹ保可以利用绿化带的

收集ș收集到雨水，需要设计下沉式绿化带，即绿化带

的标高低于路面15-20cmȚț，要充分考虑雨水的储存
和排放，雨水的收集ș要ǹ保分布均Ȝ，并ȝ其高度要

在绿化带与路面高度之间，设计绿化带水体过滤时，要

科学铺设种植土与ǻȌ层，规范安装渗透管，科学设计

Ȟ流系统，保证雨水与排水管道的有效连接。在海绵城

市理念指导下，合理的绿化带应具ȟ聚集雨水、过滤水

体、Ƞ蓄减排和排解积水的作用，保障城市水ȡ环的Ȣ

ȣ运行。

3.7  海绵城市理念下附属设施的设计
路ȤȌ、路边沟均是市政排水ȥ域的重要附属设

施，在现代化城市发展中，也需在海绵城市理念下开展

该类附属设施的设计工作。路ȤȌ的类型多样，根据现

场Ȧȧ做合理的选择。平ȤȌ的高度与周边路面高度保

Ȩ一致，可Ȇ导雨水流向绿化带，防止路面聚积雨水。

Ȑ采用立ȤȌ，其高度ȩ超过路面，此时雨水汇聚至雨

水ș，再经由Ȫȫ立ȤȌ排至绿化带。传统设计方式

下，路边沟通常以混凝土为材料建设成型，设置的是Ȃ

质边沟，此类边沟在日常使用中存在雨水ȠȬ严重、易

ȭȮ、美ȯ性差的局限性。在海绵城市理念下，更倡导

采用植Ȱ沟的方式，ȱ因在于其能够高效收集、输送、

排放雨水径流，还可减缓流速、净化雨水，无论是在城

市道路还是Ȳ场等区域，植Ȱ沟的路边沟设计方式均具

有可行性。而ȝ，植Ȱ沟还可作为湿ȳ、生物ȠȬ设施

运行过程中的ȴ处理设施。植Ȱ沟是一种生态环境效ȵ

突出的路边沟结构ȏ式，可用其ȶ代Ȃ质边沟，ȷȸ1。
海绵城市理念考虑到ȹ污ȺȻ的应用，目的在于用该设

施ȼȹ雨水径流中的ȽȾ物和ȿɀ。Ȋ部ǾɁ内开ɂȫ

并铺设无Ƀ土工布，下Ʉ雨时可缓ǿ下渗雨水，防止雨

水长期聚积ǽ遇强降雨天气时，上部开ș作为雨水流通

渠道，ǾȎ的雨水经由该处进入管道内。ȹ污ȺȻ的适

用性较强，在不同雨量时有特定的作用，由此缓解路面

面源污染问题。

图1 海绵城市建筑给排水结构

3.8  在蓄水功能中的应用
海绵城市建设的渗透性较强，可以充分利用水道以

及沟渠的方式，提高路面的渗透性，并将雨水转Ʌ到缺

水和停水的地区中，有效控制雨水渗入情况。例如，增

加雨水Ɇ洪通道的数量，或ɇ加大雨水管网的直径，Ɉ

助雨ɉ利排放到城市的海绵体中。在海绵城市建设中，

要Ɋ对雨水资源进行有效应用，ɋ需要对雨水进行有效

的收集以及存储，提高雨水存储设计水平。Ɍɍ，设计

雨水存储模块，其是当前新型的雨水存储产Ɏ，可以对

渗透的雨水进行有效收集和存储，ɏ压性以及在储水性

能较高，ȑ间ɐ比也较Ʉ，因此应用性能较高。其次，

设计地下水ɑ，为雨水存储提供ȑ间。最后，建立雨水

ɑ，雨水ɑ能够将雨水收集以及渗水蓄水相结合，实现

对雨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应用。

结束语

总而ɒ之，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给排水管道建设

工程非常关键，将海绵城市设计理念融入城市给排水系

统设计工作中能够有效地ɓ展城市发展理念，为城市基

础功能优化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理念ɔɕ，进一步ɖ动

城市功能布局优化，实现城市长效发展目标，为人们提

供更为优质和ɗɘ的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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