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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排水工程中的应用

王德绵*

沈阳昆仑会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沈阳��110000

摘� 要：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中，市政基础设施包括许多内容，特别是市政排水影响着城市水循环。在强降雨条

件下，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内涝、排水不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市政排水设施设计不当造成的。因此，为了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结合城市的现状来完善市政排水工程。以海绵城市的概念作为市政排

水管道设计和优化的基础，发挥排水系统的功能。市政排水工程施工难度大，要想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保证施工的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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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绵城市的内涵与建设

����海绵城市的内涵

海绵城市理念最早出现在��世纪��年代，是由美国西雅图和马里兰等地区为管控城市内涝提出的一种城市建设理

念，而中文“海绵城市”一词最早是由董淑秋等在首钢工业区规划改造时提出。在传统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受植被

破坏、道路硬化、降水集中、城市热岛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暴雨过后地表径流量增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其

严重时会引发城市内涝等一系列水问题。从排水模式的角度分析，海绵城市主要包括小排水系统（市政排水管道或管

渠）和大排水系统（如雨水花园、人工湿地、透水路面等）两类。目前国内外城市的排水模式以小排水系统为主，而

海绵城市所要实现的是“大排水系统为主，小排水系统为辅”的排水模式，在雨季时充分利用海绵体对雨水进行储存

和净化，在旱季将这部分雨水进行有效利用，从而实现防洪排涝与水资源利用的双赢。由此可见，构建小排水系统和

大排水系统协同作用的海绵城市，是现代城市建设和旧城区改造的大趋势>�@。

从工程建设角度分析，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的通知》（建城

>����@��号）的要求，海绵城市的建设应当做到源头减排、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协调统一。源头减排是指在雨水经

常汇集的区域应当尽量保持原有地貌，降低开发强度，从而有效减少地表径流；过程控制是指在雨水传输过程中通过

建设生态湿地、渗沟、渗渠等水利设施，达到削弱洪峰流量的目的；末端治理是指利用城市已有的排水管道等基础设

施，在配合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的基础上，做到雨水的“应收尽收、应排尽排”。源头减排、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

“三位一体”是降低洪涝灾害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

对于传统城市的排水模式和海绵城市（/,�）的排水模式，同一地区在面临相同降水量时，地表径流量与时间的

关系如图�所示。

图1��传统排水模式与LID排水模式下地表径流量�时间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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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个涉及生态学、环境工程、水利工程、给水排水和风景园林等多学科交叉的系统性工程，其建

设的初衷是在维持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下，构建起合理且安全的水资源利用体系，最大限度发挥雨水资源的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而海绵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生活空间，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见图�）>�@。

图2��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

二、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运用

����路面及结构内部排水设计

城市中的公路交通路面设计极为重要，很多城市发展中，宽阔的大马路排水不畅，积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问题。

因此，在路面与结构内部的排水设计过程中，有关设计人员需要充分从全局性的角度出发，使得路面宽度符合标准，

雨水口设计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保障雨水可以在路面上有效排出并回收。如果路面宽度相对较小，在市政排水设计

时，可以在道路的某一侧通过单坡设计来满足雨水横坡排放的需求。当然，优化路面结构设计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方

式，这一设计方式下，可以对路面裂缝起到一定的预防与控制。如果要提升路面结构层的优化效果，需以实际路面坡

度作为设计依据，避免结构层内部严重积水的情况，保持雨水排放的顺畅性。此外，可以对道路中央分隔带的渗水位

置下端，通过纵向盲沟设计，来发挥盲沟的积水收集作用，当然，还需要集水井与横向排水管的辅助设计>�@。

����建设多功能蓄水池

市政排水系统中，如果应用的是海绵城市理念，就必须要保障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对顶层设计的要求主要是由于

市政排水工程的综合性非常强，前提投入相对加大。各个城市如果在排水设计时应用的是海绵城市理念，就需要充

分借鉴先进发达国家的设计经验，日本的多功能蓄水池就十分成功。日本在市政排水设计方面，多功能蓄水池正是海

绵城市的重要表现，当多功能蓄水池投入使用以后，不仅可以对雨水加以必要的调节，还可以起到一定的生态作用。

我国很多城市在排水工程建设时，同样借鉴了这一设计经验，如果要保障设计效果，就需要充分从城市的具体情况出

发，保障蓄水池的合理性，利用地下排水管道将路面雨水聚集在蓄水池中，经由相应的净化装置，蓄水池中的雨水可

以被循环利用>�@。

����附属设施的设计

附属设施包含了多种，比如路缘石可以作为市政排水工程中的重要排水设施，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城

市的具体情况来加以设计和使用。一般情况下，平缘石高度与周边地表高度要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雨水可以

直接经由平缘石流到雨水口、绿化带中，避免大面积积水的现象；立缘石的高度一般要远远超出周边地表的高度，在

雨水积累到一定的量以后，剩余的雨水会经由立缘石流入雨水口；路肩边沟，在设计时，最需要考虑的就是施工材料

的合理应用。对路肩边沟设计而言，传统的设计理念下，多以混凝土材料为主，这种材料使用以后，美观性不足，自

然环境因素极易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难以对雨水加以净化，且堵塞现象时有发生，而在海绵城市理念下，多以植草

沟设计为主。

����生态植草沟

绿化带设计同样是海绵城市理念下排水设计需考虑的问题，在设计时，专业人员需要结合地形特征，来对绿化带

加以改造和优化，比如，可以将绿化带设计为下凹形草沟，并使用透水性较强的土壤，自上而下实施水洗的砂石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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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配置，并将耐短期种植树种植于草沟中，将该草沟与路牙牙口都布设在道路横坡位置，发挥这一设计在雨水收集方

面的作用，生态植草沟的雨水采集能力较强，当在水洗碎石下敷设了盲管以后，可以有效避免雨水溢流。但是，在此

设计下，如果路基长期遭受雨水的浸泡，将会难以保持路基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而通过土工布的埋设可以有效解

决此问题，比如，可以将土工布埋设在侧端与底端位置>�@。

����车行道中渗透海绵城市理念的设计

车行道设计时，同样需要采用海绵城市理念来设计，现阶段，我国城市的车行道多以柏油马路为主，此种道路形

式下，透水能力相对较差，在下雨天，积水问题不可避免，当积水现象严重时，地下水的补给将会受到影响，城市内

热岛效应严重。车行道设计时，如果采用的是海绵城市理念，可以采用与人行道相同的透水性较好的材料来铺路，使

得在雨水降落以后，该种材料可以直接吸收雨水，避免严重的积水问题，且保障地下水供应的及时性。在车行道施工

时，在透水材料的上层需铺设一层沥青，防止雨量过多时对吸水材料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得雨水可以随着材料逐步被

排放到道路两侧的盲沟中，随后进入到检查井与绿化地带。由于雨水中还常常伴随着一定的污染物，如果要实现雨水

资源的循环利用，还需要通过专有管道的敷设，对雨水加以净化处理。

����设计绿化带

海绵城市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在城市绿化带的设计过程中，如果采用的是这一理念，就需要遵守以下的设计要

点。（�）雨季时的降雨量相对较大，必须要在绿化带上做好雨水的渗透与过滤处理，使得雨水可以经由绿化带得到

有效的过滤，实现净化处理，将净化处理以后的雨水用于城市的其他方面。在市政排水工程施工时，在制定的位置铺

设植被，满足生态自然供水需求；（�）绿化带的建设，通过绿化带建设，可以实现对雨水的收集，选用渗水性较好

的材料，将雨水引入绿化带；（�）导流设施建设，通过绿化带中导流设施的建设，保持雨水流动的规律性。

结束语

近年来，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内涝问题，内涝造成了城市中各种设备设施的破坏，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产生

活，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城市纷纷引入了海绵建设城市的理念，通过这一概念的应用，使市政排水系统的功能

更加完善，通过排水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有效关联和连接，满足了城市的基本需求，维持了城市正常的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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