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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可持续开发中的城市雨水利用 

祖振华 

  徐州市水利学会  江苏徐州  221002 

 

摘  要:本文在城市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形势下,提出并探讨了城市充分利用雨水解决水资源危机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并对城市的雨水利用统筹规划及有关技术措施、管理模式提出具体意见和办法，以实现“排蓄统筹”、

“城乡统筹”、“旱涝统筹”、“内水外水统筹”、“地表水地下水与降水统筹”等的“人水和谐”，缓解城市水

资源危机的目标。 

关键词：城市雨水  利用管理 

 

水资源的严重匮乏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因

素，为解决水资源匮乏，把以降水量作为人类可利用水资源的源头，把提高降水量的有效利

用为总目标，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和社会经济政策，就有可能走出水资源危机的困境。

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大气降水是人类和一切大自然生命生存的支撑，“雨露滋润禾苗

壮”更生动的说明农业生产从原始时期开始就依 

靠天然降水。近年来我国半干旱地区、山区以及部分平原地区根据各自的地理条件，集

蓄雨水解决农业灌溉水源成效很大，特别在西北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效益更为显著。

我市在平原区及山区利用与水资源发展灌溉农业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利用雨水解决

城市水资源问题上还远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本文即对如何利用雨水，解决城市的水资源匮乏

问题谈几点认识。 

1 城市面临的水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 

    1998 年在徐州召开的国际雨水利用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水问题专家、中国科学院水问

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教授就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呼吁说：“我国目

前与未来面临的水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城乡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水旱灾害频繁，人为水

污染与环境问题严重，水管理薄弱等方面。按照我国城市化进程估计，到 21世纪中期，城

市人口将由目前的不足3亿增加到8亿左右，面对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

社会发展，我国未来水资源的工作必将围绕着城市展开。目前城市水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全国近 600个城市中，缺水城市约 300个，严重缺水城市 114个，日缺水量 1600

万立方米，每年因缺水造成的工业产值损失近 2000亿元，预计 2020～2030年将是我国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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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高峰。按现在的供水能力，年缺水量将达到 1500立方米以上。第二，是城市洪涝灾害

问题。第三是水污染严重。希望与会的研究雨水利用的专家学者，能将研讨城市雨水利用问

题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本人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经历了从传统的工程水利到资源水利、环境水利和城市水

利的演变。雨水利用从最初以原始的集蓄手段单纯解决干旱地区灌溉水位，向合理调控、除

害兴利、综合利用解决水资源危机的城市利用发展，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 统一规划，以科学发展观开展城市雨水利用的研究开发 

城市雨水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纳入城市建设统一规划，而且应是城建、规

划、市政、环保、公路交通、水利、财政等各个部门合理配合，通力协作来完成。 

2.1雨水利用要纳入城市的总体规划，应是城市建设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城市道路、供排水、居民小区、市民广场、休闲绿地、楼堂宾馆的规划建设中，都应

把雨水的采集利用纳入其中，并根据各自的条件和特点，设置雨水采集利用工程，同时雨水

利用工程本身也应制定科学合理的从试点、示范到成熟推广使用分阶段(短、中、长期)的规

划。 

2.2采取各种雨水采集、贮蓄措施，有效提高雨水利用能力和效率 

尽最大可能利用雨水，解决城市除饮用水外的生活用水（如家庭冲厕、洗地板、打扫卫

生）、冲污、洗车、公园、休闲绿地的浇花草、树木和回补地下水，既补给了地下水源又减

轻了雨洪灾害。 

2.2.1居民小区庭院屋面的雨水收集工程 

提倡居民小区除必需的行车、行人道路采取硬路面外，应尽力扩大绿地面积，绿地

(树、花、草坪)不仅改变了还进国同时可以入渗雨水，减少径流，将天然降水回补地下水，

使雨水贮存于地下。 

将小区居民楼的屋面及小区庭院内的道路通过必要措施建成雨水集流场，屋面所收

集的雨水可以送到住户作生活用水的补给，庭院路面雨水收集后，贮存于庭院道路两侧，建

成的蓄雨池中，用于浇灌花草树木和冲洗道路。这项工作应在居民小区建设中纳入小区建设

规划，与小区建设同步进行。据我所知，北京市在小区建设中已做了多项示范，取得了重大

成效。 

2.2.2城市道路及广场、公园的雨水收集工程 

城市道路、广场、公园在市政工程中，传统的都是以排除雨洪考虑设置的排水管道，

无论降水大小，均以能排出去、不形成洪涝灾害为原则，把能利用的宝贵雨水资源白白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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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为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应通过验算，排水管道下应分段设置地下水回送管，一般雨洪、

雨水进入排水管下的地下回送管回送补给地下水，较大雨洪则再补给地下水的同时，排泄部

分雨水，避免形成洪涝灾害，同样公园、广场地面下的排水管网里，应建蓄雨池，一般雨量

将雨水通过排水管网蓄于蓄雨池中，可用来浇灌花草树木，冲洗广场或园中道路，较大雨洪

则再排泄。 

2.2.3改变观点，城市建设中应尽量减少硬路面（水泥路面、柏油路面）建设，而扩大绿地

等渗透性强的路面建设，凡能以透水路面代替硬路面的尽量以透水路面代替，以减少雨洪径

流，加大降雨入渗。这既减轻了城市雨洪灾害，又加大了地下水的储存。 

 

3合理调控，统筹管理 

城市雨水的管理目前主要是市政、城建、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各分管一部分，市

政部门管排水管网的排水，城建管管网建设，交通部门管桥梁地下道积水，水利部门负责城

市地面积水的抽排，而达到科学的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则在统筹管理上，不仅机构上要由一个

牵头协调单位具体负责，多单位同心协力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因地制宜的实现“蓄”

与“排”；“旱”与“涝”；“外水”与“内水”；“地表水”与“地下水”、“降水”；“峰”与“谷”；

“城”与“乡”的统筹，最终实现“人水和谐”的目标。 

雨水是宝贵的资源，所谓合理调控则是既不是将雨水“排光疏净”，也不是把雨水“截

留用尽”，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借助集蓄系统合理调控雨水的通道和水量，有效的提高雨水利

用能力，实现既缓解了水资源危机，又最大限度的降低雨洪灾害的目的。 

4结论 

城市的雨水合理的开发利用与管理，是解决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和治理城市雨洪灾

害的重要出路，因此由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在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将雨水的收集利用纳入

重要的规划中至关重要，意义深远。本人深信在城市雨水利用被纳入正式规划计划，并通过

示范试点予以实施，逐步全面推开后，城市的水资源危机定将大大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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