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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绵城市是我国目前力推的解决城市雨洪管控、水资源污染与短缺、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建设

生态文明城市的核心手段。本文通过对海绵的建设背景，国内外建设现状，概念与本质，建设原则与途径

以及技术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最后结合我国城市建设的现状，提出几点适合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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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绵城市建设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截止 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

平达到了 50%[1]。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给城市带来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水资源短缺、水生

态环境破坏以及水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问题。 

1.1 我国城市水生态环境的窘境 

我国淡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却为世界上 13个最缺水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呈现出“东富西缺”、“南多北少”的不均分布。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地面硬化面积迅速增加，地表不透水比例急剧上升，

导致地表径流增大，雨水下渗减少，加上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地下

水资源严重不足。在城镇化过程中，开发强度过高，改变了土地原有的自然生态特征和水文

特征，使自然渗水、蓄水、净水功能遭到破坏[2]。 

同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略了环境保护与修复，出

现了大量污水超标排放、漏排、偷排等现象，导致有限的城市水环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此

外，初期雨水中的污染物无法进行处理，直接排放，使收纳水体水质受到了严重威胁。如何

解决城市水资源污染以及水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当今研究的热门课题。 

1.2 我国城市传统排水系统的不足 

我国城市传统排水系统建设主要是借鉴西方现代化工业建设模式，采用的是工程式管道

的方式，体现的是“人定胜天”的建设思想，忽略了自然的力量。这种落后的城市排水系统

在应对极端天气气候时充分暴露了不足。雨水季节的强降雨使城市地表径流急速增加，排水



量超过城市排水系统负荷，使城市出现内涝；缺水季节的降水量小，城市用水量多，出现用

水短缺，导致“逢雨必涝，雨后即旱”的恶性循环，给人们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胁，严重

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雨水具有较强的经济性，将多余的雨水蓄集起来，缺水时用来补充城市水资源的消耗，

使雨水资源合理化、资源化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循环使用。 

因此，建设具有“自燃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是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资源环境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是解决城市内涝、恶性循环

的根本途径。 

2 海绵城市发展现状 

2.1国外发展现状 

近 20年来，欧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针对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内

涝、地表径流急增、水资源流失严重、水资源短缺以及水生态环境破环等问题，研究出了可

持续发展的科学管理体系[3]。澳大利亚建立了以城市水资源循环为中心的“水敏感城市设计

（WUSD）体系”，英国建立了科学管理地表雨水径流，实现城市雨水资源良性循环的“可

持续城市排水系统（SUDS）”，新西兰以 SUDS 和 WUSD 为基础，开发出了“低影响城市

设计与开发”（LIUDD）体系[4]。美、日、德等国对城市雨水管控的研究更早，相关法律标

准和规范更加完善，取得的成果也更加显著。 

2.2 国内发展现状 

    国内对城市雨水管控、利用技术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通过借

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一些相对发达的城市率先展开了对建设海绵

城市的探索，例如深圳光明新区、常德海绵城市公园绿地、北京市顺义某住宅小区，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国内目前主要是通过湿地、潜流湿地等技术进行局部的雨水收集、净化，还

缺乏海绵城市具体的整体规划与适合我国城市的系统化设计。2014 年，住房部和城乡建设

部联合发布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从目标、指

标、过程、手段、管理等各个方面，系统性给出建设指南，为我国今后建设海绵城市到引导

作用。2015 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通知”财建

(2014)838号以及“关于组织申报 2015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通知”财办建[2015]4号，

这对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进程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3 海绵城市的概念与本质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的水环境系统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



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 “释放”并

加以利用[5]。传统城市建设模式中，人们信念人定胜天，大规模地改造自然，过度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加上人们保护自然、节约资源的意识较弱，致使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传统

城市粗放式建设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今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传统城市建设模式

相比，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顺应自然，保护原有的生态系统，遵循低影响开发模式，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对地表径流影响很小，而传统城

市建设模式会增大城市地表的径流。海绵城市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原有

水生态环境和自然水文特征的破坏，因此，又称低影响雨水开发系统（LID），如图 1。 

 

图 1 低影响开发水文原理示意图 

4 海绵城市构建原则 

海绵城市构建过程中必须遵循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重、因地制宜、统筹建设

等原则。 

规划引领 海绵城市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城市各层级统筹引领，政府部门与各相

关专业之间协调合作，先科学规划后建设，充分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领作用。 

生态优先 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应最大限度保护河流、湖泊、坑塘、湿地、沟渠等原

有的自然水生态敏感区，优先利用低影响雨水开发设施和自然排水系统，实现城市雨水自然

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实现城市雨水的循环利用，维护城市良好的水生态功能。 

安全为重 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工程和非工程技术，提高海绵城市的质量和管理

水平，增加城市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城市水安全。 

因地制宜 各地应依据本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水文特征、水资源状况、降雨规律以及内

涝防治要求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建设海绵城市。 

统筹建设 地方政府应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在新建的各类建设项目中严格落实各

层级相关规划中确定的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指标和技术要求，统筹建设。 

5 海绵城市构建途径 

一是保护城市原有的生态系统。城市建设过程中，有效识别城市及周围地区进行生态板



块，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蓝线和绿线，对原有的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自然水生

态敏感区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尽可能维持城市开发前的水文特征，发挥各个板块蓄水、防

洪、为生物提供栖息地以及为人类提供水源的重要功能。 

二是生态恢复和修复。对于已经遭受破坏的水生态环境，通过物理、生物以及生态技

术手段进行恢复和修复，并维持一定的比例，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 

三是低影响开发。遵循低影响开发理念，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建设，保留充分的生态用

地，控制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积，尽可能减少对原有水生态环境的开发和破环。适当改造河湖

沟渠，增强城市雨水的积存、渗透和净化过程。实现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6 海绵城市构建技术 

海绵城市构建技术主要有截留技术、促进渗透技术以及调蓄技术三大类。 

6.1 截留技术 

绿色屋顶：通过在屋顶绿化，实现雨水的截留、蓄积、排放，大大削减雨水的径流量和

径流速度。 

冠层截留：通过树冠、树枝、树干对雨水截留、蒸发作用，实现小区域内雨水的自然循

环，达到减小雨水径流的目的。有关研究表明,植物能对雨水进行截留，其截留能力为 11%～

14%。 

6.2 调蓄技术 

生态沟：应用于道路的两侧，收集道路上的降雨径流，就地及时对污染径流进行过滤、

渗透、吸附及生物降解等一系列作用，以达到就地净化处理、控制径流污染、促进雨水下渗、

延缓瞬间径流系数的目的。 

雨水花园：采用合适的景观建造技术，将植物、土壤、沙石等自然元素建设成具有景观

和雨水吸纳、蓄积、调节的多功能花园。雨水花园的结构从上到下依次是蓄水层、种植层、

过滤层、排水层。雨水花园不仅能够减小径流，还能有效削减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

总磷（TP)等污染物的量，达到改善水质的作用。 

多功能雨水调蓄池：雨水调蓄池的核心任务是削减、调节暴雨峰值流量，集排洪减涝、

雨洪资源化与城市的景观、生态环境多种功能于一体，能有效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6.3 促进渗透技术 

透水铺装：透水铺装技术采用的是多孔介质材料，空隙渗透能力较强，其径流削减能力

为 40%～90%，可以应用在硬质场地上，能有效地削减地表径流，并补充地下水。 



绿色街道：绿色街道技术集透水铺装、生态沟、植物种植技术于一体，能够有效减少地

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与雨水的排放。 

7海绵城市建设建议 

由于我国发展迟，发展速度快，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雨水管控与资源化、水生态环

境保护的意识薄弱，导致我国的雨洪管控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市场激

励机制、技术发展落后。为了建设好海绵城市，解决城市洪涝、水资源污染与短缺等一系列

问题，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完善雨洪法律法规，健全雨洪管理制度。将海绵城市建设融入到法律法规等规范

性文件中，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建设海绵城市对改善城市水生态系统、有效控制城市雨洪的重

要性，在法律层面上确定建设海绵城市的紧迫性。 

其次，加大力度海绵城市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相距大，各地

的水生态系统和水文特征各异，研究出针对不同地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体系和模式，同时出

台各地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与评价体系，展开试点工程，并及时的宣传和报道海绵城市

建设的成果。 

最后，调动多方力量，加强协调合作，寻求以政府带头，与科研、市场、群众共同建设

海绵城市。组织水生态系统、城市给排水、水文、园林建设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和专家，成立

专门团队，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海绵城市建设，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城市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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