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绵城市建设及雨洪管理简析 
费小芹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江苏省徐州市) 

 

摘 要：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国水危机日渐加剧。为解决国内城市存在的内涝、水

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现象，政府提出构建海绵城市。海绵城市是城市雨洪管理的新模式，有利于雨水资源

的合理利用，保障城市的水生态安全。本文主要介绍海绵城市的概念和内涵、雨洪管理体系及效益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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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由于水生态破坏和城市建设的不合理性，我国大多数城市存在“逢雨必涝、雨停即旱”

的现象。住建部的调查显示，全国 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水内涝；内涝灾害超过

三次的城市占 39%。“城市看海”已成为城市的痛点。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城市的

排水模式为传统的工程式管道方式，雨洪管理体系较薄弱。早在 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

就超过了 50%，地面不透水面积剧增导致大量雨水积聚,而城市原有的排水系统无法快速排

水防涝；在无植被覆盖区，雨水冲刷裸露地表造成水土流失，同时会污染地表水。传统的灰

色雨水基础设施与管理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城市中出现的雨水困境。构建绿色雨洪管理系统

势在必行。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海绵城市，同时强调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要体现“山水

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2014年 2月住建部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2014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同时加快研究建设海绵型城市的

政策措施，并于 11月发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下文简称《指南》)。2015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加快海绵城市建设,有效推进新型城

镇化。10月 9日，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表示，我国将在三年内建成 16个海绵城市试点。 

 

2 海绵城市与雨洪管理 

2.1 海绵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海绵城市[1]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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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绵”一词最初是用来比喻城市的某种吸附功能，曾被用来比喻城市对人口的吸附现

象。近年来，“海绵”更多的是被用来比喻城市或土地的雨涝调蓄能力。俞孔坚和李迪华教授

[2]曾经把河流两侧的自然湿地比喻为海绵，认为其能起到稳定径流、排涝防旱的作用。俞孔

坚教授及其团队多次成功运用生态基础设施解决了城市的水问题。例如天津的桥园湿地系

统，将简单的填挖方作为海绵体来收集雨水用于生态修复和绿地构建，既防止了城市内涝，

又充分利用了雨水资源。 

    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水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水体本身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多数情况

下，产生水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水系统出现了功能失调。因此，解决水问题，要从水体外部的

自然和社会环境入手。构建水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海绵城市是我们保护、修复、调节水系统

的最新途径。海绵城市建设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一套新的雨洪管理模式和排水系统，二是从

国家、民族的层面上，为可持续发展增添助力。 

    1. 城市建设要以自然环境为依托，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城市融入到生态环境中去，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把海绵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而不是将二者独立开来。

生态环境是城市存在的自然基础，二者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 

    2. 海绵城市是把传统的“快速排放”思路转变为“渗、滞、蓄、净、用、排”的新模式，使

雨水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传统的雨水排放系统已不能满足城市

的发展需求。雨水的快速排放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给城市排水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海

绵城市旨在把雨水收集起来作为资源再利用，不仅解决了城市供水的压力，而且减轻了径流

污染。 

    3. 最大限度的维持城市原有水文特征，减少城市雨水外排，可以通过源头削减、过程

控制和末段措施来实现。海绵城市不是建设新设施以代替原有的排水系统，而是在此基础上

对其进行改进，使其更好地适应城市的发展进程。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基建投资，而且能将对

环境的扰动减到最低。 

2.2 雨洪管理 

雨洪管理是由国外传入的名词，一般是指城市对雨水资源的处置和利用。经过长期的探

索和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的最佳管理措施(BMPs)、低

影响开发(LID)、水敏感性城市设计(WSUD)及英国的可持续城市排水系统(SUDS)等。我国

雨洪管理起步较晚，海绵城市是城市雨洪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是我国城市雨洪管理体系的

最新理论成果。雨洪调蓄包括雨水调节和雨水储存，是建设海绵城市的必要措施之一。生态

雨洪调蓄系统是城市的“绿色海绵”， 可以将雨水吸收、净化并储存，实现雨水资源的充分



利用[3]。     

LID是海绵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之一。LID[4]即 Low impact development，中文含义为低

影响开发，是上世纪 90年代末在美国学者提出的雨水管理和面源污染处理技术。该理论的

核心思想是通过采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源头控制措施，控制因暴雨引起的城市径流和水质变

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雨水外排，使城市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保持不变。 

    LID技术措施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应用技术，用来实现雨水的收集和利用，起到削减

洪峰、补充地下水、减小径流等作用。该技术的关键在于原位收集、自然净化、就近利用或

回补地下水。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高效、简单，由渗透技术、储存技术、转输技术和截污净

化技术四部分组成。也可以根据环节分为源头技术措施、中途技术措施、末端技术措施。其

中，源头技术措施包括绿色屋顶、低势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铺装、雨水池等；中途技

术措施包括植被浅沟、渗透管渠、植被过滤带、旋流分离等；末端技术措施包括雨水湿地、

与水塘、景观水体、多功能调蓄池等。 

    该技术是国家"十二五"水专项重大课题进行研究项目之一。《指南》对所有低影响开发

技术设施的选择、设计和参数计算都做了细致的解读，实践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水文、

地质、气候和城市原有的排水设施进行科学的选择。 

2.3  LID 与传统雨洪管理模式的区别 

    LID与传统雨洪管理模式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雨水处理方法。根据不同时期

的城市管理要求，两者各自有自己的特点。 

    (1)目标要求不同 

    传统雨洪管理模式的目标是快速排放城市积水，避免城市内涝。它要求雨水快速进入排

水管道并排出。LID刚好相反，它要求将雨水收集利用，尽量减少雨水外排，保持径流和峰

值流量基本不变。因此，LID比传统雨洪管理模式更注重生态平衡，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2)硬件设施不同 

传统城市雨洪管理模式的主要设施是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被称为灰色雨水基础设施，雨

水的收集和排放都处于密闭系统中。由于其设计的局限性，逢大型降雨，系统频繁瘫痪导致

城市道路积水，影响交通和居民生活。LID是在原有灰色雨水系统的基础上将绿色屋顶、透

水路面与公园绿地作为载体，雨水的收集和排放是一个区域性小循环。 

    (3)技术措施不同 

传统城市雨洪管理模式是根据地区降水规律确定下水道的数量、规格和分布。虽然能够

实现雨水外排的目的，但却将雨水与自然水体相互隔绝，切断了水循环的部分环节。LID通



过雨水源头控制措施(生物滞留设施、渗透设施等)和雨水集中处理设施实现雨水的回收再利

用。当降雨量超出 LID系统的容量，则超出部分将排入雨水管道，避开雨水的排放高峰，

缓解雨水管渠系统的压力。 

传统雨洪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不仅给城市带来了许多危害，也影响了

生态系统的平衡。LID更注重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更具有包容性，是当下雨洪管理的优秀

模式之一。它能够弥补传统雨洪管理的不足之处，更好地促进城市各功能的实现和可持续发

展。而且，LID技术 

 
3 建设途径和预期效益 

3.1建设途径 

《指南》指出了建设海绵城市的三个途径： 

(1) 保护原有的生态系统，减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开发，最大程度的维持生态系统原有

的状态。 

(2) 已经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要及时修复。对所有受到破坏的环境系统进行评估分类，

按照相关标准，采用生态方法进行修复。 

    (3) 利用低影响开发技术(LID)减少对环境的扰动。低影响开发技术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

占主要地位。 

海绵城市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程。海绵城市强调建设区域、自然绿地、水系

等的系统作用，是通过对雨水的自然控制，实现对水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传统的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是分散的、孤立的，而海绵城市建设强调的是以水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一体化的管理。

包括对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环境的保护、自然河流廊道的保护，将水生态循环的全过程都融入

到城市基础设施中，包括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水资源涵养和利用等。人与自然

息息相关，因此建设途径均是本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制定的。人类的发展一直是秉承

着征服自然的信念，导致自然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我们也受到了自然的惩罚。为了实现可

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平等对待自然、保护自然。 

3.2预期效益 

海绵城市改变了传统的“快排”雨水管理模式，将道路、建筑、绿地系统等改造成海绵

体，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生态化技术，构建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有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海绵城市可以截留 80％以上的雨水，涵养水源，补充地下水。



海绵城市通过对生态系统的保存与修复，可以增加城市绿地面积，减少城市热岛效应，改善

城市人居环境，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海绵城市是我国未来城市建设的新模式，是综合性城市建设项目,涉及城市水系建设、

园林绿地建设、排水防涝系统建设、海绵建筑等工程领域，能够带动诸如水利、管网、园林

等行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建成后，对于雨水资源的合理调控和使用能够

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对于城市本身而言，升级为海绵城市后，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生态雨洪调蓄系统能够与原有的湿地、园林、景观水体相结合，基建费

用低；需要处理的污水量减少，水污染处理费用大幅度降低；避免了因城市内涝造成的各项

损失；注重对天然水系的保护利用，减少建设排水管道和钢筋混凝土水池的工程量。 

    (2)生态效益：修复城市生态环境；带来综合生态环境效益，减少城市热岛效应，改善

人居环境；为更多的生物、植物提供栖息地，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 

(3)社会效益：缓解城市原有排水系统的压力，控制径流总量；削减降雨峰值流量，提

高城市雨水基础设施应对强降雨能力，减少城市内涝的发生。 

 

4 结论 

    (1)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有效解决城市的雨水排放、收集、利用问题，能够更好

的应对水危机。 

    (2) 海绵城市的内涵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构建海绵城市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所有相关的规划和标准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不能照搬国外经验。 

    (3) 海绵城市建设不是抛弃原有的排水系统，而是以它为基础，将 LID技术覆盖其上，

对其进行优化和强化，使传统的粗放式排水转化为小区域水循环，充分利用雨水资源，防止

城市内涝。 

(4) 由于各个地区水文、地质和气候的差异性，海绵城市系统需要分级构建，主要的划

分方法为区域、城市、社区、建筑四层次系统，不同层次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承接，构成

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5) 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海绵城市建设。水问题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要利用各种宣传

途径，让科学的、先进的用水、节水理念深入人心，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每个人都参与到

海绵城市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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