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城市里看海。”这句网友们调侃的

话，无奈道出现今城市中逢雨必内涝的尴尬境

况。2013年，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县级以上城市受淹234个，直接经济损失3100

多亿元。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应对突发暴雨

所带来的大量雨水不能及时消纳的问题，成为

现今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中的弱项。有统计数

据显示，全国200多座中型城市中，三分之二

的城市逢雨必涝，遇晴必旱。在面对旱涝灾害

时，也只是简单地排水和补水，这并不是一座

城市可持续发展应有的方向。

人们的单一思维和单向度的城市发展方

式，致使城镇中“不能呼吸”的地面越来越

多，雨水在路面流动、积存，排水道又无法承

载突如其来的容水量，排出去的水又因江河湖

泊水位增高倒流回来。经历过数次严重的内涝

教训后，城市在防灾减灾和生态建设方面应向

多向度发展，如利用透水混凝土、雨水收集系

统，把单一的排水变成可透水渗入地下，定量

存储用作平时灌溉绿化、洁净道路等。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

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

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

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海绵城市的设计

是对传统排水系统的一种“减负”和补充，最

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本身的作用。在海绵城市建

设过程中，应统筹自然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

的系统性，协调给水、排水等水循环利用各环

节，并考虑其复杂性和长期性。是先进的低影

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 是超越传统“ 灰色基础

设施”的更先进更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城

市设计。

由此，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像海绵一样能吸

水的城市。透水性能好的道路建设、储纳再利

用的循环雨水收集，将大自然造就的天与地生

态循环还原至城市中。海绵城市的理念随着城

市建设的改造，大批已建成的海绵体出现在市

民的生活里，正日渐深入人心，获得了民众的

支持。海绵城市，能使我们生活的城市表体，

有着“会呼吸”自然功能。终有一天，即使雨

再大，我们也能生活在“雨水友好型城市”

里。（李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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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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 。

“渗”，是利用各种路面、屋面、地面、绿地，从源头收集雨水；

“滞”，是降低雨水汇集速度，既留住了雨水，又降低了灾害风险；

“蓄”，是降低峰值流量，调节时空分布，为雨水利用创造条件；

“净”，是通过一定过滤措施减少雨水污染，改善城市水环境；

“用”，是将收集的雨水净化或污水处理之后再利用；

“排”，是利用城市竖向与工程设施相结合，排水防涝设施与天然水系河道相结

合，地面排水与地下雨水管渠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一般排放和超标雨水的排放，避免内

涝等灾害。 

文字统筹_李琳（本刊记者）

制图_邱勇哲（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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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时空分布，为雨水利

用创造条件

通过一定过滤措施减少雨水

污染，改善城市水环境

将收集的雨水净化

或污水处理之后再利用

利用城市竖向与工程设施相结

合，排水防涝设施与天然水系河道相

结合，地面排水与地下雨水管渠相结

合的方式来实现一般排放和超标雨水

的排放，避免内涝等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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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

坛》中，“海绵城市”概念首次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

的“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

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出台。

南宁“海绵城市”试点项目——南宁市竹排江上游植物园

段（那考河）流域治理PPP项目正式签约，这是国内首个集流域

治理、“海绵城市”于一体的PPP项目。 

全国首批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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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合理利用雨水蓄排，解决污水

黑臭问题，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的指导意见》。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

要求各地于2016年10月底前完成设市城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草

案，按程序报批。

到2020年，20%的城市建成区通过海绵城市建设，

使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2030年，80%的城市

建成区要达到这个要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

法（试行），并附有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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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台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构建》。文中指出，“海绵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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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

护”。这是城市水环境系统解决方案的国际先进经验 ，是美国的“绿色基础设施（GI, 

GreenInfrastructure）”“低影响开发技术（LID, Low Impact Development）”、英

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 SuDS）”、澳大利亚的“水

敏感性城市设计（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WUSD）”等先进理念的中国化表

达。由此正式将“海绵城市”这一新鲜词纳入了公众视野，随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深入人心，以及政府部门下决心解决城市内涝的问题，“海绵城市”成为热议词。

“逢雨必涝、雨停即旱”、水资源缺乏、径流污

染与合流制污水溢流所带来的面源污染等，是我国城

市水环境目前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以往中国水污染

治理行业更强调的是点对点治理，未来发展方向必然

向流域治理、城市水系统的综合解方案的面源或立体

的治理方向发展，海绵城市的建设是解决我国水环境

问题的客观需求，正符合这一趋势。建设海绵城市是

最可持续的城市水环境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部署，确定的目标核

心是通过海绵城市建设，使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

用。围绕这一目标确定的时间表是到2020年，20%的

城市建成区达到这个要求。如果一个城市建成区有100

平方千米的话，至少有20平方千米在2020年要达到这

个要求；到2030年，80%的城市建成区要达到这个  

要求。   

2015年，全国已有130多个城市制订了海绵城市

建设方案。按照国务院要求，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水利部选择了今年开展试点的首批16个城市：迁

安、白城、镇江、嘉兴、池州、厦门、萍乡、济南、

鹤壁、武汉、常德、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

和西咸新区。2015年6月10日，把三亚列入城市“双

修”、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由此全

国首批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纷纷掀起了海绵城

市建设热潮。为了推动海绵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中央

财政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给予专项资金补助，时间为

3年，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

城市每年4亿元，对采用PPP模式达到一定比例的，将

_不同的地表的径流有很大区别。

_美国塔尔萨市中心格思里绿色公园，设计师把一个旧汽车工厂改造成了城市绿化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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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补助基数奖励10%。有关专家测算，海

绵城市建设投资约为每平方千米1亿元至1.5亿

元，全国海绵城市建设的总投资额有望超过5万

亿元。海绵城市的建设关系着市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通过低影响开发技术，雨水得到有效利用，

路面不会积水不会结冰，减少了洪水和内涝，水

质可以得到有效净化，热岛效应、地面沉降都可

以得到缓解，整个城市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海

绵城市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目标，而是一个综合

目标，即城市发展理念和建设方式转型。

2015年7月1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海

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该

办法中明确了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安

全、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显示度6个方面18项

考核指标。

建海绵城市就要有“海绵体”。城市“海

绵体”既包括河、湖、池塘等水系，也包括绿

地、花园、可渗透路面这样的城市配套设施。雨

水通过这些"海绵体"下渗、滞蓄、净化、回用，

最后剩余部分径流通过管网、泵站外排，从而可

有效提高城市排水系统的标准，缓减城市内涝的

压力。

海绵城市的建设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最大限度地保

护原有的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水生

态敏感区，留有足够涵养水源，应对较大强度降

雨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维持城市开发

前的自然水文特征，这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要

求。二是生态恢复和修复。对传统粗放式城市

建设模式下，已经受到破坏的水体和其他

自然环境，运用生态的手段进行恢复和修

复，并维持一定比例的生态空间。三是低

影响开发。按照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最低

的开发建设理念，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在

城市中保留足够的生态用地，控制城市不

透水面积比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原

有水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根据需求适

当开挖河湖沟渠，增加水域面积，促进雨

水的积存、渗透和净化。

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加强规划建设

管控，通过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

理，采取屋顶绿化、透水铺装、下凹式绿

地、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等措施，使建筑与

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和绿地、水系等

具备对雨水的吸纳、蓄滞和缓释作用，有

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小雨不积水、大

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海绵城市建设应统筹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

排放系统。低影响开发指在场地开发过程

中采用源头、分散式措施维持场地开发前

的水文特征，也称为低影响设计或低影响

城市设计和开发。其核心是维持场地开发

前后水文特征不变，包括径流总量、峰值

流量、峰现时间等。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可以通过对雨水

的渗透、储存、调节、转输与截污净化等

功能，有效控制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和径

流污染；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即传统排水系

统，应与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共同组织径

流雨水的收集、转输与排放；超标雨水径

流排放系统，用来应对超过雨水管渠系统

设计标准的雨水径流，一般通过综合选择

自然水体、多功能调蓄水体、行泄通道、

调蓄池、深层隧道等自然途径或人工设施

构建。以上三个系统并不是孤立的，也没

有严格的界限，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依

存，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元素。

广义来讲，低影响开发即在城市开

发建设过程中采用源头削减、中途转输、

末端调蓄等多种手段，通过渗、滞、蓄、

净、用、排等多种技术，实现城市良性水

文循环，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透、调蓄、

净化、利用和排放能力，维持或恢复城市

的“海绵”功能。_香港湿地公园。

_管道替换成本高于海绵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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