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现代化市政设

施给我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交通拥堵、水体黑

臭、热岛效应等城市病也相继出现。其中，城市

“无雨则干燥、有雨则内涝”的现象不仅在多雨的

南方城市已成为常态，在少雨的北方城市也时有 

发生。

未来的城市建设思路，是依然遵循原有的把降

雨当作威胁、快排快干的理念，还是把降雨当成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资源来有效利用？这是摆在

我们城市建设者面前的新情况、新课题。

国内外数据表明，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因城

市早期和中晚期所承担的功能不同，市政建设标准

也会做出相应改变，客观上导致了老城区的雨水排

水系统不尽完善、新老城区的系统衔接有出入的普

遍现象。

城市在形成的初期阶段，建设标准偏低，排水

能力偏小，但由于城市原有自然蓄纳雨水的地表特

征变化较小，城市的洪涝现象尚不严重。但是，随

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由于原有可以滞蓄雨

水的绿地、池塘逐渐消失，硬质地面的比例增大，

雨水径流的洪峰值明显高于城市发展初期阶段时的

流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高层建

筑不断增加，城市区域上空的大气边界层特性发生

变化，原有地区的气候特点发生改变，导致在市区

范围内出现降雨次数增多、雨量暴增的“雨岛效

应”，使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时常出现，

加剧了城市的防洪压力。

在城市少雨季节，由于硬质地面比例增大，

城市建成区空气中的水蒸气含量无法通过足够的水

面、绿地的自然蒸发得到有效补充，使得整个城市

范围内的空气变得干燥，人们居住的舒适度因此 

降低。

HAIMIANCHENGSHI LINIAN
NARU XINXINGCHENGSHI FAZHAN

文_赵亮（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高级工程师，广西大学兼职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制图_邱勇哲（本刊记者）

_城市“无雨则干燥、有雨则内涝”的现象不仅在多雨的南方城市已成为常态，在少雨
的北方城市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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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土地开发强度过高导致了绿地面积急剧减少、地面硬化

率激增，改变了原有自然生态的本底特征，提高了径流系数。同时，城市雨岛效应导致暴

雨发生时降雨总量的提升。二者相结合，使得雨水径流流量的洪峰值大幅提高，大大超过

了原本在城市发展初期阶段设计建设的雨水排水系统能力，成为近年来城市降雨引发洪涝

灾害的根本原因。

海绵城市从功能上可以理解为“雨水友好型城市”，即城市不再视雨水为威胁，而是

将雨水看作是资源的一部分而加以利用，改变城市的水环境生态。

从原理上说，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应对暴雨灾

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充分考虑到生态需求并改善城市的水循环过程，让水在城

市的迁移、转化和转换等过程中更加“自然”，下雨时下垫面能够有效地吸水、蓄水、渗

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加以利用。

传统城市，不考虑雨水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重点强调的是“排”的管理概念，利用

雨水口、雨水排水管道和雨水泵站等市政设施，对城市路面形成的雨水径流进行快速收集

和排出。

传统城市降雨流向的比较

海绵城市降雨流向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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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是从原有“雨水就近汇集、迅速排干”的工程理念，升级到“渗、

滞、蓄、净、用、排”六位一体的综合排水、生态排水理念的战略性转变。海绵城市

的建设可以有效控制城市初期雨水污染、解决合流制溢流污染、削减暴雨地表径流并

有效补充城市地下水，旨在做到“小雨不湿鞋，中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无黑

臭，热岛有缓解”，从而有效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海绵城市的建设，是从原有的“土地与空间紧凑、高效集约利用”型的城市发

展模式，转到“土地与空间适度紧凑、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和谐并存”的新型模式，

是一种城市建设理念的重大改变。事实上，我们从曼谷等东南亚国家的中心城市可以

看到，由于人口密度不大，容积率不高，城市中心的绿地率保持了较高的比例。可以

说，这些城市在发展道路上一直遵循着雨水友好型的特点。

海绵城市从旨在构建多功能、多目标的城市生态系统出发，统筹解决城市水安

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承载挑战，最终形成一个蕴含着城市魅力的、具象出

城市灵魂的独特水文化。

海绵城市的建设思路，首先是原始城市生态的

保护，把河流、湖泊、湿地、坑塘等水敏感地块作为

城市区域的自然部分，保护优先，不进行人工改造。

其次，是对原有高生态附加值的“山水林田湖”的恢

复。在城市区域，尽可能减少不透水面积，并利用海

绵城市的相关技术对不透水的地面进行分割，减少大

区块的地表径流，消减暴雨洪峰值，降低城市内涝的

影响程度。再次，在城市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生态

型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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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适当

开挖河湖沟渠，增加水域面积，促进雨水的积存、渗

透和净化。       

海绵城市的重点解决对象，是进入市政管网之

前的城市径流雨水。通过小型的、源头的、分散的设

施，对一般日降雨量不超过30毫米的中雨和小雨进行

资源化生态利用。

海绵城市在强化以混凝土材料为基调的“灰色”

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海绵城市把“低影响开发”

建设理念作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对原有城市现状不进

行大规模的修改整治，尽量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

在低影响开发所采取的设施上，遵循“生态型设施优

先”的原则，做到源头处理的、小型分散的设施优先

考虑，低成本、易维护的设施优先使用。

从 海 绵 城 市 的 建 设 实 践 来 看 ， 虽 然 存 在

“渗”“滞”“蓄”“净”“用”“排”6种不同的处

理措施，但实际上，一种设施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包含

以上两到三种效果。例如人工湿地，本身除了具有入

渗、蓄纳雨水的功能外，还具有一定的净化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从建设目的上来说，这6种不同的

处理措施不能齐平并论。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首先

_兰州黄河湿地公园。

海绵城市建设指导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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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应该是雨水的入渗，在满足补充涵养地下

水的基础上，再考虑阻滞雨水径流、削峰减涝，

最后考虑蓄纳雨水的使用以及多余雨水的顺利排

放。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上，要避免以蓄滞雨水满

足日常使用量为建设目标，防止工程量过大造成

投资浪费。同时，雨旱天气的变换，容易导致使

用效率低下。一旦维护不当，容易导致水泵等设

备生锈而提前报废。

海绵城市的建设是多个部门、学科的精细

化设计、精细化施工、精细化管理的系统集成。

从所需专业来看，涉及给排水、道路、建筑、城

市规划、结构、绿化、桥梁、水利、电气、交通

等多个学科；从主管部门来看，需要规划部门牵

头，并涉及发展改革、财政、规划、住房城乡建

设、园林、交通、城管、国土等多个部门。

在新型城市发展的规划和建设中，应该将海

绵城市的理念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和其他相关专

项规划中。

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应该在城市排水的规

划中纳入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首先，对于城市

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面源污染和雨污合流制溢

流污染的控制问题，应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

技术手段和措施，因地制宜，合理布置初期雨水

弃流设施和雨污合流溢流设施。同时，落实好雨

水“错峰调蓄”的大中型调蓄设施的用地规划。

另外，在落实新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规模和

占地需求中，应充分考虑到城市的面源污染治理

尤其是初期雨水面源污染物的治理要求。

在城市的其他相关专项规划中，只要是和

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相关的规划，就应该增加海

绵城市的内容。例如，在城市的水系规划和排水

防涝规划中，应增加水系保护、水系利用、削峰

排涝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

中，要在城市绿地的规划上，明确低影响开发控

制指标，在满足生态和景观功能的基础上，通过

合理的设计，优化布局一些低影响开发的设施，

实现“绿地—水环境”生态和谐的建设目标。在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要在保障交通安全、满足

道路养护和确保通行能力的前提下，尽量通过合理的道路纵坡、横坡的设

计，并结合道路的绿化中分带、侧分带等设施，对路面雨水进行适当的

滞、蓄和净化。对于一些重要公路，沿路以适当的间隔考虑设立若干地埋

式蓄水池，一方面可以蓄滞路面径流雨水，另一方面可以用蓄水进行道路

绿化的养护。

 

传统的城市建设理念中，认为城市的发展要遵循“土地利用集约

型”“空间发展优先型”“单位经济产出评价型”的发展原则。个别城

市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把高价售地作为核心方式进行所谓的“城市经

营”。这种以“单位土地面积产出GDP”的城市管理思想，追求的是自然

资源利用的极致，不可能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

事实上，任何一个城市的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内涝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不但没有随之减轻并消

除，反而愈演愈烈。各种城市病逐渐呈现迫使城市的管理者意识到这样一

个问题，即不能再走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发展城市经济、待城市病出现后再

找对策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应该转换思想，从城市发展的开

始就能合理规划，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城市”。

_绿色屋顶对雨水有蓄存作用。
_暴雨后，仰光市的小贩在清理淤积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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