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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作为全国海绵城市建设的16个试点城市之一，将在2015年至2017年针对公

共建筑、居住小区、市政道路、公园绿地、内河水系等具备改造条件的区域和项目开

展海绵城市试点工程建设，建设总面积为60.18平方千米，约包含494个项目，总投资

额约95.19亿元。

继成为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水生态

文明试点城市和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之后，南宁市将又一次以“水畅、湖清、岸

绿、景美”现代亲水城市的崭新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海绵城市试点建设的成功，可

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海绵城市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国家的区域性

城市，将为东南亚国家展示我国雨水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

兰园位于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内。在开发建设前，该区域截水养殖、毁林私

建、无序开发的现象普遍，植被的水源涵养能力降低，导致泉水断流，水生态功

能被破坏；居民生活污水、养殖废水无序排放，水环境污染严重。兰园用水无法

满足绿地浇灌，且所在的青秀山是南宁市地势的高点，浇灌不得不通过泵站从邕

江抽水，成本高昂。

为了恢复青秀山地区的水生态，涵养水资源、改善水环境，南宁市通过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兰园景观工程水环境治理，最终设计建成符合海绵城市“自然蓄

存”“收集利用”理念的兰园雨水系统。

兰园景观一期工程于2014年9月建成开放。该项目建设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则，通过利用自然高差，沿山体道路设置雨水截流调蓄渗透雨水井，在竖向设计

上做成分级缓排，通过水位溢流衔接，形成上下五级自然调蓄池，恢复水循环，

丰水期形成瀑布式的跌水景观，旱季时又各成一体。经绿地、植草沟、透水铺装

渗滤，将水资源收集利用、初雨污染控制功能融为一体。雨水通过如此自然净化

后基本能满足兰园绿化浇灌用水。

_青秀山兰园使用自然净化的雨水进行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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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园景观二期工程于2015年9月建成开放。项目建设面积11.92万平方米，其中水体面积为1.3万

平方米，绿化面积为8.6万平方米。除进一步扩大园区面积及增加兰花品种外，二期项目建设改进了

水体驳岸的处理方式，将海绵城市的设计、设施与兰园的景观巧妙融合，完成约800米驳岸砌筑和约

1070吨置石，并在芳池、兰湖等湖体及周边的景观建设上采用透水铺装、雨水截流、下沉绿地等技

术，形成“海绵体”。

兰园作为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点，实现了水资源利用与水质控制的有机结合、景观建设与生

态恢复的有效互补、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有益探索。通过改造，青秀山水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兜兰瀑布井水出水基本达到地表II类水水质标准，兰湖水质由劣Ⅴ类提高至地表Ⅳ类水水质标准。断

流多年的董泉、状元泉等已恢复长流，包含兰湖在内的水系，日最大雨水调蓄量为3320立方米，年

雨水调蓄利用量约800毫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90%。雨水回用系统基本满足园区绿化浇灌，每年

水资源节约成本达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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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是南宁市城区内最大的内湖，滨湖广

场位于南湖东岸，其原有的混凝土地面硬化比

例过高、逢雨必涝、雨后即旱；广场绿化植被

浇灌几乎全部依靠自来水灌溉；雨水冲刷道路

携带泥沙流进南湖，初期雨水污染，对南湖水

质造成威胁。

改造工程主要针对微丘绿化、市政广场、

南湖环道进行，在湖岸滨水绿带形成“蓄、

滞、渗、净、用、排”等措施齐全的“海绵

体”。

微丘绿化方面，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将两

个低洼绿地分别改造成一个干式渗透塘和一个

雨水花园，利用生物滞留、渗透等技术措施滞

蓄雨水，成为蓄水能力较好的“海绵体”。

干式渗透塘用沙子垫底，利用地形积累雨水。

而在雨水花园的绿色洼地里种植美人蕉、黑水

草等亲水水生植物，旁边配种夹竹桃、大叶紫

槐等，形成美丽的园林景观。同时在离低洼绿

地最近的4个雨水口前端加装截污过滤装置，

将滨湖路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共1200平方米

汇流面积的径流雨水，引入干式渗透塘和雨水

花园进行滞留、入渗、蓄存，用于灌溉和广场     

冲洗。

市政广场方面，广场周边建设了“多层

级生物滞留带”。这些阶梯式的绿化带能对雨

水进行层层截流，雨水经过渗透汇入下沉式绿

地。下沉式绿地比路面低约150毫米，雨水汇

集至此，储存在土壤层中并得以滞留和净化。

此外，地面改为铺设透水砖，采用孔隙率很高

的厚度砂层和卵石垫层锁住大量雨水。最后，

在市政广场地下藏着一个大蓄水池，下沉式绿

地和透水铺装下部设置渗透收集盲管，将雨水

收集后汇入这个容积为32立方米的收集池内。

市政广场下沉绿地面积244平方米，透水铺

装面积达913平方米，收集池蓄存的雨水可供

1924平方米的名贵花木绿地浇灌使用。

南湖环道方面，原有的8.17千米水泥混

凝土结构环湖路面改为铺设柔软吸水的透水沥

青，已实现“小雨不湿鞋、中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的效果。同时，施工人员封闭

环道原有雨水口，将宽8米的硬质水泥铺装道路两侧的路缘石开孔，每间隔15米设置

一个排水孔，并在排水孔处设置0.96立方米的渗透滞留空间，将路面雨水引入绿化带

内，经过截污、滞留、渗透后溢流汇入南湖。

滨湖广场“海绵化”改造以后，植被多样的绿化带、湿地、排水设施、过滤设施

等一应俱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80%，可实现30.6毫米的降雨不外排。道路10

毫米的初期雨水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悬浮物（TSS）去除率达到70%，该区域雨水

经过蓄存、净化后排入南湖，每年向南湖排放净化后雨水0.2万吨，进入南湖的雨水

水质可达到地表水III类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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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森林公园作为南宁市区内的大型城市森林公园，

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项目，也是公园整体“海绵化”提升

的示范改造工程。其改造重点集中在雨水净化和雨水资源       

利用。

雨水净化部分，一方面主要通过植草沟、旱溪、透水

植草格、透水沥青、透水砖等铺装，使雨水渗透地下，实现

净化。另一方面主要通过新建雨水花园、生态滞留池、人

工湿地等立体造景的方式滞留雨水。部分绿化带被改造为

“生物滞留设施”；东南雨水花园将原来的老旧泉眼底部铺

上可渗透的卵石，并种植湿地植物，多余的雨水通过易排管

下渗和旱溪的传输，在进行净化、降解后，最终汇入公园的

明湖；明湖原先为荒废的硬质泳池，改造工程充分利用低洼

地形，营造梯级雨水湿地系统；地表径流通过雨水花园的初

级净化，汇集到此处的雨水湿地，再分别通过叠水瀑布、植

物塘、梯级湿地形成分级雨水湿地净化系统，如此改造后便

成为具有生态功能雨水花园的渗透塘，起到净化、渗透的       

作用。

雨水资源利用方面，石门森林公园经过改造后成为一个

“海绵体”，通过上述方式净化的初期雨水，或用来浇灌公

园绿地，或把多余的干净雨水通过明湖溢流管道与市政排水

管连通，给公园旁边的竹排江和民歌湖补充达标的雨水，保

证了两处的平均水流量。

石门森林公园“海绵化”改造将有效控制径流污染，削

减峰值径流量，改善公园内水环境质量，并吸纳和净化周围

客水，导活雨水，进一步提升石门森林公园作为30%城市核

心区“海绵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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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规划展示馆依山而建，建造之初就采用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施工技术，在屋顶

天面建成虹吸式雨水回收利用系统。投入使用后，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一定区域内

的积存、渗透和净化，对硬质铺装广场、展馆道路周边绿化区域及山体汇流区域三个主要部

分进行“海绵化”提升改造。

首先，将铺装广场边缘改造为植草排水沟，引径流入雨水收集池，调整用地红线内绿地

为下沉式绿地。其次，展示馆的停车场区域利用透水砖改造为生态透水停车场，实现了雨水

收集净化与利用的综合效益。最后，山体雨水汇流坡面设置截流盲沟、生物滞留池，雨水滞

留、入渗、净化后进入末端景观水池。

目前，建设区域内90%以上的下垫面雨水径流均进入绿化带，通过各种绿化面积排除，

结合末端雨水收集池，改造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从40%提高到78%，全年收集可利用雨水

资源9500立方米。

通过原有的屋顶雨水回收以及后期的海绵城市改造，南宁市规划展示馆已充分发挥植

被、雨水循环设施的净化作用，实现雨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初步建成“海绵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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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城市内涝频现，是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之一。在白沙大道的葫芦鼎大桥至壮锦立交桥路段，

90米长的道路改造项目包括建设市政道路导流系统、下沉绿地滞留系统等“海绵化”措施。

改造前，白沙大道后排硬化部分约70%的雨水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道，不仅没能充分利用雨水，

而且对市政雨水管道造成巨大压力，一旦出现强降雨或长时间持续性降雨就会出现地面积水。

南宁市大多数路段绿化带的位置高于排水井，雨水通过绿化带收集后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道。白

沙大道绿地“海绵化”改造采用整体下沉50毫米、局部植草沟下沉200毫米的做法，雨水在进入下沉

绿化带前先进入一个缓冲渗透井，经过截污、滞留、渗透后汇入植草沟，植草沟下设砾石渗透层，具

有较大的储水空间，并通过加大渗透接触面积，加快植草沟范围滞留雨水快速下渗。而无法消纳的积

水，再顺势进入绿化带。既可保护绿植花卉、实现景观的美化要求，又可实现雨水总量的控制目标。

该路段“海绵化”改造后，已经过数次暴雨的检验，下沉绿地内可滞留42.7立方米降雨，并将雨

水径流时间从原来的5分钟延长至20分钟，减轻了暴雨径流峰值。同时控制示范区域内37毫米的降雨不

外排（可控制年径流总量84%），减小了雨水的面源污染。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采用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到2020年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2015年4月，南宁市以

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城市，正式开启了广西海绵城市建设步伐。

当前，我国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1980年城镇化水平仅为19.4%，2014年达

到54.77%。近年来，每年城镇人口净增超过2000万人，城市建成区迅速扩大，1981年

为7438平方千米，2000年为22439平方千米，2011年已达43000平方千米，平均每年

增加1800平方千米，大致相当于增加一个上海市建成区面积。我国发展逐步形成了十

大城市群和十几个中小城市群，城市群的发展在带来经济社会群聚红利的同时，也造成

水循环过程的畸变和区域性气候演变，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过去的城市排水管网

设计以“快速排除”和“末端集中”控制为主要设计理念，往往造成逢雨必涝，旱涝

急转，难以应对短时大流量的雨洪，大城市内涝时有发生。例如，2013年“海燕”给

北海市带来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353毫米；近年位于桂中的柳州最大降雨量也达到

307毫米；南宁更是出现了1小时降雨106毫米强降雨；因强降雨造成死亡的情况在全国

也经常出现。此外，快速的城镇化还存在水生态系统被破坏、热岛效应加剧、黑臭水体

大量出现，各类水问题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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