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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由

2001年的38%上升到2015年的56%。在享受着城镇化红利的同时，城市

的水生态环境面临日益严重的三大核心挑战：水污染、水资源短缺、以及

城市内涝灾害。传统的城市建设方式已经难以满足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需

求，为了系统性地解决这些水生态问题，海绵城市应运而生。

海绵城市建设成本：
海绵城市建设并不需要什么昂贵的“高技术”，它可以通过低成本和“低

技术”来实现。也不需要巨大的工程，而是可以通过分散式的无数小型工

程来实现一个伟大的“海绵体”。

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作用：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了暴雨

径流管控避免“城市看海”外，还包括黑臭水体治理、污水厂尾水资源利

用、自然生态系统绿色净化功能利用，旧城改造融合海绵生态化提高品质，

以及具有美化功能的亲水环境打造等。这些不仅为城市居民带来了显著的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了宜居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和

灰色基础设施共存，降低了系统运行成本，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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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建设目标

存在问题

工作重点



海绵城市——明确目标

NO.1明确自己的目标：

我们的海绵城市建设有自己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将自然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传统发展转向低影响开发

2018年
2020年 2030年

（国家指标）

1



NO.2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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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规划落实
不到位

按照住建城乡建设部《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要求，各设市城

市应于2016年10月底前完成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草案，按程序报批。

海绵城市建设涉及到建筑小区、公园绿地、市政道路等各个专业，是系统

化工程建设，各个方面需要合成一股劲，因此需要一个总体规划来统筹。

如果没有规划的统筹协调，缺乏总体规划，可能会导致项目过度碎片化，

出现“为海绵而海绵”的盲目建设行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是各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的重要依据，是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



NO.2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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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督导
不到位

目前，各城市很多缺少专职海绵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建设项目又分散，

存在各个项目主管单位，对海绵城市建设理解不到位，对海绵城市建

设项目监管更不到位，未能有效的对建设项目进行监督把控。

建设
工期短

国务院对海绵城市建设提出了到2020年达到20%、到2030年达到

80%建成区面积的要求。由于我省地处北方高寒地区，南方海绵城市

建设经验无法直接套用，加之冬季冻土，每年工期只有6、7个月左右，

海绵城市项目建设的压力较大。致使我省海绵城市工程建设进度缓慢。



NO.2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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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

①设计单位对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掌握程度不一，部分单位不具备海绵城市

设计能力，造成部分道路排水项目、城市公园项目、小区项目未很好落实

海绵技术要求。

②多数设计单位未按照国家出台的海绵城市系列建设标准和省里地方标准

执行设计。

③施工图审查单位，对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掌握程度不一，仅针对强制性条

文和结构安全进行审查，其余内容无法做到有效审查，致使很多“假海绵”

或不符合标准的项目顺利通过审查。

设计水准
参差不齐



NO.2存在问题——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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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人行道
四宗罪

海绵城市不是高大上的空中阁楼，而是“换个角度来看海。”目前很多城市打着

海绵城市的旗号，做着“高大上” 的事情。

如：人行道结构基层，乃至树穴直接用混凝土灌注。

错误1  采用大量混凝土增加建设投资，且冻胀现象严重，后期维护费用增加

错误2  硬化地面，使雨水无法正常下渗，改变自然现状，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

错误3  增加区域径流系数，为城市埋下内涝隐患、汛期一来，小区街路变成河

错误4  对市政管网压力增大，原本建设的雨水管网满足不了排水需求，后期还需

           排水管网改造，再一次增加了工程建设投资，劳民伤财



NO.2存在问题——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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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绿化带
错误

错误做法1:下沉绿化带未按照设计实施，

造成雨水排放通道被堵塞
错误做法2:传统的园林绿化没有和海绵

城市进行良好结合，导致下沉式绿化带

种植严重阻水，使下沉式绿化带、溢流

式收水口等设施失去了意义；换填土的

质量令人质疑，存在大直径的土块，与

设计要求的换填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并

且普遍缺乏维护致使垃圾堆填。

下凹式绿地              上凸式土堆
变



NO.2存在问题——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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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透水铺装
问题

错误1:材料不符合要求。材料供应厂家及施工单位未能完全掌握技术要点，过度追

求透水性能，而造成透水沥青骨料稀松散落成断级配状，细集料配比明显不足，采

用的普通沥青粘结力差，不属于高黏度改性沥青，致使面层出现脱粒现象。

错误2:非机动车道上车严重。非机动车道设计明确给出的是不具备车辆停车和通行

荷载，但现场路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停车和通行现象，缺失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车止

石，车止石采用的也不是固定式，很多车止石都被两侧商户搬开人行道和非机动车

道成为停车场。透水沥青对于车辆荷载摩擦抵抗力不强，众多的车辆的通行，致使

非机动车道透水沥青脱粒较为明显。

错误3:质量环节控制不严， 缺少后期维护及管理。



NO.2存在问题——建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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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老旧小区
问题

错误做法1:老旧小区采用大面积硬化铺

装，自然降水无法渗透，大大增大地表

径流系数，并且缺少排水系统。致使大

雨时无法外排，积水严重。并且对周边

市政管网增加排水压力。

错误做法2:某小区硬化铺装较多的同时，

仅有的绿地采用高位花坛，无法收集周

边雨水，且大雨时超量雨水无法排出，

加之后期维护管理不到位，内部花卉植

物无法成活，野草丛生，全无景观可言。



NO.2存在问题——建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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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绿化带
错误

错误做法1:某小区雨水花园降雨2天后

效果，由于土壤渗透能力不足，缺少溢

流排水系统。致使超量雨水无法外排，

积水严重。

错误做法2:某小区进水口处都被长期积

累的杂质堵住，径流无法进入设施。碎

石长期不清理造成堵塞，变成垃圾堆，

建议建立维护机制，或更改为设施类减

少清理。



NO.2存在问题——建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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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小区理念
问题

问题1:很多小区为了营造“一步一景”，

然而凸起的地形却让绿地失去了调蓄雨

水的功能，大到暴雨时，大量雨水汇集

到小区道路，使小区道路变成了行洪通

道。不但不方便小区居民，而且使绿地

不能下渗及调蓄。

问题2:某些小区为了营造高大上的视觉

效果，采用大面积石材铺装，使自然降

雨无法下渗，并且造价较高；

问题3:小区道路采用高边石，雨水无法

进入到绿地内。使地表径流汇集到小区

道路上，下雨时既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

便，亦增加了下游市政管网的排水压力，

造成管径增大，增加工程造价。



NO.2存在问题——园林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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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园林景观
问题

问题1:很多园林景观采用人造地形的障

景法，为了营造局域的幽秘性和景观性，

牺牲了绿地天然的调蓄雨水的功能，大

到暴雨时，大量雨水汇集到园区路面，

有的地方园区内雨水不但自行消解，甚

至对外围的市政管网造成行洪排泄的压

力。此做法大量增加土方量、大量园林

植物以及景观设施，造成工程投资大大

增加。

问题2:为了营造高大上的视觉效果，采

用大面积石材铺装，使自然降雨无法下

渗，并且造价较高；

问题3:园区道路采用高边石，雨水无法

进入到绿地内。使地表径流汇集到园区

道路上，下雨时既给游人出行带来了不

便，亦增加了下游市政管网的排水压力，

造成管径增大，增加工程造价。



NO.2存在问题——园林绿地

12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问题:公园广场大面积采用不透水硬化铺装，使本来可渗透的地表扣上了一层硬壳，

增大地表径流，使雨水无法下渗，形成内涝积水点，同时也对周边市政管网增加

了排水压力。大面积透水铺装本身就增加了工程投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市政管

网的工程建设费用。

公园广场
问题



NO.3明确工作重点：

海绵城市建设究竟要如何开展？我们针对未来海绵城市建设提出了几

项工作重点：

13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存在问题

A.本底调查，掌握情况。

①水资源评价②水生态分析③水环境调查④水安全评估⑤海绵城市建设

现状分析

B.规划引领，合理布局。

C.建管结合，全过程覆盖。

D.技术标准支撑，科学指导建设。

 

2020年 2030年

（国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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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怎么干

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低成本建设—怎么干

旧城区改造—怎么干

城市道路建设—怎么干

城市公园建设—怎么干

黑臭水体治理—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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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低成本建设
绿地公园：以劳谦公园为例，采用海绵城市技术，不但达到了雨水径流

零外排，还以较低的造价，建设了受周边老百姓欢迎的海绵实用型公园。

①公园内铺装采用缝隙透水砖、植草砖及简单实用的透水铺装形式，不

提高造价，还起到降低雨水径流的作用。②园林景观部分采用下沉式绿

地配合雨水花园设计，减少土方填挖，降低造价，节约成本，还可控制

增加雨水调蓄量。

劳谦公园建设前后对比图

市政道路、建筑小区：以往工程建设采用大面积沥青、混凝土铺装以及

大理石铺装等工程化手段。海绵城市型工程建设，则采用更贴近自然现

状的手段，采用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缝隙透水砖、透水混凝土等技

术，不但减少工程开挖量，又比大面积硬化铺装及高端景观降低工程投

资，，还可控制增加雨水调蓄量，涵养地下水资源。

接下来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不同工程项目中，适用于北方寒带地区可采

用的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市政道路——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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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人行道

不应给我们的城市采用过多的不透

水硬化铺装，而是要让其更接近于

原始地表径流系数，使自然降雨能

够渗透到地下，补充地下水，降低

径流系数，减少径流量，减轻排水

管网的压力。

缝隙透水砖铺装不但本身造价低廉，

而且减少区域的径流系数，可减小

市政管网的管径，从而减少工程造

价。



市政道路——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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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人行道
国外案例



NO.2存在问题——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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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绿化带

下沉式绿化带内标高应比道路标高低

10~25cm，并应设置开口立缘石，使车

行道的雨水能够引导至下沉式绿化带，

雨水净化后渗透到地下，超量雨水通过

溢流式检查井溢流至排水管网内。

下凹式绿地              上凸式土堆
变



市政道路——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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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雨水花园
国外案例



NO.2存在问题——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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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透水铺装

由于海绵城市在北方地区属于起步阶段，

应该严格控制材料质量，施工阶段严格

把控，检查阶段严格把守。对不合格的

材料及项目要有整治的决心和力度。



改造后:绿地下土壤换填后，保证雨水

下渗速率足够，避免积水。

增加立缘石开口及碎石缓冲带，可把周

边雨水引导至下沉式绿地内，通过碎石

缓冲带净化后，再下渗补充地下水。

优点：改造成本较低

          缓解小区内涝

          净化初期雨水

          补充地下水资源

          降低径流系数，减小下游排水管

网压力

建筑小区——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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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老旧小区

改造前:某小区硬化铺装较多的同时，

仅有的绿地采用高边石，无法收集周边

雨水，且土壤下渗速率不够，大雨时超

量雨水无法排出，加之后期维护管理不

到位，内部花卉植物无法成活，野草丛

生，全无景观可言。



改造后:绿地下土壤换填后，保证雨水

下渗速率足够，避免积水。增加了雨水

花园，可调蓄更多的雨水。

增加立缘石开口及碎石缓冲带，可把周

边雨水引导至下沉式绿地内，通过碎石

缓冲带净化后，再下渗补充地下水。超

量雨水溢流至雨水花园。

优点：改造成本较低、缓解小区内涝

          净化初期雨水、补充地下水资源

          降低径流系数，减小下游排水管

网压力

建筑小区——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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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绿化带

改造前:某小区硬化铺装较多的同时，

仅有的绿地采用高边石，无法收集周边

雨水，且土壤下渗速率不够，大雨时超

量雨水无法排出，加之后期维护管理不

到位，内部花卉植物无法成活，野草丛

生，全无景观可言。



建筑小区——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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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雨水花园
洼塘案例

洼地——渗渠系统

雨水花园、下沉绿地



建筑小区——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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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绿化带
错误

错误做法:

某小区雨水花园降雨2天后效果，由于

土壤渗透能力不足，缺少溢流排水系统。

致使超量雨水无法外排，积水严重。

正确做法:

结合雨水花园入渗能力，超量雨水设置

溢流外排雨水系统。确保暴雨期间，雨

水正常排放。



建筑小区——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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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建筑小区

绿地尽可能的做成下沉式绿地，硬化铺装做成透水铺装。

优点：减小土方量，降低造价，增加透水铺装，使雨水下渗回补地下水；

          增加雨水调蓄空间，调蓄容积不足的地方还可以增加雨水调蓄模块等；

          缓解下游雨水管网压力，减少管网改造工程造价；

          方便居民出行，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



园林绿地——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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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园林景观

问题:为了营造高大上的视觉效果，采

用大面积石材铺装，使自然降雨无法下

渗，并且造价较高；

园区道路采用高边石，雨水无法进入到

绿地内。使地表径流汇集到园区道路上，

下雨时既给游人出行带来了不便，亦增

加了下游市政管网的排水压力，造成管

径增大，增加工程造价。

应取消高边石或增加开口立缘石，把雨

水引导至下沉式绿地内，硬化铺装尽量

采用透水铺装结构。



园林绿地——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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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低成本建设

公园广场

问题:公园广场大面积采用不透水硬化铺装，使本来可渗透的地表扣上了一层硬壳，

增大地表径流，使雨水无法下渗，形成内涝积水点，同时也对周边市政管网增加

了排水压力。大面积透水铺装本身就增加了工程投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市政管

网的工程建设费用。

解决办法：增加下沉式绿地，增加雨水调蓄容积，减小地表径流；

                 硬化地面尽量采用透水铺装，使雨水下渗，回补地下水资源。

                 即减少了大面积石材铺装的建设造价，又间接减小了下游雨水管网的

                 压力，减少管网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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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1旧城区改造——低成本做法

海
绵
城
市
设
施
平
面
布
置
图

总
排
放
流
量
对
比
曲
线
图

增加海绵设计前

增加海绵设计后

采用模型模拟对改造方案进行评估

根据模型模拟结果P=3，针对3年一遇的暴雨重现期，添加海绵设

施设施后，小区总排放量削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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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1旧城区改造——低成本做法

A.透水铺装：
（1）采用缝隙透水砖、植草砖这类价格与传统方砖基本一致的铺装形式，

不提高造价，还起到降低雨水径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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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2）成本：人行道面层采用缝

隙透水砖，基层采用透水混凝土

或者级配碎石，这样的结构一般

在150元—200元左右，与传统

的人行道基本一致，低成本的实

现了人行道透水。

序号 种类 材料 砖型 单价（元/平方米）

1

常规透水方砖

陶瓷硅砂透水砖 200×100×40 290~315

2 陶瓷硅砂透水砖 200×100×60 390~415

3 复合型砂基透水砖 400×200×60 400

4 复合砂基透水砖 300×150×80 490

5 陶土砖 200×100×40 110~150

6

缝隙透水砖

结构缝隙型透水方砖（掺机制砂） 260×260×80 58

7 结构缝隙型透水方砖（掺石英砂） 260×260×80 60

8 常规不透水砖 常规方砖 200×200×80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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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1旧城区改造——低成本做法

B.需要增加色彩区域可以

采用透水混凝土，冻融循环

在50次以上要求。这样的结

构一般在200元左右，相比彩

色沥青，艺术地坪喷涂价格还

要便宜，并且能够很好的发挥

透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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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1旧城区改造——低成本做法

C.雨水花园及下沉绿地
①小区内大部分绿地，应低于道路

或步道10cm以上，并且设置边石

开口让雨水自然流淌到绿地内，自

然入渗。②如果要增加入渗能力，

还可以更换一些沙拌土。③在缺少

雨水管线的小区内设置一些渗透井

或者调蓄雨水模块，增加雨水调蓄

能力。

白城市百福小区建设现

状，下沉绿地与缝隙透

水铺装发挥很大作用，

并且投资整体大幅降低。



NO.1旧城区改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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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①80后、90后的人如今是职场里较有活力的群体；但80、90年代的房子，却着

实已经有些老旧，急需维护改造来实现“逆生长”，大多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配套设施不齐、违章搭建严重、停车位不足等问题日益

凸显。目前全国都在开展旧改小区及棚户区等改造，在这样的项目中同步融入海

绵城市建设理念，一同完成两个重要任务是最经济、最划算。与以往政府主导的

改造方式相比，新的模式较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了居民的作用——谁受益谁出资

的原则和业委会居民自治管理。 

②探索居民、市场、政府多方共同筹措资金机制，按照“谁受益、谁出资”采取

居民、原产权单位出资政府补贴的方式实施旧城改造。充分运用“共同缔造”理

念，激发群众热情，调动小区相关单位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解决

旧城改造资金紧张，同时还可以给居民建设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实行决策共谋，

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③居民部分出资可以提高园区生活品质，同时居民也扮演着“社区工程师”的职

责监督工程。成立社区管理委员会，长期保持园区有机管理，避免建设完之后居

民不懂珍惜，造成改造后缺乏管理，几年之后变得脏乱差。

④雨污分流、合理增设停车位、采取人车分流……这些都是各地老旧小区普遍进

行的改造内容。现在，老旧小区改造有一个拓展选项，即海绵小区整体设计改造。

比如下凹式绿地、透水路面和停车场渗水等设计，它们可以很好的沟通地下水与

地表水，加大了城市对水资源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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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2城市道路建设

典型工艺：车行道设置开口立缘石，引导雨水汇流至绿化带；土层含

水饱和后水位上升，超量雨水溢流排入下游雨水管道系统。达到涵养地下

水，雨水尽可能的补充地下水的目的。

以简而有效、贴近自然的方式建设市政道路工程，即解决了内涝问题，

涵养地下水，又节约了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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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2城市道路建设

还可把普通绿化带改为下沉式绿化带，以及在路侧位置加设雨水花园；路面的

雨水通过机动车道路侧的立缘石开口，引导雨水汇流至下沉式绿化带及雨水花

园中进行下渗调蓄。人行道采用缝隙透水人行道、非机动车道采用彩色透水混

凝土或透水沥青。整体造价并没有大幅增加，但是功能及美观性大大提升。

透水非机动车道、缝隙透水砖铺装、下沉式绿化带实际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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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2城市道路建设

 在下沉式绿化带及雨水花园下增设雨水调蓄模块，超量的雨水通过溢流式收水

口，溢流至市政管网中，收水口中还可通过增加一个简单的拦污过滤篮，即可

达到消除一定的污染物作用，且方便环卫工人清掏。

溢流式雨水井，提高雨水排放流速达到40-50升/秒。提升
排水能力，但造价并不增加

在原有雨水口上设置带有截污功能的设施，如截污挂篮、

截污布袋、截污桶等，有效去除25%左右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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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3城市公园建设

A.传统的公园绿地规划方式面临的问题

（1）“大水面、大广场”思想陈旧。在我国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中，过度追求大

水面、大广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城市绿地与“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

背道而驰，使城市失去透水性下垫面功能。

（2）“重排轻蓄”的“伪生态”思想.在我国绿地管理中，“重排轻蓄”现象较

为严重。传统的城市排水方式不注重绿地与水系连通性，采用“快收快排”模式，

依靠管渠、泵站等设施，追求“快速排出”和“末端集中”控制，却忽视了绿地

在排水中前端削峰减流、错峰调蓄、控制径流污染的重要作用。

（3）忽视水资源利用.城市绿地公园不仅没有成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生产

者”，反而因为需要人工灌溉而形成了高耗水、高耗能的“水资源消费者”。

这种绿地建设模式对城市水资源、土地资源、人力物力及投资财力等造成一

定程度上的浪费。

传统大面积不透水铺装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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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3城市公园建设

B.公园绿地“海绵化”改造具体方式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可以分为综合公园、居住区公园（雨水花园）、带

状公园、街旁绿地，对不同的绿地类型进行海绵化改造的方式大体相似，只

是在细节上略有差异。

（1）综合公园

广场可采用仿石材缝隙透水

混凝土砖铺装，并结合透水

混凝土等透水铺装。

其他形式透水铺装做法



38

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3城市公园建设

植草砖透水停车场

建立海绵化排水净化系统，利用自然湿地及乡土水生和湿生植物群落构

建水质净化-蓄滞水-地下水回补多级多功能湿地系统。

地下水回补是采用人工措施将地表水或其他水源的水注入地下以补充地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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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3城市公园建设

地下水回补示意图

改善天然水体循环、用生态滤

池净化初期雨水，保障水质

生态排水沟

生态滤池

（渗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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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3城市公园建设

（2）带状公园

将河流湖体与池塘连成生态廊道

（3）居住区公园/雨水花园

构建雨水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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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3城市公园建设

(4)街旁绿地

构造小型生物滞留设施

如利用彩色树皮覆盖物和彩色透水混凝土营造景观艺术空间，调节塘形成湿

地景观，人工蓄水模块结合儿童游乐沙滩收集调蓄园区雨水，以及植草沟、

碎石边沟和水质净化设施等，综合各种海绵城市措施使区域内雨水实现就地

净化和消纳，实现雨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这样的做法比传统园林养护要便

宜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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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4黑臭水治理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这是黑

臭水体治理的终极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要紧密结合海

绵城市建设，做好源截污与

内源污染基础上加强生态修

复,坚决对污染亮剑。

治理思路：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明确了系统治理思路：一是控

源截污、二是内源治理、三是生态修复、四是活水保质。需坚决反对

如加药，调水冲污，等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尤其需坚决反对应用

对水体生态系统具有破坏性的饮鸩止渴型应急措施。

截污控源：雨污分流是基础，将污水截流到污水处理厂净化至关重要，

污水不能进河！

A.截污控源：
雨污分流是基础，将污水截流

到污水处理厂净化至关重要，

污水不能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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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4黑臭水治理

B.清淤疏浚：
底泥是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黑

臭水体治理既要削减外部污染源，

也要做好底泥治理，控制内源污染，

才能保障黑臭水体整治效果。

黑臭河道底泥中的主要存在

物质包括：入河污染物、着

生藻类、微生物、底栖动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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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4黑臭水治理

C.生态岸线：
对于河岸绿化、岸线改造、河底改造等治理，应注重自然化、生态化，并

应充分考虑河岸绿化、岸线改造与水生态系统修复、生物生存环境恢复的

相关性，考虑岸上生态与水体生态的相关性，系统性考虑对生态护坡、生

态石笼自然岸线恢复技术、河底生物膜恢复技术等的设计与利用，同时需

从海绵城市建设角度，综合考虑城市排洪排涝与防洪生态蓄水等问题。

恢复生态岸线

生态浮床曝气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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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简单不贵的硬技术。

NO.4黑臭水治理

D.活水保质：
构建水生态环境，需要加强水体生态修复、恢复和增强水体自净能力、营造

生物生存环境，是系统性工程，并非仅仅种种水生植物与投放鱼苗，需要综

合考虑，科学、系统设计。黑臭水体在控源截污后，其生态补水水源中城市

污水处理厂再生水、雨水将占很大比重，同时雨水是最有效地补充水源，而

且最经济！~~想办法将干净的雨水引导至自然水体，增加补充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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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他山之石

海绵城市国内外建设案例

海绵城市建设省内案例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1国外案例——巴西库里蒂巴。

“海绵城市”就是换个角度来看海。

库里提巴大都市区位于伊瓜苏河上

游，处于一个天然泛滥平原，历史

上就有水患。且城市压力加剧了洪

灾平原的非法开发，老旧的城市市

政工程增加了排水障碍，治水迫在

眉睫。

勒纳市长可能从中国哲学思想中获

得了灵感，何不“道法自然”呢？

就让水自在地流呗，索性做成公园

让市民来看水……他决定采取一种非

正统的解决方案：政府出钱购买洪

泛区并建设湿地公园。

政府动员居住在洪泛区的人口迁置

到其他地区，并开挖人工渠来增加

河道容量，现在整个大库里蒂巴都

市区的洪泛区都成了湿地公园，海

绵城市基本成型。

河道沿岸的绿色部分均为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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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1国外案例——巴西库里蒂巴。

洪水转入公园的人工渠和人工湖，洪水泛滥解决了，也保护了谷底和河

岸，还为成千上万的市民提供了美学和娱乐空间，可谓一举多多多得。

目前库市共有28个公园，人均绿地面积52平米，是联合国推荐标准的4

倍。北京的人均绿地面积是16.2平方米……嗯，这就是差距。

 

反观国内城市，“逢雨必涝”的不在少数。武汉每年雨季都有城市内涝，

环湖开发的湖景房出门就能“看海”。2016年7月，武汉江夏大道被淹，

与汤逊湖连为一体，居民不得不坐船回家。

某河岸湿地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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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2长春市劳谦公园。

结合旧城改造打造长春市第一座海绵城市公园劳谦公园，占地面积3.7公顷，

综合了“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采用了多种形态的透水铺

装形式，雨水花园、调蓄净化设施、下沉式绿地等系列技术，使原本废弃的

公园面貌焕然一新，并且能很好的起到缓解内涝的作用。

具有雨水渗透能力的长白山火山
岩作为铺装 采用废弃的木材作+碎石

作为园区甬道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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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墩配合树皮覆盖
物作为甬道

利用废旧轨道配以碎石
作为铺装。

利用各种废弃设施所做的海绵城市铺装，这么美，还少花钱！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2长春市劳谦公园。

园区内水系循环，水中增加曝气
设施，提高园区水体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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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美国常用的树皮材料作为覆
盖物铺装，增加雨水入渗饱和能
力。

透水混凝土下沉广场

缝隙透水人行道+碎石缓冲带+超量
雨水排空管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2长春市劳谦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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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系弯道，减缓雨水循环
流速，配以碎石等进行过滤。

园区内低洼点建地埋式雨水调蓄池，作为绿地喷洒及喷泉用水补充。

水池内采用圆筒介质过滤设施，对补充雨水进行净化后作为补充水源。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2长春市劳谦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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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公园II期，本项目位于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90%。 

NO.3 高压走廊下的雨水花园

园区以中心广场日晷为轴线，按照二十四节气分布景观布置，园区透水

铺装40%以上，裸土覆盖率100%，采用树皮覆盖物和乡土树种草植为

主，整体造价4200多万，运营成本降低30%。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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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以透水混凝土、缝隙透水人行道为主，边沟以碎石边沟、植草沟为主内

设置软式排空管道接入园区内调蓄雨水模块或人造水系内。

北海公园II期，人工雨水调节塘，将园区内雨水引入人造水系内，减少雨

水径流对周边市政道路影响。控制在10%以内的超量雨水溢流进入仙台

大街雨水管线。 

NO.3 高压走廊下的雨水花园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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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4白城市海绵城市道路建设。

为解决北方道路融雪剂和冻融技术难题，白城市创新研发了道路

雨水与含融雪剂融雪径流生态处理与抗冻融透水铺装集成技术。

实现了道路融雪径流和初期雨水的优先渗滤净化与排放，并选择

适合本地生长的抗碱性强的植物，解决了融雪剂侵害植物的问题。

采用“面层透水砖/缝隙透水+变形缝、基层导排水”做法，解决

了高纬度、高寒地区透水铺装冻胀破损问题。

大雨运行工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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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冬季降雪运行工况示意图

小雨运行工况示意图

工程实景图

抗冻融冻水铺装与融雪剂自动渗滤弃流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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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5白城市海绵城市
建筑小区源头减排：“雨水花园+渗井”组合做法。

20
14

白城市本底地质条件非常利于自然下渗，2m以内表层土壤渗透

系数0.4~0.6m/d，2m以下为砂砾。白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紧抓源

头减排，突出源头雨水生态滞渗，充分回补地下水并缓解市政排

水压力。

因此，白城市借鉴国内外经验及当地早年间在古宅内做渗井的经

验，推行源头“雨水花园+渗井”技术做法，有利于提高源头设

施径流体积控制能力，对降低设施堵塞和蚊蝇滋生风险效果显著，

极具推广应用价值。

雨水花园渗井实景图雨水花园渗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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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5白城市海绵城市
街头公园延时调节塘“峰值与污染”双管齐下。

延时调节塘控峰截污原理图

延时调节塘实景图

57

白城市为有效解决低洼桥区积水难题，国内首次创新应用“延

时调节”技术，通过“多级溢流排水口”的精细化水文水力设

计，实现5年一遇峰值和径流污染综合控制，工程取得了显著

成效。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6白城市海绵城市
源头减排设施如何在设计中考虑运行维护。

58

源头绿色雨水设施量大、易堵，后期运行维护是难题。为解决该

问题，白城市从设计入手，强化预处理、清淤、植物配置、结构

设计及本地化材料应用，大大降低了堵塞风险和维护频率及难度。

道路生物滞留带前池做法2

道路生物滞留带前池做法3

道路生物滞留带前池做法1

道路生物滞留带碎石铺底清淤区做法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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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雨水花园碎石缓冲区做法

人工湿地前置塘预沉淀区做法

建筑小区雨水花园碎石铺底沉淀

及清淤区做法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NO.6白城市海绵城市
道路建设生态沟渠径流行泄通道“景观与防涝”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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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内涝难题，排涝除险体系构建是关键，白城市强调“蓄排结

合”，优先采用绿色设施，在调蓄水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道路

径流行泄通道，有效应对周边0.71平方公里范围内、20年一遇暴

雨形成的径流峰值流量，对中小降雨径流，也可进行充分过滤净

化后汇入规划一河。该系统不仅提升了周边防灾减灾能力，而且

美化了环境，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空间。



海绵城市——建设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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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十三路生态沟渠径流行泄通道（道路低点人
行道路设置径流通道与生态沟渠连接）

纵十三路生态沟渠径流行泄通道（地块雨水排
水口断接后接入生态沟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