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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面临的水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城市给

排水系统是城市防洪减灾、空气质量和水质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城市给水、排水方式在处理城市

污水时有其自身的缺陷。为有效应对上述问题，“海绵城市”的概念逐步被提出来，并被大量地运用于城市

道路规划和设计之中。本文在对“海绵城市”概念内涵进行挖掘的基础上，进行了概念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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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cities are fac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s

in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air quality and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The traditional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methods have their own

shortcomings in treating urban sewage.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ies" has gradually been proposed and widely applied in urban road planning

and design.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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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公路项目的施工速度越来越快。传统的城市道路

给水、排水系统存在排涝压力过大、雨水损失过大等问题，

易造成暴雨内涝，影响行车安全、舒适和使用寿命。为此，

国家提出了“海绵城市”的概念
[1]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和

工程界对“海绵城市”道路给水、排水系统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目前在进行城市道路给

水、排水的设计工作中，大多数都是采用工程类比的方法，

这种方法过于保守，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因此，对“海绵城

市”技术进行城市道路给水排水系统的研究，是一项非常有

实际意义的课题。

一、海绵城市理念的含义及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提出“海绵城市”的理念，可以使城市的供水体系更加

完善，更好地为城市建设服务。在目前的城市给水系统的建

设模式中，人们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给水管线和排水管道，

而将人工给水系统与自然给水系统相结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
。因为“海绵城市”的建设涉及到了很多自然元素的应用，

尤其是对于一些城市的沉陷式绿地乃至其它公园工程，其在

给排水方面的作用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使城市给排水系统

的运营功能得到显著提升。提出“海绵城市”这一理念，对

解决我国城市内涝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

过程中，积水现象十分常见，特别是在降水相对集中的时段，

极易造成严重的积水。从城市内部干旱问题的成因来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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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原因是城市排水系统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

必须大力提升城市的排水能力，其中“海绵城市”理念的应

用也十分重要
[3]
。但如果在“海绵城市”的理念下，建设一

套强大的蓄水体系，在暴雨之后，就能体现出更好的城市水

资源管理意识，在城市规划中，内干旱灾害的可能性就更小，

对水资源的控制和治理也会更好。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面

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

是目前我国城市供水系统研究的重点。基于各方需求，在“海

绵城市”工程中，因其较好的蓄水、净化功能，可在城市供

水不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高效供应，缓解城市供水面临的

重大难题，达到较高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健康环保。

二、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作用

2.1 提供科学规划策略

城区降水的核算，就是通过对近两年内各城区的降雨量

的合理控制，从而得到城区的雨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对城市给水、排水等功能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

的计算方法已很难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引入“海绵城市”概

念，可以改进传统的排水形态，增强其功能。“海绵城市”是

对传统城市给水排水系统排水方式的改进和补充，将“海绵”

与“储水”有机结合，提高了城市的多功能性。从而达到对

城市给水、排水系统进行综合优化的目的。同时，“海绵”概

念的应用，也能对城市的内涝、水污染等问题进行科学的治

理，使城市的用水、排水等问题变得更加合理。

2.2 推进市政给排水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城市给排水系统十分复杂，因此，对其进行改进和

规划，必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规范性，通过合理地应用“海

绵”来解决城市内涝、内涝等问题，可将城市中复杂的道路

（如人行道、绿化带、车行道等）作为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其

过滤作用，使其能够对水进行有效的渗透，并将储存的水及时

回收。海绵城市道路排水系统流程图如下图一所示。

三、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

3.1 海绵城市理念下的人行道设计

在城市规划中，人行道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设计步骤，而

作为一个城市的中心，将“海绵”概念引入到人行道的设计

中，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循环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传统的道路防水措施难以在城市中起到应有的作

用，一旦发生洪灾，行人和车辆的出行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海绵城市”概念的应用，利用人行道的渗水作用，在施工

时使用具有较好渗透性的材料，确保雨水从建筑内部渗入到

地下，然后再进入储水体系。同时也能对路面的防水防潮做

适当的处理，确保行人及汽车的安全。

图一 排水系统流程

3.2 海绵城市理念在绿化带的设计运用

我国城市渗水具有多雨多雨的特征，所以有必要对渗滤

系统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使雨水能够得到充分的过滤利用。

既能达到二次利用的目的，又能净化城市的雨水
[4]
。在绿地

的设计中，可以在特定的地方种植植物进行雨水的收集和过

滤，同时也要选用具有较好渗透性的材料，将雨水导向绿化

区域。在修建绿地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环境条件，进行逆

向设计，确保雨水的科学、合理，让城市在雨季能够“吸水”，

在旱季进行空气调控，达到供水的目的。

3.3 海绵城市理念在车行道中的运用

在许多城市的建筑中，大部分都采用了不透水性的道路

材料，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道路的使用年限，但也

会导致雨水滞留在道路上，导致道路积水，给汽车和行人带

来不便。同时，“热岛”也将产生“热岛”效应。在城市建设

中引入“海绵”概念，可以有效缓解城市道路积水状况，减

少地下水供给不足等问题。通过合理利用可渗透性材料，将

雨水引导到特定的地方，通过排水口等部位进入地下，从而

解决道路积水等问题，营造一个和谐美丽的城市。

四、市政给排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4.1 城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养护管理两者之间的连续

性不强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建筑和交通流量的增加，城

市建筑物的立体化和地下化，建筑物层数的增加，使得城市

给排水设施的运营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目前城市给排水

建筑材料的使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难以适应目前城市发

展的需求。针对目前的城市建设需要，对相应的设施进行合

理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我国城镇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

水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对用水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城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5 卷◆第 06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54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市建设领域的专业人才能力、素质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亟待改善与提高。

4.2 气候原因导致给排水工程存在问题

由于全球变暖和多变的气候，使得人类不能对多变的天

气做出及时的反应，许多气候问题都具有突发性、爆发性等

特点，这就给市政给排水施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给给排水

施工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其实，气候是一种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在给排水的设计中，很难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会对城市

的安全产生影响。如果出现故障，不仅会给居民的交通带来

很大的不便，还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五、海绵城市理念下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中的设计规划

要点

5.1 重视城市绿化带的建设

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海绵”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

划和建设之中，对“海绵”式的绿地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是“海绵”城市给排水体系建设的关键。通过合理的绿地布

置，增强了降雨径流的渗透、过滤功能，提高了“海绵”城

市的给水、排水系统的设计水平。在进行绿地设计时，要对

绿地进行合理的利用效率高、对环境影响小的开发设计，同

时要注重竖向设计，确保道路上的积水在一段时间后，能够

顺畅地流入绿地，从而减轻城市内涝现象，净化径流污染。

5.2 合理规划城市海绵理念设计

在实施“海绵城市”的设计和规划过程中，市政部门要

对施工现场进行多轮调查，对市政给排水规划设计中存在的

问题、需要改进的方面、需要注意的方面进行统计，对城市

中的河流、湿地、湖泊等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这类系统

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可以为降水提供充足的水源。市政部

门要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护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积极拓展城

市海绵体的容量，增强其吸纳雨水的能力，对储存在海绵体

中的雨水进行净化，提高雨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对雨水

的有效利用，实现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对水源进行全面的

调控，使水源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效应的强大的海绵

体，从而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水循环系统。

5.3 强化市政给排水系统的建设

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给水、排水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与

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不相适应。一些地方因资金不足，

在城市建设中大量减少了投资，使给排水设施的设计初衷变

得薄弱，使整个城市的生态防护体系功能退化
[5]
。基于多方

面的考量，“海绵城市”建设单位应加大对市政给排水工程的

投资力度，确保其顺利实施。根据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发

展的需要，对城市的给水、排水工程进行了设计。积极进

行老旧管线及结构的维修，引入先进的给水、排水系统设

计，采用合理的方法对水资源进行主动处理，提高城市的

雨水蓄积能力和排涝防洪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雨水

贮存、利用和排水等设施，确保了地下管网具有较好的承

载能力。还要考虑到在极端天气情况下，城市的给排水能

力很强，例如，在暴雨期间，确保城市不会受到洪水的威

胁，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减少城市地表径流的

速度，确保城市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从根源上防止洪水

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自

我调节作用，实现了对城市水资源的合理调配、合理供应

和科学调控。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给水、排水等方面的

问题越来越突出。“海绵城市”概念的提出与运用，为城市给

水、排水系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与方向。将“海绵城市”

概念应用于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既可以有效地解决城市排

水难题，又可以提高雨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城市的生态

环境。但是，“海绵城市”建设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与问题，要

使“海绵城市”在城市建设中得到更好的运用，还有待于有

关部门与专家的共同努力。期望“海绵城市”在今后的城市

建设中能更好的推广与运用，使我们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洁

净，更加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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