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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面临着环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影响。如何在极端

气候条件下保持生态园林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成为生态园林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点与难点。本文通过研究城

市水韧性及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现状、效果及问题，尤其是涉及高效生态的雨洪滞蓄系统，提出了在水韧性

背景下，面临的极端气候变化的挑战与生态园林的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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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China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while facing the impact

of unstable factors brought about by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nge. How to mainta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garden cities under extreme climate conditions has become

a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garden citie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effects，and problems of urban water resilience and ecological

garden city construction，especially the efficient ecological rainwater and flood retention system.

It proposes the challenges of extrem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gardens in the context of water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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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使我国地表温度、降水、河川径

流发生改变。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2021》显示，从 1961

—2018 年，中国面平均降水量总体呈现非显著性增加趋势。

空间分布上，东南、西部和东北降水量增加；流域性大洪水

接连发生，城市洪涝问题越来越突出。
[1]
。在学界，对于气

候变化的研究兴起于 20世纪 70 年代
[2]
；目前在对城市气候

变化脆弱性、城市韧性等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国内

外学者从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指标体系构建、适应能力提升、

成本效益等多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3-7]

。

随着极端天气的不断加剧，城市地区暴雨事件频发，造

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提升城市水韧性是现在重中之

重的任务。在此背景下，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设必须要提高在

外部冲击下快速恢复的能力，增强水系统韧性，加强洪水控

制性基础设施建设，给暴雨以出路，给涝水以空间，增加流

域的调蓄能力，降低灾害风险。

2 生态园林建设

2.1 建设现状

在 2013 年底，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在

提升城市排水能力时，首先要想到把有限的雨水资源留下来，

优先考虑利用自然力量，要建立一个自然积存、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城市”。自 2015 年以来，通过多个示范城市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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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态园林城市的理念在我国各个区域，得到大力的推广

和普及，很多城市在新区建设和城市老城区，都融入生态园

林城市的理念，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2.2 建设效果

生态园林城市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使得生态环境品质

有所提升。一是开展了一批高品质的公园绿地项目，增加了

区域绿地体量，保护了区域生态。二是建设了园林水系等一

系列工程，实现了区域内水利功能与景观功能的充分融合，

成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典范。三是绿化灌溉用水、园林水

体补水、市政杂用水逐步使用再生水和雨水，再生水水资源

利用率逐步提升，地下水位得到大幅提升。

2.3 建设问题

生态园林城市，尤其是水韧性生态园林城市毕竟是新生

事物。很多区域在对生态园林设计与建设的必要性认识有问

题，对生态园林、水韧性方向、理念理解不清晰，对于相关

的方案和建设不系统，在工程设计和建设质量方面也存在问

题，从而进一步导致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效果一般。

3 水韧性城市建设

3.1 发展思路

城市建设是一座城市发展程度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息

息相关的事情。围绕高水平建设生态城市，如何能够进一步

的推进城市水韧性生态园林发展，全国各个区域也开始提出，

要加快推动重点城建项目，要提高质量、速度以及建设效果，

要持续改善城市的布局、提升城市品质，要进一步推动生态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工作的水平再上新台阶，要以高品

质城市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

国家也明确提出，无论是城市规划设计还是城市工程建

设，无论是建成区的改造还是新项目的建设，都要坚持把生

态文明、韧性理念全面融入其中，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重

要目标，突出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从而最终实现城市建设

与自然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2 水韧性建设背景及策略

3.2.1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更

多强降雨在内的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运

转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土地原本

的自然地貌特征被重塑，生境自我调节与修复能力逐步丧失。

在“气候变化”与“快速城镇化”的推动下，水韧性建设、

城镇内涝、水污染等问题逐步凸显，适应降雨变化及其影响

变得至关重要。

3.2.2 产生的影响

由于受季风气候额影响，我国大部分的降雨多集中在汛

期，对城市排水防涝十分不利。在过去多年的城市建设过程

中，各城市普遍存在对降水滞蓄空间的保护和预留不够，以

及城市硬化面积较大、城市韧性不足等问题。同时，城市行

洪防涝设施投入不均衡，这些原因导致我国城市内涝问题频

频出现，汛期“城市看海”现象多次发生，造成了人民群众

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传统的排水系统（或子系统），降雨径流进入系统后，是

排水能力与系统调蓄量之间的平衡。当排水能力受限，系统

调蓄量超过防洪排涝设计标准安全蓄量时，城市韧性不足，

就会发生内涝。

由于超出安全标准二倍多的涝水导致。本质上排水防涝

体系是关于城市雨水的滞蓄排放的空间平衡和有序布置。

地块、道路，既是产水、汇水、地表坡面汇流的源头，

又是被保护的对象，但是通常的涝水现象往往发生在此，一

旦发生极端降雨事件，其自身就超出了排水防涝的能力范围。

目前，城市的排水防涝，过渡关注于流域防洪工程管河

道堤防和泵站等，但不关注源头（地块、道路）；而在源头建

设时，也只局限于管渠和设计降雨标准内。

关注源头（地块与道路）应该既有抵御内涝风险的能力，

再应对洪涝灾害时，也应有保障基础功能的区域可以供人们

继续使用的韧性。

3.2.3 建设策略

长远看来，无论是多好的排水设施、多高的设防标准，

排水量都会有超出标准的时候。在极端天气频发面前，水韧

性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应进行弹性化、分区化、滞蓄化的水韧性生态园林

城市的建设规划，根据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确定不同分区

的淹没顺序。依靠城市的可浸性主动适应洪水，而非被动抵

抗洪水。应依据城市建成区实际情况，建立韧性生态网络，

采用绿色生态设施代替传统雨水管线，减少建设成本；顺应

雨水流向，设置应急淹没区域，对极端雨洪灾害快速应对、

恢复，保证人身财产安全，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行；设置兼

顾景观、蓄水及使用功能的多功能复合型场地，并构建生态

复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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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基于低影响开发技术，打造

出接近于自然水文的自然排水系统，如缩减不透水路面，推

广透水铺装；设计生态草沟，置换改良土壤；构建雨水花园

与多功能生态公园；修建扩展型滞留池和储水池。

韧性化、生态化的城市雨水系统，应该是一种项目内部

减少建设雨水管网，完全通过低影响开发设施+复合型场地的

场地的生态系统。通过低影响开发设施（下凹绿地、植草沟、

湿塘、雨水花园、生物滞留设施等），实现雨水的渗、滞、蓄、

净等目的；而地表径流组织则优先通过地上低影响开发设施，

对径流进行滞蓄、净化，其余径流，则通过末端调蓄设施进

行存储，超标径流可排入小市政管网；同时，在地块内设置

下沉广场、景观水体，在地块周边设置湿塘，结合建筑周边

分散的园林绿地，可以设置小型低影响设施，通过集中与分

散相结合，构建完整的园区水韧性园林生态系统，地块通过

采用此水韧性园林方案，将会在径流控制、雨水污染去除、

雨水资源利用、生态景观等多方面均达到显著使用效果。

4 水韧性生态园林建设实践

4.1 高标准——构建 “高点定位”设计标准

应从环境、生态、资源、安全等方面建设指标（包括了

约束性指标、鼓励性指标的）入手，以国际标准设计，创永

续生态典范。

根据具体规划与现状本底情况，参照国家韧性城市、生

态园林城市建设试点区域与样板工程指标体系，制定更高标

准的园林城市建设目标指标。

4.2 高品质——营造 “安全、生态”生态格局

根据现状地形地势及各地块性质，建立“廊—道—线—

点”的系统化管理格局，提高项目地块的弹性与韧性。

“廊”：选择公园绿地、道路绿带集中的绿色空间作为城

市绿廊，形成主要缓冲区；

“道”：并在其中建立以市政道路为主的四条行泄通道，

增加道路滞水排水能力。

“点”：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六条

安全交通线及多个安全交通站点。

4.3 高效益—— 建立“经济、高效”先行区

“蓝绿为主、灰色为辅”的水韧性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思

路，较传统城市化模式减少城市灰色设施和雨水管网建设，

采用韧性化、生态化、绿色化的园林和水域空间设计，合理

组织区域地表径流，削减极端天气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更易

于建设实施的同时建设运维成本也将大幅降低。

5 结语

水韧性生态园林城市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形

成了一批案例，但同时也面临了过渡关注于水体、河道等，

但不关注源头（地块、道路）；而在源头建设时，也只局限于

绿地和设计标准内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韧性化、生态化发展

理念及建设策略的思考，阐述了水韧性生态园林今后的发展

方向，同时为我国其他城市建设提供了思考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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