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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理论概述



定义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

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

特点
强调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生态发展方式，注重绿色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海绵城市定义与特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内涝、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

突出，传统的城市排水系统已无法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

发展背景

海绵城市的建设有利于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水资源，增强

城市防涝能力，扩大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提高新型城镇化质

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意义

海绵城市发展背景及意义



城市规划理念转变

将传统的以排为主的雨水管理理念转变为以排蓄结合、综合利用为主的海绵城市理念。

城市规划内容拓展

在城市规划中增加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注重雨水花园、雨水湿地、蓄水池等雨水收集利用

设施的建设。

城市规划方法创新

采用低影响开发（LID）等创新技术，实现城市雨水资源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

化。同时，运用模型模拟等科学方法评估海绵城市建设的成效，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规划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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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中海绵城市原则与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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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优先保护原有的河流、湖

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避免对其造成破坏。

保护原有生态系统

对于已经受损的生态系统，应采取生态修复措施，

恢复其生态功能，提高城市的自然环境质量。

恢复生态功能

在城市规划中，应合理增加绿地面积，提高城市

的绿化覆盖率，增强城市的生态调节能力。

增加绿地面积

生态优先，保护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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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完善的排水设施

按照排水方案，建设完善的排水设施，包括雨水收集系统、污

水处理系统等，确保城市排水畅通。

01

调查评估现有排水系统

对城市现有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调查评估，了解其排水能力、布

局和存在的问题。

02

制定科学排水方案

根据调查评估结果，结合城市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因素，制

定科学的排水方案。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排水系统



推广节水措施

在城市规划中，应积极推广节水

措施，包括雨水收集利用、中水

回用等，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水资源管理

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加

强水资源的监测、调度和管理，

确保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引导公众参与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参与到

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来，

共同建设节水型城市。

多元共治，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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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中海绵设施建设要
点



在建筑物顶部种植植被，利用植
物和土壤的吸水、蓄水能力，减
少雨水径流，同时美化城市环境。

绿色屋顶
利用地形、土壤、植被等自然条件，
设计具有雨水收集、净化、渗透功
能的花园，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

雨水花园

选择适应性强、耐淹、耐旱、管理
粗放的本地植物，降低维护成本，
提高生态效益。

植被选择

绿色屋顶与雨水花园设计



透水铺装材料

采用透水砖、透水混凝土等透水铺装材料，增加城市地面透水性，
减少雨水径流。

透水铺装技术应用

在城市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地面铺装中广泛应用透水铺装技术，
实现雨水就地渗透和消纳。

维护与管理

定期对透水铺装进行清理和维护，保持其透水性能和使用寿命。

透水铺装材料及技术应用



利用地形条件，设计低于周边地面的绿地，形成雨水自然汇集区，
减缓雨水径流速度，增加土壤水分含量。

下凹式绿地

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的作用，对雨水进行净化处理，去除其中
的污染物，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

生物滞留池

根据城市规划和地形条件，合理布局下凹式绿地和生物滞留池，实现
与城市排水系统的有效衔接。

设施布局与衔接

下凹式绿地和生物滞留池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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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中雨洪管理策略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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