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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省海绵建设现状

1.1 实施方案 全面启动

1.2 试点城市 各有特色

1.3 其他城市 逐步推进



01  海绵建设现状

1.1 海绵建设  全面启动

通过试点先行，推动海绵建设

国家试点：嘉兴（2015年）、宁波（2016年）

省级试点城市（2016年）：衢州、绍兴、温岭、兰溪

优秀县市（2018度，2019年4月定）：12个



01  海绵建设现状

1.1 海绵建设  全面启动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浙江省各地市基本编制完成

海绵城市实施方案：试点城市、优秀县市、杭州市、宁波各区及绍兴、

台州下辖县市都有编制，其他不少城市在专项规划编制的同时，亦编制了近

期建设用地的实施方案。

海绵技术服务：试点城市、优秀县市及杭州市上城区、台州黄岩区、绍

兴柯桥区等不少非试点城区，为科学的进行海绵城市建设也聘请了技术服务

单位进行全过程指导及管理。



1.2 试点城市 各有特色

（1）总结了适合江南水乡的海绵

城市建设方法，进行了本土海绵植

物研究，培养了本土化的海绵城市

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建设养护人

才。

（2）通过宣传培训把海绵城市灌

输给市民，使海绵城市理念家喻户

晓。

1.2.1  嘉兴-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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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点城市 各有特色

（1）注重集中连片效应。项目

围绕“一核、四片、多点”展开。

（2）推行全市、全域化海绵管

理，中心城区、各类园区、成片

开发区以及有条件实施的新开工

项目，都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

要求。

1.2.2  宁波--全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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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点城市 各有特色

（1）建设时间早（2010年），范

围广，显示度高。目前已建成海绵道路

22条，海绵型厂区62个，海绵公建4个，

污水厂出水建了2个潜流湿地，还有一个

5km2的自然湿地公园。

（2）企业海绵建设卓有成效。生态

条款进合同，对所有项目全过程管理。

建成按每亩奖励5000元（7.5元/m2)。

（3）效果好。集聚区无内涝，无劣

V类水，大部分水体达到IV类水，部分水

体甚至达到III类水。

1.2.3  温岭--起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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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点城市 各有特色

浙江金鸿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1.2.3  温岭

生花棉

玻璃环
活性碳 人工湖

排水过滤后 供水泵
约水水管

虹吸排水

市政雨水管

雨水井

水塔
增压泵

喷水头：房顶降温

生活用水管

虹吸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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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点城市 各有特色

衢州：

（1）领导重视。政府层面建立协调机制，全方位落实管控。成立了有市政

府副秘书长牵头，各部门参与的海绵城市联席会议制度。采用“一事一议”原

则确定海绵城市项目内容及规划指标落实。

（2）全过程管理机制到位。印发海绵城市设计方案评估办法、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办法、竣工测量评估办法进行项目全过程管理。

绍兴：

在16.7平方公里镜湖新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15

个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在建项目已进行管控。

兰溪：

（1）注重全面参与，构建整体联动的组织工作体系

（2）注重项目整合，构建因地制宜的项目运作体系

1.2.4  其他省级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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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城市 逐步推进
1.3.1  杭州--a.探索有效的全过程管理

 各区海绵城市实施方案全覆盖，明确各地
块，各项目海绵指标

民用建筑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纳入建筑节
能专项审查；工业厂房和市政项目纳入
初步设计审查，必须附海绵计算书，邀
请海绵专家参与审查。

纳入施工图审查

借助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专项检查组进行
抽查

初步设计

项目总体方案

施工图

竣工验收

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海绵实施方案全市所有区全覆盖，不仅仅是近期建设用地，所有规划用地都明确控

制指标，规划建设各阶段都要加以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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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城市 逐步推进
1.3.1  杭州--b.在建项目严格管控

市建委、发改委、规划局以及海绵

办二次发文，对2016年10月15日

以后的在建项目，分为民用建筑、

工业厂房和市政类，在个阶段严加

管控。

c.编制实施案例指导建设

编制了民用建筑、市政工程及工业

厂房、河道、公园绿地的海绵城市

设计专篇指导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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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城市 逐步推进
1.3.1  杭州--d.区域化评估标准研究

2019年初委托浙江省城乡规划设

计研究院进行《杭州市海绵城市建

设区域化评估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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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城市 逐步推进
1.3.2  台州

1、引进专业技术团队。专业咨询团队参与项

目全过程技术管理，六家设计单位，进入集聚

区设计名录库，对东部新区内所有项目的海绵

城市进行专项设计。

2、出台《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东部新

区非政府性投资项目海绵城市建设补助办法》

为集聚区东部新区非政府性投资项目，补助标

准按星级分为6000元/亩、4500元/亩、3000

元/亩三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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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绵认识误区

2.1 海绵解决“看海”

2.2 海绵“万能论”

2.3 海绵“无用论”

2.4 海绵与景观无法协调



到北京看“趵突泉”看汽车游泳

杭州杨梅岭山上的瀑布

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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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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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海绵控制目标

   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

   海绵城市的目的是水文恢复，在恢复水文的过程中，同步实现水资源保

障、水安全提升、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所以目标制定要从水文目的

综合统筹考虑。

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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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海绵控制目标 ----径流总量控制率

（1）目标确定方法

    根据当地多年的日降雨统计分析计算，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

外排）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百分比。

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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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海绵控制目标 ----径流总量控制率

（1）目标确定方法

    从维持区域水环境良性循环及经济合理性角度出发，径流总量控制目

标也不是越高越好，雨水的过量收集、减排会导致原有水体的萎缩或影响

水系统的良性循环；从经济性角度出发，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超过一定值

时，投资效益会急剧下降，造成设施规模过大、投资浪费的问题。

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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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

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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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一般对中、小降雨事件的峰值削减效果较好，对特大暴雨事件，虽仍可起到

一定的错峰、延峰作用，但其峰值削减幅度往往较低。

u为保障城市安全，在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建设区域，城市雨水管渠和泵站的设

计重现期、径流系数等设计参数仍然应当按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中的相

关标准执行

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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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小海绵（LID）解决不了内涝



海绵城市水安全系统构成系统图

    海绵城市建设包含“水

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

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整治”四

个方面，低影响开发系统（

LID）是“水生态修复”的

主要实现路径。

2.1 海绵解决“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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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城市水安全体系



  俞孔坚  生态制水之道（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第一个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

誉设计奖的中国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论点一：如果城市有10%的绿色海绵用地，我们基本可以解决城市的内涝，城

市内部的雨水都可以留下来，10%就够了。

论点二：中国防洪防了几千年，实际上只为了6%的国土。防洪堤“裹掉了大自

然的那双脚”，反而造成水患越来越严重。我们应该拆掉防洪堤，让河流

恢复自然的状态。

论点三：将内涝归咎于排水管网是抓错了问题的关键，如果所有绿地能比地面

低20cm，城市绿地就可以承担起滞洪的作用，那么暴雨积水就能基本解决

2.2  海绵"万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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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绵"万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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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2、海绵解决不了内涝，海绵无用

3、我们河网密布地区，河流就是海绵

4.我们不缺水，缺水的海岛城市应该建海绵

5、海绵建设是一场运动，过一阵子就过去了

2.3  海绵无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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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2013年初，“杭州毛源昌董事长出20万请瑞安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温州苍南一名网友悬赏30万元“请苍南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2.3.1  起因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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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3年，“非特”台风水淹余姚。

2.3.1  起因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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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功不可没

“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在全国率先实行河长制。

2008年起，浙江其他地区湖州、衢州、嘉兴、温州等地陆续试点推行河长制。

2013年，浙江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从此，始于长

兴的河长制，走出湖州，走向浙江全境，逐渐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架构。
 2016年12月，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2017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发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的号令。 

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面建立河长制，

2018年10月，全国首个《河长制工作规范地方标准》和《湖长制工作规范地方标准》在浙江绍兴发布　

2.3.2  组织机构及制度保障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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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剿灭劣五类目标基本实现，全面消除城市河道黑臭

（二）治污水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全力破解截污纳管遗留困局。

（三）防洪排涝保供水抓节水能力持续提升。

（四）河长制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步伐全面加快，实现河道长
效管养。

（五）治水保障支撑进一步加强。

2.3.3  工作内容及成效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02  海绵认识误区



问：五水共治成效显著，为何还要建海绵城市？

答：水体污染依然存在，水质未恢复到水功能区划要求

缓解水资源短缺 增强安全性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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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区汤家河从五水共治前的劣五类提升到了五类，

部分时间能达到三类。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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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西湖区部分

河道水质。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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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余杭区、拱墅区2018年5月河道水质。各区四、五类水体依然存

在。由此可见要达到三类水目标依然困难。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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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治水措施

1、水系沟通

5、生态修复

2、截污纳管

3、河道疏浚

4、引水配水

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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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绵无用论—有了”五水共治”不需要建海绵

02  海绵认识误区

水生态水生态

水环境

水安全

水资源

五水共治 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是“五水共治”的升级版

防洪水

治污水

保供水

抓节水

排涝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与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

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功能

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

1

缓解水资源短缺 增强水安全性

2.3  海绵无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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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海绵内涵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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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良

好的“弹性”，下雨时下垫面能有效地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又可适

当的将存蓄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功能

改善水生态和水环境

2

恢复水生态 改善水环境污染

2.3  海绵无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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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海绵内涵解读



美国——低影响开发技术（LID：Low 
Impact Development),最佳管理实践
（BMP：Best Management  Practice)

英国——可持续排水系统 
（SUDS：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

澳大利亚——水敏感城市设计
（WSUD：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本质

    对暴雨所产生的径流和污染进行控制，从而使开发区

域尽量接近于开发前的自然水文循环状态。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海绵城市是具有国际语境的城市雨水管理理念

的中国化的表达

2.3  海绵无用论
02  海绵认识误区

2.3.2 海绵内涵解读



u 纽约市：2011年对各种雨水径流污染控制措施进行了评估，发现“灰色计

划”（即雨污分流等管道改造）需投入68亿美元，而GI仅需投入53亿美元，

最后决定完全放弃“合改分”的做法，采用经济高效的GI措施。

u 费城：2009年的一份分析报告中也指出，（即雨污分流等管道改造）需投

入60亿美元，而GI仅需投入12亿美元。

2.3.3 控制面源污染

2.3  海绵无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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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园林建设难点------植物生长不利  

  对于海绵城市提倡建设的下凹式绿地园林部门主要有以下顾虑：

u一是耐湿且观赏价值高的植物品种稀少；

u二是路面浇洒冲洗水及路面雨水都将直接进入下沉式绿地，对植物生长

不利；

u三是下沉式绿地建设要求打破了中国园林对排水的常规做法，需进一步

探讨。

   海绵设施的建设，必然会干扰现有的城市绿地景观，如何更好的将其

融入城市绿地、提升绿地品质，成为目前需要探索的课题。  

2.4  海绵与景观无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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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净化为主要功能的绿色

基础设施。其景观主要以本土

的、耐旱、耐湿的植被景观为

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

容易造成春夏花繁叶茂、秋冬

草木枯黄的景象。

2.4.1园林建设难点------景观季节性明显

夏季景观

冬季景观

2.4  海绵与景观无法共存

02  海绵认识误区



2.4.2 解决办法---改变园林设计理念（植物生长不利）

海绵城市的园林建设要做到生态性、功能性、艺术性三大原则。

生态性：海绵城市系统以自然要素为先，城市开发建设应保护自然

河道、湖泊、湿地、坑塘等，优先利用自然排水设施，尽量种植本土的

、耐盐、耐淹的植物。

功能性：海绵城市系统结合场地应用，将雨控设施与城市原有市政

设施有机结合，满足雨水径流控制要求。

艺术性：海绵城市系统设施景观化处理，统筹兼顾造景需求，在建

设海绵城市的同时提升城市景观品质，考虑种植群落景观与季相变化搭

配。

2.4  海绵与景观无法共存

02  海绵认识误区



2、解决办法----通过

景观元素设计增加可观

赏性（季节性明显）

通过采用园路、景观林、

景观桥，同时结合雕塑、

水景、座椅、亭台、堆石

等景观元素，增强海绵式

绿地的可达性、观赏性与

实用性。

通过突出展示其他构园要

素，将现有植物惨败的景

象转化为构景素材，形成

另一种景观体验。
园路 景观铺装

亭台 座椅

2.4  海绵与景观无法共存

02  海绵认识误区



3、解决办法----改变审美观念，以自然为美。

2.4  海绵与景观无法共存

02  海绵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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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绵实施误区

3.1 重局部 轻体系

3.2 重规划 轻实施

3.3 重指标 轻功能

3.3 重试点 轻制度



02  需关注的问题

3.1 重局部 轻体系

建设海绵城市其本质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水生态系统。目前，各地海绵

城市建设中，视点主要集中在试点区域甚至是试点项目的海绵化改造上，缺乏

从城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格局的实质性把握，特别是结合城市

河湖水系、绿地系统和城市公园游憩体系上总体把握海绵设施的建设，推进的

体系性不够；也对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的协同建设把握不够。

生态格局
水环境
水资源
水安全
水生态

≠ 海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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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规划 轻实施

目前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全面启动，“海绵”名词家喻户晓，但是很多城市海

绵建设还都停留在规划和理念阶段，甚至海绵建设者对海绵的理解还是错的。

1、有海绵专项规划，无可以落地的详细规划和实施方案，海绵停留在纸上。

2、认为建成海绵项目=“不看海”，无内涝地区不需要建海绵。

3、认为河湖水系即海绵，平原河网地区，水系众多，不需要建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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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指标 轻功能

在地块及项目尺度上只重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以达到雨水控制容积控制

容积为目的。

1、以非海绵的手段建设海绵设施。控制道路径流建混泥土蓄水池，在河边

建混泥土蓄水池。

2、雨水滞留设施集中的布置在区块边缘，雨水无法收集。

3、过渡海绵化，致使景观协调性不足，海绵设施难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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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试点 轻制度

试点城市：选择一家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顾问单位，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
实施方案，确定海绵城市建设总体思路和建设框架，收集降雨资料和城市详细的
下垫面资料以及排水管网和河道资料，建立海绵模型，对近三年要实施的所有项
目进行全过程管控，并对建成的项目进行评估，以保证海绵城市建设的质量。

 明确海绵指标

审查海绵规模和布局评估海绵效果

审查海绵方案

审查设计落地情况

检查LID设施落实情况，评估实施效果

初步设计

项目总体方案

施工图

竣工验收

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试点城市在试点阶段由一家顾问单位进行全过程质量管理加上领

导重视和各部门的配合，基本可以保证海绵项目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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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试点 轻制度

非试点城市：一般都落实到建设局进行海绵城市建设推进，没有额外的经费请

顾问单位，而项目的建设有政府、开发区和开发商等不同的管理平台，在海绵城

市在建设过程中如何管理，在哪一个阶段进行审查？如何保证海绵方案的贯彻落

实？
 明确海绵指标

？？？初步设计

项目总体方案

施工图

竣工验收

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目前大多数城市都已编制了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也尝试着在土地

出让时，带海绵指标出让，但是后续缺乏管理手段，海绵城市建设

只是理念和口号，海绵设施很难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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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绵建设对策

4.1 落实 规划体系

4.2 健全 实施机制

4.3 科学 编制规划

4.4 优化 海绵设计



03  海绵建设推进思路

4.1 落实规划体系

建设海绵城市其本质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必须统筹考虑山

水林田湖草整个生态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整体提升城市空间对雨水的

调蓄能力。因此，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必须构建与现行城市规划编制层次相匹配

的工作体系。

疑问1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如何进入规划体系？与控规时

序上如何衔接？

疑问2：实施方案是否具有法定效力？ 试点区域外的项目如何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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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落实规划体系

现有用地规划体系  落实的海绵规划内容

确定海绵目标、海绵生态格局、系统框架，明确
分区管控指标

明确地块海绵指标

明确地块建设要求和指标(强制性、引导性）细化
问题解决方案，优化设施规模、落实设施用地

规划条件

控制性详细规划落实用地

城市总体规划控制用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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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落实规划体系

各类专项规划  落实的海绵规划内容

落实水安全内容

落实水资源及水生态内容

落实水环境内容

给水规划、水资源规划、雨
水规划、中水回用规划

环境保护规划

排水防涝规划

落实水生态内容河湖水系规划、绿地系统规
划

绿色建筑规划 落实与地块性质、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相关联的雨
水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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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健全实施机制

借鉴试点城市经验，聘请技术服务团队进行技术服务。
对已建在建项目进行全过程管控，对设计方案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对待建项目设计图纸进行审

查及海绵指标核算；对设计施工单位进行培训；配合主管部门制定完善海绵城市相关体制机制、

保障措施。

 各区海绵城市实施方案全覆盖，明确各地
块，各项目海绵指标

民用建筑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纳入建筑节
能专项审查；工业厂房和市政项目纳入
初步设计审查，必须附海绵计算书，邀
请海绵专家参与审查。

纳入施工图审查

借助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专项检查组进行
抽查

初步设计

项目总体方案

施工图

竣工验收

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1、海绵实施方案全覆盖，不仅仅是近期建设用地，所有规划用地都确定明确指标。

 2、在建项目尽早发文，尽早管控。

 3、规划建设各阶段都要加以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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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立项背景
• （二）规划范围与期限
• （三）规划依据

一、项目概况

• （一）自然条件
• （二）社会条件

二、城市概况

• （一）上位规划概要
• （二）相关专项规划概要
• （三）相关规划解读
• （四）小结

三、规划解读

• （一）水资源现状
• （二）主要存在问题
• （三）水资源规划目标
• （四）水资源利用体系构建

七、水资源利用体系规划

• （一）水环境现状
• （二）主要存在问题
• （三）水环境规划目标
• （四）水环境整治体系构建

八、水环境整治体系规划

• （一）水生态现状
• （二）主要存在问题
• （三）水生态规划目标
• （四）水生态修复体系构建

九、水生态修复体系规划

• （一）海绵城市总体建设指引
• （二）管控分区划分
• （三）管控分区指引

十、管控分区指引

• （一）分类用地指引
• （二）分类项目指引
• （三）海绵城市建设当地典型

案例示例
• （四）主要低影响开发雨水设

施植物选择指引
• （五）低影响开发设施运行维

护

十一、建设指引

• （一）国内外海绵城市相关规
划建设经验借鉴

• （二）规划原则
• （三）规划目标
• （四）规划思路及技术路线

四、规划总则

• （一）生态格局现状
• （二）主要存在问题
• （三）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四）海绵城市功能分区

五、生态安全格局规划

• （一）中心城区防涝系统规划
• （二）铁路新区防涝系统规划
• （三）东部新区防涝系统规划
• （四）水安全保障体系构建

六、水安全保障体系规划

• （一）规划落实
• （二）制度体系构建
• （三）监测与考核体系构建
• （四）技术标准体系构建
• （五）其他保障措施

十二、保障体系构建

• （一）近期建设工程确定原则
• （二）近期示范区打造
• （三）近期相关建设任务汇总
• （四）实施建议

十三、近期建设规划

背景篇 目标篇 构建篇 指引篇 实施篇

宏观上要构建合理的框架体系

03  海绵建设推进思路

4.3 科学编制规划
4.3.1  专项规划要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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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学编制规划

无法达到

4.3.1  专项规划要有科学性

微观上指标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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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学编制规划

根据以上比例
用Excel生成
所有地块指标

4.3.2  实施方案要能实施 微观上---表达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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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海绵设计
4.4.1  指标、参数合适

（1）径流系数——采用雨量径流系数。 流量径流系数定义：形成高峰流量的历时
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重点强调的是高峰流量即峰值时产生
的径流，是短历时的径流系数，适用于雨
水管网设计。

雨量径流系数定义：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
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海绵城市设计控制雨量是多年平均，多
场次场雨的概念，因此宜采用雨量径流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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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海绵设计
4.4.1  指标、参数合适

采用容积法初步计算地块所需调蓄容积，并通过SWMM数学模型对容积法的计算结果进行

设施分解，校核优化，得出各产流单元的LID设施设计规模，绘制指标分解图则。考虑到不同地

块的海绵城市实际改造条件和改造难度，针对产流单元提出相应的径流总量控制率要求：

l 居住小区：改造条件好的小

区为75%～85%；其他居住

小区为70%～80%

l 市政道路：40%～70%

l 商业公建：60%～70%

l 公园绿地：>90%

l 未建用地：>80~85%

（2）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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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海绵设计
4.4.1  指标、参数合适

老旧小区改造时，径流总量的选择不宜过高。宁波市天水区块总面积约

3.6km2，规划实施海绵城市改造总投资约2.9亿元，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73.77%，

若增加海绵设施改造比例，则海绵城市改造投资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相关关系如下：

投资增加比例 原规划 增加10% 增加20% 增加30% 增加40% 增加50%

总投资（亿元） 2.90 3.19 3.48 3.77 4.06 4.35

径流总量控制率 73.77% 74.75% 75.67% 76.54% 77.37% 78.14%

变化率 1.33% 1.23% 1.15% 1.08% 1.00%

（2）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因地制宜



03  海绵建设推进思路

4.4 优化海绵设计
4.4.2  计算要准确

（1）道路计算案例
①透水铺装
本项目设置透水铺装面积2991㎡，硬化地面总面积为10513㎡。
透水铺装率=2991÷10513×100%=28.45%。
②项目占地总面积    项目占地面积(m2)=10794.00
③雨量综合径流系数φ
雨量综合径流系数：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雨量综合径流系数φ=(0.8X7522.00+0.15X281.00+0.55X2991.00)/(10794)=0.71
④控制容积
查表得，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74%时，设计降雨量为20.36mm。
控制容积V=10794×20.36÷1000=219.77m³
⑤结构层蓄水量计算
透水砖孔隙率一般为20~35%，计算取30%，滞水量=0.06×2991×0.3=53.84 m³
透水混凝土孔隙率一般为10~25%，计算取20%，滞水量=0.15×2991×0.2=89.73 m³
结构层蓄水总量：53.84+89.73=143.57m³
⑥径流系数控制雨量
加权计算得雨量综合径流系数φ=0.644
设计降雨控制量W=219.77×0.644=79.12m³
本项目通过径流系数、结构层滞水控制年径流量为79.12+143.57=222.69m³，
即222.69÷10794=20.6mm＞要求的20.36mm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7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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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海绵设计

（1）道路计算案例
问题：
1、通过容积法计算采用人行道透水铺装即可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74.4 %？若人行道地势
高，透水铺装的作用算多少？
2、透水铺装轻易就可以控制40-50mm的降雨，若客水能进透水铺装，透水铺装是否能超额
消纳雨水？透水铺装较高的控制率是否可以参加平衡？

答：透水铺装的作用不能无限夸大，主要用来调节径流系数。虽然竖向合适时，它可以额外

的消纳一部分雨水。

4.4.2  计算要准确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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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海绵设计
4.4.2  计算要准确

（1）道路计算案例
     正确的计算方法:即透水铺装前道路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29%，铺装后上升

为38%，无法达到实施方案要求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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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海绵设计
4.4.3  布局要合理

竖向布置要合理，LID设施要根据汇水区域分散布置， 才能达到设计的效果。

要求布置要求如下：

1、雨水再生利用：要便于雨水的收集和回用，尽量收集较为清洁的屋面雨

水。

2、消纳雨水、控制雨水径流污染的LID，要靠近面源污染严重的地面、路

面布置，或者采取措施把这部分水引流进来。

3、绿地除了消纳自身的雨水外，还要消纳周边雨水。

4、LID设施的布置还要结合景观，因此不能一味的下凹，要结合园林做微

地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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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海绵设计
4.4.3  布局要合理

公园较高的径流控制率较容易达到，此方案中下凹式绿地

和雨水花园布置不够分散，但是植草沟和渗沟的大量布置，

改善了雨水的收集。

通过模型评估可知，本方案建成后,年径流控制率可达到
97.7%，
但有两个前提假设：
①竖向需要专门设计，使得红线内的水都能通过地势流到
LID设施中，例如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
②透水铺装不堵。模拟发现当设定其堵塞周期为5年且5年
后不加以维护，则年径流控制率迅速降至93.5%。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总用地面积 m2 11743

2 总建筑面积 m2 9369

3 地上建筑面积(计容) m2 65

4 地下建筑面积（不计容） m2 9304

5 建筑占地面积 m2 180

6 建筑密度 m2 1.53%

7 容积率  0.004

8 绿地率  80.01%

9 机动车停车位数 个 230

（1）某公园LID方案2019-7-11



03  海绵建设推进思路

4.4 优化海绵设计
4.4.3  布局要合理

 （2）嘉兴南湖大道LID方案



检查井

标准段方案设计

03  海绵建设推进思路

4.4 优化海绵设计
4.4.3  布局要合理



03  海绵建设推进思路

4.4 优化海绵设计
4.4.4  景观要协调

• 项目概况：南湖大道为高速入城主干道，该段道路中

央绿化带宽8.0m，双向8车道，单侧机动车道宽18m，

外侧树池宽1.5m，人行步道宽3～8m，后退绿地宽

30m，红线范围内面积39.6公顷（含道路面积）。通

过海绵改造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85%。

（1）景观提升类--嘉兴南湖大道  
  



04 实施情况

封堵的界面关系（改造前）

 去除杂木后的空间关系（改造后）

老旧破损的铺装（改造前）

生态下凹绿地（改造后）

改造对比



04 实施情况

苗木式密林（改造前）

林下雨水花园（改造后）

改造对比 04 实施情况



杂乱无章的滨水绿地（改造前） 

舒适的休憩空间及座凳设施（改造后） 

改造对比



改造前 改造后

实施成果

2019-7-11



实施成果



   方     案



 结语

   海绵城市提出已有五年，试点也有三年，通过试点先行，已

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规划架构、管理机制、标准体系等

方面还有很多的课题需要研究。只有把理念变成实践，把经验变

成规范，把试点的“盆景”变成中华大地的“风景”，海绵城市

建设才能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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