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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绵城市理念的运用,可以很好地预防城市水土流失问题的发生,实现对城市水污染问题的控

制,而将海绵城市理念运用在城市水土保持中,不仅可以极大程度上避免周边区域出现内涝现象,还可以

更好地符合节约用水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较大的正面作用。通过对城市水土保持

研究,可有效地保护和美化城市生态环境,并能有效地防止各种自然灾害。海绵城市目标就是降低对城

市、环境影响,同时也要保证水资源合理使用,特别是要合理地处理雨水,以达到节约的目的。基于此,本

文主要分析了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水土保持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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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sponge city concept can well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urban soil erosion and 

realize the control of urban water pollution probl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ponge city concept in urba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an not only greatly avoid waterlogging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but also better conform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water conservation, and play a greater positive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urba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be effectively protected and beautified, and various natural disasters can be effectively 

prevented. The goal of sponge city is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ensure the rationa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reasonable treatment of rainwater,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v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sponge city concept in 

urba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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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水土保

持都有着相同目的。同时,建设海绵城市,也能为水土保持工作

提供一定参考,这与城市水土保持思想一致。城市水土保持可有

效地保护和美化城市生态环境,并能有效地预防自然灾害。而海

绵城市目标就是降低对城市、环境影响,同时也要保证水资源合

理使用,依托海绵城市理念开展城市水土保持工作,有利于提高

整体效率,以达到节约目的。 

1 海绵城市概述 

海绵城市理念可以理解为城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的时候

吸收雨水,缓慢地下渗,通过一系列处理后达到缓解市政管网排

水压力、净化水质、补给地下水的效果,在应对强降雨等灾害影

响下具有良好的弹性。海绵城市能够在源头上降低内涝风险。

海绵城市理念的提出最早要追溯到2003年,著名的景观设计师

俞孔坚教授提出的用“海绵”比喻自然系统调节洪涝的能力；

2008年—2011年是海绵城市理念的探索阶段,上海世博后滩湿

地公园是海绵城市理念初步探索的成果；2013年国家领导人在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也强调了要建设“自然存积、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自此,国家开始正式部署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海绵城市是新一代雨洪管理理念,旨在建

设水弹性城市,国际术语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LID)”。 

2014年发布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首次对海绵城市

进行了定义,即通过打造海绵城市,使城市富有一定弹性,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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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雨水的收集与释放。海绵城市理念更好地彰显了可持续发

展理念,特别在城市公园建设中,要发挥缓冲带、雨水花园、城

市绿地等的优势,将雨水收集,实现循环利用,达到节约资源的

根本目的,可协调地表径流、地下水以及自然降水间的关系,实

现城市公园建设的可持续发展[1]。 

2 海绵城市理念具体内容分析 

应用海绵城市理念能有效应对周边环境变化与抵御自然灾

害带来的破坏。城市建设中对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运用主要体现

在渗水、蓄水、水体净化、水资源使用及污水排放多个层面。

其中,渗水层面是指当雨水来临之际,能够有效防止雨水在地表

形成径流,实现对地下水的涵养储备,起到补充地下水的作用；

蓄水层面是指将雨水留存储存下来；水体净化方面是指雨水经

过土壤的渗透作用以后,得到了一定的净化；水资源使用层面是

指将经土壤渗透净化以后的雨水投入使用；污水排放层面是指

将人工排水系统和天然水系之间建立联系,或是通过将地面排

水和地下雨水结合的方法来完成对雨水的日常排放,以及超标

雨水的有效排放。对于城市的水资源管理工作,雨水的回收利用

属于十分关键的一环,而通过引入海绵城市理念,能减轻雨水污

染,提高水资源的循环使用效率。因此海绵城市这一理念的应用,

既能够促使城市间的热岛效应得到缓解,又有利于经济水平的

提高。而在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时,结合海绵城市理念,用渗水

性材料取代传统的混凝土等材料,能让厂区的雨水下渗能力大

幅提高,并且可有效解决地表水积聚问题[2]。 

3 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中的应用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内涝问题的严重

影响,这也为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城市化的持续

深入发展中,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同时,无法渗水的柏油马路

也越来越多,零散分布的城市下水井在暴雨来临时根本无法满

足大量的雨水排泄需求,继而引发城市内涝。由此可见城市排涝

工作刻不容缓,但是现存的城市内涝排泄系统过于单一,这也间

接导致了城市内涝。在城市建设的初期都会选择地势相对平坦

的区域,虽然有相对完善的城市内生态系统,但是在经过多年的

城市发展后,这些设施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例如城市内多

处渗水井都疏于清理,最终导致其被垃圾淤泥等堵死,无法正常

吸收雨水而引发城市道路积水,为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不断加强

“海绵城市”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绿化设计中会产生

很多关于建材以及植被选择的问题,在设计中很容易忽略系统

的储水功能以及持续运转能力,但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储水功

能却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使地表水在净化的基础上进行循环

利用,还可以节约资源、节源开流[3]。 

4 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水土保持中的运用 

城市水土保持区划应在全国、省级区划反映水土保持总体

方向和共性要求的基础上,突出城市水土保持资源利用、生态调

控、文化服务等功能,解决城市高质量发展对内部区域水土保持

长期工作方向、目标和主要途径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频繁发

生的城市内涝、河流泛黄、管网淤堵等城市水土流失危害,严重

影响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因此,海绵城市理念在

城市水土保持中的运用尤显重要。 

4.1边坡防护 

传统城市道路设计主要应用的护坡技术包括景观美化、植

草、灰浆等,为了进一步增强防御效果,通常还会结合应用挡土

墙、护面墙以及预制板等。应用“海绵城市”理念进行边坡护

坡设计,应当以土壤类型为依据,对施工方法及工艺进行合理选

择,主要可以应用的环保措施包括人造草坪、草皮平铺、草坪喷

雾器以及土工网植草等。另外,还可增加边坡植被密度,对雨水

积聚、水土流失、滑坡以及斜坡失稳等问题进行有效防范。生

态护坡技术应用过程,应增强人工与自然植被的融合性,在生态

护坡中协调布置乔木、灌木以及草类植物等,确保生态护坡上的

植被可以保持平衡状态。开挖石质边坡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破

坏,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修复,因此应充分考虑岩层性质,以层

状脉为依据对坡速进行适当降低,同时还可以将植草带铺设在

坡脚处,也可以在植草带底部设计盲沟,为过滤和排出雨水创造

有利条件[4]。 

4.2雨水蓄渗工程 

雨水蓄渗法是一种新技术,它主要在城市和居民区内进行,

采用蓄水处理,既能有效地补充地下水,又能降低地表径流,减

轻城市防洪压力。蓄水功能主要通过雨水湿地实现,雨水湿地利

用水生植物、微生物对雨水进行净化,控制径流污染,在摄乐公

园中心地带有所设置。雨水径流通过植草沟、排水设施进入到

湿塘后,发挥出雨水蓄积、补充的作用,形成雨水湿地景观。雨

水湿地建设中,充分运用现有凹地,减少土方施工量,地形整理

后布置,在合适位置设置溢流口,对塘底做防渗处理,实现雨水

的蓄积与排放。 

4.3生物滞留带的运用 

“海绵城市”理念重视生物滞留带作用。生物滞留带主要

是通过植被以及其他环境介质的保留和积累功能,对城市雨水

进行有效收集和调节,通过增加雨水入渗减缓城市热岛效应。

在设计过程一般将生物滞留带设计在道路两侧,也可以再开

发绿化带,在发展生物滞留带时需要对表层植被进行覆盖。植

被茂密程度与污染物去除能力呈明显正相关关系,生物滞留

带可以对悬浮雨水进行有效吸收,主要需要对植被高度进行

合理控制。一般设计滞留带为长宽比大于3:1的长条形,外表

与一般的绿化隔离带具有较高相似度,主要功能为对路面径流

进行处置,可替代停车场、道路及高速公路中间的绿化隔离带,

达到净化、输送道路径流和营造景观的多重目的。滞留花坛一

般高于地面,为半地下式,周边有混凝土矮墙围挡,也可以是一

个预制的混凝土单元[5]。 

4.4透水铺装地面 

透水铺装就是在道路面层和基层结构中应用透水性好且孔

隙率高的材料,雨季雨水能够通过透水铺装向下渗透,实现水资

源的循环利用,避免地表径流,同时具有补充雨水、涵养地下水

的作用。为发挥出较好的雨水渗透效果,透水铺装材料包括以下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几种：透水性沥青混合料；透水性混凝土；透水性路面砖；嵌

草碎石透水铺装。在广场、停车场、人行道等方面运用较为广

泛,而透水沥青主要用于机动车道。为有效降低地表径流量,将

地下停车场改造为可渗透式路面,以提高路面入渗能力、控制水

分流失、缓解城市排水压力、保护水资源等。透水面：可选用

透水面砖、透水混凝土、草坪砖等作面层,在使用可种植物面层

时,面层填料必须是有利于植物生长的透水混凝土、干砂、碎石、

石粉等；有效孔隙率不得低于面层,厚度不宜在20-50mm之间。

透水性和透水底基层：渗透率比表层高,底层可选用中细砂、中

细砂、自然级配砂砾石等[6]。 

4.5下凹绿地 

下沉绿地作为一种分散式、小型化的绿色生态基础设施。

其典型结构为绿地高程低于周边硬质地面高程,形成一个“小盆

地”形状的绿化地形,雨水溢流口设在绿地中或绿地和硬化地面

交界处。下沉绿地也是在实现海绵城市理念时最易实施的一种

方式。下凹绿地顾名思义是一种低于周边地面的下凹式绿地,

在建设时,在凹地内埋放溢流管,溢流管接入市政管道或者渗井,

雨天时能有效地收集雨水,减少地表径流外排,并且补充地下

水。当降雨量过大,下凹绿地内水位升高至溢流管高度时,雨水

可以经溢流管排放至市政管道。但是下凹绿地也有其限制性,

雨水量过大、降雨时间过长时,可能会导致植物烂根的情况,同

时因为其高度低于地面可能会导致垃圾堆积、植物枯枝烂叶堵

塞溢流管等情况,需要定期进行清理。除此以外,下凹绿地受到

种植土层厚度的影响,植物种植种类受限,植物景观营造的效果

一般。 

4.6采用绿化排水 

海绵城市设计过程中,应该坚持尊重自然的原则,遵循自然

生态发展规律,采用生态环保的建设方案,不仅要提升排水效果,

还要改善园林绿化环境。应该采用自然途径和人工措施结合的

方式,要积存雨水并做好净化处理,提升雨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贡献力量。在海绵城市理念下,给排水系统

要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和改进,不仅要减轻负担,还要

采取有效的补充措施。要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构建给水和排水

循环系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使资

源配置更加合理。为了实现生态化的发展,要积极建设城市园林

绿化带。一方面,可以控制绿化带的高度,在原有园林绿化带的

基础上进行调整,使园林绿化带降低到道路下方15cm～20cm的

位置,周围设置多个雨水口,要均匀规划,合理控制雨水口的间

距,保障排水效果。 

4.7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是自然形成或者人工挖掘的下凹绿地,雨后可以

减缓雨水渗透的速度,通过植物以及沙土来净化雨水,达到避免

内涝、涵养地下水、补给灌溉用水的目的,是一种生态可持续的

雨洪控制系统。雨水花园因其集功能和景观于一体的特性是海

绵城市建设中应用最多也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植物选择原则：

一是优先选用本土先锋植物；二是选用根系发达、生命力,强净

化能力的植物；三是选用抗性强的植物,既能耐涝又有一定的抗

旱能力的两栖植物；四是多种类搭配提高净化污染的能力和观

赏效果。 

5 结束语 

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下,城市水土保持受到相关学者关注与

重视,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城市水土保持效果成为社会讨论

的重点。海绵城市主要目的与城市水土保持理念一致,主要通过

加强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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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据此,

深入研究与分析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水土保持中的运用,有利

于为我国城市水土保持提供理论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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