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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给水排水工程包含城市用水供给系统和城市排水系统,着力于解决城市区域内水的社会循环

问题,与“海绵城市”建设中水的生态循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现代给水排水工程工作者需要充分

了解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协调城市建设的相关专业,通过必要的技术措施去落实当前及未来的城市建

设中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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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which includes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s, 

addresses the social cycle of water in urban areas and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ecological cycle emphasized in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Modern engineers in this field must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of sponge city 

development, coordinate with various urban development disciplines, and implement technical measures to 

achieve sponge city objectives in current and future urba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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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绵城市统合了多个专业,以实现城市水环境生态良性循

环,是未来健康城市的重要标志。给水排水工程应充分了解海绵

城市的建设要求,在城市雨水控制与管理及防排涝减灾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 

1 “海绵城市”理念与雨水控制目标 

“海绵城市”作为一种城市规划和设计理念,最早由加拿大

的城市规划师Robert Davies提出,试图解决城市面临的水资源

管理和水灾风险的问题,此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又

增加了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和内容[1,2]。 

尽管如此,“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依然是通过系统性

措施,实现城市良性水循环,从而解决城市内涝、城市水污染和

城市缺水等问题。“海绵城市”建设中,水资源管理作为关键内

容,成为整个“海绵城市”建设的抓手。通过建设雨水收集回用

系统,将雨水储存起来以备后续利用,促进其他减灾、生态和环境

保护建设目标的达成[3],提高雨水的回收利用率；通过透水铺装、

雨水渗透池等措施,促进雨水的地下渗透和自然循环,减少排水

系统的压力,降低城市的洪涝风险；通过建设雨水花园、湿地过

滤系统等,净化雨水和污水,改善城市的水环境质量。 

正是通过这些措施,“海绵城市”在“雨水”资源管控方面

实现三个基本目标：雨水径流总量控制、雨水径流峰值控制和

雨水外排污染物控制[4],带动着整个城市向着更好的“生态水资

源”环境前进。 

2 给水排水工程与“海绵城市”关系 

给水排水工程包括城市用水供给系统和城市排水系统,着

力于解决城市区域内水的社会循环问题,与“海绵城市”建设中

水的生态循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是“海绵城市”建设中的

核心专业之一[5]。 

排水工程包含城市雨水收集和排放等重要公共基础设施,

对于“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雨水管控目标：雨水排放总量、雨

水峰值以及初期雨水污染控制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作为城市

雨水收集系统的重要起点,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屋面收集雨水水

质、水量、排向也深刻影响着“海绵城市”规划水体的水量补

给量以及其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 

“海绵城市”建设强调源头减排,在雨水产生的源头要求

采取措施减少径流量,这需要给水排水工程调整收集方式,与

减流适应。“海绵城市”通过建设绿色屋顶、雨水花园等设施

收集雨水,需要给水排水工程设施与它们对接,并将这些雨水

进行合理的资源化利用。“海绵城市”建设致力于减少城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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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灾害,这需要给水排水工程在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城市的

水文地质条件和降雨特性,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极端降雨。“海

绵城市”建设注重水质的改善,给水排水工程可以通过合理的

管道设计和污水处理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城市水环

境质量。“海绵城市”建设着眼于整个城市水循环系统的构建,

给水排水工程作为城市水社会循环的构建者,与其他城市基

础设施如绿地系统、交通系统等协同工作,参与到这一建设过

程中。 

3 给水排水工程中“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 

传统给水排水工程,注重快速排水：要求通过收集尽可能多

的污水、雨水,并尽快地输送到处理水厂或水体中,完成城市排

水要求。但这样的建设思路,随着近几十年城镇化加速和全球气

候变化造成的极端气候频发,日益展现出不足。另一方面,在解

决初期雨水的污染问题上,传统排水工程也存在着缺陷,常某种

限制,忽视污染,将初期污染雨水排放到自然水体中。 

这些问题直到“海绵城市”理念深入到给水排水工程建设

中,才出现了一番新的天地。 

3.1市政排水工程中应用“海绵城市”理念 

“海绵城市”建设在城市水循环方面,将水环境、水生态以

及城市排水结合起来,实现优良水环境和城市水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的目标,减少、减缓城市环境问题,改善城市环境生态。在

应对初期雨水污染问题方面,应统筹规划雨水集汇通道,在通道

沿线设置绿色滞水工程来净化初期雨水,或在排水管道收集系

统的上游,安排截留弃水设施,降低降雨初期进入城市雨水排水

系统的污染物,有效保护城市水环境。 

区别于传统雨水排水工程,“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下的给水

排水工程,在进行雨水排水管道规划时,应先明确现有水体的积

蓄空间,汇水范围和排水走向,按照“海绵城市”的规划要求在

当前排水垫面条件下,确定蓄水容积是否能满足减少雨水外排

量及减缓雨水峰值的目标,否则需要重新规划城区的渗水垫面、

调整汇水范围、增加蓄水空间。这一阶段,给水排水工程需要利

用专业知识进行区域内雨水汇集量的测算,并为雨水集汇、排向

提供规划意见。在城市易发生内涝的区域,给水排水工程除了要

增加排水管直径、坡度,提高排水管道的通畅外,还要结合“海

绵城市”建设规划,按内涝防治要求,通过引流、截流、滞流,

把管道泄水与应急蓄水单元结合起来,减少洼地的雨水汇集总

量,避免极端天气下的内涝产生[6]。 

在控制雨水初期污染方面,给水排水工程应与道路工程、园

林工程相配合,在道路旁的植草沟或下凹绿地内设置雨水口,控

制雨水口平面在沟内水深和路面积水高度的位置之间。当路面

降雨经道牙石间的过流口,进入植草沟或下凹绿地,通过沟内植

阻滞、净化后,再从雨水口溢流进入市政雨水管道系统,有效降低

初期雨水的污染。在污染较严重或需要控制雨水水质的区域,给

水排水工程需要按照“海绵城市”的污染控制目标确定弃流设

施或弃流蓄流池的容积和设置位置,通过弃流设施导引初期污

染雨水进入污水管道系统,避免初期雨水对自然水体的污染[7]。 

3.2小区给水排水工程中应用“海绵城市”理念 

现代城市规划会根据不同功能需求,对城市空间进行分区

规划。这些区域在建设过程中成片开发,出于各项规定,会形成

相对独立的给水排水、绿地等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的一部分,

它们需要按照“海绵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要求,结合片区功能以

及地理、环境特征建设自身的海绵工程设施。 

雨水排水工程作为小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既担负小区内

雨水收集和排放任务,也承载着“海绵城市”规划对区域建设的

要求。“海绵城市”要求下,建设小区除了明确全年径流总量控

制目标,实现小区排放雨水总量不超出规划总量目标,还应达到

径流峰值控制标准和初期雨水污染控制目标,建设起能够完成

上述标准和目标的滞蓄水设施及净化、弃流设施。设计阶段,

给排水工程师应与建筑、绿化等专业工程师一起,结合区域水体

特征、竖向地形的条件,先做好区域内雨水排向和调蓄容积总量

规划,通过小区内“滞、渗、蓄、用、排”等设施的设置计算,

达到径流总量和径流峰值控制要求的设置方案,此后,还应核实

相关设施的设置是否能满足初期雨水净化要求,再按照满足情

况安排措施实现污染控制目标[8]。 

小区内下凹绿地、雨水花园等与绿化园林结合的工程措施

具备“渗、蓄”功能,既可减少径流峰值和径流总量,又可发挥

净化排放的功能。小区内路面和露天场所的透水铺装和埋地的

渗水管通过渗水,达到减少雨水外排总量的目标。这些工程措施

虽属于园林或道路工程,但只有与给水排水工程相结合,经过给

水排水工程专业对设置区域、设置面积方面的计算评价,才能更

好完成“海绵城市”对小区的雨水径流控制目标。 

3.3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中“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涉及“海绵城市”的雨水收集和回用两

部分。由于雨水回用工程多见于大型公共建筑,用于公共绿化和

道路浇洒,建筑给排水中“海绵城市”主要工作更多集中在建筑

屋面雨水的收集和排放。“绿色屋顶”作为建筑中的一类“海绵

城市”设施,不仅可以发挥“滞水”、“蓄水”和“净水”的功能,

还可以减少屋顶热辐射,降低屋面温度。按照“海绵城市”建

设要求,建筑收集的雨水应按规划要求导出到周边的蓄水或

滞水、渗水设施中,以实现减小径流总量和减少径流峰值的目

标。在雨水的导出方向上,以往标准通常埋地雨水管或建筑周

边的雨水沟排入到建筑周边的雨水管道,或通过散水漫流到

建筑周边的路面的雨水口,最终排入到建筑周边的雨水检查

井,并排入到市政雨水管道系统中。在屋面径流系数为1的条

件下,这种快收快放的设置原则,增加了建设区域内雨水的汇

集总量和汇集到管道系统的速度,极易在收集系统内形成大

流量、高峰值,对于控制雨水总量和雨水径流峰值不利[9]。 

因此,新的技术标准为减缓雨水进入周边市政雨水管道系

统的时间,增加了一个雨水排向：将屋面导下的外排雨水断接后,

导入建筑周边的渗水、蓄水设施。外排雨水在雨水立管底部断

接后,导入渗水、蓄水设施,经过滞水、渗水之后,通过溢水口进

入周边市政雨水管道,使管道系统内雨水径流峰值的时间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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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随之延长或降低。在屋面雨水水质较差时,建筑外排水也可通

过断接,引入到周边的植草沟、下凹绿地进行净化。无论哪种功

能,给排水工程师应就雨水的断接量及排水走向,与园林专业充

分沟通,确保这些措施的设置面积与屋面排水量相对应,还应就

植被的净化能力与雨水的污染状况进行充分沟通,确保运行期

间,植被在发挥净化作用时,不会被过多的污染物破坏。此外,

给排水专业还可以通过设置人工弃流装置实现初期雨水的截流,

通过渗水管渠实现雨水的渗排及埋地蓄水组件实现径流峰值的

控制。 

4 结语 

“海绵城市”的目标是建设宜居、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区域

生态型水环境,雨水管控是其建设的重点。对比其他专业,给水

排水工程专业与城市雨水管理控制关系最为密切,在城市陆地

区域内的雨水收集和峰值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给水排水工程在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中,应抓住城市降

雨的汇集和净化这个主线,结合城市健康水环境的建设,为未来

“海绵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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