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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对城市规划工作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只有不断提高城市规

划水平,才能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在目前的城市规划中,海绵城市是一种先进的理念,将这种理念应用

在城市规划中,能够对城市规划进行优化,满足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积极的将海

绵城市理论应用在城市规划中。本文将对海绵城市理念以及应用原则进行分析,探讨海绵城市理论及其

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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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在现阶段越来越快,其

不仅体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同时也表

现在城市规模扩张上面。受传统城市建

设思想的影响,城市大多按照“同心圆”

圈层结构发展,而这种城市结构存在很

多弊端,特别是城市内涝、径流污染、水

资源短缺等问题,极大地影响到城市持

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海绵城市的概念

被提出来。海绵城市是在尊重自然、生

态环境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城

市可以如海绵一般,很好的积存、渗透、

净化水资源,从而实现城市水环境的改

善,为城市管理、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1 海绵城市的内涵 

海绵城市这一概念的 早提出,是

为了缓解城市开发中出现的水环境问题,

从而建设良好的城市水资源生态环境。

海绵城市的出发点是通过各种措施,对

内涝、污水体进行有效控制,使得城市开

发区域的水文情况贴切自然状态。海绵

城市要求对城市中的土壤水分、雨水、

地表水流量等进行全面控制,提高城市

的抗内涝水平。在城市规划过程中,需要

科学的利用渗透、滞留、净化、排放等

手段,全面降低城市开发引起的水资源

污染,将城市打造成一个海绵,在降水多

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吸水”,防止内涝,

在降水比较少的情况下,做到“放水”,

满足城市用水需求。 

2 海绵城市规划原则 

2.1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城市是当地居民在一定的地理、气

候、历史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生活、工作、

活动空间,因为城市各有不同,所需水资

源规划部署工作自然也就不同。利用海

绵城市理念时必须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

与生态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保证海绵城

市理念运用的合理性。 

2.2采用合适的建设方法 

对雨水的处理工作要建设完善的雨

水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施工单

位应该采用适当的建设方法。要根据每

座城市不同的特点,采取符合本地具体

情况的建设方法,采用合适的建筑材料。

在建设过程中要以绿色环保为基本要求,

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问题为核心目标。 

2.3保证生态环境的安全 

生态优先是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原

则,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必须优先考虑

生态环境的发展与可能受到的影响,运

用海绵城市理念时会用到一些吸水及保

水、净化水装置和技术设施,必须结合城

市生态承载能力进行分析,保证城市生

态安全。 

3 海绵城市规划方法分析 

3.1城市规划整体思路 

海绵城市规划是一个相对复杂的

过程,与城市园林、市政、水利、交通

等各个部门都有极大的关联,需要多部

门紧密协作,海绵城市规划对设计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强调不精通专业

相互协作、城乡统筹、流域综合治理,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强调绿色

城市建设。 

在海绵城市总体规划上,需要做好

各种前期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对城市

建设各要素进行专题分析,如生态保护

专题、产业发展专题、水环境专题等,

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评估城市水资源承

载力,结合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对城市

的发展目标、方向进行明确,合理规划

城市范围。同时要结合城市定位,对城

市雨水总体控制目标进行明确,实施城

市水系、绿地、竖向等专项规划,贯彻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海绵城市理念下,

进行城市总体规划时,要注重流域综合

开发及治理,对于河流大排水系统、城

市小排水系统、城市点源污染、流域面

源污染等进行规范处理, 大限度的保

证城市水生态环境,解决城市上下游洪

涝、污染等问题。在海绵城市规划中,

还需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对城市原有

湿地、河流、绿地等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实现水资源滞、蓄、渗、排、用的良好

结合,满足城市安全用水需求。 

3.2根据自然环境设计城市湿地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城市湿地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湿地还是

城市防范洪涝、接纳及处理雨水径流的

重要方式,所以加强城市湿地规划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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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在实际规划中,城市湿地建设需要

坚持保护优先、规范修复、因地制宜、

生态效益的原则,积极保护原有湿地、土

壤、水文自然环境,并采取适宜的修复手

段,促进湿地结构的完整及功能完善。首

先是对湿地水循环系统进行规划,要根

据湿地水道、湖泊的现实情况,构建具备

吸纳、存储、净化等功能的湿地水循环

系统,从而 大限度的发挥出湿地海绵

作用。其次是进行水陆交界生态驳岸设

计,驳岸具有水、陆双重性质,其设计需

要充分尊重生物系统、自然条件的需求,

在植被护坡的基础上,对生物工程驳岸、

硬质驳岸进行改造,从而更好的保护河

岸,避免雨水冲刷,维护河岸生态系统。

同时在驳岸规划中,可以结合乡土植物,

配备其他区域的植物,全面丰富驳岸的

景观性、观赏性。 后要注重对湿地植

物进行规划设计,植物是海绵城市湿地

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实际中要坚持保育

为主、增补为辅的植物设计观念,因地制

宜的搭配草本、水生、乔木等植被,并注

重水陆交错地点的植物增加,构建丰富、

多样的水陆自然过渡景观,强化城市湿

地净水能力。 

3.3海绵城市道路设计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其对于城市发

展具有极大的影响,道路的合理规划、设

计可以有效的吸收、利用雨水,并且能对

城市地下水资源进行补充。在以往的城

市规划中,缺乏对环境因素的考虑,设计

的城市主干道属于传统道路体系,绿化

带标高比道路标高要高,雨水会从绿化

带进入到道路中的排水系统中,这一方

面会加剧排水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还

会将绿化带中的污染物、淤泥等冲下来,

造成下水道堵塞、路面污染,同时还会进

一步加剧城市道路积水。与之相对应的

是城市绿化带用自来水浇灌,不利于城

市水资源良性循环,因此,在实际中,要

立足于海绵城市的视角,对城市道路进

行优化设计。 

首先在道路设计上,保证主干道、景

观道路等的标高要高于周边绿地20cm左

右,并改变以往的连续路缘石情况。这样

路面上的雨水就可以顺畅地进入到绿地

两侧,极大的降低了雨水在路面的停滞

时间,一方面可以很好的灌溉周边绿地,

另一方面还能通过周边绿地渗透到地下,

补充城市地下水资源。其次,在城市道路

设计时,要注重透水铺装,这种模式既可

以满足交通强度,还能让雨水快速渗入

地下,有助于改善城市道路过硬的情况。

在实际中,要结合道路类型,选择相对应

的透水材料,如在主干道、人行道上铺设

透水地砖,在停车场铺装嵌草砖,在沿街

绿地铺设鹅卵石等,在强化道路透水性

的基础上,提高其景观效果。 

3.4城市公共设施生态改造设计 

在海绵城市理念下,进行城市规划

设计时,还需要注重对传统的公共设施

进行改造。在传统的城市公共建筑中,

大多缺乏雨水收集功能,对此,在城市公

共设施设计过程中,结合实际,设计屋顶

花园,这样不仅可以蓄水,同时还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城市的绿色氛围,有助

于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在实际中,可以将

雨水斗增加到公共建筑屋顶,注重落水

管改造,增添雨水罐,对收集到的雨水进

行处理后,用于城市绿化。此外,在海绵

城市规划中,还可以增加城市雨水花园

的设计,雨水花园属于动态化的花园,其

具有很强的雨水收集、存储、回渗功能,

同时还具备良好的景观效果,能为城市

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娱乐场所,

具有综合效益。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

发展进程不断推进,整个社会在进步的

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发展难题,城市内

涝便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海

绵城市”具有很好的弹性空间,能够有

效抑制洪涝灾害,是现代化城市的代表

性管理理念。将海绵城市理念充分融入

到城市规划设计已成为现代化城市建

设的必由之路,通过海绵城市专项设计,

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应对自然灾

害,合理利用水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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