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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要点探讨
许荣刚

【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要点，旨在提高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质量，提升海绵城市建设质

量和城市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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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十年，我国城市飞速发展，城区面积不断增大，

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加的不透水硬质路面面积和比例，

不少城市内部小型坑塘等天然海绵体被侵占，城市内涝

现象不断发生，同时水体水质因各种原因相对较差，威

胁城市和人民群众安全。同时，气候原因造成我国夏秋

多雨，冬春缺水，水资源利用率低，加之地下水超采，

地下漏斗现象严重，为统筹解决上述各类问题，应注重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质量。

1.海绵城市建设现状条件和问题识别

海绵城市设计应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其中问题导

向涉及到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等四大方面

问题。

（1）水生态问题。城市建设造成地面硬化率增加，

自然水体面积减少，水质自净能力降低，生态退化。主

要表现为：城市硬化率高、热岛效应加强、水源涵养能

力降低；河道岸线硬化率高、河道用地萎缩。（2）水

环境问题。水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河道湖库水质较差，

主要表现和原因如下：初雨污染严重，初雨溶解了空气、

地表等各类污染物质，污染物含量很高；城区管网不配

套，管网老化渗漏问题突出，造成生活污水通过破损管

网进入河道，不能保障污水真正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城区河道中的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现象时有发生。（3）
水安全问题。城市内涝是目前最严重的水安全问题，主

要原因表现为各类排水设施标准不达标，没有达到规范

设计要求。（4）水资源问题。我国各地水资源普遍紧

张，加之水资源年际、年内变化大，地表水与地下水之

间转化不足，地下水漏斗现象严重。

2.海绵城市建设需求分析

海绵城市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

海绵城市建设设计主要需求如下：

（1）降低城市内涝风险。按照低影响开发模式开

发建设，实现雨水径流的源头控制；完善排水管渠系统

建设，提高雨水管网设计标准；对雨水进行过程控制；

河道整治提升河道防洪标准；发挥自然生态系统调蓄功

能，提高城市防范洪涝灾害的能力。（2）提升水环境

质量。通过海绵城市的建设，合理安排布局低影响开发

设施、完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通过源头减排-建成区地

影响开发建设模式改造、过程控制-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完

善、末端治理-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的全过程管理，削减

污染物，系统改善城市地表水及地下水质。（3）河湖

水系生态修复和城市生态格局优化。最大限度地保护原

有的河流、湖泊、湿地等水生态敏感区，维持城市开发

前的自然水文特征；同时控制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最

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原有水生态环境的破坏；

通过优化水系网络、改造塌陷地区、保护滩涂资源、恢

复生态河岸等措施，修复河湖水系的水生态环境，通过

“护水”、“净水”、“活水”提升水生态环境品质，

重塑水文化服务功能以及水生态服务功能。

3.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确定

（1）总体目标

目标的确定要基于对城市海绵基底充分调研了解，

依据国家、地方有关标准明确径流控制率等核心指标要

求，划分近远期建设时间和区域。

（2）分类目标

结合城市特点，将总体目标细分为水生态、水安全、

水环境、水资源等各方面具体目标。详见下表。

表 1 某地海绵城市建设分类指标表

类别 指标
单

位

现

状
近期目标 远期目标

水生

态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50 65 75

生态岸线比例 % 37 50 80

城市热岛效应 — — 缓解 明显缓解

水面率 % 2 3 5

水安

全

内涝标准 A 5 10 20

防洪堤达标率 — 80 90 100

排涝达标率 — — 80 100

水环

境

地表水体水质标准 — —
达到地表水

IV 类标准

达到地表水

IV 类标准

城市面源污染控制

（以 SS 计）
% — 5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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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体水质达标

率
% — 90 100

水资

源

雨水资源利用率 % — 2 8

污水再生利用率 % — 20% 40%

管网漏损控制 % — <12 <10

制度

建设

规划建设管控 — —
完成各项制

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各

项制度

蓝线、绿线划定与保

护
— —

完成各项制

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各

项制度

技术规范与建设标

准
— —

完成各项制

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各

项制度

投融资机制建设 — —
完成各项制

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各

项制度

绩效考核与奖励机

制
— —

完成各项制

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各

项制度

产业化 — —
完成各项制

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各

项制度

显示

度
连片示范效应 — — 25%以上达 80%以上达

4.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主要包括自然生态要素分析、

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格局构建和海绵城市功能分区四

部分。

（1）自然要素分析。根据城市特点，应对城市内

各类自然生态要素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山、河道湖库、

林、田等自然要素，明确各类要素名称、位置、范围等

核心属性，细化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2）生态敏感

性评价。基于评价范围内的自然地形、生物多样性、水

生态安全、水资源等现状因素进行评价。（3）生态格

局构建。城镇发展要与生态系统相协调，保护好各类自

然生态要素，形成完整的城市生态系统和格局，同时生

态格局的构建要充分结合城市组团发展、建设用地扩展

需求等因素。生态格局主要分为海绵山水基质、海绵生

态廊道、生态斑块。基质、廊道和斑块共同构建了生态

格局。（4）海绵城市功能分区。通过对自然全要素分

析，确定重点保护要素，依据生态名感性评价等级图，

结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区三线等基本要求，将建成

区进行海绵城市功能分区，主要包括以下功能分区：海

绵城市建设核心区、海绵城市建设引导区、海绵城市建

设管控区、海绵城市建设生态缓冲区和海绵城市建设生

态涵养区。其中

海绵城市建设核心区主要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具

备海绵城市建设的条件，该区域需严格落实海绵城市建

设管控要求，严控规划设计等各环节，最终实现海绵城

市雨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规划管控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引导区主要为城市建成区，特别是城

市老城区和其中的城中区、棚户区等，建设条件一般，

需积极引导、因地制宜地进行海绵城市建设改造。

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区主要为城市工业园区等产业

园区，应主要控制面源污染问题，尽量多采用“蓄、净、

用、排”等海绵设施，少用“渗、滞”为主的海绵设施。

5.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总体目标和分类目标将其分解到具

体的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单元，明确管控单元目标，确定

分类用地建设指标指引。

（1）管控分区划分。海绵城市建设管控分区主要

依据流域、排水分区和行政分区确定。（2）管控分区

目标确定。建设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问题为

导向，综合考虑内涝程度和面源污染情况，管控分区目

标向内涝程度较重、面源污染较重的分区侧重。综合考

虑开发强度和自然调蓄空间，管控分区目标向开发强度

较低、自然调蓄空间较大的分区侧重。

6.结语

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顶层设

计，一定要因地制宜结合城市特点，科学制定落地性强、

技术先进的规划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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