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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作为基础交通线路，城市道路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保证城市居民良好的生环境，还

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防建设方

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城市已制定了海绵城市规

划，作为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市政道路的“海绵”思

想也显得尤为重要 [1]。本文就市政道路的“海绵”化进

行分析探讨，以期通过本文的相关内容为相关人员提供

可借鉴的参考。

1　常见的海绵措施介绍

传统市政道路施工建设时常使用弱透水或不透水的

材料，排水系统也以直排为主，使得城市路面硬化率较

高，蓄洪泄洪能力差。而“海绵城市”里面是指为了提

高城市的排水泄洪能力，提高雨水的利用率，实现可持

续的雨洪管理，将灰色材料即不透水材料与绿色施工相

结合，使得城市路面更容易透水，水更容易排出，也可

以提高雨水的利用率。目前，海绵城市已在城市道路中

得到了一定的呀应用与实践。

1.1 透水铺装

作为一种新型的铺装方式，透水铺装主要是通过大

孔隙结构层或具有渗透作用的排水设施进行铺装，保证

雨水透过铺装层直接进入地面，以消除地表径流，减少雨

水停留 [2]。此外，透水铺装的方式可以将雨水的渗透率提

高60%~65%，极大地降低了地面净流量，减少因大暴雨

或连续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避免人身财产安全损失。

1.2 下凹式绿地

下凹式绿地是指通过将普通的绿地进行处理，使其

下凹到一定的深度，通常平均深度设在 10~20 厘米，从

而达到存水、储水的功能。而在下凹式绿地中还要设置

溢流口，保证暴雨时绿地中的雨水可以及时排除，溢流

口顶部要高于绿地地面 15 至 25 厘米。

1.3 生态植草沟

生态植草沟是在通过种植植被形成景观性的排水系

统，用以防洪排水，也可以达到储水、过滤等作用。这

种海绵措施适用性较强，能很好地控制径流，且前期建

设和后期维修成本都相对较低。

1.4 蓄水池

蓄水池是指利用集蓄设施达到储存雨水的目的。这

种方式可以降低雨水峰值的流量，建设材料主要有钢筋、

混凝土、砖块、塑料等。此外还可以利用生态树池、微

地形处理等进行市政道路的“海绵”处理。

1.5 绿植设计

在进行市政道路“海绵”设施处理中，绿植种植及

设计是海绵市政道路最重要的内容，他可以根据环境与

功能的需求，设计绿植种植要求，并考虑生态、休闲、

观赏等多种功能，兼具安全防范功能 [3]。同时，植物的

配置也考虑了雨水设施，对内部环境和地形进行设置以

实现控制雨水排洪等功能。而绿植设计也会考虑植物群

落的生态多样性，将多种类型植物相互搭配，并将植物

的观赏价值和季节性都纳入设计范围。常见的植物选择

可参见表 1 所示。

表1　常见的雨水设施的绿植设计

设施类型 植物选择

生态滞留设施 耐水淹，根系相对发达，具有一定的抗旱性

雨水湿地
基于不同的水深合理的选择植物，并适宜

场地实际的土壤条件

植被浅沟
耐雨水冲刷、根系发达，并具有耐旱性和

耐水淹性

嵌草砖
低矮，耐践踏，可以承受长时间的干旱以

及短时间的雨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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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2.1 市政道路建设路面材料的选取

目前，市政道路建设常采用沥青材料，该材料具有

较好的透水性，已广泛应用于道理工程中。沥青材料可

以将雨水引至指定位置，并利用排水系统改进道路积水

的现象，以减少因积水对交通及路面的持续性影响或破

坏。虽然沥青材料透水性很好，但无法对雨水进行回收

利用，难以解决城市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因此，为了提

高市政道理的“海绵”属性，可以在道路的建设阶段就

设计生态滞留系统，通过物理、化学等过程实现对雨水

的循环利用。

2.2 市政道路设计

设计是市政路面得以顺利建设的前提，为了保证市

政道路对排水、存水功能的高校运转，要在设计市政道

路的阶段就将“海绵城市”理念加入到设计思路中，以

便为后来的施工建设提供基础保障。市政道路设计要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路面积水可以通过路面缝隙排

放；第二，要利用路面结构优势使得路面积水及时流入

地面；第三，利用土质结构使得积水直接渗透到地下；

最后，市政道路设计不仅要考虑积水及时排除或渗透到

地下，还要充分考虑到雨水的回收利用问题。

2.3 合理建设横坡和绿化带

市政道路设计时，斜坡要向中间位置倾斜，在道路

中心位置建设绿化带，绿化带高度比道路高度略低，这

样可以保障雨水得以利用。而且通过在绿化带位置建设

碎石层，达到储存雨水的目的。同时还要最大化排水管

道的直径，按照智能化的雨水篦子。

2.4 边坡支护保护措施

为充分地利用城市降雨，要在道路边坡上种植花

草树木，利用绿植的吸收功能，对道路雨水进行二次利

用和储存，以减少水资源浪费，优化生态环境。同时要

充分利用窗式和网式的种植模式，以保证土壤的渗透性

能。

3　市政道路设计中海绵城市理念的改善措施

3.1 健全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

为了完善市政道路建设，充分发挥道路的海绵属性，

相关政府单位要汲取国内外优秀的经验，结合城市相关

需求完善城市道路建设的法律法规等，并做好道路建设

规划，同时加大对城市道路建设的管理和日常管理，完

善相应的管理制度，确保城市道路建设能够科学有效地

实现水资源利用，减少洪涝等灾害的发生。同时，各级

部门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积极配合上级工

作，维护好法律的权威，各项工作要严格遵守市政道路

规划执行，确需要改变的要及时向上级部门申请，以保

证道路的建设及后期的养护维修规范化进行。

3.2 加强公众的参与

市政道路的建设和运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人

们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这

就需要在进行城市道路规划好建设过程中，要多吸纳公

众的意见和观点，提升道路的服务功能，减少因后期的

道路建设不合理造成的返修、养护等问题，限制人们的

日常需求。

4　市政道路设计中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实例

云南大部分地区气候呈现干燥少雨，季风、紫外线

强烈的状态，缺水和梅雨季节下暴雨，造成旱涝常态，

城市的设计以及建设非常需要实现海绵城市设计概念以

及实施其海绵设施，下面将结合本人的设计实列简单讲

讲市政道路的海绵化。

云南某地某城市主干道工程，路基宽度 42m，双

向 6 车道，设计时速 60Km/h，其标准横断面设计组成

为：3m 透水铺装人行道 +2m 下沉式绿化带 +2.5m 自行

车道 +3.5m×3 车行道 +6m 中央绿化带（下设单仓室综

合管廊）+3.5m×3 车行道 +2.5m 自行车道 +2m 下沉式

绿化带 +3m 透水铺装人行道 =42m，人行道横坡为 2%，

车行道横坡 1.5%，同一侧均指向两者之间的下沉式绿

带。

本实例海绵化设计主要措施有：

（1）采用下沉式侧绿带，同时其中设置溢流式雨水

口。

（2）同一侧路拱横坡均指向其侧绿带。

（3）中央绿化带比侧绿带宽且相对处于高处，其下

埋设纵向排水盲沟以及纵向透水管和横向排水管。

（4）路侧缘石和立缘石采用缺齿型构造组合。

（5）人行道路面结构采用透水砖及透水混凝土组合。

（6）车行道路面结构采用双层 OGFC 透水沥青组合。

（7）路基之上采用防水土工布进行隔离，防止雨水

破坏路基。

以上措施可以保证：少雨季节之时，雨水能渗入绿

带中储存，随即用于绿带植物保养。多雨季节或暴雨之

时，雨水能渗入绿带中储存的同时，多余的水能通过溢

流式雨水口排入雨水井并通过雨水管道及时排走，不足

之处在于由于投资造价过于高昂的原因，其路基没有设

计为全透式的透水路基，这也带来了工程造价和工程实

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方向，值得我们去研

究，此处不表。

实例设计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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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就市政道路中的“海绵城市”理念，

分析了海绵城市理念的基本含义，并简要介绍了集中常

见的“海绵”措施，并针对“海绵”市政道路中的应用

租了简单的分析介绍，最后根据“海绵城市”的基本内

涵，提出市政道路发挥海绵作用的策略，以期为以后的

市政道路设计、海绵市政道路的建设及管理提出一些可

行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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