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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需要积极关注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水循环问题。现阶段，部分城市

中仍然面临十分严峻的内涝和排水不畅问题，也因此增

加了市政排水设施的设计难度。为此，要求充分关注城

市现状，积极开展市政排水工程建设，并将海绵城市理

念作为主要的市政排水管道设计及优化前提，以充分展

现排水系统的价值。而市政排水工程的施工建设难度普

遍相对较高，若想充分展现其施工效果，要求积极关注

施工建设的全过程。

1、相关概念及设计原理

1.1 海绵城市的概念

“海绵城市”是我国在新世纪背景下所引入的一种

全新的城市理念，也即希望城市可以像吸水的海绵一样

实现良好的水资源优化处理效应。由于海绵城市具有上

述特点，因此也被称为“水性城市”。借助海绵城市的形

式可以在城市需要的任何时刻释放其中所贮存的水资源，

以实现对于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让城市中的水资源得到

有效迁移。基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视角，发现借助生态海

绵城市建设的方式，与多种不同的生物和生态环境基础

进行整合，并以此为前提开展城市道路建设工作，可以

得到良好的海绵城市建设效果。

作为一种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过大影响的开发

体系，海绵城市体系往往采取源头控制或分散的形式实

现对于水文地质情况的有效管控，要求在实际管理阶段

保持水文特征不变，并以此为前提，实施水流径流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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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流量管控。基于水循环的视角予以分析，需要大量

储存地表水和地下水，避免径流量大量向外排出，此外，

要求积极采取合理的调节方式，以相应延缓水流的排出

速度。总之，将海绵城市理念应用于城市建设，可以达

到良好的调蓄水效果，以推动城市生态环境发展，加快

推动城市水循环进程，而这也将逐渐成为城市日后发展

的主要方向 [1]。

1.2 海绵城市的设计原理

要求在城市工程建设方案设计阶段全面关注雨水因

素，设计出最为合理的雨水截留施工设计方案，以达到

良好的自然调节效果，让城市的排水水平得以切实提升。

此外，要求充分从源头处着手，针对雨水走向实施全面

管控，在城市建设中全面融入海绵城市，需要积极从如

下角度进行研究：渗、蓄、滞、净、排、用。同时，要

求高度利用各类现代化技术，以建设高质量的水循环系

统，让城市用水和处理水得以实现良性循环，进而提升

和保障海绵城市的作用。

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海绵城市理念，可以提升道路工

程的渗透、传输、截污、调节、净化功能，需要在市政

道路工程建设中充分融入各类现代化技术，以达到良好

的雨水资源控制效果，实现高效的径流污染管理，并以

此为前提，实施径流峰值管控 [2]。

2、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排水设计中应用的重要作用

2.1 提供设计指导

要求在市政排水工程建设阶段充分关注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问题，然而，如果采取传统的设计理念，则往往

无法充分适应时下的城市建设需求，在此背景下，海绵

城市理念应运而生，并为人们提供了现实指导，可以实

现对于市政排水系统功能的充分优化，以达到良好的自

动蓄水、用水和积水效果，降低城市内涝灾害的风险。

由此可见，将海绵城市理念应用于市政排水工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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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开展工程设计提供充足的理论指导，以更好适应城

市规划设计的有关要求。

2.2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以海绵城市理念为基础建设市政排水系统，可以凭

借其丰富的功能提升市政排水系统中的水资源利用水平，

让雨水资源得以实现充分循环利用，以切实缓解城市水

资源短缺的问题，让市政排水工程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得以充分彰显。依托于海绵城市理念进行市政给

排水设计，可以让雨水资源得到高效回用，以促进雨水

的转化，使其得以逐渐成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水资源，

实现对于生产水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多个城市都在

积极开展海绵城市建设，也因此提升了水资源利用率，

可以充分适应城市环保性和生态性的建设需求。

2.3 充分利用城市空间

在城市化建设背景下，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提

升，也相应增加了城市发展压力，城市内部的土地资源

通常具有一定限制，如果涌入了大量的人口，则可能导

致城市越发拥挤。为切实解决此类问题，要求在市政排

水工程项目建设阶段充分融入海绵城市理念，以高效利

用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内部空间设计分配的合理性。要

求相关设计人员在实际设计阶段进行科学的排水系统规

划，针对现场排水管道实施全面分析和高效统计，同

时，充分关注城市发展现状和人口规模，制定科学合理

的市政排水工程方面，以免出现土地资源被过度占用的

情形 [3]。

3、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给排水设计中的运用

3.1 路面及结构内部排水设计

城市公路交通路面设计的重要性较为突出，由于宽

阔马路中的排水功能往往相对较差，一旦道路积水，便

可能引发严重事故，需要设计人员着眼于工程全局，设

计出可以适应路面宽度标准的方案，以提升雨水口设计

的合理性，让雨水得以充分排出并进行及时回收。

首先，要求积极关注城市道路排水系统优化问题。

利用地下排水系统的形式，有效缓解城市道路的径流量

较大、蓄洪系统储水能力相对较差的问题，然而，由于

系统的搭建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往往只能在年降水量较

高且雨水频繁的热带地区予以应用。

其次，还可以在城市道路边缘位置设置水沟等工程

道路设施，以实现对于路面多余径流的高效处理，让城

市的积水可以在发生净化或过滤后自由流入蓄水池之中。

为此，要求有关人员积极搭建工程造价资料数据库，同

时针对工程所需预算展开细致的管理，以实现对预算信

息的宏观统计，在最大限度上保障路面排水防涝设计的

有效性。

最后，若路面宽度相对较小，则要求采取单坡设计

的方案，以充分满足雨水横坡排放要求。同时，也可以

借助优化路面结构的方式进行设计，以达到良好的路面

裂缝管控效果。道路结构的优化设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指数。要

求有关人员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积极关注城市居民

的生活满意度和城市整体的居住环境建设。一般而言，

道路材料、国家政策和社区设施等多种因素都可能会对

居民的生活品质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整

体幸福指数。为此，要求在工作过程中在最大程度上保

留我们所居住的“绿水青山”，基于全民身心健康发展的

视角，与我国国情相结合，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城

市化发展和建设的进程，以切实提升人民的整体幸福指

数。为此，需要以实际路面坡度为依据实施路面结构层

优化，以降低结构积水的风险，让雨水得以顺畅排放。

需要在道路中央分隔带的渗水位置设计纵向盲沟，使其

积水收集作用得以充分展现，此外，还可以适当辅助集

水井和横向排水管设施 [4]。

3.2 设计道路排水优化系统

首先，要求设计雨水低影响系统。一般可以将道路

横断面分成人行道、车道分割带等多种结构，可以结合

系统开发的实际特点展开对于机动车道径流的充分分隔，

利用绿化分隔措施，分离出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之间的

径流，让雨水得以在雨水管线之中实现充分汇集。至于

人行道位置，可以利用透水砖或透水混凝土开发措施予

以设计；在绿化分隔带位置，可以使用树带和生态树池；

至于机动车道，可以利用透水沥青及混凝土材料。

针对超出道路红线范围的雨水低影响开发系统，需

要与道路周围用地实际相结合，针对地下垫面进行区分，

将其划分成硬化地面、城市开放式绿地和滨河绿化带等

几种形式，在硬化地面设计时，需要充分利用透水砖及

透水混凝土等排水措施；至于滨河绿化带，需要采取生

物滞留带及植草浅沟等多种排水措施；对于开放式绿地

而言，要求在此基础上补充雨水塘及雨水湿地等设施。

其次，要求针对道路排水和雨水低影响开发系统进

行充分衔接。

（1）要求细致做好雨水引流设施设置。针对侧室进

水口进行设计，要求以充分保障雨水径流为前提，使其

得以顺利进入到低影响开发系统之中。在进行开口数量

设计时，要求充分关注开口位置处的进水能力，与汇流

量相结合，并予以设计，同时，结合道路信息，合理设

置开口位置，以相应提高纵坡洼点位置的开口数目，让

侧石开口设计的质量得到充分保障，以免发生树叶或垃

圾堵塞进水口的问题。

（2）积极完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隔带位置处的过

水设施设置。需要充分关注设施过水能力，同时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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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回流情况相结合，利用明渠均匀流公式确定过水设

施的实际过流量。

（3）在人行道位置处设置过水设施，让非机动车道

之中的雨水得以充分流入海绵设施之中，并以此为前提，

构建良好的雨水及排水系统。在进行导流管设计时，要

求在雨水收集区域内安装一定量的生物滞留及植草浅沟，

以充分保障导流管的排水性能，同时，需要将埋管的深

度进行充分管控，向雨水井之中自由排放，设立清淤立

管装置，让导流管之中的杂物可以得到有效冲洗，以免

出现导管堵塞的问题，争取良好的污染物截留效果 [5]。

3.3 建设多功能蓄水池

要求在海绵城市理念应用阶段充分关注顶层设计，

以促进市政排水工程设计综合性提升。需要持续增加前

期投入力度，充分融入海绵城市理念，同时，不断借鉴

汲取来自国外先进的设计经验。以日本所建设的多功能

蓄水池为例，待正式投入使用后，利用多功能蓄水池可

以达到良好的雨水调节效果，以丰富其生态价值。我国

多数城市在排水工程建设阶段充分借鉴了该设计经验，

同时，充分关注城市发展实际，并做出合理的设计方案，

以充分提升蓄水池设计的合理性，让路面雨水得以大量

聚集于蓄水池中，并经由净化装置实现了循环利用。

3.4 车行道设计

要求依托海绵城市理念进行车行道设计，我国目前

的城市车行道多采取柏油马路的形式，通常不具备良好

的透水性能，导致雨水天气下积水问题频发，一旦积水

过于严重，则可能影响地下水的供给，带来十分严峻的

城市内热岛效应。实施车行道设计，要求充分利用具有

良好透水性能的材料进行人行道铺设，以便在雨水降落

后可以充分吸收其中的雨水，避免出现严重的积水问题，

同时，充分保障地下水供应的合理性。进行车行道施工，

要求在透水材料上层进行沥青材料铺设，以免因雨量过

多而影响吸水材料的质量，导致雨水被排放到道路两端

的盲沟中，并经由检查井进行绿化地带。城市降雨的同

时也会伴随一定的污染，为了让雨水资源得以实现循环

利用，需要在其中敷设专有的管道，以达到良好的雨水

净化效果。

3.5 人行道设计

人行道设计对于市政工程项目而言十分关键，传统

的城市人行道设计过程中往往采用不透水的路面材料，

其材料性能相对特殊，一旦面临雨天，则极易发生积水

和湿滑问题，也因此增加了人们雨天出行的风险。为此，

要求在人行道设计过程中积极融入渗透海绵城市理念。

一般而言，人行道之中的荷载量通常较低，在进行

设计时，需要积极选取透水道板的形式予以铺设。在进

行基层设计时，需要尽量选用透水型混凝土材料，至于

垫层位置，则需使用碎石。为了尽可能降低道路对路基

功能所造成的影响，要求在与道路较为接近的一端设置

隔离层和碎石沟，同时，针对碎石沟的宽度予以调整，

将其控制在 30 厘米上下，并结合路基实际判断碎石沟的

实际深度情况，以促进路面与碎石层的有效衔接，让雨

水的渗透效率得到充分保障 [6]。

3.6 下沉式绿化带设计

首先，要求积极关注城市道路排水系统优化问题。

对于排水系统工程设计而言，下沉绿化带之中拥有传统

排水系统之中所不具备的雨水吸收和循环利用效果。以

往在进行绿化带设计过程中，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道路的径流量，影响了蓄洪系

统的储水能力。而利用地下排水系统可以有效缓解此类

问题。然而，由于系统的搭建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往往

只能在年降水量较高且雨水频繁的热带地区予以应用。

此外，还可以在城市道路边缘位置设置水沟等工程

道路设施，以实现对于路面多余径流的高效处理，让城

市的积水可以在发生净化或过滤后自由流入蓄水池之中。

为此，要求有关人员积极搭建工程造价资料数据库，同

时针对工程所需预算展开细致的管理，以实现对预算信

息的宏观统计，在最大限度上减少绿化带信息采集工作

的工作量 [7]。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多数城市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内涝

问题，导致城市设备设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也因

此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为切实解决此类问

题，要求在城市建设中积极引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以

优化市政排水系统功能，使其得以与其他系统实现高效

衔接，以充分满足城市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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