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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理念下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分析

赵楝云

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　325028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数量日益攀升，并对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提出了较高要求。即

使我国推出了诸多市政工程项目，仍旧无法解决雨季时期的洪涝问题。新形势下，设计人员应当建立与时俱的意识，借鉴

国内外的先进理论与经验，降低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海绵城市的弹性空间较大，可以依据人类社会的需

求而在不同的场合中发挥不同作用，有效降低洪涝灾害的影响。设计人员在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中渗透海绵城市理念，遵

循海绵城市设计的原则，可以显著增强城市内部的雨水渗透能力，减少路面积水等现象，为国民带来稳定、良好、安全的

生存空间。同时，海绵城市理念的实际应用还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助力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文将从海绵城市理

念的视角出发，以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其设计工作展开探讨，旨在为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的发展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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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的复杂性较高，是服务于城市道路

排水的基础性工程[1]。在降雨多的区域，海绵城市理念的运

用已经成为了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的重要方向。设计人员

将海绵城市理念渗透在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中，不仅可以

满足社会的运作与发展需要，还有利于城市水资源的循环

利用。本文将对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展

开进一步论述。

1　海绵城市的概述

海绵城市是近几年提出的新概念，其从本质上来讲是一

种集水资源收集、水资源循环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

海绵城市可以在雨季发挥聚集、净化雨水的作用，有效缓

解地表的积水问题，还可以为相关产业补充水资源，促进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有学者指出，海绵城市像海绵一样，

可以在下雨时发挥吸水、净水、渗水等功能，进而让城市

环境符合人们的实际需要。即使发生洪涝灾害，海绵城市

的独特雨水系统也可以发挥作用，帮助人们抵御自然灾

害，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建筑工程企业需要将海绵城市作为主要的指导方针，科学

落实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设计，不断完善城市排水系统的

功能，缓解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污染

问题、能源紧缺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建设海绵城市更

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海绵城市

建设的研究。

2　海绵城市理念下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的分析

在海绵城市理念下，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有了新的设

计方向。设计人员应当加强对海绵城市理念的学习与运

用，以此发挥城市排水系统的功能，缓解道路雨水堆积

的压力。在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海绵

城市理念在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2.1　人行道给排水设计

人行道是市政道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不

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人行道可以为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提

供便利，有利于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传统的市政道

路工程中，建筑工程企业往往会采用不透水路面的施工技

术，这便使得雨季时期较容易出现雨水在路面上堆积的状

况，对居民出行造成不利影响。在海绵城市理念横空出世

的今天，设计人员应当突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优化人

行道给排水设计。具体来讲，需要落实好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设计人员应当加强对工程材料的选择。建筑市场在

近些年来的发展速度较快，越来越多新型的工程材料出现

在市面上，并为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提供了更多选择。设

计人员应当加强对建筑市场的关注力度，尽可能选用透水

性能强的工程材料，在物质层面满足路面雨水渗透性能的

要求，缓解路面积水问题。例如，设计人员可以选用透水

地砖；第二，设计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责时，不仅需要关注

市政道路的平整度以及耐久度，还需要严格控制路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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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湿度条件确保地下水资源的及时供给；第三，设计人

员需要在基层位置布置排水管道。这主要是因为土壤渗水

性的影响因素较多，而排水管道的不止可以有效保障土壤

的渗水性，发挥人行道的给排水功能。

2.2　车行道给排水设计

车行道是服务于交通运输工具通行的基础设施，在我

国交通运输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纵观我国车行道建设现

状，可以发现大部分车行道在建设期间采用的材料均是渗

水性能较强的工程材料，这样不仅会引发路面积水问题，

还会影响地下水资源的供给，致使路面出现热岛效应。在

海绵城市理念的指导下，设计人员应当与时俱进，选用渗

水性能高的路面施工技术，确保地下水资源的及时供给，

减少城市地表水的径流量。在选择车行道的工程材料时，

设计人员可以将沥青混凝土材料作为首选，这主要是因为

其具备透水性能强的特点，可以很好地满足海绵城市建设

的需要。在路面基层以及中层材料的选择上，设计人员可

以选用不透水的材料，这样能够有效降低雨水对路基强度

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升车行道的安全性能。除此之外，设

计人员还应当在适当的位置设置横坡与盲沟。当进入雨季

后，雨水会沿着横坡被排放至盲沟，最后进入城市道路旁

的绿化带，被土壤吸收，或者进入排水系统内，进而提

升城市的水资源利用率。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路面横坡

时，设计人员应当秉持细心、耐心、谨慎的精神，将路面

横坡的误差控制在合理区间内，以此发挥对雨水的收集、

排放作用，提升市政道路工程的节能与环保效果。

2.3　道路绿色给排水设计

在海绵城市理念下，设计人员在设计市政道路时需要秉

持绿色发展的观念，将绿化建设列入考虑范围，做好道路

绿色给排水设计。大量实践证明，道路绿化、道路景观设

计可以保障城市建设与规划的稳步进行，还可以打造良好

的城市外在形象，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在实际工作

中，设计人员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遵循因地制宜

等工作原则，综合性地考虑植被选择与布局、道路绿化带

的排水与储水功能，确保道路绿化带可以在强降雨的情况

下发挥作用，避免降水对绿化植被造成太大影响。在道路

绿色给排水设计中，需要做好以下几点内容：

2.3.1　科学铺设绿化带

在选择绿色植被时，设计人员应当以当地的自然地理环

境为依据，选用环境适应能力强、存活率高、生命力顽强

的绿色植被。为了更好地过滤雨水中的杂物和有害物质，

还可以在道路绿化带上增设过滤系统，这样不仅可以实

现对雨水的高效采集，还可以为绿色植被提供健康生长的

环境。在铺设绿化带时，设计人员应当做好材料选择。一

般情况下，需要将透水性能好的材料作为首选，并在绿化

带下设置碎石沟，这样可以更快、更高质量地搜集道路积

水。此外，设计人员还需要科学设计绿化带的高度。一般

情况下，绿化带需要比路面低15厘米到20厘米左右，这样

可以让雨水均匀地向市政道路的两侧径流，避免路面出现

雨水堆积问题。

2.3.2　科学规划排水管道

排放系统是将在降雨时期存储下来的水资源释放出来，

促使水资源被应用于日常生活和产业发展的系统。设计人

员在设计排放系统时，需要将雨水、排水管道以特定的方

式连接在一起，而溢流系统的设计便成为了前提条件。设

计人员科学规划溢流系统的位置。当出现降雨量过大的状

况时，地势较低的绿化带便可以存储雨水，促使雨水经由

遗留系统进入市政给排水管道，缓解市政道路雨水堆积问

题。当雨水将至地面后，进入蓄水环节之前，设计人员应

当提前围绕海绵城市建设的需要，采取一系列科学措施，

以此实现雨水过滤，只有这样才能让水资源去污染化，为

人所用。在设计过滤工作时，设计人员往往会在绿化带上

铺设种植土壤，并在种植土壤上方铺设砾石层，安装排水

管道。排水管道可以让雨水快速肾透至地表下方，确保地

下水可以被应用于城市的日常供水。设计人员还需要对排

水管道进行科学规划。排水管道的规划应当以城市的发展

规划相一致。设计人员需要综合性地考虑道路绿化带的走

势、布局的基础之上规划周边区域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

管道可以在大规模降雨的情况下发挥作用，降低道路绿化

带的储水负担。

总而言之，设计人员需要在海绵城市理念的指导下积极

落实绿色发展的观念，做好道路绿色排水设计，这样不仅

可以增强城市的雨水采集、水资源循环利用功能，还可以

助力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2.4　附属设施的设计

市政道路工程中的附属设施设计十分重要，其可以缓解

路面积水问题。常见的附属设施主要被划分为两种，即路

缘石、路肩边沟。接下来将分别展开论述。

2.4.1　路缘石的设计



- 68 -

建筑施工管理
2023年5卷21期

路缘石是市政道路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以

依照形式差异划分为平缘石、立缘石两种。设计人员在

确定路缘石的形式时，应当充分结合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的具体要求，在明确二者优劣势的基础之上加以抉择，

以此保障附属设计的可靠性、针对性。在大量实践证

明，平缘石的优势在于其可以与地面保持形同的高度，

减轻路面积水压力，进而让雨水更好地流入排水系统。

立缘石比路面略高，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雨水

的控制，促使雨水流入雨水口。若路缘石的使用效益不

好，设计人员可以采取改进措施。常见的改进措施包括

在路缘石上打孔、制作豁口，或者在铺设过程中留出固

定间隔等。上述措施均可以改善路缘石对雨水的控制能

力，提升雨水流向绿化带的速度。

2.4.2　路肩边沟的设计

设计人员在履行职责时，需要依照相关的技术规范要

求，审查混凝土材料的质量，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混凝土施

工的美观性，还可以避免堵塞问题，促使雨水得到全方位

的净化。除此之外，设计人员还可以在科学设计路肩边沟

的基础之上种植草沟，加强排水系统的雨水采集功能，提

升雨水净化率。

2.5　衔接城市绿地

衔接城市绿地是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重点。城市绿地作

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政道路之间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合理衔接城市绿地与市政道路，

可以很好地促进道路径流，实现分流，在缓解路面积水问

题的同时保护城市生态文明风貌。在衔接城市绿地时，设

计人员应当加强对先进渗透技术的分析与利用，把控好相

关技术的要点。常见的渗透技术包括植被缓冲带、雨水花

园等。在衔接城市绿地时，设计人员应当遵循因地制宜的

工作原则。例如，若施工区域的水资源较为短缺，设计人

员便需要着重分析雨水存储、回收利用等功能，加强相关

设计，不断优化路面雨水的净化效果，提升水资源的利用

率。若施工区域的水资源较为丰富，设计人员便需要着重

分析雨水截污净化技术，充分发挥该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

价值，避免雨季出现径流汇集等现象。此外，在衔接城市

绿地之前，设计人员还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判断当地是否

存在污染现象。若发现有径流存在污染严重的问题，设计

人员应当联合当地的生态环境治理部门，对径流的污染源

头进行治理，将污染范围控制在一定区间内，再实行相关

的设计工作。

3　结束语

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工程。为充分

发挥市政道路给排水工程的作用，设计人员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应用海绵城市理念，完善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工作，

降低强降雨、大规模降雨对市政道路造成的负面影响，避

免安全事故和经济损失。海绵城市理念要求设计人员加强

对雨水收集和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的设计，所以设计人员

应当结合城市发展规划，对给排水系统进行关注，融入海

绵城市建设理念，加强给排水系统的水资源采集与排放功

能，打造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本文通过

对海绵城市理念下市政道路给排水设计展开探讨，为我国

相关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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