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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rban torrential weather has caused great influence on cities.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internal warfare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underground drainage planning. Through the detailed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urban underground drainage system theory, and allows 
the modern city to get a good and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internal waste caused by heavy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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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几年以来，城市暴雨天气产生的内涝让城市遭受重大影响。本文对内涝造成的原因进行
了详细分析，并且论述了强化城市地下排水规划相关管理的有效措施和对策。通过本文的详细论述为
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理论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让现代城市由大暴雨产生的内涝得到很好和有效的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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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发展日益扩大以及

全球气候的强烈变化，城市内涝已经成为我国目前自

然灾害之一，城市大暴雨产生的洪水给人民生活带来

巨大影响，不仅是在河流沿岸以及沿海城市，内陆城

市也同样有这样的遭遇[1]。本文详细分析由于大暴雨

造成城市内涝灾害的原因，通过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规

划管理，促进排水通畅顺利，降低城市内涝灾害。 

2分析城市大暴雨内涝成因 

由于大暴雨造成部分城市内涝灾害日趋严重，直

接导致城市综合规划和管理受到严重影响。综合近年

来城市大暴雨内涝的相关情况，国家气象部门针对内

涝问题做出了相应的针对性分析。大暴雨天气城市地

下排水瘫痪，导致城市内涝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探讨： 

2.1全球变暖的影响 

从 20 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变暖导致全球水循环

速率加快，是大陆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上升的主要原

因，又由于城市地下建设发展缓慢，遇到大暴雨天

气，城市排水不通畅，进而产生洪水内涝[2]。 

2.2 城市透水面积缩小 

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不断扩大的影响，使得

城市土地硬化速度持续加快，透水面积急剧减小，面

临大暴雨天气城市积水无法顺利排通[3]。土地的硬化

直接增大地表雨水流速，在大暴雨来临时由于地表雨

水流速过快而汇集，提前产生洪峰。与此同时，地面

硬化导致下渗流量明显减小，地面截流作用降低。 

2.3城市地下蓄水、排水能力不足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地下内部组织结构蓄

水体量和城市地下与周围水域体系的连通建设都是城

市地下排水通畅的重要组成因素[4]。一方面由于现代

城市发展迅速，地下内部组织结构还未规划就已开始

城市上部结构的建设，使得地下蓄水能力不足，从而

导致洪水聚集。另一方面城市区域范围以内的水域系

与城市排水体系的建设不够完善，城市地下排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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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降雨量的上升而上升，导致积聚水无法顺利排

通。 

3 优化城市大暴雨内涝排水规划管理 

为了优化城市大暴雨内涝排水规划管理，可以从

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落实。 

3.1 实时暴雨监测，实现高效预警 

实时进行暴雨监测是降低城市内涝的有效措施也

是城市地下排水规划体系中重要一环。我国目前的气

候特点是多变性、多样性，突发性，根据我国气候特

点主要将预期监测分为中长期和短期预测两部分，首

先，中长期的天气监测工作根据国家气象相关部门专

业技术人员在大气候环境形势下有效的监测数据分析

做出整年的区域降雨量趋势，并且跟政府相关防汛部

门有效合作，提出合理参考意见。其次是在汛期来临

之前，做好相应的汛期预告和短期的天气预报，如：

24-48 小时之内的天气预测，更高效地天气以及汛期
预测对城市防洪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是完善暴雨预

警系统，结合气象部门的卫星监测站，依靠现代的科

学技术更加完备的预警系统能更有效地提前做好防范

作业，防止城市内涝灾害[5]。 

3.2 排水分区域，排水系统方案优化 

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城市排水规划管理过程中的核

心，城市暴雨内涝的治理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管理工

程。要保证排水分区规划的科学性、整体性和有效

性，可以从一下三个方向设计方案，（1）排水区域
划定。在内陆自然板块下，城市被地下水域和水流分

为若干区域，由于城市的发展开发破坏了原有的地下

环境，使得自然地下水域被干预，暴雨内涝在这样的

情况下无法形成自然流畅地进行排水。基于以上问

题，可以依据城市原有的高差和地形的特征进行分区

域排水。（2）排水系统串联的有效性，结合河流水
位升降情况有效地将地下排水管网和河流水系有效地

利用，提前预计当前时期的有效排水能力，科学合理

串联地下管网和河流水系，防止城市水流积聚。

（3）制定系统的排水方案，制定排水防涝方案的过
程中，有效地结合当前城市发展情况，调查城市蓄水

域和蓄水体量，再以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前提科学布局

地下排水管道，优化排水系统方案[6]。 

3.3道路规划合理性 

在城市道路中应该避免出现凹型竖曲线，为提升

道路渗水能力，对已有的凹型道路可应用生态路面设

计。在城市大陆竖曲线设计工程中，为保证水流自然

流向排水管道，可以采用路线中心高程略高于路面两

侧路缘石高程。根据地下水域自然区划同时要求排水

合理，城市不同区域的道路进行竖向分区，于此同时

对雨水诱导区域的合理规划。对城市内涝集中区域，

可根据城市其他地下水域蓄水能力进行合理串联。最

终形成地上和地下排水网络合理布局，城市排水高效

的排水管网[8]。 

3.4 应用先进技术，提高城市雨水管理效率 

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对城市排水起到积极作

用。比如城市绿地蓄水、截流，减少内涝灾害，利用

暴雨形成有效资源。对于世界上已有的城市排水设计

成功案例，要在全国进行推广，如东京、巴黎、伦敦

等世界排水设计成功的案例，借鉴之后再结合当地城

市地形地貌，水文地质进行合理有效地利用。污水处

理系统和雨水处理系统合理布局。利用蓄水池和净水

器两者共同工作的原理，上海建设规划的后滩公园和

天津桥园公园对城市排水规划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规划部门要加强研究排水规划设计方面课题，结

合我国国情和水情开展研究。 

4 结语 

综上所述，要多方面、多途径、多方法进行城市

排水规划来增强城市防洪防涝能力。气候部门加强气

候和天气监测来保证城市排水规划方案的有效制定，

合理应用城市水文地质应用城市排水分区域合理布局

来引导水流，促进城市雨水排水能力。城市道路规划

网和地下排水管网的建设同样要协调，促进城市排水

管理的有效运营。城市规划管理要不断引进新技术，

开拓新领域，研究新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不

同地域的排水规划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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