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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ty greening area, the rivers flowing through the city and the city road green space need to be 
brought into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A 
complete water ecosystem with water-circulating, water-retaining and water-proofing functions must be es-
tablished to make full use of city rainwater to solve the urban hydrolog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un-
dament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principle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the sponge city, pro-
poses specific ways for thorough solution of the hydrolog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pong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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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绵城市的道路设计和修建，需要把城市的绿化面积、城市河道的流经范围和城市道路的绿
地空间纳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布局中，建立一个完整的循环、蓄水和防水的水生态系统，以充分利用
城市雨洪，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水文环境和生态环境。本文论述了海绵城市的涵义、原理和建设策
略，提出了彻底解决海绵城市的水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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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各个城市暴雨频发，然而我

们传统的城市道路排洪压力比较大，雨水资源浪费比

较严重，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也给生

态带来破坏。所以传统的城市道路无法满足需求。为

此，我国提出了“海绵城市”，它采用 LID 技术和设施
对雨水径流进行控制。海绵城市的建设是我国城市建

设的重大任务，也是实现城镇化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

的重要途径[1]。所以该论文采用 LID 技术进行城市道
路设计，能够有效的解决城市道路雨水排放问题，改

善城市道路的水文环境。 

2 海绵城市的概念及特点 

2.1海绵城市的概念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

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
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在海绵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统筹天

然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系统性，协调给水、排水

等水循环利用各环节，并且要考虑其复杂性和长期性
[1]。海绵城市的核心是为了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雨水问题[2]，具体包括雨水的流失和暴雨洪涝灾害

等问题。 

2.2 海绵城市的特点 

传统道路是依靠市政管道进行排水，路面雨水径

流中含多种污染物和交通垃圾[3]。而海绵城市的排水

方式与之不同，它具有更多的排水方式，具体是指对

雨水的吸收，储存。不仅保护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而

且解决了城市所面临的内涝问题。 
（2）海绵城市不仅使城市的排水功能更加完

善，而且使城市的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对道路、绿化

等基础设置进行充分利用[4]。 
（3）海绵城市在实施理念的指导下，不仅保护

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减少了市政管道的数量，

充分发挥了海绵体的作用，减少了城市的财政支出，

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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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D技术的概念以及与海绵城市的关系 

LID（Low Impact Development）我国将其翻译
为低影响开发，指在场地开发过程中源头、分散式措

施维护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1]。LID 的技术思路为
[5]：采用“源头控制”的生态技术代替传统的“末端处
理”技术，尽可能地降低不透水面积，提高雨水利用
效率，减轻面源污染，缓解暴雨积涝灾害，以实现场

地开发前的水文健康环境。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

高，导致城市的开发力度越来越大，城市的水文环境

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有效的控制城市开发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以及控制破坏的速度，可以采用低影响开

发技术对雨水的渗透、储存、调节、截污净化等功

能。因此 LID 技术和设施对于海绵城市来说使非常
重要的，使海绵城市建设的非常重要的技术。 

LID 的应用称为水敏感城市设计[6]。尽管 LID 是
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技术、设施，但它并不能完全取

代传统灰色基础设施，只是将原来的“灰色+绿色”变
为“绿色+灰色”。在高密度的城市区，“灰色与绿
色”、“源头与末端”、“蓄与排”、“地上与地下”有机
结合，才能更好地进行海绵城市建设[7]。 

4 海绵城市的设计思路与原理 

海绵城市路网的规划思路：在满足城市道路交通

运输和交通安全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排水

防涝、城市水系、城市绿地等专项规划，采用一般城

市路网规划的方法，合理采用路网结构模式，规划道

路分级体系，确定道路的功能，并且配套相应的基础

设施。 
海绵城市道路设计的原理是让城市道路生态排

水。如下图所示。即雨水先流入道路绿带中，经截污

设施处理后，流入道路设计红线外的绿地中，在绿地

中设置 LID 设施，消纳多余的道路雨水径流。如果
道路绿化带空间充足，可以将道路设计红线外的不透

水区域的雨水引入并且消纳。为了保障道路雨水排放

通畅，可以在道路绿化带中设置溢流口与雨水管网相

连。 
海绵城市道路设计的思路是在满足交通安全和交

通功能的基础上，结合道路的路拱横坡和道路的纵

坡，透水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路拱横坡为 1.0%-
2.0%，视透水情况而定[8]。利用道路的车行道、人行

道、停车场和绿化带设置透水铺装、植草沟、下沉式

绿地、雨水湿地等 LID 设施，经过渗透、净化、调
蓄，生态排水，实现城市道路的“海绵”功能。 

 
Figure 1. Urban Road Rainwater System Diagram 

图 1. 城市道路雨水系统图 

 

5 海绵城市在城市道路设计中的实施策略 

城市出现内涝的原因几乎都是市政的管网排洪压

力过大，以致于管网无法承受其压力，导致路面出现

大量的积水。不仅影响道路行车的安全，而且对路面

产生极大的破坏，如果采用低影响开发措施，在道路

低洼位置，存在积水风险的位置设计滞留雨水的生态

草沟，我们采用机械和人工的方式进行开挖，然后对

挖好的草沟进行刷坡。在进行下一步之前，为了防止

雨水的渗透，要在草沟的两面和底部铺设塑料薄膜进

行防渗。然后在草沟里铺设碎石，透水软管放在碎石

层的中间位置，并连接溢流丼。在碎石的上面，要覆

盖一层小石子作为过渡层。在最上面铺设改良种植

土，目前我们采用的改良土是原土、粗砂、椰糠按照

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在雨水口的位置，要用钢筋混

凝土预制挡墙，挡墙的深度要超过草沟的蓄水深度，

保护道路的路基。在传统雨水口的基础上加设截污装

置得到新式截污雨水口[9]。在挡墙上要安装拦污槽、

开口路缘石，目的是阻拦垃圾，使泥沙沉淀，防止雨

水冲刷道路绿地，有利于对垃圾的清理。在溢流井的

下游要设置挡流堰，是为了防止下大雨时雨水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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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到竖向低点，为了充分的利用生态草沟的下凹，

可以蓄存更对的雨水，提高雨水的蓄存量，体改预防

雨水的等级。完成后，在经历大雨时，道路上的雨水

通过路缘石口流入下凹绿化带，然后再经过碎石层的

下渗，使路面的雨水迅速排出路面。 
在不同的地区，我们要选择相应的低影响开发技

术。在美国，LID 设施的应用还形成了绿色道路[10]、

绿色社区等理论和方法；在英国，LID 技术应用于城
市排水系统，形成了可持续城市排雨水系统[11]；在加

拿大，LID 和场地设计相结合，形成最优场地设计
[12]、保护性设计[13]等；在新西兰的应用称为低影响

城市设计与开发[14]。对于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为

了控制道路的径流污染和峰值，可以选择雨水截污净

化技术和渗透等技术；对于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为了

利用水资源，可以优先选择雨水储存设施；对于容易

内涝的地区，可以控制路面的径流峰值，可以优先选

用雨水储存和调节的技术；对于径流污染比较严重的

地区，可以优先选择雨水截污净化技术了；对于水生

态敏感或者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可以根据具体

的汇水雨块，选择相应的低影响开发技术。 
在道路的横断面设计方面，我国目前的机动车道

几乎都是采用非透水性路面，但是导致了一些问题，

它阻断了地下水的补给，加剧了城市的热岛效应，在

下雨天行车时，容易产生水雾。在设计的过程中，把

非透水性路面换成透水性路面，它的透水性比较好，

能够从源头消减路面的径流量，补充地下水，降低城

市的温度，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在采用透水铺装

时，为了避免浸入路基，影响道路的强度，在颅面结

构的基层和中下面层要采用非透水性材料，在上面层

采用透水沥青混凝土，雨水进入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

结构的内部时，从不透水顶面沿横坡排至路侧分隔带

中，有效的排出了雨水，并保护了道路路面的强度。

透水性路面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效应，它能

够增加城市可透水透气面积加强地标的热量与地下水

分的交换。它具有实用性强、防滑、不积水、夜间路

面不反光、将噪音、减少路面的灰尘等特点。 
把现在道路的非透水路面换成透水性路面，然后

再和 LID 技术和设施相结合，那么道路的雨水得以
解决，道路强度得以保护，城市的温度降低，雨水的

有效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道路。 

6 展望 

海绵城市是城市道路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海绵

城市理论的合理应用的基础是无数次城市规划设计的

实践。为了使海绵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的加快，需要

所有人的努力。使这一理念在城市规划中充分利用，

发挥其功能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水文环境。 
在以后的研究中，要细化暴雨的强度和重现期等

元素，加强与园林、景观等专业的联系。加强城市道

路设置防渗设施方面的研究，以保证路基的安全。加

强对雨水径流污染和经济效益的研究，更好地推广和

应用海绵城市的理念。海绵城市目前的研究对象是雨

水，海绵体具有“吸收”、“蓄存”、“释放”的作用，在
以后的研究中，海绵城市的研究范围能够扩展到太阳

能、风能等其他的自然资源，为保护生态环境，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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