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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规划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及实现途径 

【摘要】本文在海绵城市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城市水循环过程，说明绿地在海绵城市建

设中发挥着关键至关重要的作用，后逐步细化，落实到宏观上的绿地系统在城市中的构

架，及微观上绿地自身的生态结构，来说明绿地规划如何实现海绵城市的建设。 

一、 背景 

海绵城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灰色基础设施面

积不断增加，城市绿地面积紧缩，加上水资源过度开采等，导致了严重的城市内涝。在

这种严峻的形式下，2014 年 11 月，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了《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通过“海绵城市”一词，来表达城市

应当具有的“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功能。即通过“自然排水系统、生态排水系统、

绿地、道路、水系”，来达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城市绿地是实现海绵城市目标的重要载体。从指南中，可以看出，海绵城市的目标

为绿地规划及建设提供指导，同时，城市绿地是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场地。 

一方面，绿地是城市中与自然环境最接近的要素。城市绿地建设中，应遵循低影响

开发原则，维持绿地建设前的水文特征。 

另一方面，绿地作为海绵城市建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和城市水系规划、排

水防涝规划、道路交通规划等形成一个整体。 

二、 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这一指标。反观目前的城市现状，70%-80%的降雨形成径流，

仅 20%-30%能够渗入地下。数据表明，林地的雨量径流系数为 0.1-0.2，城市的雨量径流

系数为 0.9-1.0。 

与传统的城市雨水通过市政管网集中排放不同，海绵城市通过下渗减排和集蓄利用

来实现降雨的就地处理，循环过程如下（图 1）。 

 
图 1. 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降落的雨水通过“渗、滞、蓄、净、用、排”来完成在城市中的

水循环。而这六个步骤都与城市绿地有关，其中“渗、滞、蓄、净”与绿地功能有着强

关联性。 

“渗”即源头控制，通过海绵型地表，广场、绿色屋顶等，让雨水渗透；“滞”和

“蓄”即消减洪峰，将无法入渗的雨水滞留在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等设施中；“净”

即使雨水获得利用，目的是为了通过城市用水削减雨水径流；“排”即是将剩余雨水排

放至自然水系，完成城市的雨水循环。 

另外，还能看出，海绵城市水循环依靠城市设施为载体，包括建筑与小区、绿地与



广场、城市道路、区域水系等。绿地规划应与这些设施巧妙结合，以实现海绵城市的目

标。 

整体上应当遵循以下思路：通过城市绿地，连结硬化降水区和汇水区，并通过绿地

的渗滞蓄净功能，实现雨水的削峰分流利用，实现城市降水的有效循环。 

三、 绿地系统与城市其他系统的结合 

3.1 城市绿地与海绵城市关系 

在海绵城市框架内的绿地主要指城市绿地，包括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于绿化的土

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对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

较好的区域。《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分为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

其他绿地五类。 

《指南》中，提出了 17 种低影响开发设施，包括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

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渗井、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调节塘、调节

池、植草沟、渗管/渠、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从功能和规

模上，设施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类。各项设施与城市绿地间有着如下关系（图 2）。 

 

图 2. 海绵城市雨水设施与城市绿地关系图 

3.2 不同绿地的耦合模式探究 

城市绿地中占比较大的为附属绿地，多数城市的附属绿地占绿地总面积的 30%-60%；

其次是公园绿地，具有规模性和辐射作用；生产绿地与防护绿地的面积占比较少。根据

绿地与城市构成要素的不同结合模式，将城市中的绿地主要分成四类区域。包括建筑与

小区、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水系。 

3.2.1 建筑与小区 

     城市建筑与小区占城市用地比例较大，是雨水径流产生及污染的重要途径。应用

绿色屋顶、垂直绿化、雨水桶等措施，能够截留很大一部分雨水。据波特兰大学的研究，

将三分之一的商业区修建成绿色屋顶，就可截留 60%的降雨。 

3.2.2 城市道路 

    传统的道路绿化在树种选择上较为单一，土壤密闭性强，道路排水主要依赖市政管



网，道路绿化几乎没有“海绵”功能。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道路绿地一方面能够通

过雨水储蓄设施来蓄水并净化后给自身提供水源，实现小型水循环利用；另一方面，道

路绿化也承接着交通干道上雨水的收集疏导功能，减轻市政管网的压力。 

3.2.3 绿地与广场 

    绿地与广场包括大面积的公园绿地等，对应着宏中微三个层面的设施。宏观上，城

市公园应发挥消纳径流雨水的海绵体功能，在此过程中，完成对雨水的滞留、下渗、缓

流、净化，及超量雨水的调蓄；中观上，与周边雨水网络相融合，融入城市雨水网络；

微观上，设置小型坑塘、植草沟等设施。 

3.2.4 水系 

    城市水系在海绵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雨水调蓄与排放方面，发挥着防涝、

防洪、防旱功能。在绿地规划中，应做好水系的“蓝线”控制，保持水系自然结构，以

充分发挥其功能。 

3.3 影响绿地发挥作用的因素 

3.3.1 植被的选择 

植被具有降雨截留的作用，不同郁闭度与不同叶面积指数的绿地对雨水截留程度不

同。降雨过程中，树冠、树干及其凋落物对雨水进行吸收，并使雨水在此滞留。能够削

弱降落到地表的雨量和降雨强度，并削减洪峰。同时，植物的根系能够带出土壤中的水

份，提高土壤蓄水能力。 

在绿地规划中，应当考虑到不同植物的冠层截留能力；城市绿地管理中，也应当适

当进行修剪。 

3.3.2 土壤养护 

不同类型土壤有着不同的渗透能力和蓄水能力。通过对土壤进行改善，有机质含量

丰富的土壤有着更好的渗水效果。同时，植物根系越发达渗水效果越好。 

四、 总结 

在海绵城市的构建中，绿地系统发挥着重要的载体功能。在整体构架上，绿地系统

与城市集水排水管网系统要充分结合；在绿地本身来说，要优化绿地自身的生态结构，

更好的实现其功能。 

现实层面上讲，海绵城市有着巨大发展空间，在初期可以以较少的投入来获得较大

的改善。在现有的城市绿地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实验，以稳步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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