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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海绵城市以及如何构

建海绵城市尚未取得充分共识,笔者对海绵城市建设

进行 5 个方面的技术思考。

1摇 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

目前业界提及海绵城市时,言必称“自然积存、自
然渗透、自然净化冶,甚至将维持城市开发前的自然水

文特征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海
绵城市建设固然当保护和充分利用下垫面对雨水径流

的自然调节功能,但并不意味要将城市下垫面完全恢

复到自然状态。 其原因有:淤城市下垫面不可能完全

恢复到城市开发前的自然水文状态,透水路面、绿地、
雨水花园等各种低影响开发措施是对雨水渗滞净功能

的“拟自然性冶重构,而非完全的自然性重构;于我国

城市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高,暴雨强度大,污染物排放

量大,仅靠自然调蓄和净化不可能实现城市雨洪的高

标准管理;盂自然状态未必就是合理的,对某些不利于

雨洪管理和城市综合功能的下垫面自然状况加以人工

重构、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因此,海绵城市建设应以城

市水文及其伴生过程的物理规律为基础,有机结合自

然和人工措施,实现对雨水径流的积存、渗透、净化和

缓释。

2摇 海绵城市涵盖的功能

我国城市面临三大水问题:水资源短缺、水环境与

水生态退化、洪涝灾害频发。 对于海绵城市是否涵盖

三大水问题的解决,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淤海绵城

市功能应以就地消纳降水为主,不宜将城市水循环体

系纳入海绵城市建设中,甚至认为除雨水下渗外的其

他治理措施也不宜纳入海绵城市建设;于海绵城市应

归结为城市水问题综合整治范畴,统筹三大水问题治

理。 笔者认为海绵城市的范畴固然不能包罗万象,但
也不能作茧自缚。 海绵城市建设应在突出重点的前提

下坚持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城市防洪治涝、水资源利

用、水环境与水生态修复、水景观构建等需求,推动城

市水系统综合治理。 海绵城市建设绝不能走条块分割

的老路,只有系统治理,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3摇 海绵城市的构建方式

受国外雨洪管理理念影响,现有文献或技术导则

中关于海绵城市构建方式的论述,多针对低影响开发

措施,甚至有将海绵城市建设等同于低影响开发的倾

向。 但海绵城市的构建途径具有多样性和多尺度性,
不只包含低影响开发措施。 从多样性来看,既包括所

谓的“绿色基础设施冶,也包括传统的“灰色基础设

施冶,还包括雨洪调度管理措施;从多尺度性看,有小

区、片区、城市等尺度的措施。 在小区尺度上,主要是

雨水源头下渗、就地滞蓄与净化措施;在片区尺度上侧

重构建雨水径流收集、中间处理与排放网络;在城市尺

度上的重点是城市径流排蓄格局优化,以及城市与区

域防洪治涝体系的衔接措施。 只有不同类型和尺度的

措施相互协调,才能系统解决城市水问题。 在海绵城

市的构建中,尤其要注重城市河湖水系的作用。 因为

城市河湖水系既承纳雨水管渠系统来水,又与城市外

河沟通,在城市雨洪管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城

市物质、能量流动的主要廊道和最重要的水敏感性单

元,故海绵城市的构建应以城市河湖水系为核心和骨

架,科学规划布局各类雨水径流管理措施和元素,并与

城市环境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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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海绵城市的规划指标与标准

为反映海绵城市的发展目标,确定建设规模,必须

明确海绵城市的关键指标及其目标值,且指标设置应

充分考虑城市水文特征和地理特征。 鉴于城市内涝治

理、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控制均与雨水控制规模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海绵城市

建设指南》提出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冶的概念,并将

其定义为“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通过

自然和人工强化的渗透、储存、蒸发(腾)等方式,场地

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外排)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

量的百分比冶,并依据气象统计给出其数值范围及区域

划分。 这在水文上至少存在 3 个方面的问题:淤地表

径流量指降雨扣除产流过程中的损失后形成的地表净

雨量,因此将“径流控制率冶表述为“降雨控制率冶更科

学一些;于雨水控制效果与场次暴雨总量及时程分布

关系更直接,因此针对与一定标准的场次降雨而非年

降雨来设置控制目标更合理,与工程设计的关系也更

直接;盂在城市尺度上,仅从气候角度来确定雨水控制

率是不合理的,还需考虑下垫面条件。

5摇 海绵城市的效用与成本

对于海绵城市的作用,最极端的看法莫过于海绵

城市“无用论冶和“万能论冶。 前者对海绵城市建设持

怀疑观点,认为不能实质性解决城市水问题,或者其成

本远大于收益;后者则认为海绵城市建设能一劳永逸

地解决内涝等城市水问题。 对于前一种观点,应当承

认有必要强化海绵城市建设效果的动态监测跟踪,从
城市生态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等角度系统评估益本比。
当然,对于海绵城市建设效果不能仅作经济学方面的

分析而忽视其环境、生态效用评估,还需认识到,海绵

城市的各项建设内容,从规划、实施再到发挥作用需要

一个过程,不能立竿见影。 对于后一种论调,需要明确

海绵城市建设对于洪涝防治、水污染治理均是有一定

标准的,其功能与作用不是无限的,如海绵城市建设虽

可减少内涝频次、降低灾害程度,但无法杜绝内涝发

生,遇到超标准暴雨,仍然会发生城市内涝。 总之,对
于海绵城市的效用与成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评估,不
能简单片面。

关于海绵城市及其构建理论、方法,目前尚有许多

问题亟待深入研究,需要相关领域的学者深思熟虑,强
化水利、城市、环境等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唯其如此,
才能做好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长远规划和系统布局,
从而实质性推动城市水问题综合治理和城市转型发

展。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海绵城市并不是解决城市水

问题的唯一理念和模式,海绵城市建设不能排斥其他

理念、模式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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