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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的理念在部分城市得到了实践，而要向全国推
广还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呢？在采访中，陆克华给出了发展路线
图。

“一是抓紧编制规划，预留和控制地下空间；二是明确建设
要求，城市新区都要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老城区要统筹安
排管廊建设；三是加强管线入廊管理；四是保障管廊质量；五
是创新投融资机制，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

在陆克华的路线图里，解决资金投入是一个重要方面。事
实上，目前我国已有16个“海绵城市”试点，中央财政对试
点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除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持，还
将引入社会资本。“这个投入可以是社会资本，可以是管线
单位、企业的投资，目标都是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好。”
“‘海绵城市’的建设已在一些国外城市展开，并且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谈及我国推广“海绵城市”需要注意的问题，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焦胜教授认为，适度参考国外经验将
有助于完善我们的规划，更好地建设“海绵城市”。“比如通过
采用技术或法律上的措施来提高‘海绵城市’的建设质量和效
果等等。”

这样的经典案例有很多。像日本最具特色的技术手段是建
设雨水调节池，有雨时，发挥调蓄功能，在非雨季或没有大暴
雨时，发挥城市景观、公园、绿地、停车场、运动场和娱乐场
所等多种功能。德国采用经济手段控制排污量。他们制定雨水
费用征收标准，结合各地降水状况、业主所拥有的不透水地面
面积，向业主收取应缴纳的雨水费。此项资金主要用于雨水项

目的投资补贴，以鼓励雨水利用项目的建设。
“但中国城市面临一个问题：中心城区面积

大，建筑密度大。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来制定可
行性的建设措施。”焦胜谈到国外经验在中国
的可行性时说，“在新城区的规划与建设中，
要将‘海绵城市’的理念运用在实践中，达

到多种效应。一方面保留水系来进行滞留处
理，另一方面建设雨水调蓄设施，用来净化水

质、涵养水源、防灾减灾等，从而建立一套生态、环保的水
生态循环利用系统。”

“海绵城市”以“慢排缓释”和“源头分
散”控制为主要规划建设理念，追求城市人
水和谐，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城市建设的重要
选择。

法国巴黎：
形态不一，提升循环

法国作为现代城市雏形起源国之一，其

境内不少主要城市特别是巴黎的排水、防涝
以及雨水循环处理的设计思路极具特色。

巴黎的水循环系统堪称世界范围内大
都市中的典范。1852年，著名设计师奥斯曼
主持改造了被法国人誉为“最无争议”并基
本沿用至今的水循环系统。奥斯曼的设计
灵感源自于人体内部的水循环。他认为，城
市的排水管道如同人体的血管，应潜埋在都
市地表以下的各处，以便及时吸收地表渗

水。城市的排污则如同
人体排毒，应当使污物沿
管道排出城镇，而不是直
接倾泻于巴黎的塞纳河
内。奥斯曼的这一设计
理念避免了巴黎市在暴
雨时的地表径流量大幅
增加，缓解了瞬时某一地
域的排水压力。目前，法
国正逐步施行雄心勃勃、
拟投资额高达 1000 亿欧
元 的“ 大 巴 黎 改 造 计
划”。根据该计划，巴黎
会进一步完善和维护既
有的城市水循环系统，同

时还将在该市多个地点增添蓄水、净水处理
中心，提高整个城市对雨水的收集与再利
用。

英国伦敦：
源头入手，一举两用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和
提升伦敦等大城市的市政排水能力，英国政
府积极鼓励在居民家中、社区和商业建筑设
立雨水收集利用系统，以从根源上解决上述
两大问题。

近年来，随着水价不断攀升，越来越多
的家庭开始使用雨水收集系统。当前英国
家庭的雨水收集系统多用于满足家庭灌溉、
洗衣等非饮用水需要。居民多在家中设置
1000升至7500升的储水罐，雨水直接从屋顶
收集，并通过导水管简单过滤或者通过更为
复杂的自净过滤系统过滤后导入地下储水
罐储存。

一直以来，英国政府都在采取立法手
段，通过《住房建筑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
间接促进家庭雨水回收系统的普及。在
2006年至2015年间，英国政府针对新建房屋

设立 1 到 6 级的评估体系，要求所有的新建
房屋至少达到3级以上的可持续利用标准才
能获得开工许可，而其中最重要的提升等级
方式之一就是建立雨水回收系统。2015 年
之后，英国政府为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直接要求单一住房单元的居民每
天设计用水量不超过125升才能获得开工许
可。这一规定也要求开发商和居民更加积
极地在家中建立雨水回收系统。

英国大力推动大型市政建筑和商业建
筑的雨水利用。大伦敦区最成功的节水典
型就是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园内主体建筑
和林地在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雨水收集
系统。通过回收雨水和废水再利用等方式，这
一占地225公顷的公园灌溉用水完全来自于
雨水和经过处理的中水。此外，公园还将回收
的雨水和中水供给周边居民，使周边街区用水
量较其他类似街区下降了40%。公园周边居
民的每天人均用水量也下降至105升，远低于
伦敦地区的平均水平144升。

英国政府和雨水再利用管理协会调研
认为，英国利用雨水回收系统在提升水资
源利用率方面仍有巨大的潜力。数据显
示，以当前伦敦地区典型住房计算，在伦
敦地区年均 600 毫米降水量情况下，每所
房屋（屋顶面积 100 平方米）每年可回收
5.4 万升雨水。英国政府预计，如果所有新
建住宅都设置雨水收集装置，未来英格兰
地 区 年 均 回 收 雨 水 量 将 达 到 2.8 亿 立 方
米；如果新建商业用地也设置类似的装
置，则回收数量能够翻倍。

近 日 ，教 育 O2O
平台“疯狂老师”高调
宣布获得 2400 万美元
的 B+轮融资，再度开
启教育培训行业的高
频振动模式。“疯狂老
师”和2015年涌现出来
的一系列在线家教平
台，将对利益格局错综
复杂的培训行业产生
怎样的冲击？当资本
界的热风搅动原本小
打小闹、抑或“新瓶装
旧酒”的在线教育“红
海”之际，依附于教育
机构的教师又将何去
何从？

风靡世界的《世界
是平的——21 世纪简
史》曾写到：“如果说全
球化 1.0 版本的主要动
力是国家，2.0 版本的
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
3.0 版本的动力则来自
于个人。个人获得了
新的机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和
合作。”其实“疯狂老师”们的蓬勃发展，也
暗合了互联网对中介机构“釜底抽薪”的
动作和趋势。当下，“门口的野蛮人”已经
颠覆了零售、媒体等产业的基本生态，并
且已经开始在与居民生活联系更紧密的
医疗和教育行业内跑马圈地，烧钱赚吆
喝。在如此敏感的市场条件下，大型教育
机构开始小心翼翼地“触网”，而原本已经
如履薄冰的小型教辅机构干脆腰斩线下
业务，按照投资人的指示孤注一掷地往线
上转型。仿佛披上了“大数据”的外皮，企
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教育产业未必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一方面，网络的互
联互通性彻底打破了知识和技能的“市场
圈定”，于是乎，即便在中国最贫困地区的
小乡村，一根网线，也能通向哈佛、剑桥等
国外名校的课堂；另一方面，网络的扁平
化和透明化也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严
峻的挑战，许多教辅机构动辄上万元的线
上课程，很有可能倏忽之间就成为淘宝上
二三十块的“神秘资料”。

最重要的是，投资者所追求的增长和
退出机制，以“利”字唯马首是瞻的简单粗
暴的商业逻辑，与教育的非功利化内核是
相悖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陶行知先
生曾说：“我们深化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
大计。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出活力，使
学生向上长。”试问各种 O2O 平台，在线
产品的新颖性、技术性究竟和教育质量的
好坏有多大的关系？老师在传道授业解
惑之余，还要被捆绑上销售的职能，各种
量化的指标甚至噱头变成了教师排名的
依据，学生在悄然之间完成了向消费者的
角色转换。这样的变化是进步还是退
步？当“服务”学生被过度强调的时候，师
者的尊严和权威又将于何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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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4日，江西省于都县岭背镇金水
湾水上乐园教练在给留守儿童讲解防溺
水常识。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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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5日，河南省通许县农村“爱心家
园”的老师在教孩子们写作文。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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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老师在教孩子们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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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山东省聊城大学流动科技
课堂走进日照莒县荣兴小学。

张少朋摄

8 月 5 日，山东省聊城大学流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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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的他山之石
陈 博 蒋华栋

““海绵城市海绵城市””关闭关闭““雨后看海雨后看海””模式模式
柴逸扉 侯冰琪 刘 康 赵静静

每年7~8月，中国多地进入“雷雨模式”。这样的天气在
带来丰富降水的同时，也考验着城市的“下水道”。北京“看
海”、杭州“白娘子水漫金山”……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统计，2012年以来，每年均有上百座城市发生内涝。

如何有效解决城市内涝问题？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建设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理念。这一理念目前正
在中国一些城市尝试推行，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为读
者介绍“海绵城市”的原理、实践案例与未来需要思
考的问题。

何谓“海绵城市”？资料显示，“海绵城
市”的核心定义在于修复和保护城市水生态
系统，充分发挥城市绿地、道路、水系等对
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成为

“会呼吸的海绵”，能在降雨时有效蓄水、避
免城市内涝；干旱时释放水资源，天然地起
到调节作用。

事实上，根据专家们的介绍，大自然本
身就是一块天然的“海绵体”。每当降水形
成时，雨雪或直接降落在江河湖海；或通过
湿地、绿地自然地面渗透到地下，一部分被
湿地吸收，其余的下渗到地下河流，最终流
入江河湖海。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
推进，特别是“钢筋混凝土”版的城市模式
全面流行，城市自然“海绵体”惨遭破坏。

“大量的硬质铺装，改变了原有的自然
生态本底和水文特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城建司副司长章林伟表示，硬化的地表使得
雨水无法渗透。尽管各城市都修建了排水管
道，但是一旦遇到强降雨也是“双拳难敌四
手”。“排水口少、井口小、管道直径不够
大、位置不合理，这些都使雨水无法全部流
入排水管道，只能‘任性’地在地表‘乱
闯’，如果降雨持续且强度不减，雨水更加
无处可排，自然造成城市内涝。”

同时，笔者了解到，各地大兴土木、填
湖造地，扩大城市规模，将湖泊这个重要的

生态平衡阀关死，
破坏了整个水循环的
良性运转，加剧了城市水生态
的不平衡。

“以我国北方为例，城市
开发建设前，70%—80%的降
雨可以通过自然滞
渗进入地下，涵
养了本地的水源
和 生 态 ， 只 有
20%—30%的雨水
形成径流外排；而
城 市 开 发 建 设 后 ，
由 于 屋 面 、 道 路 、
地面等设施建设导致
的 下 垫 面 硬 化 ，
70%—80%的降雨形成
径流，仅有 20%—30%
的雨水能够渗入地下。”

章林伟告诉笔者，城市的
开 发 建 设 破 坏 了 自 然 “ 海 绵
体”，呈现了与开发建设前相反
的 水 文 特 征 ， 导 致 “ 逢 雨 必
涝、雨后即旱”，更带来了包括
水生态恶化、水资源紧缺、水
环境污染、水安全缺乏保障等一
系列问题。

面对自然“海绵体”遭破坏、城市内涝
问题频现的状况，重塑城市“海绵体”，恢复
自然水生态的理念越来越受到关注。

“比如说两小时内降雨50毫米，得多大的
管子才能把这个水一下子消化掉？这是不可
能的。”在采访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陆克华认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是解决
城市排水的重要途径，它起到了很多下水道
不能解决的作用。“关键就是要仿造生态，使
地表径流尽可能达到开发前自然状态，先让
雨水渗透，再把它们收集、蓄起来，不产生
大的汇流。”

那么，具体需要怎么做才能重塑城市
“海绵体”呢？通过采访，笔者了解到中国已
有一些城市开展了这方面的项目，形象地展
示了“海绵城市”的原理。

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沙湾路，其中
一个路段设置了有雨水收集与利用功能的浅
草沟。它将植被下的土壤进行了分层。“最上
面是植被覆盖层，在覆盖层中铺设了有孔的
软式透水溢流管，中间是隔离层，最底下是
蓄水的砾石层。因为颗粒大，空隙足，雨水

可以储存在里面。”
长沙市雨花区林业局工程师容振坤表

示，通过建设浅草沟这种城市“海绵体”，每
当遇到暴雨，土壤中的水分达到饱和有余
时，水就会渗透进溢流管中，溢流管与市政
排水管网相连，多余的水便能流进地下排水
管中。

另外，作为全国首批 16 个“海绵城市”
试点之一的浙江嘉兴市早在 2011 年就开始利
用低影响开发技术打造“海绵城市”，即在城
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减
少对城市原有水生态环境的破坏，留足生态
用地，适当开挖河湖沟渠，增加水域面积。
此外，从建筑设计始，全面采用屋顶绿化、
可渗透的路面、人工湿地等技术，促进雨水
积存净化。

“像我们社区里收集的雨水可以用来浇
花、洗车、冲厕所，大大减少了家庭用水。而如
果整个城市都实现了雨水收集并循环利用，那
么产生的价值更是几何倍的增长。”从事透水
路面施工的嘉兴盛装透水道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春明道出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好处。

11..““钢筋水泥钢筋水泥””破坏天然破坏天然““海绵体海绵体””

2.“海绵城市”设计重塑水生态

3. 全面推广还需完整规划

巴黎的地下排水设施巴黎的地下排水设施巴黎的地下排水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