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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作为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的载体，
是指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
具有良好“弹性”的城市，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
这一概念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并应用，带来一种新
的雨水管理思想与技术体系。与以往主要依靠修建管
渠、泵站等设施来排水的传统理念相比，海绵城市实现
了城市建设理念的新突破。

海绵城市的由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数量从 1978 年的 193 个增
加到 2014 年的 658 个，城镇化率达到 54.77%，城市已成
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城市也面
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问
题，其中又以城市水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

水安全问题。一方面，受“重地上、轻地下”等习
惯思维的影响，城市排水设施建设不足，“逢雨必涝”成
为城市顽疾。据统计，30 多年来，全国 62%的城市发生
过水涝。另一方面，传统城市到处都是水泥硬地面，城
市绿地等“软地面”在竖向设计上又高于硬地面，雨水
下渗量很小，也未预留雨水滞留和储蓄的空间，容易造
成积水内涝，更严重的是阻碍地下水补给，造成地下水
水位下降，形成漏斗区。

水生态问题。传统城市建设使得大量湖河水系、湿
地等城市水域受到侵蚀。同时，城市河、湖等水岸被大

量水泥硬化，人为割裂了水与土壤、
水与水之间的自然联系，导致水的自
然循环被干扰，水生物多样性减少，
水生态系统被破坏。

水短缺问题。中国很多城市降雨
量充沛，但却存在着季节性缺水、区
域性缺水等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
城市的自然调蓄空间大量被挤占，人
工蓄水设施又不足，导致大量雨水白
白流走。

由此可见，建设“海绵城市”就
是要系统地解决城市水安全、水资
源、水环境问题，减少城市洪涝灾
害，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改善
城市水质量和水环境，调节小气候、
恢复生物多样性，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生态环境。

海绵城市有哪些

顾名思义，海绵城市寓意城市像
海绵一样，有降雨时，能吸收、存
蓄、渗透、净化雨水，补充地下水、
调节水循环；干旱缺水时，有条件将
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
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
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
化”三大功能。

2015 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水利部公布了首批 16 个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名单：迁安、白城、镇
江、嘉兴、池州、厦门、萍乡、济
南、鹤壁、武汉、常德、南宁、重
庆、遂宁、贵安新区和西咸新区，这
16个城市将获得中央财政补贴 10多亿
元，用于海绵城市建设。2016年4月22日，“2016年海绵
城市试点竞争性评审”会议产生了第二批14个海绵城市
试点城市，分别是：福州、珠海、宁波、玉溪、大连、
深圳、上海、庆阳、西宁、三亚、青岛、固原、天津、
北京。此次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申报成功后，中央财
政将对试点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一定３年。具体补
助数额按城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会城
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

“海绵城市”的本质是改变传统城市建设理念。传统
城市建设模式的出发点是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结果造
成严重的城市病和生态危机；“海绵城市”则是顺应自
然、尊重自然的低影响发展模式。在城市排水上，传统
城市建设模式是以“快速排除”和“末端集中”控制为
主，而“海绵城市”以“慢排缓释”和“源头分散”控
制为主，追求城市人水和谐。因此，海绵城市能充分发
挥城市绿地、道路、水系等对雨水吸纳、蓄渗和缓释作
用，有效缓解城市内涝，削减城市径流污染负荷，节约
水资源，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海绵城市”建
设中，唯有积极探索“海绵”理念，让城市学会“呼
吸”，才能让城市回归自然，使水源得以涵养，使田园得
以保存。 （滑 艺编写）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很多城市开启了
“看海模式”。谁来拯救城市内涝？在最近一个月的时
间里，江西、山东等 10余省份召开会议或紧急发文，
将希望寄托于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能否担此重任？2015 年 4 月，财政部、
住建部、水利部确定了首批 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如今一年期满，在此次暴雨“大考”中，这些海绵城
市表现如何？

暴雨少积水，小雨不湿鞋

6月 15日凌晨，江西萍乡市区暴雨倾盆，持续数
小时。但在萍乡金螺峰公园，路面却不见任何积水。
暴雨过后，萍乡市区其他几个经过海绵城市标准改造
的地段，雨水也很快排完，没有发生内涝。

“以前广场上铺的是石材地砖，下雨积水，路没法
走。现在雨停之后马上就可以出来活动了。海绵城市
建设真的很给力。”市民刘先生说。

“所谓海绵城市，即城市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
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
水，补充地下水，需要时再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加以
利用。”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
这样向本报描述海绵城市。

萍乡正是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之一。其他的试
点城市表现如何？

5月6日早晨，叫醒四川遂宁人的不是闹钟，而是

闪 电 、 狂 风 和 大
雨。据气象部门统
计，当日 8 时至 14
时，遂宁最大降雨
量 达 到 了 104.8 毫
米。但在遂宁的育才东路，整条街道没有任何积水。

在育才东路居住了 20 余年的老住户陈爽回忆说：
“从前下大雨，整个街道上都是水，齐腰深，有的车子
被淹了一半。” 那么，今年雨水去哪儿了呢？

玄机就在于透水砖和雨水口。原来，路面更换成
了天机砂透水砖后，雨水很快被吸附，然后直接渗透
到地下。同时，整条育才东路上设有 30多个雨水口，
雨水由此排入路面下的雨水仓，再进入庞大的雨水管
网，巨量的雨水被如此一次次地分流，从而避免了内
涝的发生。

“一些原来的内涝区经过海绵城市改造后，已呈现
‘暴雨少积水，小雨不湿鞋，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
解’的效果。”遂宁市城建局相关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在今年的暴雨“大考”中，浙江嘉兴、
广西南宁、吉林白城等地部分区域，海绵城市的效果
得到了显现。

每逢大暴雨，被寄予厚望

与海绵城市“不湿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很多
城市是一场暴雨一片“海”。如何尽快结束“看海模

式”？
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江

西、山东等 10 余省份召开会议或
紧急发文，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有超
过 20 个省 （区、市） 发布了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启动了数千个项目。
在中央层面，海绵城市建设也在稳步推进。2013

年 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建设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2015年 4月，财政
部、住建部、水利部公布了首批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今年4月，三部委又公布了第二批14个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

据了解，第一批试点以二、三线城市为主；第二
批试点加入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对这些
试点城市，中央财政将连续三年给予专项资金补助，
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
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

事实上，除了中央确定的 30 个试
点城市外，各省份也划定了省级试点
城市，试点申报竞争相当激烈。

“由于过去的城市规划不成熟，导
致许多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等基础设
施建设不完善，遇到暴雨等极端天
气，容易出现内涝现象。”李俊奇说，

“现在进行的海绵城市建设在某种意义
上是在还历史的‘旧账’。”

建设难度大，非一蹴而就

“海绵城市建设正成为一股热潮。
但海绵城市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热潮背后，同样需要冷静思考。”李俊
奇说。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周玉文向本报表示，一些发达国家的海绵城市，是在
有良好地下排水网道基础上的“锦上添花”。比如德
国，地下管网系统发达，其雨水利用和城市绿地建设
技术相当成熟；再比如瑞士，日常生活污水和雨水通
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处理，下水口密布，排水管道设置
合理。

周玉文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一些城市
早期规划不够完善，前期基础管网建设薄弱，因此，
海绵城市建设难度较大。那么，立足于我国国情，该
如何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需要‘绿色’和‘灰色’结合。
‘绿色’就是原有的自然条件，‘灰色’即人为的工程
措施。”周玉文以河南鹤壁的新城区建设为例，说明如
何“绿灰结合”。

他说，鹤壁新区选址在有一定坡度的地形上，利
于排水；并且充分利用旧有的农田灌溉沟渠，对其进
行扩容，再加以适当的“海绵工程”，有效地缓解了新
城区的排水压力。“现在鹤壁新城区公园、道路能‘喝
水’，暴雨天气无内涝。”周玉文说。

此外，周玉文还强调，海绵城市建设要因地制
宜。以武汉为例，周玉文说，武汉是全国河道、湖泊
较多的城市，因此要考虑对湖水的保护。“为保证湖水
的水质，雨水不允许随便向湖中排放，雨水的出流条
件就受到了限制。因此，武汉需要建设深层地下排水
设施，以解决雨水蓄存问题。”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前期必须做好充足准备。在
建设之前应该先对当地的环境、人文、气候、历史等
进行深入考察。如果做不到因地制宜，最后很难成功
不说，很可能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周玉文说。

还需要指出的是，建设海绵城市需要建立部门联
动机制。周玉文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统筹机构，各部
门从各自利益考虑，意见难以统一，自然也就很难联
动起来。

暴雨暴雨““大考大考”，”，海绵城市海绵城市静悄悄静悄悄

白 城 市 位 于 吉 林 省 西 北
部，嫩江平原西部，地处中国
东北，是全国第一批 16座海绵
城市试点城市之一。自项目成
功申报以来，白城市就提出了

“老城区保基本、新城区做示
范”的工作思路，科学示范，
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全力推
进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建设。白
城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示范区面
积 22平方公里，2016年，白城
市计划投资 17.4 亿元，实施建
筑与小区、道路雨水综合利

用、市政管网工程、公园广场
及河道沟渠、洪涝预警信息监
测平台等工程，目前，白城市
已完成 2016 年施工图设计、造
价咨询等工作。

长期以来，春季干旱、夏
季洪涝一直是制约白城城市化
进程的重要因素，水资源的管
理与利用成为白城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桎梏。白城市区长
期以来沿用灰色排水方案，造
成市区大量地面被硬化。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以后，以生态新

区为例，鹤鸣湖水体及周边得
到改造，下沉式绿地等“绿
色”配套设施取代了城市原有
的“灰色”设施，基本建成集
防洪排涝、休闲观光、人水和谐、
亲水宜居为一体的生态湖，增强
了城市的环境应急能力，改善了
人居居住环境，缓解了城市热岛
效应，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土地的
增值与经济发展。

西宁市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
东北部，地处湟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
四周群山环抱，生态环境十分脆弱。2016
年4月，西宁市入选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名单。在建设思路上，西宁市将依
托试点区域“两山对峙、一水穿城”的典型川
道型城市形态，针对干旱缺水、水环境质量
不高、水生态脆弱的现状，采取“治山、理
水、润城”的海绵城市建设策略，构建绿
色安全的生态屏障，营造水清岸绿的水系
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城市空间，建立

“蓝天共碧水，山水城相依”的生态格局。
从 2016 年到 2018 年，西宁市将利用３

年时间，在 18平方公里新区和 3.5平方公里
老城区内打造海绵城市试点区，实现“小雨
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
解”的总体目标；还将在试点区内构建水循
环利用系统，缓解城市供水压力；实施源头
外围水土保持、中途沟道生态治理，末端湟
水河生态岸线修复与内河整治，保障“清水
入湟”；完善城市蓝绿网络空间格局；实施合
流制管网改造、积水点综合治理。西宁市将
积极探索我国西部地区半干旱缺水型海绵
城市建设的“西宁模式”，力争打造西部地区
海绵城市建设可示范推广的样板。

固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是宁南
区域中心城市，也是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
城市。2016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城市。

固原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区主要位于
老城区和西南新区，老城区为海绵修复改
进区，西南新区为海绵优化提升区，规划

面积约 23 平方公里，建设总投资约 35.54
亿元。

固原将旧城改造与海绵城市建设同步开
展，将兴建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透水铺
装、调蓄设施等“海绵体”。项目完成后，
将极大缓解固原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并为全
国类似缺水地区提供可借鉴经验。

2015 年 4 月 ， 财 政
部、住建部、水利部联
合公布了首批海绵城市
试点名单，山东济南成
功入选。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试点建设项目已开工 34 个，完成
投资32.05亿元，占总投资的40.1%。

从解决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
资源问题出发，济南海绵城市建设PPP项
目整合划分为兴济河流域项目、玉绣河流

域项目等4个汇水分区项目，总投资约53
亿元，约占试点项目总投资的65%。海绵
城市建设目标为：促渗保泉，提高城市绿
地率、排水设施防洪标准和雨水利用率，
控制雨水径流外排污染物。

白城：白山黑水间的“海绵”
滑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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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济南：：保泉净水的山东保泉净水的山东““海绵海绵””
谭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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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运作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