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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的立体效益与综合利用研究

——以常德市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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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常德市为调查对象，运用分析归纳法、调查法等方法分析海绵城市建设的效益与综合利用，目标

是揭示我国海绵城市建设在生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效益，探索海绵城市建设进程中以及建成后的综合利用措施，

为全国各地海绵城市建设提出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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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按照一般说法，澳大利亚的研究学者巴奇是最早采用海绵来比喻城市的，其尤注重城市人口的吸附功能，笔者认为这与海

绵型城市建设起点还存在一定距离。我国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雨水管理进行实践与研究，且在 20 年内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

果。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相关研究相对较晚，基本上起步于西方研究成果爆发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知，我国 1989年是最

早发表关于城市雨水利用的文章。海面概念首次是在 2012年 4月的《2012年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坛》中提出的，之后在

2013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提到“海面城市”的概念，其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提升城市排

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我国对于海绵城市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相对较晚，因此，当前我国在海面城市的研究方面还处于起步时期。但通过相关文献

可知，较多研究人员在研究海绵城市时都对国外的相关理论进行借鉴，从而展开对国内的海绵城市进行设计与规划。

海绵城市（Sponge Cities）是指城市在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中，以及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能发挥其弹性作用，也可

称之为“谁弹性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在面对雨水自然灾害时，能够发挥其吸水、渗水、蓄水、净水的功效，所储存的水在

需要的情况下可“释放”出来。“海面城市”是一直以来都有概念，并非是一个新概念。这种理念符合当前社会对资源最大化

利用的需求，将城市中的河流湖泊与地下水系统的污染防治相结合，就如海绵一样，下雨时将水储存起来，以防止城市出现洪

涝灾害，在干旱时将储存的水“释放”出来，以更好的解决生态系统修复问题。同时，当城市出现水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可以

将所存储的水资源充分利用，因此，如何将雨水资源有效的储存管理，是当前各大城市比较关注的问题。常德市是国家首批海

绵城市建设 16个试点之一，如今建设已经卓有成效，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16年 12月《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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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绵城市建设的历史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海绵城市最早源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用于国外对雨水管理的实践与研究，并在 20 年内取得可观进步和发展。其特

定概念在近几年被正式提出，德国采用高效集水平衡生态措施，瑞士重视雨水工程民众参与。如今在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最先

用于治理城市内涝，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基于各地特点，采取因地制宜措施，首批开设 16 个试点，第二批开设 14 个试点，目

前 30个试点城市的海绵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并且在进一步良性发展中。

我国的遂宁市、迁安市和西咸新区是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其都将海绵城市建设理论与技术应用于规划设计与河道

整治工程中。在此之前还有 2000年的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也应用了海绵城市的理念，通过建设人工湿地，发挥城市雨水收

集与净化能力，有效实现了雨水的最大化利用。在 2007年，天津桥园湿地系统的建立，也采用了海绵城市理念，该系统能有效

收集雨水，在城市需要解决内涝时，将储存的雨水“释放”出来，使得雨水资源得到良好的应用。另外，对于秦皇岛滨海生态

修复、哈尔滨群力国家湿地公园等项目都引人了海绵城市的理念。

另外国外的几个城市在海绵城市研究以及建设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如：德国的特色是高效集水、平衡生态；美国的特色是

强化设计、加快改建；新加坡的特色是疏导有方、标准严格；瑞士的特色是雨水工程、民众参与。

综上所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还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在思想上、技术上存在不足，通过实际可知，对于

规划方面、土地方面、相关部门衔接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不断探索有效措施。纵观

国内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之前的研究还有不足之处，也有一些效益没有被发现，而建设海绵城市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是城

市建设的优选发展方向，所以，研究海绵城市建设的立体效益和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全面分析海绵城市建设的立体效益——以常德市为例

2.1生态效益

2.1.1减少城市内涝，缓解热岛照应

常德市通过海绵城市的建设，有效结合了防、排、蓄、渗、滞等功能，使得城市防洪排涝的压力大大降低，有效预防了城

市洪涝灾害的发生，为促进城市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通过保存和修复城市植被、湿地、坑塘、溪流，使城市更“蓝”、更

“绿”，减弱城市热岛效应，提升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

2.1.2净化污水，改善水质

常德市的海绵城市建筑根据径流污染特点来实施低影响开发方法，通过合理配置植物，使生态处理的效得到充分发挥，这

与传统的排水方法相比具有较多优势，该手段符合了当前社会的低碳环保理念。

2.1.3节约水资源，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常德市建设海绵城市采取有效策略进行城市径流季节分配的有效调节，收集雨季可能导致的洪涝水资源，在城市需要用到

水资源的时候，再将所蓄存的水资源“释放”出来，将其应用于城市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中，以此使雨水资源得到最

大化利用。

2.2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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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可以发展旅游休闲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常德市的海绵城市的建设，必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从本行业的规划、施工、软件模型开发，到带动其附属产业的产品制造，

能够促进多产业共同发展。

2.2.2减少城市建设成本

常德市的海绵城市建设减少了原有建设模式中排水管道工程量，有限的减少了城市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海绵城市的调蓄

设施又往往与原有的绿地、园林、景观水体结合，建设成本较低，与此同时还能使水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得到降低，使城市内

涝造成的聚合损失有所减少。

2.2.3发展海綿城市建设的品牌产业，以品牌效应带动城市发展

常德市的海绵城市的建设可以因地制宜，考虑地方特色的水文、水系、地形等特点。打造地方特色海绵城市建设品牌，并

充分发挥品牌效应，以独特的品牌进一步带动城市的发展。

2.3社会效益

（1）改善生态、气候、环境质量，塑造现代化与自然有机结合的和谐城市。

常德市通过引入海绵城市理念，使城市发展朝着低碳绿色的方向发展，使城市的绿色空间增大了，收集的雨水经过处理使

其发挥最大化利用功能，如，用作地下水、景观水等，以此使城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因此，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有助于推

动各大城市可持续发展。

（2）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常德市的海绵城市的建设是一个长远的庞大工程，需要增大城市绿化面积、重整地下排水系统，以及开发海绵体等工作的

进行。在此工程的开工到竣工之中需要工人的付出，由此可以为更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以便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3、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建议

3.1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多专业配合

水的问题相对较复杂，其中汛期防洪排涝、水资源的科学利用等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同时还有景观用水、水污染的防治，

等等，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因此，在雨水综合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将多目标的导向作为出发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建立，考虑到过程控制、源头减排等方面。另外，在建立过程中，还需要掌握较多的学科，其中涉及水文、气象、水利、环境

等，各个城市管理部门也应当放入考虑范围中。因此，需要得到各个部门的理解与支持，环保、市政、景观等是海绵城市雨水

综合管理体系建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3.2重视生态保护

“海绵城市”的核心是保证城市绿地与水体的吸水、渗水、净水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不仅应当要注重城市绿地、道

路的功能，还应对用地布局与竖向设计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有效衔接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与城市雨水灌渠系统、超标雨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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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排放系统，将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的协调作战能力充分发挥。径流雨水及其污染物产生的主要场所

是城市道路，因此，有效控制城市道路径流雨水十分有必要。可以将透水铺装应用于人行道中，道路绿化带可下沉。另外，可

以将具有调蓄功能的多功能“雨洪公园”引入城市绿地与广场建设中。对于城市水系统的建设来说，尤其要保证调蓄与排放雨

水能力，这样才更好的发挥城市水系统的作用，使水系的自净能力得到提升。

3.3挖掘海绵城市立体效益

如今海绵城市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在关注其首要效益的同时，也应当深入挖掘它的各方面综合效益，达到充分利用的

效果。则可以立足地方水文、水系等特点，挖掘文化底蕴，开发旅游资源，实施水文化旅游亲水工程，建设一批水文化载体群

落。实现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有机融合。其次，要打造海绵城市建设的品牌，扩大其影响力，用品牌效应带动海绵城市建

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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