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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建设海绵城市的可视化研究 

徐源 郑旭子 何劲秋 王欣雅 杨光 张京澳 周聪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摘 要】:近年来,城市化建设极速加快,导致全球环境恶化,一些城市的基础排水设施建设滞后,给居民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针对这一问题,财政部联合住建部､ 水利部遴选了两批共30个城市开始了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第一批试点城市确定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总投资为1684亿元,其中采用PPP模式的项目投资额占33%,达559亿元｡ 2015

年3月,武汉市成为首批获得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资格的城市｡ 希望通过社会调查,公司访查等方式,通过论述分

析,从多角度对海绵城市的现状进行客观论述,由浅入深,就海绵城市的现有技术分析,客观现存问题,未来发展前景

等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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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1.1 海绵城市概述 

目前各个专家对海绵城市的定义各不相同,其中,被广泛应用的一个定义是“海绵城市是一个新的城市雨洪管理概念的产生,

这意味着城市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有很好的“弹性”｡它也可以称为“水弹性城市”｡国际上通用的术语是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建设”｡降雨时吸收､蓄积､渗出和净化水,必要时释放和使用储存的水｡” 

1.2 主要设施 

1.2.1 屋顶花园 

利用主楼的屋顶､平台､阳台､窗台､胸墙和墙面,开辟绿地空间,使其具有园林艺术的感染力｡屋顶花园具有降低室内温度,美

化环境,净化空气的作用,改善局部地区气候｡它可以补偿建筑物占用的绿地,大大提高城市的绿化覆盖率｡ 

1.2.2 渗水砖及渗水沥青 

渗水砖起源于荷兰｡是一个100毫米宽的小路面砖,200毫米长50毫米,或高60毫米,铺在街道路面上,砖和砖之间留有2毫米的

缝隙｡下雨时,雨水透过砖缝渗入地下｡为提高渗水砖的耐久及功效,技术人员以砾石为原料,掺加水泥和水泥外加剂,使透水速度

和强度满足城市路面的要求｡ 

1.2.3 下沉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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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凹绿地空间是一个公共绿地低于周围道路的高度,又称为低势绿地｡与“花坛”不同的是,其理念是利用开放空间接受和

储存雨水,以减少径流流出｡一般来说,低潜力绿地对洼陷深度有一定的要求,土壤质量大多未得到改善｡与浅沟的“线”相

比,“表面”可以携带更多的雨水,其内部植物主要是本地草本植物｡ 

1.2.4 植草沟 

植草沟是指具有植被的地表沟渠,它可以收集､输送和排放径流雨水,具有雨水净化的功能｡可用于连接其他单一设施､城市

雨水管道排水系统和超标准雨水径流排放系统｡除移动式种植沟渠外,还包括透水干式种植沟渠和水分频繁的湿式种植沟渠,可

分别提高径流量总量和径流量污染控制效果｡ 

1.2.5 蓄水模块 

蓄水模块建立包括屋面雨水的收集和储存系统,雨水截留和入渗系统､生态小区雨水利用系统等｡雨水将作为喷涂路面､灌溉

绿地､蓄水和冲厕所的技术手段,是一个系统性的雨水利用模块｡ 

1.2.6 卵石渗井 

渗流井是一种垂直地下排水设施,它在地层中挖出垂直孔,将地表水和上层地下水引向较深的地下地层｡恩沃特在实际应用

中,多用于铺设滤层竖井进行充填,砾石等粗颗粒物料不能从侧向通道排入地下渗透层｡在我们参观海绵城市工程时点时,工程的

指导老师告诉我们,他们选择在渗井旁边铺了一层不规则的鹅卵石,这些鹅卵石的作用主要是用来过滤排水时被带下来的泥沙,

保持水体的干净,防止在过滤时堵塞管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城市基本建设现状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水资源丰富,武汉水域面积占全市近四分之一,全区水域面积2217.6平方公里,占

26.10%｡全市的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205毫米,开展海绵城市的建设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组织了

2015年度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评价｡根据竞争性评审得分,武汉入选了2015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范围｡ 

此次武汉划分青山､汉阳四新为试点区域,截至2017年底,武汉市试点区内计划的288个项目已基本完工,改造面积38.5平方

公里,初步实现了海绵体“呼吸吐纳”的功能,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主要的调查地点进行细致概述｡ 

2.1 韵湖公园项目 

韵湖公园原有一个低洼鱼塘,周围大部分为荒地｡由于处于低洼地区,每到下雨的时候,就会累积大量雨水,到处都是淤泥,为

附近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政府为改变这一现象,建造过程之中大量的运用渗水沥青,渗水植物,下沉式绿地,植草沟,通过

新的海绵城市技术运用科学的方式将雨水聚拢,下渗及消化,同时在公园之中大量种植蓄水植被,通过植物自身的能力将水资源

“抓住”,土地到了干旱季节也不会使植物因缺水死亡,使其成为光谷腹地的大型绿色氧吧,区域性缓解热岛效应,让周围市民尽

情享受生气勃勃的绿色和湿润清新的空气｡园中湖蓄积园中的雨水,平时水位保持在设定的水平,一旦天降暴雨,水位超高,就会

从溢流口排入市政管网｡可调蓄雨水容积近3万立方米｡ 

本队询问了相关负责人,韵湖公园是与周边小区一同建立的,在建设之前,韵湖公园所在地只有零星的居民,所以并没有发生

扰民的现象,同时,在建设之后,公园很完美的与周边居民区形成了系统,为附近居民带来了极大地便利,成为了居民休闲娱乐的

主要场所,深受市民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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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临江港湾社区项目 

在2016年武汉建设海绵城市前,临江港湾由于临近江边地理位置狭小,居民过于众多,导致居民的活动空间较小,也没有足够

的空间种植绿色植被,让小区整体看上去死气沉沉,同时小区全部安装的水泥地面,没有足够的土地和绿植涵养水源,小区没排水

系统老化,经常出现内涝问题｡ 

根据临江港湾的现状,公司着重建设了屋顶花园,加大居民活动空间,同时将小区附近的普通植物替代成美人蕉等吸水效果

更好的海绵植物,重新更新设备替换了老旧的设备｡ 

通过几年的建设,居民可以在小区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吃上自家的绿色瓜果蔬菜,同时翻新了老旧管道,管道破裂等问题得

到根治,在建设之后,雨污分流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 

2.3 钢城二中项目 

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原来的地下管网布局不合理,特别是雨污没有分流,只要一下雨,学校就内涝｡但去年被纳入武汉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该校结束了逢雨必涝的“传统”｡ 

2015年4月,武汉等16个城市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而武汉市主要在青山区和汉阳四新地区率先试点海绵城

市建设,位于青山区的钢城二中作为重点工程在2016年被纳入试点范围｡学校的道路､停车场､人行道都具有‘吸水’功能,地面

上的雨污水经过层层渗透后会通过盲管引流进蓄水池,为学生带来极大的便利｡ 

学校建设了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跌级花池和蓄水池｡发生暴雨后,雨水会通过跌级花池一级一级跌落,然后排入到旁边的雨

水花园中,这样雨水花园就能够储存部分雨水,多余部分则通过雨水花园溢流口､管网流入蓄水池｡蓄水池容量超标后,再通过压

力泵将水排入市政管网｡同时连接蚌站,为学生带来便利｡ 

2.4 123社区 

在海绵城市建设之前,123社区由于所处位置处于低洼地区,建设时间过于久远,导致很多设施老化,同时居民年龄总体偏向

老龄化,对于社区的设施安全性和舒适性要求较高,改造之前的社区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 

在建设过程中,社区大面积采用渗水沥青,陶瓷渗水砖,鹅卵石渗水井,植草沟等设施,针对小区地势低洼,大量积水无法排除,

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同时,海绵公司大量建设蓄水植被,在道路两边随处可见美人蕉和红枫,为小区提供绿色,我们和居委会的主管人员交流,她

告诉我们“现在小区中心的广场上铺了透水沥青,有时候下午下了雨,晚上老人就可以进入广场跳舞打球,完全不用担心鞋子弄

湿”,由此可见,海绵城市确实为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3 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本小组的大量实践和走访调查,通过数据分析和SPSS建模分析发现,从居民角度分析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

下几个方面｡ 

3.1 城市内涝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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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希望自己城市建设海绵城市中,群众日常生活中受内涝影响的程度大小对建设海绵城市意愿影响达到显著水平,总的

来说,经历过内涝次数越多､内涝对生活影响越大,所在社区排水问题状况遇到的越多,个体则更多越愿意和希望将自己的城市建

成海绵城市｡ 

3.2 居民意愿 

在是否希望自己城市建设海绵城市中,群众日常生活中受内涝影响的程度大小对建设海绵城市意愿影响达到显著水平,总的

来说,内涝对生活影响越大､所在社区排水问题状况遇到的越多,个体则对于治理内涝的需求越多越愿意和希望将自己的城市建

成海绵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的阻力越小｡ 

3.3 政府宣传力度 

根据调查,群众在面对海绵城市建设时是否对建设海绵城市有一定正确的认知对建设海绵城市意愿影响达到显著水平,总的

来说,对市内涝原因认识､建设海绵城市关注点认识和建设海绵城市的意义认知认识到的点越多就越愿意和希望将自己的城市建

成海绵城市｡加大海绵城市的宣传力度,让人们更多了解相关知识将加快海绵城市的建设｡ 

4 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4.1 建设规划 

武汉市有各区都存在洪水和内涝的风险,因此可以在武汉市积极创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自建设以来,海绵城市大多选择指

定区域重点建设的方式,将试点建设完好而缺乏总体规划,如同几个定点散落城市各处,没有做到连点成面,无法交相呼应,没有

达到“1+1=3”的效果｡ 

针对这一问题,在未来建设规划过程中,建议根据城市总体情况,进行大局规划,完善设计图纸,各个区域协调,将重点放在江

夏区等几个为进行海绵城市建设的区域中,重点投入资金建设｡ 

4.2 人才引进 

目前,海绵城市大多引进的国外建设理念,未建成自己的创新设备,大多数人对海绵城市概念并不是十分了解,根据调查,在

是否希望自己城市建设海绵城市中学历的高低对于了解海绵城市建设这一新建设的了解程度对建设海绵城市意愿影响达到显著

水平,总的来说,学历越高､对海绵城市的了解越深刻,就越愿意和希望将自己的城市建成海绵城市｡国家现在缺乏的是专业的人

才,在未来,应该重点培养专业化人才,在大学期间开设海绵城市相关课程,增加土木工程专业的海绵城市定点研究方向班,让更

多想了解海绵城市的人有途径了解城市内涵,完善知识结构｡ 

4.3 居民协调 

在建设过程中,多出现有社区居民提出海绵城市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噪音较大对居民休息造成影响;施工时道路堵塞居民无法

行走造成日常出行不便;海绵城市建设完毕后对社区以前已有的设施没有及时恢复,新建成的公共设施没有完全投入使用等问题,

在未来建设中,建议提前与小区的相关物业协调,可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确定开始和截止具体日期,具体工作时间等,小区物业在

通过社区群及告示通知居民,避免矛盾｡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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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理论思辨层面,通过对海绵城市的提出背景､理论内涵､建设现状､相关基本问题及建设方法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武汉市在城市建设改造过程中,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付诸于实践,在防范内涝灾害､改善水体生态环境､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海绵城市建设既是城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践行,更是走向合理化､生态化的重要举措,在城市建

设中具有重大意义｡ 

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有:规划建设不合理､人才的缺乏､协调问题等｡本文根据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帮助完

善建设,在未来有所助益｡ 

本文从严格论述了海绵城市技术体系,针对性的对已经完工的海绵城市工程进行深度剖析,在过程之中通过大量线上线下的

走访调查,最终得出结论,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符合城市建设的新兴理念,在建设后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可

持续的动力,也为海绵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一个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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