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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sponge	city	design	concept	in	urban	construction	can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ideas	of	urban	buildings,	so	as	to	optimize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play	a	good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effect.	The	paper	mainly	
to	sponge	city	concept	under	the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method,	aim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at	 the	same	time	the	permeable	pavement,	sinking	green	space,	 roofing	greening	design	method	to	
optimize	application,	thus	effectively	save	water	resources,	reduce	th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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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建设中引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可以实现城市建筑给排水设计思路的创新，从而对城市环境进行优化，同时起到良
好的防洪排水效果。论文主要对海绵城市理念下建筑给排水设计方法进行探究，旨在进一步提升城市给排水设计水平，同
时对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屋面绿化等设计方法进行优化应用，从而有效节约水资源，减少水资源浪费，实现城市建设
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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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的逐渐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内涝、干

旱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缓解城市水资源供应

不足或供应过剩的问题，需要引起海绵城市理念，加大海绵

工程项目建设力度，尤其是在城市给排水设计中，需要透水

铺装、下沉式绿地、屋面绿化等设计方法进行优化应用，以

便提升雨水资源利用率，并有效解决雨水内涝问题，促进水

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优化城市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2 建筑给排水设计中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意义

2.1 缓解城市给排水压力
海绵城市理念的引入，可以使用特殊建筑材料提升水

的过滤、渗透能力，并对雨水进行收集和存储，以便应用城

市绿地、绿化带的浇灌，从而实现雨水的循环利用，并强化

整体城市对雨水的渗透、排水、蓄水能力，缓解城市给排水

系统的压力，避免出现城市内涝问题，并节约用水，提升水

资源利用率。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在低洼地区建设集水井，

对雨水进行暂存，对其净化后循环利用，作为绿化用水。

2.2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中的用水量

日渐增多，不仅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消耗，而且工业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排放量日渐增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但是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增多，城市用水问题日益紧张。

为了解决城市用水问题，需要在建筑给排水系统设计中引入

海绵城市理念，对雨水进行采集、渗透、存储和过滤，然后

对其进行循环利用，满足人们日常用水需求，缓解城市用水

压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2.3 改善城市水环境
水资源是人类发展的重要资源，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离不开水资源的。但是由于在城市建设中，水资源浪费和污

染问题较为严重，不仅危害城市环境，而且会对人们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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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造成威胁。因此，需要在城市给排水系统设计中引入海绵

城市理念，并对排水管网进行优化排布，在黑臭水体周年设

置绿化阻隔带，以便对路边技术进行过滤，去除水中的污染

物，然后引进水资源净化方案，从而对城市水体进行净化，

提升水资源质量，优化城市水环境。

3 海绵城市理念下建筑给排水设计问题

3.1 自然因素
天气瞬息万变，虽然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升，可

以利用卫星等先进技术对天气变化进行监测和预测，但是难

以对气候条件变化进行有效性干预，很难对短时间内的天

气变化进行预防。而部分城市往往会因为天气条件的突然变

化，引起降水量剧增，加大城市给排水系统的压力。在给排

水结构设计中，往往需要结合当地的天气变化，对给排水管

道进行设计，以便满足城市排水系统的顺利运行，但是一

旦出现突发的恶劣天气，难以真正发挥给排水系统的功能

作用。

3.2 雨水资源应用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拓展，城市水资源紧张局势日渐

严峻，虽然很多城市管理者认识到了雨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重

要性，但是由于给排水系统设计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再加

上外部因素的干扰，导致建筑给排水系统设计难以真正发挥

海绵城市的作用，对水资源的利用不合理。

3.3 维护管理问题
在海绵城市理念下设计的给排水系统，需要在后期运

行中进行科学合理的维护保养工作，才能保障给排水系统功

能的有效性发挥。但是在部分城市发展建设中，忽视给排水

后期维护管理工作，导致部分给排水系统难以正常运行，严

重影响其功能效果。

3.4 短时强降雨承受能力不足
随着温室效应的增加，气温波动情况加大，导致各个

城市的短时强降雨现象多次发生，引起城市地表径流过大，

严重超出了城市给排水系统的承受范围，难以对地表径流进

行及时排放，造成严重的城市内涝问题，甚至发生城市洪水

灾害，加大城市水资源污染问题，非常不利于整体城市的健

康发展。

3.5 行业规范不统一
海绵城市理念在中国引入时间较晚，技术还不成熟，

而且缺乏完善法规、规范建设，导致给排水系统设计中缺乏

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引起参数计算、系统选型、实施操作等

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基于此，需要政府结合海绵城市理念

的内涵，出台相关国家标准和图集，以便为海绵城市理念的

落实提供保障。

4 海绵城市理念下建筑给排水设计方法

4.1 透水铺装
在该技术应用中，主要应用到的铺装材料包含透水沥

青、透水砖、植草砖、鹅卵石等，这些材料都具备较强的

透水能力。其中透水铺装率 = 透水铺装面积 / 硬质路面总面

积。在具体的铺装作业中，需要确保铺装层面的空隙率高于

20%，同时保障透水基层空隙率在 3/8 以上，透水铺装层的

承载力需要符合设计要求。在建筑地下车库顶层设计透水铺

装时，需要在顶层土层中预留 60cm 的厚度，同时要先完成

渗透管的铺设，然后才能在上层进行透水层铺设。通过这种

方式，落到车库层顶的雨水就可以通过透水层深入土层中，

并实现雨水收集和转移处理；在人行道实施透水层设计时，

需要首先解决路面承载力的问题，然后使用透水混凝土、鹅

卵石等建筑材料进行铺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路面积水

量，保障正常通行，防止发生地面径流问题 [1]。

4.2 下沉式绿地
该设计方法应用中，需要充分应用土壤和植物的根系，

以便减少雨水径流外排量。在具体操作中，要结合土壤的具

体渗透性，对水在土壤中的运动情况进行模拟。其中，水在

土壤中的渗透路径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在分子力的推动下，

水可以浸润土壤；②在毛细管力的推动下，水可以在土壤

中进行渗漏；③在重力作用下，水可以在土壤中进行渗透，

在此过程中，水的总势能包含重力势和基质势，当土壤中的

水含量达到饱和后，这种势能组成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覆盖

有草皮的土壤渗透率要高于裸露土壤，而且在草坪上栽培灌

木，可以进一步提升土壤渗透率，其渗透速度甚至可以达到

0.1mm/s。现阶段，下沉式绿地的实践应用方法以下两种方 

式：一种是在道路中央、两侧进行铺设，其高度需要低于道

路周边和地面 20cm；另外一种绿地可以替代排水管道的作

用，雨水容量较大，而且可以对雨水进行有效性滞留，同时

可以汇集径流雨水，并对其进行净化，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灰尘和噪声污染，并调节城市气候，主

要包含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等。

4.3 屋面绿化
城市屋面面积占据整体城市硬质表面积的 1/3，而且屋

面是汇集雨水和雨水径流的重要场所，在建筑给排水设计

中，可以对屋面进行绿化处理，这样可以对屋面 60% 的雨

水径流进行保留，储藏于植物的根部和栽培介质中，待日后

逐渐蒸发，减轻了下水道的压力，对城市环境起到了平衡作

用，从而降低建筑排水系统的压力，而且还可以优化城市空

气质量，降低屋顶温度，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 [2]。

4.4 植草沟
在海绵城市理念下，要对建筑给排水进行优化设计，

必要情况下设置植草沟，形成绿化带，从而把雨水积蓄在花

园中，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雨水进行汇集和净化，并作为花

园地下水的补充，为植被生长提供水资源，从而减少水资源

浪费。一般情况下，植草沟的深度为 30cm。

4.5 生态滤沟
该技术方法主要适用于建筑周边交通道路两侧，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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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区和生物滞留区，既可以实现自身排水，同时还能够进

行有效性蓄水，并可以净化雨水，实现城市雨水的消化吸纳

处理。在具体设计中，上层铺设砾石层，下层铺设填料层，

再往下还需要继续铺设种植土层和蓄水层。当铺设区域的径

流系数较高时，需要在砾石层底部放置石块，以免雨水长时

间冲刷作用下对生态滤沟造成破坏。此外，要在生态滤沟内

部设置挡水土埂，以便对水进行均匀分布，从而替代雨水排

水管道的功能，并拦截雨水中的杂物 [3]。

4.6 绿色植物设计
要结合相关规定对绿色植物种类进行优化设计，确保

其生物生长规律与当地的气候、温度、土壤性质等保持契合

性，从而促进建筑给排水能力的提升；要结合给排水设计方

案的具体情况，针对性栽培绿色植物，保障其合理性部分，

增加层次感，突出体现植物美观性和固土性。同时需要选择

根系较为发达的植物类型，从而强化固水能力，以便缓解建

筑给排水系统压力；要做好植物施肥、浇水。裁剪工作，及

时更换长势不好的植物，并做好养护工作，提升植物成活率。

5 海绵城市理念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的优化
策略

5.1 保障给排水设计的针对性
中国地域辽阔，受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

的影响，导致不同地区的城市建设存在很大差异性。基于此，

在利用海绵城市理念开展城市建筑给排水设计工作时，需要

结合不同城市的自身特点，同时对当地的地理、气候等因素

进行综合性分析，同时汲取成功经验，以便设计出符合当地

城市特点的给排水系统，从而真正发挥海绵城市理念的功能

作用，减少资源浪费。

5.2 强化技术研究
科学合理的专业技术理论研究，是提升城市建筑给排

水建设效果的重要保障，也可以为海绵城市理念的真正落实

奠定良好基础。通过相关专业理论的研究分析，能够优化给

排水设计效果，保障施工质量，延长给排水系统使用寿命，

同时推动整个城市给排水效果的提升，保障城市发展水平。

5.3 完善责任机制
海绵城市理念在建筑给排水系统设计中的应用，需要

经过较长的周期，再加上中国在该方面的建设经验不足，设

计技术还不成熟，加大了给排水施工难度。基于此，需要结

合具体情况，明确设计责任主体和施工责任，完善责任机制，

从而保障规划设计工作的有效落实，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

识，为现代化城市发展创建良好条件。

5.4 强化给排水建设力度
在城市建筑给排水系统建设中，由于资金不足，导致

其建设质量不符合国家防洪标准，严重降低给排水系统的防

洪能力。基于此，要结合城市实际的防洪需要，在城市给排

水系统设计中引入海绵城市理念，强化给排水建设利用，同

时引起水资源治疗措施，构建系统完善的雨水收集系统、雨

水存储系统、雨水利用系统等基础设施，同时要构建水系绿

地、绿地景观、湿地公园等，实现雨污分离管理。同时结合

具体情况，优化系统管理，增加地下管网设施的承载能力，

提升城市对短时强降雨的耐受性。此外，要对地表水径流速

度进行合理控制，减少城市内涝灾害；在海绵城市理念应用

中，要结合城市自然特点，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优化应用，

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还可以优化城市生态环境。

5.5 制定系统发展方案
海绵城市理念在建筑给排水系统中的应用，可以优化

城市规划，强化排洪排涝功能，并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促进城市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海绵城市理念应用中，需要结

合城市给排水系统的运行情况和城市发展规模进行科学评

估，以便制定科学合理的海绵城市给排水系统发展方案，从

而完善建筑标准、控制方案等，推动海绵城市的优化建设。

此外，还需要加大日常管理力度，安排专业人员定期检测给

排水系统的运行情况，做好维护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异常情

况并进行维修保养，从而保障给排水系统的稳定运行，对城

市地表径流进行合理控制，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减少

城市内涝问题的出现几率，真正提升雨水利用率，保障城市

可持续发展。

5.6 维护生态环境
在给排水管网建设过程中，需要引入现代化的技术手

段，以便优化水循环利用系统，实现生活污水与雨水的分离，

形成混合性给排水系统管网，以便对雨水进行有效收集，同

时强化污水治理效果。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引入海绵城市理

念，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保护城市水环境，并强化城市

给排水能力，为给排水系统功能的有效性发挥提供强大的理

论支撑，同时还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人们创建更加优

质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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