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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绵城市建设正在国内试点城市中进行,雨水花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雨水花园在景观性和雨水径流控制上都有着较好的效果,

将有助于解决城市内涝和冬季干旱问题。本论文通过学习和整理相关文献,对雨水花园的概念、结构、类型、功能、营建原则及植物选择配置

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成都市活水公园的实际案例探讨雨水花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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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扩张范围的局限性以及生活的复杂性

显著提高,城市高密度开发趋势修建的许多道路与公园大多采用不透水材

料修建,地表径流的增加以及采用不透水硬质材料的地面硬化等问题也随

之产生,城市储水量严重不足。城市旱季储水和雨季排水面临的用水压力

越来越大,雨水花园在缓解城市用水压力方面表现的很不错,减少了地表

雨水径流,通过蓄水区雨水滞留以及土壤和微生物的生物净化与自然沉降

过程,有效地防止了污染物直接排入河道中,造成河道的进一步污染。成都

活水公园分布在居民住宅区的周围,类似雨水花园的处理流程与结构模式,

并与周围环境形成了的良好互动。 

2 雨水花园技术原理 

2.1雨水花园的结构 

雨水花园由蓄水层、树皮覆盖层、换土层、砂滤层、砾石层、溢流口

等结构组成。蓄水层上方设置溢流口,可将超出雨水花园承载量的雨水通

过下接的雨水管渠排放到市政雨水管网中,保持场地的雨水不外溢；雨水

花园主要通过植物净化和储存降水。依据雨季水深(淹水程度)以及景观效

果的不同,雨水花园的种植通常分为蓄水区、缓冲区和边缘区。 

(1)蓄水层。设置厚度通常为10-25厘米,可以沉淀外来物质并积聚雨

水径流,有利于雨水下渗；能够有效去除雨水径流中的金属离子和有机物。 

(2)覆盖层。通常由树叶和树皮等组成,最大厚度为5-8厘米,可以提供

微生物的生长环境,维持植物根系的水分。 

(3)种植土壤层。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和营养物质,其厚度由植物

类型决定,通过植物根系、土壤、微生物的相互作用,能够有效去除雨水的

污染物。 

(4)人工填料层。为加快雨水下渗,应选取渗透性较强的材料,并根据

降雨特性和拟建面积等综合确定填料层厚度。 

(5)砾石层。主要是收集雨水径流,雨水通过内部设置的排水穿孔管,

可及时排出。 

2.2雨水花园的类型 

雨水花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控制径流总量为主,另一种以控制

径流污染为主,根据蓄水层和种植土壤层来实现,蓄水层可以起到暂时滞

留雨水径流的作用,而种植土壤层用于储蓄入渗的部分雨水,过滤、吸附雨

水中的污染物。 

2.3雨水花园的机理和功能 

可以改变传统的理念,设计、塑造出极富美学功能的景观效果。土壤-

植物-微生物三者构成的微环境具有吸附、降解、离子交换等作用,能够截

留、净化雨水,削减洪峰,保护地下水水质,涵养地下水源。此外,绿色植物

具有缓解城市温室效应、改善区域小气候的功能。 

2.4雨水花园营建原则 

(1)在下雨时,雨水会汇集在蓄水层中,蓄水层的一般深度在15-25厘

米,使大部分无机杂质在这里发生聚沉。 

(2)在雨季时植物根系具有较高的耐淹水性,而在旱季时有一定的耐

旱性。 

(3)缓冲区的蓄水量要求小于蓄水区,要求植物具有一定的耐水湿性

和耐旱性。 

(4)边缘区域无需储水能力,植物配置应更加考虑景观效果。 

(5)对于受雨季直接影响的缓冲区,适合配置具有防淹水和根系发达

的多年生植物。 

(6)储水区应根据设计水位的高低配置不同的挺水、浮叶或沉水植物

群落。 

(7)应选择抗逆性强的乡土植物为主,同时兼顾净化能力和观赏价值。 

3 成都市活水公园营造指标 

3.1成都市水文概况 

成都地处亚热带地区,属季风气候。湿润多雨水,少日照,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成都降雨量比较充沛,年平均降雨量约为870mm。成都的雨季集

中在夏季,尤其是在7-8月,一般能达到全年总降水量的60%以上。冬季12

月至1月降雨少,占全年降水量的3%以下。暴雨期普遍出现在5-9月,特别是

6月底、７月初和8月下旬。由于降雨的季节分别极为不均,因此成都气候

有具有旱洪的共生性,成都平原冬季干旱、夏季雨洪灾害发生的机率大。

由于降水和蒸发在时间上的不均衡性,对成都实施可持续雨洪管理,进行

低影响开发十分必要。 

3.2成都市活水公园植物选取 

借由《成都市城镇绿化树种及常用植物应用规划2010－2020年》中

选择出成都市常用的园林植物种类,参考相关论文中别的城市有关雨水

花园植物选择示例,对成都地区常见植物耐水湿性能及栽植位置进行了

简单分类。 

(1)乔木：蓄水区乔木(耐短期水湿及喜湿)：垂柳、小叶榕、香樟、

枣树等；缓冲区乔木(中性)；边缘区乔木(不耐水湿)：桂花、梨、梅花、

泡桐、石榴、无花果、杏、银杏、玉兰、紫薇、梧桐、桃。 

(2)灌木：蓄水区灌木(耐短期水湿及喜湿)；缓冲区灌木(中性)：木

槿、小叶栀子、柑橘、橙、月季、蔷薇、吊兰；边缘区灌木(不耐水湿)：

紫荆、山茶、腊梅、茉莉。 

(3)草本地被：蓄水区(耐短期水湿及喜湿)：麦冬、鸢尾、美人蕉、

狼尾草；缓冲区(中性)；喜水湿挺水植物(根系可长期浸泡在水中)：菖蒲、

芦苇。 

4 成都市活水公园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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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成都市活水公园概况 

成都的活水公园建于1998年,它是一项典型的雨水花园建设,达到了

河水净化与周围景观的良好结合的目标。活水公园建于府南河边,整体形

似一条鱼,有鱼水相生之意。公园展示了河道里的污水由“死”变“活”

或由“污”变“净”的过程,故取名“活水”。 

活水公园在植物和材料的选择上力求与周围景观的协调一致,与周围

的环境园林设计相得益彰,同时通过公园内高低错落的河水处理系统设施,

结合景观生态学知识,模拟川西自然生态群落的生长模式,建立了一套科

学合理的污水处理系统,形成系统的生态雨水花园体系。 

目前,它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成都居民的生活中,成为居民平日休闲

娱乐的最佳去处。2010年的上海博览会,成都会馆还借此模型展开了相

关设计。 

4.2成都市活水公园建设的特点 

(1)活水公园建设融合了环境、生态美学、历史、文化等众多方面因

素,为广大的成都市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场地,热闹的人群为公园带去了

生机,人们在这样鲜活灵动的城市公园中享受生活,和亲朋好友一起感受

季节的变换。在休闲、赏景、锻炼的过程中,活水公园才真正地“活”过

来了。 

(2)活水公园建设包含了许多创意元素,鱼与水之间难舍难分的关系

正如同公园与居民的关系一般,人们领略到了其中的关系将有利于大家树

立和养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3)活水公园采用了生态植物净化与化学物理沉降等先进的污水处理

技术,提倡环保利用、循环使用、节约资源的相关思想。 

(4)活水公园的建设也具有更广泛的教育和示范意义,它的成功运行

加快了我国在有关污水处理和雨水花园建设方面的进程,也为相关项目活

动提供了一小部分有用的经验建议。 

4.3成都市活水公园净化流程 

简单的流程：水从旁边的河道抽取上来,经过简单沉淀后,顺着植物水

塘区域流向鱼塘,经过植物的过滤作用和鱼儿的净化作用,最终“死水”变

“活水”,污水处理结束的同时景观也浏览结束了。 

(1)厌氧沉淀：采用“中间进、周围出”的进出水方式,设置喷泉与周

围景色相互映衬。混浊的府南河水被水车提升到厌氧沉淀和蓄水池后,开

始活水净化的第一道工序,即沉淀预处理。 

(2)进出水水流雕塑群：雕塑是由花瓣般的石头拼接在一起形成,水从

中间流过。巧妙地水力学原理,利用两花瓣之间水的重力带来的冲击力,

使得水在花瓣中翻滚和跳跃,并与空气充分接触,完成曝气过程,生动展现

了“活水”曝气的场面。 

(3)兼氧池：即一个方形的微生物处理池。主要起到脱氮除磷的效果。

深度为1.6m、容积为48m
3
。污水在池中被微生物部分净化后,从微生物池

泵入植物池。 

(4)植物塘和植物床：氧化塘和氧化床是活水公园水处理人工湿地系

统的核心。其中种植的漂浮植物与自然生长的鱼、昆虫和两栖动物等共同

构成了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植物塘和植物床就是一个

人工湿地,湿地能够分解、净化、吸收水中污染物,有效清除污水中的“毒

素”,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5)鱼塘：鱼塘里有鱼可供观赏,也作为检测水质处理效果的参照物之

一,鱼类也可以在水中取食,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6)上流式卵石滤床：这里富含泥沙,可对处理过的水进一步过滤,使

出水悬浮物更少,浊度更低。 

4.4成都市活水公园植物配置 

成都市的活水公园在进行植物的最优选择与合理配置时,参考了峨眉

山自然生态植物群落的有关规范研究。由于这部分区域的地理位置比较高,

相对来说生物存活更艰难,因此更需要注重栽培植物的合理选择,注意高

矮搭配和保持一定密度的种植,使得植物能够更好的吸收营养,茁壮成长。

在植物水塘区域错落有致地种植芦苇、菖莆、凤眼莲、水烛、浮萍等水生

植物,这些植物术业有专攻,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分别针对水中不同的

污染物进行吸收、过滤和降解。 

必须注意的是,不同的植物的护理方式不同,它们对于温度、阳光、土

壤的要求各有不同,妄不可做一刀切的功夫。考虑到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

尽可能地选择本土生长的植物,这样植物的存活率和运输成本也相应更合

理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有利于充分体现地域特色。 

由此可以看出,活水公园在对其种植植物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不仅仅

要考虑到植物的耐水性和耐旱性,还需要将不同类别的植物进行合理的搭

配,考虑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其效能。久而久之,在这种

良性竞争的环境下形成高低错落、稳定且生命力旺盛的自然生态群落,供

人类长期使用。 

5 小结 

活水公园是一个特殊的公园,它不仅仅是公园,也是一个现代化的雨

水花园。它注重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合理配置本土植物

等,有限的水资源得到了最大化地利用。其中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微生

态循环治理系统结合的思想,以及采取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污水科学处理的

手段等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学习。无论选择雨水花园还是透水铺装都

不过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来看减少开发和优化土地利用率才

是最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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