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技术研究 
第 3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7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海绵城市”理念在景观设计中的要点分析 
 

李源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DOI:10.12238/btr.v3i9.3358 

 

[摘  要] 在城市设计当中,海绵城市是一种近几年提出的新型理念,而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海绵城市则

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海绵城市的理念能够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有效的改善作用,能够促进自然与

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概述了“海绵城市”的理念和内涵要点,分析了海绵城市在景观设计中优势,重点

探究了海绵城市的理念在景观设计当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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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越来越多

极端天气的出现,强降雨导致中国很多

城市出现洪涝的情况,对城市交通与居

民的出行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还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雨水径流污染情况。

基于此,在城市建设、规划的过程中应用

“海绵城市”的理念,能够对当前的问题

进行有效的改善,为中国现代化城市营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1 海绵城市的概述 

1.1海绵城市内含和理念 

“海绵城市”最早是在2012年提出

来的,随后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对

海绵城市的内含进行了阐述,海绵城市

体现出城市对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对

过多雨水带来的城市问题,能够对雨水

进行吸收、储存、净化等各种功能,同时

能够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循环利用,从

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节约,减少洪涝

灾害的发生,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

发展。在对海绵城市进行建设之前,要改

变传统的城市设计理念,更新为海绵城

市理念,在传统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对路

面的承载力和路面的强度十分的重视,

使得城市的路面大部分都比较的硬,若

是遇到极端或季节性强降雨天气,对雨

水的处理主要通过地下的排水设施来进

行,主要的建设理念一方面要让雨水能

够得到快速的排除,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末端集中的控制,但是这种传统的理念

使城市排水的效果比较的差,遇到极端

或季节性强降雨会发生严重的内涝,旱

涝比较的急转。依据海绵城市理念,在城

市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加强对绿色

设施的利用,比如,植草沟、下沉式绿地

等来对城市的雨水进行排除,并且在规

划设计时,强调要注重慢慢排水缓缓释

放和对源头进行分散[1]。 

1.2海绵城市的优势 

在现代城市建设当中,海绵城市作

为新型理念,需要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

来进行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把自然方式

与人工方式进行有机的结合,在保证城

市排水防洪功能的基础上,要尽可能使

雨水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有助于

城市生态环境的循环发展。海绵城市理

念对传统城市建设观念进行了改变,海

绵城市的载体主要有城市的建筑、城市

的道路、城市的园林等,运用多种生态化

技术,比如,渗、蓄、净、用、排等,来建

立城市雨水系统。海绵城市理念对地下

水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对地下

水存在的不足能够进行有效的补充,还

有实现对水质的净化,对微气候起到改

善的效果。海绵城市理念能够大大便利

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还能推动城市的

现代化进程。建设海绵城市能够对城市

的雾霾情况进行有效的缓解,雾霾天气

的产生与水土有直接的关系,水土污染

产生各种有害物质和有害气体,这些污

染物的排放会对空气造成污染,引发雾

霾天气,而海绵城市的建设能够对水土

的污染进行缓解,从而能够对城市的雾

霾现象进行缓解。 

2 海绵城市理念在景观设计当

中的运用 

2.1城市路面的设计 

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道路运用的是沥

青混合料和水泥混凝土材料,这样的路

面排水效率比较低,依据海绵城市理念

来对人行道进行设计,使人行道可以渗

透,这样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透水

路面的运用能够使雨水的利用得到改

善。除此之外,通水路面还能减少车辆

的噪音。应用海绵城市理念来设计城市

路面,能够对地下水进行补充,使土壤

中氧含量得到增加,还能使地表的温度

得到控制。在实际应用当中,人行道渗

透功能的运用与城市设计、建设有着内

在的联系。这就需要在选择覆盖和渗透

方式时,需要考虑城市的设计、建设,

并对城市的发展形式进行考虑。当前,

我国道路设计技术水平还比较低,需要

对先进的、丰富的经验进行借鉴,促进

道路设计技术的提高,从而增强海绵城

市理念的实践应用[2]。 

2.2城市湿地的设计 

对于城市湿地景观的设计主要有集

水式设计、输水式设计、汇水式设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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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集水式设计来说,这种方式能够对水

资源起到深度净化的作用,可以直接净

化落地时的雨水。集水式设计能够对雨

水扩散的污染的工艺进行有效的解决,

集水式承载的基础是地面和屋顶,可以

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第一方面从地面铺

陈来进行景观设计,依据地质不同的特

点来调整,选择不同的实地材料和施工

工艺,使地面铺陈不但能有效发挥集水

的功能,还有着比较美观的效果。第二方

面对绿地景观的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

主要的设计基础是草坪,需要草坪有比

较充足的水分,这样能使水分得到有效

的循环,还能依据不同的绿地进行环境

的设计。第三方面屋顶集水设计,在建筑

物屋顶种植植物,利用植物来吸收雨水,

屋顶集水设计不仅能控制雨水,还能美

化建筑。对于输水式设计来说,在城市湿

地当中应用,能够使城市有着更好的排

放功能。雨水落在地面的过程中,能够直

接抽走表面的径流,从而有助于排放雨

水,这个过程中还能净化水中的污染物

质,使水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回收。抽水式

设计分为生态沟渠与植物草坪沟两种型

态。这两种型态有着不同的性质,针对不

同的雨水排放。生态沟渠最为重要的就

是净化雨水,并且把净化后的雨水送到

指定的区域。生态沟渠细分的话有人工

沟渠与自然沟渠。植物草坪沟的排放主

要利用植物来完成的,植物草坪沟的设

计可以渗透一部分雨水,来对雨水进行

净化,增强环境的可观赏性,使湿地与环

境能够进行有效的融合。汇水式设计应

用在城市湿地当中,能够管制城市的排

水系统,确保排出的水能够在湿地中得

到汇集,从而存储水资源。水资源充足的

景观,能够增强观赏价值,不仅使城市用

水量得到节省,还起到了美观的作用,有

助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汇水式设计

要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雨水进

行有效的净化,还要加强净化设备的安

装,构建完善的净化结构工程等。当降雨

时,对进入湿地的雨水利用净化设备来

进行有效的净化,还能对湿地起到保护

作用,让湿地与环境融为一体,从而能够

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对河道的修建,要依

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让河道能够做大限

度地保持原有状态,从而使生态环境的

损伤比较低,尽可能维持让生态环境的

平衡[3]。 

2.3水体的设计 

一般情况下水体设计的运用要在雨

水进入景观池塘之前,与景观功能进行

有效的结合,构建景观水池、湿地等,从

而形成比较独立的水循环系统,进而对

城市自然水文特征进行保护。使渗透、

净化、调节、排放雨水的能力得到增强,

并且能够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建

造湿地公园时,选择的位置要位于流域

下游,更好地对水质进行清洁。乡村公园

还能够进行收集雨水设施的建设,来对

水资源不足情况进行解决。海绵城市理

念的应用,在北方降水少的区域,能够对

蓄水问题进行解决,而在南方有着十分

丰沛的雨水,主要对排水问题进行解决,

降低发生洪灾的概率。 

2.4道路边坡防护设计 

海绵城市理念引入到道路边坡防护

的建设当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当

前路基防护当中,最主要的两种形式是

坡面防护和冲刷防护。土质型边坡的路

面防护主要利用植物和灰浆等来进行。

对于石质型边坡,防护的难度比较的大,

若是防护方案缺乏科学合理性,会对生

态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防护效果比较

的差。因此石质型边坡的防护设计,需要

对岩层的性质进行充分的考虑,边坡防

护可以利用方格网植草等来进行[4]。 

3 结束语 

对于城市的整体面貌建设来说,城

市景观的设计有着重要的作用,面对着

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人们越来越重视

生态城市的建设,来促进生活水平的提

升。海绵城市理念在景观设计当中的应

用,能够推动生态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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