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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科学推进宿迁市海绵城市建设，规范和指导建筑住区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技术的推广应用，

提高精细化建设管理水平，结合宿迁市实际，制定本导则。 

1.2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宿迁市市域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改（扩）建建筑住区的海绵城市设计、施工及

维护等工作。 

1.3 基本原则 

1.3.1 科学分析，因地制宜  

结合项目所在地水资源状况、降雨量、开发强度和经济发展等条件，合理确定海绵城市控制目

标，选择适宜的海绵技术。新建建筑住区要根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结合绿地率等指标要求，科学

协调地表汇水和竖向关系，有机融入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老旧建筑住区要结合城市更新、环境整

治等项目安排，合理布局海绵设施，优化海绵设计方案，提升“海绵”功能。 

1.3.2 统筹规划，系统设计 

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排水防涝规划等规划要求，对建筑住

区海绵城市建设进行统筹布局和指标分解。充分协调建筑住区周边水系、雨水管网和城市竖向关系，

系统设计海绵方案，合理组织内部雨水径流。 

1.3.3 安全为重，以人为本  

海绵城市建设应以保障建（构）筑物安全为前提，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防止出现安全隐患，在满足雨水径流控制、净化以及雨水资源化利用等主导功能情况下，统筹考虑

景观功能。同时，注重适老化、适儿化设计，以人为本打造低碳场景，在保障海绵功能的前提下，

营造全龄友好、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 

1.3.4 经济适用，管护便利 

综合考虑海绵设施和各项技术的经济适用性，合理选择单项及组合技术，力求在实现建设目标、

满足各项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景观设计实用化、施工流程简便化、管护工作便利

化、长期效益显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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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一般术语与定义 

2.1.1 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和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

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

方式。 

2.1.2 建筑住区 

本导则建筑住区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工业用地及物流仓储用地。 

2.1.3 海绵设施 

指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采用源头控制、中途转输、末端调蓄等多种技术手段对雨水进行全

程控制，具有雨水滞蓄、净化、渗透、缓释、转输等功能，以绿色为主、灰色为辅和灰绿结合的技

术设施统称。 

2.1.4 雨水控制与利用 

削减径流总量、峰值及降低径流污染和雨水资源化利用的总称。包括雨水滞蓄、调节和收集回

用等。 

2.1.5 下垫面 

降雨受水面的总称，包括屋面、地面、水面、植被等。 

2.1.6 雨量径流系数 

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2.1.7 流量径流系数 

形成高峰流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2.1.8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雨水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入渗、滞蓄、调蓄和收集回

用，场地内累计一年得到控制的雨水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比例。得到控制的雨水量包括不外排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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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外排的雨水量。 

2.1.9 年 SS 总量去除率 

雨水经过预处理措施和低影响开发设施物理沉淀、生物净化等作用，场地内累计多年平均得到

控制的雨水径流 SS 占多年平均雨水径流 SS 总量的比例。 

2.1.10 设计降雨量 

为实现一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用于确定海绵城市建设设施设计规

模的降雨量控制值，一般通过当地多年日降雨资料统计数据获取，通常用日降雨量（mm）表示。 

2.1.11 面源污染 

指污染物以广域的、分散的形式进入地表及地下水体的污染，其中城市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降

水、大气沉降（降尘）、地表径流冲刷、渗流等，其主体是指通过降雨和地表径流冲刷，将大气、

地表和管道沉积物中的污染物带入受纳水体，使受纳水体遭受污染。 

2.1.12 内涝防治系统 

用于应对城镇积水灾害采取的雨水径流控制、排涝工程设施等工程措施和防涝管理等非工程措

施组合形成的系统。 

2.1.13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用于进行城镇内涝防治系统设计的暴雨重现期，使对应重现期内地面的积水深度、积水时间及

积水范围不超过设定的控制要求。 

2.2 海绵设施术语与定义 

2.2.1 渗透设施 

储存雨水径流量并进行渗透的设施，包括渗透沟渠、入渗池、入渗井、透水铺装等。  

2.2.2 透水铺装 

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并满足一定要求的地面铺装结构。根据铺装结构下层是否设置排水盲

管，分为半透水铺装和全透水铺装。 

2.2.3 绿色屋顶 

在高出地面以上，与自然土层不相连接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顶部以及天台、露台上由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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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覆土层和疏水设施构建的具有一定景观效应的绿化屋面。  

2.2.4 生物滞留设施 

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蓄、净化雨水径流的设施，由植物层、蓄水层、土壤层、过滤

层构成。包括：雨水花园、生物滞留池、生态树池等。 

2.2.5 雨水花园 

通过土壤的过滤和植物的根部吸附、吸收等作用去除雨水径流中污染物的人工设施，包括入渗

型、过滤型及植生滞留槽三种类型。植生滞留槽是指在低洼区种有灌木、花草，乃至树木的工程设

施，主要通过填料的过滤与吸附作用，以及植物根系的吸收作用净化雨水，同时通过将雨水暂时储

存而后慢慢渗入周围土壤来削减地表雨水洪峰流量。 

2.2.6 生态树池 

在有铺装的地面上栽种树木时，在树木的周围保留的一块没有铺装且标高低于周边铺装的土地，

可吸纳来自步行道、停车场和街道的雨水径流，是下沉式绿地的一种。 

2.2.7 下沉式绿地 

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在 250mm 以内，可积蓄、下渗自身和周边雨水径流的绿地。 

2.2.8 雨水调蓄设施 

用于雨水储存和调节的设施。 

2.2.9 调蓄池 

调蓄池是用人工材料修建、具有防渗作用的蓄水设施，是雨水蓄积的工程设施。  

2.2.10 湿塘/雨水湿地 

天然或人工形成的覆盖湿生、水生植物的沼泽地，静止或流动的水域。 

2.2.11 植草沟 

可以转输雨水，在地表浅沟中种植植被，利用沟内的植物和土壤截留、净化雨水径流的设施。 

2.2.12 开口路缘石 

主要用于路面与绿化的分隔处，让路面径流可以无阻碍地、分散地、有组织地进入绿地内。 

2.2.13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5384/111498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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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降雨量、雨水径流厚度控制初期径流排放量的设施。有自控弃流装置、渗透弃流装置、弃

流池等。 

2.2.14 雨水口截污挂篮 

内置截污挂篮且挂篮下安装有过滤填料的雨水口，可拦截杂物并削减悬浮物(SS)，需定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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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目标与指标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住区海绵城市建设应充分发挥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等自然条件，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

制、系统治理的理念，因地制宜利用绿色和灰色设施，综合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

措施，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指标。 

3.1.2 建筑住区海绵城市建设主要目标为改善水环境、保障水安全和综合利用水资源，次要目标为

修复水生态。 

3.1.3 新建建筑住区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 SS 总量去除率为主，兼顾雨水收集

利用。 

3.1.4 老旧建筑住区海绵城市建设指标应以排水防涝标准、年 SS 总量去除率为主，有条件的建设项

目可兼顾雨水收集利用。 

3.1.5 工业、物流仓储、传染病医院等可能对公共环境产生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项目，在满足

相应控制指标的同时，还应满足环评要求。 

3.2 建设目标与指标 

3.2.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 SS 总量去除率 

（1）新建、改（扩）建的建筑住区应根据宿迁市及各区（功能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或详细

规划确定的相关用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年 SS 总量去除率指标执行。 

（2）当海绵城市建设条件有限，不能满足专项规划或详细规划确定的海绵城市控制指标时，

需反馈给海绵城市主管部门，经进一步审查后可调整指标。 

3.2.2 排水防涝标准 

3.2.2.1 雨水管渠设计标准 

（1）根据《宿迁市中心城区排水专项规划》，确定建筑住区雨水管渠及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2）雨水管渠在具体规划设计时，根据汇水区域、汇流时间、内涝风险、建设条件等情况，

在以上标准基础上，合理确定设计重现期，同一排水系统管渠可采用不同的设计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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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内涝防治标准 

（1）排水防涝设施的设计水量应根据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及对应的最大允许退水时间确定。 

（2）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的最大允许退水时间 

表 3-1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的最大允许退水时间(h) 

城区类型 中心城区 非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的重要地区 

最大允许退水时间 1.0~3.0 1.5~4.0 0.5~2.0 

注：本导则规定的最大允许退水时间为雨停后的地面积水的最大允许排干时间。 

（3）地面积水标准为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以及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

不超过 15cm。 

3.2.3 雨水资源化利用 

雨水资源化利用相关内容参照《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2016）。 

3.2.4 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 

新建建筑住区硬化地面中，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宜低于 40%。有条件的地区应对现有硬化路

面进行透水性改造，提高对雨水的吸纳能力和蓄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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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案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住区海绵城市方案设计应统筹考虑工程可行性和综合效益，制定经济合理的方案，应合

理设计雨水径流排放路径，坚持蓝绿灰结合、绿色优先原则。 

4.1.2 建筑住区海绵城市设计应与周边道路、绿地、水系及市政排水管网等相衔接，并按现行规范

标准设计地块内雨水管网，应合理设计超标雨水排放系统，避免建筑内部进水。建筑住区区域范围

内的雨水径流应经过海绵设施得到控制后，方可排放到市政管网或河道水系。 

4.1.3 地块海绵设施的设计应与地块平面、竖向、景观、地下空间、排水系统相衔接，符合场地土

壤渗透性、地下水位、地形等场地特征和要求；露天布置的海绵设施在布局和外观设计上应注重安

全、环保、景观设计的结合，考虑满足人的活动需求，并注重适老化、适儿化设计。 

4.1.4 工业及物流仓储类项目的海绵城市设计综合考虑功能性、实用性、安全性，应落实保障公共

安全的防护措施。 

4.1.5 规划和设计阶段文件应包括雨水控制及利用内容。雨水控制及利用设施应与项目主体工程同

时规划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4.2 设计流程 

宿迁市建筑住区海绵城市设计，应符合下列流程。 

4.2.1 目标确定 

根据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场地条件、分期情况、项目类别和建设要求等进行目标融合，确定

本项目海绵目标和指标。 

4.2.2 建设条件分析 

根据资料和现场踏勘等进行建设条件分析，包括自然条件、场地高程分析、综合管网、下垫面

分析等；并根据用地性质、场地自然条件等因素，对项目选用相应的设计策略和技术措施。 

4.2.3 方案设计 

结合建筑和景观专业的总图，对场地竖向标高和排水管网进行分析，划定汇水分区；对选择的

海绵设施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和优化组合，布局海绵设施；计算开发后的综合径流系数，确定海

绵设施的规模及雨水控制量；根据建设指标的要求，校核拟设置的海绵设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根

据方案进行投资估算。 



 

9 

4.2.4 工作流程示意如图 4-1 所示： 

 

图 4-1 设计流程图 

4.3 设计要点 

4.3.1 目标确定 

【时间节点】海绵设计初期。 

【参与主体】建设单位提供规划条件等与海绵指标及目标相关的资料，同步组织绿建、给排水

等相关专业提出与海绵设计相关的要求，具体海绵指标和目标的确定由海绵设计人员统筹，同步划

分各方设计界面。 

【分析要求】开展设计前，海绵设计人员应梳理项目概况，了解建设条件、专业协同等；根据

分期情况、项目类别等进行目标融合，确定本项目海绵目标和指标。 

【分析要点】目标确定要点如下： 

表 4-1 建设目标分析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项目概况 

【建设条件】收集了解项目区位、建设地点、用地性质、设计范

围、占地面积、周边条件等建设条件。 
/ 

【专业协同】收集了解建筑、景观、给排水、绿建、水环境等相

关专业的设计内容。 
/ 

海绵指标 

【设计指标】设计指标应综合考虑规划条件、规划指标（详细规

划、专项规划）以及海绵城市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 

设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和年SS总量去除率。 

【分期情况】项目地块如有分期建设情况，各分期地块指标可按

以下2种方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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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各分期地块指标按整体地块指标进行设计； 

（2）各分期地块指标按整体地块指标进行平衡，把整体指标分

解到各分期地块指标中，各分期地块按指标进行设计。 

海绵目标 

【目标融合】综合考虑项目类别、建设要求等因素合理确定海绵

目标。 
/ 

【项目类别】根据项目类别确定海绵目标。新建类项目以落实海

绵指标为目标，做到“因地制宜，简约适用”；改造类项目以解决

积水内涝等涉水问题为重点，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 

4.3.2 建设条件分析 

【时间节点】海绵设计初期，海绵目标确定后。 

【参与主体】建筑、景观、绿建及给排水等专业设计人员提供与海绵相关的设计资料和图纸，

海绵设计人员依据设计资料和图纸进行现状分析，并进行反馈。 

【分析要求】根据资料和现场踏勘等分析场地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地上及地下空间等情况；

根据现状下垫面分析计算综合径流系数，得出现状与海绵目标的差距。 

【分析要点】建设条件分析要点如下： 

表 4-2 建设条件分析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自然条件 

【水文气象】分析项目所在区域的气温、降雨、蒸发、径流等情

况。 
/ 

【土壤及渗透性】分析项目土壤类型、分布、渗透系数及是否有

土壤污染等情况。 
/ 

【地下水位】分析项目地下水位高低情况，判断适宜采用的海绵

设施。 

在地下水埋深不大于1.1m的地区海绵

设施应采用防渗措施；地下水埋深大

于1.1m的地区可不采用防渗措施。 

场地高程

分析 

【原始地貌】场地设计时应最大限度地保护原始地形地貌，利用

原有坑塘作为蓄水空间，减少大开大挖。 
/ 

【设计地形】分析项目设计后场地的标高、坡度、坡向及与周边

地形的关系，核实场地是否有客水进入，是否存在内涝风险。 
/ 

地下空间 

【边界范围】明确地下建（构）筑物边界及范围。 / 

【覆土厚度】明确地下建（构）筑物覆土厚度。 

地下建（构）筑顶板区域采用透水铺

装时，顶板覆土厚度不宜小于0.6m；

采用生物滞留设施、滞蓄/存储海绵设

施时，顶板覆土厚度不宜小于1.5m。 

【防水导排】明确地下建（构）筑物顶板防水、导排措施设置情

况。 
/ 

地上空间 

【场地保护】明确场地中需要被保护或修复区域。 

当场地存在现状河流、湖泊、坑塘、

沟渠等情况时，应征求河道、湿地等

主管部门意见，并向建筑及场地布局

设计提出保护要求。 

【地上建筑】明确场地内建（构）筑物基础范围及保护要求，注

意海绵设施对场地建（构）筑物基础的影响。 

距离建（构）筑物基础小于3m（水平

距离）的滞蓄/存储、渗透、生物滞留

设施应设置防渗措施。 

【道路及广场】明确场地内道路及广场范围及基础的要求。 
注意车行道范围内渗透、生物滞留设

施的设置不得对道路基础产生影响。 

【消防系统】明确消防救援通道和消防扑救场地及建设要求。 / 

综合管网 

【场地排水】了解场地及周边市政雨污水管线设计或建设情况。 

分析主要雨水管网的走向和外排节

点，为后期海绵设施连通衔接以及场

地完整的雨水系统设计做基础。 

【建筑排水】了解建筑落水管、散水沟设计情况。 
住宅建筑要重点分析阳台雨水管，便

于后期雨水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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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其他管网】了解燃气、给水等其他管网设计情况。 / 

下垫面 

分析 

【下垫面类型】按照建筑屋顶、路面、铺装、绿地和水体五种不

同性质下垫面来分类统计项目场地的下垫面条件，并计算径流系

数，初步判断下垫面透水性。 

下垫面类型见表4-3。 

【雨量径流系数】根据下垫面情况选取雨量径流系数，雨量径流

系数取值与下垫面种类和覆土厚度有关。 
/ 

（1）不同种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参照表 4-3 取值。综合

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 

   

ψz——综合径流系数；F——汇水面积（hm²）；F𝑖——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hm²）； 

ψ𝑖——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表 4-3 不同下垫面径流系数取值参考 

汇水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 φ 流量径流系数 ψ 

绿化屋面（绿色屋顶，基质层厚度≥300mm） 0.30-0.40 0.40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0.80-0.90 0.85-0.95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0.70 0.80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 0.80-0.90 0.85-0.95 

大块石等铺砌路面及广场 0.50-0.60 0.55-0.65 

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及广场 0.45-0.55 0.55-0.65 

级配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0.40-0.50 

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0.35-0.40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0 0.25-0.35 

绿地 0.15 0.10-0.20 

水面 1.00 1.00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15 0.2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30-0.40 0.40 

透水铺装地面 0.08-0.45 0.08-0.45 

下沉广场（50 年及以上一遇） -- 0.85-1.00 

注：表格来源于《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建城函

〔2014〕275 号） 

（2）根据不同土壤的土壤渗透系数，可将土壤透水程度分为高渗透性、中渗透性、低渗透性、

极低渗透性、不透水五种程度。 

表 4-4 土壤渗透性能评价表 

透水程度 高渗透性 中渗透性 低渗透性 极低渗透性 不透水 

土壤渗透系数（cm/s） ＞10-1 10-1～10-3 10-3～10-5 10-5～10-7 ＜10-7 



 

12 

根据《江苏省雨水花园建设与运行维护指南》，如原状土渗透性能较好（渗透系数大于

36mm/h 即中渗透性及以上透水程度）且有机质含量较高（含量不小于 2%），可采用原状土作为种

植土层；如原状土不能满足要求，可对原状土进行改良或直接换土。 

4.3.3 建设项目分类施策 

【时间节点】海绵设计初期，建设条件分析后。 

【参与主体】建设条件分析后，海绵设计人员根据是否存在污染特性、场地自然条件、绿地率

等要素，将建筑住区项目分为污染防治型、生态优先型、高密度集约型和限制条件型，并对不同类

型项目采用相应的建设策略及指引。 

  

图 4-2  建筑住区海绵类型分类图 

【分析要求】开展设计前，海绵设计人员根据建设条件分析，因地制宜采用相应的建设策略及

低影响开发措施。 

【分析要点】分类施策要点如下： 

表 4-5  建设项目分类施策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污染防

治型 

【类型特征】可能对水资源、公共环境产生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项目。 

【设计策略】应优化建筑设计以减少污染物积累和排放，收集处理初期雨水，通过生物滞留池等设施拦截

净化雨水污染物。根据污染性项目特性，建立深度处理系统确保雨水再利用标准，无法再利用的雨水需安

全处理后排放。 

项目

类别 

【工业、物流仓储项目】场地划分清洁区、污染区，污染区不宜设置渗透型绿色设施。办公、生活区

为园区的绿地集中区域，可采用常规海绵建设技术。 

【综合性医院及传染病医院】医院类项目进行海绵城市建设前应进行专题论证，确定海绵城市建设的

可行性及可采用入渗及回用方案。 

【油库、加油站】加油站内地面雨水宜按照站内地面竖向设置明沟收集，经过净化处理，再由雨水管

道、水封井排入市政排水管网。 

【污水处理厂】可选择透水路面、生物滞留设施（以雨水花园为主）、植草沟、池顶绿化（生物反应

池混凝土上盖）等，结合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水处理。 

生态优

先型 

【类型特征】用地内自然生态基底较好，绿地率大于等于 25%的建设项目。 

【设计策略】为提升住区生态功能，应最大化绿地覆盖，选择多样化植被；设计合理的雨水排放路径，利

用植草沟、雨水花园等设施实现雨水自然渗透与净化；同时可构建雨水湿地等水体景观，运用生态材料营

造生态微环境，从而增强住区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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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用地内存在自然水体】当场地存在现状湖泊、坑塘、沟渠等情况时，可将其作为雨水调蓄设施，应

用于绿地灌溉、冲洗和景观水体补水。 

【绿地率大于等于 25%】宜注重场地绿化的舒适性和美观性，常用的海绵措施有雨水花园、下沉式

绿地、透水铺装等。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与宗教用地使用人群多为老人儿童与病人，宜降低

下沉式绿地在绿地中的比例，并应增加安全标识和警示标语。 

高密度

集约型 

【类型特征】项目开发强度较大，绿地率小于 25%的建设项目。 

【设计策略】合理规划建筑布局，优化采光、通风和景观效果。利用建筑立面、屋顶进行立体绿化，增加

绿量和生态效益。结合地形和排水系统，设计雨水排放路径和利用方式，充分利用绿地、广场等开放空间

作为雨水调蓄区，提高雨水渗透率，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 

项目

类别 

【绿地率小于 25%】合理规划绿地空间，综合运用绿色屋顶、透水铺装、雨水罐、雨水立管断接等

海绵措施。部分商业类及公共管理服务类用地硬化铺砖面积大且集中，应提高渗透铺装比例。在硬质

铺装区域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将雨水引导至地下储水设施或景观水体。 

限制条

件型 

【类型特征】场地内地质自然条件较差，对海绵设施的设置存在较大影响。 

【设计策略】利用地形特点设计雨水引流储存方案，并根据土壤渗透性采取相应措施。设计屋顶和道路雨

水收集系统，利用雨水过滤装置去除杂质，通过透水铺装和植草沟等方式增加雨水渗透率。 

项目

类别 

【自然地形坡度大于 5%】 

自然地形坡度小于 5%时，应采用平坡式布置；当大于 5%小于 8%时，应采用混合式布置；当大于

8%时，宜选用台地式布置，台地的高度宜为 1.5～3.0m，台地之间应用挡土墙或护坡连接。 

结合场地高差，设计阶梯式的绿地和雨水花园。在阶梯式绿地中设置植被缓冲带，利用植被的拦截和

过滤作用，进一步净化雨水。 

【土壤渗透性差】 

对土壤进行改良，添加有机物质（如腐叶土、腐殖土）、砂土等，提高土壤的渗透性能。还可采用物

理改良的方法，如翻耕、松土等，以改善土壤的结构和通透性。 

植被的选择与布置：通过选择耐水湿、耐冲刷的植物（如鸢尾、石菖蒲、千屈菜、慈姑等），能够在

雨水冲刷和湿润环境下稳定生长，有效固定土壤。 

【地下水位较高】 

排水与防渗考虑：对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 1m 且

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m（水平距离）的区域，宜采用底部防渗措施。 

雨水储存与处理：可采用大型雨水罐或地下调蓄池，以应对大量雨水的收集和储存。 

4.3.4 设计方案 

4.3.4.1 汇水分区划分 

【时间节点】建设条件分析完成后，海绵设施布局前。 

【参与主体】建筑、景观及给排水等专业设计人员提供包含地形标高及排水管网等内容的相关

专业总图，海绵设计人员依据图纸进行汇水分区的划分，形成汇水分区图。 

【设计要求】根据建筑、景观和给排水总图梳理标高、场地雨水排口，进行汇水分区划分，并

将项目海绵指标分解至各汇水分区。 

【设计要点】汇水分区设计要点如下： 

表 4-6 汇水分区设计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竖向分析 

【梳理标高】根据建筑和景观总图，分析场地内标高、坡度和坡

向的情况。 

保证在重力流顺坡排水的情况下合理

设计海绵设施竖向，根据场地竖向设

计控制雨水径流方向。 

【确定排口】根据给排水总图，确定场地雨水排口位置、数量及

是否与市政管渠有效衔接。 
/ 

汇水分区

划分 

【分区划分】根据场地标高和雨水排口等竖向分析结果划分汇水

分区。 
/ 

【指标分解】根据汇水分区下垫面情况，将项目海绵指标初步分

解至各汇水分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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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指标校验】各汇水分区指标按面积加权平均后所得设计指标不

应低于项目海绵指标。 
/ 

4.3.4.2 设施布局与选择 

【时间节点】汇水分区完成后，径流组织前。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单位或人员进行海绵设施平面布置，设计过程中与建筑、景观、结构及

给排水等设计人员互相提资，同步校核。 

【设计要求】按照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等原则，选择海绵设施；以分散为主、集中为辅、集中

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场地功能，进行海绵设施布局；通过技术经济比选，确定优化后的设计

方案。 

【设计要点】设施布局要点如下： 

表 4-7 设施布局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设施选择 

【项目类别】根据项目类型、项目类别选择适宜的海绵设施。居

住小区与公共建筑类项目，可采用雨水花园、绿色屋顶等景观效

果较好的设施；工业厂区类项目，不得在污染严重区域采用渗滞

型海绵设施。 

可参考表4-8选用海绵设施。 

【场地条件】根据所在区域自然条件、地形地貌以及管线综合等

情况，优先结合现有低洼地、水系、绿地等条件布设海绵设施。 
/ 

【设施选择】优先选择渗透设施或生物滞留设施，其次选择滞蓄

/存储海绵设施；如场地无法通过源头绿色设施达到海绵指标，

可结合功能需要和场地条件设置雨水调蓄池等灰色设施。 

/ 

【比选优化】从景观、施工、维护适宜性等方面比选确定综合效

益最优的单项海绵设施或组合系统。 
/ 

总体 

布局 

【项目类别】设施布局应与建筑住区海绵类型分类相匹配。污染

防治型项目，应重点关注场地径流污染源头。 

工业厂区类项目结合环评要求及海绵

目标，识别并划分场地清洁区、污染

区，合理布局海绵设施。 

【地形坡度】设施布局应与场地地形坡度特征相匹配，合理利用

场地内原有的湿地、坑塘、沟渠等。当场地坡度较大时，宜采用

分级、分台方式布置海绵设施；当场地坡度较小时，宜采用分散

方式布置海绵设施。 

当场地坡度较小时，应缩短径流组织

路径、降低排水管网起终点高差，避

免海绵设施埋深过大。 

【场地空间】设施布局应与场地空间（地上空间、地下空间）功

能相匹配。建筑、广场、道路周边宜布置可消纳雨水径流的绿

地。 

建筑、道路、绿地等竖向设计应有利

于径流汇入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建筑住区中海绵设施应因地制宜配置，可按表 4-8 实施。 

表 4-8 建筑住区海绵设施配置一览表 

设施

类型 
具体措施 适用场景 布置指引及注意事项 

用地类型 

居

住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商业服务业 

工业

及物

流仓

储 

渗透

设施 
透水铺装 

广场、停车场、人行道、自

行车道以及车流量和荷载较

小的道路。工业园厂前区道

不宜设置在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垃圾投

放及阴暗潮湿区域；不宜设置在工业、物流

园区内粉尘污染较大、道路荷载及交通量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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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类型 
具体措施 适用场景 布置指引及注意事项 

用地类型 

居

住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商业服务业 

工业

及物

流仓

储 

路、停车场。 大的道路、停车场等区域。 

绿色屋顶 
高度在 30m 以下且坡度小于

15°的屋顶。 

建议优先用于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屋顶；

单层或多层建筑宜采用绿色屋顶。 
△ ☆ △ 

生物

滞留

设施 

雨水花园 
较大面积的集中绿地或宅间

绿地。 

儿童活动区域宜适当降低下凹深度； 

不宜设置在首层开窗较近位置。 
☆ ☆ ☆ 

生物滞留

池 

空间有限、周围土体抗渗要

求较高的场所。 

多设置于建筑住区内建筑、道路及停车场的

周边绿地。 
☆ ☆ ☆ 

高位花坛 建筑周边无门窗区域设置。 宜结合建筑外立面综合考虑设置。 ☆ ☆ ☆ 

生态树池 
适用于广场、停车场和其他

大面积不透水区域。 

生态树池邻近道路的一面还需使用防渗衬

垫，防止雨水渗透损坏道路路基。 
☆ ☆ ☆ 

滞蓄/

存储

设施 

下沉式绿

地 

场地内道路、广场及建筑物

周边绿地。 

雨水宜分散进入下沉式绿地，当集中入流时

应在入口处设置消能设施。 
☆ ☆ ☆ 

湿塘/雨

水湿地 

原有的池塘、沟渠等进行海

绵改造。 
不宜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 △ △ ○ 

调蓄池 
有开挖条件和雨水回用需求

的场地。 

应结合场地的地质勘察情况进行布置。宜配

套雨水回用系统。 
☆ ☆ △ 

雨水罐 
建筑雨水立管在建筑非主要

立面区域。 

应做好弃流分流至雨水罐； 

不宜在建筑出入口旁设置。 
△ △ △ 

转输

设施 
植草沟 

临近建筑住区内道路、广

场、停车场等不透水地面。 

植草沟宜种植草皮等较矮的种植物。 

渗透型植草沟可种植草本花卉等。 
☆ △ ☆ 

附属

设施 
断接 

建筑周边设置了海绵设施，

或可引导雨水进入海绵设施

的植草沟。 

/ ☆ ☆ △ 

注：①☆—推荐 △—可用 ○—不推荐。 

②生物滞留设施是宿迁市最常用的海绵设施之一，典型的生物滞留设施做法与样图可参照附录

7.3。 

表 4-9 建筑住区海绵设施造价一览表 

海绵设施名称 单位造价估算 备注 

透水铺装 60～200（元/㎡） / 

绿色屋顶 100～300（元/㎡） / 

生物滞留设施 150～800（元/㎡） 含雨水花园、生态树池、高位花坛 

雨水湿地 60～200（元/㎡） / 

下沉式绿地 40～50（元/㎡） 指狭义下沉式绿地 

湿塘 400～600（元/㎡） / 

调蓄池 800～1200（元/㎡） / 

雨水罐 5000～8000（元/套） / 

植草沟 30～200（元/㎡） / 

4.3.4.3 雨水系统及径流组织设计 

【时间节点】设施布局完成后，指标初算前。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人员进行径流组织设计时应保证海绵设施溢流排放系统与场地雨水管网

衔接。建筑、景观设计人员进行场地设计时应保证道路排水沟、建筑散水沟等排水顺畅。给排水设

计人员进行雨水管网设计时应保证场地雨水顺利排出。上述各专业设计人员的径流组织应有效衔接。 

【设计要求】应遵循雨水重力流原则，充分利用场地既有竖向高差条件，组织雨水流向。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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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分析、汇水分区、设施布局情况，进行海绵城市径流组织设计。 

【设计要点】雨水系统及径流组织要点如下： 

表 4-10 雨水系统及径流组织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雨水系统

设计 

【雨水系统】雨水系统一般包括源头减排、排水管网和超标雨水

排放等工程设施。 
/ 

【排水防涝】应满足内涝治理要求，并与市政排水设施衔接。建

筑住区的场地设计标高宜比周边市政道路标高高0.2m以上。 
/ 

【雨水回用】雨水系统设计应综合考虑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等

系统，且景观水体补水、绿化灌溉、道路浇洒用水的非传统水源

宜优先选择雨水。 

/ 

径流组织 

【径流组织】建筑、广场、道路周边宜布置可消纳径流雨水的绿

地。建筑、道路、绿地等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径流汇入低影响开发

设施。 

/ 

【建筑屋面】宜采取雨落管断接方式将屋面雨水断接并引入周边

绿地内小型、分散的海绵设施，或通过植草沟、雨水管渠将雨水

引入场地内的集中调蓄设施， 

/ 

【道路路面】道路雨水径流宜采用开口路牙、暗涵暗管等就近导

入海绵设施，并通过设施内的溢流排放系统与其他低影响开发设

施或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 

/ 

（1）建筑住区的雨水径流组织如图 4-3，具体项目的雨水径流组织应结合项目自身特点设计。 

 

图 4-3 雨水径流组织图 

（2）建筑住区屋面雨水径流组织方案 

 

图 4-4  方案一：屋面雨水-雨水口-泥沙分离井-多孔渗透管-溢流至市政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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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方案二：屋面雨水断接-下沉式绿地-溢流-雨水口-泥沙分离井-多孔渗透管-溢流至市政管网 

 

图 4-6  方案三：屋面雨水断接-下沉式绿地-溢流-景观水体溢流排放 

（3）建筑住区道路雨水径流组织方案 

 

图 4-7  方案一：道路雨水-植被浅沟-渗透管渠-渗透池（塘）-溢流至市政管网 

 

图 4-8  方案二：道路雨水-雨水口-泥沙分离井-渗透管渠-溢流至市政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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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方案三：道路雨水-泥沙分离井-多孔渗透管-溢流至市政管网 

 

图 4-10  方案四：道路雨水-雨水预处理-生物滞留设施-多孔渗透管-溢流至市政管网 

（4）工业企业的厂前区、生活区应形成独立的排水分区，可采用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地面、

渗透管沟等方式。工业园区雨水必须与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分流，其初期雨水径流会对地下水、土

壤带来严重影响，应将其收集并与工业废水一并处理，达到相应排放标准后可排入污水管网系统或

河道。 

4.3.4.4 海绵设施的计算及植物配置 

【时间节点】径流组织完成后，可与设施设计同步进行。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人员根据设施布局、径流组织情况，计算各海绵设施的规模，并初步确

定是否可以达到项目整体设计目标。 

【设计要求】指标初算重点关注渗透设施、生物滞留设施、转输设施、滞蓄/存储设施的控制

目标、设施计算等内容，并应符合相关标准、导则等计算要求。 

注：部分低层住宅项目中存在私家庭院的情况，海绵设施宜避免在庭院中设置，且在调蓄容积

计算时不应计入庭院中的海绵设施。 

【植物配置】植被的布局应考虑到雨水径流的方向和速度。在水流较急的地方，可以种植一些

具有强大根系和较高植株的植物，以减缓水流速度并固定土壤。也可以通过设置植被带或植被岛等

方式，增加地表的粗糙度，降低水流速度。植被选择可参照附录 7.2，同时应符合《宿迁市海绵设

施植物配置指南》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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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与周边用地的衔接 

4.3.5.1 建筑住区与市政道路的衔接 

综合考虑场地竖向高程、雨水管线标高等信息，确保海绵设施与市政管网有效衔接。场地高程

一般应高于市政道路高程，防止市政雨水倒灌。若因现状条件限制低于市政道路，应设置截水沟防

止雨水灌入用地内部。 

4.3.5.2 建筑住区与周边水系的衔接 

当用地周边存在现状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情况时，应征求河道、湿地等主管部门

意见，并向建筑及场地布局设计提出保护要求。建筑住区用地内雨水先经过海绵设施消纳，方可排

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或周边水系。 

4.3.5.3 建筑住区与公园绿地的衔接 

建筑住区与周边公园绿地衔接时，周边硬化表面的径流雨水可通过源头的初期弃流设施及植草

沟等净化下渗，并传输到公园绿地的大型海绵设施内部进行雨水滞蓄与消纳，从而对周边区域建筑

和广场产生的雨水径流进行有效地组织消纳，发挥公园绿地区域调蓄的“大海绵”功能。 

4.3.5.4 建筑住区海绵设计与庭院开放的结合 

建筑住区海绵城市设计与庭院开放相结合，旨在实现雨水管理、生态环境改善和居民生活品质

提升的多重目标。公共建筑绿地与城市绿地进行有机串联，利用庭院的空间优势，设置雨水收集系

统，实现雨水的自然渗透和蓄存。同时，将雨水收集利用，如浇灌植物、补充景观水体等，进一步

提升开放共享绿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4.3.6 相关专业协调设计 

建筑住区海绵城市建设强调多专业协同设计。在项目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各个

环节，海绵设施的规划设计应与项目总平面、竖向、园林、建筑、给排水、结构、道路、经济等相

关专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4.3.7 方案图纸 

报送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可参考表 4-11（简称“四图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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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方案图表参考目录 

类型 图表种类 图纸要求 

方案图纸 

汇水分区图 
明确表达项目场地海绵分区，包括地物要素（道路、建

筑、水系、沟渠等）、分区界线、编号、面积等。 

海绵设施布局总平面图 

明确表达项目海绵设施总体布局，包括各类海绵设施平面

位置、形状，服务范围，径流组织，编号、面积，关键节

点标高等。 

竖向控制及汇流分析图 
合理确定场地竖向设计，明确子汇水区边界、径流流

向和汇水方式。 

项目区排水设计图 包括溢流口、盲管、场地内雨水管道、雨水出口等要素。 

方案表格 建设工程海绵城市方案自评表 表达项目的基本设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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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图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图设计应在方案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形成完整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并达到规定的编

制深度要求。 

5.1.2 施工图设计应落实批复的设计方案要求，如有重大变化调整，应将设计方案重新报批。 

5.1.3 设计应满足国家在环境保护、建筑节能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和要求。 

5.1.4 露天设置的海绵设施的材质、颜色，应充分考虑安全、环保以及美观的要求。鼓励设置海绵

城市科普性宣传标识，介绍海绵城市理念、海绵设施原理及作用等。 

5.1.5 开放水体、雨水调蓄池等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影响的区域，应设计安全防护措施和醒目的安

全警示标识。 

5.2 渗透设施 

5.2.1 透水铺装 

（1）透水铺装按照面层材料不同主要可分为透水砖、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混凝土和缝

隙透水型铺装，宜优先采用缝隙透水型铺装，透水砖、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混凝土根据需求

选用。 

（2）雨水入渗对道路路基和稳定性有不利影响或路基的渗透能力不足时，宜选用半透水铺装。 

（3）透水铺装/路面宜在土基上建造，自上而下设置透水面层、透水找平层、透水基层和透水

底基层。当透水铺装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上时，其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600mm，并应增设排水层。 

（4）透水找平层宜采用细石透水混凝土、干砂、碎石或石屑等，渗透系数及有效孔隙率应不

小于面层，厚度宜为 20～50mm。透水铺装禁用混凝土基层。透水垫层厚度应根据蓄存水量要求及

蓄存雨水排空时间确定，透水垫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mm，孔隙率不应小于 30%。 

（5）透水铺装坡度不宜大于 2.0%。当透水铺装坡度大于 2.0%时，沿长度方向应设置隔断层。 

（6）小区步道可采用仿大理石或花岗岩人造石透水铺装。在品质要求高、人流量较大或有临

时停车需要的小区步道，可因地制宜采用天然大理石或天然花岗岩硬质铺装，但应加强结构透水或

路面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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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透水基层距离建筑物、饮用水源、地下水位应保证一定的安全间距，如受条件限制不满

足要求，应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 

5.2.2 绿色屋顶 

（1）绿色屋顶适用于结构安全、符合防水条件的平屋顶和坡度不大于 15°的坡屋顶建筑，优先

布置在多层建筑及面积较大的建筑裙楼。绿色屋顶坡度大于等于 15%时，应采取防滑措施，绿色屋

顶可采用种植式或模块式。 

（2）新建绿色屋顶设计应包括种植荷载在内的全部构造荷载，以及施工中的临时堆放荷载。 

（3）对既有建筑屋面改造种植的设计，必须对其原结构体系的承载能力重新核算，对其原防

水和构造重新评估，必要时应加固改造之后方可实施。 

（4）绿色屋顶种植土宜选用改良土或无机复合种植土，禁止使用三合土、石渣、膨胀土等土

壤作为栽植土，厚度不宜小于 150mm。对于覆土厚度不能达到种植要求的树木，可设置树池栽植。 

（5）植物选择：以低矮灌木、草坪、地被植物和攀援植物等为主，适量种植小乔木，严格控

制大乔木。应选择须根发达的植物，不宜选择根系穿刺性强的植物种类，应选择易移植、耐修剪、

耐粗放管理、生长缓慢的植物，不宜选择速生乔木和灌木植物。宜选择抗风、防冻、耐干旱，耐高

温的植物。乔木和大灌木植物的高度不宜大于 2.5m，距离边墙不宜小于 2.5m。具体植物选择可参

照附录 8.2。 

5.3 生物滞留设施 

5.3.1 雨水花园 

（1）雨水花园的规模应结合设计目标、汇水面积等因素进行计算确定；宜分散设置，面积不

宜小于 10 ㎡。 

（2）与建筑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3m。对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

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 1m 且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m（水平距离）的区域，宜采用底部防渗的措施。 

（3）设施面积与汇水面面积之比一般为 5%～10%。设施蓄水层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

壤渗透性能确定，一般为 200mm～300mm，并应设 100mm 的超高。 

（4）雨水花园边坡比应小于 1：3，当场地条件受限无法设置放坡时，应增加杉木桩等支护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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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生物滞留池 

（1）生物滞留池的原理与雨水花园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具有围挡结构，并通过对种植土进行

换填，具有更高的渗透和净化雨水的能力。 

（2）可设置在空间有限，周围土体抗渗要求较高的地方。主要用于道路、停车场的周边绿地。 

5.3.3 高位花坛 

（1）高位花坛适用于承接屋面径流雨水，并应设置消能池。 

（2）土工布规格 200~300g/㎡，搭接宽度不应少于 200mm。 

5.3.4 生态树池 

（1）种植土类型和厚度，可根据植被类型确定，乔木冠幅宜为 1000mm 以上。 

（2）种植池内植物选用可参照附录 7.2. 

 

5.4 滞蓄/存储设施 

5.4.1 下沉式绿地 

（1）下沉式绿地的下凹深度应根据设计调蓄容量、绿地面积、植物耐淹性能、土壤渗透性能

和地下水位等合理确定，一般为 100～200mm。 

（2）下沉式绿地种植土层是否换填土壤需结合原状土的渗透性能考虑，换填土壤需保证积蓄

的雨水在 24～48h 内完全渗透。 

（3）种植下渗速率要求不低于 5mm/h，满足《绿化种植土壤》（CJ/T340-2016）中要求，种

植土下部的原土下渗速率若小于 5mm/h，应在种植底部增设盲管。 

（4）下沉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口，保证暴雨时径流的溢流排放，溢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

高于绿地 50～100mm。 

5.4.2 湿塘 /雨水湿地 

（1）雨水进入湿塘前应设置沉砂池、前置塘等预处理设施，去除大颗粒的污染物并减缓流速。

预处理设施容积宜不小于总调蓄容积的 10%。 

（2）湿塘水位分为常水位和调蓄水位。常水位以下做防渗处理，常水位以上为自然土。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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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般为 0.8～2.5m。常水位至调蓄水位之间的调蓄空间为储存容积，应根据湿塘所在区域相关规

划提出的“单位面积控制容积”确定。 

（3）湿塘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一般为 1:2～1:8，驳岸形式宜为生态软驳岸，边坡坡度

（垂直：水平）不宜大于 1:6。 

（4）湿塘应设溢流设施，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衔接，外围应设安

全防护措施和警示牌。 

5.4.4 雨水罐 

（1）根据储水量，规格一般有 0.75m³、1.25m³、3.5m³多种，可根据设计选用单个或多个组合。  

（2）多个雨水罐组合使用时，可通过在底部设置软管及 PVC 管，用不锈钢喉箍固定连接。  

（3）雨水可以从底部放水直接使用；进水管、溢流管外露管段长约 60mm。 

5.4.3 调蓄池/蓄水池 

（1）调蓄池的材质可选用钢筋混凝土。 

（2）调蓄池需设置进水管、排空设施、溢流设施、水位监控装置等。有条件区域应在调蓄设

施上游建设雨水处理设施。 

5.5 转输设施 

5.5.1 植草沟 

（1）植草沟的断面应通过计算确定，需满足设计功能及目标要求。计算时植草沟的最大流速

应小于 0.8m/s，曼宁系数宜为 0.2～0.3；植草沟的边坡坡度一般不宜大于 1:3。 

（2）渗透型植草沟为确保雨水有足够的时间渗入生态滞留土层，纵坡不应大于 4%，纵坡较大

时宜设置阶梯型植草沟或在中途设置消能台坎或挡水堰。 

（3）植草沟总长度结合流量和最小水力停留时间进行确定，为减少水流短路的可能，长度应

超过 30m。 

（4）转输型植草沟宜种植密集的草皮，不宜种植乔木及灌木，植被高度宜控制在 0.1～0.2m。 

（5）对于底层土渗透能力低于设计值、或底部进行了防渗处理的生态滞留植草沟，底部应设

置盲管。盲管可以采用经过开槽或者穿孔处理的 HDPE 管，直径和开孔数量、大小应结合蓄水层深

度、土壤介质的渗流速度等因素通过计算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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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砾石孔隙率应为 35%～45%，有效粒径>80%。 

（7）不透水铺装广场，植草沟面积宜为广场面积的 1/4，宽度宜为 1.5m～2m；透水铺装广场，

植草沟面积为广场面积的 1/8～1/10，宽度不宜小于 0.6m。  

5.6 附属设施 

5.6.1 开口路缘石 

（1）开口路缘石须满足路面收水过流能力要求。路缘石开口进水口处路面标高应比周围路面

标高低 3cm～5cm，便于径流雨水汇入海绵设施。 

（2）路缘石尺寸、开孔形状或间断设置的距离应根据汇水量计算确定，路缘石处宜设置消能、

净化等设施。 

（3）路缘石开口位置不宜距海绵设施内溢流口过近且不应正对溢流口，须保持一定距离，必

要时可设置引水管增大径流路径长度，以充分发挥海绵设施径流控制和污染物削减功能。 

（4）开口路缘石周边不应再设置雨水篦和排水槽，原有雨水篦和排水槽应取消，开口路缘石

与附近雨水篦距离应与雨水篦之间间距保持一致。 

5.6.2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1）溢流式初期雨水弃流井，适用于雨水回用设施前端，进水管管径小于等于 DN800mm。

初雨弃流井材质为现浇混凝土 ，做法参见国标图集《市政排水管道工程及附属设施》

（06MS201）。 

（2）配水管采用实壁 HDPE 管，管径 DN300mm。配水管根数根据进水管管径调整：D1≤

500mm，设置 1 根；D1>500mm，设置 2 根。 

（3）弃流厚度一般可取 2～3mm。 

5.6.3 雨落管断接 

（1）屋面雨水宜经室外雨水立管排至地面建筑周边散水、水簸箕或建筑地面周边雨水明沟(底

部设过水孔洞)后通过植草沟、雨水管渠将雨水引入场地内的集中调蓄设施。无条件时，雨落管可

断接至高位花坛或雨水罐，并可在高位花坛外设置盖板沟，将溢流雨水引入下沉式绿地或雨水管网。 

（2）建筑周边基础范围均应设置混凝土散水保护，建筑雨水断接点离墙体 600mm 以上。 

（3）高层建筑或者距绿化较远的多层建筑的屋面雨水可利用雨水口消能后通过线性排水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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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至下游海绵设施。 

 

5.7 施工图图纸 

施工图图纸参考表 5-1 的要求，具体图纸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表 5-1 施工图图纸参考目录 

图纸种类 图纸要求 

（一）海绵城市设计说明 

1.设计依据（施工图依据的相关规范）； 

2.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建设单位、位置、占地面积、绿地率、统一高程系的场地标高

等基本情况说明）； 

3.设计目标及主要指标校核表（通过各分区下垫面、海绵设施规模、径流系数等校核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年 SS 总量去除率）； 

4.专项设计方案概述及反馈（简述海绵城市优化调整后的设计方案，着重说明对海绵专

项设计方案的调整）； 

5.主要海绵设施设计说明（包括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调蓄池、雨水湿地等，各类设

施具体做法及要求等）； 

6.植物配置（海绵设施植物配置表，包括植物类型、规格、密度、栽植面积、种植要

求）； 

7.海绵城市工程量清单（包括雨水口、盲管、排水管、填料用量等材料用量）； 

8.海绵城市施工要点（包括海绵城市建设施工主要注意事项、施工工序等要点）。 

（二）项目总平面图   主要标明项目红线、下垫面分布情况等，若分区出图，需明确分区线。 

（三）海绵城市汇水分区

平面图 

含建筑雨落管的具体位置、雨水管线分布、海绵设施位置等信息，同时标注海绵城市汇

水分区编号、面积、汇水箭头。 

（四）海绵设施布置平面

图 

含海绵设施平面位置、名称、面积等，应明确路缘石开口位置、雨水溢流口、盲管等要

素位置，并标注径流箭头。 

（五）海绵设施植物配置

图 
各设施植物配置应具体到单个设施采用的植物品种、数量、面积、规格及定位等。 

（六）竖向设计图 

1.海绵设施控制高程含设施完成面高程（BL）、设施溢流高程（OL）、雨水湿地或雨水

湿地常水位（WL）、设施进出水管管底高程（IL）； 

2.其他控制高程含建筑正负零标高、场地道路交叉口地形控制点标高、变坡点标高、建

筑屋面坡向、道路坡向、绿地堆坡线标高等信息。 

（七）雨水管线平面图 

1.与海绵设施对应的雨水管线平面图，图中应明确表达建筑雨落管、雨水溢流口、设施

盲管、雨水口连接管、雨水管道等要素； 

2.各雨水管线均需明确管长、坡度、管径、管材、起讫点标高等因素，并对其进行定

位。 

（八）海绵设施尺寸定位

图 

1.海绵设施坐标定位，包括建筑物边缘、道路边线、地下室边缘的位置标注、海绵设施

总平面位置、尺寸标注； 

2.海绵设施应标注长、宽、弧度等放线要素； 

3.体量较大或不规则设施等需单独进行网格标注。 

（九）海绵设施设计大样

图 

1.项目所采用的海绵设施（如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

雨水湿地、调蓄池等）； 

2.设施衔接详图，如植草沟与生物滞留设施衔接详图； 

3.雨落管断接、雨水溢流井、观察口、盲管等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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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旧建筑住区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6.1 一般规定 

6.1.1 项目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确定的目标和指标实施，优先解决项目积水内涝等问

题。 

6.1.2 建筑住区开展海绵城市改造时，应根据片区或项目更新方案，结合居民合理诉求、后期维护

和场地景观环境等，在保证安全使用、减少对周边影响的条件下，合理进行海绵化改造和径流控制。 

6.1.3 地表污染严重区域主要解决积水内涝、雨水管网病害、雨污管网混错接等问题。改造中避免

污染物渗入地下，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6.2 老旧建筑住区海绵化改造分类策略 

6.2.1 分类策略划分 

基于老旧建筑住区的用户改造意愿、改造资金额度、绿地率、环境卫生条件、室外排水系统现

状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强度等制约因素，按照分类施策方法，划分为基本型、提升型、全面型（图 6-

1）。 

基本型指本底条件一般、涉水问题突出亟待解决，同时其他方面问题可进行有选择的解决；提

升型指本底条件较好，涉水问题不明显，但其他需求突出，如绿地率提高、停车布局优化、道路卫

生改善等方面需求；全面型指本底条件好，没有涉水相关问题，但建筑住区现有建设海绵理念不足，

且具备景观提升、环境改善、设施间设计风格融合的改造空间。 

 

图 6-1 分类施策目标确定 

6.3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包括项目现状分析、分类施策划分、技术措施制定，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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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流程图 

6.3.1 项目现状分析 

根据资料和现场踏勘等分析场地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地上及地下空间等情况；根据现状下垫

面分析计算综合径流系数，得出现状与海绵目标的差距。 

表 6-1 项目现状分析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下垫面分

析 

识别下垫面类型，初步判断下垫面海绵化改造的可行性，包括下沉式绿地、透水性地面、绿色屋面、景

观水体等。 

竖向分析 

梳理场地竖向关系、覆土深度和管网埋深，复核排水沟（管）的断面尺寸、坡度和深度以及屋面雨水管

的设置位置、出户接管方式和标高。应了解燃气、电力等其他管网敷设情况，避免在后期施工中出现海

绵设施无法落位等情况。 

问题分析 

【涉水问题】对积水区域进行摸查，探明积水原因。识别管网雨污合流区域，摸查雨污管网混错接点，

排查管道内部淤积、塌陷、破损、错口和脱节等雨水管网病害问题。 

【竖向问题】分析场地竖向标高，探明因场地竖向高差，致使雨水径流无法汇入海绵设施的区域。 

【居民参与】坚持设计前的居民参与，突出居民共同谋划、共同建设，获取居民的支持与理解。 

【资金问题】明确权属关系及资金渠道。 

汇水分区

划分 
结合场地竖向标高、雨水管网走向，划定汇水分区。明确各汇水分区存在的涉水和竖向问题。 

分类施策

目标清单

形成 

根据改造项目的现状评估结果，形成问题清单、约束条件清单和优势清单等海绵改造清单。 

问题清单主要针对项目自身存在的问题，如场地积水内涝、雨污管网分流不彻底、雨水管网病害等。约

束条件清单包括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制约性因素，如资金问题、居民参与度问题、绿地率低、地面覆土厚

度不足、原有管网布置和竖向情况受限等。 

优势清单包括改造的有利因素，如可改造下垫面、可利用空地和绿地、可改造利用的蓄水设施和竖向标

高满足改造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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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改造任务确定 

表 6-2 改造任务确定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改造目标 
根据海绵城市详细规划或专项规划要求，结合项目问题清单、约束条件清单和优势清单，合理确定项目

的建设目标及指标。 

改造重点

及方向 

根据目标要求，优先解决积水内涝等涉水问题。结合优势清单和约束条件清单，明确海绵改造措施，制

定雨水径流控制策略或雨水资源化利用方式。 

6.3.3 技术措施制定 

6.3.3.1 涉水问题处理 

宜根据积水内涝风险、绿地改造条件、排水系统现状划分类别，通过排水管网分流改造、雨水

管网修复更换、雨水排水设施修缮和增设等方式，解决问题清单中的涉水问题，采用对应的建设措

施。可参照表 6-3。 

表 6-3 老旧建筑住区分类及海绵城市建设措施 

分类形式 分类内容 判定方法 建设措施 

积水内涝风

险 

有风险 

通过现场调研，居民问卷调

查，查看降雨记录、监测记录

等，判断是否满足内涝防治设

计重现期标准。 

结合积水内涝位置和成因，提出管网建设、竖

向优化等工程措施，当地面坡度无法满足排水

要求时，可局部新建或改建雨水管网。 

无风险 仅进行源头海绵设施建设。 

绿地改造条

件 

绿地率≥10% 
通过查看总图并结合现场实际

调研确定。 

按照指标要求将一定比例的绿地下沉，收集消

纳周边雨水径流。 

绿地率＜10% 
取消路缘石或采用路缘石开孔、植草沟、高位

花坛等措施。 

排水系统现

状 

雨污分流，雨水管

网条件较好 查看建筑图纸，结合现场实际

调研确定雨水管网敷设情况。 

雨水管断接，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设

施内设置溢流设施，超标雨水通过溢流设施排

放至地下雨水管网。 

雨污混流，雨水管

网条件较差 
室外排水系统改造及外墙排水立管改造。 

6.3.3.2 竖向优化及径流组织 

尊重既有地形地貌和地质特点，遵循雨水重力流原则，利用场地既有竖向高差条件，统筹考虑

自身雨水汇流和红线外雨水径流对项目的影响。 

尊重既有排水设施布局，结合涉水问题的处理，将雨水径流通过植草沟、排水盲管等有组织引

入海绵设施消纳，并保证设施溢流排放系统与雨水管网系统有效衔接。 

根据海绵城市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评估周边公共海绵设施（如周边公园绿地）消纳雨水径流

的能力，将未受控雨水径流引入周边公共海绵设施控制。 

建筑住区海绵改造系统流程可参照图 6-3。 



 

30 

 

图 6-3 老旧建筑住区海绵改造系统流程图 

6.3.3.3 海绵设施选择与布局 

（1）设施选择 

结合老旧建筑住区的分类施策目标，充分考虑拟建海绵设施的功能性、适用性、经济性、景观

效果和居民改造意愿等因素，选用综合效益最优的单项海绵设施或组合系统。同时在改造过程中应

注意适老化、适幼化设计，如下沉式绿地、湿塘远离活动区设置，布置安全警告牌等。 

表 6-4 老旧建筑住区海绵设施选择要点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基本型 

海绵设施选取宜偏重可实施性，如高位花坛、雨水罐、透水铺装

等。充分利用绿化空间，布置分散式源头海绵设施，通过路缘石

开口、雨落管断接等措施，调蓄路面及屋面雨水径流。 

应结合优势清单及约束条件清单，在

场地允许情况下，鼓励设置雨水收集

回用系统，实现雨水径流控制目标。 

提升型 

停车空间可采用缝隙式透水铺装或结合格栅式生物滞留池设置停

车位（如图6-4）；活动场地的改造可通过控制场地竖向、新增

侧石开口或采用透水铺装等形式，消纳雨水径流；景观空间提升

可筛选绿化条件较好、积水点附近等点位，设置绿色海绵设施，

结合景观设计提升建筑周边景观效果。 

可利用内部现有水体，改造为湿塘，

通过植草沟或排水沟将雨水径流转输

至湿塘进行末端控制，并形成别样的

景观风貌。 

全面型 
可参考新建建筑住区项目的海绵设计要点，结合景观设计设置多

样的海绵设施，提升景观环境质量。 

结合小区实际需求，可在广场、停车

场的地下空间设置储水设施，对雨水

进行蓄存、回用。 

（2）设施布置 

海绵化改造应优先对绿地进行改造，其余下垫面宜按屋面、道路及活动场地、停车场、景观水

体的顺序进行改造，鼓励采用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高位花坛、绿色屋面、透水铺装、生态停车

场等低影响开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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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老旧建筑住区设施布置要点 

分类 内容要点 

绿地 

对于建筑与小区的集中绿地和零星绿地，当绿地与场地高差较小时，优先对绿地进行下沉改造，如雨水

花园。为保证雨水花园的处理能力，可以对绿地土壤进行一定的渗透性能改良处理，如增加有机物质

等。并将住宅和道路旁的绿地改造为植草沟，起到收集、传输屋面及道路的径流雨水的作用。  

场地中的高位花坛，当花坛中有乔木时，鼓励改造为生态树池；当花坛中无高大乔木时，宜取消花坛反

坎，绿化下沉为生物滞留设施，将雨水引入其中消纳。 

针对坡度较大的堆坡绿化（坡度＞10%），当绿地坡向道路和活动场地时，鼓励在坡底设置植草沟或渗

渠，拦截转输雨水；当绿地坡向建筑物时，优先考虑排水安全性，宜在坡底增设排水沟或修缮原有排水

沟，保证排水通畅。 

对于小区内阶梯型绿化和堆坡绿化（坡度≤10%），有雨水消纳需求时，宜根据雨水径流走向，设置阶

梯型雨水花园消纳周边雨水。 

对于老旧厂区，鼓励收集屋面、人行道、活动场地和非机动车道等无污染区域的雨水，将其引入海绵设

施中消纳。 

屋面 

建筑物周边有绿地或花坛时，优先通过雨水立管断接、单体周边排水沟修缮等方式，将屋面雨水径流引

入雨水花园或高位花坛进行消纳。 

建筑物周边无适当绿地收集雨水，且原有屋面坡度不大于15%时，鼓励对屋面进行绿色屋顶改造。改造

前应对屋面进行鉴定和评估，保证防水性能和安全性能，且改造后不得影响原有屋面排水能力。 

道路与活

动场地 

人行道、步行街和广场等非机动车道可优先改造为透水铺装，优先选择缝隙透水型铺装。 

可采用取消路缘石、路缘石开孔或植草沟的方式，将不透水路面或广场的雨水径流引入下沉式绿地或生

物滞留设施中消纳。对于铺装上零星灌木、乔木，在不影响居民活动和基础安全性前提下，鼓励改造为

生态树池，并对其进行土壤改良处理，提高土壤渗滞能力。 

透水铺装改造可与小区水电气路等配套设施或管网改造同步推进，减少路面开挖频率，同时满足路基路

面强度和稳定性等要求。 

对于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内的道路和活动场地，无条件设置海绵设施时，可设置雨水口截污挂篮，拦截

雨水径流中垃圾与颗粒物。 

停车场 

小区进行停车场改造时，优先考虑建设生态停车场。生态停车场面层推荐采用植草砖、植草格等。 

可采用格栅式生物滞留池与停车位相结合的形式，消纳径流雨水，同时满足停车需求，如图6-4。 

当土基的渗透能力、地下水位、路基强度和稳定性满足要求时，生态停车场推荐采用全透水结构。当雨

水下渗对周边建（构）筑物结构安全有影响时，应采用半透水结构，在透水构造层底部应设置防渗措

施，并设置透水盲管收集导排下渗雨水。 

景观水体 
鼓励对小区现有的沟渠和人工湖改造为湿塘，不透水地面雨水径流进入湿塘前，应通过绿色设施（如植

草沟）对其进行预处理，降低径流污染负荷。 

调蓄池 
场地有改造条件，且有雨水回用需求的老旧建筑住区项目，鼓励增设调蓄池和雨水处理设施。 

雨水径流宜经过绿色设施预处理后进入调蓄池，建议选择钢筋混凝土调蓄池。 

管线综合 

海绵设施的布局应统筹考虑地下管线的空间位置，尽量相互避让、因地制宜，当海绵设施与管线距离较

近，对管线采取一定的包固措施。地下管线分布密集的区域，以转输型植草沟和下沉式绿地为主；地下

管线分布较少的区域，可结合场地情况，合理设置雨水花园、植草沟和透水铺装等。 

 

 

图 6-4 小区停车位与格栅式生物滞留池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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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与维护 

7.1 施工 

7.1.1 一般规定 

（1）施工前应评估确定土壤特性与设计使用的地质勘探资料是否一致，特殊土壤地质条件下

的海绵设施施工方案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施工过程应做好防护措施。  

（2）对于新建项目，应在主体建设工作已完成，施工设备和材料土堆已经移除且汇水区稳定

后，再开挖施工海绵设施，或应采用土工布覆盖并推迟种植植物；对于改造项目，应先对原有排水

管道进行检测，对于堵塞或破损的管道应进行清淤和修复。 

（3）施工单位应统筹施工工序，应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深后浅的原则开展施工，避免土方

反复开挖及回填，并应采取措施减少交叉施工造成的污染和干扰。 

7.1.2 施工前期准备 

【时间节点】项目施工前。 

【参与主体】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景观、建筑、排水及海绵施工图设计人员。 

【准备要求】海绵施工图应与建筑、景观、排水施工图进行设计界面一致性确认；设计单位向施

工单位交底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本项目基本情况及施工注意事项。 

 

图 7-1 前期准备要点图 

7.1.3 施工过程管控 

【时间节点】项目建筑工程、室外工程施工。 

【参与主体】建筑工程（含屋面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和室外工程（除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外）

施工单位按照划分好的施工界面做好与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单位的配合工作；海绵城市建设工程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海绵施工图开展施工；设计单位应做好施工全过程技术指导。 

【施工要求】建筑工程中屋面防水、室外排水管网及雨水利用设施施工时应做好与海绵城市建设

工程的衔接；如室外雨水管网、散水沟标高和坡向因现场特殊情况不能照图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单

位应上报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复核图纸，确认不影响海绵设施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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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过程管控要点图 

【施工要点】建筑工程、室外工程施工要点详见表 7-1 及表 7-2。 

表 7-1 建筑工程施工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建筑屋面 
【屋面防水】在建筑屋面防水层施工前应再次复核绿色屋顶形式及分布；绿色屋顶区域的屋面防水层应

满足一级防水等级设防要求，且至少设置一道具有耐根穿刺性能的防水材料。 

室外排水

管网 

【管网衔接】不得随意变动存储海绵设施溢流管接入的室外雨水管网标高、坡向，海绵设施溢流管与雨

水管应至少满足管顶平接。雨水花园溢流口最低点应低于雨水井最低点。 

【落水管断接】落水管施工前应再次复核落水管断接要求及形式；当落水管为室内系统时，应注意控制

出户管底标高，保证雨水可自流接入海绵设施。 

雨水利用

设施 

【管道衔接】不得随意变动与雨水利用设施衔接的相关管道平面、竖向高程及坡向等。 

【独立使用】如设计有回用水管道，应注意该管道应为独立管道系统，不得与生活饮用水管道混接，并

应设置防误饮误接措施。 

表 7-2 室外工程施工要点表 

分类 内容要点 

材料检验 

【材料要求】场地内海绵设施等技术和工艺应满足现行国家及地方建设领域禁止、限制使用落后技术的

要求。详见《江苏省建设领域“十三五”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公告（第一

批）》 

【自检项目】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质保书、安全与环保认证

等质量证明文件，监理单位应按相关要求进行现场验收。 

【送检项目】透水砖、透水混凝土增强剂、透水沥青等材料应进场复检，透水混凝土路面、透水沥青路

面等应现场取样抽检，第三方检测机构应具备工程质量检测相应资质。 

场地平整 

【设施定位】室外场地平整预留放线时，不得随意变动海绵设施位置、面积等。 

【场地竖向】收水范围内场地应向存储海绵设施找坡；当雨水需经过排水沟接入海绵设施时，施工现场

不得随意变动排水沟起点、终点位置、标高、坡向。 

【管线避让】室外场地平整预留放线时，海绵设施位置不得与其他管线（燃气管、给水管等）或构筑物

冲突。 

7.1.4 常用海绵设施施工要点 

7.1.4.1 透水铺装 

（1）透水垫层中应铺设穿孔排水管，穿孔排水管表面宜包裹透水土工布，防止堵塞。  

（2）当透水面层为透水砖时，找平层施工应采用粗砂干拌等透水性材料，不得采用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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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 

（3）透水混凝土面层应按设计设置膨胀缝及变形缝；分层设计的透水混凝土，素色层和彩色

层宜作为整体同步施工，并在底层初凝前摊铺面层。 

（4）在冬季或雨期进行透水路面施工时，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订专项施工方案，经批准后

实施。 

7.1.4.2 绿色屋顶 

（1）种植区域应与建筑立墙、设施设备留出缓冲区，不宜满铺。现场植物栽培宜连续作业，

未种植完毕的植物应及时喷水保湿，或采取假植措施。 

（2）绿色屋顶底部应设置排水口，如无排水口，应与设计单位核实；排水口开口位置应与屋

面排水方向相同；排水口出水应引至屋面排水沟或雨水斗。 

（3）可上人的绿色屋顶应预留有维护通道，可与屋面排水沟合并设置。 

7.1.4.3 生物滞留设施 

（1）排水层中的穿孔排水管表面宜包裹透水土工布，防止堵塞；碎石粒径不应过大（不超过

40mm），避免损坏土工布及防渗膜。 

（2）不可人为压实雨水花园，种植植物前应使雨水花园填料自然沉降和压实；应在植物栽种

密度不足区域铺设覆盖层，可适当点缀碎石、卵石等，避免采用轻质材料。 

7.1.4.4 下沉式绿地 

（1）种植土宜采用二次覆土方式，对含有大量易发酵物质的有机物，应充分发酵后，方可入

场使用。种植土和植被种植的施工除应满足上述要求外，还应符合现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CJJ82）的有关规定。  

7.1.4.5 湿塘/雨水湿地 

（1）应设置护栏、警示牌等安全防护和警示标志。 

（2）前置塘塘底宜采用混凝土或块石结构，按设计设置清淤通道及淤积深度标尺，方便后期

清淤维护。  

7.1.4.6 转输型植草沟 

（1）沟底应平整、无反坡，沟内无杂物，平均深度不宜＞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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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设施维护 

7.2.1 一般规定 

（1）海绵设施的维护应配备必要的养护设备、检测设备和专业养护技术人员。鼓励采用智能

化的维护管理技术，建立养护管理数据库，加强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应用，为建筑住区海绵城市建

设与运行维护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2）海绵设施应进行日常巡视和特殊巡视，日常巡视应定期进行，特殊巡视应在台风、暴雨

等特殊天气过程结束后进行。 

（3）海绵设施应进行常规维护和巡视中发现问题后的针对性维护。 

7.2.2 海绵设施的常规维护内容及维护频次如表 7-3 所示。 

表 7-3 海绵设施的常规维护内容及频次 

海绵设施 维护内容 维护频次 备注 

透水铺装 检修、疏通透水能力（雨季之前和期中）。 4次/年 / 

绿色屋顶 溢流设施维护，植物常年维护。 按需养护 

初春浇灌（浇透）1次，雨

季期间除杂草1次；视天气

情况不定期浇灌植物。 

生物滞留设施 检修（雨季之前和期中），植物常年维护。 2次/年 禁止使用除草剂等药剂。 

下沉式绿地 检修（雨季之前和期中），植物常年维护。 2次/年 禁止使用除草剂等药剂。 

湿塘 设施清淤，植物常年维护。 按需养护 / 

雨水湿地 设施清淤，植物常年维护。 按需养护 / 

调蓄池/蓄水池 检修、淤泥清理（雨季之前、之后）。 按需养护 
每次暴雨之前预留调蓄空

间。 

雨水罐 检修、淤泥清理（雨季之前、之后）。 1次/周 / 

植草沟 检修（雨季之前和期中），植物常年维护。 2次/年 暴雨之前检查溢水口。 

开孔路缘石 检修、维护（雨季之前、之后）。 1次/月 /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雨季之前设施清淤、检修、维护。 1次/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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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 录 

8.1 编制依据 

8.1.1 相关政策文件及规划 

（1）《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建城函〔2014〕275

号） 

（2）《宿迁市海绵城市条例》（2022 年发布） 

（3）《宿迁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修编）（2021-2035）》 

8.1.2 相关规范标准 

（1）《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2）《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3）《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 

（4）《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技术规程》（T/CECS 469-2017）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32/3962-2020） 

（7）《江苏省雨水花园建设与运行维护指南》（2018） 

（8）《江苏省海绵城市建设适生植物应用指南》（2018） 

（9）《江苏省海绵城市建设导则（试行）》（2017） 

（10）《海绵城市设施通用图集》（苏 S57-2020） 

（11）《宿迁市海绵城市建设导则（试行）》（2020） 

（12）《宿迁市海绵城市设施施工指南（试行）》（2020） 

（13）《宿迁市海绵设施植物配置指南》（2020） 

（14）《宿迁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施工验收导则（试行）》（2020） 

（15）《宿迁市海绵设施维护及管理指南（试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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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规范标准、技术文件等 

8.2 建筑住区常用海绵设施植物配置推荐 

以下针对主要的海绵设施类型，列举适宜宿迁地区建筑住区常用海绵设施的植物种类。 

表 8-1 海绵设施植物配置推荐类型 

海绵设施类型 配置植物要求 配置植物列举 

植草沟 
根系发达、净

化能力强 

草本植物：马蹄金、石菖蒲、鸢尾、金线蒲、狼尾草、蓝羊茅、斑叶芒、麦冬、

萱草 

雨水花园 

耐水耐旱、根

系发达、净化

能力强 

灌木：彩叶杞柳、海滨木槿、雪柳、迎春花、金边六月雪、红叶石楠、枸骨、胡

颓子、洒金桃叶珊瑚、小叶女贞 

藤本植物：中华常春藤、络石、五叶地锦、扶芳藤、藤本蔷薇、木香花 

草本植物：美人蕉、石菖蒲、鸢尾、狼尾草、斑叶芒、二月兰、庭菖蒲、麦冬、

白车轴草、石竹、黄金菊、萱草、美女樱 

竹类：淡竹、紫竹、斑竹、菲白竹、红哺鸡竹、箬竹 

水生植物：水生美人蕉、芦苇、芦竹、花菖蒲、旱伞草、千屈菜、香蒲 

湿塘/雨水湿地 

根系发达、净

化能力强、抗

水淹的水生植

物 

乔木：旱柳、乌桕、柽柳、落羽杉、垂柳、池杉、桑树、豆梨、枫杨、楝树、黄

连木、槐树、三角枫、香樟 

灌木：彩叶杞柳、紫穗槐、海滨木槿、雪柳、接骨木、山麻杆、红叶石楠、醉鱼

草 

草本植物：马蔺、美人蕉、石菖蒲、鸢尾、鸭儿芹、金线蒲、狼尾草、斑叶芒、

二月兰、兰花三七、萱草、蔓长春 

水生植物：水生美人蕉、芦苇、芦竹、花菖蒲、鸢尾、再力花、千屈菜、香蒲、

梭鱼草、荷花、睡莲、狐尾藻、金鱼藻 

下沉式绿地 

根系发达、净

化能力强且耐

短时水淹、有

一定抗旱能力 

灌木：黄杨、红叶石楠 

草本植物：鸢尾、八宝景天、美人蕉 

水生植物：千屈菜、黄菖蒲、香蒲、慈姑 

生态树池 

耐水湿、耐

旱、抗污、浅

根系且单体树

形优美、观赏

性高 

乔木：落羽杉、池杉、水杉、垂柳、杜梨、红叶李、豆梨、枫杨、秋枫、朴树 

绿色屋顶 

重量较轻、根

系较浅、适应

强劲风力、生

命力强、抗旱

能力强 

草本：佛甲草、金叶景天、八宝景天、狗牙根、狼尾草、斑叶芒、大花金鸡菊、

白车轴草、蓝花鼠尾草、紫娇花 

灌木或小乔木：迎春花、小叶女贞、红叶石楠、南天竹、红枫、紫薇、紫荆、海

棠、碧桃 

竹类：菲白竹 

藤本：藤本蔷薇、木香花、中华常春藤、五叶地锦、扶芳藤、薜茘 

备注:黄菖蒲、石菖蒲、旱伞草、千屈菜、白车轴草、芦竹、梭鱼草、美人蕉、香蒲、荷花、

睡莲、金鱼藻、狐尾藻等植物净化能力较强，适用于面源污染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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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典型生物滞留设施植物配置做法与样图 

8.3.1 典型生物滞留设施植物配置做法 

8.3.1.1 模式一：乔木—地被 

（1）榉树——美丽月见草+鸢尾+麦冬 

（2）臭椿+榉树——美女樱+柳叶马鞭草+白车轴草 

（3）麻栎+三角枫——柳叶马鞭草+虞美人+吉祥草 

（4）朴树——宿根天人菊+松果菊+三白草 

 

图 8-1 乔木—地被配置模式断面图 

8.3.1.2 模式二：灌木—地被 

（1）杞柳+红花檵木+枸骨——鸢尾+麦冬+沿阶草 

（2）洒金桃叶珊瑚+珍珠梅+栀子——松果菊+麦冬 

（3）彩叶杞柳+紫穗槐+接骨木——红蓼+石菖蒲 

 

 

图 8-2 灌木—地被配置模式断面图 



 

39 

8.3.1.3 模式三：乔木—灌木—地被 

（1）水杉+黄连木+乌桕——石楠+醉鱼草——菲白竹+鸢尾+麦冬 

（2）垂柳——紫荆+迎春花——萱草+美人蕉+美女樱+吉祥草 

（3）榔榆+红叶李——接骨木+牡荆——凹叶景天+八宝景天+常春藤 

（4）香樟+海滨木槿——藤本蔷薇——黄金菊+吉祥草 

 

图 8-3 乔木—灌木—地被配置模式断面图 

8.3.1.4 模式三：乔木—灌木—地被—水生植物 

（1）江南桤木+枫杨——黄杨+水蜡树+醉鱼草——中华常春藤+活血丹——花菖蒲+旱伞草 

（2）乌桕+三角枫——山麻杆+接骨木+牡荆——石菖蒲+络石+蒲苇——溪荪+水生鸢尾+千屈

菜 

（3）悬铃木+朴树——彩叶杞柳+醉鱼草+紫穗槐——红蓼+菲白竹+金线蒲——黄菖蒲+水生美

人蕉 

 

图 8-4 乔木—灌木—地被—水生植物配置模式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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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生物滞留设施植物配置样图 

 

图 8-5 植物配置样图一 

 

图 8-6 植物配置样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