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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nge city is a new trend of urban storm water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nge c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latitude)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general low impac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universality.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 differences,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matrix sponge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city construction, and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key technology, preliminary definition of the key technology of sponge city regional differen-
tiation, enrich and improve the sponge city theory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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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绵城市是城市雨洪管理的新趋势，具有低影响开发技术特征。海绵城市建设与地理位置(纬度)、气候

条件等密切相关，因此，通用的低影响开发技术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普适性。本文分析了地理差异、气

象条件、下垫面基质特征等因素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影响，并阐述了主要关键技术的应用效果，初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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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绵城市关键技术的区域分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海绵城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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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建设部调查(样本数 349)，2008~2010 年我国发生内涝城市 289 个，占样本数 80%。洪涝导致 2000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 353 亿元。城市内涝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与地理气象、城市排水管网等有关，

在一定程度上受城市生态格局演变、城市水文完整性和城市下垫面性质的影响更为强烈。采取低影响开

发技术构建海绵城市是应对内涝、再生雨水资源和重塑城市生态的新趋势。然而，仅以绿色基础设施替

代灰色基础设施即可构建海绵城市在学术上尚存争议，通过增加城市下垫面的透水性能调蓄雨洪，也与

城市所处地理环境、地下水文、地表植被类型、土壤环境等密切相关，为此，在不同纬度、不同地域推

广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必须首先考虑其是否具有区域分异性，才能形成形式模范。然而，有关海绵

城市关键技术区域分异性的科学概念尚不清楚，理论体系尚未完成，海绵城市构建的技术规范还存在若

干需要完善、补充和调整、优化的内容。因此，研究海绵城市关键技术的区域分异性，对正确认识低影

响开发技术的试用性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对完善和丰富海绵城市理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2. 基于中国地域背景下的径流量水文特征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50%，标志着我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迈入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大国。快

速城镇化引发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城市化的不断加深则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其中城市洪涝危机尤

为突出。 
由于我国降水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控制，年际变化大，年内季节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 6~9 月，

占到全年的 60%~80%，北方甚至占到 90%以上。同时，我国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暴雨洪水频发，

洪峰洪量加大等风险，导致每年夏季成为内涝多发时期。且由于汛期洪水峰高量大，绝大部分未得到利

用和下渗。导致河流断流与洪水泛滥交替出现，且风险愈来愈高。资料表明，最大洪峰流量与年最大洪

峰流量平均值之比，在北方达到 5~10 倍，南方达到 2~5 倍。年内和年际以及地区间高度不均衡，导致出

现洪涝灾害风险过大[1]。除了区域性的洪涝灾害以外。城市内涝问题也日趋严重，如 2010 年广州“5·7”
暴雨，2011 年的南京“7·18”暴雨，2012 年北京“7·21”特大暴雨事件。2015 年 4 月 7 日，长沙再现暴

雨袭城，湘府变泽国，重启“看海”模式。内城“看海”的景象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众多遇难的生命和惨

重的经济损失[2]，雨洪问题已被推到了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面前，发人深思。这时，海绵城市的兴起

正是解决中国雨洪问题的锦囊妙计。 
由于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东西横跨 62 经度，约 5500 千米；南北纵跨 49 纬度，约 5000 千

米，不同地域的降雨量差异可谓天壤之别，而《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3]中宏观地描述了其对雨水的

处理缓冲能力，并未具体细化研究海绵城市的构建对降雨量大小适应能力的因素。根据我国平均年降

雨量分布图[4] (见图 1)容易得出我国西北部地区缺乏降雨气候干燥，东部及东南部降雨较为丰富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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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nual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图 1. 中国年降水量分布图 
 

年处于湿润气候。所以针对不同的地理环境构建适宜当地雨水调节的海绵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通过地区内多年的降雨资料数据，计算出平均一年该地区的降水量，然后调查统计该地区的排水量

(主要是地表径流排出量)，两者相减后得出的即是该地区的雨水年吸收量。海绵城市建设中要达到的

雨水吸收指标通常是通过绿色下垫面(如绿色屋顶/透水铺装/雨水花园/人工湿地等)取代原有的灰色基

础设施(即传统意义上的硬化下垫面)来提高雨水的原地滞留/消纳和下渗量来实现的，该指标(专业称之

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因地而异，通常为 80%~85%。现将我国各部分地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制成如下

表格(见表 1)，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根据年径流量的区域特异性为不同地方的海绵城市发展提出研究

方法和可行方向。 
如今，低影响发展(LID)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城市雨水管理比传统的城市排水系

统更有效果。然而，它对城市洪水的影响城市排水系统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特别是在当被认为具有不

同的降雨特征的时候。因此，为了深入了解 LID 设计的性能，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降雨特性，华鹏秦等

人[5]为我国洪涝严重的一线城市提供有效的城市洪水管理办法，即通过比较存储深度的低影响设计与累

计降雨量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2)在常规排水系统的洪水开始和结束时对三盖技术作了有效的评估。得到如

下结论：所有三个盖(执行 LID 方案)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减弱洪水在较重和较短的风暴事件中造成的影

响。减弱洪水的趋势可以解释使用一个新型排水办法——LID 技术。它将采用有效的水文规划，采用渗

透，过滤，蒸发和径流集水方法，这些方法适用于减少径流位移，使水文城市地区提高技术发展[6] [7]
现有能力，为海绵城市防洪排涝进一步提供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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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esign rainfall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nnual runoff in some cities in China 
表 1. 我国部分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一览表 

城市 
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mm) 

60% 70% 75% 80% 85% 

酒泉 4.1 5.4 6.3 7.4 8.9 

拉萨 6.2 8.1 9.2 10.6 12.3 

西宁 6.1 8.0 9.2 10.7 12.7 

乌鲁木齐 5.8 7.8 9.1 10.8 13.0 

银川 7.5 10.3 12.1 14.4 17.7 

呼和哈特 9.5 13.0 15.2 18.2 22.0 

哈尔滨 9.1 12.7 15.1 18.2 22.2 

太原 9.7 13.5 16.1 19.4 23.6 

长春 10.6 14.9 17.8 21.4 26.6 

昆明 11.5 15.7 18.4 22.0 26.8 

汉中 11.7 16.0 18.8 22.3 27.0 

石家庄 12.3 17.1 20.3 24.1 28.9 

沈阳 12.8 17.5 20.8 25.0 30.3 

杭州 13.1 17.8 21.0 24.9 30.3 

合肥 13.1 18.0 21.3 25.6 31.3 

长沙 13.7 18.5 21.8 26.0 31.6 

重庆 12.2 17.4 20.9 25.5 31.9 

贵阳 13.2 18.4 21.9 26.3 32.0 

上海 13.4 18.7 22.2 26.7 33.0 

北京 14.0 19.4 22.8 27.3 33.6 

郑州 14.0 19.5 23.1 27.8 34.3 

福州 14.8 20.4 24.1 28.9 35.7 

南京 14.7 20.5 24.6 29.7 36.6 

宜宾 12.9 19.0 23.4 29.1 36.7 

天津 14.9 20.9 25.0 30.4 37.8 

南昌 16.7 22.8 26.8 32.0 38.9 

南宁 17.0 23.5 27.9 33.4 40.4 

济南 16.7 23.2 27.7 33.5 41.3 

武汉 17.6 24.5 29.2 35.2 43.3 

广州 18.4 25.2 29.7 35.5 43.4 

海口 23.5 33.1 40.0 49.5 63.4 

3. 下垫面基质特征对海绵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城市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水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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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显然倘若仅考虑水文特征的因素不能很好地完善海绵城市的构建体系，城市的构建基础建立

在土壤之上，由海绵城市的理念及基本功能我们可以设计出较GCC的水循环收集与释放示意图(见图 3)，
由此可见地质条件同样是影响海绵城市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可通过绿色通道盖(GCC)顶部的

混凝土衬砌渠道，把提出的 GCC 用于直接降雨部分开放[8]。同样分析整合不同地域之间的土壤差异能

够对海绵城市充分发挥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所提供的中国土壤信息系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土壤资源丰富、类型繁多且南北方向呈现土壤渐变性

层次差异。由不同土质的渗透系数[9]的测定可得以下表格(见表 2)。 
在此易得出不同种类的土壤吸水渗水能力的差异，这对于我国西部人口较少地区的海绵城市的构建

有一定参考价值和意义，我国西部以高山土质为主，根据《祁连山西水林区亚高山灌丛土壤入渗性能研 
 

 
Figure 2. Low impact design of storage depth and variation of cumulative rainfall with time 
图 2. 存储深度的低影响设计与累计降雨量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collection and release of GCC in water cycle of sponge city 
图 3. 海绵城市水循环 GCC 收集释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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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soils 
表 2. 不同土质的渗透系数 

土类 渗透系数(cm/s) 土类 渗透系数(cm/s) 

粘土 <1.2 × 10−6 细砂 1.2 × 10−3~6 × 10−3 

粉质粘土 1.2 × 10−6~6 × 10−5 中砂 6 × 10−3~2.4 × 10−2 

粘质粉土 6 × 10−5~6 × 10−4 粗砂 2.4 × 10−2~6 × 10−2 

黄土 3 × 10−4~6 × 10−4 砾砂 6 × 10−2~1.8 × 10−1 

粉砂 6 × 10−4~1.2 × 10−3   

 

究》一文容易探究西部地区土壤渗透性的普遍规律，最终结果得到不同灌木林土壤的初渗率在 3.80~53.93 
mm/min，稳渗率在 0.95~24.12 mm/min，为西部地区海绵城市的构建提供数据归纳整理。 

然而对于我国东部人口密集地区而言，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的自然土壤已经逐步被建

筑物、混凝土、沥青等几乎不透水材料所覆盖，形成了生态学上的“人造沙漠”，致使城市失去了原有

的“水弹性”。此时自然土壤的处理水差异将不再对海绵城市的构建造成巨大影响。每逢夏季暴雨时期，

国内的各大城市越来越缺乏对地表温度和湿度的调节能力，从而极易产生所谓城市的“热岛效应”或雨

季“城中看海”的内涝问题，几乎形成了“逢雨必涝”的局面。 
在此，造成当前城市“逢雨必涝”困局的主要因素为城市铺设的道路多为不透水的硬质路面，雨水

很容易在路面形成大面积积水，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极度不便。而在近年所提倡的“海绵城市”建设过程

中，不少城市在新修建的道路中，采用了新型透水砖、透水沥青等渗透性强的建筑材料。“目前，市面

上的透水材料看似可以解决路面积水问题，但毫无蓄水能力的透水材料，仅能起到雨水快渗快排的作用，

对减轻市政管网排水压力并无明显效果，而且雨水资源利用率也是相当低。”据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

学院肖劲东教授表示，“打造‘海绵城市’的本质，并不是要让管网排走所有的雨水，而是要将雨水合

理地收集与再利用。” 

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过快，城市土壤沙漠化加重这一现象，中国地质大学早在 2003 年就城市土壤蓄

水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试验，并在充分吸收和消化西方发达国家雨水资源化材料的基础上，自主创新成

功研制出一种能够储蓄大量雨水的生态陶土材料。据肖劲东教授介绍，“在近 10 年来的不断实验与改进

过程中，这种蓄水陶土已具备可靠的地下储水能力。将蓄水陶土铺覆在城市绿植表层下方，小雨时，蓄

水陶土可对地表雨水进行收集、净化以及蒸腾；暴雨时，蓄水率高达 110%的蓄水陶土可将大量雨水储存

于土壤之中，能够有效延缓市政管网的排水压力。” 

据了解，在当今美国、德国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城市建设中，早已将生态型蓄水陶土用于解决城市雨

水的循环利用，以最贴近生态自然方式还原城市“海绵”效果。如今，在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发展建

设中，以蓄水陶土为新型的蓄水材料充当城市下垫面基质，可形成雨水经过植被—蓄水层—管道的综合

解决方案，保障城市 70%以上的雨水得以利用，大幅降低“海绵城市”建设周期和预算成本。蓄水陶土

的研发是应对当前已经具有较为成熟运作却缺乏抗涝能力的一线城市的补救措施，在海绵城市蓄水技术

中举足轻重，是在建造发达的海绵城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在考虑下垫面对海绵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不仅以陶土作为蓄水材料，将生态环境最终与城市融为一

体才是建设海绵城市最后的目标成果。在海绵城市的关键技术中，储藏设施和渗透设施建设成败成为了人

们关注的话题。为了实现这一点，LID 的原则和做法[10]集中在治理的步骤中产生的径流，不同于以前的

原则和做法，减少洪水集中处理后产生的径流[11]。LID 控制设施可分为两大类：存储设施，如地下存储，

水库和渗透设施，如渗透沟，渗透收集器。这项研究只考虑 4 个设施：地下存储，渗透收集器，渗透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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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拘留池。其中，碎石滞洪池既包括储藏设施，又包括渗透设施。也就是说，碎石塘可以起到渗透和滞

留的双重作用。如果充分利用陶土材料与碎石塘投入海绵城市的建设发展，其净水与蓄水能力将大大提高，

对东西两地土壤差异较大的环境也适用，极大地促进了海绵城市关键技术领域的进一步成熟。 

4. 数据集成技术为海绵城市的发展开辟新径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城市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水资源和

生态环境。这些数据有多个来源并且高度复杂。基于对目前城市数据信息监测存在的问题，邵薇薇等人

[12]提出了根据城市规划数据整合的海绵城市的数据集成方案，地下管网信息、数字高程信息、水文站网

信息和基于低影响开发技术、城市排涝、城市面源污染预防和控制技术的集成。该计划是专为海绵城市

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并作为一个理论框架，依靠数据和集成技术的操作。 
海绵城市不仅需要为自然降水等要素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建设，而且人工水系统，包括供水、排

水、防洪、内涝防治、水的循环利用，而在一个给定的城市地区几乎每一个建设项目。城市的复杂性带

来了多样性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数据，和一个海绵城市建设涉及众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水供应和处理

规划、园林、交通、建设、城市管理、气象。由于收集这些数据所需的方法的多样性，有差异的统计要

求，格式的结构，和范围和精度的报告数据的精度。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一步的扩大，使用计算

机和信息技术，在城市规划的策略和方法的改进，以及数据融合与集成技术与应用领域的理论、数据集

成方法的迅速发展，当前的数据集成方法和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资源管理的社会领域、城市规划和地理

分析。可见，多源数据的共享与整合已经成为海绵城市规划的必然趋势。因此，海绵城市建设的数据集

成方法的研究允许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数据信息，并使海绵城市建设更可靠，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规划

结果数据的整合，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多种形式的信息表达的一个相同的空间单位的时间序列[13]而研究海

绵城市的区域分异性，正是研究在地带性因素和非地带性因素共同作 
用下，中国表面不同地段之间的相互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性。在不同地区也有相应海绵城市的

建设方案，利用当今大数据的集成分析将高效地把各个地区的共有及特有信息以数据的形式演示并呈现，

为海绵城市的正确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这也正是研究海绵城市区域分异性的意义所在。 
海绵的城市建设也需要整合技术，该技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海绵城市建设方案，包括渗水、积水、

储存、净化、用水、排水、雨水资源化利用的实施，防洪减灾，和面源污染防治，改善生态环境。这些

都是多技术集成，主要包括技术对原有的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为城市生态恢复、城市排水和防

洪，城市面源污染的防治，低冲击开发(LID)技术，和雨水利用技术。通过建立海绵城市的模式，进行重

建和协调，形成一个综合实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14]，这六大技术成为一个集成框架相通、统一、协

调的海绵城市建设体系(见图 4)。 
结合数据和技术将催化海绵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和其功能的评价。海绵城市也可以

与正在发展中的智能城市建立联系，将智能思维带到海绵城市。在智能海绵城市建设的同时，将云计算

与大数据信息技术策略实现智能排水和雨水收集管网堵塞，提供实时响应，并维持城市地表水污染实时

监测。这种整合也可以支持打击积水小节通过风暴警报和智能响应的水系统，实现实时监测和地表径流

量的快速响应。通过智能水污染控制和处理， 
集中和分散，有可能实现循环利用雨水再生水，对海绵城市的净水用水技术发展做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5. 绿色生态——群力雨洪公园 

群力雨洪公园位于哈尔滨市东部新城—群力新区，占地面积约 2733 公顷，2006 年始建，完全建成

后将拥有 3200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可容纳约 30 万人居住、工作和生活。但该区域仅有约 16%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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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system integration framework 
图 4. 海绵城市建设系统集成框架 
 
其余部分将全部被水泥混凝土覆盖。由于哈尔滨年降水量在 567 mm 左右，主要集中在 6、8 月份，该区

域历史上为洪涝灾害频发区。于是其中一个公园约 34.2 公顷的面积原为保护性的湿地。公园设计者们在

保护湿地的基础上，通过巧妙地设计将该区域打造成为了一个既保护生态湿地，同时可以收集、储蓄、

下渗雨水，补充城市地下水，保护植物、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于一体的湿地公园。具体设计理念及策略主

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尽量保留原有湿地区域，作为自然演替的缓冲区；这样的做法在极大的减少工

程量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也为本地的生态景观、自然资源的充分保护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是在湿地四周采用挖填方平衡的技术手段，人工创造出一条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坡地带，既可以净

化和过滤雨水，也很好地将城市与湿地相隔离开来。在湿地公园的四周利用地形高低及少量布置雨水管

道，将城市内部的雨水经过净化、过滤后引入公园内部，形成完整的水循环系统。沿岸的自然景观与水

系相互掩映，给游玩市民带来非常愉悦的体验。三是由于湿地周边高低错落不平，设计者们独具匠心的

利用栈桥将其相互串联，并设置多处观景平台，形成完整有序的空中观景走廊，使得市民游玩时即可在

高处眺望、俯瞰整个公园的美景，又可以有多处亲水平台充分的接触自然。通过多种设计手法的综合运

用以及场地的转换设计，将湿地公园的多种功能彻底的开发显现出来：吸收、净化、储存雨水和补给地

下水；充分地保护了原有的本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也为市民创造出了一个舒

适、宜人的居住、休憩环境；节约了开发建造成本，很好地解决了城市雨水内涝与湿地保护、景观设计

上的矛盾。最终使得城市建成区与自然生态湿地和谐共存，同时优美的环境也对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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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好地促进了城市发展[15]。 
由此可见，群力雨洪公园是海绵城市充分发挥作用的成功案例，城市建设者在考虑哈尔滨年均降雨

量的同时巧妙利用地形因素既保护了湿地又收集、储蓄、下渗雨水，补充城市地下水达到了海绵城市的

预期效果，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在公园中设立观景台可供市民俯瞰公园美景，创造出一个舒适、宜人

的居住、休憩环境，为整个城市的形象加分，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以下是群力雨洪公园实景图[16]供借鉴

和参考(见图 5)。 

6. 数据集成应用实例——湖南省凤凰县 

我们对海绵城市建设的数据集成实证应用研究[13]在湖南省凤凰县进行，提出应用数据整合方案以及

评价结果应用。全区占地 30.89 km2，包括 12.39 km2 林地。利用 GIS 技术平台，将研究区划分为 417 个

子流域、453 个节点、453 个通道、一条街道和一条河道排污口。结合凤凰村县城市建设项目符合海绵城

市土地影响开发系统的原理，海绵城市模型的构建采用综合数据集成多盖，生态修复和表面污染防治技

术。一个海绵城市的部署计划提出如下所示。 
园林和绿地：创造开放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如凹绿地、生物滞留设施，和透水性公共广场、停车场、

提高园林绿地面积的积水和渗水能力。研究区内，建立 1.275 km2 的绿地面积，0.017 km2 生物滞留设施，

0.167 km2 雨水湿地和 0.625 km2 水塘湿地。改造道路交通系统：在绿化区设置 LID 设施，进行雨水渗透、

储存和调节，增强道路在雨水渗漏、积水、净化、排水等方面的作用。建立一个渗透铺路面的城市主干

道，通过城市干道 44 hm2 增加透水路面面积，并增加约 90 hm2 透水性路面面积。在一些人行道上，构建

大约相差 3 hm2 透水路面；同时建立一个总的下沉式绿地 21 hm2。 
住宅区：从建筑和街道路面径流雨水的屋顶应进行组织流集聚和转移；污水将被拦截，和下面的预

处理，用于盖设施内绿地；此外，建设绿色屋面附加 49 m2，下沉的绿地面积 63 m2，并增加透水路面。 
公共服务管理和商业领域：构建绿色屋顶 38 m2 和 41 hm2 下沉的绿地，包括建立公共服务行政区域

绿地集中新的雨水湿地 1932 m2；建在附近的道路和停车场新的透水路面 55 hm2，建新水库 1.1 hm2。 
图 6 中显示了这个计划中每个子流域的 LID 使用率(见图 6)。 
在对园林景观和绿地、居民住宅区建设的基础上，在海绵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商业领域，海绵的市凤

凰县建设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不同降雨重现期下。当一个 once-in-20-years 水平降水相遇，径流和原峰值

研究区的总金额应为 182 万 5000 平方米，597.77 m3/s。下面的海绵城市建设，总径流量和洪峰值应减少

到 125 万 2000 m3，278.5m3/s (见图 7)，降幅分别为 31%和 53%，其中大约满足这一地区的海绵城市建设

目标。同时控制雨水径流，该系统也带来了控制减少城市地表水污染的效果。展望未来，凤凰县需要增 
 

 
Figure 5. Harbin Qun Li storm water park real map 
图 5. 哈尔滨群力雨洪公园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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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unit area utilization in study area 
图 6. 研究区单位面积使用率分布 

 

 
Figure 7. Once-in-20-years return period 
图 7. 20 年重现期的径线图 

 

加城市排水系统和更好地控制降雨径流和防止外部的洪水和内涝提供林地建设，充分运用低影响开发系

统结合数据建设合理的海绵城市。 

7. 结语 

通过对海绵城市概念及特征的解读，分析了不同地区的降雨差异，下垫面特征及数据集成和整合技

术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影响，提出海绵城市区域分异性的概念和实质，运用哈尔滨海绵城市典例——群力

雨洪公园做了实质性的分析和效果评价，在数据集成应用上引用湖南凤凰县作为实验对象，规划出未来

凤凰县的建设方向，在此提出对海绵城市构建的几点可靠建议以供参考：(一) 结合当地实际降雨量，进

行多次实验验证降雨量可参考范围的正确性，在实际运用进海绵城市中可大致确定植被覆盖面积及性能

测试结果，运用 LID 技术，使水文城市地区提高技术发展现有能力。(二) 结合当地实际土壤地形，构造

海绵城市三维模型，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形优势，在此基础上考虑对新型生态陶土材料-蓄水陶土的利用，

配合 LID技术做到蓄排同步。(三) 结合大数据信息和集成整合工作，研究符合当地发展情况的区域特征，

将海绵城市的蓄、滞、净、排、用发挥到极致，同时以发展创新型绿色城市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建设海绵城市方面下发的任务。最后在“海绵城市”相关基础设施建成后，应做好维护工作，

提高公众对“海绵城市”的认识，为更好的建设、维护城市设施及景观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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