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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江门市海绵城市建设，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受江门市住

房与城乡建设局委托，依据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件、技术指南等要求，结合江门市自然

地理、水文地质、规划建设管控特点，并广泛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在《江门市蓬江区海绵城

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报批稿）》的基础上，编制了《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

术审查要点》（以下简称《指引和要点》）。 

本《指引和要点》共分为十章，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与定义；3.基本规定；4.海

绵城市设计目标与指标；5.海绵城市设计导则；6.海绵城市设施设计指引；7.海绵城市设计

评估方法；8.海绵城市设计技术审查要点；9.绩效考核方案；10.附录。 

本《指引和要点》主管单位：江门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本《指引和要点》主编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指引和要点》主要起草人员：方宇、聂紫阳、韦璐、曾博宇 

本《指引和要点》主要审查人员：陈红缨、利锦波、雷洪犇 

本《指引和要点》由江门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技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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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要求，推进江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提高海

绵城市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指导海绵城市相关建设项目设计及职能部门技术审查，制定

本指引和要点。 

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和要点适用于江门市各类建筑与小区、道路、绿地与广场、城市水系等系统新、

改、扩建项目的设计（豁免清单除外，详见备注）。海绵城市设计除满足本指引要求外，还

应符合国家和省市现行相关标准、规范和规定。当本指引和要点要求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

矛盾时，以国家现行标准、规范为准。 

备注：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可纳入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豁免清单管理： 

（1）项目经过地质勘察确认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如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

不适宜进行海绵城市建设的区域； 

（2）可能产生特殊污染的建设项目，如石油化工储存基地、加油站、大量生产或使用重金属企

业、垃圾填埋场、传染性医院及其他存在医学风险的医院、危化品仓储区等； 

（3）应急抢险项目及应急工程； 

（4）保密项目； 

（5）因建设环境、内容、功能等因素约束而不能完全遵循海绵城市建设规范标准的项目，在经

过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可适当降低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 

（6）其他的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上述原则及要求，结合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可制定本部门

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豁免清单，在充分征求住建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后，发布实施并

报住建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及相关部门备案。 

（7）上述项目如周边设有防护绿地的，一同纳入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豁免清单管理。 

1.3. 动态修订 

本指引和要点实行动态修订，以保障其适用性和适度超前性。有关部门可随着江门市海

绵城市试点建设的推进和相关工程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结合国家、省、市政策、法律、法

规和规范的调整适时对本指引和要点内容进一步修订、完善和优化。 

1.4. 文字说明 

本指引和要点中的下划线文字属于强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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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定义 

2.1 一般术语 

2.1.1 海绵城市 sponge city 

通过城市规划、建设的管控，从“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着手， 综合采用

“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统筹协调水量与水质、生态与安全、分布与集

中、绿色与灰色、景观与功能、岸上与岸下、地上与地下等关系，有效控制城市降雨径流，

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行为对原有自然水文特征和水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使城市能

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实现自然

积存、生态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利于达到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

源、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水安全、复兴城市水文化的多重目标。 

2.1.2 低影响开发 low impact development 

指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通过生态化措施，尽可能维持城市开发建设前后水文特征不

变，有效缓解不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径流总量、径流峰值与径流污染的增加等对环境造成的

不利影响。 

2.1.3 设计降雨量 design rainfall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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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得到

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2.1.5 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urban diffuse 

pollution 

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以固体悬浮物（TSS）的削减率来近似计算。年悬浮物（TSS）总

量削减率等于区域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海绵城市建设设施对悬浮物（TSS）平均削减率的乘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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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流量径流系数 discharge runoff coefficient  

形成高峰流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2.1.7 雨量径流系数 volume tricrun off coefficient  

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2.1.8 径流峰值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runoff peak flow 

指低影响开发设施最大出水流量与最大进水流量之间的比值。 

2.1.9 下垫面 under lying surface 

降雨受水面的总称，包括屋面、地面、水面等。 

2.1.10 径流峰值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runoff peak flow 

指低影响开发设施最大出水流量与最大进水流量之间的比值。 

2.1.11 硬化地面率 impevious surface ratio 

除屋面外，不具有透水性能的地面面积与地面总面积的比值。 

2.1.12 透水铺装率 proportion of permeable paving  

透水地面铺装占硬化地面的比例。 

2.1.13 超标雨水 excess storm waterrunoff  

超出排水管渠设施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 

2.1.14 雨水渗透 storm water infiltration 

在降雨期间使雨水分散并被渗透到人工介质内、土壤中或地下，以增加雨水回补地下

水、净化径流和削减径流峰值的措施。 

2.1.15 雨水滞留 storm water retention 

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部分雨水，以增加雨水渗透、蒸发或收集回用的措施。 

2.1.16   雨水调蓄 storm water detention 

在降雨期间调节和储存部分雨水，以增加雨水收集回用或削减径流污染、径流峰值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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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 control volume of unit area 

根据低影响开发设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扣除河道与雨水系统削减占比）计算得到的区

域、地块单位面积的设计调蓄容积。 

2.1.18 土壤渗透系数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of soil  

单位水力坡度下水的稳定渗透速度。 

 

2.2 海绵设施技术名词 

2.2.1 绿色屋顶 green roof 

又称种植屋面或屋顶绿化，指在高出地面以上，与自然土层不相连接的各类建筑物、构

筑物的顶部和天台、露台上由表层植物、覆土层和疏水设施构建的具有一定景观效应的绿化

屋面。 

2.2.2 透水铺装 pervious pavement 

可渗透、滞留和排放雨水并满足荷载要求和结构强度的铺装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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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沉式绿地 sunken greenbelt 

低于周边地面标高，可积蓄、下渗自身和周边雨水径流的绿地。下沉式绿地分为狭义下

沉式绿地和广义下沉式绿地，狭义的下沉式绿地指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在 200mm 以内的

绿地；广义的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的调蓄容积（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进行目标分解

或设计计算时，不包括调节容积），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生物滞留设

施（含雨水花园、生态树池、生物滞留带、高位花坛等）、渗透塘、湿塘、雨水湿地、调节

塘等。 

2.2.4 生物滞留设施 bioretention system，bioretention cell 

生物滞留设施指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蓄渗、净化径流雨水

的设施。生物滞留设施分为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和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按应用位置不同又

称作雨水花园、生物滞留带、高位花坛、生态树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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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雨水花园 rain garden 

自然形成或人工挖掘的下沉式绿地，种植灌木、花草，形成小型雨水滞留入渗设施，用

于收集来自屋顶或地面的雨水，利用土壤和植物的过滤作用净化雨水， 暂时滞留雨水并使之

逐渐渗入土壤。 

2.2.6 生态树池 ecological tree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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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草沟 grass swale 

用来收集、输送和净化雨水的表面覆盖植被的明渠，可用于衔接其他海绵城市单项设

施、城市雨水管渠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主要型式有转输型植草沟、渗透型的干式植草

沟和经常有水的湿式植草沟。 

2.2.8 雨水湿塘 storm water wet pond，storm water wet basin 

用来调蓄雨水并具有生态净化功能的天然或人工水塘，雨水是主要补给水源。 

2.2.9 人工湿地 constructed wet land 

通过模拟天然湿地的结构，以雨水沉淀、过滤、净化和调蓄以及生态景观功能为主，人

为建造的由饱和基质、挺水和沉水植物、动物和水体组成的复合体。 

2.2.10 蓄水模块 rainwater storage module 

采用注塑工艺加工成型，并能承受一定外力的矩形镂空箱体。 

2.2.11 植被缓冲带 grass buffer 

指坡度较缓的植被区，经植被拦截和土壤下渗作用减缓地表径流流速，并去除径流中的

污染物。 

2.2.12 渗透管渠 infiltration trench  

具有渗透和转输功能的雨水管或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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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浅层调蓄池 shallow storm water storage tank 

采用人工材料在绿地或广场下部浅层空间设置的雨水调蓄设施，可为矩形镂空箱体、半

管式、管式等多种结构。 

2.2.14 路面边缘排水系统 pavement edge drainage system 

沿路面结构外侧边缘设置的排水系统。通常由透水性填料集水沟、纵向排水管、过滤织

物等组成的。 

2.2.15 生态护岸 ecological slope protection 

包括生态挡墙和生态护坡，指采用生态材料修建、能为河湖生境的连续性提供基础条件

的河湖岸坡，以及边坡稳定且能防止水流侵袭、淘刷的自然堤岸的统称。  

2.2.16 陆域缓冲带 land buffer zone 

包括陆生植物群落以及布设在其中的防汛通道、游步道、慢行道、休憩平台、人工湿

地、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等设施。 

2.2.17 雨水断接技术 storm water indirect connecting technology 

通过切断硬化面或建筑雨落管的径流路径，将径流合理连接到绿地等透水区域，通过渗

透、调蓄及净化等方式控制径流雨水的方法。 

2.2.18 地形改造 topography reform 

指在原始地形限定的改造范围内通过设计等高线或控制点高程来改造原有地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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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海绵城市建设应贯彻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理念，注重对河流、湖

泊、湿地、坑塘、沟渠等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强调采用低影响的开发模式，综

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 

3.0.2 海绵城市建设应坚持生态为本、自然循环。充分发挥山水林田湖等原始地形地

貌对降雨的积存作用，充分发挥植被、土壤等自然下垫面对雨水的渗透作用，充分发挥湿

地、水体等对水质的自然净化作用，努力实现城市水文的自然循环。 

3.0.3 海绵城市建设应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推进。因地制宜确定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

具体指标，统筹发挥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实施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

切实提高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和防灾减灾能力。 

3.0.4 海绵城市各类设施应与雨水外排设施及市政排水系统合理衔接，不应降低市政

雨水排放系数的设计标准，城市雨水管渠和泵站的设计重现期、径流系数等设计参数应按照

现行国家标准的《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3.0.5 海绵城市设计应综合考虑地区排水防涝、水污染防治需求，并以内涝防治和面

源污染消减为主、雨水资源化利用为辅。 

3.0.6 建设项目的竖向设计，既要满足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要求，又要兼顾应

对超出雨水管网排水能力的降雨。新建、改建小区应合理控制场地标高， 防止小区外雨水流

入，并引导小区内雨水按相关规划要求排出。 

3.0.7 城市道路、建筑小区、广场及建筑物周边应合理布置下沉式绿地，且应采取适

当措施将雨水引入下沉式绿地。 

3.0.8 建设项目中室外停车场、休闲广场、人行道、室外庭院等的硬化地面应采用透

水铺装。 

3.0.9 建筑屋面宜采用平屋顶，并在保证蓄水安全的前提下设置屋面雨水限流排放等

设施以延长汇流时间，有条件时宜采用种植屋面。建筑屋面应采用对雨水无污染或污染较小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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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 新建道路与广场、公园和绿地、建筑与小区、生态水网、排水防涝、水源配置

以及城市更新改造、综合整治等建设项目必须按照海绵城市要求进行建设。海绵城市低影响

开发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时使用。 

3.0.11 低影响开发的各类工程措施之间应有效协同，尽可能多的预留城市绿地空间，

增加可渗透地面，积蓄雨水宜就地回用。 

3.0.12 低影响开发的各类工程措施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注重其景观效果。 

3.0.13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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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 海绵城市的各类设施应采取保障公众安全的防护措施。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海绵

城市设施应设置标识或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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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与指标 

4.1 总述 

本《指引和要点》的海绵城市设计指标依据国家最新标准和《江门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17）》中的指标要求。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与设计标准》（征求意见稿），3.2.3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应结合当地基础条件和主要问题合理确定，并应包括源头减排指标、过程控制指标和系统治

理指标：设计层面源头减排指标应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源头径流峰

值控制和硬化地面率；过程控制指标应包括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系统治理指标应包括

内涝防治重现期设计标准、绿地率、水体生态岸线率、污水再生利用率、雨水资源利用率。 

《江门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7）》中提出了项目设计层面的三项引导性指标，分别

是下沉式绿地率、透水铺装率及绿色屋顶率，并纳入了《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

（印发稿）》（江自然资[2019]41号），作为目前江门市自然资源局两证一书阶段出示海绵

城市指标的依据。 

由于江门市不属于缺水城市，故对污水再生利用和雨水资源利用不做强制要求。结合江

门市下垫面特征以及实际需要，建立如下指标体系，共 3类 11项指标。其中，源头减排指标

7项，4项控制性指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物总量消减率、源头径流峰值控制及

硬化地面率；过程控制指标为 1项控制性指标雨水管渠重现期标准；系统治理指标包括 3项

控制性指标，分别为内涝防治重现期设计标准、绿地率和水体生态岸线率。控制性指标必须

进行计算、上报和评估。 

表1  江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汇总表 

类别 项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控制性/

引导性 

源头减

排指标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新建片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低于我

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所在区域规

定的下限值，改建片区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经经济技术比较后不宜低于我国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所在区域规定的下

限值。详见4.3.1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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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消减率 

新建片区年径流污染控制率不宜小于

70%，改建片区年径流污染控制率不宜小

于40%。详见4.3.2节。 

● 

3 源头径流峰值控制 

新建项目不得超过开发建设前原有径流

峰值流量，改扩建项目不得超过改造前

原有径流峰值流量。 

● 

4 下沉式绿地率 详见4.3.1节。 ◎ 

5 透水铺装率 详见4.3.1节。 ◎ 

6 绿色屋顶率 详见4.3.1节。 ◎ 

7 硬化地面率 详见4.3.4节。 ● 

过程控

制指标 
8 雨水管渠重现期标准 

分区对待，采用5-30年一遇设计暴雨强

度。详见4.4.1节。 
● 

系统治

理指标 

9 内涝防治重现期设计标准 
内涝防治标准按 30 年一遇，降雨历时

一般采用 24h。详见4.5.1节。 
● 

10 绿地率 详见4.5.2节。 ● 

11 水体生态岸线率 
水体生态岸线长度与总体岸线长度比

值，不低于70%。详见4.5.3节。 
● 

备注：●控制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4.2 设计降雨量 

根据江门市新会区国家气象站近 30 年逐日降雨量资料，江门市雨水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如图及表所示。 

图1  江门市“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降雨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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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江门市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对应设计降雨量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50% 55% 60% 

设计降雨量 14.9mm 17.6mm 20.7mm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5% 70% 75% 

设计降雨量 24.5mm 28.8mm 34.0mm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80% 85% 90% 

设计降雨量 40.9mm 50.0mm 64.0mm 

4.3 源头减排指标 

4.3.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分为新建地块（项目）和改扩建地块（项

目）建设两类。其中，改扩建地块（项目）建设是指地块改造和扩建时同步建设低影响开发

设施的情况，老旧小区改造及城市更新属于这种情况。 

4.3.1.1 新建地块 

针对新建地块（项目）的不同类型用地，提出海绵城市引导性及控制性管控指标体系，

其中硬化地面率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控制性指标，应满足下表要求。 

表3  新建地块（项目）引导性管控指标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表 

（非括号指标为《江门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及《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9年第一

版）的指标要求，括号内为根据已建海绵项目和最新设计降雨量推算，本《指引和要点》推荐采用指标） 

用地性质及代码 性质分区 

引导性指标 控制性指标 

下沉式绿

地率(%) 

下沉深度

(m) 

透水铺装率

(%) 

绿色屋顶

率（%） 

硬化地面率

(%) 

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目标

(%)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设施用

地 

 

医院、学校 

≥40% 

（40%） 

 

0.2 

≥50% 

（50%） 

≥30% 

（20%） 

 

（≤40%） 
（≥80%） 

A        

 其他 
≥30% 

（40%） 
0.2 

≥40% 

（50%） 

≥10% 

（20%） 
（≤50%） （≥75%） 

B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 

≥40% 

（40%） 

 

0.2 

≥50% 

（50%） 

≥30% 

（2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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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居住用地 
 

- 

≥40% 

（30%） 

 

0.2 

≥50% 

（50%） 

≥30% 

（20%） 
（≤40%） （≥70%） 

 

M、W 

 

工业用地、仓

储物流用地 

一般园区、 

特定园区 

≥40% 

（40%） 

 

0.2 

≥50% 

（50%） 

 

鼓励性 

 

（≤70%） 
（≥65%） 

S 

 

道路与交通 设

施用地（仅含

新建及整 体改

造道路） 

红线宽度≥30 

米 

≥40% 

（40%） 

 

0.2 

 

非机动车

道、人行

道：≥50% 

（50%） 

 

- 

 

- 
（≥60%） 

红线宽度＜30 

米 

 

鼓励性 

 

- 

 

- 

 

- 
鼓励性 

U 公用设施用地 
 

- 

≥40% 

（40%） 

 

0.2 

≥50% 

（50%） 

≥30% 

（20%） 

 

（≤70%） 
（≥70%） 

G 
绿地与广场用

地 

 

- 

≥40% 

（30%） 

 

0.2 

≥50% 

（50%） 

≥30% 

（20%） 

 

- 
（≥85%） 

注：1）海绵城市引导性管控指标参考自《江门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地块（指市政道路围合

的区域，下同）面积≥3万 m²，对应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乘以系数 1.1；1万 m²≤地块面积＜3万 m²，

对应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乘以系数 1.0；地块面积＜1万 m²，对应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乘以系数 0.9。 

2）各类型用地的性质分区按《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9年第一版）。工业用

地、仓储物流用地中特定园区为《江门市市区工业用地容积率管理园区范围划定》的区域。 

3）红线宽度＜30米的道路，应根据具体设计要求尽可能提高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道路经改

造后的径流量不得超过原有径流量。 

4）下沉式绿地率＝广义的下沉式绿地面积÷绿地总面积。下沉式绿地定义及包含的内容详见

“2.2 海绵设施技术名词”。下沉深度指下沉式绿地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的平均深度，对于湿

塘、雨水湿地等水面设施系指调蓄深度；下沉深度应≥0.1m。本表中下沉式绿地率按下沉深度 0.2m

计算，＞0.3m时按 0.3m计算。 

5）透水铺装率＝透水铺装面积÷硬化地面总面积（本表中道路的硬化地面不计车行道面积）。 

6）绿色屋顶率＝绿色屋顶面积÷建筑屋顶总面积，绿色屋顶率计算时的建筑屋顶总面积可以不

计算厂房、仓库的屋顶面积。 

7）硬化地面率=不具有透水性能的地面面积（不含屋面外）÷地面总面积。 

8）本表不适用于“1.2适用范围”中所列的豁免清单项目。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14页 

4.3.1.2 改扩建地块（项目）建设 

结合老旧小区、城市更新项目增加海绵城市建设，针对改扩建地块（项目）的不同类型

用地，提出海绵城市引导性及控制性管控指标体系，其中硬化地面率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控制性指标，应满足下表要求。 

表4  改扩建地块（项目）建设引导性管控指标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表 

（非括号指标为《江门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及《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9年第一

版）的指标要求，括号内为根据已建海绵项目和最新设计降雨量推算，本《指引和要点》推荐采用指标） 

用地性质及代码 性质分区 

引导性指标 控制性指标 

下沉式绿

地率(%) 

下沉深度

(m) 

透水铺装率

(%) 

绿色屋顶

率（%） 

硬化地面

率(%) 

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目标(%) 

A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设施用

地 

 

医院、学校 

≥40% 

（40%） 

 

0.2 

≥50% 

（30%） 

≥30% 

（20%） 

（≤

40%） 
（≥70%） 

其他 
≥30% 

（40%） 
0.2 

≥40% 

（30%） 

≥10% 

（20%） 

（≤

40%） 
（≥60%） 

 

B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 

≥40% 

（30%） 

 

0.2 

≥50% 

（30%） 

≥30% 

（20%） 

（≤

50%） 
（≥50%） 

 

R 

 

居住用地 

 

- 

≥40% 

（30%） 

 

0.2 

≥50% 

（30%） 
鼓励性 

（≤

40%） 
（≥60%） 

 

M、W 

 

工业用地、仓

储物流用地 

升级改造园区 
≥40% 

（30%） 

 

0.2 

≥50% 

（30%） 

 

鼓励性 

 

（≤

70%） 

（≥60%） 

 

 

 

S 

 

道路与交通 设

施用地（仅含

新建及整 体改

造道路） 

红线宽度≥30 

米 

≥40% 

（30%） 

 

0.2 

 

非机动车

道、人行

道：≥50% 

（50%） 

 

- 

 

- 
（≥50%） 

红线宽度＜30 

米 

 

鼓励性 

 

- 

 

- 

 

- 
鼓励性 

 

U 
公用设施用地 

 

- 

≥40% 

（30%） 

 

0.2 

≥50% 

（30%） 
鼓励性 

 

（≤

70%） 

（≥60%） 

 

G 

绿地与广场用

地 

 

- 

≥40% 

（30%） 

 

0.2 

≥50% 

（30%） 
-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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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类型用地的性质分区按《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9年第一版）。工业用

地、仓储物流用地中升级改造园区包括产品研发、教育、企业总部办公区域、中小微企业孵化器、企

业产品展示厅等。 

4.3.1.3 调蓄设施建设 

经评估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达不到表 3 和表 4要求的地块（项目），需要配套建设

雨水罐、蓄水池等调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4.3.2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目标 

4.3.2.1 新建及改造地块 

针对新建及改造地块（项目）的不同类型用地年径流污染物总量（以悬浮物 SS 计，下

同）削减率目标，应满足下表要求。 

表5  新建及改造地块（项目）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表 

用地性质及代码 性质分区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目标(%)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 

学校、一般医院 ≥60% 

其他 ≥55%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 ≥55% 

R 居住用地 - ≥60% 

 

M、W 

 

工业用地、仓储物流用地 

一般园区、特定园区 ≥40% 

升级改造、扩建增容 ≥45%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红线宽度≥30米 ≥40% 

U 公用设施用地 - ≥60%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 ≥70% 

 

4.3.2.2 现状地块专项建设 

现状地块专项建设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按≥40%控制。 

4.3.3 源头径流峰值控制标准 

雨水管渠及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新建地块外排径流峰值流量不宜超过开发建设前原

有径流峰值流量。 

改造地块外排径流峰值量不得超过更新改造前原有径流峰值流量。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16页 

4.3.4 硬化地面率标准 

硬化地面率指标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查阅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具体指标

要求如下表。 

表6  江门市海绵城市硬化率表 

用地类型及代码 性质分区 硬化地面率（%）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医院、学校 ≤40% 

其他 ≤50% 

B 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50% 

R 居住用地  ≤40% 

M、W 工业用地、仓储物流用地 一般园区、特定园区 ≤70% 

S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仅含新建及整 体改造道

路） 
  

U 公共设施用地  ≤70%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4.4 过程控制指标 

4.4.1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 

采用江门市 2015 年版暴雨强度公式，重现期与城市排水（雨水）防涝规划一致，具体

如下。 

一般地区：设计重现期采用 P=5 年； 

重要区域或短期积水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的地区：采用 P=10 年； 

立体交叉道路、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场：采用 P=20～30 年。 

表7  江门市 2015 年版单一重现期暴雨强度公式 

重现期P（年） 设计暴雨强度q 

P=3 4359.535/(t+15.633)
0.760

 

P=5 3853.024/(t+13.926)
0.712

 

P=10 3377.408/(t+11.547)
0.661

 

P=20 3077.977/(t+9.235)
0.626

 

P=30 2957.904/(t+8.256)
0.609

 

P=50 2825.473/(t+7.160)
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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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 2661.312/(t+5.792)
0.564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L/s·ha）； P—设计暴雨强度重现期； 

t—降雨历时 t=t1＋t2； 

t1—地面集水时间取 t1=5～10分钟；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分钟）。 

 

4.5 系统治理指标 

4.5.1 内涝防治重现期设计标准 

内涝防治标准按 30 年一遇，降雨历时一般采用 24h。地面积水设计标准为居民住宅和工

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城市道路中至少一条车道的积水水深不超过 15cm，积水时间不超

过 1小时，道路的积水范围不超 50m²。 

4.5.2 绿地率 

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建成区的绿地率不得低于 30%。 

建设工程项目必须安排配套绿化用地，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项目用地面积的比例，应当

符合下列规定： 

（1） 医院、休(疗)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不得低于 40%。 

（2） 高等院校不得低于 40%其他学校、机关团体等单位不得低于 35%。 

（3） 经环保部门鉴定属于有毒有害的重污染单位和危险品仓库，不得低于 40%并根据

国家设置宽度不得小 50米的防护地带。 

（4） 宾馆、商业、商住、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设施，应当进行环境设计，建筑

面积在 20000 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 35%;建筑面积在 20000平方米以下的，不

得低于 30%。 

（5） 居住区、居住小区和住宅组团不得低于 30%，在旧城改造区的不得低于 25%。其中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居住区不得低于 1.5平方米，居住小区不得低于 1平方米，

住宅组团不得低于 0.5平方米。 

（6） 工业企业，交通运输站场和仓库，不得低于 20%。 

（7） 城市道路必须搞好绿化。其中主干道绿化带面积占道路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不得低

于 20%;次干道绿化面积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15%。 

（8） 其他建设工程项目不得低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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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根据条例梳理的江门市海绵城市绿地率表 

用地类型及代码 分区 绿地率（%） 

R 居住用地 
居住区、居住小区和住宅组团 ≥30% 

旧城改造区 ≥25%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宾馆、商业、商住20000平方米以上 ≥35% 

宾馆、商业、商住20000平方米以下 ≥30%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等单位 ≥35% 

文化设施 ≥35% 

其他学校 ≥35% 

高等院校 ≥40% 

医院、休(疗)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 ≥40% 

体育场(馆) ≥35% 

M、W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 一般工业、仓储物流用地 ≥20%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主道路工程 ≥20% 

次干路工程 ≥15% 

交通运输场站 ≥20% 

4.5.3 水体生态岸线率 

城市规划建设区内除码头等生产性岸线及必要的防洪岸线外，新建、改建、扩建城市水

体的生态性岸线率不宜小于 70%。 

4.6 设计计算 

4.6.1 以储存为主要功能的设施规模计算 

雨水罐、蓄水池、雨水湿塘、雨水湿地等设施以储存为主要功能时，其储存容积应通过

“容积法”计算，并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综合确定。 

𝑽 = 𝟏𝟎𝑯𝝋𝑭 式 4.6.1 

式中： 𝑽——设计调蓄容积，m3； 

𝑯——设计降雨量，mm； 

𝝋——雨量径流系数； 

𝑭——汇水面积，hm2 。 

（1）顶部和结构内部有蓄水空间的渗透设施（如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渗管/渠等）的

渗透量应计入总调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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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于接纳初始阶段降雨的雨水罐、雨水池等，可蓄水容积应结合所蓄雨水的利用安

排确定，雨前不能及时排空的容积不应计入核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蓄水容积。 

（3）每项设施计入总调蓄容积不应大于设计降雨量下其汇水面内的实际降雨径流量。 

（4）以下设施的蓄水容积不计入总蓄水容积： 

1）对径流总量削减没有贡献的设施，如用于削峰的调节塘/池等；对径流总量削减贡献

很小的设施，如转输型植草沟、渗管/渠、初期雨水弃流、植被缓冲带、人工土壤渗滤设施

等。 

2）在径流系数内已综合考虑其空隙的设施，如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结构内的空隙。 

3）受地形条件、汇水面大小等因素影响，无法有效收集径流雨水的设施。如受坡度和汇

水面竖向条件限制，无法有效收集径流雨水的部分下沉式绿地，不应计入总蓄水容积。 

用于合流制排水系统的径流污染控制时，调蓄池的有效容积可参照《室外排水设计标

准》（GB50014）进行计算。 

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中推荐的合流制溢流调蓄池

调蓄量的计算方法是截流倍数计算法，是一种基于合流制排水系统设计截流倍数的简化计算

方法。该方法将当地旱流污水量 转化为当量降雨强度，从而使系统截流倍数和降雨强度相对

应，溢流量即为大于该降雨强度的降雨量。根据当地降雨特性参数的统计分析，拟合当地截

流倍数和截流量占降雨量比例之间的关系。在设计过程中，可用截流倍数计算法估算所需调

蓄设施的规模，再以数学模型法进行复核。 

4.6.2 以渗透为主要功能的设施规模计算 

对于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渗井等顶部或结构内部有蓄水空间的渗透设施， 设施规模

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计算。对透水铺装等仅以原位下渗为主、顶部无蓄水空间的渗透设施，

其基层及垫层空隙虽有一定的蓄水空间，但其蓄水能力受面层或基层渗透性能的影响很大，

因此透水铺装可通过参与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计算的方式确定其规模。 

（1）渗透设施有效调蓄容积按下式进行计算： 

𝑉𝑆 = 𝑉 − 𝑊𝑃 式 4.6.2 

式中： 𝑉𝑆——渗透设施的有效调蓄容积，包括设施顶部和结构内部蓄水空间的容积( m3)； 

𝑉——渗透设施进水量，m 3，参照“容积法”计算； 

𝑊𝑃——渗透量，m 3。 

（2）渗透设施渗透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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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𝑊𝑝 = 𝐾𝐽𝐴𝑆𝑡𝑆 式 4.6.3 

式中： 𝑊𝑝——渗透量，m 3； 

𝐾——土壤（原土）渗透系数，m/s； 

𝐽——水力坡降，一般可取 𝐽 =1； 

𝐴𝑆——有效渗透面积， m
2
； 

𝑡𝑆——渗透时间 s，指降雨过程中设施的渗透历时，一般可取 2h。 

渗透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𝐴𝑠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1）水平渗透面按投影面积计算； 

2）竖直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计算； 

3）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所对应的斜面实际面积计算； 

4）地下渗透设施的顶面积不计。 

4.6.3 以调节为主要功能的设施规模计算 

调节塘、调节池等调节设施，以及以径流峰值调节为目标进行设计的蓄水池、雨水湿

塘、雨水湿地等设施的容积，应根据雨水管渠系统设计标准、下游雨水管道负荷（设计过流

流量）及入流、出流流量过程线，经技术经济分析合理确定。 

调节设施容积按下式进行计算。 

𝑉 = 𝑀𝑎𝑥 [∫
𝑇

(𝑄𝑖𝑛 − 𝑄𝑜𝑢𝑡)𝑑𝑡] 式 4.6.4 

式中： 𝑉——调节设施容积，m
3
； 

𝑄𝑖𝑛——调节设施的入流流量，m
3
/s； 

𝑄𝑜𝑢𝑡——调节设施的出流流量，m3/s ；  

t——计算步长，s； 

T——计算降雨历时，s。 

4.6.4 以转输为主要功能的设施规模计算 

以转输为主要功能的设施雨水设计流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𝑄 = 𝜓𝑞𝐹               式 4.6.5 

式中： 𝑄——雨水设计流量，L/s； 

𝜓——流量径流系数； 

 𝑞——设计暴雨强度，L/(s·hm2) 

       𝐹——汇水面积，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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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设计重现期的取值及雨水设计流量的计算等还应符合《室外排水设计

标准》（GB50014）的有关规定。 

4.6.5 其他相关设计参数 

（1）不同下垫面类型径流系数 

不同下垫面类型的雨量及流量径流系数参照自《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

水系统构建（试行）》，详见下表。 

表9  径流系数取值 

下垫面类型 雨量径流系数 流量径流系数 

 

 

 

屋面 

种植屋面（绿色屋顶，基质层厚度≥300mm） 0.30 0.40 

种植屋面（绿色屋顶，基质层厚度＜300mm） 0.40 0.50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 0.80 0.90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 0.70 

 

 

 

 

 

 

 

路面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 0.80 0.90 

大块石等铺砌路面及广场 0.50 0.60 

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及广场 0.45 0.55 

级配碎石路面及广场 0.35 0.40 

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广场 0.35 0.40 

非铺砌的土路面 0.25 0.30 

下沉广场（50年及以上一遇） - 0.90 

 

 

 

铺装 

非植草类透水铺装（工程透水层厚度≥300mm） 0.20 0.25 

非植草类透水铺装（工程透水层厚度＜300mm） 0.30 0.40 

植草类透水铺装（工程透水层厚度≥300mm） 0.06 0.08 

植草类透水铺装（工程透水层厚度＜300mm） 0.12 0.15 

 

 

 

 

绿地 

无地上建筑绿地 0.12 0.15 

有地上建筑绿地（地上建筑覆土厚度≥500mm） 0.15 0.20 

有地上建筑绿地（地上建筑覆土厚度＜500mm） 0.30 0.40 

下沉式绿地 1.00 0.15 

水面 1.00 1.00 

注：因下沉式绿地雨水量控制容积一般纳入到总控制容积中，故其雨量径流系数取 1。 

（2）土壤渗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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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渗透系数应以实测资料为准，缺乏资料时，可参考《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

程技术规范》（GB50400），详见下表。 

表10  各种土壤渗透系数 

 

土壤层 

粒径 土壤渗透系数K 

粒径（mm） 所占总量（%） （m/s） （m/h） 

黏土 - - ＜5.70×10
-8
 - 

粉质黏土 -  5.70×10
-8
-1.16×10

-6
 - 

粉土 - - 1.16×10
-6
-5.79×10

-6
 0.0042-0.0208 

粉砂 ＞0.075 ＞50 5.79×10
-6
-1.16×10

-5
 0.0208-0.042 

细砂 ＞0.075 ＞85 1.16×10
-5
-5.79×10

-5
 0.042-0.208 

中砂 ＞0.25 ＞50 5.79×10
-5
-2.31×10

-4
 0.208-0.832 

均质中砂 - - 4.05×10
-4
-5.79×10

-4
 - 

粗砂 ＞0.075 ＞85 4.05×10
-4
-5.79×10

-4
 - 

在径流系数内已综合考虑其空隙的设施，如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结构内的空隙。 

受地形条件、汇水面大小等因素影响，无法有效收集径流雨水的设施。如受坡度和汇水

面竖向条件限制，无法有效收集径流雨水的部分下沉式绿地，不应计入总蓄水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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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绵城市设计导则 

 

5.1 一般规定 

5.1.1 海绵城市的设计目标应满足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建筑总图）提出

的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并遵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指引，避免海绵城市的碎片化建设。 

5.1.2 符合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在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工程设计阶段应开展低影响

开发设施的专项设计或增设海绵城市设计专篇。 

5.1.3 结合区域内不同区域的控制目标、自然地理条件、水系特征、土地利用条件等综

合因素及技术经济分析，按照因地制宜和经济高效的原则确定建设项目的布局方案和选择措

施。 

5.1.4 河网区域首先应对河网进行保护以保证水面率，利用竖向地势和高程，合理设计

地表导流措施。对于城市建成区，新建或改造项目应积极加大水域面积；新建城区建设项目

必需保护现有河湖水域空间不被挤占。 

5.1.5 在项目设计阶段，应采取源头控制非工程技术指导场地用地布局及竖向设计，减

少直接与雨水口相连的不透水面积，增加雨水下渗量。 

5.1.6 城市或区域内涝防治系统应综合考虑源头控制、传统排水管渠及超标雨水排放通

道系统的排水能力，进行科学的组合应用，优先采用源头控制系统控制雨水径流。 

5.1.7 应在保证实现设计的雨水控制利用的目标的同时，充分发挥设施与周围景观相结

合，形成整体一致的景观效果。 

5.1.8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设计应与相关的园林、景观、建筑、给排水、道路和经济等

多专业相互协调，采取最佳的雨水源头控制方案。 

5.1.9 针对新建区域，应结合内涝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构建以城市沟渠、雨水排水管渠

和河渠系统组成的新型城市雨水排水系统。新建河涌、排洪渠、人工湖等在满足防洪安全前

提下，应尽量建设生态护岸，现状“三面光”河道、排洪渠等应结合城市更新逐步改造为生态

型。 

5.1.10 在满足总体控制率目标的要求下，因地制宜选择低影响开发措施，减小因场地开

发造成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低影响开发措施在控制雨水径流总量、径流污染方面的作用。 

5.1.11 实施海绵城市措施的场地应获得详细的初始勘察资料，包括土壤组成、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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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汇水区域等高线、土壤水平及垂直渗透系数、地下水位及岩石条件、场地现有排水出

口特征、历史洪涝灾害记录等。 

5.1.12 建设项目分类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系统设施设计要点按不同用地性质分类制定，

应按设计要点进行深化设计。用地分类遵循《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9年第

一版）中的规定。 

5.1.13 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的储存和处置地点、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场地等区

域，为避免径流污染地下水，严禁采用具有渗透功能的设施。 

5.1.14 海绵设施设计应合理、有效设置地表导流设施，使地表径流有组织地汇入海绵设

施。 

5.1.15 海绵城市城市水系设计应联合区域与流域、城市及片区监测进行统筹设计，海绵

城市建筑与小区、道路、绿地和广场设计应联合低影响开发项目监测进行统筹设计。 

 

5.2 设计原则 

海绵城市设计应遵循保障安全、环境优先、生态和谐、景观提升等方面的原则，海绵城

市技术的设计应确保场地或设施的安全；水敏感性地区保护优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结

合自然；生态型的设施优先；高效、经济同时结合景观。 

同时注重分散性、易操性。小型、分散的设施优先，尽可能就地处理；低成本、易于维

护的设施优先；尽可能减小不透水硬地面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挥不同设施组合的优

势。 

 

5.3 设计流程及内容 

5.3.1 基本设计流程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在设计阶段应首先对用地布局和竖向进行优化设计。应根据场地

地形进行子汇水区划分，根据上位规划确定的设计标准对应的控制降雨量、用地规划计算或

水文模型模拟确定源头控制的设计容积后，通过技术可行性分析考虑限制因素，依次优先选

择单项或组合的源头滞蓄、中途转输及末端调蓄措施，确定雨水设施总体布局方案，最后进

行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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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雨水

（ 内涝） 设计目标；年径流污染

物总量削减率目标。 

下沉式绿地率；透水铺

装率； 绿色屋顶率； 

硬化地面率等。 

首先选择

场地内 

（ on- site）  

设计措施 

仍有场地

内不能减

排的径流 

选择场地

外减排措 

 

1. 项目分析 

2. 确定设计标准 

 

3. 工程性设施设计方案 

 

 

 

 

 

 

 

 

 

 

 

 

 

 
工程性海绵城市设施的整体布局方案 

用场地外（ off- site）减排措施（ 选择性要求） 

确定设计

径流减排

体积  

典型场地内 LID 设施： 

生物滞留设施； 

透 水 铺 装 ；   

集 蓄 利 用设 施；   

绿 色 屋 顶 等 。  

采用以上技术或其它组合， 

满足设计要求， 需明确记录

具体场地限制条件 

要求： 满足海绵城市场地设计的原则 

按照维持和修复开发前水文条件， 用地规划计算或水文模型模拟结果确定

设计标准 

项目场地评估、非工程措施、上位规划要求、用地和竖向优化、子汇水区

划分 

技术受约束限制条件： 

◆ 源头滞留雨水可能对受纳水体产生负

面的影响； 

◆ 场地岩石层深浅或地下水位高、有土 

壤污染、地下建设其它设施； 

◆ 

◆ 

 

◆ 

土壤渗透能力有限； 

场地没有足够可建设渗透设施用地； 

◆ 雨水管理受到现有建筑的结构、管道 

或其它改造措施等条件的制约； 

◆ 对场地有特殊要求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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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设计内容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分项设计内容按以下五个部分编制： 

（1） 项目分析 

➢ 项目情况介绍； 

➢ 场地评估：主要是评估场地的水文条件、土壤、地下水位等自然特性及设计条件； 

➢ 采取的非工程技术措施； 

➢ 海绵城市上位规划的相关内容； 

➢ 用地布局和竖向优化分析； 

➢ 根据场地地形进行子汇水区划分。 

（2） 低影响开发规模确定 

➢ 不同用地类型的海绵城市引导性指标； 

➢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按照维持和修复开发前水文条件目标，根据上位规划和现状

条件确定本目标及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从而确定设计容积； 

➢ 雨水（内涝）设计目标； 

➢ 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目标； 

（3） 工程性设施设计 

➢ 工程性海绵城市设施的整体布局方案：根据用地性质、地形、汇水分区、室外排水，

结合场地内的建筑、道路、绿地和水系的布局确定； 

➢ 选择适用的设施； 

➢ 设施的水质要求及预处理设施； 

➢ 设施采用在线或离线型设计； 

➢ 设施的组合优化设计； 

➢ 设施的尺寸设计； 

➢ 设施的构造设计； 

➢ 设施的材料要求； 

➢ 设施的验收及维护要求； 

➢ 设施对景观等其他专业的要求。 

（4） 工程量及投资概算 

➢ 总工程量及分项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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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概算和运行成本； 

➢ 预期效益。 

（5） 施工及维护说明 

➢ 施工方案实施建议； 

➢ 后期维护要求。 

5.4 各阶段项目设计要求 

（1）项目前期：了解项目属性（改造/新建）及项目位置；项目自身及和周边区域的竖

向关系；了解项目及其周边的土壤特性；了解项目周边市政排水、水系、绿地系统规划与现

状条件，确定项目的排水方向与下垫面可接纳最大排水量。 

（2）方案设计阶段：主控专业根据控规及专项规划指标，结合总平面设计确定海绵城市

相关的各项指标，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其设计降雨量、下沉式绿地率、透水铺装率、绿

色屋顶率比例、生态岸线比例等。 

给排水专业按项目条件进行汇水区划分，选择雨水控制利用模式及调蓄设施类型，计算

调蓄设施规模和位置，确定设施与周边场地、道路的竖向关系，表示出雨水汇集方向、调蓄

设施与雨水管渠系统、水系的衔接关系等；与配合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对接设计条件及要

求；根据技术经济分析进行方案比选。 

（3）初步设计阶段：对方案设计阶段的内容进行深化，相关专业配合给排水专业、水利

专业进行设计优化调整。主控专业应根据相关主管部门批文进行总平面调整。 

园林专业应根据相关下沉式绿地及生态岸线的要求，结合园林景观需要，合理规划设

计。道路专业应调整道路横坡与纵坡坡向、道路横断面形式（绿化带宽度与位置等）等。经

济专业应计算专项工程的概算。 

（4）施工图阶段。落实细化初步设计阶段的内容，总图专业落实海绵设施的标高控制，

下沉式绿地、调蓄池等的位置和详图等；给排水专业要结合总图，确定雨水管线、雨水井的

具体位置和标高关系，并附纵断面图和雨水调蓄设施的位置、规模、进出水标高和构造做法

详图，并提供相关计算书。景观园林专业需要根据给排水专业提供的下沉深度等条件进行种

植设计，以及各景观设施的做法详图；道路专业提供道路雨水管道的布置图、纵断面图、雨

水口布置图等。结构、电气专业应完成相应专业内容的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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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项目分类 

江门市建设项目分类根据海绵城市设施设计要点按不同用地性质分类制定。海绵城市设

施的设计应按设计要点进行深化设计，各项设施具体参数及设计方法参照国家、地方相关规

范。将江门市建设项目按照分建筑与小区、道路、绿地和广场、城市水系四大类，分类明确

建设要点。 

5.6 建筑与小区 

5.6.1 主要适用范围 

用地类型为 R1、R2类的住宅小区，A1、A2、A3、A4、A5、A6、B1、B2、B3、B4、U1、

U21、U3、U9类公共管理和服务设施、商业服务类设施，和 M、W1、W2类工厂和仓库等建设

项目的低影响开发配套设施。 

5.6.2 一般规定 

（1） 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应以内涝防治、面源污染控制为主，有条件的小区

可兼顾雨水收集利用。 

（2） 建筑与小区海绵性设计应在总体设计的指导下，结合对区域内的内涝风险分析和面

源污染分析，合理设计绿色基础设施和灰色基础设施，提出内涝防治措施和面源污染控制措

施，位于合流制区域的改建建筑与小区还应提出截污措施。 

（3） 建筑与小区海绵性设计内容涉及场地设计、建筑设计、小区道路设计、小区绿地设

计和海绵城市排水系统专项设计。 

（4） 建筑与小区的海绵城市雨水排水设计应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三阶

段，根据用地红线范围的现状下垫面解析和建筑方案，确定海绵设施规模和技术组合。 

1） 方案设计阶段应进行内涝风险分析和面源污染分析，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提出内

涝防治措施和面源污染控制措施，并进行海绵设施平面布置，确定设施规模。 

2） 初步设计阶段应编制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设计说明，排水设计应包括源头雨水控制系

统、排水管道系统、超标雨水排放系统的设计内容，详细设施平面布置及规模。 

3） 施工图设计阶段应在初步设计的基础上，详细海绵设施的具体设计，明确各项海绵设

施编号、面积、对应的服务汇水区面积、汇流路径及具体做法，落实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 

（5） 在对老旧小区进行海绵城市改造时，应首先对小区内部现状的排水设施进行梳理，

对于有条件进行雨污混接改造的，宜结合海绵城市的改造方案，先进行小区内部雨污混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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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对现状排水管道情况较好的合流制老旧小区，考虑现状合流管管径较小，对现状合流

管进行清淤养护，保留合流管为污水管，增排雨水管道，对小区内雨污水管道进行分流，分

别接入市政污水和雨水系统。对存在阳台洗涤废水私接的建筑雨水立管，保留作为污水管

用，并改接至污水管。对现状排水管道损坏较为严重的合流制小区，建议重铺污水管，并增

排雨水管道。 

（6） 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生态滞留设施下如设有地下车库，地下室顶板

上绿地宜有0.8米以上的覆土，且地下车库上方设有排水板，覆土小于1m可减少LID设施的盲

管设置。 

5.6.3 设计流程 

建筑与小区的海绵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整体分析：根据建筑与小区的规划要求，依据用地性质、容积率、绿地率等指标，

对区域下垫面进行解析，分析本地块和周边地块的地理环境，对本地块和周边地块的地形、

地貌、地势、标高、土质、绿化情况、水体情况等进行整体解析。 

（2） 指标测算：利用计算或模型工具对区域内的内涝风险和面源污染负荷进行评估，提

出内涝防治措施和面源污染防治措施，辅助决策后续的海绵措施选择与布局，测算本地块海

绵城市控制目标的可达性。 

（3） 技术选择：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引导性指标及建筑与小区的总平面布局、场地

竖向等，因地制宜选用适合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措施，并确定建设内容和规模。 

（4） 方案设计：结合建筑与小区整体设计要求，对海绵设施进行设计，对重大工程应开

展多方案比选，优选技术先进、经济可靠的技术措施，确定设计方案。 

（5） 初步设计：根据小区总平面规划、建筑方案和海绵城市建设措施的内容和规模，复

核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标和要求、并对其进行优化。明确海绵设施的规模、平面布局、竖

向、构造，及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衔接关系，落实内涝防治措施

和控源截污措施。明确工程量，并进行工程概算。 

（6） 施工图设计：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满足施

工、安装、加工及编制施工图预算的要求，并据以进行工程验收。施工图设计文件通常包括

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场地及海绵设施竖向设计图、海绵设施大样图等。 

（7） 施工图审查：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文件由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设计单位按照

审查意见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审查结果报送辖区住建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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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分项设计要点 

（1） 针对不同区域的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土壤渗透系数等差异，应进行建筑与小区

LID设施的适应性研究。 

1） 平原地区地下水位高、土壤渗透系数小，主要利用LID设施的滞、蓄、净功能，透水

铺装、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生态滞留设施应设置排水层，排水层设置盲管与雨水排水管

渠系统衔接。 

2） 丘陵地区地下水位相对较低，应充分利用LID的渗、滞、蓄、净功能，透水铺装、下

沉式绿地（植草沟）、生态滞留设施底部不全设防渗膜，加强雨水入渗和水源涵养。土壤渗

透系数低的区域，下沉式绿地底部土壤应进行换填，换填土壤需保证积蓄的雨水在24～48h内

完全渗透。 

（2）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应按设计要点进行深化设计，建筑与小区项目各项设施应符合

以下设计要点： 

1）旧城改造类 

表11  旧城改造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类别 内容 

适宜采用的设施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 

设

计

指

引 

建筑屋面 积极推广绿色屋顶，蓄存雨水，削减径流。 

绿地 
1、有条件的地方应将绿地改造为下沉式，充分利用有限的绿地入渗雨水。 

2、根据城中村特点在绿地内因地制宜增设雨水利用设施。 

道路广场 人行道、广场应采用透水铺装地面，可采用透水砖。 

排水系统 

1、完善雨水管网，通过径流系数本底分析和雨水综合利用后核算排水系统负荷，改

造与优化并举。 

2、雨水口宜尽量设置在绿地内或路边，并采用截污挂篮等源头污染物去除设施。 

改造要点 
1、根据建筑体条件，将屋顶改造为绿化屋顶。 

2、对树池、雨水口等进行生态化改造。 

 

2）居住区类 

表12  居住区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类别 内容 

适宜采用的设施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生物滞留设施、生态树池、植草沟 

设

计

指

引 

建筑屋面 
1、宜采用绿色屋顶的方式滞蓄、净化雨水； 

2、绿色屋顶的建筑周边可设置雨水储存罐/池，收集雨落管的雨水进行回用； 

3、屋面雨水径流如不收集回用，应引入建筑周围绿地入渗。 

小区绿地 

1、小区内绿地应尽可能建为下沉式绿地，小区停车场、广场、庭院应尽量坡向绿

地。 

2、条件适宜时，可在绿地增建渗井、浅沟、洼地、渗透池（塘）等雨水滞留、蓄

存、渗透设施。 

3、绿地设计应考虑绿地外超渗雨水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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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4、绿地植物宜选用耐涝耐旱本地植物，以灌草结合为主。 

5、地下室顶板应有1.0m以上的覆土，并设置蓄排水层。 

道路广场 

1、非机动车道路、人行道、停车场、广场、庭院应采用透水铺装地面。非机动车道

路可选用多孔沥青路面、透水性混凝土、透水砖等；林荫小道、人行道可选用透水

砖、草格、碎石路面等；停车场可选用草格、透水砖；广场、庭院宜采用透水砖。 

2、非机动车道路超渗雨水应引入附近下沉式绿地入渗。停车场、广场、庭院应尽量

坡向绿地，或建适当的引水设施，超渗雨水可自流至绿地入渗。 

3、雨水口宜置于道路绿化带内，其高程应高于绿地而低于路面，超渗雨水可排入市

政管线或渗井。 

水体景观 

1、景观水体应兼有雨水调蓄功能，并应设溢流口。超过设计标准的雨水可溢流入市

政系统。 

2、景观水体可与湿地有机结合，设计成为兼有雨水净化功能的设施。 

3、水体雨水经适当处理可回用于绿化、冲洗地面、中央空调冷却用水等。 

排水系统 

1、优化小区排水系统设计，通过径流系数本底分析和雨水综合利用后核算排水系统

设计。 

2、雨水口宜尽量采用截污挂篮等源头污染物去除设施。 

3、合理设计超渗系统，并按现行规范标准设计室外排水管道。 

改造要点 可针对小区绿地新增渗井、植被草沟、渗透池等设施，增大雨水入渗量。对树池、

雨水口进行生态化改造。 

3）公共建筑类 

表13  公共建筑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类别 内容 

适宜采用的设施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设

计

指

引 

建筑屋面 

1、平屋面（坡度小于15°）宜采用绿色屋顶的方式蓄存雨水。 

2、大面积屋面雨水宜收集回用，可收集进入水景或蓄水池，如不收集回用，应引入

建筑周围绿地入渗。 

绿地 

1、公共建筑绿地应建为下沉式绿地，充分利用绿地入渗雨水。 

2、当绿地入渗面积不足时，可广泛采用其他渗透设施，如可选用浅沟-渗渠组合系

统、渗透管、渗透管－排放一体设施等。 

3、绿地临近城市水体、城市绿带时，应利用城市水体、绿带进行整体雨水综合利用

设计。 

4、绿地植物宜选用耐涝耐旱本地植物。 

道路广场 
公共建筑人行道、停车场、广场应采用透水铺装地面。人行道、广场可采用透水

砖，停车场可采用透水砖或草格。 

水体景观 

1、公共建筑景观水体应作为雨水调蓄设施，并与景观设计相结合。调蓄池应设溢流

口，超过设计标准的雨水可排入市政管系。调蓄池雨水在非雨季时可收集利用，经

适当处理回用于绿化、冲洗地面、景观用水等。 

2、无景观水体可利用的建设项目，无法达到径流量控制目标的，可在确保安全情况

下，因地制宜设置地下蓄水池。 

排水系统 

1、优化排水系统设计，通过径流系数本底分析和雨水综合利用后核算排水系统设

计。 

2、雨水口宜尽量设置在下沉绿地内，并采用截污挂篮等源头污染物去除设施。 

3、合理设计超渗系统，并按现行规范标准设计室外排水管道。 

4、大型公建项目宜配套建设雨水罐、蓄水池等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改造要点 
1、根据场地条件，在绿地中设置渗井，增大雨水入渗量。 

2、设置雨水收集回用设施，适当处理后用于绿化、景观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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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仓储类 

表14  工业仓储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类别 内容 

适宜采用的设施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设

计

指

引 

建筑屋面 

1、工业区比较大的平屋面（坡度小于15°）宜采用屋面绿化的方式蓄存雨水。溢流

雨水应收集利用，不能收集利用的应引入建筑周围绿地入渗。 

2、对于采用轻钢、彩钢板为主要结构的厂房和仓库，不具备建设绿色屋顶条件的，

可不建设绿色屋顶。 

工业区绿地 

1、应充分利用厂区内绿地入渗雨水，厂区绿地应建为下沉式绿地。 

2、在绿地适当位置宜建浅沟、洼地、渗透池（塘）等雨水滞留、渗透设施。 

3、道路高程应高于绿地高程，一般道路地面宜高于绿地50~100mm，并应确保雨水顺

畅流入绿地。 

道路广场 

1、工业区非机动车道路、人行道、小车停车场应采用透水铺装地面。非机动车道路

可选用多孔沥青路面、透水性混凝土、透水砖等；人行道可选用透水砖、草格、碎

石路面等；小车停车场可选用草格、透水砖。 

2、工业区非机动车道路超渗雨水应集中引入两边绿地入渗。停车场、广场、应尽量

坡向绿地，或建适当的引水设施，使超渗雨水能自流入绿地入渗。 

水体景观 

1、工业区景观水体应兼有雨水调蓄、自净功能，并应设溢流口。超过设计标准的雨

水可排入市政管系。 

2、工业区雨水调蓄设施应优先与景观水体设计相结合，当景观水体不足以调蓄洪峰

流量时，应建雨水调蓄池。 

排水系统 

1、优化工业区排水系统设计，通过径流系数本底分析和雨水综合利用后核算排水系

统设计。 

2、雨水口宜尽量采用截污挂篮等源头污染物去除设施。 

3、合理设计超渗系统，并按现行规范标准设计室外排水管道。 

改造要点 
1、根据建筑体条件，将屋顶改造为绿化屋顶。 

2、针对雨水口、树池等进行生态化改造，削减场地径流污染。 

5.6.5 工程措施组合 

（1） 降落在屋面（普通屋面和绿色屋顶）的雨水经过初期弃流，可进入高位花坛和雨水

桶，并溢流进入下沉式绿地，雨水桶中雨水宜作为小区绿化用水。 

（2） 降落在道路、广场等其他硬化地面的雨水，宜利用可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渗透

管沟、雨水花园等设施对径流进行净化、消纳，超标准雨水可就近排入雨水管道。在雨水口

宜设置截污挂篮、旋流沉沙等设施截留污染物。 

（3） 经处理后的雨水一部分可下渗或排入雨水管，进行间接利用，另一部分可进入雨水

池和景观水体进行调蓄、储存，经过滤消毒后集中配水，用于绿化灌溉、景观水体补水和道

路浇洒等。 

（4） 建筑与小区可采用的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主要有： 

➢ 渗滞设施：包括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 

➢ 储存设施：包括储水池、雨水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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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设施：包括调节塘（池）等； 

➢ 转输设施：包括转输型植草沟、渗管（渠）等； 

➢ 净化设施：包括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和人工湿地等； 

（5） 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系统构建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2  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系统构建流程示意图 

 

5.7 道路 

5.7.1 主要适用范围 

用地类型为 S1、S2、S3、S4、S9类的市政道路、停车场等建设项目的低影响开发配套设

施。 

5.7.2 一般规定 

（1） 道路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以内涝防治、面源污染控制为主，雨水调节和收集利用为

辅。 

（2） 道路的海绵城市建设应结合红线内外绿地空间、道路纵坡和标准断面、市政雨水系

统布局等，充分利用既有条件合理设计，合理确定海绵设施。 

（3） 针对城区内已建下穿式立交桥、低洼地等严重积水点进行改造时，应充分利用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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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绿化空间，建设分散式调蓄设施，防止汇入低洼区域的“客水”。 

（4） 道路人行道宜采用透水铺装，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青路面或透水水

泥混凝土路面，透水铺装设计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5） 道路横断面设计应优化道路横坡坡向、路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

等，便于径流雨水汇入低影响开发设施。 

（6） 行道树种植可选择穴状或带状种植，应采用透水基质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行道树

种植可与植草沟相结合，提升人行道对雨水的蓄渗和消纳能力。 

（7） 城市道路海绵设施应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车行道路面和路基

的强度和稳定性造成损坏，并满足《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 

（8）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194）的相关规定。道路结构中设置的封层相关技

术要求应符合《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CJJ1）与《路面稀浆罩面技术规程》（CJJ/T66）的相关规定。 

（9） 城市道路的海绵设施应建设有效的溢流排放设施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

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10） 作为超标雨水径流路径的城市道路，其断面及竖向设计应满足相应设计要求，并

与区域内涝防治系统相衔接，合理引导涝水进入调蓄设施或河渠系统。 

5.7.3 设计流程 

（1） 整体分析：勘察建设区域现场，分析道路的交通需求、土壤透水系数、红线宽度、

红线外用地条件、周边水体等相关因素。确定道路的径流流向、汇水区面积等。对接上位规

划，明确该区域海绵城市控制目标。 

（2） 确定道路断面和竖向设计：根据道路通行能力需求及红线宽度、红线外用地条件等

因素，计算车行道宽度、非机动车道宽度、人行道宽度、绿化带宽度，初步确定道路断面及

竖向。 

（3） 内涝风险和面源污染负荷评估：利用计算或模型工具对区域内的内涝风险和面源污

染负荷进行评估，提出内涝防治要求和面源污染控制要求，辅助决策后续的海绵措施选择与

布局及道路的断面及竖向的确定。 

（4） 优化道路断面布置与竖向设计：结合内涝防治要求和面源污染控制要求，优化道路

断面布置和竖向设计。 

（5） 技术选择：根据优化的道路断面和竖向，因地制宜地选择海绵措施，并确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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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案设计：依据选择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措施，进行道路的平面与竖向布置，提出

总体设计方案。 

（7） 初步设计：复核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标和要求、并对其进行优化。明确海绵设施的

规模、平面布局、竖向、构造，及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衔接关

系，落实内涝防治措施和控源截污措施。明确工程量，并进行工程概算。 

（8） 施工图设计：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满足施

工、安装、加工及编制施工图预算的要求，并据以进行工程验收。施工图设计文件通常包括

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场地及海绵设施竖向设计图、海绵设施大样图等。 

（9） 施工图审查：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文件由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设计单位按照

审查意见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审查结果报送辖区住建部门存档。 

5.7.4 分项设计要点 

（1）绿地广场的总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15  绿地广场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要求 

类别 内容 

平面

布局 

1、设计应首先满足自身的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和游憩功能，公园绿地海绵城市建设雨水系统设计

应符合《公园设计规范》（CJJ48）的相关规定，并应达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等

海绵城市建设指标的要求。 

2、面积大于2hm
2
的绿地，宜根据场地条件设置水体。径流污染较严重的绿地，在面积允许的前提

下，应设置湿塘或人工湿地等设施。 

3、雨水利用应以入渗和景观水体补水与净化回用为主，避免建设维护费用高的净化设施。土壤入

渗率低的公园绿地应以储存、回用设施为主；公园绿地内景观水体可作为雨水调蓄设施，并与景观

设计相结合。 

4、低影响开发设施内植物应根据设施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进行选择，宜选用耐涝、耐旱、耐

污染能力强的乡土植物。 

竖向

设计 

1、绿地的地形设计应保证硬化铺装的汇水区标高高于下沉式绿地，雨水径流通过地表坡度汇集到

过滤设施或转输设施中，然后进入下沉式绿地。 

2、若绿地道路的边缘与绿地平齐，且雨水污染物含量较低，雨水径流可以分散式进入下沉式绿

地；若绿地道路比周围绿地高，则可在汇水区周围的道路侧石上设置宽度为20cm~30cm的排水口，

雨水径流可通过排水口汇入过滤设施或转输设施中，进而流入下沉式绿地。 

3、雨水溢流口可设置在下沉式绿地中，也可设置在绿地与硬化铺装的交界处。雨水溢流口的设计

高程应高于下沉式绿地的设计高程且低于地表的高程。 

 

（2）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应按设计要点进行深化设计，道路系统项目各项设施应符合以下

设计要点： 

表16  城市道路系统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类别 内容 

适宜采用的设施 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生态树池、植草沟 

设

计

机动车路面 适宜路段可试验采用多孔沥青路面或透水型混凝土路面 

非机动车道路面（人行 宜采用透水性路面，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80%。人行道一般采用透水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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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指

引 

道、自行车道） 行车道可采用透水砖或透水沥青路面。 

道路附属绿地 

1、道路绿化带宜建为下沉式绿地；为增大雨水入渗量，绿化带内可采用其

他渗透设施，如浅沟-渗渠组合系统、入渗井等。 

2、在有坡度的路段，绿化带应采用梯田式。 

3、道路雨水径流宜引入两边绿地入渗。 

路牙 
宜采用开孔路牙、格栅路牙或其他形式，确保道路雨水能够顺利流入绿

地。绿化隔离带亦可采取不设道路侧石的形式。 

排水系统 

1、雨水口宜设于绿地内，雨水口高程高于绿地而低于路面； 

2、雨水口内宜设截污挂蓝； 

3、道路排水管系可采用渗透管或渗透管-排放一体设施。 

4、市政道路沿线可因地制宜建设雨水调蓄设施。天然河道、湖泊等自然水

体应成为雨水调蓄设施的首选；也可在公路沿线适宜位置建人工雨水调蓄

池。 

5、土地条件许可时，道路沿线可建设雨水生态塘或人工湿地，道路雨水可

引入其中处理、储存。雨水生态塘和人工湿地应兼有雨水处理、调蓄、储

存的功能。 

6、经雨水生态塘和人工湿地处理后的雨水在非雨季时可用于灌溉和浇洒道

路。 

7、为增大路牙豁口的收水能力，可在豁口处设置簸箕形收水口。 

8、在纵坡较大等路段可考虑设置复合横坡。 

停车场 

1、应采用透水铺装地面，承重要求较高的广场可采用透水铺装与硬质铺装

相间布置的形式。 

2、周围绿地应为下沉式绿地，如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超渗雨水应引入周

围绿地入渗和排放 

3、停车场应注重设置雨水花园等设施控制雨水径流污染物。 

改造要点 
道路的海绵化改造主要可针对附属绿地、树池、路牙、非机动车道铺装等

进行。 

5.7.5 工程措施组合 

（1） 设计道路路面雨水宜首先汇入道路红线内绿化带，一般采用路缘石开口，排至下沉

式绿地、植草沟等；人行道雨水通过表面径流、透水铺装排至下沉式绿地、渗管（渠）等。 

（2） 道路可采用的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主要有： 

➢ 渗透设施：透水砖、下沉式绿地、简易及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如生物滞留带、雨水

花园、生态树池等）、透水水泥、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等； 

➢ 储存设施：雨水湿地、湿塘等； 

➢ 调节设施：调节塘、调节池等； 

➢ 转输设施：植草沟（干式、湿式、转输型）、渗管、渗渠等； 

➢ 截污净化设施：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池、井）。 

（3） 城市道路海绵城市系统构建流程示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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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城市道路海绵城市系统构建流程示意图 

5.8 绿地和广场 

5.8.1 主要适用范围 

用地类型为 G1、G2、G3类的公园绿地、一般防护绿地和广场等建设项目的低影响开发配

套设施公园和广场等。 

5.8.2 一般规定 

（1） 绿地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以内涝防治、面源污染控制、收集利用为主，并应尽可能

收集处理周边硬化表面的径流。 

（2） 统筹考虑绿地周边区域内涝防治需求，绿地周边汇水面（如广场、停车场、建筑与

小区等）的雨水径流应通过合理竖向设计引入集中绿地。 

（3） 城市绿地中雨水湿塘、雨水湿地等大型海绵设施应在进水口设置有效的防冲刷、预

处理设施。并应建设警示标识和预警系统，保证暴雨期间人员的安全撤离，避免事故的发

生。 

（4） 将雨水处理设施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合理确定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的布局与比

例。 

（5） 城市绿地内海绵设施应建设有效的溢流排放系统，溢流排放系统可考虑与城市雨水

管渠系统或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 

（6） 构建多功能调蓄水体，在满足景观要求的同时，对雨水水质和径流量进行控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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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雨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 

（7） 承担城市排水防涝功能的城市绿地，其总体布局、规模、竖向设计应与城市内涝防

治系统相衔接，合理引导涝水排放。 

5.8.3 设计流程 

（1） 整体分析：分析建设区域绿地、水面、广场等用地类型和比例，场地的降雨特征、

土壤蓄水特征、植物群落特征、径流量、污染物含量等，确定场地的径流流向和分区汇水面

积等，估算现状绿地海绵体蓄水能力，确定设计方向，制定绿地目标比例，水面目标比例

等。 

（2） 根据现有建设区域的比例、汇水区面积、不透水铺装比例等，计算建设区域的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和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确定与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

的差距。 

（3） 技术选择：选择相应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措施，确定技术措施的数量和规模。核算

下沉式绿地率、污染物削减率、透水铺装率等。 

（4） 方案设计：根据确定的技术措施和计算的设施量，进行总体设计和设施布置，形成

设计方案。 

（5） 初步设计：复核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标和要求、并对其进行优化。明确海绵设施的

规模、平面布局、竖向、构造，及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衔接关

系。明确工程量，并进行工程概算。 

（6） 施工图设计：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满足施

工、安装、加工及编制施工图预算的要求，并据以进行工程验收。施工图设计文件通常包括

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场地及海绵设施竖向设计图、海绵设施大样图等。 

（7） 施工图审查：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文件由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设计单位按照

审查意见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审查结果报送辖区住建部门存档。 

5.8.4 分项设计要点 

（1） 绿地和广场的总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17  绿地和广场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要求 

类别 内容 

平面

布局 

1、设计应首先满足自身的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和游憩功能，公园绿地海绵城市建设雨水系统设计

应符合《公园设计规范》（CJJ48）的相关规定，并应达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等

海绵城市建设指标的要求。 

2、面积大于 2hm
2
的绿地，宜根据场地条件设置水体。径流污染较严重的绿地，在面积允许的前提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39页 

类别 内容 

下，应设置湿塘或人工湿地等设施。 

3、雨水利用应以入渗和景观水体补水与净化回用为主，避免建设维护费用高的净化设施。土壤入

渗率低的公园绿地应以储存、回用设施为主；公园绿地内景观水体可作为雨水调蓄设施，并与景观

设计相结合。 

4、低影响开发设施内植物应根据设施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进行选择，宜选用耐涝、耐旱、耐

污染能力强的乡土植物。 

竖向

设计 

1、绿地的地形设计应保证硬化铺装的汇水区标高高于下沉式绿地，雨水径流通过地表坡度汇集到

过滤设施或转输设施中，然后进入下沉式绿地。 

2、若绿地道路的边缘与绿地平齐，且雨水污染物含量较低，雨水径流可以分散式进入下沉式绿

地；若绿地道路比周围绿地高，则可在汇水区周围的道路侧石上设置宽度为 20cm~30cm 的排水口，

雨水径流可通过排水口汇入过滤设施或转输设施中，进而流入下沉式绿地。 

3、雨水溢流口可设置在下沉式绿地中，也可设置在绿地与硬化铺装的交界处。雨水溢流口的设计

高程应高于下沉式绿地的设计高程且低于地表的高程。 

（2）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应按设计要点进行深化设计，绿地和广场项目各项设施应符合以

下设计要点： 

表18  绿地和广场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类别 内容 

适宜采用的设施 收集回用设施、植草沟、渗透设施、生物滞留设施、雨水湿地 

设

计

指

引 

山体截洪沟 

1、截洪沟宜采用生态断面与铺砌。 

2、充分利用山坡地形设计集水地形及其他渗透设施，山坡适宜设计为梯田形，分段

消能，滞蓄雨水，使雨水能就地渗透，涵养山林。 

3、结合截洪沟，可考虑在山坡建渗井和蓄水池，也可在山下建蓄水池，蓄水池雨水

在非雨季时可利用。 

绿地 

1、结合公园的布局和生态景观等要素，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微湿地、雨水花园、下沉

式绿地、植草沟、旱溪等多种形式，增强对公园自身及周边区域雨水的滞蓄能力。 

2、大面积绿地应建为下沉式绿地，充分利用现有绿地入渗雨水。 

3、绿地应尽量低于周围硬化地面，并应建导流设施，以确保流入绿地的雨水能够迅

速分散、入渗。 

4、绿地植物宜选用耐涝耐旱本地植物，以乔灌结合为主。 

5、在绿地适宜位置可推广建设浅沟、洼地等雨水滞留、渗透设施或雨水处理设施。 

6、雨水口宜设于绿地内，雨水口高程高于绿地而低于周围硬化地面。 

7、绿地适宜位置可建雨水收集回用系统，为确保安全性，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可建于

地下。雨水经适当处理可回用于绿地绿化。 

8、绿地适当位置可建雨水调蓄设施，雨水调蓄设施应留有溢流设施。 

9、为增大雨水入渗量，可综合采用多种渗透设施，如浅沟-渗渠组合系统、渗透

管、入渗井、渗透管－排放一体设施等。 

10、街头绿地宜结合城市景观，游览休憩等功能，采用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优化

雨水的径流路径，增强蓄洪排洪能力，净化雨水径流。 

路面 

1、公园非机动车道路、人行道、林荫小道、广场、停车场、庭院必须采用透水铺装

地面。公园广场可采用透水地面＋渗井的方式入渗雨水。 

2、公园不透水的路面雨水径流和透水路面超渗水应引入两边绿地入渗。 

广场 

1、广场及周边区域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汇流和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城

市绿地内的雨水渗透、调蓄等海绵城市建设设施消纳并衔接区域内的雨水管渠系统

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2、广场总体布局应根据场地排水大竖向进行地表竖向设计，使雨水径流汇入绿地内

渗透、净化和调蓄。 

3、应在广场绿地内开展微地形设计，设置植草沟、下沉式绿地和雨水花园等小型分

散设施，形成流畅、自然的雨水排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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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4、广场的海绵城市建设雨水系统典型流程宜符合图 6-3的规定。 

建筑 公园建筑屋面雨水引入周围绿地入渗或收集利用。 

水体景观 

1、景观水体应做为雨水调蓄设施，单独设的雨水调蓄设施应优先与景观设计相结

合。调蓄池应设溢流口，超过设计标准的雨水可排入市政管系。 

2、景观水体可与蓄水设施，湿地建设有机结合，雨水经适当处理可回用于公园杂用

水，满足公园雨季用水等。 

排水系统 合理设计山体排洪系统，并按现行规范标准设计截洪系统和市政排水管道。 

植物配植 

开展试验与研究，选育和储备适合本地生长、生态和景观效益良好的水生植物和耐

水湿植物。在新建和改造绿地工作中，应当增强土壤透水功能、调整植物配置、设

置雨水渗透滞留沟、雨水蓄水渗透池等方式，在保障城市绿地原有功能的基础上。 

改造要点 
可在合适位置新增渗井以增大雨水入渗量，加强雨水的收集回用。部分公园绿地可

根据高程衔接关系设置为多功能调蓄设施。 

5.8.5 工程措施组合 

（1） 绿地与广场可采用的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主要有： 

➢ 渗透设施：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简易及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高位花

坛、生物滞留带和生态树池等）、渗井、渗管、渗渠、绿色屋顶等。 

➢ 储存设施：蓄水池（塑料蓄水模块蓄水池、封闭式蓄水池）。 

➢ 转输设施：植草沟。 

➢ 截污净化设施：植被缓冲带。 

（2） 城市绿地海绵城市系统构建示意如下图所示。 

图4  城市绿地海绵城市系统构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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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城市水系 

5.9.1 主要适用范围 

用地类型为 E1类的水体类等建设项目的低影响开发配套设施，宜采用雨水湿地、滞留

池、植被缓冲带、雨水管末端污染控制技术。 

5.9.2 一般规定 

（1） 城市水系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以防洪治涝、雨水调节、污染治理为主，并应尽可能

收集处理城市道路与广场、山体与绿地、建筑与小区的径流。 

（2） 根据城市水系的功能定位、水体水质等级与达标率、保护或改善水质的制约因素与

有利条件、水系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因素，合理确定城市水系的保护与改造方案，使其满

足相关规划提出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与指标要求。 

（3） 应保护现状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城市自然水体。 

（4） 应充分利用城市自然水体设计雨水湿塘、雨水湿地等具有雨水调蓄功能的海绵设

施，雨水湿塘、雨水湿地的布局、调蓄水位等应与城市上游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

放系统及下游水系相衔接。 

（5） 应充分利用城市水系滨水绿化控制线范围内的城市公共绿地，在绿地内设计雨水湿

塘、雨水湿地等设施调蓄、净化径流雨水，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的水系入口、经过或穿越水系

的城市道路的排水口相衔接。 

（6） 滨水绿化控制线范围内的绿化带接纳相邻城市道路等不透水面的径流雨水时，应设

计为植被缓冲带，以削减径流流速和污染负荷。 

（7） 有条件的城市水系，其岸线应设计为生态护岸，并根据调蓄水位变化选择适宜的水

生及湿生植物。 

（8） 城市水系禁止新增污水排口，新增雨水排口应建设面源控制措施，并进行水质监

测，不超过受纳水体水质管理目标。 

5.9.3 设计流程 

（1） 资料收集：收集水文条件、水质等级、水系连通状况、水系利用状况、岸线与滨水

带状况等资料。 

（2） 流域分析：在流域洪水风险分析、水量平衡分析、纳污能力污染分析的基础上，重

点进行城市水系海绵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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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布局：确定平面总体布局，重点分析水域与绿化、道路、广场、建筑物等其它

配套要素的竖向关系。 

（4） 工程规模。根据调蓄、排水、生态、景观、航道、雨水利用等功能需求，确定工程

规模，重点论证调蓄量、生态流速、污染削减量等。 

（5） 方案设计：进行河湖岸线、排口、水质净化设计，以及滨水带的绿化景观、临水建

筑物等，并在设计过程中应优先选用具有生态性、海绵性的措施。 

（6） 初步设计：复核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标和要求、并对其进行优化。明确海绵设施的

规模、平面布局、竖向、构造，及工程量，并进行工程概算。 

（7） 施工图设计：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应能满足施

工、安装、加工及编制施工图预算的要求，并据此进行工程验收。施工图设计文件通常包括

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场地及海绵设施竖向设计图、海绵设施大样图等。 

（8） 施工图审查：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文件由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设计单位按照

审查意见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审查结果报送辖区住建部门存档。 

（9） 目标核算及方案调整。对方案设计进行海绵性指标核算，对于不满足要求的，应进

行方案调整。 

5.9.4 分项设计要点 

（1） 城镇排水系统和河湖水体系统的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19  城市水系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要求 

类别 内    容 

城镇排水

系统 

1、应根据城镇总体规划、海绵城市相关规划和建设情况，对具有削减、截流、调蓄雨水径流

污染能力的海绵城市建设设施提出平面布局和规模需求，统一布置，分期建设。 

2、应合理确定城镇雨水管渠、超标雨水径流排放设施和受纳水体三者之间的竖向高程关系，

并与建筑与小区、公园绿地、道路系统系统的海绵城市建设设施的高程相协调。 

3、城镇排水模式分为强排模式和自排模式，排水模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河网密度、地面高程

与水位之间的高差、排水体制、设计重现期和径流污染控制要求等因素。河道间距小于 800m、

最不利点地面高程和水位之间高差大于 0.8m的分流制排水系统地区可采用自排模式。 

3、雨水调蓄工程按系统类型可分为源头调蓄工程、管渠调蓄工程和超标雨水调蓄工程，调蓄

工程的位置应根据调蓄目的、排水体制、管渠布置、溢流管下游水位高程和周围环境等因素确

定，可采用多种工程相结合的方式达到调蓄目标，有条件的地区宜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方案优

化。 

4、用于削减峰值流量和雨水综合利用的调蓄池宜设置在源头，雨水综合利用系统中的调蓄池

宜设计为封闭式；用于削减峰值流量和控制径流污染的调蓄池宜设置在管渠系统中，且宜设计

为地下式。 

5、用于削减峰值流量的雨水调蓄工程宜优先利用现有调蓄空间或设施，应使服务范围内的雨

水径流引至调蓄空间，并应在降雨停止后有序排放。 

6、地上建设密集、地下浅层空间无利用条件的区域可采用隧道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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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

水体

系统 

平

面

布

局 

1、应针对建设目标，明确需要治理对象的规模和分布，选择适宜的治理技术，确定设施的内

容和规模，结合场地现状，因地制宜进行布置。 

2、在陆域缓冲带布置海绵城市建设设施时，宜考虑防汛通道、慢行道、游步道、休憩广场、

亲水平台等功能设施的布置要求，使水流在场地内流动顺畅。调蓄和净化等海绵城市建设设施

应重点布置在径流污染严重的区域和雨水排放口附近。 

3、应考虑河道的蜿蜒特性，在满足相关规划情况下，宜依据现有河势走向，保留及恢复河道

的自然弯曲形态，控制截弯取直。 

4、原位净化设施的布置应根据水体的污染物削减需求，结合景观构建要求，重点布设在水质

污染严重的河段。 

5、海绵城市建设设施的布置，应保证河湖行洪排涝、输水、通航等基本功能不受影响。 

竖

向

设

计 

1、应解析河道建设范围内和周边地块的地形特点，雨水宜自流进出低影响开发设施和陆域缓

冲带。调蓄池中储存的初雨径流或者溢流污水可提升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或者净化后回用或

排放水体。 

2、在满足规划断面基础上，结合水生动植物生境构建要求，开展竖向断面设计，包括矩形、

梯形和复式断面形式等，宜通过设置不同坡比、平台高度和宽度、人工岛、河底深潭浅滩等，

形成多样化的断面形式。 

3、通过植物配置，从水体到陆域形成以沉水、浮叶、挺水和陆生植物为一体的全系列或半系

列滨河植物带。 

（2）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应按设计要点进行深化设计，城市水系各项设施应符合以下设计

要点： 

表20  城市水系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类别 内容 

适宜采用的设施 雨水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排出口末端处理 

设

计

指

引 

断面 
1、断面宜采用生态断面，充分与周边城市景观结合。 

2、宜采用复式断面。 

湿地 
1、宜建设为多功能湿地，具有去除污染物、滞留洪水等功能。 

2、湿地应尽量利用河道蓝线内适宜用地，不对行洪产生障碍。 

调蓄设施 
1、尽量采用维护、管理方便的形式建设调蓄设施，便于后期管理。 

2、调蓄设施尽量与雍水设施、景观设计相结合。 

水景和雍水设施 
不得对行洪造成妨碍，尽量利用自然方式如湿地改善水质，延长换水周期，减少旱

季生态补水需求。 

雨水排出口末端

处理 

1、雨水排出口末端周围应考虑利用自然生态活性填料工艺或其他过滤设施进行普通

的物理截污。 

2、有条件时再进行生态处理（雨水塘、雨水湿地、生物浮岛等形式）。 

5.9.5 工程措施组合 

（1） 城市水系可采用的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主要有： 

➢ 滨水带：滨水带绿地空间宜选择湿塘、雨水湿地、植被缓冲带等措施进行雨水调蓄、

消减径流及控制污染负荷。 

➢ 驳岸：城市河湖设计流速小于3m/s，岸坡高度小于3m的岸坡，应采用生态型护岸形式

或天然材料护岸形式，如石笼护岸、木桩（仿木桩）护岸、干砌石缓坡护岸、水生植物护

岸、三维植被网植草护坡、土工织物草坡护坡等。 

➢ 排口：城市水系排口应采用生态排口，包括一体式生态排口、漫流生态排口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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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湖泊现有合流、混流排口整治设计中，应结合汇水范围内的源头低影响开发改造措施，

设置初期雨水调蓄池、截污管涵等工程措施进行末端污染控制。 

➢ 水体：对于城市水体水质功能要求较高、排涝高风险区，可设计自然水体缓冲区作为

湿塘、前置塘、湿地、缓冲塘、渗透塘等。 

（2） 城市水系海绵城市系统构建示意如下图所示。 

 

图5  城市水系海绵城市系统构建示意图 

5.10 监测设施 

5.10.1 区域与流域监测 

（1）主要适用范围、对象 

区域与流域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区域与流域监测的范围应为城市所在流域范围。 

2) 区域与流域监测的对象应为监测范围内的河湖水系与气象。 

（2）一般规定 

1) 监测目的 

区域与流域监测应以获取城市所在流域水文数据为目的，对城市开发建设与流域水文条

件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评价。 

2) 监测内容 

区域与流域监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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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监测范围内河湖水系的水位、流量或水质进行监测。 

➢ 应对监测范围内的降雨过程进行监测。 

（3）设计流程 

1) 基础资料收集 

➢ 应收集所监测流域整体及其内部子流域的范围边界、地形地貌、土地利用、土壤地质

等基础资料。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河湖水系平面和断面尺寸、生态基流量、库容及水量调度数据、水

体功能定位与保护利用要求等基础资料。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已有气象、水文、环保监测站点的位置信息，及现有的降雨及河湖

水系水位、流量、水质监测数据。 

2) 监测点布设 

➢ 应根据城市开发建设与河湖水系相互影响的范围情况，在河湖水系与城市市域边界的

交界处布设监测断面；必要时，也可在市域边界外、同一河湖水系的上、下游设置监测断

面。监测点布设可参照下图执行。 

 

图6  区域与流域、城市监测范围、监测对象及监测点 

➢ 降雨监测点的布设应覆盖监测范围内流域的上、中、下游。 

➢ 降雨、河湖水系监测点应统筹气象、水利、环保等部门已有监测站点位置进行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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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方法、频次 

1) 为提高城市洪涝和水污染的流域治理水平与智慧管理水平，可对流域进行长期监测。 

2) 河湖水系水位、流量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河流流量测验规范》GB50179、

《水位观测标准》GB/T50138的规定。 

3) 河湖水系水质采样方法、频次和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HJ/T91的规定。 

4) 气象监测应符合国家现行国家标准《地面气象观测规范》GB/T35221的规定。 

5.10.2 城市监测 

（1）主要适用范围、对象 

城市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监测的范围应为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并应根据本底及效果评价数据采集需要，

选择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外的区域进行对比监测。 

2) 对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进行监测时，所选监测范围内城市建成区海

绵城市建设评价达标面积占监测范围总面积的比例不应小于20%。 

3) 城市监测的对象应为监测范围内的河湖水系、气象及地下水。 

（2）一般规定 

1) 监测目的 

城市监测应以获取海绵城市建设前后降雨、气温、地下水水位、受纳水体水位、流量、水

质数据为目的，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本底及效果评价的要求。 

2) 监测内容 

城市监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 降雨； 

➢ 海绵城市建设前后建成区内与周边郊区的气温； 

➢ 海绵城市建设前后地下水（潜水）水位； 

➢ 海绵城市建设前后受纳水体的水位、流量及水质。 

（3）设计流程 

1) 基础资料收集 

➢ 应收集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的地形地貌、土地利用、土壤地质等基础资料。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河湖水系平面和断面尺寸、生态基流量、库容及水量调度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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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已有气象、水文、环保监测站点的位置信息，及现有降雨、气温、

地下水（潜水）水位及河湖水系水位、流量、水质监测数据。 

2) 监测点布设 

➢ 应根据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与河湖水系相互影响的范围情况，在城市市域范围内河湖

水系与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边界的交界处，及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内的河湖水系设置监测断

面；必要时，也可在城市集中开发范围外、同一河湖水系的上、下游设置监测断面。监测点

布设可参照图6执行。 

➢ 降雨、气温、地下（潜水）水位监测点的布设应覆盖城市集中开发建设区及所在流域

的上、下游。 

➢ 降雨、气温、地下（潜水）水位、河湖水系监测点应统筹气象、水利、环保等部门已

有监测站点位置进行布设。 

（4）监测方法、频次 

1) 为提高城市洪涝和水污染的治理水平与智慧管理水平，可对城市进行长期监测。 

2) 流量、水位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河流流量测验规范》GB50179、《水位观

测标准》GB/T50138的规定。 

3) 监测范围内河湖水系水质采样方法、频次和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表水和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T91的规定。 

4) 气象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面气象观测规范》GB/T35221的规定。 

5) 地下水（潜水）水位监测方法、频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

范》GB/T51040的规定。 

5.10.3 片区监测 

（1）主要适用范围、对象 

1) 片区内涝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 片区内涝监测的范围应为易涝点的汇水范围； 

➢ 片区内涝监测的对象应包括易涝点与降雨； 

➢ 宜选择具有调蓄排放设施的片区进行内涝治理效果监测，调蓄排放设施宜按内涝防治

设计重现期标准进行设计。 

2) 片区外排径流总量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 片区外排径流总量监测的范围应为片区内的排水分区或子排水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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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区外排径流总量监测的对象应包括排水分区下游市政管渠交汇节点或排放口，并应

包括降雨； 

➢ 本底监测时，应选择土地利用构成具有代表性且径流污染贡献较大的排水分区； 

➢ 效果监测时，所选监测范围内绿色设施的汇水面积占监测范围总面积的比例不宜小于

40%。 

3) 片区合流制溢流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 片区合流制溢流监测的范围应为污水处理厂、合流制溢流排放口或污水截流井、合流

污水溢流泵站等服务的排水分区或子排水分区； 

➢ 片区合流制溢流监测的对象应包括合流制溢流排放口或污水截流井、合流污水溢流泵

站等永久性设施，并应包括降雨； 

➢ 效果监测时，所选监测范围内绿色设施的汇水面积占监测范围总面积的比例不宜小于

40%。 

4) 受纳水体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 片区下游河湖水系、沟渠等受纳水体水位影响片区排水防涝时，应对造成该影响的受

纳水体区段进行监测； 

➢ 片区合流制溢流影响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达标时，应对合流制溢流与受影响的受纳水

体区段进行同步监测。 

（2）一般规定 

1) 监测目的 

片区监测应以获取片区海绵城市建设前后内涝、外排径流总量、合流制溢流、受纳水体

水量与水质等数据为目的，满足片区海绵城市建设本底与效果评价的要求。 

2) 监测内容 

➢ 片区内涝监测应对典型场次降雨条件下易涝点的积水范围、积水深度和雨后退水时间

进行监测。 

➢ 片区外排径流总量监测应对典型场次降雨条件下片区下游市政管渠交汇节点或排放口

的外排径流流量变化过程进行监测。 

➢ 片区合流制溢流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应对合流制溢流排放口或污水截流井、合流污水溢流泵站的溢流流量变化过程进行长

期监测；对溢流污染负荷进行评价时，应对典型场次降雨条件下的溢流流量和水质进行同步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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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监测范围较大且溢流排放口较多时，对服务汇水面积小、溢流量和污染负荷贡献小的

合流制溢流排放口，应对溢流频次进行长期监测，可对溢流流量和水质进行监测。 

➢ 对受纳水体的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受纳水体影响片区排水防涝时，应对典型场次降雨条件下受纳水体水位或流量变化过

程进行监测； 

②片区合流制溢流影响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达标时，应对典型场次降雨条件下受纳水体

各监测断面的流量、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进行监测。 

（3）设计流程 

1) 基础资料收集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及周边土地利用、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土壤渗透能力等基础资

料。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现状易涝点分布及其积水深度、积水范围、雨后退水时间调研数据

与监测数据。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市政排水管网的下列基础资料： 

①排水管渠、雨水管渠排放口、合流制溢流排放口、污水截流井、排水泵站、污水处理

厂等排水设施的空间布局、属性和运行管理数据； 

②排水分区范围边界； 

③排水管渠病害探查数据； 

④限制排水系统转输、截流能力的管渠或构筑物的位置和能力； 

⑤合流制管渠旱流污水量； 

⑥雨水管渠混接污水量； 

⑦监测范围内相关规划、系统化方案、工程设计文件和竣工资料； 

⑧监测范围内现有的合流制溢流调蓄与处理设施以及污水处理厂的进、出水水量、水质

监测数据； 

现有的其他本底监测数据和效果监测数据。 

➢ 受纳水体监测应收集下列基础数据： 

①受纳水体流域范围、平面和断面尺寸、生态基流量、库容测量数据及水体水量调度数

据； 

②现有的受纳水体水量、水质监测数据。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及周边气象、水利、环保等监测站点位置信息和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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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点布设 

➢ 片区内涝监测点的选择应根据片区内历史积水情况和内涝风险分析情况综合确定。 

➢ 片区外排径流总量监测应在所选排水分区下游市政管渠交汇节点或排放口布设监测

点。 

➢ 片区合流制溢流监测应在所有合流制溢流排放口或污水截流井、合流污水溢流泵站等

永久性设施布设监测点。 

➢ 受纳水体监测断面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应根据片区与受纳水体相互影响的范围情况，在城市集中开发建设范围内河湖水系与

片区范围边界的交界处布设监测断面； 

②对片区排水下游受纳水体水位等边界条件的监测，监测断面的布设应根据片区管网排

放口位置分布进行确定； 

③对片区合流制溢流影响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的监测，监测断面的布设应根据合流制溢

流排放口的位置分布进行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在合流制溢流排放口处、排放口上游、充分混合后的排放口下游不同距离处布设监

测断面； 

b）合流制溢流排放口位于湖泊、水库或流动性较差的人工河道时，可以排放口为圆心，

按扇形法在不同距离处布设若干弧形监测断面。监测断面布设应与附近水流方向垂直，流速

较小或无法判断水流方向时，以常年主导流向为准。 

④受纳水体监测范围内有较大支流汇入时，宜在汇入点支流上游及充分混合后的干流下

游不同距离处分别布设监测断面； 

⑤应避开死水区、回水区，选择河段较为顺直、河床稳定、水流平稳、无浅滩位置设置

监测断面； 

⑥应统筹区域与流域监测、城市监测已设置的河湖水系监测断面，以及现有国控、省控

监测断面进行布设； 

⑦河流、湖泊、水库、人工河渠监测断面上的采样垂线，及采样垂线上的采样点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a）水面宽小于 50m时，应在中泓和污染带处分别设置采样垂线；水面宽为 50~100m时，

应在左、右岸有明显水流处和污染带处分别设置采样垂线；大于 100m时，应在左、右岸、中

泓及污染带处分别设置采样垂线；采样断面水质均匀时，可仅设中泓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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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深不足 1m时，采样垂线上采样点应在水深 1/2处；水深小于 5m 时，采样点应在水

面下 0.5m处；水深为 5~10m 时，采样点应在水面下 0.5m、水底上 0.5m处；水深大于 10m

时，采样点应在水面下 0.5m、水底上 0.5m、中层 1/2水深处；潮汐河段应分层设置采样点。 

➢ 市政排水管渠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受潮水、洪水回流影响的管（渠）段和排放口不应设置流量监测点； 

②发生变形、脱节、异物穿入等结构性缺陷的管段不应设置监测点； 

③监测点水流状态、水头差、环境条件应符合监测设备工作环境条件要求； 

④不宜在排水能力差、易形成有压流的管渠设置监测点。 

➢ 片区监测点布设可参照下图执行。 

 

图7  片区监测范围、监测对象和监测点 

（4）监测方法、频次 

1) 为满足片区内排水系统日常运行、调度、监管等要求设置的监测点，宜开展长期监

测，其他监测点可根据监测目的、数据需求和监测实施计划，开展临时监测。 

2) 片区易涝点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可采用摄像、水尺、雷达水位计等方式； 

➢ 电子水尺、水位计的数据自动采集与通讯时间间隔不宜大于15min。 

3) 片区外排径流总量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管渠流量应采用多普勒超声流量计、堰槽流量计进行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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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渠水位宜采用超声波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压力式水位计、浮力式水位计等进行自

动监测； 

➢ 数据自动采集与通讯时间间隔不宜大于15min； 

➢ 排水泵站外排水量可根据水泵额定流量、启停时间，或根据泵站前池“时间-水位”监

测数据计算获得。 

4) 片区合流制溢流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雨天合流制溢流监测应以合流制溢流事件为单元进行监测，无溢流排放的时长大于24h

时应记为2次溢流事件； 

➢ 可采用水尺等简易方式对检查井等构筑物处的最高水位进行监测； 

➢ 可采用标识物、最高水位水尺、摄像等方式对合流制溢流排放口或污水截流井是否发

生溢流进行监测； 

➢ 合流污水管渠、泵站外排水量监测应符合本标准第4.3.24条的规定； 

➢ 对溢流污染负荷进行评价时，应同步开展水量与水质监测； 

➢ 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混合样，自监测点产生合流制溢流排放时刻起，3h内

每1h应至少采集3个样品，样品采集间隔时间不应少于15min，3h后每30min或1h或1.5h应采样

一次；排放时长小于等于3h时，采集总时长应覆盖整个排放过程，排放时长大于3h时，采集

总时长不应少于排放总时长的75%且不应少于3h； 

➢ 对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进行监测时，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瞬时样，自监测

点产生径流或合流制溢流排放时刻起，3h内每15min应采样一次，3h后每30min或1h或1.5h应

采样一次，直至排放结束； 

➢ 样品采集间隔时间和总时长还应考虑样品允许的最大保存时间，以及样品由监测点运

输至实验室所需时间； 

➢ 合流制溢流污水水质检验指标应根据污染源类型、受纳水体水质标准、排放标准、监

测目的等进行确定，宜包括总固体、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pH、溶解氧，也可包括粪大

肠菌群； 

➢ 各瞬时样、混合样样品采集体积量应满足各水质指标检验所需的最小样品量要求，还

应考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要。 

5) 受纳水体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通过典型场次降雨监测，对合流制溢流排放口影响范围内的受纳水体水质进行监测

时，各监测断面、各采样点应每4h采样一次，降雨开始前应至少采集2个背景水样，降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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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样品采集时长不应少于48h，直至水体水质恢复至雨前背景值水平； 

➢ 受纳水体流量、水位监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河流流量测验规范》GB50179、

《水位观测标准》GB/T50138的规定。 

6) 典型场次降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场次降雨应为独立的降雨事件，无雨时长大于6h时应记为2场降雨；场次降雨总时长不

宜小于1h； 

➢ 典型场次降雨监测场次数不宜少于4场； 

➢ 不计降雨量小于等于2mm的场次降雨，典型场次降雨的雨前无雨天数不宜少于当地雨季

或汛期的多年平均降雨间隔天数，无相关资料时，可取3d； 

➢ 通过内涝监测评价内涝防治标准达标情况时，所选实际暴雨的最大1h降雨量不应低于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 雨水管渠监测时，场次降雨的降雨量宜为0.5倍~1.5倍当地多年平均场次降雨量； 

➢ 合流制溢流监测时，宜至少包含一场最大1h或24h降雨量达到0.25年一遇设计重现期标

准的降雨。 

5.10.4 低影响开发项目监测 

（1）主要适用范围、对象 

1) 监测项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所选监测项目宜位于片区监测范围内； 

➢ 可选择工业、商业、居住、公共管理与服务、道路、广场、停车场、公园绿地等项目

进行监测； 

➢ 项目内排水管渠的汇水范围、运行情况等基本条件应清晰明确； 

➢ 对项目绿色设施实施效果进行监测时，监测项目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项目内绿色设施服务的汇水面积与项目总面积的比值不宜小于 60%； 

② 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值不宜低于“我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所在区域

规定的下限值。 

2) 项目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 监测范围应为项目接入市政管渠的接户井或接入受纳水体的排放口所服务的汇水范

围； 

➢ 监测对象应为项目接入市政管渠的接户井或接入受纳水体的排放口，并应包括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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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规定 

1) 监测目的 

项目监测以获取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前后外排径流总量、峰值流量等数据为目的，满足项

目海绵城市建设本底评价和效果评价的要求。 

2) 监测内容 

低影响开发项目监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 对项目外排径流总量、峰值流量进行监测时，应对典型场次降雨条件下项目接户井或

排放口的外排流量变化过程进行监测。 

➢ 对项目外排径流污染量进行监测时，应对典型场次降雨条件下项目接户井或排放口的

外排径流水质进行监测。 

（3）设计流程 

1) 基础资料收集 

➢ 应收集项目下垫面构成、地形地貌、土壤渗透能力等资料。 

➢ 应收集监测范围内排水管网的下列相关基础资料： 

① 排水管渠、接户井、排放口、排水泵站等排水设施的空间布局、属性和运行管理数

据； 

② 接户井、排放口的汇水范围边界； 

③ 排水管渠病害探查数据； 

④ 限制排水系统转输能力的管渠或构筑物的位置和能力； 

⑤ 雨水管渠混接污水量； 

⑥ 项目排水设计和竣工资料； 

⑦ 现有的本底监测数据和效果监测数据。 

2) 监测点布设 

➢ 项目监测应在项目接入市政管渠的接户井或项目接入受纳水体的排放口布设监测点；

接户井或排放口较多时，可根据汇水范围内的下垫面构成和径流污染源类型，选择代表性的

监测点进行监测。 

➢ 项目内排水管渠监测点应具备人工、自动监测条件，并符合以下规定： 

① 受潮水、洪水回流影响的管（渠）段和排放口不应设置流量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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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发生变形、脱节、异物穿入等结构性缺陷的管段不应设置监测点； 

③ 监测点水流状态、水头差、环境条件应符合监测设备工作环境条件要求； 

④ 不宜在排水能力差、易形成有压流的管渠设置监测点。 

➢ 项目内降雨量监测点的设置应与片区监测点统筹考虑。 

（4）监测方法、频次 

1) 项目内排水管渠水量监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 管渠流量应采用多普勒超声流量计、堰槽流量计进行自动监测； 

➢ 管渠水位宜采用超声波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压力式水位计、浮力式水位计等进行自

动监测； 

➢ 数据自动采集与通讯时间间隔不宜大于15min； 

➢ 排水泵站外排水量可根据水泵额定流量、启停时间，或根据泵站前池“时间-水位”监测

数据计算获得。 

2) 项目内排水管渠水质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混合样，自监测点产生排放时刻起，3h内每1h应至少

采集3个样品，样品采集间隔时间不应少于15min，3h后每30min或1h或1.5h应采样一次；排放

时长小于等于3h时，采集总时长应覆盖整个排放过程，排放时长大于3h时，采集总时长不应

少于排放总时长的75%且不应少于3h； 

➢ 对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进行监测时，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瞬时样，自监测

点产生排放时刻起，30min内每5min应采样一次，30min~3h内每15min应采样一次，3h后每

30min或1h或1.5h应采样一次，直至排放结束； 

➢ 对项目外排径流污染负荷进行评价时，应同步开展水量与水质监测； 

➢ 样品采集间隔时间和总时长还应考虑样品允许的最大保存时间，以及样品由监测点运

输至实验室所需时间； 

➢ 径流雨水水质检验指标应根据污染源类型、受纳水体水质标准、排放标准、监测目的

等进行确定，应包括悬浮物，可包括总磷、化学需氧量； 

➢ 各瞬时样、混合样样品采集体积量应满足各水质指标检验所需的最小样品量要求，还

应考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要。 

3) 采用典型场次降雨监测，通过监测接入市政管渠的设施溢流排水口或接户井处有无直

接排泄流量，评价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情况时，应至少筛选2场典型场次降雨，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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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降雨的降雨量与项目设计降雨量的下浮值不超过10%，与前一场降雨的降雨间隔应大于设施

设计排空时间。 

4) 采用典型场次降雨监测，评价项目外排径流峰值流量时，所选实际暴雨的最大1h降雨

量不应低于排水管渠或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5) 典型场次降雨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 场次降雨应为独立的降雨事件，无雨时长大于6h时应记为2场降雨；场次降雨总时长不

宜小于1h； 

➢ 典型场次降雨监测场次数不宜少于4场； 

➢ 不计降雨量小于等于2mm的场次降雨，典型场次降雨的雨前无雨天数不宜少于当地雨季

或汛期的多年平均降雨间隔天数，无相关资料时，可取3d； 

➢ 通过内涝监测评价内涝防治标准达标情况时，所选实际暴雨的最大1h降雨量不应低于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 雨水管渠监测时，场次降雨的降雨量宜为0.5倍~1.5倍当地多年平均场次降雨量； 

➢ 合流制溢流监测时，宜至少包含一场最大1h或24h降雨量达到0.25年一遇设计重现期标

准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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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绵城市设施设计指引 

6.1 技术类型分类与选型 

低影响开发设施一般具有补充地下水、集蓄利用、削减峰值流量及净化雨水等多个功

能，可实现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和径流污染等多个控制目标，结合汇水区特征和设施的主要

功能、经济性、适用性、景观效果等因素灵活选用低影响开发设施，可参照下表选用。 

表21  低影响开发技术类型与设施选用一览表 

 
技术

类型 

 

 
单项设施 

适用类型 控制目标 经济性 污染物

削减率

(以TSS 

计，%） 

建筑与

小区 

城市

道路 

绿地与

广场 

城市

水系 

径流

总量 

径流

峰值 

径流

污染 

建造

费用 

维护

费用 

 

 

 

 

 

 

 

 

 

 

 
 

渗透

设施 

透水砖铺装 √ √ √ × ● ◎ ◎ 低 中 80-90 

构造透水铺装 √ × √ × ● ◎ ◎ 低 低 80-90 

透水水泥混凝土 × × √ × ◎ ◎ ◎ 高 中 80-90 

透水沥青混凝土 √ √ √ × ◎ ◎ ◎ 高 中 80-90 

绿色屋顶 √ × × × ● ◎ ◎ 高 中 70-80 

下沉式绿地 √ √ √ × ● ◎ ◎ 低 低 — 

简易型生物滞留

设施 

 

√ 

 

√ 

 

√ 

 

× 

 

● 

 

◎ 

 

◎ 

 

低 

 

低 

 

—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

施（含雨水花园、

生物滞留带、高位

花坛、生态 

树池等） 

 

 
 

√ 

 

 
 

√ 

 

 
 

√ 

 

 
 

× 

 

 
 

● 

 

 
 

◎ 

 

 
 

● 

 

 
 

中 

 

 
 

低 

 

 
 

70-95 

渗透塘 √ × √ × ● ◎ ◎ 中 中 70-80 

渗井 √ × √ × ● ◎ ◎ 低 低 — 

 

 
 

存储

技术 

湿塘 √ × √ √ ● ● ◎ 高 中 50-80 

雨水湿地 √ √ √ √ ● ● ● 高 中 50-80 

蓄水池 √ × √ × ● ◎ ◎ 高 中 80-90 

雨水罐 √ × × × ● ◎ ◎ 低 低 80-90 

 
 

调节

技术 

调节塘 √ × √ √ 〇 ● ◎ 高 中 — 

调节池 √ × √ √ 〇 ● 〇 高 中 — 

转输型植草沟 √ √ √ × ◎ 〇 ◎ 低 低 35-90 

 
 

转输

干式植草沟 √ √ √ × ● 〇 ◎ 低 低 35-90 

湿式植草沟 √ √ √ × 〇 〇 ● 中 低 — 

渗管/渠 √ √ √ × ◎ 〇 ◎ 中 中 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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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截 污

净 化

技术 

植被缓冲带 × × √ √ 〇 〇  低 低 50-75 

初期雨水弃流/

截留设施 

 

√ 
 

√ 
 

√ 
 

√ 
 

〇 
 

〇 
 

● 
 

低 
 

中 
 

40-60 

人工土壤渗滤 √ √ √ √ 〇 〇 ◎ 高 中 75-95 

注： 

1、●——强；◎——较强；〇——弱或很小 

2、污染物削减率无实测资料的，可按表中的中间值取值。 

 

6.2 低影响开发技术设计要点 

6.2.1 透水铺装 

建筑地块内非机动车道路、人行道、停车场、广场、庭院应采用透水铺装路面。透水铺

装可分为材料透水和构造透水，其中材料透水包括透水砖铺装、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

混凝土等材料其本身为透水材料；构造透水包括植草砖式、缝隙式透水等通过断接不透水表

面的构造透水。透水铺装路面结构、设计、施工及维护应符合《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

术规范》（GB50400）、《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GJJ/T135）、《透水沥青路面技

术规程》（GJJ/T190）、《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GJJ/T188）的相关规定。透水路面结构

应便于施工，利于养护并减少对周边环境及生态的影响。 

（1） 当遇到下述情况时，不宜采用透水铺装： 

1）地下水常水位埋深小于 0.6m； 

2）场地易受含油脂类、重金属、有毒化学物等污染物污染； 

3）地表坡度大于 10%； 

（2） 当遇到下述情况时，应在透水基层内设置排水系统： 

1）布置在未设置排水系统的地下室顶板上时； 

2）基层底部土壤渗透性能有限，渗透系数小于 4×10-7m/s； 

3）透水基层底部采用了防渗措施。 

（3） 当透水铺装坡度大于1%时，沿长度方向宜设置隔断层，隔断层顶端宜处于透水面层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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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透水沥青路面实景及结构参考图 

 
 

图9  透水人行道实景及结构参考图 

注：1、基层需采用透水基层。 

2、以上两种透水结构层需设置封层，封层材料的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80L/min，且应与上下结构层粘结

良好。 

（2） 透水铺装路面应满足相应的承载力要求；路面坡度宜采用1.0%～1.5%。 

（3） 透水铺装地面的表面平整度应每20m检测一处，允许偏差小于等于5mm；顺直度反

应铺装砖缝的顺直程度，采用5m拉线和钢尺法检测。透水砖地面的纵缝顺直度应每40m检测

一处，允许偏差小于等于10mm；横缝顺直度应每20m。检测一处，允许偏差小于等于

10mm。 

（4） 鉴于短时降雨量大、土基渗透系数小，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透水结构的基层与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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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 

层之间应设置非透水型防渗土工布。 

（5） 透水基层内排水管可选用缝隙式或圆孔式穿孔排水管，穿孔管管径宜为100～

150mm，排水坡度应大于0.5%；穿孔管可接检查井排放或渗透井入渗。 

（6） 面层透水砖的透水系数应不小于0.1mm/s，下面各层的透水系数应不小于上层的。 

（7） 在公共建筑周边建设的具有渗透功能的源头控制设施，设施距离建筑物基础不应小

于3m，设施底部渗透地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不应小于1m；当不能满足上述要

求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8） 当降雨量超过铺装层容水量和路基土壤下渗量时就产生积水和径流，但缺少相关计

算参数时，渗透铺装措施雨水径流削减量可按下式计算： 

𝑄𝑡𝑑=𝑃𝑁𝑡(−𝜑𝑁𝑡)×𝐹𝑎 式6.2.1 

 

式中：———透水地面铺装雨水径流削减量，L/s 

———透水地面径流系数； 

———重现期为 N、历时为 t 的设计降雨量； 

———透水地面铺装面积，㎡； 

当相关参数齐全时，渗透铺装措施雨水径流削减量可按下式计算： 

𝑄𝑡𝑑=（𝑊𝑃+𝐾𝑗）×𝐹𝑎 式6.2.2 

式中：———透水地面铺装雨水径流削减量，L/s 

———透水地面径流系数； 

———重现期为 N、历时为 t 的设计降雨量。 

透水铺装容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式6.2.3 

式中：———面层厚道，mm 

———面层有效孔隙率，L/s 

———找平层厚度，L/s 

———找平层有效孔隙，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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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层厚度，L/s 

———垫层有效孔隙率。 

（9） 透水铺装的维护与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透水铺装面层出现破损时应及时修补或更

换；透水铺装出现不均匀沉降时应进行局部找平；当透水铺装渗透能力大幅下降时，应采用

冲洗、负压抽吸等方法及时进行清理。 

 

6.2.2 下沉式绿地与植草沟 

下沉式绿地与植草沟应符合一定经济性，应考虑到下沉式绿地的造价成本及后期养护成

本。下沉式绿地及植草沟的设计可参照国家海绵城市建设指南及相关图集内容。 

（1） 下沉式绿地与植草沟应结合规模与竖向设计，可消纳屋面、路面、广场及停车场径

流雨水，并可通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灌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2） 下沉式绿地的下沉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确定，宜为100～

250mm。下沉式绿地的雨水应就地入渗，植物宜选用耐旱耐淹品种。 

（3） 下沉式绿地可在适宜位置设置浅沟、洼地、入渗池、入渗井等入渗设施增加入渗能

力。入渗井应布置在下沉式绿地内部且靠近车行道一侧。 

（4） 对于下沉式绿地坡度较大时，应按超渗溢流雨水口划分的集雨区域，每 

个区域设计成梯田或设挡水坎，充分利用每个雨水口的排水能力，避免超渗雨水集中流

到地势最低处溢流，造成最低处的雨水口排水能力不足，产生局部性区域的内涝。若无将下

沉式绿地设计成梯田或设挡水坎的条件时，应将下沉式绿地做成波浪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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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下沉式绿地雨水口设置平面示意图 

（5） 下沉式绿地内或绿地和硬化地面交界处一般应设置具有排泥功能的溢流设施（如雨

水口），保证暴雨时径流的溢流排放，溢流口高程应高于绿地高程且低于硬化地面高程，其

顶面标高宜低于路面30～50mm；雨水口内宜设截污挂篮等污染物去除设施。 

（6） 下沉式绿地施工时应尽量避免重型机械的碾压；已压实的土壤需要借助机械改善土

壤夯实度，可以适量加入有机质、膨胀岩页、多孔陶粒等碎材来改良土壤结构；土壤渗透性

较差的地区可以通过添加炉渣等措施增大土壤渗透能力。 

（7） 植草沟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植草沟断面形式宜采用抛物线形、三角形或梯形；

植草沟顶宽宜为500～1500mm，深度宜为50～250mm，最大边坡（垂直：水平）不宜大于

1:3；纵向坡度宜为0.3%～4%，当大于4%时，宜设置为阶梯型植草沟或在中途设置消能台

坎；沟长不宜小于30m；植草沟最大流速应小于0.8m/s，曼宁系数宜为0.2～0.3；植草沟内植

被宜控制在100～200mm；积水区的进水宜沿沟长多点分散布置，宜采用明沟布水；当大量

雨水径流通过管道进入植草沟时，宜在进口处设置消能设施。植草沟的雨水井口处不应种植

较大的树木，以防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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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道路下沉式绿地与植草沟结合实景及结构参考图 

（8） 植草沟尺寸、位置及高程应满足下列要求：植草沟的宽度应与绿化带相同；植草沟

的纵向坡度应严格与道路保持一致。 

（9） 下沉式绿地、植草沟及生物滞留设施防蚊虫设计：地下室顶板、屋面绿地、下沉式

绿地、植草沟及生物滞留设施表面积，水应24h内完全下渗，无法满足24h下渗要求的可设置

24h排干积水的设施；绿地、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等植物种植区域间隔种植具有驱蚊虫功效

的植物，减少植被区域的蚊虫藏身处。 

（10） 当下沉式绿地的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36h时，应及时置换树皮覆盖层或表

层种植土；下沉式绿地出水水质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更换填料。 

（11） 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的维护与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下沉式绿地、植草沟应及时

补种修建植物、清除杂草。当下沉式绿地、植草沟进水口不能有效收集汇水面径流时，应加

大进水口规模或进行局部下沉等；当溢流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及时清理垃圾与

沉积物。当下沉式绿地、植草沟进水口、溢流口因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设置碎石缓冲或

采取其他防冲刷措施。当下沉式绿地、植草沟边坡出现坍塌时，应进行加固。沉式绿地、植

草沟的检修频次应为1年2次，且检修时间应在雨季之前及雨季期中。下沉式绿地、植草沟在

植物生长季节应进行每月1次的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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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生物滞留设施 

生物滞留设施应符合一定经济性，应考虑到生物滞留设施的造价成本及后期养护成本。

生物滞留设施的设计可参照国家海绵城市建设指南及相关图集内容。 

生物滞留设施分为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和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根据设施外观、大小、

建造位置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又称作雨水花园、生物滞留带、高位花坛、生态树池等。 

 

图12  生物滞留设施实景图 

（1） 生物滞留设施宜分散布置，且规模不宜过大，生物滞留设施面积与汇水面面积之比

一般为5～10%。生物滞留设施应接收由雨落管引入的屋面径流雨水，场地及道路径流雨水可

通过路缘石豁口进入，路缘石豁口尺寸和数量应根据道路纵坡等计算确定。 

（2） 生物滞留设施应用于道路绿化且道路纵坡大于1%时，应设档水堰或台坎，以减缓

流速并增加雨水渗透量；设施靠近路基部分应进行防渗处理，防止对道路路基稳定性造成影

响。 

（3） 生物滞留设施内应设置溢流设施，可采用溢流竖管、盖篦溢流井或雨水口等，溢流

设施顶部一般应低于汇水面100mm。 

（4） 当生物滞留设施设置于污染严重的汇水区时，应选用植草沟、植被缓冲带或沉淀池

对雨水进行预处理，去除大颗粒的污染物并减缓流速；对于石油类高浓度污染物应采取弃

流、排盐等措施防止污染物侵害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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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生物滞留设施设置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

石层小于1m及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3m（水平距离）的区域时，可采用底部防渗的复杂型生物

滞留设施。 

（6） 生物滞留设施各结构层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生物滞留设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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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0mm，并设置100mm的超高；换土层介质

类型及深度应满足植物种植及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要求；换土层底部宜设置透水土工布隔

离层以防止换土层介质流失，也可采用厚度不小于100mm的砂层（细砂和粗砂）代替；砾石

层厚度一般为250～300mm，可在其底部埋置管径为100～150mm的穿孔排水管，砾石粒径不

小于穿孔管的开孔孔径；生物滞留设施各组成部分及相应技术要求可参照下表设计。 

 

图13  雨水花园结构参考图 

 

 

表22  生物滞留设施组成及技术要求 

序号 组成 作用 设计参数 

1 滞水层h1 

①雨水滞留：降雨时雨水优先滞留于蓄水层；

②过滤雨水：通过植物的作用过滤雨水，同时

将雨水中的沉淀物留在此层 

其高度根据开发场地所在地区的降

雨特性来确定，一般为200～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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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盖层h2 

①提高土壤渗透能力：保持土壤的湿度，防止

水土流失；②净化雨水：覆盖层中的树皮可以

提供良好的微生物环境，有利于雨水的净化 

一般采用树皮或碎石进行覆盖；一

般为50～100mm。 

3 种植土层h3 

过滤与净化雨水作用：一般选用渗透系数较大

的砂质土壤，其主要成分中砂子含量为60%～

85%，有机成分含量为5%～10%，粘土含量不超

过5% 

根据所种植的植物决定。①种植花

卉与草本植物，需100～300mm厚；

②种植灌木需300～600mm厚；③种

植乔木需在1000mm以上。 

4 
人工填料层

h4 

渗水作用：多选用渗透性较强的天然或人工材

料。 
一般为200～1200mm。 

5 
砾石层（排

水层）h5 

排除多余雨水：多余的雨水由穿孔管收集排入

到城市排水管道中。 

①由直径不超过50mm的砾石组成，

厚度200～300mm； 

②穿孔管直径为100mm。 

（7） 生物滞留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生物滞留设施应及时补种修剪植物、

清除杂草；当生物滞留设施进水口不能有效收集汇水面径流时，应加大进水口规模或进行局

部下沉等；当生物滞留设施进水口、溢流口因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设置碎石缓冲或采取

其它防冲刷措施；当生物滞留设施进水口、溢流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及时清理

垃圾与沉积物；当生物滞留设施调蓄空间因沉积物淤积导致蓄水能力不足时，应及时清理沉

积物；当生物滞留设施边坡出现坍塌时，应进行加固；当生物滞留设施由于坡度导致调蓄能

力不足时，应增设档水堰、溢流口高程；当生物滞留设施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36h

时，应及时置换树皮覆盖层或表层种植层；当生物滞留设施出水水质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更

换填料；生物滞留设施的检修、植被养护频次应为1年2次，检修时间应在雨季前或雨季期

中。在生物滞留设施中的植物栽种期应适当增加浇灌次数；生物滞留设施运行期间应注意设

施是否引起地面或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坍塌，或导致地下室漏水。 

6.2.4 绿色屋顶 

种植屋面应符合《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及《14J206 种植屋面建筑构造》要

求。种植屋面材料、施工验收及质量验收应参照《JGJ155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种植屋

面应考虑屋面荷载、阻根、防水及屋面构造安全。非种植屋面宜采用透水材料饰面。 

（1） 种植屋面可分为简单式种植屋面、花园式种植屋面及容器式种植屋面。简单式种植

屋面是指仅以地被植物和低矮灌木绿化的种植屋面，适用于建筑物静荷载不小于1kN/m²，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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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层厚度为25～40cm，屋面排水坡度不大于10%的屋面； 

（2） 花园式种植屋面是指配植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并设置园路、园林小品等的屋

面，花园式屋面适用于建筑物静荷载不小于3kN/m²，构造层厚度25～100cm，屋面排水坡度

不大于10%的屋面；花园式屋面种植的布局应与屋面结构相适应，乔木类植物和亭台、水

池、假山等荷载较大的设施，应设在柱或墙的位置容器式种植屋面是指在容器或种植模块中

种植植物的屋面。 

（3） 种植屋面的系统构造可采用疏水、阻根、防水结构形式、模块形式、或其他结构形

式；不同形式的种植屋面构造均应满足屋面排水、隔离阻根及防水的要求。典型的疏水、阻

根、防水屋面构造形式自上而下可参考植被层、种植土、过滤层、蓄排水层、保护层、隔离

层、阻根层、防水层、找平层、保温层、找坡层及结构层的构造组成形式，其不同结构层的

不同要求如下所示： 

1） 植被层：植被； 

2） 种植土层：根据植被要求； 

3） 过滤层：土工格栅、土工过滤布等； 

4） 蓄排水层：蓄排水板、绿色屋顶种植模块等； 

5） 保护层：细石混凝土或1：3水泥砂浆； 

6） 隔离层：PE膜/聚酯无纺布等； 

7） 防水层：DTM聚酯复合防水卷材/PVC/TPO/LOCA环保自粘防水卷材等；找平层：水泥

砂浆； 

8） 保温层：质轻、多空、导热系数小的保温材料； 

9） 找坡层：轻集料混凝土； 

10） 结构层：现浇钢筋混凝土。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68页 

 

图14  绿色屋顶实景及结构参考图 

（4） 既有建筑宜采用容器式种植屋面。容器式屋面应符合下列规定：种植容器应轻便、

易搬移、连接点稳固、便于组装和维护，种植容器宜设计有组织排水，种植容器下应设置保

护层，容器式种植宜采用滴管系统，容器式种植的土层厚度应满足植物生存的营养需求，不

宜小于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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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面积种植宜采用土壤湿度监测+固定式自动喷灌或滴灌、渗灌等节水技术。种植

屋面的设计荷载除满足屋面结构荷载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种植土的荷重应按饱和水密度

计算；植物荷载应包括初栽植物荷重和植物生长期增加的可变荷载。初栽植物荷重应符合下

表要求； 

表23  初栽植物荷重 

项目 小乔木（带土球） 大灌木 小灌木 地被植物 

植物高度或面积 2.0～2.5m 1.5～2.0m 1.0～1.5m 1.0m² 

植物荷重 0.8～1.2kN/株 0.6～0.8kN/株 0.3～0.6kN/株 0.15～0.3kN/株 

（6） 一般种植屋面可与蓄水屋面结合，建成蓄水种植屋面，应符合以下规定：蓄水种植

屋面设计应符合《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要求；种植床内的水层靠轻质多孔粗骨

料蓄积，粗骨料的粒径应不小于25mm，蓄水深度应不小于60mm；为保持蓄水层的通畅，不

被杂质堵塞，应在粗骨料上铺60～80mm细骨料滤水层，细骨料按5～20mm粒径级配，下粗

上细逐层填铺；为减轻屋面板荷载，栽培介质推挤密度不宜大于10kN/m³；蓄水种植屋面应

根据屋面绿化设计用床埂进行分区，每区面积不宜大于100m²。床埂宜高于种植床60mm左

右，床埂底部每隔1200～1500mm设一个溢水孔，溢水孔处应铺设粗骨料或安设滤网以防细

骨料流失。 

（7） 既有屋面改造前必须检测鉴定结构安全性，应以结构鉴定报告作为设计依据，确定

种植形式；改造为种植屋面宜选用轻质种植土、地被植物；建筑进行低成本种植屋面改造

时，可考虑在建筑附近设集水桶、蓄水池等雨水收集设施，通过雨水管与屋面衔接，将多余

雨水排至场地或小区绿化用地，实现雨水利用。 

（8） 地下建筑顶板种植设计顶板为现浇防水混凝土，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工程

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的规定；顶板种植应按永久性绿化设计；顶板种植构造层底部

应设疏排水系统。 

（9） 采取雨落管断接或设置集水井等方式将屋面雨水引入周边低影响开发设施或场地内

集中调蓄设施，或断接到入渗排放井。雨落管不应直接与渗管或雨水管渠连接，对其排水造

成影响。雨水断接应满足以下要求：雨水断接宜优先采用雨水收集—雨水断接—消能设施—

植被区的模式；污染严重的工业、垃圾收集点等汇水区域，不应采用雨水断接；雨水断接应

保证建、构筑物和周边场地的安全。 

（10） 采取管道将种植屋面收集的雨水排入附近储水罐或其它储蓄设施，经过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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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回用要求后，就近使用于屋面植物灌溉或屋内冲厕等。雨落管断接应设置消能设施，消

能设施有消能井、消能坑、消能石、砾石池、砾石层等。同时应合理利用场地地形，尽量以

重力流的形式，减少能源消耗，并分散设施海绵设施以保证每个海绵设施的水量平衡。 

（11） 种植屋面绿化的维护与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种植屋面工程应建立绿化养护管理

制度；应定期观察、测定土壤含水量，并根据土壤含水量灌溉补水；根据季节和植物生长周

期测定土壤肥力，可适当补充环保、长效的有机肥或复合肥；应定期检查并及时补充种植

土；根据设计要求、不同植物生长习性，适时或定期对植物进行修剪，及时清理死株，更换

或补充老化及生长不良的植株，植物生长季节应及时除草并及时清运，注意防病防虫害；根

据植物类型、季节和天气情况实施灌溉；定期检查排水沟、水落口和检查井等排水设施，及

时疏通排水管，当屋面出现漏水时，及时修复或更换防渗层；种植屋面的检修、植物养护频

次每年2～3次，初春应浇灌（浇透）植物1次，雨季期间应除杂草1次。 

6.2.5 储水调蓄设施 

建设项目需要削减排水管道峰值流量防止地面积水、提高雨水利用程度时，可设置雨水

调蓄设施。雨水调蓄设施包括雨水调蓄池、水塘、水池、湖泊（人工湖）、屋面水池、雨水

罐（桶）等。雨水储存池可采用室外塑料模块蓄水池、硅砂砌块水池、混凝土水池等。雨水

罐（桶）可造型根据采用不锈钢罐、塑料罐、陶罐、瓷罐等。雨水调蓄设施系统组成一般包

括集水区、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处理系统及蓄水区。集水区表面为硬化地面可为绿化或渗透

铺装等，建筑物的集水区是屋顶，地面集水区可为绿地下集水、硬地面集水等。在进行海绵

城市设计时，在硬化地面条件下可做成下沉形式，并铺设碎石层，可增大硬化地面的水容

量，建立硬化地面上的雨水储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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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雨水罐、雨水湿塘、雨水调蓄模块实景图 

初期雨水径流往往污染较大，需要设置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弃流水应排入市政污水管

道。入口处宜设置拦污净化设施；当采用前置塘作为拦污净化设施时，前置塘应设置清淤通

道和防护设施，前置塘沉泥区容积应根据清淤周期和入流雨水 SS 污染负荷确定。蓄水区是储

水调蓄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为蓄水池、水塘、湖泊等。其中蓄水区的蓄水池可用多种

材料建设，如塑料、混凝土、钢铁等，如所选用是塑料材质，则宜为再生材料，且塑料模块

装置可相互拼接和任意拆卸。池子宜至于地面以下，避免日光照射，与空气产生接触的蓄水

设施应设置防虫网等防蚊虫措施，所集蓄的水可用作消防、绿化用水等。存在污染地区的储

水设施应做好防渗措施，防止其污染地下水体。 

（1） 堤岸宜采用生态堤岸。水体内植物应根据不同水深、植物特性和景观要求选择水生

植物类型。水体周边应设置防止人员跌落的安全防护设施。 

（2） 生活污水应排入市政污水管道，不得排入雨水调蓄设施的蓄水区。 

（3） 雨水蓄水区应与道路排水系统结合设计，应特别注意上下游排水流量的衔接。出水

管管径不应超过市政管道的排水能力，雨水出水口直径应小于其上游市政接驳管直径1～2

号。 

（4） 雨水出水口前应相应设置溢流口，溢流口直径应小于其上游市政接驳管直径1号。

在雨水出水口前可设置流量控制井、调流阀等措施，按设计流量进行调节，防止由于出水口

过流能力限制造成管道堵塞。 

（5） 雨水出水口处需有明显标识，便于监督检查，并在相关图纸上标注。 

（6） 雨水调蓄池应设置清洗、排气和除臭等附属设施及检修通道。应设检查口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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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井，检查口下方的池底设集泥坑，深度不小于300mm，平面尺寸应满足移动式排泥泵操作需

求；当分格时，每格都应设检查口及集泥坑，池底设不小于5%的坡度坡向集泥坑，检查口附

近宜设给水栓。当不具备设置排泥设施或排泥确有困难时，应设搅拌冲洗管道。搅拌冲洗水

源宜采用池水。 

（7）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作为雨水储存设施时，应考虑上部荷载的影响，塑料模块的竖向

承载能力应大于400kN/m²，考虑模块使用期限的安全系数应大于2.0。塑料模块水池内应具有

良好的水流流动性，直径50mm的颗粒能随水流流动，不堵塞，塑料模块外围包有土工布层。 

（8） 雨水蓄水池计算，根据项目需控制水量，按4.6.3节计算。 

（9） 当调蓄设施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时，调蓄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应根据设计标

准，通过比较雨水调蓄工程上下游的流量过程线，按下式计算： 

𝑉=∫
𝑇
,𝑄𝑖(𝑡)−𝑄0(𝑡)-𝑑𝑡 式 6.2.4 

式中：——调蓄量或调蓄池有效容积，m³； 

——调蓄设施上游设计流量，m³/s； 

——调蓄设施下游设计流量，m³/s； 

——降雨历时，min。 

当缺乏上下游流量过程线资料时，可采用脱过系数法，按下式计算： 

𝑉=*−,0.65𝑛1.2+𝑏𝑇·0.5(𝑛+0.2)+.0-·𝑙𝑜𝑔(𝑎+0.3)+0.25𝑛0.15+·𝑄𝑖𝑇 式6.2.5 

式中：——暴雨强度公式参数； 

——暴雨强度公式参数； 

——脱过系数，取值为调蓄设施上游和下游设计流量之比。选取脱过系数时，调蓄设施上游的设计流

量，应根据上游服务面积的雨水设计流量确定；调蓄设施下游的设计流量不用超过其下游排水设施的最大

受纳能力；降雨历时不应超过编制暴雨强度公式时受纳的最大降雨历时。 

（10） 调蓄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当蓄水池进水口不能有效收集汇水面径

流时，应加大进水口规模或进行局部下沉等。当进水口、溢流口因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

设置碎石缓冲或采取其他防冲刷措施。当调蓄池进水口、溢流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

时，应及时清理垃圾或沉积物。当调蓄池或蓄水池因沉淀物淤积导致蓄水能力不足时，应及

时清理沉淀物。当调蓄池出现边坡坍塌时，应进行加固。调蓄池的检修、植被养护频次应为1

年2次，检修时间应在雨季之前及雨季期中。蓄水池运行期间应特别注意防渗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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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初期雨水弃流指通过一定方法或装置将存在初期冲刷效应、污染物浓度较高的降雨初期

径流予以弃除，以降低雨水的后续处理难度。弃流雨水应进行处理，如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等。常见的初期弃流方法包括容积法弃流、

小管弃流（水流切换法）等，弃流形式包括自控弃流、渗透弃流、弃流池、雨落管弃流等。 

 

图16  初期雨水弃流结构参考图 

（1）初期雨水弃流设施雨水弃流量应根据下垫面旱季污染物状况确定；雨水弃流池的池

容积应根据收集面积、设计降雨厚度、汇水时间、收集后的用途等情况合理确定。 

（2）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可分为成品和非成品两类：成品设施按照安装方式分为管道安装

式、屋顶安装式和埋地式。管道安装式弃流装置主要分为累计雨量控制式、流量控制式等；

屋顶安装式弃流装置有雨量计式等；埋地式弃流装置有弃流井、渗透弃流装置等。按控制方

式又可分为自控弃流装置和非自控弃流装置；非成品设施可分为小管弃流井和弃流池。 

6.2.7 雨水渗透设施 

雨水渗透管、渗渠是在传统雨水排放的基础上，将雨水管改为渗透管（穿孔管），或周

围回填砾石，雨水通过埋设于地下的多孔管材向四周土层渗透。渗管、渗渠可采用穿孔塑料

管、无砂混凝土管/渠和砾（碎）石等材料组合而成。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渗管、渗渠应设置植草沟、沉淀（砂）池等预处理设施； 

（2） 渗管可采用PVC穿孔管、PE渗排管、无砂混凝土管等材料制成，塑料管开孔率应控

制在1～3%之间，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应大于20%； 

（3） 渗管坡度应满足排水要求，宜采用0.01～0.02； 

（4） 渗管四周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砾石层外包土工布，土工布搭接宽度不应少于

150mm；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74页 

（5） 渗管管沟设在车行路面下时覆土深度不应小于700mm。 

渗井一般用成品或混凝土建造，其直径小于1m，井深由地质条件决定。井底距地下水位

距离不能小于1.5m。渗井一般有两种形式，形式1由砂过滤包裹，井壁周边开孔，雨水井砂层

过滤后渗入地下，雨水中的杂质大部被砂滤层截留。形式2在井内设过滤层，在过滤层以下的

井壁上开孔，雨水只能通过井内过滤层后才能渗入地下，雨水中杂质大部被井内滤层截留。

过滤层可采用0.25～4mm石英砂，其透水性应满足K不小于1×10‐3m/s。渗井1比渗井2的滤料

容易更换，更易长期保持良好的渗透性。为增大渗井渗透效果，可在深井周围设置水平渗排

管，并在渗排管周围铺设砾（碎）石。渗井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雨水通过渗井下渗前应通过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等设施对雨水进行预处理； 

（2） 渗井的出水管的内底高程应高于进水管管内顶高程，但不应高于上游相邻井的出水

管管内底高程。 

 

 

图17  渗井、渗管/渠结构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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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管、渗渠与渗井的维护与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进水口出现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

应设置碎石缓冲或采取其他防冲刷措施；设施内因沉积物淤积导致调蓄能力或过流能力不足

时，应及时清理沉积物；当渗井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36h时，应及时更换填料；渗井

的检修频率应为每年2次，并应于雨季之前和雨季期中；渗管、渗渠的检修频率应为每年1

次，且应于雨季前。 

 

6.3 关键技术要求 

6.3.1 土壤要求 

（1） 应用于LID设施中的植物土壤应尽量以原始土壤为主，原始土壤应满足于PH值为6.0-

8.5，土壤含盐量在0.10%以下；有机质≥2.5%；容重≤1.20g/cm；非毛管孔隙度≥10；渗透能

力>1.3cm/h；石砾粒径≤lcm，石砾含量<8%；全氮量≥0.10%；全磷量≥0.06%；全钾量>1.7%等

条件。对于不能满足条件的现状土壤，建议更换种植土以保证植物的成活率。 

（2） 对于需要换土的的LID设施，必须用优质种植土进行部分或全部置换。回填土必须

经过镇压或灌水沉降，夯实基础位置；换土土壤一般采用85%的洗过的粗砂，10%左右的细

沙，有机物的含量5%，渗透能力不小于2.5cm/h。种植土应满足符合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

壤》（CJ/T340）中的有关规定。 

（3） 为满足雨水渗滤、净化等功能性要求，LID设施内的种植土层下方应设置过滤层，

滤料可选用炉渣、蛭石、砂石、卵石、陶粒等材料。 

（4） 土壤厚度 

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型植草沟、植物池等低影响开发设施中的种植土壤厚度一般不宜小

于 0.6m，不宜大于 1.5m。土壤层厚度按以下因素进行确定： 

1） 种植的植物：对于植草的，土壤厚度一般为0.6m；种植乔木的，最小土壤层厚度应达

到1.5m；。 

2） 需要去除的污染物：重金属、SS、总磷和病原菌的去除要求土壤厚度一般不低于

0.6m，如果需要去除总氮，土壤的厚度一般不低于0.75m。 

3） 可用厚度：对于有地下室顶板或者其他地下构筑物限制，导致底部不能完全入渗的，

土壤层的厚度一般为0.6m。 

（5） LID设施因种植土渗透能力逐渐下降，导致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36h时，应

及时置换种植土及下层过滤层。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76页 

6.3.2 防渗 

（1） 侧向防渗。对于靠近道路、建筑物基础或者其他基础设施，或者因为雨水浸泡可能

出现地面不均匀沉降的入渗型低影响开发设施，需要考虑侧向防渗。 

（2） 底部防渗。对于以下情况，还需采取底部防渗措施：1）因土壤过饱和可能出现沉

降或者塌陷； 

1） 底部是地下室或者其他基础设施； 

2） 距离建筑物基础过近的。 

（3）地下水位过高，绿色海绵设施其底部距离地下水位不小于0.6m时，宜在绿色海绵设

施四周及底部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以防止地下水进入导致其功能失效。 

6.3.3 路缘石开口 

（1） 在道路和停车场等不透水率较高的区域进行低影响开发设施设计时，一般应设置路

缘石开口。 
 

 

  

图18  路缘石开口 

（2） 路缘石的开口设计要点如下： 

1） 路缘石的开口形式可以为垂直开口或者45度倒角。 

2） 路缘石开口的底部应该朝向低影响开发设施，确保雨水能够顺流进入低影响开发设

施。 

3） 路缘石开口入口处应设置消能设施，以防止侵蚀。 

4） 对于需要跨越步行通道的路缘石开口，应采取加盖等防护措施。 

5） 对于纵坡坡度大于4%的道路，应适当增加开口数量。 

6.3.4 为减少雨水径流污染负荷，宜采用下列非工程型措施： 

（1） 加强物业管理和废弃物管理，减少地面污染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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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水口设置物理截污设施； 

（3） 雨水在进入下沉式绿化或水体前，应采用工程型设施处理初期雨水径流雨水。 

 

6.3.5 管道入流口处导流和消能 

应通过合理的竖向设计，使雨水能够沿设计路径进入低影响开发设施。以管道集中

入流方式进入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入口处应采取散流和消能措施。具体的方式包括：1）

前池溢流；2）卵石或者碎石；3）围堰；4）弯头消能。 

 

 

图19  消能措施 

6.3.6 底部渗排 

（1） 一般规定 

对于地基渗透能力低于1.3cm/h的生物滞留设施或者是底部进行了防渗处理的其他入渗为

主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底部应设置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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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渗排管设置的一般要求1）最小直径为50mm。 

1） 渗排管可以采用经过开槽或者穿孔处理的PVC管或者HDPE管。 

2） 每个生物滞留设施应至少安装两根底部渗排管，且100平米的收水面积应配置至少一

根底部渗排管。 

3） 渗排管的最小坡度为0.4%。 

4） 每75-90m应设置未开孔的清淤立管，清淤立管不能开孔，直径最小为100mm。 

5） 每根渗排管应设置至少两根清淤立管。 

6） 采用碎石的底部排水层应与种植土壤层隔离，隔离的材料可选用土工布或细砂等。 

6.3.7 与市政基础设施的避让原则 

低影响开发设施应尽量避让市政基础设施，对于确实不能避让的，应做好防渗。对于市

政设施需要穿越低影响开发设施防渗层的，应在穿越处做好密封。 

6.4 常见设施的组合设计与优化 

6.4.1 组合设计原则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择应结合不同区域水文地质、水资源等特点，建筑密度、绿地率及

土地利用布局等条件，根据城市总规、专项规划及详规明确的控制目标，结合汇水区特征和

设施的主要功能、经济性、适用性、景观效果等因素选择效益最优的单项设施及其组合系

统。组合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组合系统中各设施的适用性应符合场地土壤渗透性、地下水位、地形等特点。在土

壤渗性能差、地下水位高、地形较陡的地区，选用渗透设施时应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防止

塌陷、地下水污染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2） 组合系统中各设施的主要功能应与规划控制目标相对应。缺水地区以雨水资源化利

用为主要目标时，可优先选用以雨水集蓄利用主要功能的雨水储存设施；内涝风险严重的地

区以径流峰值控制为主要目标时，可优先选用峰值削减效果较优的雨水储存和调节等技术；

水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以径流污染控制和径流峰值控制为主要目标时，可优先选用雨水净化和

峰值削减功能较优的雨水截污净化、渗透和调节等技术。 

6.4.2 设施优化原则 

在满足控制目标的前提下，组合系统中各设施的总投资成本宜最低，并综合考虑设施的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场地条件允许时，优先选用成本较低且景观效果较优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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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非工程性措施 

6.5.1 为实现径流总量削减，宜采用下列非工程型技术措施： 

（1） 减少不透水面面积； 

（2） 隔断不透水面； 

（3） 改良土壤透水性； 

（4） 提升绿化； 

（5） 宜利用地下建筑顶面覆土层实现雨水渗透。 

6.5.2 为延长雨水汇流时间，宜采用下列非工程型技术措施： 

（1） 减缓透水面坡度； 

（2） 采用草沟排水。 

6.5.3 为增大雨水滞留（流）量，宜采用下列非工程型技术措施： 

（1） 路面宜高于下沉式绿地100～150mm，并应确保雨水顺畅流入下沉式绿地。当采用

下沉式绿地时，雨水口宜设在绿地内，其顶面标高宜低于路面30～50mm； 

（2） 宜利用区域内水体滞留（流）雨水。 

6.6 设施监测 

6.6.1 主要适用范围、对象 

监测的范围和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选监测设施应位于项目监测范围内，与项目监测统筹考虑。 

（2）设施监测对象可包括下列内容： 

➢ 渗透塘、生物滞留设施、湿塘、调节塘、湿地、砂滤池、人工土壤渗滤池等绿色设

施： 

➢ 蓄水池、调节池、合流制溢流调蓄池、合流制溢流处理站等灰色设施。 

（3）设施监测的对象可为单一设施或组合设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设施的汇水范围、设计参数、构造尺寸、材料规格等应清晰明确； 

➢ 所选源头减排设施的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宜为“我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所

在区域规定的下限值的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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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一般规定 

（1）监测目的 

设施监测应以获取设施控制径流或合流制溢流体积、污染量、峰值流量效果与设施技术

参数等数据为目的，满足设施运行数据收集与效果评价的要求。 

（2）监测内容 

设施监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 对设施水量控制效果进行评价时，应对设施调蓄水位和进、出水流量变化过程进行监

测。 

➢ 应对合流制溢流处理设施排放的污染物浓度进行监测，评价设施污染负荷削减效果

时，应同步监测设施的进、出水流量与水质。 

➢ 宜对渗透塘、生物滞留设施土壤或人工介质的入渗率、含水率等进行监测。 

6.6.3 设计流程 

（1）基础资料收集 

➢ 应收集设施汇水范围内下垫面构成、地形地貌、土壤渗透能力等数据。 

➢ 应收集设施相关下列基础资料： 

①设施的汇水范围及汇水范围内排水管网的运行情况； 

②设施水质处理工艺、设计降雨及设计进、出水流量、设计排空时间或设计停留时间等

设计参数； 

③设施设计和竣工资料； 

④现有的设施监测数据。 

（2）监测点布设 

➢ 设施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应在设施进水口、出水口或溢流排水口设置水量监测点； 

②渗透塘、湿塘、调节塘、蓄水池、调节池、合流制溢流调蓄池等宜在设施调蓄空间或

设施结构内部设置水位监测点，对设施径流体积控制量、排空时间进行监测； 

③湿地、砂滤池、人工土壤渗滤池、合流制溢流调蓄池、合流制溢流处理设施等宜在设

施进水口、过程处理单元、出水口设置水量、水质监测点，对设施水质处理效果进行监测； 

④绿色设施监测点布设可按下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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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生物滞留设施监测点布设（左图为B-B断面图，右图为平面图） 

 

图21  生物滞留设施监测点布设（A-A断面图，上图设置底部出水口，下图无底部出水口） 

 

图22  调节塘监测点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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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监测应与项目监测设置的降雨量监测点合并使用。 

6.6.4 监测方法、频次 

（1）为满足合流制溢流调蓄与处理设施日常运行、调度及监管要求设置的监测点，应开

展长期监测。 

（2）设施水量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设施进水、出水等小流量监测宜采用堰槽流量计进行自动监测； 

➢ 设施内部水位可采用压力式水位计进行自动监测； 

➢ 自动监测数据的采集和通讯时间间隔不宜大于15min； 

➢ 土壤入渗率可采用双环入渗仪进行监测，土壤含水率可采用土壤湿度仪进行监测。 

（3）设施水质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对于合流制溢流处理设施，出水水量与水质监测应以出水排放事件为单元进行监测，

无排放时长大于24h时应记为2次排放事件； 

➢ 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混合样，自监测点产生排放时刻起，3h内每1h应至少

采集3个样品，样品采集间隔时间不应少于15min，3h后每30min或1h或1.5h应采样一次；排放

时长小于等于3h时，采集总时长应覆盖整个排放过程，排放时长大于3h时，采集总时长不应

少于排放总时长的75%且不应少于3h； 

➢ 对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进行监测时，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瞬时样，自监测

点产生排放时刻起，30min内每5min或15min应采样一次，30min~3h内每15min应采样一次，

3h后每30min或1h或1.5h应采样一次，直至排放结束； 

➢ 对排放污染负荷进行评价时，应同步开展水量与水质监测； 

➢ 样品采集间隔时间和总时长还应考虑样品允许的最大保存时间，以及样品由监测点运

输至实验室所需时间； 

➢ 水质检验指标应符合本标准以下规定： 

①雨天合流制溢流监测应以合流制溢流事件为单元进行监测，无溢流排放的时长大于

24h时应记为 2 次溢流事件； 

②可采用水尺等简易方式对检查井等构筑物处的最高水位进行监测； 

③可采用标识物、最高水位水尺、摄像等方式对合流制溢流排放口或污水截流井是否发

生溢流进行监测； 

④合流污水管渠、泵站外排水量监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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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管渠流量应采用多普勒超声流量计、堰槽流量计进行自动监测； 

b）管渠水位宜采用超声波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压力式水位计、浮力式水位计等进行自

动监测； 

c）数据自动采集与通讯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15min； 

d）排水泵站外排水量可根据水泵额定流量、启停时间，或根据泵站前池“时间-水位”

监测数据计算获得。 

⑤对溢流污染负荷进行评价时，应同步开展水量与水质监测； 

⑥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混合样，自监测点产生合流制溢流排放时刻起，3h内

每 1h应至少采集 3个样品，样品采集间隔时间不应少于 15min，3h后每 30min或 1h或 1.5h

应采样一次；排放时长小于等于 3h时，采集总时长应覆盖整个排放过程，排放时长大于 3h

时，采集总时长不应少于排放总时长的 75%且不应少于 3h； 

⑦对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进行监测时，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瞬时样，自监测

点产生径流或合流制溢流排放时刻起，3h内每 15min应采样一次，3h后每 30min或 1h 或

1.5h应采样一次，直至排放结束； 

⑧样品采集间隔时间和总时长还应考虑样品允许的最大保存时间，以及样品由监测点运

输至实验室所需时间； 

⑨合流制溢流污水水质检验指标应根据污染源类型、受纳水体水质标准、排放标准、监

测目的等进行确定，宜包括总固体、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pH、溶解氧，也可包括粪大

肠菌群； 

⑩各瞬时样、混合样样品采集体积量应满足各水质指标检验所需的最小样品量要求，还

应考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要。 

⑪各瞬时样、混合样样品采集体积量应满足各水质指标检验所需的最小样品量要求，还

应考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要。 

⑫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混合样，自监测点产生排放时刻起，3h内每 1h 应至

少采集 3个样品，样品采集间隔时间不应少于 15min，3h后每 30min或 1h或 1.5h应采样一

次；排放时长小于等于 3h时，采集总时长应覆盖整个排放过程，排放时长大于 3h时，采集

总时长不应少于排放总时长的 75%且不应少于 3h； 

⑬对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进行监测时，应采用人工或自动监测方式采集瞬时样，自监测

点产生排放时刻起，30min内每 5min应采样一次，30min~3h内每 15min应采样一次，3h 后

每 30min或 1h 或 1.5h 应采样一次，直至排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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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对项目外排径流污染负荷进行评价时，应同步开展水量与水质监测； 

⑮样品采集间隔时间和总时长还应考虑样品允许的最大保存时间，以及样品由监测点运

输至实验室所需时间； 

⑯径流雨水水质检验指标应根据污染源类型、受纳水体水质标准、排放标准、监测目的

等进行确定，应包括悬浮物，可包括总磷、化学需氧量； 

⑰各瞬时样、混合样样品采集体积量应满足各水质指标检验所需的最小样品量要求，还

应考虑重复分析和质量控制的需要。 

（4）典型场次降雨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规定： 

①场次降雨应为独立的降雨事件，无雨时长大于 6h时应记为 2场降雨；场次降雨总时长

不宜小于 1h； 

②典型场次降雨监测场次数不宜少于 4 场； 

③不计降雨量小于等于 2mm的场次降雨，典型场次降雨的雨前无雨天数不宜少于当地雨

季或汛期的多年平均降雨间隔天数，无相关资料时，可取 3d； 

④通过内涝监测评价内涝防治标准达标情况时，所选实际暴雨的最大 1h降雨量不应低于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⑤雨水管渠监测时，场次降雨的降雨量宜为 0.5倍~1.5倍当地多年平均场次降雨量； 

⑥合流制溢流监测时，宜至少包含一场最大 1h或 24h降雨量达到 0.25年一遇设计重现

期标准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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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绵城市设计评估方法 

7.1 一般规定 

7.1.1 海绵城市设计评估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源头径流峰

值、硬化地面率、排水防涝标准、绿地率及水体生态岸线率等内容的评估，具体见本章 

7.2～7.9 章节提供的方法进行评估。 

7.1.2 海绵城市设计方案重点根据控制指标布置低影响开发设施，并鼓励结合模型进行

设施组合优选。模型重点输出径流总量、污染物总量与各设施设计参数， 以完成控制率核算

与设施设计。 

7.1.3 采用模型对设计方案进行校核时，须核算控制目标，并定量分析方案洪涝控制、

污染控制、雨水利用、经济成本等主要方面所能达到的效果。 

 

7.2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容积法简易评估 

7.2.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容积法计算可按以下要求进行： 

（1）核算每个地块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计算该地块不同下垫面面积，确定各下垫面的

雨量径流系数（按第 4 章表 9），经加权平均得到该地块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若综合雨量

径流系数对应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满足要求，则该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若综合雨量

径流系数对应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满足要求，则按（2）～（4）的流程进行核算。 

（2）计算每个地块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需蓄水容积。按照下式计算该地块不同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需调蓄容积。 

𝑉 =0𝐻𝜑𝐹                           式 7.2.1 

式中： —设计调蓄容积或需蓄水容积，m³； 

 —设计降雨量，mm，按第 4 章表 2 选取；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汇水面积，hm²。 

（3）核算每个地块的可蓄水容积。 

（4）确定该地块的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将该地块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所需蓄水容

积与实际可蓄水容积比较，得到该地块的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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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域年径流控制率核算。为该区域内每个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加权平均值。 

7.2.2 蓄水设施的蓄水容积计算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渗透功能的综合设施，蓄水最大深度应根据该处设施上沿高程最低处确定； 

（2）用于接纳初始阶段降雨的雨水罐、雨水池等，可蓄水容积应结合所蓄雨水的利用安

排确定，雨前不能及时排空的容积不应计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蓄水容积； 

（3）每处设施计入总调蓄容积不应大于设计降雨量下其汇水面内的实际降雨径流量。 

（4）每处设施计入总调蓄容积应不大于一个周期内排放量、水体渗透量、水面蒸发量和

回用量之和，其中排放量根据可排空的体积确定，回用量根据实际回用水量确定，水体渗透

量和水面蒸发量计算确定。一般取一个周期 24h。 

7.2.3 水面蒸发量确定方法： 

（1）水面蒸发量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也可采用多年平均逐月蒸发量确定。江门市

1983～2013年多年平均蒸发量约 1587.4mm，月平均蒸发量见下表。 

表24  江门市 1983～2013 年月平均蒸发量（mm）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983～2013年 

94.7 77.4 87.1 103.7 137.7 143.1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77.4 168.3 165.0 173.0 141.0 118.9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江门市气象局。蒸发量选用新会国家气象观测站数据，其中 2013 年 10 月起该站

无蒸发量观测。 

（2）当实测数据缺乏时，可按照下式计算： 

  𝑄𝑧ℎ= 52.0 𝑆（𝑃𝑚−𝑃𝑎)(1+0.135𝑉𝑚𝑑) 式 7.2.2 

式中： 𝑄𝑧ℎ  ——水池的水面蒸发量，L/d； 

𝑆——水池的表面积，m²； 

𝑃𝑚——水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Pa； 

𝑃𝑎—空气的蒸汽分压，Pa； 

𝑉𝑚𝑑——日平均风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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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水体渗透量确定方法： 

𝑊𝑆 = 𝛼𝐾𝐽𝐴𝑆𝑡𝑆                           式 7.2.3 

式中： 𝑊𝑆——渗透设施，m³； 

𝛼——综合安全系数，一般取 0.5～0.6； 

𝐽——水力坡降，一般取 1； 

𝐴𝑆——有效渗透面积，m²； 

𝑡𝑆——渗透时间，s，一般取 24h； 

𝐾——土壤渗透系数，m/s。 

 

7.3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简易评估 

7.3.1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计算可按以下要求进行： 

（1）统计不同低影响开发设施面积，通过式 7.2.1式计算不同低影响开发设施调蓄容

积，乘以第 6章表 21 不同设施污染物削减率。 

（2）将不同低影响开发设施削减率乘积相加，除以总调蓄容积，得出地块（或区域）低

影响开发设施加权平均削减率。 

（3）再乘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得出整体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 

7.3.2 具体设施的污染物削减率 

确定具体设施的污染物削减率时，需要根据设施特点，结合当地条件进行专门研究后提

出，当条件不具备时，可按照第 6章表 21取值。 

 

7.4 源头径流峰值控制简易评估 

径流峰值控制应采用设计施工、模型模拟评估资料查阅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

估。该指标的建议评估应核对报审材料中的场地设计前后的综合径流系数及其计算书，设计

后的综合径流系数不应超过设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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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硬化地面率简易评估 

硬化地面率采用设计施工资料查阅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估。硬化地面率的简

易评估按照设计报审材料中的硬化地面率、不透水地面面积、建筑屋顶面积指标进行建议评

估，其确定方法如下： 

G= Ay  /（A0-Aw）                                                 式 7.2.4 

式中： G——硬化地面率，%； 

Ay——不透水地面面积，m² 

A0——项目占地面积，m² 

Aw——建筑屋顶面积，m² 

 

7.6 排水防涝标准评估 

（1）排水防涝标准的评估为综合防涝水平的评估。 

（2）综合防涝水平评估参照《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附录 B的有关规定

执行。 

（3）采用数字模型方法进行评估的，设计前应首先利用模型对现场进行评估，通过 GIS 

空间地理分析技术，对研究区域进行下垫面分析，获取用地分类与土壤等数据，并确定汇水

分区，识别低洼地段。结合降雨、河道、管网、低影响开发设施等模块，通过模型模拟计算

研究区域的现状径流总量与径流系数，评估现状问题与风险。 

 

7.7 绿地率评估 

核对设计报审材料中的的绿地面积和占地面积的比值，参考《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本《指引和要点》4.5.2 节的绿地率标准评估。 

 

7.8 水体生态岸线率评估 

对于涉水的工程项目，核对设计报审材料中的生态岸线长度和总体岸线长度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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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模型评估内容及要求 

鼓励采用模型模拟的方法对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源头径流峰值

控制及排水防涝标准进行评估，评估的技术要点如下： 

（1）模型软件应具有下垫面产汇流、管道汇流、地面漫流、城市水系、水闸泵站设施、

污水处理设施、源头减排设施等模拟功能。 

（2）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模型建模应具有源头减排设施参数、管网拓扑与管渠缺陷、下垫

面、地形，以及该地区至少近 10年的步长为 1min或 5min或 1h的连续降雨监测数据；年径

流污染总量削减率模型建模应具有源头减排设施参数、管网拓扑与管渠缺陷、截污干管和污

水处理设施运行工况、下垫面、地形，以及该地区至少近 10年的步长为 1min、或 5min 或 

1h 的连续降雨监测数据；排水防涝标准模型建模应具有管网拓扑与管渠缺陷、下垫面、地

形，以及该地区内涝防治标准下的最小时间段为 5min总历时为 1440min 的设计雨型数据。 

（3）其余未尽事宜参照《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51345）、《室外排水设计标

准》（GB50014）、《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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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绵城市技术审查要点 

8.1 总体流程 

海绵城市建设的审批工作一般分为以下流程： 

（1）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仅适用于政府投资项目） 

审查建议书或报告中是否提出海绵城市总体目标和总体方案，以及相关措施的投资估

算。 

（2）规划方案设计审查（含道路工程方案设计）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专篇，审查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雨水

及内涝设计等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3）施工图设计审查 

审查机构根据报批文件，明确项目低影响开发是否达标，出具专项审查意见。 

（4）竣工验收 

记录海绵城市工程、措施的落实情况，并提交有关部门备案。 

（5）考核评估 

对海绵城市项目绩效评价所涉考核指标进行系统化的定量分析及评估。 

本指引和要点主要对海绵城市规划方案设计（含道路工程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技术

审查方法进行论述。 

 

8.2 一般规定 

（1）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议书中应对海绵城市设施必要性等进行明确阐述，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措施、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以及投资估算。

发改部门在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审批管理、审核政府投资项目概算时加强对海

绵城市建设内容的审查。 

（2）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时，应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的相关规范和技

术要求，一并审查海绵城市设计内容。审查机构在审查意见书中明确海绵城市设计内容的审

查结论，达不到海绵城市技术要求的，不得出具施工图审查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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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海绵城市审查要点 

8.3.1 规划方案审查要点（含道路工程方案设计） 

（1）海绵城市专篇的形式审查 

海绵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规划方案设计（含道路工程方案设计）审查进行形式审查，主

要审查设计中海绵城市专篇的有无情况，以及建设项目自评价结论是否符合本指引和要点相

关的海绵城市设计目标。 

表25  形式审查用表 

 

项目名称  

项目面积（hm²）  

形式审查内容 结论 

海绵城市专篇（含自评/承诺表）是否齐全且有签章 是 □ 否 □ 

海绵城市设计目标是否满足（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

染物总量削减率（%）、雨水及内涝设计标准（年）、下沉式绿地率、

透水铺装率、绿色屋顶率等） 

 

是 □ 否 □ 

 

形式审查结论 

通过 □ 不通过 □ 

结论：  

 

 

如若设计中无海绵城市专篇，或专篇中无自评（承诺）表，则形式审查不通过，审查结

论可写为：“项目设计报送材料中缺少必要的海绵城市相关内容，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如若设计中有海绵城市专篇及自评（承诺）表，但自评价结论不符合本指引和要点中关

于海绵城市设计目标的（对照“4.2～4.5 章节”），则形式审查不通过， 审查结论可写

为：“项目设计海绵城市自评结论不符合《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中所

列的要求，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如海绵城市专篇中已论述项目因建设环境、内容、功能等因素制约而不能完全遵循海绵

城市建设规范标准、确实无法达到本指引和要点所列要求的，应进行专家论证，并提供有关

主管部门已批准的文件。 

（2）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审查 

海绵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项目规划

方案设计（含道路工程方案设计）海绵城市专篇进行审查或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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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海绵城市专篇进行审查，并明确审查结论，反馈至海绵城市规划

管理部门；如进行监督抽查的，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抽查，并定期将抽查意见抄送至海绵城

市规划管理部门。 

8.3.2 施工图审查要点 

（1）技术审查要点 

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设计进行审查时，首先审查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物总

量削减率、雨水及内涝设计等指标是否满足本指引和要点的要求；审查通过后，对施工图设

计中的各项海绵工程、措施进行审查。海绵工程、措施除满足本指引和要点要求的有关标准

外，还须满足有关的国家、广东省和江门市现行相关规范（标准）规定的内容，所涉及的标

准内容以现行国家标准为准。本节对应的规范（标准）发生调整时，应以新发布的规范（标

准）对应条文为准。 

各类型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审查包含并不限于表 25-表 29 中所列的要点， 具体如下： 

1）建筑与小区（用地类型为 R1、R2 类的住宅小区，A1、A2、A3、A4、A5、A6、B1、

B2、B3、B4、U1、U21、U3、U9 类公共管理和服务设施、商业服务类设施，、M、W1、W2 类

工厂和仓库等建设项目）： 

表26  建筑与小区施工图设计审查要点一览表 

规范（文件）名称 条文编号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4、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与指标 4.2、4.3、4.5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4、雨水控制及利用系统设置 4.1.4 

5、雨水收集和排出 
5.1.4、5.1.1、5.2.1、

5.3.35.4.2、5.4.8、5.4.9 

6、雨水入渗 6.1.4 

7、雨水储存与回用 7.3.1、7.3.4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4、总体设计 4.3.2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3、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 3.2.2A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4、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4.8.9、4.8.13 

《立体绿化技术规程》（DGTJ08-75-2014） 

3、基本规定 3.2.4 

4、屋顶绿化 4.2.3、 

5、垂直绿化 5.3.3 

6、沿口绿化 6.2.2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2013） 3、基本规定 3.1.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1993

（2016 年版）） 

8、道路 8.0.7 

9、竖向 9.0.2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

统构建（试行）》 
4.3 建筑与小区 4（1）、（2）、（3） 

《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导则（2006 版）》 8、水景景观 8.1.3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4、节水系统设计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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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政道路（用地类型为 S1、S2、S3、S4、S9 类的市政道路、停车场等建设项目）： 

表27  市政道路施工图设计审查要点一览表 

 

规范（标准）名称 条文编号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4、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与指标 4.2、4.3、4.5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构建（试行）》 
4.4 城市道路 （1）、（3）、（6）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4、源头减排设施 4.2.2、4.2.5、 

6、排涝除险设施 6.4.2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 

版）） 

5、横断面 
5.3.4、5.3.5、5.4.2、

5.5.2 

12、路基与路面 12.3.2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 5、设计 5.1.2 

 

3）绿地与广场（用地类型为 G1、G2、G3 类的公园绿地、一般防护绿地和广场等建设项

目）： 

表28  绿地与广场施工图设计审查要点一览表 

 

规范（标准）名称 条文编号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4、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与指标 4.2、4.3、4.5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4、总体设计 4.1.5 

5、地形设计 5.1.3、5.3.5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

统构建（试行）》 
4.5 城市绿地与广场 （3）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3、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 3.2.2A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 5、设计 5.1.2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版）） 

3、基本规定 3.0.12 

6、道路、桥梁 6.1.5 

7、园林建筑、园林小品 7.1.2A、7.1.2B 

8、给水、排水及电气 8.2.2、8.2.4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4、源头减排设施 4.1.5、4.1.12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4、节水系统设计 4.1.5 

 

4）城市水系（用地类型为 E1 类的水体类等建设项目）： 

表29  城市水系施工图设计审查要点一览表 

 

规范（标准）名称 条文编号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4、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与指标 4.4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 

年版）） 
5、水系利用 

5.1.3、5.4.7、

5.5.4、5.5.5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6、排涝除险设施 6.2.4、6.2.5、6.2.7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 4.6 城市水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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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构建（试行）》 

《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sl709-

2015） 

6、水质维护与改善 6.3.1 

7、河湖地貌形态保护与修复 7.2.3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 8、治涝工程 8.3.3、8.3.4、8.3.5 

 
（2）技术审查要求 

审查结论（报告）样式可由审查机构具体确定。 

审查机构和审查人员应根据上述要点的规定进行审查，承担审查责任。审查中如发现违

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条文时，设计单位必须进行修改，否则不予通过。对于上述要点中的

除强制性条文以外的其他条文，如未能严格执行的，应有充分依据并提交相关说明。 

 

8.4 设计成果报审材料参考 

用于报审的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成果应包含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相关附表等。 

8.4.1 设计说明书 

说明项目的基本情况，并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为原则，依据上位规划要求， 确定项目

建设目标，并详细阐述海绵城市设计方案。设计说明书的内容应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1）设计依据 

➢ 简要说明项目设计思路及参考的文件，采用的主要技术规范和标准等； 

➢ 如属于城市更新项目，上层次规划中海绵城市专篇有相关设计内容时，也应对专篇中

方案的统一性进行说明，如有改动需进一步说明。 

（2）现状分析 

➢ 说明项目区位、项目规模、规划用地类型、容积率、设计范围、占地面积、绿化面积

及位置、竖向设计、与周边管网的联系等项目概况； 

➢ 辨析项目周边的内涝情况、污染情况及水体黑臭等现状涉水问题。 

（3）设计目标指标 

通过充分对比本指引和要点的目标指标、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所列明的目标指标、上层次

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等）对本项目的目标指标、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对该类别项目的目

标指标要求后，结合项目建设条件，选择适宜的设计目标指标。 

（4）海绵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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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项目所在区域、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场地的实际情况等要求，确定海绵城市相关方

案，并对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5）达标校核 

按汇水分区对本次方案的达标情况进行详细计算。 

8.4.2 设计图纸 

海绵城市相关各专业的设计图纸应满足《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等相关要

求。海绵城市专篇设计图纸应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图纸： 

（1）下垫面分类布局图 

以总平面图为依据划分项目范围内的各类下垫面分布及范围。图纸内容包括且不限于下

垫面分布、项目场地外围市政排水管网分布、项目建筑布局及场地土壤透水性等现状情况。 

（2）场地竖向及汇水分区图 

对场地竖向，反映场地坡向、低洼地等重要节点进行标识，并以场地竖向、下垫面以及

雨水管网布置为依据，绘出汇水分区图。 

（3）径流组织及海绵设施分布总图 

以总平面图、竖向平面图为依据划分项目范围内的汇水分区，标注分区的编号和排水方

向，穿过建筑屋顶的分区线需综合考虑未来屋面的排水走向。 

➢ 根据雨水径流路径，在总平面图基础上，反映各汇水分区海绵设施分布、类型和规模

（调蓄容积）等； 

➢ 注明超标雨水排放与场地室外排水系统的衔接关系； 

➢ 若有雨水利用系统，应提交雨水收集回用工艺流程图、雨水回用系统平面布置、雨水

收集与回用处理设施平面布置图； 

➢ 标示图例和指北针，进行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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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相关附表 

以下表格供建设单位参考填写，连同海绵城市设计方案成果一并提交。 

（1）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建设目标表 

表30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建设目标表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类型 新建项目 □ 改扩建地块（项目）建设 □ 

项目用地性质  

二、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指标类型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备注 

控制性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参照表3、表4 设计降雨量（mm）： 

2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 

（%） 

新建≥70% 

改建≥40% 
 

3 源头径流峰值控制 
设计前后雨量

径流系数不变 

设计前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设计后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4 硬化地面率（%） 参照表6  

5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年） 5-30年  

6 内涝防治标准（年） 30年  

7 绿地率（%）   

8 水体生态岸线率（%） ≥70% 
生态岸线长度： 

总体岸线长度： 

指标类型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备注 

引导性 

9 下沉式绿地比例（%） 参照表3、表4 
包括植草沟、雨水花园等生物滞留设施，

以及渗透塘、湿塘、雨水湿地等设施 

10 绿色屋顶率（%） 参照表3、表4  

11 透水铺装率（%） 参照表3、表4  

注：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值来源于《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2）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自评表 

各类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自评可参考下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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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自评表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分项指标 备注 

 

排水分区

划分 

排水分区个数：  

 

            排水口个数： 
其中： 个排往市政排水系统或水体 

第一汇水分区 

项目 内容 数值 备注 

 

下垫面解析 

汇水区 
汇水区名称   

项目用地面积（m²）   

屋顶 
总面积（m²）   

屋顶绿化面积（m²）   

铺装面积 

总面积（m²）   

非渗透硬质面积（m²）   

渗透铺装面积（m²）   

绿化 
总面积（m²）   

广义下沉式绿地面积（m²）   

水体（景） 

总面积（m²）   

水体岸线长度（m）   

生态岸线长度（m）   

下沉式广场 总面积（m²）   

设计前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设计后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需要控制容积（m³）   

专门设施

核算 

具有控制容

积的设施 

总容积（m³）   

地表水体（景）调蓄容积（m³）  调蓄深度： 

生物滞留设施蓄水容积（m³）  下沉深度： 

地下蓄水设施蓄水容积（m³）   

雨水桶蓄水容积（m³）   

竖向用地

控制 

内部场地 高出相邻城市道路高度（m）   

地面建筑 室内外正负零高差（m）   

第二汇水分区（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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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一汇水区 …… …… …… 

 

综合自评 

控制目标评价 目标值 完成值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   

源头径流峰值控制   

硬化地面率（%）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年）   

内涝防治标准（年）   

绿地率（%）   

水体生态岸线率（%）   

引导性指标 要求值 完成值 

下沉式绿地比例（%）   

绿色屋顶率（%）   

透水铺装率（%）   

结论 本项目目标达标、引导性指标达标。 

承诺书：我方承诺已按照国家和地方标准计算并设计海绵城市相关内容，本自评表真实、全面反映本次

设计成果，若有任何虚假行为，承担一切责任！ 

 

承诺方：（建设单位） 承诺方：（设计单位） 

 

时间：XXXX 年 XX 月 XX 日 时间：XXXX 年 XX 月 XX 日 

 

（盖章） （盖章） 

 

（3）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审查资料核对单 

建设单位应整理项目材料连同方案（施工图）设计一同报送。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下表所

示。 

表32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审查资料核对单 

 

项目名称  资料阶段  

报送单位  
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报送时间  

序号 资料名称 类别 格式要求 资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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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绵城市专篇设计说明书 

海绵城市 

WORD、PDF  

2 建设项目海绵设计方案建设目标表 WORD、PDF  

3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自评表 WORD、PDF  

4 道路专业设计说明 

道路专业 

DWG  

5 道路平面图 DWG  

6 道路横断面图 DWG  

7 路面结构图 DWG  

8 建筑或园林专业设计说明 

建筑或园林专业 

DWG  

9 建筑总平面图 DWG  

10 景观或园建总平面图 DWG  

11 下垫面分布图 DWG  

12 给排水专业设计说明 

给排水专业 

DWG  

13 竖向设计图 DWG  

14 汇水分区图 DWG  

15 雨水设计平面图 DWG  

16 区域排水系统图 DWG  

17 海绵设施布局图 DWG  

18 海绵设施大样图 DWG  

19 
其他资料（设计说明书、文本等，在相应栏

内填写具体名称） 其他 

WORD、PDF、DWG

等 
 

20 ……   

资料审查意见：核对人： 

注：1. 审查资料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均须填写本表。2. 资料核对情况请直接在“结论”栏内打“√”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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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绩效考核方案 

9.1 绩效考核方案 

在设计、建设、运营等不同阶段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考核，通过全过程控制保障海绵城市

建设理念的落实与推广。 

9.1.1 设计阶段 

采用模型辅助模拟和设计方案的图纸审查等方式进行考核。同时开展环境背景（本底）

监测，作为背景（本底）与确定相关的基准值。 

9.1.2 建设施工阶段 

采用项目建设方填报表格上报，政府部门随机抽查的模式进行考核，同时在建设过程中

积累过程监测数据和重要节点建设照片，作为过程验证与考核依据。 

9.1.3 运行管理阶段 

采用监测的方式进行考核，运用监测数据作为管理与绩效考核的计算依据。 

（1）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考核 

对项目实际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考核。现场检查海绵设施实际控制的径流体积，核算其

所对应的降雨深度，通过查阅“曲线图”得到实际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将各设施的雨水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按相应控制范围加权平均，得到项目实际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比较是否

达到规定的设计要求。 

对没有通过设施及未进行控制的下垫面，将各设施及未通过设施进行控制的各下垫面的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设施控制范围（包括设施自身面积）、占地面积（未通过设施进行控制

的下垫面）加权平均，得到实际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其中： 

1）没有通过设施控制的不透水下垫面，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零。 

2）没有通过设施进行控制的透水下垫面，如透水铺装、普通绿地等，按设计降雨深度 H 

为其初损后损值（即植物截留、洼蓄量、降雨过程中入渗量之和）获取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或者按（1-雨量径流系数）估算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合流制排水口溢流频次及溢流量考核 

现场检查通过“渗、滞、蓄、净、用”措施达到径流体积控制的设计要求后溢流排放效

果。对监测项目接入市政管网的溢流排水口，连续自动监测至少 1个雨季，得到“时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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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据。筛选至少 2场雨量略等于项目设计降雨量，且与前一场降雨的降雨时间间隔大

于设施设计排空时间的实际降雨，当降雨量小于项目设计降雨量时，溢流排水口不得有直接

排泄流量。 

（3）路面积水程度与内涝防治考核 

1）路面积水控制考核：采用摄像资料查阅与现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在《室外排水

设计标准》（GB50014）规定的雨水排水设计重现期下，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建筑小区内部

道路不得有积水现象。 

2）内涝防治考核：采用模型模拟的方法进行评价。模型应具有地面产汇流、管道汇流、

地表漫流、河湖水系等模拟功能。模型建模要具有管网拓扑、下垫面、地形，以及历史积水

点监测数据和排水防涝重现期下的雨型数据。模型进行率定验证后，模拟结果需计算积水范

围、积水深度、积水时间，判断是否达到《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与《城镇内涝防

治技术规范》(GB51222)的规定要求。 

（4）城市水环境质量考核 

1）污水废水直排考核：采用现场检查的方法进行评价，建筑小区、市政管网的雨水排口

旱天有无污废水直排现象。 

2）地表水环境达标率：根据监测断面的监测结果，对照江门市地表水相关标准进行评

价，污染物监测数值优于相关标准为达标，劣于相关标准则为不达标。以一年 12 个月为周

期评价达标率：达标率=达标次数÷12×100%。 

 

9.2 监测系统建设 

为支持海绵城市建设与评估考核，同时建立完善的监测和预警体系，应在源头设施、排

水管网、受纳水体、排口等要素选择适宜的监测点，安装在线雨量计、在线液位计、在线超

声波流量计、在 SS检测仪等设备，构建监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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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10.1 附录一： 相关参考文献、资料 

10.1.1 相关规范、图集、技术标准： 

（1）《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3）《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4）《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 

（5）《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 

（6）《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 

（7）《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 

（8）《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51345）； 

（9）《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 

（10）《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 

（11）《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 

（12）《海绵型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17S705）； 

（13）《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15MR105）； 

（14）《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15）《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与设计标准（送审稿）》 

（16）《海绵城市建设监测标准（送审稿）》 

10.1.2 相关规划及研究： 

（1）《江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及其充实完善； 

（2）《江门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3）《江门市主城区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 

（4）《江门三区一市城乡污水专项规划》； 

（5）《江门市区供水专项规划修编（2014-2030）》； 

（6）《江门市主城区水域保护与利用规划（2012-2020）》； 

（7）《江门市城市节水中长期规划》； 

（8）《江门市区暴雨强度公式的推导与研究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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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相关文件及参考资料：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试行）的通

知》（建办城函〔2015〕635 号）； 

（3）《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的通知》（ 建规

〔2016〕50 号）； 

（4）《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海绵城市建设评估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函〔2020〕179 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53 

号）； 

（6）《江门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江府办〔2017〕52 号）； 

（7）《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江门市自然资源局江门市生态环

境局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 江门市水利局 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加强海绵

城市规划建设管控的通知》（江建函〔2019〕1590 号）； 

（8）《江门市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9 年第一版）； 

（9）《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10）《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2019 年修订版）》； 

（11）《光明新区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12）《光明新区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 

（13）《光明新区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审查细则》； 

（14）《珠海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标准导则试行（修订版）》； 

（15）《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设计文件技术深度及审查要点（试行）》。 

（16）《中山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17）《佛山市海城市建设原来绿化技术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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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附件二： 典型案例 

10.2.1 案例一：住宅小区项目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住宅小区项目，现状用地为农林用地，西侧为现状市政道路；周边用地已开

发，为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 

1、下垫面分析 

小区下垫面主要由绿地、硬质地面、屋面、水景构成，详见下图及下表。 

 
图23  10.2.1-1 项目平面下垫面示意图 

表33  10.2.1-1 布置 LID 设施前下垫面统计表 

 

下垫面 面积（m²） 占比（%）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绿化 14756.6 33.5 0.15 

硬质地面 21106.9 47.9 0.80 

屋面 7093.1 16.1 0.80 

水景 1082.5 2.5 1.0 

合计 44039.1 100 0.59 

 

2、竖向分析 

小区开发前地势较高，现状标高约为 17.1m～20.7m，总体地势呈南高北低。小区竖向设

计中维持南高北低地势并对原地形进行调整，最低点高程（建筑±0.00）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105

页 

m，最高点高程为 22.9m，周边市政道路标高 17.1m～21.0m。 

 

图24  10.2.1-2 项目竖向分析图 

 

二、方案设计 

1、设计目标 

（1）下沉式绿地率≥20%（下沉深度 0.2m），透水铺装率≥40%，绿色屋顶率≥10%，硬

化地面率≤40%；年径流总量控制率≥75%，对应设计降雨量 34.0m。 

（2）SS 去除率≥60%。 

（3）内涝防治标准 30 年一遇。 

2、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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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10.2.1-3 技术路线示意图 

3、总体方案 

根据项目的竖向和排水组织关系，将本小区分为 2 个汇水分区：汇水分区一面积为 

16287.8m²；汇水分区二面积为 27751.3m²，如图所示： 

 

图26  10.2.1-4 汇水分区划分示意图 

根据小区各汇水分区的特点和场地布置，主要采用的措施包括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以及

下沉式绿地等，具体设施分布详见下图。总体方案主要是将屋面及道路雨水通过绿色屋顶、

透水铺装沟等进行初步的径流截留，通过雨水立管、线性排水沟（或植草沟）再进入邻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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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进行滞蓄消纳，超出设计雨水量的部分雨水经溢流雨水口排至市政

雨水管网。 

 

图27  10.2.1-5 LID 措施平面布置示意图 

相关的 LID 设施构造示意详见下图。 

（1）绿色屋顶构造参考 

 

图28  10.2.1-6 绿色屋顶示意图 

 

（2）透水铺装构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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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10.2.1-7 绿色屋顶示意图 

（3）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构造参考 

 

 

图30  10.2.1-8 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示意图 

 

4、内涝防治设计 

根据小区竖向设计，小区建筑底层高于小区内道路 1m以上，因此小区建筑底层不易进

水；小区内道路高于周边道路 0.7m以上，有条件泄流涝水至周边道路。为保证排水安全性，

在地下车库入口、坡顶设置雨水连篦及减速带，坡底皆设置连篦，并采取自排、强排设施防

止雨水灌入地下建筑内部，地下车库周边局部地面适当调高标高，阻挡路面水进入。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109

页 

5、目标可达性分析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分析 

LID 设施中透水铺装和绿色屋顶调蓄容积较小，因此仅在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中考虑，不

计入总调蓄容积，下沉式绿地综合径流系数取 1，其它其他下垫面雨量径流系数参照相关规

范选取。 

汇水分区一、二各设施面积及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进行统计，详见下表： 

表34  10.2.1-2 布置 LID 设施后下垫面统计表（汇水分区一） 

下垫面类型 下垫面分类 面积（m²） 相关指标 雨量径流系数 

屋面 
常规屋面 2194.2 绿色屋顶率： 20.5% 0.80 

绿色屋顶 565.8  0.40 

绿地 
常规绿地 4327.6 下沉式绿地率： 

31.2% 

0.15 

下沉式绿地 1962.5 1.00 

硬化铺装 
不透水铺装 3450.6 

透水铺装率： 51.5% 
0.80 

透水铺装 3664.1 0.30 

景观水景 景观水景 123.0 - 1.00 

合计 - 16287.8 - 0.53 

地面 

不透水铺装 3450.6 

硬化地面率： 25.7% 

- 

绿地+透水铺装 9954.2 - 

地面总面积 13404.8 - 

 

表35  10.2.1-3 布置 LID 设施后下垫面统计表（汇水分区二） 

下垫面类型 下垫面分类 面积（m²） 相关指标 雨量径流系数 

屋面 
常规屋面 3457.8 

绿色屋顶率： 20.2% 
0.80 

绿色屋顶 875.3 0.40 

绿地 
常规绿地 5918.1 下沉式绿地率： 

30.1% 

0.15 

下沉式绿地 2548.4 1.00 

硬化铺装 
不透水铺装 6954.1 

透水铺装率： 50.3% 
0.80 

透水铺装 7038.1 0.30 

景观水景 景观水景 959.5 - 1.00 

合计 - 27751.3 - 0.55 

地面 

不透水铺装 6954.1 

硬化地面率： 31.0% 

- 

绿地+透水铺装 15504.6 - 

地面总面积 22458.7 - 

 

表36  10.2.1-4 布置 LID 设施后下垫面统计表（整个小区） 

下垫面类型 下垫面分类 面积（m²） 相关指标 雨量径流系数 

屋面 
常规屋面 5652.0 绿色屋顶率：20.3%＞目

标值（10%） 

0.8 

绿色屋顶 1441.1 0.4 

绿地 
常规绿地 10245.7 下沉式绿地率： 30.6%＞

目标值（20%） 

0.15 

下沉式绿地 4510.9 1 

硬化铺装 不透水铺装 10404.8 透水铺装率：50.7%＞目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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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铺装 10702.1 标值（40%） 0.3 

景观水景 景观水景 1082.5 - 1 

合计 - 44039.1 - 0.54 

地面 

不透水铺装 10404.8 
硬化地面率：29.0%≤目

标值（40%） 

- 

绿地+透水铺装 25458.8 - 

地面总面积 35863.5 - 

 

选取汇水分区一作为计算实例： 

汇水分区一总面积为 16287.8m²，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为 0.53。 

下沉式绿地的调蓄容积计算：下沉式绿地面积为 1962.5m²，下沉深度为 0.2m，调蓄容

积为：V=1962.5m²×0.2m=392.5m³。本项目中，透水铺装和绿色屋顶调蓄容积较小，不计入

总调蓄容积。 

汇水分区一控制降雨量为：H=392.5m³÷16287.8m²÷0.53×1000=45.47mm，查表得汇水

分区一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83%。 

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汇水分区二的总面积为 27751.3 m²，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为 0.55，

调蓄容积为 509.7m³，控制降雨量为 33.39mm，查表得汇水分区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74%。 

小区整体总面积为 44039.1m²，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为 0.54，总调蓄容积为 902.2m3，控制

降雨量为 37.94mm，查表得到小区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78%＞目标值（75%）。 

（2）SS 去除率达标分析 

本项目绿色屋顶、透水铺装控制、下沉式绿地体积占比分别为：0%、0%、100%，参照指

南，取绿色屋顶、透水铺装对 SS 的去除率分别为 75%、75%；下沉式绿地考虑与雨水花园相

结合，对 SS 的去除率为 80%，则该小区 SS 去除率为 0%×75%+0%×75%+100%×80%=80%，年

径流污染物削减率=78%×80%=62.4%＞目标值（60%）。 

（3）内涝标准达标分析 

小区内雨水管道按重现期 5年标准设计。并利用模型对本项目布置 LID设施前、后两种

工况进行校核，降雨历时按 3h，详见下图。 

在布置 LID 前的工况中，当发生 30年一遇暴雨时，大部分的排水管道出现超载，并出现

了 6处溢流量约为 0.5m³的溢流点。此时，涝水通过图中涝水泄流通道（绿色线）通过小区

出入口排出西侧道路。由于管道溢流量不大，小区内道路相对低点积水可在峰值后通过雨水

篦收集排放。经校核，小区内建筑物底层不进水，不产生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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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0.2.1-9 30 年一遇内涝模拟分析图(布置 LID 设施前) 

在布置 LID 后的工况中，当发生 30 年一遇暴雨时，没有出现溢流点，管道排水情况良

好，达到内涝标准要求。 

 

 
图32  10.2.1-10 30 年一遇内涝模拟分析图（布置 LID 设施后） 

10.2.2 案例二：公园项目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公园。公园中部为休闲广场，两侧为绿地，东南侧建有设备用房及公共厕

所。 

1、下垫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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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下垫面主要由绿地、硬质地面及屋面构成，详见下图及下表。 

 
图33  10.2.2-1 项目下垫面示意图 

 

表37  10.2.2-1 布置 LID 设施前下垫面统计表 

 

下垫面 面积（m²） 占比（%） 雨量径流系数 

绿化 37564 71.55 0.15 

硬质地面 12311 23.45 0.80 

屋面 2625 5.00 0.80 

合计 52500 100 0.33 

 

2、竖向分析 

本项目总体地势 为北高南低，东西两侧高，中间低，标高在 13.3m～16.10m。具体详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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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0.2.2-2 项目竖向示意图 

 

二、方案设计 

1、设计目标 

（1）下沉式绿地率≥20%（下沉深度 0.2m），透水铺装率≥40%，绿色屋顶率≥10%，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90%，对应设计降雨量 64.0mm。 

（2）SS 去除率≥70%。 

（3）内涝防治标准 30 年一遇。 

2、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如下图。 

 
图35  10.2.2-3 技术路线示意图 

 

3、总体方案 

本公园整体为一个汇水区，主要采用的措施包括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以及下沉式绿地

等，具体设施分布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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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10.2.2-4 LID 设施布置示意图 

 

总体方案是在绿地设置下沉式绿地（包括雨水花园等生物滞留设施）；透水铺装和绿色

屋顶雨水经自身初步径流截流，以及其余硬质铺装、普通绿地乃至周边人行道的雨水通过雨

水立管、植草沟等引导至下沉式绿地进行统一控制，超出设计雨水量的部分雨水经溢流雨水

口排至市政雨水管网。 

相关的 LID 设施构造参考详见下图及案例一。 

 

 
图37  10.2.2-5 雨水花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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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10.2.2-6 植草沟示意图 

 
图39  10.2.2-7 人行道与植草沟衔接示意图 

4、内涝防治设计 

由于公园周边道路、地块雨水均通过排水管渠就近排出水体，因此本公园仅需解决自身

雨水，同时公园下垫面已绿地为主，布置 LID 设施后，调蓄容积较大， 因此该公园内涝风

险较低。 

5、目标可达性分析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分析 

LID 设施中透水铺装调蓄容积较小，因此仅在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中考虑，不计入总调蓄

容积，下沉式绿地综合径流系数取 1，其它其他下垫面雨量径流系数参 

照相关规范选取，具体详见下表： 

表38  10.2.2-2 布置 LID 设施后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下垫面类型 下垫面分类 面积（m²） 相关指标 雨量径流系数 

地面 
不透水铺装 6140.7 透水铺装率：50.12%＞ 

目标值（40%） 

0.80 

透水铺装 6170.3 0.30 

绿地 
普通绿草 25979.3 下沉式绿地率：30.84%＞

目标值（20%） 

0.15 

下沉式绿地 11584.7 1.00 

屋面 
普通屋面 2074.5 绿色屋顶率：20.97%＞ 

目标值（10%） 

0.80 

绿色屋顶 550.5 0.40 

合计  52500.0  0.46 

地面 

不透水铺装 6140.7 
硬化地面率：12.3%≤目

标值（40%） 

- 

绿地+透水铺装 43734.3 - 

地面总面积 49875.0 - 

经加权计算后得到该道路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为 0.46。 

下沉式绿地的调蓄容积计算：下沉式绿地下沉深度为 0.2m，调蓄容积为： 

V=11584.7m²×0.2=2316.9m³。控制降雨量为：

H=2316.9m³÷52500m²÷0.46×1000=95.94mm，查表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94%＞90%（目标

值）。 

（2）SS 去除率达标分析 

本项目下沉式绿化带、透水铺装和绿色屋顶控制体积占比分别为：100%、0%、0%。参照

指南，取下沉式绿化带、透水铺装、绿色屋顶对 SS 的去除率分别为 80%、75%、75%则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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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SS 去除率为 100%×80%+0%×75% +0%×75%=80%，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80%×94%=75%＞

目标值（70%）。 

（3）内涝防治标准达标分析 

通过模型模拟校核，降雨历时按 3h。当发生 30 年一遇暴雨时，本公园存在一定积水，

但仅有少部分雨水溢流出周边的市政排水管道，达到内涝标准要求。 

 

10.2.3 案例三：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建设及改造概述 

城市道路作为城市三种主要下垫面之一，其雨水径流量大，污染严重，是城市面源污染

的主要来源。研究表明，对于一般城市建设区，道路降雨径流量约占 25%，却产生了 40%～

80%的污染物。因此，道路是城市面源污染的关键区。传统的道路排水设计是以雨水的尽快排

除为根本出发点，这种方式存在诸多弊端。通过低影响开发模式，实现环境、生态、经济等

多重效益的道路雨水净化利用模式。 

 

一、市政道路 

传统市政道路雨水系统的设计是以雨水的尽快排除为根本出发点，采用点式雨水口收集

道路雨水。雨水口设于路面上，道路雨水径流均流入雨水口，经雨水管道排除。这种方式存

在多方面的缺点：一是污染较重的机动车道雨水排入河道后污染城市河湖水体；二是点式雨

水口收集地表雨水必然产生路边积水，易发生洪涝灾害；三是道路绿化带需要经常性的灌

溉，未对道路雨水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大量的雨水资源白白流走；四是城市地下水长期得不

到补充，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改善现有市政道路排水系统，使之能够发

挥洪涝灾害防控， 面源污染控制，雨水资源有效利用等多重效益。 

 

图40  10.2.3-1 传统道路（上）与低影响开发道路（下）排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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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响开发市政道路的建设充分利用了道路绿化带在收集、储存、入渗、净化雨水径流

方面的功能，将道路绿化带建设为植生滞留槽的形式，道路雨水径流通过孔口道牙自流入绿

化带入渗、排放。绿化带高程低于路面 10～20cm，雨水口设于绿化带内，雨水口高程高于绿

化带而低于路面高程。道路雨水径流流入绿化带后，首先进行储存和入渗，超过设计重现期

的雨水溢流入雨水口，经雨水管道 

排放。雨水管道可采用穿孔管道，雨水在流行的过程中可继续入渗。 

道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铺装路面，如透水砖和透水混凝土等。为尽可能多

的消纳道路雨水径流，人行道树木可采用低影响开发树池形式。 

各类型道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如下： 

（1）单幅路 

单幅路一般无绿化隔离带，有人行道树池。人行道、机非行车道可采用透水铺装，树池

采用生态树池。 

做法一：机非行车道雨水径流往两侧排放，透水路缘带于道路透水路面结构相连，设置

长度根据道路纵断面和降雨情况确定。雨水径流经生态树池（透水铺装）净化和入渗；超标

雨水排入雨水管网。本做法适用于城市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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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雨水管线位置为示意，如有污水管线可结合具体情况采用初期雨水弃流井及雨水调蓄池。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 

入渗设施 Si：S2——机非行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 

S5——透水路缘带；S7——渗水盲沟（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 

排水设施 Pi：P3——雨水管线；P5——雨水检查井。 

图41  10.2.3-2 单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一） 

 

做法二：当道路周边有大面积绿地或水体情况时，可采用此做法。道路范围内不设置雨

水口，雨水径流通过道路横坡、纵坡排到道路两侧或单侧的下沉式绿地内，超量雨水可通过

设置在下沉绿地内的溢流设施排入市政雨水管道系统或下游水体。本做法适用于城市支路、

次干道。 

 
 

 

符号：入渗设施 Si：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 

排水设施 Pi：P7——人行道排水沟。 

图42  10.2.3-3 单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二） 

 

（2）两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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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幅路一般为双向四车道，路中设置中间分隔带。人行道、机非行车道可采用透水铺

装，树池采用生态树池，绿化带采用植草沟、雨水花园等生物滞留设施。 

做法一：机非行车道雨水径流往中间分隔带排放，雨水进行储存和下渗，超量的雨水通

过溢流出雨水口并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市政雨水管道系统间隔一定距离可设置初期雨水弃流

井，弃流雨水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系统。雨水调蓄池根据具体设计情况采用。本做法适用于城

市支路、次干道。 

 

 
 

注：雨、污水管线位置为示意。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Q2：雨水弃流井。 

入渗设施 Si：S2——机非行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 

S7——渗水盲沟（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 

排水设施 Pi：P1——排水路缘石；P3——雨水管线；P4——污水管线； 

P5——雨水检查井；P6——污水检查井。 

图43  10.2.3-4 两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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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二：如为道路红线较宽的道路，或为处于内涝黑点的道路，可将雨水口设于中间分

隔带路缘石外侧，在中间分隔带内设置渗透溢流井，并与雨水口相连。 

 

 

注：雨、污水管线位置为示意。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Q2：雨水弃流井。 

入渗设施 Si：S2——机非行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 

S6——渗透溢流井；S7——渗水盲沟（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 

排水设施 Pi：P1——排水路缘石；P3——雨水管线；P4——污水管线； 

P5——雨水检查井；P6——污水检查井。 

图44  10.2.3-5 两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二） 

（3）三幅路 

三幅路一般按主车道双向四～六车道+双侧辅道（含非机动车道）模式建设， 两侧设置

分隔栏。人行道、机非行车道可采用透水铺装，树池采用生态树池，绿化带采用植草沟、雨

水花园等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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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一：主车道、辅道（含非机动车道）雨水径流往两侧分隔带排放，雨水进行储存和

下渗，超量的雨水通过溢流出雨水口并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市政雨水管道系统间隔一定距离

可设置初期雨水弃流井，弃流雨水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系统。雨水调蓄池根据具体设计情况采

用，采用钢筋混凝土式或模块式，并避免占用市政管线线位。本做法适用于城市次干道、主

干道。 

 

 

注：雨、污水管线位置仅为示意。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Q2：雨水弃流井。 

入渗设施 Si：S1——机动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2——机非行车道透水路面结构； 

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S7——渗水盲沟（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X2——雨水调蓄池（结合具体情况采用）。

排水设施 Pi：P1——排水路缘石；P3——雨水管线；P4——污水管线； 

P5——雨水检查井；P6——污水检查井。 

图45  10.2.3-6 三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一） 

做法二：如为道路红线较宽的道路，或为处于内涝黑点的道路，可将雨水口设于两侧分

隔带路缘石外侧，在分隔带内设置渗透溢流井，并与雨水口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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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雨、污水管线位置为示意。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Q2：雨水弃流井。 

入渗设施 Si：S1——机动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2——机非行车道透水路面结构； 

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S6——渗透溢流井；S7——渗水盲沟

（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X2——雨水调蓄池（结合具体情况采用）。

排水设施 Pi：P1——排水路缘石；P3——雨水管线；P4——污水管线； 

P5——雨水检查井；P6——污水检查井。 

图46  10.2.3-7 三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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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三：如三幅路不包含辅道，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为共板建设模式的，可采用以下方

式。 

 

 

注：雨、污水管线位置为示意。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Q2：雨水弃流井。 

入渗设施 Si：S1——机动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2——非机动车道透水路面结构； 

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S6——渗透溢流井；S7——渗水盲沟

（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X2——雨水调蓄池（结合具体情况采用）。

排水设施 Pi：P1——排水路缘石；P3——雨水管线；P4——污水管线； 

P5——雨水检查井；P6——污水检查井。 

图47  10.2.3-8 三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三） 

（4）四幅路 

四幅路一般按主车道双向四车道及以上+双侧辅道（含非机动车道）模式建设， 路中及

两侧均设置分隔栏。人行道、机非行车道可采用透水铺装，树池采用生态树池，绿化带采用

植草沟、雨水花园等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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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一：主车道、辅道（含非机动车道）雨水径流往两侧分隔带排放，雨水进行储存和

下渗，超量的雨水通过溢流出雨水口并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市政雨水管道系统间隔一定距离

可设置初期雨水弃流井，弃流雨水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系统。雨水调蓄池根据具体设计情况采

用，采用钢筋混凝土式或模块式，并避免占用市政管线线位。本做法适用于城市主干道。 
 

 

注：雨、污水管线位置仅为示意。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Q2：雨水弃流井。 

入渗设施 Si：S1——机动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2——机非行车道透水路面结构； 

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S7——渗水盲沟（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X2——雨水调蓄池（结合具体情况采用）。

排水设施 Pi：P1——排水路缘石；P3——雨水管线；P4——污水管线； 

P5——雨水检查井；P6——污水检查井。 
图48  10.2.3-9 四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一） 

做法二：如为道路红线较宽的道路，或为处于内涝黑点的道路，可将雨水口设于两侧分

隔带路缘石外侧，在分隔带内设置渗透溢流井，并与雨水口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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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雨、污水管线位置为示意。 

符号：弃流设施 Qi：Q1——环保型雨水口。 

入渗设施 Si：S1——机动车道透水路面结构；S2——机非行车道透水路面结构； 

S4——人行道透水路面结构；S6——渗透溢流井；S7——渗水盲沟

（管）。 

调蓄设施 Xi：X1——人行道生态树池。 

排水设施 Pi：P1——排水路缘石；P3——雨水管线；P5——雨水检查井。 

图49  10.2.3-10 四幅路低影响开发方案平面及横断面图（做法二） 

 

二、立交 

立体交叉是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道路立交一般占地较大，在匝

道和主线之间有较大的空间，通常用于绿化。立交范围内的用地一般做成中间高、四周低的

形式，便于雨水的迅速排出，通过排水沟或雨水管排至周边水系或市政管网。 

（1）排水理念的转变 

“海绵城市”的立交建设需转变传统立交排水理念，使立交范围内的雨水向内聚集，通

过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建设成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的立交

水循环系统。首先通过植草沟和雨水管收集立交范围和周边的地面径流水，将收集的水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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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塘过滤、净化，然后导入雨水花园和景观水体，在蓄水、渗水的同时可利用蓄积的水

体，设置溢流口和雨水管将雨季过量的雨水排入周边自然水体或城市管网。 

（2）微地形设计 

立交用地面积较大，适宜的微地形处理有利于丰富绿化要素、形成景观层次、达到加强

景观艺术性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传统立交范围内的微地形多采用“龟背形”，有利于雨

水的尽快排出。海绵城市的微地形宜设置为“锅底”形式，有利于蓄水、滞水，并对立交的

通视有较大的优化。

 

图50  10.2.3-11 立交桥区雨水塘布置示意图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127

页 

 
 

图51  10.2.3-12 立交桥区雨水调蓄池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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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案例四：市政道路项目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道路工程。本道路为城市支路，双向四车道，全长 228m，道路标准横断面红线

宽度 30m，为单向 3.5m 人行道+2.5m 非机动车道+1.5m 绿化带+7.5m 机动车道。 

 
图52  10.2.4-1 道路横断面示意图 

 

1、下垫面分析 

本项目分为机动车道、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本道路按照海绵城市理念进行建

设，布置 LID 设施前，具体下垫面情况分析如下表： 

表39  10.2.4-1 下垫面分析 

 

下垫面 面积（m²） 占比（%） 雨量径流系数 

绿化 592 8.65 0.15 

硬质路面 6255 91.35 0.85 

合计 6847 100 0.79 

 

2、竖向分析 

本项目地势北高南低，北端设计标高为 6.45m，南端设计标高为 3.36m，中间无局部低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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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0.2.4-2 道路纵断面示意图 

 

二、方案设计 

1、设计目标 

（1）引导性指标为下沉式绿地≥30%（下沉深度 0.2m），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透水铺装

率≥40%；年径流总量控制率≥50%，对应设计降雨量 14.9mm。 

（2）SS 去除率≥40%； 

（3）管渠设计标准按 5 年一遇。 

2、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如下图。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130页 

 
 

图54  10.2.4-3 技术路线示意图 

 

3、总体方案 

根据道路竖向及雨水管网收集情况，将本道路整体为一个汇水区，利用道路纵断面设计

特点，雨水可顺坡排至南端现状雨水管渠。人行道采用透水铺装，绿化带采用下沉式绿化

带，整体下沉深度为 0.2m，对路缘石进行开口。 

排水方式为车行道及人行道雨水均汇流至绿化带内，当绿化带内土层含水饱和后水位上

升，当水位高于雨水口顶面标高时，雨水溢流入雨水口并排出雨水管网系统。 

 

图55  10.2.4-4 道路横断面 LID 设施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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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10.2.4-5 道路平面 LID 设施布置示意图 

 

4、内涝防治设计 

本道路呈北高南低，标高相差约 2.9m，中间无局部低点，雨水往南排至现状道路排水箱

涵。 

5、目标可达性分析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分析 

道路总面积为 6847m²，机动车道路面面积为 3710m²，除机动车道外不透水硬质路面 

1062m²，透水铺装路面 1483m²，下沉式绿化带面积 362m²。 

表40  10.2.4-2 布置 LID 设施后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下垫面 下垫面分类 面积（m²） 相关指标 雨量径流系数 

道路路面 

机动车路面 3710 - 0.80 

除机动车道外不透

水硬质路面 
1062 透水铺砖率：58.3%

＞目标值（40%） 

0.80 

透水铺装 1483 0.30 

绿化带 

下沉式绿地 362 下沉式绿地率：

61.2%＞目标值

（30%） 

1.00 

普通绿化带 230 0.15 

合计 - 6847 - 0.68 

 

LID 设施中透水铺装调蓄容积较小，因此仅在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中考虑，不计入总调蓄

容积，下沉式绿化带综合径流系数取 1，其它其他下垫面雨量径流系数参照相关规范选取。

经加权计算后得到该道路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为 0.68。 

下沉式绿地的调蓄容积计算：下沉式绿地下沉深度为  0.2m，调蓄容积为： V 

=362×0.2=72.4m³。控制降雨量为：H=72.4÷6847÷0.68×1000=15.55mm，查表得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为 51%＞目标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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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S 去除率达标分析 

本道路下沉式绿化带、透水铺装控制体积占比分别为：100%、0%，参照指南， 取下沉式

绿化带、透水铺装的 SS 去除率分别为 80%、75%，则本道路的 SS 去除率为 100%×80% 

+0%×75% =80%，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80%×51% =41%＞目标值（40%）。 

（3）内涝防治标准达标分析 

道路雨水管道按重现期 5 年标准设计，本次通过模型进行模拟校核，当发生 5 年一遇

降雨时（降雨历时按 3h），最不利情况下，中游局部管道出现超载，但是雨水管道并未溢出

地面，因此该管道的设计符合管渠设计标准，详见下图。 

图57  10.2.4-5 5 年一遇降雨，雨水管道峰值纵断面示意图 

10.2.5 案例五：河流岸线生态化改造概述 

河岸带植被恢复是河流岸线生态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岸生态缓冲带是介于河流和河

岸之间的生态过渡带，具有明显的边缘效应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滞洪补枯、防止土壤

侵蚀、降解环境污染，对面源污染、地表径流营养盐分具有阻滞作用，形成生物廊道、提供

生物的栖息地、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保持城市地下水资源平衡以及调节区域 C、N 

等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功能。在建设中，河岸生态缓冲带尽可能采用多孔渗水路面，

植物采用本土树种，建立乔、灌、草相搭配，功能完善的河道天然植被带，发挥其生态功

能。 

一、河涌岸线 

针对本地区现状河道特征，提出以下改造方案： 

（1）渠肩两侧用地受限的一般排洪渠生态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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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地条件限制，尽量不改变现状排洪渠的断面形式。一般居住区有景观亲水空间的，

可考虑在一侧或两侧增加景观平台，景观平台宽度按照 2.5m 进行控制。 

图58  10.2.5-1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两侧用地受限-纯景观改造） 

 
图59  10.2.5-2 两侧用地受限时改造实例 

为避免断面的千篇一律，可设置亲水楼梯，或者在局部有用地条件的渠段改变断面形

式，打造景观小品；也可以结合两侧特色建筑，打造风情街。在两侧渠壁顶部增加悬挂花

盆，种植藤蔓类亲水植物，美化渠壁效果。通过相关蓄水补水工程措施，满足排洪渠打造生

态环境的最低需水量要求；渠体水质达标后，可通过去除原来的硬质化渠底，恢复自然渠

底，保持渠体与周围环境的物质流动通道的畅通；渠底通过抛石、种植净水植物，为微生物

提供生存环境，建立生物循环系统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在两侧渠壁顶部增加悬挂花盆，种植

藤蔓类亲水植物， 植物生长与渠体水环境营造一定的生态互动。同时，也可通过人工放养鱼

类，使排洪渠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亲水场所。 

（2）渠肩两侧用地受限，在人流活动比较密集、对于生态、景观、亲水有较高要求、

渠宽超过 20m 的大型现状渠生态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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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形式：将现状原矩形或梯形断面内部进行改造，改造成复式断面的形式。渠体两侧

设置二级平台，高度控制在多年平均高潮位+0.5m 安全超高的位置。 

图60  10.2.5-3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两侧用地受限-打造亲水平台） 

 
图61  10.2.5-4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两侧用地受限-打造亲水平台）示意图 

行洪安全：二级平台以下为平常行洪的主河道区，当洪水期时，允许渠体水位漫过，但

不得超过排洪渠本身设计水位。为减少对原渠道过水断面的影响，下部采用 m=0.25～0.5 的

边坡形式。由于渠体内增加二级缩小了原过水断面，需进行水力计算的校核。 

生态改造：二级平台下的主河道边坡使用鱼巢砖和生态砖，其中生态最低水位以下使用

鱼巢砖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生态最低水位以上使用生态挡墙砖为植物生长提供生态环境。

二级平台使用透水砖，新建生态挡墙砖与原硬质渠体之间填充杂石透水层。 

二级平台以上设置植物景观带，种植景观类和藤蔓类植物，对原渠体进行绿化遮挡。去

除原来的硬质化渠底，恢复自然渠底，保持渠体与周围环境的物质流动通道的畅通；渠底通

过抛石、种植净水植物，为微生物提供生存环境，建立生物循环生态系统提高水体自净能

力。通过相关蓄水补水工程措施，控制有不小于 0.7m 的水位，满足排洪渠打造生态环境的

最低需水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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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渠肩一侧用地受限，一侧有少量改造用地条件，有生态要求的一般排洪渠生态改

造方案 

断面形式：现状无用地条件的渠肩侧保持现状渠壁不变，另一侧采用斜坡梯形断面形式

进行改造，边坡系数 m 取 0.5～2.0.。 

图62  10.2.5-5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单侧改造-单侧用地条件充裕） 

 

行洪安全：相当于扩大了原排洪渠过水断面，更有利于城市行洪安全。 

生态改造：考虑到一侧用地受限改造困难，仍保留现状硬质渠壁。在两侧渠壁顶部增加

悬挂花盆，种植藤蔓类亲水植物，植物生长与渠体水环境营造一定的 

生态互动。有用地条件一侧的渠壁拆除，新建护岸使用鱼巢砖和生态砖，其中生态最低

水位以下使用鱼巢砖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生态最低水位以上使用生态挡墙砖为植物生长提

供生态环境。渠底处理、水位要求同上。植物应选择咸淡水皆适宜生长、同时具有净水能力

的水生植物。 

（4）渠肩一侧用地受限，一侧有少量改造用地条件，人流密集，对生态景观和亲水要

求较高的排洪渠生态改造方案 

断面形式：将现状原矩形或梯形断面，改造成不对称型复式断面的形式。现状无用地条

件的渠壁保持不变，另一侧改造成下梯形上矩形的复式断面形式，中部设置设置二级平台，

平台高度控制在多年平均高潮位+0.5m 安全超高的位置；平台宽度按下移的人行道宽度设置

（不宜小于 4.0m）。二级平台以下为平常行洪的主河道区，当洪水期时，允许渠体水位漫二

级平台，但不得超过排洪渠本身设计水位。为节省有限的用地条件，下部采用 m=0.25～0.5 

的边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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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10.2.5-6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单侧改造-单侧具备一定的用地条件） 

行洪安全：一侧保持不变，一侧向外改造成复式，相当于扩大了原排洪渠过水断面，更

有利于城市行洪安全。 

生态改造：考虑到一侧用地受限改造困难，仍保留现状硬质渠壁。在该侧渠壁顶部增加

悬挂花盆，种植藤蔓类亲水植物，植物生长与渠体水环境营造一定的生态互动。另一侧拆除

原硬质挡墙，将原人行道下移改造成步道景观带。景观带上部设置绿化台，种植景观类和藤

蔓类植物，对混凝土墙体进行绿化遮挡；景观带建设材料使用生态透水砖。主河道边坡使用

鱼巢砖和生态砖，其中生态最低水位以下使用鱼巢砖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生态最低水位以

上使用生态挡墙砖为植物生长提供生态环境。渠底处理、水位要求、植物选择同上。渠肩绿

化景观带、 

二级平台植物景观带、植物生长生态挡墙砖、动物生长鱼巢挡墙砖、自然渠底以及通过

工程措施控制的渠体水位，与周围环境保持生态通廊，共同营造和建立排洪渠的生态体系。 

（5）渠肩两侧有改造用地条件，有生态要求的一般排洪渠生态改造方案 

断面形式：将现状排洪渠的矩形断面改造成梯形断面，边坡系数 m 取 0.5～2.0。 

 

图64  10.2.5-7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双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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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洪安全：相当于扩大了原排洪渠过水断面，更有利于城市行洪安全。 

生态改造：拆除原混凝土硬质挡墙，利用原挡墙基础，渠体新建护坡使用生态挡墙砖技

术，为植物生长提供生态环境。渠底处理、水位要求、植物选择同上。渠肩绿化景观带、植

物生长生态挡墙砖、自然渠底以及通过工程措施控制的渠体水位，与周围环境保持生态通

廊，共同营造和建立排洪渠的生态体系。 

（6）渠肩两侧有改造用地条件，对生态、景观和亲水有一定要求的排洪渠生态改造方

案。如位于居住区的现状渠生态改造 

断面形式：将现状排洪渠的矩形断面改造成复式断面，形式为上下部均采用梯形，中部

设二级平台，二级平台高度控制在多年平均高潮位+0.5m 安全超高的位置，二级平台设亲水

步道，按 3.0m 进行宽度控制。二级平台以下为日常行洪的主河道区，采用 m=0.5～1.0 的

边坡形式。二级平台上部阶梯型植物带。 

行洪安全：相当于扩大了原排洪渠过水断面，更有利于城市行洪安全。 

生态改造：拆除两侧原渠壁挡墙，利用原挡墙基础，二级平台建设材料使用生态透水

砖。两侧二级平台下的主河道边坡均使用鱼巢砖和生态砖，其中生态最低水位以下使用鱼巢

砖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生态最低水位以上使用生态挡墙砖 

为植物生长提供生态环境。二级平台上部为阶梯型植物种植区，选择具有净化功能、景

观效果的植物。渠底处理、水位要求、植物选择同上。渠肩绿化景观带、两侧二级平台植物

景观带、植物生长生态挡墙砖、动物生长鱼巢挡墙砖、阶梯式植物带、自然渠底以及通过工

程措施控制的渠体水位，与周围环境保持生态通廊， 共同营造和建立排洪渠的生态体系。阶

梯式植物带在有净化水质、恢复生物多样性方面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是重点打造的生态景

观区域。 

 

图65  10.2.5-8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双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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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渠肩两侧有较大的改造用地条件，对生态、景观和亲水有较高要求的排洪  渠生

态改造方案 

断面形式：将现状矩形或梯形断面，改造成复式断面的形式。原渠体内侧设置二级平

台，由亲水景观步道和绿道组成。二级平台高度控制在多年平均高潮位+0.5m安全超高的位

置，亲水景观步道和绿道均按 3.0m 进行宽度控制。二级平台以下为日常行洪的主河道区，

当洪水期时允许渠体水位漫过，但不得超过排洪渠本身设计水位。二级平台下部采用

m=0.25～0.5的边坡形式，上部使用自然缓坡。 

 

图66  10.2.5-9 现状河道改造示意图（双侧改造-双侧用地条件充裕） 

行洪安全：原渠壁内侧虽然设置二级平台，但二级平台以上原渠壁拆除，两侧放大坡度

缓坡外扩，实际上相当于在洪水期时扩大了原排洪渠过水断面，更有利于城市行洪安全。 

生态改造：两侧二级平台下的主河道边坡均使用鱼巢砖和生态砖，其中生态最低水位以

下使用鱼巢砖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生态最低水位以上使用生态挡墙砖为植物生长提供生态

环境。二级平台下层边坡与原渠壁之间填充杂石透水层， 与生态挡墙砖一起为动植物提供了

生长空间。渠底处理、水位要求、植物选择同上。两侧二级平台植物景观带、植物生长生态

挡墙砖、动物生长鱼巢挡墙砖、自然渠底以及通过工程措施控制的渠体水位，与周围环境保

持生态通廊，共同营造和建立排洪渠的生态体系。同时，排洪渠结合渠壁改造建设休闲景观

带装公园， 按生态理念建设，有净化水质、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廊道功能。 

二、外江堤岸 

蓬江区外江主要包括西江和江门水道。其中西江（蓬江区段）堤岸除局部建设码头外，

其余基本保持堤岸滩地的原有地形与植被。考虑从生态的角度采取适当的生物措施，对裸露

滩地进行绿化和生态化改造修复，主要是恢复绿色植被、防浪林等。建议进行不同植物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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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不仅突出植物多样性的特征，而且营造出适应不同动物生息、繁衍的完整的河流-滩涂

-堤防生态系统。 

江门水道（蓬江区段）基本为建成区，目前拟实施其综合治理方案，对于现状直立式挡

墙+抛石护脚仅进行加固处理，远期具备条件时，可参考河涌生态化改造实施生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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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附件三： 市政工程、景观园林工程一般采用植物名录 

10.3.1 植物选用原则 

1、海绵城市建设绿化植物的选用应首先遵循《江门市公园城市品质提升规划》的树种规划要求，对各种海绵设施中应用的各种植物品种同时

应满足《广东省城市绿地养护技术规范》（DB44/T268-2005）的相关规定。 

2、海绵城市的相关设施中应用的植物应根据市域各地的气候特点、场地条件选择适合种植的常用植物品种。 

3、下沉式绿化宜选用耐淹、耐旱的植物品种。 

4、雨水花园应结合污染源种类，选用具有对应净化功能、能有效减缓径流速度，且耐淹、耐旱的植物品种。 

5、景观水体宜选用具有一定净化水质、美化景观功能的湿生或水生植物；岸边按人工湿地选取，深水部分按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选择。 

6、植草沟应结合景观、市政等要求选取易维护的，生长速度快，且耐淹、耐旱的草本乡土植物。 

7、植被缓冲带宜选用覆盖密度高，水土保持能力好，且能有效减缓径流速度，耐淹、耐旱的植物品种。 

8、绿色屋顶根据屋面形式选择植物种类。宜选择能够抵抗直接的光照、强风、 霜冻，适应本地温湿度、降雨和阳光辐射变化的植物种类； 

不宜选择根系穿刺性强的及速生乔木和灌木植物种类。屋顶绿化内的乔木应根据建筑荷载，适当选用，应栽植于建筑柱 体处，土壤深度不够可选 

用箱栽乔木。 

9、市域范围各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牵头各绿化专业或者行业部门，在海绵城市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加强对耐水性和耐旱性植物的应用性研 

究，不断充实和强化海绵城市植物应用的种类、适用范围和景观特色。 

10.3.2 植物应用名录 

由于江门市无相关树种规划，本设计指引结合《江门市公园城市品质提升规划》的树种规划要求，参考《佛山市海城市建设原来绿化技术指引》中

的植物引用，以及深圳海绵城市植物选择推荐，应用于湿地和滨水绿地的植物共 19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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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乔木 

1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L.) 

Rich. 

禾本科穇 

属 
球果 10 月成熟 

枝叶茂盛，秋季落叶 

较迟，冠形雄伟秀丽 

落叶大乔 

木 
湖边、河岸 ◢ 

 

 

2 

 

 

青皮竹 

 

 
Bambusa textilis McClure 

 
 

禾本科簕 

竹属 

 植株高直，刚劲挺拔， 

丛生密集，竹节平滑； 

四季翠绿，潇洒脱俗， 

迎风起舞，婀娜多姿， 

令人喜爱。 

  
适宜丛植、片植于庭院、公园和住 

宅四旁观赏；亦可作为风景林进行 

大面积竹山和竹坡配植。 

 

 

◎ 

 
3 

 
水蒲桃 

 

Syzygium samarangense 
桃金娘科 

蒲桃属 

花期 3-4 月,5～ 

7 月果实成

熟, 花白

色 

主干极短，广分枝； 

小枝圆形 

 
常绿乔木 

 
湖边、河岸 

 
◎☆⊙ 

 

4 

 

垂枝红 

千层 

 

Callistemon viminalis 

 

桃金娘科 

红千层属 

 

花期 4～9 

月, 花红

色 

细枝倒垂如柳，花形 

奇特,花型似瓶刷，绯 

红至暗红色。 

 

常绿灌木 

或小乔木 

 

尤适于水池斜植 

 

☆ 

 
5 

 
水石榕 

Elaeocarpus hainanensis 

Oliver 

杜英科杜 

英属 

花期 6-7 月,

花 白色 

树型层次分明，花美 

不落叶,花与果均垂挂 

于树上 

常绿小乔 

木 

 
湖边、河岸 

 
◎☆ 

 
6 

 
香楠 

Aidia canthioides (Champ. 

ex Benth.) Masam. 

 
樟科楠属 

花期 4-6 月,果 

期 5 月至翌年 

2 月 

 
无刺灌木 

或乔木 

山坡、山谷溪边、丘陵的灌丛中或 

林中。 

 
◎◇ 

 
7 

单色鱼 

木 

Crateva unilocularis 

Buch.-Ham. 

山柑科鱼 

木属 

花期 3-7 月，花 

先白色后转浅 

黄色 

株型优雅，花冠漂亮， 

果实独特 

 
落叶乔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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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8 

楹树 

（华 

楹） 

 

Albizzia chinensis 

 
豆科合欢 

属 

花期 3～5 月， 

种子 7~9 月

成 熟,花绿白

或淡 黄色 

 
 

株型优雅 

 
高大落叶 

乔木 

 
 

适为行道树及荫蔽树。 

 
 

◎☆ 

 
9 

 
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 
豆科水黄 

皮属 

花期 5－6 

月， 

花冠白色或粉 

红色 

树形美观，花多靓丽， 

刀状荚果挂在树上犹 

如黄色的清代铜币 

常绿中乔 

木 

可作园景树，行道树及防风树；本 

种为两栖红树林树种，可用于沿海 

地区作堤岸护林。 

 
◎☆⊙ 

 
10 

杨叶肖 

槿 

Thespesia populnea(L.) 

Soland. ex Correa 

锦葵科肖 

槿属 

花期几乎全， 

花黄色 

  
常绿乔木 

适合作滨海地区庭园绿荫树、行道 

树及防护带树种。 

 
◎☆◢ 

 
 

11 

 
 

细叶榕 

 

Ficus microcarpa 

 
 

桑科榕属 

 广阔而浓密的树冠， 

多分枝，更有无数纤 

幼成流苏状的气根从 

枝条垂下 

 
 

常绿乔木 

 
可作风景树，防风树，行道树，也 

可作庭院树或制作盆景。 

 
 

◎⊙ 

 
 

12 

 
 

雅榕 

 

Ficus concinna (Miq.)Miq. 

 
 

桑科榕属 

 
 

花果期 3-6 月 

树冠广阔，高大浓密， 

枝叶繁茂，花果期繁 

果满树，殷红艳丽， 

十分美丽可赏 

 
 

常绿乔木 

 
宜孤植、列植作庭园树、独赏树或 

行道树，也可植于水体边缘。 

 
 

◎○ 

13 九丁榕 
Ficus nervosa Heyne 

ex Roth 
桑科榕属 花期 1-8 月 

 
常绿乔木 

 
◎ 

14 细子龙 
Amesiodendron chinense 

(Merr.) Hu 

无患子科 

细子龙属 

花期 5 月,果期 

9 月 
树形优美，枝叶繁茂 常绿乔木 宜孤植、列植作园景树和行道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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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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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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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15 

 
 

白蜡树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木犀科梣 

属 

花期 4－5 

月， 果期 7-9 

月花 白色 

树干通直，树冠整齐， 

树形优美，羽叶飘逸， 

且秋叶变黄，是很好 

的秋色树种 

 
 

落叶乔木 

可作孤植、丛植为园景树或行道

树， 也可以片植作为城市防护林及

厂矿 绿化的绿化树种。 

 
 

◎☆ 

 
16 

 
水锦树 

Wendlandia uvariifolia 

Hance 

茜草科水 

锦树属 

花期 1－5 

月， 花白

色 

新叶略带红色，托叶 

呈叶状对生，奇异可 

赏 

灌木或乔 

木 

可孤植、丛植用于庭园树、水景

树， 配置在水溪、路旁等处。 

 
◎☆ 

 
 

17 

 
多花山 

竹子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 

 
藤黄科山 

竹子属 

 
花期 5～7 

月， 花橙

黄色 

 
树形潇洒，终年常绿； 

主干通直，形态优美 

 
常绿小乔 

木 

为优良庭院绿化树种，也是水源涵 

养林、水土保持林的混交树种，可 

作行道树、庭园树和独赏树。 

 
 

◎⊙ 

 

 

 
18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胡桃科枫 

杨属 

 

 

花期 4-5 月，果 

熟期 8-9 月。 

 

 

 
树冠广展，枝叶茂密 

 

 

 
落叶乔木 

为河床两岸低洼湿地的良好绿化树 

种，还可防治水土流失。枫杨既可 

以作为行道树，也可成片种植或孤 

植于草坪及坡地，均可形成一定景 

观。 

 

 

 
◎○ 

 
 

19 

 
 

蕊木 

 

Kopsia lancibracteolata 

Merr. 

 
夹竹桃科 

蕊木属 

花期 4-6 月，果 

期 7-12 月,花

白 色 

树形整齐美丽，枝叶 

婆娑，叶大且具光泽， 

翠绿欲滴；花大而洁 

白，十分美丽 

 
 

乔木 

可列植、丛植作为行道树和庭荫

树； 耐水湿，可用在水边、草地林

缘种 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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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细基丸 Polyalthia cerasoides 
番荔枝科 

暗罗属 

花期 3–5 

月； 

果期 4  –10 

月 

树干通直，树冠宽广， 

枝繁叶茂，荫浓花香 
常绿乔木 园景树、庭荫树、庭园树。 ◎○ 

灌木 

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1 

山鸡椒 

（山苍 

子） 

 

Litsea cubeba (Lour.) Pers. 
樟科木姜 

子属 

花期 2-3 月，果 

期 7-8 月花

淡 黄色 

 
落叶灌木 

或小乔木 

向阳山坡、丘陵、林缘灌丛或疏林 

中。 

 
◎☆◇ 

2 
柳叶桢 

楠 
Machilus salicina Hance 

樟科柳叶 

桢楠 

  灌木至小 

乔木 

 
◎＃ 

 
3 

 
紫金牛 

 

Ardisia elliptiphyll 
紫金牛科 

紫金牛属 

花期 5-6 月，果 

期 11-12 月，

有 时 5-月仍

有果 

  
常绿灌木 

习见于海拔约 1200 米以下的山间

林 下或竹林下，荫湿的地方 

 
◎○◇ 

 

 

4 

 

 

走马胎 

 

 
Ardisia gigantifolia Stapf 

 
 

紫金牛科 

紫金牛属 

花期 4-6 月，有 

时 2-3 月，果期 

11-12 月，有时 

2-6 月。花白色 

或淡紫红色 

 

 

叶大翠绿 

 
 

常绿、直立 

灌木 

  

 

◎☆◇ 

5 
白背算 

盘子 

:Glochidion wrightii 

Benth. 

大戟科算 

盘子属 

花期 5-9 月，果 

期 7-11 月 
朴实无华，淡雅无奇 

灌木或小 

乔木 

可片植作生态林，又是优良的防护 

林优良树种。 
◎○◇ 

 
6 

 
黄毛榕 

 

Ficus esquiroliana Lévl. 
 

桑科榕属 
花期 5-7 月,果 

期 7 月 

树冠伞形，树干笔直， 

树皮灰褐色，幼枝被 

褐黄色硬长毛 

常绿灌木 

或小乔木 

 
应用于丘陵、山地疏林下和灌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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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7 

 

 

 
水东哥 

 

 
 

Saurauia tristyla DC. 

 

 

猕猴桃科 

水东哥属 

 

 

花期 6—7 

月， 

果期 9—12 月 

 
可作为从植庭园树、 

风景树，栽于各类庭 

院、公园、疏林下及 

水溪旁 

 

 

常绿灌木 

或小乔木 

叶片硕大，手感粗糙，奇异可赏。 

花期长，为典型的茎花植物，夏秋 

开花时节，坛状的小花开满茎干， 

满树繁花，或殷红艳丽，或洁白晶 

莹，十分美丽可赏。 

 

 

 
◎☆▲⊙ 

草本植物 

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1 

 
野芋 

Colocasia antiquorum 

Schott 

天南星科 

芋属 

花期-5—9 

月, 花黄

色 

佛焰苞苍黄色,长 

15-25 厘米,奇特而

美 丽 

多年生湿 

生草本 

应用在沼泽地、小溪旁以及林下阴 

湿处、山地疏林下 

 
◎ 

 
2 

 
刺芋 

 

Lasia spinosa 
天南星科 

刺芋属 

花期 9 月，果 

翌年 2 月成熟 

 多年生有 

刺常绿草 

本 

 
田边、沟旁、阴湿草丛、竹丛中。 

 
◎▲☆ 

 
3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鸭跖草科 

鸭跖草属 

 叶形为披针形至卵状 

披针形,花苞呈佛焰苞 

状 

一年生披 

散草本 

 
应用在湿地 

 
◎☆ 

4 
变叶芦 

竹 

Arundo donax var. 

versicolor Stokes 

禾本科芦 

竹属 

 圆锥花序大型，分枝 

密生，具多数小穗。 

多年生草 

本 
庭园常引种作观叶植物。 ◎ 

5 卡开芦 
Phragmites karka (Retz.) 

Trin. ex Steud. 

禾本科芦 

苇属 

 秆高大直立，粗壮不 

具分枝 

多年生苇 

状草本 
江河湖岸与溪旁湿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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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竹节草 
Chrysopogon aciculatus 

(Retz.) Trin. 

禾本科金 

须茅属 
花果期 6-10 月 

 多年生禾 

草 

可以用作布置花坛、花境或岩石

园， 

也可盆栽或做切花 

◎☆ 

7 雀稗 
Paspalum thunbergii 

Kunth ex steud. 

禾本科雀 

稗属 
花果期 5-10 月 

 多年生禾 

草 
生于荒野潮湿草地 ◎ 

8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禾本科穇 

属 
花果期 6-10 月 秆丛生，基部倾斜 

一年生草 

本 
多生于荒芜之地及道路旁。 ◎ 

9 华凤仙 Impatiens chinensis L. 
凤仙花科 

凤仙花属 

花紫红色或白 

色 
花朵娇美 

一年生草 

本 

常生于池塘、水沟旁、田边或沼泽 

地 
◎☆◇ 

 
10 

 
桃叶蓼 

 

Polygonum persicaria L. 
 

蓼科,蓼属 

花期 6-9 月，果 

期 7-10 月,花

粉 红色或白

色 

 
一年生草 

本 

 
多生田边、路旁湿地 

 
◎☆◇ 

 

 

 

 
11 

 

 

 

 
头花蓼 

 

 

 
Polygonum capitatum 

Buch.-Ham. ex D. Don 

 

 

 

 
蓼科蓼属 

 

 

 

花期 6-9 月，果 

期 8-10 月 

 

 

 

 
株型优雅 

 

 

 

多年生草 

本 

 

干旱山坡， 沟边石上， 沟渠边， 

河边，路边草丛中， 路边湿地， 

山坡林缘， 山坡林中， 山坡石

上， 山坡水边， 山坡阴地， 水

中， 溪 边，  杂木林中， 杂木

林中石上。 

 

 

 

 
◎☆▲◇ 

12 三白草 
Saururus chinensis (Lour. ) 

Baill 

三白草科 

三白草属 

白色花，花期 

4-6 月 

 
湿生草本 生于低湿沟边，塘边或溪旁 ◎☆◇ 

 
13 

 
美人蕉 

 

Canna indica L. 
美人蕉科 

美人蕉属 

花、果期 3-

12 月,花鲜

红色 

美人蕉花大色艳、色 

彩丰富，株形好 

多年生宿 

根草本植 

物 

 
应用在湿地、园林绿地、池塘边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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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特异属性 

 
14 

黄花美 

人蕉 

Canna indica L. var. flava 

Roxb. 

美人蕉科 

美人蕉属 

花、果期 3-

12 月 

花大色艳、开花多,花 

期长 

多年生草 

本植物 

适合成片种植、丛植，也可点缀在 

池塘边，是园林绿地观叶观花的优 

良草本植物。 

 
☆ 

 
 

15 

 
条穗薹 

草 

 

Carex nemostachys Steud. 

 
莎草科薹 

草属 

 
 

花果期 9-12 月 

 多是多年 

生草本植 

物，一些种 

是一年生 

 
应用在沼泽地、小溪旁以及林下阴 

湿处 

 
 

◎☆◇ 

16 
扁穗莎 

草 
Cyperus compressus L. 

莎草科莎 

草属 
花果期 7-12 月 

 
丛生草本 常多生长于空旷的田野里。 ◎◇ 

17 鳞籽莎 Lepidosperma chinense 
莎草科鳞 

籽莎属 
花果期 7-12 月 

 多年生草 

本 

 
◎◇ 

 
18 

圆叶节 

节菜 

Rotala rotundifolia 

(Buch.-Ham. ex Roxb.) 

Koehne 

屈菜科节 

节菜属 

花、果期 12 月 

至次年 6 月 

 
一年生草 

本 

  
◎☆◇ 

19 
碎米莎 

草 
Cyperus iria L. 

莎草科莎 

草属 
花果期 6-10 月 

 一年生草 

本 

 
◎☆◇ 

20 双盖蕨 
Diplazium donianum 

(Mett.) Tard.-Blot 

蹄盖蕨科 

双盖蕨属 

    
◎ 

21 鱼黄草 :Merremia hederacea 
旋花科鱼 

黄草属 

  一年生草 

本 

用于路边、山地草丛、田边及山坡 

灌丛 
◎☆ 

22 黄菖蒲 Iris pseudacorus L. 
鸢尾科鸢 

尾属 

花期 5-6 月,花 

黄色 

花色黄艳，花姿秀美， 

叶丛、花朵特别茂密 

多年生草 

本 
河湖沿岸的湿地或沼泽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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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毛茛 
Ranunculus japonicus 

Thunb. 

毛茛科毛 

茛属 

花果期 4 月至 

9 月,花黄色 

茎直立,叶片圆心形或 

五角形 

多年生草 

本 

田野、湿地、河岸、沟边及阴湿的 

草丛中。 
◎☆◇ 

24 水马齿 Callitriche stagnalis Scop. 
水马齿科 

水马齿属 

花期 6—9 

月， 

果期次年 4 月 

茎纤弱 
一年生草 

本 
在水中和泥沼中 ☆◇ 

水生植物(挺水植物) 

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1 芦竹 Arundo donax 
禾本科芦 

竹属 
花果期 9-12 月 

庭园常引种作观叶植 

物 

多年生挺 

水草本 
河岸道旁、砂质壤土上。 ◎ 

 
2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Cav.) 

Trin. ex Steud. 

禾本科芦 

苇属 

夏秋开花,花黄 

白色 

 
芦苇花序雄伟美观 

多年水生 

或湿生挺 

水草本 

池沼、河岸、溪边浅水地区，形成 

苇塘。 

 
◎☆ 

3 蓉草 
Leersia oryzoides (L.) 

Swartz. 

禾本科假 

稻属 
花果期 6—9 月 

 多年生禾 

草 
生于河岸沼泽湿地 ◇ 

4 再力花 Thalia dealbata Fraser 
竹芋科水 

竹芋属 

花期夏秋，花 

紫色 

株形美观洒脱，叶色 

翠绿可爱 

多年生挺 

水草本 

片植于水池或湿地，适生于缓流和 

静水水域。 
☆ 

 
5 

 
水蓑衣 

Hygrophila salicifolia 

(Vahl) Nees 

爵床科水 

蓑衣属 

花期秋季，花 

淡紫色或粉红 

色 

枝四棱形，植株清新 

素雅，姿态别致 

多年生水 

生挺水草 

本 

 
溪沟边或洼地等潮湿处 

 
◎ 

 
6 

 
水葱 

 

Scirpus validus Vahl 
莎草科藨 

草属 

花期 7—9 

月, 花淡黄

色 

株型奇趣,株丛挺立, 

富有特别的韵味 

多年生水 

生挺水型 

草本 

 
适用于池塘、湖泊浅水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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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莎草 
Juncellus serotinus 

(Rottb.) C. B. Clarke 

莎草科莎 

草属 
花果期 7-10 月 

苞叶纤细如丝,飘逸下 

垂,奇特雅观 

多年生草 

本 

浅水中、水边沙土上，或有时亦见 

于路旁。 
◎☆ 

8 茳芏 Cyperus malaccensis Lam. 
莎草科莎 

草属 

花期 6-8 月,花 

绿褐色 

 
禾本植物 

在湿地、稻田中、河边和水边，或 

栽培，也见于海口 
◎◇ 

 
 

9 

 
 

伞草 

Cyperus alternifolius L. 

subsp. flabelliformis 

(Rottb.) KüKenth 

 
莎草科莎 

草属 

 
 

花果期 8-11 月 

茎杆挺直，叶形奇特, 

细长的叶片簇生于茎 

顶成辐射状，很象一 

把遮雨的雨伞 

 
多年生草 

本 

 
 

适宜溪边、假山、石隙点缀 

 
 

☆ 

10 
单穗水 

蜈蚣 

Kyllinga monocephala 

Rottb. 

莎草科水 

蜈蚣属 
花果期 5-8 月 

秆散生或疏丛生，细 

弱 

多年生草 

本 
山坡林下及旷野潮湿处 ◎ 

 
11 

镜子苔 

草 

 

Carex phacota Spreng 
莎草科苔 

草属 

   
沟边阴湿地, 路边, 山谷灌丛中, 湿 

润草甸,  溪边湿草甸,  溪谷草丛

中。 

 
☆◇ 

 
12 

 
毛草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柳叶菜科 

丁香蓼属 

花期 6-8 月，果 

期 8-11 月,花

黄 色 

 多年生粗 

壮直立草 

本 

田边、湖塘边、沟谷旁及开旷湿润 

处 

 
◎☆◇ 

13 水龙 
Ludwigia adscendens (L.) 

Hara 

柳叶菜科 

水龙属 

花期夏秋,花白 

色或淡黄色 

 多年生水 

生草本 

在园林造景中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 

的。可种植于水体的边缘、中央。 
◎☆ 

 
14 

宽叶香 

蒲 

 

Typha latifolia 
天南星科 

菖蒲属 

 
花果期 5-8 月 

 多年生水 

生或沼生 

草本 

生于湖泊、池塘、沟渠、河流的缓 

流浅水带，亦见于湿地和沼泽 

 
◎☆ 

15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天南星科 

菖蒲属 

花果期 2-6 月, 

花白色 
株型秀丽清雅 

多年生草 

本 
适用湿地、溪石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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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16 

 
菖蒲 

 

Acorus calamus Linn. 
天南星科 

菖蒲属 

花期（2-）6-9 

月 

叶丛翠绿，端庄秀丽， 

具有香气 

多年生草 

木 

丛植于湖，塘岸边，或点缀于庭园 

水景和临水假山一隅。 

 
◎ 

 
 

17 

 
 

野慈姑 

 

Sagittaria trifolia L. 

 
泽泻科慈 

姑属 

 
花果期 5-10 

月, 花白

色 

 
 

叶形奇特秀美 

多年生水 

生或沼生 

草本 

可数株或数十株种植于河边，与其 

它水生植物配植布置水面景观，对 

浮叶型水生植物可起衬景作用 

 
 

◎☆◇ 

 
 

18 

 
 

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 L. 

 
千屈菜科 

千屈菜属 

 
花果期 6-9 

月, 花紫

色 

株丛整齐，耸立而清 

秀，花朵繁茂，花序 

长，花期长， 

 
多年生湿 

生草本 

是水景中优良的竖线条材料。最宜 

在浅水岸边丛植或池中栽植。也可 

作花境材料及切花。盆栽或沼泽园 

用。 

 
 

☆ 

 
19 

 
荷花 

 

Nelumbo nucifera 
睡莲科莲 

属 

花期 6-9 月，花 

各色 

碧绿青圆，色艳娇媚， 

清香远溢，花叶相映 

成趣 

宿根挺水 

型水生花 

卉 

 
池塘、公园水池 

 
◎☆ 

 

 
20 

 

 
萍蓬草 

 

 

Nuphar pumilum 

 

睡莲科萍 

蓬草属 

 

花期 5-7 月，果 

期 7-9 月 

 

 
花叶尤佳 

 

多年水生 

草本 

多用于池塘水景布置，与睡莲、莲 

花、荇菜、香蒲、黄花鸢尾等植物 

配植，形成绚丽多彩的景观还可与 

假山石组景。 

 

 
◎▲☆ 

 
 

21 

天文草 

（金纽 

扣） 

Spilanthes acmella 

(L.)Murr 

Spilanthes paniculata Wall. 

ex DC. 

 
菊科金纽 

扣属 

 
 

花期夏季 

  
多年生草 

本 

  
 

2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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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22 

金银莲 

花 

Nymphoides indica (L.) 

O. Kuntze 

睡菜科莕 

菜属 

花果期 8-10 

月, 花白

色 

叶似睡莲，椭圆形至 

心形，革质光滑，青 

绿色，漂浮于水面 

多年生水 

生草本 

 
湖面成片种植 

 
◇ 

 
 

23 

 
 

小香蒲 

 

Typha minima Funck 

 
香蒲科香 

蒲属 

 
 

花果期 5-8 月 

 
 

叶绿穗奇 

多年生沼 

生或水生 

草本 

池塘、水沟边浅水处，亦常在一些 

水体干枯后的湿地及低洼处。可点 

缀园林水池、湖畔，构筑水景。 

 
 

☆ 

 
 

24 

 
 

黄花藺 

 

Limnocharis flava 

 
花蔺科黄 

花蔺属 

 
 

花期 3-4 月 

植株株形奇特，叶黄 

绿色、叶阔，花黄绿 

色、朵数多、黄色花 

朵灼灼耀眼 

 
 

水生草本 

 
沼泽地或浅水中。株种植或 3-5 株

丛 植，也可成片布置，效果均

好。 

 
 

◎☆◇ 

 
 

25 

 
 

梭鱼草 

 

Pontederia cordata L. 

 
雨久花科 

梭鱼草属 

 
 

花期 5～10 月 

 
叶色翠绿，花色迷人， 

花期较长 

多年生挺 

水或湿生 

草本 

栽植于河道两侧、池塘四周、人工 

湿地，与千屈菜、花叶芦竹、水

葱、 再力花等相间种植 

 
 

◎☆◇ 

26 荸荠 
Heleocharis dulcis (Burm. 

f.) Trin. 

雨久花科 

梭鱼草属 

花果期 5-10 月, 

花淡绿色 

株丛紧密,挺拔,有较 

好的竖线条 

多年生挺 

水植物 
水池、湿地 ◎ 

水生植物(浮水植物) 

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1 

 
雨久花 

Monochoria korsakowii 

Regel & Maack 

雨久花科 

雨久花属 

花期 8-9 月,果 

期 9-10 月,花

淡 蓝色 

花大而美丽,像只飞舞 

的蓝鸟 

一年生水 

生或湿生 

草本 

 
浅水池、水塘、沟边、沼泽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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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2 

 

 

 
 

凤眼莲 

 

 

 

Eichhornia crassipes 

 

 

 
雨久花科 

凤眼蓝属 

 

 

花期 7-10 月， 

果期 8-11 

月, 花紫蓝

色 

淡紫色花冠,呈多棱喇 

叭状，上方的花瓣较 

大；花瓣中心生有一 

明显的鲜黄色斑点， 

形如凤眼，也像孔雀 

羽翎尾端的花点，非 

常养眼、靓丽 

 

 

 
 

浮水草本 

 

 

 
植于小池一隅，以竹框之，野趣幽 

然 

 

 

 
 

☆ 

 
 

3 

 
 

水鳖 

 

Hydrocharis dubia (Bl.) 

Backer 

 
水鳖科水 

鳖属 

 
花果期 8-10 

月, 花白

色 

 
叶片似心脏形，全缘， 

叶面深绿色 

多年生（稀 

一年生）水 

生飘浮草 

本 

 
 

河溪， 沟渠中 

 
 

◎☆◇ 

 
4 

 
菱 

 

Trapa bispinosa Roxb. 
 

菱科菱属 

花期 5-10 月， 

果期 7-11 

月, 花白

色 

 一年生浮 

水水生草 

本 

 
湖湾、池塘、河湾。 

 
◎☆ 

 
5 

 
丘角菱 

 

Trapa japonica Flerow 

 
菱科菱属 

花期 5-10 月， 

果期 7-11 月 

 一年生浮 

水水生草 

本 

 
湖湾、池塘、河湾。 

 
☆ 

 
6 

印度红 

睡莲 

Nymphaea rubra Roxb. 

ex Andrews 

睡莲科睡 

莲属 

花期 6-8 月，果 

期 8-10 月,花

印 度红色 

 
花形美丽,花色艳丽 

多年生水 

生草本 

 
池塘 

 
☆ 

 
7 

斯洛芙 

睡莲 

 
睡莲科睡 

莲属 

花期 5～8 月, 

果期 7-10 

月, 花多为

白色 

 
花叶俱美,花期长 

多年生水 

生花卉 

 
池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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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8 
怀特睡 

莲 

Tuberosa Richardsonii 

White 

睡莲科睡 

莲属 

   
池塘 ☆◇ 

 
9 

齿叶白 

睡莲 

 

Nymphaea lotus 
睡莲科睡 

莲属 

花期 8-10 月， 

果期 9-11 

月, 花白

色 

 
花色洁白,清幽典雅 

多年水生 

草本 

 
池塘 

 
☆◇ 

 
10 

埃及蓝 

睡莲 

Nymphaea caerulea 

Savigny 

睡莲科睡 

莲属 

花期 5-8 月,

花 浅蓝色 

花心鲜黄色，花朵浅 

蓝色,花色美丽,神秘 

典雅 

多年水生 

草本 

 
池塘 

 
☆ 

11 
汤姆斯 

睡莲 

 睡莲科睡 

莲属 

   
池塘 ☆◇ 

 
12 

柔毛齿 

叶睡莲 

Nymphaea lotus var. 

pubescens (Willd.) HK. F. 

et Thoms. 

睡莲科睡 

莲属 

花果期 8～11 

月,花白色、红 

色或粉红色 

 
花大,亮丽 

多年生草 

本 

 
池塘 

 
☆◇ 

 
13 

 
睡莲 

 

Nymphaea tetragona 
睡莲科睡 

莲属 

花期 6-8 月，果 

期 8-10 月。

花 各色 

花叶俱美，花色丰富， 

花期长 

多年生水 

生草本 

 
池塘 

 
☆ 

 
14 

 
睡菜 

 

Menyanthes trifoliata 
睡菜科睡 

菜属 

花期 5-7 月，果 

期 6-8 月,花

白 色 

植株美观，花洁白可 

爱 

多年生沼 

生草本 

 
河流、池塘边缘的装饰 

 
☆ 

 
15 

 
芡实 

 

Euryale ferox 
睡莲科芡 

属 

花期 7-8 月，果 

期 8-9 月,花

紫 红色 

叶大肥厚，浓绿皱褶， 

花色明丽，形状奇特 

一年生大 

型水生草 

本 

 
池塘、湿地 

 
☆ 

16 槐叶萍 Salvinia natans 
槐叶苹科 

槐叶萍属 

 叶子形似槐树的羽状 

叶 

一年生浮水性 

蕨类水生植物 
水田，沟塘和静水溪河内 ◎ 

   
    

  

  



 
 

江门市海绵城市设计指引和技术审查要点 

 

      第154页 

水生植物(沉水植物) 

序 

号 

 
种名 

 
学名 

 
科属名 

 
花果期花色 

 
观赏特性 

 
类型 

 
应用 

 
特异属性 

 
1 

 
大聚藻 

 

Myriophyllum aquaticum 
小二仙草 

科狐尾藻 

花期 7～8 

月, 花白

色 

叶羽状，银绿色，柔 

美可爱 

多年生沉 

水草本 

以群体效果见长，水体边缘、水体 

中央均宜。在岸边湿地作为地被效 

果极佳。 

 
◇ 

 

 

2 

 
 

轮叶狐 

尾藻 

 

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小二仙草 

科狐尾藻 

属 

 茎圆柱形，多分枝。 

同一植株上有两种不 

同形状的叶，水上叶 

羽毛状全裂，水下叶 

裂片线  形。 

 
 

多年生水 

生草本 

 

 

池塘 

 

 
 

3 

 
穗状狐 

尾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 L. 

 
二仙草科 

狐尾藻属 

花期从春到秋 

陆续开放，4-9 

月陆续结果,花 

粉红色 

 
根状茎发达，在水底 

泥中蔓延，节部生根。 

 
多年生沉 

水草本 

 
 

池塘 

 

 
4 

 
金鱼藻 

Ceratophyllum demersum 

L. 

金鱼藻科 

金鱼藻属 

花期 6-7 月，果 

期 8-10 月,花

小 不显 

叶为丝状,线状,可净 

化和美化水体 

多年生沉 

水草本 

 
池塘 

 
◎ 

 
5 

 
黑藻 

 
Hydrilla verticillata 

 

水鳖科黑 

藻属 

花果期 5-10 

月，花白色或 

粉红色 

 

茎直立细长，叶带状 

披针形 

 

多年生沉 

水草本 

 
池塘、湖泊和水沟中 

 
◎ 

注释：◇——新推 广应用种类；☆——观花植物；○——观果植物；⊙——招鸟植物；◎——乡土植物；↑——速生植物； ＃——色叶植物； 

◢——耐盐碱；▲——幼树耐阴或耐半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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