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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一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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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陈杰）记者从
有关方面获悉，上海正在因地制
宜，在国家指导性技术指南的基
础上，逐步建立自己的“海绵城
市”标准，确立源头控制、管网优
化和建立内涝防治体系“三段
论”。另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
符合透水要求的路面达到 !"万
平方米，而全市道路和高架路面
总面积为 #$$平方公里，仍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海绵城市”，是指城市
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
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
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
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
“释放”并加以利用。
“海绵城市”源于低影响开发

（%&'）技术，排水工程的理念经历
了快速排放、控制水质、量质并举
和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美国等
发达国家已进入可持续发展理念
阶段。($世纪 )$年代在美国开
始实施，本世纪初传入我国。随着
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因降雨出现
内涝，开启“看海”模式，“街上游
泳”、“路边捉鱼”、“汽车漂浮”、小
区住宅楼一夜之间成“海景房”等
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关键还是城
市规划建设中长期“重地上轻地
下”所致。

($$*年，上海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总院在全国率先开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雨水浅层地
下蓄渗技术和装置，在研发基地
率先使用，并于 ($#$年在虹桥交
通枢纽得到成功应用。

在 ($#( 年上海市青年科技
启明星计划项目和 ($#! 年国家
重大水专项的资助下，该院又开
发了旋流处理+浅层蓄渗技术和
装置，成果在黄兴公园成功应用。
此外，上海世博园区具备透水

功能的道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辰介
绍说，今年，受市建管委委托，该
院与本市交通、规划、水务、绿化
市容、住房保障等部门下属研究
单位联合开展上海市海绵城市建
设实施意见的研究，有望形成本
市建设海绵城市指标体系，根据
上海地方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做。
专家表示：“上海土壤的粘土性质
特别明显，可以吸收一部分雨水，
但一旦吸收过多也会‘饱死’。在
上海，尤其要考虑水面率和绿地
率等指标。在规划控制指标要求
下，标准涉及到建筑小区、绿化、
道路广场和水务系统。”

根据测算，全国“海绵城市”
的建设将带动 "万亿元投资；建
成后，上海全市管网的排水能力
将提升 !$,以上，可抵御“五年一
遇”的短时强降雨，即一小时降雨
量 -)毫米，不留积水，全部排空。

下雨蓄水!需要时释水!"透水#路面$绿地能更好应对灾害天气

打造“海绵城市”摆脱“看海”窘境
受台风“天鹅”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申

城昨天出现明显降雨，今天早上拉响暴雨橙色预警信
号，市内有地方出现积水。以往，包括上海在内的国内
许多城市，遭遇连续暴雨后就容易开启“看海模式”。如

果按照“海绵城市”的理念，未来能不能给上海滩铺上
一块大大的海绵，下大雨时把雨水吸掉，不下雨时把蓄
存的水放出来再利用，让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不再陷
入“城市看海”的窘境。

! ! ! !晴天时，它是一个浅凹绿地，林
木茂密，植被丰富，鸟语花香；雨天
时，它是一个“蓄水池”，收集雨水，
净化水质，涵养地下水……最近，闸
北区长临路上的共康林带内，建成
了上海市公共绿地系统中的首个
“雨水花园”，依据“海绵城市”的理
念，下雨时吸水、蓄水、排水，需要时
将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减少积水 有效净化水质

今天上午，记者走进这片占地
#!$$$平方米的林带，红色的小径
曲曲折折，在苍郁的林地中蜿蜒，内
有小广场、座椅供居民休憩。道路两
旁，种满了美人蕉、黄菖蒲等观赏植
物，艳丽的花朵在绿叶中绽放。小路
尽头，一潭 ($$$平方米的池水映入
眼帘，水生植物生长茂盛，空气中弥
漫着湿润的气息。

施工方介绍，依据“海绵体”的
理念，这块绿地是下凹式的，低于地
平面 .$厘米左右。道路两旁整齐地
排列着圆圆的卵石阻隔泥土，地面
都是透水铺装材料。普通的城市硬
质路面，下大雨时水来不及下渗，只

能快速涌入下水道，容易积水。而在
“雨水花园”里，雨水可以被像海绵
一样的绿地土壤吸收，“吸满”后通
过围绕绿地的生态植草沟缓慢流入
池塘或排入市政管网内，减少管网
压力，减缓内涝。
除了蓄水，“雨水花园”还能起到

净化水质的作用。雨水汇集后，其中
的污染物可以被植物吸附或消减。比
如，美人蕉的块茎可以大量吸收雨水
中的重金属，而导致水质恶化的氮氧
化物则易于被黄菖蒲吸收。

抽稀树木 配置水生植物

为了将林带改成“雨水花园”，

绿化指导部门与建设公司多次沟
通，对设计图反复讨论修改。负责建
设的上海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
司戴荣强介绍，绿地下安装了下渗
装置，深挖地面一米多，铺设了粗砾
层、无纺布等，卵石则起到过渡和压
土的作用。林间小路完全按照居民
熟悉的路线修建，尊重他们的健身
习惯。为了不破坏旧林地原有的林
木，大型机器都不能开进来，开沟、
回填等全由人力完成。
在植物配置上，池塘和绿地周

围以大量耐湿性强、抗污染的水生
植物为主，比如鸢尾、吉祥草、千屈
菜、细叶针茅、花叶芦竹、旱伞草、吉

祥草、美人蕉、醉鱼草等。林间以原
有的水杉、香樟等抽稀而成，再配以
桂花、梅花、桃花、樱花、红叶李等四
季开花的灌木。通过植物的蒸腾作
用，可以调节林内的小气候，改善周
边环境。
“现在这里的春、夏、秋三季景

观都很好，以后会再补种些冬天的
观赏类植物，使一年四季，季季有
景。”戴荣强说。

收集数据 今后提供参照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副站长
许晓波表示，共康绿地原是一片建
造于上世纪 )$年代的高压线下林
带。其中的植物较密，后期生长受限
制，不少树木就像“鸡毛掸子”一样，
树冠为了抢夺养分直往上长。而下
大雨时，林带中又总是积水，居民只
能“望洋兴叹”。
改造后，这里的积水情况已大

有改观，林内小气候也比以往更好，
吸引了许多花鸟鱼虫。*月台风“灿
鸿”来袭时，绿地里的道路清清爽
爽，居民又惊又喜，直观感受到了
“雨水花园”的作用。“绿地中，还设
置了一些观测井，在日常维护中可
以收集数据，成为今后上海建造‘雨
水花园’的参照。”许晓波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

! ! !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去年 ##

月出台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
“阵地”在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
绿地与广场、水系等，打造主要分
为以下三种途径：

! 保护城市原有生态系统

最大限度保护原有的河流、湖泊、
湿地、坑塘、沟渠等水生态敏感区，
留有足够涵养水源、应对较大强度
降雨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维
持城市开发前的自然水文特征，这
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

! 生态恢复和修复 对已经
受到破坏的水体和其他自然环境，
运用生态的手段进行恢复和修复，
并维持一定比例的生态空间；

! 低影响开发 按照对城市
生态环境影响最低的开发建设理
念，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在城市中
保留足够的生态用地，控制城市不

透水面积比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城市原有水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据
需求开挖河湖沟渠、增加水域面
积，促进雨水的积存、渗透和净化。
记者注意到，该《指南》特别提

到，“海绵城市”建设应统筹“三大
系统”：

!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通
过对雨水的渗透、储存、调节、转输
与截污净化等功能，有效控制径流
总量、径流峰值和径流污染；

!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即传统

排水系统 应与低影响开发雨水系
统共同组织径流雨水的收集、转输
与排放；

! 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用来应对超过雨水管渠系统设计
标准的雨水径流，一般通过综合选
择自然水体、多功能调蓄水体、行
泄通道、调蓄池、深层隧道等自然
途径或人工设施构建。
以上三个系统不是孤立的，也

没有严格的界限，相互补充、依存，
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元素。

本报记者 陈杰

! ! ! !我国有 #"座城市被财政部列
为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包括迁安、白城、镇江、嘉兴、池州、
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汉、常德、
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和西咸
新区。专家指出，虽然上海并未列
入“海绵城市”试点名单，但台风暴
雨时不少路段常陷入“看海”的窘
境，说明城市的排涝能力已捉襟见
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森林
生态站站长刘春江表示，上海同样
应该考虑以“海绵城市”的标准对城
市进行规划，大力建设城市森林和
绿地，达到天然蓄水、净水的目的。

记者从绿化部门了解到，海绵
城市的建设具有极强的区域性，本
市地下水位已经很高，并不以最大
的储水为目的，而是要缓解内涝、消
减径流污染，发挥绿地对雨水的吸
纳、蓄渗、缓释作用。本市绿化部门
正在编制《上海海绵城市绿地建设
技术导则》，开展技术应用的探索和

观测，目前试行稿已基本成型。
同时，上海绿化指导站和交大

农学院正共同开展《上海市海绵城
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建设关键技术研
究》的课题，已于今年立项，花三年
时间进行观测和探索，研究成果将
用于对本市海绵城市绿地建设的指
导，根据实践对导则进行修改。
绿化部门表示，类似共康绿地

这样的“雨水花园”，可以通过“渗、
蓄、滞、净、排、用”等途径，合理调蓄
雨水，起到节约资源、优化生态的作
用。目前，在嘉定和金山，各有一个
“雨水花园”在筹划中，经过招投标
后，预计今年内将开始实施。今后，
通过在公共绿地打造更多的“雨水
花园”，城市吸水能力将提升，市政
管网在雨季到的压力可大减。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水系

建“海绵城市”，一个不能少 技术导则试行稿已成型

“海绵上海”的绿地如何建？

记者上午探访上海公共绿地建成的首个"雨水花园%

蓄水减缓内涝 植物净化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