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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宁建 （科）发 〔２０１９〕２号

关于批准发布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规程》

等２项地方标准的通知

各市、县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宁东管委会规划建设土地局，

海兴开发区规划国土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 《２０１６年度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宁建 （科）发﹝２０１６﹞１０号）、 《２０１７年度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宁建 （科）发﹝２０１７﹞１０号）要求，自治

区工程建设标准管理中心组织宁夏首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编制的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规程》和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管理

中心指导宁夏三林管业有限公司、宁夏大林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

《预制钢筋混凝土加筋塑膜电缆管道应用技术规程》，经我厅会同自

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专家审查通过，批准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地

方标准。标准编号为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规程》 （ＤＢ６４／Ｔ

１５８７—２０１９）、《预制钢筋混凝土加筋塑膜电缆管道应用技术规程》

（ＤＢ６４／Ｔ１５８８—２０１９）。

以上２项标准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２日起实施，请各单位认真遵照

执行，执行过程中若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宁夏工程建设标准管理

中心。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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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的编写格式符合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本规程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规程的主编单位：宁夏首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规程的参编单位：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

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夏工业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市

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信息中心、宁夏

回族自治区地质局。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黄绵松、申若竹、付德宇、魏健佳、闫丹

琛、张鑫伟、谭建宁、刘祺超、蔡新华、海霞、刘岩、张现国、杨

有林、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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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规程

１　总则

１１　为全面贯彻落实海绵城市理念，加强城市雨水径流控制，有效

利用雨水资源，指导和规范宁夏回族自治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结

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实际情况，制订本规程。

１２　海绵城市建设涵盖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

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本规程的重点在于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

建，主要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设市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中低影响开

发设施的设计、建设、验收、维护管理与安全防护。县城、开发区

和乡镇可参照执行。

１３　海绵城市建设应贯彻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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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低影响开发模式。

１４　海绵城市建设应坚持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重、因地制

宜、经济合理、节约资源、统筹建设的原则。

１５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设计、建设、验收、维护管理、安全防护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１６　海绵城市建设应满足当地的规划要求，实现当地的建设目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７５　通用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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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０１４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２５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ＧＢ５０１３７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ＧＢ５０１４１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１８０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８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６８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３１８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ＧＢ５０４００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４２０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５１３　城市水系规划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７７３　蓄滞洪区设计规范

ＧＢ５１１９２　公园设计规范

ＧＢ／Ｔ１４６８５　建筑用卵石、碎石

ＧＢ／Ｔ５０３７８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ＧＢ／Ｔ５０５６３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ＧＢ／Ｔ５０５９６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Ｔ５０８０５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ＣＪＪ１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ＣＪＪ３７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ＣＪＪ７５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

ＣＪＪ８２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ＣＪＪ１９４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

ＣＪＪ／Ｔ１３５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ＣＪＪ／Ｔ１８８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ＣＪＪ／Ｔ１９０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ＪＦＪ５５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ＪＴＧＥ２０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调料试验规程

ＪＴＧＦ４０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ＪＴＧＥ４２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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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低影响开发 （犔犐犇）犾狅狑犻犿狆犪犮狋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强调城镇开发应减少对环境的冲击，其核心是基于源头控制和延

缓冲击负荷的理念，构建与自然相适应的城镇排水系统，合理利用景

观空间和采取相应措施对暴雨径流进行控制，减少城镇面源污染。

３２

雨水控制与利用狉犪犻狀狑犪狋犲狉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径流污染控制设施的总称，包括雨水入

渗、收集回用、调蓄排放等。

３３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狏狅犾狌犿犲犮犪狆狋狌狉犲狉犪狋犻狅狅犳犪狀狀狌犪犾狉犪犻狀犳犪犾犾

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分析计算，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的

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百分比。

３４

设计降雨量犱犲狊犻犵狀狉犪犻狀犳犪犾犾犱犲狆狋犺

为实现一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用于确定海绵城市建设设施

设计规模的降雨量厚度取值 （以ｍｍ计），一般通过当地多年日降雨

资料统计数据获取。

３５

雨量径流系数狏狅犾狌犿犲狋狉犻犮狉狌狀狅犳犳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３６

雨水调蓄狉犪犻狀狑犪狋犲狉犱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狊狋狅狉犪犵犲

雨水储存和调节的统称。

３７

雨水储存狉犪犻狀狑犪狋犲狉狊狋狅狉犪犵犲

采用具有一定容积的设施，对径流雨水进行储存，以达到收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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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等目的。

３８

雨水调节狉犪犻狀狑犪狋犲狉犱犲狋犲狀狋犻狅狀

采用具有一定容积的设施，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一定量的雨水，

削减向下游排放的雨水径流峰值流量，一般只延长排放时间，不减

少排放的径流总量。

３９

雨水收集回用狉犪犻狀狑犪狋犲狉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利用雨水作为水源，经过处理并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后，通过

管道输送或现场使用方式予以利用。

３１０

雨水渗透狉犪犻狀狑犪狋犲狉犻狀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

利用人工或者自然措施，使雨水下渗到土壤表层以下，以补充

地下水。

３１１

土壤渗透系数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狊狅犻犾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单位水力坡度下水的稳定渗透速度。

３１２

透水铺装狆犲狉狏犻狅狌狊狆犪狏犲犿犲狀狋

由透水面层、基层、底基层等构成的地面铺装结构，能储存、

渗透自身承接的降雨。

３１３

下沉式绿地狊狌狀犽犲狀犵狉犲犲狀犫犲犾狋

低于周边地面或道路路面，可用于调蓄和下渗雨水的绿地。

３１４

生物滞留设施犫犻狅狉犲狋犲狀狋犻狅狀犮犲犾犾

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蓄、渗滤、净化径流雨水的

设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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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渗透塘犻狀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犫犪狊犻狀

雨水通过侧壁和池底进行入渗的滞蓄水塘。

３１６

渗井犱狉狔狑犲犾犾

雨水通过井壁和井底进行入渗的设施。

３１７

湿塘狑犲狋犫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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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８

雨水湿地狊狋狅狉犿狑犪狋犲狉狑犲狋犾犪狀犱

通过模拟天然湿地的结构和功能，达到对径流雨水水质和洪峰

流量控制目的的湿地。

３１９

蓄水池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

指具有雨水储存功能和削减峰值流量作用的集蓄利用设施。

３２０

雨水罐狉犪犻狀狑犪狋犲狉犫犪狉狉犲犾狅狉犮犻狊狋犲狉狀

也称雨水桶，是地上或地下封闭式的简易雨水集蓄利用设施。

３２１

调节塘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狀犵狆狅狀犱

也称干塘，是以削减峰值流量功能为主的一种雨水调节设施。

３２２

调节池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狀犵狆狅狅犾

是用于削减雨水管渠峰值流量的一种雨水调节设施。

３２３

植草沟犵狉犪狊狊狊狑犪犾犲

用来收集、输送、削减和净化雨水径流的表面覆盖植被的明渠，

可用于衔接海绵城市其他单项设施、城市雨水管渠和超标雨水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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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系统。主要形式有转输型植草沟、渗透型干式植草沟和经常有

水的湿式植草沟。

３２４

渗透管渠犻狀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狋狉犲狀犮犺

具有渗透和转输功能的雨水管或渠。

３２５

植被缓冲带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犫狌犳犳犲狉狊狋狉犻狆

指坡度较缓的植被区，通过植被拦截及土壤下渗作用减缓地表

径流流速，并去除径流中的部分污染物的设施。

３２６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犳犻狉狊狋犳犾犪狊犺犱犻狏犲狉狊犻狅狀犳犪犮犻犾犻狋犻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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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雨水后续处理难度的设施。

３２７

人工土壤渗滤设施犪犿犲狀犱犲犱狊狅犻犾犻狀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犻犾犻狋犻犲狊

通过植被、土壤渗滤的多种理化反应后，使得出水达到回用水

水质指标的雨水设施。

３２８

生态护岸犲犮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犾狅狆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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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生态挡墙和生态护坡。

４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狋０ ———降雨历时

狋１ ———地面集水时间

狋２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Ψ狕———综合径流系数

Ψ犻 ———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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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狕犮———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Ψ狕犿———流量综合径流系数

犉 ———汇水面积

犉犻 ———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

犠 ———径流总量

犺狔 ———设计降雨量

犙 ———设计流量

狇 ———设计暴雨强度

犠犻———初期弃流量

δ ———初期径流厚度

犞狊 ———渗透设施的有效调蓄容积，包括设施顶部和结构内部蓄

水空间容积

犞犻 ———渗透设施进水量

犠狆———渗透量

犓 ———土壤 （原土）渗透系数

犑 ———水力坡降

犃狊 ———有效渗透面积

狋狊 ———渗透时间

犞 ———调节设施容积

犙犻狀———调节设施的入流流量

犙狅狌狋———调节设施的出流流量

狋 ———计算步长

犜 ———计算降雨历时

５　设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设计目标应满足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提出的

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并综合考虑环保与经济效益，因

地制宜选择单项或组合的以雨水渗透、净化、储存、调节等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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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设施。

５１２　低影响开发设计总体宜以雨水资源利用为主，各区域低影响

开发设施选用侧重略有不同，建议如下：

ａ）缺水的引黄灌区宜以雨水资源化利用为主要目标，宜选择以

雨水收集回用为主要功能的雨水储存和调节设施。

ｂ）暴雨强度较高的中部干旱带宜以控制径流峰值为主要目标，

宜选用峰值削减效果较优的雨水储存和调节设施。

ｃ）水资源较丰富的南部山区宜以控制径流污染和控制径流峰值

为主要目标，宜选用雨水净化和峰值削减功能较优的雨水截

污净化、雨水储存和调节等设施。

５１３　下列情况或场所不得采用雨水入渗系统：

ａ）土壤渗透面与地下水位的距离小于１．０ｍ；土壤渗透系数小

于１×１０－６ｍ／ｓ或大于１×１０－３ｍ／ｓ。

ｂ）需防止陡坡坍塌、滑坡灾害的危险场所；对居住环境和自然

环境造成危害的场所以及自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

土等特殊土壤地质场所。

５１４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规模应根据设计目标计算得出，有条件的

宜通过模型模拟对设计方案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技术经济分析确

定最优方案。

５１５　新建城区应以目标为导向，将海绵城市理念纳入建设目标

中。老城区应以问题为导向，避免盲目全面重建，应结合棚户区和

危房改造等工作同步推进。

５１６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应达到建筑或市政各阶段设计深度的

规定，应包括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平面布局、竖向、构造，以及其与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衔接关系等内容。

５１７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与审查应与园林绿化、道路交通、排

水、建筑等专业相协调。

５１８　在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建设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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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０１４中的相关标准执行。

５１９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应保证设施与既有构筑物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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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不允许因场地开挖、设施埋深等因素对既有构筑物的结构安

全产生影响。

５２　建筑与小区

５２１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的主要控制目标是削减外排雨水峰值

流量和径流总量，实现低影响开发及雨水的资源化利用。

５２２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设计内容包括场地设计、建筑设计、

小区道路设计、小区绿地设计和低影响开发设施专项设计，应符合

以下规定：

ａ）场地低影响开发设计应因地制宜，保护并合理利用场地内原

有的湿地、坑塘、沟渠等；应优化不透水硬化面与绿地空间

布局，建筑、广场、道路宜布局可消纳径流雨水的绿地，建

筑、道路、绿地等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径流汇入低影响开发

设施。

ｂ）小区道路低影响开发设计应优化道路横坡坡向、路面与道路

绿地的竖向关系，便于径流雨水汇入绿地内低影响开发

设施。

ｃ）小区绿地应结合规模与竖向设计，在绿地内设计可消纳屋

面、路面、广场及停车场径流雨水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并通

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

统有效衔接。

ｄ）收集雨水及其回用水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管道、中水管道相

连接。

５２３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设计应遵循以下设计流程：

ａ）依据相关规划或规定，明确地块控制指标。

ｂ）根据建筑与小区用地性质、容积率、绿地率等指标，对区域

下垫面进行解析。

ｃ）结合下垫面解析和控制指标，因地制宜，在进行技术经济比

较后，选用适宜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并确定其建设规模和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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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根据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内容和规模，复核控制指标，并根据

复核结果优化调整工程内容。

５２４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设施选择及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建筑与小区内低影响开发设施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功能

性、景观性、安全性，应采取保障公共安全的保护措施。

ｂ）屋面雨水宜采取雨落管断接或设置集水井等方式将屋面雨

水断接并引入周边绿地内小型、分散的低影响开发设施，或

通过植草沟、雨水管渠将雨水引入场地内的集中调蓄设施。

ｃ）屋面及硬化地面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设置收集、弃流、储

存、处理、回用管网等设施。雨水可回用于建筑与小区生活

杂用水、绿地浇洒、道路冲洗和景观水体补给等。

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广场、停车场等宜采用透水铺装。

ｅ）对于下沉式绿地段道路，竖向高程应高出绿地标高不小于

５０ｍｍ，并应确保雨水顺畅流入绿地。

ｆ）建筑与小区雨水口宜设在汇水面的最低处，顶面标高宜低于

周围路面标高３０～５０ｍｍ，当绿地标高低于路面标高时，雨

水口宜设在道路两边的绿地内，其顶面标高应高于绿地２０～

５０ｍｍ。雨水口宜具有拦污截污功能。

ｇ）建筑与小区内绿地宜采用可用于滞留雨水的下沉式绿地，当

采用绿地入渗时可设置入渗池、入渗井等入渗设施增加入渗

能力。

ｈ）小区内建筑、道路及停车场的周边绿地宜设置生物滞留设

施，对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

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１ｍ及距离建筑物基础水平距离小于

５ｍ的区域，可采用底部防渗的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ｉ）雨水渗透设施应保证其周围建 （构）筑物的安全使用，不应

对其他构筑物、管道基础、道路基础产生影响。

ｊ）建筑与小区宜根据条件设置雨水调蓄设施，雨水调蓄设施包

括雨水罐、蓄水池、具有调蓄空间的景观水体、洼地，但不

包括低于周边地面１００ｍｍ以内的下沉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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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新建项目地下室设计时，需考虑生物滞留设施、下沉式绿地

等设施的水向更深处土壤渗透的要求。

５２５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设施组合应符合以下关系：

ａ）降落在屋面的雨水经过初期弃流，可进入高位花坛和雨水

罐，并溢流进入下沉式绿地，雨水罐中雨水可作为小区绿化

用水。

ｂ）降落在道路、广场等其他硬化地面的雨水，应利用透水铺

装、生物滞留设施、下沉式绿地、渗透管渠等设施对径流进

行净化、消纳，超标准雨水可就近排入雨水管道。在雨水口

宜设置具有截污、沉沙功能的设施。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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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可进入蓄水池和景观水体进行调蓄、储存，经

净化后，用于绿化灌溉、景观水体补水和道路浇洒等。

５３　城市道路

５３１　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的主要控制目标是以削减地表径流与控

制面源污染为主、雨水收集利用为辅。

５３２　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计内容包括道路高程设计、绿化带设

计、道路横断面设计、低影响开发设施与常规排水系统衔接设计，

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城市道路绿化带内低影响开发设施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

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道路路面及路基的强度和稳定性造成

破坏。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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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工程的建设，不应降低市政工程范围内

的雨水排放系统设计降雨重现期标准。

５３３　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计应遵循以下流程：

ａ）工程场地现状及项目设计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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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确定项目低影响开发控制规划目标及指标要求。

ｃ）指标分解导出低影响开发设施选择与设施平面布置。

ｄ）项目方案比选、技术经济分析。

５３４　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择应以因地制宜、经济有效、

方便易行为原则，根据项目总体布置、水文地质特点等，在满足城

市道路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关规划提出的控制目标与指标要

求。城市道路绿化带宜采用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

设施。面积、宽度较大的绿化带、交通岛、渠化岛等区域可依据实

际情况采用雨水湿地、湿塘、调节塘、调节池等设施。

５３５　当城市道路 （车行道）径流雨水排入道路红线内、外绿地

时，在低影响开发设施前端宜设置沉淀池、弃流井等设施，对进入

绿地内的初期雨水进行预处理或弃流，以减缓初期雨水对绿地环境

及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影响。

５３６　城市道路经过或穿越水源保护区时，应符合水源地保护的相

关要求。

５３７　规划作为超标雨水径流行泄通道的城市道路，其断面及竖向

设计应满足相应的设计要求，并与区域排水防涝系统相衔接。

５４　城市绿地与广场

５４１　绿地与广场低影响开发的主要控制目标是削减地表径流总

量、削减峰值流量、控制面源污染和雨水收集利用。

５４２　城市绿地与广场低影响开发设计对象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

地及广场用地。应遵循经济性、适用性原则，依据区域的地形地貌、

土壤类型、水文水系、径流现状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ａ）首先应满足各类绿地广场自身的使用功能、生态功能、景观

功能和游憩功能，根据不同的绿地广场类型，制定不同的对

应方案。

ｂ）大型湖泊、滨水等水体及湿地中的绿地宜通过渗、滞、蓄、

净、用、排等多种技术措施，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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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净化、利用和排放能力。

ｃ）优先使用简单、非结构性、低成本的低影响开发设施，设施

的设置应符合场地整体景观设计，应与绿地广场的总平面、

竖向、建筑、道路等相协调。

ｄ）绿地广场的雨水利用宜以入渗、景观水体补水和净化回用为

主，避免建设维护费用高的净化设施。土壤入渗率低的城市

绿地应以储存、回用设施为主，绿地广场内的景观水体可作

为雨水调蓄设施并与景观设计相结合。

ｅ）应考虑初期雨水和融雪剂对绿地的影响，设置初期雨水、融

雪弃流等预处理设施。

５４３　城市绿地与广场低影响开发设计应遵循以下流程：

ａ）依据上位规划明确项目的控制指标。

ｂ）对用地范围内的现状和规划下垫面进行解析。

ｃ）根据控制指标和下垫面解析结果，确定城市绿地内低影响开

发设施的规模和雨水利用总量。

ｄ）结合上述分析，因地制宜，选用适宜的低影响开发设施，确

定其建设形式和布局。

ｅ）根据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内容和规模，复核控制指标。

５４４　绿地广场在满足相关设计规范及自身功能条件下，宜采用下

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调节塘、蓄水池、

雨水湿地、湿塘等低影响开发设施。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择原则

如下：

ａ）公园绿地的低影响开发设施选择应以入渗和减排峰值为主，

以调蓄和净化为辅。

ｂ）防护绿地的低影响开发设施选择应以入渗为主，净化为辅。

ｃ）广场用地的低影响开发设施选择应以入渗为主，调蓄为辅。

５４５　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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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调节等低影

响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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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区域内涝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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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城市水系

５５１　城市水系低影响开发的主要控制目标是削减雨水峰值流量、

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控制径流污染、调蓄水量和雨水资源化

利用。

５５２　城市水系低影响开发设计应遵循功能安全、生态优先、统筹

兼顾、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重点突出对城镇径流污染的治

理与河湖水质和生态功能的提升。设计内容主要包括水域形态保护

与控制、河湖调蓄控制、生态岸线、排口设置以及与上游城市雨水

管道系统和下游水系的衔接关系。

５５３　城市水系低影响开发设计应遵循以下流程：

ａ）资料收集。收集工程地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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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流域分析。在流域洪水风险分析、水量平衡分析、纳污能力

及污染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进行城市水系分析。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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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等其他配套要素的竖向关系。

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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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方案设计及选择。进行湖港岸线、排口、水质净化、滨水带

的绿化景观以及临水建筑物等的设计，并在设计过程中优先

选用生态措施。

ｆ）目标核算及方案调整。对方案设计进行控制指标核算，对于

不满足要求的，应进行方案调整。

５５４　城市水系工程措施选择及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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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径流及控制污染负荷。

ｂ）城市江河宜选用安全性和稳定性高的护岸形式，如植生型砌

石护岸、植生型混凝土砌块护岸等；对于流速较缓的河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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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自然驳岸。

ｃ）城市湖泊、港渠设计流速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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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维网

植草护坡、土工织物护坡、石笼护岸、木桩护岸、乱石缓坡

护岸、水生态植物护岸等。

ｄ）城市水系新增雨水排口宜经过植被缓冲带、雨水调蓄池、湿

塘或雨水湿地等控制措施后再排入自然水系，并进行水质监

测，不得超过受纳水体水质管理目标。

ｅ）城市水系排口宜采用生态排口，包括一体式生态排口、漫流

生态排口等。

ｆ）港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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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对于城市水体水质功能要求较高的区域和排涝高风险区，可

利用其他现有水体设计自然水体缓冲区等。根据区域排水

量、污染控制目标，确定缓冲区的面积、容积；根据上游排

口标高、下游水体水位明确缓冲区水域竖向标高。

ｈ）自然水体缓冲区应设置水质污染风险防范措施，以防止发

生上游污染事件后对主水域的水质造成破坏。

５６　低影响开发设施

５６１　低影响开发设施按照主要技术类型分为渗透设施、存储及回

用设施、调节设施、转输设施、截污净化设施：

ａ）渗透设施：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

塘、渗井。

ｂ）存储及回用设施：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

ｃ）调节设施：调节塘、调节池。

ｄ）转输设施：植草沟、渗管及渗渠。

ｅ）截污净化设施：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

渗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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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城市道路人行道、人行广场、建筑小区人行道等荷载较小的

区域宜采用透水砖、透水混凝土、透水沥青等透水铺装，小型车的

停车场宜采用植草砖、透水混凝土、透水沥青等透水铺装。园林绿

地等场所也可采用鹅卵石、碎石、碎拼、踏步石铺地等透水铺装。

５６３　透水砖主要适用于城市道路人行道、人行广场、建筑小区人

行道等荷载较小的区域或场所。其性能指标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无停车人行道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低于Ｃ４０，有停车人行

道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低于Ｃ５０，步行街透水砖抗压强度

等级不低于Ｃ６０。

ｂ）透水砖应进行５０次以上冻融循环检测，各地区可根据情况

上浮冻融循环要求。使用除冰盐或融雪剂的透水砖路面，应

增加抗盐冻试验。

ｃ）透水砖面层与基层应设置找平层，可采用中砂、粗砂或干硬

性水泥砂浆，厚度宜为３０～５０ｍｍ。

ｄ）基层类型包括刚性、半刚性、柔性基层，基层类型可根据地

区资源差异选择，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透水性和稳定性，

连续孔隙率不应小于１０％。

５６４　透水混凝土路面适用于轻荷载交通的园区路、非机动车道、广

场、停车场，可采用彩色形式。其性能指标应满足表１要求：

表１　透水水泥混凝土的性能

项目 性能要求

耐磨性，ｍｍ ≤３０

透水系数 （１５℃），ｍｍ／ｓ ≥０．５

抗冻性
５０次冻融循环后抗压强度损失率，％ ≤２０

５０次冻融循环后质量损失率，％ ≤５

连续孔隙率，％ ≥１０

强度等级 Ｃ２０ Ｃ３０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２０．０ ≥３０．０

弯拉强度，ＭＰａ ≥２．５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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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　透水沥青路面适用于轻荷载交通的园区路、非机动车道、广

场、停车场，可采用彩色形式。其性能指标应满足：

ａ）透水沥青面层应采用高黏度改性沥青作为结合料，基层可采

用高黏度改性沥青、改性沥青或普通道路石油沥青，具体指

标见表２。

表２　高黏度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针入度２５℃，０．１ｍｍ ≥４０

软化点，℃ ≥８０

延度１５℃，ｃｍ ≥８０

延度５℃，ｃｍ ≥３０

闪点，℃ ≥２６０

６０℃动力黏度，Ｐａ·ｓ ≥２００００

黏韧性，Ｎ·ｍ ≥２０

韧性，Ｎ·ｍ ≥１５

薄膜加热质量损失，％ ≤０．６

薄膜加热针入度比，％ ≥６５

ｂ）透水沥青混合料应满足道路路面使用功能，并应满足透水、

抗滑、降噪要求。

ｃ）透水基层的孔隙率应满足透水功能的要求。

５６６　透水铺装构造下的土基稳定、密实、均质，应具有足够的强

度、稳定性、抗变形能力和耐久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ａ）土基应有一定的透水性能，渗透系数不宜小于１．０×１０－６ｍ／

ｓ，且土基顶面距离地下水位宜大于１ｍ。当土基、土壤透水

系数及地下水位高程等条件不满足本要求时，应增加排水设

计内容。

ｂ）土基回弹模量值不宜小于１５ＭＰａ，压实度不应低于９０％。

ｃ）对于地质条件恶劣的路段 （如软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

盐渍土，或已受污染的土壤等），不宜铺筑透水性路面。

５６７　当透水铺装下为地下室顶板或管廊顶板，且覆土深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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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ｍ时，地下设施顶板应设有疏水板及排水管等将渗透雨水导入与

地下设施顶板接壤的实土或其他设施。

５６８　建筑、道路、广场、其他硬化铺装区及周边绿地应优先考虑

采用下沉式绿地。下沉式绿地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下沉深

度应根据土壤渗透性能确定，一般为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ａ）下沉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口，保证暴雨时径流的溢流排

放，溢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高于绿地５０～１００ｍｍ。

ｂ）周边雨水宜分散进入下沉式绿地，当集中进入时应在入口处

设置缓冲。

ｃ）植物群落配置应注重乔、灌、草等的层次搭配。

ｄ）与硬化地面衔接区域应设有缓坡处理。

ｅ）与非透水铺装之间应做防水处理。

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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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可设置人工渗透设施，根据汇水面积、地形、地质等因素选

用渗渠、渗井等形式或组合。

５６９　建筑与小区内道路及停车场等的周边绿地，以及城市道路绿

化带等城市绿地，宜采用生物滞留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生物滞留设施选址应综合考虑周边建筑、地下设施、坡度、

底层土壤的渗透性和地下水位深度等因素，并确保场地标高

和坡向能够满足周边场地的雨水汇入要求。

ｂ）生物滞留设施的蓄水层深度应根据植物的耐淹性能和土壤

渗透性能确定，一般为２００～３００ｍｍ，并设１００ｍｍ的超高，

局部区域超高可进行适当调整，但需满足相关设计规范

要求。

ｃ）生物滞留设施内应设有溢流设施，可采用溢流竖管、盖篦、

溢流井和渗井等。

ｄ）生物滞留设施应用于道路绿化带时，若道路纵坡大于

１．５％，宜设置挡水堰或台坎以减缓流速并增加雨水渗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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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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生物滞留设施的隔离层可采用透水土工布或厚度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的粗砂或细砂层。

ｆ）当土壤渗透系数小于１．０×１０－６ｍ／ｓ时，需要加装穿孔排水

管，并采用透水工布包裹。

５６１０　汇水面积大于１ｈｍ
２、地势较低的低洼地带等具有一定空间

条件的区域，宜采用渗透塘。渗透塘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进水处应设置消能石、碎石等措施减缓水流冲刷。当水流较

快时，消能石宜选用较大的石块，并深埋浅露。

ｂ）前置塘与主塘之间的溢流处宜铺设碎石、卵石等保护层，防

止水流冲刷破坏溢流堰。碎石、卵石的粒径宜为４．７５～

９．５０ｍｍ，含泥量不宜大于１．５％，泥块含量不宜大于０．５％。

ｃ）渗透塘边坡坡度一般不大于１∶３，塘底至溢流水位一般不

小于０．６ｍ，渗透塘排空时间不应大于２４ｈ。

ｄ）渗透塘底部构造应采用透水良好的材料，可采用种植土、透

水土工布及３００～５００ｍｍ的过滤介质层。

ｅ）当渗透塘用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

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１ｍ及距离建筑物基础水平距离小

于５ｍ的区域时，应采取铺设土工膜等防渗措施防止发生次

生灾害。

５６１１　渗井主要适用于建筑与小区内建筑、道路及停车场的周边

绿地内，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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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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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井调蓄容积不足时，也可

在渗井周围连接渗排管，形成辐射井，渗管敷设坡度不宜小

于２％。

ｃ）井壁应外敷砾石层，井底渗透面距地下水位的距离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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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ｍ。硅砂砌块井壁外可不敷砾石。砾石层外应采用透水

土工布或性能相同的材料包覆。

ｄ）底部及周边的土壤渗透系数应大于５×１０－６ｍ／ｓ。

５６１２　渗透设施中的绿化种植土壤的理化性状应符合当地有关植

物种植的土壤标准，并应满足雨水渗透的要求。各种土壤的渗透能

力宜以项目所在地土壤的实际调查结果为准。

５６１３　渗透设施的绿化种植土壤渗透系数不宜小于１．０×１０
－６

ｍ／ｓ。

５６１４　当采用的渗透设施涉及植物的种植设计时，应选择适应区

域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宜选择耐水湿、抗污染、耐旱的植物，植物选择可按附录Ｄ

选择。

ｂ）进入渗透设施的雨水，其停留时间不得大于植物的耐淹时

间，一般不得超过４８小时。

５６１５　湿塘、雨水湿地等敞开式雨水存储设施，水域周边应设置

安全围栏及安全警示牌等措施，避免落水和溺水事故的发生。

５６１６　雨水存储设施宜与回用设施配套设置，根据回用水的用途，

回用水的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悬浮物 （ＳＳ）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其余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表３　雨水处理后犆犗犇犮狉和犛犛指标

项目

指标

循环冷却

系统补水

观赏性

水景

娱乐性

水景
绿化

车辆

冲洗

道路

浇洒
冲厕

ＣＯＤｃｒ，

ｍｇ／Ｌ
≤３０ ≤３０ ≤２０ － ≤３０ － ≤３０

ＳＳ，

ｍｇ／Ｌ
≤５ ≤１０ ≤５ ≤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注：雨水同时用于多种用途时，其水质应按照ＧＢ５０４００执行。

５６１７　建筑小区、城市绿地、广场等区域的低洼水塘或其他具有

空间条件的场地，宜设置湿塘。并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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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湿塘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

防止水流冲刷和侵蚀。

ｂ）前置塘容积应根据清淤周期和所汇入径流雨水的ＳＳ污染物

负荷确定。

ｃ）前置塘池底一般为混凝土或块石结构，应设置清淤通道及防

护设施，并便于清淤。当采用混凝土时，混凝土强度等级宜

在Ｃ１５以上；当采用块石时，石块规格尺寸宜大于１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

ｄ）主塘与前置塘间宜设置配水石笼，配水石笼的填料宜采用抗

风化的坚硬石块或碎石等，以保证良好的渗透性能。

ｅ）主塘与前置塘的驳岸形式宜为生态软驳岸，边坡坡度一般为

１∶２～１∶８。

ｆ）主塘与前置塘间的区域宜设置水生植物种植区，并种植耐冲

刷的植物品种，主塘宜种植生命力较强的水生植物。

ｇ）湿塘的溢流管管口应设置格栅，其网格尺度以小于种植的水

生植物形体，能阻止枯叶、垃圾等进入溢流管为宜，格栅材

料应采用耐腐蚀材料或经防腐处理的材料，其强度视设计要

求而定。

５６１８　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城市绿地、滨水带等区域内的地

势较低的地带或水体有自然净化需求的区域，宜设置雨水湿地。雨

水湿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

水流冲刷和侵蚀。

ｂ）雨水湿地应设置前置塘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ｃ）浅沼泽区水深范围一般为０～０．３ｍ，深沼泽区水深范围一般

为０．８～１．２ｍ，出水池容积约为总容积 （不含调节容积）

的１０％。

ｄ）雨水湿地的土壤层应为未压实的天然土，沼泽区宜覆盖５０～

１５０ｍｍ以上的土壤过滤层，过滤层的材料宜为５０％的中粗

砂、２０％的腐质层、３０％的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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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湿地植物宜选择根系发达、输氧能力强，耐污能力强，去污

效果好，具有抗冻、抗病害能力，容易管理且适合宁夏回族

自治区气候环境的本土植物。

５６１９　有绿化、道路喷洒、景观补水等雨水回用需求的小区、城

市绿地等，宜根据雨水回用用途及用量设置蓄水池。当小规模利用

雨水进行绿化、道路喷洒等用途时，可采用雨水罐。蓄水池宜采用

露天的景观水池或水体，在用地紧张时可采用地下式蓄水池。

５６２０　蓄水池及雨水罐应根据实际需要，与弃流、收集、净化、

雨水回用等其他配套设施相结合，形成综合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并

符合下列要求：

ａ）蓄水池储存容积宜根据区域降雨、地表径流系数、地形条

件、周边雨水排放系统等因素确定，宜置于区域雨水排放系

统的中游、下游。

ｂ）蓄水池宜采用混凝土水池、塑料模块组合水池两种。蓄水池

设于机动车道下方时，宜采用混凝土水池，设于非机动车道

下方时，可采用塑料模块组合水池，并采取防止机动车误入

池上行驶的措施。

ｃ）混凝土蓄水池池底应设集泥坑，坡向集泥坑的坡度不小

于５％。

ｄ）塑料模块组合水池作为雨水储存设施时，应考虑周边荷载的

影响，其竖向荷载能力及侧向荷载能力应大于上层铺装和道

路荷载及施工要求，考虑模块使用期限的安全系数应大

于２．０。

ｅ）塑料模块组合水池外层应采用不透水土工布或性能相同的材

料包覆。水池应设混凝土底板，当底板低于地下水位时，水

池应满足抗浮要求。

ｆ）蓄水池需设置进水、排空、溢流、弃流、集水、检修、通

气、清淤、监控等装置。有条件的区域蓄水池和雨水处理设

施可同步建设。

ｇ）雨水罐宜结合景观工程要求，采用塑料、玻璃钢、金属、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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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石材、木桶等材质的成品雨水罐。

５６２１　调节塘、调节池等的调节容量应根据雨水收集量及雨水管

道设计重现期等综合考虑。

５６２２　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等具有一定空间条件的区域，宜设

置调节塘。

ａ）调节塘的调节区深度一般为０．６～３ｍ。塘底设计成可渗透

时，塘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地下水位或岩层不应小于１ｍ，

距离建筑物基础水平距离不应小于５ｍ。

ｂ）调节塘出水设施应设计成多级出水口形式，以控制调节塘水

位，增加雨水水力停留时间，控制外排流量。

ｃ）调节塘底部应设置沉泥区，沉泥区的设计沉泥高度应不高于

排水孔高度，以防止排水孔排水不畅。

５６２３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较难改造时，可采用调节池。

ａ）应根据雨水管渠系统所在的地形条件选择合理的调节池形

式；当地形坡度较大时，宜采用溢流堰调节池；当地形平坦

时，宜采用底部流槽式调节池。

ｂ）调节池可采用混凝土池、塑料模块组合水池，宜采用埋地式

处置。

５６２４　建筑与小区内道路、广场、停车场等不透水面的周边宜采

用植草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植草沟顶宽不宜大于１５００ｍｍ，深度宜为５０～２５０ｍｍ，最大

边坡宜为３∶１，纵向坡度不应大于４％，沟长不宜小

于３０ｍ。

ｂ）植草沟的入流进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

水流冲刷和侵蚀。

ｃ）植草沟砾石孔隙率宜为３５％～４５％，有效粒径宜大于８０％。

ｄ）植草沟宜种植密集的草种，不宜种植乔木及灌木植物，植被

高度宜控制在１００～２００ｍｍ。

ｅ）植草沟最深部位区域冲刷和侵蚀较大，宜采用卵石、碎石等

散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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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５　建筑与小区及公共绿地内转输流量较小且土壤渗透情况良

好的区域，可采用渗管或渗渠。地下水位较高、径流污染严重及易

出现结构坍塌等区域不宜采用渗管或渗渠。

ａ）渗管或渗渠宜设置植草沟、沉淀池等预处理设施。渗管或渗

渠四周应填充碎石或其他多孔材料，碎石层外包透水土

工布。

ｂ）渗管宜与渗井配合使用，渗管宜采用穿孔塑料管、无砂混凝

土管等透水材料。

ｃ）渗管的管径不宜小于１５０ｍｍ，塑料管的开孔率不宜小于

１５％，无砂混凝土管的孔隙率不宜小于２０％。

ｄ）渗渠宜采用ＰＥ材质或混凝土预制成品渗透式排水沟，开孔

率不宜低于１５％，深度和宽度宜为３００～５００ｍｍ。

ｅ）渗管或渗渠周边宜填充孔隙率为３５％～４５％的砾石或其他

多孔材料，并采用厚度不小于１．２ｍｍ，单位面积质量不小

于２００ｇ／ｍ
２的透水土工布与压实度９２％左右的回填土隔离。

５６２６　截污净化设施应结合雨水径流污染控制要求进行选择，其

设置应便于清洗和运行管理。

５６２７　道路等不透水面周边绿地、公园绿地、城市水系的滨水绿

化带等区域，宜设置植被缓冲带，可作为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预处理

设施和城市水系的雨水径流污染控制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植被缓冲带的坡度宜为２％～６％，宽度不宜小于２ｍ。

ｂ）汇水面自身坡度小于６％时，宜采用碎石消能渠整流消能，

防止冲刷植被层。汇水面坡度超范围时，应另行设计可靠的

消能措施。

ｃ）碎石消能渠内应填满碎石，粒径宜为３．０～４．０ｍｍ，压实度

宜大于８５％。

ｄ）植被缓冲带的植被应优先选择耐冲刷、耐水湿、抗污染、耐

旱的植被，宜以草本植物为主，乔木和灌木为辅。

５６２８　屋面雨水的雨落管、径流雨水的集中入口部分的低影响开

发设施的前端应设置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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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地面雨水弃流设施系统可集中设置，也可分散设置。

ｂ）初期雨水弃流装置及其设置应便于清洗和运行管理，可采用

自动控制方式。

５６２９　具有一定场地空间的建筑与小区及城市绿地，宜采用人工

土壤渗滤设施。人工土壤渗滤设施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宜种植根系较为发达、耐水湿的植物，以提高渗滤效果。

ｂ）表层土壤应由较肥沃的耕作土壤组成，表层可用５０～

１００ｍｍ的树皮、落叶等腐质覆盖。

ｃ）土壤层厚度宜依据设计植物类型设置，并应采用团粒结构发

达、渗透速率高、毛细作用强、吸附容量大、通透性较好的

土壤。

ｄ）隔离层可采用透水土工布或厚度不小于１００ｍｍ的粗砂或细

砂层。

ｅ）人工土壤渗滤设施底部应设渗管。

ｆ）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１ｍ

及距离建筑物基础水平距离小于５ｍ的区域，或雨水回用量

较大的项目，人工土壤渗滤设施底部可采用防渗膜。

５７　设计计算

５７１　降雨参数应根据建设区域内或临近地区雨量观测站２０年以

上降雨资料确定，雨水利用设计降雨量应按多年平均降雨量计算。

５７２　各地区按照该地区的暴雨强度公式计算暴雨强度，其他无暴

雨强度公式的地区可参考周边降雨规律相似城市的暴雨强度公式

计算。

５７３　设计降雨历时：

ａ）雨水管渠的设计降雨历时，应按下式计算：

狋０＝狋１＋狋２ （１）

式中：

狋０———降雨历时，ｍｉｎ；

狋１———地面集水时间，ｍｉｎ，视距离长短、地形坡度和地面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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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定 （屋面一般取５ｍｉｎ，道路路面取５～１５ｍｉｎ）；

狋２———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ｍｉｎ。

ｂ）在规划或方案设计时，建筑小区设计降雨历时可按１０～

５ｍｉｎ计算。

５７４　不同种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

时可参照ＧＢ５０４００等相关规范取值。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

加权平均计算：

Ψ狕 ＝
∑犉犻Ψ犻
犉

（２）

式中：

Ψ狕———综合径流系数；

犉 ———汇水面积，ｍ２；

犉犻 ———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ｍ
２；

Ψ犻———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５７５　径流总量计算公式：

犠 ＝１０Ψ狕犮犺狔犉 （３）

式中：

犠 ———径流总量，ｍ３；

Ψ狕犮———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犺狔 ———设计降雨量，ｍｍ；

犉 ———汇水面积，ｈｍ２。

５７６　设计流量计算公式：

犙＝Ψ狕犿狇犉 （４）

式中：

犙 ———设计流量，Ｌ／ｓ；

Ψ狕犿———流量综合径流系数；

狇 ———设计暴雨强度，Ｌ／（ｓ·ｈｍ２）。

５７７　水量平衡分析应根据雨水控制与利用目标确定，并满足以下

要求：

ａ）滞蓄、渗透设施的水量平衡应包括雨水来水量、滞蓄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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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

ｂ）雨水收集回用时，水量平衡分析应包括雨水来水量、初期雨

水弃流量、回用水量、补充水量和排放量。

ｃ）利用景观水体对雨水进行调蓄利用时，水量平衡分析应包括

雨水来水量、初期雨水弃流量、回用水量、渗漏量、蒸发

量、补充水量和排放量。

５７８　初期弃流量宜按式 （５）进行计算。当有特殊要求时，可根

据实测雨水径流中污染物浓度确定。

犠犻＝１０δ犉 （５）

式中：

犠犻———初期弃流量，ｍ
３；

δ ———初期径流厚度，ｍｍ，屋面弃流可采用２～３ｍｍ径流厚

度，地面弃流可采用３～５ｍｍ径流厚度；

犉 ———汇水面积，ｈｍ２。

５７９　设施规模的一般计算方法包括容积法、流量法、水量平衡

法等。

５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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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渗透设施有效调蓄容积按式 （６）进行计算：

犞狊＝犞犻－犠狆 （６）

式中：

犞狊 ———渗透设施的有效调蓄容积，包括设施顶部和结构内部蓄

水空间容积，ｍ３；

犞犻 ———渗透设施进水量，ｍ
３；

犠狆———渗透量，ｍ
３。

ｂ）渗透设施渗透量按式 （７）进行计算

７２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犠狆 ＝犓犑犃狊狋狊 （７）

式中：

犠狆———渗透量，ｍ
３；

犓 ———土壤 （原土）渗透系数，ｍ／ｓ；

犑 ———水力坡降，一般可取犑＝１；

犃狊 ———有效渗透面积，ｍ
２；

狋狊 ———渗透时间，ｓ，指降雨过程中设施的渗透历时，一般可

取２ｈ。

５７１１　雨水罐、蓄水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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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量平衡法计算，并通过技术经

济分析综合确定。

５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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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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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设施容积按式 （８）进

行计算。

犞＝Ｍａｘ∫
犜

０

（犙犻狀－犙狅狌狋）ｄ［ ］狋 （８）

式中：

犞 ———调节设施容积，ｍ３；

犙犻狀———调节设施的入流流量，ｍ
３／ｓ；

犙狅狌狋———调节设施的出流流量，ｍ
３／ｓ；

狋 ———计算步长，ｓ；

犜 ———计算降雨历时，ｓ。

５７１３　具有储存和调节综合功能的湿塘、雨水湿地等多功能调蓄

设施，其规模应综合储存设施和调节设施的规模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５７１４　植草沟等转输设施的计算方法如下：

ａ）根据总平面图布置植草沟并划分各段的汇水面积。

ｂ）根据ＧＢ５００１４确定排水设计重现期，采用流量法计算设计

流量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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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植草沟设计参数取值，确定各设计参数。

６　建设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海绵城市有关工程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

行施工。

６１２　城市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应在建设用地规划或土地出让、

建设工程规划、施工图设计审查、建设项目施工、监理、竣工验收

备案等管理环节，加强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及相关目标落实

情况的审查。

６１３　施工现场应有针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质量控制和质量检

验制度。

６１４　低影响开发设施施工时，应注意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

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６１５　工程所用原材料、半成品、构 （配）件、设备等产品，进入

施工现场时必须按相关要求进行进场验收。进场验收时应检查每批

产品的订购合同、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进

口产品的商检报告及证件等，并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行复验，验

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６１６　施工现场应做好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措施，减少施工过程对

场地及其周边环境的扰动和破坏。

６１７　应按照 “先深后浅、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进行施工。

６１８　有条件地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工程的验收可在整个工程

经过一个雨季运行检验后进行。

６１９　海绵城市有关工程的施工应由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施工队伍承

担，施工人员应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或具有施工经验，具备合法的

施工资格。

６１１０　施工过程中应留存专项交底、隐蔽工程影像资料、施工过

程水土流失控制影像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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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建筑与小区

６２１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设施应按照规划总图、施工图进行建

设，以达到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

６２２　应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进行施工，土方开挖、防渗、防

冻、土壤介质回填等分项工程的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的

规定。

６３　城市道路

６３１　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进水口 （如路缘石豁口）局部下

凹、开口宽度、设置间距、防冲刷设施等应严格按设计文件要求进

行施工。

６３２　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防渗措施应严格按设计文件要求

进行施工，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道路路面及路基造成损坏。

６３３　对于道路纵向坡度较大的路段，挡水设施能够有效提高低影

响开发设施的调蓄容积，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按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挡

水设施施工。

６４　城市绿地与广场

６４１　绿地与广场建设施工时，必须了解场地的障碍物、管网、地

形地貌、土质、控制桩点设置、红线范围、周边情况及现场水源、

水质、电源和交通情况，按照园林绿化工程总平面或根据建设单位

提供的现场高程控制点和坐标控制点进行施工。

６４２　应严格按照设计文件要求，进行绿地与广场进水口防冲刷施

工，确保预处理设施功能有效发挥。

６４３　施工时，应了解自然沉降和水压情况，可适当预留出沉降深

度。设施周围边界的处理上应注意进水口高程、进水口道路立缘石

开口宽度、植物种类和种植密度等问题。

６５　城市水系

６５１　清淤、截污、护岸、土方等涉及导流、围堰或水下施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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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宜安排在非汛期实施，避开雨季、洪水期和生物敏感期。

６５２　各类水生植物根据河道水位变动情况，宜在生境构建结束后

的非汛期实施；水生动物宜安排在水生植物群落生长基本稳定后

投放。

６５３　生物浮床、增氧机、生物膜安装等涉及水上施工的工程内容

宜在主体工程结束后实施，在避开汛期的同时，还需考虑气候条件

对浮床植物及生物膜活性的影响。

６５４　新建生态护岸施工技术要求较高时，施工期间材料供货商应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承担或者指导施工单位进行护岸施工；已建硬质

护岸绿色改造在施工前应掌握已建硬质护岸的工程结构，在确保护

岸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再实施改造。

６６　低影响开发设施

６６１　透水砖施工前，应对基层 （垫层）进行检查验收，基层除了

满足设计要求的高程、横坡、强度等要求外，还应满足厚度和材料

的要求，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面层施工。透水砖施工应符合下列

要求：

ａ）透水砖铺筑时，基准点和基准面应根据平面设计图、工程规

模、透水砖规格、块形、尺寸设置。透水砖与主干道、绿地

衔接应按设计细部要求执行。

ｂ）透水砖的铺筑应从基准点开始，并以透水砖基准线为基准，

按设计要求铺筑。铺筑透水砖面层应纵横拉通线铺筑，每

３～５ｍ设置基准点。

ｃ）检查井周围或与构筑物接壤处的砌块宜切块补齐，不宜切块

补齐的部分应及时填补平整。

ｄ）透水砖铺筑过程中，不得站立在找平层上作业，应随时检查

透水砖的牢固性和平整性，不符合要求应及时修整，不得以

向砖底部填塞砂浆或支垫等方法进行砖面找平，应用切割机

械切割透水砖。

ｅ）透水砖铺筑完成后，表面敲实，及时清理砖面上的杂物、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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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砖面上不得有水泥砂浆。铺砌完成并养护２４小时后，

用填缝砂填缝，分多次进行，直至缝隙饱满，同时将遗留在

砖表面的余砂清理干净。

６６２　透水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水泥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４２．５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

酸盐水泥。不同等级、厂牌、品种、出厂日期的水泥不得

混用。

ｂ）透水混凝土采用的集料，必须使用质地坚硬、耐久、洁净、

密实的碎石料，碎石的性能指标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６８５中的二

级要求，一般碎石性能指标应满足ＣＪＪ／Ｔ１３５的规定。

ｃ）透水混凝土面层施工前应按规定对基层检查验收，符合要求

后方可进行面层施工。基层表面应平整、清洁、无积水，并

保持一定的湿润状态。

ｄ）透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ＪＦＪ５５的规定，其强度、透

水系数、耐磨性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ｅ）透水混凝土从搅拌机出料后，运至施工地点进行摊铺、压实

直至完毕的允许最长时间，可由实验室根据水泥初凝时间和

施工气温确定。透水混凝土允许时间应符合表４。

表４　透水混凝土允许时间表

施工气温 允许最长时间，ｈ

５≤犜＜１０ ２．０

１０≤犜＜２０ １．５

２０≤犜＜３０ １．０

３０≤犜＜３５ ０．７５

ｆ）透水混凝土不得在雨天或气温低于５℃的情况下浇筑，气温

高于３２℃也不宜施工。

ｇ）模板拆除时透水混凝土要有足够的强度，不得损坏混凝土面

层的边角，应保持透水混凝土块体的完好。

ｈ）路面缩缝切缝深度宜为１／２～１／３厚度，路面胀缝应与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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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相同。施工缝可代替缩缝。

ｉ）透水混凝土施工完成后，宜采用塑料薄膜覆盖等方法养护，

养护期不少于１４ｄ。

６６３　透水沥青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透水沥青混合料粗集料宜采用轧制碎石，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表５规定。试验方法应符合ＪＴＧＥ２０相关规定。

表５　透水沥青混合料粗集料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层次位置

表面层 其他层次

石料压碎值，％ ≤２６ ≤２６

洛杉矶磨耗损失，％ ≤２８ ≤３０

表观相对密度 ≥２．６ ≥２．５

吸水率，％ ≤２

坚固性，％ ≤８ ≤１０

针片状颗粒含量，％ ≤１０ ≤１５

水洗法＜０．０７５ｍｍ颗粒，％ ≤１

软石含量，％ ≤３ ≤５

ｂ）透水沥青面层细集料宜采用机制砂，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６

规定。试验方法应符合ＪＴＧＥ４２相关规定。

表６　透水沥青混合料细集料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表观相对密度 ≥２．５０

坚固性 （＞０．３ｍｍ部分），％ ≥１０

含泥量 （小于０．０７５的含量），％ ≤１

砂当量，％ ≥６０

棱角性 （流动时间），ｓ ≥３０

ｃ）透水沥青混合料的矿粉宜采用石灰岩矿粉，纤维可采用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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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矿物纤维，其技术要求应符合ＪＴＧＦ４０的规定。

ｄ）透水沥青路面表层粗集料磨光值及与沥青的黏附性符合表７

规定。试验方法应符合ＪＴＧＥ４２和ＪＴＧＥ２０的相关规定。

表７　粗集料磨光值及沥青黏附剂

雨量气候区
１

（潮湿区）

２

（湿润区）

３

（半干区）

４

（干旱区）

年降雨量，ｍｍ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２５０ ＜２５０

表面层粗集料的磨光值ＰＳＶ ≥４２ ≥４０ ≥３８ ≥３６

粗集料与沥

青的黏附性

表面层 ≥５ ≥５ ≥５ ≥４

其他层次 ≥５ ≥５ ≥４ ≥４

ｅ）用于透水基层的级配碎石集料压碎值不应大于２６％，级配

符合表８的规定，且塑性指数小于６级配碎石的空隙率宜大

于１０％。

表８　级配碎石的级配范围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的质量百分率，％

筛选尺寸 ３１．５ ２６．５ １９．０ ９．５ ４．７５ ２．３６ ０．６ ０．０７５

通过率 １００ ８０～９５ ６５～８５ ３０～６０ ２０～４０ １０～２２ ３～１２ １～６

ｆ）透水沥青混合料运输过程中，应采取保温措施，运输到摊铺

现场的混合料温度不应低于１６５℃；当遇雨天或气温低于

５℃时，不得进行透水沥青路面施工。

ｇ）透水沥青混合料应采用沥青摊铺机摊铺，受料前应在料斗内

涂刷防黏剂并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将两侧板收拢。摊铺过程中

应随时检查摊铺层的厚度、路拱及横坡。

６６４　透水基层一般选用排水式沥青稳定碎石、级配碎石、大粒径

透水性沥青混合料、骨架孔隙型水泥稳定碎石、透水混凝土等。基

层的施工应符合ＣＪＪ１的规定。

６６５　下沉式绿地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下沉式绿地的位置、下沉深度、构造措施等应符合设计

４３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要求。

ｂ）溢流口设置的位置、深度及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不得

歪扭。

ｃ）下沉式绿地的雨水集中入口应按设计要求放置隔离纺织物

料、栽种临时或永久性的植被以及在裸露的地方添加覆盖物

等稳固方法，防止雨水径流对土壤的侵蚀。

ｄ）栽植土应保证土壤渗透能力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如土壤渗

透性较差，应通过改良措施增大土壤渗透能力。

６６６　生物滞留设施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生物滞留设施应用于道路绿化带时，道路纵坡不应大于设计

要求；设施靠近路基部分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渗处理。

ｂ）土方施工应根据设计和地形控制坡度和高程，坡度应顺畅，

以免阻水。

ｃ）土方开挖完成后，周边或预留进水口处应设置临时挡水坝等

设施以防止沟槽内水土流失进入管渠系统造成堵塞及污染，

并防止周边土壤进入设施对土壤渗透性能及深度造成影响。

ｄ）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的机械开挖、挡墙砌筑作业等宜在设施

外围进行，避免因重型机械碾压等作业降低基层土壤渗透

性能。

ｅ）已压实土壤可通过对不小于３００ｍｍ厚度范围内的基层土壤

进行翻土作业，尽量恢复其渗透性能，有条件的应对施工前

后的土壤渗透性能进行监测，以确定翻土厚度。

ｆ）植物应按种植设计图纸施工，也可按照实际景观效果最优的

原则进行适当调整，进水口及溢流口处的种植密度可适当加

密，利用植物拦截较大颗粒物及垃圾。

６６７　渗透塘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土方开挖后塘底不应夯实。应严格控制开挖范围和深度，避

免超挖，超挖时不得用超挖土回填，应用碎石填充。

ｂ）碎石应采用透水土工布与渗透土壤层隔离，挖掘面应便于透

水土工布的施工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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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塘底部设置的放空管宜在出口处加装放空阀门，管道的材

质、管径及阀门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ｄ）渗透塘外围应按设计要求设安全防护措施和警示牌。

６６８　渗井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渗井开挖、回填、碾压施工时，应进行现场事前调查、选择

施工方法、编制工程方案和安全规程，施工不应降低自然土

壤的渗透能力。

ｂ）成品井体宜采用小型机械运输工具搬运，严禁抛落、踩压等

野蛮施工。

ｃ）当采用砌筑的井体时，井底和井壁不应采用砂浆垫层或用灰

浆勾缝防渗。

ｄ）井体的安装应在井室挖掘后快速进行。施工期间井体应做盖

板，埋设时防止砂土流入。

６６９　湿塘和雨水湿地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施工前应对进水口、前置塘、主塘、出水池、溢流出水口、

护岸及驳岸、维护通道等平面位置的控制桩及高程控制桩进

行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

ｂ）采用机械开挖时，基底和边坡应至少留出１５０ｍｍ，由人工

挖至设计标高和边坡坡度，如局部出现超挖，必须按设计要

求进行处理。

ｃ）周边护坡宜采用夯实的土壤构建。在夯实过程中应考虑土壤

的湿度，不得在阴雨天施工。围堰建成后，应进行表面防

护，如种植护坝植被。

ｄ）对沟槽侧壁设立足够的支撑，保证开挖尺寸和施工安全，开

挖范围控制在现场范围，不得损坏或干扰附近的建筑物，开

挖边坡以基坑能保持稳定来确定。

ｅ）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的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应按设计

要求施工。

ｆ）基质应进行级配、清洁，保证填筑材料的含泥 （砂）量和填

料粉末含量小于设计要求值。基质铺设过程中应从选料、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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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堆放、撒料四个方面加以控制。

ｇ）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护栏、警示牌等安全防护和警示标志。

６６１０　蓄水池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蓄水池施工前应根据设计要求，复核与蓄水池连接的有关管

道、控制点和水准点。施工时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合理安

排施工顺序，避免新老管道、建 （构）筑物之间出现影响结

构安全和运行功能的差异沉降。

ｂ）基础土方开挖应确保原状地基土不受扰动及避免超挖，机械

开挖应留２００～３００ｍｍ厚的土层，由人工开挖至设计高程，

整平。

ｃ）穿墙管道预埋位置、高程应符合设计要求，其接缝填料、止

水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渗水。

ｄ）蓄水池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抗

浮、抗冻措施。

ｅ）施工完毕后必须进行满水试验。

ｆ）混凝土蓄水池的浇筑应振捣密实，养护充分，不得有蜂窝、

麻面及损伤。

ｇ）防水工程的施工应严格参照ＧＢ５０２０８的相关规定执行。

６６１１　雨水罐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雨水罐的安装方式分为地上安置或地下埋设，施工前，应对

雨水罐平面位置及安装高程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

施工。

ｂ）雨水罐采用地下埋设的方式时，应确保基坑安全放坡、尺寸

准确，基坑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

ｃ）地下埋设基坑回填应分层填筑、对称施工，回填密实度应满

足设计要求，回填前应进行雨水罐安装隐蔽验收。

ｄ）雨水罐采用地面安置的方式时，应确保安装固定牢靠，使用

方便，便于维护。

ｅ）雨水罐周边应按设计要求做好排水设置，雨水罐顶部检查口

应加防坠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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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１２　调节塘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施工前，应对调节塘、挡水堤岸、进水口、出水口的平面位

置控制桩及高程控制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

ｂ）前置塘位置、尺寸及下游侧塘顶高程应正确设置，以确保对

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ｃ）挡水堤岸的基础、堤身应密实、不透水，防止发生管涌

现象。

ｄ）排水管与挡水堤之间应密实、不渗水。

ｅ）溢洪道的高程、断面、坡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确保溢洪道

排水能力，防止出现漫堤现象。

６６１３　调节池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调节池底板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

抗浮、抗冻措施。

ｂ）基坑开挖时，底部２００ｍｍ采用人工开挖，不得超挖，不得

扰动基底。基坑内应做好排水措施。

ｃ）预埋管 （件）穿墙处应做好防水措施，不应渗水。

ｄ）浇筑池壁混凝土时，应分层交圈、连续浇筑。池壁的施工缝

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在其强度不小于２．５ＭＰａ时，方可进

行凿毛处理。

ｅ）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按施工方案及时采取有效的养护措

施，养护时间不少于１４ｄ。

ｆ）调节池施工、验收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基坑回填，回填质量

应符合设计要求。

６６１４　植草沟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植草沟应按设计形式施工，表面应平整，不含大块碎石等，

边坡可轻度压实，保证稳定。

ｂ）沟底不得超挖，虚土不得贴底、贴坡。

ｃ）植物种植时应先种植坡面和边坡，再种植沟底。在种植沟底

植物前，应确认坡度和形状是否被破坏。

６６１５　渗透管渠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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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沟槽的开挖、支护方式应根据施工地质条件、施工方法、周

围环境等要求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确保施工安全和环境

保护。

ｂ）沟槽底部不得超挖，靠近沟槽底部２００ｍｍ采用人工开挖。

开挖完成后槽底不得扰动。

ｃ）沟槽边坡或支护方式的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沟槽顶堆土距沟

槽边缘不小于０．８ｍ，且堆土高度不大于设计堆置高度１．５ｍ。

ｄ）沟槽开挖后，渗透管渠的安装和敷设应连续施工。

ｅ）开孔渗管的开孔型式、开孔率、开孔孔径应符合设计要求。

ｆ）渗透管渠的坡度和接管方向应满足设计要求，当使用底部不

穿孔的穿孔管沟时，应注意管道的上下面朝向。

ｇ）渗透管渠的接头应可靠，滤料不渗漏。

ｈ）渗透管渠的砾 （碎）石滤料回填应紧密，断面尺寸符合设计

要求。

ｉ）透水土工布应全面包裹滤料及渗管，且不得出现破损现象，

搭接宽度不应少于２００ｍｍ。

６６１６　植被缓冲带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植被缓冲带断面形式、土质、植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ｂ）消能沟槽、净化区、进口、出口等应严格按设计设置施工，

排水管与周边排水设施平顺衔接。

ｃ）植被布置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并应符合ＣＪＪ８２的

规定。

６６１７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初期雨水弃流装置的位置及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

ｂ）初期径流弃流池雨水进水口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格栅，格栅的

设置应便于清理，并不得影响雨水进水口的通水能力。

ｃ）初期径流弃流池入口监测装置及自动控制系统应满足设计

要求。

ｄ）自动控制弃流装置的电动阀、计量装置宜设在室外，控制箱

宜集中设置，并宜设在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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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１８　人工土壤渗滤设施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渗滤体不得含有草根、树叶、塑料袋等有机杂物及垃圾，材

料配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生物填料的原料、材料比

重、有效堆积生物膜表面面积、堆积密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ａ）渗滤体铺装填料时，应均匀轻撒填料，严禁由高向低把承托

料倾倒至下一层承托料之上。

ｃ）渗滤体应分层填筑，碾压密实，碾压时应保护好渗管、排水

管及防渗膜不受破坏。

ｄ）防渗膜接缝宜采用焊接方式，不应出现渗漏。施工中应保护

好防渗膜，如有破损，应及时修补。

７　验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工程施工质量除满足本规程的要求外，还应符合相关专业验

收规范的规定。

７１２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

７１３　工程质量的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合格的基础上

进行。

７１４　竣工验收及系统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及

有关单位联合进行。系统验收宜在系统稳定运行后进行。

７１５　隐蔽工程必须经过中间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中

间验收应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部门共

同进行，工程质量验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７１６　应进行施工过程与成品质量控制，前一分项工程未经验收合

格禁止进行后一项分项工程施工。

７１７　海绵城市各项工程的验收可参照相关规范，按照设计要求，

及时逐项验收每道工序，并取样试验。还应结合外形量测和直观检

查，并辅以调查了解，使验收的结论准确。

７１８　施工验收时，应具有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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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施工图、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ｂ）主要设备和材料的合格证和试验记录、工程合同和招投标

文件；

ｃ）混凝土、砂浆、焊接、渗水试验、水压试验和满水试验等试

验、检验记录；

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中间试验记录；

ｅ）管道冲洗记录；

ｆ）管道、容器的压力试验记录；

ｇ）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记录；

ｈ）工程质量验收评定记录；

ｉ）设备调试运行记录。

７１９　验收合格后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

７２　工程专项验收

７２１　海绵城市各分部 （子分部）工程相应的分项工程、检验批应

按表９的规定执行。

表９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分项、分部工程划分对照表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海绵城市建

设专项验收

渗透设施

透水砖、透水混凝土、透水沥青混凝

土、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

透塘、渗井

每个单项

存储回用

设施
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 每个单项

海绵城市建

设专项验收

调节设施 调节塘、调节池 每个单项

转输设施 植草沟、渗透管渠 每个单项

截污净化

设施

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

工土壤渗滤
每个单项

　　注１：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城市绿地与广场、城市水系四大用地类型均可单

独作为一个分部工程进行专项验收。

注２：若项目整体立项为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则单位工程质量合格的前提是

以上各分部验收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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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量控制，并应进行过程检验、验收：

ａ）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构配件、器具和设备应

按相关专业质量标准进行进场检验和使用前复验。现场验收和

复验结果应经监理工程师检验认可。凡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

能的，监理工程师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并确认合格。

ｂ）各分项工程完成后应进行自检、交接检验，并形成文件，经

监理工程师检查签认后，方可进行下一分项工程施工。

７２３　检验批合格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主控项目的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合格。

ｂ）一般项目的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除

有专门要求外，一般项目的合格率应达到７５％以上，且不

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不得大于规定允许偏差值的１．５倍。

ｃ）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检查记录。

７２４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分项工程所有检验批均应符合合格质量的规定。

ｂ）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７２５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专项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ｂ）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ｃ）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质量应按规定验收合格。

ｄ）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８　维护管理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公共项目的低影响开发设施由城市道路、排水、环卫、园林

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维护监管。其他低影响开发设施，由

该设施的所有者或其委托方负责维护管理。

８１２　应建立健全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配备专职

管理人员和相应监测手段，加强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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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　应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提高公众对海绵城市的认识，鼓励

公众积极参与维护管理工作。

８１４　应做好雨季来临前和雨季期间设施设备的检修和维护管理，

保障设施设备正常、安全运行。暴雨后宜及时对各项设施设备进行

检修维护。

８１５　各种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应及时清扫、清淤，确保工程安全

运行。

８１６　各种设施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频次不应低于本规程的要求，

并不得低于国家现行相关规定。

８１７　湿陷性黄土地区可视情况增加其他检查项并进行相应维护。

８１８　本规程依据结构相近的设施设备提出维护要求。

８２　设施设备维护

８２１　透水铺装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应定期检测面层的渗透系数，检测方法应符合ＣＪＪ／Ｔ１８８。

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ｂ）渗透系数下降的透水铺装宜采用真空抽吸、高压水冲洗、钢

丝路刷等方法定期进行全面透水功能性维护。维护频次宜大

于２次／年。

ｃ）应采取适当的除雪方式，避免引起面层骨料流失、面层堵塞

等问题。

ｄ）面层出现破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或更换。

ｅ）出现不均匀沉降时应进行局部整修找平。

ｆ）对于下部设有排水管渠的透水铺装，应定期检查管渠是否堵

塞、错位、破裂等。检查频次宜大于２次／年。

８２２　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进水口不能有效收集汇水面径流雨水时，应加大进水口规模

或进行局部下凹等。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ｂ）进水口、溢流口的防冲刷设施应合理维护，保持其设计功

能。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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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进水口、溢流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清理垃圾与

沉积物。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ｄ）调蓄空间因沉积物淤积导致调蓄能力不足时，应清理沉积

物；因坡度导致调蓄能力不足时，应增设挡水堰或抬高挡水

堰、溢流口高程。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ｅ）边坡出现侵蚀、坍塌或沉降等现象，应进行修复、加固或恢

复至设计高度。检查维护频次宜为２次／年。

ｆ）当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２４ｈ时，应查明原因并

处理。

８２３　湿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进水口、溢流口的防冲刷设施应合理维护，保持其设计功

能。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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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前置塘内沉积物淤积超过３０％时，应及时进行清淤。雨季

之前进行前置塘清淤。

ｄ）调蓄空间的沉积物应进行清理。清理频次宜大于１次／年，

清理时间宜选在旱季。

ｅ）护坡出现坍塌时应进行加固。护坡植被出现侵蚀，有大面积

裸露土壤或在修补护坡后应补种护坡植物。检查频次宜为２

次／年。

ｆ）应定期检查泵、阀门等相关设备，保证其正常工作。检查频

次宜大于２次／年。

ｇ）防误接、误用、误饮等警示标识，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及预

警系统损坏或缺失时，应进行修复和完善。检查频次宜为１

次／年。

ｈ）应根据暴雨、洪水、干旱、结冰等各种情况，进行水位调

节，不得出现进水端壅水现象和出水端淹没现象。

８２４　渗井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设施内因沉积物淤积导致调蓄能力或过流能力不足时，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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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沉积物。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ｂ）当渗井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２４ｈ时，应及时置换

填料。

ｃ）管道出现堵塞、开裂或错位等问题，应进行清淤、修补裂缝

或更换管道。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ｄ）当周围土壤出现沉降和下陷时，需调查原因和影响范围，并

采取相应措施。

８２５　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应及时补种修剪植物，将植被高度控制在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应

清除杂草并及时清理杂物、沉积物或者垃圾。

ｂ）进水口不能有效收集汇水面径流雨水时，应加大进水口规模

或进行局部下凹等。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ｃ）进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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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设计功能。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ｄ）由于坡度较大导致流速较大引起冲刷时，应增设挡水堰或者

抬高挡水堰高程。边坡出现坍塌时，应及时进行加固，维持

原设计边坡坡度。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８２６　渗透管渠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渗透管渠内因沉积物淤积导致过流能力不足时，应进行清

淤。检查频次宜大于１次／年。

ｂ）渗透管渠出现开裂、坍塌等问题，应进行修补或更换。检查

频次宜为１次／年。

ｃ）土工布出现破损时，应进行修补或更换。检查频次宜为

１次／年。

ｄ）渗透能力出现明显下降时，应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修复。

８２７　调节池、蓄水池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流口应定期清理垃圾与沉积物。检查频

次宜大于４次／年。

ｂ）截污装置、雨水弃流过滤装置堵塞或损坏时，应清理或更

换。检查频次宜大于４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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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调节池、蓄水池池体淤积沉积物应使用清洁装置清理。检查

频次宜为２次／年。

ｄ）混凝土池体破损、裂缝或蓄水模块破损，应请结构专业人员

评价结构稳定性并在其指导下修补或更换。检查频次宜为

１次／年。

ｅ）应定期检查泵、阀门、控制柜等相关设备，保证其能正常工

作。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ｆ）防误接、误用、误饮等警示标识，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及预

警系统损坏或缺失时，应进行修复和完善。检查频次宜为１

次／年。

８２８　雨水罐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罐内沉积物、垃圾、杂物应进行清理。检查频次宜大于１

次／年。

ｂ）进水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及时清理垃圾与沉

积物。

ｃ）雨水罐歪斜时，应检查雨水罐稳定性及基座；外壁损坏或破

裂，应修补或更换。检查频次宜为１次／年。

ｄ）冬季应停止使用雨水罐。

８２９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进水口、出水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清理垃圾与

沉积物。检查频率宜为２次／年。

ｂ）沉积物淤积导致弃流容积不足时应及时进行清淤。

ｃ）应定期清理弃流设施内部的过滤装置。清理频率宜大于４

次／年。

ｄ）应定期检查设施相关的阀门、泵、自动控制弃流装置等相关

设备，保证其正常工作。检查频次宜为２次／年。

８２１０　人工土壤渗滤设施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进水管、出水管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清理垃圾与

沉积物。检查频率宜为２次／年。

ｂ）应定期清理表层沉积物。清理宜大于６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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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土壤渗滤能力下降时，应更换土壤或配水层。检查频次宜为

２次／年。

８２１１　冬季应采取措施，避免含盐融雪剂进入低影响开发设施。

８３　绿化养护

８３１　低影响开发设施植物管理养护应建立规范养护管理制度，

建立科学的养护管理体系，以保证植物良好的生长势，保持现有

的绿化成果，从而充分发挥植物在低影响开发设施中的功能价

值，同时体现绿化的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人文价值。

８３２　低影响开发设施绿化养护等级技术措施和标准参考表１０。

补种修剪植物、清除杂草宜安排在雨季前和雨季时。

表１０　低影响开发设施内绿化养护等级技术措施和标准表

绿化养护等级技术措施和标准／（次／年）

级别 类别 修剪 施肥 除草 垃圾处理

一级

乔木 １～２ １

灌木 ２ １ ２～３

绿篱 １０～１２ １ １０～１２

一、二年生草花 １～２ ３ ６～１０

宿根花卉 １～２ ２ ６～１０

草坪 冷季型 １５～２０ ３～５ ３～５

随产随清

二级

乔木 １／２～１ １／２

灌木 １ １／２～１ ２

绿篱 ６～８ １／２～１ ６～１０

一、二年

生草花
１ ２ ３～５

宿根花卉 １ １ ３～５

草坪 冷季型 １０～１５ ３ ２～４

重要区域随清，

一般区域日产

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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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级别 类别 修剪 施肥 除草 垃圾处理

三级

乔木 １／５ １／２

灌木 １ １／２ １

绿篱 ３～５ １／２ ３～５

一、二年

生草花
１ １ １～２

宿根花卉 １／２ １／２ １～２

草坪 冷季型 ５～１０ ２ ２

主要区域日产

日清，其他区

域根据需要突

击清理

　　注：修剪中的１／２表示两年修剪一次，余下的以此类推。

８３３　严禁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

８４　水系维护

８４１　应定期对护岸进行巡查，重点关注护岸的稳定和安全情况，

发现问题应及时汇报和处理，并应尽快解决问题，避免产生严重

后果。

８４２　加强对护岸范围内植物的维护和管理，定期对相关植物进行

补植，确保植物覆盖率达到设计要求。

８４３　应定期对水生植物群落生长情况进行观测，挺水植物需防止

植株的蔓延扩散与株形保持，平时注意枝叶修剪，花絮、果实的维

护管理，生长季末一次性收割；浮叶植物需控制叶面覆盖范围，对

生长过于旺盛的区域采取定期收割措施，防止影响沉水植物生长及

景观效果；沉水植物在整个生长周期内需进行适时维护，采取定期

收割措施，控制沉水植物生长高度在水面２００～３００ｍｍ以下。

８４４　宜依据不同水生植物耐水湿特性调控水文条件或采取保水、

防护措施，防止水生植物干旱、过度淹水或水流冲刷。

８４５　宜每年一次调查水体中底栖动物和鱼类群落结构，底栖动物

除特殊情况无需特意维护；采取投放或捕捞措施，控制鱼类生物量

在１５～２５ｋｇ／亩，使河道中鱼类群落结构处于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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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６　应及时清捞水生动物的病、死残体并排查原因。

８４７　应定期对原位净化设施进行检查，主要包括生态浮床床体、

固定桩 （绳）的牢固性、各机械设备运转情况、生物填料的脱落情

况和生物膜的挂膜附着情况等。若发现有问题，应对松动或破损的

床体采用更换或加固措施，尽快排除设备故障，并及时补充或更换

生态填料。

９　安全防护

９１　普通风险的安全防护

９１１　雨水渗透设施应按地质及水文条件控制规模，不得影响周边

建筑的安全，安全距离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９１２　雨水回用系统输配水管道严禁与生活饮用水输配水管道

连接。

９１３　调蓄深度超过０．５ｍ的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调节

塘、湿塘、雨水湿地等设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防止人员在暴雨

期间进入。警示标识宜载明水深及蓄水量。

９１４　冬季含有融雪剂的积雪不得堆积在绿地内，应对融雪水进行

控制，不得进入绿地。

９１５　维护管理的安全操作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９２　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安全防护

９２１　湿陷性黄土地区低影响开发设施应根据湿陷性黄土的特点和

设计要求做好地基处理措施、防渗措施和结构措施，避免湿陷变形

引起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功能受损、破坏及对既有建 （构）筑物的不

利影响。

９２２　湿陷性黄土地区低影响开发设施可采用的地基处理方法宜符

合下列规定：

ａ）Ⅰ级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区域，可选取换填垫层、压实地

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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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Ⅱ级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区域，可选取换填垫层、灰土挤密桩

地基等。

ｃ）Ⅱ、Ⅲ、Ⅳ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区域，可选取换填垫层、灰土

挤密桩地基等。处理深度及范围应满足ＧＢ５００２５的要求。

９２３　各类低影响开发设施采取的设计措施应根据场地湿陷类型、

地基湿陷等级和地基处理后下部未处理湿陷性黄土层的湿陷起始压

力值或剩余湿陷量，结合当地建筑经验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确定。

９２４　埋地低影响开发设施、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

等应与已有建筑物基础保持适宜的防护距离，防止建筑物遭到破坏。

具体可参考表１１。

表１１　低影响开发设施与建筑物的防护距离

单位为ｍ

建筑类别
湿陷等级

Ⅰ Ⅱ Ⅲ Ⅳ

甲 — — ８～９ １１～１２

乙 ５ ６～７ ８～９ １０～１２

丙 ４ ５ ６～７ ８～９

丁 — ５ ６ ７

９２５　在使用期间，对低影响开发设施应经常进行维护和检修，并

应确保所有防水措施发挥有效作用，防止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地基浸

水湿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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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资料性附录）

各地市气候要素一览表 （１９８８—２０１７年）

表犃１　各地市气候要素一览表 （１９８８—２０１７年）

城市
气候

分带

年均

气温

℃

１月

均气

温

℃

１月

最高

气温

℃

１月

最低

气温

℃

７月

均气

温

℃

７月

最高

气温

℃

７月

最低

气温

℃

年均

降水

量

ｍｍ

年均

蒸发

量

ｍｍ

平均

无霜

期

ｄ

平均

最大

冻深

ｃｍ

石
嘴
山

北温

带干

旱区

１０．１ －７．５１３．７－２６．６２５．１ ３９．９ ９．４ １７２．２１９６３．２ １６９ ８９．３

吴
忠

北温

带干

旱区

１０．５ －６．０１６．２－２３．５２４．５ ４１．０ １１．４１９３．８１９４１．５ １８２ ６０．９

银
川

北温

带干

旱区

９．９ －７．１１４．６－２６．１２４．３ ３９．１ １１．６１９４．６１７０６．４ １７６ ５７．３

中
卫

北温

带干

旱区

９．５ －７．２１７．１－２９．１２３．２ ３８．９ ８．１ １８３．９１８３４．２ １６７ ５６．９

固
原

北温

带半

湿润

区

７．３ －７．１１７．５－２７．０１９．９ ３４．４ ５．６ ４４１．８１４９９．８ １４９ ８９．３

　　注：由于站台级别调整，各市年均蒸发量观测值的统计时间如下：

石嘴山、吴忠、银川、固原：１９８８—２０１２年；中卫：１９８８—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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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资料性附录）

各地市３０年逐年平均降雨量

表犅１　各地市３０年逐年平均降雨量

单位为ｍｍ

年份
城市

石嘴山 吴忠 银川 中卫 固原

１９８８ ２２７．０ １７５．２ ２００．９ １５１．３ ４７８．５

１９８９ ２０４．６ ２１１．３ ２１３．３ １５５．４ ４０２．４

１９９０ ２２７．４ ３３１．８ ２５３．３ ２１４．８ ５５２．４

１９９１ １３３．４ １５０．７ １９４．９ １３２．６ ３１３．９

１９９２ １６９．６ ２５７．６ ２８７．１ １９８．２ ５９１．０

１９９３ １２２．０ １６０．７ １２３．４ １７３．３ ３８４．４

１９９４ １２５．６ １３２．８ １６１．８ １８７．２ ５０３．９

１９９５ ２４７．５ ２０３．７ ２３３．１ ２２９．１ ４０６．７

１９９６ １１５．８ ２０４．９ １５３．２ １８７．１ ４６５．７

１９９７ １２８．５ １４６．０ １５６．４ １６５．７ ３４５．３

１９９８ １８５．２ １９５．６ ２１１．０ ２３２．１ ４５４．９

１９９９ １２７．０ １７６．７ １６５．１ ２００．０ ３２７．９

２０００ １２６．６ １８３．９ １３３．８ １２２．１ ４０６．２

２００１ １３３．４ ２０６．５ １６３．２ ２２３．４ ４０４．７

２００２ ２２２．２ ２４７．９ ３０３．６ ２３５．５ ４０１．９

２００３ ２１２．８ １９２．７ １９４．８ ２８３．４ ６０５．１

２００４ １５４．０ １４８．９ １４４．０ １２５．５ ３８５．４

２００５ ９０．２ ６４．８ ７４．９ ５６．８ ３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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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城市

石嘴山 吴忠 银川 中卫 固原

２００６ １６８．５ １５６．４ １９５．８ １５２．０ ４２６．２

２００７ ２３７．７ １８９．５ ２１４．７ ２６３．６ ３５０．６

２００８ １９６．９ １８６．２ １９４．６ １３１．１ ３７３．６

２００９ １８５．３ １９０．８ １８０．０ １４８．６ ３５７．１

２０１０ １７６．４ １８８．６ ２０６．３ １３８．０ ４５８．３

２０１１ １５２．０ ２２０．０ １６６．２ １８９．３ ３９３．８

２０１２ ２２８．０ ２４４．６ ２９２．７ ２５２．５ ４４９．６

２０１３ １０８．３ １１６．１ １４８．８ １１１．２ ７０６．２

２０１４ １７１．３ ２１７．４ １６９．１ ２３３．１ ５８９．４

２０１５ １９１．１ ２０７．５ ２２７．１ １５５．２ ３７７．６

２０１６ １４８．９ ２８８．７ ２６４．９ ２２９．９ ４６５．２

２０１７ ２５０．２ ２１７．０ ２１１．３ ２３８．０ ５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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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犇

（资料性附录）

低影响开发设施绿化植物品种推荐表

表犇１　低影响开发设施绿化植物品种推荐表

陆生植物类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常绿乔木

圆柏

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阳性，幼树稍耐阴，

耐干旱，耐寒，稍

耐湿，耐修剪，防

尘隔音效果好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阳性，耐寒，耐干

旱贫瘠，抗污染力

强，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刺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性喜冷凉气候，耐寒

性强，对土壤要求不

严，酸性土以至海

边，在干燥的岩缝间

和沙砾地均可生长。

喜光，耐寒，耐旱，

主侧根均甚发达，在

干旱沙地、向阳山坡

以及岩石缝隙处均可

生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白皮松

Ｐｉｎｕｓ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阳性，适应干冷气

候，抗污染力强，

不耐积水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云杉

Ｐｉｃｅａａｓｐｅｒａｔａ

中性，耐阴，喜凉

润气候，生长慢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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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樟子松

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强阳性，耐寒、耐

干旱、耐瘠薄，深

根性，抗风沙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ａｒｍａｎｄｉ

弱阳性，喜温凉湿

润气候，浅根性，

不耐碱土，怕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千头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ｖ．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阳性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蜀桧

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ｖ．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ｉｓ

喜光树种，喜温凉、

温暖气候及湿润

土壤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杜松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ｒｉｇｉｄａ

阳性，耐寒，耐干

旱瘠薄，抗海潮风，

生长慢

广场、小区、公园

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落叶乔木

一球悬铃木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阳性速生树种，抗

性强，能适应城市

街道透气性差的土

壤条件，但因根系

发育不良，易被大

风吹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龙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ｃｖ．

Ｔｏｒｔｕｏｓａ

喜光，幼树稍耐阴，

喜温暖、湿润。耐

寒，耐旱涝贫瘠。

抗风力强，对Ｈ２Ｓ、

ＮＯ２等有毒气体抗

性很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８５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阳性，抗污染，耐

干旱瘠薄，适应性

强，不择土壤，生

长迅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垂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阳性，喜温暖及水

湿，耐旱，速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湿

塘、雨水湿地；植被

缓冲带等

龙爪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ｔｏｒｔｕｏｓａ

喜光，较耐寒，耐

干旱。喜欢水湿、

通风良好的沙壤土，

也较耐盐碱，萌芽

力强，根系较发达，

深根性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馒头柳★

Ｓａｌｉｘ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

阳性，耐寒，耐旱，

耐湿，速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钻天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ｎｉｇｒａｖａｒ．

ｉｔａｌｉｃａ

喜光，耐寒，耐干

冷气候，稍耐盐碱

和水湿，忌低洼积

水及土壤干燥黏重。

抗病虫害能力较差。

生长寿命不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喜光，不耐阴。耐

严寒。对土壤适应

性强，喜酸性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国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阳性，耐寒，抗性

强，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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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香花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ｃｖ．Ｉｄａｈｏ

喜光，耐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榆树

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

阳性树种，喜光，

耐旱，耐寒，耐瘠

薄，不择土壤，适

应性很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阳性，耐寒，耐干

旱，不耐涝，抗盐

性较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紫叶李

Ｐｒｕｎｕｓ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

ａＰｉｓｓａｒｄｉｉ

阳性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喜光，耐干燥瘠薄。

木材红褐色，纹理

直，结构细，干燥

时易裂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丝棉木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ｍａａｃｋｉｉ

中性，耐寒，耐水

湿，抗污染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白蜡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弱阳性，耐寒，对

土壤适应性强，耐

低湿，抗烟尘，深

根性，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

喜暖湿气候，喜光，

略耐阴，喜肥，耐

干旱，忌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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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红枫

Ａｃｅ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

喜阳光，适合温暖

湿润气候，怕烈日

曝晒，较耐寒，稍

耐旱，不耐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三角枫

Ａｃｅ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弱阳性树种，稍耐

阴。喜温暖、湿润

环境，耐寒，较耐

水湿，萌芽力强，

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茶条槭

Ａｃｅｒｇｉｎｎａｌａ

阳性树种，耐庇荫，

耐寒，喜湿润土壤，

但耐干燥瘠薄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

喜光性强，对光反

应较敏感，对土壤

适应性强，耐贫瘠，

耐盐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喜光，略耐侧阴，

幼树耐阴，耐寒能

力不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行道树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核桃 （胡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

阳性，耐干冷气候，

不 耐 湿 热，防 尘

力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皂荚 （皂角）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阳性，喜光，耐旱，

较耐寒，喜温暖湿

润的气候和深厚肥

沃土壤，稍耐盐碱，

忌水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毛白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阳性，喜温凉气候，

抗污染，深根性，

速生，寿命较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１６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银白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ａｌｂａ

阳性，适应寒冷干

燥气候，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新疆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ａｌｂａｖａｒ．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ｉｓ

阳性，耐干旱及盐

渍土，深根性，抗

风力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河北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ｈｏｐｅｉｅｎｓｉｓ
阳性，耐干旱，怕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银新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Ａｌｂａ×

ＰｏｐｕｌｕｓＢｏｌｌｅａｎａ

阳性，耐寒，适应

寒冷干燥气候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胡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

喜光，耐干旱及寒

冷、干热气候，抗

盐碱和风沙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旱柳★

Ｓａｌｉｘ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阳性，耐寒，耐旱，

耐水湿，速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垂枝榆

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Ｌ．

ｃｖ．Ｔｅｎｕｅ

阳性，耐干旱瘠薄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黄栌

Ｃｏｔｉｎｕｓ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

中性，喜温暖气候，

耐寒、耐旱，怕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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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元宝枫 （平基槭）

Ａｃｅｒ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中性，喜温凉气候

及侧方庇荫，深根

性，抗风力强，生

长 速 度 中 等，寿

命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五角枫

Ａｃｅｒｍｏｎｏ

弱阳性，喜温凉湿

润气候及雨量较多

地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梓树

Ｃａｔａｌｐａｏｖａｔａ

弱阳性，适生于温

带地区，抗污染，

浅根性，生长快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楸树

Ｃａｔａｌｐａｂｕｎｇｅｉ

弱阳性，喜温和气

候，抗污染，不耐

干旱瘠薄和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龙爪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ｆ．ｐｅｎｄｕｌａ

阳 性， 稍 耐 阴，

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红花洋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ｉａｃｖ．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ａｎａ

阳性，适应性强，

浅根性，生长快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蝴蝶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ｆ．ｏｌｉｇｏｐｈｙｌｌａ

喜光，耐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金枝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ｖ．ＧｏｌｄｅｎＳｔｅｍ

喜光，耐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３６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香花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ｃｖ．Ｉｄａｈｏ

喜光，耐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桑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

阳性，适应性强，

抗污染，抗风，耐

盐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北京栾 （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阳性，较耐寒，耐

干旱，抗烟尘，耐

短期水浸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文冠果

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ｕｍ

喜光，耐严寒，耐

干旱及盐碱，不耐

水湿，深根性，萌

蘖力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阳性，喜温暖湿润

气候，较耐寒，适

应性强，不择土壤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弱阳性，耐寒，耐

干旱瘠薄土壤，抗

污染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山荆子

Ｍａｌｕｓｂａｃｃａｔａ

喜光，耐寒，耐旱，

深根性，寿命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海棠果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ｉ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阳性，耐寒，耐旱，

耐碱，较耐水湿，

生长快，深根性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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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西府海棠

Ｍａｌｕｓ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

喜光，耐寒，抗旱，

较耐盐碱和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红宝石海棠

Ｍａｌｕｓ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

ｃｖ．Ｒｕｂｙ

喜光，耐寒，耐旱，

忌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绚丽海棠

ＭａｌｕｓＲａｄｉａｎｔ

喜光，耐寒，耐旱，

忌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大叶北美海棠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ｇｏｎｉａ

喜光，耐寒，耐旱，

环境适应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苹果

Ｍａｌｕ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阳性，喜冷凉干燥

气候及肥沃深厚而

排水良好的土壤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阳性，耐寒，耐干

旱，不耐涝，抗盐

性较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山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阳性，耐寒，耐干

旱，不耐涝，抗盐

性较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稠李

Ｐａｄｕｓ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喜光，稍耐阴，耐

寒性强，喜肥沃湿

润排水良好的土壤，

根系发达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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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李

Ｐｒｕｎｕｓｓａｌｉｃｉｎａ
喜光，适应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美人梅

Ｐｒｕｎｕｓ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阳性，耐寒，较耐

旱，不耐水湿，喜

阳光充足、通风良

好、开阔的环境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碧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

ｆ．ｄｕｐｌｅｘ

阳性，较耐寒，不

耐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山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阳性，耐旱，耐寒，

较耐盐碱，忌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杜梨

Ｐｙｒｕｓ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喜光，抗旱，耐寒，

耐水湿，较耐盐碱，

深根性，寿命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枣树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

阳性，适应性强，

寿命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沙枣 （桂香柳）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阳性，耐干旱、低

湿及盐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白蜡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ｃｈｉｎｅｓｉｓ

弱阳性，耐寒，对

土壤适应性强，耐

低湿，抗烟尘，深

根性，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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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水曲柳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阳性，耐寒，喜肥

沃湿润土壤，生长

快，抗风力强，耐

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暴马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ｖａｒ．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阳性，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常绿灌木

雀舌黄杨

Ｂｕｘｕｓ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喜温暖湿润和阳光

充足环境，较耐寒，

耐干旱和半阴，要

求疏松、肥沃和排

水良好的沙壤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栓翅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ｐｈｅｌｌｏｍａｎｕｓＬｏｅｓ．

适应性强，耐寒，耐

阴，耐修剪，耐干

旱、瘠薄。对二氧化

硫有较强抗性，生长

较慢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偃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ｉ

阳性，耐寒，耐贫瘠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铺地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ｉ

阳性，耐寒，耐干

旱，生长较慢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沙地柏

Ｓａｂｉｎａｖｕｌｇａｌｉｓ

阳性，耐寒，极耐

干旱，生长迅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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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龙柏

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Ｋａｉｚｕｃａ

阳性，耐寒性不强，

抗有害气体，滞尘

能力强，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锦熟黄杨

Ｂｕｘｕｓ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ｅｎｓ

中性，生长慢，耐

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朝鲜黄杨

Ｂｕｘｕｓｓｉｎｉｃａ

ｖａｒ．ｋｏｒｅａｎａ

中性，耐寒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胶东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ｋｉａｕｔｓｃｈｏｖｉｃｕｓ

耐阴，喜温暖气候，

稍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分车带、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沙冬青

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喜光，耐旱、抗热，

耐寒、耐盐、耐贫

瘠，保水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箭竹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喜温暖湿润，较耐

阴，不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落叶灌木

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ｓｉｎｉｃａ

中性，耐寒，耐干

旱瘠薄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紫叶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ｖａｒ．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中性，耐寒，要求

阳光时，叶色方呈

紫红色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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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中性，耐寒，要求

排水良好土壤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山梅花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ｉｎｃａｎｕｓ

弱阳性，较耐寒，

耐旱，怕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太平花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弱阳性，耐寒，怕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大果蔷薇

Ｒｏｓａａｌｂｅｒｔｉｉ
喜光，耐阴，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绣线菊类

Ｓｐｉｒａｅａ

喜光，稍耐阴，抗

旱，喜温暖湿润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多花栒子 （水栒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ｒ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

阳性，耐干旱瘠薄，

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灰栒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喜光，耐寒，稍耐阴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贴梗海棠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阳性，喜温暖气候，

较耐寒，耐瘠薄，

不耐水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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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金露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阳性，耐寒，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银露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ｇｌａｂｒａ

阳性，耐寒，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毛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喜光，稍耐阴，性

强健，耐寒，耐干

旱，耐瘠薄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榆叶梅

Ｐｒｕｎｕｓｔｒｌｏｂａ

阳性，稍耐阴，耐

寒，耐干旱，忌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珍珠梅

Ｓｏｒｂａｒｉａ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耐阴，耐寒，对土

壤要求不严，萌蘖

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红刺玫

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

ｖａｒ．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喜光，稍耐阴，耐

寒力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月季类

Ｒｏｓａ

阳性，较耐寒，喜

温暖气候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玫瑰 （四季玫瑰）

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

阳性，耐寒，耐干

旱，不耐积水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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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棣棠

Ｋｅｒ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中性，喜温暖湿润

气候，较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蒙古扁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Ｒｉｃｋｅｒ

喜光，耐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沙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喜光，耐寒，抗风

沙，适应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秋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

阳性，喜温暖气候，

不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红瑞木

Ｃｏｍｕｓａｌｂａ

弱阳性，耐寒，耐

湿，耐干旱瘠薄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阳性，耐干旱、水

湿，抗风沙，耐碱，

抗有害气体强，耐

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湿

塘、雨水湿地；植被

缓冲带等

雪柳

Ｆｏｎｔａｎｅｓ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ｒ

中性，耐寒，适应

性强，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阳性，耐半阴，耐

寒，抗旱，不耐水

浸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 园 绿 地、河 道

护坡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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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金钟花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阳性，喜温暖气候，

较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迎春

Ｊａｓｉｍｉ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阳 性， 稍 耐 阴，

怕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紫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ｏｂｌａｔａ

阳性，稍耐阴，耐

寒，耐旱，忌低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白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ｏｂｌａｔａ

ｖａｒ．ａｌｂａ

阳性，稍耐阴，耐

寒，耐旱，忌低湿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北京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阳性，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辽东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ｗｏｌｆｉ

喜光，喜土壤湿润

而排水良好，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水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喜光，稍耐阴，耐

寒，适应性强，耐

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金叶水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ｃｖ．ｊｉｎｙｅ

喜光，耐寒，耐旱，

抗病性强，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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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紫叶水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ｍｃｖ．ｚｉｙｅ

喜光，耐寒，耐旱，

耐涝，耐修剪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互叶醉鱼草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ａ

阳性，喜温暖气候，

耐修剪，性强健，

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宁夏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阳性，耐阴，耐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金银木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ｍａａｃｋｉｉ

阳性，耐半阴，耐

寒，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忍冬类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喜光，耐阴，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四季锦带

Ｗｅｉｇｅｌａｆｌｏｒｉｄａ

（Ｂｕｎｇｅ）Ａ．ＤＣ．

喜光，耐阴，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接骨木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ｉ

弱阳性，喜温暖，

抗有毒气体，适应

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海仙花

Ｗｅｉｇｅｌａ

ｃｏｒａｅｅｎｓｉｓ

弱阳性，喜温暖，

颇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３７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
中性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等

香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ｆａｒｒｅｒｉ

中性，耐干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等

球花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ｍ

生长于海拔１２００～

２５００ｍ的山坡林下

或水沟边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等

猬实

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ｌｌｓ

阳性，颇耐寒，耐

干旱贫瘠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金叶莸

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ｃｌａｎｄｏｎｅｎｓｉｓ．

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

Ｇｏｌｄ

喜光，也耐半阴，

耐旱、耐热、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天目琼花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ｉ

阳性，稍耐阴，喜湿

润空气，但在干旱气

候亦能生长良好。耐

寒性强，根系发达，

移植容易成活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等

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ｂｉｃｏｌｏｒ

性喜光亦稍耐阴，

强健，耐寒、耐旱，

耐瘠薄土壤，但喜

肥沃土壤和湿润

气候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柠条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抗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４７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杞柳

Ｓａｌｉｘｉｎｔｅｇｒａ

喜光，喜肥水，耐

水湿，抗雨涝，耐

盐碱性能较差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木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ｓｙｒｉａｃｕｓ

阳性，喜温暖气候，

不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草本地被

芍药

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喜光照，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萱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ｆｕｌｖａ

性强健，耐寒，适

应性强，喜湿润也

耐旱，喜阳光又耐

半阴。对土壤选择

性不强，但以富含

腐殖质、排水良好

的湿润土壤为宜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下

沉式绿地；植被缓冲

带等

麦冬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

喜温暖湿润，宜于

土质疏松、肥沃湿

润、排水良好的微

碱性砂质壤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下

沉式绿地；植被缓冲

带等

马蔺

Ｉｒｉｓｌａｃｔｅａ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ｉ

适应性极强，较耐

高温、干旱、水涝、

盐 碱，极 强 抗 病

虫害

分车带、道路两侧

基础绿地、建筑与

小区、广场、公园

绿地

蓄水层高度≤３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下

沉式绿地；植被缓冲

带等

狼尾草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

Ｉｄｅｓ

强耐湿、耐旱，一

般耐盐碱

道路两侧基础绿地、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下

沉式绿地；植被缓冲

带等

５７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蜀葵

Ａｌｔｈａｅａｒｏｓｅａ

喜阳光充足，耐半

阴，但忌涝，耐盐

碱能力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荷兰菊

Ａｓｔｅｒｎｏｖｉｂｅｌｇｉｉ

喜阳光充足和通风

的环境，适应性强，

喜湿润但耐干旱、

耐寒、耐瘠薄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黑心菊

Ｒｕｄｂｅｃｋｉａｈｉｒｔａ

适应性很强，不耐

寒，很耐旱，不择

土壤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翠菊

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ｐ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喜阳光、喜湿润、

不耐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矢车菊

Ｃｅｎｔａｕｒｅａｃｙａｎｕｓ

适应性较强，喜欢

阳光充足，不耐阴

湿，须栽在阳光充

足、排 水 良 好 的

地方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地被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喜充足阳光，也稍

耐阴，较耐旱，忌

积涝，土壤要求疏

松、肥沃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１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八宝景天

Ｓｅｄｕｍ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ｅ

性喜强光和干燥、

通风良好的环境，

能耐－２０℃的低温；

喜排水良好的土壤，

耐贫瘠和干旱，忌

雨涝积水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植被缓冲带等

拂子茅

Ｃａｌａｍ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ｅｐｉｇｅｉｏｓ（Ｌ．）Ｒｏｔｈ

喜生于平原绿洲，

习见于水分条件良

好的农田、地埂、

河边及山地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下

沉式绿地；植被缓冲

带等

６７

犇犅６４／犜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极耐热和抗旱，但

不抗寒也不耐阴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下

沉式绿地；植被缓冲

带等

细叶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喜温暖气候和湿润

的土壤环境，也具

有较强的抗旱性，

但耐寒性和耐阴性

较差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蓄水层高度≤２００ｍｍ

的生物滞留设施、下

沉式绿地；植被缓冲

带等

藤本植物

紫藤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阳性，略耐阴，耐

寒， 适 应 性 强，

落叶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藤本月季

Ｒｏｓａｈｙｂｒｉｄａ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Ｒｏｓｅｓ

阳性，喜温暖气候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蔷薇

Ｒｏｓａｓｐ
喜光、耐阴、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杠柳

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ｓｅｐｉｕｍ
阳性，耐寒，耐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中国地锦 （爬山

虎）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喜阴湿，攀援能力

强，适应性强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葡萄

Ｖｉｔｉｓ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阳性，耐干旱，怕涝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金银花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喜光，耐阴，耐寒，

抗污染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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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金红久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ｈｅｃｋｒｏｔｔｉ

耐半阴、耐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山荞麦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ｕｂｅｒｔｉｉＬ．

Ｈｅｎｒｙ

耐半阴、耐旱、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

被缓冲带等

挺水植物

荷花

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多年生水生植物，

喜向阳静水肥沃

淤泥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６０～８０ｃｍ

香蒲

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喜光、喜温暖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３０ｃｍ

石菖蒲

Ａｃｏｒｕｓ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多年生湿生植物，

适应性强，喜光，

耐半阴，耐旱，耐

湿，耐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５～１０ｃｍ

水葱

Ｓｃｈｏｅｎｏｐｌｅｃｔｕｓ

ｔａｂｅｒｎａｅｍｏｎｔａｎｉ

多年生宿根挺水草

本植物，适应性强，

耐寒、耐阴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５～１０ｃｍ

千屈菜

Ｌｙｔｈｒｕｍ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

多年生，喜阳光充

足、通风良好、浅

水环境，耐寒、耐

盐碱，适宜黏性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５～１０ｃｍ；蓄

水层高度≤３００ｍｍ

的下沉式绿地、生

物滞留设施等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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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水莎草

Ｊｕｎｃｅｌｌｕｓ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ｓ
多生长于浅水中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２０ｃｍ

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多年生水生或湿生

草本植物，喜深水，

耐寒、抗旱、抗高

温、抗倒伏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水

湿地等，适宜栽培水

深６０～８０ｃｍ；蓄水

层高度≤３００ｍｍ的

下沉式绿地、生物滞

留设施等

黄花鸢尾

Ｉｒｉｓ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耐寒，耐半阴，喜

向阳湿润碱性沃土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５～１０ｃｍ；蓄

水层高度≤３００ｍｍ

的下沉式绿地、生

物滞留设施等

慈姑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宿根性水生草本，

适应性强，喜向阳

浅水黏性泥沼，较

耐寒，忌旱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２０ｃｍ

泽泻

Ａｌｉｓｍａ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ａｑｕａｔｉｃａ

生长于浅沼泽地中，

可栽培于温暖潮湿、

富于腐殖质的黏土

地上，宜经常保持

浅水；或在土壤肥

沃、水源多的稻田

或莲子田栽培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２０～３０ｃｍ

梭鱼草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ｏｒｄａｔａ
喜温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２０～３０ｃｍ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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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石龙芮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ｓｃｅｌｅｒａｔｕｓ

性喜热带、亚热带

温暖潮湿的气候，

野生于水田边、溪

边、潮湿地区，忌

土壤干旱，在肥沃

的腐殖质土中生长

良好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５０ｃｍ

马蹄草

Ｃａｌｔｈａ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生性强健，种植容

易，繁殖迅速，水

陆两栖皆可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８０ｃｍ

三白草

Ｓａｕｒｕｒ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生于低湿沟边，塘

边或溪旁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２０ｃｍ

水苦荬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ｕｎｄｕｌａｔａ
生于水边及沼地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２０ｃｍ

浮水植物

睡莲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ａ

多年生，耐寒，喜

向阳静水淤泥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６０ｃｍ

荇菜

Ｎｙｍｐｈｏｉｄｅｓｐｅｌｔａｔａ

多年生水生草本，

喜光和高温，不耐

寒，温度高生长快，

温度低，匍匐茎多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０～２００ｃｍ

浮萍

Ｌｅｍｎａｍｉｎｏｒ

喜温气候和潮湿环

境，忌严寒

建筑与小区、广场、

公园绿地

调节塘、湿塘、雨

水湿地等，适宜栽

培水深１００～２０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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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生长习性
适合应用的

城市区域

适合应用的

设施类型

沉水植物

穗状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各地池塘、河沟、

沼泽中常有生长，

喜缓流

公园绿地、沼泽、

池塘
雨水湿地、湿塘等

金鱼藻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群生于海拔２７００ｍ

以下的淡水池塘、

水沟、稳水小河、

温泉流水及水库中，

常生于１～３ｍ深的

水域中，形成密集

的水下群落，喜光，

喜温暖

公园绿地，沼泽、

池塘
雨水湿地、湿塘等

　　注１：带树种适用于固原市南部地区 （泾源县、隆德县全域及原州区、彭阳

县、西吉县南部区域）。

注２：带★树种宜选用植物雄株以避免植物花期雌株花絮、花粉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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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规程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ｐｏｎｇｅ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Ｂ６４／Ｔ１５８７—２０１９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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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规程》 （ＤＢ６４／Ｔ１５８７—２０１９）经宁夏

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２５日以宁建 （科）发

［２０１９］２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在广泛调研，

多次研讨、征求意见、认真总结、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最后经相关

部门组织审查定稿。

为便于设计、施工、质量监督、工程监理、科研院校等单位有

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标准编制组按

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部分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但

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

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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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规程

１　总则

１２　建设 “海绵城市”，不仅能减少城市内涝风险，还可以缓解水

资源缺乏的现实问题。海绵城市建设实为灰色传统工程措施与绿色

低影响开发设施协同解决城市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和水安全等

问题的工程。传统工程措施的建设流程较为成熟，已经有成形的规

范。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本规程

主要对海绵城市建设中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建设、验收、维护

管理与安全防护进行规定。

１３　本条是关于海绵城市建设途径的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

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央

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

城市”。本规定主要参照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１４　规划引领主要内容是：

（１）海绵城市针对水问题，不能 “就水论水”，涉及城市开发建

设的方方面面；

（２）总体规划是顶层设计，要落实海绵城市的理念，明确控制

目标和相关指标，协调各层级规划及各专业规划对于海绵城市建设

的关系；

（３）在控规、修规层面，把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及指标分解，

落实到各专项规划和场地开发建设中。

生态优先主要内容是：

（１）以修复水生态为前提，科学划定蓝线和绿线，保护河流、

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水生态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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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优先利用自然排水系统，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

（３）通过规划、建设、管理等政府管制手段和工程技术措施保

护生态，提高水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能力。

安全为重主要内容是：

（１）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处理好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

排水、内涝风险控制的关系；

（２）海绵城市建设可以缓解城市排水防涝压力，但不能代替城

市排水防涝系统；

（３）海绵城市建设是控制与利用大概率的中小规模降雨，对于

短历时强降雨，主要依靠常规排水系统排放超标径流，保障城市

安全。

因地制宜主要内容是：

（１）根据各个项目自然地理条件、水文特征、水资源状况、降

雨规律、水环境保护与内涝防治要求等，合理确定海绵城市建设控

制目标与指标；

（２）因地制宜地选择海绵城市的技术措施及其系统组合。

统筹建设主要内容是：

（１）结合总体规划和建设，在各类建设项目中严格落实各层级

相关规划中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控制目标、指标和技术要求；

（２）统筹场地开发、道路、园林、水系统建设；

（３）海绵城市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

１６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城市总体

规划应用创新规划理念与方法，将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作为新型城

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应将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和内容

纳入城市水系、排水防涝、绿地系统、道路交通等相关专项规划。

详细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应落实总体规划及

相关专项规划确定的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与指标。因此，海绵城市

建设需满足当地的规划要求，实现当地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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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设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设计目标应满足海绵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

提出的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无上位规划及专项规划的

区域，应先进行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编制，明确各项目标和控制指

标，明确片区海绵城市建设的具体步骤，具备指导各项建设的规划

管理和项目推进要求后，合理设计选择 “渗、蓄、滞、净、用、排”

单项或组合的以雨水渗透、储存、调节、削减地表径流、控制面源

污染等为主要功能的技术及设施。低影响开发设施按主要功能一般

可分为渗透、储存、调节、转输、截污净化等几类。通过各类技术

的组合应用，可实现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

雨水资源化利用等目标。实践中，应结合不同区域水文地质、水资

源等特点及技术经济分析，按照因地制宜和经济高效的原则选择低

影响开发设施及其组合系统。

５１２　不同降水量和分布特点是影响城市内涝的先决条件，这一定

程度决定不同区域海绵城市创建途径的根本差异。海绵城市建设应

该根据不同区域城市气候特点和自然禀赋特点进行具体化，不同区

域应有不同侧重点。在我国的气候区划中，宁夏地区主要分为引黄

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如图１所示。

引黄灌区涉及石嘴山市、平罗县、贺兰县、银川市、永宁县、

青铜峡市以及中卫市、中宁县、吴忠市、灵武市等４个县 （市）的

引黄灌溉部分。中部干旱带涉及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吴忠红

寺堡开发区全部，以及中宁县、中卫市、灵武市、吴忠市利通区的

山区部分和固原市原州区北部。南部山区涉及固原市原州区南部、

西吉县、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根据这三个区域的不同气候特

点，本条提出了各区不同的技术方针和路线。同时由于宁夏地区水

资源短缺，宜以水资源利用为主。有回用条件的场所宜优先考虑采

用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入渗系统宜设雨水收集、入渗等设施，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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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宁夏气候分区

排放系统应设雨水收集、存储设施和排放管等设施。

５１３　本条规定了不得使用雨水入渗系统的情况。

ｂ）自重湿陷性黄土受水浸湿并在一定压力下土体结构迅速破

坏，产生显著附加下沉；高含盐量土壤当土壤水增多时会产生盐结

晶；建设用地中发生上层滞水可使地下水位上升，造成管沟进水、

墙体裂缝等危害。

５１４　海绵城市建设与流域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与区域特性关联度

极大，因此要在收集流域地形、水系、水质等资料的基础上，充分

收集研究区域的各项相关规划和降雨、土壤、全年蒸发量等基础数

据，分析降雨量、降雨场次、降雨总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掌握城市

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和降雨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从社会经济

发展、人民需求等角度，分析海绵城市的建设需求，研究海绵城市

建设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根据降雨情况和国家相关规定，确定海

绵城市的近、中、远期目标，尤其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年径流污

染削减率。因此，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规模应根据设计目标进行水文、

水力计算，规划用地面积十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居住区、一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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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宜通过模型模拟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估，并结合技

术经济分析确定最优方案。

５１５　不同地区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不同地段、地质、土壤、水文

等自然条件和建设现状、拆迁难易、造价高低等社会经济条件有很

大差异，在确定海绵城市建设方案和措施时，要因地制宜，从实际

出发，分类对待。对于旧城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城市内涝、

雨水收集回用、黑臭水体治理为重点突破口，因地制宜采取微地形

处理、透水铺装、柔性防水基础、雨水调蓄与收集回用等措施，推

进区域整体治理，消除城市易涝区，提高旧城区内的排涝治涝能力，

逐步根治旧城内涝现状。要对经济承受能力、资金利用效率、轻重

缓急、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科学确定建设内容、合理安

排建设时序和资金，避免大拆大建。对于新区要坚持以目标为导向，

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制订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指标体系，将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目标要求、技术方法系统纳入新区建设的具体

规划和工程实践中，全面推广海绵型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

园绿地、水系保护与修复、地下管网和调蓄设施等工程建设，确保

雨水径流特征在新区开发建设前后大体一致，基本达到海绵城市建

设标准和要求。

５１６　海绵城市建设应统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

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可以通过对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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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

计应体现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衔接关系。

５１８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应与市政排水管渠、泵站合理衔接，实

施低影响开发不得降低排水管道、泵站设计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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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建筑与小区

５２１　建筑与小区的主要控制目标是减少场地内外排雨水的峰值流

量和径流总量，实现低影响开发和雨水的资源化利用。通过削减外

排雨水峰值流量，有效减轻市政雨水管网的压力，从而提高市政管

网的排涝标准，减小城市内涝的发生。通过滞蓄及利用雨水，减少

年均外排径流总量，即将大量的雨水都留在了场地内，减少了地面

硬化对雨水径流的影响，实现了低影响开发，同时雨水的资源化利

用又对缓解水资源短缺有积极的作用。

５２２　本条参考了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第三节的内容。

５２３　建筑与小区设计应根据降雨量、海绵城市控制指标、外部市

政设施情况，模拟得出比较合理的建设方案，进而对技术措施进行

布局，绘制设施的总平面布置图，验算是否达到要求的控制目标。

５２４　本条规定了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择及设计要求。

ｂ）屋面雨水是建筑场地产生径流的重要源头，易被污染并形成

污染源，屋面雨水宜排入绿地等自然入渗、净化并间接利用。小型、

分散的低影响开发设施主要包括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生态树池和

雨水花园等，屋面雨水集中进入这些设施，会对其造成冲刷，因此

屋面雨水集中进入生态设施的入口处应采取消能缓冲措施，减少径

流流速。通过植草沟、雨水管渠等设施引导后进入集中调蓄设施可

达到控制径流污染的目的。

ｃ）初期径流弃流量应按照下垫面实测收集雨水的ＳＳ、ＣＯＤ等

污染物浓度确定，径流厚度建议值主要根据宁夏地区雨水径流的污

染研究资料确定。我国北方初期径流雨水比南方污染严重，故弃流

厚度在北方应该要大些。当无资料时，屋面弃流可采用２～３ｍｍ径

流厚度，地面弃流可采用３～５ｍｍ径流厚度。

ｅ）本条规定小区内路面宜高于绿地。按传统总平面及竖向设

计原则，一般绿地标高高于车行道路标高，道路设有立道牙。雨

水利用的设计理念一般要求利用绿化地面入渗，因此道路标高要

高于绿地标高。参考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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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４００），小区内路面高于路边绿地５０～１００ｍｍ是北京雨水入

渗的经验。低于路面的绿地又称下沉式绿地，可形成储存容积，截

留储存较多的雨水。特别是绿地周围或上游硬化面上的雨水需要进

入绿地入渗时，绿地必须下凹才能把这些雨水截留并入渗。当路面

和绿地之间有凸起的隔离物时，应留有水道使雨水排向绿地。

ｆ）本条款的雨水口设置要求基本上沿用现行国家标准 《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４）。其中顶面标高与地面高差缩小到１０～

２０ｍｍ，主要是考虑人员活动方便，因小区中硬地面为人员活动场

所。同时小区的地面施工一般比市政道路精细，较小的标高差能够

实现。另外，有的小区广场设置的雨水口类似于无水封地漏，密集

且精致，其间距仅十几米。由于绿地低于路面，故推荐雨水口设置

在路边的绿地内，而不设于路面。低于路面的绿地或下沉式绿地一

般担负对客地来水的雨水进行入渗功能，因此应有一定容积储存客

地雨水。雨水排水口高于绿地面，可防止客地来的雨水流失，在绿

地上储存。

地面雨水一般污染较重，杂质多，为减少雨水渗透设施和存储

排放设施的堵塞或杂质沉积，需要雨水口具有拦污截污功能。传统

雨水口的雨箅可拦截一些较大的固体，但对于雨水利用设施不理想。

雨水口的拦污截污功能主要指拦截雨水径流中的绝大部分固体物甚

至部分污染物ＳＳ，这类雨水口应是车间成型的制成品，井体可采用

合成树脂等塑料，构造应使清掏、维护操作简便，并应有固体物、

ＳＳ等污染物去除率的试验参数。

ｈ）雨水渗透设施特别是地面下的入渗使深层土壤的含水量人

为增加，土壤的受力性能改变，甚至会影响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

建设雨水渗透设施时，需对场地的土壤条件进行调查研究，以便正

确设置雨水渗透设施，避免对建筑物、构筑物产生不利影响。室外

排水检查井距离建筑物的距离规定是３ｍ，参考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

用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００）６．１．５条的规定，入渗设施的间距应

该更大，故规定为５ｍ。

ｊ）参考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ＤＢ１１６８５—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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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硬化屋面面积达２０００ｍ２ 及以上项目，应配建雨水调蓄设

施，每千ｍ２硬化屋面面积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３０ｍ３ 的雨水调蓄

设施。

具有调蓄空间的景观水体、降雨前能及时排空的蓄水池、洼地

及入渗设施等均对区域雨水调蓄起到作用，因此将雨水调节池容积、

景观水体的调蓄空间、蓄水池排空后的容积、洼地及入渗设施的调

蓄容积计算在调蓄空间内。

在雨水管渠沿线附近有天然洼地、池塘、景观水体，可作为雨

水径流高峰流量调蓄设施，当天然条件不满足时，可建造雨水调蓄

设施。

蓄水池可采用塑料模块组合水池、混凝土水池等。

有景观水体的小区，景观水体宜具备雨水调蓄功能，水体应低

于周边道路及广场，同时配备将汇水区内雨水引入水体的设施，景

观水体的规模应根据降水规律、水面蒸发量、径流控制率、雨水回

用量等，通过全年水量平衡分析确定。

由于仅低于路面５０ｍｍ的下沉式绿地只能消纳自身区域的降雨，

５０～１００ｍｍ的下沉式绿地只能容纳绿地内的降雨 （含下沉式和非下

沉式部分），对整个区域的调蓄作用不明显，因此本条规定１００ｍｍ

内的下沉式绿地不计入调蓄设施范围内。

ｋ）地下室顶部绿地宜有不小于０．８ｍ的覆土。地下室顶板可设

置过滤层、排 （蓄）水层。有自流排水条件的地下工程，应采用自

流排水法。无自流排水条件且防水要求较高的地下工程，可采用渗

排水、盲沟排水、盲管排水、塑料排水板排水或机械抽水等排水方

法。但应防止由于排水造成水土流失而危及地面建筑物。

５２５　本条规定了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设施的组合关系。

ａ）屋面雨水通过雨落管进入高位花坛，作为雨水净化装置来接

纳、净化屋面雨水。屋面雨水先流经高位花坛，花坛内填入渗透性

能好、净化能力强的人工混合土，进行渗透净化，在通过低势绿地

进行渗透。花坛底部设置排水管。为防止雨水冲刷花坛内植被和土

壤，在雨落管出口处应设置减冲措施或在花坛内铺设卵石；屋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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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通过雨落管进入雨水罐前端过滤系统来接纳、净化屋面雨水，净

化后雨水储存于雨水罐，过多雨水通过雨水罐溢流口排入绿地。

５３　城市道路

５３１　本条规定了城市道路的主要控制目标。城市道路范围内不透

水下垫面占大多数，径流系数较大，由降雨径流冲刷引起的面源污

染严重影响了城市水环境。此外，极端降雨事件引起的水患也对城

市公共安全造成较大的威胁。宁夏地区雨季时间较短，雨水收集利

用的工程效益不明显，故本规程规定以削减地表径流与控制面源污

染为主，雨水收集利用为辅。

５３２　本条主要参照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中城市道路的设计要求。

５３３　道路的海绵性设计首先应进行现状及设计条件分析。勘察建

设区域现场，分析道路、广场的交通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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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水点、汇水区面积等。

然后对接上位规划，确定该区域的控制目标。根据道路通行能

力需求，计算车行道宽度、非机动车道宽度和人行道宽度，确定绿

化带宽度。根据现有建设区域的汇水面积、传统设计方案的不透水

铺装比例等情况，计算传统设计情况下建设区域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和年径流污染控制率控制指标情况，分析与控制目标的差距。

再根据传统设计方案与控制目标的差距，计算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根据道路红线内外地形情况、绿地面积，有针对性地选择技术

措施，确定技术措施可实施的数量和规模。

最后对照指标，分别测算验算不同设计方案的径流总量控制率

和年径流污染控制率是否满足要求，判断测算和设施量是否存在偏

差，如有偏差，找出原因，合理调整。

５３５　道路初期雨水可通过自动弃流井内的过滤装置对其进行初步

过滤，过滤产生的垃圾可以定期收集排放，过滤后的雨水可直接进

入雨水管道中，或通过初雨调蓄池对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后，通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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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污水管道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５４　城市绿地与广场

５４２　根据国家标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ＧＢ

５０１３７—２０１１）中的分类，本条中的绿地与广场主要包括：公园绿

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等。城市绿地与广场应该结合海绵城市建

设的要求，根据各地区的自然经济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合理设置

各类低影响开发设施。

ａ）明确了城市绿地与广场的低影响开发设计首先应该确保满足

各类绿地广场自身的定位功能，避免本末倒置。不同的城市绿地广

场类型应该根据基地的实际情况与需求采用与其相对应的低影响开

发设施。

ｂ）明确了大型湖泊、滨水、湿地等绿地除了满足生态景观功能

以外，在设计时应根据基地的实际情况与需求提升对雨水排放、吸

纳的能力。

ｃ）绿地广场的低影响开发设计应该贯彻实用、经济并与绿地的

总体设计及相关专业相协调的原则。

ｄ）雨水利用应满足节约型原则，应尽量使用生态自然的雨水收

集方式，避免资源的浪费。本条提出了土壤渗透率低的地方对雨水

收集利用的原则。提出了在满足绿地广场景观效果的同时，也可利

用城市绿地广场的景观水体作为雨水调蓄设施。

ｅ）在降雨初期及北方使用融雪剂的地区，雨水会夹杂着部分油

污、化学剂等易污染物流入绿地，不利于植物的正常生长，为了保

证流入绿地内的雨水相对干净，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安装初期雨水弃

流装置或弃流井，确保城市绿地不受污染。

５４３　城市绿地与广场设计应根据降雨量、地质资料、工程类型、

总平面布置、周边绿化、水系情况、初步竖向设计等条件，模拟得

出比较合理的方案，进而对技术措施进行布局，绘制设施的总平面

布置图，验算是否达到要求的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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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城市水系

５５４　本条规定了城市水系工程措施的选择原则。

ｅ）城市雨水排口应设置具备拦污、过滤功能的设施对最终排入

水系的雨水进行处理，提高排出水质。有条件下设置水质检测设施

对排水水质进行监控，结合智慧水务、海绵城市监控平台等进行系

统化管理。雨水排口形式应采用生态排口和漫流生态排口为主，如

有条件应兼具景观效果。

５６　低影响开发设施

５６１　本条提出了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分类。

ａ）渗透技术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能发挥综合效益的雨水间

接利用技术措施。降雨通过各种天然或人工的渗透方式渗入地表，

渗入的水分一部分被植物的根系吸收，一部分回补地下水或天然河

道，使得雨水资源被间接利用。雨水资源的这种自然循环方式符合

自然界的循环平衡法则。从广义上看，这种利用意义更大，对于水

土的保持、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有益。所以，渗透技术是一种节水

型排水技术措施。渗透技术一般通过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生物

滞留设施、渗透塘、渗井等设施实现。

ｂ）建立雨水存储及回用设施是雨水直接利用的最有效措施。雨

水存储可以减少城市街道雨水径流量，减轻城市排水的压力，同时

还能有效降低径流污染。当雨水存储设施与回用设施配套采用时能

减轻城市供水压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ｃ）雨水调节是将雨水径流暂时性地储存在雨水调节设施中，对

重现期较大暴雨时的峰值流量进行调节、削减，以达到控制峰值流

量的目的。此外，雨水调节设施也可兼具使污染物重力沉降的作用。

调节塘、调节池是常见的雨水调节设施。

ｄ）雨水转输设施通常是雨水汇集区域与排水或蓄水设施之间的

连接通道，除了起到雨水传递的作用外，还可以在雨水流经这些设

施时起到净化和入渗雨水的作用。通常情况下，雨水转输设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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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立存在，往往配套有其他雨水处理设施，所以应综合考虑。

ｅ）雨水水质控制是现代城市雨水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特

征，也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雨水水质源头控制是最有效和

最经济的方法，植被缓冲带、环保型雨水口、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和

人工土壤渗滤设施等是常用的截污净化设施。

５６２　本条提出了透水铺装的使用场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透水

铺装硬地的承载力有限，结合宁夏各地区透水铺装工程的使用情况

和冬季气候影响，这里推荐城市道路人行道、人行广场、停车场、

建筑小区人行道等荷载较小的区域采用透水铺装。公园绿地中所采

用的透水铺装应兼具景观性，色彩可以更加丰富。可根据土基透水

性采用半透水和全透水铺装结构。

５６３　本条提出了透水砖主要技术指标要求，各项要求只适用于城

市道路人行道、人行广场、建筑小区人行道等荷载较小的区域或场

所。参考了现行行业标准 《透水砖》（ＪＣ／Ｔ９４５）、《植物砖》（ＮＹＴ

１２５３）、《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１８８）、《城市道路—透水人

行道铺设》（１０ＭＲ２０４）等技术文件。本条提出的性能要求应与相

应的基层构造相适应，即当采用本条的材料时，其透水铺装构造的

碎石层、土基等还应适应本标准材料的要求。

ｄ）可根据地区资源差异选择透水粒料基层、透水水泥混凝土基

层、水泥稳定碎石基层、装配式透水混凝土基层等类型。

５６５　本条提出了透水沥青路面的设计要求。

ａ）较之于密实型沥青混合料，透水沥青混合料更容易受到紫外

线、水、空气等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降雨时车辆在高速行驶过程

中，轮胎与路面相互作用产生动水压力，对裹覆混合料的沥青薄膜

有剥离作用，如果沥青与集料的黏附性差，则混合料容易发生剥离、

松散。因此，透水沥青混合料应选用高黏度改性沥青。

５６６　本条对透水铺装下的土基给出了基本要求。渗入道路内的雨

水主要有三个方向：入渗、横流和蒸发。透水铺装的设计应保证各

结构层透水性能的连续，避免某些层次成为透水能力的瓶颈。影响

降水的入渗量最主要是土基的透水系数，在设计施工中通常对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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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路基用途规定的土类予以置换，当各方面条件不满足时，可

增加排水设计内容。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ＣＪＪ３７）的规定，土基的最小回弹模量应达到１５ＭＰａ的规定值。

因此，透水性人行道的土基在雨水下渗浸泡一段时间后，其回弹

模量应不小于１５ＭＰａ的规定。

５６９　生物滞留设施是一种具有景观效果的自然生态处理设施，在

维持自然水文循环的同时达到控制径流污染的目的。生物滞留设施

主要通过腐殖质、土壤、微生物、植物、填料等物理、化学和生物

的综合作用净化雨水，包括过滤沉淀、物理吸附、离子交换化学吸

附、微生物吸收与降解、植物同化吸收、挥发、蒸发等复杂过程。

植物的作用非常大，尤其是较为发达的根系可以促进污染物的吸收、

吸附，而且根系可以提供微生物生长附着的载体，旺盛的微生物活

动也可以大大提高对污染物的降解去除。有研究表明，在长期的高

负荷进水后未种植物的系统去除能力会逐渐衰减甚至完全消失，而

种有植物的系统即使有部分吸附饱和现象发生，也可以维持较好的

除污能力。土壤层厚度不仅能够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条件，同时也

能加强过滤、吸附及蓄水功能。影响生物滞留设施长期处理效果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细小颗粒物的堆积导致的堵塞，所以本条提出

土壤的渗透能力要求。如需换土，可配以一定比例的腐殖土，有利

于植物生长，促进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

５６１０　渗透塘最大的优点是渗透面积大，能提供较大的渗水和储

水容量，净化能力强，对水质和预处理要求低，管理方便，具有渗

透、调节、净化、改善景观、降低雨水管系负荷等多重功能。缺点

是占地面积大，在拥挤的城区应用受到限制；设计管理不当会造成

水质恶化，引起蚊虫滋生、池底堵塞和渗透能力下降等。渗透塘一

般与绿化、景观结合起来设计，充分发挥城市宝贵土地资源的效益。

ａ）溢流堰的碎石、卵石主要作用是避免溢流堰受水流的直接冲

刷，所以碎石、卵石的粒径应适中，既要确保自身不被水流冲走，

也要保证碎石、卵石下面的土质结构不被洗刷塌陷。

ｄ）渗透塘底部的透水构造是渗透塘设计的关键之一，种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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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布满足通用要求即可，过滤介质层可采用碎石、卵石等。

５６１１　一般在空间极为受限的邻里街道，因为没有有利条件设置

生物滞留设施，通常采用设置渗井的方式来实现雨水下渗的功能。

５６１２　渗透设施的绿地土壤应满足雨水渗透的要求，不满足渗透

要求的应进行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宜使用枯枝落叶等园林绿化废弃

物、有机肥、草炭等有机介质，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增加土壤

的渗透能力。土壤的理化性状指标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绿化种植土

壤》（ＣＪ／Ｔ３４０）的规定执行。

５６１３　由于植物种植土是渗透设施必须考虑的材料问题，对渗透

设施是否能够实现预期效果十分关键，本条提出植物种植土的渗透

系数要求。

５６１４　渗透设施绿地仅下雨时有水汇入，应考虑其耐旱性能，因

此植物不应选择仅在水中能正常生长的水生类植物 （如荷花、睡莲、

荇菜等），应考虑其耐旱性，以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与景观效果。

５６１５　本条提出湿塘、雨水湿地等敞开式雨水存储设施需要注意

的安全问题，各项设施安全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前提条件。

５６１６　本条提出雨水回用的水质要求。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指标

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４００）的要求。雨水径流的污染物质及含量同城市污水有很

大的不同，借用再生污水的标准是不合适的。比如雨水的主要污染

物是ＣＯＤｃｒ和ＳＳ，是雨水处理的主要控制指标，而再生污水水质标

准中对ＣＯＤｃｒ未作要求，杂用水质标准甚至对这两个指标都不控

制。因此，再生污水的水质标准对雨水的意义不大，雨水控制及利

用需要配套相应的水质要求。

５６１７　湿塘可有效削减较大区域的径流总量、径流污染和峰值流

量，是城市内涝防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场地条件要求较严

格，建设和维护费用较高。湿塘可以结合景观进行设计。

ａ）进水口应设置在常水位以上，并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

施，防止水流冲刷和侵蚀。由于城市雨水径流中往往含有部分生活

垃圾，入口处还需设置垃圾拦截装置 （格栅）并定期清理。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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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碎石的布置如图２。

图２　消能碎石布置示意图

ｃ）前置塘作为湿塘的预处理设施，起到沉淀径流中大颗粒污染

物的作用。湿塘作为雨水径流汇集后的存储和调节设施，一般情况

下水量较大，为了便于泥沙沉淀，需设置前置塘。前置塘采用混凝

土或块石的主要目的在于清淤方便，便于维护。

５６１８　雨水湿地是与沼泽地类似的地面。将污水、污泥有控制地

调配到雨水湿地上，在污水与污泥沿一定方向流动的过程中，主要

利用土壤、植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同作用，对污

水、污泥进行处理。其作用机理包括吸附、滞留、过滤、氧化还原、

沉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积累、水分蒸腾和养

分吸收及各类动物的作用。通过雨水湿地净化后，水质一般能达到

较好的水平，与传统污水处理厂相比具有投资少、运行成本低等明

显优势。本条提出的要求对雨水湿地的净化效果十分重要。湿地中

的各类植物和微生物等是否能够存活并发挥正常生态功能，与土壤

品质关系密切，所以土壤宜松散并适宜植物生长。

５６１９　蓄水池及雨水罐是常见的雨水存储回用设施。蓄水池的容

量一般由径流系数、回用水量及调蓄要求等参数计算确定，水面景

观水体宜作为雨水储存设施以降低建设成本，并可与地面景观相结

合，一举多得。当地面场地受限时，可设置地埋式水池，但应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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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设置在地下室，防止暴雨时雨水溢流而造成损失。雨水罐一般

由于容量较小，设置和更换较为简单，产品材质也有多种选择，满

足使用要求即可。

５６２０　本条规定了蓄水池和雨水罐的设计要求。

ｂ）混凝土水池、塑料模块组合水池是最常见的形式。混凝土水

池可与建筑主体结构一同设计施工，但施工工序多 （支模、绑钢筋、

浇筑、养护等），施工工期长，施工受季节、天气的影响较大，若设

计或施工不到位，容易产生不均匀沉降等问题。塑料模块组合水池

具备设计灵活、施工简单、工期短等特点，越来越多地被认可和接

受。塑料模块组合水池通过拼装主要以塑料为原材料的单位模块构

成具有９０％以上储水率的整体水池，四周再以不透水土工布包裹作

为储水设施使用，如图３所示。通过调研行业的塑料模块组合水池

技术指标，贮水率一般在９５％左右，抗压承载强度范围大致为

２００～４５０ｋＮ／ｍ
２。

图３　塑料模块组合水池示意图

ｄ）由于目前国家尚未发布关于雨水蓄水池成品模块的相关技术

标准，本条对塑料模块组合水池承载能力、安全期限进行了规定，

除了对塑料模块的竖向承载能力作出规定，还对其侧向承载能力进

行了规定。在使用塑料模块时，要求模块层间和列间采用可靠的连

接，以保证模块整体稳定性，并且应保持模块的整体性。

５６２２　调节塘也称干塘，顾名思义，在大部分时间里，调节塘是

不存蓄雨水的，其主要作用是暂时存蓄雨水，与城市雨水值流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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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间差，从而实现径流峰值的控制。

ｂ）调节塘设置多级出水口形式，可以依据调节塘的存水容量来

控制出流的大小，同时，保证池内的雨水能在设计时间内排空。

５６２４　植草沟也称为植被浅沟，在输送雨水的同时，能对雨水中

污染物有一定的截留作用，如与洼地、渗渠等入渗设施组合，则能

增加雨水的入渗。与明沟、明渠等相比，植被线沟具有生态、环保、

经济、美观等优点。

５６２５　 地下水位较高时雨水不仅不能正常入渗，甚至可能造成地

下水反渗；径流污染严重时，可能引起管渠堵塞，导致入渗效果不

佳；易出现结构塌陷的区域，渗透可能会引发安全问题。所以，以

上几种情况下，不宜采用渗管或渗渠。

本条提出渗管的基本要求。渗管必须具备一定的强度，保证在

投入使用后管道不受周边填料的挤压，由于目前缺乏渗管相应的产

品和技术标准，本条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无压埋地排污、排水用

硬聚氯乙烯 （ＰＶＣＵ）管材》（ＧＢ／Ｔ２０２２１）、《给水用硬聚氯乙烯

（ＰＶＣＵ）管材》（ＧＢ／Ｔ１０００２．１）的要求。目前市场上有软式透水

管等产品，采用以防锈弹簧圈支撑管体、无纺布内衬的形式，价格

低廉，抗压能力差，不宜采用。提出管径和开孔率的要求是为了保

证管道畅通，并实现较好的入渗效果。

５６２７　植被缓冲带，也称植被过滤带、保护缓冲带等，主要指位

于水生和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一般用于较长的、线状的邻近溪流、

河流、湖泊、水库等沿岸，植被缓冲带具有生物栖息地、维护水域

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拦截和降解地表径流污染、增强沿岸稳定

性和景观美学等多重功能。植被缓冲带通常情况下区域较大，是多

种技术设施的集合。本标准提及的大多数低影响开发设施均可在植

被缓冲带中穿插使用，能够起到更综合的效果。

５６２８　初期雨水弃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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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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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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流池弃流、雨落管弃流等。

初期降雨时，前２～５ｍｍ的雨水一般污染严重，流量也比较小。

在流经初期雨水弃流设施时，因重力的作用，雨水将首先通过低位

的弃流管或排空管排放掉，弃流后的雨水水质相对较好，可流入其

他雨水设施。

５６２９　人工土壤渗滤设施是一种人工强化的污水生态工程处理设

施，它充分利用在地表下面的土壤中栖息的土壤动物、土壤微生物、

植物根系以及土壤所具有的物理、化学特性将污水净化，属于小型

的污水土地处理设施。

ｂ）松树皮易于获得，且具有高有机质含量、高空隙率、总截流

面广、良好的吸附效果、稳定的ｐＨ值、使用时间长等特点，用于

覆盖层可以实现保水、保肥、透水透气性好的要求。低营养高温发

酵处理的目的是脱去部分油脂，除去有害物质和杀死虫卵，做到无

病害、无污染、安全可靠。

ｆ）防渗膜可采用聚乙烯土工膜，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土工合成材料聚乙烯土工膜》（ＧＢ／Ｔ１７６４３）的规定。

５７　设计计算

５７３　本条规定了雨水管渠设计降雨历时的计算公式。设计降雨历

时的概念是集水时间，是地面集水时间和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之和。

地面集水时间主要取决于雨水流行距离的长短和地面坡度。在实际

设计工作中，要准确地计算是困难的，故一般不进行计算而采用经

验数值。屋面雨水集水距离一般不大于５０ｍ。地面集水的合理距离

是５０～１５０ｍ，采用的集水时间是５～１５ｍｉｎ。

５７４　本条规定了汇水范围内综合径流系数的计算方法。屋面、水

面及地下室覆土绿地 （＜５００ｍｍ）雨量径流系数、流量径流系数取

值可参考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００）；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大块石铺砌路面及广场、沥青表面处理

的碎石路面及广场、级配碎石路面及广场、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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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非铺砌的土路面、绿地雨量径流系数取值可参考 《建筑与小

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００）。

５７５　本条规定了径流总量计算公式。本公式为下垫面的径流总量

计算公式，指配置低影响开发设施前，在设计下垫面拟定的情况下，

汇水面在规定的降雨时间段内不同重现期降雨的径流总量计算。用

于滞蓄、入渗与收集回用设施的来水量计算时，设计降雨量取值为

短历时 （小时或日均值）；用于雨水塘、景观水体收集回用设施的月

水量平衡分析计算时，设计降雨量取月均值；用于年可利用雨水资

源总量计算时，设计降雨量取年均值。

５７６　本条规定了雨水设计流量计算公式。雨水设计流量为汇水面

上降雨高峰历时内汇集的径流流量，用于雨水输送管道的设计流量

的计算。

５７８　本条规定了初期弃流量的计算方法。受下垫面表层杂质、碎

屑及油污等污染物的影响，降雨初期径流雨水中污染物含量较高，

水质条件较差，此部分雨水如直接进入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将增加回

用系统的负荷，提高系统处理成本，因此应对初期雨水进行弃流。

初期弃流量应按下垫面实测收集雨水的ＣＯＤｃｒ、ＳＳ、色度等污染物

浓度确定。因宁夏地区径流污染的研究资料较少，本条径流厚度的

参考值采用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００）第５．３．４条的建议值。

５７９　本条参考了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

统构建》中关于设施规模的一般计算方法。

６　建设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本条强调海绵城市工程施工应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

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海绵城市工程包含了雨水收集、水质处理、

室内外管道安装等内容，比常规的雨水管道系统涵盖的内容多，系

统复杂，施工要求更加严格，施工时是否按照经所在地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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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的图纸施工、是否采用正确的材料、处理设备安装调试是否

达到要求，渗透设施的施工能否满足设计要求的雨水量等都可能对

雨水利用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熟悉设计文

件和施工图纸，深入理解设计意图及要求，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相

应的技术标准进行施工，不得无图纸擅自施工。且施工过程中不得

擅自修改设计，修改设计应有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变更通知单。

６１９　本条对施工队伍的资质提出了要求。由于一些施工 （如雨水

回用系统）的专业性较强，要求施工队伍必须有国家统一颁发的施

工资质证书。同时规定了对施工人员的基本要求：海绵城市工程涉

及构筑物工程、管道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工程，各类工程均

有其特点，施工人员均必须经过相应的施工安装技术培训或者有类

似工程施工经验以确保施工质量。

６６　低影响开发设施

６６１　透水砖抗压强度一般不应小于３０ＭＰａ，非机动车道、停车

场等一般不小于４０ＭＰａ。

ｄ）透水找平层一般采用透水混凝土、干砂、碎石或石屑等铺

设，厚度２０～５０ｍｍ。

６６２　本条规定了透水混凝土的施工要求。

ｃ）面层与基层的结合情况对透水混凝土面层的质量有影响，在

面层施工前，基层应作相应的界面处理，要求基层粗糙，保证清洁、

无积水，并保持一定的湿润，必要时根据施工状况采用一定的胶

黏剂。

ｄ）透水混凝土的配制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具体可参照普通混

凝土配制强度的确定方法进行。透水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应考虑强

度和孔隙率，但目前还未建立透水混凝土强度与水胶比和孔隙率的

双参数关系式，宜通过改变水胶比试验获得相同孔隙率下的不同强

度，最后可用作图法或计算法求得要求配制强度的水胶比。

ｆ）规定施工气温不超过３２℃，否则会造成混凝土离散，影响工

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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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透水混凝土施工完成后，必须保湿养护一定时间，使其强度

在湿润状态下逐渐提高。透水混凝土施工后表面覆盖薄膜并均匀洒

水，不得使用高压水冲洒，养护期视气温不同而不同，一般不低

于１４ｄ。

６６３　本条规定了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施工要求。

ａ）透水沥青混合料形成的是骨架 空隙结构。与普通级配沥青

混合料相比，粗集料用量明显增大，约占集料总量的８５％，集料

之间的接触面积大幅减小，接触点应力提高，而且这些断裂面还

可能成为混合料内部的微裂缝，在荷载的作用下产生应力集中而

导致路面加速开裂，因此对粗集料的压碎值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粗集料的针片状含量也是透水沥青混合料重要的控制指标之一。

若集料中细长扁平颗粒状过多，在施工过程中容易被压路机压碎、

折断，从而在沥青混合料内部留下没有被沥青覆盖的断面，降低

混合料的黏结力，并且还会影响级配，导致孔隙率堵塞变小，影

响透水效果。

ｂ）天然砂表面圆滑，与沥青黏附性交叉，使用过多对沥青混合

料高温稳定性不利。石屑是石料被破碎过程中表面剥落或撞击下的

棱角、细粉，棱角性较好，但粉尘含量很多，强度很低，扁片含量

较大，施工性能较差，不易压实。因此要求细集料采用机制砂。

ｆ）透水沥青混合料温度过高，易产生沥青流淌，温度过低则施

工作业困难。因此，施工温度控制尤为重要，考虑由拌和厂至施工

现场的运距及运输时间等因素，施工单位应有严格的温度管理措施。

６６５　本条规定了下沉式绿地的施工要求。

ｄ）可适量加入有机质、膨胀页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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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叶粉碎料、炉渣等措

施增大土壤渗透能力，缩短下沉式绿地中植物的淹水时间。

６６７　本条规定了渗透塘的施工要求。

ａ）土方开挖工作可用人工或小型机械施工，在有滑坡危险的山

地区域，应有护坡保土措施。在采用机械挖掘时，挖掘工作从地面

向下进行，表面用铁锨等器具剥除。剥落的砂土要予以排除。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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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锨等进行人工挖掘时，应对侧面作层状剥离，切成光滑面。为了

保护挖掘底面的渗透能力，应避免用脚踏实。应尽力避免超挖，在

不得已产生超挖时，不得用超挖土回填，应用碎石填充。在挖掘过

程中，发现与当初设想的土壤不符时，应及时与设计者商议，采取

切实可行的对策。

ｂ）为防止砂土进入碎石层影响储存和渗透能力，以及可能产生

的地面沉陷，充填碎石应全面包裹土工布。透水土工布应选用孔隙

率相当的产品，防止砂土侵入。为便于透水土工布的作业，对挖掘

面作串形固定。为防止砂土混入碎石，应从底面向上敷设土工布；

碎石投放可用人工或机械施工，注意不要造成土工布的陷落；充填

碎石时为防止下沉和塌陷，进行的碾压应以不影响碎石的透水能力

和储留量为原则，碾压的次数和方法要予以充分考虑。

６６８　本条规定了渗井的施工要求。

ａ）渗透设施的渗透能力依赖于设置场所土壤的渗透能力和地质

条件。因此，在渗透设施施工安装时不损害自然土壤的渗透能力是

十分重要的，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注意事项如下：

（ａ）事前调查包括设置场所地下埋设构筑物调查；周边地表状

况和地形坡度调查；地下管线和排水系统调查，并确定渗透设施的

溢流排水方案；分析雨水入渗造成地质危害的可能性。

（ｂ）选择施工方法要考虑其可操作性、经济性、安全性。根据

用地场所的制约条件确定人力施工或机械施工的施工方案。

（ｃ）工程计划要制定出每一天适当的作业量，为了保护渗透面

不受影响，应注意开挖面不可隔夜施工。施工应避开多雨季节，降

雨时不应施工。

ｄ）井体的安装应在井室挖掘后快速进行，施工中应协调砾石填

充和土工布的敷设，避免造成土工布的陷落和破损。井体接好后，

再接连接管 （集水管、排水管、透水管等），最后安装防护筛网。

６６９　本条规定了湿塘和雨水湿地的施工要求。

ａ）湿塘、雨水湿地的进水口、前置塘、主塘、溢流出水口应严

格按照设计高程施工。湿塘、雨水湿地等几种调蓄设施，除消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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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及周边区域的径流雨水，还应通过调蓄设施的溢流排放，与城市

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构建多功能调蓄水

体／湿地公园。

６６１５　本条规定了渗透管渠的施工要求。

ｅ）渗管的开孔形式、开孔率直接影响渗透性。开孔孔径应与周

围滤料级配相适应，防止出现滤料渗漏现象。

ｇ）渗透管渠接头是薄弱环节，应严格控制，防止出现滤料渗漏

的现象。

ｉ）如果土工布搭接不良或破损，可能造成外部土壤渗漏堵塞滤

料，甚至引起地面沉陷。

７　验收

７１　验收内容

７１７　海绵城市工程总体布置应检查各组成部分是否齐全、配套，

布置是否合理。验收可采用综合评判法。

各项工程的验收可参照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１）、《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６８）、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ＣＪＪ／Ｔ１８８）等相关规范，暂无专业验收规

范的材料、质量、工序验收要求可参考如下标准：

（１）下沉式绿地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下沉式绿地构造形式应满足设计要求，使用的种植土和渗滤

材料不得污染水源，不得导致周边次生灾害发生。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质量检验

报告。

②下沉式绿地栽植的品种、规格和单位面积栽植数应符合设计

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游标卡尺和钢尺测量。

③下沉式绿地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应采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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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药物污染水源。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方案及现场灭虫防虫措施。

一般项目

④下沉式绿地的下凹深度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蓄水层

厚度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无明确要求时厚度应控制在１００～２００ｍｍ。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⑤下沉式绿地内的溢流口顶部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

确时，高于绿地５０～１００ｍｍ。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２）生物滞留设施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生物滞留层厚度、土壤性能及整体构造应满足设计要求，不

得导致周边次生灾害发生。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②溢流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溢流口应高于设

计液位１００ｍｍ。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③蓄水层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一般为２００～

３００ｍｍ，最高不超过４００ｍｍ，并应设１００ｍｍ的超高。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④砾石排水层的粒径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应为

２５～４０ｍｍ。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卡尺量测。

一般项目

⑤透水土工布隔离层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⑥隔离层采用砂层的厚度允许偏差为－１０ｍｍ。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３）渗透塘质量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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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项目

①渗透塘构造形式应满足设计要求，不得导致周边次生灾害

发生。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②渗透塘底部及周边的土壤渗透系数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通过试验检查。

③渗透塘的塘底至溢流水位高差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钢尺量测。

④渗透塘边坡坡度不大于设计要求，表面宽度和深度的比例不

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用水准仪、拉线和尺量检查。

⑤排空时间不应大于２４ｈ。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一般项目

⑥透水土工布隔离层规格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钢尺量测。

⑦溢流口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４）湿塘、雨水湿地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湿塘、雨水湿地所用的原材料、预制构件的质量应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进

场验收记录。

②砌筑水泥砂浆强度、结构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水泥砂浆强度、混凝土强度报告。

③湿塘、雨水湿地构造形式、蓄水量、排空能力应满足设计要

求，进水口拦污设施应正确设置，以净化初期雨水，降低湿塘、雨

水湿地清理工作量。

检查方法：现场进行蓄水量、排空能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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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水生植物种植区池底回填材料应满足设计的水生植物种植

要求。

检查方法：现场核查。

一般项目

⑤前置塘、主塘、沼泽区池底的结构类型、尺寸应按设计要求

进行施工，池底结构应完整、平顺。

检查方法：量测。

⑥前置塘、主塘驳岸边坡坡度应按设计要求施工。

检查方法：量测。

⑦溢流出水口的结构形式、标高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

检查方法：量测。

⑧砌筑结构应灰浆饱满、无通缝；混凝土结构物不得有严重质

量缺陷，井室无渗水、水珠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

（５）雨水罐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雨水罐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说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

②雨水罐的基础底座做法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隐蔽验收记录。

③雨水罐容积不小于设计要求，进出口拦污设施正确设置。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现场观察。

④雨水罐地面周边的防护装置及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设计

要求。

检查方法：图纸核对。

一般项目

⑤进、出水管接口应严密，无渗漏。

检查方法：蓄水观察。

（６）植草沟质量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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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项目

①植草沟过水断面形式及尺寸不小于设计要求，进水口拦污设

施准确设置。

检查方法：量测。

②植草沟植被成活率、植被高度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量测。

一般项目

③植草沟应直顺，沟底平整、无反坡，沟内无杂物，坡度符合

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测量、观察。

（７）渗透管渠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所用的水泥、集料、管材、砾 （碎）石、透水土工布等原材

料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进

场复检报告。

②透水水泥混凝土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透水水泥混凝土强度报告。

③开孔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④透水水泥混凝土的渗透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透水水泥混凝土渗透试块试验报告。

⑤坡度应满足排水的要求。

检查方法：用水准仪、拉线和尺量检查。

⑥沟底表面的土壤渗透系数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灌水观察检查、秒表时间量测。

一般项目

⑦渗管、滤料 （材）组成的渗透体应平顺、饱满。

检查方法：观察。

⑧渗渠表面应平整、密实，无反坡，渠内无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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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观察。

（８）植被缓冲带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植被缓冲带构造形式应满足设计要求，进水口拦污设施准确

设置。

检查方法：核对图纸、量测

②植被缓冲带的植被布置、成活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量测。

一般项目

③植被缓冲带的坡顶、坡脚应分别与汇水面、排水系统顺接。

检查方法：观察。

（９）初期雨水弃流设施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初期径流深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以降低雨水后续处理难度。

进水口拦污设施应正确设置，以确保雨水径流得以净化，降低后续

清理工作量。

检查方法：钢尺量测、观察。

一般项目

②初期径流弃流池的底坡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用水平尺、钢尺量测。

（１０）人工土壤渗滤质量验收标准

主控项目

①所用的防渗膜等原材料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和

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书、各项性能检验报告、进

场复检报告。

②渗滤体土壤的渗透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③渗滤体土壤的压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压实度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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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蓄水层的容积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测量报告。

⑤人工土壤渗滤的渗透面积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用钢尺量。

一般项目

⑥人工土壤渗滤体的表面应平整、密实。

检查方法：观察。

７２　工程专项验收

７２１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工程师确认本项目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分部 （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作

为各项设施施工质量检验、验收的基础。

８　维护管理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２　维护管理的操作规程应该包括设施检查和维护的频次、内

容、方法、要求等内容。

８２　设备设施维护

８２１　本条规定了透水铺装的维护要求。

ｂ）透水铺装进行定期维护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保证其维持良好

的透水性能。渗透系数下降显著的透水铺装应定期进行全面透水功

能性维护。真空吸附法利用真空原理将阻塞孔隙的颗粒吸出；高压

水流冲洗法利用高压水流冲洗透水砖表面，将阻塞其孔隙的颗粒

冲走。

ｃ）对于透水铺装，可采取适当的除雪方式。可使用带有滑板或

滑轮的铲雪犁，使犁片略高于透水路面，防止顶层骨料流失、路砖

或铺路网格损坏；应避免把清理出的积雪堆在透水路面上方；适度

使用如盐、糖蜜等替代融雪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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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发生堵塞时宜采用喷气清洁或旋削等方式清洁管渠系统。

８２２　本条规定了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的维护

要求。

ａ）生物滞留设施、下沉式绿地等设施进水方式根据雨水来源不

同有所差异。屋面径流雨水可由雨落管接入设施内，道路径流雨水

可通过路缘石豁口进入。当进水口过小造成汇水面径流导入设施缓

慢，或局部路面凸起引起雨水汇流困难，可采取扩大雨水口规模、

改进路缘石设计、局部下凹等措施。

ｂ）以集中方式进出生物滞留设施、下沉式绿地等低影响开发设

施的，一般会在进水口和溢流口处设置散流和消能措施，以防止或

减轻水力冲刷对设施的影响。常见的散流和消能方式包括前池溢流、

卵石或碎石、围堰及弯头消能等。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消能设施

不断受到水流冲刷，水流的气蚀作用可能会对消能设施造成冲击性

损坏，对设施的正常运行产生影响。因此要定期对消能设施进行维

护，以保证其功能完好。

ｃ）进水口和溢流口的垃圾和沉积物堵塞和淤积会造成过水不

畅。进水口堵塞使设施外部的雨水进入设施困难，导致外部路面积

水，严重时产生内涝现象；溢流口堵塞使雨水排出困难，导致设施

内部积水，当超过设施调蓄能力时会造成雨水外溢。维护时可清除

入水口、溢流口周围５ｃｍ内的植被，以保持出入通道畅通。

ｅ）根据经验，当入水口、出水口和两侧斜坡周围的侵蚀深度超

过５０ｍｍ时需清除侵蚀源头，稳定受损部分，如重整坡度、岩石、

植被、防侵蚀垫等；对于较深的切口，应实施临时侵蚀防控措施，

直至可以进行永久修复；设计、建造和设置合理的设施流速适宜，

除极端事件外，一般不会出现侵蚀问题。如果侵蚀问题持续存在，

则应该重新评估来自产流区的径流量和生物滞留设施尺寸是否匹配、

设施内部径流速度和梯度、施入水口出的径流分散和侵蚀防护策略。

当侧边的侵蚀使斜坡成为危害时需采取措施清除危害并加固斜坡。

ｆ）当过量积水产生时需确定原因并按照以下步骤处理：

（ａ）确认设施底部堆积的落叶或残渣为阻碍渗流。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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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落叶或残渣；

（ｂ）确保多孔渗透管未堵塞；

（ｃ）检查有无其他水注入，例如地下水、非法连接管线等；

（ｄ）核实设施尺寸适宜，与汇水分区匹配。确认汇水分区没有

增加。

当种植土层出现压实、板结等状态时将导致设施渗透性能下降

甚至导致超过２４小时仍有积水，这时需对生物滞留设施的土壤进行

保护。在设施内部进行维护工作时也需注意以下几点：

（ａ）将设施底部区域的负荷最小化，保证能够避免生物滞留填

料土压实；

（ｂ）不得在设施基底中操作设备或施加重负荷；

（ｃ）如果必须在设施上面行走或必须将设备置于设施中，考虑

采取措施分散负荷，比如，在填料土壤上放置垫板以分散负载，将

压实程度降到最低；

（ｄ）如果出现土壤压实，必须疏松土壤或将其恢复到最初设计

的状态。

８２３　本条规定了湿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的维护要求。

ｂ）水中的悬浮物、淤泥、垃圾杂物及动植物尸体积累形成的沉

积物等都有可能造成进水口和溢流口堵塞，导致设施过水不畅，因

此维护人员应定期对设施进行清淤，并在暴雨前对溢流口进行检查，

保证溢流口畅通。

ｃ）前置塘为湿塘和雨水湿地的预处理设施，起到沉淀径流中大

颗粒污染物的作用，池底一般为混凝土或块石结构，便于清淤。清

淤的方法主要包括人工清洗、水力喷射器清洗及潜力搅拌器清洗。

ｇ）为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湿塘、雨水湿

地、调节塘的警示标识、安全防护措施及预警系统应定期检查，每

年不得少于１次，当出现破损和缺失时应及时修复和完善。

ｈ）对于湿地、湿塘、调节塘来说，水位控制和流量调整是影响

运行效果和处理能力非常重要的因素。

８２４　本条规定了渗井的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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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工程经验表明，渗井投入使用的首年渗透性能较好，沉淀物

的积累也不多，设施清扫的重点是设施外部和井口截污框的杂物。

从第二年开始，设施内部的沉积物会逐渐增多，进而慢慢影响到渗

透机能，这时需根据内部沉积物的情况，采取相关措施清理沉积

物质。

ｂ）如渗透能力下降，可检查是否蓄水层砾石或土工布堵塞，考

虑更换。

ｄ）雨水渗透设施会使深层土壤含水量增加，进而引起土壤表层

沉降和下陷，对设施产生结构性的破坏。为防止表面沉降下陷对渗

井产生影响，一方面可以通过使用土壤改良剂，以促使土壤团粒结

构的形成，使土壤质地尽可能一致，从而降低因土壤物理结构差异

而引起的凹陷概率；或者更换土质均匀的种植土，避免使用垃圾土

和含杂质、砂质过多的土壤；另一方面可采用相应工程技术手段，

充分、均匀地找平地形表层的土壤，使得表层土壤结构均匀、平衡，

使其沉降速率一致。

８２５　本条规定了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的维护要求。

ａ）如植草沟或植被缓冲带中累积的沉积物缩短水位下降时间时

需清除累积的沉积物；如沉积物来自进入植草沟或植被缓冲带中的

水，应确定来源并将该区域做稳定处理。

如降雨后积水２４小时未排空时需首先检查植草沟或植被缓冲带

底部的落叶、杂物或沉积物堆积是否对设施渗透能力产生影响，若

产生影响，应清扫落叶、杂物或沉积物。如通过上述方式未得到解

决，应咨询专业维护人员，并评估下列事项：

（ａ）检查客水输入；

（ｂ）核实设施对应的汇水分区大小，确认该区域未扩大。

ｂ）当水没有依据设计路径导入植草沟或植被缓冲带时，应校准

入水口，将水流引入植草沟或植被缓冲带。

８２６　本条规定了渗透管渠的维护要求。

ｄ）如渗透能力下降，可检查是否蓄水层砾石或土工布堵塞，考

虑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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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７　本条规定了调节池、蓄水池的维护要求。

ｂ）调节池、蓄水池前置的截污装置通常包括截污挂篮及格栅。

截污挂篮中堆积垃圾，格栅则易被沉积物堵塞，都会影响过流能力；

弃流装置维护主要关注弃流阀门是否损坏或失灵。雨水过滤装置主

要清理格栅。

ｅ）机电设备维护是调节池、蓄水池运行维护的重点，涉及机电

设备主要包括水泵、阀门、电机、自控设备、冲洗设备等。机电设

备的清洁、润滑、维护保养、检查方法以及故障的排除、仪表的检

验等都应按照设备的操作规程和维护保养规定执行。

８２８　本条规定了雨水罐的维护要求。

ａ）雨水罐的进水处一般都设有不同规格的滤网，用以拦截雨水

中的杂物及树叶等，但粒径较小的颗粒物等会随雨水进入罐内，随

着雨水罐长期投入使用，罐底及罐内壁会逐渐累积沉积物。为保证

水质达标稳定，应定期对雨水罐内的沉积物进行清理。清理一般采

取清水冲洗的方法，对罐内反复进行冲洗，直到出水清洁为止。清

洗后的出水应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不得随处排放。

ｄ）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西北内陆高原，冬季寒长且干燥。冬季

雨水罐利用率低且有冻胀问题，因此冬季考虑停用。

８２９　本条规定了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的维护要求。

ｂ）弃流雨水在弃流池内有一定的停留时间，水中的悬浮颗粒物沉

淀到池底。当沉积物在池中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造成弃流容积的不

足，对弃流设施正常运行产生影响，因此需定期对弃流池进行清淤。

ｃ）弃流设施内部通常设有截污滤网装置，可以将雨水中较大的

污染物拦截下来。大部分过滤物在下次降雨时会随初期雨水一起被

冲走，达到自动排污的目的，而小部分的残留物需要人工定期清理。

在旱季长期不降雨时，截留的垃圾长时间没有排走，容易腐蚀滤网，

需增加清理次数。

８３　绿化养护

８３３　严禁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当存在杂草时需根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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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钳类工具、火焰除草机或热水除草机把杂草连根拔除。

８４　水系维护

８４２　应特别关注使用年限与植物覆盖率息息相关的生态材料建成

的生态护岸，如生态袋、植被网垫、开孔混凝土砌块和植生土坡等。

９　安全防护

９１　普通风险的安全防护

９１１　渗透设施应明确渗透规模，便于周边用地建设在规划、设计

阶段采取措施。

９２　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安全防护

９２１　湿陷性黄土是指在覆盖土层的自重应力及建筑物附加应力综

合作用下，受水浸湿后，土的结构迅速被破坏，并发生显著的附加

下沉，其强度也迅速降低的黄土。为保证地基及构筑物的稳定，在

湿陷性黄土地区施工应注意采取地基处理措施、防水措施和结构措

施等特殊的加固措施，减轻或消除其湿陷性。湿陷性黄土路基及构

筑物基础处理施工除采用防止地表水下渗的措施外，可根据工程具

体情况采取换取垫层法、冲击碾压法、强夯法、挤密法、预浸法、

化学加固法等方法因地制宜进行处理。

低影响开发设施应根据其重要性、地基受水浸湿可能性的大小和

使用期间对不均匀沉降限制的严格程度进行分类。具体规定可参照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５）表３．０．１及附录Ｅ确定。

９２２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和地基处理应按照 《湿陷性黄土地区

建筑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５）第５、６章相关条款执行。地基处理措施的

相关设计和施工要求应符合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ＪＧＪ７９）。

ａ）换填灰土垫层适用于浅层软弱土层或不均匀土层的地基处理。

应根据低影响开发设施体型、结构特点、荷载性质、场地土质条件、

施工机械设备及填料性质和来源等综合分析后，进行换填灰土垫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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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选择施工方法。对于工程量较大的换填灰土垫层，应按所选

用的施工机械、换填材料及场地的土质条件进行现场试验，确定换填

灰土垫层压实效果和施工质量控制标准。换填灰土垫层的厚度应根据

置换软弱土的深度以及下卧土层的承载力确定，厚度宜为０．５～

３．０ｍ。地下水位以上填土，可采用碾压法和振动压实法，非黏性土

或黏粒含量少、透水性较好的松散填土地基宜采用振动压实法。压实

地基的设计和施工方法的选择，应根据低影响开发设施体型、结构与

荷载特点、场地土层条件、变形要求及填料等因素确定。以压实填土

作为持力层时，应根据建筑结构类型、填料性能和现场条件等，对拟

压实的填土提出质量要求。对大面积填土的设计和施工，应验算并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大面积填土自身稳定性、填土下原地基的稳定性、承

载力和变形满足设计要求；应评估对邻近建筑物及重要市政设施、地

下管线等的变形和稳定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应对大面积填土和邻近

建筑物、重要市政设施、地下管线等进行变形监测。

ｂ）灰土挤密桩、素土挤密桩复合地基处理适用于处理地下水位

以上的粉土、黏性土、素填土、杂填土和湿陷性黄土等地基，可处

理地基的厚度宜为３～１５ｍ；当以消除地基土的湿陷性为主要目的

时，可选用素土挤密桩；当以提高地基土的承载力或增强其水稳性

为主要目的时，宜选用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处理；当地基土的含水

量大于２４％、饱和度大于６５％时，应通过现场试桩试验确定其适用

性；对重要工程或在缺乏经验的地区，施工前应按设计要求，在有

代表性的地段进行现场地基处理效果试验。

９２３　在湿陷性黄土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建筑与小区、管廊工

程、城市主干道周边未采取可靠防护措施时，在上述设施、建构筑

物周边１５ｍ以内尽可能不设大型储、调、渗、排设施。尽量将大型

储、调、渗、排设施分解为多个小型设施。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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