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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水体黑臭、内涝等情况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情况均属于水文学问题,原因

为污染物排放量过多引起水循环改变,加之原生态系统受城市建设破坏,湖泊、湿地退化所致。为了应对不良水文学问题,海绵

城市建设应时而生。尽管目前建设海绵城市已获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本文简要针对海绵城市建设水文学问

题相关内容进行探讨,目的在于改善城市水温效应,推进城市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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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又可称为“水弹性城市”,是最新形成的城市

雨水管理理念,其能够将雨水等收集起来,留存至需要时释

放并利用。海绵城市是 2017 年我国总理在第十二次人大会

议上提出的建设项目,具有重要的发展战略意义。以下简要

探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水问题,分析建设海绵城市亟待解决

的难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供参考。 

1 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水问题 

我国目前存在的城市水问题在世界各国中仍非常突出。

随着社会的稳步发展,城市建设面积越来越大,截止 2015 年,

我国实现城市化建设 56%以上,预计至 2020 年,城市建设实

现 60%以上。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

其中水问题就是重点问题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1 水体黑臭 

黑臭水体是城市民众反映十分剧烈的水问题之一,不但

会损害城市民众的居住环境,危害身心健康,同时也对城市

整体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导致水体发黑、发臭的原因在于大

量城市垃圾的不合理堆放、生活污水排放不达标准、河道水

流出现阻塞所致。据我国黑臭水体首次调查结果显示,至

2016 年,我国共计 295 座地级以上城市,其中 218 座城市

存在水体黑臭问题,由此证实治理城市水体黑臭问题迫在

眉睫[1]。 

1.2 内涝 

目前,城市发生内涝、洪灾频次越来越高,损失愈加严

重。仅五年期间,我国天津、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杭

州等一线城市频繁受到洪涝灾害影响,其中,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特大暴雨致79人死亡,160.2万人受灾,房屋倒塌1.1

万间,总经济损失高达 120 亿。2016 年 7 月 6日我国武汉受

暴雨侵袭城市内涝,至 76 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 23 亿。这些

数据均体现出城市内涝问题亟待解决。 

1.3 河流、湖泊生态退化 

生态退化属于生态系统逆向演化的过程,指的是在自

然、人为等因素作用下,生态系统出现不稳定失衡情况,体现

为缓冲能力下降、敏感性上升,生态系统缓慢演化为另一种

低水平系统。以我国“百湖之城”的武汉市为例,据 2017 年

水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仅十年间湖泊面积出现减少,有近 100

个湖泊发生退化消失,总面积减少 230km2,其中中心城市湖

泊剩余量仅为 38 个,并且仍有继续退化的危险。 

1.4 热岛效应 

热岛效应指的是某一地区温度高于周边区域的情况,一

般以热岛强度表示。引发热岛效应是人为因素所致,城市地

表湿度、温度、空气对流等发生变化,引发城市内小气候改

变。以首都北京为例,经调查自 1970 年至 2012 年,北京平均

气温增强 0.33℃,仅 2008 年-2012 年五年间热岛强度增加

1.12℃[2]。 

1.5 人群疾病 

由于城市群众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水体发黑、发臭、汽

车尾气、雾霾等情况愈加严重,人口数量增加、住房压力、

交通压力加大,使城市发展发生超负荷,人群疾病健康也随

之受到影响。 

2 建设海绵城市亟待解决的难题 

尽管我国在海绵城市建设方面已作出精确部署,为促进

城市发展建设提供了发展机遇,然而在建设海绵城市期间,

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需要予以重视。 

2.1 海绵城市的定义需进一步明确 

海绵城市建设方式并不是单一内容,而是包括源头“透

水路面+雨水调蓄”治理、城市管网建设、江河、湖泊调蓄、

水库防洪等多项内容,同时各项海绵方式互相协调、配合,

统一规划及不同行业间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从而更好的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 

2.2 海绵城市水文学基础有待增强 

虽然我国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方面热情度极高,然而当

前发展侧重点应放在针对不同气候变化及雨水特点建立水

文模型,增强认知、运用城市化蒸发、散发变化,同时针对海

绵城市先进技术、综合水系统及相关交叉学科进行深入研

究。 

2.3 海绵城市建设部门与管理部门协同需改进 

海绵城市的建设工作需要涉及多个部门,如水利部、建

设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同时城市建设过程中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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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如园林部、水务部、湖泊管理部等也需配合工作,但

目前由于各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致使很多部门提出多项建

设意见,影响整体规划进程,同时不利海绵城市的创新[3]。 

2.4 风险管理意识及应对能力有待加强 

尽管海绵城市在对抗恶劣气候及特大洪涝灾害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但其存在一定的限度,如果暴雨灾害超过海绵

城市本身容纳能力,就会出现城市看海问题。所以,在建设海

绵城市时应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及地理环境,施行符合当地

情况的海绵模式并不断改进完善,以此增强城市应对灾害的

能力。但目前很多城市并没有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没

有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同时应对灾害的能力也亟需增强。 

3 改进海绵城市建设水文学问题的措施 

目前,我国建设海绵城市已处在起步阶段,并获取了一

定的成效,但水文学方面仍存在问题有待改进,尤其是需开

展科学技术创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深入研究城市水文学机理 

可通过户外试验、室内研究等分析城市水系统变化及水

循环机理,掌握不同气候条件及不同下垫面组合对水循环的

作用,从而为建设海绵城市奠定扎实的水文学基础。另外,

城市水系统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社会用水、降雨径流、生态

耗水等,同时也包括渗透、滞留、蓄水、净水、用水、排水

等系列“透水路面+雨水调蓄”海绵设施,所以,应借助数字

模拟、机理试验、户外观察等方式对海绵城市措施进行评估,

判定其对城市水文的作用,进而促进城市海绵建设的发展速

率[4]。 

3.2 深入研究海绵城市水系统智能监测系统 

随着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智能化设备被广泛

用于各个行业,受到人们的好评。在建设海绵城市过程中,

也会应用到智能化监测系统,其以物联网作为技术主导,同

时联合通讯网络、集控终端,实现城市水系统智能化、一体

化监测,从而推进监测技术向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海绵城市水系统智能监测可以全面覆盖感知内容,完

全掌握相关信息,同时实现全天候、全过程数据监测、传输,

为控制海绵城市年径流量、计算面积污染率及评估海绵措施

奠定扎实的数据基础。 

3.3 深入研究城市水系统模拟与调研工作 

城市水系统主要以水循环作为连接纽带,因此应对其进

行深入研究。水系统模拟主要以分布式水循环模型作为核心

内容,针对各地区典型特征创建水文-动力学-水质模型,在

GIS 技术基础上实现城市分布式水系统模拟[5]。另外,在此模

拟基础上,还应综合考量不同海绵设施的各项功能,评估江

河、水库等蓄水能力,保障建设海绵城市与社会、自然、生

物等相结合。 

3.4 深入研究暴雨、内涝预警机制 

城市化建设发展使地表径流量发生增加,当暴雨、内涝

发生,极容易污染径流水源,所以,应基于分布式水系统模型

创建监控、模拟、治理一体化预警机制,科学评定径流污染,

针对性制定污染治理措施,提高治理效果[6]。 

3.5 深入研究暴雨、洪涝控制管理,制定风险评估标准 

海绵城市的建设质量与城市发展存在密切关联,同时不

同城市自身具有特定的水文、气象条件,所以,建设海绵城市

不可“一刀切”,需要保证因地制宜,结合各城市特征制定针

对性的发展近期、远期规划,同时制定风险评估标准,确保城

市可以及时应对各项水文灾害。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在建设海绵城市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时间较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应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

失败教训,从而解决海绵城市建设水文学问题,提高建设质

量,推动城市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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