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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绵城市是新型城市雨水管理的的概念。当前，海绵城

市理念已经广泛应用在大部分城市的基础建设之中，该理念

能够使城市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相关问题得以解决，并且获取

显著的效果。海绵城市理念的落实需要通过种植大量植被。

据此，政府应该提升园林工程建设质量，通过海绵城市理念

的应用使城市水资源问题得以解决，并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

应用和布局，从而为城市的生态发展提供保障。

2 海绵城市理念

当前，城市飞速发展。在此同时，城市内部的水系统遭到

破坏，对生态的平衡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海绵城市是新

型城市雨水管理概念，顾名思义，指的是城市像海绵一样，能

够自如应对环境和雨水的变化，因此也被称为水弹性城市。

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能够在下雨时做到净水、蓄水和吸水，

将雨水储存起来，在日后进行合理的应用，并且能够实现雨

水的自由迁移。从生态角度出发，跨尺度的水生态环境的构

建是多类技术有效结合。在当前背景下，海绵城市能够对绿

色建筑设施起到促进作用，倡导低碳发展和智慧城市相结

合，是人文、环境、技术和社会诸多因素的结合体。海绵城市

理念，如图 1 所示。

3 海绵城市技术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渗。海绵城市技术能够在自然、砂石地面、可渗透路

面和绿色屋顶的创建中应用。此外，还能够应用在广场和透

水型停车场建筑中。该技术应用之后能够使降雨后地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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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排量减小。

二是滞。海绵城市技术能够在绿地滞留、设施广场、凹式

绿地等设施建筑中应用，使雨水尽可能地停留在场地，延缓

雨水的排放。

三是蓄。海绵城市技术能够对城市的河湖水系进行保护，

并对其充分利用，以地域特色为依据，创建雨水收集设施。

四是净。海绵城市技术能够应用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

雨水处理设施建设过程中，还可以用此技术来建设生态水循

环系统，满足排水和防洪的基础上，创建人工湿地，使不透水

的河道得以改善，建设生态环境。

五是用。遵循就地循环、就近处理的原则创建雨水再生

系统。

六是排。开展河道清淤工作，还可以用其拓宽河道，对城

市的湖泊河流进行整治，使天然的河湖系统得以恢复。

4 案例分析

4.1 工程简介

某园林工程的总绿化面积约为 13000m2，总建筑工期时

长为 8 个月，其中包括绿化栽植、铺装广场、绿化天台、建造

地形、给排水建设、园路建设等诸多内容。此园林工程筹建期

间便占据了约 50%的绿化面积，提出了园林生态示范点的创

建理念。因资金投入有限，坚持先绿化后美观，先重点后全面

的建设原则。但在园林绿化实际建设过程中，因交叉施工、工

期紧张等诸多原因暴露出许多问题。

4.2 施工期间的注意事项

4.2.1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专业要求

在市政园林设计过程中，施工人员应具备园林设计基

础，掌握园林设计技术及知识，用艺术的眼光开展园林设计

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以图纸为依据，将平面无法展现的多

维空间和植物朝向、定位、姿态、搭配等在园林设计过程中淋

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设计施工图纸时，应有所感悟，与其他

施工人员相配合，对工程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创新 [1]。

4.2.2 提升对植物搭配的重视程度

植物是最主要的生活材料。园林建设面对的主要对象便

是植物。同一植物既有共性，也有个体差异性。举例来说，三

株群种乔木，其丰满度、冠宽和直径相同，距离和高度各不相

同，在此情况下，施工人员应将个人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

来，适当调整三株的距离。为达到最佳景观效果，应进行个性

化设计。

4.2.3 开展土建工程

使人获得视觉上的最佳感受是景观工程的首要条件。与

此同时，应使设计作品的其他要求得以满足。但在园林景观

实际设计过程中，对土木工程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设计方

案不具有美观性，那么路面铺设出来也不会具有美观性。施

工人员以实际布局效果为依据，对施工方案进行细微调整，

但是不会对整体的功能和布局产生影响。因此，在具体施工

前应加强对土建工程的重视程度。

4.3 海绵城市理念在市政园林工程中的应用措施

4.3.1 创建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指的是在浅洼地开展树木、花草、灌木种植工

程，主要是对植物和土壤的过滤性进行充分利用，来降低雨

水径流量。雨水花园能够结合景观设计和雨水管理相关技

术，在解决雨水问题的基础上，使园林景观得以美化。雨水花

园应用在商业环境和居民环境之中。如何针对性地降低雨水

中不同种类的污染元素含量，这是当前相关领域的主要研究

课题。雨水花园设计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雨水花园设计图

4.3.2 修复自然生态环境

海绵公园的创建和绿色空间的落实与推广，在创建雨水

花园、人工湿地的基础上，倡导城市消耗雨水，并为周边的地

图 1 海绵城市理念

（下转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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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提供雨水储存的空间；加强城市湖泊、河流等湿地保护力

度；禁止对水生态环境创建产生破坏的直河、硬化和填湖造

田等行为；通过自然连通措施使城市河湖得以维护，并创建

水循环系统，使生态环境的水质得以改善；强化河流系统的

调节力度，在总体发展趋势上改造排洪，创建弯曲自然的河

岸线，有效修复生态环境[2]。

4.3.3 创建自然排水系统

自然排水系统包括排水管道、局部土壤、改良土壤、入渗

空间和地表凹陷。植物防涝选择能加强雨水的渗透和过滤，

由于涵洞的设计溢出表面凹陷。因此，在 48h 之内，地面水渗

入地下。与传统排水系统相比，自然排水系统工作原理存在

差异性，用街道进水管收集雨水，将其直接排入湖泊河流之

中，但仍然保留雨水，通过土壤或者植物的入渗方式使地下

水得以补充。与传统排水系统比较自然，排水系统成本较低，

能够对径流进行有效的控制[3]。

5 结语

总而言之，海绵城市理念技术的应用对城市的发展也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使城市功能得以改善，树立良好的

城市形象，并且提升城市宜居性。与此同时，海绵城市的创建

对生态平衡、土地资源、水环境和景观工程均有着直接的影

响，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问题逐渐严重起

来，从城市创建的多个领域来提升生态环境创建质量是迫在

眉睫的任务。海绵城市理念的落实能够使土地资源短缺的压

力得以缓解，合理利用水资源，使城市和自然和平发展。因

此，政府及社会各行各业应提升对海绵城市理念的重视程

度，并给予大力的帮扶，从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的

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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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加强工程设计成果把关。实行施工设计图专业审图认

证制度，督促设计单位加强设计成果审核把关；开展工程设

计方案评审环节，将工程利于改善人居环境等价值延伸功能

作为重要基础条件，解决水利工程建设存在的外形粗糙、观

感不足问题。

榆修订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有关施工规范、质量检验评定

标准和验收规程要求，规范质量管理程序。一是细化施工过

程质量检查检验记录规定，将质量“三检制”、旁站检查质量

记录数据纳入日常管理环节，促进施工过程现场质量保证环

节的进一步稳固；二是优化验收规范中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参

数要求，着重体现关键数据；三是优化工程验收环节，将工程

验收的权责赋予项目法人，促使项目法人加强项目管理；四

是改革水利建设项目验收备案管理，使水利工程竣工质量档

案备案实现专业化管理[2]。

虞引入工程质量强制性保险，借助保险机构等外界监督

力量助力工程现场质量管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愚改进政府质量监督管理效能。进一步明确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的执法地位和职责，将质量监督工作从单个项目的项

目划分确认、检测方案审核、质量核备、列席监督验收等程序

性监管事务中脱身出来，加强监督管理时效性、权威性效能

提升研究，利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契机，建立省一级监督

信息库为基础的监督管理系统，实现项目施工现场原材料抽

检、质量抽检、实验室检测数据、重要工序（隐蔽）验收等重要

质量信息实时传送入库备案，及时掌握质量信息，发现质量

管理问题，防范重大事故发生。另外，还要修订质量事故处理

规定，简化质量违规行为、一般质量责任的处罚惩戒程序，让

不良从业行为及时受到惩处，使水利工程从业管理规范化，

促进全行业质量意识、质量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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