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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总院聚焦海绵城市建设专栏

上 海 市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指 标 体 系 研 究
张　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 　海绵城市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

要抓手 。为科学有序推进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 ，在国家相关文件的指导下 ，由市住 房和城乡建 设管

理委员会牵头 ，各委办局联合相关研究 、设计单位共同开展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从

经济性 、可达性 、适用性三方面统筹规划 ，提出涵盖区域规划 、建筑与小区 、绿地 、道路与广场 、水务五

大系统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明确了总体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值 ，有效指导上海市海绵城市规

划、建设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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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１．１　国家高度重视海绵城市建设

传统的雨水快排理念在水资源短缺的现代越来

越受到质疑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建设自然渗透 、自然积存 、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建

设理念 ，受到极大的关注 ，国外发达国家也有相关的

理念 ，如 美 国的 低影 响 开发（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ＬＩＤ），英国的可持续城市排水系统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ＵＤＳ），德国的分散式雨水

管理 系统（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澳大利亚的水敏感性城市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等，均非常重视雨水的源头控制和综合

利用 ，强调人工排水系统应最大限度模拟自然界的水

文环境 。

我国提出海绵城市理念以来 ，住建部 、水利部等

国家相关部委陆续出台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水利 工 作的 指 导意 见（征 求意 见 稿）》（办 规 计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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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８６２号）和《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试行）》（建办城函 〔２０１５〕６３５号）等一系列政策和技

术文件 ，明确海绵城市建设方向 ，提出相应的建设目

标、指标和考核方法 ，指导各地开展海绵城市建设 。

１．２　上海因地制宜积极响应

上海市亦高度重视海绵城市 的建设 ，但鉴于上

海具有 “三高一低 ”———地下水位高 、土地利用率高 、

不透水面积 比例高和土壤入渗 率低的显 著区域特

点，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的要求 ，结合上海的

实际情况 ，在满足国家要求的前提下 ，研究一套因地

制宜的指标体系成为上海各界的共识 。而且海绵城

市建设不仅仅是城市水务系统的工作 ，它是改变城

市建设理念的重要抓手 ，径流总量和径流污染的控

制更需要建筑与小区 、绿地 、道路与广场等多系统的

共同参与 、专业融合 ，各专业都以水为核心 ，开展规

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

因此 ，为科学有序推进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 ，由

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牵头组织 相关委办

局，联合区域规划 、建筑与小区 、绿地 、道路 、水务等

各专业研究单位联合开展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顶层

设计研究 ，形成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政策 、建设指标

等系列文件 ，包括 《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的实施意见 》（沪

府办 〔２０１５〕１１１号）、《上海市 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

系（试行 ）》（沪建管联〔２０１５〕８３４号）、《上 海市海绵

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在编 ）和《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标准图集 》（在编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由市住建委 、

市规土局 、市发改委 、市水务局 、市交通委 、市环保局

和市绿化市容局等 ７个部门联合印发 《上海市海绵

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试行 ）》（下文简称 “指标体系 ”），

从海绵城市建设的经济性 、可达性和适用性出发 ，指

导相关规划的编制 、建设项目的设 计和管理部门的

技术审查工作 。

２　指标体系解读

２．１　基本原则

依据住建部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颁布 的《海 绵城市建

设技术指南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 ）》，

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市 “指标 体系 ”，编制的基本原则

为“规划引领 、分类指导 、绿灰结合 、循序渐进 ”。

坚持规划引领 ，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从规划

层面统筹建筑与小区 、绿地 、道路与广场和水务等系

统关系 ，确保各类指标科学合理 、切实可行 ；坚持分

类指导 ，结合不同区域特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针对

新建和改建区域 （项目 ），采取不同指标体系 ；坚持绿

灰结合 ，指标将绿色屋顶 、透水铺装 、下凹式绿地等

绿色基础设施与雨水管渠 、内涝防治系统等灰色基

础设施相结合 ；坚持循序渐进 ，指标分为约束性 、鼓

励性和技术 性 等三类指标，结合 本市实际，逐步 推

进，确保各类指标的有效性 。

２．２　体系构架和指标内容

“指标体系 ”涵盖区 域规划 、建筑 与小区、绿地、

道路与广场和水务五大系统 。

指标的约束性和鼓励性主要根据上海地域特点

进行确定 。约束性指标 紧紧围绕国家要求 ，如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 、年径流污染控制率 、绿地占建设用地

比例 （绿地率 ）和河面率 （水面率 ）。基于上海属于水

质性缺水城市 ，水量充沛雨水直接利用难度大 ，因此

将雨水资源利用率 列为鼓励性指标 。同时 ，考虑到

不同系统的实施条件 ，实事求是地确定同一项指标

在不同系统或同一系统不同类别中的约束性或鼓励

性，如绿色屋顶率在绿地系统中属于约束性指标 ，而

在建筑与小区系统中 ，绿色屋顶率仅对用地性质为

公建的要求是约束性 ，对用地性质为住宅和工业仓

储的要求为鼓励性 。

技术指标是对指标实施过程中的技术细节作规

定。包括地下空间上方的绿地设计要求 、建筑 与小

区竖向设计指标 、硬地雨水排放和生态雨水设施有

效衔接的设计要求 、透水铺装孔隙率和面层透水系

数等 。

“指标体系 ”中的指 标均为建设指标 ，要求 新建

项目和改建项目按指标体系执行 。

２．３　规划指标

在“指标体系 ”中，各项指标水平首先是满 足国

家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同时根据上海特点 ，结合各

专业研究成果和各部门管理要求确定 ，还兼顾经济

性和可达性 。

２．３．１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符合 住建部要求 （本市位

于Ⅲ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要求 ７５％～８５％），并结

合上海特点 ，进一步明确该指标定义为经海绵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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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控 制不排入规划区域 外的雨水 径流的比

例。“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应纳 入总规指标体系 ，并

在控规层面分解到建筑与小区 、绿地 、道路与广场等

不同用地类型 ，根据规划区域内的用地结构特点 ，各

系 统 削 减 占 比 可 在 区 间 内上 下 浮 动 调 整，如 表

１所示 。

表１　上海市年径流总量控制指标

指标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新建／％ 改建／％

约束性

指标

　 年 径 流 总

量控制率 ≥８０ ≥７５

　建 筑 与小 区 系

统削减占比
３５～４０　 ３０～３５

　绿 地 系统 削 减

占比
２５～３０　 １５～２５

　道 路 与广 场 系

统削减占比
１２～１５　 １０～１２

　河 道 与雨 水 系

统削减占比
１５～２８　 ２８～４５

　　 其中 ，前三个系统无法完成的控制目标部分 ，可

通过内涝防治系统进行托底 ，充分体现 “绿灰结合 ”

的原则 ，内涝防治系统包括管渠系统 、超标雨水排放

系统 ，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调蓄空间 ，可为年径流总量

控制托底 ，也为相关研究所提出的 “基于上海水文地

质特点 ，传统低影响开发设施改造方案难以支撑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 ７５％”的结论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 。

２．３．２　绿地率

绿地率 是海绵 城 市建 设的重 要 指标，是生 态

斑块的重要组成 部分。根据规划部门和绿化市容

部门的意见 ，在区 域系统 中采用“绿地占建设用地

比例 ”，指规划 Ｇ类用地 占建设用地 比例，包括公

共绿地 、防护绿地 和其他 绿地，不含建筑区块内附

属绿地 ，从管理方 面更有 利于规划 控制、建设实施

和评估考核 ，根据 《城市用地分 类与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３７－２０１１）和上 海市已编 控制性详

细规划 （截至 ２０１４ 年６月），提出指标 值为１５％。

在绿地 系统中则 采用“建成区绿 地率”，是指在城

市建成区 的各类 绿地面积 占建成区 面积的比 例，

根据 《国家 园林城市 标准》的要求，提出指 标值为

３４％，并要 求改建 区 域（项 目）中 绿地率不 应低 于

现状值 ，同 时对不同类 别地块的 绿地率提 出了 明

确要求 ，如表 ２所示 。

表２　建成区绿地率控制指标

指标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新建／％ 改建／％

约束性

指标

建成区绿地率 ≥３４

居住区绿地率 ≥３５ ≥２５

保障房绿地率 ≥２５ ≥２５

公共建筑绿地率 ≥３５ －

重要功能区绿地率 ２５～３０　 ２５～３０

工业园区绿地率 ≥２０ ≥２０

２．３．３　河面率

水面率是海绵城市建 设的重要指 标，是生态斑

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水务部门意见 ，在区 域系

统中采用 “河面率 ”，指 河湖面积占行政区总面积的

比例 ，也是从管理部门出发 ，有利于规划控制 、建设

实施和评估考核 。由于 池塘 、小区景观水体等 不属

于水务部门管理的水面面积 ，能够再增加这些设施

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更有好处 。结合全市河湖蓝

线编制工作的成果 ，提出指标值为 １０．５％。该指标

为全市层面的目标指标 ，水务部门已经逐层分解 ，落

实到各个区县 ，某一规划区域内的河面率的取值 ，可

以根据规划区域特点 ，在平衡全市河面率的基础上 ，

进行上下浮动调整 ，但不应低于现状值 。

２．４　专业指标

在区域规划指标的指导下 ，又结合研究成果 ，将

各专业的指标进行明确 。

２．４．１　透水铺装率

本市针对建筑与小区 、绿地系统内硬质区域 、人

行道 、专用非机动车道 、高架道路 、停车场和广场分别

提出新建和改建的指标值 ，如表 ３～表５所示 。如要

求建筑与小区中透水铺装面积与公共地面停车场 、人

行道 、步行街 、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 、室外庭院等硬地

面积的比例应 ≥７０％，同时为避免径流污染地下水 ，

对于地表径流污染较为严重的工业仓储用地的透水

铺装率指标不作规定 ；如道路系统中 ，在国内首次将

高架道路透水铺装率列为鼓励性指标 ，主要是基于上

海已有的工程经验和国外发达城市的相关指标 ，日本

高速公路和城市高架透水沥青铺装率超过 ８０％，以提

高快速道路行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

表３　建筑与小区系统中透水铺装率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新建
改建 （历史建筑

保护改造除外 ）

住宅 公建
工业

仓储
住宅 公建

工业

仓储

约束性指标 透水铺装率 ≥７０％ ≥７０％ － ≥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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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道路系统中透水铺装率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新建／％ 改建／％

约束性指标 人行道透水铺装率 ≥５０ ≥３０

高架道路透水铺装率 ≥７０ ≥５０

鼓励性指标 专用非机动车道透水铺装率 ≥４０ ≥２０

步行街透水铺装率 ≥７０ ≥５０

表５　停车场广场系统中透水铺装率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新建／％ 改建／％

约束性指标
停车场透水铺装率 ≥７０ ≥５０

广场透水铺装率 ≥７０ ≥５０

２．４．２　绿色屋顶率

本市针对建筑与小区和绿地系统分别提出新建

和改建的绿色屋顶率指标值 ，如表６、表７所示 。如要

求满足条件的新建 、改建公共建筑的绿色屋顶率不低

于３０％，而对于满足条件的新建住宅 、工业仓储建筑

的绿色屋顶率则为鼓励性指标 ，主要是考虑到住宅建

筑的产权 、业主意愿 、后期养护和工业建筑的建筑承

重、防水隔热 、水分涵养等问题 。绿地系统中则要求满

足条件的新建 、改建建筑的绿色屋顶率不低于 ５０％，可

以更好地增强绿地系统的景观效果和系统功能 。

表６　建筑与小区系统中绿色屋顶率指标

指标

类别

指标

名称

新建／％
改建 （历史建筑

保护改造除外 ）／％

住宅 公建
工业

仓储
住宅 公建

工业

仓储

约束性

指标

绿色屋

顶率
－ ≥３０ － － ≥３０ －

鼓励性

指标

绿色屋

顶率
≥３０ － ≥３０ － － ≥３０

表７　绿地系统中绿色屋顶率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新建／％ 改建／％

约束性指标 绿色屋顶率 ≥５０ ≥５０

２．４．３　下凹式绿地率

“下凹式绿地 ”并 不是简单 地降低绿地标高 ，而

是需要同时对绿地下方的结构层进行改 良，使土壤

的保水性和入渗率满足植物生长和雨水径流蓄排净

化的要 求。本市下 凹式绿地 率的 指标 值为７％～

１０％，相对国内其他城市偏小 ，主要是绿化市容部门

和相关专家考虑本市 “三高一低 ”的特点 ，以满足雨

水蓄排需求和保障绿地功能定位为目标 ，经科学测

算后 ，确定了该指标值 。

２．４．４　河湖水系生态防护比例

城市河湖水系是蓄积 、调节 和净化雨 洪径流的

主要场所 ，河湖水系生态防护对控制径流污染有 重

要作用 。本市在河湖水 系现状水利普查基础 上，结

合国家要求和实际情况 ，提出河湖水系生态防护比

例应不低于 ７５％。在建筑与小区系统中 ，也将水体

生态化作为鼓励性指标 ，要求新建小区应保持原有

自然水体 ，并对人工水体进行生态处理 ，其中人工水

体指水量大于 ５　０００ｍ
３ 的设施 。

２．５　技术指标

除了约束性指标和 鼓励性指标 ，还提出了各系

统技术指标 ，以保障相关海绵技术设计的科学 性和

合理性 。

２．５．１　建筑与小区系统

为了保障屋顶绿化 、地下空间上方 绿地对雨水

滞蓄功能 ，提出屋顶绿化持水层厚度应 ≥５ｃｍ；地下

空间上方绿地的覆土厚度应满足绿化种植要求且 ≥

１．５ｍ ，地下空间顶板为反梁构造 的，反梁深度不计

入有效覆土厚度 ，或采取有效的专用节点 。

为了保障小区排水安 全，提出新建 场地的建筑

入口坡度应 ≥１％，硬地广场坡度应 ≥０．５％，绿地坡

度应 ≥２％，小区道路坡度应 ≥０．５％；而改建区域则

应对现有积水点进行改造 。

为了有效削减屋面 、地表等硬质铺装的径流 ，提

出屋面雨水 排 水应采用断 接，以 散水、水簸箕等 形

式，将屋面雨水的排放与生态雨水设施有效衔接等 ，

小区内宜以渗管 、生态草沟等技术措施替代传统的

雨水管道 。

２．５．２　绿地系统

绿地系统的技术指标主要是为了控制绿地下方

地下空间对绿地蓄渗 、涵养雨水的影响 ，提出应控制

地下空间开 发面 积，新 建公园绿 地面积≤０．３ｈｍ
２

的，禁止地下 空间商业 开发；新建公园 绿地面积 ＞

０．３ｈｍ
２
的，地下 空间开 发面积不得大 于绿地总 面

积的 ３０％，原则上用于建设公共停车场等项目 。

２．５．３　道路与广场系统

道路与广场系统技术指标主要是保障透水铺装

的有效渗水能力 ，提出连通孔隙率应 ≥１０％，面层透

水系数应 ≥０．１ｍｍ／ｓ。

３　结语

海绵城市是实现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

重要途径 ，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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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城市 ”理念源于发达国家雨水综合管理 、低影响开

发（ＬＩＤ）等理 念，很多相关技术也在国外得到了很

好的应用 ，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

一个城市的自然条件 、经济条件 、社会条件甚至人们

的生活习惯都会对相关技术的应用造成影响 ，简单

的“拿来主义 ”，很可能会南橘北枳 。因此 ，因地制宜

地开展各地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和适用技术的

研究很必要 ，还应该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进行跟踪

和效能评估 ，以期对指标和技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进行验证或进一步完善和修正 。

　　 ＆ 通讯处 ：２０００９２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９０１号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ｓｍｅｄｉ．ｃｏ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５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控 源 截 污 技 术 探 讨
邹 伟 国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 　从源头控制污水向城市水体排放是黑臭水体整治最有效的工程措施 ，对污水截污纳管过

程中的截流系统设置 、河水倒流 、不同排水体制之间的连接等措施存在问题进行剖析 ，并提出其改进

措施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截污效果 。

关键词 　黑臭水体治理 　控源截污 　截流式合流制

　　 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应遵循 “控源截污 、内源治

理；活水循环 、清水补给 ；水质净化 、生态恢复 ”的基

本技术路线 。其中控源截污 、内源治理是基础与 前

提，水动力改善和生态恢复 是长效 保障措施 。从源

头控制污水向城市水体排放是黑臭水体整治最有效

的工程措施 ，也是其他技术措施的前提 ，截污纳管设

施设置不合理及存在缺陷 ，会导致在降雨时河道溢

流污染较大 ，逢雨即黑现象较为普遍 ，直接影响到黑

臭河道的治理效果 ，同时会影响 到整个污水管网的

运行 ，导致水厂进水水质偏低 ，影响到污水处理厂的

正常运行及处 理效 果。下面笔 者根据在 实际工程

中，调查发现截污纳管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改

进措施进行简要分析 。

１　控源截污技术

黑臭水体多处于老城区 ，地下管线基本成型 ，地

面建筑拥挤 ，路面狭窄 ，如若采用分流制 ，存在上游

雨污水分离不彻底 、投资大 、施工困难等诸多现实问

题，因此在排水体制选择时 ，不能过分依赖分流制来

解决 ，考虎到现实的因素 ，一般很多城市 ，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 ，多数老城区排水体制仍将是 处于合

流制和分流制并存的状态 。

对老旧城区 ，多采用截流式合流制的方式 ，即一

般采用应沿河岸或湖岸布置溢流控制装置 ，利用原

有合流管并沿河道两侧敷设污水截流管的形式收集

污水 ，具体作法是在污水截流干管前设置截流井 ，截

流干管的管径根据旱流污水量和截流倍数确定 ，理

论上是使旱季污水及初期雨水进入污水截流干管 ，

当雨水量的增加超过了截流干管的输水能力时 ，多

余的水包括部分污水与雨水溢流进入河道 。这种排

水体制在各地老城区截流污水的具体实施中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它充分利用原有的合流管 ，避免了大

量复杂 、艰难的政策处理工作 ，既减少了在城市道路

上敷设污水管对道路交通及周围居民生活的影响 ，

又节约了大量投资 ，解决了初期雨水的污染问题 ，并

且易于实施 ，在一定时期内和一些地区不失为一种

污水收集形式 。

２　截污纳管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截流式合流制排水系 统改造看似 简单，其实远

非如此 ，考虑到不同地方差异较大 ，且对截流井的设

置方面重视程度不够 ，有些地方照抄照搬 ，截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