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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雨水花园是一种重要的绿地系统,具有雨水收集与处理、涵养地下水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生

态功能,同时兼具构造简单、成本低及景观效果佳等优点,在国内海绵城市建设中广泛应用。雨水花园

作为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有着特殊的生态使命。基于此,文章就雨水花园的规划进行

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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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n garden is an important green space system, with ecological functions such as rainwater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groundwater conser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lso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structure, low cost and good landscape effect,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in China.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echnical measures in th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the rainwater 

garden has a special ecological mission.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lanning of the rainwater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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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面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扩

大,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需求,大面

积自然绿地被不可下渗的下垫面取代,

雨水径流只能通过灰色基础管道进行外

排,暴雨一旦超出管道荷载,势必发生灾

害。如何利用生态的手法对城市雨水进

行利用和下渗,还原其自然呼吸的雨水

循环,国内外开始相关理论研究并在不

断地进行实践探讨。 

1 海绵城市的发展背景及概念 

1.1海绵城市的发展背景 

我国是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家,每到

夏天,“逢雨必涝”几乎成了许多城市的

代名词。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一些

大江大河流域因暴雨导致的洪水暴发使

人类难以完全抵御；在城市中,看似不大

的降雨却总能引起道路积水,严重影响

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此同时,水资源短缺

同样困扰着我国。雨水既不能及时排走,

又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不仅造成一定程

度的经济财产损失,还制约了城市的生

态可持续发展,这些因素 终催生了“海

绵城市”这一环保理念的产生。 

1.2海绵城市的概念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在应对雨水带

来的洪水内涝和适应环境变化的等方面

具备良好的“弹性”,可以像海绵一样压

缩、回弹,即把降水吸收、储存,需要时

可以再释放出来,不仅防止了城市内涝,

还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水资源,可谓一举

两得。当暴雨天气来临时,路面会出现积

水,大量的积水会造成路面出现大面积

的塌陷,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传

统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排水和蓄水分

别是两个层面,而海绵城市更多的是强

调城市本身具有水生态平衡系统。海绵

城市可以有效地降低雨水造成的灾害,

同时将自然水量进行有效的分配,对于

绿化种植、绿化养护、收集雨水、过滤

雨水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海绵城市的建

设首先要以规划设计为主导,确定科学

合理的方式,采用理论知识先行的策略,

其次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

对自然降水的有效利用,并对生态系统

有利而无害的施工措施。 后,要结合涉

及地区的实际情况,减少对当地既有环

境的扰动,尽量根据环境现状进行开发,

更多地利用当地自然条件。 

2 雨水花园的概述 

2.1雨水花园的概念 

雨水花园从如今的定义来看,更多

地被认为是自然形成或者通过人工营造

出来,用于储存地面或者屋顶雨水的浅

凹的绿地,其通过植被等技术手段对雨

水进行净化,然后将净化以后的雨水逐

步渗入到土壤之中,可以对地下水起到

补给作用,或者将雨水用作景观植物灌

溉用水、厕所用水等,以求实现雨水的二

次利用。雨水花园可以作为城市雨季的

蓄水终端,起到小范围的防洪作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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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寸的“城市绿地景观”。目前雨水花

园已经应用到越来越多的庭院景观设计

当中来,从实践来看,这些设计取得了良

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2.2雨水花园的功能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由雨水引发

的城市水质恶化、洪涝灾害等问题日益

凸显。一方面,由于城市开发不合理,地

面硬化率越来越高,可渗透地表面积越

来越少,河湖填埋,雨水径流量增加,,城

市雨洪调蓄能力降低,现有排水设施无

法及时输排高强度降雨,由暴雨径流产

生的面源污染已成为城市水环境恶化的

重要原因。针对以上问题,城市中除了要

升级和改造排水系统,还可以加大雨水

花园、生态滞留区的建设,建设下沉式绿

地和城市湿地公园,形成从屋顶到街道

的立体雨水循环系统,提升城市绿地的

蓄水能力。 

2.3雨水花园的分类 

(1)控制径流污染为主的雨水花园：

该类雨水花园更类似一个生物滞留区域,

一般适用于硬质化铺装较多的道路、停

车场等周边,通过雨水花园的缓存、过

滤、吸附等作用,减少雨水中的污染物,

有效净化雨水。(2)控制径流量为主的雨

水花园：该类雨水花园的主要功能是减

少区域雨洪径流量,一般位于环境较好

的区域,如公共绿地或居住区花园以及

建筑庭园,一方面收集雨水减少地表径

流,补充地下水,另一方面起到美化环

境、丰富景观的作用。 

3 海绵城市中雨水花园的规划

策略 

3.1海绵城市中雨水花园的设计原则 

雨水花园是一种生态雨洪管理基础

设施,具有成本低、效能高、建造易、维

护简单等特点,建议工程人员建设时参

考以下设计原则： 

(1)充分考虑当地降水情况,遵循室

外环境特点,合理设定主要功能。(2)结

合地形地势特点,对于雨水花园的位置、

范围等进行合理布局。(3)因地制宜,合

理选取各种滤料、植物及土壤等基质材

料开展建设。(4)提前做好排水规划,配

置溢流井、排水管等必要附属设施。(5)

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该注意雨水花园的

生态景观性。 

3.2雨水花园的选址 

(1)规划建设前必须对场地进行适

宜性评价分析。在选址前,应对土壤采

样,进行性质分析实验,避免将雨水花

园建设于土壤渗透性差、土质松软、保

水量低的场地上,以免发生长时间的积

水,对城市环境造成负面影响。(2)规划

场地应具有适宜的汇水面积,能容纳短

时骤增的雨水量。开工建设前,根据该

地区相关室外排水技术规范计算场地

内的雨水径流量,在城市低洼地带、易

积水区设置雨水花园。例如,城市道路、

广场等空间,以便于发挥对雨水的控制

与利用作用。(3)不能对场地建筑以及

其他基础设施造成损害。在开工建设前,

应实地踏勘场地基础条件、周边环境特

点,减少对基础设施的影响。例如,在居

住区雨水利用系统建设中,选址要求距

离主体建筑物至少3m,避免浸泡建筑基

础。(4)规划场地应保留一定面积的地

上或地下空间。依据场地内的雨水径流

系数分析,确定雨水花园的建设规模。

不同现状条件的项目,所需的雨水花园

建设规模不同,留有足够面积的地上或

地下空间,便于规划建设。(5)雨水花园

的选址与后期维护对环境存在一定要

求。例如,雨水花园的选址尽量设置于

南向,远离高大乔木根系；场地高差系

数小,减少人为施加土方量；控制周边

污染源,保障雨水水质中等,降低对雨

水花园内种植物的影响。 

3.3景观设计 

规划时注重对湿地和水生栖息地生

态区的保护,园区内对道路的设计下了

很大的功夫,本着亲近自然、与自然相融

的宗旨进行道路设计,景观区的道路大

多都是融在绿地中的小径、石板路、鹅

卵石道路等,使道路与景观相融。景观区

内生长着多样的植物,这些植物随季节

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们带来丰富的身心

体验。水上花园内的多样性生态栖息地,

除了保护生态系统之外,还是很好的科

普教育基地。河岸缓冲带兼性植物群落

连接陆地与水面,可以改善生态系统,河

岸植被营造出一片绿色的缓冲带和水生

栖息地,帮助净化运河水和雨水径流。还

可以在阶地上种当地的野花,不仅营造

出亲近自然的景观效果,而且给后期维

护减轻了工作量。建设步道自行车道混

合式桥梁给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

会。木栈道、观鸟棚、凉亭等设计,方便

游客在园游玩。 

3.4雨水花园应用维护措施 

(1)在暴雨过后检查雨水花园的覆

盖层以及植被的受损情况,及时更换受

损的覆盖层材料与植被。(2)定期清理雨

水花园表面的沉积物,以免使其渗透能

力下降,降低其效果。(3)定期清除杂草,

同时对生长过快的植物进行适当修剪。

(4)根据植物生长状况及降水情况,适当

对植物进行灌溉。 

4 结语 

综上所述,“雨水花园”作为一种利

用雨水资源的技术,具有结构简单、造价

低、维护简单而又效果明显的优点,建造

雨水花园是实现海绵城市的一个重要技

术手段,雨水花园的建设不仅能对滞留

城市的雨水径流进行有效利用,减少雨

水外排,净化了水质,同时还创造了优美

的景观环境,实现对部分雨水的收集、净

化和回收利用,减少城市内涝,兼顾了生

态效果和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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