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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城市人口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形式,政府部门愈发注重城市建设问题,如何建设各

种城市基础工程,拓展城市绿化景观,建设适合人们居住的日常生活环境,是目前政府部门急需考虑的问

题。针对该种情况,海绵城市理念出现在人们视线范围内,其能降低地表径流数量,解决城市中存在的内

涝问题,优化城市生态环境,避免城市出现雨岛效应,构建绿色的城市居住环节,进一步扩大城市绿化范围,

营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基于此,本文通过阐述海绵城市概念为基础,注重分析海绵城市角度下的道路绿化

景观设计,分析发现传统城市道路绿化景观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案例,将海绵城市理念应用到道路绿

化方面,提高道路绿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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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ity construction problem. How to build various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expand the urban greening landscape, and build a suitable daily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consider.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appears in people's sight, which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surface runoff, solve the 

problem of waterlogging in the city, optimiz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void the rain island effect in 

the city, build green urban residential links, 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of urban greening, and create a good urban 

imag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nge city by elaborating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as the basis, analyzes and find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road greening landscape of city, combines with actual cases, applies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to road 

greening, and improves the effect of road g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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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产业结

构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无形中提高人们日常生活水平,传统城

市施工模式无法满足人们日常需求,打破城市发展和自然生态

生长间的平衡性,给城市带来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如雨洪灾害、

水污染等问题。针对该种情况,海绵城市理念应运而生,其主要

内容是自然净化、自然蓄存、自然渗透,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保

护城市生态环境,避免其受到外在因素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建设海绵城市时,工作人员要结合不同城市情况,合理设计城

市道路绿化方案,避免因人为因素产生严重的问题,影响到整个

城市的生态环境,推动我国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1]。 

1 海绵城市理念概述 

海绵城市是指具有海绵基础特征的城市,自身具有蓄水、吸

水强等特征,能提高城市水资源的存储量,充分发挥水资源自身

作用。在传统城市建设时,并未真正考虑到排水系统给自然环境

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提高对海绵城市理念

的重视程度,将其应用到城市建设环节,构建新型的建设模式,

促进城市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避

免城市中出现内涝问题。 

2 传统城市道路绿化景观中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城市建设过程中,通常采用传统道路绿化方式。这种

绿化方式根本无法满足城市发展要求,甚至会影响到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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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因此,相关部门要根据城市实际情况,优化城市道路绿化

景观设计方法,确保城市道路绿化效果能满足城市发展要求,提

高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在正常情况下,绿化带边缘隔离石要高于

地面10cm,才能确保雨水能及时流出,这种排水方法非常简单,

能满足正常降水量的要求,但如果城市遇到洪水灾害,城市中市

政排水管道根本无法满足洪水排放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传统道路绿化景观设计透水性较弱,在暴雨后雨水不能迅

速渗透,导致城市道路上积留大量雨水,城市排水管不能满足大

量雨水排放要求；第二,城市市政排水系统通常会将雨水排放到

附近河流,不仅造成雨水严重浪费,让很多地方出现缺水现象,

还会让下游出现洪涝灾害；第三,城市道路绿化景观设计主要目

的是存储水资源,提高土地稳定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但在传

统城市绿化建设中,并未将自然环境和城市道路绿化景观设计

工作相互结合,导致两者处于独立状态,无形中增加水资源消耗

量,给工作人员管理水资源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在城市建设时,

要站在海绵城市角度,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营造良好的城市环

境[2]。 

3 道路绿化景观设计中海绵城市建设技术的应用 

3.1工程概述 

工程案例处于河北廊坊新兴产业示范园区,主要内容是设

计示范园中主干路的绿化景观,主干路是由龙台北路和龙清路

组成,其线路总长度为48m,采用四板五带式布局,在道路中央位

置设计中分带,宽度为2m,两侧有机动车道,宽度为2m。其中龙清

路总长度为6165m,两侧各设置10m宽绿带,绿化面积为19624m2；

龙台北路世纪长度为2641m,两侧设置有宽度为15m的绿化带,绿

化面积41198m2[3]。 

3.2设计目标 

本文以绿带生态功能为主体,注重实现绿带审美功能和低

影响开发控制目标,营造良好的道路绿化景观,提高道路绿化景

观的实用性。在绿化带中建设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能实现城市

和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保证道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超过85%,

实现3a一遇重现期道路雨水蓄水和排放工作。同时,通过呈现新

区面貌,将繁荣作为现代绿化景观设计的主要色调,充分融合工

业景观和居住景观,建立赏心悦目的景观形象。另外,通过建立

道路绿线,进一步优化道路周围环境,构建健全的绿色生态体系,

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4]。 

3.3设计方案 

3.3.1分车绿带设计 

分车绿带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滞留带,用来蓄存自身雨水径

流和机动车道雨水径流。但由于道路类型种类较多,每天需要经

过大量车辆,给径流中掺和各种固体颗粒物质和污染物,严重影

响到水资源净化、蓄存等作用。针对该种情况,工作人员要利用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将绿带设计为下凹式,通过顶部储存适量

水资源。而中分带在道路横坡顶拱位置,横坡方向上流入的雨水

径流数量较少,只有当道路纵坡值高于横坡值时,绿带才会截留

道路中心线位置的径流。因此,在设计中要在道路纵向坡位置,

如道路转弯处和路口起止处设置孔口道牙,入口位置铺设适量

砾石带,能拦截直径超过1mm的颗粒物。而侧分带能吸收机动车

道的雨水径流,但由于雨水污染严重、垃圾物较多、径流量大等

特征,工作人员要在机动车道方向每隔1.8m位置安装孔口道牙,

且在开口一侧设置宽度为0.5m的滞留带,来提高流入绿带的径

流量,从而达到净化、储存水资源的效果,并在侧分带中每隔50m

设置溢流口,将其和市政雨水管道相互连接,保证道路纵坡高于

路段位置中设置挡水墙,妥善处理雨水排放问题。 

在风格设计方面,由于道路宽度较窄,通常利用规则式种植

方式,以中分带为核心,采用对称布置技术设置侧分带,考虑到

侧分带吸收雨水径流有限,工作人员要在靠近机动车道边缘位

置种植草坪,局部种植大乔木,不仅能增加园区的美观性,还能

提高绿带的蓄水效果。由于中分带不受到雨水流量影响,工作人

员注重建设景观带,结合道路周围土质特征,突显出道路特色；

靠近工业区的龙台北路选择紫叶李和照手桃进行间隔种植,不

仅能给人们带来良好的视觉享受,还能突破工业园冰冷印象；靠

近居住区的龙清路道路景观设计中,每隔200m不同植物进行组

合,突出景观亮点,提高道路的人文气息[5]。 

3.3.2行道树绿带设计 

行道树绿带具有储存非机动车道雨水和人行道雨水的作用,

其中人行道采用自透水下垫面铺装方法,雨水通过砖体渗透到

基层。因此,工作人员要利用树池式单排列种植行道树绿带,采

用LJD树池,在树池周围铺设适量的平缘石,有利于人行道雨水

径流能流进LID树池。由于非机动车道横坡和人行道呈现1.5%

斜坡,所以工作人员要在LID树池靠近非机动车道一侧设置进水

孔,有利于树池吸收非机动车道的雨水径流。另外,要在行道树

周围箱内设置碎石缓冲带和地被,缓坡幅度控制在1.5%,这种复

合种植方法能提升树池对雨水的存储量,合理控制树池的水土

流失程度,提高日常景观效果[6]。 

3.3.3路侧绿带设计 

路侧绿带主要作用是调蓄流到绿带的雨水,由于绿带和道

路呈1.5%的横坡,工作人员在设计远路端时要采用乔灌草复合

结构,建立天然植物缓冲带；近路端设计为下沉式绿带,合理利

用现有地形,选择有良好积水条件的绿化区域,弯路位于绿带弧

度内侧；中间环节要通过植草沟将近远路端和下沉式绿地相互

连接,形成各种生态绿地系统。当雨水流到绿带后,经过植物缓

冲带进行净化和植草沟进行传输,全部灌输到下沉式绿地,然后

通过表面土层过滤和植物根茎过滤吸收,能将净化后的水质全

部补充到地下水。在设计风格方面,要根据使用者实际要求和周

围地区功能,将路侧绿带分为形象段和功能段,种植设计工作通

常在形象段进行。 

工作人员要在龙清路使用自然组团式风格,近景中种植耐

水湿地被和生草花,远景种植落叶乔木和常绿乔木,中景选择开

花灌木,让道路造成三种主题区域,即是观果、观花、观叶等区

域,局部配置文化小品和休息座椅,建设集休闲和观景为一体的

道路绿化景观。另外,要将多层次植物群落作为绿墙,将道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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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进行分隔,降低车辆噪音污染,给居住区提供安静的居住

环境。在工业区周围的道路绿化方面,要按照整洁大方,降低污

染物给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龙台北路采用规则式风格,

远景种植高大乔木,围合道路空间,建立良好的道路天际线；前

景种植绿篱,要合理搭配植物色彩,营造出规范的道路景观,保

证驾驶员行驶中视野的流畅性,从而达到交通引导作用；中景采

用彩叶灌木和常绿小乔木[7]。 

3.3.4植物选择 

在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中,植物选择方法和其他园林绿地

有直接联系,工作人员不仅要考虑到植物审美功能,还要注重其

生态功能,即是在复杂环境下的生长情况和特殊作用。虽然不同

雨水设施结构存在差距,但在植物选择方面有一定相似性：第一,

要优先选择乡土植物,合理配置外来植物；第二,选择净径流污

染净化能力强、根系发达、枝叶茂盛的植物；第三,选择抗逆性

强、适应城市环境能力高的植物；第四,丰富植物群落搭配,确

保不同群落间不存在竞争性,加强整体群落的稳定性,实现植物

景观可持续发展。目前,由于受到地理条件限制,本项目绿地中

并非每个月都有充足水源,有枯水期和丰水期,只有在夏季降雨

量较大时才能发挥出调蓄作用,所以在选择种植的植物时,尽可

能选择抗旱能力强、水生环境适应能力强的植物。本工程中注

重处理好下沉式绿地和植草沟植物设计工作,将其和远路端绿

化进行相互衔接,前景地势较低位置可选择千屈菜、马蔺,其具

有较强的耐涝、抗旱等特征,局势较高的位置种植月季、珍珠海

等植物；中景是缓冲带,通常采用耐水湿、观赏性种植,满足绿

带不同季节变化,如紫叶李、海棠、元宝枫等植物；远景植物选

择和传统绿地基本相同,如钻天杨、旱柳、白蜡等植物[8]。 

4 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海绵城市应用范围不断拓展,有效推动城市

生态建设向良性方向发展,尤其在雨水回收、利用、排放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而道路绿化作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工作人

员要结合海绵城市理念,将其应用到城市建设中,提高日常城市

调蓄径流雨水能力,避免城市受到旱灾、涝灾影响,给居民营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城市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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