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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大量储水后，若想让“海绵城市”真
正惠及百姓，体系化管理不可或缺。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南区高嘉华市的城市
中心再开发项目就是一个代表性项目。该项目
对路面雨水进行回收再利用，雨水被首先收集
到一个总的污水收集池，用以沉淀和过滤其中
的垃圾和较大的污染物，最后被泵加压回送到
庭院灌溉植物，而这些植物也可以过滤雨水，
过滤后的雨水再次被收集和储藏在一个分离的
水箱中为其他水箱提供补充水源。

而通过屋面回收的雨水通常较干净，可以
直接提供给用户用于对水质要求不太高的使用
需求，如供用户冲厕和洗车，或为市政广场水
景供水等。

墨尔本提出的水敏性城市理念则是从传统
的水量控制过渡到水量和水质并重方面，进一
步推进雨水收集利用并追求雨洪管理设施和城

市景观的有机融合，以实现城市发展和水环境
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从而引入了雨水、地下
水、饮用水、污水及再生水的全水环节管理体
系。其核心观点是从城市规划与设施设计的角
度来呈现雨水管理的重要性并把城市水循环视
为一个整体，将自来水、污水、雨水排放作为
城市水循环的构成要素来综合考虑和管理。水
量水质问题就地解决，不把问题带入周边，避
免了增加流域下游的防洪和环保压力，降低和
省去了防洪排水设施建设或升级的投资。

“雨水流走就是洪水，留下来就是资源。”
日本全国性的民间组织“雨水市民之会”指
出，应该摆脱对远方水库的全面依赖，实现水
源的自立，通过积存雨水减轻洪水，通过利用
雨水和地下水，防止旱灾。该会不仅在日本推
进雨水利用，还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雨水利
用经验。 据《南京日报》

将雨水纳入体系化管理 推进水循环使用

6月雨季来临，防洪防涝再度成为舆论
关注的焦点。在国际上，不少国家应对洪
灾的法宝是发展“海绵城市”，或许，他们
的经验值得借鉴。

早年间，“海绵城市”是迫于洪涝灾害的
压力应运而生的。

在这套理论应用较早的美国，一些城市曾
经常遭遇城市水流不畅的问题，大量降雨后就
变成一片泽国。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大城市休斯
敦，过去15年来人口增长了10％到30％，达到
200多万居民。城市以“摊大饼”的模式迅速
扩张，不透水的钢筋混凝土地表取代了牧场和
农田，造成地面和地面径流系数（即一定汇水
面积内总径流量与降水量的比值，径流系数越
大则代表降雨较不易被土壤吸收，亦即会增加
排水沟渠的负荷）持续增大。加上休斯敦的土
质松软，地势接近海平面，又毗邻墨西哥湾而
常常遭受飓风吹袭，降雨量大，每次大雨后都
会发生严重的城市水浸。同时，该州的非海岸
地区又常常遭受旱灾，导致畜牧业的严重损
失，并且容易发生森林火灾。洪涝和干旱灾害
的交替发生，更突出了发展“海绵城市”的重
要性。

无独有偶。在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
务部的统计显示，仅在2007年夏天，英格兰地
区就有 5.5 万所房屋被毁，其中三分之二是由
于城市排水系统过载造成的排水失控。随着全
球气候变化，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

近几年，英国的极端天气统计数据频频
“破纪录”：2012年，由于降水频繁，英格兰和
威尔士地区河流日均流量创半个世纪以来最高
值；全英一年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时间出现洪
水，而同时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发生干旱。

鉴于此，“海绵城市”理念也逐渐走入英
国。

从本质上讲，“海绵城市”并不是某种固
定的城市形态，而是以对环境的低影响、可持
续为指导思想，通过现代雨洪管理等手段，解
决城市排水、水安全、水资源等问题，最终在
城市实现接近自然界那样的循环与平衡。

那么，建设“海绵城市”究竟能带来多大
益处？

在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看来，主要好
处包括：改善水质、增加对地下水的补给、
保护河道和固碳等，最大的附带好处，就是
规避洪水。EPA的最新研究报告称，如果使用
这一理念来规划城市，美国到 2040 年后，每
年可以避免洪灾造成的 1 亿到 3 亿美元 （1 美
元约合6.56元人民币） 损失，并有可能高达7
亿美元。而在 2020 年至 2040 年期间，避免损
失的总价值将达 10 亿到 20 亿美元，并有可能
达到 50 亿美元。这项研究报告只包括住宅和
商业建筑，如果再包含公路、铁路、医院、
发电厂等其他设施，能够避免的损失数额将
大得多。

目的
实现接近自然界
那样的循环与平衡

他们怎样建设
“海绵城市”

基于能带来的多种益处，很多
城市也在因地制宜地实践着“海绵
城市”的理念。而在实践过程中，

“蓄”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也就是
收集雨水。

于 2012 年提出的“可持续城
市排水系统”（SuDs），就是如今
英国“海绵城市”的主要实现形
式。有专家介绍，与世界上其他类
型“海绵城市”的实现方式相比，
英国的 SuDs 特点在于注重“蓄、
滞、渗”。在此背景下，建立家庭
雨水回收系统成为英国政府力推的
一项重要“蓄”的举措。目前，政
府已经把是否建立雨水回收系统、
达到相当的可持续利用标准，纳入
到新建住房的评估体系当中，这将
直接督促开发商行动起来，配合完
善SuDs系统。

目前，在伦敦等大城市，许多
家庭都在地下设有 1000 升以上的
储水罐，从屋顶收集的雨水经过过
滤系统，进入地下储存。此外，伦
敦的几大水务公司也在伦敦周边建
立起 30 多个大型人工蓄水湖，帮
助缓解泰晤士河的排水压力。

与伦敦类似，日本早在 2001
年 7 月 31 日就制定了 《东京都雨
水渗透指针》。东京都把从屋顶经
过落水管收集的雨水、降落在庭
院、运动场、停车场等的雨水都
作为推进向地下渗透的对象，除
个别易造成滑坡的地带外，通过
建设透水性路面、雨水渗透侧
沟、透水池、地表建设绿地等促
进雨水渗透，并对于施工方法和
所用材料也都进行严格规定，目
标是使每年降水量的 80％ （每小
时 10 毫米左右的雨水） 都能渗透
到地下。

东京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园
都设立了收集雨水的蓄水槽和促
进雨水向地下渗透的渗透槽。下
雨天，雨水流入地下的蓄水槽，
晴天时用来浇灌花草。由于能够
储存不少雨水，可以避免大量雨
水一次性涌入下水道，导致下水
道不堪重负而出现都市型洪水。
而如果蓄水槽充满，则雨水会溢
到渗透槽中，然后渗入地下，从
而涵养地下水源。

实践
新建住房

必须有雨水回收系统

在“海绵城市”的理念中，另一个不可
忽视的方面就是通过绿化涵养水源。

在 英 国 ， 政 府 就 通 过 提 出 “ 滞 ” 和
“渗”的策略，通过扩大绿化面积、推广可渗
水铺地材料、建设“雨水花园”等方式实
现。这两方面不仅看重实用性，而且更能反
映出“海绵城市”倡导的绿色生态理念。事
实上，这种理念一直贯穿在伦敦的城市建设
历史之中。

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同等规模城市中，
伦敦的绿化率名列前茅。在英国生活过的人
都有这样的感觉：大到市政公园，小到私家
的英式庭院，绿色、景观和生态和谐都细致
入微地体现其中。绿化率本来就高，民众又
有园艺和绿色意识，“海绵城市”的推行就有
现实基础和公共基础。

同样，在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推动的
“领先能源和环境设计”评分认证系统中，专

门有水资源管理的分类。另外，从澳大利亚
兴起的“永续农业运动”，也在美国有诸多拥
护者。这种新型农业理念尊重各种生态原
理，遵循自然界的能量流动模式，而发展出
高效率的系统，其中科学储水和再利用就是
重点，摒弃了美国过去50年来常见的耗水又
不出产食物的绿草坪景观设计，通过挖水
渠、大量种果树、坚果树来实现土地现场储
水，减少水土流失，再用池塘实现鱼菜共生
等，其目的是实现人人种菜而自给自足，并
且不施化肥。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诸多城市中，洛
杉矶在建设“海绵城市”方面卓有成效。洛
杉矶有一个实验型街区名叫Elmer，这里种植
抗旱的植被，地上铺设可透水砖面，地下埋
有储水罐并挖有水渠，每年收集的雨水可供
30个家庭使用，当地一半的家庭都安装了雨
水收集桶，完全消除了水浸的问题。

建设“雨水花园” 广种植被涵养水源

街边公园也可以成为街边公园也可以成为““蓄水池蓄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