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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的出现，既迎合了城市河道治理的需求，又能有效实现了资源的积存和利用，为城市建设及河 

道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对海绵城市的理念和特性进行了简单阐述，并以厦门市西溪为案例展开对城市河道治理应用的分析， 

旨在剖析 当前环境条件下发展海绵城市建设的意义，为城市河道整治提供方案参考。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conceptofsponge citydesignhasnotonlycateredtothedemandofurbanfivermanagement，butalsorealized 

the accum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resources effectively．It provides a new way for 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fiver design．This paper briefly 

explores the ideas and characteristics ofsponge city，and takes Xixi fiver in Xiarnen city as the example，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ban fiver 

regulation，the purpose ofthis study is to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developing th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under current environment，to 

provide schemereferenceforurban fiver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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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海绵城市的内涵及特性 

长期以来，人民群众依水而居的习性自农业社会流传至 

今，即便进入工业化时期，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资源，因此，水系密集的区域一直成为人类的聚居地，多数城 

市正是发源于河流两岸，城市河流也成为名副其实的 “母亲 

河”。然而，随着人类对湿地的过度开发，内涝、洪水、工业污染 

等问题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难点，不仅严重降低了沿岸居民 

的生活质量，同时使城市失去了潜在的景观及水系资源，对城 

市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依托于雨洪利用理论而产生的 

“海绵城市”的概念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其自循环、自积存、 

自净化的特性受到市民的欢迎，我国也在大力推动海绵城市 

建设及相关理念在河道治理方面的应用，为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优化城市环境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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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海绵城市的含义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在面对降水等环境变化时能够展现 

出像海绵一样的物质特性，以充分的弹性和吸收承载能力应 

对复杂的城市天气变化，在雨季或降水发生时，发挥“海绵体” 

的作用，将雨水等物质吸附保存起来，并通过基本的净化和下 

渗补充城市浅层地下水；在旱季时，再将海绵体内储存的水资 

源释放出来，反哺给市政给排水管道及城市河道等各个水系 

网络，运用海绵城市的巨大承载量，提升在极端天气下对环境 

的适应能力，保障城市在各个时期都能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 

利用，运用自由调节原理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 ”。 

2．2海绵城市的特性 

海绵城市具有3个方面的显著特性：(1)海绵城市的水系 

分布更为丰富，在城市供排水管线的基础上，将城市与自然融 

为一体，通过多种方式对降水进行储存和净化，在不加重基建 

负担的前提下，实现对丰水期水体的吸收及储存，避免积水、 



内涝等水患的产生；(2)海绵城市的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过 

程，运用其理念进行河道及水系整治时，同样实现了对绿地、 

湿地、基建设施的维护和改造，使市政系统得到充分利用，降 

低了建设成本；(3)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运用精细化改进和处 

理方式，在防洪、泄洪、排污、净化等层面采用不同的单元，但 

又都在同—个体系内进行运作，具有高效而系统化的特点12]。 

3实例分析 

3．1西溪河道概况 

西溪是厦门市流域面积最大、径流量最高的河流。全长 

33kin，在同安区的流域面积达到456km2，在明清时期就承担 

着重要的航运任务，且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但建国后工业化的 

发展使该流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压力。此外，厦门作为重要经 

济特区，对西溪沿线的湿地开发超出了自然调节的范围，使得 

西溪沿线在台风期时常受到暴雨影响，引发洪涝灾害。西溪主 

干线还与汀溪水库、溪东水库、竹坝水库等一系列水利设施相 

连接，在蓄洪蓄水的同时承担着厦门同安区300万居民的生 

活用水，因此，对西溪城市河道的治理成为厦门市政府长期关 

注的项目口】。 

3．2西溪河道综合治理的目标 

西溪河道在治理前的整体项目要求是保证治理后的水质 

达标，且在汛期和台风多发季节保证西溪水位不超过警戒线， 

同时修复沿岸的湿地生态系统，整体工程建设期间不得对已 

落 。在水质治理方面，启用膜生物 

反应器对溪东水库、竹坝水库等支流蓄水区进行生物降解，减 

少有机物污染；同时使用截污箱涵对干流进行截污处理，在中 

上游污染较轻的地区加设生态保护区，在非人为治理下运用 

湿地自净能力实现自然恢复，并稳固上游地区的河道保持地 

质稳定，逐渐形成自然景观；截流工程方面，对中下游的瑶头 

至石浔沿线共9．65km的河道进行截流，重点针对寨山和东咀 

港之间约 7．25km长的河道进行集中治理。由于该地区沿线是 

厦门市的重要工业区，该地区在旱季时的工业废水排放使河 

流重金属含量超出国家标准规定的 20倍，在该地域进行截流 

能有效降低对下游地带的污染，同时将污水接入就近的污水 

处理厂实行集中治理，通过截污箱涵限流，配合湿地保护区起 

到净化和雨季降水下渗的作用 。 

3．3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西溪河道综合治理中的应用 

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西溪河道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技术指 

导作用，厦门市本身作为沿海城市，身处季风气候区，其降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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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典型的雨热同期的特征，雨季集中在 5～8月，且每年平均经 

受4次以上台风，因此，防洪安全和蓄水是西溪河道治理中的 

重点内容。首先，依据雨洪利用理论，对西溪的河道治理要坚持 

上蓄下泄、疏导泄流同时进行的原则，为达到防洪目的，建立起 

城市的“海绵体”结构，增强城市丰水期的弹性。在西溪上游建 

立湿地保护区和调蓄专用的扩容水库，在中下游采取生态沟壑 

与人工绿化带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一条防水缓冲带，充分结 

合大自然自身的调节能力来提升城市河道的蓄水性。此外，还 

利用西溪支流的2个自然外流湖对蓄洪量进行扩容，尽量降低 

同安市区的改造幅度，降低拆迁成本，规避对市内建筑格局的 

影响，做到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其次，在中下游干线流域设置截流工程。中下游截流工程 

可划分为“两点一线”，即分别以上游的寨山和下游的东咀港 

为起止两点，又将起止点上的2个人工水库和湿地区作为关 

键节点，中间截流区长7．25km称为一线。通过在河道沿线布 

置截流管、截流箱涵以及限流装置分离污水并将其疏导至就 

近的污水处理单位进行污水处理。在不占用现有市政管线的 

基础上实现对干流河道的污染治理，有效提升西溪水质并达 

到规划标准。 

4结语 

从厦门市西溪的河道综合整治案例中可以看出，海绵城 

市的设计理念对城市河道治理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不仅能 

够在疏浚分流方面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还能够显著提升水 

质，保障沿岸地区的防洪安全。在新时期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背景下，海绵城市理论在河道水环境整治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值得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未来城市建设中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望本文研究成果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积极推动 

海绵城市及其理念在河道治理方面的应用，为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及城市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施冬梅，杨海军，宋健．论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综合整治中 

的应用啪．工业 c，2016，18(6)：108—109． 

【21何造胜．论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中的应用【J】． 

水利规划与设计，2016，15(1)：39—42． 

【3】何沁波．论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中的应用叨．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7，26(14)：17003—17005． 

【4】寇自洋，李霎龙，巴超．浅论海绵城市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J】．丝 

路视野，2017，27(24)：184． 

【收稿日期]2018-03-02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