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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雨水排水系统是保障城市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影响，暴雨等极端

天气对社会管理、城市运行和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较大安

全隐患。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

通知》等重要文件，为加快构建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

定位相适应的城镇雨水排水体系，市水务局与市规划资源

局联合组织编制《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2020-2035

年）》。 

一、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本市外环线以内以强排模式为主，其他地区以

自排模式为主，排水体制以分流制为主、合流制为辅的排

水格局基本形成，雨水排水设施一般地区采用 1 年一遇标

准，重要地区采用 3～5 年一遇标准。初期雨水治理主要通

过截流泵输送或调蓄池储存，纳入污水厂处理后排放。雨

水排水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建设较早、标准偏低。

二是能力不足、截污有限。三是空间紧缺、改造困难。 

二、规划总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借鉴国际先进城市排水经验，围绕国家对城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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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环境、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等方面的新要求，坚

持“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安全为先、功能融合、科技引

领和建管并重”的规划理念，“绿、灰、蓝、管”多措并

举，建设与“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定位相适应的城镇雨

水排水体系，保障城镇防汛安全、提升区域水环境质量，

为新时代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

保障。 

（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 

（三）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上海市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2800 平方公里，

研究范围覆盖上海市域行政辖区陆域面积 6833平方公里。 

三、规划目标和标准 

（一）规划目标 

至 2035 年，对标国际先进城市雨水排水标准，形成布

局合理、安全可靠、环境良好、管理有效、智慧韧性的现

代化城镇雨水排水体系，基本达到 3-5 年一遇能力，50-

100 年一遇内涝可控，溢流污染物控制率达到 80%（以 SS

计）。 

（二）规划标准 

按照“安全清洁、标准一流、合理可行”的原则，提

出规划标准。具体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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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规划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值 

排水系统设计重现期 3-5年一遇 

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场设计重现期 ≥30 年一遇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50-100年一遇 

强排系统初期雨水截流标准 
合流制≥11毫米 

分流制≥5毫米 

注：内涝防治重现期的地面积水设计标准为：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

筑物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积水深度不超过 15厘米。 

四、规划方案 

（一）排水体制 

规划排水体制以分流制为主、合流制为辅，其中新建

地区采用分流制；建成区维持现有排水体制，对分流制地

区持续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对已建合流制采用截流调蓄处

理等措施进行完善。 

（二）规划策略 

规划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市平原感潮河网和高度城

市化的特点，积极践行海绵城市理念，根据城市发展和排

水设施建设情况，推进“绿色源头削峰、灰色过程蓄排、

蓝色末端消纳、管理提质增效，因地制宜，绿、灰、蓝、

管”多措并举。其中：“绿”是海绵设施的运用和深化，

指在源头建设的雨水蓄滞削峰设施，如设置于绿地、广场、

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小型调蓄设施，具有生态、低碳等特征；

“灰”指市政排水设施，包括管网、泵站以及大型调蓄设

施等；“蓝”指增加河湖面积、打通断头河、底泥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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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河道水位、提高排涝泵站能力等措施；“管”指加强

管网检测、修复、完善、长效养护等精细化措施，以及智

慧化管理措施。 

（三）规划布局 

本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形成“1+1+6+X 绿灰交融，14

片蓝色消纳”的总体布局。即：规划“1”苏州河深隧区、

“1”合流一期复线区、“6” 六座污水厂周边区域、“X”

分散调蓄区等绿灰交融的四大服务区域；同时按照 14 个水

利片的总体布局，推进河湖水系及除涝泵闸建设，形成消

纳能力与城镇雨水排水相匹配的防洪除涝体系。 

（四）管理提质增效 

一是用 1～2 年完成管网健康普查；二是有计划、针对

性的实施管道检测和修复；三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提高

养护频次和养护标准；四是按照一网统管的“观、管、防、

处”新要求，建设智能化排水运管平台，完善应急管理系

统，提高智慧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五、附图 

附图 1  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体制和模式图 

附图 2  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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