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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对武进区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的技术指导，提高本区海

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编制的质量和水平，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5〕139 号），

由常州市武进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

海绵办）组织编制了《常州市武进区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

导则（试行）》。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近年来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和应用研究，结合本地实际，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武进区建设项目各阶段海绵城市专

项设计做出了相关的技术规定和指引。

本导则适用于武进区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各类城市（镇）建设

项目，属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内容包括：1、总体要求；2、建

筑与小区类项目；3、城市道路与广场类项目；4、绿地类项目；

5、水系类项目。

本技术导则由区海绵办负责解释和说明。各单位在试行过程

中请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至区海绵办。

编者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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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要求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常州市武进区海绵城市建设，加强对本区海绵城市专

项设计的技术指导，提高本区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编制的质量

和水平，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苏政办发〔2015〕139 号），制定《常州市武进区建设项目海

绵城市专项设计导则（试行）》。

1.2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武进区行政管辖范围内各类城市（镇）建设项

目的相关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或专篇设计。

1.3 基本原则

1、安全为重，“绿”、“蓝”、“灰”结合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应以安全为重，“绿”、“蓝”、“灰”结合，

在保障灰色排水设施达标建设的基础上，选择海绵设施时，应坚

持优选以源头、分散、绿色的设施为主，其他集中、灰色的传统

构筑物为补充的原则，严格控制雨水径流，有效提升自身内涝防

治能力，并尽可能为区域内涝防治做出贡献。

2、生态优先，环境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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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和改善水环境及人居环境为本，尊重自然生态本底，

局部设计与区域生态格局相协调，通过渗、滞、蓄、净、用、排

等多种技术措施，优先利用自然水生态系统与低影响开发设施，

实现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和可持续循环。

3、因地制宜，体现特色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应在满足上位规划制定的控制目标与指

标基础上，根据本地自然地理条件、水文地质特点、水资源禀赋

状况、水环境保护与内涝防治要求等，因地制宜、高效和美观地

选用适合于本地的海绵设施及其组合系统，并充分体现江南水乡

特色。

4、系统引领，统筹协调

坚持海绵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各类海绵城市设计应坚持以保

障水安全与提升水环境为技术主线，一方面统筹考虑水系、排水

管网、径流控制等多途径措施，另一方面充分做好排水、水利、

规划、园林景观、建筑、道路等多专业的协调推进工作。特别要

注重与园林景观专业的融合，在保证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前提下，

提升景观多样性和环境品质，让百姓具有获得感。

1.4 一般规定

1、武进区行政管辖范围内各类城市（镇）建设项目的海绵

城市专项设计，除应执行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江苏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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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现行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各类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可在本

导则基础上，结合自身条件深化设计要求。

2、应充分衔接上位海绵城市规划，逐层落实本区海绵城市

建设目标和控制指标。

3、为提高海绵城市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持续性，本导

则规定在海绵城市专项设计中应采用计算机模型设计校验，区海

绵办要求的重点项目应设置监测设施。

4、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果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内容全面，数据可信，论据充分，结论明确，满足建

设单位投资决策要求；

（2）可研报告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与控制指标符合有

关规定，主要技术参数、工程方案满足下一步方案深化的要求；

（3）当涉及海绵城市建设构思与项目整体建设出现分歧、

新技术新材料的采用等重大难点时，应由两个以上的方案比选。

5、方案设计成果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内容全面，数据可信，论据充分，措施严谨；

（2）方案设计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与控制指标符合有

关规定，主要技术参数、汇水分区划分、工程措施能充分指导下

一步深化设计。

6、施工图设计成果应充分落实方案设计主要内容，并对方

案设计进行深化。当施工图设计与方案设计偏差较大时，应进行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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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鉴于海绵城市建设内容涉及多学科交叉，且相关上位技

术指引尚未完善，为保障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

建议重要项目应对海绵城市可行性研究成果及方案设计成果建

立专家论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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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与小区类项目

建筑与小区类项目主要包括居住、公建、工业、仓储及市政

公用设施等项目。其中工业地块建设项目编制方案阶段海绵设计

专篇可参照附件一。

2.1 可研阶段

2.1.1 可研大纲与深度规定

1、城市概况与项目背景、区位、实施范围、项目概况、

水文气象、设计任务、编制依据、建设原则等。

2、现状评估

（1）存在问题：历史积水点问题、场地排水管网问题（包

括竖向问题）、径流污染问题、道路交通问题、景观环境问题、

建筑防水问题、公共设施完善问题与业主建设需求等

（2）建设条件与海绵城市建设的适应性分析

3、建设目标

（1）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2）流量控制目标：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等

（3）径流污染总量目标：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计）去除

率等

（4）其他目标：如环境综合改善等

（5）目标可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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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设计方案

（1）方案列选与比选论证

（2）推荐方案总平面（涵盖地上海绵设施、地下新建构筑

物、新建或改造管网、末端集中排口等）

（3）建设技术路线、典型设施流程图

（4）排水管网建设平面图

（5）重要节点景观效果图、设计方案图

（6）其他建设内容设计方案图

（7）维护管理要求

（8）海绵设施效果监测方案（可选）

5、投资估算

（1）工程量清单

（2）建安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以及总投资等

（3）海绵城市总投资，海绵城市建设单位面积投资

（4）综合效益分析（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2.1.2 可研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可研设计文件应至少包括项目可研报告、

附图和附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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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案设计阶段

2.2.1 方案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城市概况与项目背景

（1）常州市武进区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河道水系、土

壤特性、地下水位、植被资源等海绵城市相关情况的简要介绍；

（2）国家、江苏省以及常州市武进区对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及解读。

2、项目概况

（1）项目类型、区位、实施范围、地块用地性质等项目基

本情况；

（2）周边主要道路及河道，所在防涝治理片及防洪排涝要

求、周边管网情况、周边水系等相关建设情况；

（3）特殊需求介绍、主要设计任务及内容等。

3、海绵城市建设条件分析

（1）场地及周边条件问题分析。包括历史积水问题、场地

排水管网问题、场地竖向标高问题、径流污染问题、道路交通问

题、景观环境问题、建筑防水问题、公共设施完善等问题分析，

以及业主建设需求等内容。此项主要针对改建项目。

（2）区域分析，涉及所属排水分区，排水组合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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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场地竖向高程、场地下垫面、绿地初步布局、地

块内部雨水管网、周边市政雨水管网、场地土壤渗透性能、地下

水位等因素对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条件进行充分分析；

（4）列表计算项目现状及常规开发的径流系数，并测算项

目常规开发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二、设计目标、依据、思路及流程

1、设计目标

（1）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上位规划，列表说明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一般涉及总量

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流量控制目标（内涝防治、雨

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径流污染总量目标（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以及其他相关目标如环境综合改善等。

（2）根据项目所处防涝治理片、项目类型，实际建设阶

段、绿化布置、竖向设计等情况以及技术经济指标对项目海绵城

市规划相关目标、指标进行可达性分析，并确定最终的设计目标。

2、设计依据

（1）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类文

件；

（2）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及行业技术

规程、地方技术规定等；

（3）项目所在区域的相关上位规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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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如工程勘察测量资料、

综合管网资料等。

3、设计思路及流程

（1）针对项目的特点，尤其是项目在海绵城市建设上存在

重点、难点目标或问题，因地制宜。新建以目标为导向，改造项

目以问题为导向，提出项目海绵城市设计策略及原则等；

（2）项目海绵城市方案设计的流程应通过流程图示及文字

加以说明。

三、海绵城市方案设计

1、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1）根据建筑场地的总体竖向标高控制、道路布局、屋脊

线（雨落管位置）、雨水管网布置、绿化景观布局、海绵城市初

步布置意向等场地汇水条件，进行详细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应依据充分，边界明晰；单个汇水

分区应以单个或单组海绵设施作为终端。

2、设计调蓄容积计算

（1）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

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计算方法；

（2）结合项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列表（含分区编号、汇水面积、下垫面类型及面积占比、综合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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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数、设计调蓄容积等要素）计算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所需

的调蓄容积；

（3）并列出详细的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

3、场地竖向及径流组织设计

（1）综合考虑场地建筑、景观、道路等竖向设计、室外排

水管道敷设等因素，保证在重力流顺坡排水以及人员正常出行的

情况下，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竖向设计；

（2）为保障场地排水具有一定余量的水力坡降，场地主要

竖向高程控制原则上不低于本区域设防水位 0.5m 以上（需下凹

的海绵设施除外）；

（3）根据场地竖向设计，控制和组织雨水径流方向；

（4）综合考虑竖向高程、建筑雨落管、雨水管线等相关信

息，重点关注海绵设施之间以及海绵设施与灰色设施之间的衔接

问题。

4、海绵设施选择

（1）适合武进区建筑与小区类项目的常用海绵设施包括：

生物滞留带、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人工湿地、植草沟、高位

花坛、调蓄水池、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缓释净化设施、行泄通

道、旱溪等；

（2）以实现项目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为出发点，结合问题需

求及现状建设条件分析，综合考虑各海绵设施的适用性、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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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及景观效果，结合项目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实际需求，

对项目各分区适用的技术进行筛选；

（3）对项目采用的海绵城市技术以流程图、断面示意图、

大样图等方式详细表达项目所用技术参数。

5、设施布局与规模

（1）根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及各分区调蓄容积，结合分区

场地条件以及管线综合等情况，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总体布局；

（2）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蓄工

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的计算方法，详细说明各海绵设

施计算方式、步骤、参数选择，并以一个分区（含项目所有运用

的海绵城市技术）为例计算该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年径流

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

6、海绵设施设计

（1）典型场景设计及策略；

（2）重要节点设计剖面图；

（3）重要节点景观设计方案图；

（4）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7、植物配置

（1）结合武进区本地情况与场地现状条件，在植物品种选

择及植物配置中充分发挥植物调蓄径流、净化水质、美化景观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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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各海绵设施推荐适用的植物品种，通过比选明确

项目采用的植物种类，并对栽植方式加以说明。

8、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校核

（1）根据实际的海绵设施布置规模，按照汇水分区附表核

算海绵设施面积、实际调蓄容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

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内容；

（2）应建立模型进行设计校验。

9、海绵城市建设对项目的反馈

分析海绵城市技术的融入对项目建筑、绿化、铺装等场地布

局的影响以及海绵城市措施对场地竖向设计、景观方案、排水组

织方面的反馈与整体优化作用。

四、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1、投资概算

（1）按照项目的实际采用的具体做法核算设施单价，列出

计算详细的投资概算表，合计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总投资；

（2）主要包括透水铺装、植草沟、雨水花园及其他生物滞

留设施等海绵设施，以及集水排水盲管、溢流井及相关的土方开

挖与回填等建设内容的费用；

（3）核算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其占绿化及项目总投资的比例

以及海绵城市单位面积平均造价；

（4）年运营费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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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分析

综合评判海绵城市建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附图

1、项目总平面图（含比例尺）；

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面积等

要素）

3、海绵设施布局总平面图（包括海绵设施平面位置、编号、

名称、规模等要素）；

4、竖向控制及汇流分析图（包括建筑正负零标高、场地道

路标高、海绵设施标高、汇水箭头、坡度及建筑屋面坡向等要素）；

5、项目排水设计图（包括溢流口、盲管、场地内雨水管道、

雨水出口等要素）。

2.2.2 方案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方案设计成果至少包括方案设计文本及方案

设计附图等内容。

2.3 施工图设计阶段

2.3.1 施工图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1、施工图设计说明

（1）海绵城市相关指标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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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专项指标：绿地总面积、下凹绿地面积及下凹深

度；硬化面种类及面积,透水铺装种类及面积；水景面积及水量，

雨水调蓄设施容积；

（3）场地高程控制：场地总体竖向条件；道路、广场与周

边绿地竖向关系；市政道路与本区域室外地面高程的关系；

（4）场地排水设计标准：与市政雨水管网接驳口位置、标

高以及管径；

（5）海绵系统相关计算：包括但不限于控制目标、设计依

据、公式与计算方法选择、技术路线图、重要参数选取、设施清

单、主要设施规模及汇水面积对应计算表格；

（6）海绵设施设计参数、施工要求等；

（7）海绵设施材料、设备要求等；

（8）监测设备安装示意（可选）。

2、施工设计总图

（1）场地总平图：采用不同的图例标出地下车库和地下构

筑物、建筑屋面、硬化道路、停车位、透水铺装、下凹绿地、调

蓄设施等，并注明相应的面积或容积；

（2）场地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面积等要

素）

（3）场地海绵设施布置总平面图（包括海绵设施平面位置、

编号、名称、规模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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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竖向控制及汇流图（包括建筑正负零标高、场地道路

标高、海绵设施标高、汇水箭头、坡度及建筑屋面坡向等要素。

标注室外场地的地面标高,明确道路、场地与周边绿地高程的关

系，该图应与景观设计文件相关图纸内容一致）；

（5）项目排水设计图（主要涉及雨水排水管线、溢流口、

盲管、雨水口、雨水井、雨水调蓄池等要素的布置，雨水设施溢

流口接场地内部雨水管线位置及标高、场地排水管线与市政雨水

管网的接驳口位置、管径及标高等内容.）；

（6）场地景观种植总平面图，该图应与景观设计文件相关

图纸内容一致；

（7）景观种植图及苗木种植表；

（8）海绵城市雨水设施坐标与放线图；

（9）排水管网定位图等，该图应与排水（雨水）设计文件

相关图纸内容一致。

（10）监测设施布置点位图（可选）。

3、施工设计详图（根据具体使用的海绵设施进行设计）

（1）海绵设施做法详图（深度控制、种植要求、换填要求、

通过计算确定盲管开孔率及管径等）；

（2）建筑雨落管断接做法详图；

（3）初期雨水弃流设施详图；

（4）雨水调蓄池详图；

（5）小区道路结构或铺装做法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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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区道路开口道牙石详图；

（7）雨水井、雨水口、雨水收集设施、渗排水设施详图；

（8） 雨水回用设施的处理详图以及回用流程等。

4、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

2.3.2 施工图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至少包括施工图设计说明、施

工图图纸及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等内容。

2.3.3 技术交底及维护管理

1、技术交底

说明各海绵设施的注意事项，包括雨落管断接方式，侧石开

口形式，各设施主要技术参数、填料层介质级配或渗透速率以及

海绵设施与排水管网衔接要求。

2、维护管理

提出各海绵设施维护管理机制、维护管理流程；根据项目主

体特征，按照渗透、存储、调节、转输、净化等不同设施类型提

出维护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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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道路广场类项目

3.1 可研阶段

3.1.1 可研大纲与深度规定

1、城市概况与项目背景、区位、实施范围、项目概况、

水文气象、设计任务、编制依据、建设原则等。

2、现状评估

（1）存在问题：历史积水点问题、道路排水管网问题（包

括竖向问题）、径流污染问题、周边客水汇入问题、道路交通问

题、景观提升需求等

（2）现状条件与海绵城市建设的适应性分析

3、建设目标

（1）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2）流量控制目标：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等

（3）径流污染总量目标：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计）去除

率等

（4）其他目标：如环境综合改善等

（5）目标可达性分析

4、工程设计方案

（1）方案列选与比选论证

（2）典型道路横断面图（包括道路坡向以及有关海绵设施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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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总平面（涵盖地上海绵设施、地下构筑物、改造

或新建排水管网、末端集中调蓄设施等）

（4）建设技术路线、典型设施流程图

（5）排水管网建设平面图

（6）重要节点景观效果图、设计方案图

（7）其他建设内容设计方案图

（8）维护管理要求

（9）海绵设施效果监测方案（可选）

5、投资估算

（1）工程量清单

（2）建安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以及总投资等

（3）海绵城市总投资，海绵城市建设单位面积投资

（4）综合效益分析（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3.1.2 可研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可研设计文件应至少包括项目可研报告

及附图和附件等内容。

3.2 方案设计阶段

3.2.1 方案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城市概况与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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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州市武进区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河道水系、土

壤特性、地下水位、植被资源等相关情况等海绵城市相关情况的

简要介绍；

（2）国家、江苏省以及常州市武进区对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及解读。

2、项目概况

（1）项目类型、区位、实施范围、周边地块用地性质等项

目基本情况；

（2）周边主要道路及河道，所在防涝治理片及防洪排涝要

求、周边管网情况、周边水系等相关建设情况；

（3）特殊需求介绍、主要设计任务及内容等。

3、海绵城市建设条件分析

（1）场地及周边条件问题分析。包括历史积水问题、场地

排水管网问题、场地竖向标高问题、径流污染问题、道路交通问

题、景观环境问题、建筑防水问题、公共设施完善等问题分析，

以及业主建设需求等内容。此项主要针对改建项目。

（2）区域分析，涉及所属排水分区，排水组合关系等。

（3）根据场地竖向高程、场地下垫面、绿地初步布局、地

块内部雨水管网、周边市政雨水管网、场地土壤渗透性能、地下

水位等因素对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条件进行充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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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点分析道路汇流范围、汇水特点、排水管网管径、

末端排口位置、标高、外围客水、道路绿地空间条件、景观环境

等内容；

（5）列表计算项目现状及常规开发的径流系数，并测算项

目常规开发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二、设计目标、依据、思路及流程

1、设计目标

（1）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上位规划，列表说明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一般涉及总量

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流量控制目标（内涝防治、雨

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径流污染总量目标（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以及其他相关目标如环境综合改善等。

（2）根据项目所处防涝治理片、项目类型，实际建设阶

段、绿化布置、竖向设计等情况以及技术经济指标对项目海绵城

市规划相关目标、指标进行可达性分析，并确定最终的设计目标。

2、设计依据

（1）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类文

件；

（2）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及行业技术

规程、地方技术规定等；

（3）项目所在区域的相关上位规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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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如工程勘察测量资料、

综合管网资料等。

3、设计思路及流程

（1）针对项目的特点，尤其是项目在海绵城市建设上存在

重点、难点，因地制宜、以问题为导向地提出项目海绵城市设计

策略及原则等；

（2）项目海绵城市方案设计的流程应通过流程图示及文字

加以说明。

三、海绵城市方案设计

1、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1）根据建筑场地的总体竖向标高控制、道路布局、雨水

管网布置、绿化景观布局、海绵城市初步布置意向等场地汇水条

件，进行详细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应依据充分，边界明晰；单个汇水

分区应以单个或单组海绵设施作为终端。

2、设计调蓄容积计算

（1）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

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计算方法；

（2）结合项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列表（含分区编号、汇水面积、下垫面类型及面积占比、综合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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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数、设计调蓄容积等要素）计算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所需

的调蓄容积；

（3）并列出详细的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

3、场地竖向及径流组织设计

（1）综合考虑场地、景观、道路等竖向设计、排水管道敷

设等因素，保证在重力流顺坡排水以及人员正常出行的情况下，

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竖向设计；

（2）为保障区域排水具有一定余量的水力坡降，场地及道

路主要竖向高程控制原则上不低于本区域设防水位 0.5m 以上

（需下凹的海绵设施除外）；

（3）根据场地竖向设计，控制和组织雨水径流方向；

（4）综合考虑竖向高程、雨水管线敷设等相关信息，重点

关注海绵设施之间以及海绵设施与灰色设施之间的衔接问题。

4、海绵设施选择

（1）适合武进区城市道路广场类项目建设的常用海绵设施

包括：生物滞留带、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人工湿地、植草沟、

蓄水池、透水铺装、缓释净化设施、行泄通道、旱溪等；

（2）以实现项目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为出发点，结合问题需

求及现状建设条件分析，综合考虑各海绵设施的适用性、功能性、

经济性及景观效果，结合项目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实际需求，

对项目各分区适用的技术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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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项目采用的海绵城市技术以流程图、断面示意图、

大样图等方式详细表达项目所用技术参数。

5、设施布局与规模

（1）根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及各分区调蓄容积，结合分区

场地条件以及管线综合等情况，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总体布局；

（2）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蓄工

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的计算方法，详细说明各海绵设

施计算方式、步骤、参数选择，并以一个分区（含项目所有运用

的海绵城市技术）为例计算该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年径流

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

6、海绵设施设计

（1）典型道路横断面设计；

（2）典型场景设计及策略；

（3）重要节点设计剖面图；

（4）重要节点景观效果图、设计方案图；

（5）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7、植物配置

（1）结合武进区本地情况与场地现状条件，在植物品种选

择及植物配置中充分发挥植物调蓄径流、净化水质、美化景观的

作用；

（2）针对各海绵设施推荐适用的植物品种，明确项目采用

的植物种类，并对栽植方式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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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校核

（1）根据实际的海绵设施布置规模，按照汇水分区附表核

算海绵设施面积、实际调蓄容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

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内容；

（2）在边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建立模型进行设计校验。

9、海绵城市建设对项目的反馈

分析海绵城市技术的融入对项目场地、绿化、铺装等场地布

局的影响以及海绵城市措施对场地竖向设计、景观方案、排水组

织方面的反馈与整体优化作用。

四、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1、投资概算

（1）按照项目的实际采用的具体做法核算设施单价，列出

计算详细的投资概算表，合计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总投资；

（2）主要包括透水铺装、植草沟、雨水花园及其他生物滞

留设施等海绵设施，以及集水排水盲管、溢流井及相关的土方开

挖与回填等建设内容的费用；

（3）核算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其占绿化及项目总投资的比例

以及海绵城市单位面积平均造价；

（4）年运营费用测算。

2、效益分析

综合评判海绵城市建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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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图

1、项目总平面图（含比例尺）；

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面积等

要素）

3、海绵设施布局总平面图（包括海绵设施平面位置、编号、

名称、规模等要素）；

4、竖向控制及汇流分析图（包括道路正负零标高、非机动

及人行道标高、海绵设施标高、汇水箭头、坡度等要素）；

5、项目排水设计图（包括溢流口、盲管、场地内雨水管道、

雨水出口等要素）；

6、典型道路横断面图（包括主要标高、水流走向及涉及到

的各类海绵设施等要素）。

3.2.2 方案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方案设计成果至少包括方案设计文本及方案

设计附图等内容。

3.3 施工图设计阶段

3.3.1 施工图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1、施工图设计说明

（1）海绵城市相关指标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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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设计指标包括道路长度、宽度、道路绿地面积、

下凹绿地、雨水花园等设施的面积及下凹深度；透水铺装种类及

面积；末端集中调蓄设施位置、面积等；

（3）主要指标计算表；

（4）道路高程控制：总体竖向条件;道路与周边绿地竖向关

系；

（5）场地排水设计标准：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以及内涝防

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6）海绵系统计算：包括但不限于控制目标、设计依据、

公式与计算方法选择、技术路线图、重要参数选取、外围客水汇

入量计算、设施清单、主要设施规模及汇水面积对应计算表格与

图示；

（7）海绵设施设计参数、施工要求等；

（8）海绵城市海绵设施材料、设备要求等；

（9）监测设备安装示意（可选）。

2、施工设计总图

（1）道路或广场海绵城市建设设施布置图（包括规模、位

置、地面排水方向等）；

（2）道路或广场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面

积等要素）

（3）道路或广场竖向图（明确道路、广场与周边绿地高程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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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路或广场排水管网平面图（雨水口、雨水井、雨水

调蓄池位置、雨水排水管线的布置、排水方向、标高及坡度、雨

水设施溢流口位置以及接排水管网标高等）；

（5）典型道路横断面图（包括地面设施、以及地下管网）；

（6）道路或广场景观种植图；

（7）景观种植图及苗木种植表；

（8）设施坐标与放线图；

（9）道路或广场排水管网定位图；

（10）监测设施布置点位图（可选）。

3、施工设计详图

（1）道路或广场海绵设施详图（深度控制、种植要求、换

填要求、通过计算确定盲管开孔率及管径等）；

（2）道路或广场雨水初期弃流设施详图；

（3）末端集中调蓄设施详图；

（4）道路或广场结构或铺装做法详图；

（5）开口道牙石详图；

（6）雨水井、雨水口、雨水收集设施、渗排水设施详图；

（7）雨水回用设施的处理详图以及回用流程等。

4、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

3.3.2 施工图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至少包括施工图设计说明、施

工图图纸及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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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技术交底及维护管理

1、技术交底

说明各海绵设施的注意事项，包括侧石开口形式，各设施主

要技术参数、填料层介质级配或渗透速率以及海绵设施与排水管

网衔接要求。

2、维护管理

提出各海绵设施维护管理机制、维护管理流程；根据项目主

体特征，按照渗透、存储、调节、转输、净化等不同设施类型提

出维护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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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地类项目

4.1 可研阶段

4.1.1 可研大纲与深度规定

1、项目背景及概况

项目区位、实施范围、研究范围、项目概况、设计任务、编

制依据等

2、现状评估

（1）存在问题： 片区客水汇入问题、历史积水点问题、道

路排水管网问题（包括竖向问题）、径流污染问题、道路交通问

题、景观提升需求等

（2）现状条件与海绵城市建设的适应性分析

3、建设目标

（1）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2）流量控制目标：片区内涝防治、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等

（3）径流污染总量目标：片区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计）

去除率等

（4）其他目标：如环境综合改善等

（5）目标可达性分析

4、工程设计方案

（1）方案列选与比选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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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区汇水平面图（针对有客水消纳需求的绿地）

（3）典型绿地横断面图（包括周边道路及地块坡向、以及

有关海绵设施断面）

（4）方案总平面（涵盖地上海绵设施、地下构筑物、改造

或新建排水管网、末端集中调蓄设施等）

（5）建设技术路线、典型设施流程图

（6）排水管网平面图

（7）重要节点景观效果图、设计方案图

（8）其他建设内容设计方案图

（9）维护管理要求

（10）海绵设施效果监测方案（可选）

5、投资估算

（1）工程量清单

（2）建安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以及总投资等

（3）海绵城市总投资，海绵城市建设单位面积投资

（4）综合效益分析（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4.1.2 可研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可研设计文件应至少包括项目可研报告

及附图和附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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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案设计阶段

4.2.1 方案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城市概况与项目背景

（1）常州市武进区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河道水系、土

壤特性、地下水位、植被资源等相关情况等海绵城市相关情况的

简要介绍；

（2）国家、江苏省以及常州市武进区对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及解读。

2、项目概况

（1）项目类型、区位、实施范围、地块及周边用地性质等

项目基本情况；

（2）周边主要道路及河道，所在圩区及防洪排涝要求、周

边管网情况、周边水系等相关建设情况；

（3）特殊需求介绍、主要设计任务及内容等。

3、海绵城市建设条件分析

（1）场地及周边条件问题分析，包括历史积水问题、场地

排水管网问题、场地竖向标高问题、径流污染问题、景观环境问

题、公共设施完善等问题分析，此项主要针对改建项目；

（2）区域分析，涉及所属排水分区，排水组合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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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场地竖向高程、场地下垫面、绿地初步布局、地

块内部雨水管网、周边市政雨水管网、场地土壤渗透性能、地下

水位等因素对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条件进行充分分析；

（4）列表计算项目现状及常规开发的径流系数，并测算项

目常规开发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二、设计目标、依据、思路及流程

1、设计目标

（1）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上位规划，列表说明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一般涉及总量

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流量控制目标（内涝防治、雨

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径流污染总量目标（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以及其他相关目标如环境综合改善等。

（2）根据项目所处防涝治理片、项目类型，实际建设阶段、

绿化布置、竖向设计等情况以及技术经济指标对项目海绵城市规

划相关目标、指标进行可达性分析，并确定最终的设计目标。

2、设计依据

（1）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类文

件；

（2）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及行业技术

规程、地方技术规定等；

（3）项目所在区域的相关上位规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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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如工程勘察测量资料、

综合管网资料等。

3、设计思路及流程

（1）研究片区竖向及水安全、水环境关系，研判本绿地在

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作用；

（2）针对项目的特点，尤其是项目在海绵城市建设上存在

重点、难点，因地制宜、以问题为导向地提出项目海绵城市设计

策略及原则等；

（3）项目海绵城市方案设计的流程应通过流程图示及文字

加以说明。

三、海绵城市方案设计

1、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1）根据场地的总体竖向标高控制、道路布局、雨水管网

布置、绿化景观布局、海绵城市初步布置意向等场地汇水条件，

进行详细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应依据充分，边界明晰；单个汇水

分区应以单个或单组海绵设施作为终端。

2、设计调蓄容积计算

（1）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

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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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项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列表（含分区编号、汇水面积、下垫面类型及面积占比、综合径

流系数、设计调蓄容积等要素）计算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所需

的调蓄容积；

（3）并列出详细的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

3、场地竖向及径流组织设计

（1）综合考虑场地、景观、道路等竖向设计、排水管道敷

设等因素，保证在重力流顺坡排水以及人员正常出行的情况下，

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竖向设计；

（2）根据场地竖向设计，控制和组织雨水径流方向；

（3）综合考虑竖向高程、雨水管线敷设等相关信息，重点

关注海绵设施之间以及海绵设施与灰色设施之间的衔接问题。

4、海绵设施选择

（1）以实现项目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为出发点，结合问题需

求及现状建设条件分析，综合考虑各海绵设施的适用性、功能性、

经济性及景观效果，结合项目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实际需求，

对项目各分区适用的技术进行筛选；

（2）适合武进区城市绿地类项目建设的常用海绵设施包括：

生物滞留带、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人工湿地、植草沟、蓄水

池、高位花坛、透水铺装、缓释净化设施、行泄通道、旱溪等；

（3）对项目采用的海绵城市技术以流程图、断面示意图、

大样图等方式详细表达项目所用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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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施布局与规模

（1）根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及各分区调蓄容积，结合分区

场地条件以及管线综合等情况，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总体布局；

（2）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蓄工

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的计算方法，详细说明各海绵设

施计算方式、步骤、参数选择，并以一个分区（含项目所有运用

的海绵城市技术）为例计算该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年径流

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

6、海绵设施设计

（1）典型场景设计及策略；

（2）重要节点设计剖面图；

（3）重要节点景观效果图、设计方案图；

（4）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7、植物配置

（1）结合武进区本地情况与场地现状条件，在植物品种选

择及植物配置中充分发挥植物调蓄径流、净化水质、美化景观的

作用；

（2）针对各海绵设施推荐适用的植物品种，通过比选明确

项目采用的植物种类，并对栽植方式加以说明；

8、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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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实际的海绵设施布置规模，按照汇水分区附表核

算海绵设施面积、实际调蓄容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

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内容；

（2）应建立模型进行设计校验。

9、海绵城市建设对项目的反馈

分析海绵城市技术的融入对项目场地、绿化、铺装等场地布

局的影响以及海绵城市措施对场地竖向设计、景观方案、排水组

织方面的反馈与整体优化作用。

四、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1、投资概算

（1）按照项目的实际采用的具体做法核算设施单价，列出

计算详细的投资概算表，合计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总投资；

（2）主要包括透水铺装、植草沟、雨水花园及其他生物滞

留设施等海绵设施，以及集水排水盲管、溢流井及相关的土方开

挖与回填等建设内容的费用；

（3）核算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其占绿化及项目总投资的比例

以及海绵城市单位面积平均造价；

（4）年运营费用测算。

2、效益分析

综合评判海绵城市建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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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图

1、项目总平面图（含比例尺）；

2、海绵城市片区汇水分区图；

3、绿地内部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面积等

要素）

4、海绵设施布局总平面图（包括海绵设施平面位置、编号、

名称、规模等要素）；

5、竖向控制及汇流分析图（包括道路正负零标高、非机动

及人行道标高、海绵设施标高、汇水箭头、坡度等要素）；

6、项目排水设计图（包括溢流口、盲管、场地内雨水管道、

雨水出口等要素）；

4.2.2 方案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方案设计成果至少包括方案设计文本及方案

设计附图等内容。

4.3 施工图设计阶段

4.3.1 施工图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1、施工图设计说明

（1）海绵城市相关指标计算表；



38

（2）主要设计指标包括绿地或广场的面积、绿化面积、下

凹绿地、雨水花园等设施的面积及下凹深度；透水铺装种类及面

积；末端集中调蓄设施位置、面积等；

（3）出入口及重要节点高程控制：总体竖向条件;绿地或广

场与周边道路及其他地块的竖向关系；

（4）场地排水设计标准：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以及内涝防

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5）海绵系统计算：包括但不限于控制目标、设计依据、

公式与计算方法选择、技术路线图、重要参数选取、外围客水汇

入量计算、设施清单、主要设施规模及汇水面积对应计算表格与

图示；

（6）海绵设施设计参数、施工要求等；

（7）海绵城市海绵设施材料、设备要求等；

（8）监测设备安装示意（可选）。

2、施工设计总图

（1）绿地海绵城市建设设施布置图（包括规模、位置、地

面排水方向等）；

（2）绿地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

面积等要素）

（3）竖向控制及汇流分析图（包括场地道路标高、海绵设

施标高、汇水箭头、坡度、坡向等要素，明确绿地或广场与周边

道路及其他地块的高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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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排水设计图（包括溢流口、盲管、场地内雨水管

道、雨水出口等要素，涉及雨水口、雨水井、雨水调蓄池位置、

雨水排水管线的布置、排水方向、标高及坡度、雨水设施溢流口

位置以及接排水管网标高等内容）；

（5）典型横断面图（包括地面设施、以及地下管网）；

（6）景观种植图；

（7）景观种植图及苗木种植表；

（8）设施坐标与放线图；

（9）排水管网定位图；

（10）监测设施布置点位图（可选）。

3、施工设计详图

（1）绿地海绵设施详图（深度控制、种植要求、换填要求、

通过计算确定盲管开孔率及管径等）；

（2）雨水初期弃流设施详图；

（3）末端集中调蓄设施详图；

（4）路面结构或铺装做法详图；

（5）开口道牙石详图；

（6）雨水井、雨水口、雨水收集设施、渗排水设施详图；

（7）雨水回用设施的处理详图以及回用流程等。

4、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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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施工图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至少包括施工图设计说明、施

工图图纸及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等内容。

4.3.3 技术交底及维护管理

1、技术交底

说明各海绵设施的注意事项，包括侧石开口形式，各设施主

要技术参数、填料层介质级配或渗透速率以及海绵设施与排水管

网衔接要求。

2、维护管理

提出各海绵设施维护管理机制、维护管理流程；根据项目主

体特征，按照渗透、存储、调节、转输、净化等不同设施类型提

出维护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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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系类项目

5.1 可研阶段

5.1.1 可研大纲与深度规定

1、项目背景及概况

项目区位、实施范围、研究范围、项目概况、设计任务、编

制依据等

2、现状评估

（1）条件分析：地勘资料、功能定位、防洪除涝、污染源、

水质及水生态、水文情势、河网调度、引调水现状、相关规划等；

（2）存在问题：水安全问题、水资源问题、水环境问题、

水生态问题等（具体包括防洪除涝达标率问题、水面率问题、水

体流通及水动力问题、上游水体水质问题、入河污染源问题、水

功能区达标问题、水生态系统问题、生态护岸建设问题、水域及

岸线景观问题等）；

（3）现状条件与海绵城市建设的适应性分析。

3、建设原则

（1）保障安全

（2）环境优先

（3）生态和谐

（4）景观提升

4、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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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2）流量控制目标：片区内涝防治、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等

（3）径流污染总量目标：片区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计）

去除率等

（4）水生态目标：生态岸线比例、可调蓄水面率、滨河空

间通透率等；

（5）水环境目标：水环境功能区划标准，地表水水质断面

达标率，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计）去除率，初雨污染控制等；

（6）水资源目标：雨水资源利用率等；

（7）水安全目标：防洪标准、除涝标准；

（8）其他目标：如改善水景观、水系连通率等。

（9）目标可达性分析

5、工程设计方案

（1）方案列选与比选论证

（2）方案总平面（涵盖防洪除涝、水污染控制、水动力优

化、水生态构建、水环境改善、水资源利用、水景观提升等）

（3）设计总体思路及技术路线

（4）防洪除涝设施布置方案

（5）岸线平面布置及断面设置方案

（6）污染源治理及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布置方案

（7）水系连通及水动力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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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生态系统构建及水环境改善方案

（9）水资源利用方案

（10）景观提升方案

（11）维护管理要求

（12）海绵设施效果监测方案（可选）

6、投资估算

（1）工程量清单

（2）建安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以及总投资等

（3）海绵城市总投资，海绵城市建设单位面积投资

（4）综合效益分析（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7、海绵设施计算书

（1）河道及水工建筑物的水力计算及稳定计算，如渗流计

算、边坡计算、沉降计算及堤顶高程计算等

（2）海绵城市专项设施计算，包括场地综合径流系数、场

地控制目标所需调蓄容积、雨水回用水量平衡计算等

（3）控制目标达标计算

5.1.2 可研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可研设计文件应至少包括项目可研报告

及附图和附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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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方案设计阶段

5.2.1 方案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城市概况与项目背景

（1）常州市武进区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河道水系、土

壤特性、地下水位、植被资源等相关情况等海绵城市相关情况的

简要介绍；

（2）国家、江苏省以及常州市武进区对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及解读。

2、项目概况

（1）项目类型、区位、实施范围、地块及周边用地性质等

项目基本情况；

（2）区域范围水系条件，周边主要道路及河道，所在圩区

及防洪排涝要求、周边管网情况、周边水系等相关建设情况；

（3）特殊需求介绍、主要设计任务及内容等。

3、海绵城市建设条件分析

（1）场地及周边条件问题分析。包括周边场地历史积水问

题、周边排水管网问题、场地及周边竖向标高问题、径流污染问

题、外围客水汇入、景观环境问题、公共设施完善等问题分析；

（2）区域分析，涉及所属排水分区，排水组合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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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场地竖向高程、场地下垫面、绿地初步布局、周

边市政雨水管网、场地土壤渗透性能、地下水位等因素，对项目

海绵城市建设条件进行充分分析；

（4）列表计算项目现状及常规开发的径流系数，并测算项

目常规开发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二、设计目标、依据、思路及流程

1、设计目标

（1）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上位规划，列表说明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一般涉及总量

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流量控制目标（内涝防治、雨

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径流污染总量目标（年径流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以及其他相关目标如环境综合改善等。

（2）根据项目所处防涝治理片、项目类型，实际建设阶段、

滨河绿化布置、竖向设计等情况以及技术经济指标对项目海绵城

市规划相关目标、指标进行可达性分析，并确定最终的设计目标。

2、设计依据

（1）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类文

件；

（2）本项目所涉及的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及行业技术

规程、地方技术规定等；

（3）项目所在区域的相关上位规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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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如工程勘察测量资料、

综合管网资料等。

3、设计思路及流程

（1）针对项目的特点，尤其是项目在海绵城市建设上存在

重点、难点，因地制宜、以问题为导向地提出项目海绵城市设计

策略及原则等；

（3）项目海绵城市方案设计的流程应通过流程图示及文字

加以说明。

三、海绵城市方案设计

1、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1）根据场地的总体竖向标高控制、周边客水分析、雨水

管网布置、绿化景观布局、海绵城市初步布置意向等场地汇水条

件，进行详细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应依据充分，边界明晰；单个汇水

分区应以单个或单组海绵设施作为终端。

2、设计调蓄容积计算

（1）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

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计算方法；

（2）结合项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列表（含分区编号、汇水面积、下垫面类型及面积占比、综合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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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数、设计调蓄容积等要素）计算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所需

的调蓄容积；

（3）并列出详细的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

3、场地竖向及径流组织设计

（1）综合考虑场地水体、景观、道路等竖向设计、排水管

道敷设等因素，保证在重力流顺坡排水以及人员正常出行的情况

下，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竖向设计；

（2）根据滨河竖向设计，控制和组织雨水径流方向；

（3）综合考虑竖向高程、雨水管线敷设等相关信息，重点

关注海绵设施之间以及海绵设施与灰色设施之间的衔接问题。

4、海绵设施选择

（1）以实现项目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为出发点，结合问题需

求及现状建设条件分析，综合考虑各海绵设施的适用性、功能性、

经济性及景观效果，结合项目各海绵城市汇水分区的实际需求，

对项目各分区适用的技术进行筛选；

（2）适合武进区城市滨河水系类项目建设的常用海绵设施

包括：生物滞留带、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人工湿地、植草沟、

蓄水池、透水铺装、缓释净化设施、生态护岸、行泄通道、旱溪

等；

（3）对项目采用的海绵城市技术以流程图、断面示意图、

大样图等方式详细表达项目所用技术参数。

5、设施布局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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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及各分区调蓄容积，结合分区

场地条件以及管线综合等情况，进行合理的海绵设施总体布局；

（2）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指南》（试行）、《城镇雨水调蓄工

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的计算方法，详细说明各海绵设

施计算方式、步骤、参数选择，并以一个分区（含项目所有运用

的海绵城市技术）为例计算该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年径流

污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

6、海绵设施设计

（1）典型场景设计及策略；

（2）重要节点设计剖面图；

（3）重要节点景观效果图、设计方案图；

（4）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7、植物配置

（1）结合武进区本地情况与场地现状条件，在植物品种选

择及植物配置中充分发挥植物调蓄径流、净化水质、美化景观的

作用；

（2）针对各海绵设施推荐适用的植物品种，通过比选明确

项目采用的植物种类，并对栽植方式加以说明；

8、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校核

（1）根据实际的海绵设施布置规模，按照汇水分区附表核

算海绵设施面积、实际调蓄容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

染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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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边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建立模型进行设计校验。

9、海绵城市建设对项目的反馈

分析海绵城市技术的融入对项目场地、绿化、铺装等场地布

局的影响以及海绵城市措施对场地竖向设计、景观方案、排水组

织方面的反馈与整体优化作用。

四、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1、投资概算

（1）按照项目的实际采用的具体做法核算设施单价，列出

计算详细的投资概算表，合计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总投资；

（2）主要包括滨河湿地、透水铺装、植草沟、雨水花园及

其他生物滞留设施等海绵设施，以及集水排水盲管、溢流井及相

关的土方开挖与回填等建设内容的费用；

（3）核算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其占绿化及项目总投资的比例

以及海绵城市单位面积平均造价；

（4）年运营费用测算。

2、效益分析

综合评判海绵城市建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附图

1、项目总平面图（含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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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面积等

要素）

3、海绵设施布局总平面图（包括海绵设施平面位置、编号、

名称、规模等要素）；

4、竖向控制及汇流分析图（包括道路正负零标高、场地道

路标高、海绵设施标高、汇水箭头、坡度等要素）；

5、项目排水设计图（包括溢流口、盲管、场地内雨水管道、

雨水出口等要素）；

5.2.2 方案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方案设计成果至少包括方案设计文本及方案

设计附图等内容。

5.3 施工图设计阶段

5.3.1 施工图设计大纲与深度规定

1、施工图设计说明

（1）海绵城市相关指标计算表；

（2）主要专项指标：水面率、绿地总面积、滞蓄设施面积

及下凹深度；硬化面种类及面积；

（3）透水铺装种类及面积；雨水蓄存利用设施容积；初雨

蓄存设施容积；净化设施面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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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道拓浚、水工建（构）筑物等施工技术要求及验收

标准等；

（5）水污染控制措施、低影响开发设施、水质净化设施、

水生态构建等施工技术要求及验收标准等；

（6）滨河景观工程施工技术要求、工程量及验收标准等；

（7）监测设备安装示意（可选）。

2、施工设计总图

（1）工程平面总布局图：河道起止点、蓝线范围、护岸形

式及位置、控制建构筑物布置，海绵设施平面位置、编号、名称、

规模等要素，水污染控制措施布置、水生态系统构建措施布置、

景观布置及重要节点位置等；

（2）绿地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图（包括汇水分区线、编号、

面积等要素）

（3）竖向控制及汇流分析图（包括正负零标高、场地道路

标高、海绵设施标高、汇水箭头、坡度、坡向等要素）；

（4）项目排水设计图（包括溢流口、盲管、场地内雨水管

道、雨水出口等要素）；

（5）河道断面图：各典型断面高程、护岸材料、结构形式、

亲水平台、植物带种植植范围、高程、低影响开发设施布置、陆

域布置等；

（6）河道疏拓工程断面图：在现有测量断面上标出设计断

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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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景观种植图；

（8）设施坐标与放线图；

（9）监测设施布置点位图（可选）。

3、施工设计详图

（1）生态护岸详图：生态护岸材料的单体规格、排列、固

定及连接方式等；

（2）不同护岸形式的连接详图；

（3）控制建构筑物平面图及详图；

（4）水污染控制工程平面图及设施详图：河道沿线初期雨

水收集弃流、生态拦截带、蓄滞设施等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平面位

置及规模等；

（5）海绵设施等平面及断面详图（通过计算确定盲管开孔

率及管径等）；

（6）水生态系统构建及水质净化工程平面图及设施详图：

水生植物、水质净化设设施的位置及规模等；

（7）曝气増氧、生态浮床等水质净化设施详图等。

（8）绿化平面布置图及断面图、景观节点详图。

4、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

5.3.2 施工图设计成果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至少包括施工图设计说明、施

工图图纸及施工图设计预算报告书等内容。



53

5.3.3 技术交底及维护管理

1、技术交底

说明各海绵设施的注意事项，包括侧石开口形式，各设施主

要技术参数、填料层介质级配或渗透速率以及海绵设施与排水管

网衔接要求。

2、维护管理

提出各海绵设施维护管理机制、维护管理流程；根据项目主

体特征，按照渗透、存储、调节、转输、净化等不同设施类型提

出维护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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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业地块建设项目海绵设计专篇方案阶段内容

模板

新建地块根据规划条件或项目选址，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改造地块应对现状基础条件进行评估，以问题为导向确定目标。

设计方案应采用图文形式表达。考虑工业地块存在潜在污染可能

的前提下，进行技术可行性分析，优选适宜技术措施以实现海绵

设施有效调蓄容积和雨水调蓄设施容积能满足所需控制雨量的

要求及年径流污染物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的要求，达到武进

区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工业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海绵设计专篇内容表格

序号 项目 内容 备注

1 方案说明

文字说明该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目标及年径流污染物总量（以

SS 计）去除率目标，系统表述雨

水径流过程，及其它需特殊说明

内容等。

2 汇水分区划分

图示地块汇水分区，雨水行泄通

道。文字明确每个汇水分区面积、

雨量径流系数、需控制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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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内容 备注

3 海绵系统协调
海绵系统与竖向、排水系统、景

观、建筑的衔接与反馈

4
海绵设施布置

总平面

图示各类海绵设施的位置、形态、

竖向。文字明确每个汇水分区各

类海绵设施面积、有效调蓄容积

等。

5
海绵设施平剖

示意
图示各类海绵设施的平剖面等。

示例说明：

1.以某工业地块海绵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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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2#汇水分区为例：

面积

（m
2
）

雨量

径流

系数

有效蓄

水深度

（m）

有效调蓄

容积（m
3
）

需控制

雨量（m
3
）

建筑屋顶投影 1071.88 0.9 / /

不透水路面 596.58 0.9 / /

不透水铺装 137.5 0.6 / /

普通绿地 182.75 0.15 / /

下凹式绿地 0 0.15 0.15 0

雨水花园 56 0.15 0.41 22.96
②

透水铺装 137.5 0.4 0.0342 4.7025
②

合计 1988.71 0.80
①

/ 27.66
④

17.46
③

相关说明：

①不同下垫面雨量径流系数参考《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

技术规范》表 2.2.2 可得。该汇水分区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0.9*1071.88+0.9*596.58+0.6*137.5+0.15*（182.75+56）

+0.4*137.5/1988.71=0.8

②有效调蓄容积：

雨水花园56*0.41=22.96m
3
；透水铺装137.5*0.0342=4.7025

m
3

③需控制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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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分区下垫面组成情况和模型分析，2#分区取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为 56%，对应设计降雨量 11.0mm

1988.71*0.8*11.0*10/10000=17.46m
3

④对比

有效调蓄容积 22.96+4.7025=27.66m
3
＞需控制雨量 17.46m

3
，则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若有效调蓄容积＜需控制雨量，则需

增加雨水调蓄设施，确保海绵设施有效调蓄容积+雨水调蓄设施

容积≥需控制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