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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公园建设探析
石彬丽，叶文娜

（商丘工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各种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海绵城市作为一种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式，

正在逐步融入城市建设中，在协调自然界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上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提高雨水渗透能力，减小了

城市雨水排放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对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使城市公园建设更契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本文将

海绵城市理念充分运用于城市公园建设，通过对上海长宁区青春小游园旱溪景观的营造，旨在为加强对雨水资源

的充分利用提供有效建议，打造集“生态、景观”于一体的新型雨水花园——生态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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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化”是城市绿色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转折点。将“海绵”的概念运

用于城市建设中，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景观，还能有

效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作为

城市海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园绿地与雨洪设置

的结合，在发挥海绵城市雨洪管理机制中优势愈发凸

显。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

美国的布鲁克林大桥公园，该公园展示了雨水管理和

应对洪涝的超凡能力。天津市桥园湿地公园把水作为

一种装饰性的景观元素，通过不同的蓄水洼地来体现

不同的蓄水能力，土壤的湿度也不同，形成了一系列

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和与水共存的植物群落 [1]，既能很好

的调控雨水，又为市民提供了健康舒适的活动空间，

为很多城市的公园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有较多城市公园注重景观艺术效果，忽略了

公园绿地在减小地表径流、保持水土等方面的作用。

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内涝频发、环境污染等问题，发

挥城市公园对水资源的调控及深化海绵城市的开发尤

为重要，以期为市民提供舒适宜人的生存空间。

1 海绵城市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1.1 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是一种新型的雨洪治理理念，是指在应

对气候变迁、暴雨造成的自然灾难时，城市表现出较

强的“弹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的发布，

首次定义了海绵城市的内涵，即在遇到降雨时，城市

可以吸水、储水、渗水、净水；旱期时，可以对储存

的雨水进行释放，以实现对水资源的调控 [2]。因此，在

公园建设中，要设置雨水的收集装置，实现雨水的循

环利用，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1.2 海绵城市的重要性

“海绵城市”这一概念的提出，缓解了城市在汛期

出现的严重的积水现象，提高了雨水的渗透率，并改

善了水循环问题。海绵城市以城市为中心，以生态保

护与恢复为主，并与城市中的市政、景观、水文地质

等相结合，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因此，海绵城市在减少生态环境破坏、改善城市内涝、

减少水污染和促进水循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旱溪景观的起源与发展 

旱溪，顾名思义，就是干旱的溪流，没有水的溪

流或者河床。采用人工模仿自然的方式，仿照自然界

干旱的溪流和河床，用形态各异的卵石、白砂、植被

等营建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氛围，旨在给人

们带来一种溪流的意境。在日本，旱溪有较为悠久的

历史，著名的枯山水景观实际上就是极具特色的禅意

旱溪。有记载早在 12世纪，日本就以白沙代替流水，

用景石表达山川或海岛，最晚至 15世纪已正式形成枯

山水园林景观 [3]。

旱溪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算太久，自上海辰山植

物园在 2010年设计的旱溪景观取得优秀的景观效果后，

旱溪营造才逐渐在全国兴起。上海辰山植物园根据园

区入口区域地势低洼的现状，建造了长 240m的生态旱

溪景观，同时具备雨水收集和净化的功能 [4]。作为一种

雨水花园的新的景观形式，旱溪能适应天气的变化。

晴朗的时候，旱溪中呈现干涸的状态，结合花卉、观赏

草等营造自然干涸的河床。降雨时，可以收集雨水，呈

现湿地的状态。如果雨水过多，多余的雨水将从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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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水口流出，引入蓄水池，净化后可用于灌溉园区。

3 海绵城市理念下公园景观营造要素 

3.1 自然地形

地形在景观中起到骨架的作用，同时地形也决定

了该区域的汇水格局。一般情况下，需要动用土方在

垂直方向上建立凹型接口，便于雨水汇集和循环再用。

同时若该区域的地形地貌发生变化，雨水收集接口需

做适当的调整。

3.2 植被

园林植被在公园营造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净化水体、防止水土流失、塑造多样化的空间。

合理地运用各类植被，将有助于防风固沙、保土蓄水，

同时可以吸收水体中的杂质，净化处理水体，减少污染，

充分发挥植被的生态功能。通过植被形态、色彩、季

相等各方面的搭配，还能营造更丰富和多样性的景观，

凸显其审美功能。

3.3 水域

公园景观营造中，对水域的设计及改造要结合周

边环境。在建筑设计中，可以增加喷泉、跌水等水景

设施，以营造更丰富的水域景观。设置水循环、水净

化装置，以改善受污染的水体。同时，合理利用微生

物和植物资源可以更好地实现水体净化，避免出现水

体发臭的情况。另外，水域的形状塑造要讲究艺术性，

增加美感。

3.4 路面铺砌

综合考虑路面铺装形式、铺装材料、铺装色彩等，

进行合理的搭配。透水性铺装在海绵城市工程项目中

已得到广泛应用，可以对雨水径流量起到主要的控制

作用，防止路面积水，并能对地下水资源进行补给 [5]。

同时为了实现真正的“透水”，位于面层之下的基层

和垫层也需采用透水结构。

3.5 灯光照明

灯光作为公园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夜晚

户外活动及烘托景观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灯具

的造型选择上要符合公园整体风格，突出公园地域文

化特色。同时要最大化地节约资源，使用新技术、新

材料和新能源等，如加大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的使用

力度，实现空间的节能照明。

4 海绵城市理念的应用原则

4.1 整体规划原则

为了使海绵城市的理念更好地运用于公园建设中，

需要将城市生态环境和公园看作一个整体。在保护城

市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进行公园建设。同时，

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现状及需求的公园提出对应的

建设方案，发挥每个公园的独特优势，为居民提供更

加舒适和谐的环境。

4.2 生态原则

城市公园的建设要满足市民对绿色健康生活的需

求，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在建设之前，要充分考察

当地的地形、水文、气候等自然条件及经济、文化等

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合理制定建设目标和规划，

从而最大程度降低对公园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同时

运用海绵设施如雨水公园、透水铺装等，提高雨水的

渗透率，将生态手法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用于公园建设。

4.3 经济性原则

以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为前提，最大化节约建设投

资。在材料使用方面，既要满足功能又要尽可能压缩

成本。同时，要充分发挥海绵体蓄水功能，有效实现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5 海绵城市理念下青春小游园景观旱溪营造 

5.1 基地概况 

青春小游园位于上海长宁区虹桥路虹梅路口，始

建于 20世纪 80年代，占地面积 13260m2。由于建成年

代较久，园区的设施已较为陈旧，绿化景观效果欠佳。

园内有一处深水池，面积将近 1000m2，占地面积大，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且由于排水系统及水净化设施

不完善，水质污染较为严重，对园内景观影响较大，

游客时有投诉。经过对小游园周边环境现状的考察，

并考虑居民的建议，提出将大水池建设改造为生态旱

溪的想法。

5.2 设计目标 

生态旱溪的营建强调因地制宜，利用原有的地形，

并结合多种技术手段，实现雨水循环利用。由于小游

园整体地形为东高西低，可以利用地形设置合理的排

水坡向和坡度，对雨水进行引导存蓄。根据实际情况

采用适当的净化措施用于灌溉等，实现了雨水的循环

利用，节约了水源。整个游园改建项目，采用海绵城

市理念，将生态旱溪看作海绵体，使之有效地对雨水

收集。雨季时，水位 30cm~50cm，水面平缓，呈现小

乔流水般的自然景观，最大程度地提高观赏性并保证

游人安全。旱季时，又呈现枯水的景观效果，池底的

白色卵石一览无遗，镶嵌周边色彩斑斓花镜，营造出

别样的美景。

5.3 建设步骤 

1.旱溪构成：生态旱溪主要由溪床和溪床两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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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植被层两部分组成。溪床包括渗透层、过滤层和

排水层。

2.挖池造坡：首先将原有的硬质水池拆除，并抽

干水分。旱溪的驳岸类型设置为自然式，一方面可以

营造蜿蜒曲折、自然灵活的溪流景观，另一方面可提

高游客的亲水性，增强景观体验的愉悦感。溪流水深

设计遵从《公园设计规范》，水深为 70cm以下，因此

两岸无需设置栏杆。在挖筑水池时，开挖深度为 120cm

左右，将池底过滤层及堆放石材的高度考虑在内。

3.过滤设置：岸坡类型确定，并完成土方开挖后，

开始进行旱溪底部铺筑，从上往下依次铺筑渗透层、

过滤层和排水层。渗透层可以将雨水向下渗透，包括

10cm厚度的碎石层和上层的细沙层。过滤层将渗透下

去的浑浊的雨水进行过滤和净化，主要由无纺布构成。

排水层主要将多余雨水排出，并收集以便后续使用。

4.溢水口设置：溢水口设置在距离驳岸标高 10cm~ 

15cm的位置，主要作用是在雨季或遭遇强降雨时将过

量的雨水排出，保持溪流水位。因此溢水口设置可以

避免雨水漫流到周边道路，造成地面积水。同时也可

以减少对植被的冲刷，保持水土。排放的雨水一部分

进入预埋的蓄水池中，经过必要的过滤净化后，作为

园区植被的灌溉用水；另一部分直接排放到城市的市

政管网中。

5.景石放置：景石广泛应用于我国的造园艺术中，

因此在旱溪景观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合理布置景石，

可以起到丰富景观层次、联系与分隔空间、营造景观

氛围等作用。景石的布置方法，应与植物的布置综合

考虑，如孤置、对置、片置等与植物相得益彰，形成

更好的视觉效果。

6.植物选择：植被是生态景观旱溪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旱溪的生境较为特殊，在植物选择和布置上

要统筹考虑雨水期和枯水期的景观效果营造，因此选

择的植物既要能耐旱又要有耐涝特性。

7.遵循以下原则：优先选择乡土植物，增加其存

活率。乡土植物生长较快，更能适应当地的环境，因

此后期的养护成本也较低，并且能快速地形成观赏景

观；还要选择根系旺盛、茎叶繁茂的植物，以便对土

壤进行更好的疏松，提高雨水的渗透能力；同时选择

抗性较强的植物，在雨季不至于浸泡烂根，并对干旱

的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丰富植物的种类，提高生物

多样性；植物的搭配种植也是需要注重的问题。如常

绿与落叶搭配、草本和木本搭配，这样既能提升景观

层次感，又能保证植物的季相观赏，给游人丰富的视

觉体验。因此，青春小游园旱溪植物选择上，上木选

用金枝国槐、罗汉松、红枫、对节白蜡等；下木选用

二月兰、细叶美人蕉、亚菊、细叶芒、矮蒲苇、鸢尾、

花叶玉簪、地被石竹、美丽月见草等 [6]。 

5.4 项目启示 

青春小游园生态旱溪的营造，将海绵城市理念运

用到城市公园建设，将不透水且缺乏景观观赏性的硬

质水池打造成造型别致、生态环保的“旱溪枯水”景观。

该工程有效减少了游园的地表径流，在水质提升方面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该工程的蓄水池装置，将过

滤净化后的雨水与园区的灌溉相结合，节约了水资源，

实践了海绵城市“渗、滞、蓄、净、用、排”的要求 [7]。

该工程在前期的设计阶段，通过充分的现场调研，因

地制宜地对景观进行改造。同时也积极考虑周边居民

的运动需求，秉承“以人文本”的理念，采用透水材

料在旱溪外围修建了健身跑道。考虑到雨天路面湿滑，

将路面整体抬高。道路铺装使用上，改用透水铺装吸

纳雨水，减少地表径流，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充

分体现了海绵城市理念。该项目建成后，周边居民的

游园满意度大大提高。

6 结语

上海市及其他城市未来新的城市公园规划建设，

应遵循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不断总结和借鉴已有的

“海绵型”公园经验，并加以改进和创新，将公园绿

地的雨水管理功能与景观功能实现良好的融合。通过

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后，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及建设

方案，营造出绿色生态、和谐健康、安全舒适的景观

环境。同时，重视公园绿地对周边区域雨水的收纳与

处理能力，发挥城市公园绿地对于城市水循环的重要

调节功能，完善城市“海绵体”体系的构建及可持续

发展的水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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