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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 号文）以及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 2020 年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深建标

〔2020〕2 号）的要求，规范深圳市水务工程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深圳市水务局结合国家和行业

既有标准及规范，总结已建水务工程海绵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

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章节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河湖工程；5.排水防涝工程；6.
水污染治理工程；7.水资源与供水保障工程；8.水土保持工程；附录等。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水务局联合批准发布，由深圳市水务局业务归口并组

织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至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办公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 1098 号水源大厦 1012
室，邮编：518036），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任心欣 杨 晨 陈世杰 丁 年 王爽爽

孔露霆 蔡志文 朱威达 何江华 王文倩

吴亚男 高 飞 刘 瑶 王政君 李柯佳

颜映怡 张 本 杨守刚 文 铮 孟自蹊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朱宝峰 雷世杰 彭世瑾 王永喜 党晨席

杨 凡 苏君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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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深圳市水务工程海绵城市设计，明确海绵城市技术指标和建设内容，推动水务工

程高质量绿色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新建、改建、扩建水务工程（含主体设施及

附属设施用地）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及设计阶段的海绵城市设计相关工作。

1.0.3 水务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遵循系统谋划、因地制宜、生态优先、蓄排统筹的原则，做到

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0.4 水务工程海绵城市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广东省及深圳市现行

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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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海绵城市 sponge city
通过城市规划、建设的管控，从“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着手，综合采用“渗、

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有效控制城市雨水径流，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原

有自然水文特征和水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使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

好的“弹性”，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理念和方式。

2.0.2 水务工程 water engineering
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防治水污染、提升水环境、修复水生

态等相关工程的统称。

2.0.3 海绵设施 sponge facility
具有“渗、滞、蓄、净、用、排”功能的绿色雨水设施、市政排水设施、河湖水体设施等的

统称，包括绿化屋顶、透水路面、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滞留塘、雨水湿地、雨水管渠、行泄

通道和生态护岸等。

2.0.4 绿色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采用自然或人工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控制城市降雨径流的设施。

2.0.5 河湖生态岸线 ecological riparian of rivers and lakes
自然或模仿自然岸线具有“可渗透性”的特点，采用生态材料修建，能为河湖生态环境的连

续性提供基础条件的河湖岸坡，且边坡稳定能防止水流侵蚀、冲刷的岸坡统称。

2.0.6 河湖生态岸线比例 ecological riparian rate of rivers and lakes
生态岸线长度与两岸岸线长度的比值，其中生态岸线长度和两岸岸线长度均不包含码头等生

产性岸线及必要的防洪岸线长度。

2.0.7 植被缓冲带 vegetation buffer zone
坡度较缓可通过植被拦截和土壤下渗作用减缓雨水径流流速，并减少径流污染的植被区。

2.0.8 消涨带 hydro-fluctuation belt
指湖库等地表水体季节性水位涨落，使库区被淹没土地周期性出露于水面的区域。

2.0.9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

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2.0.10 源头减排 source control
雨水降落到下垫面形成径流，在排入市政排水管渠系统之前，通过渗透、净化和滞蓄等措施，

控制雨水径流产生、降低雨水径流污染、收集利用雨水和削减峰值流量。

2.0.11 排涝除险设施 local flooding control facilities
用于控制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的设施。

2.0.12 湿塘 wet pond
以雨水作为主要补水水源，具有雨水调蓄和净化功能的景观水体。

2.0.13 雨水湿地 stormwater wetland
以雨水过滤、净化和调蓄以及景观功能为主，由种植基质、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水植物、

微生物、动物和水体组成的复合体。

2.0.14 前置塘 pre-treatment pond
设置在湿塘、湿地设施之前去除水中粒径较大的悬浮固体或污染物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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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雨水调蓄 stormwater detention and retention
雨水调节和滞蓄的统称。雨水调节是指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一定量的雨水，削减向下游排放

的峰值流量，延长排放时间，实现削减峰值流量的目的。雨水滞蓄是指对雨水径流进行滞留、沉

淀、渗透、过滤或储存以控制雨水径流总量和削减峰值流量，实现减少径流污染和回收利用雨水

的目的。

2.0.16 下沉式广场 sunken open area
高程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标高的广场，当降雨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的承载能力时，可

临时调蓄周边地区的雨水径流，起到排涝除险作用。

2.0.17 非常规水资源 unconventional water resources
非常规水资源主要由雨水、再生水、淡化海水、矿井水、微咸水等组成，其特点是经过处理

后可以利用或再生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常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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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水务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发挥低洼地、水系、绿地空间等对雨水径流的调蓄、净化及下

渗作用。

3.0.2 水务工程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指标除应满足本标准相关要求，尚应满足海绵城市专项规

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要求。

3.0.3 水务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降低排水防涝设施设计标准、功能和安全；

2 竖向设计应尊重原有场地竖向；

3 宜保护原有的水文条件及原有径流通道和调蓄空间。

3.0.4 雨水径流组织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将雨水有组织地汇入海绵设施，当仅凭竖向设计无法形成有效汇流时，宜选择植草沟、

旱溪等设施将地表径流转输至海绵设施；

2 具有调蓄功能的海绵设施应设置溢流排放措施，并应与雨水管网和超标雨水排放设施有效

衔接。

3.0.5 水务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确保安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对周边建（构）筑物、道路等产生不利影响；

2 不应对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对卫生环境产生危害；

3 当利用河湖、绿地、下沉式广场等作为调蓄空间时，应采取保障公众安全的防护措施，并

应设置警示标识。

3.0.6 监测评估系统可根据运行维护、应急管理等需求合理设置，并宜实现智慧化管理。

3.0.7 水务工程在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初步设计以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应编制

海绵城市设计的专篇（章）。专篇（章）内容和要求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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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 湖 工 程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河湖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按照防洪排涝标准、水质保护目标等要求，综合采用生态保护

与修复、水质保护与改善、雨水调蓄及雨水资源利用等技术措施。

4.1.2 河湖工程应严格执行河湖蓝线（管理范围线）相关要求。

4.1.3 河湖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与周边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开放空间系统等有机融合，按规

划承担区域雨水调蓄、净化及安全排放功能，且不得影响河湖防洪排涝能力。

4.1.4 河湖工程宜利用非常规水资源进行补水及绿化浇洒。

4.1.5 河湖工程附属管理用房等建筑物海绵设施设计可按现行深圳市标准《房屋建筑工程海绵

设施设计规程》SJG 38 有关规定执行。

4.2 指 标 要 求

4.2.1 河湖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与现行防洪排涝设计标准相衔接。

4.2.2 除码头等生产性岸线及必要防洪岸线外，新建、改（扩）建河湖工程生态岸线比例应大

于 70%。

4.3 河湖综合整治工程

Ⅰ 雨 洪 调 蓄

4.3.1 雨洪调蓄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证河湖行洪等主体功能不受影响；

2 应统筹河道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的系统关系，分析上下游排水分区的防洪排涝需求，

充分利用河道蓝线（管理范围线）和滨水绿化带之间的空间，应在干支流衔接处等合理设置湿塘、

雨水湿地等调蓄空间，并应与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及上下游水系衔接。

4.3.2 雨洪调蓄设施设计应衔接防洪排涝、水系调度、生态景观等功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合理确定调蓄设施的枯水位、常水位、高水位等特征水位及调蓄水深；

2 应明确调度运行方式，并宜设置水位、水量监控系统。

Ⅱ 生 态 修 复

4.3.3 生态修复设计应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结合的原则。

4.3.4 河湖生态岸线恢复及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堤防（护岸）背水侧的步行道与慢行道宜设置透水铺装，并宜利用其空间条件设置植被缓

冲带；

2 堤顶道路海绵城市设计可按现行深圳市标准《海绵型道路建设技术标准》SJG 66 的有关

规定执行；

3 堤坡宜采用生态护坡，应选配固土、护岸效果好的乡土植物；

4 应保留滩地区域的坑、塘等低洼地作为雨水调蓄空间；

5 河道形式宜采用生态型河道，并宜维持河流的横向连通性，且不得影响河道的防洪安全。

4.3.5 生态岸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综合岸坡地质条件与土壤性质、边坡坡度、水位与水流、环境与景观需求等因素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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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护岸结构型式应满足岸坡安全稳定和水位变动区堤岸抗冲的要求，保证水域、陆域生态系统

的连通；

2 受水流、风浪等作用影响明显或沿岸地面有承载要求的岸坡，护岸可采用硬质结构，并宜

采取生态措施。

4.3.6 滨水绿化带应根据污染削减要求设计植被缓冲带，坡度宜为 2%～6%，宽度宜大于 2m。

4.3.7 河湖工程生态流量计算相关要求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

导则》SL/T 800 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宜采用非常规水资源进行补水。

Ⅲ 水 质 改 善

4.3.8 河湖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设置水质保护与维护措施。

4.3.9 河湖工程水质保护应统筹入河点、面源控制、岸坡水土保持、水体内源治理和水体水质

维护等进行系统设计。

4.3.10 控制入河面源污染应在汇水区加强海绵城市源头减排设施建设，可在汇流过程中建设调

节减污设施，宜在滨河绿化带建设植被缓冲带、生物滞留设施、前置塘、湿塘等措施。

4.3.11 排口整治可因地制宜设置湿塘、湿地等生态净化措施。

4.3.12 河湖工程水体净化设计可采用人工增氧、湿地、生态浮床、生态水处理等技术措施。

4.4 碧 道 工 程

4.4.1 碧道工程核心区可按河湖综合整治工程相关规定执行。

4.4.2 碧道工程的雨水管控及径流组织应统筹核心区、拓展区、协调区进行设计。

4.4.3 碧道工程范围的建筑、道路、绿地等海绵城市设计应按现行深圳市标准《房屋建筑工程

海绵设施设计规程》SJG 38、《海绵型道路建设技术标准》SJG 66、《海绵型公园绿地建设规范》

DB4403/T 389 相关规定执行。

4.4.4 碧道工程区域内的水面、滨水绿化空间、下沉广场等宜作为超标雨水调蓄空间，可综合

竖向与空间条件设置雨水湿地、生态塘等区域型雨水调蓄设施，并应设置安全警示设施。

4.4.5 宜增加与附近水系网络的连通，形成生态通廊。

4.4.6 慢行道、游步道、休憩平台等场地宜具有透水性能，或宜将雨水排至周边绿地、海绵设

施。

4.5 雨水湿地工程

4.5.1 雨水湿地工程设计应考虑区域雨水的调蓄功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汇水区面积、设计降雨量控制要求计算湿地规模，明确设计常水位、调蓄水位；

2 进水口的收水能力应根据排水设计重现期确定；

3 进水口和溢流排放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设施，应设置前置塘对汇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4 宜选配根系发达、耐污染或净化功能强的植物；

5 溢流排放口应与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及上下游水系相衔接。

4.5.2 雨水湿地宜具备在 24h～48h 内排空调节容积的能力。

4.5.3 具有调蓄功能的湿地应设置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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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水防涝工程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源头减排设施、雨水管网和排涝除险设施应在竖向、平面和蓄排能力上相互衔接，保证

各类设施充分发挥效能。

5.1.2 当降雨量小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所对应设计日降雨量时，不应向市政雨水管渠排放未经

控制的雨水。

5.1.3 片区整体改建或片区城市更新改造时，对于相同的设计重现期，改建后的径流量不得超

过改建前。

5.2 指 标 要 求

5.2.1 排水防涝工程应统筹考虑源头减排、排水管渠和排涝除险系统设计，并应整体校核，满

足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要求。

5.2.2 应满足规划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指标要求。

5.3 内涝点治理工程

5.3.1 内涝点治理工程应按照灰绿结合原则，在雨水管网完善的基础上，结合竖向和用地情况，

因地制宜利用城市水体、绿地、广场等公共空间对雨水进行调蓄，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

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的有关规定。

5.3.2 作为排涝除险行泄通道的道路，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的有关规定。

5.3.3 雨水泵站等附属设施建设可按现行深圳市标准《房屋建筑工程海绵设施设计规程》SJG 38
的有关规定执行，合理设计绿色屋顶、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等措施。雨水泵站室内外地坪设

计标高应满足防洪要求；易受内涝、洪水淹没地区的泵站和地下式泵站的入口处地面标高应比设

计洪水位高 0.5m 以上，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设置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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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污染治理工程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建设项目应在确保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建设源头污染控制设施，并应符合现行深圳

市标准《房屋建筑工程海绵设施设计规程》SJG 38、《海绵型道路建设技术标准》SJG 66、《海绵

型公园绿地建设规范》DB 4403/T 389 相关要求。

6.1.2 水质净化厂（站）工程应遵循绿色优先、节能高效原则，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6.2 指 标 要 求

6.2.1 水质净化厂工程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应综合考虑区域现状和相关规划、开发强度与项

目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新（改）建水质净化厂工程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不应低于表 6.2.1-1
和表 6.2.1-2 的规定。

表 6.2.1-1 新建水质净化厂工程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类别

水质净化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对应设计降雨量

（mm）

控制目标

东部雨型
壤土 ≥60% ≥23.2

软土（粘土） ≥58% ≥21.8

中部雨型
壤土 ≥55% ≥19.9

软土（粘土） ≥50% ≥16.9

西部雨型
壤土 ≥58% ≥21.8

软土（粘土） ≥55% ≥19.9

表 6.2.1-2 改建水质净化厂工程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类别

水质净化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对应设计降雨量

（mm）

控制目标

东部雨型
壤土 ≥58% ≥21.8

软土（粘土） ≥55% ≥19.9

中部雨型
壤土 ≥55% ≥16.9

软土（粘土） ≥48% ≥15.8

西部雨型
壤土 ≥55% ≥19.9

软土（粘土） ≥48% ≥15.8

6.2.2 土地分层出让的水质净化厂工程，全地下、未直接承接雨水的半地下部分可不对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指标做强制要求；地面恢复或地上上盖单独出让部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可按相

应建设类型项目规定的指标执行。

6.2.3 污水泵站场地雨水排放应结合场地条件因地制宜落实源头雨水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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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水质净化厂（站）工程

6.3.1 水质净化厂（站）工程总体布局和竖向设计应根据规划要求，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营造

有利于雨水分散控制的总体布局和竖向设计。

6.3.2 地下式水质净化厂（站）工程地面部分覆土厚度应满足相应建设类型的海绵设施设计标

准和规范要求。

6.3.3 水质净化厂（站）工程总体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应采用透水铺装，轻型荷载停车场、非机动车道宜采用透水铺装；

2 应合理利用场地内原有的湿地、坑塘和沟渠等调蓄场地雨水，建（构）筑物四周、道路两

侧宜布局可消纳雨水径流的下沉式绿地。

6.3.4 水质净化厂（站）工程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雨水立管宜设置雨水断接或设置集水井等方式引入周边绿地内的源头减排设施；

2 厂（站）内道路、停车场和人行道等宜坡向绿地，宜将雨水口设置在绿地内进行溢流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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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资源与供水保障工程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应在保障水库防洪、水功能区划及水质保护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开展海绵城市设计。

7.1.2 应结合用水需求，合理采用非常规水资源。

7.1.3 给水厂（站）或附属设施管理用地海绵城市设计可按本标准第 6.3 节的相关规定执行。

7.2 指 标 要 求

7.2.1 给水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综合考虑区域现状和相关规划、开发强度与建设情况等因

素确定，新（改）建给水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不应低于表 7.2.1-1 和表 7.2.1-2 的规定。

表 7.2.1-1 新建给水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类别
给水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对应设计降雨量（mm）

控制目标

东部雨型
壤土 ≥68% ≥29.5

软土（粘土） ≥65% ≥26.9

中部雨型
壤土 ≥65% ≥26.9

软土（粘土） ≥62% ≥24.6

西部雨型
壤土 ≥65% ≥26.9

软土（粘土） ≥58% ≥21.8

表 7.2.1-2 改建给水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类别
给水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对应设计降雨量（mm）

控制目标

东部雨型
壤土 ≥65% ≥26.9

软土（粘土） ≥60% ≥23.2

中部雨型
壤土 ≥63% ≥25.4

软土（粘土） ≥55% ≥19.9

西部雨型
壤土 ≥60% ≥23.2

软土（粘土） ≥50% ≥16.9

7.2.2 给水泵站场地雨水排放应结合场地条件因地制宜落实源头雨水控制要求。

7.3 水源地生态修复保护工程

7.3.1 水源地生态修复保护工程海绵城市设计应遵守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水库

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重叠的区域宜采取隔离防护、封育、自然恢复等保护措施。

7.3.2 水源地面源污染控制措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汇水范围下垫面特点，采取降雨初期径流污染的截留和处理措施；

2 应根据径流面源污染物向水库水体的输移规律选用滨水缓冲带、土壤渗滤、前置塘、湿地

等雨水净化措施削减雨水面源污染。

7.3.3 水源地生态修复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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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源地保护区内被侵占与破坏后恢复的消涨带及陆域区域，应对其底质、植被进行修复，

恢复过程应以原有状态及其发育特征为参考采用绿色设施；

2 受风浪、水流冲蚀影响以外的护岸，宜采用生态型护岸（坡）结构；

3 消涨带植被选用应以提升固持土壤、拦截入库泥沙、消纳污染物的生态功能为主，并应兼

顾景观美化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等功能；

4 植被缓冲带和消涨带植被选配应符合水源地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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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土保持工程

8.1 一 般 规 定

8.1.1 雨水径流控制措施和生态修复措施的选配，应遵循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系统防护、功

能互补的原则。

8.1.2 水土保持工程海绵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 16453、现行行业标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SL/T 534、
现行深圳市标准《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DB4403/T 34 的有关规定。

8.2 指 标 要 求

8.2.1 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范围内林草植被恢复率不应低于 90%，边坡生态防护率不宜低于 99%。

8.2.2 工程区域雨水径流控制指标应符合海绵城市相关规划要求。

8.3 水源地水土保持综合整治工程

8.3.1 应针对引发水源地水土流失具体原因，结合工程建设内容和特点合理设置水土保持设施。

8.3.2 应根据不同用地类型、生境条件、植被现状和水土流失形式等本底条件，营造健康的水

源地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等海绵体。

8.3.3 坡度大于 25°或土层厚度小于 25cm 的区域宜根据实际水源地功能情况实行封育保护措

施。

8.3.4 截排水工程宜结合场地条件采用植草沟、旱溪、天然沟渠等生态排水设施，并应满足排

水和抗冲刷要求。

8.3.5 蓄水工程宜结合场地条件采用干塘、湿塘、雨水湿地或天然坑塘，并应在进水口前设置

沉沙设施。

8.3.6 水陆缓冲带岸坡宜结合水库岸坡地形地质、水位变幅、水质安全、生境营造等因素，采

用生态护岸。

8.4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8.4.1 海绵设施设置应以小流域为单元，结合小流域功能类型、生态本底条件以及水土保持措

施功能需求，因地制宜布设。

8.4.2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应保护和利用小流域范围的河流、湖库、水塘、沟溪、湿地、林地

等天然海绵体。

8.5 裸露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

8.5.1 应结合裸露地地形、坡度、植被、土壤等场地条件，结合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措施，因地

制宜布设适宜的海绵设施。

8.5.2 裸露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海绵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针对不同类型自然水土流失，采取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

2 宜针对水土流失地，进行休整坡面后穴状整地，坡面进行乔、灌、草生态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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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阶段海绵城市专篇（章）设计

文件要求

A.0.1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成果应满足水利、市政、建筑等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并应同步编制海绵专篇（章）及海绵城市相关图纸。

A.0.2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文件大纲与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上位规划或管理部门技术文件提供的设计条件，结合项目类型及当地实际，确定海

绵城市建设目标指标；

2 工程方案应根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结合项目实际编制海绵城市建设方案，方案内容应阐

述总体方案中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指标涉及的内容；

3 宜进行方案比选，提出推荐方案，技术方案的比选内容可包括技术路线、投资规模等。

A.0.3 可行性研究报告附图与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海绵城市工程方案总平面图，并应包括主要海绵设施的布局、径流组织图等；

2 主要海绵设施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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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初步设计阶段海绵城市专篇（章）设计文件要求

B.0.1 初步设计成果应满足水利、市政、建筑等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应同步编制海绵

专篇（章）及海绵城市相关图纸。

B.0.2 初步设计报告海绵专篇（章）大纲与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文件，复核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2 工程设计方案应根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进行海绵城市方案的计算及设计，应说明公式与

计算方法选择、重要参数选取，应列出设施清单、主要设施规模等，应编制控制指标自评估表，

并明确项目红线范围内海绵城市设施的管护要求内容。

B.0.3 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海绵设施的平面布局图，并应标明海绵设施径流组织、排水口控制点标高等参数；

2 典型海绵设施平面和断面图；

3 其他图纸；

4 如分项工程海绵相关内容在主体专业中已包含，海绵专章中可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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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施工图设计阶段海绵城市专篇（章）设计文件要求

C.0.1 施工图设计应满足水利、市政、建筑施工图编制深度要求，成果应包括海绵城市设计说

明及海绵城市相关图纸。

C.0.2 施工图设计图纸及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和施工说明（海绵专篇），应包括项目概况、项目类型、工程范围、设计依据、采用

的规范及标准；施工图设计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调整和修改的内容概述；指标自评估表；海绵设

施量统计表；海绵设施材料及设备要求等；图例、材料表、监测设施安装说明及施工要求；项目

红线范围内海绵城市设施的管护要求等内容；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2 工程平面总布局图应标明项目范围、海绵设施位置等内容，可包括建设场地内主体设施与

海绵设施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及溢流雨水排放措施，海绵设施溢流管的坡度、溢流口和排水口的

位置、管径和标高等；

3 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应包括设施种类、规模、位置和地面标高、坡向等；

4 海绵设施详图应标出关键节点的坡度、位置、管径和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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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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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2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 16453
4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规范》SL/T 534
5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SL/T 800
6 《房屋建筑工程海绵设施设计规程》SJG 38
7 《海绵型道路建设技术标准》SJG 66
8 《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DB4403/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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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2018年，深圳市水务局以部门技术指引的形式发布了《深圳市水务工程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技

术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技术指引》），《技术指引》有效指导了新、改（扩）建水务工

程海绵设施的设计与建设。随着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国家、省、市对海绵城市建设工

作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在海绵城市建设转向全域系统化推进的关键时期，结合海绵城市试点示

范经验及深圳市水务工作最新要求，对《技术指引》进行全面评估、修订，并上升为地方标准，

不仅可以更有效指导我市水务工程与海绵城市理念的融合实施，更能在全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深圳市已建水务工程项目海绵城市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总结，对相关优秀做法进行了吸收，同时参考了其他省市的先进技术标准。

为便于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

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

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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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水务工程除需要满足源头减排功能之外，更需要承担水质净化、生态修复、区域雨水调

蓄、超标雨水行泄通道等功能。

1.0.2 通过对《深圳市 2018～2020 年政府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计划表》《深圳市水务发展“十四五”

规划项目库》中已建及“十四五”期间计划建设的水务工程类型梳理，归纳深圳市水务行业工程

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河湖工程，排水防涝工程、水污染治理工程、水资源与供水保障工程、水土保

持工程，其他类型工程或打包实施的工程可参照以上分类执行。

根据《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44 号））规定，建设项目在

前期论证中应当按照规划和设计要求，统筹考虑海绵化设施建设。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

在项目建议书中明确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明确海绵化建设的技术思路、

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具体技术措施、投资估算和后期运行维护费用估算等。社会投资建设项目

履行核准手续的，建设单位需要在项目申请报告中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建设内容、具体

技术措施和投资额等；履行备案手续的，建设单位需要将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建设内容和投

资额等信息告知项目备案机关。建设单位进行初步设计时需要同步开展海绵城市设计。住房建设、

交通运输、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初步设计评审时，需要加强海绵城市设计审查，

并将审查结论纳入总体审查意见。海绵城市设计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需要按照审查意见进行

修改完善。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单位需要严格按照海绵城市专篇，以及国家、省、市海绵城市

技术规范、标准和规定等编制要求，编制海绵化设施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并上传至深圳市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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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结合《深圳市水务发展“十四五”规划项目库》中“十四五”期间计划建设的水务工程

项目类型，以蓝绿灰融合为主导思想，筛选出需重点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绿色生态理念的几类工程

主要包括河湖工程，排水防涝工程、水污染治理工程、水资源与供水保障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其他类型工程或打包实施的项目可参照以上分类执行。

2.0.5 本标准所述“必要的防洪岸线”，是指为满足河道（湖泊）行（蓄）洪、河势稳定、防洪

安全等方面要求，采用抛石、砌石、混凝土块、现浇混凝土、铰链混凝土排及土工模袋等硬质材

料建设的岸线，不具备渗透性和生态型的功能。

2.0.16 本标准所述下沉式广场是可用于排涝除险的下沉式广场。

2.0.17 非常规水资源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水资源（地表水、地下水），本标准所指非常规水资

源利用主要是指雨水、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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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海绵城市是在城市建设中，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

排水，实现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水务工程项目除需要满足自身设计目标外，

还需要充分考虑为周边地块或区域雨水提供滞蓄、净化功能。

3.0.2 本标准中对厂（站）类水务工程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进行了明确，同时与正在修编的《深

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进行了衔接。涉及的水务工程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以规划明确

指标为准，规划中未提及的以本标准为准。

2018 年 11 月 23 日，深圳市水务局印发了《深圳市水务类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管控指标豁免清

单》，明确了应当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以及列入豁免清单的项目类型。

对纳入豁免清单的建设项目，在项目设计、报建、图纸审查、验收等环节对其海绵城市建设

管控指标不作强制性要求，由建设单位根据项目特点因地制宜落实海绵城市相关要求。

3.0.4～3.0.5 明确了水务工程项目海绵设施布置在竖向、径流组织和安全等方面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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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 湖 工 程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河湖项目需要统筹防洪排涝、雨洪调蓄、生态涵养、景观提升等综合性功能，充分利用

蓝线（管理范围线）和滨水绿化带之间的调蓄空间，合理布局雨水行泄通道和调蓄设施，形成坡

向水体的雨水径流行泄通道，结合防洪和排水防涝等相关规划，确定河湖调蓄水位，并需要与雨

水管渠设施、排涝除险设施和下游水系相衔接。

4.2 指 标 要 求

4.2.1 防洪排涝是河湖项目主要的基础性功能，因此必须在保障防洪排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开

展海绵城市建设。根据《深圳市防洪（潮）排涝规划（2021～2035）》，深圳河、茅洲河、观澜河、

龙岗河、坪山河五大流域及赤石河流域的城市防洪标准为 200 年一遇。各流域干流及各级支流防

洪标准按规划中确定的防洪标准执行。

4.2.2 规定了河湖岸线的相关要求。因场地条件、项目类型等因素制约而无法遵循上述要求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组织设计单位进行论证，可以参照海绵城市管控指标豁免清单进行管理。

4.3 河湖综合整治工程

Ⅰ 河 湖 调 蓄

4.3.1 设计需要满足规划确定的内涝防治标准，同时需要考虑超过该标准时的应急措施。需要

保护既有河流水系开敞式的雨水调蓄空间和行泄通道，并需要保持雨水调蓄行泄通道的畅通。

Ⅱ 生 态 修 复

4.3.3 城市河湖水系生态修复设计需要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

营造水生动、植物的良好水生态环境。

4.3.4～4.3.5 生态岸线的范围从陆域至水域主要包含堤背水侧、堤顶、堤坡、滩地和水陆过渡

空间五个部分。每个空间区域的设计需要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和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满足雨水渗透、

净化和调蓄功能需求，增大各空间的植被覆盖率，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生态岸线恢复及保护，需要达到各类规划的蓝线绿线等管控要求。岸线控制线是指沿河流水

流方向或湖泊沿岸周边为加强岸线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而划定的管理控制线。岸线控制线分为

临水控制线和外缘控制线。临水控制线是指为稳定河势、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和维护河流健康生命

的基本要求，在河岸的临水一侧顺水流方向或湖泊沿岸周边临水一侧划定的管理控制线。外缘控

制线是指岸线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外缘边界线，一般以河（湖）堤防工程背水侧管理范围的外边线

作为外缘控制线，对无堤段河道以设计洪水位与岸边的交界线作为外缘控制线。

生态岸线需要保持河湖自然岸坡结构，人工整治岸坡时需要优先选用生态岸线；河道断面宜

选择复式断面，保留一定宽度的岸边带，维持河流的横向连通性。生态护岸材料需要满足结构安

全、稳定和耐久性等相关要求，尽量抛弃“草坡入水”，构筑足够宽度的水下梯田或浅水湾。对既

有的硬质结构覆土种植，里刚外柔；用通孔砌块砖作为种植穴，解决施工期的行洪防冲问题。

4.3.6 植被缓冲带为坡度较缓的植被区，经植被拦截及土壤作用减缓地表径流流速，并去除径

流中的部分污染物。为保证其效果，缓冲带的坡度和宽度需要满足相应要求。植被选择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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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植被类型组合对植被缓冲带的起到的影响程度不同，需要针对不同的河段现状及目标生态功能

科学配置植被缓冲带群落。种植结构宜乔木、灌木和草搭配选择，以丰富植被缓冲带结构和层次。

4.4 碧 道 工 程

4.4.2 对于河流型碧道，碧道建设核心区是指河道蓝线和河道管理范围线外廓线内的区域；碧

道建设拓展区是核心区范围线向另一侧延伸至第二条滨河路之间的区域，也可指沿河第一街区；

碧道建设协调区指与河流碧道五大系统紧密相关的区域。

4.4.4 强化河流水体及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包括水网连通、保持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连通及生物

迁徙通道连通等。

4.4.5 透水铺装需要满足道路结构设计安全的要求，选材需要满足整体环境和人的使用功能需

求，优先采用生态、经济的本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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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水防涝工程

5.1 一 般 规 定

5.1.2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源头减排设施包括渗透、调蓄、

转输和雨水利用等设施。当降雨量小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所对应设计降雨时，不应向市政雨水管

渠排放未经控制的雨水。本标准所指控制后排放雨水是指雨水经过绿色屋顶、透水铺装、雨水花

园、下凹式绿地、雨水调蓄池等海绵设施收集处理后，通过溢流口或底部渗排管排放的雨水。

5.2 指 标 要 求

5.2.1 深圳市新建雨水管渠等设计重现期区域划分可参照《深圳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

确定。根据《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1222-2017，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应根据城镇类型、

积水影响程度和内河水位变化等因素，人口密集、内涝易发且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宜采用规定

的上限，目前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分期达到标准。根据《深圳市防洪（潮）排涝规划（2021~2035）》，
深圳市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为 100 年，近期一般地区不低于 50 年，重点地区不低于 100 年；远期

不低于 100 年。

5.2.2 源头减排设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应根据用地规划许可条件或《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

点与审查细则》或项目所在区域的海绵城市详细规划确定。

5.3 内涝点治理工程

5.3.1 内涝点治理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从雨水径流的产生到末端排放的全过程控制，其

中包括产流、汇流、调蓄、利用、排放、预警和应急措施等，而不仅仅包括传统的排水管渠设施。

本标准所指的内涝点治理工程包括源头减排、雨水管网和排涝除险设施。合理的内涝点治理方案

设计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设施对雨水的滞留、调蓄和渗透作用。这些设施包括天然形成的雨

水行泄通道、洼地、湿地、渗透性能良好的土壤和天然植被等。其中源头减排设施如透水路面、

生物滞留设施和植草沟等均是以模拟天然排水方式为基础的人工设施。城镇中的绿地和广场是居

民休闲、娱乐和举行大型集会的场所，但如果设计成下凹式，这些设施可以在暴雨期间起到临时

蓄水、削减峰值流量的作用，减轻排水管渠系统的负担，避免内涝发生。同一设施的不同功能往

往会有冲突，例如道路的积水会影响运输功能，下凹式绿地和下沉式广场可能会影响美观性。因

此，应综合考虑其各项功能，在确保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明确在不同情况下各项

功能的主次地位，做出有针对性的安排。

5.3.2 排涝除险设施往往具有多功能和多用途。例如，道路的主要功能是交通运输，但在暴雨

期间，某些道路可以是雨水汇集、行泄的天然通道，因此，道路的过水能力、道路在暴雨期间的

受淹情况和暴雨对道路交通功能的影响是内涝防治设计中必须考虑的因素。道路行泄通道设计应

综合考虑周边用地的高程、漫流情况下的人行和车行、周边敷设的市政管线的影响，避免行泄通

道的设计导致其他系统的损失。鉴于地表漫流系统的复杂性，作为行泄通道的道路排水系统宜采

用数学模型法校核积水深度和积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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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污染治理工程

6.2 指 标 要 求

6.2.1 对于属于公共设施用地类型的水厂项目类型，目前仍缺乏相应的目标标准。本标准结合

深圳市近年来海绵城市建设实践经验，结合水务工程项目建设特点，合理确定了新、改、扩建水

质净化厂工程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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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资源与供水保障工程

7.3 水源地生态修复保护工程

7.3.1 在城市蓝线内进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蓝线管理办法》相关要求，且相关建设行

为不得对河湖（含原水管线）保护构成破坏。

7.3.3 消涨带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植物种选择可按以下原则：

1 植物种需要耐瘠薄、耐水淹、耐干旱；

2 植物需要繁殖容易，成活率高；

3 植物种需要根系发达，萌性能强，有较好水土保持能力；

4 植物种需要净化能力强，氮、磷等营养性污染物削减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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