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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结合成都市某县县城排水防涝规划进行研究探讨，分析针对县城易发生内涝的现状在城市防涝系统、城市排水管

网等方面的规划方案，为同类型县城排水防涝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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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drainage and flood prevention planning of a county in Chengdu, 

and analyzes the planning scheme of urban flood prevention system and urban drainage network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county is prone to waterlogg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drainage and flood prevention of similar co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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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现有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行；地表硬化程度加剧，雨水调蓄程度弱化，城市气候频频出现极

端现象，导致内涝问题频发。城市区财富高度集聚、建筑密度高、地下空间设施复杂且车库密集，暴雨内涝易引发人员受困和地下设施

水浸事故，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及财产安全，提高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刻不容缓。排水防涝规划研究能对城市起到基础设施建设引领作用，

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达标，提高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文结合成都市某县县城排水防涝规划进行研究探讨，分析针对县城现状排水情况在城市防涝系统、城市排水管网等方面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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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排水概况

近年来，该县县城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城区不透水地面增

多，排水量大大增加，原有的区域局部管网不能满足排水的要

求。主要存在问题归纳如下：当前部分排水管线存在断面尺寸偏

小问题，在遭遇强降雨时，其输送容量无法满足实际排水需求；

覆盖率和达标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现状河道水系排洪能力不足，

部分排洪体系尚未完善，由于河道排水能力导致管网排水不畅，

进而增大内涝风险；局部地块地势低洼，缺乏有效防涝措施。城

市建成区用地竖向、开发密度等缺乏统筹，增加内涝风险。

二、应对策略与措施

（一）规划原则及思路

1.规划原则

多目标定位，综合施策原则：着力构建防洪排涝安全保障体

系，推进城市生态空间品质优化，同步实施初期雨水径流污染防

控措施。

系统统筹原则：遵循雨洪管理全流程理念，统筹规划从径流

产生到排放终端的完整周期，实现与交通路网、园林景观、地形

高程、水体生态及防灾排涝等专项设计的有机整合与协同。

因地制宜原则：常规措施与综合措施结合，如低影响开发技

术、海绵城市建设等，全面提高城市排水防涝水平，采取蓄、

滞、渗、净、用、排结合，实现综合治理。

管道排水和调蓄并用原则：立足现状基础条件，优先活化既

有管网效能，通过构建滞蓄协同体系提升防涝能力，实现新建管

网体系与既有排水网络的空间适配与功能互补。

2.规划思路

总体思路：大大提高城市防涝能力，从单纯的排水向综合防

涝转变，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以常规排水设施为基础，通过

综合手段提高区域排水防涝能力。

雨洪协同治理方案：基于气候特征、土壤性状及水文条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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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统筹，构建”蓄渗滞净用排”六维联动的内涝防控体系。

（1）依据城市空间格局与地形特征推行分区集水策略。首

推道路透水铺装与绿地滞渗工程，次选开放空间径流调蓄设施建

设，强化公园绿道等线性空间的雨洪吸纳功能。

（2）实施水系廊道生态修复与排涝通道扩容工程。针对重点

涝区制定管网 -河道 -调蓄池联动的系统性提升方案。

（3）重点排查文教卫设施、交通枢纽、地下综合体等防护区

高程匹配度，通过竖向管控与防倒灌设施改造，确保重点区域满

足内涝设防标准。

（二）城市防涝系统规划

1.平面与竖向控制

由于城市建设不同步、地块开发进展也缓急不同，中心城区

城建地面标高差异较大且难以同时全面达到城建高程。因此，建

议加强新建、改建地块的地面标高的监管，对新建城区需按规划

要求抬高地面，对老城区应结合小区改造逐步抬高地面。同时，

要尽可能利用新建区和新建建筑物的地下空间作为蓄滞洪区，有

计划地将雨后低洼地块的积水缓存在雨洪调蓄空间内，解决低洼

地的水浸问题，待雨洪过后再将调蓄空间的雨水抽排到外河。

2.水系综合整治

河流综合整治的主要内容：

（1）划定河流水域控制线 

在满足防洪、排涝要求的前提下，通过设计流量复核计算及

水面线的推求，合理确定各河流规划岸线及管理范围控制线，为

河流整治建设、管理提供依据。

（2）河流断面设计 

根据历年河流断面以及地形资料，对河流特征以及河床演变

分析，确定河流行洪宽度及堤线布置，针对河流局部行洪阻水卡

口采取扩宽、清障、清淤等整治措施，增加河流过流能力。

（3）河流堤防整治 

根据河流控制线及两岸堤防的现状，合理确定堤防的平面布

置，按照河流的设计水面线确定河宽等规模，并结合两岸用地规

划、亲水平台、文化绿化长廊、湿地等景观要求拟定河流整治堤

防的断面型式。

例如防洪规划中要求南部新城盐井沟最小河道宽8m，但现状

河道宽度仅4~7m，且现状桥涵、暗渠普遍较低进一步压缩河道过

流断面。该区域主要改造措施为对盐井沟进行拓宽改造，使其防

洪能力达标。

3.城市防涝设施布局

池塘、湖泊等水体单元作为城市地表径流调控的生态基础设

施，承担河道溢流疏导、管网超载分流及暴雨径流消纳的三重功

能。做好对现状的池塘、湖泊保护工程，可以起到调蓄洪峰，减

少洪涝灾害的作用。

为发挥池塘、湖泊等的雨洪调蓄功能，需做好维护管理工

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对池塘、湖泊进行清淤工作

根据管理维护经验，池塘、湖泊经过长期淤积后，会显著减

小其有效容积，如进行全方位疏浚清淤，水体调蓄能力将大幅增

加，充分发挥效益。

（2）保持泄洪道等泄水设施的畅通

当池塘、湖泊水位过高时，就需要向下游河流排泄洪水。应

推进排水管网系统周期性淤积物清运工程，保证池塘、湖泊的泄

洪能力。

（3）实施水网连通

池塘、湖泊的面积和库容越大，其调蓄能力越强。各个池

塘、湖泊相对独立时，调蓄能力有限。可将距离较近的池塘、湖

泊进行连通，通过构建河湖水系的互联互通网络，流域集水范围

得以扩展，借助协同管理机制实施统筹调配，可有效提升区域水

资源调节效能。

（三）城市排水（雨水）管网规划

1.径流量控制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硬化面积越来越大，由此带来了

径流系数增加、径流量增大和面源污染加重等许多负面影响，因

此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和技术越来越多地在城市新建和改扩建工程

中被应用。

本规划结合海绵城市理念，提出利用生态绿地、透水铺装等

措施增强雨水渗透与调蓄功能的引导，形成“源头减排 -过程控

制 -末端治理”的多层级内涝防治体系。改建河道与扩容管网可

快速缓解既有排水压力，而海绵城市建设则从源头降低雨水径流

峰值，两者结合能够有效应对极端天气下的内涝风险。

2.管渠规划原则

基于现状地形地貌与既有排涝系统，构建近域分散式分级排

水体系；有机衔接城市防涝工程体系，通过水力模型模拟开展多

方案比选论证，优选管网空间布局；依托自然地形高差，采用重

力流排水方式为主，最大限度控制雨水泵站建设规模；雨洪分

流，防止山洪进入城市排水系统，完善截洪沟系统，将截留的山

洪水就近引入水体；新建管网系统应严格对标所在片区现行规范

参数进行布设；针对既有管网不达标的易涝区域，重点实施源头

减量、径流分割、通道扩容、调蓄滞洪等系统性改造工程，通过

多维度提升管网排水效能增强系统防涝韧性。

3.雨水管网规划（以南部新城为例）

南部新城区域均为建成区，总体排水流向为由南至北排往别

处蒲江河，其中沿驭虹路及盐井街有现状排洪河道纸板厂沟排洪

渠以及盐井沟排洪渠；其余在全兴街、清江大道、桫椤街、朝阳

大道、飞虎路、鹤山北路、顺城街邓等道路下游区域主干管将南

部新城区域划分为大致9个小的排水分区。

>图1 盐井沟改造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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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新城现状部分道路上仍采用雨水边沟，甚至部分道路未

设置雨水管。通过内涝模型模拟，在20年一遇的暴雨强度下，南

部新城及周边区域排涝能力严重不足。

通过模拟现状南部新城区域的内涝情况，并结合历年内涝情

况可知，南部新城存在较大内涝隐患，主要内涝区域集中在清江

大道、盐井沟沿线、鹤山中学区域等点位区域。

>图3 南部新城内涝模拟（降雨重现期：20年）

>图4 南部新城系统改造后内涝模拟

>图2 南部新城排水分区示意图

南部新城内涝呈现多点位性，盐井沟附近区域存在较大内涝

风险。主要原因：受盐井沟影响附近区域内涝排水不畅；现状雨

水管网系统不完善，且排水能力普遍较低；局部地势较低。根据

模型模拟及理论分析，本次主要采取对清江大道、广定路、东驭

路、广场西路、健民路等雨水管道扩容，整治改造行洪河道，以

及其他措施，综合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

4.系统改造后的评估

通过模型模拟现状南部新城区域改造后，以南部新城为例

在设计工况下最内涝最大情况如下图所示，区域内涝基本得到

解决。

三、结语

该县城区内涝成因较为复杂，既有河道水系排洪能力不足的

因素；也有排水管网体系不完善、规模偏小等因素；局部也存在

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等因素。本研究针对该县城内涝成因，围绕

城市防涝系统与雨水管网规划展开系统性探讨，提出了涵盖河道

水系改建、排水设施优化及海绵城市建设的综合改造方案。通过

重构河道水系网络、扩容管网及疏通关键节点，显著提升了区域

排水防涝能力。本研究可为同类型县城的内涝治理提供参考，助

力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安全与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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