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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成建委〔2017〕431 号

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成都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技术
规定（试行）》和《成都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
项设计编制规定及审查要点（试行）》的通知

各区（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相关单位：

海绵城市建设是我市加快国家中心城市、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建设的重要抓手。为更好更快推进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切实将海

绵城市建设理念贯穿到城市建设中，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成办发〔2016〕30 号）

的要求，我委结合成都本土实际，先后组织专业技术机构编制了

《成都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技术规定（试行）》和《成都市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编制规定及审查要点（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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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技术规定（试行）》就不同

类型的建设项目明确了海绵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设计要点、建

设管理流程等技术管理标准。《成都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

计编制规定及审查要点（试行）》对建筑小区、市政工程、绿地

广场三类建设项目在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应增

加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相关内容的编制及审查要点做出了规定

和指引。

现将上述文件印发你们，作为项目土地出让、设计与图审依

据，以利于更好地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建设项目前期管理工

作。

附件：1.成都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2.成都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编制规定及审

查要点（试行）

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7 年 8 月 17 日

信息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7 日印发

盖章单位：成都市建委
盖章时间：2017/8/22 13:39:11



前言

为加强《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实施意见》（成办发〔2016〕30号）的贯彻执行，由成都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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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成都市实际情况，对建筑小区、

市政工程、绿地广场三类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的编

制及审查要点做出了规定和指引，并在广泛征求规划、设计、

图审和管理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文件。

本文件共四章及 1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组成及内容；3. 建设项目海

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审查要点；4.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

计审查表。

本文件由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编制单位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和说明。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反馈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成都市青羊区

东御河沿街 16号；邮政编码：610015），以便于版本的不断

更新和完善。



编制单位：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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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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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0.1 海绵城市建设是成都市加快国家中心城市、美丽中国典

范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为此，成都市将在城市建设中全面贯彻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全面提升城市防涝能力。为加快推进成

都市海绵城市建设，加强海绵城市设计管理工作，制定本文件，

作为建设项目图审依据。

1.0.2 本编制规定及审查要点适用于成都市中心城区范围内

的新建或改扩建建筑小区、市政工程、城市绿地与广场三类项目

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及审查。成都市其它市县可参照执行。对于

特殊项目（如高污染高风险地区项目），需按相关规范专题研究，

另案审查。

1.0.3 本编制规定及审查要点的编制依据是《成都市海绵城市

专项规划（2016-2030）》、《成都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技术规

定》（试行）、《四川省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等规定规范。

1.0.4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审查分为三个阶段：方案设计审查，

初步设计审查，施工图设计审查。方案设计审查时，设计单位需

提交《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审查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审查阶段，设计单位需提交《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初设/施工图审查

表》，并在各阶段审查时提交相应阶段性设计成果。

1.0.5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审查除应符合本规定的要求外，尚应

符合国家和四川省、成都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6 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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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组成及内容

2.1 建筑小区

2.1.1 方案阶段

文件组成 内容

1 设计依据 相关规划、规范、条例及政策文件

2
项目概况简

介
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区位，介绍用地性质、设计范围、占地面
积、绿化面积、与周边管网的联系等。

3
项目所在区
域自然条件

简述地形地质地貌、土壤及渗透性、植被资源、水文气象、基
础设施条件等有关情况。

4
现状问题分

析
1、改造项目应分析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2、新建项目应分析传统开发模式下的弊端。

5

项目与上位
规划及有关
政策要求衔

接情况

1、简述所属规划范围及管控分区，用地性质分析，项目所在
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上位规划，说明规
划目标和控制指标。
2、严格按照项目所在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控制指标执行。

6
项目海绵城
市建设条件

分析

1、简述下垫面情况、径流系数。
2、简述项目建筑布局和低影响开发设施可用建设场地情况等。
3、简述项目竖向设计和场地排水系统情况。
4、简述场地污染源情况。

7
海绵设施方
案设计论述

1、项目汇水分区划分。
2、描述 LID 雨水系统的流程。
3、所选 LID 设施基本构造、主要材料及主要技术参数（屋顶
绿化、下沉绿地、透水铺装、水体、回用设施、调蓄设施）。
4、根据设计地块现状植物，概述种植设计构思、LID 设施植
物选择。
5、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8 特殊事项说明 不具备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进行合理充分的原因陈述。
9 投资估算

10
与其它相关
专业的衔接

明确海绵城市设计和其它相关专业衔接内容及注意事项。

11 其它
文件组成还需满足《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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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施工图阶段

文件组成 内容

1 设计依据
主要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关地勘资料、方

案批复等。

2 项目概况简介
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区位，介绍用地性质、设计范围、占地

面积、绿化面积、与周边管网的联系等。

3
项目所在区域

自然条件

简述地形地质地貌、土壤及渗透性、植被资源、水文气象、基础

设施条件（道路、雨污水管网）等有关情况。

4

项目与上位规

划及有关海绵

城市建设政策

要求衔接情况

1、简述所属规划范围及管控分区，用地性质分析，项目所在

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上位规划，说明

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

2、严格按照项目所在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控制指标执行。

5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本底分析

1、简述下垫面情况、径流系数。

2、简述项目建筑布局和低影响开发设施可用建设场地情况等。

3、简述项目竖向设计和场地排水系统情况。

4、简述场地污染源情况。

6
海绵设计说明

书

1、设计原则：阐述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的基本原则和流程。

2、需求分析：改造项目应详细分析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新

建项目应分析传统开发模式下的效果及弊端。

3、设计目标：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要求，说明本项目设计

目标和控制指标。

4、说明项目场地竖向高程、雨水管网设置和地块汇水分区划

分情况。

5、提出适宜的 LID 设施组合方案，并介绍各种设施的规模。

6、根据设计地块现状植物，概述种植设计构思、LID 设施植

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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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组成 内容

7、雨水回用系统简要说明回用雨水的用途、用量、处理工艺、

回用设施规模及防误用措施。

8、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7

海绵城市设计

计算成果表

（见附表）

1、海绵城市设计成果计算表需体现：LID 设施容积、设施面

积、地块年降雨量及年径流量、设施控制雨量、未受控制雨

量、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去除率等数据。

2、鼓励采用专业软件进行径流模拟。采用模型模拟的应提供

模型构建过程和主要参数取值。

8 工程图纸

1、下垫面分析图

2、雨水径流组织路径图

3、LID 设施总平面布置图

4、竖向设计图

5、LID 设施平、剖面图

6、雨水回用系统平面图、工艺流程图、大样图

7、雨水调蓄池平、剖面，

8、LID 设施种植设计图

9 特殊事项说明
不具备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进行合理充分的原因陈述。施工

图阶段如有与批准的方案不符的，应说明变更的原因。

10 工程概算

11 其它
文件组成还需满足《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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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政工程

2.2.1 方案阶段

文件组成 内容

1 设计依据
主要专项规划、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关基

础资料等。

2 项目概况简介 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及主要工程内容等。

3 现状介绍

1、项目所在位置、地块用地性质及周边路网建设现状，区分

已按照规划形成路网和未按照规划形成路网；

2、项目所处点位及周边河湖水系现状，区分已整治河道和未

按照规划整治河道，现状河道岸线、水质情况介绍；

3、项目所处点位及周边雨污水管网现状、排水防涝现状。

4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必要性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及现状介绍，说明项目实施海绵城市

建设的必要性。

5

项目与上位规

划及有关海绵

城市建设政策

要求衔接情况

简述项目所在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上

位规划，明确项目所在地块的规划要求。

6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本底分析

及评价

1、项目建设区域径流系数、土壤渗透性、地质情况、排水条

件、植被资料、气象条件、河道情况、建筑密度、面源污染

等基础资料；

2、新建项目雨水外排量和现状排水管网接纳能力分析；

3、规划设计条件，项目竖向高程及场地排水系统分析，如场

地坡向及坡度、水体的位置、雨水径流汇集路径、排水管网

设置等。

4、通过对建设基础条件论述，做出项目海绵城市建设适建性

分析。

7
项目与邻近海

绵体的衔接

明确项目建设周边地块海绵设施衔接情况，充分发挥海绵城

市建设条件好的地块的海绵辐射功能，与适建性较低区域协

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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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组成 内容

8
海绵设施方案

设计论述

1、综合考虑项目所在管控单元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及单元

内整体功能布局、周边建设情况、水文地质、排水设施条件

等特点，以确定相应海绵设施，如下沉式绿地率、绿色屋顶

率、透水铺装率、雨水调蓄模块等；

2、所选 LID 设施基本构造、主要材料及主要技术参数和平面

设计；

3、根据设计地块现状植物，概述种植设计构思、LID 设施植

物选择；

4、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5、建设规划与处理程度论述；

6、雨水调蓄、回用及再生水系统方案。

9 特殊事项说明 不具备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进行合理充分的原因陈述。

10 投资估算

11
与其它相关专

业的衔接
明确海绵城市设计和其它相关专业衔接内容及注意事项。

12 其它
文件编制还需满足《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2013 年

版)》规定

2.2.2 初设/施工图阶段

文件组成 内容

1 设计依据
主要专项规划、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关基
础资料等。

2 项目概况简介 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及主要工程内容等。

3 现状介绍

1、项目所在位置及周边路网建设现状，区分已按照规划形成
路网和未按照规划形成路网；
2、项目所处点位及周边河湖水系现状，区分已整治河道和未
按照规划整治河道，现状河道岸线、水质情况介绍；
3、项目所处点位及周边雨污水管网现状、排水防涝现状。

4

项目与上位规
划及有关海绵
城市建设政策
要求衔接情况

1、简述项目所在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上位规划，明确项目所在地块的规划要求；
2、项目所在地如有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严格按专项规划执行。

5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本底分析

及评价

1、项目建设区域径流系数、土壤渗透性、地质情况、排水条
件、植被资料、气象条件、河道情况、建筑密度、面源污染
等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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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组成 内容

2、新建项目雨水外排量和现状排水管网接纳能力分析；
3、规划设计条件，项目竖向高程及场地排水系统分析，如场
地坡向及坡度、水体的位置、雨水径流汇集路径、排水管网
设置等；
4、通过对建设基础条件论述，做出项目海绵城市建设适建性分析。

6 项目与邻近海
绵体的衔接

明确项目建设周边地块海绵设施衔接情况，充分发挥海绵城
市建设条件好的地块的海绵辐射功能，与适建性较低区域协
同开发。

7 海绵城市设计
说明书

1、设计原则：阐述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的基本原则和流程；
2、需求分析：改造项目应详细分析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新
建项目应分析传统开发模式下的效果；
3、设计目标：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要求，说明本项目设计
目标；
4、说明项目场地竖向高程、雨水管网设置和地块汇水分区划分情况；
5、提出适宜的 LID 设施组合方案，并介绍各种设施的规模，
以及 LID 设施的用途用量；
6、根据设计地块现状植物，概述种植设计构思、LID设施植物选择；
7、雨水回用系统简要说明雨水处理工艺、回用设施规模及防
误用措施；
8、有监测要求时应说明监测内容和监测站点平面位置。

8
海绵城市设计
计算成果表
（见附表）

1、设计计算表需体现海绵城市设计主要成果：LID 设施容积、
设施面积、地块年降雨量、设施控制雨量、未受控制雨量、
年径流污染去除率等数据；
2、鼓励采用专业软件进行径流模拟。采用模型模拟的应提供
模型构建过程和主要参数取值。

9 工程图纸

1、LID 设施总平面布置图：内容含 LID 设施布局、LID 设施
与其他道路设施及排水管线之间的衔接关系、监测设施（如
有）、绿化景观布置示意、竖向高程等；
2、LID 设施平、剖面图；
3、其它有关设施详图；
4、主要 LID 设施一览表和工程量表。

10 特殊事项说明
1、不具备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进行合理充分的原因陈述；
2、与方案批复、初设批复内容有变更部分，请说明。

11 工程概算

12 与其它相关专
业的衔接

明确海绵城市设计和其它相关专业衔接内容及注意事项。

13 其它
文件编制还需满足《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2013 年
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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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绿地及广场

2.3.1 方案阶段

文件组成 内容

1 设计依据
相关规划以及主要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关

基础资料等。

2 项目概况简介 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及主要工程内容等。

3 现状介绍
项目所在位置、现状地形、河湖水系现状及周边路网建设现

状、周边雨污水管网现状、排水防涝现状。

4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本底分析

及评价

1、项目建设区域径流系数、土壤渗透性、地质情况、排水条

件、植被资料、气象条件、河道情况、建筑密度、污染源等

基础资料。

2、项目海绵城市建设适建性评价。

5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目标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及现状介绍，说明项目实施海绵城市

建设目标。

6

项目与上位规

划及有关政策

要求衔接情况

1、简述项目所在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上位规划，说明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2、项目所在地若有海

绵城市专项规划，则严格按照规划的控制指标执行；若无相

关规划或指标不明确，则参照《成都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建

设管理技术规定》中指标数据。

7
海绵设施方案

设计论述

1、项目汇水分区划分。

2、描述 LID 雨水系统的流程。

3、根据设计地块现状植物，概述种植设计构思、LID 设施植

物选择。

4、改扩建项目针对项目本底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设计构思及完成目标。

8 特殊事项说明 不具备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进行合理充分的原因陈述。

9 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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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施工图阶段

文件组成 内容

1 设计依据
相关规划以及主要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关

基础资料等。

2 项目概况简介 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及主要工程内容等。

3 现状介绍
项目所在位置、现状地形、河湖水系现状及周边路网建设现

状、周边雨污水管网现状、排水防涝现状。

4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本底分析

及评价

1、项目建设区域径流系数、土壤渗透性、地质情况、排水条

件、植被资料、气象条件、河道情况、建筑密度、污染源等

基础资料。

2、项目海绵城市建设适建性评价。

5
项目海绵城市

建设目标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及现状介绍，说明项目实施海绵城市

建设目标。

6
项目与上位规

划及有关政策

要求衔接情况

1、简述项目所在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

上位规划，说明规划目标和控制指标。

2、项目所在地若有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则严格按照规划的控

制指标执行；若无相关规划或指标不明确，则参照《成都市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建设管理技术规定》中指标数据。

7
海绵城市设计

内容

1、综合考虑项目所在管控单元的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及现状，

确定相应海绵设施，如下凹式绿地、绿色屋顶、透水铺装等。

2、描述 LID 雨水系统的流程。

3、所选LID设施基本构造、主要材料、主要技术参数和平面设计。

4、根据设计地块现状植物，概述种植设计构思、LID 设施植

物选择。

8 施工图纸
1、图上应重点绘出 LID 设施、排水管网，绿化景观布置。

2、列出主要 LID 设施一览表和各专业相关工程量表。

9 计算成果表

1、设计计算表需体现：LID 设施种类、设施容积、设施面积、

地块年降雨量及年径流量、设施控制雨量、未受控制雨量、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去除率等数据。

10 特殊事项说明
1、不具备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进行合理充分的原因陈述。

2、施工图与已批准的方案是否相符，若有变更说明原因。

11 工程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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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审查要点

3.1 建筑小区

3.1.1 方案阶段

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1 设计依据 设计说明专篇 设计依据应充分且具有时效性。

2
地质水文

分析

岩土勘察报告（如

有）设计说明中对

地质、水文的描述

海绵设施需与地质情况相匹配，

且注意：

1）地下常水位距下垫面小于 1m 不宜下渗；

2）与地质的关系，主要考虑湿陷性黄土、

膨胀土、回填土下渗安全问题。

3

项目与上

位规划及

有关政策

要求衔接

情况

设计说明专篇
建设目标与控制指标需与上位规划及有关

政策要求合理衔接。

4
设计年径

流总量控

制率目标

设计说明专篇

1、设计依据是否充分，指标应满足上位规

划要求。

2、如无专项规划，按一下要求执行：新建

住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70%、公共

建筑不低于 80%；改扩建住宅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不低于 60%、公共建筑不低于 70%。

5
海绵设施

设计方案

设计说明专篇及

投资估算

方案适宜性评价，所选用的海绵设施尽量绿

色、生态、经济、适用，植物应适应 LID
设施。

6
高污染风

险区判定
设计说明专篇

根据建筑小区类别、生产类型等判定用地内

是否存在高污染风险，是否采用了相应的控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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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施工图阶段

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1 设计依据 设计说明专篇 设计依据需具有时效性。

2
地质水文

分析

设计说明专篇

或岩土勘察报

告

海绵设施需与地质情况相匹配，

且注意：

1）地下常水位距下垫面小于 1m不宜下渗；

2）与地质的关系，主要考虑湿陷性黄土、膨胀

土、回填土下渗安全问题。

3
设计年径

流总量控

制率目标

设计说明专篇

1、设计依据是否充分，指标满足上位规划要求，

严格按照，如果没有参照第二条执行。

2、新建住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70%、公

共建筑不低于 80%；改扩建住宅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不低于 60%、公共建筑不低于 70%。

4

低影响开

发雨水系

统构建原

则、流程

设计说明书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应以雨水的资

源化利用为主，流程应与项目实际情况相匹配。

5 绿色屋顶
设计说明专篇

及图纸

1、屋面应采用对雨水径流无污染或污染小的材

料，不得采用沥青或沥青油毡。

2、坡度较小的屋面宜采用绿色屋顶，绿色屋顶

应符合《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屋

面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5）的规定。

3、宜采取雨落管断接的方式将屋面雨水引入周

边绿地内分散的海绵设施，或通过植草沟、雨水

管渠等将雨水引入场地内的集中调蓄设施。

6 配套绿地
设计说明专篇

及图纸

1、小区道路、广场、建筑物周边绿地应采用可

用于滞留雨水的下沉式绿地，下沉式绿地应低于

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周边雨水宜分散进入下沉

式绿地，当集中进入时应在入口处采用缓冲和截

污措施。

2、下沉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雨水口，保证

暴雨时径流溢流排放至雨水管网。

3、当集中绿地位于地下室顶板上时，其覆土厚

度不宜小于 1.5m。

7
小区道路

和铺装

设计说明专篇

及图纸

1、小区道路宜采用生态排水方式，竖向设计应

有利于雨水径流汇入道路周边的海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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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与小区内人行及非机动车道、休闲广场、

室外庭院、地面停车场应采用透水铺装。

3、透水铺装地面结构应符合《透水砖路面技术

规程》（CJJ/T188）的相关规定。

8
雨水收集

利用系统

设计说明专篇

及图纸

1、雨水回用的用途、需水量。

2、收集的屋面、地面雨水量不应小于需求量，

应选择污染较轻的屋面、地面进行收集，不应收

集厕所、垃圾站、工业污染地等污染场所的雨水。

3、雨水净化工艺应与用途相适应。

4、雨水回用系统应采用防止误饮误用的措施。

5、雨水回用系统设计应符合《建筑与小区雨水

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的规

定。

9
雨水调蓄

系统

设计说明专篇

及图纸

1、雨水调蓄设施包括：雨水桶、雨水调蓄池、

雨水调蓄模块、具有调蓄空间的景观水体、洼地。

2、调节设施宜布置在汇水面下游，当调节池与

雨水收集系统的储存池合用时，应分开设置回用

容积和调节容积，且池体构造应同时满足回用和

调节的要求。

3、雨水调蓄池可采用室外地埋式塑料模块蓄水

池、混凝土水池等。

4、有景观水体的小区，景观水体宜具备雨水调

蓄功能，水体应低于周边道路及广场，同时配备

将汇水区内雨水引入水体的设施。

5、调蓄外排雨水量不应大于市政管网接纳能力。

10 植物选择
设计说明专篇

及图纸

1、LID 设施中的植物应根据水分条件、径流雨

水水质等进行选择，宜选择耐淹、耐污能力较强

的乡土植物，种植土要求透水性好并满足《城市

绿化工程施工验收规范》（CJJ/T82-99）的相关

要求。

2、建筑屋顶不宜种植高大乔木，不宜选择根系

穿刺性强的植物种类。

11
高污染风

险区判定
设计说明专篇

根据建筑小区类别、生产类型等判定用地内是否

存在高污染风险，是否采用了相应的控制措施

12
成果表复

核

海绵城市设计

成果计算表

计算结果应满足相关专项规划及规定中强制性

指标，进行措施合理性考查，并保证措施与计算

书内容吻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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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市政工程

3.2.1 方案阶段

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1 设计依据 设计说明专篇 设计依据需充分，且具有时效性。

2
地质水文分

析

岩土勘察报
告（如有）
设计说明中
对地质、水
文的描述

海绵设施需与地质情况相匹配，
且注意：
1）地下常水位距下垫面小于 1m不宜下渗；
2）与地质的关系，主要考虑湿陷性黄土、膨胀土、
回填土下渗安全问题。

3

项目与上位
规划及有关
政策要求衔

接情况

设计说明专
篇

建设目标与控制指标需与上位规划及相关规范、
政策要求合理衔接。

4
海绵城市建

设原则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市政工程中进行海绵性建设的目的是以削减地
表径流与控制面源污染为主、雨水收集利用为辅；
道路绿带、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步行街雨水控
制与利用形式宜以入渗和调蓄为主；下凹式立体
交叉道路、市区路段道路、郊区公路雨水控制与
利用形式应以排放为主；
2、市政配套设施的海绵性建设应以区域总体规
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市政工程专项规划为主要
依据，并与之相符；
3、新建项目以目标为导向，改、扩建项目需针对
现状存在问题，提出海绵城市建设解决方案。

5
海绵设施设

计方案

设计说明专
篇及投资估

算

1、方案适宜性评价，所选用的海绵设施尽量绿色、
生态、经济、适用，合理。在不影响车行道行车
安全的前提下，海绵设施高程控制合理，与周边
海绵体衔接与相对位置合理。海绵设施可操作性
及运行条件合理；
2、道路绿带、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步行街雨水
控制与利用形式宜以入渗和调蓄为主；下凹式立
体交叉道路、市区路段道路、郊区公路雨水控制
与利用形式应以排放为主；
3、有可利用的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的道路工程建
设，车行道雨水径流至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由
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溢流雨水口收集后排入雨水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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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4、道路红线外侧有可利用的绿化带的项目，人行
道雨水应径流至红线外侧绿地，通过溢流进入雨
水口，最终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并确保道路红线
外侧边绿地雨水不径流至道路范围内；
5、不具绿化带条件的项目，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
的应采用透水铺装，强化雨水下渗，并保证铺装
下垫面渗透性能良好；
6、市政道路行道树树池均应建设为海绵型树池，
树池内土体不应高于周边路面标高，土体与路面
应设有雨水联通通道；
7、项目范围内有可利用的再生水水源时，绿化浇
灌、路面浇洒等市政杂用水应优先采用再生水；
8、新建项目海绵设施宜与综合管廊建设相衔接。

3.2.2 初设/施工图审查阶段

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1 设计依据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设计依据应充分，且具有时效性。

2 地质水文
分析

岩土勘察报
告

海绵设施需与地质情况相匹配，
且注意：
1）地下常水位距下垫面小于 1m不宜下渗；
2）与地质的关系，主要考虑湿陷性黄土、膨胀土、
回填土下渗安全问题。

3 海绵城市
建设原则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市政工程中进行海绵性建设的目的是以削减地
表径流与控制面源污染为主、雨水收集利用为辅；
2、有可利用的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的道路工程建
设，车行道雨水径流至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由中
央分隔带或侧分带溢流雨水口收集后排入雨水管；
3、道路红线外侧有可利用的绿化带的项目，人行
道雨水应径流至红线外侧绿地，通过溢流进入雨水
口，最终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并确保道路红线外侧
边绿地雨水不径流至道路范围内；
4、不具绿化带条件的项目，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
的应采用透水铺装，强化雨水下渗，并保证铺装下
垫面渗透性能良好；
5、市政道路行道树树池均应建设为海绵型树池，
树池内土体不应高于周边路面标高，土体与路面应
设有雨水联通通道；
6、项目范围内有可利用的再生水水源时，绿化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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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灌、路面浇洒等市政杂用水应优先采用再生水；
7、凡是修建调蓄设施的，调蓄雨水应回用于绿化
浇灌或下渗，不得直接抽排；
8、新建项目海绵设施宜与综合管廊建设相衔接。

4 道路横断
面设计

道路横断面
设计图

1、有可利用的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的道路工程建
设，车行道应坡向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车行道雨
水径流汇流至中央分隔带或侧分带，由中央分隔带
或侧分带溢流雨水口收集后排入雨水管；
2、道路红线外侧有可利用的绿化带的项目，人行
道横坡应坡向道路红线，人行道雨水汇流至下凹式
绿地，土层含水饱和后水位上升，通过溢流进入雨
水口，最终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并确保道路边绿地
存水不可倒排。

5 高程设计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应协调好地面海绵城市设施与地下雨水调蓄设
施的衔接关系，雨水调蓄设施可结合地下综合体同
步建设，并应设置防止雨水倒灌的措施；
2、控制地面坡度，保证海绵设施合理运行。

6 排水设计
标准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中心城区及天府新区核心区
一般 3-5 年。

7 人行道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具备透水地质条件的新建、改扩建人行步道、
步行街、非机动车道应采用透水铺装路面，且新建
区域透水铺装率宜≥40，建成区域宜≥30；
2、透水铺装地面设计应满足 2 年一遇的暴雨强度
下，持续降雨 60min，表面不应产生径流的透（排）
水要求。透水铺装地面结构应符合《透水砖路面技
术规程》CJJ/T188-2012 的相关规定。

8 道路绿地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城市道路宜增加绿化率，进行低影响开发设计
的城市道路绿化带不宜小于 2 米；
2、城市道路新建区域下沉式绿地宜≥40，建成区域宜≥30；
3、城市道路中分、侧分带应选用下凹式绿地、植
草沟、生物滞留设施和雨水种植池，道路两侧绿带
宜选用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雨水湿地等低影
响开发设施，并通过道路路面有组织排水设计将雨
水引入这些设施。绿化带或绿地土体表面应低于硬
质铺装或路面 50mm~100mm，便于雨水排入土体；
4、城市道路绿化带内海绵城市设施应采取必要的
防渗措施，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道路路面及路基的
强度和稳定性造成破坏；
5、道路径流雨水进入绿地内的海绵城市设施前，
应利用沉淀池、前置塘等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防止对绿地环境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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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9 行道树池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海绵型树池”内土体不应高于周边路面标高，
土体与路面应设有雨水联通通道。同时尽量多栽植
行道树，并选择吸水性、防尘效果良好的树种；
2、由于树池面积较小，消纳的雨水有限，允许与树
池同宽度的人行道雨水汇入，不允许路面径流汇入。

10
下穿隧道
及立交节

点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下穿隧道的排水宜采用快排与调蓄相结合的方式；
2、下穿隧道引道两端应采取工程措施控制汇水面
积，减少外围雨水径流进入隧道，减少坡底聚水量；
3、立体交叉道路宜采用高水高排、低水低排，且
互不连通的系统，应有防止设计汇水面积之外的雨
水流入低水系统区域的可靠措施，应尽量避免外部
重力流排水管线自下穿隧道区域下方穿过，并应确
保排水系统有可靠的排水出路；
4、雨水调蓄设施应与道路排水系统结合设计，根
据用地情况可设计为离线式和在线式，平面尺寸应
根据所处场地条件合理确定；
5、调蓄设施需设置进水管、排水管、溢流管、前
置弃流装置、沉泥斗、吸水坑、检修孔、通气孔及
水位监控装置，调蓄雨水应处理回用或雨后通过海
绵设施消纳，不应直接排放。

11 雨水预处
理及排放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道路径流雨水进入绿地内的海绵城市设施前，
应利用沉淀池、前置塘等设施对径流雨水预处理，
防止对绿地环境造成破坏；
2、新建市政雨水排放口处应设置径流污染控制设
施，以去除雨水中的污染物，可采用雨水沉淀池、
生态塘、人工湿地等。

12 雨水处理
及回用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收集雨水及其回用水管道严禁与市政给水及生
活饮用水管道相连接，防止误饮、误用；
2、雨水回用水管应加标识；
3、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设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弃
流量根据下垫面旱季污染物状况确定，建议按照实
测结果进行计算分析，无实测资料时，宜采用
3~15mm的降雨厚度；
4、雨水回用系统说明需包含雨水用途、处理工艺、
回用设施规模及主要设备选型及布置情况。

13 成果表复
核

海绵城市设
计计算成果

表

计算结果应满足相关专项规划及规定中强制
性指标，进行措施合理性考查，并保证措施与计算
书内容吻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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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绿地及广场

3.3.1 公园绿地及防护绿地

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1 设计依据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 主要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
关基础资料等，依据应充分具有时效性。
2、 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及主要工程内
容等。
3、 项目相关规划及有关政策要求。
4、 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本底分析。

2 现状分析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对项目所在位置、现状地形、河湖水系现状及周边
路网建设现状、周边雨污水管网现状、排水防涝现
状等进行分析。控制场地高程设计目标，保证整体
地势的海绵特性。

3
海绵城市
设计原则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城市绿地中进行海绵性建设的目的：在满足
自身雨水收集利用的同时，结合周边市政路网和
管线截存周边汇水区域径流，以达到雨水总量与
内涝控制要求。
2、应在相关上层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充分结合
项目特点、地貌特征等因素，尽量保护原有自然
排水路径。尊重现状植物，对场地生态进行恢复。
3、周边区域衔接：
新建项目应根据雨水系统专项规划中对行泄通
道、末端调蓄设施规模与位置的要求综合确定。
改扩建项目宜基于周边汇水区内涝、污染情况，
结合既有管线布置，统筹雨水系统专项规划，在
提升改造中逐步增强绿地的雨洪调蓄功能。
4、公园绿地宜首先利用人工湿地、雨水花园、
下凹式绿地、植草沟等小型、分散式的技术设施
消纳自身径流雨水，同时利用景观水体、多功能
调蓄池等大型雨水调蓄设施，统筹兼顾自身及周
边区域径流雨水的控制。

4
下凹式绿

地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 本导则内的下凹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的调蓄
容积，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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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括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雨水花园、渗透塘、
湿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等。
2、 根据场地类型、地形、空间大小、土壤渗透
性、地下水位等特点，选择、搭配合适的下凹式
绿地措施，以达到设计要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
3、 公园绿地与园路之间应设置植草沟（边沟），
以收集路面雨水。
4、 下凹式绿地的设计须符合相关规范、图集。
5、 下凹式绿地率：
新建项目：街旁绿地 60%；其他公园 30%。
改扩建项目：街旁绿地 50%；其他公园 20%。

5 透水铺装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 具备透水地质条件的绿地中，广场和室外停
车场等宜采用透水铺装。承重要求较高的可采用
透水铺装为主，硬质铺装为辅的布置方式。
2、宜采用透水混凝土路面、透水沥青路面、透
水砖路面。
3、透水铺装率：
新建项目：街旁绿地 75%；其他公园 70%。
改扩建项目：街旁绿地 70%；其他公园 65%。（参
考值）

6 配套建筑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城市公园内建筑宜采用绿色建筑，并采用雨落管
断接或设置集水井等方式将屋面雨水断接并引
入周边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

7 地下空间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地下空间开发需符合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计算要求，合理经济的确定建设面积。
2、地下空间宜建设在硬质区域下侧，覆土厚度
宜结合海绵城市目标、种植需求等因素综合考
虑。
3、根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确定是否设置雨
水收集设施及其规模。
4、雨水收集设施内的雨水宜考虑回用或调蓄。

8 植物选择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设施中的植物应根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
进行选择，宜选择耐淹、耐污能力较强的乡土植
物，种植土要求透水性好并满足《城市绿化工程
施工验收规范》（CJJ/T82-99）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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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广场

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1 设计依据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主要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关

基础资料等，依据应充分具有时效性。

2、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及主要工程内容

等。

3、项目相关规划及有关政策要求。

4、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本底分析。

2
海绵城市

设计原则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城市广场建设不应增加周边道路雨水径流总

量，应自行消纳超标雨水量，并宜进行利用。

2、应在相关上层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充分结合项

目特点、地貌特征等因素，尽量保护原有自然排

水路径。

3、周边区域衔接：

新建项目应根据雨水系统专项规划中对行泄通

道、末端调蓄设施规模与位置的要求综合确定。

改扩建项目宜基于周边汇水区内涝、污染情况，

结合既有管线布置，统筹雨水系统专项规划，在

提升改造中逐步增强绿地的雨洪调蓄功能。

3
下凹式绿

地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本导则内的下凹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的调蓄容

积，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

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雨水花园、渗透塘、湿

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等。

2、广场内绿地应预留下渗空间，最大积水深度

≤20cm，8 小时内必须排干积水。根据场地现状特

点，选择、搭配合适的下凹式绿地措施，以达到

设计要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3、下凹式绿地的设计须符合相关规范、图集。

4、下凹式绿地率：

新建广场项目：50%；

改扩建项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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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4 透水铺装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具备透水地质条件的广场项目应采用透水铺

装。承重要求较高的可采用透水铺装为主，硬质

铺装为辅的布置方式。

2、透水铺装路面宜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透

水沥青路面、透水砖路面。

3、透水铺装率：

新建广场项目：60%；

改扩建广场项目：55%。

5 配套建筑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广场内建筑宜采用绿色建筑，并采用雨落管断接

或设置集水井等方式将屋面雨水断接并引入周

边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

6
雨水回收

利用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根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要求，考虑广场是否设

置雨水收集池及其规模。

2、参考雨水回用率：

新建广场项目：10%
改扩建广场项目：5%

3、雨水处理后若需要用于景观、绿地浇灌等用途

时，其水质应根据应用范围达到相关标准的要求。

7 雨水调蓄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广场用地位于城市排洪防涝系统的重要节点时，

可考虑利用广场空间建设多功能调蓄设施。

8 地下空间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地下空间开发需符合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计

算要求，合理经济的确定建设面积。

2、地下空间宜建设在硬质区域下侧，覆土厚度宜

结合海绵城市目标、种植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

3、根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确定是否设置雨水

收集设施及其规模。

9 植物选择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植物应根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进行

选择，宜选择耐旱、耐淹、耐污能力较强的乡土

植物，种植土要求透水性好并满足《城市绿化工

程施工验收规范》（CJJ/T82-99）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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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特色小游园、微绿地

说明：特色小游园、微绿地是指利用零星地块建设的小型绿地游园。

内容 审查材料 审查要点

1 设计依据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主要标准、规范、技术导则、政策文件、相关基础资

料等，依据应充分具有时效性。

2、简述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及主要工程内

容等。

3、项目相关规划及有关政策要求。

4、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本底分析。

2
海绵城市

设计原则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1、 城市中的特色小游园、微绿地应自行消纳超

标雨水量，宜通过植被缓冲带等海绵设施削减雨

水径流流速和污染负荷，不增加周边道路雨水径

流总量。

2、应在相关上层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充分结合

项目特点、地貌特征等因素，尽量保护原有自然

排水路径。尊重现状植物，对场地生态进行恢复。

3、特色小游园、微绿地的海绵城市建设宜在不

影响景观效果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设置海面设

施。

新建项目宜因地制宜的采用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

施、植草沟等小型分散式技术措施；改造项目宜采用

植草沟替换传统型雨水管道，下凹式绿地替换凸起式

绿地，路沿石增设豁口以便雨水进入绿地等技术措

施。

3 配套建筑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特色小游园、微绿地内建筑可采用绿色建筑，采

用雨落管断接或设置集水井等方式将屋面雨水

断接并引入周边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

4 植物选择
设计说明专

篇及图纸

植物应根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进行选

择，宜选择耐旱、耐淹、耐污能力较强的乡土植

物，种植土要求透水性好并满足《城市绿化工程

施工验收规范》（CJJ/T82-99）的相关要求。

— 21 —



第四章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审查表

4.1 建筑小区

4.1.1 方案审查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总用地面积（m2）

项目绿地率（%）

建筑基底面积（m2）

项目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是否存在高污染风险 是□ 否□

拟采用的海绵

措施

绿色屋顶（m2）

下沉绿地（m2）

透水铺装（m2）

雨水调蓄池（m３）

雨水回用池（m３）

审查项

海绵城市设计文件专篇是否完

整

项目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是否满足所属地块规划要求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审查结果 合格□ 不合格□

— 22 —



4.1.2 施工图审查表

指标完成情况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分项审查结果
住宅

公共
建筑

住宅
公共
建筑

海绵城
市建设
指标完
成情况

强制性
指标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0% 80% 60% 70% 合格□
不合格□

引导性
指标

具备透水地质条件
的停车场、人行道、
广场、步行街、非机
动车道的透水铺装

50% 60% 40% 50% 有□
无□

下沉式绿地 50% 50% 40% 40% 有□
无□

绿色屋顶 30% 40% 10% 10% 有□
无□

雨水回收率 10% 10% 5% 5% 有□
无□

雨水回用系统防误
饮误用措施

完善□
不完善□

单位净用地面积调
蓄容积

4m3/100m2 ／
有□
无□

景观水体的调蓄功
能

有□
无□

植物选择
恰当□

不恰当□

海绵专项文件内
容审查

成果表准确性审查
①计算表结果与设计设施结果的

对应性与吻合性。
②设计参数选用合理性。

合格□
不合格□

是否存在高污染
风险

是□ 否□

审查单位意见

海绵城市设计审
查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审查人

注：表中引导性指标主要针对居住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

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综合交通枢纽用地、交通场站用

地的引导性指标需参照《成都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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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市政工程

4.2.1 方案审查表

项目基

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总用地面积（m2）

针对地块现状海绵城市建设需解

决的问题（改扩建项目必填，新建项

目选填）

措施面积估算

拟选用措施描述

高污染风险区判定及结论

项目所在地中水水源情况

审查项

海绵城市设计文件专篇是否完整
合格□

不合格□

项目设计方案是否满足所属地块

规划要求

合格□

不合格□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绿化带雨

水排向设计、树池设计是否符合海绵

城市建设理念

合格□

不合格□

审查结

果
合格□ 不合格□

注：①项目如若属于高污染风险区，需提交海绵城市建设专项方案论

证另案审核。

②市政工程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应遵循上位规划要求，灵活融入海

绵城市设计理念，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弹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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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初设/施工图审查表

指标完成情况
分项审查

结果

海绵城市

建设指标

完成情况

与规划衔接

要求
满足项目所属地块相关规划内容

合格□
不合格□

一般规定审

查

有可利用的

周边绿带

人行道雨水径流至红线外

侧绿地，通过溢流进入雨

水口，最终排入市政雨水

管道，道路红线外侧边绿

地雨水不径流至道路范围

内。

合格□
不合格□

无可利用的

周边绿带

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采用

透水铺装，铺装下垫面渗

透性能良好。

行道树树池为海绵型树池。
合格□

不合格□
在有可利用中水水源条件下，市政杂用水

使用中水回用。

合格□
不合格□

新建项目海绵设施布置应与综合管廊建

设综合考虑，并与之协调。

合格□
不合格□

调蓄雨水回用于绿化浇灌或下渗，不得直

接抽排。

合格□
不合格□

海绵专项文

件内容审查

措施可操作

性及合理性

审查

①竖向高程设计合理性，

保证雨水排向准确，设施

运行通畅。

②措施位置与周边地块衔

接内容合理性。

③断面设计合理性，海绵

设施坡度满足排水要求。

合格□
不合格□

排水系统设

计标准

满足专项规划及相关规范

中排水重现期要求。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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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计算表

准确性审查

①计算表结果与设计设施

结果的对应性与吻合性。

②设计参数选用合理性。

合格□
不合格□

现状问题整

改效果和雨

水管理优化

效果评价

仅针对改建项目。
合格□

不合格□

指标完成情况
改、扩建

区域
新建区域 完成情况

引导性指标

要求

具备透水地

质条件的人

行步道、步

行街、非机

动车道透水

铺装率≥

30% 40%
满足□

不满足□

下凹式绿地

率≥
30% 40%

满足□
不满足□

内涝防治标

准满足规划

中心城区50年一遇降雨不

成灾。

满足□
不满足□

审查单位意见

海绵城市设计审查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审查人

注：市政工程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应遵循上位规划要求，灵活融入

海绵城市设计理念，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弹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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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绿地及广场

4.3.1 方案审查表

项目

基本

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总用地面积（m2）

项目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针对地块现状海绵城市建设需解决

的问题（改扩建项目必填，新建项

目选填）

措施面积估算

拟选用措施描述

雨水回用目标

审查

项

海绵城市设计文件专篇是否完整
项目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否

满足所属地块规划要求。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审查

结果
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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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施

工
图

审
查

表

施
工
图
审
查
表

新
建

项
目

改
扩

建
项

目

分
项

审
查

结
果

公
园

绿
地

广
场

公
园

绿
地

广
场

街
旁

绿
地

其
他

公
园

街
旁

绿
地

其
他

公
园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是
否

满
足

项
目

所
属

地
块

规
划

内
容

合
格
□

不
合

格
□

透
水

铺
装

率
≥

75
%

70
%

60
%

70
%

65
%

55
%

有
□

无
□

下
凹

式
绿

地
率
≥

60
%

30
%

50
%

50
%

20
%

40
%

有
□

无
□

渗
井

、
渗

管
（

渠
）、

渗
透

塘
、

湿
塘

有
□

无
□

生
物

滞
留

设
施

（
植

草
沟

、
雨

水
花

园
、

雨
水

湿
地

等
）

有
□

无
□

绿
色

屋
顶

有
□

无
□

雨
水

回
收

利
用

有
□

无
□

审
查

单
位

意
见

海
绵

城
市

设
计

审
查

结
果

合
格
□不

合
格
□

审
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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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计算成果表

项目名称

总用地面积

（m3）

下垫面类型

及面积
类型

面积

（m2）

．．．．．． ．．．．．．

LID 设施

类型

LID 设施面积(m2)/容积(m3) 主要设计参数

1

2

3

4

5

．．．．．．

LID 设施设

计总调蓄容

积（m3）

LID设施设计总面

积（m3）

注：为保证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应在表中注明设施计算对应选取

参数。表格可根据具体设计内容择项填写并进行自行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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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依据：

1.《成都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

2.《成都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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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水资源规划规范》GB/T 51051

12.《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T 50596

13.《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

14.《公园设计规范》CJJ 48

15.《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15MR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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