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海绵城市建设是适应新时代城市转型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方式，是系统解决城

市水问题、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稳步

有序推进，各类建设项目积极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建设效果逐渐显现。房屋

建筑项目数量多，海绵城市建设质量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但现阶段仍存在从业

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海绵城市建设品质有待提升的问题。在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的新阶段，为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及房屋建筑项目海绵城市建

设质量，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编制本手册，分为“设计篇”和“施工篇”。

本文件为设计篇，以“目标融合、因地制宜、系统布局、经济适用、专业协

同”为原则，以“传递理念、便于理解”为核心，重点解决“理念落实不到位、

规范理解不深入、设计流程不清晰、专业协同不充分”等设计环节常见问题，将

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设计流程分为“本底分析、系统设计、成果要求”三阶段，

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详细说明设计要点，便于管理、设计、施工、监理等海绵城市

从业人员理解掌握。

本文件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设计流程；3 本底分析；4 系统设计；5 成

果要求；6 附件。

本文件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重庆市城市管线综合管

理事务中心负责指导实施，由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技术解释。各单位在使

用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与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及建议反馈至重庆市城市管线

综合管理事务中心（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 58号，电话：023-636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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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1 编制目的

为促进海绵城市理念在房屋建筑项目中有效落地，提升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设

计质量，根据国家及重庆市有关技术标准，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文件。

1. 2 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重庆市房屋建筑项目（如建筑与小区、工业厂区等）的海绵城

市建设工程设计，其他类型项目可供参考。

1. 3 使用对象

本文件可供房屋建筑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设计单位、审图单位、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使用。

1. 4 设计原则

目标融合。注重排水、景观、建筑等多专业的目标融合，统筹考虑雨水控

制要求，降低雨水外排的径流总量，使城市具有良好“弹性”和“韧性”。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构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结合项目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场地条件、规划目标和指标等因素，灵活选用“渗、

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措施组合，增强雨水就地消纳和滞蓄能力。

系统布局。合理组织雨水径流排放路径，采用“灰绿结合、先绿后灰”的

布局方式，注重源头减排设施与雨水管渠系统、排涝除险系统的有效衔接，实现

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

经济适用。统筹考虑工程设计方案可行性和综合效益，减少全生命周期建

设、运维的难度和成本，不应妨碍建（构）筑物本体和人身安全，避免产生新的

安全隐患。

专业协同。加强排水、景观、建筑等多专业融合设计、全过程协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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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仅从单一专业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应在主导专业设计完成后再“打补丁”。

1. 5 其他要求

房屋建筑项目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设计应符合国家和重庆市现行相关标准

的规定。设计应落实海绵指标的要求；施工图审查应对海绵指标、内容和深度等

进行审查，出具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合格书中应包含海绵城市审查意见；

设计变更应按照《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变更管理办法》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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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底分析

3. 1 目标确定

【时间节点】海绵设计初期。

【参与主体】建设单位提供规划条件函等与海绵指标及目标愿景相关的资

料，同步组织绿建、给排水等相关专业提出与海绵设计相关的要求，具体海绵指

标和目标的确定由海绵设计人员统筹，同步划分各方设计界面。

【分析要求】开展设计前，海绵设计人员应梳理项目概况，了解工程内容、

建设条件、专业协同等；根据场地条件、分期情况、项目类别和建设要求等进行

目标融合，确定本项目海绵目标和指标。

【分析要点】目标确定要点如下：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项目

概况

①【建设条件】收集了解项目区位、建

设地点、用地性质、设计范围、占地面

积、周边条件等建设条件

/

②【专业协同】收集了解建筑、景观、

给排水、绿建、水环境等相关专业的设

计内容

/

2
海绵

指标

①【设计指标】依据如下优先顺序确定

海绵设计指标：规划条件函 → 规划指

标（详细规划、专项规划）→ 海绵城市

主管部门相关文件 → 《低影响开发雨

水系统设计标准》（DBJ50/T-292）

设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和年径流污染

去除率；规划条件函包括《建

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

②【场地条件】根据场地分析，合理确

定海绵设计指标，鼓励场地条件较好的

项目合理提高海绵设计指标

/

③【分期情况】项目地块如有分期建设

情况，各分期地块指标可按以下 2 种方

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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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2
海绵

指标

1）各分期地块指标按整体地块指标进行

设计

2）各分期地块指标按整体地块指标进行

平衡，即在整体指标不变的前提下，把

整体指标分解到各分期地块指标中，并

向相关规划或建设管理部门申请分期地

块指标备案，各分期地块按备案指标进

行设计

3
海绵

目标

①【目标融合】综合考虑项目类别、建

设要求等因素合理确定海绵目标
/

②【项目类别】根据项目类别确定海绵

目标。新建类项目，以落实海绵指标为

目标，做到“因地制宜，简约适用”；

改造类项目，以解决积水内涝等涉水问

题为重点，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改造类项目详见《重庆市城市

更新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③【建设要求】根据建设要求确定海绵

目标。有公共海绵建设要求时，结合周

边地块径流管控目标和指标考虑。有绿

建建设要求时，结合绿建指标考虑。有

水环境建设专项时，结合水体水质等目

标和要求考虑

绿建指标包括透水铺装率、绿

色屋顶率、雨水回用率等

3. 2 现状分析

【时间节点】海绵设计初期，海绵目标确定后。

【参与主体】建设单位组织建筑、景观、绿建及给排水等专业设计人员提

供与海绵相关的设计资料和图纸，海绵设计人员依据设计资料和图纸进行现状分

析，并进行反馈。

【分析要求】根据资料和现场踏勘等分析场地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地上

及地下空间等情况；根据现状下垫面分析计算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得出现状与海

绵目标的差距。

【分析要点】现状分析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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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自然

条件

①【水文气象】分析项目所在区域

的气温、降雨、蒸发、径流等情况
/

②【土壤及渗透性】分析项目土壤

类型、分布、渗透系数，及是否有

土壤污染等情况

土壤渗透性差的场地宜选择导排功

能较好的 LID设施，或在 LID设施

构造中布设导排系统；土壤污染的

场地不宜选用渗滞型 LID设施

③【地下水位】分析项目地下水位

高低情况，判断是否宜采用渗滞型

LID 设施

当设施底部距离地下水季节性高水

位小于 1m 时，不宜采用渗滞型设

施，或应增设防渗膜等措施；地下

水位的地质勘察资料宜以雨季为

主，旱季为辅

④【地质条件】分析项目地层岩

性、地质构造等，重点关注不良地

质作用

存在湿陷性黄土等特殊地质条件的

场地，不宜选用渗滞型 LID设施

2
地形

地貌

①【原始地貌】分析项目场地设计

地形与原始地形地貌之间的关系，

场地设计时应最大限度的保护原

始地形地貌，利用原有坑塘作为蓄

水空间，减少大开大挖

结合自然地形确定场地地面形式；

自然地形坡度小于 5%时，应采用平

坡式布置；当大于 5%小于 8%时，

应采用混合式布置；当大于 8%时，

宜选用台地式布置，台地的高度宜

为 1.5~3.0米，台地之间应用挡土墙

或护坡连接

②【设计地形】分析项目设计后场

地的标高、坡度、坡向及与周边地

形的关系，重点核实场地是否有客

水进入，是否存在内涝风险

确保在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降雨量

发生的情况下，建筑底层不发生进

水

3
地下

空间

①【边界范围】明确地下建（构）

筑物边界及范围
/

②【覆土厚度】明确地下建（构）

筑物覆土厚度

地下建（构）筑顶板区域采用透水

铺装时，顶板覆土厚度应满足透水

铺装结构厚度；采用容积式 LID 设

施时，顶板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1.2m

③【防水导排】明确地下建（构）

筑物顶板防水、导排措施设置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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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4
地上

空间

①【场地保护】明确场地中需要被

保护或修复区域

当场地存在现状河流、湖泊、湿地、

坑塘、沟渠等情况时，应征求河道、

湿地等主管部门意见，并向建筑及

场地布局设计提出保护要求

②【地上建筑】明确场地内建（构）

筑物基础范围及保护要求，注意

LID设施对场地建（构）筑物基础

的影响

距离建（构）筑物基础小于 3m（水

平距离）的容积式、渗滞型 LID 设

施应设置防渗措施

③【道路及广场】明确场地内道路

及广场范围及基础的要求

注意车行道范围内渗滞型 LID 设施

的设置不得对道路基础产生影响

④【消防系统】明确消防救援通道

和消防扑救场分布及建设要求

协调好 LID 设施与消防系统之间的

关系

5
综合

管网

①【场地排水】了解场地及周边市

政雨污水管线设计或建设情况
/

②【建筑排水】了解建筑落水管、

散水沟设计情况
/

③【其他管网】了解燃气、给水等

其他管网设计情况
/

6
下垫面

分析

①【下垫面类型】将下垫面分为透

水下垫面和不透水下垫面

下垫面类型详见《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设计标准》（DBJ50/T-292）表

4.3.1

②【雨量径流系数】根据下垫面情

况选取雨量径流系数，雨量径流系

数取值与下垫面种类和覆土厚度

有关

雨量径流系数取值详见《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设计标准》（DBJ50/T-292）
表 4.3.1

7
图纸

绘制

【现状下垫面分析图】根据建筑、

景观专业总图，绘制“现状下垫面

分析图”

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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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 1 汇水分区

【时间节点】本底分析完成后，LID设施布局前。

【参与主体】建筑、景观及给排水等专业设计人员提供包含地形标高及排

水管网等内容的相关专业总图，海绵设计人员依据图纸进行汇水分区的划分，形

成汇水分区图。

【设计要求】根据建筑、景观和给排水总图梳理标高、场地雨水排口，进

行汇水分区划分，并将项目海绵指标分解至各汇水分区。

【设计要点】汇水分区设计要点如下：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竖向

分析

①【梳理标高】根据建筑和景观总图，

分析场地内标高、坡度和坡向的情况
/

②【确定排口】根据给排水总图，确

定场地雨水排口位置、数量及是否与

市政管渠有效衔接

/

2
汇水

分区

划分

①【分区划分】根据场地标高和雨水

排口等竖向分析结果划分汇水分区

汇水分区数量不宜小于场地雨水

排出口数量

②【指标分解】根据汇水分区下垫面

情况，将项目海绵指标初步分解至各

汇水分区

本底雨量径流系数较低的汇水分

区，且有条件设置容积式 LID 设

施时，可适当提高汇水分区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

③【指标校验】各汇水分区指标按面

积加权平均后所得设计指标不应低

于项目海绵指标

/

3
图纸

绘制

【汇水分区图】根据竖向分析、汇水

分区划分，绘制“汇水分区图”
见“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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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设施布局

【时间节点】汇水分区完成后，径流组织前。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单位或人员进行 LID设施平面布置，设计过程中与

建筑、景观、结构及给排水等设计人员互相提资，同步校核。

【设计要求】按照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等原则，选择 LID设施；以分散为

主、集中为辅、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场地功能，进行 LID设施布局；

通过技术经济比选，确定优化后的设计方案。

【设计要点】设施布局要点如下：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设施

选择

①【项目类别】根据项目类别选择适宜的

LID设施。建筑与小区类项目，可采用雨

水花园、绿色屋顶等景观效果较好的设

施；公共建筑类项目，可采用雨水控制及

利用等设施；工业厂区类项目，不得在污

染严重区域采用渗滞型 LID设施

参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

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构建》表 4-2选用设施

②【场地条件】根据所在区域自然条件、

地形地貌选择适宜的 LID设施，优先结合

现有低洼地、水系、绿地等条件布设 LID
设施

详见本文件 3.2-1章节

③【设施选择】优先选择渗滞型 LID设施，

其次选择绿色容积式 LID设施；如场地无

法通过源头绿色设施达到海绵指标，可结

合功能需要和场地条件设置雨水调蓄池

等灰色设施

/

④【比选优化】从景观、施工、维护适宜

性等方面比选确定综合效益最优的单项

海绵设施或组合系统

/

2
总体

布局

①【项目类别】设施布局应与项目类别相

匹配。建筑与小区类项目，应结合景观布

局，重点关注设施布局是否对场地使用功

能、安全造成影响；工业厂区类项目，应

重点关注场地径流污染源头

工业厂区类项目结合环评要

求及海绵目标，识别并划分

场地清洁区、污染区，分区

域制定初期雨水控制方式，

合理布局 LID设施

11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2
总体

布局

②【地形坡度】设施布局应与场地地形坡

度特征相匹配。当场地坡度较大时，宜采

用分级、分台方式布置 LID设施；当场地

坡度较小时，宜采用分散方式布置 LID设

施

当场地坡度较大时，应保证

容积式 LID 设施的有效调节

容积；当场地坡度较小时，

应缩短径流组织路径、降低

排水管网起终点高差，避免

LID设施埋深过大

③【场地空间】设施布局应与场地空间

（地上空间、地下空间）功能相匹配
详见本文件 3.2-3、3.2-4章节

3
建筑

屋面

①【屋面条件】建筑屋面坡度小于等于

25%时，宜优先采用绿色屋顶；绿色屋顶

坡度大于等于 20%时，应采取防滑措施，

绿色屋顶可采用种植式或模块式

公共建筑宜结合绿建要求，

优先采用绿色屋顶；单层或

多层建筑宜采用绿色屋顶

②【排水系统】绿色屋顶排水层应明确排

水口开口位置，并与屋面排水沟或雨水斗

有效衔接

种植式绿色屋顶挡墙应设置

排水口；当有防滑挡墙时，

应设置排水通道；模块式绿

色屋顶排水通道应与屋面排

水方向一致

③【结构荷载】绿色屋顶结构承载力设计

应考虑种植荷载、蓄水荷载等
/

④【抗渗防漏】绿色屋顶防水层应满足Ⅰ
级防水等级设防要求，且必须至少设置一

道具有耐根穿刺性能的防水材料

/

4
道路

广场

①【道路广场条件】小型车通过的路面、

停车场、步行及自行车道、休闲广场、室

外庭院宜采用透水铺装

雨水入渗对道路路基和稳定

性有不利影响，或路基的渗

透能力不足时，宜选用半透

水铺装

②【导排设施】当雨水下渗对周边建（构）

筑物结构安全可能产生影响时，构造层内

应设置导排设施和防渗层

/

③【坡度要求】当透水铺装场地坡度大于

2%时，宜沿坡度方向设置隔断层

隔断层设计详见《低影响开

发雨水系统设计标准》

（DBJ50/T-292）9.2.9

12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4
道路

广场

④【景观要求】对铺装要求较高的区域，

可采用仿石材、生态陶瓷透水砖等
/

5 绿地

①【建筑绿地】建筑周边绿地宜布置雨水

花园消纳硬质屋顶的雨水径流
/

②【道路绿地】道路周边绿地宜布置生物

滞留设施消纳硬质路面的雨水径流
/

③【停车场绿地】不透水地面停车场周边

绿地宜布置生物滞留设施消纳停车场的

雨水径流

/

④【集中绿地】集中绿地为天然的 LID
设施。坡度大于 25%（含）的集中绿地，

宜采用阶梯绿地、植被缓冲带、微地形等

方式；坡度小于 25%的集中绿地，宜采用

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湿地等

方式

坡度大于 25%（含）的绿地，

宜以“滞”为主，增强对雨

水径流的滞留能力；坡度小

于 25%的绿地，宜以“渗、

净”为主，增强对雨水渗透

和净化

6
景观

水体

【景观水体】场地有景观水体时，可作为

雨水调蓄设施

设置前置塘、植被缓冲带等

作为预处理设施；采用非硬

质池底及生态驳岸；通过水

生动植物对水体进行净化

4. 3 径流组织

【时间节点】设施布局完成后，指标初算前。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人员进行 LID设施径流组织设计时应保证 LID设施

溢流排放系统与场地雨水管渠衔接。建筑、景观设计人员进行场地设计时应保证

道路排水沟、建筑散水沟等排水顺畅。给排水设计人员进行雨水管网设计时应保

证场地雨水顺利排出。上述各专业设计人员的径流组织应有效衔接。

【设计要求】应遵循雨水重力流原则，充分利用场地既有竖向高差条件，

组织雨水流向。根据现状分析、汇水分区、设施布局情况，进行海绵城市径流组

织设计，确定单个容积式 LID设施的服务范围。

【设计要点】径流组织要点如下：

13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竖向

设计

①【硬质屋面】硬质屋面应采用断接

方式，将雨水径流引入周边 LID设施
当部分屋面为绿色屋顶，且无

法对硬质屋面及绿色屋顶进行

分区收集时，可一并将雨水引

入周边 LID设施

②【绿色屋顶】绿色屋顶为自身受控

的 LID设施，不宜重复引入周边 LID
设施

③【不透水道路】不透水道路应通过

路缘石开口、排水沟等方式，将雨水

径流引入周边 LID设施

/

④【透水道路】透水道路应设计渗排

设施及道路雨水管渠系统

当降雨量小于路面渗透能力

时，通过渗排设施组织雨水径

流；当降雨量超过路面渗透能

力时，通过路面雨水管渠系统、

渗排设施组织雨水径流

⑤【绿地】鼓励不透水下垫面相邻绿

地局部下沉，便于雨水自然顺坡进入

绿地

在紧邻硬质交界面，采用局部

下沉绿地

⑥【溢流衔接】LID 溢流设施应与场

地排水设施有效衔接，雨水花园周边

宜布置雨水检查井，便于溢流管就近

接入雨水检查井

溢流口及溢流管的排水能力不

应小于设计重现期计算流量的

1.5~3.0倍

⑦【渗排衔接】LID 渗排设施应与场

地排水设施有效衔接

透水铺装的穿孔排水管应有效

衔接雨水口、排水沟或者雨水

检查井

2
服务

范围

①【服务范围】根据雨水径流组织，

结合 LID设施布局，划分单个容积式

LID设施服务范围

LID 设施服务范围以不透水下

垫面为主

②【径流路径】校核服务范围内场地

标高，保证雨水径流能顺坡进入容积

式 LID设施

/

③【边界调整】优化服务范围边界，

各服务范围应完整且独立，无交叉、

重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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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3
图纸

绘制

①【径流组织图】根据径流组织绘制

“雨水径流组织图”
见“图 4.3-1”

②【服务范围图】根据 LID 服务范围

绘制“容积式 LID设施服务范围图”
见“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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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指标初算

【时间节点】径流组织完成后，可与设施设计同步进行。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人员根据设施布局、径流组织情况，计算各设施的

规模，并初步确定是否可以达到项目整体设计目标。

【设计要求】指标初算重点关注渗滞型、转输型、容积式 LID设施的控制

目标、受控分析、设施计算等内容，计算方法可参照《重庆市建筑与小区海绵城

市施工图设计模板》说明部分，并应符合相关标准、导则等计算要求。

【设计要点】指标初算要点如下：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渗滞型

LID
设施

【受控分析】自身指标已受控的渗

滞型 LID设施如透水铺装、绿色屋

顶等，不宜有客水引入

自身指标已受控的渗滞型 LID 设

施其渗透性已体现在径流系数中

2
转输型

LID
设施

【设施计算】转输型 LID设施汇水

面积不宜过大；设计流量应根据暴

雨强度公式确定；设施过流能力与

设施断面、坡度、粗糙系数等有关

/

3
容积式

LID
设施

①【控制目标】合理设置单个容积

式 LID 设施服务范围的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不宜低于项目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的 85%

/

②【调蓄容积】综合考虑服务分区

面积、雨量径流系数和设计降雨量

等因素确定容积式 LID 设施的调

蓄容积

计算公式详见《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设计标准》（DBJ50/T-292）
4.3；计算模板参照《重庆市建筑

与小区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模板》

③【有效容积】综合考虑设施面积

及有效深度等因素， 确定容积式

LID设施的有效容积，有效容积和

调蓄容积应相匹配

/

④【排空时间】当计算绿色容积式

LID设施规模后，应校核设施存水

区雨水排空时间

容积式 LID设施存水区雨水排空

时间为 8~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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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4
指标

计算

①【建设效果】计算绿色屋顶率、

透水铺装率、下凹式绿地率、受控

的不透水下垫面率等指标

参照《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评价标

准》（DBJ50/T-365）4.3.5、4.3.6

②【海绵指标】计算项目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和年径流污染去除率

参照《重庆市建筑与小区海绵城

市施工图设计模板》说明部分

5
图纸

绘制

【设施平面图】根据设施布局、指

标初算结果绘制 “LID 设施总平

面布置图”

见“图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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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设施设计

【时间节点】径流组织完成后，可与指标初算同步进行。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人员进行 LID设施设计时应保证 LID设施的功能性。

景观设计人员进行 LID 设施植物及景观设计时应保证 LID设施与场地景观的协

调性。给排水设计人员进行雨水回用系统设计时应保证雨水回用系统满足项目及

海绵要求。

【设计要求】设施设计重点关注渗滞型、转输型、容积式 LID的构造大样、

景观设计，以及标识标牌、监控设施布置等内容，设施构造大样参照《重庆市城

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标准设计图集》（DJBT-103），监测方

案、设备选用及安装可参照《重庆市海绵城市监测技术导则》。

【设计要点】设施设计要点如下：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渗滞型

LID
设施

①【构造大样】应根据场地条件、规

范要求等合理设计构造大样，重点关

注设施的渗透性能、渗排系统；设计

图纸中应明确各构造层的样式、材质

及尺寸等

设施构造大样图参照《重庆市

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

发雨水设施标准设计图集》

（DJBT-103）

②【景观设计】简单式绿色屋顶宜选

用耐干旱、耐瘠薄的喜阳地被植物或

低矮灌木（如景天科植物）。花园式

绿色屋顶不宜选用高大乔木、速生乔

木等根系穿透能力强和抗风能力弱

的植物；当必须选用乔木时，应考虑

建筑荷载适当选用，并栽植于建筑承

重墙（柱）处

/

2
转输型

LID
设施

①【构造大样】应根据场地条件、规

范要求等合理设计构造大样，重点关

注设施的转输性能；设计图纸中应明

确各构造层的样式、材质及尺寸等

设施构造大样图参照《重庆市

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

发雨水设施标准设计图集》

（DJBT-103）

②【景观设计】转输型 LID设施宜选

用草皮、地被等低矮植物，不应选用

乔木及较大灌木；增强型转输设施宜

增加草本花卉、观赏草等植物种类

/

21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3
容积式

LID
设施

①【构造大样】应根据场地条件、规

范要求等合理设计构造大样，重点关

注设施的调蓄性能；设计图纸中应明

确各构造层的样式、材质及尺寸等

设施构造大样图参照《重庆市

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

发雨水设施标准设计图集》

（DJBT-103）；溢流能力校核

要求详见本文件 4.3-1-⑥章节；

溢流井的数量应表达在平面

图；雨水花园种植土层推荐配

比：60%表层土，30%中粗砂，

10%营养土

②【景观设计】容积式 LID设施宜选

用根系发达、耐污染或净化功能强的

植物，并根据常水位水深配置适宜的

植物种类

雨水花园等容积式 LID 设施宜

选用具有净化功能的植物，乔

木应布置在设施周边，不应布

置在进水口处；雨水塘宜在满

足塘岸结构和景观设计要求下

选用水生植物或湿生植物；表

面流雨水湿地宜在深水区、浅

水区、护坡、出水池周边选用

水生植物

4
标识

标牌

①【科普标识】鼓励设置海绵城市科

普性宣传标识，介绍海绵城市理念、

LID设施原理及作用等

/

②【警示标识】开放水体、雨水调蓄

池等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影响的区

域，应设计安全防护措施和醒目的安

全警示标识

无防护设施的开放水体，近岸

2.0m范围内的常水位以下水深

不应大于 0.7m，且应做好警示

标识

5
监测

设施

①【监测范围】根据项目所在地的有

关规定，明确项目是否需开展海绵监

测

/

②【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宜选在场地

雨水管网出口（接入市政管网检查井

处）和典型 LID设施进口、出口及溢

流口

具体要求可参照《重庆市海绵

城市监测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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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5
监测

设施

③【监测内容】从项目、典型 LID设

施 2个层级开展监测。项目层级监测

雨水管网出口的水量、水质（SS）；

典型 LID设施层级监测进口、出口、

溢流口的水量、水质（SS）

/

④【监测方式】监测方式包括在线和

人工 2种方式，监测设备的选择应符

合实际情况并便于现场安装

在线监测数据应保证安全、可

靠、高效传输至各地管理平台

6
图纸

绘制

①【设施大样图】绘制“LID设施构

造大样图”

设施构造大样图参照《重庆市

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

发雨水设施标准设计图集》

（DJBT-103）

②【植物配置图】根据设施布局、景

观设计绘制“LID设施植物配置图”
见“图 4.5-1”

③【监测方案图】根据监测方案绘制

“监测点位布置图”
见“图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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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果要求

5. 1 成果校核

【时间节点】海绵系统设计完成后、最终出图前。

【参与主体】项目统筹组织海绵、建筑、景观、绿建及给排水等专业设计

人员进行图纸校核，具体工作宜由海绵设计单位牵头实施。

【校核要求】加强各专业图纸汇总检查，避免“错、漏、碰、缺”现象，

应重点确认各相关专业与海绵专项协同内容的一致性，存在不一致处，应由项目

统筹组织协商修改；如需修改海绵设计图，最终修改结果应确保满足海绵规划控

制指标要求。出图前，各专业对协同内容确认并进行会签。

【校核要点】成果校核要点如下：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1
指标

校核

①【建设效果】复核绿色屋顶率、透水

铺装率、下凹式绿地率、受控的不透水

下垫面率等指标

是否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效果，

可参照《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评

价标准》（DBJ50/T-365）整

体评价

②【海绵指标】复核是否满足规划控制

指标要求
/

2
景观

图纸

①【平面布置】复核景观和海绵设计图

中 LID 设施平面布置是否一致
/

②【场地竖向】复核容积式 LID设施服

务范围内景观和海绵设计图中场地竖向

布置是否一致，能否确保服务范围内径

流自流汇入

/

③【设施大样】复核景观和海绵设计图

中 LID设施大样是否一致
/

④【排水沟】复核景观和海绵设计图中

雨水径流接入 LID设施的排水沟平面、

标高和排水方向是否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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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说明

3
建筑

图纸

①【绿色屋顶】复核建筑和海绵设计图

中绿色屋顶分布及形式是否一致
/

②【落水管】复核建筑和海绵设计图中

落水管断接形式是否一致
/

③【散水沟】复核建筑和海绵设计图中

雨水径流接入 LID设施的建筑散水沟平

面、标高和排水方向是否一致

/

4
排水

图纸

①【室外排水管网】复核排水和海绵设

计图中室外雨水管网（含雨水口）走向、

管径、标高是否一致

/

②【雨水检查井】复核排水和海绵设计

图中 LID 设施溢流管排入雨水检查井标

高是否一致，能否确保 LID设施溢流管

与雨水管满足管顶平接

/

③【雨水利用设施】复核排水和海绵设

计图中雨水利用设施的平面、竖向高程

及排水方向等是否一致

/

5 其他

①【容积式 LID 设施】复核各类检查井、

阀井、室外消火栓、接合器、通道、风

井、无障碍设施、消防扑救场地等是否

与容积式 LID设施相互影响，复核地形

坡度是否便于设置

/

②【海绵投资】核实项目的海绵投资，

宜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的增量投资计算，

不得把景观或其他主体工程考虑在内

/

5. 2 成果内容

【时间节点】海绵设计出图。

【参与主体】海绵设计人员出具设计成果。

【深度要求】设计深度应符合《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等相关要求。施工图设计深度可参照《重庆市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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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设计模板》。

【深度要点】成果内容要点如下：

序号 分类 内容要点

1 设计说明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设计依据、项目概况及设计范围、低影响开

发雨水系统控制目标及设施类型、下垫面分析、设施工艺

计算、LID 设施设计、验收及维护要求、主要工程量表、

海绵城市监测等内容

2 设计图纸

包括但不限于现状下垫面分析图、汇水分区图、LID 设施

总平面布置图、雨水径流组织图、容积式 LID设施服务范

围图、LID 设施植物配置图、监测点位布置图、LID设施大

样图等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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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设计常用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内容 资料提供人员

1 项目概况
提供地块位置、占地面积、用地性质、

建设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

建筑专业、景观专

业等

2
海绵管控

要求

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

项目统筹等

3
绿建指标

及图纸

提供透水铺装、绿色屋顶指标及设计范

围等
建筑专业等

4
场地

总平面图

标明场地红线、蓝线、绿线、用地范围

线；标明用地边界、周边道路、出入口

位置；标明建（构）筑物、室外场地及

道路、园林建（构）筑物及小品等；标

明建筑散水沟位置及标高等；标明消防

场地、消防车道范围；标明坡道、挡墙、

台阶、围墙、护坡等的位置；标明地下

空间范围及覆土深度等

建筑专业、景观专

业等

5
场地竖向

设计图

标明设计地形等高线、标高；标明水体

或水景常水位、最高水位、最低水位和

水底标高；标明水体驳岸标高等

建筑专业、景观专

业等

6
道路、广场铺装

设计图
标明铺装类型、范围、构造大样等

建筑专业、景观专

业、道路专业等

7 给排水图纸

室外场地雨水沟（管）位置、断面、坡

度及标高；提供雨水回用设计（含计算

书）等

给排水专业等

8 工程及审查要求所需的其他资料……

注：本资料清单仅供参考，设计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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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引用说明

相关标准引用名录

1）《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2）《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3）《重庆市海绵城市规划与设计导则》

4）《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5）《重庆市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标准设计图集》DJBT-103
6）《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标准》DBJ50/T-292
7）《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变更管理办法》

8）《重庆市海绵城市监测技术导则》

9）《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
10）《建设工程海绵城市效果专项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11）《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评价标准》DBJ50/T-365
12）《重庆市城市更新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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