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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给排水规划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城市给排水工

程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城市城市给排水规划设计，对建设一个良好城市人居环境具

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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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绿色环保节能已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从全局和系统的角度加上创新

的思维，运用创新技术来优化设计现代城市市政工程给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消防水系统等市政

公用设施，这应该是每位市政给排水工作者努力实现的目标。 

2 城市给排水的宏观规划设计 

给排水规划设计宏观层面所面对的是大范围的思考，涉及到规划区范围以外甚至跨城市、跨地区

的区域性问题，影响深远，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1 防洪排涝规划 

防洪排涝概念：防洪排涝是城市的生命线，防洪排涝规划主要针对对象是外洪和内洪，外洪以防

为主，如防洪堤、水库等，而内洪则是排蓄为主。对城市而言，在规划重现期内，不应有“涝”的概

念，只有雨水如何及时排除或滞蓄起来的问题。过去排涝标准三天暴雨三天排完或 24 小时暴雨 24 小

时排完，针对的是郊区和农田，这种标准是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要求的。因此将“防洪排涝规划”

称为“城市防洪规划”（防外洪）和“城市排洪规划”（排内洪）则更贴切。这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防

洪排涝重要性的认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排洪与排水标准衔接问题：城市排水是解决较小汇流面积上短历暴雨产生的排水问题，进行防洪

排洪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排洪与排水重现期标准衔接问题。排洪规划重现期应根据城市重要性以及排

洪流域面积的大小因素综合考量后确定。排洪汇水面积越大，重现期标准越高，大中城市排洪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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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小于 20年一遇。 

排洪措施：排洪措施主要有地面全抬高方案和雨水泵加滞洪区方案（地面不抬高或部分抬高）。

对于山区，考虑到内洪来得快、退得快，设置雨水泵站效益不大，宜采用全抬高方案，但同时也要考

虑现状村庄过渡，可设置局部的抽排设施。 

2.2 污水处理集中与分散的讨论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污水处理业界比较推崇污水集中处理，其理由是污水厂规模经营，效率高，

污水厂运营成本低，处理出水水质有保证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缺点也逐步暴露出来，过度集中

污水处理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巨额管网投资（越下游管径越大，投资巨增）；二是运营的高能耗

（中途提升泵站多，能耗大）；三是无法进行中水就近利用。对此，很多污水采用 BOT 形式营建，为

污水适度分散处理提供了方便。集中和分散相结合地进行污水处理是区域污水处理发展的方向。 

3 中观层面分析城市给排水规划设计 

中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城镇及片区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譬如市区给水系统规划设计、

中心城镇给排水规划设计、污水水厂外管网规划设计等，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3.1 在给水工程规划中应该采取的对策： 

a) 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逐步的取消自备水源井，完善城市给水系统，充分考虑近远期结合，为未来留

下发展空间，譬如道路管线综合时给水管位的预留、给水管径合理确定，等等，避免重复投资，

争取效益最大化，使城市实现统一的城市供水系统。 

b) 注重科学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为给排水工程节水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持。如采取海水淡化等方式

开发新水源、利用中水回用等非常规水源、实施跨流域调水等。 

c) 不断深化水价改革，加强人民节水意识。水价与节水息息相关，水价改革对节约用水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只有水价才能触动人们的内心。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节水的价格机制，通过分类水

价来合理确定自来水、自备水、再生水之间的比价关系，鼓励使用再生水、限制使用自备水，并

且在一些高耗水、高污染的企业、单位用水中实行计划管理、超计划加价。来限制其浪费水资源。  

d) 推广节水的宣传，使节水概念深入人心。也可以使用节水工具。例如：用节水龙头、安装使用节

水龙头、减少水量浪费。在给水过程中，必要时要采取一些减压措施，来节约水资源，减少浪费。

减压孔板和节流塞减压孔板相对于减压阀来说，系统比较简单、投资较少、管理方便，节水效果

非常明显。民用建筑大大小小都存在剩余水压过高、超压出流的现象，因此在设计时应合理减压，

消除剩余水压，从而控制水量起到节水的作用。 

3.2 在城市雨水系统规划中应该采取的对策： 

a) 合理选择设计标准，根据各个城市的具体气候和发展情况，从技术、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综合考虑，

在满足城市排水能力的基础上兼顾成本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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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城市防洪排涝规划和城市竖向规划相结合，我们应该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和今后的长远发展，

合理选择排涝标准，通过建排涝闸、排涝泵站、修建排涝沟渠等提高河道的泄水能力，以确保雨

水排入河道时不受顶托；根据城市竖向规划，划分合理的排水区域，每个分区形成完整的排水系

统，按照就近入河的原则规划雨水管道系统，计算雨水管径；还可以采取一些非工程措施，如建

立预报警系统对排涝站、排涝闸等进行统一的调度管理，编制超标准洪水预案等。 

c) 考虑雨水资源的利用，建立收集雨水的系统，这样可以减少城市雨水的径流量，减轻城市排水的

压力；收集到的雨水还可以用于日常生活，如洗衣洗车，冲洗厕所，浇灌绿化等，也减轻了自来

水的供应负担。还可以通过雨水渗透把雨水用于回灌地下补充地下水资源。 

d) 做好雨水系统的维护管理工作，排水系统的日常维护，是保其能否顺利发挥作用的前提，必须加

强排水系统的管理，实时监控。要最大限度发挥它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3 在城市污水系统规划中应该采取的对策： 

a) 污水排水区域的划分应该合理，减少污水主干管道的埋深和长度，以降低总投资。排水主干管应

尽量结合道路建设计划实施。 

b) 污水处理集中与分散处理。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污水处理业界比较推崇污水集中处理，其理由是

污水厂规模经营，效率高，污水厂运营成本低，处理出水水质有保证等。 

c) 污水处理新技术的发展。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采用延时曝气这种高资源占用（材料、土地）

和高能源消耗低负荷工艺，以耗能方式取得污泥稳定的工艺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从生活污水反

应器发展趋势看是从活性污泥工艺和生物膜反应器向高效的移动床和流化床发展。在给排水工程

中推广 PCCP 管、PVC- u管、PE管、聚丙烯（PP）等新型塑料复合管材，符合国家以塑代钢政策。

同时管道摩阻小、排水量大、重量轻、施工方便，受到业主及施工方一致欢迎。但在具体使用过

程中，应注意施工造成管道变形超标的问题，应确保管道两侧回填土的回填质量，必须分层夯实，

使其密实度能够达到 95%以上。 

4 结语 

城市给排水规划建设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城市的快速发展，改善供水水

质，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因此，城市道路排水工程设计具有重要的地位，

改进排水工程规划的有关工作，确保更科学，合理的排水规划的执行，将给设计提供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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