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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背景聚焦

 城市水系统问题突出

 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水文化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

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

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在提升

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有限考

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的“海绵城市”做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                                ——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



海绵城市建设内涵

源头径流控制系统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

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合流制溢流控制系统
城市防洪系统

城市内涝防治
径流污染控制
黑臭水体治理

城市给水系统
城市污水系统
再生水系统

海绵城市建设的实质即在于对城市降雨径流的综合管控，

其核心指导思想即为低影响开发

• 城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格局构建

• 蓝绿线划定

• 用地空间布局

• 竖向管控

低影响开发在海绵城市核心技术体系中主要突出源头减排，

• 径流总量控制

• 污染控制

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

• 构建基于绿灰结合的多目标的现代城市雨洪控制系统，突出

在低影响开发总体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

制、系统治理”进行系统谋划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对低影响开发与海绵城市的再认识——杨正

城市雨水管理技术体系

控制径流总量
削减径流峰值
控制径流污染

城市雨水管理目标要求

城市水务突出问题

源头减排
过程控制
系统治理

衔接

总体技术路线

城市开发前后水文
特征不变、对生态
环境影响最低

总体指导理念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重大事件时间轴

2014年10月
住建部发布

《海绵城市建
设技术指南》

2016年3月住建
部印发《海绵城
市专项规划编制
暂行规定》

2015年10月国
务院印发《关
于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指导
意见》

2021年4月
国务院开展
海绵城市示
范城市遴选
工作

提出建设海绵城市的
发展理念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2015年4月
国务院确定第
一批16个海绵
城市试点

2014 2015 20162013 20212017

2017年3月
“海绵城市”
首次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

2016年2月
国务院确定第
二批14个海绵
城市试点

北建大雨水团队
展开海绵城市建
设及相关研究
规划、规范与标
准、投融资模式

北京建筑大学雨水团队海绵城市顶层设计、整体技术咨询、专项规划、实施方案、图集等
代表项目：济南、池州、福州、大连等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五大原则

• 规划引领 生态优先 安全为重 因地制宜 统筹建设

规划控制
目标

径流总量控制
目标

径流峰值控制
目标

径流污染控制
目标

• 采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为一一对应关系

• 本指南将我国大陆地区大致分为五个区，并给出了各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α 的最低和
最高限值

三大途径

• 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 生态恢复和修复 低影响开发

• 径流总量控制途径包括：雨水的下渗减排和直接集蓄利用

• 一般对中、小降雨事件的峰值削减效果较好

• 应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共同达到内涝防治要求

• 既要控制分流制径流污染物总量，也要控制合流制溢流的频次或污染物总量

• 一般可采用 SS 作为径流污染物控制指标，年 SS 总量去除率一般可达到40%-
60%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建筑与小区 • 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绿地

内的以雨水渗透、储存、调节等为主要功能的LID设施

 项目名称  设计核心要求  工程建设核心要求

• 雨水经预处理后优先进入低影响开发设

施消纳

城市道路 • 道路人行道宜采用透水铺装

• 道路红线外城市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进行消纳

• 道路红线内绿地空间充足时，消纳红线外的径流雨水

• 根据道路竖向坡度调整LID设施的开口

• 作为雨水行泄通道及易发生内涝的道路

应配必要的预警系统

城市绿地与广场 • 利用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小型、分散

式低影响开发设施消纳自身径流雨水

• 景观水体宜具有雨水调蓄功能，构建多

功能调蓄水体/湿地公园

城市水系 • 根据城市水系的功能定位、水体水质等级与达标率、水

系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因素，确定保护与改造方案

• 充分利用现状自然水体建设湿塘、雨水湿地

• 岸线宜建设为生态驳岸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单项技术设施

• 可分为渗透、储存、调节、转输、截污净化等几类

• 通过各类技术的组合应用，可实现径流总量控制、径

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等目标 植草沟 透水铺装地面和下沉式绿地

生物滞留带 雨水湿地

植被缓冲带 多功能调蓄水体

技术类型 单项设施

渗透技术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
渗透塘、渗井

储存技术 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

调节技术 调节塘、调节池

转输技术 植草沟、渗渠/管

截污净化
技术

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 (建办城函[2015]635号)

在低于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所对应的降雨量时，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不得
出现雨水外排现象

对城市河湖水系岸线、天
然河渠等进行生态修复，
达到蓝线控制要求，恢复
其生态功能

年均地下水潜水位保持稳定，
或下降趋势得到明显遏制，
平均降幅低于历史同期

建设区域夏季平均气温不高于同期其他区域的日均气温

河湖水系水质不低于
IV类标准，地下水监
测点位水质不低于III
类标准，优于海绵城
市建设前的水质

1.雨水管网不得有污水
直接排入水体；
2.非降雨时段，合流制
管渠不得有污水直排水
体；
3.雨水直排或合流制管
渠溢流应采取生态治理
后入河，水质不低于地
表IV类

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500立方米和城区内
水体水环境质量低于
IV类标准的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率不低于
20%

供水管网漏损率
不高于12%

历史积水点彻底消除
或明显减少，或者在
同等降雨条件下积水
程度显著减轻

以地表水为水源的，一
级保护区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
类标准和饮用水源补充、
特定项目的要求，二级
保护区水质达到Ⅲ类标
准，以地下水为水源的，
水质达到Ⅲ类标准的要
求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号) 《指导意见》

总体要求 规划引领 统筹建设 政策支持 组织落实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以及道路、绿
地、水系等相关专项规划时，
要将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作为其刚性控制指标。划定
城市蓝线时，要充分考虑自
然生态空间格局。

将建筑与小区雨水收集
利用、可渗透面积、蓝线划
定与保护等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目
建设的前置条件

将70%的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到2020年，城市
建成区20%以上
的面积达到目标要
求；到2030年，
城市建成区80%
以上的面积达到目
标要求。

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型建筑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公园绿地建设和自然生态修复

城镇棚户区和城乡
危房改造
老旧小区有机更新

解决城市内涝
雨水收集利用
黑臭水体治理

海绵型建筑与小区
海绵型道路与广场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

屋顶绿化、雨水调蓄与收集利用
改变道路雨水直排，增加消纳
改造和消除城市易涝点，控制渗
漏和合流制污水溢流污染

海绵型公园和绿地
城市坑塘、河湖、湿地

建设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
人工湿地增强公园和绿地系统
的城市海绵体功能
恢复和保持河湖水系的自然连
通，构建城市良性水循环系统

创新建设运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

完善融资支持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号)

 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

白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暨老城区综合提升改造工程

 海绵型小区建设

松原市某海绵型小区现场实拍图

 公园绿地建设

中新天津生态城甘露溪公园海绵建设与运行总结（周国华）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
——(建规[2016]50号)

制定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综合评价海绵城市建设条件

城市区位、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现状、排水系统、城市开发前的水文

状况等基本特征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海绵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

城市内涝、雨水收集利用、黑臭水体治理、保护自然生态本底

 海绵城市建设分区指引

 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要求

 规划措施和相关专项规划衔接的建议

 近期海绵城市建设重点区域，提出分期建设要求

 规划保障措施和实施建议

某城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规划背景与总则

项目概况

技术路线

海绵城市建设指引

重点项目设计指引

保障措施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规[2017]59号

城市双修

修复城市生态

修补城市功能

加快山体修复

开展水体治理和修复

修复利用废弃地

完善绿地系统

填补基础设施欠账

增加公共空间

改善出行条件

改造老旧小区

保护历史文化

塑造城市时代风貌

城镇内涝防治
黑臭水体治理

 2017年，各城市制定“城市双修”实施计划，开展生

态环境和城市建设调查评估，完成“城市双修”重要

地区的城市设计，推进一批有实效、有影响、可示

范的“城市双修”项目

 2020年，“城市双修”工作初见成效，被破坏的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城市病”得到有效治理，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环境质量明

显提升，城市特色风貌初显

三亚红树林生态公园 来源网络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11号
 总体要求

到2025年，各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形成 “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排水
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内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到2035年，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排水防涝能力与建设海绵城市 、韧性城市要求更加匹配，总体消
除防治标准内降雨条件下的城市内涝现象

城市排水防涝
工程体系

河湖水系和生态空间治理与修复

管网和泵站建设与改造

排涝通道建设

雨水源头减排工程

实施防洪提升

保留天然雨洪通道、蓄滞洪空间
恢复并增加水空间，扩展城市及周边自然调蓄空间
城市建设和更新中留白增绿，结合空间和竖向设计，优先利用自然洼
地、 坑塘沟渠、园林绿地、广场等实现雨水调蓄功能

新建区原则上应尽可能达到国家建设标准的上限要求，改造易造成积水内涝问
题和混错接的雨污水管网，修复破损和功能失效的排水防涝设施

开展河道、湖塘、排洪沟、道路边沟等整治工程，与城市管网系统排水能力
相匹配，规划利用城市排涝河道 ，加强城市外部河湖与内河、排洪沟、桥涵 、
闸门、排水管网等在水位标高、排水能力等方面的衔接

优先解决居住社区积水内涝、雨污水管网混错接等问题，通过断接建筑雨落管，
优化竖向设计，加强建筑、道路、绿地、景观水体等标高衔接等方式，使雨水
溢流排放至排水管网、自然水体或收集后资源化利用

合理确定各级城市的防洪标准、设计水位和堤防等级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开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 ——财办建〔2021〕35号

工作目标：开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示范城市核心内容：

 社区： 充分利用居住社区内的空地、荒地和拆违空地增加公共绿地、袖珍公园等公共活动空间，实现景观休闲、防灾减

灾等综合功能。

 设施： 完善城市河道、水库、泵站等防涝设施，改造和建设地下管网、城市雨洪行泄通道、城市排涝沟渠等，提升城市

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

 城市： 建立“源头减排、排水管渠、排涝除险”的排水防涝工程体系，结合城市更新“增绿留白”

 流域区域：保护流域区域现有雨洪调蓄空间，扩展城市建成区外的自然调蓄空间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行
标

团
标

SL(水利部)、
NY(农业部)等

T/×××

国
标

地
标

GB(强制性国家标准)；
GB/T(推荐性国家标准)

DB/T××××

 按照标准的适用范围，我国的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2018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利用 设施分类》GB/T 38906-2020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2016
《海绵城市建设监测标准》（送审）……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
《 透水砖铺装施工与验收规程》DB11T686-2009
……

《城市水系统综合规划技术规程》
T/CECA20007-2021
……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城镇污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CJ/T5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
……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国
标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GB/T 51345-2018)

源头减排项目设施的有效性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内容和要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径流体积控制

路面积水控制和内涝防治

城市水体环境质量

自然生态格局管控与水体生态岸线保护

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

城市热岛效应缓解

不低于年径流总量控制分区图下限值
新建区“不得低于”；改建区“不应低
于”

• 道路：径流污染控制、保障行泄功能

• 停车场和广场：新建区SS削减率不宜小于70%，
改 造区不宜小于40%。峰值径流量不超建设改造
前• 公园防护绿地：控制不低于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90%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

• 建筑小区：新建区硬化地面率不大于40%，
改造区不大于70%

灰绿设施合理衔接，设计重现期内不积不涝

水体不黑臭

合流制溢流年体积控制率不小于50%；SS排放不大于
50mg/L

保护并最大程度恢复自然地貌和山水格局

生态岸线率不低于70%

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得到遏制

夏季按照6-9月城郊日平均温差与历史同期呈下降趋势

考
核
内
容

考
察
内
容



1974 1987

• 暴雨强度公式
统计方法

• 重现期的选用
• 排水管道最小
设计流速、管
径和坡度

2006

对原国家标
准进行全面
修订

.

2011

• 排水体制
• LID理念
• 排水标准↑
• 雨水调蓄
• 渗透设施

2014

• 雨水管渠设计
重现期↑

• 内涝防治系统
设计重现期

• 暴雨强度公式
• 雨水设计流量
计算方法

• 雨水利用设施
• 内涝防治工程
设施

（TJ14-
74）

（GBJ14-87） （GB50014-2006）

国家建筑工程标准基本建设技术规范

首次发布基本
建设技术规范

国家强制标准

2021

• 排涝除险设施
的设计流量

• 内涝防治系统
校核：应将
排涝除险设施、
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设施
作为一个整体
考虑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局部修订

2011
版

2014
版

局部修订

GB50014-2021

国家强制标准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2016

• 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

• 超大城市的
雨水管渠设
计和内涝防
治设计重现
期

2016
版

局部修订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4-2021

基本框架

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

排水管渠和附属构筑物

泵站

污水处理

污泥处置与处理

检测和控制

雨水径流量量综合管理

 雨水综合管理应按照低影响开发理念采用源头削减、

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的方法进行

 雨水设计流量的计算也可采用数学模型法

 综合径流系数高于0.7的地区应采用渗透、调蓄措

施

 对5-10年收集新的资料对暴雨强度公式进行修订

 规定每条道路至少又一条车道积水深度不超过15cm

 雨水管渠按压力流计算，调整设计包括放大管径、增设渗透设施、

建设调蓄段或调蓄池等。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源头减排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排水管渠 排涝除险

渗透设施 转输设施 调蓄设施

透水路面

绿色屋顶

下凹式绿地

生物滞留

植草沟

渗透管渠

敞开式

地下式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应考虑：
 相关规划要求、可用空间、土壤渗透性
能、地下水位、地形坡度和排水现状等

 源头减排目标，技术经济比选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

管渠系统 管渠调蓄设施

雨水口

泵站

排水管渠设施应考虑：
设计重现期标准
内涝防治要求

城镇水体 调蓄设施 行泄通道

河道、湖泊、
池塘和湿地等

绿地和广场

隧道调蓄
工程

排涝除险设施应考虑：
以城镇总体规划和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
为依据，根据地区降雨规律和暴雨内涝风
险等因素，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雨水调蓄定义

是雨水调节和储蓄的统称

 调蓄系统设计

• 用于年径流总量控制，出当汇水

面积大于2km2时，雨水设计流

量宜采用数学模型进行确定。

• 用于削减峰值流量的雨水调蓄工

程的调蓄量计算中，设计降雨历

时宜选用3-24h

• 用于污染控制调蓄量可取4-

8mm，地面污染程度较严重的

区域宜取上限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

水体调蓄工程 绿地广场调蓄工程 雨水调蓄池 隧道调蓄工程

小区水体调蓄

内河水体调蓄

进水端宜设置消能
设施、拦污净化设
施；宜采用生态堤
岸；设置溢流设施
和放空设施

内河内湖调蓄工程的
调蓄规模和调蓄水位
确定后，对填占调蓄
库容的涉水构筑物必
须经过排水防涝影响
进行论证

生物滞留

浅层调蓄池

下凹式绿地

下沉式广场

城镇公园

用于削减峰值流量
和雨水综合利用—
—封闭式
用于削减峰值流量
和控制径流污染—
—地下式。

地上建筑密集、地下浅
层空间无利用条件的区
域可采用隧道调蓄

综合设施

主隧道

出水放空系统

通风设施

控制系统

检修设施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利用设施分类》——GB/T 38906-2020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设施分类

渗滞类设施 集蓄利用类设施 截污净化类设施 转输类设施

透水铺装

透水砖铺装

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

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

构造透水铺装

嵌草透水铺装

生物滞留

生物滞留带

雨水花园

生态树池

高位花坛

下沉式绿地

绿色屋顶

渗透塘

渗井

蓄水池

雨水罐

调蓄类设施

调节塘

湿塘

调节池

合流制溢流
调蓄池

多功能调蓄

人工土壤渗滤

植被缓冲带

生态驳岸

雨水湿地

沉砂池

自然土坡驳岸
木桩驳岸
石笼驳岸
连锁植草砖驳岸
块石驳岸
生态砌块驳岸

平流沉砂池
旋流沉砂池

植草沟

转输型干式植草沟
渗透型干式植草沟
湿式植草沟

渗渠

管渠及附
属构筑物



《城市水系统综合规划技术规程》—T/CECA20007-2021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团
标

城市水系统
综合规划

水系布局与优化

防洪与排涝安全

水资源与供水

水环境与污水处理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设施布局

 保留自然水系，合理恢复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水系，保障水系生态

基流，明确城市水面率指标

 可采用蓝绿空间结合的形式，布置季节性排水水系和蓄滞空间，汇

水范围超过2km2的宜布置河道或沟渠排水

 合理布局雨水管渠设施，结合超设计标准时的内涝防治

 超标雨水行泄通道主要包括天然的城市地表浸流通道、沟渠、河湖

水系、开敞空间以及其他承担地表排水功能的主次干道等

 确定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目标指标，应包括下列内容:

• 生态需水量

• 水系生态岸线比例

• 生物多样性



地
标 北京地方标准为例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分类 标准规范

规划设计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设计标准》DB11∕T1743-2021

《排放下凹桥区雨水调蓄设计规范》DB11∕T 1068-2014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

《 城市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流计算标准》DB11/T 969-2013

施工
《北京市海绵城市道路系统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DB11∕T 1728-

《河湖水系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范》

验收
《海绵城市调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透水砖铺装施工与验收规程》DB1 1T686-2009

监测评估

《海绵城市规划编制与评估标准 》DB11_T 1742-2020 

《海绵城市建设效果监测与评估规范》DB11_T 1673-2019

《城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规程》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海绵试点城市

 中央财政对海绵城市试点给予专项资金补助，一定三年，具体补助数额按城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

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对采用PPP模式达到一定比例的，将按上述补助基数奖励10%。

 第一批试点城市确定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总投资为1684亿元，其中采用PPP模式的项目 投资额占33%达559亿元

 海绵示范城市

中央财政按区域对示范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

• 地级及以上城市：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9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

额11亿元

• 县级市：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7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8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9亿元

 预计至2021年，全国658个城市建成区的20%以上面积需要达到设计标准，全国每年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4000亿

元；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需要资金约16000亿元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吉林省白城市生态新区典型案例

 横五路道路融雪剂弃流与抗冻融透水铺装工程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吉林省白城市生态新区典型案例

 白城市道路源头减排与生态沟渠行泄通道工程

现状地形分析

确定地表行泄通道

计算道路/沟渠排水能力

校核

汇水区分析
管网设计重现期

总体要达到的
内涝防治标准

确定暴雨强度

计算道路/沟渠排水服务面积

绘制水力计算表

不满足

内涝风险分析

确定行泄通道
设计重现期

调整断面或
设计新的行
泄通道等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我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特征指标（单位） 轻度黑臭 重度黑臭

透明度(cm) 25-10 <10

溶解氧(mg/L) 0.2-2.0 <0.2

氧化还原电位(mV) -200-50 <-200

氨氮(mg/L) 8.0-15 >15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会同环境保护部、水利部、

农业部等部委指导地方落实并提出目标：

 2017年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河面无大面积漂

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污口，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2020年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

在10%以内；

 到203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

技术名称 技术分类 适用范围

截污纳管

控源截污

城市水体沿岸污水、分流制雨水管道初期

雨水或旱流水排放口

面源控制
城市初期雨水、冰雪融水、畜禽养殖污水、

地表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源的控制与治理

垃圾清理

内源治理

城市水体沿岸垃圾临时堆放点清理

生物残体及漂

浮物清理

季节性的水体内源污染物，需在干枯腐烂

前清理，水面垃圾漂浮物长期清理

清淤疏浚
所有黑臭水体，尤其是重度黑臭水体底泥

污染物的清理

岸带修复

生态修复

已有硬化河岸（湖岸）的生态修复

生态净化 城市水体水质的长效保持

人工增氧
整治后城市水体的水质保持，具有水体复

氧功能，提升局部水体的溶解氧水平

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循环、清水补给;水质净化、生态修复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我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截至2019年底，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含州、盟)共有黑臭水体2899个，消除数量2513

个，消除比例86.7%。其中，36个重点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有黑臭水体1063个，消

除数量1023个，消除比例96.2%；259个其他地级城市有黑臭水体1836个，消除数量1490个，消除

比例81.2%。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城市防洪排涝治理成效

• 洪水控制：2019年7个流域共2690座大中型水库（湖泊）参与防洪调度，拦蓄洪水1517.78亿立方米。长江流域922座大

中型水库拦蓄洪水573.00亿立方米，调度三峡水库压减下泄流量，减轻洞庭湖区和长江中下游干流防洪压力。

• 海绵城市的灰绿结合对洪涝的控制效果：多个试点城市通过合理改造，可有效消除易涝点

三峡水库
鹤壁海绵建设前 鹤壁海绵建设后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2021年7月郑州特大暴雨

7月16日以来，河南遭遇强

降雨，目前已造成全省133个县

(市、区)1306个乡镇757.9万人

受灾，因灾遇难56人，失踪5人，

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585193人，

紧急转移安置919519人，需紧急

生活救助208033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576.6千公

顷，成灾面积168.2千公顷，绝收

面积25千公顷;倒塌房屋3830户

9943间，严重损坏房屋7071户

21879间，一般损坏房屋23406

户62233间。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对2021年7月郑州特大暴雨事件的思
考河南内涝是“海绵城市”的失效吗？如何理性看待海绵城市

 据郑州市城乡建设局统计，郑州市整合后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总共有530个，

目前已完成项目107个，在建项目42个。郑州市中心城区已完成海绵城市建

设面积110.8平方千米。

 郑州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75%。城区与航空城的内涝防止设计重现期为

50年一遇，其它规划区的内涝防治标准为20年一遇。

 郑州市于7月20日16-17时达到降雨峰值，最大小时降雨量高达201.9mm，

打破中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据公开数据显示，郑州全市面积为7446平

方公里。在这一小时内，约有14.9亿立方米，将此与蓄水量约0.14亿立方

米的西湖相比，其降水量相当于107个西湖于一小时内倾倒入郑州。



海绵城市建设中资金筹措的突出问题

中央财政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专项资金补助，但相较于海绵城

市巨大的投资额，仅靠财政支持是杯水车薪，中央政府在多项政策中

鼓励采用PPP模式，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政府与社会资本共担风险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对策

建立健全海绵城市PPP项目管理制度

细化PPP项目管理规范，并逐步建立和完善海绵城市项目实施过程中规范化管理制度，寻求多方面的融资手段

合理制定投资回报率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来确定收益指标，委托外部独立专门咨询机构进行投资回报率预估

创新融资模式

按不同地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做好资金需求和使用规划，从易得性、成本、使用效率等方面，设计适宜本地区海绵

城市项目建设的融资模式

 建设与维护项目多，资金需求量大

 建设周期较长，收益性弱

 收益机制不明确，社会资本积极性弱



海绵城市建设中技术适应性问题

设施适用性

设施能否适应待建地区或者在建成后根据当地

水文地质条件能否发挥良好的海绵效果

设施可替代性

设施发挥的效果与其他设施具有共性，或者其

功能的发挥可用其他设施代替

设施占用土地面积

设施建设中是否需要额外占用土地面积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利用设施分类》GB/T 38906-2020

图 部分技术措施的适应性分析



城市内涝问题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我国内涝的特点和成因

• 城市局地强降雨频次呈增多变化趋势

• 不透水区域面积增加

• 竖向破坏

• 自然滞蓄空间破坏

• 河道等水系破坏

• 城市内涝防治系统不完善

• 城市呈现“因洪致涝、因涝成洪、洪涝混合”的特点

 海绵城市建设和城市内涝的综合治理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

• 利用多种路面、地面、绿地和屋面等结构,从源头上收集雨

水

• 降低峰值流量，提供利用雨水的条件

• 降低雨水的汇集速度,在留住雨水的过程中,避免自然灾害的

发生

• 城市竖向和工程设施结合,天然水系与防涝设施结合,地面排

水设施与水管渠道相结合

措施

 树立科学治涝理念，做好“1+3+1”（水利防洪系统+大、小、微三套城市排水系统+应急处置系统）的技术体系顶层设

计

 加强内涝风险评估，合理布局防涝空间

 生态优先，提高基于大排水系统的城市竖向控制的系统性

 加大排水设施建设的监管力度和运行养护力度

 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预警预报和应急救灾能力 来源《理性认识海绵城市，科学治理城市内涝》



合流制溢流控制问题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在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过程，都会发现合流制溢流污染的严重程度及其对水环境的巨大影响

 溢流污染的解决途径：建立雨污分离系统、海绵城市理念解决雨水问题、建立新型污水排放体系

 城市“合改分”是否具有必要性？

• 明确城市合流制及相关排水系统现状与关键问题

明确现状不同类型排水系统的范围、各区域范围内的污水收集率与处理率、雨水排水标准、截流倍数、管道运行水位与

淤积深度等关键指标

• 合理制定排水系统污染负荷削减目标

在确定系统外排污染负荷削减总体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外排水量、水质控制与污染负荷削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而合理确定系统溢流总量、频次、外排污染物浓度等具体控制指标。

• 城市“合改分”与合流制溢流控制策略可实施性、效果与代价评估

综合比较和分析不同技术策略的直接与间接建设成本，以及后续维护管理成本等，对不同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评估，充分

考虑政府或投资方长期的可承受支付能力，进行方案优选

• 合流制溢流控制的技术策略选择



4.城镇水务2035年行业发展规划

城镇水环境规划目标

现
状

城镇水体治理成效显著

城镇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加快

重视降雨径流污染治理

逐步提升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平

3

2

1

4

目
标

在彻底消除黑臭水体基础上，初步恢复城镇水体的物
理、化学和生态完整性和自然净化功能，全面改善城
镇水环境，实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提升水体景观
和休憩等功能。

 全面提升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性能

 加强降雨径流污染控制

 营造优美宜居的城镇水生态环境

 积极推行厂网河（湖）一体专业化运营模式

 加大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规模河力度，实现污水处理系统

河污泥处理处置、资源化利用的无缝衔接



4.城镇水务2035年行业发展规划

城镇排水防涝规划目标

现状 树立现代雨水综合管理理念1

构建城镇排水与内涝防治综合体系2

建立城镇排水防涝系统标准3

优化了排水设计计算方法4

建立灰蓝结合的内涝蓄排体系5

深人贯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适应新型城

镇化发展，全面提升城镇排水防涝能力，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降雨天气对

社会管理、城镇安全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的影响，建立完善的灰、绿、蓝耦合

的现代化城镇排水防涝设施体系，实现小

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暴雨不成灾的城

镇排水防涝目标。

目
标 未来任务

构建完善的现代化城镇排水防涝体系
实现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构建灰绿蓝结合的排涝除险系统

加快补齐市政排水管渠设施短板

实现雨水排水系统全覆盖

稳步提高雨水管渠系统排水能力

逐步恢复雨水排水管道正常运行条件

加快补齐市政排水管渠设施短板

全面实现城镇排水基础设施信息化

完善常态化、标准化的日常养护管理制度

建立应对极端强降雨的排水防涝应急体系



 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完善法律法规，通过总结海绵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相关经验和问题 ,
加强理论创新，技术优化，不断对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现行标准和指南进行修订。

 海绵城市建设必能实现“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提高
城市水安全、复兴城市水文化”多重目标。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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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綠建築節水減碳之挑戰與策略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Water Saving and Carbon 

Reducation of Green Building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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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台灣國際水週(Taiwan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2021, TIWW)」國際論壇 
分散式雨水貯集系統以減少氣候變遷之脆弱性 

Decentralized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to Reduce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一、氣候變遷下臺灣環境面對的挑戰 

二、綠建築推動現況 

三、綠建築節水設計及減碳策略 

四、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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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變遷下臺灣環境面對的挑戰 

3 

 
 
 

 

地球暖化及水資源匱乏 
 



1.1  人為溫室氣體對全球氣候環境的影響 

 人類的氟氯碳化物排放使地球南極臭氧
層破洞不斷擴大的情形（NASA）  

 近百年來地球溫度上升與人類能源使用
量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密切關係  

 

圖 0-1 近百年來地球溫度上升與人類能源使用量
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密切關係 

 

能源 

時間 

CO2 

全球 
溫度 

4 



對自然環境造成越
大的傷害 

5 

北極熊的家 
正在消失中 

資料來源：Green peace.org 
                 setn.com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jOyDUzR95QDfwM&tbnid=5SSGOnnvgsiZOM:&ved=0CAUQjRw&url=http://kuart2008.pixnet.net/blog/post/27954585-%E5%A4%A7%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5%B8%82%E6%94%BF%E5%A4%A7%E6%A8%93&ei=YbbfUdieLYnklAXB1IDoCw&psig=AFQjCNGRCDU1zsNtd3qxHQWUXWO0PwkVDA&ust=1373702031710795
http://photos.mongabay.com/06/1104co2.jpg
http://www.cwb.gov.tw/
http://www.cwb.gov.tw/
http://www.cwb.gov.tw/


1.2 極端氣候造成的災害 

全球氣候持續暖化，導致極端氣候，水災、風災頻傳，且規
模、程度均更大更嚴重，造成嚴重人畜財產和農作物損失，惡性
循環下，人類生存面臨極大的挑戰。 

人類不得不面對暖化及氣候變遷問題，並提出解決因應對策。 

6 

圖來源：
http://natcatservice.munichre.com/overall/3?filter=eyJ5ZWFyRnJvbSI6MTk4M
CwieWVhclRvIjoyMDE2fQ%3D%3D&type=1   2017 

災害頻率較30年前提高且損失加劇 

1980-2016全世界發生嚴重天災統計圖 
圖來源 : © 2016 Munich Re, NatCat SERVICE. As of 2017. 

地震 風災 水災 極端氣候 

WORLD NATURAL CATASTROPHES, 1980–2016  

400 

300 

US＄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1.3 臺灣的環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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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氣象局統計，臺灣近年溫度屢創新高；2016年臺灣13個平地 

  站的平均氣溫較過去百年氣候值高出1.35℃，為百多年來偏暖的一年 

•臺灣夏季市中心區與郊區之最高溫度差達3至4°C；依臺電公司統計， 

  夏季溫度每上升1°C，空調耗電量約上升6 ％。 

•臺灣能源98％以上依賴進口，建築產業佔全國耗能28.3％。 

•臺灣雨量豐沛卻有缺水問題， 今年水情一度嚴峻。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http://photos.mongabay.com/06/1104co2.jpg 

2100 2008 

百年來臺灣年平均溫度距平變化圖（1911 ∼ 2016 年） 

http://www.cwb.gov.tw/
http://photos.mongabay.com/06/1104co2.jpg


1.4  高齡少子化的社會環境變遷 

8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至150年）」 

合適居家環境配合智慧設備服務系統
，實現在宅安養，不僅符合多數人期
望，且可降低經濟及社會負擔。 

至2021年1月底，我國65歲以上老年
人口達380萬餘人，佔總人口16.2%；
自107年我國老年人口跨越14％「高齡
社會」門檻後，預計2026年老年人口
比 率 將 超 過 20 ％ ， 邁 入 「 超 高 齡 社
會」 。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二、綠建築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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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維 地方行動 
Global thinking, local action 

 



我國綠建築政策之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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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第一個上路、
全球第4個實施
具科科學量化的
評估系統。 

1. 2. 

唯一獨立發展
且適用於熱帶
及亞熱帶的評
估系統。 

首創將綠建築納
入法令落實到新
建建築物均一體
遵行的國家。 

3. 4. 

全世界綠建
築密度最高
的國家。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各國陸續發展綠建築評估系統，目前已約有38個國家、
地方有評估系統。 



發展科學量化的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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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綠建築標章(EEWH)為亞洲第1個、全球第4個實施具科學
量化的評估系統，同時也是第一個對高溫、高濕氣候進行綠建
築評估的國家。 

1990英國 

1995美國 

1998 加拿大 
GBTool 

1999台灣 

2002 日本 

2003中國 

2006 iiSBE 
2003 澳洲 

2007德國 

EE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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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資  源 

綠   建   材 

廢棄物減量 

  CO2 減量 綠化及基地保水 

生物多樣性 

外殼節能  
空         調 
照         明 

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 
 掌握本土氣候及環境與生活型態，在建築生命週期中，使用較

少資源與能源，產生較少廢棄物，並兼顧健康舒適之建築物。 

12 

   生態 Ecology 節能 Energy 減廢 Waste 健康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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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 

（必要） 

（必要） 

綠建築標章制度 



訂定綠建築評估系統，水資源指標納入

雨中水系統 
綠建築標章開始受理申請 

公有新建建築物率先實施，鼓勵取

得候選綠建築證書 

法制化，建築技術規則增訂綠建築基準專章 

實施綠建築分級評估制度 

要求5,000萬元以上公有新建建築物需取得標章 

實施綠建築家族五大評估系統 

發布「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第六類) 

檢視建築能源效率、水資源效率  

 

• 1998年 

 

• 1999年 

• 2001年 

 

• 2005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12年 

• 2017年 

• 2021年 

我國綠建築政策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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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1年8月底累計評定通過綠建築及候選證書9,998案。 

綠建築政策推動成果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9 

標章 1 2 2 8 17 43 76 96 96 126 116 173 209 259 203 279 316 335 341 310 334 321 
候選證書 4 6 116 169 256 278 230 300 253 339 215 281 272 357 369 380 371 311 394 498 514 5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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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700 

800 

900 

件

數

 

西元 

歷年綠建築標章及候選綠建築證書統計 

標章 

候選證書 



• 在綠建築政策的持續帶動下，民間業界參與數量逐年
增加，2020年達到358件，比例亦從開始的6％提升
至42％。 

民間綠建築蓬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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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9 

私有建築 
總計3102件 4 5 7 16 26 30 38 52 52 57 40 80 111 180 204 266 286 282 311 306 358 391 

公有建築 
總計6990件 1 3 111 161 247 291 268 344 297 408 291 374 370 436 368 393 401 364 424 502 490 44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件

數

 

西元 

歷年綠建築申請案件之公有/民間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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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可節水1億1040萬噸（相當於0.56座石門水庫的容量）。 

每年約可節電22.62億度。 

合計每年約可節省水費、電費約新台幣90.19億元。 

尚有生態、保水、綠化、減廢、資源節約等環保效益。 

 

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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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 為使民眾深入了解綠建築，辦理免費參訪優良綠建築的活動，並提
供導覽解說服務，引導全民藉由親臨觀摩。 

• 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是由過去10屆共106件之優良綠建築獲
獎作品案例中，選定16處為示範基地，並簽訂合作協議。 

郭元益綠標生活館(桃園) 

宜蘭傳藝中心 



三、綠建築節水設計與減碳策略 

19 

提升水資源效率 
 

分散式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節水減碳 



綠建築節水減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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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降雨量豐沛，但因河川坡陡流急、降雨分布不均，加
上極端氣候降雨異常，仍有缺水問題，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水資源匱乏問題，在新水源開發不易的
情況下，如何提升綠建築水資源效率，鼓勵新建建築物導
入雨水利用、節約用水、基地保水等設計策略 

分散式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設置在遍布全國的屋頂或地面型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就
像1個分散式的虛擬水庫 

聚集起來，可減少大量的自來水使用，達到節水減碳的
效益，以及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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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適用範圍及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專章 
第298條第1項第4款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指將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濾、再利用之設計，其適用
範圍為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
但衛生醫療類（F-1組）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
物，不在此限。 

第299條雨水貯留利用率：指在建築基地內所設置之雨水
貯留設施之雨水利用量與建築物總用水量之比例。 
第316條建築物應就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或生活雜排水
回收再利用系統，擇一設置。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者，其
雨水貯留利用率應大於4% ；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
者，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應大於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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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水資源指標規劃策略 

水資源著重於節約用水及雨水利用 
水資源指標之策略： 
大、小便器與供公眾使用全面採用省
水標章之器材 

一段式馬桶改成具省水標章的兩段式
馬桶 

改用自動感應、自閉式或腳踏式水栓 

改用節水型冷卻水塔 

改用物理方式冷卻水塔除垢方式 

飯店旅館浴室以淋浴代替浴缸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水資源指標以建築節水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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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設置空調冷凝水回收系統 

儘量不要設置大耗水的人工草坪或草花花圃 

設置雨中水設施或節水澆灌 

設置智慧水表 

大耗水建築案例要求設置彌補措施 
人工草坪或草花花圃：設置節水澆灌系統，或設置自來水替代率
5%以上，或雨中水設施 

親水設施、游泳池、噴水池、戲水池等：設置自來水替代率5%以
上，或雨中水設施設置自來水替代率5%以上 

至少30%以上節水效益。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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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設計 

水資源WI ＝a ＋b ＋c ＋d ＋e ＋f ＋g 

a ：大便器省水器材 
b ：小便器省水器材 
c ：供公眾使用水栓省水器材 
d ：以淋浴代替浴缸 

e ：雨中水設施或節水澆灌 
f ：空調節水系統 

g ：智慧水表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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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替代率 

自來水替代率Rc，大耗水建築案之彌補措施 
Rc ＝Ws/Wt 
Ws ：自來水替代水量，取日集雨量(Wr)或雨水利用設計量
(Wd) ，兩者較小者 

Wt ：建築物總用水量 

 
雨水貯集槽設計容積Vs 
Vs ＞日降雨量R ＊集雨面積Ar ＊儲水天數Ns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本案建築物內，所使用的大便器、小便器及
各式水栓，全面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具，來
達到節約水資源的目的。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案例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6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案例 
高雄國家體育場 

 本案全面採用省水標章認證的省水器具，並以洗臉盆、淋浴、茶水間等雜排水、空
調冷凝排水經二級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儲存，提供中水水源供馬桶、小便斗沖洗。 

 於觀眾席上方屋頂與田徑場草地做雨水收集，筏基水箱內設有13,000噸雨水儲存槽，
做為園區內的綠化澆灌使用。 

由屋頂回收的雨水做為生態池補充用水 27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使用具省水標章或環保字號之衛生器具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 

 大便器、小便器及供公眾使用之水栓均全面
採用符合經濟部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省水
標章規範」認證產品。 

 設置雨水回收利用系統，將雨水以天然地形
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貯存，供廁所小便斗、
馬桶及噴灌用水。 

28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之臺北院區 

 本建築物於地下室筏基設置雨水與游泳池溢流水回收水
槽，可回收作為各棟之馬桶沖水及庭園澆灌用途。 

 全面採用具省水標章之衛生器具，提昇水資源利用的合
理化及循環使用，並建立第二水資源的觀念。 

雨水儲集區之人孔位置 庭園澆灌系統 使用具省水標章之衛生器具 

29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本案全面採用具省水標章之節水型衛
生器具，設置噴灌設施，且於二樓花
臺設置雨水感濕器節省用水。 

30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國立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 
 

腳踏板給水式的洗手台 生態水池 

 採用UB-FINE免手觸節水系統，達到免電源及省水的效果，使
用具備省水標章或具環保字號之大小便器及公共使用水栓。 

 規劃了雨水儲集資源再利用之彌補措施，經由地面與屋頂收集
雨水後，收集至筏基，作為景觀澆灌用水。 

 雨水回收系統 31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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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雨水利用-自動澆灌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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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設置智慧水表 

用戶水表健檢 

用水型態分析 

可透過系統檢查流量變化，勘查是否漏水 

促進用戶節約用水行為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智慧水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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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推動「綠建築標章」，屬自願申請性質 
自1999年第1版的綠建築評估手冊，綠建築指標之「水資源指
標」，已將「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納為加分項目，以提升建
築物的節水設計成效。 

至2021年8月累計9,998件案例取得綠建築標章或候選證書 

約有六成綠建築標章案例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2017至
2020年統計資料) 

雨水貯集設施遍佈全國 

目前累積節約用水，相當於0.56座石門水庫的容量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雨水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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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建築師及相關從業人
員，規劃設計綠建築雨水貯集利
用系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出版
2021年版本設計手冊。 

內容包括：  

從規劃設計、設施設備 、
到管理維護 

雨水貯集利用及建築基地
地表逕流貯集利用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模組設計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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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保水適用範圍及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專章 
第298條第1項第2款建築基地保水：指促進建築基
地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其適用範圍
為新建建築物。但本編第13章山坡地建築、地下水
位小於1公尺之建築基地、個別興建農舍及基地面積
300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第299條基地保水指標：指建築後之土地保水量與
建築前自然土地之保水量之相對比值。 
第305條建築基地應具備原裸露基地涵養或貯留滲
透雨水之能力，其建築基地保水指標應大於0.5與基
地內應保留法定空地比率之乘積。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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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基地保水指標規劃策略 

基地保水著重於涵養水份及貯集滲透
雨水的能力 

在確保容積率下，儘量降低建蔽率，
並且不要全面開挖地下室，爭取較大保
水設計空間 

當基地位於透水良好的粉土或砂質土
層(水力傳導係數k在10 -7 m/s以上)
時，適合採用直接滲透設計 

當基地位於透水不良的黏質土層(水
力傳導係數k在10 -7 m/s以下)時，適
合採用貯集滲透設計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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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保水設計法 

直接滲透設計： 

綠地、被覆地、草溝設計(常用) 

透水鋪面設計(常用) 

貯集滲透空地設計 

滲透排水管設計。 

滲透陰井設計 

滲透側溝設計 

貯集滲透設計 

人工地盤花園土壤貯集設計(常用) 

景觀貯集滲透水池設計 

地下貯集滲透設計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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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保水設計值 λ＝Q′/Qo 

Q′ ：各類保水設計之保水量 

Qo ：原土地保水量＝A ＊ f ＊ t 

f ：基地最終入滲率(m/s) 

t ：降雨延時(s) 

λ值越大，代表保水性能越佳 

 

基地保水基準值 λc ＝0.5 ＊(1-r) 

r ：建蔽率 

λc假設法定空地之一半均為綠地的情形 

λc為1 ，代表土地開發行為完全無損於自然裸露土地的保水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本案公園主要為綠地，本案在鋪面上採用透水鋪面設計為主，另將周邊公園步道一
併整修為可透水性之鋪面。 

 於屋頂進行覆土綠化，提供基地保水功能，減輕雨水對都市衝擊，可達到減洪效益。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手法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架高木地板 

施工中-透水鋪面 

完工後-透水鋪面 40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著力於基地保水，設有高比率綠地供雨水滲透，創造基地內優質之微氣候環境。 
 基地規劃生態水池及蓄水容量達239m3，具備滲透型功能的滯洪池，可於雨量大時

蓄洪，達都市防災之目的。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淡水污水處理廠 

41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於開放空間鋪設透水鋪面，為硬底施作、乾砌，石材黏貼處採透水水泥砂
漿、透水混凝土、級配等手法。利用石材間縫隙讓雨水儲存至基層，促進基地
保水功效。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華南銀行總行世貿大樓 

完工後-透水鋪面 42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三峽北大特區全齡生活館 

 本案基地土質為沉泥質砂，讓雨水得以自然滲透進入土壤之中，而建築
部分利用自然綠地、透水鋪面、花源土壤、滲透井及滲透管等設施，達
到良好的基地保水功效。 

43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為達成基地保水指標，除了利用綠地外，廣場及
步道等，也採用透水鋪面，讓水入滲基地內的土壤。 

 景觀綠帶設置生態池與水道，有效增加地表之水份涵
養外，下雨時生態池可作為雨水暫留的空間，平時則
由中心淨化過後的水進行補注。 

 另外於中心的綠帶及停車場下方，設置地下式雨水滯
洪設施，雨水除可由上方地表滲入外，亦透過排水導
入設施中，兼具保水及防洪功能。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44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採用綠地、透水鋪面、景觀貯集三種基地保水設計。設計綠地、被覆地草皮、草溝保

水量設計， 面積達14048平方公尺。於鋪面透水設計保水量，分別使用高壓混凝土磚及

植草磚，總透水面積 為5472平方公尺。並且設置景觀貯集滲透水池設計。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台江國家公園行政中心 

45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四、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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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綠建築水資源效率，鼓勵新建建築物導入雨
水利用、節約用水、基地保水等設計，以促進節
水減碳。 

 加強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及基地保水等設施之維
護管理，使其保有節水減碳之性能。 

 遍布全國的屋頂或地面型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聚
集起來，可減少大量的自來水使用，達到節水減
碳的效益，以及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 

 



感謝聆聽 

希望與您共同攜手 建構永續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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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48 

系統建置：168家廠商，326項產品 
參訪人次：超過13.5萬人次（至109年7月底） 

2
F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102號 

易構 
住宅 

Living3.0 

以安全安心、節能永續、健康照護、便利舒適為目標規劃展示。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維運本展示中心。 

 
預約導覽服務 
網址：www.living3.org.tw 
電話：02-29300575 

http://www.living3.org.tw/


海绵城市建设进展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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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三 | 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二 | 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背景聚焦

 城市水系统问题突出

 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水文化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

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

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在提升

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有限考

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的“海绵城市”做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                                ——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



海绵城市建设内涵

源头径流控制系统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

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合流制溢流控制系统
城市防洪系统

城市内涝防治
径流污染控制
黑臭水体治理

城市给水系统
城市污水系统
再生水系统

海绵城市建设的实质即在于对城市降雨径流的综合管控，

其核心指导思想即为低影响开发

• 城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格局构建

• 蓝绿线划定

• 用地空间布局

• 竖向管控

低影响开发在海绵城市核心技术体系中主要突出源头减排，

• 径流总量控制

• 污染控制

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

• 构建基于绿灰结合的多目标的现代城市雨洪控制系统，突出

在低影响开发总体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

制、系统治理”进行系统谋划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对低影响开发与海绵城市的再认识——杨正

城市雨水管理技术体系

控制径流总量
削减径流峰值
控制径流污染

城市雨水管理目标要求

城市水务突出问题

源头减排
过程控制
系统治理

衔接

总体技术路线

城市开发前后水文
特征不变、对生态
环境影响最低

总体指导理念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重大事件时间轴

2014年10月
住建部发布

《海绵城市建
设技术指南》

2016年3月住建
部印发《海绵城
市专项规划编制
暂行规定》

2015年10月国
务院印发《关
于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指导
意见》

2021年4月
国务院开展
海绵城市示
范城市遴选
工作

提出建设海绵城市的
发展理念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2015年4月
国务院确定第
一批16个海绵
城市试点

2014 2015 20162013 20212017

2017年3月
“海绵城市”
首次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

2016年2月
国务院确定第
二批14个海绵
城市试点

北建大雨水团队
展开海绵城市建
设及相关研究
规划、规范与标
准、投融资模式

北京建筑大学雨水团队海绵城市顶层设计、整体技术咨询、专项规划、实施方案、图集等
代表项目：济南、池州、福州、大连等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五大原则

• 规划引领 生态优先 安全为重 因地制宜 统筹建设

规划控制
目标

径流总量控制
目标

径流峰值控制
目标

径流污染控制
目标

• 采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为一一对应关系

• 本指南将我国大陆地区大致分为五个区，并给出了各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α 的最低和
最高限值

三大途径

• 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 生态恢复和修复 低影响开发

• 径流总量控制途径包括：雨水的下渗减排和直接集蓄利用

• 一般对中、小降雨事件的峰值削减效果较好

• 应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共同达到内涝防治要求

• 既要控制分流制径流污染物总量，也要控制合流制溢流的频次或污染物总量

• 一般可采用 SS 作为径流污染物控制指标，年 SS 总量去除率一般可达到40%-
60%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建筑与小区 • 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绿地

内的以雨水渗透、储存、调节等为主要功能的LID设施

 项目名称  设计核心要求  工程建设核心要求

• 雨水经预处理后优先进入低影响开发设

施消纳

城市道路 • 道路人行道宜采用透水铺装

• 道路红线外城市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进行消纳

• 道路红线内绿地空间充足时，消纳红线外的径流雨水

• 根据道路竖向坡度调整LID设施的开口

• 作为雨水行泄通道及易发生内涝的道路

应配必要的预警系统

城市绿地与广场 • 利用透水铺装、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小型、分散

式低影响开发设施消纳自身径流雨水

• 景观水体宜具有雨水调蓄功能，构建多

功能调蓄水体/湿地公园

城市水系 • 根据城市水系的功能定位、水体水质等级与达标率、水

系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因素，确定保护与改造方案

• 充分利用现状自然水体建设湿塘、雨水湿地

• 岸线宜建设为生态驳岸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单项技术设施

• 可分为渗透、储存、调节、转输、截污净化等几类

• 通过各类技术的组合应用，可实现径流总量控制、径

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等目标 植草沟 透水铺装地面和下沉式绿地

生物滞留带 雨水湿地

植被缓冲带 多功能调蓄水体

技术类型 单项设施

渗透技术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
渗透塘、渗井

储存技术 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

调节技术 调节塘、调节池

转输技术 植草沟、渗渠/管

截污净化
技术

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 (建办城函[2015]635号)

在低于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所对应的降雨量时，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不得
出现雨水外排现象

对城市河湖水系岸线、天
然河渠等进行生态修复，
达到蓝线控制要求，恢复
其生态功能

年均地下水潜水位保持稳定，
或下降趋势得到明显遏制，
平均降幅低于历史同期

建设区域夏季平均气温不高于同期其他区域的日均气温

河湖水系水质不低于
IV类标准，地下水监
测点位水质不低于III
类标准，优于海绵城
市建设前的水质

1.雨水管网不得有污水
直接排入水体；
2.非降雨时段，合流制
管渠不得有污水直排水
体；
3.雨水直排或合流制管
渠溢流应采取生态治理
后入河，水质不低于地
表IV类

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500立方米和城区内
水体水环境质量低于
IV类标准的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率不低于
20%

供水管网漏损率
不高于12%

历史积水点彻底消除
或明显减少，或者在
同等降雨条件下积水
程度显著减轻

以地表水为水源的，一
级保护区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
类标准和饮用水源补充、
特定项目的要求，二级
保护区水质达到Ⅲ类标
准，以地下水为水源的，
水质达到Ⅲ类标准的要
求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号) 《指导意见》

总体要求 规划引领 统筹建设 政策支持 组织落实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以及道路、绿
地、水系等相关专项规划时，
要将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作为其刚性控制指标。划定
城市蓝线时，要充分考虑自
然生态空间格局。

将建筑与小区雨水收集
利用、可渗透面积、蓝线划
定与保护等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目
建设的前置条件

将70%的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到2020年，城市
建成区20%以上
的面积达到目标要
求；到2030年，
城市建成区80%
以上的面积达到目
标要求。

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型建筑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公园绿地建设和自然生态修复

城镇棚户区和城乡
危房改造
老旧小区有机更新

解决城市内涝
雨水收集利用
黑臭水体治理

海绵型建筑与小区
海绵型道路与广场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

屋顶绿化、雨水调蓄与收集利用
改变道路雨水直排，增加消纳
改造和消除城市易涝点，控制渗
漏和合流制污水溢流污染

海绵型公园和绿地
城市坑塘、河湖、湿地

建设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
人工湿地增强公园和绿地系统
的城市海绵体功能
恢复和保持河湖水系的自然连
通，构建城市良性水循环系统

创新建设运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

完善融资支持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号)

 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

白城市海绵城市建设暨老城区综合提升改造工程

 海绵型小区建设

松原市某海绵型小区现场实拍图

 公园绿地建设

中新天津生态城甘露溪公园海绵建设与运行总结（周国华）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
——(建规[2016]50号)

制定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综合评价海绵城市建设条件

城市区位、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现状、排水系统、城市开发前的水文

状况等基本特征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

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海绵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

城市内涝、雨水收集利用、黑臭水体治理、保护自然生态本底

 海绵城市建设分区指引

 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要求

 规划措施和相关专项规划衔接的建议

 近期海绵城市建设重点区域，提出分期建设要求

 规划保障措施和实施建议

某城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规划背景与总则

项目概况

技术路线

海绵城市建设指引

重点项目设计指引

保障措施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规[2017]59号

城市双修

修复城市生态

修补城市功能

加快山体修复

开展水体治理和修复

修复利用废弃地

完善绿地系统

填补基础设施欠账

增加公共空间

改善出行条件

改造老旧小区

保护历史文化

塑造城市时代风貌

城镇内涝防治
黑臭水体治理

 2017年，各城市制定“城市双修”实施计划，开展生

态环境和城市建设调查评估，完成“城市双修”重要

地区的城市设计，推进一批有实效、有影响、可示

范的“城市双修”项目

 2020年，“城市双修”工作初见成效，被破坏的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城市病”得到有效治理，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环境质量明

显提升，城市特色风貌初显

三亚红树林生态公园 来源网络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11号
 总体要求

到2025年，各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形成 “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排水
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内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到2035年，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排水防涝能力与建设海绵城市 、韧性城市要求更加匹配，总体消
除防治标准内降雨条件下的城市内涝现象

城市排水防涝
工程体系

河湖水系和生态空间治理与修复

管网和泵站建设与改造

排涝通道建设

雨水源头减排工程

实施防洪提升

保留天然雨洪通道、蓄滞洪空间
恢复并增加水空间，扩展城市及周边自然调蓄空间
城市建设和更新中留白增绿，结合空间和竖向设计，优先利用自然洼
地、 坑塘沟渠、园林绿地、广场等实现雨水调蓄功能

新建区原则上应尽可能达到国家建设标准的上限要求，改造易造成积水内涝问
题和混错接的雨污水管网，修复破损和功能失效的排水防涝设施

开展河道、湖塘、排洪沟、道路边沟等整治工程，与城市管网系统排水能力
相匹配，规划利用城市排涝河道 ，加强城市外部河湖与内河、排洪沟、桥涵 、
闸门、排水管网等在水位标高、排水能力等方面的衔接

优先解决居住社区积水内涝、雨污水管网混错接等问题，通过断接建筑雨落管，
优化竖向设计，加强建筑、道路、绿地、景观水体等标高衔接等方式，使雨水
溢流排放至排水管网、自然水体或收集后资源化利用

合理确定各级城市的防洪标准、设计水位和堤防等级



一.海绵城市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关于开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 ——财办建〔2021〕35号

工作目标：开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示范城市核心内容：

 社区： 充分利用居住社区内的空地、荒地和拆违空地增加公共绿地、袖珍公园等公共活动空间，实现景观休闲、防灾减

灾等综合功能。

 设施： 完善城市河道、水库、泵站等防涝设施，改造和建设地下管网、城市雨洪行泄通道、城市排涝沟渠等，提升城市

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

 城市： 建立“源头减排、排水管渠、排涝除险”的排水防涝工程体系，结合城市更新“增绿留白”

 流域区域：保护流域区域现有雨洪调蓄空间，扩展城市建成区外的自然调蓄空间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行
标

团
标

SL(水利部)、
NY(农业部)等

T/×××

国
标

地
标

GB(强制性国家标准)；
GB/T(推荐性国家标准)

DB/T××××

 按照标准的适用范围，我国的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2018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利用 设施分类》GB/T 38906-2020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2016
《海绵城市建设监测标准》（送审）……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
《 透水砖铺装施工与验收规程》DB11T686-2009
……

《城市水系统综合规划技术规程》
T/CECA20007-2021
……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城镇污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CJ/T5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
……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国
标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GB/T 51345-2018)

源头减排项目设施的有效性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内容和要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径流体积控制

路面积水控制和内涝防治

城市水体环境质量

自然生态格局管控与水体生态岸线保护

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

城市热岛效应缓解

不低于年径流总量控制分区图下限值
新建区“不得低于”；改建区“不应低
于”

• 道路：径流污染控制、保障行泄功能

• 停车场和广场：新建区SS削减率不宜小于70%，
改 造区不宜小于40%。峰值径流量不超建设改造
前• 公园防护绿地：控制不低于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90%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

• 建筑小区：新建区硬化地面率不大于40%，
改造区不大于70%

灰绿设施合理衔接，设计重现期内不积不涝

水体不黑臭

合流制溢流年体积控制率不小于50%；SS排放不大于
50mg/L

保护并最大程度恢复自然地貌和山水格局

生态岸线率不低于70%

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得到遏制

夏季按照6-9月城郊日平均温差与历史同期呈下降趋势

考
核
内
容

考
察
内
容



1974 1987

• 暴雨强度公式
统计方法

• 重现期的选用
• 排水管道最小
设计流速、管
径和坡度

2006

对原国家标
准进行全面
修订

.

2011

• 排水体制
• LID理念
• 排水标准↑
• 雨水调蓄
• 渗透设施

2014

• 雨水管渠设计
重现期↑

• 内涝防治系统
设计重现期

• 暴雨强度公式
• 雨水设计流量
计算方法

• 雨水利用设施
• 内涝防治工程
设施

（TJ14-
74）

（GBJ14-87） （GB50014-2006）

国家建筑工程标准基本建设技术规范

首次发布基本
建设技术规范

国家强制标准

2021

• 排涝除险设施
的设计流量

• 内涝防治系统
校核：应将
排涝除险设施、
源头减排设施、
排水管渠设施
作为一个整体
考虑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局部修订

2011
版

2014
版

局部修订

GB50014-2021

国家强制标准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2016

• 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

• 超大城市的
雨水管渠设
计和内涝防
治设计重现
期

2016
版

局部修订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4-2021

基本框架

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

排水管渠和附属构筑物

泵站

污水处理

污泥处置与处理

检测和控制

雨水径流量量综合管理

 雨水综合管理应按照低影响开发理念采用源头削减、

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的方法进行

 雨水设计流量的计算也可采用数学模型法

 综合径流系数高于0.7的地区应采用渗透、调蓄措

施

 对5-10年收集新的资料对暴雨强度公式进行修订

 规定每条道路至少又一条车道积水深度不超过15cm

 雨水管渠按压力流计算，调整设计包括放大管径、增设渗透设施、

建设调蓄段或调蓄池等。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源头减排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

排水管渠 排涝除险

渗透设施 转输设施 调蓄设施

透水路面

绿色屋顶

下凹式绿地

生物滞留

植草沟

渗透管渠

敞开式

地下式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应考虑：
 相关规划要求、可用空间、土壤渗透性
能、地下水位、地形坡度和排水现状等

 源头减排目标，技术经济比选
 源头减排设施设计

管渠系统 管渠调蓄设施

雨水口

泵站

排水管渠设施应考虑：
设计重现期标准
内涝防治要求

城镇水体 调蓄设施 行泄通道

河道、湖泊、
池塘和湿地等

绿地和广场

隧道调蓄
工程

排涝除险设施应考虑：
以城镇总体规划和城镇内涝防治专项规划
为依据，根据地区降雨规律和暴雨内涝风
险等因素，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雨水调蓄定义

是雨水调节和储蓄的统称

 调蓄系统设计

• 用于年径流总量控制，出当汇水

面积大于2km2时，雨水设计流

量宜采用数学模型进行确定。

• 用于削减峰值流量的雨水调蓄工

程的调蓄量计算中，设计降雨历

时宜选用3-24h

• 用于污染控制调蓄量可取4-

8mm，地面污染程度较严重的

区域宜取上限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

水体调蓄工程 绿地广场调蓄工程 雨水调蓄池 隧道调蓄工程

小区水体调蓄

内河水体调蓄

进水端宜设置消能
设施、拦污净化设
施；宜采用生态堤
岸；设置溢流设施
和放空设施

内河内湖调蓄工程的
调蓄规模和调蓄水位
确定后，对填占调蓄
库容的涉水构筑物必
须经过排水防涝影响
进行论证

生物滞留

浅层调蓄池

下凹式绿地

下沉式广场

城镇公园

用于削减峰值流量
和雨水综合利用—
—封闭式
用于削减峰值流量
和控制径流污染—
—地下式。

地上建筑密集、地下浅
层空间无利用条件的区
域可采用隧道调蓄

综合设施

主隧道

出水放空系统

通风设施

控制系统

检修设施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利用设施分类》——GB/T 38906-2020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设施分类

渗滞类设施 集蓄利用类设施 截污净化类设施 转输类设施

透水铺装

透水砖铺装

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

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

构造透水铺装

嵌草透水铺装

生物滞留

生物滞留带

雨水花园

生态树池

高位花坛

下沉式绿地

绿色屋顶

渗透塘

渗井

蓄水池

雨水罐

调蓄类设施

调节塘

湿塘

调节池

合流制溢流
调蓄池

多功能调蓄

人工土壤渗滤

植被缓冲带

生态驳岸

雨水湿地

沉砂池

自然土坡驳岸
木桩驳岸
石笼驳岸
连锁植草砖驳岸
块石驳岸
生态砌块驳岸

平流沉砂池
旋流沉砂池

植草沟

转输型干式植草沟
渗透型干式植草沟
湿式植草沟

渗渠

管渠及附
属构筑物



《城市水系统综合规划技术规程》—T/CECA20007-2021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团
标

城市水系统
综合规划

水系布局与优化

防洪与排涝安全

水资源与供水

水环境与污水处理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设施布局

 保留自然水系，合理恢复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水系，保障水系生态

基流，明确城市水面率指标

 可采用蓝绿空间结合的形式，布置季节性排水水系和蓄滞空间，汇

水范围超过2km2的宜布置河道或沟渠排水

 合理布局雨水管渠设施，结合超设计标准时的内涝防治

 超标雨水行泄通道主要包括天然的城市地表浸流通道、沟渠、河湖

水系、开敞空间以及其他承担地表排水功能的主次干道等

 确定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目标指标，应包括下列内容:

• 生态需水量

• 水系生态岸线比例

• 生物多样性



地
标 北京地方标准为例

2.海绵城市的相关标准规范

分类 标准规范

规划设计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设计标准》DB11∕T1743-2021

《排放下凹桥区雨水调蓄设计规范》DB11∕T 1068-2014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

《 城市雨水系统规划设计暴雨径流计算标准》DB11/T 969-2013

施工
《北京市海绵城市道路系统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DB11∕T 1728-

《河湖水系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范》

验收
《海绵城市调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透水砖铺装施工与验收规程》DB1 1T686-2009

监测评估

《海绵城市规划编制与评估标准 》DB11_T 1742-2020 

《海绵城市建设效果监测与评估规范》DB11_T 1673-2019

《城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规程》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海绵试点城市

 中央财政对海绵城市试点给予专项资金补助，一定三年，具体补助数额按城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6亿元，省

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每年4亿元。对采用PPP模式达到一定比例的，将按上述补助基数奖励10%。

 第一批试点城市确定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总投资为1684亿元，其中采用PPP模式的项目 投资额占33%达559亿元

 海绵示范城市

中央财政按区域对示范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

• 地级及以上城市：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9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

额11亿元

• 县级市：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7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8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9亿元

 预计至2021年，全国658个城市建成区的20%以上面积需要达到设计标准，全国每年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4000亿

元；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需要资金约16000亿元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吉林省白城市生态新区典型案例

 横五路道路融雪剂弃流与抗冻融透水铺装工程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吉林省白城市生态新区典型案例

 白城市道路源头减排与生态沟渠行泄通道工程

现状地形分析

确定地表行泄通道

计算道路/沟渠排水能力

校核

汇水区分析
管网设计重现期

总体要达到的
内涝防治标准

确定暴雨强度

计算道路/沟渠排水服务面积

绘制水力计算表

不满足

内涝风险分析

确定行泄通道
设计重现期

调整断面或
设计新的行
泄通道等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我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特征指标（单位） 轻度黑臭 重度黑臭

透明度(cm) 25-10 <10

溶解氧(mg/L) 0.2-2.0 <0.2

氧化还原电位(mV) -200-50 <-200

氨氮(mg/L) 8.0-15 >15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会同环境保护部、水利部、

农业部等部委指导地方落实并提出目标：

 2017年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实现河面无大面积漂

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污口，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2020年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

在10%以内；

 到203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

技术名称 技术分类 适用范围

截污纳管

控源截污

城市水体沿岸污水、分流制雨水管道初期

雨水或旱流水排放口

面源控制
城市初期雨水、冰雪融水、畜禽养殖污水、

地表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源的控制与治理

垃圾清理

内源治理

城市水体沿岸垃圾临时堆放点清理

生物残体及漂

浮物清理

季节性的水体内源污染物，需在干枯腐烂

前清理，水面垃圾漂浮物长期清理

清淤疏浚
所有黑臭水体，尤其是重度黑臭水体底泥

污染物的清理

岸带修复

生态修复

已有硬化河岸（湖岸）的生态修复

生态净化 城市水体水质的长效保持

人工增氧
整治后城市水体的水质保持，具有水体复

氧功能，提升局部水体的溶解氧水平

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循环、清水补给;水质净化、生态修复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我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截至2019年底，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含州、盟)共有黑臭水体2899个，消除数量2513

个，消除比例86.7%。其中，36个重点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有黑臭水体1063个，消

除数量1023个，消除比例96.2%；259个其他地级城市有黑臭水体1836个，消除数量1490个，消除

比例81.2%。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城市防洪排涝治理成效

• 洪水控制：2019年7个流域共2690座大中型水库（湖泊）参与防洪调度，拦蓄洪水1517.78亿立方米。长江流域922座大

中型水库拦蓄洪水573.00亿立方米，调度三峡水库压减下泄流量，减轻洞庭湖区和长江中下游干流防洪压力。

• 海绵城市的灰绿结合对洪涝的控制效果：多个试点城市通过合理改造，可有效消除易涝点

三峡水库
鹤壁海绵建设前 鹤壁海绵建设后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2021年7月郑州特大暴雨

7月16日以来，河南遭遇强

降雨，目前已造成全省133个县

(市、区)1306个乡镇757.9万人

受灾，因灾遇难56人，失踪5人，

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585193人，

紧急转移安置919519人，需紧急

生活救助208033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576.6千公

顷，成灾面积168.2千公顷，绝收

面积25千公顷;倒塌房屋3830户

9943间，严重损坏房屋7071户

21879间，一般损坏房屋23406

户62233间。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对2021年7月郑州特大暴雨事件的思
考河南内涝是“海绵城市”的失效吗？如何理性看待海绵城市

 据郑州市城乡建设局统计，郑州市整合后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总共有530个，

目前已完成项目107个，在建项目42个。郑州市中心城区已完成海绵城市建

设面积110.8平方千米。

 郑州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75%。城区与航空城的内涝防止设计重现期为

50年一遇，其它规划区的内涝防治标准为20年一遇。

 郑州市于7月20日16-17时达到降雨峰值，最大小时降雨量高达201.9mm，

打破中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据公开数据显示，郑州全市面积为7446平

方公里。在这一小时内，约有14.9亿立方米，将此与蓄水量约0.14亿立方

米的西湖相比，其降水量相当于107个西湖于一小时内倾倒入郑州。



海绵城市建设中资金筹措的突出问题

中央财政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专项资金补助，但相较于海绵城

市巨大的投资额，仅靠财政支持是杯水车薪，中央政府在多项政策中

鼓励采用PPP模式，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政府与社会资本共担风险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对策

建立健全海绵城市PPP项目管理制度

细化PPP项目管理规范，并逐步建立和完善海绵城市项目实施过程中规范化管理制度，寻求多方面的融资手段

合理制定投资回报率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来确定收益指标，委托外部独立专门咨询机构进行投资回报率预估

创新融资模式

按不同地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做好资金需求和使用规划，从易得性、成本、使用效率等方面，设计适宜本地区海绵

城市项目建设的融资模式

 建设与维护项目多，资金需求量大

 建设周期较长，收益性弱

 收益机制不明确，社会资本积极性弱



海绵城市建设中技术适应性问题

设施适用性

设施能否适应待建地区或者在建成后根据当地

水文地质条件能否发挥良好的海绵效果

设施可替代性

设施发挥的效果与其他设施具有共性，或者其

功能的发挥可用其他设施代替

设施占用土地面积

设施建设中是否需要额外占用土地面积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利用设施分类》GB/T 38906-2020

图 部分技术措施的适应性分析



城市内涝问题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我国内涝的特点和成因

• 城市局地强降雨频次呈增多变化趋势

• 不透水区域面积增加

• 竖向破坏

• 自然滞蓄空间破坏

• 河道等水系破坏

• 城市内涝防治系统不完善

• 城市呈现“因洪致涝、因涝成洪、洪涝混合”的特点

 海绵城市建设和城市内涝的综合治理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

• 利用多种路面、地面、绿地和屋面等结构,从源头上收集雨

水

• 降低峰值流量，提供利用雨水的条件

• 降低雨水的汇集速度,在留住雨水的过程中,避免自然灾害的

发生

• 城市竖向和工程设施结合,天然水系与防涝设施结合,地面排

水设施与水管渠道相结合

措施

 树立科学治涝理念，做好“1+3+1”（水利防洪系统+大、小、微三套城市排水系统+应急处置系统）的技术体系顶层设

计

 加强内涝风险评估，合理布局防涝空间

 生态优先，提高基于大排水系统的城市竖向控制的系统性

 加大排水设施建设的监管力度和运行养护力度

 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预警预报和应急救灾能力 来源《理性认识海绵城市，科学治理城市内涝》



合流制溢流控制问题

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与问题分析

 在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过程，都会发现合流制溢流污染的严重程度及其对水环境的巨大影响

 溢流污染的解决途径：建立雨污分离系统、海绵城市理念解决雨水问题、建立新型污水排放体系

 城市“合改分”是否具有必要性？

• 明确城市合流制及相关排水系统现状与关键问题

明确现状不同类型排水系统的范围、各区域范围内的污水收集率与处理率、雨水排水标准、截流倍数、管道运行水位与

淤积深度等关键指标

• 合理制定排水系统污染负荷削减目标

在确定系统外排污染负荷削减总体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外排水量、水质控制与污染负荷削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而合理确定系统溢流总量、频次、外排污染物浓度等具体控制指标。

• 城市“合改分”与合流制溢流控制策略可实施性、效果与代价评估

综合比较和分析不同技术策略的直接与间接建设成本，以及后续维护管理成本等，对不同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评估，充分

考虑政府或投资方长期的可承受支付能力，进行方案优选

• 合流制溢流控制的技术策略选择



4.城镇水务2035年行业发展规划

城镇水环境规划目标

现
状

城镇水体治理成效显著

城镇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加快

重视降雨径流污染治理

逐步提升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平

3

2

1

4

目
标

在彻底消除黑臭水体基础上，初步恢复城镇水体的物
理、化学和生态完整性和自然净化功能，全面改善城
镇水环境，实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提升水体景观
和休憩等功能。

 全面提升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性能

 加强降雨径流污染控制

 营造优美宜居的城镇水生态环境

 积极推行厂网河（湖）一体专业化运营模式

 加大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规模河力度，实现污水处理系统

河污泥处理处置、资源化利用的无缝衔接



4.城镇水务2035年行业发展规划

城镇排水防涝规划目标

现状 树立现代雨水综合管理理念1

构建城镇排水与内涝防治综合体系2

建立城镇排水防涝系统标准3

优化了排水设计计算方法4

建立灰蓝结合的内涝蓄排体系5

深人贯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适应新型城

镇化发展，全面提升城镇排水防涝能力，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降雨天气对

社会管理、城镇安全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的影响，建立完善的灰、绿、蓝耦合

的现代化城镇排水防涝设施体系，实现小

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暴雨不成灾的城

镇排水防涝目标。

目
标 未来任务

构建完善的现代化城镇排水防涝体系
实现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

构建灰绿蓝结合的排涝除险系统

加快补齐市政排水管渠设施短板

实现雨水排水系统全覆盖

稳步提高雨水管渠系统排水能力

逐步恢复雨水排水管道正常运行条件

加快补齐市政排水管渠设施短板

全面实现城镇排水基础设施信息化

完善常态化、标准化的日常养护管理制度

建立应对极端强降雨的排水防涝应急体系



 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完善法律法规，通过总结海绵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相关经验和问题 ,
加强理论创新，技术优化，不断对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现行标准和指南进行修订。

 海绵城市建设必能实现“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提高
城市水安全、复兴城市水文化”多重目标。

结语



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我國綠建築節水減碳之挑戰與策略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Water Saving and Carbon 

Reducation of Green Buildings in Taiwan 

 

  

 

 

羅時麒組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October 16, 2021 

「2021台灣國際水週(Taiwan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2021, TIWW)」國際論壇 
分散式雨水貯集系統以減少氣候變遷之脆弱性 

Decentralized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to Reduce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一、氣候變遷下臺灣環境面對的挑戰 

二、綠建築推動現況 

三、綠建築節水設計及減碳策略 

四、未來展望 

 

 

簡 報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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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變遷下臺灣環境面對的挑戰 

3 

 
 
 

 

地球暖化及水資源匱乏 
 



1.1  人為溫室氣體對全球氣候環境的影響 

 人類的氟氯碳化物排放使地球南極臭氧
層破洞不斷擴大的情形（NASA）  

 近百年來地球溫度上升與人類能源使用
量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密切關係  

 

圖 0-1 近百年來地球溫度上升與人類能源使用量
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密切關係 

 

能源 

時間 

CO2 

全球 
溫度 

4 



對自然環境造成越
大的傷害 

5 

北極熊的家 
正在消失中 

資料來源：Green peace.org 
                 setn.com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jOyDUzR95QDfwM&tbnid=5SSGOnnvgsiZOM:&ved=0CAUQjRw&url=http://kuart2008.pixnet.net/blog/post/27954585-%E5%A4%A7%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5%B8%82%E6%94%BF%E5%A4%A7%E6%A8%93&ei=YbbfUdieLYnklAXB1IDoCw&psig=AFQjCNGRCDU1zsNtd3qxHQWUXWO0PwkVDA&ust=1373702031710795
http://photos.mongabay.com/06/1104co2.jpg
http://www.cwb.gov.tw/
http://www.cwb.gov.tw/
http://www.cwb.gov.tw/


1.2 極端氣候造成的災害 

全球氣候持續暖化，導致極端氣候，水災、風災頻傳，且規
模、程度均更大更嚴重，造成嚴重人畜財產和農作物損失，惡性
循環下，人類生存面臨極大的挑戰。 

人類不得不面對暖化及氣候變遷問題，並提出解決因應對策。 

6 

圖來源：
http://natcatservice.munichre.com/overall/3?filter=eyJ5ZWFyRnJvbSI6MTk4M
CwieWVhclRvIjoyMDE2fQ%3D%3D&type=1   2017 

災害頻率較30年前提高且損失加劇 

1980-2016全世界發生嚴重天災統計圖 
圖來源 : © 2016 Munich Re, NatCat SERVICE. As of 2017. 

地震 風災 水災 極端氣候 

WORLD NATURAL CATASTROPHES, 1980–2016  

400 

300 

US＄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1.3 臺灣的環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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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氣象局統計，臺灣近年溫度屢創新高；2016年臺灣13個平地 

  站的平均氣溫較過去百年氣候值高出1.35℃，為百多年來偏暖的一年 

•臺灣夏季市中心區與郊區之最高溫度差達3至4°C；依臺電公司統計， 

  夏季溫度每上升1°C，空調耗電量約上升6 ％。 

•臺灣能源98％以上依賴進口，建築產業佔全國耗能28.3％。 

•臺灣雨量豐沛卻有缺水問題， 今年水情一度嚴峻。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http://photos.mongabay.com/06/1104co2.jpg 

2100 2008 

百年來臺灣年平均溫度距平變化圖（1911 ∼ 2016 年） 

http://www.cwb.gov.tw/
http://photos.mongabay.com/06/1104co2.jpg


1.4  高齡少子化的社會環境變遷 

8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至150年）」 

合適居家環境配合智慧設備服務系統
，實現在宅安養，不僅符合多數人期
望，且可降低經濟及社會負擔。 

至2021年1月底，我國65歲以上老年
人口達380萬餘人，佔總人口16.2%；
自107年我國老年人口跨越14％「高齡
社會」門檻後，預計2026年老年人口
比 率 將 超 過 20 ％ ， 邁 入 「 超 高 齡 社
會」 。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二、綠建築推動現況 

9 

全球思維 地方行動 
Global thinking, local action 

 



我國綠建築政策之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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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第一個上路、
全球第4個實施
具科科學量化的
評估系統。 

1. 2. 

唯一獨立發展
且適用於熱帶
及亞熱帶的評
估系統。 

首創將綠建築納
入法令落實到新
建建築物均一體
遵行的國家。 

3. 4. 

全世界綠建
築密度最高
的國家。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各國陸續發展綠建築評估系統，目前已約有38個國家、
地方有評估系統。 



發展科學量化的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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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綠建築標章(EEWH)為亞洲第1個、全球第4個實施具科學
量化的評估系統，同時也是第一個對高溫、高濕氣候進行綠建
築評估的國家。 

1990英國 

1995美國 

1998 加拿大 
GBTool 

1999台灣 

2002 日本 

2003中國 

2006 iiSBE 
2003 澳洲 

2007德國 

EE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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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資  源 

綠   建   材 

廢棄物減量 

  CO2 減量 綠化及基地保水 

生物多樣性 

外殼節能  
空         調 
照         明 

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 
 掌握本土氣候及環境與生活型態，在建築生命週期中，使用較

少資源與能源，產生較少廢棄物，並兼顧健康舒適之建築物。 

12 

   生態 Ecology 節能 Energy 減廢 Waste 健康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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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 

（必要） 

（必要） 

綠建築標章制度 



訂定綠建築評估系統，水資源指標納入

雨中水系統 

綠建築標章開始受理申請 

公有新建建築物率先實施，鼓勵取

得候選綠建築證書 

法制化，建築技術規則增訂綠建築基準專章 

實施綠建築分級評估制度 

要求5,000萬元以上公有新建建築物需取得標章 

實施綠建築家族五大評估系統 

發布「綠建築評估手冊-境外版」(第六類) 

檢視建築能源效率、水資源效率  

 

• 1998年 

 

• 1999年 

• 2001年 

 

• 2005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12年 

• 2017年 

• 2021年 

我國綠建築政策發展歷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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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1年8月底累計評定通過綠建築及候選證書9,998案。 

綠建築政策推動成果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9 

標章 1 2 2 8 17 43 76 96 96 126 116 173 209 259 203 279 316 335 341 310 334 321 
候選證書 4 6 116 169 256 278 230 300 253 339 215 281 272 357 369 380 371 311 394 498 514 51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件

數

 

西元 

歷年綠建築標章及候選綠建築證書統計 

標章 

候選證書 



• 在綠建築政策的持續帶動下，民間業界參與數量逐年
增加，2020年達到358件，比例亦從開始的6％提升
至42％。 

民間綠建築蓬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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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9 

私有建築 
總計3102件 4 5 7 16 26 30 38 52 52 57 40 80 111 180 204 266 286 282 311 306 358 391 

公有建築 
總計6990件 1 3 111 161 247 291 268 344 297 408 291 374 370 436 368 393 401 364 424 502 490 44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件

數

 

西元 

歷年綠建築申請案件之公有/民間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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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可節水1億1040萬噸（相當於0.56座石門水庫的容量）。 

每年約可節電22.62億度。 

合計每年約可節省水費、電費約新台幣90.19億元。 

尚有生態、保水、綠化、減廢、資源節約等環保效益。 

 

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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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 為使民眾深入了解綠建築，辦理免費參訪優良綠建築的活動，並提
供導覽解說服務，引導全民藉由親臨觀摩。 

• 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是由過去10屆共106件之優良綠建築獲
獎作品案例中，選定16處為示範基地，並簽訂合作協議。 

郭元益綠標生活館(桃園) 

宜蘭傳藝中心 



三、綠建築節水設計與減碳策略 

19 

提升水資源效率 
 

分散式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節水減碳 



綠建築節水減碳策略 

20 

台灣降雨量豐沛，但因河川坡陡流急、降雨分布不均，加
上極端氣候降雨異常，仍有缺水問題，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水資源匱乏問題，在新水源開發不易的
情況下，如何提升綠建築水資源效率，鼓勵新建建築物導
入雨水利用、節約用水、基地保水等設計策略 

分散式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設置在遍布全國的屋頂或地面型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就
像1個分散式的虛擬水庫 

聚集起來，可減少大量的自來水使用，達到節水減碳的
效益，以及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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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適用範圍及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專章 
第298條第1項第4款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指將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濾、再利用之設計，其適用
範圍為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
但衛生醫療類（F-1組）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
物，不在此限。 

第299條雨水貯留利用率：指在建築基地內所設置之雨水
貯留設施之雨水利用量與建築物總用水量之比例。 
第316條建築物應就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或生活雜排水
回收再利用系統，擇一設置。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者，其
雨水貯留利用率應大於4% ；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
者，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應大於30 % 。 

 

  



22 

綠建築標章水資源指標規劃策略 

水資源著重於節約用水及雨水利用 
水資源指標之策略： 
大、小便器與供公眾使用全面採用省
水標章之器材 

一段式馬桶改成具省水標章的兩段式
馬桶 

改用自動感應、自閉式或腳踏式水栓 

改用節水型冷卻水塔 

改用物理方式冷卻水塔除垢方式 

飯店旅館浴室以淋浴代替浴缸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水資源指標以建築節水為目標 

  



23 

鼓勵設置空調冷凝水回收系統 

儘量不要設置大耗水的人工草坪或草花花圃 

設置雨中水設施或節水澆灌 

設置智慧水表 

大耗水建築案例要求設置彌補措施 
人工草坪或草花花圃：設置節水澆灌系統，或設置自來水替代率
5%以上，或雨中水設施 

親水設施、游泳池、噴水池、戲水池等：設置自來水替代率5%以
上，或雨中水設施設置自來水替代率5%以上 

至少30%以上節水效益。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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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設計 

水資源WI ＝a ＋b ＋c ＋d ＋e ＋f ＋g 

a ：大便器省水器材 
b ：小便器省水器材 
c ：供公眾使用水栓省水器材 
d ：以淋浴代替浴缸 

e ：雨中水設施或節水澆灌 
f ：空調節水系統 

g ：智慧水表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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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替代率 

自來水替代率Rc，大耗水建築案之彌補措施 
Rc ＝Ws/Wt 
Ws ：自來水替代水量，取日集雨量(Wr)或雨水利用設計量
(Wd) ，兩者較小者 

Wt ：建築物總用水量 

 
雨水貯集槽設計容積Vs 
Vs ＞日降雨量R ＊集雨面積Ar ＊儲水天數Ns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本案建築物內，所使用的大便器、小便器及
各式水栓，全面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具，來
達到節約水資源的目的。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案例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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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案例 
高雄國家體育場 

 本案全面採用省水標章認證的省水器具，並以洗臉盆、淋浴、茶水間等雜排水、空
調冷凝排水經二級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儲存，提供中水水源供馬桶、小便斗沖洗。 

 於觀眾席上方屋頂與田徑場草地做雨水收集，筏基水箱內設有13,000噸雨水儲存槽，
做為園區內的綠化澆灌使用。 

由屋頂回收的雨水做為生態池補充用水 27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使用具省水標章或環保字號之衛生器具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 

 大便器、小便器及供公眾使用之水栓均全面
採用符合經濟部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省水
標章規範」認證產品。 

 設置雨水回收利用系統，將雨水以天然地形
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貯存，供廁所小便斗、
馬桶及噴灌用水。 

28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之臺北院區 

 本建築物於地下室筏基設置雨水與游泳池溢流水回收水
槽，可回收作為各棟之馬桶沖水及庭園澆灌用途。 

 全面採用具省水標章之衛生器具，提昇水資源利用的合
理化及循環使用，並建立第二水資源的觀念。 

雨水儲集區之人孔位置 庭園澆灌系統 使用具省水標章之衛生器具 

29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本案全面採用具省水標章之節水型衛
生器具，設置噴灌設施，且於二樓花
臺設置雨水感濕器節省用水。 

30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國立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 
 

腳踏板給水式的洗手台 生態水池 

 採用UB-FINE免手觸節水系統，達到免電源及省水的效果，使
用具備省水標章或具環保字號之大小便器及公共使用水栓。 

 規劃了雨水儲集資源再利用之彌補措施，經由地面與屋頂收集
雨水後，收集至筏基，作為景觀澆灌用水。 

 雨水回收系統 31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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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雨水利用-自動澆灌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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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設置智慧水表 

用戶水表健檢 

用水型態分析 

可透過系統檢查流量變化，勘查是否漏水 

促進用戶節約用水行為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水資源指標設計手法 
智慧水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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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推動「綠建築標章」，屬自願申請性質 
自1999年第1版的綠建築評估手冊，綠建築指標之「水資源指
標」，已將「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納為加分項目，以提升建
築物的節水設計成效。 

至2021年8月累計9,998件案例取得綠建築標章或候選證書 

約有六成綠建築標章案例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2017至
2020年統計資料) 

雨水貯集設施遍佈全國 

目前累積節約用水，相當於0.56座石門水庫的容量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雨水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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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建築師及相關從業人
員，規劃設計綠建築雨水貯集利
用系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出版
2021年版本設計手冊。 

內容包括：  

從規劃設計、設施設備 、
到管理維護 

雨水貯集利用及建築基地
地表逕流貯集利用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模組設計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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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保水適用範圍及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專章 
第298條第1項第2款建築基地保水：指促進建築基
地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其適用範圍
為新建建築物。但本編第13章山坡地建築、地下水
位小於1公尺之建築基地、個別興建農舍及基地面積
300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第299條基地保水指標：指建築後之土地保水量與
建築前自然土地之保水量之相對比值。 
第305條建築基地應具備原裸露基地涵養或貯留滲
透雨水之能力，其建築基地保水指標應大於0.5與基
地內應保留法定空地比率之乘積。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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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基地保水指標規劃策略 

基地保水著重於涵養水份及貯集滲透
雨水的能力 

在確保容積率下，儘量降低建蔽率，
並且不要全面開挖地下室，爭取較大保
水設計空間 

當基地位於透水良好的粉土或砂質土
層(水力傳導係數k在10 -7 m/s以上)
時，適合採用直接滲透設計 

當基地位於透水不良的黏質土層(水
力傳導係數k在10 -7 m/s以下)時，適
合採用貯集滲透設計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38 

基地保水設計法 

直接滲透設計： 

綠地、被覆地、草溝設計(常用) 

透水鋪面設計(常用) 

貯集滲透空地設計 

滲透排水管設計。 

滲透陰井設計 

滲透側溝設計 

貯集滲透設計 

人工地盤花園土壤貯集設計(常用) 

景觀貯集滲透水池設計 

地下貯集滲透設計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39 

基地保水設計值 λ＝Q′/Qo 

Q′ ：各類保水設計之保水量 

Qo ：原土地保水量＝A ＊ f ＊ t 

f ：基地最終入滲率(m/s) 

t ：降雨延時(s) 

λ值越大，代表保水性能越佳 

 

基地保水基準值 λc ＝0.5 ＊(1-r) 

r ：建蔽率 

λc假設法定空地之一半均為綠地的情形 

λc為1 ，代表土地開發行為完全無損於自然裸露土地的保水 

 
日常秏能以建築 
外殼、空調及照明為主 

  

  



 本案公園主要為綠地，本案在鋪面上採用透水鋪面設計為主，另將周邊公園步道一
併整修為可透水性之鋪面。 

 於屋頂進行覆土綠化，提供基地保水功能，減輕雨水對都市衝擊，可達到減洪效益。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手法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架高木地板 

施工中-透水鋪面 

完工後-透水鋪面 40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著力於基地保水，設有高比率綠地供雨水滲透，創造基地內優質之微氣候環境。 
 基地規劃生態水池及蓄水容量達239m3，具備滲透型功能的滯洪池，可於雨量大時

蓄洪，達都市防災之目的。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淡水污水處理廠 

41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於開放空間鋪設透水鋪面，為硬底施作、乾砌，石材黏貼處採透水水泥砂
漿、透水混凝土、級配等手法。利用石材間縫隙讓雨水儲存至基層，促進基地
保水功效。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華南銀行總行世貿大樓 

完工後-透水鋪面 42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三峽北大特區全齡生活館 

 本案基地土質為沉泥質砂，讓雨水得以自然滲透進入土壤之中，而建築
部分利用自然綠地、透水鋪面、花源土壤、滲透井及滲透管等設施，達
到良好的基地保水功效。 

43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為達成基地保水指標，除了利用綠地外，廣場及
步道等，也採用透水鋪面，讓水入滲基地內的土壤。 

 景觀綠帶設置生態池與水道，有效增加地表之水份涵
養外，下雨時生態池可作為雨水暫留的空間，平時則
由中心淨化過後的水進行補注。 

 另外於中心的綠帶及停車場下方，設置地下式雨水滯
洪設施，雨水除可由上方地表滲入外，亦透過排水導
入設施中，兼具保水及防洪功能。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44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本案採用綠地、透水鋪面、景觀貯集三種基地保水設計。設計綠地、被覆地草皮、草溝保

水量設計， 面積達14048平方公尺。於鋪面透水設計保水量，分別使用高壓混凝土磚及

植草磚，總透水面積 為5472平方公尺。並且設置景觀貯集滲透水池設計。 

綠建築基地保水指標設計案例 
台江國家公園行政中心 

45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 



四、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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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綠建築水資源效率，鼓勵新建建築物導入雨
水利用、節約用水、基地保水等設計，以促進節
水減碳。 

 加強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及基地保水等設施之維
護管理，使其保有節水減碳之性能。 

 遍布全國的屋頂或地面型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聚
集起來，可減少大量的自來水使用，達到節水減
碳的效益，以及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 

 



感謝聆聽 

希望與您共同攜手 建構永續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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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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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置：168家廠商，326項產品 
參訪人次：超過13.5萬人次（至109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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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102號 

易構 
住宅 

Living3.0 

以安全安心、節能永續、健康照護、便利舒適為目標規劃展示。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維運本展示中心。 

 
預約導覽服務 
網址：www.living3.org.tw 
電話：02-29300575 

http://www.living3.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