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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背景需求



1  背景需求

工程质量提升的需求

 海绵城市建设从2013年12月概念提出，到规划、设计、建设、验收、运

营，已经好几年了，业内已对海绵城市建设的投入和成效，进行了很多反思；

很多项目对城市带来了明显的生态环境效益，提升了城市的价值；也有很多

项目投入巨大，但海绵效应不佳，如何客观评价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提升工

程质量，是一个课题。下面把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向大家汇报，请指正。



1  背景需求

四川省考核和评价工作

 四川省有1个国家级试点城市（遂宁）和15个省级试点城市（ 包括5市10县），

每个财年都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但评价结果随意性大，缺少评价依据；

 主要问题：

1、很多建筑与小区类工程，设计文件和建成效果差别很大，不能发挥海绵效

应，由于缺少量化的评价依据，不好评价工程的整体质量；

2、建筑与海绵设施、海绵设施之间，海绵设施与市政等系统性和适宜性差；

3、植物配置和设施选择不重视景观效果，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比较排斥……



1  背景需求

绩效评价与工程质量

 2015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

核指标（试行）》，从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水安全、制度建设及执行

情况、显示度等六个方面提出了绩效评价的18项指标，绩效评价分为了约束

性指标和鼓励性指标。

绩效评价中，对工程分类、指标权重、考核边界、景观效果等无法量

化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工程质量和海绵效应。



1  背景需求

基于城市建成区评价技术体系

 2019年12月，国家标准《海

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GB/T51345-2018发布， 适用于海

绵城市建设效果的评价，以城市建

成区为评价对象，以及对源头减排

项目、排水分区及建成区整体的海

绵效应进行评价。



1  背景需求

国家标准的使用

 国家标准《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GB/T 51345-2018

1、评价对象：城市建成区

2、评价内容：

项目建设与实施的有效性；

考核内容：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源
头减排、路面积水与内涝防治….；

考查内容：地下水埋深、热岛效应；

3、评价方法：评价方法与评价内容对应

 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1、缺少对具体工程评价和技

术指导，不便于操作；

2、评价后，没有量化评价结

果，不好评判优劣，政府不便配

套相应的激励措施；

3、业主或开发商对工程项目

评价的积极性不高，不便推广。



1  背景需求

工程评价与城市评价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质量评价

海绵城市评价：与城市相关整体
海绵效应和建设质量评价，包括工程
评价、制度评价、投资评价、价值提
升评价、管理评价等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我们认为是
贯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且需完成海
绵城市建设指标的建设工程，包括建
筑工程、市政工程、河湖水系工程等

城市与工程，个体与群体

评价的内容与方法，技术体系

 建设工程质量评价

适用性（使用功能）

耐久性（使用寿命）

安全性（结构安全、公共安全）

可靠性（在规定时间和规定的条
件下，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经济性

与环境的协调性（适宜性、系统
性、美观、可持续，与所在地区经济
环境协调，与周围已建工程相协调）



1  背景需求

工程评价的理论依据、政策依据

 高质量建设工程的技术内涵

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文件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
和规范作用，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
筑方针，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
量，着力创新城市管理服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1  背景需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与海绵城市的关系——以成都天府新区为例



1  背景需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与海绵城市的关系——以成都天府新区为例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清泓环绕、蓝绿交融的公园城市画卷， 以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本底为基
础，重塑城市自然水文循环，打造城市水生态自净系统，建立灰绿结合的雨水调蓄排放体系，实现城
水和谐共生，营造生态、公共、开放、宜居的公园城市空间。



1  背景需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与海绵城市的关系——以成都天府新区为例



1  背景需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与海绵城市的关系——以成都天府新区为例



1  背景需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与海绵城市的关系——以成都天府新区为例



1  背景需求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与海绵城市的关系——以成都天府新区为例



1  背景需求

背景6：四川省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的立项背景

体现四川省的地域特色和经济发展情况，与当地技术管理相协调；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的项目分类与《四川省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

用工程设计标准》DBJ51/T084-2017一致，配套使用；

基于前述背景，2018年1月（比国家标准发布时间要早一点），四川省

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作为主编单位向四川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申报了《四川省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标准》的编制工作，项目

于2018年9月立项编制，目前已完成编制工作，待发布实施。



02
PART 评价体系和技术内容

2.1    评价标准体系
2.2    主要技术内容
2.3    技术问题讨论



2.1  评价标准体系

技术体系组成

1、标准名称

《四川省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标准》

2、章节设置

标准包括11章，4个附录

3、编制单位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
江苏劲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1  评价标准体系

技术体系解读

1、评价体系

参照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设置

2、评价阶段

评价阶段：分预评价和工程评价

预评价： 设计阶段评价+技术创新

工程评价：以效果为导向，全过程评价



2.1  评价标准体系

技术体系解读

3、按工程类别评价

工程分类：第4章~第7章，海绵城市建设工程

分类评价，共分为4类

分类方式：工程类别与《四川省低影响开发雨

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标准》DBJ51/T084-2017相

对应，配套使用

评价内容：技术指标、生态与景观、系统性与

适宜性

评价方法：控制项+评分项，采用打分方式



2.2  主要技术内容

“基本规定”章节重要条文

 3.1.1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应以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与广场、城市道路与隧道、城

市水体为评价对象。评价对象包括用地红线范围内与海绵效应相关的建（构）筑物及配套

设施。

【条文解读】在国家标准《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中，海绵城市建设的评价

以城市建成区为评价对象，本标准以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为评价对象。



2.3  标准解读与问题讨论

 “基本规定”章节重要条文

 3.1.4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分为预评价和工程评价两阶段。预评价是对工程的设计阶

段进行评价，应在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工程评价是对工程的设计阶段、施工管理、

运营管理、建成效果、技术创新等进行评价，应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

行。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进行工程评价前，可不进行预评价。

【条文解读】（1）工程评价时间要求与国家标准相一致；（2）工程项目可不经过预评价

阶段，直接进行工程评价；（3）预评价主要评价：规划指标落实情况和系统方案的适宜

性、系统性和经济性。



2.2  主要技术内容

 “基本规定”章节重要条文

 3.2.5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指标分项满分值的

设定，应符合表3.2.5的规定。

 3.2.6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预评价与工程评价按下列方法进行分值计算：

1    预评价得分=分类评价得分+提高与创新得分，且总得分不超过120分；

2   工程评价得分=分类评价得分+施工管理得分+运营管理得分+效果评价得分+提高与创新得
分，且总得分不超过220分。

【条文解读】（1）条文3.2.5和条文3.2.5参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设置；（2）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分类目的是

增加项目之间的可比性；（3）评价指标的权重按生态因子（绿色优先）、海绵效应、地域特征、景观效果、

实施难度等因素，根据实际工程初评情况，综合协调所得。



2.2  主要技术内容

 “基本规定”章节重要条文

 3.2.7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划分为4个

等级，分别是海绵基本级、海绵一星级、海

绵二星级和海绵三星级

 3.2.8  当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满足当地海

绵城市专项规划强制性指标要求时，可评定

为海绵基本级。

【条文解读】（1）条文3.2.7参照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设置；（2）满足强制性指标要求，认为已完成

当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技术路线的基本要求。



2.2  主要技术内容

 “基本规定”章节重要条文

 3.2.9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的星级等级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海绵一星级、海绵二星级和海绵三星级3个等级的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均应满足本标准全

部控制项的要求，且每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评分项满分值的30%。

2  评价对象的总得分满足表3.2.9的要求时，可评定为对应的星级等级。

【条文解读】表3.2.9中，星级等级和对应得分，由各

参编单位专家经20多个项目实际评价，修正权重和得

分后所得。评价结果可反映相应工程类型的海绵效应

和工程质量。



2.2  主要技术内容

 “建筑与小区”章节条文介绍

 第4章“建筑与小区”分两节，有25个条文；

 “4.1     控制项”中， 共8个条文，主要包括选址要求、强制性规划指标、安全措施、当地技

术管理要求等内容；

 “4.2     评分项”中，共17个条文，主要包括“目标评价”、“生态与景观评价”、“系统性与适

宜性评价”等3部分，条文总得分100分，分数分布情况详下表。

条文分类 条文数 总分值 权重比例 评价阶段

目标评价 7 50 50% 预评价、工程评价

生态与景观评价 5 26 26% 预评价、工程评价

系统性与适宜性评价 5 24 24% 预评价、工程评价



2.2  主要技术内容

 “建筑与小区”章节条文举例

 合理设置海绵城市雨水设施，对场地年径

流总量进行控制，评价总分值为15分，并按下

列规则评分：

1   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规划建设指标明

确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满足规划建设指标，

得10分；达到规划建设指标110%及以上，得15

分；

2   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规划建设指标不

明确时，按表4.2.1的规则评分；

表4.2.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规划建设指标不明确时的评分规则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得分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70% ≥60% 10

≥80% ≥70% 15

【条文解读】

1、指标设置，按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指标、住建部

考核指标、四川省建设用地下达指标设置；

2、工程导向，重视可操作性、有效性、可量化；

3、技术导向，重视因地制宜、绿色生态、经济、

美观、协调、多功能，避免技术堆砌，措施过度；

4、评价分值，采用递进式得分或累加得分的方式，

重视得分权重、技术导向性、避免重复计分



2.2  主要技术内容

 “建筑与小区”评分情况与修订
指标修订原则：

 1、指标协调，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相

协调，与住建部考核指标相协调、与《海

绵城市评价标准》 GB/T51345-2018相协调，

与当地技术管理文件相协调；

 2、指标导向，坚持工程导向、因地制

宜、绿色优先、环境友好；

 3、实施难度，技术实施难度和投资额、

全生命周期运营的经济性和可靠性；

 4、可操作性，指标可量化，评价方法

简单有效



2.2  主要技术内容

 “城市绿地与广场”章节条文介绍

 第5章“城市绿地与广场”分两节，有22个条文；

 “5.1     控制项”中， 共6个条文，主要包括强制性规划指标、安全措施、当地技术管理要求

等内容；

 “5.2     评分项”中，共16个条文，主要包括“目标评价”、“生态与景观评价”、“系统性与适

宜性评价”等3部分，条文总得分100分，分数分布情况详下表。

条文分类 条文数 总分值 权重比例 评价阶段

目标评价 5 32 32% 预评价、工程评价

生态与景观评价 3 30 30% 预评价、工程评价

系统性与适宜性评价 8 38 38% 预评价、工程评价



2.2  主要技术内容

 “施工、运营、效果评价、创新”等章节条文介绍

 第8章“施工管理”中，控制项条文6条，评分项条文6条，主要评价与海绵效应有关的施工管

理。如，鼓励对施工场地内良好的表面种植土进行了剥离、收集和利用”等措施。

 第9章“运营管理”中，控制项条文3条，评分项条文8条，主要评价管理制度、养护要求、病

虫害防治、应急预案等内容，保障海绵设施充分发挥海绵效应。

 第10章“效果评价”中，控制项条文2条，评分项条文10条，主要评价海绵设施运行状态与设

计目标的一致性、水环境改善显示度、公众满意度等方面。不再评价各类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

建设目标、生态与景观、系统性与适宜性等技术内容。

 第11章“提高与创新”中，有12个条文作为加分项，主要评价海绵城市建设的高标准要求、

或产生明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创新。



2.3  技术问题讨论

问题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规划建设指标，如何评价？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越高越好？不是，应维持区域性水环境的良性循环。

 如何确定各海绵城市建设的指标权重？应与海绵城市规划指标的权重因子相协调。

 单项海绵设施的多海绵效应的指标权重？应强化首要控制指标，兼顾其他海绵效应指标。



2.3  技术问题讨论

问题2：建设用地与海绵分区管控单元不一致，如何落实指标？

 分期建设用地，管控指标是否可以分期达标？可以，但应整体耦合达标。

 若设计范围跨管控单元，如何确定建设指标？应对规划指标二次分解。



2.3  技术问题讨论

问题3：城市水体类规划建设指标，如何确定？

 城市水体类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如何确定建设指标？

建议分段、分排水分区，落实规划指标。



03
PART

小结
 1、海绵城市工程评价有别于城市建成区评价，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体系，有待于不断完善；

 2、按工程类别和建设流程分类评价，便于操

作，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促进海绵城市建设；

 3、提出量化评价指标、重视景观效果，有利

于推进海绵城市评价工作。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