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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提升建设工程品质，建设海绵城市，规范本市建设工程海绵设施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工作，本审查要点编制组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工程建设标

准，并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相关建设成果和实践经验，在充分征求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本审查要点。 

本审查要点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审查重点；3 审查要点（包括地勘报告

审查要点、给排水专业审查要点、建筑专业审查要点、道路专业审查要点、园林

景观专业审查要点、水利水电专业审查要点、结构专业审查要点和电气专业审查

要点）；附录。 

本指引由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由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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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落实贯彻国家建设海绵城市的相关要求，推动清远市海绵城市的建设，

规范海绵城市设计，明确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审查内容，统一审查标准，编制了

本要点。 

1.2 本要点适用于清远市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海绵城市施工

图设计审查。 

1.3 本要点的编制依据是《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构建》、《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51345—2018）、《清远市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的实施意见》（清府办〔2021〕15 号）、《清远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清府

办〔2021〕14 号）、《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及《清远市中心城

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图集》及相关规范、标准、规程。 

1.4 本要点所指建筑与小区包括民用建筑（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

项目，以及这些建筑项目所在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城市道路包括清远市城市规划

区内新建和改扩建的各级城市道路；城市绿地与广场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及

广场用地；城市水系是指清远市城市规划区内各种水体构成脉络相通系统的总称。 

1.5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不得在可能造成塌陷点、泥石流陡坡坍塌、滑

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危险场所，不得因陡坡坍塌、滑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危险场所，

不得因陡坡坍塌、滑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危险场所，不得因为海绵城市建设引起塌

陷、泥石流陡坡坍滑等地质灾害。 

1.6 严重污染源地区（地面宜累积污染物的化工厂、制药厂、金属冶炼加工

厂、传染病医院、油气库、加油加气站等）、水源保护地等特殊区域不执行海绵

城市规划要求。上述地区如确需开展低影响开发建设的，应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避免对地下水和水源地造成污染。 

1.7 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阶段，应有海绵城市专项（或专篇）设计，

海绵城市专项（或专篇）设计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并与其他相关专业设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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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1.8 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审查除应符合本要点规定的要求外，还需执行国家、

广东省及清远市现行标准、规范、文件等规定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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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查重点 

清远市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审查重点主要为：施工图设计说明书、海绵城市

设计图纸以及指标校核报告。 

2.1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审查重点】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应注意审查以下内容： 

（1）设计依据：包括海绵城市设计相关的主要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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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应包含工程名称、工程地点、项目范围、工程建设条件（包

括项目的水文地质情况、场地周边道路、市政设施情况、场地内主要概况等）及

主要建设内容。 

（3）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概况：包括区域位置、项目建设范围和规模、主要设计内容等。 

2）设计依据：施工图依据的相关规范、已批复的海绵城市建设方案等。 

3）自然条件：包括地质条件、土壤性质、地下水位等。 

4）设计目标及主要指标校核表：通过各分区下垫面、海绵设施体量、径流

系数等校核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 SS 总量去除率以及各分区溢流口溢流能力校

核。 

5）施工图阶段对海绵城市建设方案落实情况。 

6）海绵设施设计说明：说明内容应涵盖项目所采用的各类海绵设施的施工

工艺、结构做法、材料要求等。 

7）海绵设施植物配置：包括植物类型、规格、密度、栽植面积、种植要求

等。 

8）海绵城市工程量清单。 

9）海绵城市施工要点：包括海绵城市建设施工主要注意事项、施工工序等

要点。 

10）其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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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绵城市设计图纸 

【审查重点】海绵城市设计图纸应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项目总平面图、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平面图、海绵设施平面布置总图、海绵设

施平面设计图、海绵设施竖向设计图、海绵设施植物配置平面图、雨水管线平面

图、海绵设施设计大样图、管线综合平面图（叠加海绵设施）等。 

（1）项目总平面图：反应整个场地下垫面情况以及场地周边的道路、河流

及绿地等情况。  

（2）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平面图：含建筑雨落管的具体位置、海绵设施位置

等，同时标注汇水分区编号、面积以及场地汇流组织。 

（3）海绵设施平面布置总图：含海绵设施平面位置、名称、面积及定位标

注等。 

（4）海绵设施平面设计图：海绵设施尺寸标注，应标注长、宽、弧度等放

线要素；体量较大或不规则设施等需单独进行网格标注；明确雨水花园、下凹式

绿地、植草沟等海绵设施的截面坡度；明确侧石开口位置、雨水溢流口、反冲洗

口等细节要素位置。 

（5）海绵设施竖向设计图：采用标高坡度结合法，含建筑正负零标高、场

地道路交叉口、地形控制点标高、变坡点标高、汇水箭头-坡度及建筑屋面坡向等

信息；海绵设施完成面标高、导流设施起讫点标高、坡度和坡向等。  

（6）海绵设施植物配置平面图：各设施植物配置应具体到单个设施采用的

植物品种、数量、面积、规格及定位等。  

（7）雨水管线平面图：与海绵设施对应的雨水管线平面图，图中应明确表

达建筑雨落管、雨水溢流口、设施盲管、雨水口连接管、雨水管道等要素；各雨

水管线均需明确管长、坡度、管径、管材、起讫点标高等要素，并对其进行定位。  

（8）海绵设施设计大样图：大样图应涵盖项目所采用的各海绵设施（如绿

色屋顶、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填料的选择应尽量

因地制宜，充分结合清远本地实际情况。 

（9）管线综合平面图（叠加海绵设施）：管线综合图应包括给水、电力、燃

气、污水、雨水、通信等各类管线平面位置，并在管线综合图上叠加海绵设施，

出现穿越的管线应标注管线管径及埋深；管线应当尽量避免穿越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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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穿越的管线应当满足埋深要求，电力、燃气管线不应穿越生物滞留设施。 

2.3 指标校核报告 

【审查重点】指标校核报告应注意审查以下内容：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核算：审查雨水径流系数选取是否合理，下垫面是

否与图纸一致，分区调蓄容积计算和总调蓄容积是否正确，海绵设施滞蓄净化容

积是否与汇水面积相匹配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径流体积控制应采用设施径流

体积控制规模核算、监测、模型模拟与现场检查结合的方法进行。 

（2）年 SS 总量去除率、下沉式绿地率、透水铺装率、绿色屋顶率计算是否

正确等。 

（3）对雨水口、溢流口、雨水管网、植草沟、排水沟等导流设施规模进行

计算。 

（4）有雨水资源化利用的项目，核实雨水利用计算是否符合项目批复要求。 

（5）根据道路汇水面积、坡度，计算开口路缘石的开口尺寸、开口方式、

设置间距、雨水口设置间距等是否满足场地排水设计重现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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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查要点 

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审查包括对施工图设计说明书、海绵城市设计图纸、指

标校核报告和与海绵建设技术有关的地勘、给排水、建筑、道路、园林景观、水

利水电工程、结构、电气等专业的相关施工图设计文件等方面的审查。 

3.1 地勘报告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土壤性质及地质条件 重点核查是否适合采用雨水入渗设施。 

见《清远市中心城

区海绵城市建设技

术导则》8.3 

2 
土壤渗透系数、地下水

位、不透水层等情况 
与指标校核报告采用数据是否一致。 

见《清远市中心城

区海绵城市建设技

术导则》5.8.1.3 

3.2 给排水专业 

3.2.1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项目概况 
是否包括区域位置、项目建设范围和规模、主要设

计内容等。 
— 

2 设计依据 
是否包含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相关标准、规范、技

术导则、政策文件、已批复的海绵城市建设方案等。 
— 

3 自然条件 
是否包含项目所在地地质条件、土壤性质、地下水

位内容等。 
— 

3 

设计目标及

主要指标校

核表 

1.设计目标和控制指标是否符合项目批准的要求；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

污染物削减应满足

《清远市中心城区海

绵市专项规划》以及  

出让地块规划条件的

要求。 

2.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 SS 总量去除率以及各分

区溢流口溢流能力校核是否正确，分区调蓄容积计

算是否合理。 

— 

4 主要海绵设 1.是否包括各类海绵设施的单体设计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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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施设计说明 2.海绵设施的基本构造和结构做法是否合理； — 

3.海绵设施的材料选用是否合理； — 

4.海绵设施具体参数设定是否合理，如淹没深度、

滞留层高度等； 
— 

5.海绵设施的接口形式是否合理。 — 

5 
海绵设施施

工要点 

1.是否提出海绵城市建设施工主要注意事项； — 

2.是否提出海绵设施的施工顺序； — 

3.各海绵设施的施工技术要点是否合理。 — 

3.2.2 海绵城市设计图纸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详见

附件条款 

1 
项目总平面

图 
是否明确表达项目总平面布局、下垫面类型。 — 

2 

海绵城市汇

水分区平面

图 

1.是否标注汇水分区编号、面积、排水方向、对应的海绵

设施位置；建筑与小区工程是否标注建筑雨落管的具体位

置； 

— 

2.汇水分区是否根据场地设计标高、排出口、雨水收集范

围划分； 
— 

3.每个汇水分区是否设置一个及以上的雨水口。 — 

3 
海绵设施平

面布置总图 

1.是否明确表达项目海绵设施总体布局，包括海绵设施平

面位置（不规则形状宜采用方格网定位图）、形状、编号、

面积、关键节点标高等； 

— 

2.可采用海绵设施总图和分区图相结合表达形式； — 

3.是否明确海绵设施与建构筑物、道路的净距； — 

4.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进水口（如：排水式立缘石开

孔形状、尺寸、位置、数量）设置是否合理，与市政雨水

管渠收水设施（雨水口）之间是否有效衔接；在与目标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情况下，汇水分区地面

径流进入低影响开发设施的水量是否和设施径流体积控制

规模匹配； 

— 

5.道路纵向坡度影响时，挡水设施设置是否合理是否能实

现保证低影响开发设施有效调蓄容积的功能； 
— 

6.是否标注道路侧石开口位置、雨水溢流口、反冲洗口等

要素位置； 
— 

7.对于转输植草沟、线性沟、卵石沟等地表导流设施是否

明确长度、坡度、起讫点标高等。 
— 

4 海绵设施竖 1.是否采用标高坡度结合法，含场地道路交叉口地形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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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详见

附件条款 

向设计图 点标高、变坡点标高、汇水箭头、坡度建筑室内外标高及

建筑屋面坡向等信息； 

2.项目与周边地块、道路竖向高差关系是否合理，客水是

否对建设场地产生不利影响； 
— 

3.审查地面标高和汇水流向，汇流路径是否有障碍，雨水

径流是否能顺流至海绵设施； 
— 

4.是否反映详细的径流组织排放，标明海绵设施溢流井与

排水管道、市政设施、城市海绵设施等之间的衔接、竖向

标高关系等； 

— 

5.道路海绵设计图中是否含有海绵设施横断面布置图。 — 

5 

建筑给排水

底层平面图 

（建筑与小

区项目） 

雨水落水管是否采用断接形式。 — 

6 
雨水管线平

面图 

1.是否明确表达建筑雨落管、雨水溢流口、设施盲管、雨

水口连接管、雨水管道等要素； 
— 

2.各雨水管线是否明确管长、坡度、管径、起讫点标高、

定位等因素； 
— 

3.室外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 

4.注意场地低洼处、排水未连通处的排水设计，是否存在

漏排、积水、易涝点。 
— 

7 
海绵设施设

计大样图 

大样图应涵盖项目所采用的各海绵设施（如绿色屋顶、透

水铺装、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填料的选

择应尽量因地制宜，充分结合清远市本地实际情况。 

— 

8 

管线综合平

面图（叠加

海绵设施） 

管线综合图应包括各类管线平面位置，并在管线综合图上

叠加海绵设施，出现穿越的管线应标注管线管径及埋深；

管线应当尽量避免穿越生物滞留设施，且穿越的管线应当

满足埋深要求，电力燃气管线不应穿越生物滞留设施。 

— 

3.2.3 指标校核报告 

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核算 

1.雨水径流系数选取是否合理；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

则》表 9.3.4.1 

2 2.下垫面是否与图纸一致； — 

3 3.分区调蓄容积计算和总调蓄容积是否正确； — 

4 4.海绵设施滞蓄净化容积是否与汇水面积相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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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2 
年 SS 总量

去除率核算 

是否有计算各类海绵设施的 SS 去除率，核算年 SS

总量去除率。 
— 

3 

下沉式绿地

率、透水铺

装率、绿色

屋顶率计算 

结合海绵设施设计图，核算指标是否满足项目批准

的要求。 
— 

4 

导流设施的

过流能力核

算 

核算排水路缘石、转输植草沟、排水沟等导流设施

的尺寸、设置间距是否满足场地排水设计重现期要

求。 

— 

5 
雨水利用计

算 
调蓄池容积是否满足利用要求。 — 

3.3 建筑专业 

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设计说明

书 

工程概况是否包含海绵

设施平面布局和竖向设

计相关说明。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5.3.4 

2 
项目总平

面图 

是否合理落实适宜海绵

设施。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8.3 

3 
竖向设计

图 

1.与城市排水防涝系统是

否衔接；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6.0.1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应结合地形、地质、水

文条件及降水量等因素，并与排水防涝、城市防洪

规划及水系规划相协调；依据风险评估的结论选择

合理的场地排水方式及排水方向，重视与低影响开

发设施和超标径流雨水排放设施相结合，并与竖向

总体方案相适应。 

2.是否有利于径流雨水汇

入海绵设施；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6.0.2  

1、满足地面排水的规划要求；地面自然排水坡度不

宜小于 0.3%；小于 0.3%时应采用多坡向或特殊措

施排水； 

2、除用于雨水调蓄的下凹式绿地和滞水区等之外，

建设用地的规划高程宜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的

地面高程或地面雨水收集点高出 0.2m 以上，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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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0.2m 时应有排水安全保障措施或雨水滞蓄利用方

案。 

3.场地高程是否满足防涝

系统的需求； 
— 

4.覆土厚度是否满足海绵

设施布置要求。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6.1.4 地下建筑顶面覆土层设置透水铺装、下凹绿

地等入渗设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建筑顶面与覆土之间应设疏水片材或疏水

管等排水层； 

2、土壤渗透面至渗排设施间的土壤厚度不应小于

300mm； 

3、当覆土层土壤厚度超过 1.0m 时，可设置下凹绿

地或在土壤层内埋设入渗设施。 

4 安全要求 

1.污染严重的场地是否妥

善收集处理初期雨水；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版）） 

8.2.4 化工厂、传染病医院、油库、加油站、污水处

理厂等附属绿地以及垃圾填埋场等其他绿地，不应

采用雨水下渗减排的方式。 

2.海绵设施与建（构）物

的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4.1.6 雨水入渗不应引起地质灾害及损害建筑物。

下列场所不得采用雨水入渗系统： 

1、可能造成坍塌、滑坡灾害的场所； 

2、对居住环境以及自然环境造成危害的场所； 

3、自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特殊土壤

地质场所。 

3.海绵设施是否满足人

身、建筑、地质、地下水、

环境安全要求； 

— 

4.屋面雨水系统是否独立

设置；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5.1.4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应独立设置，严禁与建筑

生活污水、废水排水连接。严禁在民用建筑室内设

置敞开式检查口或检查井。 

5.屋面雨水收集系统是否《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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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满足相应要求。 （GB50400-2016） 

5.1.6 屋面雨水收集管道汇入地下室内的雨水蓄水

池、蓄水罐或弃流池时，应设置紧急关闭阀门和超

越管向室外重力排水，紧急关闭阀门应由蓄水池水

位控制，并能手动关闭。 

5.1.7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和雨水储存设施之间的室

外输水管道，当设计重现期比上游管道的重现期小

时，应在连接点设检查井或溢流设施。埋地输水管

上应设检查口或检查井，间距宜为 25m～40m。 

5.1.9 种植屋面上设置雨水斗时，雨水斗宜设置在

屋面结构板上，斗上方设置带雨水箅子的雨水口，

并应有防止种植土进入雨水斗的措施。 

5 立体绿化 

1.建筑屋顶材质是否采用

对雨水无污染或污染较

小的环保材质；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5.1.1 屋面应采用对雨水无污染或污染较小的材

料，有条件时宜采用种植屋面。种植屋面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 的规

定。 

2.绿色屋顶坡度是否小于

20%，如大于，是否采取

相关防滑措施；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2013） 

3.2.7 当屋面坡度大于 20%时，绝热层、防水层、排

（蓄）水层、种植土层等均应采取防滑措施。 

3.立体绿化是否满足结构

要求、是否会破坏原有防

水层及保护层； 

— 

4.屋顶绿化是否合理设计

透排系统；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6.1.4 地下建筑顶面覆土层设置透水铺装、下凹绿

地等入渗设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建筑顶面与覆土之间应设疏水片材或疏水

管等排水层； 

2、土壤渗透面至渗排设施间的土壤厚度不应小于

300mm； 

3、当覆土层土壤厚度超过 1.0m 时，可设置下凹绿

地或在土壤层内埋设入渗设施。 

5.种植屋面工程材料防水

等级是否为一级，是否符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4.8.1 地下工程种植顶板的防水等级应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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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合有关建筑防火规范规

定。 

4.8.11 已建地下工程顶板的绿化改造应经结构验

算，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4.8.12 种植顶板应根据原有结构体系合理布置绿

化。 

4.8.13 原有建筑不能满足绿化防水要求时，应进行

防水改造。加设的绿化工程不得破坏原有防水层及

其保护层。 

3.4 道路专业 

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设计说明

书 

是否包含海绵城市部分相关

说明（依据、概况、技术方

案等）。 

— 

2 
平面设计

图 

海绵设施是否与交通功能相

冲突。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

版) 

5.3.4 当绿化带内设置雨水调蓄设施时，绿化带

的宽度还应满足所设置设施的宽度要求。 

3 竖向设计 
与城市排水防涝系统是否衔

接。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3.4.2 

4 
横断面设

计 

道路路面的雨水组织汇流方

式是否有利于雨水流向海绵

设施。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2016） 

5.4.2 单幅路应根据道路宽度采用单向或双向路

拱横坡；多幅路应采用由路中线向两侧的双向

路拱横坡、人行道宜采用单向横坡，坡向应朝

向雨水设施设置位置的一侧。 

5 路基设计 

1.透水人行道路基强度是否

满足要求； 

《16MR204 城市道路—透水人行道铺设》 

透水人行道路基在浸水后承载力应满足规范要

求，人群荷载和轻型荷载道路的土质路基压实

度应不小于 90%，同时为了保证土基的渗透

性，不宜超过 93%（压实度均为重型击实标

准）。 

2.透水路基在浸水后是否满

足承载力要求。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2012） 

4.6.2 透水路基在浸水后应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对软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盐渍土、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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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土等地质条件特殊的路段，不宜直接铺筑Ⅲ型

透水沥青路面。 

6 
附属构筑

物 

排水式立缘石尺寸、开孔形

状等是否根据设计汇水量计

算确定，挡水设施是否合理

设置。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2016 版） 

5.3.5 当需要在道路分隔带中设置雨水调蓄设 

施时，立缘石的设置形式应满足排水的要求。 

5.5.2 排水式立缘石尺寸、开孔形状等应根据设

计汇水量计算确定。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第五章第三节城市道路第（4）条: 

当道路纵向坡度影响低影响开发设施有效调蓄

容积时，应建设有效的挡水设施。 

7 
立交及高

架工程 

城市立交及高架设计是否合

理设置海绵城市相关设施。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6.6.10 

8 安全要求 

1.立体交叉道路是否采用高

水高排、低水低排且互不连

通的系统，有否采取措施，

封闭汇水范围，避免客水汇

入；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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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采取措施，封闭

汇水范围，避免客水汇入。 

2.城市道路绿化带内海绵设

施是否采取必要的侧向防渗

措施。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2016 版） 

5.3.4 当绿化带设置雨水调蓄设施时，应保证绿

化带内设施及相邻路面结构的安全，必要时，

应采取相应的防护及防渗措施。 

9 
透水

铺装 

透水

砖路

面 

1.透水砖路面设计是否满足

相关要求；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3.0.3 透水砖路面的设计应满足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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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年限宜为 8

年~10 年。 

3.0.4 透水砖路面结构层应由透水砖面层、找平

层、基层、垫层组成。 

2.土基土壤渗透性与地下水

距离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3.0.5 透水砖路面下的土基应具有一定的透水性

能，土壤透水系数不应小于 1.0×10-3mm/s，且

土基顶面距离地下水位宜大于 1.0m。当土基、

土壤透水系数及地下水位高程等条件不满足本



 

14 

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要求时，宜增加路面排水设计内容。 

3.透水砖透水性能是否满足

相关要求；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4.1.1 透水砖的透水系数不应小于等于 1.0×10-

2cm/s，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力学性能、物理

性能等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

砖》JC/T945 的规定。 

5.4.1 基层类型可包括刚性基层、半刚性基层和

柔性基层，可根据地区资源差异选择透水粒料

基层、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水泥稳定碎石基

层等类型，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透水性和水

稳定性。连续孔隙率不应小于 10%。 

4．相关情况下是否增加路面

排水内容；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5.7.1 土基、土壤透水系数及地下水位等条件不

满足《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

2012）》第 3.0.5 条的规定及降雨强度超过渗透

量及单位储存量时，应增加透水砖路面的排水

设计内容。 

5.在渗透系数小于规范要求

或膨胀土等不良土基、水源

保护区，不宜修建透水人行

道。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2012）

8.1.1 在渗透系数小于 1.0×10-5mm/s 或膨胀土

等不良土基、水源保护区、不宜修建透水人行

道。 

透水

沥青

路面 

1.透水沥青性能是否符合相

关规范；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2012） 

3.0.2 透水沥青路面的透水层面应采用高黏度改

性沥青作为结合料，基层可采用高黏度改性沥

青、改性沥青或普通道路石油沥青。 

3.0.3 高黏度改性沥青宜采用成品高黏度改性沥

青，技术要求应符合《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

程》（CJJ/T190-2012）表 3.0.3 的规定。 

4.1.1 透水沥青混合料应满足道路路面使用功

能，并应满足透水、抗滑、降噪要求。 

2.不同结构形式透水沥青适

用范围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

求；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2012） 

4.2.3 透水沥青路面结构形式可根据道路所处地

域的年降雨量和道路使用环境选择。对需要减

小降雨时的路面径流量和降低道路两侧噪声的

各类新建、改建道路，宜选用 I 型；对需要缓

解暴雨时城市排水系统负担的各类新建、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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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道路，宜选用Ⅱ型；路基渗透系数大于或等于

7×10-5cm/s 的公园、小区道路，停车场，广场

和中轻型荷载道路，可选用Ⅲ型。 

4.6.2 透水路基在浸水后应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对软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盐渍土、粉性

土等地质条件特殊的路段，不宜直接 

铺筑Ⅲ型透水沥青路面。 

3.不同结构形式透水沥青透

水性能及层间结合处理是否

满足相关要求；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2012） 

4.2.6 Ⅰ、Ⅱ型透水结构层下部应设置封层，封

层材料的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80mL/min，且应与

上下结构层粘结良好。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

和《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的规定。 

4.2.7 Ⅲ型透水路面的路基土渗透系数宜大于 7

×10-5cm/s，并应具有良好的水稳定性。 

4.2.8 Ⅲ型透水路面的路基顶面应设置反滤隔离

层，可选用粒料类材料或土工织物。 

4.透水沥青路面路基是否满

足规范要求；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2012） 

4.6.2 透水沥青路面路基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 的规定。 

5.透水沥青结构与市政排水

系统衔接是否符合相关规范

要求。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2012） 

4.7.1 透水沥青路面边缘应设置纵向排水设施，

排水能力应满足路面排水要求。 

4.7.2 透水路面结构的排水设施应与市政排水系

统相连。 

透水

水泥

混凝

土路

面 

1.透水混凝土性能是否符合

规范要求； 

透水水泥混凝土的性能应符合《透水水泥混凝

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2009）3.2.1 的

规定。 

2 透水混凝土类型选用是否

符合规范；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的结构类型应按《透水水

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2009）表

4.1.5 选用。 

3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

使用寿命是否与透水性能有

效使用寿命一致； 

— 

4 半透水结构及全透水结构《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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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其结构层及相应强度等级是

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009） 

4.1.6 全透水结构的人行道基层可采用级配砂

砾、级配碎石及级配砾石基层，基层厚度不应

小于 150mm。全透水结构的其他道路级配砂

砾、级配碎石及级配砾石基层上应增设多孔隙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多孔隙水泥稳定碎石基层不应小于

200mm； 

2、级配砂砾、级配碎石及级配砾石基层不应小

于 150m。 

4.1.7 半透水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水泥混凝土基层的抗压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2、稳定土基层或石灰、粉煤灰稳定砂砾基层厚

度不应小于 150mm。 

4.2.1 当人行道设计采用全透水结构时，其透水

水泥混凝土面层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0，厚度

不宜小于 80mm；当其他路面采用全透水水泥

混凝土结构形式时，其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强

度等级不应小于 C30，厚度不宜小于 180mm；

设计半透水结构，其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强度

等级不应小于 C30，厚度不宜小于 180mm。 

5 透水混凝土接缝的设置是

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

2009 

4.2.3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应设计纵向和横向接

缝。纵向接缝的间距应按路面宽度在

3.0m~4.5m 范围内确定，横向接缝的间距宜为

4.0m~6.0m；广场平面尺寸不宜大于 25m2，面

层板的长宽比不宜超过 1.3。当基层有结构缝

时，面层缩缝应与其相应结构缝位置一致，缝

内应填嵌柔性材料。 

4.2.4 当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长度超过

30m，应设置胀缝。在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与

侧沟、建筑物、雨水口、铺面的砌块、沥青铺

面等其他构造物连接处，应设置胀缝。 

6 透水混凝土结构与市政排《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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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水系统衔接是否符合相关规

范要求。 

2009 

4.3.2 全透水结构设计时应考虑路面下排水，路

面下的排水可设排水盲沟，排水盲沟应与道路

设计时的市政排水系统相连，雨水口与基层、

面层结合处应设置成透水形式，利于基层过量 

水分向雨水口汇集，雨水口周围应设置宽度不

小于 1m 的不透水土工布于路基表面。 

3.5 园林景观专业 

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项目总平

面图 

1.是否按照生态开发理念设

计；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9.2.3 公园建设后，不应增加用地范围内现状雨

水径流量和外排雨水总量，并应优先采用植被浅

沟、下沉式绿地、雨水塘等地表生态设施，在充

分渗透、滞蓄雨水的基础上，减少外排雨水量，

实现方案确定的径流总量控制率。 

2.是否合理落实适宜海绵设

施；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构建（试行）》 

4.5 城市绿地与广场 

5.4 城市绿地与广场的相关规定。 

3.景观水体是否与调蓄功能

相结合；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版）） 

8.2.5 绿地宜利用景观水体、雨水湿地、渗管/渠

等措施就地储存雨水，应用于绿地灌溉、冲洗和

景观水体补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有条件的景观水体应考虑雨水的调蓄空间，

并应根据汇水面积及降水条件等确定调蓄空间

的大小。 

2、种植地面可在汇水面低洼处设置雨水湿地、

碎石盲沟、渗透管沟等集水设施，所收集雨水可

直接排入绿地雨水储存设施中。 

3、进入绿地的雨水，其停留时间不得大于植物

的耐淹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48 小时。 

4.景观道路是否优先采用透

水铺装；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GB50420-2007（2016 版）》 

6.1.5 城市绿地内的道路应优先采用透水、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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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型铺装材料及可再生材料。透水铺装除满足荷

载、透水、防滑等使用功能和耐久性要求外，尚

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透水铺装对道路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潜在风

险较大时，可采用半透水铺装结构； 

2、土壤透水能力有限时，应在透水铺装的透水

基层内设置排水管或排水板； 

3、当透水铺装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上时，顶板覆

土厚度不应小于 600mm 并应设置排水层。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6.2.5 人行道、广场、停车场及车流量较少的道

路宜采用透水铺装，铺装材料应保证其透水性、

抗变形及承压能力。 

5.景观驳岸是否优先采用生

态驳岸。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8.3.1 公园内水体外缘宜建造生态驳岸。 

8.3.3 素土驳岸应符合下列规定： 

1、岸顶至水底坡度小于 45°时应采用植被覆

盖；坡度大于 45°时应有固土和防冲刷的技术

措施； 

2、地表径流的排放口应采取工程措施防止径流

冲刷。 

2 安全要求 

1.设计雨水湿地、渗透塘、渗

渠或蓄水池等较大型海绵设

施时，是否设有必要防护措

施；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6.7.10 

2.具有渗透、滞留性能的海

绵设施是否对临近的建/构

筑物、道路或管道等基础及

建筑（含地下空间）外墙等

产生不利影响；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5.7.1.5 

3 竖向设计 
是否有利于接纳地块及周边

雨水径流。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5.1.2 绿化用地宜做微地形起伏，应有利于雨水

收集，以增加雨水的滞蓄和渗透。 

5.1.4 构筑地形应同时考虑园林景观和地表水排

放，各类地表排水坡度宜符合表 5.1.4 的规定。 

9.2.3 公园建设后，不应增加用地范围内现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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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水径流量和外排雨水总量，并应优先采用植被浅

沟、下沉式绿地、雨水塘等地表生态设施，在充

分渗透、滞蓄雨水的基础上，减少外排雨水量，

实现方案确定的径流总量控制率。 

9.2.4 当公园用地外围有较大汇水汇入或穿越公

园用地时，宜设计调蓄设施、超标径流排放通道，

组织用地外围的地面雨水的调蓄、净化和排出。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4.1.5 绿地与广场等场所兼作雨水源头减排设施

时，其标高应低于周围汇水地区，并应设置地表

或地下雨水通道。 

4 

海绵设施

植物配置

平面图 

1.植物的选择是否与海绵设

施类型相匹配；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7.1.20 应根据水生植物生长特性对水下种植槽

与常水位的距离提出具体要求。 

7.2.3-5 有雨水滞蓄净化功能的绿地，应根据雨

水滞留时间，选择耐短期水淹的植物或者湿生、

水生植物。 

7.2.3-6 滨水区应根据水流速度、水体深度、水体

水质控制目标确定植物种类。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年

版）） 

5.0.2 设有生物滞留设施的城市绿地，应栽植耐

水湿的植物。 

2.海绵设施内的植物栽种及

各类植物协调配置是否满足

项目绿化和景观的要求； 

见《清远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5.7.2.3、5.7.2.10 

3.土壤配比设计是否合理； 

《绿化种植土壤》（CJT340-2016） 

4.2.3 用于一般绿化种植，其表层土壤入渗率

（0cm~20cm）应达到表 1 中不少于 5mm/h 的规

定；若绿地用于雨水调蓄或净化，其土壤入渗率

应在 10mm/h~360mm/h 之间。 

6.3.3 土壤入渗要求：用于雨水调蓄的绿地其土

壤入渗率是必测指标，数值应在 10mm/h～

360mm/h，否则视为不合格。 

4.现状保留植被、古树名木、

大树的保护利用方式是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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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理； 

3.6 水利水电专业 

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设计说明 

工程概况是否包含海绵设

施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等

相关说明。 

— 

2 
项目总平面

图 

1.城市水域是否被占用、填

埋；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 年

版）） 

4.2.3 水域控制线范围内的水体必须保持其完整

性。 

5.5.1 水系改造应尊重自然、尊重历史，保持现

有水系结构的完整性。水系改造不得减少现状水

域面积总量和跨排水系统调剂水域面积指标。 

2.是否合理利用滨水空间

布置海绵设施；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 年

版）） 

5.1.4 城市水系利用规划应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强化雨水径流的自然渗透、净化与调蓄，优

化城市河道、湖泊和湿地等水体的布局，并与相

关规划相协调。 

5.3.7 水体水位变化较大的生活性岸线，宜进行

岸线的竖向设计，在充分研究水文地质资料的基

础上，结合防洪和排水防涝工程要求，确定沿岸

的阶地控制标高，满足亲水活动的需要，并充分

考虑生活性岸线的生态性和观赏性，突出滨水空

间特色和塑造城市形象。 

3.滨水绿化控制线是否满

足城市蓝线中陆域控制的

要求。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 年

版）） 

4.5.4 滨水绿化控制线应满足城市蓝线中陆域控

制的要求。 

3 竖向设计 
1.是否有利于周边径流雨

水汇入滨水区海绵设施；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 年

版）） 

5.4.6 滨水区规划布局应有利于形成坡向水体的

超标雨水径流行泄通道，并结合周边地势特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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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确滨水规划区道路及滨水绿化控制线范围内的

竖向控制要求。滨水绿化控制线范围内的区域宜

作为超标雨水的短时蓄滞空间。 

2.内河超高是否考虑弯曲

段水位壅高。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6.2.7 城镇内河设计超高应考虑弯曲段水位壅

高，并大于 0.5m。 

4 安全要求 

河湖及相应附属构筑物的

设计标准是否与内涝防治

标准、防洪标准统一协调；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6.2.4 城镇河道应按当地的内涝防治设计标准统

一规划，并与防洪标准相协调。城镇内河应具备

区域内雨水调蓄、输送和排放的功能。 

6.2.5 应对河道的过流能力进行校核。当河道不

能满足城镇内涝防治设计标准中的雨水调蓄、输

送和排放要求时，应采取提高其过流能力的工程

措施。 

5 环境与生态 

1.是否结合不同情况提出

相应的水质保护措施；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 年

版）） 

4.3.5 水质保护应坚持源头控制、水陆统筹、生

态修复，实施分类型、分流域、分区域、分阶段

的系统治理。 

2.流速较缓的河段可选用

自然驳岸；整治岸坡应采

用生态型护岸形式或天然

材料护岸形式；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构建（试行）》 

5.5 有条件的城市水系，其岸线宜建设为生态驳

岸，并根据调蓄水位变化选择适应的水生及湿生

植物。 

3.生态护岸是否兼顾防洪

和生态保护要求。 

《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 

8.5.1 保护河道整治工程安全和生态与环境的生

物工程，可采用防浪林、护堤林、草皮护坡等。 

《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SL709-

2015） 

7.2.3 岸坡防护应兼顾防洪和生态保护要求，采

用具有透水性和多孔型特征的生态型岸坡防护

材料和结构，以易于水体入渗、植物生长和鱼类

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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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结构专业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计算书 
结构荷载计算是否考虑设置的海绵设施所增

加的负荷（最大蓄水情况）。 
— 

2 
海绵设施设计

大样图 

海绵设施需要在结构梁上开孔时是否在结构

图有所表示并满足相关要求。 
— 

3.8 电气专业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相关要求 

1 

电气系统控制

图、平面布置

图 

1.海绵设施中的电气设备，如水泵、水处理设

备审查电气系统控制图、平面布置图相应设施

的设计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 

2.设计是否按要求设置或预留排水泵电源。 

对于下沉式广场或地下

蓄水池等低洼处海绵设

施，应根据需要设置排

水井或集水坑，并设置

或预留排水泵电源。 

2 安全要求 
排水泵是否宜按本工程用电设备最高负荷等

级（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除外）供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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