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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透水铺装地（路）面定义、功能、构造？ 

 二、透水铺装现实意义？ 

 三、透水铺装地（路）面与海绵城市关系？ 

 四、透水铺装地（路）面有哪些型式？ 

 五、透水原理及管理要点？ 

 六、常见问题及预防 

 七、总结及思考 



一、透水铺装地（路）面定义、功能、
构造？ 

 定义：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并满足一定要求
的地（路）面铺装结构。 

 

 功能：行人（车）、渗透（透水）、]补充地下水、
净化雨水、削减峰值流量 

 

 构造：土基、透水（底）基层、透水找平层、
土工布、透水面、排水管 
 





二、透水铺装现实意义？ 

 *可广泛运用于城市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

与绿地等景观休闲地带； 

 *可节水、净水、滞水； 

 *可有效降低热岛效应； 

 *可极大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必将在推进“美丽厦门”、“美丽中国”建设中扮演重

要角色。 

 *“透水铺装”建设的春天火爆来临，各地建设可谓用

了“洪荒之力”！ 



   

三、透水铺装与“海绵城市”关系？ 
 



          

1.海绵城市：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

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

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

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

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如何实施海绵城市：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保

护；生态恢复和修复；低影响开发。 

 *海绵城市三要素：低影响开发、市政雨水

管网、超标雨水排放系统（统筹协调、互为

补充）。 

 2、海绵理念：突破传统的“以排为主”的城

市雨水管理理念，通过渗、滞、蓄、净、用、

排等多种生态化技术，构建低影响开发与雨

水系统（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 

 

 



 



3、发展愿景：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对

应的降雨量为26.8mm/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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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观体验：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

岛有缓解 

*雨量分级（24小时）：  

降雨量0.1～9.9毫米---小雨； 10～24.9毫米---中雨；  

25.0～49.9毫米---大雨；50.0～99.9毫米---暴雨； 

 100.0～249.9毫米---大暴雨；≥250.0毫米--特大暴雨。 

 



 4、相关标准 

 4.1《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标准》
（DB3502/Z5010-2016）实施时间：2016.3.2 

 4大用地类型：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与绿地、

河湖水系 

 5大技术类型：渗透（11）、储存（4）、调节（2）、

转输（7）、截污净化（3） 

 27项单项设施：因地制宜、科学组合。 

 9个章节：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渗透设施、储存设

施、调节设施、转输设施、截污净化设施、工程专项

验收等。 

 3个附录：附录A（设施选用表）、附录B（6张验收

表）、引用标准。 

 



4.2配套标准：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住建部2014.10）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范》（试行）
（2016.2）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2016.3.28日发布）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图集》2016.3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材料技术标准》

2016.3                              

《厦门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6 

 

 

 



 

备 



 

  结论：透水铺装是“海绵城市”低影
响开发设施（27项）重要组成部分。 

 



四、透水铺装地（路）面有哪些型式？ 

    按照材料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水

泥混凝土、透水沥青混凝土、嵌草砖、嵌砂

砖、胶筑透水石等，园林中砾石铺装或透水

自然石块铺装也应算作透水铺装一种。 



 

 

1.透水砖铺装 



 

2.透水水泥混凝土 





3.透水沥青混凝土 



五、透水原理及管理要点 

 1.主要靠各结构层的孔隙率进行渗（净）水、

靠结构层厚度滞蓄水、靠入渗蒸发排水； 

 

雨水径流是怎么组织的呢？ 

 

  
 



 *雨水径流组织： 

 1.人行道：透水面层--垫层--土基（渗透性？）； 

                  透水面层--（机动车道--进水口--沉砂池）

--下凹绿地（渗透）--溢流口--集水井（渗滤井）--

市政管网；-----常用 

 2.机动车道：面层---进水口--沉砂池--下凹绿地（渗

透）--溢流口--集水井（渗滤井）---市政管网； ----

常用 

       面层--水稳面层（设封闭层）--下凹绿地（渗透）

--溢流口--集水井（渗滤井）---市政管网。 

       面层--下面层（设封闭层、横坡）--边沟槽（桥

梁运用较多）； 

    



 



2.面层材料强调渗透系数、强度、耐磨、防滑、

耐候性、防衰竭、（防冻裂）等，成品保护； 

3.下垫面材料（渗水兼滞蓄），强调渗透系数、

级配、厚度、强度等隐蔽验收。 

       *不光看面子，还要看里子! 

       *新材料、新工艺验证。 

4.渗水不得对路基强度和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

不得导致次生灾害或地下水污染。 

5.从上到下，各结构层渗透系数由小到大（一般

面层大于0.1mm/s，即8.64米/昼夜）。 

 



 6.透水砖： 

 6.1面层平整、稳固，不应有污染、缺边及断裂等外

观缺陷，灌缝饱满、一致。 

 6.2调平层及嵌缝料一般采用中砂，下铺土工布防淤

堵、保渗透、净水体。 

 6.3检查井、锁边石、树池等构筑物接壤处平顺、牢

固（薄弱部位）。 

 6.4地下室顶板覆土要足，并设置排水层（与景观水

体、蓄水池等连接）。 

 6.5与主干道、绿地衔接等细部要求（进出水口标高、

溢流口标高、进水口拦污、出水口畅通）。 

 



7.透水水泥混凝土 

7.1空隙率可达15%~25%、渗透系0.5~2.5mm/S。 

 7.2增强料（聚合物乳液、活性SiO2）性能

（含固量、延伸率、极限延伸强度等），主

要起整体性作用。 

 7.3砼配合比检查及验证（塌落度20~50mm）、

厂家资质？ 

 7.4拌和、摊铺、压实时间要求（与水泥初凝

时间和施工气温有关）。 

 7.5松铺系数、缩缝、胀缝 、养护等。 

 

 



 8.透水沥青混凝土 

 8.1空隙率13%~25%、渗透系数0.5~2.5mm/S。 

 8.2采用高黏度改性沥青作为粘合料（黏结性、整

体性）。 

 8.3配合比采用开级配设计。 

 8.4拌合、运输、摊铺、碾压、开放交通温度控制 。    

 8.5雨天或气温低于5℃不得施工。 

 8.6机械组合、压实遍数试验段确定。 

 8.7接缝及渐变过渡段施工。 

 8.8半透水（II型）沥青路面设封闭层。 

 



六、常见问题及预防 

 1.设计问题：未专项审查；地下雨水组织径

流不明确；海绵整体理念不到位； 

 2.施工监理问题：未编写专项方案报审，海绵理

念不清，隐蔽验收、功能性验收意识不强，施工资

料欠规范；嵌缝不密实、锁边不牢；缺边掉角、松

动破坏、局部沉降、碾压破坏（路缘石高度过低、

障碍墩漏设破坏等）；下垫面孔隙及厚度不良；面

层开裂、面层脱落、面层坑洞、面层过滑、面层耐

久性等。 

 



 3.材料问题： 

 *厂家资质审批（黑名单管理）； 

 *材料经济合理性（砼透水砖、陶瓷、硅砂、轻玻璃

透水水泥砼等，产品价格差异巨大（40~250元/平）； 

 *抽检不到位（渗透系数、强度、耐磨、防滑、砼配

合比及塌落度、沥青耐老化等）； 

 *渗透性能防衰减技术（粉尘、油污、细砂扫缝、绿

化带填土高于人行道导致污染堵塞问题）。 

 

 



 4.检测问题：见证取样送检不到位，报告不真实、

现场渗透性验证手段不足等； 

 5.竣工验收：专项验收执行不到位，涉及渗透性、

结构厚度、强度、摩擦系数等功能性验收得不到保

证； 

 6.管养问题：缺乏管养细则、管养手段、管养责任

单位确认等，管养应及时、到位； 

 7.实际效果：初期效果不错、后期渗透有衰减；公

园、广场、学校、医院、小区内、主干道两侧未开

发地段等效果较好，沿街道路效果较差（油污）； 

 



七、总结及思考 

 1.透水铺装需要工匠精神，从海绵理念、选材、施

工、验收各个环节严格把关。 

 2.因地制宜，重在实效，从设计审图、设计沟通、

材料验收、隐蔽验收、功能性、安全性及景观验收

等环节把关，要组织回头看、后评价。 

 3.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运用及总结（首件确

认）。 

 



 4.设施维护及管理问题，要区别财政及自有资金，

落实管养单位，制定相关“管理细则”，提出绩效考

核办法。 

 5.透水铺装（海绵项目）专项验收需政府部门强制

推行，否则不予通过整体竣工验收。 

 6.由独立第三方进行项目后评价； 

 7.透水铺装（海绵体）要大面积推行，最终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海绵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 

 



 

愿透水铺装更出彩！ 

愿大家出行更美好！！ 

          

Xhwzgb@126.COM 1385009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