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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第一部分 规划概述

1.1 国家、省级层面对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

u自2013年起，中央及各部委前后颁布了16个文件，举办了6次主要会议，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

p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

讲话时首次提出“海绵城市”。

p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

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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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统筹城市地上地下建设，

再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2000公里以上，启动消除城区

重点易涝区段三年行动，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使城市既有“面

子”、更有“里子”。

u广东省的要求
p《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2020年20%建成区达标，

2030年80%建成区达标。



总 则第一部分 规划概述

1.2 规划理念的转变

在指导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转变原有发展理念，推广与应用海绵城市建设模

式，转变传统的排水防涝思路和污染治理思路，让城市“弹性适应”环境变化与自然灾

害。

“小海绵”体系（源头减排）

尊重自然规律、保护性开发、水文干扰最小化、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

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

“中海绵”体系（过程控制）

“大海绵”体系（系统治理）



总 则第一部分 规划概述

1.3 规划范围和期限

u规划范围
根据《陆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5）》确定规划区范围

为289.91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50.5平方公里以内。

u规划年限
2018-2035年。近期为2018-2020年，远期为2021-2035年。

1.4 工作历程
2018年3月，项目正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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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市规划范围图

2018年3月，项目正式开展；

2018年8月上旬，形成部门征求意见稿，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2018年8月下旬，形成本次专家评审稿。

u现状调研照片

乌坎港 陆丰市自来水公司运河 东海大道 河西供水厂 商业中心



总 则第一部分 规划概述

1.5 规划技术路线 1.6 规划目标及指标体系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指标（试行）》

提出6大类18项评价指标及具体的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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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第二部分 海绵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2.1  自然条件
u 地形地貌

陆丰市背山面海，总的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北部以山

地为主，间有小盆地，中部与南部沿海多为丘陵、台地、平

原与低洼地。螺河、乌坎河及鳌江下游为广阔的冲积平原。

u 水文地质

陆丰市境内有河流22条，总长458公里，径流总量

23.58亿立方米。大中小型水库山塘235座，总库容量3.82亿

立方米。全市年地表水径流总量38.96亿立方米。

2.2  水系特征
陆丰市中、小河流遍布，多数河流自北向南倾泻入海，

形成独立水系。流经中心城区主要有螺河、乌坎河等。陆丰

市河流的共同特征是受上游降雨影响明显，上游降雨量大，

径流则大，当上游降雨量小或没有降雨，径流就小。冬春季

节多数河流断流，旱象常有出现。

河名 河流
级别

河源河口 集雨面
积

(km2)

河流平均
坡降(‰)

河流
长度
(km)

多年平均
流量

(m3/s)发源地 河口

螺河 干流 三神凸 烟港 1356 2.69 102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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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全市年地表水径流总量38.96亿立方米。

u 气候气象

陆丰年平均降水量为2038.9毫米，雨量年际变化较

大，最多的年份为3043.3毫米，最少的年份只有938.7毫

米。全年雨量有86%出现在4～9月。

u 生态环境

陆丰市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境内的维管束植物有

1500种以上，其陆丰区林地用材树种有100多种，中草药资

源也相当丰富。境内各类动物均有分布，无脊椎动物以昆虫

为主；脊椎动物以鱼类和鸟类为多。

螺河 干流 三神凸 烟港 1356 2.69 102 71.9

螺溪 一级支 揭西人
子石 揖江村 159 7.30 30 7.22

乌坎河 干流 罗经嶂 乌坎 506 1.95 48 22.49



q=1337.746（1+0.546lgP）/（t+3.980）0.562

其中： q ——设计暴雨强度（L/s.ha）

t——设计降雨历时t=t1+t2

总 则第二部分 海绵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2.3  降雨分析
陆丰市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多年年平均降雨

量2038.9mm。由于陆丰市未编制暴雨公式，本规划以惠州市的

暴雨公式为参考，根据《惠州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设计暴雨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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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地面集水时间，t1=5～15分钟

t2 ——管内雨水流行时间

2.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由于缺少陆丰市中心城区多年逐日降雨统计资料，因此参考惠

州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根据对惠州市惠城区、仲恺高新区近30

年的降雨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降雨量

曲线。

6

月降雨量分布图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降雨量曲线

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
（%）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设计降雨量
（mm） 12.1 14.3 16.8 19.8 23.3 27.4 32.6 39.4 48.5

设计降雨量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关系



总 则第二部分 海绵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2.5 水安全现状
u 防洪排涝体系

陆丰市中心城区排涝分属2个分区：

（1）乌坎河涝区，属于大型排水闸乌坎水闸所在涝

区，治涝面积达5.77万亩，达到非山区3万亩及以上的独

立涝区标准。高程在珠基1.0m以下低洼，易涝耕地5.05万

亩，其中在高程-0.5m，即一般低潮水位面积1.92万亩，

是洪、潮为患的泛区。

（2）螺河涝区，属于大型排水闸螺河桥闸所在涝

区，治涝面积5.67万亩，达到非山区3万亩及以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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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治涝面积5.67万亩，达到非山区3万亩及以上的独立

涝区标准。大部分在0.3～0.6m高程。

涝区设计排涝标准为10年一遇、最大24h暴雨产生的

径流量：城镇及菜地一天排干，农田三天排干。

排水防涝现状图



总 则第二部分 海绵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2.5 水安全现状
u 排水系统现状

l 排水体制

现状建城区目前以合流制为主。

l 城区排水现状

城区内排水受纳体主要是螺河及其支流东河，城区内主要道路都建有

排水管或者排水渠。雨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汇集后，直接排入城市下

水道，再直接排入螺河及其支流东河，对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截污工程

建设有待完善。

市区易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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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市区易涝地区

市内易涝地区主要有两处，一是玉照公园东向对出的龙山路交叉口

处，另一处是马街与金龙路口一带低洼街道。

l 存在问题：

（1）排水设施严重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尤其是旧城(镇)区排水设施

严重落后，排水管道不畅，一遇大雨内涝现象普遍。

（2）缺少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整个陆丰市的排水设施建设还处于

一种自然的散排状态，排水设施建设各自为政，没有统一协调，往往上游

的排水影响下游的供水或排涝。

（3）排水标准不高，使用率低。修道路时没有同时铺设排污排水管

或排污排水管径偏小，道路排水不畅积水现象严重。

中心城区雨水管线现状图

中心城区易涝地区



总 则第二部分 海绵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2.6 水环境现状
u 水污染源现状

（1）工业污染

根据现有统计数据，陆丰市工业污水年排放量为1045万吨，其

中COD排放量为1489吨/年，氨氮排放量接近80吨/年。

（2）城镇生活污染源

生活污染源主要与人口数量及其分布密切相关，利用各区人口

占全市人口的比重来评估城镇污染物排放量。

（3）城市面源

城市面源计算采用《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中推荐的

行政区
工业污水排放量
（万吨/年）

COD排放量
（吨/年）

氨氮排放量
（吨/年）

陆丰市 1045.12 1489.03 79.98

工业污水排放现状

行政区
生活污水排放量
（万吨/年）

COD排放量
（吨/年）

氨氮排放量
（吨/年）

陆丰市 4787.77 10359.50 1959.90

行政区
建成面积
（km2）

COD产生量
（吨/年）

氨氮产生量
（吨/年）

COD排放量
（吨/年）

氨氮排放量
（吨/年）

陆丰市 46.05 171.5 17.15 1.715 0.172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现状

城市面源染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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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面源计算采用《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中推荐的

标准城市法。

u 水质评价

在3、7和10月份分别对螺河、乌坎河入海口进行监测，监测项

目包括pH值、水温、溶解氧、高锰酸钾指数、氨氮、汞、镉、铅、

石油类等9项指标。以上监测河段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三类水质标准。评价方法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

法。监测结果表明，除枯水期（3月份）乌坎河硫酸盐值超标外，

其余各项监测指标平均值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三类水质标准。

污水处理设施现状



总 则第二部分 海绵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2.7 水资源条件
u 2.7.1水资源概况

根据《汕尾市水资源综合规划》，陆丰市

多年水资源总量为18.7522亿m3，其中地表水

水资源量为18.7522亿m3，地下水资源量

5.0093亿m3，重复计算资源量5.0093亿m3。

以2012年为人口统计年，陆丰市的人均年占

有水资源量为1048m³。

u 2.7.3水资源评价

（1）陆丰市多年平均水资源量18.7亿m³（其中地下水资源量5.00亿m³），2012年

陆丰市人均年占有水资源量1048.5 m³，仅为汕尾市人均水资源量（1803.6m³）

58.2%、省人均水资源量（2107.5m³）49.8%，人均水资源量低于汕尾市和全省平均水

平。

1000

1500

2000

2500

人均水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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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7.2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陆丰城区现有自来水厂两座，分别为陆丰

水厂和河西水厂，水厂供水规模分别为8万

m³/d和2.4万m³/d，陆丰水厂主要供水水源

螺河地表水和巷口水库，河西水厂以螺河为主

要供水水源。

其它水资源供水工程包括污水处理再利用

工程、集雨工程、海水直接利用、海水淡化工

程。目前，其它水资源未被有效利用。

（2）区域内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3）水资源演变情势分析。以蕉坑水文站为代表水文站，近十年蕉坑站径流量较

多年平均下降约-5.0%，由于近十年蕉坑雨量站年降雨量呈下降趋势，蕉坑站径流量呈

下降趋势是合理的。

（4）地下水水质较差，适合作为饮用水的地下水水源较少。陆丰市螺河水质下游

较上游差，且汛期较非汛期差。

（5）随着珠三角企业向陆丰市转移潮的到来，陆丰市用水增加，今后水质保护的

任务更为繁重，为确保陆丰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在今后的企业准入制、入河排污的控

制、水污染重大事故的防治问题将是陆丰市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

0

500

陆丰市 汕尾市 广东省

人均水资源量

（立方米）



• 河道被渠化、硬底化
• 水系水体生态功能受损

水
生
态

• 排水设施严重不足
• 缺少统一规划、管理

水

灰绿结合，
尊重自然状
态

完善排水防
洪系统，使

• 现状河湖水系岸线的生
态恢复

• 修编蓝线规划

• 源头减排
完善排水系统建设

存在问题 目标 规划措施

2.8 识别现状问题，明确规划方向

第二部分 海绵城市建设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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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
• 工业污染影响环境

水
环
境

• 缺少统一规划、管理
• 排水标准不低

水
安
全

• 水资源总量丰富
• 其它水资源未有效利用
• 水资源保护问题严峻

水
资
源

改善水环境
质量

洪系统，使
城市内涝积
水得到基本
解决

实现水资源
合理利用

• 严格控制点污染源
• 加强合流管渠截污及分
流制污水管网建设

• 完善排水系统建设
• 建设内涝防治非工程措
施体系

• 多层次引导节约用水
•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 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
• 提高雨水资源利用率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03033.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3.2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解

3.3 影响开发技术适宜性分析

3.4 不同项目类型建设指引



总 则

3.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陆丰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海洋

调节，雨量偏多。由于缺少陆丰市中心城区多年逐日降雨统计资

料，因此参考惠州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根据对惠州市惠城区、仲恺高新区近30年的降雨资料进行统

计分析，得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降雨量曲线。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降雨量曲线

第三部分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年径流总量

设计降雨量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关系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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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陆

丰市属于V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要求为60%≤α≤85%，《指

南》提出各地应参照此限值，因地制宜的确定本地区的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目标。考虑到陆丰市地下水位较高，土壤下渗性较差等

因素，确定陆丰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为6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降雨量曲线
控制率

（%）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设计降雨量

（mm）
12.1 14.3 16.8 19.8 23.3 27.4 32.6 39.4 48.5

我国大陆地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布图



总 则

3.2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分解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指标，分解全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时，根据现有各区域用地性质占比、污染物削减要求，

分解思路如下：

第三部分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l （1）划分控制单元

结合规划区地形、河流水系、雨污水管网以及路网结构

等资料，根据城区划定一级分区，各分区下的排水分区为二

级分区。

l （2）评估管控分区海绵建设条件

分解各个管控分区的用地现状、用地规划、建设度、水 不同用地性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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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率、绿地率、内涝点分布、黑臭水体分布等资料，评估各

管控分区的开发强度、自然调蓄空间大小、面源污染程度及

内涝程度等等。

l （3）确定各分区目标

确定各个影响因子的权重，并根据各分区情况初步分配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逐级分解。

l （4）反复复核各级指标

将各分解后的目标按照面积加权平均，若达到上一级分

解目标，则各分区满足要求；若加权平均值不满足，则重复

上述步骤，不断反算复核，直至满足全市目标65%的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要求。

序号 用地性质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目标（%）

1 居住用地 70
2 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70
3 商业与服务业设施用地 70
4 工业用地 65
5 物流仓储用地 65
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55
7 公用设施用地 65
8 绿地与广场用地 75
9 其他用地 60

10 居住用地（现状城区） 60
11 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现状城区） 60
12 商业与服务业设施用地（现状城区） 60
13 工业用地（现状城区） 50
14 其他用地（现状城区） 50



3.2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分解
u 组团划分及目标分解

总 则第三部分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规划共分14个组团。各组团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如下表和图所示。

序号 片区
建设区面积

（公顷)

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目标（%）

设计降雨量

（mm）

1 潭西分区一 629.51 66.28 24.2

2 潭西分区二 614.32 66.50 24.4

3 东海分区一 333.30 61.04 19.9

各组团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陆丰市的年径流控制率取65%,对应的设计降雨

量为23.3mm。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14

4 东海分区二 241.83 53.99 15.6

5 东海分区三 321.87 57.02 17.2

6 东海分区四 508.63 65.59 23.5

7 东海分区五 629.41 61.34 20.1

8 东海分区六 681.57 65.22 23.3

9 东海分区七 711.44 66.17 24.1

10 城东分区一 351.11 67.02 24.8

11 城东分区二 484.25 61.96 20.6

12 城东分区三 379.94 69.44 27.2

13 城东分区四 564.09 71.62 29.5

14 城东分区五 2005.07 74.61 33.0

合计 65%

各组团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蓄”，主要通过改造城市建成区内湿地和水系，并加以利用，因地

制宜的建设雨水收集调蓄设施，可选设施包括蓄水池、雨水桶、雨水湿

地、湿塘等。

总 则第三部分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3.3   影响开发技术适宜性分析
“渗”，让雨水通过下渗的方式，减缓地表径流或快速回补地下

水，直接减少地表径流。有效措施有：绿色屋顶、透水沥青、透水

铺装、生态（草坪、砂石）地面等。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净”，指针对初期雨水的净化处理作用。建设初期雨水处理设施；

建设人工湿地，改造“三面光”现象，减少不透水的硬质铺装；在有条件的

地区拓宽河道，建设沿岸生态缓冲带等，都可对地表径流产生不同程度

的净化调节作用。

15

“滞”，雨水滞留设施，具有削减峰值流量，延缓洪峰的作用。

常见措施包括：下沉式绿地、广场，植草沟、植草沟、生物滞留设

施等。



总 则第三部分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3.3   影响开发技术适宜性分析

“用”，按照“基散结合、就近处理、就地循环”的原则，建

设雨水再生利用设施。常用措施包括：再生水厂、雨水调蓄设

施等。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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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指汇集雨水，并及时排放。新建地区应严格雨污水

分流制，严格保证雨水管网设计标准；排水系统相对不完善的

旧城区，应随旧城改造、排水设施改扩建，逐步完善并提高区

域排水系统性能。重要内涝节点，须结合城市绿道，建设旱

溪、植草沟等设施，成为雨水径流、超标雨水的行泄通道；及

时完成管道河道清淤工作，保证河道管道过流能力，从整体排

水体系的完善与提升，达到排水防涝的要求。



总 则

3.4 不同项目类型建设指引

第三部分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以建筑小区为例：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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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车库、住宅塔楼绿色屋顶

小区停车场改造前后

下沉式绿地改造和建设

透水铺装改造和建设



总 则

3.4 不同项目类型建设指引

透水铺装

第三部分 城市低影响开发规划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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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铺装

下沉式绿地



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

04044.1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4.2生态空间保护

4.3海绵生态基线确定

4.4水生态修复与提升规划



总 则第四部分 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

4.1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4.1.1生态空间格局

（1）多因子分析确定生态安全影响

通过对陆丰市水文、地质灾害、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系统分析，运用GIS和空间分

析技术，判别出维护上述各种过程安全的

关键性空间格局，进而综合、叠加各单一

过程的安全格局，构建具有不同安全水平

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形成保障陆丰城市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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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形成保障陆丰城市

和区域生态海绵安全的生态基础设施。

（2）生态安全格局评估

1）综合水安全格局

水安全就是从整个流域出发，留出可供

调、滞、蓄洪的湿地和河道缓冲区，满足

洪水自然宣泄空间，同时保障区域水安全

的水源保护用地。陆丰市水安全格局由水

源保护区、河湖缓冲区、水源涵养区组成。



总 则第四部分 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

4.2  生态空间保护

4.2.1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目的和原则

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管控，确立城市生

态安全底线区域，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市生

态安全。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按照生态优先、系统完

整，统筹兼顾、持续发展，因地制宜、易于操作，

分级保护、协同管控，严格管理、动态优化的原

则。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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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4.2.2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规模

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共26.45平方公里，

占城市规划区面积的9.12%。

4.2.3实施要点

生态保护红线包括市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一

级水源保护区、全省性重要水源林和水库、省级及

以上生态公益林、生态敏感性极敏感区和高度敏感

区，由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监管，市人民

政府配合，实行严格管控。

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图



总 则第四部分 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

4.3  海绵生态基线确定
4.3.1 蓝线划定

（1）蓝线划定标准

根据《城市水系规划规范》修订版的最

新规定，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

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

地域界线。按此定义，城市蓝线由水域控制

线和陆域控制线两部分组成，且蓝线范围与

绿线范围有部分交叉。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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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线范围有部分交叉。

（2）蓝线划定

规划将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水体

（包含江河、湖泊、水渠、湿地等）划入城

市蓝线范围，主要包括螺河、乌坎河等河流，

东河、运河、紧急排洪渠等干渠及主要水沟，

总面积24.48平方公里（规划区面积514平方

公里），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4.76％。

城市集中建设区内其他水体的蓝线划定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具体落实。 水系规划图



总 则第四部分 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

城市绿线包括区域绿地、城镇建设

密集区和独立建设区中现状和规划的公园

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和古树名木保

护范围。

规划将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

结构性绿地、市级综合公园以及铁路、高

速公路、高压走廊两侧和重污染单位、危

4.3  海绵生态基线确定
4.3.2 绿线划定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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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高压走廊两侧和重污染单位、危

险品仓库周边的防护绿地划入城市绿线范

围，主要包括太湖山公园、烈士陵园、运

河公园、城东公园、城南公园等公园绿地

及道路防护绿地，总面积566.7公顷。

城市集中建设区内其他公园绿地和防

护绿地按照总体规划定量、定位的要求，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具体划定其范围，并

纳入城市绿线。

绿地系统规划图



总 则第四部分 水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

4.4 水生态修复与提升规划
4.4.1 岸线生态修复

规划对东河老城段岸线进行生态修复，修复总长度约7.65km。

河道生态岸线修复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长度（km） 现状断面形式 生态化修复断面 备注

1 东河(老城段) 7.65 矩形 斜坡式生态断面 干流

合计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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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生态岸线修复范围



水安全保障规划

05055.1防洪规划

5.2治涝规划



u 防洪标准

规划螺河及东河河堤按50～100年一遇标准设防。

l 防洪规划

（1）沿螺河、乌坎河以及东河两岸设置或加高加固现有防洪堤，使堤坝

标高达152.85米(珠基)以上。

（2）截洪排洪：在靠近山体的道路设置截洪沟。

5.1 防洪规划

第五部分 水安全保障规划

东海排涝分区示意图5.2 治涝规划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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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排涝分区示意图

潭西排涝分区示意图

5.1.1超标排水系统规划

u排涝标准

规划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取20年。

u排涝分区划分

（1）东海片区：主要为规划区螺河左岸至东河右岸为东海排涝分区，共有7

个小分区；排涝方式：东海排涝分区一、二、六、七为自排、抽排相结合，其余

三、四、五为自排区，深埔水闸为自排，宁阳泵站、东海泵站、财贸泵站、乌坎泵

站为抽排。

（2）潭西片区：潭西片区位于螺河右岸以西，分为4个小分区，本涝片属滨

海潮位顶托涝区，潭西排涝分区二为自排，安山撇洪沟截洪自排，赤坎泵站、崎头

泵站抽排。

5.2 治涝规划



5.2.2 雨水系统规划

5.1.2.1雨量计算

u暴雨强度公式

由于陆丰市未编制暴雨公式，本规划以

惠州市的暴雨公式为参考。

u暴雨重现期

新建地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按P＝2

5.2 治涝规划

第五部分 水安全保障规划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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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用低冲击开发技术实现雨水源头减量

化，争取整体排水能力提高至P＝3年。

旧城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未能达到2

年一遇重现期的管渠应通过源头控制、排水管

网完善、城镇涝水行泄通道建设和优化运行管

理等综合措施将整体排水能力提高至P＝2

年。

中心城区的重要地区：雨水管渠设计重

现期按P=3年。

雨水管网规划



5.2.3城市内涝点整治规划

市内易涝地区主要有三处。

u 玉照公园东向对出的龙山路交叉口处

由此向东地势向东坡降较大，经踏勘发现地下排水管线是

完善的，其设计管径也基本合理，水淹情况主要是由于缺乏日

常维护管理，造成道路沿线雨水口堵塞严重，雨水汇集于此无

法疏散所至。

5.2 治涝规划

第五部分 水安全保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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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金龙路口一带低洼街道

该易涝点主要是地势较低，部分原因是雨水口堵塞，缺乏

日常清通维护；另一个原因受上游龙山路和马街高地势的地面

积水无法排走，下滞到金龙路口所至。

u 启恩中学校园内部

主要是校园内部管线设计不合理，部分原因是雨水口堵塞，

缺乏日常清通维护。

因此这三处易涝地区应及进对沿线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

贯通排水管道，使其恢复排水功能。同时对于这类老城区的排

水管道，也应加强日常的清通维护，以避免受淹。

龙山路雨水口堵塞情况较为严重

金龙路地势低洼，老城区堵塞情况普遍



水环境整治规划

06066.1水质目标

6.2污染控制



6.1 水质目标

第六部分 水环境整治规划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参考《汕尾市环境保护规划》规划控制目

标，结合各功能区水体的功能与水质现状，以及周边

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相应水

质目标：
城市集中建设区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表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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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水质规划图

序号
主要

功能
河流 起点 终点

长度

(km)

水质

现状

水质

目标

1 综 乌坎河 陆丰尖山仔 陆丰桥冲镇 32 III

2 综 乌坎河 陆丰桥冲镇 陆丰乌坎 16 III

3 饮农 螺河 陆河书村 陆丰河二 60 II II

4 饮农 螺河 陆丰河二 陆丰烟港 42 III III

城市集中建设区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表



6.2  污染控制

第六部分 水环境整治规划

6.2.1总量控制与污染负荷减排方案

陆丰市目前COD的削减只能从城镇生活源方面采取措施，

也就是依靠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COD削减，削减任务较为艰

巨，同时也应加强对工业污染物的排放的管理，改造重点的

工业企业，使其达标排放。

另外，陆丰市可以利用的环境容量主要是河流的环境容

量，其余基本作为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保护，但也存在纳污河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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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容量不大的问题。因此，陆丰市未来的削减任务将越来

越艰巨，在未来的建设发展中，建议在该地区加建简易的污

水处理设施，另外，同时可以有效利用近岸海域的环境容量。

6.2.2 水污染控制规划

（1）加强对企业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监管

（2）大力推进生活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的建设

（3）开展污染河涌综合整治

（4）整治饲养业，有效削减面源污染

近期污水系统治理项目分布图



水资源利用规划

07077.1水资源利用的问题以及对策

7.2污水再生规划



7.1.1水资源利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陆丰市人口不断增加，对水

的需求的急剧增长，但是目前陆丰市水资源利用存在水

资源浪费，用水效率低，雨水、污水以及海水等其它水

资源的利用率低等问题，加上其水资源管理分属水利、

城建、环保等多个部门，难以实现水资源优化管理配置。

7.1.2水资源利用对策

7.1 水资源利用的问题以及对策

第七部分 水资源利用规划

7.2污水再生利用

规划以污水处理厂达标尾水为再生水水源，通过分析陆

丰市现状用水习惯和投资回报情况，确定再生水利用在本地

的发展方向应为景观绿化、道路浇洒、生态补水和工业回用

水。

陆丰市目前已建1座污水处理厂，分别是陆城污水处理

厂，首期规模5万吨/日，实际处理量为3万吨/日，近期计划

建设第二污水处理厂，首期规模为5万吨/日。远期共建设4

陆丰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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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水资源利用对策

（1）推行节水

节水的重点首先是加强农业节水改造，建议大力推

动灌区节水改造工程的进行，提高渠系水利用率。其次，

需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工业节水，

并着力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同时，目前自来水厂

输水管网漏损率较高，要提高自来水厂输水利用率。

（2）加强其它水资源利用

提高污水回用水覆盖范围，雨水资源化利用，主要

用于工业、公建部分用水及绿化、道路的浇洒用水、河

涌补水等。

座污水处理厂（站），总规模为28.2万吨。

因此，近期再生水规模应该达到0.36万吨/日，远期再

生水规模应达到4.23万吨/日。

ü 用于生态补水

ü 用于景观绿化及道路浇洒

ü 用于工业



相关规划协调建议

08088.1 城市总体规划

8.2 控制性详细规划

8.3 修建性详细规划

8.4 相关专项规划



总体规划中根据海绵城市规划可优化的

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目标和指标体

系。确定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目标，建议把

陆丰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65%的目标纳入分

项规划中。

（2）蓝线（水系）规划优化。对城市水

系进行总体评估，合理确定城市水域面积率

8.1 城市总体规划

第八部分 相关规划协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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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总体评估，合理确定城市水域面积率

及天然水面保持率，划定泛洪滞蓄区面积及

范围，明确水系环境质量控制目标与指标等

内容，提出水系廊道布局优化策略及措施，

优化城市蓝线。

（3）水资源节约及利用的优化。对供水

规划的水资源节约、再生水利用、雨水资源

利用目标进行优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综合考虑水文条件等影响因素，以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海绵城市规划指标和相关内

容为指导，进一步把控制指标分解至地块，在竖向、用地、水系、给排水、绿地、道路、竖向等专业的规划设计过程中落实海绵城市

的要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海绵城市的规划内容是落实海绵城市规划管控的直接依据，将为地块海绵城市控制指标进入规划许可提供

法定依据，并为下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市政、道路等工程设计提供指导依据。

8.3 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指导，增加与海绵城市建设有关的内容，落实与分解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海绵城市控制

指标，落实具体的设施及相关技术要求，将海绵城市的建设技术和方法吸纳到场地规划设计、工程规划设计、经济技术论证等方面，

8.2  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八部分 相关规划协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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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地块开发建设。

政府组织编制的重点地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建设单位编制的一般地区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均应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有关海绵

城市建设规划内容要求和控制指标。

8.4  相关专项规划
在城市规划阶段转变原有规划设计观念，转变为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除法定规划外，还需要结合专项规划，如城市用地布局、竖

向系统、绿地系统、排水系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系统的规划过程中落实“渗、滞、蓄、净、用、排”的理念。

结合陆丰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相关专项规划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技术细则。



近期建设规划

0909



9.1 海绵城市建设统筹
海绵城市近期建设规划项目分为3大类5个子项，共11个

项目。其中源头减排设施项目7个，过程控制设施项目2个，

系统治理设施项目约2个。规划把东海大道以东、运河以南

的范围划为海绵城市试验区，试验区面积约6.28平方公里。

则至2020年，海绵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28平方公里，占

城市建成区面积的25%，满足2020年达到20%的目标要求。

近期建设主要集中在东海大道两侧地区，分别从源头减

排（建筑与小区、道路广场等海绵化改造）、过程控制（管

网完善、调蓄设施、临时净化设施、排水泵站、污水处理

第九部分 近期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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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完善、调蓄设施、临时净化设施、排水泵站、污水处理

厂）、系统治理（河道整治、公园绿地、水库水源地等）结

合近期建设规划，梳理项目库，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任务和规

模。

海绵城市近期建设项目

序号 设施类型 海绵城市建设建类型 项目数量

1
源头减排设施

海绵型建筑与小区 4

2 海绵型道路与广场 3

3
过程控制设施

水系整治工程 1

4 管网建设 1

5 系统治理设施 湿地公园 2

合计 11

海绵城市近期实施项目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