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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尺度绿色基础设施暴雨径流消减模拟研究

刘　 文， 陈卫平∗， 彭　 驰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要：当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城市地区内涝事件频繁发生。 绿色基础设施是减轻城市洪涝的有效措施之一。 ＳＷＭＭ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等模型的复杂性使得规划管理者对模型的操作和应用存在困难，而且缺乏对绿色基础设施径

流消减机制的展现。 目前的研究中，比较单个与综合绿色基础设施配置径流消减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基于水量平衡

和城市水文过程，开发了社区尺度绿色基础设施消减作用的暴雨径流模型，并以北京市一典型社区为例，模拟研究了 １ 年一遇

和 ５ 年一遇两种暴雨条件下不同绿色基础设施配置对暴雨径流流量和峰值的消减效率。 结果表明：用两场野外监测的降雨和

径流数据验证模型得到的决定系数分别为 ０．６８ 和 ０．７１，纳什效率系数分别达到 ０．９９ 和 ０．９６，表明模型是可靠的。 在 １ 年一遇

和 ５ 年一遇两种暴雨条件下，将常规绿地改造成 ５ ｃｍ 深度的下凹式绿地，径流量分别减少了 ８．２３％和 ２３．３０％，径流峰值分别减

少了 ２０．３１％和 ２９．１１％；在建造 ３００ ｍ３调蓄池的情景下，径流量分别减少了 ８４．９０％和 ２０．９７％，径流峰值分别减少了 ８８．９９％和

０．１０％；在 ５０％的不透水地表铺装透水砖情景下，径流量分别减少了 ４６．５１％和 ３８．５２％，径流峰值分别减少了 ３９．９６％和 ３５．４８％。
３ 种绿色基础设施都可以较好的消减社区暴雨径流，但是随着暴雨强度的增强，下凹式绿地的消减效果略增强，调蓄池的消减

效果变差，透水砖铺装的消减效果较稳定。 综合 ３ 种措施对暴雨径流具有显著消减效果，可以 １００％消减 １ 年一遇暴雨产生的

径流，在 ５ 年一遇设计暴雨条件下，分别消减 ７５．４７％的总径流量和 ６４．５２％的径流峰值。
关键词：绿色基础设施；暴雨径流；下凹式绿地；调蓄池；透水砖铺装；社区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ＬＩＵ Ｗｅｎ，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ＰＥＮＧ Ｃｈｉ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Ｉ）， ｗｈｉｃｈ ｕｓｅ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ｄｅｌ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ｉ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ｒｍ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ｃａｌ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ｏｆ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ｕｎｄｅｒ １⁃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５⁃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ｅｖｅｎｔｓ． Ｆｏｕ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ｒｉｃｋ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ｉｅｌ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ｗｏ ｒａｉ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０．６８ ａｎｄ ０．７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ａｉ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０．９９ ａｎｄ ０．９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５ 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ｒｕｎｏｆ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８．２３％ ａｎｄ ２３．３０％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２０．３１％ ａｎｄ ２９．１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１⁃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５⁃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ｅｖ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００ ｍ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ｒｕｎｏｆ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８４．９０％ ａｎｄ ２０．９７％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１⁃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５⁃ｙｅ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８８．９９％ ａｎｄ ０．１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５０％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ｒｉｃｋ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４６．５１％ ａｎｄ ３８．５２％，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３９．９６％ ａｎｄ ３５．４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１⁃ｙｅａｒ ａｎｄ ５⁃ｙｅ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ｇｏｏ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ｒｉｃｋ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１００％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１⁃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ｒｕｎｏｆ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ｗｅ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７５． ４７％ ａｎｄ ６４． ５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ｎ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ｒｉｃｋ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区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直接改变了城市下垫面条件，使自然的水循

环机制发生改变［１］。 城市区域雨水径流增多，雨水汇流速度加大给当前的雨水基础设施带来很大压力［２］。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某些区域强降雨事件的频率增加，使得城市地区严重积水和暴雨洪水事件频繁发

生［３］，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与日俱增，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之一［４］。
传统的雨水管理方法是利用大的管道和混凝土渠道使雨水尽可能快地排出，造成城市河道生态环境恶化

和雨水资源严重浪费［５］。 近些年， 发达国家提出新的城市雨水管理方法如绿色基础设施 （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Ｉ），与之类似的是低影响开发 （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ＩＤ），这些雨水管理策略从源头上通

过一系列现场的截留和滞留等径流调控措施，实现城市雨洪的资源化利用［６⁃７］。 尽管人们对绿色基础设施在

消减城市雨洪的认识和关注不断增加，但是真正将这些雨洪管理策略付诸实践的步伐却很慢。 主要原因之一

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绿色基础设施设计和评估工具，而有效的绿色基础设施模拟软件可为设施实践的工程应用

提供设计指导［８］。
近年来，随着绿色基础设施和低影响开发理念和体系的发展，国外模拟这些措施效能的雨洪模型逐渐开

发并 推 广， 目 前 已 取 得 了 很 大 进 展。 ＳＷＭＭ、 ＭＵＳＩＣ （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和 Ｌ⁃ＴＨＩＡ⁃ＬＩ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等模型被广泛的用来模拟不同暴雨特征和

设施空间布局对设施消减控制径流的效果［９⁃１３］，评价措施的选择方案和成本比较［１４⁃１５］。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

绿色基础设施和低影响开发措施模拟研究工作的开展已有不少案例，但大多集中在对 ＳＷＭＭ 模型的应用

方面［１６⁃１８］。
ＳＷＭＭ 等模型对地形、汇水区划分和排水管网汇水的计算导致模型较为复杂，模型开发应用需要深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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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专业技能，超越了一般公众的能力［１９］，使得规划管理者对模型的操作应用存在困难，而且复杂的模型掩

盖了对自然水文机制的定量刻画［２０⁃２１］。 由于水文模型中一些概念化参数通过实测不易获得，以及目前针对

城市下垫面和绿色基础设施的径流在野外监测存在困难［１９］，用来验证和率定模型的实测数据很少，限制了模

型在城市雨洪规划管理中的推广应用。 本研究的目标为结合水量平衡和城市水文循环，建立耦合绿色基础设

施消减作用的社区尺度暴雨径流模型，通过野外监测数据评估模型的有效性，进而模拟研究不同绿色基础设

施配置对社区暴雨径流的消减作用。 旨在设计开发易于操作和实用的社区绿色基础设施消减暴雨径流模拟

与管理软件，为绿色基础设施雨水管理的决策和城市可持续的雨洪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模型简述：
由于城市中不同地表类型的下垫面会产生不同的水文响应，为了计算的方便，将城市地表概化为不透水

地表、透水地表和水体 ３ 种类型模块单独计算，如图 １ 所示。 不透水地表的径流量为降雨量扣除填洼和蒸发

的剩余水量。 透水地表的径流计算分为冠层截留、蒸发、入渗和填洼过程。 水体调蓄雨水径流主要根据流入

量、流出量和蓄水容量计算。 为了达到实用的目的，模型在整体计算过程中基于水量平衡和水文物理过程，而
在每个水文过程选择偏重于参数较少和普遍适用的经验型方程。 绿色基础设施主要模拟其雨水入渗、滞留和

存储的能力和出流量，在计算过程中替换相对应地表的径流计算模块。 社区降雨总的径流量是 ３ 类地表和绿

色基础设施产生和流出的径流总和，流量峰值是整个径流过程时间段内的最大流量［２２］。

图 １　 模型径流计算原理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１．１　 不透水地表径流计算

假设不透水地表是 １００％不透水，降雨量减去蒸发、填洼和存储的雨水量就是径流量［２３］。 不透水地表产

生的径流量（Ｒ ｉｍｐ，ｍ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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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ｉｍｐ ＝
Ｐ － Ｄ － ＳＴ( ) － ＥＤ Ｐ － ＥＤ ＞ Ｄ － ＳＴ

０ Ｐ － ＥＤ ≤ Ｄ － ＳＴ

ì

î

í

ï
ï

ï
ï

（１）

ＥＤ ＝ ｍｉｎ Ｅｐ，ＳＴ( ) （２）
式中：Ｐ 指降雨量（ｍｍ），Ｄ 指不透水地表的填洼量（ｍｍ），ＳＴ 指填洼存储水平（ｍｍ），ＥＤ指填洼水的蒸发量

（ｍｍ），Ｅｐ指时间步长内的潜在蒸发量（ｍｍ）。
１．１．２　 透水地表径流计算

透水地表的模拟分别计算冠层截留、蒸发、地表入渗和地表填洼过程，再根据水量平衡计算得到产流量。
（１）冠层截留过程

植被冠层截留量的计算采用 Ｗａｎｇ 等［２４］改进的 Ｒｕｔｔｅｒ 模型方法，截留量（ＳＩｃ， ｍｍ）的计算表达式为：

ＳＩｃ ＝
ＳＩ０ ＋ Ｐ － Ｐ ｆ － Ｅｃ ＳＩ０ ＋ Ｐ － Ｐ ｆ － Ｅｃ ≤ Ｓｃ

Ｓｃ － Ｅｃ ＳＩ０ ＋ Ｐ － Ｐ ｆ － Ｅｃ ＞ Ｓｃ

ì

î

í

ï
ï

ï
ï

（３）

式中：ＳＩ０指前一时期的截留雨水量（ｍｍ），Ｐ ｆ是自由穿透冠层雨量（ｍｍ），由下式计算：

Ｐ ｆ ＝ Ｐｅ －κＬＡＩ （４）

Ｅｃ ＝
ＳＩｃ
Ｓｃ

æ

è
ç

ö

ø
÷ ２ ／ ３Ｅｐ （５）

Ｓｃ ＝ ＳＬＬＡＩ （６）
式中：κ 指消光系数，ＬＡＩ 指叶面积指数，Ｅｃ指时间步长内叶面截留水的蒸发量（ｍｍ），Ｓｃ指冠层的储水能力

（ｍｍ），ＳＬ指特定的叶面储水量（ｍｍ）。
（２）蒸发过程

潜在蒸发量的计算采用基于气温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方法［２５］，潜在蒸发量（Ｅｐ， ｍｍ ／ ｄ）计算公式为：

Ｅｐ ＝ ０．００２３ × ０．４０８（
ＲＡｍａｘ

λ
） （Ｔｍａｘ － Ｔｍｉｎ）０．５（Ｔａｖ ＋ １７．８） （７）

式中：ＲＡｍａｘ指地外辐射（ＭＪ ／ ｍ２ ／ ｄ），λ 指水的气化比潜热（ＭＪ ／ ｋｇ），通常取值为 ２．４５ ＭＪ ／ ｋｇ，Ｔｍａｘ指日最高温度

（℃），Ｔｍｉｎ指日最低温度（℃），Ｔａｖ指日均温度（℃）。
（３）地表入渗过程

扣除截留后的降雨抵达地表后，这部分降雨将发生地表入渗、地表填洼和地表径流。 采用 Ｍｅｉｎ 与 Ｌａｒｓｏｎ
改进的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模型方法［２６］模拟降雨入渗的过程，入渗速率（ ｆ， ｍｍ ／ ｍｉｎ）的计算公式如下：

ｆ ＝
Ｋｓ［１ ＋ （θｓ － θｉ）Ｓｆ ／ Ｆ］ ｔ ＞ ｔｐ

ｉｔ ≤ ｔｐ{ （８）

ｔｐ ＝ Ｆｐ ／ ｉ （９）

Ｆｐ ＝
（θｓ － θｉ）Ｓｆ

ｉ ／ Ｋｓ － １
（１０）

式中：Ｋｓ指饱和导水率（ｍｍ ／ ｍｉｎ），θｓ指饱和含水量（％），θｉ 指初始含水量（％），Ｓｆ 指湿润锋处的平均吸力

（ｍｍ），Ｆ 指累积入渗量（ｍｍ），ｔｐ指开始积水的时间（ｍｉｎ），Ｆｐ指开始积水时刻的入渗量（ｍｍ），ｉ 指冠层截留

之后净雨的雨强（ｍｍ ／ ｍｉｎ）。
（４）地表填洼过程

剩余降雨量留存于地表，部分进行填洼，部分成为地表径流参与汇流。 初始时刻的地表填洼雨水储量

（Ｓｄ０， ｍｍ）根据 Ｌｉｎｓｌｅｙ 于 １９７５ 年推导出的经验公式计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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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０ ＝ Ｓｄｍａｘ １ － ｅｘｐ － ＰＣ
Ｓｄ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 （１１）

式中：Ｓｄｍａｘ指透水地表填洼量（ｍｍ），ＰＣ 指累积剩余降雨量（ｍｍ），即降雨减去截留和入渗的雨量。
其它时间步长的填洼量（Ｓｄ， ｍｍ）由下式计算：

Ｓｄ ＝
ＰＣ ＋ Ｓｄｔ － Ｅｓ ＰＣ ＋ Ｓｄｔ － Ｅｓ ＜ Ｓｄｍａｘ

０ ＰＣ ＋ Ｓｄｔ － Ｅｓ ⩾ Ｓｄｍａｘ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２）

Ｅｓ ＝ ｍｉｎ（Ｓｄｔ，Ｅｐ） （１３）
式中：Ｓｄｔ指前一时间步长内的填洼量（ｍｍ），Ｅｓ指之前填洼雨水的蒸发量（ｍｍ）。

透水地表总的径流量（Ｒｐｅｒ， ｍｍ）计算采用水量平衡方法，即降雨减去截留、入渗和填洼的雨量就是透水

地表的径流量，计算式为：
Ｒｐｅｒ ＝ Ｐ － ＳＩｃ － ＳＩ０( ) － ｆ·Δｔ － Ｓｄ － Ｅｓ （１４）

式中：Δｔ 指模拟的时间步长（ｍｍ）。
１．１．３　 水体出流量计算

根据水量平衡，水体的出流量（Ｑｗ， ｍ３）计算公式如下：

Ｑｗ ＝
０，

Ａｐ

Ａ － Ａｃ

æ

è
ç

ö

ø
÷ αＲｉｍｐ ＋ βＲｐｅｒ( ) Ａ ＋ Ｐ － Ｅｗ( )·Ａｃ ≤Ｈ － Ｖｗ

Ａｐ

Ａ － Ａｃ

æ

è
ç

ö

ø
÷ αＲｉｍｐ ＋ βＲｐｅｒ( ) Ａ ＋ Ｐ － Ｅｗ( )·Ａｃ － Ｈ ＋ Ｖｗ，

Ａｐ

Ａ － Ａｃ

æ

è
ç

ö

ø
÷ αＲｉｍｐ ＋ βＲｐｅｒ( ) Ａ ＋ Ｐ － Ｅｗ( )·Ａｃ ＞ Ｈ － Ｖｗ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５）
式中：Ａｐ指流入水体的雨水汇水面积（ｍ３），Ａ 指社区的面积（ｍ２），Ａｃ指水体的表面积（ｍ２），α 指不透水面积的

比例（％），β 指透水面积的比例（％），Ｅｗ指水面蒸发量（ｍｍ），Ｈ 指水体的最大存储能力（ｍ３），Ｖｗ指降雨之前

水体的存储水平（ｍ３）。
１．１．４　 绿色基础设施径流消减模拟

（１）下凹式绿地

下凹绿地低于周围路面可以更多的容纳雨水。 当积水深度超过绿地下凹深度时，多余的雨水量即外溢流

出绿地。 下凹式绿地的出流量（Ｑｓ， ｍ３）计算如下：

Ｑｓ ＝
（ ｉΔｔ ＋ ｑ － ｆｓ －

１
２
ｈｓ）βＡ ｉΔｔ ＋ ｑ － ｆｓ ＞ １

２
ｈｓ

０ ｉΔｔ ＋ ｑ － ｆｓ ≤
１
２
ｈｓ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６）

式中：ｑ 指下凹绿地上前一时段的净雨量（ｍｍ），ｆ 指下凹绿地入渗量（ｍｍ），ｈｓ指绿地下凹深度（ｍｍ）。
（２）调蓄池

调蓄池的作用是容纳流入的雨水，当调蓄池存储的水量超过其容量时，调蓄池不再调蓄，流入的雨水从溢

流口流出。 假定降雨时期内调蓄池内的雨水不回用，计算过程中不考虑雨水的渗漏。 调蓄池流出的雨水量

（Ｑｒ， ｍ３）用下式表示：

Ｑｒ ＝
μＲｃ － （Ｈｒ － Ｖｒ０） μＲｃ ＞ Ｈｒ － Ｖｒ０

０ μＲｃ ≤ Ｈｒ － Ｖｒ０
{ （１７）

式中：μ 指雨水收集比例（％），Ｒｃ指时间步长内累积的径流量（ｍ３），Ｈｒ指调蓄池雨水存储能力（ｍ３），Ｖｒ０指降

雨之前调蓄池存储的水量（ｍ３）。
（３）透水砖铺装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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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砖的雨水渗透速率远大于降雨强度，对降雨入渗无阻碍作用［２８］。 透水砖层、找平层和垫层的有效空

隙率和厚度决定了可容纳的最大雨水量。 透水砖路面产流量（Ｑｐ， ｍ３）计算公式如下：

Ｑｐ ＝
Ｐ － ηΔｔ ＋ Ｆｃ － Ｈｐ( ) αＡω Ｐ － ηΔｔ ＋ Ｆｃ ＞ Ｈｐ

０ Ｐ － ηΔｔ ＋ Ｆｃ ≤ Ｈｐ
{ （１８）

式中：η 指地基土壤的入渗率（ｍｍ ／ ｍｉｎ），Ｆｃ指地基土壤累积容纳的雨水量（ｍｍ），Ｈｐ 指透水砖路面雨水存储

能力（ｍｍ），ω 指不透水地表透水铺装改造的比例（％）。
１．２　 模型参数

模型参数值的选取依据文献研究的结果和经典模型的参数默认值，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模型模拟的参数取值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取值
Ｖａｌｕｅｓ

单位
Ｕｎｉｔｓ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径流产流参数 Ｒｕｎｏｆｆ ｙｉｅｌ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不透水地表填洼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３ ｍｍ ［２９］

透水地表填洼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４ ｍｍ ［３０］

气象条件参数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日均最高温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１ ℃ 北京气象数据

日均最低温度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２ ℃ 北京气象数据

日平均温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６．５ ℃ 北京气象数据

土壤性质参数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饱和导水率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１４４ ｍｍ ／ ｍｉｎ ［３１］

湿润锋处平均吸力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 ｓｕｃｔｉｏｎ ６９．６９６ ｍｍ ［３２］

饱和含水量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０．６２７ ％ ［３１］

初始含水量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６．２７９ ％ ［３１］

植被特征参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叶面积指数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３．８５ ［３３］

消光系数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３ ［２４］

特定叶面储水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ｅａ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０．２ ｍｍ ［２４］

生态设施特征参数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调蓄池雨水存储能力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ｎｄ ３００ ｍ３ 模型假定

雨水收集比例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１００ ％ 模型假定

绿地下凹深度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５０ ｍｍ 模型假定

地基土壤入渗速率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ｏｉｌ ０．３ ｍｍ ／ ｍｉｎ ［２８］

透水铺装的储水能力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８６ ｍｍ ［２８］

１．３　 模型评价

采用模拟径流值与实测径流值线性回归的决定系数（Ｒ２）以及纳什效率系数（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ＳＥ）来评价模型对实测水文过程模拟的好坏。 纳什效率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３４］：

ＮＳＥ ＝ １ －
∑
Ｎ

ｉ ＝ １
（Ｑｓｉ

－ Ｑｏｉ）
２

∑
Ｎ

ｉ ＝ １
（Ｑｏｉ

－ Ｑｏ） ２

（１９）

式中：ＮＳＥ 为用于衡量模型模拟实际时间序列上流量误差的纳什效率系数， Ｑｓｉ 和 Ｑｏｉ 为时间步长 ｉ 的径流模

拟值和观测值（ｍ３ ／ ｍｉｎ），Ｎ 为整个模拟时间段的时间步数， Ｑｏ 为模拟时间段内实测径流的平均值（ｍ３ ／ ｍｉｎ）。
当 Ｒ２＞０．６ 以及 ＮＳＥ＞０．５ 时认为模拟的结果是较满意的［３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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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设计暴雨的雨型分布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ｓｔｏｒｍｓ

１．４　 模拟情景

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一典型城市社区进行情景模拟

分析，社区总面积 ２４６３５ ｍ２，社区内包括住宅楼、办公

楼、广场、草坪和道路等，绿地面积比率为 ３１．４％，无水

体；其中绿地为透水地面，其它均为不透水地面。 此情

况下社区内无绿色基础设施配置，作为基本情景。
暴雨的设计采用北京市暴雨公式，计算得到降雨历

时 ２ ｈ，时间步长为 ５ ｍｉｎ，重现期分别为 １ 年一遇（Ｐ ＝
９９．９％）和 ５ 年一遇（Ｐ＝ ２０％）的 ２ 种类型暴雨，降雨过

程的雨量分配如图 ２ 所示［３７］。 ２ ｈ 总的降雨量分别为

２１．６ ｍｍ 和 ６７．２ ｍｍ。 设计暴雨的计算公式如下：

ｑ ＝ ２００１（１ ＋ ０．８１１ｌｇＰ）
（ ｔ ＋ ８）０．７１１

（２０）

式中：ｑ 指设计暴雨强度，Ｐ 指设计重现期， ｔ 指降雨

历时。
绿色基础设施设计以下 ４ 种情景：（１） 绿地改造成下凹深度 ５ ｃｍ；（２） 建造地下调蓄池 ３００ ｍ３；（３） ５０％

的不透水面用混凝土透水砖铺装；（４） 综合情景，包含前面 ３ 种设施，即绿地下凹式改造、建造调蓄池和透水

砖铺装。

图 ３　 研究区用地类型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选择北京市某小区南汇水区，汇水区的面

积为 ２９，５００ ｍ２，透水面积比例占总面积的 ３０． 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到 ９ 月在雨水出口处安装 ＩＳＣＯ ６７１２ 全自

动采样仪，用 ７５０ 面积速度流量计模块和 ６７４ 雨量计分

别监测径流流量和记录降雨量（ Ｔｅｌｅｄｙｎｅ ＩＳＣＯ， ＮＢ，
ＵＳＡ）。 研究区域的用地类型分布和实验监测点的信息

如图 ３ 所示。 研究区中绿地主要以大面积的草地为主，
灌木和乔木的冠层较小，而且分布很少，在本研究中为

了简化，都按照草地来计算。
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和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２ 场典型的

降雨事件下（降雨量分别为 ６２．２ ｍｍ 和 ２６．５ ｍｍ），模拟

降雨径流和监测径流线性回归的决定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６８和 ０．７１（图 ４），纳什效率系数（ＮＳＥ）分别达到 ０．９９
和 ０．９６，表明模型效率是满意的。 对较小的降雨事件下的径流过程，模型验证的效果不理想。 由于模型中未

划分汇水区和利用排水管网信息，对径流汇水过程没有考虑，造成模型对实际径流过程模拟的一致性和精确

度不高；但是总的径流量和径流峰值作为模型重点模拟和关注的输出结果，模型验证的精度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模型是可靠和合理的。
２．２　 情景模拟结果

用验证的模型分别模拟在基本情景和绿色基础设施情景下的径流量和流量峰值，并分析绿色基础设施对

比基本情景的暴雨径流消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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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模拟与实测的径流水文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ｕｎｏｆｆ

２．２．１　 基本情景

在 Ｐ＝ ９９．９％和 Ｐ＝ ２０％的暴雨条件下，社区模拟的总径流量分别为 ３５７．１２ ｍ３和 １４５５．５６ ｍ３，径流峰值分

别为 １９．８９％和 ６９．７８ ｍ３ ／ ｍｉｎ，表明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大，径流量和峰值显著增加。 Ｐ ＝ ９９．９％与 Ｐ ＝ ２０％重现

期下的暴雨径流相比较，径流降雨比率从 ６７．０７％增加到 ８７．８７％，入渗降雨比率从 ２３．８９％降低到 １０．８２％
（表 ２）。

表 ２　 不同情景下的降雨与径流量和入渗量比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模拟情景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Ｐ＝ ９９．９％
１⁃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Ｐ＝ ２０％
５⁃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径流⁃降雨比率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ａｔｉｏ

入渗⁃降雨比率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ａｔｉｏ

径流⁃降雨比率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ａｔｉｏ

入渗⁃降雨比率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ａｔｉｏ

基本情景
Ｂａ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６７．０７％ ２３．８９％ ８７．８７％ １０．８２％

下凹式绿地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６１．５５％ ２９．４１％ ６７．４０％ ３１．２９％

调蓄池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ｎｄ １０．１３％ ２３．８９％ ａ ６９．４４％ ２３．８９％ｂ

透水砖铺装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ｒｉｃｋ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３５．８８％ ５５．０８％ ５４．０３％ ４４．６６％

综合情景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０％ ６０．６１％ ２１．５６％ ６５．１４％

　 　 ａ， ｂ 调蓄池没有雨水入渗，结果同基本情景。

２．２．２　 绿地下凹式改造情景

常见的绿地和地面齐平，在大暴雨的情景下雨水流出绿地，并没有充分的发挥绿地的蓄渗能力。 下凹式

绿地利用下凹空间可以充分蓄积雨水，显著增加雨水入渗时间，具有渗蓄雨水和消减洪峰流量等优点［３８］。 本

研究的情景中，将平式绿地改造成低于周围路面 ５ ｃｍ，未考虑屋面和道路等不透水面径流流入绿地。 在设计

暴雨 Ｐ＝ ９９．９％重现期下，下凹式绿地情景径流降雨比率降低到 ６１．５５％，入渗降雨比率增加到 ２９．４１％（表 ２），
总径流量减少了 ８．２３％，径流峰值减少了 ２０．３１％（表 ３）；在 Ｐ＝ ２０％设计暴雨事件下，下凹式绿地情景径流降

雨比率降低到 ６７．４０％，入渗降雨比率增加到 ３１．２９％，总径流量减少了 ２３．３０％，径流峰值减少了 ２９．１１％。 由

于模拟的情景中下凹式绿地并没有考虑接纳不透水地面的径流，因此下凹绿地只是消减了绿地产生的大部分

径流，造成了 １ 年一遇暴雨径流削减的比例小于 ５ 年一遇削减比例。 下凹式绿地对总径流量的消减效果较

小，是由于绿地对社区总径流的贡献较低［９］，在 １ 年一遇和 ５ 年一遇的暴雨下分别占到总径流的 ７．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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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因而调控雨洪的作用有限。 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下凹式绿地相比于平式绿地良好的径流消

减效果［３９⁃４１］。 下凹式绿地在大的降雨条件下径流消减效果略好于小的降雨条件，是由于更多的雨水被绿地

截蓄入渗到土壤。 下凹式绿地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绿地空间，增加绿地消减径流的潜力，增加绿地的雨水入

渗能力，更进一步补充地下水。

表 ３　 不同绿色基础设施情景下的径流消减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模拟情景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Ｐ＝ ９９．９％
１⁃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Ｐ＝ ２０％
５⁃ｙｅａｒ ｓｔｏｒｍ

总径流量减少
Ｔｏｔ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径流峰值减少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总径流量减少
Ｔｏｔ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径流峰值减少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下凹式绿地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８．２３％ ２０．３１％ ２３．３０％ ２９．１１％

调蓄池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ｎｄ ８４．９０％ ８８．９９％ ２０．９７％ ０．１０％

透水砖铺装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ｒｉｃｋ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４６．５１％ ３９．９６％ ３８．５２％ ３５．４８％

综合情景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５．４７％ ６４．５２％

２．２．３　 增设调蓄池情景

考虑到城市雨水资源的短缺，社区内可建造地下调蓄池，收集存储雨水再利用。 假设在小区雨水出口处

建造一调蓄池，拟建容积为 ３００ ｍ３。 与基本情景的模拟结果对比，在 Ｐ ＝ ９９．９％的设计暴雨事件下，调蓄池情

景的降雨比率降低到 １０．１３％ （表 ２），总径流量减少了 ８４．９０％，径流峰值减少了 ８８．９９％ （表 ３）；在 Ｐ＝ ２０％设

计暴雨下，降雨比率降低到 ６９．４４％，总径流量减少了 ２０．９７％，径流峰值减少了 ０．１０％。 在 ２ 个暴雨重现期下，
调蓄池的消减效果相差较大。 在小的降雨事件下对总径流量和流量峰值的消减效果很好，但是在大的降雨下

消减效果较差，这是因为调蓄池的调控能力是由自身的体积大小限制的。 而且，由于设计的暴雨事件中，暴雨

强度峰值靠后，在峰值来临之前，调蓄池的储水量已满，无调蓄作用，导致其对径流峰值的消减效果甚微。 尽

管调蓄池对径流的消减效果受到降雨量的影响波动较大，但是其更多的目的是收集和存储雨水。 目前北京市

正在居住小区内推广调蓄池建设，收集的雨水用来绿地灌溉、补充水景观和洗车等，实现暴雨径流的消减和雨

水的资源化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雨水季节性和成本因素，在工程实施中调蓄池的大小设计应充分考虑

雨水利用效率和经济情况等［４１］。
２．２．４　 路面透水砖铺装情景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不透水地表由于产流和汇流的迅速，增加了城市地区洪涝风险。 采用渗

透性良好的透水砖铺装路面是减少不透水面径流的有效途径之一［４２］。 将 ５０％的不透水面用混凝土透水砖铺

装改造。 与基本情景的模拟结果相比，在设计暴雨 Ｐ＝ ９９．９％重现期下，透水砖铺装情景径流降雨比率降低到

３５．８８％，入渗降雨比率增加到 ５５．０８％（表 ２），总径流量减少了 ４６．５１％，径流峰值减少了 ３９．９６％ （表 ３）；在 Ｐ
＝ ２０％设计暴雨事件下，透水砖铺装情景径流降雨比率降低到 ５４．０３％，入渗降雨比率增加到 ４４．６６％，总径流

量减少了 ３８．５２％，径流峰值减少了 ３５．４８％。 在 ２ 个暴雨重现期下相比较，透水砖铺装消减效果较稳定，但是

在大的降雨事件下的消减效果略差于小的降雨事件，这是由于较大的雨强超过了透水铺装的渗透能力，雨水

来不及入渗。 透水路面通过入渗，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然的水文状况［４３］。 由于透水路面减少和缓解了不

透水地面的产流和汇流速率［４２，４４⁃４５］，因此能够有效缓解不透水路面的积水和内涝问题。
总的来说，结合以上的结果分析和不同情景下径流过程图的比较分析（图 ５）得出：下凹式绿地和透水砖

铺砖设施都有良好的消减径流量和径流峰值，以及增加雨水入渗量的效果。 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加，下凹式绿

地对径流的消减作用略增强，但是效果有限，透水砖铺装的消减效果比较稳定。 调蓄池的消减效果取决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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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体积和降雨量大小。 调蓄池和透水砖铺装设施都表现出在小的降雨事件下消减效果好于大的降雨事

件下的现象，与他人的一些研究结果相类似［４６⁃４７］。 因此需要综合这些设施的配置，来达到更好更稳定的消减

效果［４８］。

图 ５　 不同模拟情景下的径流过程比较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２．２．５　 综合情景

与基本情景的模拟结果相比，在设计暴雨 Ｐ＝ ９９．９％重现期下，综合情景下可以 １００％消减径流，入渗降雨

比率增加到 ６０．６１％（表 ２）；在 Ｐ＝ ２０％设计暴雨事件下，综合情景的径流降雨比率降低到 ２１．５６％，入渗降雨

比率增加到 ６５．１４％，总径流量减少了 ７５．４７％，径流峰值减少了 ６４．５２％（表 ３）。 与 ３ 个单独的设施情景相比，
综合设施配置提高了径流消减效果，增强了不同降雨强度下的消减稳定性，在消减雨洪的同时，实现雨水入渗

补给地下水和收集利用的效益。 因此，合理设计综合的绿色基础设施配置可以达到最优的消减效果，实现雨

洪调控和资源化利用，是科学可持续的雨洪管理途径之一［２２］。

３　 结论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洪涝灾害和水资源匮乏等共性问题日益严重。 如何科学

和可持续的调控管理城市雨洪是城市规划和管理者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本文介绍了绿色基础设施

模拟模型设计理念和计算过程，并利用野外实地监测的降雨和径流数据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 在模型验证的

基础上，模拟分析了下凹式绿地、调蓄池、透水砖铺装和综合配置情景对社区暴雨径流的消减效果，并且比较

分析了不同绿色基础设施径流消减效果的优缺点。 单个设施的径流消减效果较好，但是消减作用有限，效果

单一。 综合绿色基础设施配置不仅具有良好的径流消减效果，而且可以实现雨水入渗土壤和收集利用的环境

经济效益，是社区消减雨洪和雨水资源利用的最优实践措施之一。
与同类模型相比，本模型结合水量平衡和城市水文的特点，综合了产流计算的准确性和参数的简化，注重

了模型的可操作性，使这一模型适用于实施前期合理设计和科学评估绿色基础设施的需要。 然而，在情景模

拟设计中未考虑下凹式绿地接纳邻近屋顶和周围不透水路面部分径流的情形，导致下凹式绿地只是消减了绿

地产生的大部分径流，造成了在 １ 年一遇暴雨事件下的径流削减比例小于 ５ 年一遇削减比例。 因此今后研究

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形合理设计绿色基础设施与不透水屋面和路面的水文连接方式，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讨论两

者之间不同水文连接方式对消减效果的影响；以及用实地监测的绿色基础设施径流数据来验证其消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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