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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雨水生物滞留设施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技术要求，提

高海绵城市工程建设质量与运行维护水平，做到安全适用、因地制

宜、绿色低碳、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易于管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雨水生物滞留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检查

及维护。 
1.0.3 雨水生物滞留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检查及维护管理，

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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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生物滞留设施 bioretention facility 
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强化的土壤、植物和微生物系统滞

蓄、渗滤、净化径流雨水的设施。生物滞留设施一般由植物层、蓄

水层、覆盖层、土壤层、过滤层（或排水层）构成。 
2.0.2 排空时间 drawdown time 

生物滞留设施蓄水层中蓄满的径流雨水通过表层土壤全部入

渗所需要的时间。 
2.0.3 稳定入渗率 minimum infiltration rate 

土壤水饱和或近饱和的条件下，径流雨水经过单位时间和单位

面积表层土壤截面向下渗，入渗后水流稳定时的速率。 
2.0.4 在线式生物滞留设施 on line bioretention facility 

设置于径流路径上，汇水面径流全部流入，超量径流溢流排放

的生物滞留设施。 
2.0.5 离线式生物滞留设施 off line bioretention facility 

设置于径流路径的旁路，仅截流或分流一定量的汇水面径流，

超量径流沿原路径超越排放的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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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海绵城市建设应采用生物滞留设施等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

设施结合，削减高频次中小降雨带来的径流污染与合流制溢流，维

系城市生态本底的水文特征。 
3.0.2 生物滞留设施的建设与运行不得对地质安全、地下水水质、

建（构）筑物安全、公众健康和环境卫生等造成危害。  
3.0.3 生物滞留设施的建设，应结合相关规划要求、气候条件、下

垫面布局与可用空间、地下设施位置与埋深、土壤质地、地下水位、

地面高程和排水现状等技术条件，在滞留设施构造、生物种类配置

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设计，做到经济合理的同时确保有效发挥海绵体

功能。 
3.0.4 项目场地平面和竖向设计应充分考虑雨水径流的控制要求，

确保生物滞留设施服务汇水范围内的径流能进入设施。 
3.0.5 生物滞留设施与其他源头减排设施、排水管渠设施、排涝除

险设施应在竖向、平面和蓄排能力上相互衔接，保证各类设施充分

发挥效能。 
3.0.6 生物滞留设施应定期进行检查和运行情况评估，并应根据评

估结果进行维护、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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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生物滞留设施根据底部防渗层和排水层设置情况可分为防

渗型、部分入渗型、全入渗型 3 种构造类型。 
4.1.2 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图 4.1.2-1）应设置底部与侧面防渗层

及排水层；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图 4.1.2-2）不应设置底部防

渗层但应设置排水层；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图 4.1.2-3）不应设

置底部防渗层和排水层。 
 
 
 
 
 
 
 
 
 

1—进水口；2—预处理设施；3—超高；4—蓄水层；5—溢流排水口； 

6—边坡；7—覆盖层；8—土壤介质层；9—过渡层；10—排水层； 

11—开缝（孔）排水管；12—检查竖管；13—底部与侧面防渗层； 

14—溢流井；15—溢流排水管 

图 4.1.2-1 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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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水口；2—预处理设施；3—超高；4—蓄水层；5—溢流排水口； 

6—边坡；7—覆盖层；8—土壤介质层；9—过渡层；10—排水层； 

11—开缝（孔）排水管；12—检查竖管；13—底部隔离层（透水隔离层）；

14—侧面隔离层（防渗隔离层）；15—溢流井；16—溢流排水管 

图 4.1.2-2 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示意图 

 

 

 

 

 

 

 

1—进水口；2—预处理设施；3—超高；4—蓄水层；5—溢流排水口； 

6—边坡；7—覆盖层；8—土壤介质层；9—侧面隔离层；10—溢流井； 

11—溢流排水管 

图 4.1.2-3 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示意图 

4.1.3  在项目方案阶段应结合上位规划考虑生物滞留设施的应用，

并考虑区域要求、自然地理特性、项目建设条件、既有问题与需求

综合考虑生物滞留设施的位置及规模等内容。 
4.1.4  生物滞留设施内各类设施及材料的选用，应结合当地的冬季

气候条件，合理考虑其冻融及冻胀等问题。 

15 

16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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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布置与选型 

4.2.1 生物滞留设施可设置于停车场、广场、道路、建筑等不透水

下垫面区域和透水铺装的周边。 
4.2.2 生物滞留设施的布置应与汇水面径流组织设计相结合，精细

分析和设计地面高程，有效布置截流和转输设施，明确汇水面径流

收集、处置和排放的路径。 
4.2.3 生物滞留设施可布置为在线式或离线式（图 4.2.3），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接纳场地中雨水管渠等主要排水通道中的径流，易对生物

滞留设施结构造成冲蚀破坏时，应选用离线式生物滞留设施； 
2 多个生物滞留设施或生物滞留设施与其他源头减排设施共

同承担汇水面径流控制要求时，上下游径流组织路径、设施规模应

衔接和匹配。 
 
 
 
 
 
 
 
 
 
 

1—溢流排水口；2—在线式生物滞留设施；3—汇水范围； 

4—汇水面；5—径流；6—进水口；7—超越排放； 

8—离线式生物滞留设施；9—道路边沟 

图 4.2.3 在线式与离线式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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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选用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1 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底部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

小于 1.0m； 
2 径流雨水入渗污染地下水或造成已受污染土壤中污染物淋

洗迁移； 
3 生物滞留设施边缘与建筑物基础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小于 3m； 
4 生物滞留设施设置于地下（构）筑顶面覆土层； 
5 径流雨水入渗将损害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与综

合管廊的基础。 
4.2.5 部分入渗型与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底部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

不应小于 1.0m； 
2 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底部以下原有土层的稳定入渗率小于

12.5mm/h，或小于设计排空时间对应的稳定入渗率（fm）时，应选

用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3 选用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时，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底部以

下原有土层的稳定入渗率不应小于 12.5mm/h，且不应小于设计的

稳定入渗率（fm）； 
4 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底部以下原有土层的稳定入渗率应在设

施建设前通过试坑渗透试验进行实地勘测。每个生物滞留设施建设

范围内宜至少布设 1 个勘测点，试坑应开挖至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底

部，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的有关规定，并应取各勘测点实测值中的最小值作为设计依据。不

具备实地勘测条件时，宜选用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5 稳定入渗率（fm）应按下式计算：                                     

      （4.2.5） 

式中：fm——稳定入渗率（mm/h）； 
dp——蓄水层平均蓄水深度（mm）； 
Td——设计排空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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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防渗型与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的开缝（孔）排水管，以

及溢流排水口为盖篦雨水口的生物滞留设施溢流排水口连接管，出

水应排入邻近雨水口、雨水检查井、受纳水体或蓄水设施。 
4.2.7  生物滞留设施应设置水位观察井（管），水位观察井（管）

顶端的高度应高于生物滞留设施的溢流高度，宜高出溢流高度

150mm~250mm，可根据蓄水层深度进行调整。 
4.2.8  生物滞留设施与生活饮用水储水池的间距不应小于 10m。 

4.3 设计标准与规模计算 

4.3.1 生物滞留设施设计径流体积控制量可按下式计算： 
V=10-3DFΨ               （4.3.1） 

式中：V——设计径流体积控制量（m3）； 
D——生物滞留设施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

雨量（mm），参考表 4.3.1； 
F——生物滞留设施服务的汇水面积（m2）； 
Ψ——生物滞留设施服务汇水面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表 4.3.1  吉林省部分城市年均雨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参考 
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设计降
水量

（mm） 

长春

 

7.3 8.7 10.3 12.2 14.4 17.2 20.8 25.8 33.1 

辽源

 

7.7 9.0 10.4 12.1 14.1 16.7 19.9 24.6 31.2 

延吉

 

6.3 7.3 8.6 10 11.8 14 17 20.9 26.5 

松原

 

6.7 7.9 9.2 10.8 12.6 14.8 17.7 21.6 26.9 

四平

 

7.8 9.2 10.8 12.7 15.1 18.1 21.9 26.7 33.6 

白城

 

7.8 9.2 10.7 12.6 14.8 17.5 20.7 24.7 30.1 

白山

 

7.7 9 10.5 12.3 14.4 17 20.2 24.4 30.8 

临江

 

7 8.3 9.7 11.4 13.5 16 19.1 23.2 29.1 

注：雨量数据来源于吉林省气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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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生物滞留设施设计排空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社区等人员活动密集场地建设的生物滞留设施设计排

空时间应为 12h~24h，其他场地建设的生物滞留设施设计排空时间

可为 24h~48h； 
2 设计排空时间应作为生物滞留设施选型、表面积计算、土

壤介质选择及设施维护的依据。 
4.3.3 生物滞留设施设计年径流污染物总量（以 SS 计）削减率可

按下式计算： 
                    β = ωα×100%              （4.3.3） 

式中：β——设计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 
ω——生物滞留设施出水 SS 平均浓度去除率（%），宜为 
     70%~90%； 
α——生物滞留设施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参考表 4.3.1。 

4.3.4 生物滞留设施的表面应为蓄水层除边坡外的蓄水空间底面，

宜为水平面，表面积应为水平投影面积，并应按下式计算： 

                        Af=
1000V

f
mt+dp

                 （4.3.4） 

式中：Af——生物滞留设施表面积（m2）； 
V——设计径流体积控制量（m3）； 
fm——稳定入渗率（mm/h）； 
t——当地平均场次降雨历时（h），无统计数据时可取 12h； 
dp——蓄水层平均蓄水深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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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细部设计 

5.1 进水口 

5.1.1 进水方式因地制宜可采取集中进水或漫流进水两种方式，集

中进水可采用路缘石开口、雨水管、植草沟或硬质集水沟。 
5.1.2 进水口应根据上下游平面及竖向标高进行综合考虑，保证其

布置在有效的收水位置，并与汇水面径流组织路径应在平面和竖向

上有效衔接。应保证径流组织，平面通道顺畅、不阻水，竖向通道

由高到低、合理有效。 
5.1.3 离线式生物滞留设施进水口的设计应确保径流首先通过进

水口进入设施，超过进水口截流能力或超过设施径流体积控制量时

应超越排放。 
5.1.4 进水口设计流量应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计算流量的 1.5倍
~3.0 倍。 
5.1.5 路缘石开口集中进水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缘石开口处路面标高应比周围路面标高低 30mm~50mm； 
2 路缘石开口总宽度计算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且单

个路缘石开口宽度不宜小于 400mm； 
3 设置多个路缘石开口进水口时，进水口数量应根据路缘石

开口总宽度和单个路缘石开口宽度确定，进水口的位置和间距应确

保汇水面径流进入。 
5.1.6 进水口与雨水生物滞留设施衔接位置，宜结合当地气候条

件，合理考虑冬季融雪剂问题。可采用维护管理及预处理设施措施

等手段，尽可能的减小或避免融雪剂对雨水生物滞留设施内植物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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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预处理 

5.2.1 预处理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雨水管、植草沟进水口处应设置消能池等消能设施，

其他集中进水口处应设置沉泥池或沉泥槽等沉淀设施，沉泥池或沉

泥槽的消能效果不足时，应在沉泥池或沉泥槽的外围铺设防冲蚀碎

石、卵石或陶粒等措施； 
2 漫流进水口应根据汇水面径流污染情况和进水冲刷情况设

置植被缓冲带、碎石槽、沉泥池或沉泥槽等预处理设施。 
5.2.2 沉泥池或沉泥槽的深度不宜小于 100mm，底部应为便于清

淤的硬质结构，侧壁应间隔设置孔或缝，也可采用散置碎石结构。 
5.2.3 预处理设施应合理考虑设施本体结构及设施基础的防冻融

及冻胀等问题的措施。 
5.2.4 预处理设施应结合维护管理手段合理考虑冬季融雪剂的预

处理功能，不得将融雪剂倒入至生物滞留设施内。 

5.3 蓄水层 

5.3.1 蓄水层的深度应为溢流面与生物滞留设施表面之间的高度，

宜为 200mm~300mm；蓄水层应设置 100mm 的超高。 
5.3.2 生物滞留设施的边坡、边墙应稳固、耐冲蚀，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边坡坡度宜小于 1:4，坡面应采用植草或铺设耐冲蚀骨料等

方式护坡； 
2  边坡坡度较陡或无放坡条件时，可采用挡土板、边石、石

笼、砌砖、砌石或混凝土挡土墙等挡土或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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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覆盖层与土壤介质层 

5.4.1 覆盖层的厚度宜为 50mm~100mm，考虑雨季及冰雪冻融季

节，覆盖物应选用防漂浮、耐冲蚀且有保水功能的骨料。 
5.4.2 土壤介质层的厚度应根据植物种植和雨水净化要求确定，宜

为 450mm~1200mm。 
5.4.3 土壤介质可选用天然土壤介质或人工土壤介质，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土壤介质压实度不小于 80%时的稳定入渗率测试值，宜为

设计时稳定入渗率（fm）3 倍~6 倍，土壤介质稳定入渗率测试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的有关规定； 
2 土壤介质控制指标与技术要求宜符合表 5.4.3 的规定，土壤

介质障碍因子技术要求、环境质量要求、取样送样及检测方法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 的有关规定； 
3 人工土壤介质可由骨料、天然土壤、有机基质构成。骨料

可采用机制砂，有机基质可采用绿化植物废弃物堆肥产品，植物废

弃物堆肥后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

和应用技术规程》GB/T 31755 的有关规定。 

表 5.4.3 生物滞留设施土壤介质控制指标与技术要求 

控制指标 技术要求 

质地 壤土或砂质壤土 

有机质/(g/kg) 30~50 

pH 值 5.5~8.3 

阳离子交换量（CEC）/ [cmol（+）/ kg] ≥10 

有效磷（P）/（mg/k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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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3  

控制指标 技术要求 

含 

盐 

量 

EC 值/(mS/cm) 

(适用于一般绿化) 

5:1 水土比 0.15~0.9 

水饱和浸提 0.30~3.0 

质量法/(g/kg) 

（适用于盐碱土） 

基本种植 ≤3.0 

栽植耐盐植物 ≤4.0 

5.4.4 根据项目所在地的季节气候特点，并结合北方寒带地区的植

物习性及寒冷季节的景观色彩等特点，宜在生物滞留设施低点、径

流较集中及日照时间不足等不利于植物生长等位置，设置生态覆盖

层或碎石覆盖层等措施。 

5.5 过渡层与排水层 

5.5.1 过渡层不宜采用透水土工布，材料宜选用平均粒径大于

0.5mm 的粗砂，其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6.5mm，集料中小于等

于 0.075mm 颗粒含量不应超过 15%，厚度宜为 100mm，排水层材

料颗粒级配能阻止上层土壤介质渗漏流失时可取消过渡层。 
5.5.2 排水层厚度不宜小于 250mm，材料可选用粗砂或碎石，含

泥量按质量计不应大于 1%。材料选用粗砂时，其公称最大粒径不

宜大于 26.5mm，集料中小于等于 0.075mm颗粒含量不应超过 15%；

材料选用碎石时，其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6.5mm，集料中小于

等于 0.075mm 颗粒含量不应超过 2%； 
5.5.3 宜选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作为天然砂石的替代材料，再生骨

料坚固性、压碎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

骨料》GB/T 25176 的有关规定。 
5.5.4 排水层应埋置管径为 100mm 或 150mm 的开缝（孔）PE 或

PVC 排水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开缝（孔）面积率宜为 1%~2%，开缝或开孔后，排水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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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刚度不应小于 4kN/m2； 
2 开孔排水管应采用横纵向断裂强度不小于 3kN/m的透水无

纺土工布包裹； 
3 开缝排水管的开缝尺寸能阻止排水层材料进入排水管时，

可取消透水无纺土工布包裹； 
4 排水管应在生物滞留设施长度方向上通长铺设；生物滞留

设施的宽度大于 12m 时应增设排水管，相邻排水管管中心之间的

水平距离、单根排水管管中心与生物滞留设施表面边缘之间的水平

距离不应大于 6m； 
5 排水管铺设坡度宜为 0.3%~1%，且底部材料垫层的最小厚

度不应小于 50mm； 
6 排水管出水应排入溢流排水口或邻近雨水口、雨水检查井、

受纳水体或蓄水设施； 
7 排水管伸出排水层的管段不得开缝或开孔； 
8 每根排水管起始端应安装密封管帽； 
9 排水管材质应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选用符合抗开裂、耐老

化、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等指标要求的管材。 
5.5.5 检查竖管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竖管应按Y形或T形安装在开缝（孔）排水管的起始端； 
2 检查竖管的管径宜与开缝（孔）排水管管径相同； 
3 检查竖管不应开缝或开孔； 
4 检查竖管管顶标高不应低于溢流面标高且管口应安装可摘

卸管帽； 
5 单根开缝（孔）排水管长度超过 12m 时，应增设检查竖管

且间距不宜大于 6m； 
6 检查竖管材质应根据当地气候特点，选用符合抗开裂、耐

老化、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等指标要求的管材。 
5.5.6 雨水花园规模较小时，盲管竖管采用 T 字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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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隔离层与防渗层 

5.6.1 隔离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应设置底部隔离层和侧面隔离层； 
2 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采用人工土壤介质时可设置侧面隔

离层； 
3 底部隔离层应采用透水无纺土工布，侧面隔离层可采用透

水无纺土工布、挡土墙、土工膜等； 
5.6.2 防渗层可采用结构防渗、土工膜防渗或结构防渗与土工膜防

渗结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防渗可利用砌砖、砌石或混凝土等结构的边墙或基础

进行防渗； 
2 土工膜防渗可采用两布一膜复合土工膜或采用土工膜并在

膜上膜下分别铺设土工布进行防渗。 
5.6.3 土工材料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工布、土工膜可与边坡挡土结构、边墙或相邻道路结构连

接，也可在边坡上设置锚固槽连接，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 51403 的有关规定； 
2 土工膜与相邻结构连接应保证密闭性； 
3 开缝（孔）排水管穿过土工膜应局部采取密闭措施。 

5.6.4 土工材料规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工膜可选用聚乙烯（PE）膜、高密度聚乙烯（HDPE）

膜或聚氯乙烯（PVC）膜，膜厚度不应小于 1mm； 
2 土工布横纵向断裂强度不应小于 3kN/m。 

5.7 溢流排水口 

5.7.1 溢流排水口可采用盖篦雨水口、堰或路缘石开口，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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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线式生物滞留设施的溢流排放能力应与下游雨水管网、

排涝除险设施衔接，并应满足场地排水防涝要求； 
2 离线式生物滞留设施开缝（孔）排水管可接出且蓄水层深

度可控时，可取消溢流排水口； 
3 溢流排水口采用盖篦雨水口时，连接管出水应排入邻近雨

水口、雨水检查井、受纳水体或蓄水设施。 
4 溢流排水口应设置溢流超高，宜高出生物滞留设施底部

50mm~100mm。 
5.7.2 溢流排水口尺寸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溢流排水口的设计流量应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计算流量

的 1.5 倍~3.0 倍； 
2 溢流排水口为盖篦雨水口时尺寸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Qw= 2
3

m�2gWeHw
1.5          （5.7.2-1） 

Qo=meAo�2gHo            （5.7.2-2） 

min �Qw,Qo�≥Q             （5.7.2-3） 

式中：Qw——堰流流量（m3/s）； 
m——流量系数，可取 0.6； 
g——重力加速度（m/s2），可取 9.81； 
We——有效堰宽（m），即溢流排水口过水周长； 
Hw——堰上水头（m），可取蓄水层超高高度； 
Qo——孔流流量（m3/s）； 
e——根据篦子占用过流面积后的净过流面积率，可取 0.6； 
Ao——孔流过流面积（m2）； 
Ho——孔流水位高度（m），可取蓄水层超高高度； 
Q——设计流量（m3/s）。 

3 溢流排水口为矩形堰或路缘石开口时尺寸可按式（5.7.2-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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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植物配置 

5.8.1 生物滞留设施植物配置应充分考虑植物个体的生物学特性

和生态习性，群落的层次性、季相变化、种间的搭配关系，并应与

所处环境功能定位相匹配。 
5.8.2 应选用抗逆性强、耐粗放管理的乡土植物。 
5.8.3 应选用有助于疏松土壤、提升土壤介质渗透性能的须根系植物。 
5.8.4 应根据生境条件选择耐水湿或耐干旱的植物。 
5.8.5 生物滞留设施位于盐碱地时应选择耐盐碱植物。 
5.8.6 防渗型与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不应选择乔木。 
5.8.7 植物种植密度应适中，不应过度侵占表层蓄水空间。 
5.8.8 受融雪剂侵害时应选择耐氯盐等化学制品的植物。 
5.8.9 应根据蓄水层深度以及土壤介质的厚度的不同来合理地选

择植物。 
5.8.10 植物配置应考虑所处环境和功能定位，应与周围绿地的生

态、美化、游憩等功能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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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及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生物滞留设施施工与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

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的有关规定。 
6.1.2 土壤介质、排水层材料、防渗材料、管材等应在现场进行抽

样检查，人工土壤介质稳定入渗率、控制指标及障碍因子应经试验

检测单位检测。 
6.1.3 生物滞留设施各项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分部分项验收，并

应在下一工序施工时对前序工程予以保护。 
6.1.4 施工过程应做好水土流失控制，不得对既有管网及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6.2 施工 

6.2.1 应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宜按照由下至上进行，存在交叉施工

时应做好施工组织。 
6.2.2 施工前应根据需要开展地下水位、地下设施物探工作和原土

层渗透勘探工作。 
6.2.3 施工前应复核汇水面高程，应严格控制生物滞留设施进水口、

溢流排水口及超越排放路径等上、下游径流组织路径上关键节点的标

高，确保径流雨水收集、处置、超越排放、溢流排放路径衔接顺畅。 
6.2.4 施工前应进行施工放线，蓄水层边坡坡顶线、生物滞留设施表

面范围线及进水口、预处理设施、溢流排水口等均应放线确定位置。 
6.2.5 工程材料应在施工现场摆放整齐，人工土壤介质、排水层材

料及场地内其他材料之间不得掺混，并应做好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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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基坑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开挖前应核准基坑底标高、溢流排水口底标高及邻近

雨水口、雨水检查井底标高； 
2 基坑底部应平整、无积水，基坑底部、边坡坡面应无石头

砖块、树根、杂草、淤泥等杂物，基坑底部、边坡及锚固槽之间应

过渡平缓； 
6.2.7 溢流排水口采用盖篦雨水口时，应在基坑施工完成后安装。 
6.2.8 隔离层与防渗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工布应铺设平顺，无破损、无褶皱、无跳针、无漏接现

象，不得有石块、土块、水和过多的灰尘进入土工布； 
2 土工膜施工应预留其热胀冷缩、土壤介质回填及进水运行

后承载产生的拉伸预留尺寸冗余量； 
3 PE 膜、HDPE 膜拼接应采用热熔焊法，PVC 膜拼接可采

用热熔焊法或胶粘法； 
4 土工布、土工膜拼接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合成

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290 的有关规定。 
6.2.9 过渡层与排水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填排水层材料前，应清除基坑内全部杂物，并应按照设

计要求厚度进行回填； 
2 排水层材料回填约 50mm~100mm 厚度时，应定位、整平

找坡并安装开缝（孔）排水管和检查竖管；排水管缝（孔）的朝向

有特殊要求时应调整到位，回填上层材料时不得造成排水管移动。 
6.2.10 土壤介质应根据设计厚度按 150mm~200mm/次分层回填，

每次回填后应人工压实均匀，不得采用机械夯实或碾压。 
6.2.11 生物滞留设施表层铺设地被植物时，自带泥土不得影响土

壤介质的入渗能力；蓄水层边坡施工与外围植物种植不得将杂土带

入生物滞留设施表面。 
6.2.12 施工场地水土流失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开挖完成后，预留进水口处应设置临时挡水坝或挡水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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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蓄水层边坡应在护坡施工前按设计要求压实，绿化灌溉不

得造成边坡冲蚀； 
3 施工场地下游雨水口应设置挡土袋。 

6.3 验收 

6.3.1 验收前应准备下列资料： 
1 设计文件、设计变更文件和竣工图纸； 
2 材料供应商的材料质量合格证书及专业机构的检验合格

报告； 
3 施工、监理等单位的相关资料和记录； 
4 预制构件质量合格证书； 
5 基坑开挖、溢流排水口安装、隔离层与防渗层施工、排水

层材料回填、开缝（孔）排水管与检查竖管安装、过渡层材料回填、

土壤介质回填等隐蔽工程验收合格文件； 
6 土工膜拼接与连接自检记录。 

6.3.2  生物滞留设施施工质量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其中隐蔽工

程应做好施工过程影像资料，并应提供现场监理签字确认单： 
1 进水口尺寸、标高、收水情况； 
2 预处理设施尺寸与标高； 
3 溢流排水口尺寸与溢流面标高； 
4 表面积，蓄水层深度、超高及蓄水容积； 
5 边坡、边墙是否稳固； 
6 覆盖层铺设厚度； 
7 表层土壤介质不均匀沉降情况； 
8 植物种植密度与成活率、植物品种选择科学合理性； 
9 检查竖管安装情况，开缝（孔）排水管、溢流排水口连接

管出水排入下游情况； 
10 采用经检查竖管上口灌水并目视观测竖管中水位下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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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开缝（孔）排水管出水情况的方法验收检查竖管与开缝（孔）

排水管是否通畅； 
11 土壤介质层、过渡层、排水层厚度； 
12 土工膜拼接与连接情况。 

6.3.3 生物滞留设施验收记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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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与维护 

7.1 一般规定 

7.1.1  维护管理部门宜对设施的效果进行定期检查，确保设施的功

能得以正常发挥。 
7.1.2 应建立检查与维护数据台账，宜结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开展检查与维护信息化管理。 
7.1.3 冬季来临前应采取措施，避免含盐融雪剂进入生物滞留设施。 
7.1.4  生物滞留设施检查与维护记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D的规定。 

7.2 检查 

7.2.1 日常维护部门宜对生物滞留设施进行检查，包括日常巡视与

定期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常巡视应在中雨及以上级别降雨过程中或结束后进行，

暴雨及以上级别降雨结束后应进行日常巡视； 
2 定期检查应在每年雨季前期、后期进行至少 1 次，雨季期

间不应少于 2 次； 
3 降水量等级确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降水量等级》GB/T 

28592 的规定。 
7.2.2 日常巡视应包括下列对象和内容： 

1 进水口、溢流排水口； 
2 预处理设施； 
3 边坡和边墙； 
4 覆盖层与表层土壤介质； 
5 蓄水层深度； 



23 

6 检查竖管； 
7 植物生长状况等。 

7.2.3 定期检查应包括日常巡视的对象和内容，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雨后目视观测方法检查排空时间； 
2 宜采用降雨期间目视观测竖管中水位下降情况和开缝（孔）

排水管出水情况的方法检查开缝（孔）排水管是否堵塞； 
3 宜采用降雨期间目视观测方法检查开缝（孔）排水管出水

是否浑浊。 

7.3 维护 

7.3.1 生物滞留设施维护应包括下列对象和内容： 
1 开缝（孔）排水管疏通； 
2 表层蓄水空间恢复； 
3 覆盖层或表层土壤介质冲蚀检修； 
4 排空时间恢复； 
5 检查竖管检修； 
6 进水口、溢流排水口检修； 
7 边坡、边墙检修； 
8 预处理设施检修与清理； 
9 植物养护。 

7.3.2 生物滞留设施维护的标准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壤介质层塌陷或整体沉降超过 100mm，同时开缝（孔）

排水管堵塞或持续有泥砂排出时，应进行整体翻修； 
2 存在人为侵占表层蓄水空间现象时，应及时清理并恢复原样； 
3 覆盖层若发生冲蚀应恢复或更换更耐冲蚀材料，表层土壤

介质若发生冲蚀应补填同规格土壤介质； 
4 排空时间若超过设计排空时间，应换填表层 200mm~300mm

土壤介质，或根据堵塞情况对土壤介质进行整体换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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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竖管管帽损坏、丢失应及时补换，堵塞可采用推杆疏

通辅助射水疏通等方式疏通； 
6 进水口、溢流排水口若发生损坏、丢失，应修补、更换同

规格产品并采取防盗措施，出现堵塞时可采用推杆疏通、转杆疏通

等方式疏通； 
7 边坡、边墙出现冲蚀或塌陷时应进行翻修加固； 
8 预处理设施沉积物可采用人工方式清理，预处理设施出现

损坏时应进行修补或更换同规格产品； 
9 表层垃圾应采用人工方式清理； 
10 应依据植物生长状况采取灌溉、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养护

措施，植物病虫害防治应采取环境友好的生物防治措施。植物覆盖

度不足应补种，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5.8 节的规定； 
11  植被应按照生长需求和天气情况浇灌，冬季时应根据气温

设置防冻设施。并在填料床上适当覆盖或增设保温材料，减缓覆盖

层、过渡层、排水层、隔离层及防渗层的上冻速率； 
12  由于坡度导致调蓄空间调蓄能力不足时，应增设挡水堰或

抬高挡水堰、溢流口高程； 
13  当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 36h 时，应及时置换树皮

覆盖层或表层种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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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生物滞留设施路缘石开口进水口尺寸计算 

A.0.1 位于道路纵向坡上的路缘石开口（图 A.0.1）宽度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L =0.6Q0.42SL
0.3 � 1

nSe
�

0.6
         （A.0.1-1） 

         Se=SX+Sw
QW
Q

              （A.0.1-2） 

式中：L——路缘石开口宽度（m）； 
Q——设计流量（m3/s）； 
SL——道路边沟纵向坡度； 
n——路面粗糙系数，可取 0.016； 
Se——等效横向坡度； 
Sx——道路横向坡度； 
Sw——边沟横向坡度； 
Qw——边沟宽度范围内纵向流量（m3/s），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的有关规定计算。 

 
图 A.0.1 坡上路缘石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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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位于道路纵向低点处的路缘石开口（图 A.0.2）宽度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Qy= 2
3

m�2gWeHw
1.5             （A.0.2-1）

         （A.0.2-2） 

             Qo                                （A.0.2-3） 

               （A.0.2-4） 

min �Qy,Qo�≥Q                （A.0.2-5） 

式中：Qy——堰流流量（m3/s）； 
m——流量系数，可取 0.6； 
g——重力加速度（m/s2），可取 9.81； 
We——有效堰宽（m）； 
Hw——堰上水头（m）；+ 
C——堵塞系数，可取 0.1； 
L——路缘石开口宽度（m）； 
k——进水口处局部变坡宽度系数，可取 1.8~2； 
WP——进水口处局部变坡宽度，可取 0.15m~0.3m； 
W——边沟宽度（m），可取 0.5m~0.6m； 
Qo——孔流流量（m3/s）； 
Ae——有效过流面积（m2）； 
Ho——孔流水位高度（m）； 
H——路缘石开口高度（m）； 
Q——设计流量（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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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2 低点路缘石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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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吉林省部分城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与设计降雨量图 

B.0.1  长春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见图 B.0.1。 
 
 
 
 
 
 
 
 
 
 
 

 

 

 

图 B.0.1  长春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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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延吉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见图 B.0.2。 
 
 
 
 
 
 
 
 
 
 
 
 

 

图 B.0.2  延吉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B.0.3  临江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见图 B.0.3。 

 
图 B.0.3  临江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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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松原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见图 B.0.4。 

 
图 B.0.4  松原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B.0.5  四平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见图 B.0.5。 

 
图 B.0.5  四平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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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白城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见图 B.0.6。 

 
图 B.0.6  白城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B.0.7  白山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见图 B.0.7。 

 
图 B.0.7  白山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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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生物滞留设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表 C 生物滞留设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生物滞留设施位置/编号：                                                              

记录人：                 ；日期： 

验收子项 验收内容与标准 验收方法 

验收结果

（验收内

容全合格

为合格） 

① 

汇水面验收 

□服务汇水范围明确、径流组织路径清晰

顺畅，汇水面积与设计偏差不超过±10% 

现场检查，

根据进水

口位置、汇

水面竖向

综合判断 

□合格   

□不合格 

② 

设施

验收 

进 

水 

口 

□进水口与汇水面径流组织路径衔接顺

畅； 

□离线式生物滞留设施进水口处按设计要

求设置超越排放路径且与下游衔接顺畅； 

□路缘石开口集中进水口局部下凹并在低

点设置，收水效果好； 

□进水口尺寸与设计文件相符 

现场检查 
□合格   

□不合格 

溢 

流 

排 

水 

口 

□溢流面标高与设计相符； 

□溢流排水口尺寸与设计文件相符，在线

式生物滞留设施按设计文件设置溢流行泄

通道； 

□溢流排水口连接管出水排入邻近雨水

口、雨水检查井、受纳水体或蓄水设施 

现场检查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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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验收子项 验收内容与标准 验收方法 

验收结果

（验收内

容全合格

为合格） 

② 

设施

验收 

预处

理 

□预处理设施尺寸、安装标高与设计文件

相符 
现场检查 

□合格   

□不合格 

蓄水

层 

□生物滞留设施表面积与设计文件相符； 

□蓄水层深度、超高与设计文件相符； 

□蓄水容积与设计文件相符； 

□边坡、边墙无冲蚀、塌陷 

现场检查 
□合格   

□不合格 

覆盖

层 
□覆盖层铺设厚度与设计文件相符 现场检查 

□合格   

□不合格 

土壤

介质

表层

植物 

□表层无明显不均匀沉降现象 

□种植种植密度与成活率达到设计文件要

求 

现场检查 
□合格   

□不合格 

排水

层 

□检查竖管管顶标高不低于溢流面标高； 

□检查竖管管帽完好； 

□检查竖管通畅； 

□开缝（孔）排水管出水排入溢流排水口

或邻近雨水口、雨水检查井、受纳水体、

蓄水设施； 

□开缝（孔）排水管通畅 

现场检查，

灌水观测 

□合格   

□不合格 

隐蔽

工程

验收 

□基坑开挖验收合格； 

□溢流排水口安装验收合格； 

□隔离层与防渗层施工验收合格； 

□过渡层与排水层施工、排水管安装验收

合格； 

□土壤介质层施工验收合格 

验收文件

查阅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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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生物滞留设施检查与维护记录表 

表 D 生物滞留设施检查与维护记录表 

生物滞留设施位置/编号：                       ；降雨量：       mm； 

降雨历时：     h；降雨量等级：      ；记录人：         ；日期：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

方法 
维护标准 维护记录 

1 

表层土壤介质局部

塌陷或整体沉降深

度约      mm，且

开缝（孔）排水管

堵塞，或持续有泥

砂排出                  

是    否     

目视

观测 
＞100mm 

整体翻修                  

是    否     

降雨

期间

目视

观测 

是 

2 

表层蓄水空间存在

人为侵占现象  

是   否     

目视

观测 
是 

清理并恢复原样            

是    否     

3 
覆盖层冲蚀                

是    否    

目视

观测 
是 

恢复或更换更耐冲蚀

材料    是    否     

4 
表层土壤介质冲蚀          

是    否    

目视

观测 
是 

补填同规格土壤介质        

是    否     

5 
排空时间                  

约      h 

雨后

目视

观测 

＞设计排空

时间 

换填表层

200mm~300mm 土壤介

质         

是    否     

整体换填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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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维护标准 维护记录 

6 

检查竖管管帽损

坏、丢失     

是    否     

目视观测 是 
补换                      

是    否     

检查竖管堵塞              

是    否     

降雨期间

目视观测 
是 

推杆疏通辅助射水疏

通等方式疏通         

是    否     

7 

进水口、溢流排水

口损坏、丢失  

是   否     

目视观测 是 

修补、更换同规格产品

并采取必要的防盗措

施  

是    否     

进水口、溢流排水

口堵塞     

是    否     

目视观测 是 

推杆疏通、转杆疏通等

方式疏通           

是    否     

8 

边坡、边墙冲蚀、

塌陷       

是    否     

目视观测 是 
翻修加固                   

是    否     

9 

预处理设施沉淀高

度不足     

是    否     

目视观测 是 
人工清理                   

是    否     

预处理设施损坏            

是    否     
目视观测 是 

修补或更换同规格产

品       是    否     

10 

表层垃圾杂物堆积

严重       

是    否     

目视观测 是 
人工清理                   

是    否     

11 
植被覆盖度                

约     % 
目视观测 

＜设计值

的 80% 

补种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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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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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 
2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3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 
4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 
5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 
6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55014 
7《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8《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290 
9《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 51403 
10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11 《降水量等级》GB/T 28592 
12 《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和应用技术水规程》GB/T 31755 
13《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 
14《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 
15《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技术规程》DB22/T 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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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雨水生物滞留设施技术标准》DB ****－202X 经吉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X 年 XX 月 XX 日以第

XX 号通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围绕吉林省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雨水

生物滞留设施的规范建设和管理而编制，结合北方寒冷城市特点从

设计、施工和验收、检查和维护全生命周期做出了规定。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验收、运维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

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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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源头减排设施是海绵城市建设、城市雨水系统工程技术体系

的重要构成，雨水生物滞留设施是源头减排设施中最典型、应用最

普遍的设施。 
1.0.2  生物滞留设施作为源头减排设施的代表需在标准化、产业化

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做到经济合理的同时提高生物滞留设施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理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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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本标准所指生物滞留设施特指控制径流雨水的设施，为简化

表述，不再赘述为“雨水生物滞留设施”。 
生物滞留设施因应用场所与设计形态的不同也称为生物滞留

带（池）、雨水花园、高位花坛（或种植池）、生态树池，仅是称

谓不同，功能结构均可参照本标准设计。 
本标准所指生物滞留设施不包括未经过特殊设计、无自然或人

工强化的渗滤功能的下沉（凹）式绿地。 
2.0.2 排空时间直接反映土壤介质表层的淤堵情况，在实际降雨过程

中对设施排空时间进行观测，可有效掌握生物滞留设施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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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源头减排设施可控制高频率的中小降雨事件产生的雨水径

流，可有效削减径流污染与合流制溢流，因此，应因地制宜的建设

生物滞留设施等绿色基础设施，并结合调蓄池等灰色设施，灰绿结

合，实现规划管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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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 分类与典型构造 

4.1.2 部分入渗型、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与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设置底部防渗层，侧面可根据需要采用土工膜、

透水土工布等作为隔离层。部分入渗型与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之

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设置排水层。 

4.2 布置与选型 

4.2.1 生物滞留设施的主要形式中，生物滞留带、生物滞留池、生

态树池常设置于道路、停车场、广场内或周边，雨水花园、高位花

坛多设置于建筑周边。 
4.2.3 由于生物滞留设施位于地势较低处，相对离线式、在线式生

物滞留设施在暴雨时更容易出现冲蚀和局部积水问题，应加强消能

防冲蚀措施，并设置必要的溢流行泄设施。 
4.2.4 为防止地下水污染，当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距离设施结构底

部小于 1m 时，应选择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道路分隔带绿带内的生物滞留设施，由于道路径流污染往往较

严重，且雨水入渗对道路基础存在安全隐患，故从防止地下水污染

和保护道路结构安全角度，应选用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即侧面和

底部均设置防渗层。经论证雨水入渗对道路基础和地下水无影响时，

也可选用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仅在侧面防渗，底部不防渗但

设置排水层。此外，在湿陷性黄土、弹性土等特殊土壤地质条件下，

雨水入渗对周边道路、建（构）筑物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时，也应选

用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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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应选用防渗型生物滞留设施时，严禁选用部分入渗型和全入

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对于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为提高雨水入渗

效率，应及时排空土壤介质中的重力水，恢复入渗、滞蓄能力以应

对下一场降雨，因此，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底部以下原有土层的土壤

入渗能力应满足一定要求，美国国家环保局（EPA）、新泽西州、

明尼苏达州、得克萨斯州等地区均规定原有土层的稳定入渗率不应

小于 0.5inch/h，约 12.5mm/h。此外，为达到设计排空时间要求，

选用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时，原有土层的稳定入渗率还不应小于

设计排空时间对应的稳定入渗率，否则也应选用部分入渗型生物滞

留设施。按设计排空时间为 12h~48h，蓄水层深度为 200mm~300mm
计算，稳定入渗率约为 4.2mm/h~25mm/h，即选用全入渗型生物滞

留设施时，原有土层的稳定入渗率不小于 12.5mm/h~25mm/h，否

则应选用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对于不具备实地勘测条件，无法判断原有土层的稳定入渗率，

或实测稳定入渗率不足时，宜选用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为最大程度提高雨水入渗量，可在开缝（孔）排水管出口设置

阀门，运行初期可关闭阀门，运行过程中发现排空时间不足时打开

阀门，实现部分入渗和入渗功能的切换。 
4.2.6  对于防渗型与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及溢流排水口为盖

篦雨水口的生物滞留设施，设置开缝（孔）排水管或溢流排水口连

接管，为保证排水管、连接管出水接出，要求邻近雨水口、雨水检

查井、受纳水体、蓄水设施的底高程或常水位高程低于开缝（孔）

排水管、溢流排水口连接管的底高程。 

4.3 设计标准与规模计算 

4.3.1 生物滞留设施服务的汇水面和汇水面积不包含生物滞留设

施自身范围和面积。 
4.3.2 生物滞留设计排空时间的确定需综合公共环境卫生、水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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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控制效果等因素确定。从水量控制效果与公共环境卫生方面考

虑，为防止蚊蝇滋生，提高水量控制能力，排空时间应短一些，如

美国丹佛市规定排空时间为 12h，超过 12h 应进行维护，华盛顿州

普吉特湾地区要求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排空时间为 24h，人口密

度低的区域排空时间为 48h。而从水质控制效果角度，排空时间应

长一些，如美国多年的研究表明，不同径流污染物控制所需土壤入

渗率见表 1。总结美国不同地区、城市或部门规定的生物滞留设施

设计排空时间见表 2。综上，本标准综合公共环境卫生等因素，规

定居住社区等人员活动密集场地设计排空时间应为 12h~24h，其他

场地可取 24h~48h。 

表 1 径流污染控制所需土壤入流率 

污染物指标 土壤入渗率（mm/h） 

TSS ＜150 

大肠杆菌 25~50 

重金属和碳氢化合物 ＜150 

TP 25~100 

TN 25~50 

热污染 25~50 

表 2 美国生物滞留设施设计排空时间 

地区/城市/部门 设计排空时间（h） 

艾奥瓦州 4~12 

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 12 

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 12~48 
密歇根州、佛罗里达州、缅因州、华盛

顿州普吉特海湾 
24~48 

明尼苏达州、纽约州、洛杉矶、加利福

尼亚州圣马科斯市、EPA 
＜48 

南加利福尼亚州 24~72 

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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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式（4.3.3）根据下列公式导出： 

              （1） 

                 （2） 

            （3） 

                （4） 

               （5） 
 
式中：Lo——汇水面年均径流污染物总量（t）； 

EMC——汇水面径流雨水 SS 平均浓度（mg/L）； 
Vy——汇水面年均径流体积（m3）； 
Dy——年均降雨总量（mm）； 
L’o——生物滞留设施年径流污染物去除量（t）； 
ω——生物滞留设施出水 SS 平均浓度去除率（%）； 
Vyc——生物滞留设施年均控制径流体积（m3）； 
α——生物滞留设施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β——设计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 

EMC 为事件平均浓度，屋面、道路等不同汇水面径流雨水中

SS 的 EMC 值在没有实测数据情况下，可参考本地区相同下垫面或

用地性质下的数据。 
防渗型、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底部出水 SS 平均浓度去除

率与来水水质、土壤介质类型、土壤密实程度、土壤颗粒的均匀程

度等相关，各地可参照相关研究成果选取。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

无法获得底部出水水质数据，SS 平均浓度去除率根据土壤介质类

型、厚度等参照防渗型与部分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取值。 
4.3.4 现行国家标准《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规

定生物滞留设施表面积计算公式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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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m——土壤介质稳定入渗率； 
t——入渗时间，可采用降雨历时； 
dbc——种植层（即土壤介质层）和砾石层（排水层）总厚度； 
nr——种植层和砾石层平均孔隙率，nz为植物横截面积占比。 

因土壤介质与排水层孔隙滞蓄水量实际为表层入渗的雨水量，

故上式有重复计算问题。从实际物理过程和保守计算角度，本标准

不计算孔隙蓄水量，植物影响差异较大，也不予考虑。 
美国部分州表面积计算公式为： 

       （7） 

式中：kd——土壤饱和水力传导率； 
TD——结构层完全排空时间 48h~72h。 

式（7）是根据达西渗流基本公式得来，与式（6）有本质不同，

但并不矛盾，由于计算结果较小，本标准不予采用。 
根据长春、白城、北京的 30 余年雨季场次降雨数据的统计分

析结果，各城市场次降雨历时的平均值约为 15h，本标准建议取 12h。 
位于道路绿化带中的生物滞留设施，从投资和乔木常规种植

等角度，不应通长设置为生物滞留设施，应采用分段设置的方式。

受道路或场地坡度影响生物滞留设施表面不能呈水平面时，应保证

表面具有一定的蓄水深度，无蓄水深度的部分不计入表面积，应将

溢流面与表面之间的平均高度（最大高度与最小高度的算术平均值）

及平均蓄水深度（dp）带入公式计算，且计算得到的表面积应为水

平投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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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细部设计 

5.1 进水口 

5.1.4 受融雪剂侵害时，可采用维护管理及预处理设施措施等手段，

尽可能的减小或避免融雪剂对雨水生物滞留设施内植物的影响。如

在冬季降雪前，在进水口位置增加挡板等设施，避免融雪剂进入到

生物滞留设施内。 

5.2 预处理 

5.2.1 相对屋面径流，道路、停车场、广场等径流雨水中的泥沙含

量较大，进水口处需要设置沉淀设施。 

5.3 蓄水层 

5.3.1 根据蓄水层深度与超高，生物滞留设施表层总深度为

250mm~400mm。从行人安全角度，蓄水层深度不应过大，加大蓄

水层深度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人员损伤。 
5.3.2 边坡在施工过程中或养护期间易发生水土流失，导致表层土

壤介质堵塞或表层蓄水空间减小，因此，坡度较陡时应进行护坡。

边坡较陡或特殊土壤条件的场地，可采用石笼、浆砌石或混凝土挡

土墙等护坡挡土。 

5.4 覆盖层与土壤介质层 

5.4.2 土壤介质层厚度不宜太厚，不便于维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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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生物滞留设施运行过程中，表层土壤介质会不断堵塞，入渗

性能随之动态衰减，因此，设施建设采用的土壤介质，其实际稳定

入渗率应大于设计排空时间对应的稳定入渗率，设施运行若干年后，

当入渗能力衰减至实际排空时间达到设计排空时间时，土壤介质应

进行部分或全部换填。 
按设计排空时间为 12h~48h，蓄水层深度为 200mm~300mm 计

算，土壤介质的稳定入渗率约为 4.2mm/h~25mm/h，而按照美国、

澳大利亚等不同地区的规定，土壤介质的实际稳定入渗率或饱和水

力传导率均大于该设计值。如，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规定土壤介质的饱

和水力传导率为 50mm/h~150mm/h，华盛顿州为 25mm/h~300mm/h，
澳大利亚为 36mm/h~180mm/h，以上正是基于生物滞留设施实际运

行特点，从设施性能维持、环境卫生等因素角度做出的规定。因此

本标准规定土壤介质的稳定入渗率测试值宜为稳定入渗率的 3 倍~
6 倍，即 12.5mm/h~150mm/h（3.5×10-6m/s~4.2×10-5m/s）。 

对于天然土壤介质，应采用试坑渗透试验法测试稳定入渗率，

对于人工土壤介质，可在实验室采用常水位或变水头法测试饱和水

力传导率（也称饱和渗透系数），以上测试方法均可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稳定入渗率与饱和水力传

导率在数值上接近。 
土壤介质障碍因子包括水分障碍、潜在毒害、盐害等。 
选用天然土壤介质时，土壤质地应为壤土或砂质壤土，且入渗

能力、肥力等指标宜满足本标准要求。 
人工土壤介质也可由其他介质构成，应按照易获取、低成本的

原则，在满足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水质净化效果

的土壤介质均可采用。有机基质（也称有机改良剂）还包括椰糠、

草炭土、生物质炭等，骨料（也称无机改良剂）还包括给水厂污泥、

粉煤灰、蛭石、麦饭石、珍珠岩、高炉渣等。 
土壤介质有机质含量不宜太高，否则会造成淋失导致出水有机

污染物含量过高，有效磷的含量也不能太高，否则会影响土壤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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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底的磷吸附容量，造成磷过早饱和释放。 

5.5 过渡层与排水层 

5.5.1 美国丹佛的应用经验表明，透水无纺土工布不宜作为过渡层，

容易堵塞。美国丹佛、华盛顿州均提出可取消过渡层，只要排水层

骨料颗粒级配合适，能确保上层土壤介质不会进入排水层即可，吉

林省长春市某小区也采用了取消过渡层的做法，效果较好。 
5.5.4 美国丹佛、华盛顿州及我国长春市均采用排水管开缝的方式，

缝宽不大于 1mm，且排水层材料颗粒级配合适，取消了土工布包

裹，施工方便并节省了成本。 

5.6 隔离层与防渗层 

5.6.1 隔离层的作用为防止周边杂土进入生物滞留设施土壤介质

层和排水层，防止降低土壤介质渗透性能或堵塞排水层。对于侧面

隔离层，杂土不会进入土壤介质时，可仅在排水层一侧设置侧面隔

离层，无需在侧面满设隔离层。全入渗型生物滞留设施采用天然土

壤介质时，无需在侧面铺设透水无纺土工布作为隔离层。 
侧面隔离层可采用透水无纺土工布，也可利用挡土墙、土工膜

等防渗层作为隔离层。 
5.6.2 高位花坛可直接利用边墙或硬质基础进行防渗。 

5.7 溢流排水口 

5.7.2 溢流排水口为盖篦雨水口时水力计算涉及堰流和孔流，由于

两者的边界难以区分，故分别进行堰流和孔流计算，取计算尺寸较

大者作为设计尺寸。 
对于上口为矩形的溢流排水口，过水周长指溢流时过水边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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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一般 4 个边过水，当某个边紧靠边坡或边墙时，只有 3 个边

过水，如本标准图 4.1.2 所示溢流排水口。 
溢流排水口为梯形或异形堰时可按本标准公式进行保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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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及验收 

6.2 施工 

6.2.3  生物滞留设施依赖汇水面径流组织实现雨水收集、处置和排

放，因此汇水面高程控制需要精细化，施工时应增设、适当加密高

程控制桩位，确保收水、排放路径衔接顺畅。 
6.2.7 溢流排水口采用盖篦雨水口时，其内底高程往往低于排水层

底高程，因此应与基坑开挖同时进行，确保开缝（孔）排水管与溢

流排水口连接。 
6.2.8 应合理选择防渗膜尺寸，尽量减少拼接。 
6.2.12  为保证护坡稳固，护坡施工前应对边坡坡面进行适当压实；

边坡植物栽植后需进行灌溉，灌溉过程需避免边坡冲蚀。 

6.3 验收 

6.3.2 生物滞留设施验收应做好汇水面工程交叉验收，防止交叉施

工脱节影响设施收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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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与维护 

7.2 检查 

7.2.1 生物滞留设施主要用于控制中小降雨，故往往在中雨条件下

即可有效观测其收水、蓄水、溢流运行效果，故提出应在中雨及以

上级别降雨过程中及结束后进行检查。暴雨结束后，在线式生物滞

留设施会经受较高强度径流的冲击，容易造成冲蚀损坏，故暴雨结

束后应进行检查。 
7.2.3 相对日常巡视，定期检查主要针对经一段时期的运行后才会

逐渐暴露出的问题，如表层土壤介质堵塞带来的排空时间延长，过

渡层或排水层材料颗粒级配不合格带来的土壤介质流失，进而造成

的结构塌陷等问题。 

7.3 维护 

7.3.1 土壤介质层塌陷且伴随开缝（孔）排水管堵塞或有泥砂排出，

往往是过渡层或排水层材料颗粒级配不合格引起的，如出现该类问

题，需进行整体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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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生物滞留设施路缘石开口进水口尺寸计算 

A.0.2 当采用图 1（实景图见图 2）所示路缘石开口形式时，可直

接采用堰流计算公式计算。 
路缘石开口水力计算涉及堰流和孔流，由于两者的边界难以区

分，故分别进行堰流和孔流计算，取计算开口宽度较大者作为设计

开口宽度。 
 
 
 
 
 
 
 
 
 

   图 1 路缘石开口                

 

 

 

 

 

 

 

 

 

 

  图 2 路缘石开口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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