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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同时负责图集的宣传贯彻、监督实施等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沈阳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沈阳市海

绵城市建设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马栋才、王麒、王晨、王子宣、王宇阳、王景鹏、王磊、

王世笑、王皓楠、王啸、王少营、兰宪钢、冯爽、刘思思、刘晓璠、孙坦、孙宏亮、孙韵、乔梦曦、陈

晓春、陈建宇、李莉芙、李俊强、何奇庚、吴波、宋杨、张宁、张轶菲、张卉蕾、张芮瑶、张舒、张凯、

张会权、周冰、郭卉、赵一聪、赵丰昌、姜月、胡筱、徐靖文、贾宝真、徐征宇、高菲、原沙沙、殷殷、

黄爽、康殿旭、彭帅、彭云飞、曾雪彤、董强、路政、路璐、缪成群。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本文件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38号）；联系电话：

024-22565328。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37号）；

联系电话：024-8105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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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设计通用图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绵城市设计通用图集的总体说明、建筑与小区、市政道路、城市绿地与广场、海绵

通用设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城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与小区、市政道路、城市绿地与广场项目海绵城市相

关内容的设计及施工，县城、开发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563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GB 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1174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

GB 51222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GB/T 51345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CJJ 83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J/T 135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2023年版）

CJJ/T 188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90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 300 植物园设计标准

JGJ 155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渗透、储存、蒸发(腾)等方式，场地

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外排)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百分比。

3.2

设计降雨量 design rainfall depth

为实现一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用于确定低影响开发设施设计规模的降雨

量控制值，一般通过当地多年日降雨资料统计数据获取，通常用日降雨量(mm)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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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种植屋顶 green roof

表面铺装一定厚度滞留介质，并种植植物，底部设有排水通道的构筑物屋面。

3.4

透水铺装 pervious pavement

由透水性的面层、具有一定蓄水空间的透水性垫层构成的能够透水、滞留和渗排雨水的铺装地面。

主要包括透水砖、透水沥青、透水混凝土、植草砖、透水路面等。

3.5

下沉式绿地 depressed greenbelt

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或道路，且可用于渗透、滞蓄和净化雨水径流的绿地。用于源头减排时，主要功

能为径流污染控制，兼有削减峰值流量的作用；用于排涝除险时，主要功能为削减峰值流量。

3.6

生物滞留设施 bio-retention

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蓄、渗滤、净化径流雨水的设施。

3.7

植草沟 grass swale

用来收集、输送、削减和净化雨水径流的表面覆盖植被的明渠。

3.8

雨水花园 rainwater garden

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土壤、植物和微生物系统而蓄渗、净化径流雨水的一种设施。

3.9

高位花坛 high flower bed

一种在建筑周围设置，作为雨水净化装置来接纳、净化屋面雨水的海绵设施。

3.10

生态树池 ecological trees pool

一种用于处理面源污染的海绵设施，实现了沉砂、净化、入渗、景观一体化。

3.11

旱溪 dry stream

一种人工仿造自然界中干涸的河床，通常以形态各异的卵石为基调，周围布置各种适合湿地生长的

植物。

3.12

蓄水模块 stormwater storage module

通常由高强度、耐腐蚀的材料制成，如聚丙烯（PP）或聚乙烯（PE），设计用于地下或地面安装，

以储存雨水或其他水源。

3.13

调蓄池 storage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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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雨水收集设施，可设置为开敞式或封闭式，通常由混凝土结构制成，用于储存雨水或其他水源。

4 总体说明

4.1 基本规定

4.1.1 海绵城市建设应通过综合措施，保护和利用城市自然山体、河湖湿地、耕地、林地、草地等生

态空间，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和缓释作用，提升城市蓄水、渗水和涵养水的能

力，实现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促进形成生态、安全、可持续的城市水循环系统。

4.1.2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应在准确把握海绵城市建设内涵的基础上，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目

标和实施路径，突出全域谋划，坚持系统施策、因地制宜和有序实施。

4.1.3 海绵城市建设应灵活运用“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措施组合，通过源头减排、过程

控制、系统治理，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融合，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1.4 海绵设施的规划设计应与项目总平面、竖向、园林、建筑、给排水、结构、道路、经济等相关

专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 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4.1.5 海绵设施构筑物的结构强度需满足相应设计安全等级要求。

4.1.6 海绵设施的选用应因地制宜，同时遵循便于管理维护的原则。

4.2 计算方法

4.2.1 一般计算方法：海绵设施规模应根据控制目标及设施在具体应用中发挥的主要功能，选择容积

法、流量法或水量平衡法等方法通过计算确定。按照径流总量、径流峰值与径流污染综合控制目标进行

设计的海绵设施，应综合运用以上方法进行计算，并选择其中较大的规模作为设计规模；有条件的可利

用模型模拟的方法确定设施规模。

4.2.2 容积法：海绵设施以径流总量和径流污染为控制目标进行设计时，绿地雨水设施具有的调蓄容

积一般应满足“单位面积控制容积”的指标要求。设计调蓄容积一般采用容积法进行计算，如式（1）

所示。其中沈阳市各区县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对应设计降雨量可参考《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附录 B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关系。

V=10HφF………………………………………………（1）

式中：V-设计调蓄容积，m
3
；

H-设计降雨量，mm，统计方法详见《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可参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进行计算；

F-汇水面积，hm
2
。

4.2.3 流量法：植草沟等转输设施，其设计目标通常为排除一定设计重现期下的雨水流量，可通过推

理公式来计算一定重现期下的雨水流量，如式（2）所示。其中 q 由沈阳市暴雨强度公式进行计算。城

市雨水管渠系统设计重现期的取值及雨水设计流量的计算等还应符合《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的有关规定。

Q=φqF…………………………………………………（2）

式中： Q-雨水设计流量，L/s；

q-设计暴雨强度，L/（s·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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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流量径流系数，可参考《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F-汇水面积，hm
2
。

4.2.4 水量平衡法：水量平衡法主要用于湿塘、雨水湿地等设施储存容积的计算。设施储存容积应首

先按照“容积法”进行计算，同时为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如保持设计常水位），再通过水量平衡法计算

设施每月雨水补水水量、外排水量、水量差、水位变化等相关参数，最后通过经济分析确定设施设计容

积的合理性并进行调整，水量平衡计算过程可参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

4.3 其他说明

4.3.1 本图集所注尺寸和标高，除注明外，尺寸均以 mm计，标高以 m计。

4.3.2 海绵城市相关设计应符合国家、辽宁省和沈阳市的现行有关标准、规范及相关规定。如本图集

内容不足时，可以选用其他现行标准设计图集或自行设计。

4.3.3 选用本图集时，所依据的规范、标准、技术法规等文件应按其最新版本执行。当依据的标准规

范进行修订或有新的标准规范出版实施时，本图集与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不符的内容，视为无效。工程技

术人员在参考使用本图集时，应注意加以区分，并对本图集相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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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与小区

5.1 设计要点

5.1.1 适用于沈阳市新建、改（扩）建民用建筑地块内低影响开发建设项目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

计、施工，工业建筑需结合自身工艺和需求参考设计。

5.1.2 建筑与小区绿地是城市源头雨水控制利用系统的重要载体之一。宜优先利用绿地内的生物滞留

设施、植草沟等小型、分散式的技术设施消纳自身径流雨水，同时利用景观水体、多功能调蓄池等大型

雨水调蓄设施统筹兼顾自身及周边区域径流雨水的控制。

5.1.3 新建小区居住绿地雨水控制利用系统设计应与居住区总体绿地布局同步进行，通过合理的场地

规划与雨水管渠规划，使建筑屋面、道路、广场径流雨水能够就近汇入相邻绿地中进行分散控制或集中

消纳。

5.1.4 已建小区宜结合小区有机更新、植物维护、景观提升等途径，逐步通过雨落管断接、地表径流

断接、管道截流等方式，将不透水面径流雨水就近引入绿地，实现绿地的雨水调蓄功能。

5.1.5 有景观水体的小区，景观水体宜具备雨水调蓄功能，景观水体的规模有条件的可根据降雨规律、

水面蒸发量、雨水回用量等，通过全年水量平衡分析确定。

5.1.6 小区停车场宜设计为生态停车场，通过设置下沉式的停车位分隔绿带等形式调蓄、净化停车场

径流雨水，停车场铺装宜具备透水功能。

5.1.7 建筑与小区类海绵项目海绵设施比选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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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术路线

说明：

1.推荐的技术路线应根据小区实际情况、问题及需求等条件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宜技术。

2.图中实线表示一般常用技术路线，虚线表示可选用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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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筑与小区海绵设施比选一览表

单项设施

功能 控制目标 处置方式 经济性 应用场景

雨水利

用

补充地下

水

削减峰值流

量

净化雨

水
转输

径流总

量
径流峰值 径流污染 分散

相对集

中
建造费用 维护费用 城市公园

透水砖铺装 ○ ● ◎ ◎ ○ ● ◎ ◎ √ 高 低 ●

半透式水泥混凝土

铺面
○ ○ ○ ◎ ○ ○ ○ ◎ √ 中 中 ○

全透式水泥混凝土

铺面
○ ◎ ◎ ◎ ○ ● ◎ ◎ √ 高 高 ●

绿色屋顶 ○ ○ ◎ ◎ ○ ● ◎ ◎ √ 高 低 ●

高位花坛 ○ ○ ◎ ◎ ○ ● ◎ ◎ √ 中 低 ●

雨水桶(罐) ● ○ ◎ ◎ ○ ● ◎ ◎ √ 中 中 ●

渗井、池 ○ ● ◎ ◎ ○ ● ◎ ◎ √ √ 低 低 ●

下沉式绿地 ○ ◎ ● ◎ ◎ ● ● ◎ √ 低 低 ●

植草沟 ○ ● ○ ◎ ● ● ○ ◎ √ 低 低 ●

生物滞留设施 ○ ● ◎ ● ◎ ● ◎ ● √ 中 低 ●

生态树池 ○ ◎ ● ◎ ◎ ● ● ◎ √ 中 低 ●

旱溪 ○ ◎ ● ○ ◎ ● ● ○ √ 中 低 ●

渗管、渠 ○ ◎ ○ ○ ● ◎ ○ ○ √ 中 中 ●

雨水塘 ● ◎ ◎ ◎ ○ ● ◎ ◎ √ 中 中 ◎

雨水调蓄池 ● ○ ◎ ◎ ○ ● ◎ ◎ √ 高 中 ●

弃流设施 ○ ○ ○ ● ○ ○ ○ ● √ 中 中 ●

拦污过滤设施 ○ ○ ○ ● ○ ○ ● √ 中 中 ○

预处理沉淀设施 ○ ○ ○ ● ○ ○ ● √ 中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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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强 ◎—较强 ○—弱或没有

说明：

1.建筑小区海绵设施比选一览表中基本囊括了建筑小区海绵设计中常用设施选型，如涉及其他未被列入海绵设施比选，可参考本图集中其他场景案例进行设施比选，如遇特殊设

施，需根据实际项目案例实践经验或试验数据进行比选。

2.考虑到行泄通道及行泄口设施相对特殊，主要目标解决内涝排水问题，故暂未列入比选表中。

3.“适应区域强、一般”主要考虑气温、降雨、气候条件等影响因子，供参考。具体设施设计选型应用需综合具体实际情况而定。表中“均适”表示所在行设施均适应性较强或一般，

“—”表示目前无试验参考依据，待后期推广成熟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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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政道路

6.1 设计要点

6.1.1 市政道路应以削减地表径流与控制面源污染为主，既有市政道路应结合道路改造工

程，解决内涝积水和径流污染问题。

6.1.2 道路设计应优化道路横坡坡向、路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等，便于

径流雨水汇入海绵设施。

6.1.3 市政道路红线内、外绿地空间应统筹规划，系统布置调蓄设施。路面雨水宜优先汇

入道路红线内绿化带，当红线内绿地空间不足时，将道路雨水引入红线外绿地内的海绵设施

中。

6.1.4 机动车道：采用传统路面结构。

6.1.5 非机动车道：采用传统路面结构，非机动车道与车行道共板时不宜采用透水铺装，

与人行道共板时可采用透水铺装，透水铺装设计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6.1.6 道路横坡坡向根据海绵设施的具体布置形式综合确定。车行道应根据道路宽度采用

单向坡或双向路拱横坡，坡向红线内的绿化带：多幅路应采用由道路中线向两侧的双向路拱

横坡，坡向红线内的绿化带：人行道应采用单向坡，坡向红线内的绿化带或红线外海绵设施。

6.1.7 绿化分隔带大于等于 2米道路，宜构建下沉绿地、生物滞留带等海绵设施，通过道

路缘石开口，确保道路雨水径流能够顺利流入绿化带，其尺寸和距离应根据汇水量计算确定，

入水口处应设置消能、沉淀等设施，雨水口宜设于绿化带内、兼作溢流井，下渗雨水和超量

径流通过溢流井流入市政雨水管渠系统。

6.1.8 道路绿化带内设置海绵设施时，如道路纵坡大于 1%，应设置挡水堰或台坎，以减缓

流速并增加雨水渗透量。

6.1.9 人行道：可采用透水铺装，透水铺装设计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人行道

树池宜采用生态树池。

6.1.10 市政道路濒临天然水系、公园、低洼区域时，宜增设地表行泄通道，路面径流宜通

过地表漫流或雨水管渠等就近排入调蓄空间。

6.1.11 规划作为超标雨水径流行泄通道的市政道路，其断面及竖向设计应满足相应的设计

要求，并与区域排水防涝系统相衔接。

6.1.12 市政道路、绿地内的海绵设施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道路路

面及路基的强度和稳定性造成破坏。

6.1.13 可能存在石化、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等污染的市政道路，不宜设置下渗型海绵设

施。

6.1.14 市政道路类海绵项目海绵设施比选详见表 2。



DB2101/T 0127—2025

20

6.2 技术路线

说明：

1.推荐的技术路线应根据市政道路断面形式及周边公共绿地情况、问题及需求等条件选择适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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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政道路海绵设施比选一览表

单项设施

功能 控制目标 处置方式 经济性 应用场景

雨水利

用

补充地下

水

削减峰值流

量

净化雨

水

转

输

径流总

量

径流峰

值

径流污

染

分

散

相对集

中

建造费

用

维护费

用
市政道路

透水砖铺装 ○ ● ◎ ◎ ○ ● ◎ ◎ √ 低 低 ◎

半透式水泥混凝土铺面 ○ ○ ○ ◎ ○ ○ ○ ◎ √ 中 中 ○
全透式水泥混凝土铺面 ○ ◎ ◎ ◎ ○ ● ◎ ◎ √ 高 高 ○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Ⅰ/Ⅱ
型 ○ ○ ○ ◎ ○ ○ ○ ◎ √ 中 中 ○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Ⅲ型 ○ ◎ ◎ ◎ ○ ● ◎ ◎ √ 高 高 ◎

下沉式绿地 ○ ◎ ● ◎ ◎ ● ● ◎ √ 低 低 ●
植草沟 ○ ● ○ ◎ ● ● ○ ◎ √ 低 低 ●

生物滞留设施 ○ ● ◎ ● ◎ ● ◎ ● √ 中 低 ●
生态树池 ○ ◎ ● ◎ ◎ ● ● ◎ √ 中 低 ●
旱溪 ○ ◎ ● ○ ◎ ● ● ○ √ 中 低 ◎

调蓄塘 ○ ○ ● ◎ ○ ○ ● ◎ √ 高 中 ◎

雨水调蓄设施 ● ○ ◎ ◎ ○ ● ◎ ◎ √ 高 中 ◎

拦污过滤设施 ○ ○ ○ ● ○ ○ ● √ 中 中 ●
预处理沉淀设施 ○ ○ ○ ● ○ ○ ● √ 中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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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强 ◎—较强 ○—弱或没有

说明：

1.市政道路海绵设施比选一览表中基本囊括了道路设计中常用设施选型，如涉及其他未被列入海绵设施比选，可参考本图集中其他场景案例进行设施比选，如遇特殊设施，需根

据实际项目案例实践经验或试验数据进行比选。

2.考虑到行泄通道及行泄口设施相对特殊，主要目标是解决内涝排水问题，故暂未列入比选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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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绿地与广场

7.1 设计要点

7.1.1 适用范围包括沈阳市新建、改建、扩建市政公用绿地及公园、广场低影响开发建设

项目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施工，郊区及远离城市规划区内郊野公园、湿地公园等仅

供参考。

7.1.2 公园绿地宜首先利用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小型、分散式的技术设施消纳自身径

流雨水，同时利用景观水体、多功能调蓄等大型雨水调蓄设施统筹兼顾自身及周边区域径流

雨水的控制。

7.1.3 有条件的城市带状公园，宜作为超标径流雨水的行泄通道，并与上下游超标雨水径

流排放系统及城市河道良好衔接。

7.1.4 已建城区中的湿地公园、有景观水体的公园宜改造为具有雨水调蓄与净化等功能的

多功能调蓄公园，其他公园绿地宜根据地势、空间布局等具体条件进行合理改造，与城市雨

水管渠系统、超标径流排放系统良好衔接，恢复其自然调蓄功能。

7.1.5 有景观水体的公园绿地应优先考虑利用雨水径流作为景观补水和绿化用水，并且应

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合理确定景观水体的规模。

7.1.6 城市道路防护绿地宜结合空间条件和区域排水防涝目标需求，设置各种雨水调蓄设

施，合理处理其与周围城市用地和道路的高程关系，以便于消纳城市用地和相邻道路的雨水

径流。

7.1.7 城市防护绿地应根据空间条件设置大型的雨水调蓄、下渗等设施，并利用地形设置

雨水传输设施，最大限度地消纳自身及相邻区域雨水径流。

7.1.8 城市防护绿地内的雨水控制利用设施规模满足消纳自身雨水径流外，还应根据空间

条件承担相邻区域的雨水径流，其规模的确定应基于相邻区域用地下垫面的性质、面积等条

件。

7.1.9 宜结合城市防护绿地的带状分布特征，将其作为超标径流雨水的行泄通道，并与上

下游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及城市河道合理衔接。

7.1.10 城市绿地与广场类海绵项目海绵设施比选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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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技术路线

说明：

1. 推荐的技术路线应根据公园、绿地、广场情况、问题及需求等条件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宜技术。

2. 图中实线表示一般常用技术路线，虚线表示可选用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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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公园、绿地、广场海绵设施比选一览表

单项设施

功能 控制目标 处置方式 经济性 应用场景

雨水

利用

补充地

下水

削减峰

值流量

净化

雨水
转输

径流

总量

径流

峰值

径流

污染
分散

相对

集中

建造

费用

维护

费用

城市

公园

城市

广场

城市绿

地

透水砖铺装 ○ ● ◎ ◎ ○ ● ◎ ◎ √ 低 低 ● ● ●

半透式水泥混凝土铺面 ○ ○ ○ ◎ ○ ○ ○ ◎ √ 中 中 ○ ○

全透式水泥混凝土铺面 ○ ◎ ◎ ◎ ○ ● ◎ ◎ √ 高 高 ● ● ●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Ⅰ/Ⅱ 型 ○ ○ ○ ◎ ○ ○ ○ ◎ √ 中 中

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Ⅲ型 ○ ◎ ◎ ◎ ○ ● ◎ ◎ √ 高 高 ◎

渗井、池 ○ ● ◎ ◎ ○ ● ◎ ◎ √ √ 低 低 ◎ ●

下沉式绿地 ○ ◎ ● ◎ ◎ ● ● ◎ √ 低 低 ● ● ●

植草沟 ○ ● ○ ◎ ● ● ○ ◎ √ 低 低 ● ● ●

生物滞留设施 ○ ● ◎ ● ◎ ● ◎ ● √ 中 低 ○ ● ◎

生态树池 ○ ◎ ● ◎ ◎ ● ● ◎ √ 中 低 ◎ ●

旱溪 ○ ◎ ● ○ ◎ ● ● ○ √ 中 低 ● ● ●

雨水塘 ● ◎ ◎ ◎ ○ ● ◎ ◎ √ 中 中 ● ◎ ●

调节塘 ○ ○ ● ◎ ○ ○ ● ◎ √ 高 中 ● ●

雨水调蓄池 ● ○ ◎ ◎ ○ ● ◎ ◎ √ 高 中 ●

CSO调蓄池 ○ ○ ◎ ● ○ ● ◎ ● √ 高 高 ●

雨水湿地 ● ○ ● ● ○ ● ● ● √ √ 高 中 ● ●

弃流设施 ○ ○ ○ ● ○ ○ ○ ● √ 中 中 ●

拦污过滤设施 ○ ○ ○ ● ○ ○ ● √ 中 中 ○ ○

预处理沉淀设施 ○ ○ ○ ● ○ ○ ● √ 中 中

注：●—强 ◎—较强 ○—弱或没有

说明：城市公园、绿地、广场海绵设施比选一览表中基本囊括了设计中常用设施选型，如涉及其他未被列入海绵设施比选，可参考本图集中相近的其他场景案例进行设施比选，

如遇特殊设施，需根据实际项目案例实践经验或试验进行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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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绵通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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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表 A-1 推荐植物选型表

序号 植物类型 植物品种选型

1

乔木

水曲柳 FraxinusmandshuricaRupr.

2 枫杨 PterocaryastenopteraC.DC.

3 水冬瓜赤杨 AlnussibiricaFisch.exTurcz.

4 大青杨 Populusussuriensis Kom.

5 绦柳 Salix matsudana f. pendulaSchneid.

6 旱柳 Salixmatsudana Koidz.

7 白桦 BetulaplatyphyllaSuk.

8 桑树 MorusalbaL.

9 梓树 CatalpaovataG.Don.

10 杜梨 PyrusbetulifoliaBunge

11 稠李 PrunuspadusL.

12 山桃稠李 PrunusmaackiiRupr.

13 山荆子 Malusbaccata（L.）Borkh.

14 桃叶卫矛 EuonymusbungeanusMaxim.

15
灌木

杞柳 Salixintegra

16 蒿柳 Salixviminalisvar.vim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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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推荐植物选型表

序号 植物类型 植物品种选型

17 大黄柳 Salixraddeana Lacksch.exNasarowinKom.

18 柽柳 TamarixchinensisLour.

19 柳叶绣线菊 SpiraeasalicifoliaL.

20 茶条槭 AcerginnalaMaxim

21 红瑞木 CornusalbaL.

22 郁李 PrunusjaponicaThunb.

23 溲疏 DeutziascabraThunb.

24 珍珠梅 Sorbariasorbifolia（L.）A.Br）

25 鸡树条荚蒾 Viburmumsargentiikoehne

26

宿根及多年生草本

荷花 NelumbonuciferaGaertn

27 睡莲 Nymphaeatetragona Georg.

28 荇菜 Nymphoidespeltatum（Gmel） O.Kuntze

29 芦苇 Phragmitesaustralis（Clav.）Trin

30 香蒲 TyphaorientalisPresl

31 千屈菜 LythrumsalicariaL.

32 鸢尾 IristectorumMaxim.

33 黄菖蒲 Irispseudacorus L.

34 水葱 ScirpustabernaemontaniGmel

35 红蓼 Polygonumorienta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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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推荐植物选型表

序号 植物类型 植物品种选型

36 狼尾草 Pennisetumalopecuroides（L.）Spr.

37 玉带草 Phalarisarundinaceavar.pictaL.

38 马蔺 IrislacteaPall.

39 崂峪苔草 Carexgiraldiana

40 花叶燕麦草 ArrhenatherumelatiuscvVariegatum

41 大花金鸡菊 CoreopsisgrandifloraHoggexSweet

42 大花萱草 HemerocallismiddendorfiiTrautv.etMey.

43 大滨菊 ChrysanthemummaximumR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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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表 B-1 沈阳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对应设计降雨量表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4 小时设计降雨量（mm）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4 小时设计降雨量（mm）

100 215.5 62 13.9

99 95.6 61 13.5

98 78.1 60 13.1

97 68 59 12.6

96 60.9 58 12.2

95 56 57 11.9

94 51.5 56 11.4

93 48 55 11.1

92 45 54 10.7

91 42.4 53 10.3

90 40.2 52 10

89 38.1 51 9.7

88 36.2 50 9.4

87 34.4 49 9.1

86 33 48 8.8

85 31.6 47 8.5

84 30.2 46 8.2

83 29 45 7.9

82 27.8 44 7.6

81 26.7 4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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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沈阳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对应设计降雨量表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4 小时设计降雨量（mm）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4 小时设计降雨量（mm）

80 25.7 42 7

79 24.8 41 6.8

78 23.9 40 6.5

77 23 39 6.3

76 22.3 38 6.1

75 21.4 37 5.9

74 20.7 36 5.2

73 20 35 4.9

72 19.3 34 4.6

71 18.7 33 4.3

70 18 32 4

69 17.4 31 3.7

68 16.9 30 3.4

67 16.3 29 3.1

66 15.8 28 2.8

65 15.3 27 2.5

64 14.8 26 2.2

63 14.4 2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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