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2022-2035年)》公示文件

一 、 规 划 编 制 范 围
《中山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2022-2035年）》包括市域和

中心城区两个规划空间层次。市域面积1781平方公里，市域规划重点

统筹全域海绵要素规划管控、生态空间格局构建及开发保护、流域

“涉水”系统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布局。中心城区面积368.6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规划重点是针对中山市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等

“涉水”问题提出解决路径、确定海绵城市近期建设的重点。

二 、 市 域 海 绵 生 态 空 间 格 局 构 建
自然生态空间格局的构建与管控主要目的是对城市原有的“海绵体”

进行有效的保护。规划首先摸底全市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

识别生态敏感因子，进行海绵生态敏感性分析，针对不同生态敏感区的特

点，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和指引。构建全市的自然生态空间格局，划定生

态保护区域，明确海绵适宜建设区域，结合中山市生态控制线划定情况，

制定相关建设引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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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分 区 管 控
海绵城市建设管控的目的主要是明确各级管控单元的海

绵城市管控指标目标，从而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

细规划等法定规划的编制实施，并为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提供

管控依据。本次规划将全市划分为五大联围作为一级流域分

区，在流域分区基础上细化39个二级排涝分区，在中心城区

范围内将管控单元划分至三级排水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指标，能够综合反映水系统问题，中

山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为70%，结合实际情况，继而对三

级管控单元分区进行目标分解，为更好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控

制指标，还对各镇街行政单元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进

行了目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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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海 绵 城 市 系 统 规 划 方 案
通过构建中山市“流域一城市一社区”三个层级海绵城市系统，层层衔接、环环相扣，全域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整

体性和系统性为核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统筹底线划定与管控、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推动生态空间治理、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建成粤港

澳大湾区绿色发展标杆城市、城市文明示范区、和谐善治幸福城。流域层级聚焦防洪排涝、环境保护、水生态、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突出短板，以建设集

水灾害防控、水资源调配、水生态保护功能一体化的中山水网为核心。城市建成区充分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构建城市大海绵系统。在社区和设施层

面，中山市以河湖湿地分流和调蓄操纵为重点、以源头下渗为保障、以管网未端速排为辅助，优化城市排涝体系，提升雨水渗蓄和净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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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级城市道路用地（1207）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新建类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改建（扩建）类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