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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给排水设施设计要素探讨
张景可∗

(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　 【目的】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传
统的以经济性、实用性为主导的给排水设施规划设计理念已不能满足当前发展需求,且其本身仍面临“邻避(NIMBY)”效应明

显、用地不足、落地难等困境。 因此,城市给排水设施设计和建设的创新势在必行,但目前仍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设计指导理

念。 【方法】　 受以人为本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影响,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高度集约且给排水设施高质量发展需求最为迫切的深

圳市作为研究对象,在有效保障给排水设施市政功能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详尽探究城市居民的需求和感知因素对

其设计和建设的影响内涵。 【结果】　 突破传统给排水设施的思维定式,系统性提出城市给排水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健康”
“生态景观”“品质空间”(可达性、公共参与感等)“韧性安全”“文化”(归属感)“经济”6 大设计建设核心要素,使给排水设施

具有创造多元价值的巨大潜力。 结合贯穿深圳市近年来给排水设施建设的前期规划、可研分析、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结构设

计、施工和后期运营维护的案例实践,文章归纳了实施路径。 【结论】　 研究旨在为未来城市给排水设施设计理念的修正提供

参考价值,并为实现城市给排水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以人为本　 给排水设施　 品质提升　 实施路径　 设计要素　 复合建设　 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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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Our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and
 

design
 

concept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which
 

is
 

dominated
 

by
 

economy
 

and
 

practicality,
 

can
 

no
 

longer
 

mee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Moreover,
 

it
 

still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such
 

as
 

the
 

" Not
 

in
 

My
 

Back
 

Yard ( NIMBY)"
 

effect,
 

insufficient
 

land
 

usage,
 

and
 

difficulty
 

in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innovation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is
 

imperative,
 

but
 

a
 

systematic
 

design
 

guidance
 

concept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Methods]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henzhen
 

City,
 

which
 

has
 

highly
 

intensiv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most
 

urgen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
 

the
 

basis
 

of
 

effectively
 

guaranteeing
 

the
 

municipal
 

function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the
 

main
 

position
 

of
 

people
 

is
 

highlighted,
 

and
 

the
 

impact
 

of
 

the
 

needs
 

and
 

perception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on
 

thei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s
 

thoroughly
 

explored. [Results]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patter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six
 

core
 

elements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s
 

the
 

" health"
 

" ecological
 

landscape"
  

" quality
 

space
 

(public
 

participation,
 

accessibility,
 

etc. )"
 

" resilient
 

security"
 

" cultur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 econom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are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which
 

can
 

endow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with
 

enormous
 

potential
 

to
 

create
 

diverse
 

values.
 

Based
 

on
 

the
 

case
 

studies
 

of
 

early
 

—781—



planning,
 

feasibility
 

analysis,
 

architectural
 

design,
 

landscape
 

design,
 

structural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lat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in
 

Shenzhen
 

Cit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revision
 

of
 

design
 

concepts
 

for
 

future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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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排水设施因生产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

大气、水、噪声等环境污染问题,使其成为了“邻避

(NIMBY)”设施[1]的主要成员。 且受改革开放后城

市用地快速扩展的影响,传统给排水设施的规划建

设多以实用性、经济性为导向,造成了选址孤立,功
能单一,造型死板,管理僵化等问题,难以真正融入

城市的发展。
2017 年,习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2] ,由此,给排水设施的高

质量发展也势在必行。 过去 40 年,深圳市给排水设

施建设逐渐由“补短板” 向“提品质” 转变。 但自

2012 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进入土地存量发展阶

段,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加剧[3] 。 由此,在用

地高度集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建设真

正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给排水设施成为了深圳市政

行业不断讨论和创新的焦点,这也是将深圳市作为

研究对象的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终极目标

导向下,融合城市市民的需求和感知因素,通过案例

走访和分析,归纳贯穿深圳市近年给排水设施全生

命周期建设的经验启示,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寻找适

用其高质量发展必备的“新动力”及实施路径。
1　 核心设计要素提取
　 　 以人为本,突出了人的主体性[4] ,以人为本的

城市设计从城市居民的需求出发,以实现城市人的

发展为最终目标,这一理论与近年国家提出的城市

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一致性。 给排水设施作为城市

公用设施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也应满足城

市居民多方位的需求。
1. 1　 以人为本的理论发展历程

　 　 在国内外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空间组织理论

主要经历了“经济秩序-(理性秩序) -实用秩序-人
本秩序”的演进历程[5] 。 先前大尺度与地标性的公

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人们日常

生活中依赖度最高的小微公共空间缺乏相应的重

视[6] 。 随着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结束,其人性化不

足、本土特色挖掘不充分、精细化程度低等困境不断

凸显[7] ,城市设计也由最初的关注“宏观”“经济”逐

渐向关注更丰富、更微观的人演变。
早在 20 世纪,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

奇[8]认为城市行为的唯一尺度是“感觉”,即更应该

关注居住者与游客对城市的感受和理解。 由王
[9]的研究可知,英国城市设计师戈登·卡伦也强

调人是所有场所尺度的出发点,应从行人角度去感

受城市空间。
在国内外人本城市研究的基础上,陈奕彤等[7]

修正经济决定论的城市发展理念,突出人的主体地

位,发现人的情感需求对城市文化、生态、经济、环境

等多维度发展都有良好的驱动作用(图 1)。
作为规划设计行业的标杆城市,深圳市自 2005

年进入“人本的城市设计”发展阶段,开始回归对人

与城市生活本身的关注[10] 。 由此,要更好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
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11] 。
1. 2　 核心要素解析

　 　 1954 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

斯洛[12]提出了著名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的

需求分为 5 个层次,如表 1 所示,这是公认的对人的

需求较为完整的概括。 以人为本城市应以把满足市

民的这 5 个层次的需求作为发展目标。
2014 年—2018 年,欧洲人本城市联盟对接近

90 个城市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城市空间重塑设计活

动,总结出 13 个普遍性的价值标准:同理心、幸福、
可持续性、亲密、欢乐、流动性、可达性、想象力、休
闲、美学、感性、团结和尊重[13] ,这些都是侧重于人

的感受。
研究城市的人,不仅包括研究人的生理、心理需

求和行为习惯,还包括了研究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

—881—

张景可.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给排水设施设计要素探讨

　
Vol. 44,No. 5,2025



　 　 　

图 1　 人的情感介入前后城市规划发展驱动机制对比[7]

Fig. 1　 Comparison
 

of
 

Driving
 

Mechanism
 

for
 

Urban
 

Planning
 

Development
 

before
 

and
 

after
 

Human
 

Emotions
  

Involved[7]

表 1　 马斯洛对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解析[12]

Tab. 1　 Analysis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for
 

Human
 

Beings[12]

级别 名称 内容

一 生理需求 生存、生命、水、食物、新陈代谢、睡眠、呼
吸等

二 安全需求 工作稳定、身体安全、财富、资源、不焦

虑、不受威胁等

三 社交(社会)需求 朋友、家庭、团体等

四 尊重需求 自信、独立、被社会(他人) 尊重、地位、
尊重他人等

五 自我实现需求 理想、自我价值实现、潜能激发等

文化等[14] 。 在国内,社会追求的人本最高目标是居

民生活质量,城市应给居民提供最基本的
 

“安全”
“健康”与“收入”空间,同时兼顾环境生态、文化生

态的可持续原则等[15] 。 而宋晗等[16] 的研究表明,
人对城市空间环境的需求主要聚焦在公共空间、慢
行交通(可达性)、生态景观、人文 4 个方面。

综上,结合人的多层次、多维度需求,可以归纳

总结为:“健康” “生态景观” “品质空间” (可达性、
公共参与感等) “韧性安全” “文化” (归属感) “经

济”6 大要素构成了以人为本、城市高质量建设的核

心内容,详细解析如表 2 所示。
1. 3　 传统给排水设施“NIMBY”效应解析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传统给排水设施“NIMBY”
效应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城市功能和在生产运营过程

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加之受限于当时工艺智慧

化程度和技术条件,给城市市民的身体健康 ( 安

　 　 　 表 2　 六大核心设计要素解析
Tab. 2　 Analysis

 

of
 

the
 

Six
 

Core
 

Design
 

Contents

核心内容 解析

健康 健康的水源、空气,不受污染的环境、医疗卫生等

生态景观 绿色基底、植被、适宜的风景、悦目的建筑设计、可观赏

性等

品质空间 生活、交流、公共活动、可达性、慢行交通、参与感、休闲

娱乐等

韧性安全 充足的水源、能源,抗冲击力,不受洪水、台风、地震、地
灾、火灾、瘟疫等的威胁

文化 归属感、区域特色、特征符号、教育、文字、价值导向等

经济 产业,生产,集约节约、使用价值、土地价值、价值创造、
发展潜力等

全)、心理影响、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不利影

响[17] ,具体对比内容如表 3 所示,最终导致给排水

设施面临选址难、建设难、运营难等困境。
由此分析,将给排水设施的规划建设融入以人为

本的 6 大核心设计要素,是降低给排水设施“NIMBY”
效应,促成给排水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2　 案例解析及实施路径分析

 

　 　 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深圳市组织开展

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试点[18] 。 深圳市在给排水设

施规划设计中不断强化以城市人发展需求为目标的

6 大核心要素,使得给排水设施“扬长避短”“创新融

合”,旨在真正实现给排水设施的高质量发展。
2. 1　 给排水设施与城市“健康”
　 　 1996 年,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WHO)公布了“健康城市”10 条标准,其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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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传统给排水设施“NIMBY”效应与高质量核心设计要素对比
Tab. 3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NIMBY”
 

Effect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re
 

Design
 

Contents

项目
高质量

给排水设施
传统给排水设施 对人的“NIMBY”效应影响要素

设计理念 以人为本 经济性、实用性 　

核心内容 健康 在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污泥、废水、臭气等影响健康的物

质,受限于技术条件,存在溢散的可能性

身体健康(安全)、环境质量、资产价值

生态景观 厂区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及绿化率主要服务于生产需要,基本

不融入城市生态体系建设

环境质量

品质空间 多为选址孤立、封闭式管理,基本不兼容其他城市功能,较少设

置城市公共活动空间

心理影响、环境质量

韧性安全 厂区设计更多关注自身韧性安全和生产安全 身体健康(安全)、环境质量

文化 厂区设计更多关注实用性,与城市文化关联度较低 心理影响

经济 传统给排水设施工艺设计较为粗犷,占地面积较大;对周边土地

价值产生较大抑制

心理影响、资产价值

及到给排水设施的主要是第一、二条:为市民提供清

洁安全的环境;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
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19] 。 2018
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制定了

《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 版)》 [20] ,其一

级指标中与给排水基础设施密切相关的即为“健康

环境”,具体内容如表 4 所示。
表 4　 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架构节选[20]

Tab. 4　 Excerpts
 

From
 

the
 

Framework
 

of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in
 

Healthy
 

Cities
 

Nationwide[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健康环境 空气质量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水质 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率

垃圾废物处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其他相关环境 公共厕所设置密度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国家卫生县城(乡镇)占比

　 　 作为城市健康运营的重要供应系统和环境保障

系统,给排水设施在“健康城市”中起到了重要支撑

作用。 但受过去技术条件的影响,传统给排水设施

因其生产运营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成为城市中“不

健康”的隐患。 在早期各专业规范中,城市污水处

理厂设定有安全防护距离,以降低上述隐患。 例如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 GB
 

50318—2000)中指

出,污水处理厂应在厂区外围设置一定宽度(不小

于 10
 

m)的防护绿带,以美化污水处理厂和减轻对

厂区周围环境的污染。
但从城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角度来看,在污

水处理厂周边设置防护绿带和封闭管理是人为地将

设施孤立于城市之外,属于“治标不治本”。 当前,
受益于智慧水务的发展,给排水设施自身的“健康”
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缓解。 以靠近居住区的 H 水质

净化厂为例,为了彻底降低 H 水质净化厂对周边居

民健康生活的影响,H 水质净化厂除提升污水出厂

水水质外,更是通过技术研发和改进,对臭气源进行

全识别、全封闭管理,采用多系统、全流程和 24
 

h 自

动化控制除臭系统,处理后的臭气控制标准,严于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8918—
2002)一级标准[21] 。 类似案例的成功实践使得相关

设计规范也逐步修正,例如《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

目建设标准》(建标〔2022〕22 号)第 22 条提出:“当

污水厂为地下式、半地下式或污水厂对产臭单元进

行全封闭并对臭气进行收集、处理时,防护距离可适

当减小,但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此外,随
着给排水设施先进净水技术的研发和建设资金投

入,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排放标准逐步提升,污泥处置

也受到重视,由此,“健康”的给排水设施减少了对

周边 气、 水、 声 等 环 境 的 不 良 影 响, 切 实 降 低

“NIMBY”效应的主要成因,也可减轻给排水设施在

城市规划中科学布局的压力。
2. 2　 给排水设施与城市“生态景观”
　 　 传统给排水设施更注重其自身市政功能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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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此,很长一段时间内“灰色基础设施”的概念

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由道路、水、电、气、环境卫生系统

等组成的传统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近年来,深圳市

正在尝试将给排水设施由“灰色基础设施”向“绿色

基础设施”转变。
从深圳建设实践中可以看出,给排水设施建设

在遵从建筑设计规范的同时,强化绿色、低碳理念,
更加注重与公共绿地、花卉草木等景观的融合,通过

景观色彩、建筑样式等的创新设计,更加适应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地下 / 半地下建设的水质净化

厂为例,其规划设计可强化景观设计,上盖的绿地和

湿地公园可以帮助恢复受损的绿色基底,在营造市

民休闲娱乐公共空间的同时,产生良好的生态价值。
深圳市 G 水质净化厂一期建设于 2008 年,基

本为传统的单一、平铺的污水处理厂模式。 而 G 水

质净化厂二期则融入“城市绿洲”建设理念,以“绣

海碧滩”为主题,结合西湾沿海景观带的特点,形成

“退台式” 多层级的立体建筑景观[22] ,夹层为公共

停车场,顶层为生态体育公园,营造出更多绿色休闲

的城市空间,从设计意向上可以看出水质净化厂从

“灰色基础设施” (一期)” 到“绿色基础设施” (二

期)的直观对比(图 2)。

图 2　 G 水质净化厂一、二期建设意向对比[23]

Fig. 2　 Comparison
 

of
 

Construction
 

Intentions
 

for
 

Phase
 

Ⅰ
 

and
 

Phase
 

Ⅱ
 

of
 

WWTP
 

G[23]

2. 3　 给排水设施与城市“品质空间”
　 　 一直以来,因规划设计及城市管理的僵化,给
排水设施经常与“消极空间”挂钩。 日本建筑大师

芦原义信[24] 在《外部空间设计》 中将那些无目的

性,无向心性等未能满足人和社会需求的空间,定
义为“消极空间” 。 后来“消极空间”也逐渐成为建

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常用名词,无目的、孤立、无
活力是“消极空间”的主要特征。 虽然传统给排水

设施用地具有明确的市政功能,但常因人们的主

观不良感受,导致其成为不愿意被靠近而不能被

充分利用的“消极空间” 。 这些空间散落于城市的

各个区域,造成城市景观或人流活动断割,而如何

重塑其活力,一直是困扰城市规划行业和给排水

行业的难题。
直到近年,随着复合建设理念的不断延展,市政

设施的复合建设为上述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复合

空间指的是不同空间的叠加、交融与互动[25] ,市政

设施复合建设是指在保证市政功能的基础上,市政

设施与绿地、文教体卫等公共设施或商业办公等经

营性设施复合建设。 依据相关城市规划的法律法

规,深圳市政设施复合建设主要采用 4 种模式:市政

设施与城市更新捆绑建设的捆绑更新模式;市政设

施附属于其他用地或合建于其他建筑的附属建设模

式;不同功能的市政设施统一建设的市政综合体模

式;市政设施建于地下 / 半地下,上盖公园或体育场

所的上盖复合模式[26] 。
运用上述 4 种复合建设模式,深圳市已建或拟

建给排水设施复合项目类型中较为成熟的主要有以

下几种形式(表 5)。
调研显示,深圳 G 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水处

理工艺位于半地下,旁边设置水处理科普馆、湿地公

园,中间夹层设置停车位约为 1
 

000 个,三层为上盖

6 万余 m2 的体育公园,建筑剖面如图 3 所示。 由

　 　 　表 5　 深圳市给排水设施典型复合模式及案例
Tab. 5　 Typical

 

Composite
 

Modes
 

and
 

Case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in
 

Shenzhen
 

City

典型复合模式 案例

市政设施+绿地 污水处理厂+绿地等 H 水质净化厂等

市政设施+市政设施 水务设施综合体 调蓄池+排涝泵站+水质净化厂

市政设施+公共设施 水质净化厂+文体设施+停车场+科普基地等 G 水质净化厂等

市政设施+商业 / 办公 水质净化厂+产业园+住宅 N 水质净化厂(拟建) [27]

此,通过增加公众喜闻乐见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市 政设施的活力,使得公众活动空间不断增加,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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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的完整性得以延续,成功将给排水设施的

“消极空间”转化为“积极空间”。 同时,给排水设施

也可积极增设行业科教和展览宣传厅,增强市民对

给排水设施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其“ NIMBY”效应不

断降低,逐步向“品质空间”迈进。

图 3　 G 水质净化厂二期建筑剖面

Fig. 3　 Section
 

of
 

the
 

Phase
 

Ⅱ
 

Building
 

of
 

WWTP
 

G

2. 4　 给排水设施与城市“韧性安全”
　 　 韧性的概念自提出以来,经历了工程韧性-生

态韧性-演进韧性 3 个阶段[28] 。 2008 年后,受金融

危机、极端气候、恐怖袭击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韧
性概念逐步拓展至城市系统范畴。 城市韧性指的是

城市系统在应对不确定性扰动时,通过合理准备和

缓冲,能够实现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经济建设正常

运行的能力[29] ,它是由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社会、
制度、经济等组成的复杂的高度耦合系统[29] ,如图

4 所示。

图 4　 城市韧性耦合系统[29]

Fig. 4　 Urban
 

Resilience
 

Coupling
 

System[29]

由此可见,给排水设施本身就是韧性城市的重

要组成部分。 当城市遭受超强暴雨、干旱、海啸、能
源威胁等极端事件后,城市的供排水设施能否快速

响应并维持城市人的人身安全和生活保障是韧性城

市的重要衡量标准。 深圳市作为风险源多、人口高

度密集的沿海超级城市,其韧性城市的建设更是艰

巨。 依据相关水务规划,深圳市要求推进“两江并

举,多元互补”的原水供应体系,城市应急供水水源

保障能力达到 90
 

d。 城市防洪排涝方面严格按照各

级防洪排涝标准开展雨水管渠、河道水库治理等,海
绵城市建设更是在城市规划及建设的各个审批环节

都设定标准,尽可能降低建设项目对城市径流的影

响,为市民提供“韧性安全”。
给排水设施除了在功能上保障城市韧性安全

外,设施本身也可以成为城市“韧性安全”的 1 个环

节。 例如上盖绿地、雨水花园、建设有人工湿地的污

水处理厂,花园式的水厂 / 泵站等,与生态景观的融

合即可满足城市人对环境品质的要求,同时也提高

了城市绿化率,形成城市重要的绿化网络。 以 H 水

质净化厂为例,该厂设计植入“去工业化”理念,使
得地面绿化率可高达 86%[30] ,既可保障其市政功

能,又充分发挥“海绵城市”功能,在消减片区洪峰

的同时,实现面源污染的源头控制,是城市“韧性安

全”的源头设施。
2. 5　 给排水设施与城市“文化”
　 　 文化是促进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城市

文化设施与教育、体育、卫生设施统称为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是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传统给排

水设施与文化设施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建筑形态上都

存在较大区别。 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建筑设施的不

断融合,因地制宜地在给排水设施中融合文化功能

或者在文化设施中融合给排水功能,实现文化与给

排水的和谐发展,也成为了给排水行业发展的 1 个

新焦点。
仍以 H 水质净化厂为例,荷花是 H 公园的主

题花卉,自 1988 年起每年在此举办的荷花展吸引

大批游客,其中的咏荷碑廊更是重要的文化景观,
对弘扬荷花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与 H 公

园比邻的 H 水质净化厂,位于公园北端,为保存公

园的完整性和荷花文化的延续性,H 水质净化厂

主体结构采用全地下建设方式,充分利用河湖水

系等景观优势,保留近 7
 

000
 

m2 的荷花苗圃培育

基地[30] ,位于地下负一层的科普展厅“水荷馆”设

有 4 个“荷”特色展区,分别是“因荷而来” “水色

出尘” “熠熠新生” “四时雅意” [31] 。 H 水质净化厂

设计剖面如图 5 所示,H 水质净化厂建成后更被

提升命名为“深圳荷水文化基地” ,实现了“荷”文

化的延续。
除了因地制宜地在给排水设施建设中植入文

化理念,深圳市在“治水提质”的专项行动下,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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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H 水质净化厂设计剖面示意图[30]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sign
 

Section
 

of
 

WWTP
 

H[30]

系为单位,以各类高品质给排水设施为节点,将河

道、碧道、人工湿地、城市公园串联起来,形成了独

特的深圳市水文化和水文旅路线。 燕罗湿地位于

茅洲河河滩,占地面积为 6. 5×104
 

m2 ,是水质净化

型湿地,兼顾景观旅游功能,是茅洲河畔的 1 个明

星公园,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在水质清澈的茅洲

河上举办,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这也是

深圳市有影响力的民俗文化项目之一。 类似的成

功案例还有市民心目中的“塞纳河” -大沙河生态

廊道、后花园-观澜河湿地公园、市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等项目,都是依托、高品质给排水设施的建

设,将人、水、生态融为一体,成为了深圳独特水文

化的积淀。 2023 年, 深圳市发布了 “ 水文化地

图” ,涵盖水设施、水景点、水场馆等 12 条彰显文

化、服务民生的水文旅线路,让水与文化的融合更

上一层楼。

2. 6　 给排水设施与城市“经济”
　 　 除了建设成本,给排水设施的“经济性”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单位用地的集约节约度。 近年来,随着

给排水设施建设工艺水平、智能化和新材料的不断

研发,设施占地规模不断缩减。 例如南方某水厂基

于高效、集约的设计理念,使用了高效池型、清水池

叠建于活性炭滤池等工艺设计优化,使得厂区单位

用地指标仅为 0. 094
 

m2 / ( m3·d-1 ) [32] ,远低于《城

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 GB
 

50282—2016) 中水厂

0. 45 ~ 0. 30
 

m2 / (m3·d-1)的用地标准。 为了顺应给

排水设施用地集约的发展趋势,《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也在近年的修订中对其用地规模逐渐

进行了调整,污水厂单位建设用地演进过程如表 6
所示。 由此,随着给排水设施单位占地的紧缩,无论

是新建或定存量设施的升级改造,都具有释放土地

价值的巨大潜力,可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表 6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污水厂用地指标的演进过程
Tab. 6　 Evolution

 

Process
 

of
 

Land
 

Use
 

Indices
 

for
 

WWTP
 

in
 

Shenzhen
 

Urban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流量 /
(m3·d-1 )

污水厂用地面积指标

2004 年版 2013 年版

用地指标[单位为:
hm2 / (m3·d),
包括深度处理]

折合用地面积 /
hm2

二级处理 /
hm2

深度处理 /
[hm2·(m3·d) -1 ]

折合总用地

面积 / hm2

2023 年版(单位为:
hm2 ,包括深度
处理、污泥深度

脱水、再生水泵站)

1 万~5 万 1. 2×10-4 ~ 1. 6×10-4 1. 6 ~ 6. 0 1~ 4 1. 3 ~ 4. 5 1 ~ 3

5 万~10 万 9. 5×10-5 ~ 1. 2×10-4 6. 0 ~ 9. 5 4~ 7 5. 5 ~ 8. 0 3 ~ 5

10 万~20 万 8×10-5 ~ 9. 5×10-5 9. 5 ~ 16. 0 7 ~ 12 1×10-5 ~ 3×10-5 10. 0 ~ 14. 0 5 ~ 8

20 万~50 万 6. 5×105 ~ 8×10-5 16. 0 ~ 32. 5 12~ 25 18. 0 ~ 30. 0 8 ~ 15

50 万~100 万 5×10-5 ~ 6. 5×10-5 32. 5 ~ 50. 0 25~ 40 30. 0 ~ 50. 0 15 ~ 25

　 注:表格中用地面积折合数据按单位用地面积计算所得,1
 

hm2 = 10
 

000
 

m2 。

　 　 此外,更重要的是,水处理工艺建于地下或半地

下的水质净化厂能节省出土地价值较高的地面空

间,可提供具有城市公共属性的绿地、公园、停车场、
文体中心等,从而促进片区城市功能提升,而位于水

系河畔的复合式水质净化厂营造的城市空间,更能

带动城市滨水空间产业升级和水文化兴盛。 相较于

传统给排水设施的“ NIMBY”效应及对周边土地价

值的抑制,高品质给排水设施可为城市经济助力。
综上分析,给排水设施设计建设过程中融入城

市人发展需求的“健康” “生态景观” “品质空间”
“韧性安全”“文化”“经济”6 大核心内容,在缓解市

政设施“NIMBY”效应的同时(表 7),可提升城市空

间的宜居性,实现了给排水设施的生态、社会、文化

和经济等多元价值,最终真正融入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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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给排水设施高质量发展破解“NIMBY”效应对照
Tab. 7　 Comparis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for
 

Solving
 

the
 

“NIMBY”
 

Effect

项目 内容 高质量给排水设施 破除“NIMBY”效应因素

设计理念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增加市民的感知和参与 -

核心内容 健康 给排水设施自身功能够提供城市健康的水源供应,保障维护城

市公共卫生;通过全流程管理和除臭、降噪等技术研发,降低对

大气、水、声、环境等的影响,从而实现设施低影响化、健康化

身体健康(安全)、心理影响、环境质量、
资产价值

生态景观 植入去工业化、绿色、低碳、美观理念;将给排水设施打造成城市

生态景观的重要节点

身体健康(安全)、心理影响、环境质量

品质空间 降低对城市空间割裂,增加可达性;融合城市多种功能、复合建

设、增加城市公共空间;增加科普基地,增强公众参与感、认同感

身体健康(安全)、心理影响、环境质量、
资产价值

韧性安全 给排水设施自身功能提供城市水供应安全、城市生态环境承载

力韧性;给排水设施建筑本身的生态绿化,可降低径流量,削减

洪峰、降低面源污染

身体健康(安全)、环境质量

文化 因地制宜植入文化理念;水文化和水文旅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心理影响、资产价值

经济 新技术研发可节省设施用地,升级改造可释放用地;带动公共空

间提升,助力周边土地价值提升;水文化经济的提升

心理影响、资产价值、环境质量

3　 特殊性分析和实施保障
3. 1　 公共空间营造底线的界定

 

　 　 在调研中发现,高质量给排水设施建设往往具

有较大的创新性、独特性和与其他城市功能的融合

性,在项目的规划建设全流程中主要涉及生产安全、
消防、交通组织、防臭除臭、污染防护、结构承重、室
内空间设计等影响因素。 因此,要求在城市规划阶

段,就应率先对设施建设模式的可行性进行评估,综
合分析现行规范标准,对涉及公共安全、生产安全的

给排水设施,例如部分水源设施等,应严格遵守相应

建设规范要求和设施安全管理要求,从而框定给排

水设施公共空间营造的底线,做到“有所为,有所

不为”。
3. 2　 可持续的建设模式探索

　 　 高质量给排水设施融合多种设计理念,在城市

空间打造上更具多样性,往往还伴随着地下空间的

统筹开发利用,建设成本将会随之增加,这将对其建

设模式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现场调研及资料显

示,地下污水处理厂的全生命周期总成本要比地上

污水处理厂高出 22. 8%[33] ;为解决这一难题,一方

面可以根据片区发展需求,提升给排水设施的集约

程度,减少土地使用面积,尤其是对位于区域中心地

带的给排水设施,占地面积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项目落地的难易,另一方面,由对深圳多项设施建

设初期建设资金筹措方面的经验可知,项目建设前

期可引入社会资本,或通过利益捆绑的方式,保障利

益平衡,降低建设成本高的不利影响,从而达到提升

建设高品质市政设施的积极性。
3. 3　 精细化的运营维护

　 　 高质量给排水设施往往涉及多项复合功能,项
目建成后的精细化管理是保障其可持续运营的核

心。 这就要求设施在建设初期的空间设计上就应做

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但各功能空间又相互独立,在
后续运营过程中各功能管理部门权责明晰,空间管

理和交通组织既统一又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保障各

类功能的正常运营和维护。
4　 结果与讨论
　 　 (1)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城市人口不断

聚集,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的需求逐步成为城市规划

建设研究的重点,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理念逐步成

为主导思想,这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
本研究根据对国内外城市规划理念的综述研究,解
析给排水设施“ NIMBY” 效应因素,归纳出“健康”
“生态景观”“品质空间(公共参与感)”“韧性安全”
“文化”(归属感) “经济”6 大要素构成了给排水设

施高质量发展设计的核心内容。
(2)本研究选取深圳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为

研究对象,在概括总结贯穿深圳市近年来新建给排

水设施用地规划、建筑景观设计、结构设计、施工和

后期运营维护的经验启示的基础上,发现将上述 6
大核心要素融入给排水设施规划设计,强化可持续

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可以实现给排水设施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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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期望此研究成果为未来给排水设施规划理念

的更新修正提供参考价值,并对其他城市给排水设

施高品质规划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较高的借鉴价

值和指导意义。
(3)高度集约的给排水设施并不代表其就是高

品质给排水设施,因城市发展用地受限,无限制的压

缩给排水设施建设用地并不一定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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