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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作为广州市东部重要门户，具有山、水、城、田、湖的城市格局，目前已初步

建立起以排水管渠、河涌湖泊为骨架的雨水系统，共同发挥排除、调蓄雨水径流的作用，

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全球性气候变化，短历时强降雨和灾害性气候频发

，加之海平面上升等问题，给城市排水防涝带来巨大压力，新的自然和发展问题对城市排

水防涝设施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洪涝问题，国务院、住

建部等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等文

件，并新编《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修编《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0014-2006）（2016版），旨在加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

安全保障水平，加快构建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雨水排水体系。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到2035年，大湾区将形成以创新为主要

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

增强。完善城市防灾减灾体系是大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务必加强海堤达标加固、珠

江干支流河道崩岸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着力完善防汛防台风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强化城

市内部排水系统和蓄水能力建设，建设和完善城市防洪（潮）排涝体系，有效解决城市内

涝问题。加强珠江河口水文水资源监测，共同建设灾害监测预警、联防联控和应急调度系

统，提高防洪防潮减灾应急能力。

广州市正在编制《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年）》，贯彻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率先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广州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

核心引擎功能，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焕发云山

珠水吉祥花城的无穷魅力提供重要支撑，朝着建设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的目标奋

进。

为贯彻广州新一轮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雨水排水的相关要求，提高城市排水防涝

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受广州市水务局委托，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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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广州市雨水系统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编制

任务，雨水总规采用“流域树”的理念，即绿（树叶—海绵）、灰（树茎—管渠）、蓝（

树干—河湖）、管（园丁—管控），“四位一体”多措并举，以人为本（源头滞蓄自然减

排，充分结合广州城市旧改），突出系统性、生态性、经济性和主动性，实现“雨润羊城

、斑斓排水”（寓意-降雨对广州城的冲击小，滋润着城市，城市更具弹性和韧性；“绿

灰蓝管”，多种排水举措，斑斓缤纷，共同保障城市水安全）。为了确保规划成果的科学

性和系统性，规划按照9大流域，105个排涝片单元独立编制，并在编制规划的同时，与《

广州市防洪（潮）排涝总体规划（2018-2035年）》充分衔接，耦合两个规划成果，实现了

市政、水利同步分析、同步计算和同步规划。

本次规划是深化和落实《广州市雨水系统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内容的需

要，规划延续了上层次规划“绿、灰、蓝、管”立体高标准排水防涝体系的思路，按照9

个排涝片，146个排水片区独立编制，与《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年）》

充分衔接，耦合两个规划成果，用以指导增城区今后一段时间的雨水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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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范围为增城区全区，包括荔城街道、荔湖街道、增江街道、石滩镇、朱村街道

、新塘镇、仙村镇、永宁街道（含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宁西街道、中新镇、派潭镇

、小楼镇和正果镇7个镇、6 个街道办事处（含1 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总面积约

1616.47km2。

1.2

现状基准年为2021年

近期水平年为2025年

远期水平年为2035年

1.3
 排水分区及排水模式规划

以9个排涝片为规划单元，以地表数字高程、城市规划地块、交通路网等为基础，

规划二级排水分区。在二级排水分区内，科学规划排水模式。

 排水防涝现状与洪涝风险评估

系统评估排涝片内防洪排涝、排水现状与洪涝风险，作为规划的本底基础。

 排水防涝设施综合规划

按照规划标准，以9个排涝片为单元，规划源头绿色设施、中间灰色管渠、末端蓝

色河湖等排水防涝设施以及相应的综合管控要求，提高排涝片综合排水防涝能力。

 径流污染控制与雨水资源化利用规划

主要包括雨水径流污染控制规划、雨水资源利用规划。

 智慧排水规划

主要包括物联网建设、管控平台建设和预警预报系统等规划。

 排水管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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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管控策略、提质增效、应急处置等。

1.4
近期目标：到2025年，因地制宜基本形成“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

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内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内的降雨，老城区雨停后能够及时排干积水，低洼地

区防洪排涝水平大幅提升，历史上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秩序的易涝积水点全面消除；新城

区不再出现“城市看海”现象。在超出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条件下，城市生命线工程

等重要市政基础设施功能不丧失，基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远期目标：至2035年，建立“绿”“灰”“蓝”“管”立体高标准排水防涝体系，

完善和提高城市雨水防灾能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建立科学化、智慧化管理体系，力

争达到发达国家先进城市的雨水管理水平。

1.5
（1）安全为先，人水和谐。贯彻“亲水城市，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人民

生命安全和美好生活环境为出发点，树立安全和谐的规划主基调。

（2）流域统筹、多规协调。统筹流域和排涝片规划，体现流域性和整体性，相关

规划统筹协调，使规划更有落地性和功能复合型。

（3）系统规划，综合施策。树立“绿、灰、蓝、管”协调排水理念，多措并举，综合

施策，建设高标准排水防涝体系，提高城市整体防涝减灾能力。

（4）建管并举，韧性防御。建设和管理并重，强化非工程和轻工程措施，完善超

标暴雨内涝防范预案，建立灾害监测、预报预警、风险评估的综合管控系统，全面提升

城市韧性防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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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增江堤防的防洪（潮）标准已达到100年一遇。增

江右岸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86.16%；2年一遇达标率为77.32%；3年一遇达标率为73.09%；5

年一遇达标率为67.35%。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72.89ha，地面积水量43.1万m3，

其中低风险区域38.89ha，占比0.28%，中风险区域26.6ha，占比0.19%，高风险区域

7.4ha，占比0.05%。

2.2

1

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东江堤防的防洪（潮）标准已达到100年一遇。东

江北干流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74.51%；2年一遇达标率为70.09%；3年一遇达标率为68.18%；5

年一遇达标率为66.56%。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521.94ha，地面积水量317.23万

m3，其中低风险区域279.65ha，占比53.58%，中风险区域193.74ha，占比37.12%，高风

险区域48.55ha，占比9.3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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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派潭河及其左右支流，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

足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63.06%；2年一遇达标率为59.78%；3年一遇达标率为58.61%；5

年一遇达标率为56.74%。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21.26ha，地面积水量15.49万m3

，其中低风险区域9.13ha，占比42.94%，中风险区域8.41ha，占比39.56%，高风险区域

3.72ha，占比17.50%。

2.4

1

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增江堤防的防洪（潮）标准已达到100年一遇。增

江左岸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69.24%；2年一遇达标率为65.82%；3年一遇达标率为65.23%；5

年一遇达标率为63.74%。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236.79ha，地面积水量128.50万

m3，其中低风险区域144.98ha，占比61.23%，中风险区域76.70ha，占比32.39%，高风

险区域15.11ha，占比6.38%。

2.5

1

西福河上游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西福河堤防的规划防洪（潮）标准达

到50年一遇。西福河下游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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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一遇达标率为80.09%；2年一遇达标率为71.77%；3年一遇达标率为68.07%；5

年一遇达标率为63.97%。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14.35ha，地面积水量9.13万m3，

其中低风险区域2.43ha，占比0.04%，中风险区域4.48ha，占比0.04%，高风险区域

1.58ha，占比0.01%。

2.6

1

西福河下游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西福河堤防的规划防洪（潮）标准达

到50年一遇。西福河下游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68.93%；2年一遇达标率为61.09%；3年一遇达标率为57.59%；5

年一遇达标率为52.9%。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31.85ha，地面积水量15.9万m3，

其中低风险区域21.3ha，占比0.13%，中风险区域9.33ha，占比0.06%，高风险区域

1.22ha，占比0.01%。

2.7

1

金坑河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金坑河堤防的规划防洪（潮）标准达到50

年一遇。金坑河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48.96%；2年一遇达标率为42.42%；3年一遇达标率为39.83%；5

年一遇达标率为36.64%。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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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88.55ha，地面积水量64.93万m3

，其中低风险区域30.72ha，占比0.20%，中风险区域42.72ha，占比0.28%，高风险区域

15.11ha，占比0.10%。

2.8

1

平岗河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平岗河堤防的规划防洪（潮）标准达到50

年一遇。平岗河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77.05%；2年一遇达标率为68.00%；3年一遇达标率为63.91%；5

年一遇达标率为57.71%。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45.82ha，地面积水量31.46万m3

，其中低风险区域22.96ha，占比0.25%，中风险区域16.01ha，占比0.17%，高风险区域

6.85ha，占比0.07%。

2.9

1

二龙河片区防洪减灾体系已基本建成，二龙河堤防的规划防洪（潮）标准达到50

年一遇。二龙河排涝片内河涌防洪排涝标准基本满足10~20年。

2

1年一遇达标率为49.95%；2年一遇达标率为45.32%；3年一遇达标率为32.56%；5

年一遇达标率为31.32%。按5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评估，目前流域管网达标率较低，管

网排水能力普遍偏低。

3

100年一遇24小时长历时降雨工况下，总淹没面积15.63ha，地面积水量10.56万m3

，其中低风险区域9.32ha，占比0.21%，中风险区域8.3ha，占比0.19%，高风险区域

6.85ha，占比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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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

增江右岸排涝片规划为19个排水分区，其中2个片是强排模式，1个片是蓄排模式，其余

片均为自排模式。

2

旧改区域规划削减径流量5.13万m3，非旧改区域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

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区-荔城排水分区、荔湖排水分区、增江流域下游排水分区。分区

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78%、78%、77%，对应降雨量38.2、37.9、36.9mm，年径流污染

削减率为56%、62%、55%。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110.7km，管道规格d800~d2000。

规划调蓄池一座，容积约4.5万m3。

规划10条排涝通道（含扩建5条），总长度约14.8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2

1

东江北干流排涝片规划为17个排水分区，其中8个分区是强排模式，其余分区均为自排

模式。

2

旧改区域规划削减径流量52.7万m3，非旧改区域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

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区-官湖雅瑶河干流排水分区-官湖河支流排水分区-雅瑶河支流排

水分区-仙村排水分区。分区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分别为71%、72%、74%、78%，对应

降雨量30.2mm、31.1mm、33.5mm、37.8mm，年径流污染削减率分别为48%、5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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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121.1km，管道规格d800~d2800。

规划24条行泄通道（包含5条扩建），总长度约23.97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3

1

派潭河排涝片规划为20个排水分区，其中4个片是强排模式，3个片是蓄排模式，其余片

均为自排模式。

2

派潭河排涝片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区-派潭河

流域排水分区、增江流域上游排水分区。分区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82%、82%，对应

降雨量43.9mm、44.1mm，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为61%，61%。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33.97km，管道规格d800~d2000。

规划1条行泄通道，总长度约1.33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4

1

增江左岸排涝片规划为25个排水分区，其中10个片是强排模式，8个片是蓄排模式，其余

片均为自排模式。

2

增江左岸排涝片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区-增江

流域上游排水分区、增江流域中游排水分区、增江流域下游排水分区。分区整体年径流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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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率目标82%、78%、77%，对应降雨量44.1mm、38.2mm、36.9mm，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为

61%、56%、55%。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62.9km，管道规格d800~2000。

规划10条排涝通道（含扩建2条），满总长度约17.08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5

1

西福河上游排涝片规划为8个排水分区，全部为自排。

2

西福河上游片排涝片区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

区-西福河流域排水分区（中新镇）。分区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81%，对应降雨量42.2

mm，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为58%。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45km,管道规格d800~A4.0X2.0。

规划3条排涝通道，总长度约3.14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6

1

西福河下游排涝片规划为16个排水分区，其中4个片是自排与强排结合强排模式，1个片

是蓄排模式，其余片均为自排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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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福河下游片排涝片区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

区-朱村运河排水分区、荔湖排水分区、增江流域下游排水分区。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79%、78%、77%，对应降雨量39.6、37.9、36.9mm，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为57%、62%、55%。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31.25km，管道规格d800~2000。

规划9条排涝通道，总长度约5.2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7

1

金坑河排涝片规划为7个排水分区，全部为自排。

2

金坑河排涝片区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区-西福

河流域排水分区（中新镇）。分区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81%，对应降雨量42.2mm，年

径流污染削减率为58%。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135km，管道规格d800~A4.0×2.0。

规划3条排涝通道，总长度约3.1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8

1

平岗河排涝片规划为4个排水分区，全部为自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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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岗河排涝片区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区-西福

河流域排水分区（中新镇）。分区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81%，对应降雨量42.2mm，年

径流污染削减率为58%。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57km，管道规格DN800-A8.5×2.0。

规划3条排涝通道，总长度约2.16km。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3.9

1

二龙河排涝片规划为6个排水分区，全部为自排。

2

二龙河排涝片区属《增城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5）》划定的一级海绵分区-二龙

河流域排水分区。分区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81%，对应降雨量42.1mm，年径流污染削

减率为60%。

3

规划新建的雨水管道共9.67km，管道规格d800~d2000。

4

末端蓝色设施部分衔接《增城区防洪（潮）排涝规划（2020-203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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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针对雨天面源污染，本规划遵循“源头消减、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的原则，因地制宜

的选用“渗、滞、蓄、净、用、排”的措施，形成全过程低影响开发雨水管理模式逐级削减

面源污染。源头消减，是降低面源污染的重要措施，即在地块内通过海绵设施，减少雨水

径流量，同时对雨水进行初步净化。过程控制，初期雨水流经过程中进行截流和处理，其

重点在于海绵调蓄和滞留设施，雨水在滞留或蓄存过程中完成污染物的再次削减；末端处

理，雨水流入受纳水体前，通过沿岸植被缓冲带或人工湿地，均能有效消纳面源污染，净

化进入水体的雨水。径流污染全过程管控，可以有效削减面源污染进入，对河涌水质长效

保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2

新建（含扩建、成片改造）区域，结合海绵城市，高标准建设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

构建地块、道路、绿地和水系四级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用于补充公共绿地和道路广场所

需用水以及生产防护绿地、小区绿地浇洒用水等，根据《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控制指标

体系》，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控制率，不低于3%。同时探索雨水利用价格补偿机制，提高

雨水利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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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建立与“绿、灰、蓝、管”高标准排水防涝体系相适应的雨水管控策略，包括规划管控

、建设管控、运维管控和体制机制，严格落实排水管控，实现规划目标的可达。

5.2

提质增效按照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是加强设施检测维修，提高防涝能力；第二是通释

放排涝通道，提高防涝能力；第三是优化调度管控，提高防涝能力。

5.3

为了提高排水防涝应急处置能力，根据各排涝片特点和要求，结合污水养护基地，合

理布局防汛基地建设21处，规划车辆、人员和防汛物资，辐射周边30min车程范围内的易涝

风险区。

5.3

为了提高排水防涝应急处置能力，根据各排涝片特点和要求，结合污水养护基地，合

理布局防汛基地建设21处，规划车辆、人员和防汛物资，辐射周边30min车程范围内的易涝

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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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智慧排水规划的目的在于理清排水业务现状，明确增城区排水管理信息化发展方向和

建设任务，描绘未来增城区“智慧排水”的发展蓝图，为排水信息化阶段向智慧化阶段迈进

奠定坚实的基础。

6.2

依托“单元划分、数据融合、物联建设、业务应用、基础配套”五大建设任务，实现

排水业务全流程、设施全覆盖、资源全方位管理和管控体系的目标，打造全区统一的一体

化、规范化、精细化、智慧化的“智慧排水”管理体系。到2025年，增城区排水业务管理

和信息化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全面提升治水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实现对治水管理的智慧运

用，逐渐成为排水体系发展乃至城市稳定发展的保障。

6.3

从保障规划目标、人员管理规划、监测系统运维规划、管控平台运维规划、制度法

规规划五个方面满足智慧排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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