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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1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为市域陆地范围，包括台州市市区、温岭市、玉环

市、临海市、仙居县、天台县及三门县范围；重点研究范围为椒江区、路

桥区、黄岩区及台州湾新区行政区范围；规划范围为《台州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年）确定的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包括椒江区、路

桥区、黄岩区以及台州湾新区各街道行政管辖陆域范围。 

第2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为 2021-2035 年，其中近期

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年。 

第3条 现行规划评估 

近年来，台州市以《台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年）》为引

领，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持续提升城市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

水资源能力，城市涉水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缓解，如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未出现大面积、长时间积涝现象等。 

结合当前政策形势与台州市城市发展的客观实际，现行《台州市海绵

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年）》主要存在如下问题：洪涝潮协同体系内容

薄弱，系统性不强；上位要求不断提高，现规划部分目标指标已无法满足

最新要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设条件改变，原规划指导性降低。综上，

原规划已无法完全满足台州市发展定位及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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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亟需开展修编工作。 

第2章 规划目标与指标 

第4条 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台州实践，构

建健康的城市水循环系统，建立安全、韧性、绿色、生态、集约、智慧、

宜居的海绵城市，实现“内涝风险有效应对、水体水质稳定达标、非常规

水资源综合利用、山水城海有机融合”的总体目标，打造东南沿海经济带

海绵城市建设典范城市。 

第5条 分类目标 

为实现台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总体目标，考虑本地水生态、水安全、水

环境、水资源等方面存在问题，按照科学性、典型性并体现台州市本地特

征的原则，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科学确定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共

包括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制度建设及显示度等 6大类 19项

指标。 

1.水生态指标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结合台州市实际情况，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构建（试行）》《浙江省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相关要求，确

定台州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为 75%，对应降雨量为 26.4 毫米。 

（2）生态岸线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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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响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对城市河湖水系岸线进行生态修复，加

强蓝线、绿线管控，恢复其生态功能，并结合《浙江省全域建设幸福河湖

行动计划（2023—2027 年）》《台州市全域建设幸福河湖、创建水友好区

域实施方案（2023—2027 年）》等相关要求，规划 2035 年河流生态岸线

恢复比例达 75%。 

（3）水面率 

规划 2035 年水面率不低于 6.15%（不含椒江）。 

（4）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 

规划 2025年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不低于 38.5%，2035年可透水面积比

例不低于 40%。 

2.水安全指标 

（1）内涝点消除比例 

台州市内涝点采取动态清零策略，对于规划期内城市建设改造过程

中、或极端降雨中新出现的易涝点，应及时发现及时消除，2035 年内涝点

消除比例保持 100%。 

（2）内涝防治标准 

依据《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和浙江省《城镇内

涝防治技术标准》（DB33/T1109-2020），并与《台州市城市排水防涝综

合规划（2020-2035）》相衔接，确定台州市中心城区近远期内涝防治设

计重现期为 30 年一遇，对应设计降雨量为 305 毫米/24 小时。 

（3）城市防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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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规划永宁江黄岩城区段防洪标

准为 50 年一遇，乡村段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 

（4）雨水管渠设计标准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和和浙江省《城镇内涝

防治技术标准》（DB33/T1109-2020），并与《台州市城市排水防涝综合

规划（2020-2035）》相衔接，本次规划台州中心城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

期为一般地区 3 年一遇（92.32 毫米/2 小时），重要地区不低于 5 年一遇

（104.20 毫米/2 小时），隧（地）道和下沉广场不低于 30 年一遇（145.87

毫米/2 小时），其中重要地区指行政中心、交通枢纽、学校、医院、商业

聚集区以及交通、电力、通讯等重要市政基础设施。 

3.水环境指标 

（1）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规划 2035 年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100%，保持市区河道长制久清。 

（2）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以 SS 计） 

规划 2025 年年径流污染削减率达到 55%（以悬浮物 SS 计）；2035 年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达到 65%（以悬浮物 SS 计）。 

（3）地表水体水质达标率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内的河湖水系地表水水质目标按照《浙江省水功能

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5）》执行，规划 2035 年县控以上地表水

体水质达标率为 100%。 

4.水资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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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雨水资源利用率 

依据《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海绵城市建设

评价标准》（GB/T51345-2018）等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浙江省海绵

城市规划设计导则》、浙江省《海绵城市建设区域评估标准》，规划 2025

年雨水资源化利用率为 3%，2035 年雨水资源化利用率为 5%。 

（2）污水再生利用率 

根据《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知道意见》《浙江省海绵城市规划

设计导则》相关要求，结合《台州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实施方案》，

规划 2025 年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 35%，2035 年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 50%。 

5.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 

（1）海绵城市相关规划建设管控 

为保障海绵城市建设全域建设，在已出台制度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控制度，确保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有效落实海绵城

市建设要求。  

（2）海绵城市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建设 

台州市已部分出台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规范与标准，如《台州市 LID 规

划设计导则》《台州市 LID 建设及维护导则》等。基于台州市自然地理环

境及海绵城市建设需求，需进一步完善海绵城市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建

设，指导本地化的海绵城市建设。 

（3）海绵城市相关投融资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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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完善海绵城市相关投融资机制，充分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和地

方财政配套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保障台州市海绵城市建

设顺利实施。 

（4）海绵城市相关绩效考核与奖励机制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有

关要求的通知》相关要求，建立健全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估机制，将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 

（5）海绵城市产业化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指标（试行）》相关要求，海绵

城市建设应结合使用需求，创新海绵技术，研究适合本地海绵设施，逐步

形成海绵产业链，促进海绵城市持久进行。 

6.显示度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

并结合台州市生态本底、海绵建设现状、近期部门建设计划等综合因素，

规划 2025 年 55%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2035 年 80%城

市建成区面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 

第3章 空间格局管控 

第6条 海绵生态设施空间格局构建 

通过分析城市生态节点及生态廊道的布局，以海绵生态敏感性分析为

基础，构建“两心、四轴、四区、多点”的海绵生态空间结构。 

两心：以城市主要水源地长潭水库为核心，整合长潭水库饮水水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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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生态资源，划定海绵城市水源核心；以中心城区山上山为核心，结合

周围丫鬟山—安然山—大岳头—虎头山—犁头山—刁岩山—红茅尖等重要

山体，串联形成中部山林生态带，作为台州市城市绿心。 

四轴：永宁江-椒江水系廊道、南北绿色廊道（双浦生态绿脉、三山

生态绿脉、中央山生态绿脉、五峰山—鉴洋湖生态绿脉）、东西绿色廊道

（十里铺生态廊道、心海生态廊道、青龙浦生态廊道）、滨海生态廊道。 

四区：区域内自然存在的大片农田、山体、水域、湿地及绿地，主要

包括西部山体海绵区、东部滨海湿地海绵区、南部农田生态海绵区、北部

农田山体海绵区。 

多点：区域内重要海绵节点，主要包括城市公园绿地、广场绿地、防

护绿地以及大型水库湖泊等。 

第4章 海绵城市分区管控 

第7条 管控分区划分 

本次规划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统筹考虑自然地形、水系特征、

管网分布等因素，划定台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三级管控分区。 

1.一级管控分区（汇水分区） 

根据规划区地形数据及水系分布情况，将规划区划分为 4 个一级管控

分区，分别为椒江北分区、椒江南分区、黄岩分区、路桥分区。 

2.二级管控分区（排水分区） 

在一级管控分区基础上，结合规划管网数据，通过管网拓扑关系，将

一级分区细化为 35个二级管控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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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级管控分区 

为有效指导海绵城市管控指标分解落实，在二级分区基础上，结合规

划区地形图、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水系与排水（雨水）防涝规划等资料，

将二级分区划分为 120 个管控分区。 

第8条 管控指标分解 

根据各管控分区本底条件、建设情况、用地性质等因素，分解径流控

制目标，并提出引导性指标，指导各分区单元的规划设计，指标包括下沉

式绿地率、透水铺装率、生物滞留设施率等。 

第5章 近期建设计划 

第9条 近期重点建设片区划分 

基于重点片区划分原则，结合国家、省、市海绵城市相关要求，划定

行政中心片区、椒江老城片区、飞龙湖片区、西城片区、王林洋片区、东

部片区和中央创新区 9 块近期重点建设区域，总面积 84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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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海绵城市空间格局规划图 

（2） 海绵城市一级管控分区图 

（3） 海绵城市二级管控分区图 

（4） 海绵城市三级管控分区图 

（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管控指标分解图 

（6） 海绵城市重点建设范围及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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