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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济南市主城区范围为研究区，通过现场调研、遥感解译和划分标记的手段获取并探究其不透水地表分布。

研究发现，济南市主城区范围内绿化率达到３３．９％，不透水面积占比为６５．３％。采用ＨＩＭＳＳＷＭＭ模型进行小时

尺度径流模拟，据此探究济南市主城区范围内各行政区不透水地表格局下其径流系数的变化情况。以２０１６年７—

８月降雨作为输入，整个研究区共降水１２５．２３ｍｍ，下渗量为３６．３３ｍｍ，产生的径流量为８８．９ｍｍ，整个济南市主

城区总体径流系数为０．７１。各用地类型的不透水面占比与径流系数有较强的线性关系，其变化分为阈值型和渐变

型。对于阈值型用地类型，可进行较为集中的绿化措施或ＬＩＤ措施；对于渐变型用地类型，可采用放缓的逐步绿化

或ＬＩＤ措施，在集中改善阈值型用地类型的不透水面占比的同时，辅以较小范围的改善措施，以达到较为经济有效

的防止内涝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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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

一，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１２］。其引起

的生态环境效应是造成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原

因［３５］，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现已成为全球变

化新的热点问题。我国快速城镇化建设已经导致

“城市病”问题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的

质量，尤其在资源环境方面。城市防洪排涝设施的

建设远落后于城市化进程，内涝已成为我国许多城

市遭遇强降雨后的普遍状态。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２０１０年对３５１个城市的专项调研结果显示，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６２％的城市发生过内涝，灾害超过３

次以上的城市有１３７个。城市内涝问题已成为城镇

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不透水表面替代了以植被为主的土地利用类

型［６１０］。不透水面面积、盖度和空间格局不仅代表

着城镇化的程度，也对流域的水热循环和水环境

有着重要的影响［１１１４］。不透水面面积的大量增加

会改变地表径流，增加洪水灾害的频率，通过潜热与

显热的改变显著增加热岛效应，进而影响城市水文

过程。

为了探究不同土地利用不透水面积分布是否产

生不同的水文效应，进一步地，应该如何通过ＬＩＤ

措施分区有效改善城市内涝，以济南市主城区范围

为研究区，通过现场调研、遥感解译和划分标记的手

段获取并探究研究范围内不透水地表格局分布，并

根据管网流向及其分布原理提取绘制济南市主城区

管网水系分布底图，最终划分出２６３１个汇水单元，

将其信息输入至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模型进行小时尺度径流模拟，得到各行政区不同用

地类型的径流系数分布情况，据此探究济南市主城

区范围内各行政区不透水地表格局下其径流系数的

变化情况，从预防内涝的角度分类提出济南市主城

区不同用地类型下不透水面格局的改进措施。

１　研究区概况

１．１　地理位置及自然概况

济南市位于山东省的中部，地理位置北纬３６°０１′～

３７°３２′，东经１１６°１１′～１１７°４４′，面积７９９８．４１ｋｍ２
［１５］。

主城区南依山区，北傍黄河，小清河在中北部横穿城

市，处于鲁中山区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南高

北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由南至北依次为山区丘

陵、平原、洼地。

济南市地处中纬度地带，由于受太阳辐射、大气

环流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其主要气候特征为：季风明显，四季分明，冬冷夏热，

雨量集中。冬季降水量２０～２５ｍｍ，仅占全年总降

水量的３．０％～３．７％。夏季炎热，季平均温度在２６

℃左右，极端最高温度超过４０℃，日最高气温≥４０

℃的酷热日数均出现在夏季。夏季不仅炎热，且多

降水。夏季降水量全市各县区平均在４００ｍｍ以

上，全年６０％的降水量集中在夏季，７月份降水日数

平均在１５天左右，日降水量≥５０ｍｍ的暴雨日数

集中在７、８月，占全年暴雨日数的７０％
［１６］（表１）。

济南城区境内河流较多，主要有黄河、小清河两

大水系，湖泊有大明湖、白云湖等。其中，研究区主

要属于小清河水系。小清河干流位于城区北部，是

城区唯一的排洪干道，其支流大多位于河流右岸，这

些河流均发源于南部低山丘陵区，为季节性山洪河

流，其上游坡降较大，汛期泄洪迅速，进入市区后坡

降变缓，成为城区工业、生活污水的排泄河道。在城

区西部小清河上游左岸有支流南太平河、北太平河、

虹吸干河、华山沟等平原性人工河流。这些河道多

受引黄灌溉影响，汛期排洪，枯季排引黄尾水及部分

地下水。

１．２　研究区范围

一般将济南市二环路环城线围成的区域，即济

南的市中、历下、天桥和槐荫四区相连地区和历城区

的洪家楼、山大路、全福和东风等４个街道办事处作

为济南市传统主城区，但由于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张

和济南市的区域地貌特征，本研究将Ｇ２、Ｇ３、Ｇ１５、

Ｇ２００１绕城高速和北部黄河沿岸组成的区域看作近

期最大可能的城市范围，作为本研究的主城区范围

（图１）。这个范围可以涵盖济南市主城区的全部水

文集水区、建设用地和绿地，研究区范围共４９２ｋｍ２。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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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济南市１９８６—２０１５月平均气候要素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ｉｎａｎｆｒｏｍ１９８６ｔｏ２０１５

月份
平均高温／

℃

每日平均气温／

℃

平均低温／

℃

平均降水量／

ｍｍ

平均降水日数

（≥０．１ｍｍ）／ｄ

平均相对湿度／

％

每月平均日照

时数／ｈ

１月 ４．２ －０．２ －３．６ ５．８ ２．７ ５３．０ １５８．４

２月 ７．９ ３．０ －０．８ １０．３ ３．３ ５０．０ １５７．５

３月 １４．０ ８．８ ４．５ １２．７ ３．８ ４５．０ ２００．１

４月 ２１．８ １６．２ １１．４ ３０．５ ５．１ ４６．０ ２３１．６

５月 ２７．４ ２２．０ １７．１ ６５．５ ６．７ ５２．０ ２５４．６

６月 ３１．７ ２６．４ ２１．６ ８２．７ ８．３ ５５．０ ２２０．７

７月 ３２．１ ２７．６ ２３．６ １９４．７ １２．６ ７１．０ １８３．６

８月 ３０．６ ２６．０ ２２．３ １８３．１ １１．８ ７５．０ １８６．８

９月 ２７．０ ２２．０ １７．８ ５９．８ ６．９ ６６．０ １８３．０

１０月 ２１．４ １６．３ １２．１ ２９．１ ４．８ ５６．０ １９４．１

１１月 １２．９ ８．３ ４．６ ２１．８ ４．２ ５６．０ １６０．４

１２月 ６．１ １．８ １．６ ６．５ ３．２ ５５．０ １５２．２

全年 １９．８ １４．９ １０．８ ７０２．５ ７３．４ ５６．７ ２２８３．０

　注数据来源为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图１　研究区范围及基础地理数据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

２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收集

２．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１∶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基础地形，市、区、街道三级行

政区划图和土壤类型图均来自济南市水利局。济南

市主要城市用地类型规划数据来自济南市政府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ｎａｎ．ｇｏｖ．ｃｎ）公布的《济南市城市总体

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社会公布版）》数据。ＤＥＭ数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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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辨率为９０ｍ，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原始来源为美国

奋进号航天飞机的雷达地形测绘ＳＲＴＭ（ｓｈｕｔｔｌｅｒａｄ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ｉｓｓｉｏｎ）数据。济南市２０１６年ＳＰＯＴ５（彩

色和全色波段合成０．５ｍ）为订购影像。

除上述基础资料收集外，研究团队于２０１６年７

月１９—２６日在济南市主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主要

调查济南市居民区和公共服务区的排水设施（包括

排水管道和排水口）以及研究区范围内现状绿地、城

市水体的分布情况。将教育用地、医院、公园和道路

等４类作为服务区，将居民住宅小区划分为老区和

新区两类，在每一类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规

划出由南至北和由西至东两条调查路线后实地调研

获取了遥感影像无法解译的不透水分布实际情况，

在建模时提供了一定帮助。

２．１．２　数据解译及收集

不透水面遥感解译及提取技术现已相对成

熟［１７１８］。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６年度ＳＰＯＴ５０．５ｍ分辨

率高清卫星影像作为基准影像，并辅助１∶５００地形

图和现场调查来实现基础数据的分析和解译。坐标

系统选择 ＷＧＳ＿１９８４经纬坐标和西安＿８０＿１１７°中

央经线＿水平偏移５０００００平面坐标两种坐标系统，

两种坐标系统的提取数据可以无误差投影转换。

本研究首先提取了研究区内全部的单体建筑，

其空间粒度约为３０ｍ，共计约７３万幢，屋顶投影不

透水面积共８２ｋｍ２，并通过对ＳＰＯＴ５０．５ｍ分辨

率高清卫星影像的解译，解译出：７．６万个绿地图

斑，计算出绿地总面积３７．２５ｋｍ２；４３万个山林地图

斑，计算出山林地总面积１１９．８５ｋｍ２；０．４４万个农

用地图斑，计算出农用地总面积４１．１５ｋｍ２。基于

ＳＲＴＭ９０ｍＤＥＭ数据，提取了研究区的５ｍ间距

等高线数据和街坊单元平均坡度数据。进一步地，

研究团队解译出研究区范围内的全部路网面状数据，

结合已解译河网数据、铁路数据和山林地数据，提取

出了空间粒度为２００ｍ左右以道路、自然界线（如河

流水系、山脊线）、行政区划等划分的街坊单元。最

终，４９２ｋｍ２的研究区被划分为２６３１个街坊单元，其

中１９８个为山林地单元（总面积１２０ｋｍ２）。将单体建

筑信息、山林地信息、绿地农地信息、平均坡度信息叠

加赋存至每一个街坊单元中，并将每一个单元所属

区域及主要城市用地类型进行标记，得到每个街坊

单元具体不透水面积及所属区域属性表。结合河网

数据、路面网状数据以及管网水流的特征，分析得到

济南市基本管网及水网分布情况。综上，研究济南

市主城区不透水面格局及其水文效应所需要的基础

地理数据集，即街坊单元数据集、管网水网节点数据

集、管网水网数据集收集显示见图１。

２．２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城市雨洪模型

２．２．１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模型框架

ＳＷＭＭ模型是美国环保局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为设计与管理城市雨洪资源而研制开发的降雨径流

模型，在城市暴雨洪水、排污管道及其他排水系统的

规划、设计和评估中应用广泛。该模型由水文模块、

水动力模块及水质模块等３部分组成，可以完整地

模拟城市降雨径流和污染物运动过程［１９２３］。模型

中，产流部分将各子汇水区计算分３部分：无滞蓄库

容不透水面积上的产流等于其上的降雨量减去蒸发

损失；有滞蓄库容不透水面积上的产流等于其上的

降雨量减去洼蓄量；透水面积上的产流不仅要扣除

洼蓄量，还要扣除下渗引起的初损。３种类型地表

单独进行产流计算，子流域出流量等于３个部分出

流量之和［２４］。地表汇流计算采用非线性水库模型，

即联立求解连续方程和曼宁方程。另外，ＳＷＭＭ

模型提供３种方法用于连接管道的汇流计算：恒定

流法、运动波法和动力波法。运动波法可以模拟管

渠中水流的空间和时间变化；动力波法则通过求解

完整的圣维南方程组来进行汇流计算，是最准确也

是最复杂的方法；只有动力波法可以考虑管渠的蓄

变、回水、入口及出口损失、逆流和有压流动。

ＨＩＭＳ（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模

型［２５２９］与ＳＷＭＭ（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

ｅｌ）模型耦合而成的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城市雨洪模型

包括城市地表产流 （ＨＩＭＳ）、管网汇流模型

（ＳＷＭＭ）、地表汇流模型（三维水动力学模型）、河

道汇流模型（马斯京根模型）等，本文主要应用

ＳＷＭＭ模型的界面搭载耦合ＨＩＭＳ产流模型进行

雨洪模拟计算。

２．２．２　模型输入及参数设置

构建ＨＩＭＳＳＷＭＭ模型需输入降水数据和建

立的济南市主城区基础数据集。本文采用的降水数

据来自中国气象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ｄａｔａ／）的中国自动站与ＣＭＯＲＰＨ降水产品融合的

逐时降水量网格数据集（１．０版），选取２０１６年７、８

月的逐时降水数据输入模型，覆盖整个研究区共计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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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８个格点。选择７、８月作为模型输入是因为济南

市全年约６０％降水集中于夏季，这是可作为引起城

市内涝的典型暴雨时段。输入的济南市主城区基础

数据集为ＳＷＭＭ模型兼容的ＩＮＰ格式。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模型的建立需设置雨量站、子

汇水区、管网节点（包括排水口）和管道等４种不同

构件的对应参数，子汇水区中地表产流参数的确定

需要现场人工实验率定模型数据，有的模型参数需

根据ＳＷＭＭ 模型用户手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ａ．

ｇｏｖ／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ｗｍｍ）来确定合适的取值。

２．２．３　模型模拟结果验证

按照传统水文模型的率定与验证思路应把雨

洪时段为划分率定期与验证期，在率定期内修改

调适参数，在验证期内对出水口过程线进行模拟

评估。但由于本研究区的最终出水口附近没有布

设水文观测站。因此，本文以公布的水资源总量

按照面积比例折算为本区域水资源总量后对模型

进行验证与核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ＳＷＭＭ模

型模拟的可信度。如表１所示，济南市７、８月占全

年降水的百分比为５３．７８％，故认为７、８月水资源

总量也占同样百分比，根据２０１６年济南市水资源公

报济南市水资源总量为１６７４５８．７５万ｍ３，总面积为

７９８８．４１ｋｍ２，将水资源总量按照研究区面积占全

市百分比折算，换算到ｍｍ后，７、８月水资源量为

１１３ｍｍ；根据ＳＷＭＭ模型模拟结果，换算后７、８

月水资源量为１１２ｍｍ：两者基本吻合，故认为模型

基本通过验证。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济南主城区代表用地排水情况

本文结合遥感地图规划调查方案并调查了济南

市的６个城建类型中两个主导类型：居民区和公共

服务区的排水设施现状，其中包括排水管道、水口、

绿地和城市水体。将教育用地、医院、公园和道路等

４类作为服务区，将居民住宅小区划分为老区和新

区两类，在每一类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规划

出由南至北和由西至东两条调查路线。此次实地调

查发现，城市的排水主要靠地下管网，利用地形使路

面的积水沿地面边沟汇入地下，进而流入小清河（从

南到北贯穿研究区）和黄河（小清河北面）。

商业区代表区域如建材市场，其不透水面积接

近１００％，降雨时，雨水从屋顶流入集水管道，进而

流到地面，再通过暗沟进入地下排水管网。靠近水

体的区域如靠近小清河区域及大明湖附近有排水管

道直接向河沟排水，尽管有一些排水管道已经废弃。

老城居民区排水主要靠从楼顶伸入地上的集排水管

道和小区内的暗沟完成。有些小区楼房的给排水管

道过于老旧，有些暗沟已经堵塞，影响排水。

绿化面积的增加能有效减轻城市内涝，这也是

建设海绵城市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调查，大学及

公园有较大比重的绿化面积。另外，考虑到建设海

绵城市的要求，新开发的小区一般都配备有比较高

的绿化面积和景观水体。但是尽管如此，其绿化区

域的“海绵”能力却相当有限。这是因为这些绿化区

域下方一般都建有地下车库，导致其土层仅有２０～

３０ｃｍ厚，遇到较大暴雨时，地表薄层土壤很容易饱

和，完全产流。若没有修建一定的雨水收集池，很难

起到“吸水”作用。

综上，济南市给排水基础系统虽然比较完备、分

布广泛，但是设施老化问题严重，需要进一步修理、

更新和完善。一些新建居民区尽管有较高绿化面

积，但由于建设土层较薄很容易饱和，因此较难抵御

较大的城市内涝。

３．２　济南市主城区不透水地表分布分析

将研究区根据济南市现有行政区划叠加后划分

为槐荫区、历下区、历城区、天桥区和市中区等５个

区，并根据已公布的《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将济南市所有单元标记为居住用地、行政办

公用地、商业金融用地、文化娱乐用地、体育用地、教

育科研设计用地、工业用地、绿地和水域等共９个主

要城市用地类型，各子汇水区所属行政区及所属用

地类型见图２。对所有子汇水单元数据进行分区统

计，结果见表２。通过统计发现，研究区范围内绿化

率达到３３．９％，不透水面积占比为６５．３％。除去

１９８个林地单元后，研究区内绿化率降低到２９．３％，

不透水面积占比升至７０．７％。

图２　济南市主城区各子汇水单元所属用地类型分区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ｏｆｅａｃｈ

ｓｕｂ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Ｊｉｎａｎ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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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区来看，在统计范围内：历下区的绿化率最

高，为４２．６％，对应较低的不透水面积占比（５６．８％）；

天桥区的绿化率最低，为１０．１％，对应较高的不透水

面积占比（８９．９％）；槐荫区、历城区和历下区等３个

区的不透水面积占比均分布在６０％～７０％，属于中间

范围。从图２的子汇水单元类型分布也可看出，天桥

区的绿地占比非常少，主要由居住用地和商业金融用

地组成，在天桥区地势较低的位置极容易发生内涝。

表２　济南市主城区分区不透水面积比率统计信息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ｉｍ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ＪｉｎａｎＣｉｔｙ

行政区 总面积／ｍ２ 透水面积／ｍ２ 绿化面积／ｍ２ 硬化面积／ｍ２ 绿化率／％ 不透水面积占比／％

槐荫区 ６４８１０１２３．２１ １９４２０８０８．４３ １９４２０８０８．４３ ４５３８９３１４．７８ ３０．０ ７０．０

历城区 １１００９３８３３．３７ ３６３１５４４１．６１ ３２６６７８６４．５５ ７３７７８３９１．７６ ２９．７ ６７．０

历下区 １１４９２３７１２．５７ ４９６０３２４１．９３ ４８９９０３９８．６３ ６５３２０４７０．６４ ４２．６ ５６．８

市中区 １５５６６１９９１．４８ ６０９７５０８４．４４ ６０９７５０８４．４４ ９４６８６９０７．０４ ３９．２ ６０．８

天桥区 ４６６６０５５６．９４ ４７０１５９０．４３ ４７０１５９０．４３ ４１９５８９６６．５１ １０．１ ８９．９

总计 ４９２１５０２１７．５７ １７１０１６１６６．８４ １６６７５５７４６．４８ ３２１１３４０５０．７３ ３３．９ ６５．３

　　为了进一步探究每个区域内各用地类型的不透

水面积占比对各行政区总的不透水占比贡献如何，

各行政区不同用地类型不透水面积占比分布图绘制

见图３。

图３　济南市主城区各行政区不同用地类型不透水面积占比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ａｒｅａ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Ｊｉｎａｎ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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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槐荫区，文化娱乐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为

５３．１％，除绿地外相较于其他主要城市用地类型为

最低，居住用地以及工业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均在

７０％～８０％，而行政办公用地、商业金融用地以及体

育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在８０％～９０％。槐荫区居

住用地以及商业金融用地面积占比较大，是影响该

区不透水面积占比的主要用地类型。

在历城区，工业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金融

用地、文化娱乐用地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不透水面

积占比均在８０％以上，说明该区商业民用用地房屋

较为密集，绿化较少。居住用地和体育用地不透水

面积占比分别为７２．４％和７５．１％。相较于槐荫区，

历城区的居住用地相对较新，更多地考虑了绿化问

题，故不透水面积占比有所下降。历城区居住用地

以及教育科研设计用地面积占比较大，是影响该区

不透水面积占比的主要用地类型。

在历下区，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金融

用地、文化娱乐用地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不透水面

积占比均在８０％以上，最高者为文化娱乐用地，不

透水面积占比为８６．８％。该区的居住用地不透水

面积占比相较于槐荫区与历城区高出许多，这可能

是因为历下区靠近中心城区，住宅建筑密度较为集

中，其居民区多为老式居民区，并未较多考虑绿化问

题。工业用地和体育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分别为

７５．５％和７０．０％，这两种城市用地类型在该区的面

积占比并不是很大，两种用地的不透水面积占比为

所有主要城市用地类型中最小。历下区居住用地以

及绿地面积占比较大，是影响该区不透水面积占比

的主要用地类型，所以该区总体不透水面积占比为

５６．８％，相较于槐荫区与历城区都较低。

在市中区各个主要城市用地类型的不透水面积

占比结果完全不同于其他几个区。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区内市中区面积占比为所有行政区中最高。市

中区的居住用地、工业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金

融用地、文化娱乐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均在９０％以

上，其中工业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最高，为９５．９％。

工业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很大说明该区厂房间隙较

小，且并没有很多绿化措施，居住用地建筑密度也较

大。体育用地与教育科研设计用地不透水面积分别

为７９．６％和８２．７％，与其他行政区相比差别不大。

然而，市中区绿地面积占比很大，是研究区范围内最

靠近南部山区的一个区，这导致了该区虽然有的单

元不透水面积占比很大，但总体的不透水面积占比

却为最小。市中区居住用地以及绿地面积占比较

大，是影响该区不透水面积占比的主要用地类型。

该区居民单元内部透水面积占比过小，若除去林地

单元，则整个区会有明显增高的不透水面积占比。

天桥区总体不透水面积占比为所有行政区划中

最高，天桥区是房屋最为密集的一个区域。其居住

用地、工业用地、商业金融用地、体育用地和教育科

研设计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均在９０％以上，最大的

不透水面积占比为体育用地，达到９８．９％，说明该

区居住房屋与商用房屋较为密集，绿化较少。另外，

体育用地不透水面积占比高是因为有塑胶场地等不

透水体育设施。天桥区居住用地以及商业金融用地

面积占比较大，是影响该区不透水面积占比的主要

用地类型，这两个主要城市用地类型不透水面积占

比相较于其他行政区的不透水面积占比均较大，绿

地面积占比也很小，所以该区不透水面积占比为

８９．９％。

综上，天桥区为不透水面积占比最高的区域，历

下区为不透水面积占比最低的区域。从土地利用类

型看，各区域主要职能不同，其不透水面积占比较高

的土地利用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居住用

地、工业用地和商业金融用地属于本身面积占比较

大且有较高不透水面积占比的土地利用类型。

３．３　济南市不透水地表格局下的水文效应

３．３．１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模拟径流系数分布

对济南市主城区模拟径流系数结果进行分析，

按照行政区分布情况如图４。

图４　济南市主城区犎犐犕犛犛犠犕犕模拟径流系数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ｕｎｏｆｆ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ｕｓｉｎｇ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ＪｉｎａｎＣｉｔｙ

　　从图４可以基本看到，林地单元基本径流系数

范围都在０～０．２，与在南部山区野外人工降雨实验

结果基本吻合［２９］。除林地单元外，其余汇水单元径

流系数都较大，在０．６８以上。在ＨＩＭＳＳＷＭＭ模

型中，每个子汇水单元的输入为降水和从其他汇水

单元汇入的水量，输出为下渗与产生的径流。对每

一个单元的输入输出水量进行分区统计，得到各行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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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下渗及产流值并将其转换为径流系数。从表３

可以看到：槐荫区、历下区和市中区在这次降雨输入

模拟中区域平均径流系数均在０．７以上；天桥区径

流系数为０．８７，为所有行政区中最高；历城区径流

系数为０．６５，为所有行政区最低。在经历２０１６年

７、８月降雨后，整个济南市主城区总体径流系数为

０．７１，整个研究区共降水１２５．２３ｍｍ，下渗量为

３６．３３ｍｍ，产生的径流量为８８．９０ｍｍ。

表３　济南市主城区犎犐犕犛犛犠犕犕模拟径流

系数分区统计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ＭＳＳＷＭ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ｕｎｏｆｆ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ＪｉｎａｎＣｉｔｙ

主要城市用地类型 槐荫区 历城区 历下区 市中区 天桥区

居住用地 ０．８４ ０．９４ ０．８７ ０．９ ０．９２

工业用地 ０．７５ ０．８５ ０．７３ ０．９５ ０．９０

行政办公用地 ０．８８ ０．９４ ０．８３ ０．９１ ０．８６

商业金融用地 ０．８６ ０．９６ ０．８８ ０．９４ ０．９６

文化娱乐用地 ０．５９ ０．９２ ０．８４ ０．９２ ０．８５

体育用地 ０．９１ ０．７３ ０．７７ ０．８２ ０．９９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 ０．８８ ０．８３ ０．８４ ０．８９

绿地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１０

水域 — ０ ０ — —

总计 ０．７０ ０．６５ ０．７６ ０．７５ ０．８７

　　在槐荫区，绿地径流系数较小，居住用地、行政

办公用地、商业金融用地以及体育用地径流系数均

在０．８０以上。其中，体育用地径流系数为最高，达

到０．９１。另外，工业用地与文化娱乐用地径流系数

分别为０．７５和０．５９，在所有城市用地类型中属于

径流系数较低的两种城市用地类型。

在历城区的研究范围内该区居住用地、行政办

公用地、商业金融用地、文化娱乐用地径流系数达到

了０．９０以上，其中商业金融用地径流系数最高，达

到０．９６。工业用地、体育用地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区域内的径流系数相对较小，分别为０．８５、０．７３和

０．８８。区域内绿地径流系数较低，且存在一定水域。

从规划角度来说，历城区整体区域功能划分较为明

显与清晰，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整个区域储存

水量的能力。历城区居住用地以及教育科研设计用

地面积占比较大，是影响该区径流系数的主要用地

类型，其中居住用地径流系数较大，说明不透水面较

多，若能将道路铺装材质改为透水材质，能在很大程

度上改善小区内部的产流情况。

在历下区，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金融

用地、文化娱乐用地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径流系数

均在０．８０以上，其中商业金融用地的径流系数为最

高，达到０．８８。居住用地径流系数仅次于商业金融

用地，为０．８７。与历城区较为类似的是，历下区居

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建筑密度均较大，绿化较少，这可

能是居民用地与商业金融用地有较大的径流系数的

原因。另外，工业用地和体育用地径流系数在所有

城市用地类型中属于较低者，其径流系数分别为

０．７３和０．７７。历下区居住用地以及绿地面积占比

较大，是影响该区径流系数的主要用地类型，虽然该

区域有较多的绿地单元，并且该区总体地面不透水

面占比为５４％，但是其整体径流系数却并不低。

在市中区，居中用地、工业用地、行政办公用地、

商业金融用地和文化娱乐用地的径流系数均在

０．９０以上，其中工业用地径流系数最大，达到０．９５。

商业金融用地径流系数仅次于工业用地，为０．９４。

根据之前的统计，其不透水面积占比均在９０％以

上。另外，该区域体育用地及教育科研设计用地相

对于其他城市用地类型径流系数较小，分别为０．８２

和０．８４。绿地径流系数相对于其他几个行政区较

大，为０．１２。研究区内市中区面积占比为所有行政

区中最高，并且市中区居住用地以及绿地面积占比

较大，是影响该区径流系数的主要用地类型。值得

注意的是，作为研究区范围内最靠近南部山区的一

个区，市中区绿地面积占比很大，但由于该区降水量

主要集中在地面径流系数较大的居民区，因此其总

体径流系数并不是整个行政区最小的，为０．７５。因

此，若其居住用地等存在较多建筑的用地类型能采

取一定的绿化措施，该区的产流情况会有所改善。

天桥区整体径流系数为所有行政区中最高。其

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金融用地、体育用地径流

系数均在０．９０以上，拥有最大的径流系数为体育用

地，为０．９９，几乎全部产流不下渗。紧接着是商业

金融用地的径流系数，为０．９６。拥有较高径流系数

的城市用地同样有相当比例的降水量，这是天桥区

径流系数较大的主要原因。另外，行政办公用地、文

化娱乐用地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径流系数相比于其

他主要城市用地类型较小，分别为０．８６、０．８５和

０．８９。天桥区居住用地以及商业金融用地面积占比

较大，是影响该区径流系数的主要用地类型。

３．３．２　不透水地表分布影响分析

为探究不透水面占比对径流系数变化的影响，

作各行政区不同用地类型（除绿地与水域外）不透水

面占比与径流系数的散点图（图５）发现，教育科研

设计用地、居住用地以及行政办公用地不透水面占

比与径流系数的趋势线斜率很小，说明当这３类用

地类型的不透水面积达到７０％或８０％以上时，其径

流系数基本会稳定在０．８０以上。这３类用地类型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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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系数变化属于阈值型。商业金融用地、文化娱

乐用地、体育用地和工业用地等４种用地类型不透

水面积占比与径流系数趋势线斜率则较大且几乎平

行。当４种用地类型处于同一不透水面积占比时，

其径流系数由小到大排序依次为工业用地、体育用

地、文化娱乐用地及商业金融用地。其中，商业金融

用地径流系数几乎都在０．８５以上，工业用地及体育

用地径流系数则在０．７０以上。这４种用地类型的

不透水面占比与径流系数的相关变化并没有稳定的

阈值，而是根据不透水面占比的逐渐增加，其径流系

数也慢慢增大。综上，各用地类型的不透水面占比

与径流系数有较强的线性关系，其变化分为阈值型

和渐变型。

图５　各用地类型不透水面占比与径流系数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ａｔｉｏ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ｅａｃｈｌａｎｄｔｙｐｅ

对于阈值型用地类型，可进行较为集中的绿化

措施或ＬＩＤ措施，当其不透水面积占比低于其阈值

后，其径流系数就会较快减少，这有利于有效减缓该

土地利用类型内涝问题。对于渐变型用地类型，可

采用放缓的逐步绿化或ＬＩＤ措施，在集中改善阈值

型用地类型的不透水面占比的同时，辅以较小范围

的改善措施，这样整体能达到较为经济以有效的防

止内涝目的。

４　结论与讨论

以济南市主城区范围为研究区，通过现场调研、

遥感解译和划分标记的手段获取并探究研究范围内

不透地表格局分布，并根据管网流向及其分布原理

提取绘制济南市主城区管网水系分布底图，将划分

出的２６３１个汇水单元信息输入至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

模型进行小时尺度径流模拟，得到各行政区不同用

地类型的径流系数分布情况。

研究区范围内绿化率达到３３．９％，不透水面积

占比为６５．３％。除去１９８个林地单元后，研究区内

绿化率降低到 ２９．３％，不透水面积占比升至

７０．７％。天桥区为不透水面积占比最高的区域，历

下区为不透水面积占比最低的区域。从土地利用类

型看，各区域主要职能不同，其不透水面积占比较高

的土地利用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居住用

地、工业用地和商业金融用地属于本身面积占比较

大且有较高不透水面积占比的土地利用类型。

ＨＩＭＳＳＷＭＭ的模拟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７、８

月降雨后，整个济南市主城区总体径流系数为

０．７１，整个研究区共降水１２５．２３ｍｍ，下渗量为

３６．３３ｍｍ，产生的径流量为８８．９０ｍｍ。其中：历城

区总体径流系数为０．６５，为所有行政区中径流系数

最小的区域；天桥区绿化率为０．８７，为所有行政区

中径流系数最大的区域。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商

业金融用地、居住用地和行政办公用地是径流系数

最大的３个类型，这３个区域不透水面积占比较大，

房屋密集，是最有可能发生内涝的类型。

从预防内涝的角度分类提出济南市主城区不同

用地类型下不透水面格局的改进措施如下。

（１）根据调研发现，济南市给排水基础系统虽然

比较完备、分布广泛，但是设施老化问题严重，需要

进一步修理、更新和完善。一些新建居民区尽管有

较高绿化面积，但由于建设土层较薄很容易饱和，因

此较难抵御较大的城市内涝。新建居民区可采取绿

色屋顶等ＬＩＤ措施以改善小区整体防洪排涝能力。

（２）各用地类型的不透水面占比与径流系数有较强

的线性关系，其变化分为阈值型和渐变型。对于阈

值型用地类型，可进行较为集中的绿化措施或ＬＩＤ

措施，当其不透水面积占比低于其阈值后，其径流系

数就会较快减少，这有利于有效减缓该土地利用类

型内涝问题。对于渐变型用地类型，可采用放缓的

逐步绿化或ＬＩＤ措施，在集中改善阈值型用地类型

的不透水面占比的同时，辅以较小范围的改善措施，

这样整体能达到较为经济以有效的防止内涝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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