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到凤凤凰凰路路北北段段来来看看““海海绵绵公公园园””吧吧
这是济南第一个哦，园内到处都有“海绵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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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路是济南东部城
区除绕城高速外，唯一一条
能贯通南北的主干道，但北
边中林路至工业北路段、南
边旅游路再往南仍处在截
断状态，年内恐难打通。

凤凰路纵穿经十路，目
前经十路以南直到旅游路
段的1 . 9千米、经十路以北
到中林路段的4 . 2千米均实
现贯通。去年 1 2月，工业北
路再往北的2 . 24千米，直至
城市边缘田园大道（新建）
的凤凰路北段也开工了。目
前该段已经实现了1 . 5公里
道路贯通，除工业北路路口
往北260米路段仍在协调搬
迁 外 ，其 他 路 段 已 完 成 拆
迁。“凤凰路北段今年底实
现 贯 通 问 题 不 大 ，剩 余 的
260米路段已签订了搬迁协
议。”济南市市政公用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

但目前凤凰路中林路
至工业北路的2千米仍未打
通。“这2千米中已经建了南
边的 3 0 0 米，还有 3 0 0 米待
建。但再往北难度很大，需

要下穿 2个铁路桥，还涉及
到90户村民拆迁。”上述工作
人员说。不过，济南铁路局已
与济南市市政公用局达成以
下穿方式穿过铁路的协议。目
前，下穿方案已经通过可行性
论证，正在加快初步设计及概
算等手续办理。

济南市市政公用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打通凤凰路
需要下穿 2 个铁路桥，一条
是铁路胶济客专线，这一处
预留了 4个过铁路桥的孔，
建设困难较小。另一个在用
的胶济铁路货线，铁路桥上
正好是300多米长的24组铁
路道岔相交处，施工难度非
常大。另外还需要拆除新建
并投用一处铁路信号楼后，
才能开始施工。凤凰路经十
路至中林路段原计划在今
年底完工，但记者了解到，
下穿铁路的周期会比较长，
年内恐难打通。

而凤凰路在旅游路再
往南目前也是断头，不过现
在已有施工人员进场，往南
将建1 . 68千米道路，最后打
通 7 2 0米长的隧道，通过小
型立交，与二环南路高架东
延长线相连。

本报8月5日讯（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瑞雪） 5日，记者在凤
凰路北段看到，该路海绵试验段已
经有1公里长，各种海绵设计纷纷亮
相。而在原计划的非机动车道上则
有一棵有身份的古槐树，随后建设
方把古槐树周边区域建成了雨水公
园，里面几乎每一寸地都使用了海
绵设计。

凤凰路项目部负责人介绍，此
次凤凰路北段，在路西侧设计建设
非机动车道的路中间，遇到了一棵
百年古槐。

“古槐树龄未经详细考证，但在
济南市园林局古树名木目录中确有
身份登记。古槐恰好位于设计的慢
车道中间，挡住了整个自行车通行
空间。”负责人介绍，考虑古树树龄
越大，迁移成活率越低，为保护古
树，经多次方案研究，建设单位调整
了该路段断面及慢车道交通组织，
将人行道往西侧绕行一段再往北直
行，让出了约 1300平米的道路空
间。这个空间现在已经建成了名为
古槐雨水公园的海绵公园。5日，记
者在凤凰路北段万象新天小区前看
到，这个海绵公园入口处写着“古槐
树雨水公园”。在公园中间则是此次
修路遇到的古槐树，这棵老树周围
都是海绵设计。

在公园的西南角和西北角分别
有一个绿色的溢流井，溢流井像开
了雨水箅子的井盖。除了像水桶那
样能接住和存住一些雨水，等公园
地下存水过多时，能通过与它连接
的雨水管道外排。公园里还有不少
大块鹅卵石铺成的旱溪，还有种植
了水生植物的生态水塘。

公园北边的生态水塘则留存了
雨水，成了小水塘，长满了荷叶。“这
是底部专门使用了防透水膜的生态
水塘，它不能下渗，主要起蓄水的作

用，留住雨水成为水塘。”济南市市
政公用事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公园的西南角，则有一个“大
海绵”，PP蓄水模块。这个模块由很
多个能蓄水的塑料盒组成，能蓄20
立方雨水，埋在地下，上面铺了易透
水的软石。下雨时，90%的雨水能迅
速下渗到模块中蓄存，干旱时则能
缓缓流出到地下，公园里随处都是
高低起伏的植草沟。

除了海绵设计外，凤凰路北段
还在各种海绵设计旁立起了手绘图
和拟人解说，让市民们都能看一眼
就明白其中的海绵设计原理。据介
绍，按照凤凰路实际情况，通过实施
一系列海绵措施后，凤凰路北段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将超过75%，也就
是说，按济南市年平均降雨量推算，
全年将留住约9万方雨水，相当于48
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瑞雪

5日，3日晚那场大暴雨已过去2天，记者
探访旅游路西段、凤凰路北段时发现，两条
道路上的“海绵宝宝”还在发威吸水，而且雨
后路面没有积水。

奥体西路南延至旅游路桥后，路西侧原
先的荒地以旅游路桥斜坡为自然分隔，一南
一北各建了一个渗水和蓄水的生态水塘。3

日晚，济南市区平均降雨量达到了78 . 4毫
米。5日上午记者在奥体西路南延旅游路桥
下路西侧的生态水塘看到，南侧的生态水塘
能看出水痕和湿泥，不过没有积水。

北侧的生态水塘还有余水，不过不
多。北侧的生态水塘在4日上午10点时，仍

有比较急的上游水流通过原先的沟渠流
入生态水塘。不过这里的“海绵宝宝”吸水
能力惊人，水流一直蓄存在水塘中下渗。
而奥体西路路面两侧经过海绵改造后，也
略高于两侧植草层。项目部工作人员表
示，下暴雨第二天看时，路面也没有积水。

路东的大辛河支沟原先的水泥不透水
底部，挖出了一条类似溪流一样的土层，铺
上了碎石促渗。5日上午记者看到，河道内高
约30厘米的拦挡石仍留有流水冲刷的痕迹，
但河道内水已经全部下渗。

凤凰路项目部工作人员介绍，3日雨
后施工人员巡查工地时，未发现道路积
水，第二天一早沿线绿化带内也只有较深
的下凹绿地处有少量存水，一上午时间全
部下渗。

“海绵宝宝发威”

暴暴雨雨过过后后22天天还还在在““吸吸水水””

““海海绵绵兄兄弟弟””集集体体亮亮相相
带手绘图自我介绍，萌萌哒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瑞雪

透水人行道——— 渗

我是会喝水的道路，给我一瓶水，不到
5秒就能全喝完，大雨、小雨那就更不在话
下了！我喝的水可没自己用，都送给下面的
土壤了，她最后送给小草、小树。你可以在
凤凰路和旅游路东段的绿道看到我哦。

植草沟——— 渗、蓄、排

我有隐身本领，不太容易被发现吧，下
雨的时候你很快就会找到我啦。周边来不
及渗的雨水会流到我身上，我一边渗，一边
蓄，同时还会把水流往下游转运呢。我是出
现频率最高的海绵宝宝，很多济南的道路
两侧都会有我的身影。

生态水塘——— 渗、蓄

我一般都在下游，植草沟送过来的水
我就全收了，我这里的植物兄弟可都是喜
欢水的，当然没水的时候他们生命力也还
挺顽强的。像芦苇、菖蒲、水生鸢尾、花叶芦
竹、散竹等。告诉你个秘密，我为了让水快
点下渗，我底下加了一层碎石，既可以促
渗，又可以蓄水。旅游路东段和凤凰路都有
我的身影。

下沉式绿化带——— 渗、滞

蓄、净、用、排

我是运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建设的下
沉式绿化带，你能看出我的不同吗？齿状沿
石兄弟收进来的雨水，通过我的一些巧妙
机关，实现了净、渗、滞、蓄、用、排的功能。
我的顶面比原来的绿化带要低，在齿状沿
石进水位置我特意铺设了炉渣或碎石层，
不仅有净化初期雨水的作用，而且还跟底
层的促渗碎石层连通，加快了水的下渗速
度。为了多滞留一些雨水，在每个出水口下

游设置了小的木桩水坝。水满了以后，通过
齿状沿石把多余的水排到城市雨水系统。
为了不污染下游水体，出水的地方我也是
铺了碎石层进行过滤。我、齿状沿石、雨水
井可是联袂实现海绵功能的一个大系统，
缺一不可哦。

溢流井——— 渗、净、排

我长得像开了孔洞的井盖，小草、小树
喝不了的水就由我来送到城市雨水排水系
统里了。为了不让杂物混入污染下游水体，
我可是加了滤筐的。我的身上有好多小孔，
在水排走之前，我也是能留多留。

齿状沿石——— 收水排水

我们长得比其他路沿石奇怪，就像一
把大梳子，但我们的能力可不小。我是齿状
海绵弟弟，能把快车道的雨水引到绿化带
里，大家叫我进水齿状路沿石。有了我，快
车道路面还能省下个雨箅子。哥哥和我长
得几乎一样，只是他的最低点比我的大约
高3厘米，齿口深度比我短。在绿化带水满
了的时候，哥哥会让水流到雨水排水系统
里。二环南路、凤凰路上都已经可以见到我
们兄弟俩啦。

PP蓄水模块——— 渗、蓄

我就是埋藏在地下的一块大“海绵”，
因为我的孔隙率超过90%，我的身体里到处
是存水的通道。小草小树来不及喝的水，渗
到地下就由我先保存着，留给他们慢慢喝。
这叫下雨存蓄，不下雨缓释。虽然你看不见
我，但我可是每天都在凤凰路下工作哦。

旱溪——— 渗、蓄、排

我长得像山里铺满软石的小溪，但不下雨
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干的。我的作用也不小，下
雨时我会将雨水快速渗到地下，来不及渗的就
在我这里先存一存，或转运到下游。

5日，济南市市政公用局凤凰路项
目部首次推出了凤凰路“海绵兄弟”手
绘图。这些“海绵兄弟”是凤凰路和济南
市很多海绵功能设计的8张卡通示意
图，由凤凰路项目部工作人员手绘的，
而且个个都带自我介绍，看起来萌萌
哒，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弄不明
白啥是海绵城市啦。目前这些图文都已
经做成了永久性展牌，在凤凰路北段相
应的位置。

凤凰路南北有截断

年内恐难打通

▲海
绵公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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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流井——— 渗、净、排 齿状路沿石——— 收、排
图片由凤凰路项目部提供

下沉式绿化带(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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