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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校校底底下下埋埋了了个个““大大水水缸缸””
玉函小学要建成海绵学校，绿地浇灌全靠雨

本报记者 尹明亮

27 . 7毫米的降雨
路面都能不见水

路面铺上透水砖，停车
场也换成透水的混凝土，绿
地改成下沉的，靠墙的花坛
也能帮着收集雨水……28日
上午，在玉函小学，随着专家
的介绍，平日里老偷偷往施
工工地跑的学生们终于知道
学校里的“海绵工程”是咋回
事了。“建设海绵学校快一个
月了，学生们的好奇心挡不
住，今天就把专家请来给学
生们好好上一堂科普课。”玉
函小学校长刘然说。

在学校的后院和天井
里，工人师傅还在忙碌着，原
先铺在路上光滑的地砖正被
工人师傅用看起来有些粗糙
的红色混凝土砖替换掉。神
奇的一幕发生了，工人师傅
往铅笔盒大小的一块砖上倒
下整整一杯水，居然没有一
滴从砖的面上流下来，倒是
砖的底部慢慢渗下了水珠。

“路面进行透水铺设，这只是
海绵学校的一个方面。”来自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的工程师王存存介绍，根据
学校情况，院子里的绿地要
改成能蓄水的下沉绿地，停
车场也将改成透水设计，就
连学校靠墙的高位花坛也是
收集雨水的好帮手。

王存存介绍，在这个学
校，要进行海绵改造的面积
大约在2000平方米左右，改
造之后，只要降水量是在
27 . 7毫米以下的中小雨，都
能保证路面不见水。

蓄水模块只要装满
能盛水130多立方米

从国庆节就开始施工，
过不了多久，玉函小学的海
绵学校就要建成了，在学校
里，各种“海绵”设施也已初
具雏形。在后院里，一个大大
的坑里埋了一个混凝土的密
闭水池，“这是海绵学校建设
中的蓄水模块，就像是一个
埋在学校地底下的大水缸。”
王存存说，当雨下起来的时
候，除了通过透水设施渗入
地下的水，很多雨水都要被
存在这个“大水缸”里。当然，
为了引导雨水进入大水缸，
设计上也要费一番心思。地
上要开截水沟，把雨水引流

到下沉绿地，“大水缸”就在
下沉绿地的底下，雨水经过
沉淀后，通过下沉绿地的溢
流口流入“大水缸”。

在学校教学楼北侧，靠
墙的一片高位花坛也被利用
起来，“这是用来收集楼体墙
面和楼顶雨水的。”王存存
说，在城市里，与落到地面的
雨水相比，楼体上的雨水几
乎都会变成径流，所以收集
建筑物的楼顶和墙面上的雨
水可是建设海绵城市很重要
的方面呢，王存存介绍，楼上
的雨水落到这个高位花坛里
后，最后也会通过小沟流到

“大水缸”里。“蓄水模块只要
装满能盛 1 3 0 多立方米的
水。”王存存说，但不是所有
靠墙的位置都要建高位花
坛，靠近楼体的位置下渗雨
水太多可能对楼体产生损
害，所以，多数墙面的雨水管
下都会安装一个大的雨水
桶，来收集楼面的雨水。

海绵学校建成了，每年
收集起来的雨水怎么办？工
程师介绍，在玉函小学，收集
起来的雨水既可用于在天旱
时浇灌学校的绿地，还可以
用于蓄水池不远处一个厕所
的冲厕。

泥泥水水洗洗脸脸

27日中午，济南工业北路黄台电厂附近路口，一名年逾五旬的
工人模样的师傅缓步走来。他头戴安全帽，脚蹬胶鞋，衣服上挂着
些泥浆，看似有些疲惫；他缓步走到路边蹲下来捧起地上还有些泛
黄的积水抹了几把脸后，穿过马路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车流中。路边
商店的摊主说，他像是高架桥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昼夜干活，吃
住在工地。工地周边的环境很糟，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筑路工人们
真的是非常辛苦。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28日上午，在济南市市中区玉函小学，一堂以“海绵城市”为主题的科普课正在进行着，天上
降下的雨怎么收集？落到地下的雨水都去哪儿了？跟着专家看着学校正在进行着的施工，过不了
多久，学生们所在的学校就将变成济南第一批“海绵学校”了，雨水落地瞬间便会消失不见，雨过
天晴后，学校浇灌绿地，用的还是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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