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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再斌和张书函等编著的《奥运场区雨水利用技术研究》系统讲述了奥运场区雨水利用技术的应用。
内容包括：绪论；透水铺装地面雨水下渗收集利用与径流控制技术；深下沉区域雨洪调蓄与利用技术
，绿地雨洪集蓄与灌溉利用技术研究；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雨水利用监控技术，雨水综合利用成套技
术集成；奥运场区雨水综合利用示范与应用；奥运场区雨水综合利用效果评价与优化管理。

《奥运场区雨水利用技术研究》适合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水利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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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深下沉区域雨洪调蓄与利用技术。
针对深下沉区域的排水防洪标准较高而雨洪利用标准较低的矛盾，以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5hm2下沉花
园为研究对象，提出兼有防洪和集用功能的深下沉广场雨洪调蓄与利用技术方案。
　　（3）绿地雨洪集蓄与灌溉利用技术研究。
针对中心区土壤特点，通过采用渗排材料和集水渗灌措施，研究场区树阵间铺装地面雨水直接就地集
蓄后自然回灌到植物根区的技术方案，提出利用绿地径流和相邻铺装地面雨水，回灌于绿地植物的雨
水集蓄灌溉技术。
　　（4）雨洪综合利用成套技术集成。
研发奥运场区非机动车道雨洪削减与径流污染控制技术、跨水系构筑物雨水综合利用技术、水系岸边
绿地雨水利用技术，将现有雨洪利用技术与上述技术进行集成，建立以消减洪峰流量为核心，将净化
回用、人渗补源、景观生态、防洪减灾等功能相结合的奥运场区雨洪综合利用技术体系。
　　（5）奥运场区雨洪综合利用效果评价与优化管理。
建立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雨水利用措施的径流外排削减、入渗补给和回收利用等方面效果的评价指标
体系，提出评价方法，对示范工程运营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奥运场区雨水资源利用的技术改进建
议。
　　（6）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雨水利用监控技术。
针对奥运场区建设特点，研究场区降雨过程、雨洪利用工程的渗水量、收集与利用水量、径流削减量
等方面参数的监测技术，提出监测方案，建立监测系统，并进行监测。
　　（7）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雨水利用示范工程建设。
建设90hm2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雨洪利用示范工程，重点建设2个示范地块：大屯路一北二路的5Fs
和5Es地块、南一路一成府路2E和2F地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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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郭再斌和张书函等编著的《奥运场区雨水利用技术研究》针对奥运场区内硬化铺装、绿地、树阵、下
沉广场、市政道路和场区环境建设的特点，结合已有的成果基础，研究满足部分公共设施和景观用水
需求、经济适用的雨洪控制和利用技术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系统研发了透水地面雨洪控制与利用
技术，建立了基于防洪安全的深下沉区域雨水渗排利用技术，提出了铺装树阵地面雨水下渗收集、存
储和自动地下灌溉技术，集成了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雨水利用监控技术，提出雨水利用效果评价技术
，建立了奥运场区雨水综合利用技术体系，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奥运场区的工程建设，建成了多创新
、高集成、大面积的雨水利用示范工程，展示了雨水利用措施显著的增加下渗、减少径流、削减排水
峰值和流量、增加可用水量、改善环境等效果，落实了北京奥运“三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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