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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总则

1.1 规划背景

在城乡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雨水系统工程作为城乡基础设施的核心构成，对

于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以及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意义深远。近年来，

高淳区城镇建设迅猛发展，高职园、滨湖新城等新兴区域不断崛起，然而，现有

雨水规划已难以满足城镇快速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国家对城镇排水、生态环

境以及海绵城市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编制高淳区城镇区域雨水专

项规划迫在眉睫，这将为维护城镇水安全、推动相关建设项目顺利开展筑牢根基。

1.2 规划目的

本规划旨在全面契合高淳区城镇排水防涝事业的发展需求，促进城乡社会、

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通过科学规划，

构建完善的雨水排水体系，切实保障城镇防汛安全，显著提升区域水环境质量，

为全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1.3 指导思想

秉持“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安全为先、功能融合、科技引领和建管并重”

的理念，借鉴先进经验，构建与高淳区城镇发展定位相适配的雨水排水体系。

1.4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涵盖《南京市高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城

镇开发边界以内区域，总面积达 96.48平方千米。具体包括中心城区与新市镇两大

部分：中心城区包含淳溪、古柏两个街道，涉及老城区、城北商务区等多个片区，

总面积 79.89平方千米；新市镇则包含漆桥、固城等 6个新市镇，以及高铁片区、

固城港片区等 4个片区，总面积 16.59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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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规划范围图

1.5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设定为 2021-2035年，其中以 2020年作为规划基期年。规划近期至

2025年，重点解决当前雨水排放和内涝防治的紧迫问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远期至 2035年，构建完备且高效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实现雨水系统的全

面优化和提升。

1.6 规划目标

近期目标（至 2025年）

确保河网水系通畅，调蓄设施能够充分满足调蓄需求，排水防涝设施稳定运

行。中心城区建成区具备有效应对不低于 20年一遇内涝设计重现期降雨的能力，

杜绝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内涝灾害发生。

新建地区的管网建设严格达到相应标准，旧城管网系统的排水能力得到显著

提升，高风险区域得到基本改善，基本实现城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或截流，确保

雨水顺利排放，道路地面无明显积水现象。

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有序开展雨水径流控制措施，创建城市排水防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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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化管控平台，全面解决城市易淹易涝地区的问题，基本消除内涝对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

远期目标（至 2035年）

成功建立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内涝防治综合水平实现全面提升。

中心城区已建成区能够从容应对不低于 30年一遇内涝设计重现期的降雨，确保无

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内涝灾害。

河网水系调蓄系统全面形成，城市内涝中风险区及高风险区的改善效果显著。

全面推进雨水径流控制措施建设，相关技术与法规政策制度健全完善。

完成城市排水防涝数字信息化管控平台建设，实现日常管理、运行调度、灾

情预判和辅助决策的科技化，提升城市应对雨水灾害的整体能力。

1.7 规划依据

1.7.1 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修订）

（7）《城市蓝线管理办法》（2011修正）

（8）《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号）

（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3]23号）

（10）住建部《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建城[2013]98

号）

（11）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

建设工作通知的通知（苏政办发〔2013〕88号）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75号）

（1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 2015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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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6]6号）

1.7.2 相关规范、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3）《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4）《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5）《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6）《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7）《雨水利用工程技术标准》（DB32/T3813-2020）

（8）《泵站设计标准》（GB50265-2022）

（9）《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10）《防洪标准》（GB50201-2014）

（1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2）《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

（1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4）《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

（15）《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2009）

（16）《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

（17）《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18）《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2012）

（19）《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

（20）《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普查数据采集与管理技术导则》（试行）

1.7.3 上位和相关规划

（1）《南京市高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送审稿）

（2）《高淳老城区（NJGCb040）控制性详细规划》

（3）《高淳经济开发区（NJGCb050与 06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4）《南京市高淳区城北科技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5）《南京高淳区(NJGCb01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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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其他

（1）地形图（CAD电子文件）

（2）现状管线测绘资料、施工图等

（3）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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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水工程现状

2.1 水系现状

2.1.1 水系概况

以茅东闸为界，分属水阳江和太湖两大水系。境内河流纵横，有 17条骨干河

道、261条一般性河道、2个湖泊、16座中小型水库以及众多塘坝。水阳江高淳河

段和胥河等在区域内水资源调配和雨水排放中发挥重要作用。

2.1.2 湖泊概况

石臼湖与固城湖分别位于中心城区南北两侧，通过官溪河、石固河相连。固

城湖是浅水型湖泊，面积 31.90km²，汇水面积 464.5km²，相关水利工程对其水位

和水量调控意义重大。石臼湖是草型浅水湖泊，面积 214.7km²，汇水面积 969km²，

在调节区域洪水、农业灌溉等方面作用关键。

2.1.3 骨干河道

分为外河和内河，外河与长江或大型湖泊直接连通且有防洪要求，内河主要

承担排水和排涝功能。如官溪河是连通石臼湖与固城湖的重要通道，也是主要泄

洪河道和航道；漆桥河是行洪、灌溉和航运的重要通道。此外，还有大丰河、穿

心梗河等多条河道，承担着城市排水和景观等功能。

2.1.4 圩区

共有 17个传统圩区，部分圩区纳入退圩还湖规划范围，通过清除堤防、鱼埂

等措施，改善湖泊水质和生态环境，提升流域防洪能力。

2.1.5 竖向概况

中心城区总体东南高西北低，各街镇地势也有所差异。如固城街道北高南低，

东坝街道总体南北高中间低。现状道路和河道水位对区域竖向规划有重要影响，

不同区域的竖向特征决定了雨水的排放方式和路径。

综合评价：尽管城市水务建设持续推进，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现有的排涝

标准难以适应城市经济发展需求，排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域水面积减小，滞

蓄能力降低，水系存在布局不合理、沟通不畅等问题，影响了城市的水安全、水



南京市高淳区雨水专项规划（2021-2035）——说明书

8

资源和水环境。

2.2 雨水工程现状

2.2.1 排水体制

中心城区部分区域为截流式合流制或雨污分流制，老城区部分区域仍存在截

流式合流制，而经济开发区严格实施雨污分流制。各街镇均采用雨污分流体制，

雨水就近分散排入水体。

2.2.2 泵站

全区共有排涝站 41座，总规模 139.46m³/s，其中农用泵站 36座，城市泵站 5

座。现状高淳中心城区排涝模数约 1.09m³/km²s，部分泵站的布局和规模可能无法

满足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

2.2.3 雨水管道

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城北（南部）及开发区（芜太高速以南）。老城区管网

系统复杂，管路长且管径整体偏小；开发区部分管道依据旧标准建设，建设标准

偏低，部分管道就近接入附近沟塘，且河道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区域排涝需求。

综合评价：存在诸多问题，如原有管道设计暴雨重现期取值偏低，不能满足

新的排水要求；部分排水管网与排涝规划衔接不足，受河道高水位顶托影响，暴

雨时易出现雨水倒灌；老城区水系布局密度不足，排水管路长，排水不畅；开发

区部分河道建设滞后，管网与规划水系衔接存在问题；此外，还存在施工管理不

善、地块开发导致雨水排放变化等问题，影响了雨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2.3 内涝风险评估

2.3.1 淹水点统计

高淳城镇区域目前存在 8处局部积淹水点，主要集中在老城区。这些积淹水

点形成的原因包括局部管网规模不足，无法及时排出大量雨水；地势低洼，容易

积水；排水设施损坏，影响排水功能等。例如，天泰雅居因地势低洼，遭遇强降

雨时，外围高水容易倒灌进小区，造成积水。

2.3.2 内涝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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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水力计算，结合城市现状排水管道周边地块开发强度以及相关专业规划

要求，采用 P=50a降雨模型对中心城区进行内涝风险评估。结果显示，老城区由

于水面率偏低，管线管路偏长且管径整体偏小，易涝片区范围较大；开发区部分

河道建设滞后，现状道路边沟断面偏小，部分管道建设标准偏低，也存在一定的

内涝风险。这些内涝风险不仅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还可能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

经济发展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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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雨水系统规划

3.1 规划原则

雨水管道系统应根据城市规划布局和道路网规划，结合现状管道、地形、受

纳水体及雨水泵站的位置进行布置。雨水管布置按下列原则进行。

（1）雨水管应结合自然地形，就近排入水体。

（2）结合并充分利用道路的纵坡，以减少管道长度、减小管径，合理节省工

程投资。管道连接方式采用管顶平接。

（3）雨水管的高程要有利于两侧地块的雨水接入。雨水管起点埋深按 1.5m

左右进行控制，并以两侧支管接入所需标高校核调整。

（4）雨水管宜沿城市规划道路敷设，并与道路中心线平行，结合道路路幅布

置雨水管，新建道路一般敷设在非机动车干道下。

（5）考虑道路建设时序，在相同或相近的排水路径长度下，雨水管道尽量沿

同一条道路敷设，以避免或减少雨水管道需要通过未建道路排入河道的情况。

3.1.1 规划标准

1、流量计算公式

雨水设计流量计算公式为：

Q=·q·F(L/s)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径流系数

q—暴雨强度，L/hm2·s

F—汇水面积，hm2

2、南京市 2012年启动暴雨强度公式修编工作，编制过程中完整收集了 1978

年~2008年 30年长系列降雨资料，通过分析计算出的暴雨强度公式，并由南京市

城市管理局于 2014年 2月发布：

 1.011
64.3 53.8 lg

/ 32.9
Pi

t



或

 
 1.011

10716.7 1 0.837lg
/ 32.9

P
q

t




式中：i—暴雨强度（mm/min）；

q—暴雨强度（l/s•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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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重现期（a）；

t—降雨历时（min）。

3、设计参数取值

（1）综合径流系数

径流系数为径流量与降雨量的比值，因汇水面积的地面覆盖情况、地面坡度、

地貌、建筑密度的分布、路面铺砌等情况的不同而异。径流系数取值参照《室外

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其具体取值见下表。

表 3-1径流系数取值表

区域情况 径流系数(ψ)

城市建筑密集区(城市中心区) 0.60-0.85

城市建筑较密集区(一般规划区) 0.45-0.60

城市建筑较稀区(公园、绿地等) 0.25-0.45

城市道路 0.9

（2）设计降雨重现期 P

河道及本泵站：P=20a。

雨水管道：

现状雨水管道 P≥1a，规划予以保留；

P＜1a，规划予以改造；

新建雨水管道 P=2~3a（一般地区）；

P=3~5a（重要地区）。

（3）设计降雨历时

设计降雨历时包括地面集水时间 t1和管渠内流行时间 t2两部分，即：

t=t1+t2(min)

4、排涝模数公式

城区排涝模数计算公式为：

M=16.67·（Ψ·X—(a/A)·H）/T

式中，M—排涝模数，m3/km2·s

—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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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设计雨量，mm

a—调蓄水位处平均水面面积，km2

A—片区面积，km2

H—河道调蓄量，mm

T—设计排涝历时，min

3.2 竖向规划

3.2.1 规划思路

（1）总体原则

1）规划原则

合理利用现状地形，充分结合现状道路，减少土石方及防护工程量；

满足防洪要求，保证地块安全；

满足道路坡长、坡度的设计要求；

满足道路路床处于干燥~中湿状态。

满足雨水、污水排放的要求，尽量保证道路坡向与排水方向一致。

2）规划重点

核对控规竖向规划控制要素及竖向规划方案，合理确定跨越内河、外河桥梁

控制标高，地块内道路控制标高以及地块标高，针对不满足桥梁净空要求及地块

防洪要求的竖向节点进行调整。

（2）设计标准

1）道路净空

机动车道最小净空 4.5m；非机动车道最小净空 3.5m；行人最小净空 2.5m。

2）道路纵坡

一般城市道路最小纵坡 0.3%；道路桥梁考虑非机动车、行人过桥，最大纵坡

3.0%以内。

路床底标高大于不利季节地下水位标高。

3）桥梁

跨外河时，桥梁梁底标高不小于最高洪水位+0.5m，如河道有防洪堤，梁底标

高不小于现状防洪堤标高。

跨内河时，桥梁梁底标高不小于开机排涝水位+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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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要素

1）道路

现状道路集中在芜太高速以南，老城区和开发区东南部分地区。地区现状道

路包括古柏路、凤山路、双湖路、双高路、花山路、花园路等；针对现状已建成

道路，保留道路现状标高。

2）河道

结合本次水系及排水规划河道水位标高，桥梁标高：道路跨越河时桥梁梁底

标高不小于常水位标高+0.5mm（安全水位），桥面不小于常水位标高+2mm（结

构层和安全距离）。另外，梁底应满足高于现状防洪堤标高。河道水位标高 5.5-6.0m。

（4）道路竖向标高梳理技术路线

1）对现有规划核对

各片区控规中已有竖向规划，本次结合已有资料，结合本次水系规划及排水

方向的需求，按竖向规划控制要素对道路交叉口竖向进行分析核对。

2）对现有规划反馈及修改

根据与控规道路交叉口竖向的核对，找出存在问题，并提出反馈及修改意见，

满足水系及排水要求。

3.2.2 竖向方案

（1）主要内容

1）现状情况核对

结合地形图，依据已建成道路、地块标高，核对控规相应点标高，对存在误

差标高进行调整。

2）规划核对

除老城区、高职园、城北商务区、开发区南、滨湖新城西可参考控规竖向方

案以外，其余板块、街镇均无最新已批控规可参考，由于现有控规与国土总规用

地方案差别较大，因此上述片区控规均不具备参考价值，本次规划依据高淳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最新用地方案，结合地区水系、排水方案，核对现状标高趋势。

①对满足地区排水要求的控规标高进行规划保留；

②对不满足地区排水标高要求的，结合排水方案、周边场坪标高，确定合理

标高，并建议控规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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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排水分区

根据竖向规划、河道规划、泵站布局规划及现状管网情况，对全区的汇水范

围进行详细划分，其中，中心城区划分 8个排水分区，各街道镇区单位为一个排

水分区。

3.3.1 中心城区

共划分为 8个排水分区。A区雨水排入老城区南部河道及景观水体后经泵站

提排；B区排入大丰河；C区排入芦溪河后提排至石臼湖；D区排入区域内河后提

排至石臼湖；E区排入区域内河后提排至石固河；F区排入藕丝闸西山河及内河后

提排至石臼湖；G区西北侧自排区排入漆桥河，东南侧机排区经泵站提排至漆桥

河；H区排入区域内河后提排至固城湖。

图 3-1 雨水系统排水分区图

3.3.2 街道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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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镇区各自为独立排水分区，具体方案将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一步

确定，以适应各街镇的独特地形和发展需求。次规划各街镇各自为独立的雨水排

水分区。具体方案需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进一步确定。

3.4 排涝泵站布局规划

3.4.1 排水片区划分

以石固河为界划分排水片区，石固河以西为一级机排区；以东分为一级机排

区、二级机排区和自排区。明确各区域范围和排水方式，自排区面积 8.55km²，机

排区面积 109.41km²（其中一级机排区 88.38km²，二级机排区 21.03km²）、。

3.4.2 河道调蓄与泵站规模关系研究

蓄水深对泵站规模影响显著，调蓄水深越高，河道调蓄量越大，泵站规模越

小。本规划按调蓄水深 0.4-1.0m计算泵站规模，以平衡城市安全与景观效果需求。

3.4.3 泵站总体布局

规划建设 32座排涝泵站，总规模 337.5m³/s。其中保留现状泵站 12座，新建、

扩建 20座。各泵站根据所在区域的排水需求确定规模和位置，如 A区扩建太安圩、

双合圩泵站，保留筑城圩泵站，总规模 34m³/s。

3.4雨水泵站规划

按排水分区核算泵站规模。A区部分片区自排，部分经泵站排水；B区扩建城

西泵站；C区新建永红和胜利新泵站；D区保留 6座现状泵站并新建永乐泵站；E

区扩建肇倩上圩、肇倩下圩泵站，新建棠梨港泵站；F区扩建永北圩、瑞柏、藕丝

闸泵站；G区部分区域自排，部分规划新建和保留泵站；H区扩建红沙嘴、永兆

泵站。

3.5 积淹水点整治

根针对 8处积淹水点，根据不同成因制定改造措施。如天泰雅居通过改造小

区雨水管道、增设雨水边沟截流外围高水；栖凤花园通过地下室防渗、新增排口、

扩容主管等措施解决积水问题，以消除内涝隐患，保障居民生活和城市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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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雨水管道规划

4.1 规划原则

结合地形、水系和道路网规划管道，确定管径、连接方式、埋深等。管径≤

2000mm采用圆管，＞2000mm采用矩形断面箱涵；连接方式采用管顶平接，起点

埋深控制在 1.5m左右，并根据支管接入需求调整。管道沿规划道路敷设，平行于

道路中心线，尽量避免穿越未建道路，以减少施工难度和成本。

4.2 规划布局

中心城区各分区及各街镇根据汇水范围和现状管网情况规划雨水管道。A区、

B区以现状管网为主，部分改造并新建管道，管径 d600-d2200；C区、D区多为规

划管道，管径 d600-d1500；E区部分为现状管网，部分新建，管径 d600-d1800；F

区部分有现状管网，新建管道管径 d600-d2200；G区以现状管网为主，改造及新

建管径 d600-d1800；H区部分区域为规划管道，管径 d600-d1800。各街镇如漆桥、

固城等，雨水管道均为规划建设，管径 d600-d2000，以满足不同区域的雨水排放

需求。

4.3 初期雨水污染防治与雨水资源利用

4.3.1 初期雨水污染防治

源头减量，就地处理：通过改变地面径流条件，增加降雨向地下的渗透，减

少地面径流量。利用自然手段如河道、道路两侧植被缓冲带及生物滞留设施，部

分区域采用多孔材料替换硬化地面，如停车场、球场等，增加雨水入渗量，减少

径流排放量。

收集调蓄处理：建设雨水调蓄设施，利用管道系统自身调蓄容量，收集雨水

并在雨季过后处理。通过雨水调节装置使雨水均匀出水，减少下游洪水流量，同

时起到部分水质处理功能。

加强维护管理：定期清理汇水区域，加强对初期雨水处理设施的维护。如定

期清扫街道和停车场，减少径流污染物量；每 2-3年对处理设施进行维护，清除沉

积物；维护人工湿地、草皮过滤带等设施的植被，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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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雨水资源利用

屋顶绿化雨水收集系统：适用于高淳经济开发区等建筑密度较高的区域。通

过屋顶绿化，削减径流量、减轻污染、调节建筑温度和美化环境。选择本地耐旱

植物和适宜的种植土壤，配套小型分散式雨水收集利用装置，如雨水桶，提高雨

水收集利用效率。

地块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结合景观和生态环境设计，在地块内设置沉砂池、

调节池、沉淀池、吸水池和精滤设备等，对地面雨水进行收集、处理，用于道路

冲洗、绿化灌溉及地块内水景补水。根据地块规模和地形，合理布置收集及处理

装置，可设置在地下或结合建筑地下空间。

道路雨水收集系统：在地面硬化的庭院、广场等区域，采用透水材料铺装或

建设汇流设施，将雨水引入透水区域或储水设施。在城市道路人行道铺设透水方

砖，步道下设置渗沟、渗井等，增加入渗量。在道路两侧绿地设置下凹式绿地、

雨水花园或生态排水沟，减轻雨水管道排水压力，改善雨水水质，补充生态景观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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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绵城市建设指引

5.1 总体目标

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引领全区发展，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有

良好的“弹性”，重点解决内涝和水环境恶化等问题，实现地表水、自然降水、

地下水及污水资源等保护与利用，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

确保社会水循环与自然水循环相互贯通。

5.2 规划指标

确定多项海绵城市建设指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79.50%，面源污染削

减率不低于 55.11%。同时明确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等方面的指标，

如生态岸线比例、地表水体水质标准、雨水利用替代城市供水比例等，为海绵城

市建设提供量化目标。

5.3 分类建设指引

海绵城市技术措施选择：根据规划区降雨、水文、土壤、地貌、城市用地等

条件，筛选出适合的“渗、滞、蓄、净、用、排”技术措施。如透水砖铺装、下

沉式绿地、绿色屋顶等适用于不同区域。已建区域结合旧城改造逐步实施；新建

区域按规划目标落实地块建设指标；在建区域根据已出让地块条件变更设计。

海绵水系建设指引：城市水系在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及改善生态环境中作

用关键。高淳区海绵水系建设包括改造河道断面以增强调蓄性能和排涝能力；建

设湿地和生态岸线，改善生态环境；发挥水系“蓄”的功能，增加可利用雨水资

源。

海绵道路建设指引：城市道路径流雨水通过有组织汇流与转输，经截污预处

理后引入道路红线内、外绿地，利用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带等低影响开发设施

进行处理，选择措施应因地制宜、经济有效、方便易行。



南京市高淳区雨水专项规划（2021-2035）——说明书

19

海绵绿地建设指引：城市绿地与广场的海绵性设计根据不同类型有所侧重。

公园绿地以入渗和减排峰为主，防护绿地以入渗为主，广场用地以入渗为主，通

过合理选择海绵性措施，提升绿地与广场对雨水的调蓄和净化能力。

海绵建筑与小区建设指引：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与小区需建设雨水综合

利用系统。建筑屋面和小区路面径流雨水经截污预处理后，引入绿地内的低影响

开发设施进行处理。根据空间条件选择生物滞留设施、渗井、湿塘和雨水湿地等，

实现雨水的有效利用和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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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期建设规划

6.1 雨水泵站近期建设

根据雨水泵站现状情况、存在问题和地区发展需要，近期规划新建、改建和

扩建黄泥闸排涝站、永红排涝站、城西排涝站、太安圩排涝站、胜利新排涝站、

棠梨港排涝站、瑞柏排涝站共 7座。

6.2 雨水管网近期建设

规划近期建设年限为 2021-2025年，规划近期建设范围与《高淳区国土空间规

划近期实施方案》一致。本次规划近期主要建设内容主要为上述范围内的雨水管

网，共计 179.9km。

图 6-1 规划近期建设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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