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学研究与实用·2024� 第5卷�第16期

199

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设计及施工探析

韦寿达
广西美吉园林有限公司�广西�南宁�530000

摘�要：在城市的呼吸脉络中，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是不可或缺的生态篇章。设计原则不仅满足功能性，更追

求生态平衡与艺术升华。地形、植物、道路、水景和景观小品等要素共同构建了这片绿色天地。而施工中的每一个细

节，从准备到植物选择，再到质量控制与后期养护，都承载着对美的执着追求。这些原则、要素和要点相互交织，绽

放出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的持久魅力。

关键词：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设计；施工

引言

在城市发展的浩瀚画卷中，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

犹如点睛之笔，赋予城市独特的魅力与气质。它们不仅

是城市的“绿肺”，为市民提供清新的空气与宁静的空

间，更是城市形象的名片，展示着城市的品位与风采。本

文将深入剖析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的设计与施工要点，

为城市的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的设计原则

1.1  功能性原则
首先，道路的线形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在

设计绿化园林景观时，应避免种植大型植物或设置景观

设施，导致遮挡驾驶员的视线，使其无法清晰看到前方

的交通状况。特别是在弯道或交叉口等关键区域，更需

确保视线通透，无遮挡物。其次，道路的宽度也是考虑

的因素之一。较宽的道路在安全上更有保障，可以容纳

更多的车流和人流。绿化园林景观设计需适应道路的宽

度，避免因过度装饰或植物种植而占用道路空间，影响行

车安全。此外，绿化带的设置也需要遵循功能性原则。适

度的绿化带可以美化道路环境，为驾驶员提供视觉上的放

松和享受。但绿化带不能过于宽泛，以免影响行车速度

和交通流畅度。同时，绿化带内的植物选择和配置也要

合理，避免生长过快或过于高大，影响行车视线。

1.2  生态性原则
首先，植物的选择是生态性原则的关键。在选择植

物时，应充分考虑其生长习性、适应性以及绿化效果等

因素。选择本地生长良好、适应性强、易于维护的植物

种类，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植物群落，提高绿化效果。同

时，应注重植物的多样性，避免单一物种的过度集中，

以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逆性。其次，植物的配置

也是生态性原则的重要方面。在配置植物时，应充分考

虑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光照、水分、养分等的竞争

与互补。合理配置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等，形成层次

分明、结构稳定的植物群落，能够提高绿地的生态效

益。此外，生态性原则还要求在设计时考虑绿地与周边

环境的相互影响。通过合理规划绿地布局，控制绿地的

规模和范围，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应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如地形、水体等，降低人工干预和

能源消耗，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1]。

1.3  艺术性原则
在设计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时，首先应注重景观

的构图，通过合理的布局和组合，使各个元素形成和谐

统一的关系。利用空间布局和植物配置，创造出层次感

丰富的景观效果，使其显得更加自然、流畅。其次，色

彩的搭配也是关键因素。不同色彩能带来不同的心理感

受，如温暖、宁静、兴奋等。因此，设计时需充分考虑

植物的季节变化和色彩搭配，确保整个绿化园林景观在

不同的季节都能呈现丰富多彩的色彩效果。同时，注重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避免色彩组合突兀或不搭调。此外，

质感的搭配也至关重要。植物的叶片、枝条、果实等形态

和质地形成了不同的质感。合理搭配不同质感的植物，能

够创造出更加丰富、立体的景观效果。同时，植物的质

感与周围环境相呼应，增强了景观的整体效果。

1.4  人文性原则
在设计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时，首先应深入了解

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历史故事、文化传统和地域特

色融入景观中，使绿化园林更具文化内涵。利用历史建

筑、雕塑和文化符号等元素，结合植物配置，创造出具

有历史感的景观节点，让市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

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此外，设计时还应注重体现城市

的地域特色。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地形和水体等自然

条件，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元素，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

绿化园林景观，让市民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同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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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设计应关注社会问题和市民需求，提供多样的活动空

间和设施，满足市民的日常休闲、娱乐和交往需求。关

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如设置无障碍设施、为老年人提供

休息空间等，体现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2��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的设计要素

2.1  植物配置
首先，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是植物配置的基础。每种

植物都有其独特的生长习性、光照需求、水分需求等。

在配置植物时，应充分了解这些特性，根据植物的生长

需求和生长速度，合理安排植物的种植位置和密度。例

如，喜阴植物应种植在遮荫处，耐旱植物应种植在排水

良好的地方。其次，季相变化是植物配置中需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通过合理搭配不同季节的开花植物，可以使

景观在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观赏点。例如，春季可以

配置樱花、杜鹃等花卉，夏季可以配置紫薇、木槿等花

卉，秋季可以配置红枫、银杏等树叶变色植物。此外，

层次感也是植物配置的重要方面。通过合理搭配乔木、

灌木、地被植物等不同高度的植物，可以营造出层次感

丰富的植物群落。乔木可以作为背景树，灌木可以作为

中层植物，地被植物可以作为底层绿化。这样能够形成

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植物景观。

2.2  道路景观设计
首先，道路线形是道路景观设计的基础。直线段和

弯道的设计都需要考虑行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以及与

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在直线段，可以通过景观元素的

引导和变化，创造出视觉上的节奏感和方向感；在弯道

处，可以利用植物、雕塑等景观元素进行过渡，使道路

线形更加流畅、自然。其次，路面铺装是道路景观设计

的关键。路面铺装的材质、色彩、纹理等都需要与周围

环境相协调，同时还需要考虑防滑、排水等功能需求。

例如，在商业区或公园内的步行道，可以采用色彩鲜

艳、图案独特的路面铺装，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围；在

高速公路的路面，则需要采用耐磨、防滑性能好的铺装

材料，确保行车安全。此外，路侧绿化也是道路景观设

计的重点。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和景观设计，可以营造

出绿色、生态的道路景观。可以利用乔木、灌木、地被

植物等不同高度的植物进行层次化的配置，形成高低错

落、疏密有致的植物群落；还可以利用花坛、雕塑等景

观元素进行点缀，提高道路的美观性。

2.3  公共设施设计
首先，公共设施的设计应注重功能性和美观性的结

合。功能性是公共设施的基本要求，例如座椅需要提供

市民休息的地方，垃圾箱需要方便市民丢弃垃圾。在

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公共设施的设计还需要考虑美观

性，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其次，公

共设施的个性化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公共设施

可以根据其特点进行独特的设计，例如照明灯具可以采

用节能环保的设计，垃圾箱可以采用可回收材料制成。

这些个性化的设计不仅能够满足设施的功能需求，还能

够提升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形象。此外，公共设施的材质

和色彩选择也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材质的选择需

要根据设施的功能和使用环境来决定，例如座椅的材质

需要耐磨耐压，照明灯具的材质需要耐腐蚀、防水。色

彩的选择则需要与周围环境和城市文化相协调，使用色

彩来提升景观的美观性和视觉效果。

2.4  景观小品设计
首先，景观小品的选择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小品

的设置不应过于突兀，而应与周围的环境形成和谐统一

的关系。例如，在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域，可以选

择反映历史事件或人物的雕塑、壁画等小品，使景观与

历史环境相呼应。其次，景观小品应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和文化内涵。小品不仅仅是装饰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表

达和传承。它们可以是抽象的雕塑、寓意深刻的装置艺

术，或者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小品，都能够反映城市

的历史文化或地域特色。此外，景观小品的设计应注重

造型、材质、色彩等方面的选择。简约、质朴的设计风

格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造型上应避免过于繁琐和花

哨，保持简练、大方的特点；材质的选择应考虑与环境

相协调，同时能够经受自然环境和人为的磨损；色彩上

则要与周围环境协调，同时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3��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的施工要点

3.1  施工前准备
首先，施工前，相关人员应详细研究设计图纸，了

解设计理念、各项参数和技术要求。通过与设计师的沟

通，明确各个部分的设计意图和预期效果，为后续的施

工提供明确的指导。对于图纸中存在的疑问或不明确的

地方，应及时提出并与设计师进行讨论，确保施工时能

够准确还原设计效果。其次，现场勘查是施工前准备的

重要环节。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充分了解施工区域的地

形、地貌、土壤性质、地下管线等实际情况。这些信息

对于制定施工计划、评估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选择合

适的施工方法等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现场勘查还有助

于发现潜在的问题，如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土壤质量不

佳等，从而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施工过程中的意外

情况。在现场勘查的基础上，应制定详细的施工计划。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设计要求，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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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设备等资源。考虑各种可能影响施工的因素，如天

气变化、人力资源配置、材料供应等，制定应对策略，

确保施工能够按计划顺利进行。

3.2  植物选择与配置
首先，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种类是

基础。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有所差异，植物的生长需求

和适应性也不同。因此，应充分了解当地的气候、土

壤、水分等条件，选择能够适应这些条件的植物种类[2]。

例如，在干燥地区应选择耐旱植物，在湿润地区应选择

耐水植物。同时，应注重选择生长健壮、易于维护的植

物品种，以提高植物的成活率和景观的持续性。其次，

合理搭配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等不同高度的植物是关

键。通过合理的层次搭配，可以营造出高低错落、疏密

有致的植物群落，提升景观的立体感和视觉效果。乔木

是景观中的骨架，应选择形态优美、遮荫效果好、适应

性强的大型乔木；灌木是景观中的填充物，应选择色彩

丰富、形态多变、易于修剪的灌木品种；地被植物则是景

观中的绿色底色，应选择生长迅速、覆盖力强、易于维护

的地被植物。此外，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季相变化也是需要

考虑的因素。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生长速度，应选择生

长速度适宜的植物进行搭配，保证景观的形成和稳定。

3.3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在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的设计与施工中，质量控

制是核心环节。首先，对施工所用的材料进行严格的质

量检查，确保其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规范。对于不

合格的材料，必须及时更换或退回，坚决杜绝劣质材料

的使用，以保障施工质量的稳定。同时，材料的存储和

保管工作也需细致到位，避免因保管不善导致材料损坏

或质量下降。其次，每一项施工工艺都必须严格按照设

计要求和相关规范进行操作。土壤改良、植物栽植、灌

溉系统的安装等环节都必须科学合理，注重细节处理，

如边坡整理、草坪铺装等都要做到精致、美观、耐用。

在施工过程中，监督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质量控制手

段。定期对施工过程进行检查，确保各项工艺按照要求

进行，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做好施工记

录，详细记录施工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问题及处理情

况，便于后期查验和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与相关方的

沟通与协调也是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要一环。与设计师、

监理单位、业主等保持良好沟通，及时反馈施工中的问

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共同推进施工质量的提升[3]。

3.4  后期养护管理
首先，植物作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定期进

行修剪、施肥、灌溉等养护工作。修剪能够保持植物的

形态美观，促进植物的生长；施肥能够提供植物所需

的营养，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灌溉则能够保证植物水

分充足，防止植物因缺水而死亡。此外，病虫害防治也

是植物养护管理的重要方面，应定期检查植物的生长情

况，发现病虫害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其次，景观的日常

维护和管理也是后期养护管理的关键。景观中的设施、

小品等需要定期进行清洁和维护，保证其美观和功能正

常。同时，应注意景观的整体协调性和统一性，及时调

整和更换损坏或不符合要求的设施和小品。此外，还应

加强对景观的日常巡查和管理，发现垃圾及时清理，发

现破损及时修复，保证景观的整洁和美观。最后，建立

完善的养护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也是提高后期养护管理

水平的重要措施。制度建设能够明确养护管理的责任和

要求，规范管理流程和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则能够提供

养护管理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提高养护管理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

结语

在深入探究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的设计原则、要

素与施工要点后，我们更加明确，景观设计需巧妙融合

功能、生态与艺术，才能赋予城市以生命力。而施工

过程中，对每一环节的严格把控，是确保景观持久美观

的基石。未来，我们应继续探索创新，汲取国际前沿理

念，结合本土特色，打造更多既具现代感又富有生态魅

力的市政道路绿化园林景观。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永

恒主题，为市民创造更加宜居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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