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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公路规划与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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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旅游公路的设计由于新时代的要求已经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生态化景观建设对旅游公路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本文从对旅游公路的概念以及设计原则、特征以及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入手，主要研究旅游公路的规划原则

以及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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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公路概念辨析

�����旅游公路概念

旅游公路的概念迄今为止没有统一的概念，在对国内外的研究中发现了我国对于“旅游公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了交通领域。与其接近的国外理论研究领域分别为风景道�6�H�L���LJ��D��、V�H�L��E��D��、绿道（*�HH��D��、公园道

�3D�N�D��等>�@。国内对旅游公路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是对交通安全、生态环保、自然景观性以及历史文化价值方面

都有所定义。笔者认为旅游公路应该有这样的定义：有连接重要的旅游风景区的作用，同时具备一定的建设技术标准

和设施，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景观，满足游客审美需求的道路。

�����旅游公路的景观类型划分

按照旅游公路在地理上经过的地形地貌的类别，可以将旅游公路分为：盘山旅游公路、山谷旅游公路、沿海平原

旅游公路、其他平原旅游公路等>�@。

�����旅游公路特征

通过对旅游公路与常规公路的对比，它具有以下特征：（�）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主要目的；（�）环保要求高；

（�）以旅游交通为主�景观要求高；（�）景观类型复杂。

2��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的相关理论研究

�����景观生态学理论

根据景观生态学理论，将景观分为三个部分：斑块、廊道、基底。景观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属于三个要素的其中一

部分的，景观生态学中的景观要素的空间关系及组合规律被称作景观格局。而景观安全格局是指景观中由某些关键的

局部、点及其相互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所组成的格局，并旦对维护和控制系统内的生态过程具有关键性作用>�@。

�����景观美学理论�

在旅游公路景观的规划与设计中，运用景观美学理论，挖掘周边优质景观资源，最大程度上满足现代人的审美

需求。

�����动视觉和交通心理学

在公路的行驶中，景观的空间尺度会随着速度的不同而进行变化，可以采用不同的变化需求进行设计。人对于外

界景观的变化也有了一定的感知，同时人的信息的获取与的行驶速度有关系，速度越快所能感知的外界的事物的角度

范围越小，如在静止状态下的水平视域为���度，在运动状态下的范围会逐渐变小，如时速��NP，视域范围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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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速为��NP时，视域范围只有��度。因此，充分考虑动态视觉下的景观尺度，根据公式得出随着车速的提高视域

变窄。

����

���������图3.1不同车速下视野分析图���������������������������������������������图3.2不同车速下视域集中点示意图�����

3��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探讨�

�����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

�������安全性原则

旅游公路的本质就是道路，在保证道路行驶的同时，需要将公路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同时考虑到公路旅游的特

点进行景观设计。

�������生态性原则

旅游公路在建设上要一定程度满足生态性原则，因为优良的生态环境也是旅游公路价值的重要体现，景观设计要

最大程度降低对自然的破坏，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恢复自然。

�������整体性原则

旅游公路的规划与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的景观资源产生了一定的破坏，景观建设是对其的补偿手段，同时在

设计中文化的承载也对旅游公路的规划与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实现生态、景观、文化相融合的景观特性。

�������景观个性原则

在确保旅游安全性和功能性的同时，需要具有一定的识别性，需要做到每条道路的独特的景观性与识别性，体现

其周边的文化特质。

�������以人为本的原则

旅游公路景观廊道的景观风貌决定着驾驶者的的旅途的心理变化，从驾驶者与旅游者等动态的欣赏主体来讲，增

强旅游的愉悦感，缓解疲劳感。

�����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方法

�������景观兴奋点设计方法

通过对旅游公路的景观特质的把控对沿线的兴奋点进行规划设计；让人产生一定的视觉冲击，有利于驾驶者消除

疲劳减少安全驾驶的风险，所以对于景观兴奋点的设计要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安全设计基础上进行位置选择以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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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设计，同时避免过度设计而引起的视线停滞，注重景观的大尺度变化。

�������植被恢复与景观设计融合的方法

在进行旅游道路的植物景观设计时，应该注重原生植被的恢复利用以及保护，在景观的设计时候应该注重与原生

植被的相融合。注重原生植被的优势稳定种群的恢复与设计，增强景观效果及生态稳定性。植被的恢复是对原有景观

斑块破碎后的修复，也是更好的进行修复补偿的重要途径。

�����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

�������与周边景观相融合的景观规划设计

与周边景观相融合的目的就是使得公路两侧的自然景观与周边的景观达到浑然天成的效果，利用路线特征以及视

线控制与引导规划，更好的组织好公路景观空间的序列变化，运用“透、露、诱”等设计手法将自然植被景观与公路

的景观空间相融合。旅游公路两侧的自然景观主要有地形地貌景观、林地景观、荒地景观、农田果园景观、水域景观

等类型。

地形地貌景观与旅游公路的融合设计是在挖掘优良的景观资源的基础上，运用地形地貌的特征结合景观手法对路

域景观进行打造。

在林地景观路段，要达到更好的与公路线性空间的融合，应该适度的矮化道路两侧的的绿化植物，以取得良好的

景观视线。

荒地景观运用增加背景树的运用增强景观的丰富性，同时运用植物的自然演替能力增减植物的自播速度丰富植物

景观，增加旅游公路景观的自然野趣。

水域景观与旅游公路景观的相融合，要考虑到水域景观区域的视线通透性。在沿途面积比较大、视线好的区域设

置景观平台，同时结合现状特征以及地方的文化与功能相融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结合人的驻留空间进行景观

小品的设计，增加趣味性，形成独特的景观空间。同时还可以结合旅游公路的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休闲、观光的景观

节点，形成旅游公路独特的景观空间。

�������旅游公路自身景观规划设计

（�）路侧绿化带景观

路侧景观在设计时注意结合周边的景观资源特征，在景观效果较好的地方适当的透，在景观资源不好的区域进行

适当的遮挡与美化；同时满足安全性的需求，同时在景观尺度与植物色彩两方面进行设计，避免设计容易引起视觉疲

劳的色彩，如色彩过于显眼；注重景观尺度单元的设计，避免单元过小，景观节奏变化过快与车速不匹配。

（�）中央分隔带景观

中央分隔带景观设计首先要满足交通安全的前提，注重防眩要求，如：遮光角、防眩高度以及分隔带宽度及树木

间距等。在植物选择上要注意形态与高度以及植物的适应性，多选择耐修剪，抗污染强、生态适应性强的植物，同时

满足道路上植物的色彩搭配以及景观单元的长度设置。

（�）边坡景观

在边坡设计上要注重植被的恢复，减少人工痕迹，同时运用与景观相融合的设计方法。从而形成植被良好的边坡

景观。在确保边坡稳定的前提下尽量选用植被防护，也可在框架梁内采用植生袋等绿化措施。

（�）互通景观

在互通立交绿化以乔木点缀为基调，体现原有生态，与立交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融入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景观

效果。注重立交的汇流区与分流区的设计以及立交视觉中心点的设计，汇流区避免种植过大乔木以免遮挡视线，在分

流区可以选择可以有提醒作用的显眼植物进行设计，在视觉中心区域种植高大乔木及景观树种。互通区植被不尽相同

突出各自主题性及所属段落主题。从而加深司乘人员对每个互通的印象，让其对每个高速路的出入口有更为直观的判

断，从而更好的引导、服务交通。

（�）附属设施景观

附属设施景观包括公路的管理用房、服务区、收费站等的景观设计。这些附属设施的景观设计要与周边的景观相

协调，同时满足游人与驾驶者的休闲及休息需求，植物配置以乡土树种为主，疏密适当，高低错落，形成一定的层次

感；色彩丰富，主要以常绿树种作为“背景”，四季不同花色的花灌木进行搭配。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2022� 第4卷�第2期

141

4��结论

旅游公路景观规划与设计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学科内容，本文提出的规划设计理论及方法也较为有限，在

以后的研究中还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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