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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行道和树池建设和改造建议

李文婧 赵 博

北京市北海公园管理处 北京 100000

摘 要：树池与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之间的矛盾，组成阻碍步行环境通畅的因素，导致人行道被侵占的情况经常

发生。人行道树池建设和改造留下了安全隐患，市民对于树池挤占人行道空间负面评价较大。在分析了城市人行道和

树池建设和改造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当取消行道树，更换行道树树种，增加人行道有效宽度，非机动车道改

造不应侵占人行道空间，古树名木树池改造不应牺牲人行道空间以及树池改造以平整为原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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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是路侧带上专供行人通行的部分，人行道树

池，是指城市道路中行道树设施带内行道树树池。树池

是城市人行道内最常见的设施，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设

施。由于各类人行道附属设施常常与行道树树池有空间

上的位置冲突、树池及绿化带挤占人行道空间，最终呈

现的结果就是树池与其他人行道设施共同组成阻碍步行

环境通畅的因素。通过探讨城市人行道和树池建设问题

并提出改造建议，有利于改善城市步行环境质量和市民

出行便利。

人行道树池与人行横道的矛盾

人行横道是优先选用的平面过街方式，也是行人穿

越道路的主要设施之一。实际调研发现人行横道与人行

道交接处往往都有阻碍步行通畅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

附属设施。

人行道树池与过街天桥的矛盾

人行过街天桥和人行过街地道有独立的通行空间且

不与机动车、非机动车有平面交叉和干扰。由于各种原

因，人行过街天桥和人行过街地道的出入口大多数都设

置在人行道范围内，导致人行道局部宽度变窄。

人行过街设施建设优先级低于行道树和绿化设

施带

人行道、步行街、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是连贯整个步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健全的步

行空间，体系内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全程保持完整连

贯，建设和改造的优先级要高于其他辅助设施。但在实

际建设结果中可以发现人行道被侵占的情况经常发生。

比如在调研的三个树池与人行过街设施的矛盾场景中，

均是由于人行道被侵占，宽度狭窄，导致局部路段步行

环境质量下降，甚至造成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

人行道树池与交通附属设施的矛盾

“步行+公共交通”是主要的绿色出行方式。人行道

是“步行+公共交通”出行模式的起点和终点，中途过

程一般都依靠公交、地铁等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公交车

站和地铁出入口，就是“步行+公交”出行模式的转换

节点，是人流的“源头”，也是环城交通工具的集散空

间。公交站台和地铁出入口几乎每条街都有，与人行道

的矛盾案例也比较多。

以下列举典型的人行道树池与公交车站冲突案例场

景如图1所示。

人行道树池的安全隐患

不平整树池具有安全隐患，容易造成市民步行意外

伤害。人行道作为公共服务设施，应保障特殊人群能够

正常使用，比如残障人士、中老年人、儿童。树池作为

人行道安全隐患因素，有以下几方面情形：一是树池边

石隆起（包括人行道隆起）；二是树池内裸土下凹；三

是金属或玻璃钢复合材料盖板松动、盖板翘起，高于人

行道地面；四是树池内通气管、肥料管等设施，管部边

缘锋利或漏出金属丝；五是行道树支护设施。

树池的负面影响因素排序

相比树池本身，人们更在意树池对其所占空间范围

以外的影响，即保证人行道连续通畅、平整比修复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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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更重要。选项中列举出集中树池常见类型，且对

步行行为影响较大几种类型。分别是下列场景：树池挤

占人行道空间（1号选项）；树池略高于地面（2号选

项）；不平整树池蓖子盖板（3号选项）；人行道隆起场

景（4号选项）；树池下凹高差较大（5号选项）。

该问题是多选，问卷设计意图是想了解道路使用者

对以上场景的喜好程度，进行排序。总结人们最不能接

受的场景特征。其中第1号选项“树池挤占人行道空间”

获得了144次投票，排名第一。第4号选项“树池周边地

面隆起”获得了140次投票，与第一项几乎相同。第5号

选项“树池坑底与人行道高差较大”获得了126次投票。

排名第三。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两个选项，同样都各获得

了95票。分别是“树池略高于地面”和“树池盖板不平

整”。排名三至五的选项，项均属于树池本身的因素。

在人行道宽度不足的前提条件下。问卷结果显示，人

们首先会关注人行道是否被树池侵占，人行道是否平整

（树根隆起）这两大因素。其次才是树池本身是否平整

（树池低于或高于人行道，树池表面段盖物），树池负

面影响因素排序如图2所示。

建议

建设和改造存在的问题

首先，人行道树池降低步行空间质量。研究区域范

围内，人行道宽度不足，合格率仅为31%。人行道树池对

步行道空间负面影响较大。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一是

人行道树池与其他道路设施、绿地产生空间矛盾，共同

侵占人行道空间。二是行道树树根隆起，导致人行道树

池和树池周边铺装凹凸不平，造成安全隐患。

其次，减少绿地提升步行空间质量。行道树树池与

人行道的矛盾，本质上是绿地与人行空间的矛盾。在研

究范围内，树池与人行横道、人行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出入口、地铁出如口、公交车站等重要公共交通设施在

空间位置上产生矛盾，挤占人行道空间。为了增加人行

道宽度，应该局部路段取消行道树及绿化设施带。

再次，城市人行道空间相关规范存在很多问题。缺

少以“人本位”为核心的步行空间建设专项规范，不能

统筹人行道红线内相关权属部门和专业，不能明确的指

导城市人行道步行空间建设。己经颁布的那些保障人行

道空间质量的条款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对相同概念缺少

统一标准，更缺少各项设施取舍优先级排序。在满足绿

地覆盖率的基础上，减少城市绿地率。将宝贵的道路红

线内的土地，还给步行空间。

建设和改造的改进建议

第一，利用道路走向和建筑物遮荫条件取消行道

树。连续的行道树设施带确实在实际生活中，给人行道

空间提供了必要的遮荫功能。但在实际道路建设和改

造过程中，应考虑道路朝向和街道两侧建筑物的遮荫功

能。一是人行道可以借用高层建筑物的遮荫功能，取消

局部路段行道树和绿化设施带。二是建议取消行道树和

绿化设施带的长度不超过50m，或寻找其他遮荫功能替代

形式。

第二，远期规划更换行道树树种。为保障人行道树

池及地面铺装平整，不凸起。远期应在城市区域尺度规

划长远的行道树树种更迭计划，将浅根系树种、带有过

敏源（如花粉、种子）的树种进行陆续进行更替，结合

以上建议，局部道路区域整合行道树和绿化设施带。近

期和中期应该做到优化人行道荃层、垫层、面层的透水

透气性能，改善行道树树根土壤环境。

目前城市道路地下垫层和基础多为灰土、混凝土等

不透水做法，土壤密实，透水透气能力较差，道路地下

管线较多，树根生长环境交差，靠近地表的形成层因为

氧气，水分，营养等的较底部更具优势，所以，生长速

度更快，导致人行道铺装经常被树根顶起。为配合远期

树种更换，近期和中期应逐步改善人行道树根隆起人行

道的地下土壤条件，建议改为透水砖、透水混凝土等材

料。或将道路改为混凝土路面，现有道路行道树设施带

和绿化设施带逐步改建成生物滞留池，增加人行道沿线

地下水下渗能力。

第三，增加人行道有效宽度。部分人行道步行环境

质量较低，本质原因是人行道宽度不足。通过道路改造，

保证人行边路段全程满足有效宽度，满足行走缓慢的老年

人、奔跑的儿童、轮椅、婴儿车、孕妇及陪伴人员等各类

人群的通行需求。达到DBII/1116-2014《城市道路空间规

划技术规范》对各类人行道基本宽度的一般要求。

第四，非机动车道改造不应侵占人行道空间。我国

许多城市的非机动车道均是从原来宽阔人行道分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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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而成。为改善非机动车通行能力，提升非机动车骑

行环境，应该综合考虑非机动车行道宽度、取消沿路停

车位设置、取消行道树设施带等方式。实际上有些道路

经过非机动车道改造后，人行道均宽度不足，降低了人

行道通行环境质量。

第五，古树名木树池改造不应牺牲人行道空间。古

树名木的保护设计应该与人行道空间协同进行，二者优

先级不分前后。在道路红线范围内没有其他可利用空间

的情况下，应协同其他部门，通过扩大局部道路红线的

方式，保障人行道有效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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