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交通与路桥建设·2024� 第3卷�第4期

175

城市道路绿化带植物配置与景观效果评价

吕晓军
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道路绿化带作为城市生态与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植物配置与景观

效果日益受到重视。本文深入探讨了城市道路绿化带的植物配置原则、方法，并对其景观效果进行了全面评价，旨在

为城市绿化建设提供更为详尽和专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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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道路绿化带不仅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城市生态环境和美学景观的关键元素。合理的植物

配置不仅能够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市民生活品质，还能

有效改善城市微气候，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因此，对城

市道路绿化带的植物配置与景观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城市道路绿化带植物配置的原则

1.1  生态适应性原则
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建设中，生态适应性原则是至

关重要的。为了确保植物能在城市这一特殊环境中健康生

长，我们应优先选择那些适应性强、抗逆性高的乡土植物

种类。这些植物不仅对城市的气候、土壤和污染等环境压

力有着天然的适应力，更能有效地发挥生态效益，如净化

空气、调节微气候等。通过科学合理地配置这些乡土植

物，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稳定、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

1.2  美观性原则
美观性原则是城市道路绿化带植物配置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通过精心选择和合理配置具有优美形态、丰富

色彩以及显著季相变化的植物种类，我们可以营造出既

赏心悦目又和谐统一的植物景观。这样的景观不仅能够

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市民的审美体验，还能在视觉上引

导交通，提高道路的安全性。在配置过程中，应注重植

物的层次感和空间感，通过不同种类、高度和形态的植

物相互搭配，形成错落有致、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

1.3  功能性原则
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规划与设计中，功能性原则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考虑植物美观性的同时，我们

必须注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以满足市民多样化的需

求。通过选择适当的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可以实现遮

荫、减噪、防尘等多重功效，有效改善市民的生活环

境。此外，合理的植物配置还能在视觉上引导交通，提

高道路的安全性。

1.4  安全性原则
城市道路绿化带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植物

配置必须遵循安全性原则。这意味着在植物选择和配置

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市民的安全。应避免使用那些有

毒、有刺或容易引起过敏的植物，以免对市民的健康造

成潜在威胁。此外，植物的种植位置和高度也需要仔细

考虑，以避免对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造成干扰，从而确

保交通的安全。

2��城市道路绿化带植物配置的方法

2.1  带状配置
带状配置是城市道路绿化带设计中的一种重要方

法，它根据道路的宽度、交通流量以及周边环境等因

素，科学合理地设置不同宽度的绿化带。这种配置方式

不仅有助于提升道路的美观度，还能有效改善城市环

境，为市民提供更为宜居的生活空间。首先，在设置绿

化带宽度时，需要充分考虑道路的实际使用情况。较宽

的道路可以设置较宽的绿化带，以容纳更多的植物种类

和配置方式；而较窄的道路则需要适度缩小绿化带的宽

度，以避免对交通造成干扰。同时，绿化带的宽度还应

与周边的建筑、景观等元素相协调，形成和谐统一的城

市风貌。在绿化带内，可以采用乔木、灌木、地被植物

等多层次配置方式[1]。乔木作为绿化带的主要构成元素，

可以提供遮荫、减少噪音和净化空气等多重功能；灌木

则能起到丰富绿化层次、美化景观的作用；地被植物则

可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绿化带的稳定性。通过不

同植物种类的搭配和层次感的营造，可以形成连续、稳

定的绿色屏障，为市民提供宜人的生活环境。此外，带

状配置还可以通过不同植物种类的搭配，营造出丰富的

季相变化和视觉效果。例如，在春季可以种植开花植

物，如樱花、桃花等，形成绚烂的花海景观；在夏季则

可以种植常绿植物，如松树、柏树等，提供清凉的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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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在秋季则可以种植红叶植物，

2.2  块状配置
块状配置是城市道路绿化带设计中另一种引人注目

的方法，特别是在道路交叉口、环岛、广场等重要节点

处，通过设置较大的绿化斑块，能够显著提升道路的

整体景观效果。这种配置方式不仅丰富了城市的绿色空

间，还为市民提供了休憩和观赏的好去处。在道路交叉

口和环岛处，绿化斑块可以作为视觉焦点，引导驾驶员

和行人的注意力，提高交通安全性。通过精心设计的孤

植树、树丛或花坛，可以形成独特的景观标志，使交叉

口或环岛在视觉上更加突出。这些绿化斑块不仅能够美

化环境，还能为市民提供遮阳、避雨的地方，增加城市

的宜居性。在广场等公共空间中，块状配置同样发挥着

重要作用。通过大面积的草坪、花坛和树丛等组合，可

以营造出开放、舒适的公共空间氛围。这些绿化斑块不

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还能举办各种文化活

动和节日庆典，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在块状配

置中，植物的选择和搭配也至关重要。应根据不同节点

的特点和功能需求，选择适合的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2]。

例如，在交叉口和环岛处，可以选择高大的乔木作为背

景，搭配低矮的花灌木和地被植物，形成层次分明的景

观效果。在广场等公共空间中，则可以注重植物的色彩

和形态搭配，营造出丰富多彩、富有活力的景观效果。

2.3  点状配置
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设计中，点状配置作为一种灵

活而多样的方式，为整个道路景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

活力。通过在道路两侧或中央分隔带设置独立的绿化

点，不仅能够起到点缀和装饰的作用，还能有效提升道

路的绿化覆盖率和景观多样性。首先，点状配置为城市

道路带来了丰富的视觉体验。孤植树、花灌木、地被植

物等多样化的植物种类，通过精心布置和搭配，形成了

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些绿化点在道路两侧或中央分

隔带中散落有致，不仅美化了道路环境，还为市民提供

了观赏和休闲的好去处。每当人们行驶或行走在道路

上，这些绿意盎然的点状景观都能为人们带来愉悦和放

松的心情。其次，点状配置增强了城市道路的生态功

能。这些绿化点不仅为城市中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

地，还通过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等方式，

为城市环境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同时，点状配置的植物

还能够减少噪音、降低温度、改善微气候等，为市民创

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3]。此外，点状配置还具有一定的

社会经济效益。通过在道路两侧或中央分隔带设置绿化

点，可以美化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

时，这些绿化点也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促进了

市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

2.4  混合配置
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设计中，混合配置是一种综合

运用带状、块状和点状配置的手法，旨在打造连续而富

有变化的绿化景观。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道路空间，将

不同配置方式的优势相互融合，为市民带来更加丰富多

彩的视觉体验。混合配置的设计需要紧密结合道路的具

体情况和周边环境。首先，要充分考虑道路的宽度、交

通流量、地形等因素，以确定合适的绿化带宽度和配置

方式。其次，要结合周边建筑、景观等元素，确保绿化

带与整体环境相协调，形成和谐统一的城市风貌。在混

合配置中，带状配置起到了构建连续绿色屏障的作用，

为道路提供了稳定的绿化背景。而块状配置则作为景观

焦点，吸引市民的注意力，提升道路的整体景观效果。

点状配置则起到了点缀和装饰的作用，为道路景观增添

了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为了确保混合配置的和谐统一，

需要精心选择植物种类、色彩和形态等元素。应根据不

同配置方式的特点和功能需求，选择适合的植物种类，

确保它们在生长习性、观赏价值等方面相互协调。同

时，要注重植物色彩的搭配和形态的塑造，形成层次分

明、色彩丰富的绿化景观。

2.5  主题性配置
主题性配置是一种深度融入城市文化特色、历史背

景或重大事件等元素的绿化设计手法。这种配置方法不

仅仅关注植物的美学价值，更强调通过植物景观的营

造，传达出特定的文化信息和情感表达，使道路绿化带

不仅仅是一片绿色的空间，更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

和教育意义的场所。在主题性配置中，设计师需要深入

研究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历史背景，选择与主题紧密相关

的植物种类进行配置。例如，如果一个城市以樱花闻

名，那么在道路绿化带中可以大量种植樱花树，形成一

片樱花林，每当春天来临，樱花盛开，不仅美化了城

市，更让人们感受到城市的独特魅力[4]。此外，主题性配

置还可以结合城市的重大事件或纪念日进行设计。比如，

为了纪念某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可以在相关的道路

绿化带中种植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或者设计特定的植物

景观，以此来缅怀历史、传承文化。主题性配置不仅增

强了道路绿化带的文化内涵，还提升了其教育意义。市

民在欣赏绿化景观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底

蕴和历史传承，增强了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城市道路绿化带景观效果评价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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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从多个维度对城市道路绿化带的

综合效益进行客观、量化的评估，为决策者和规划者提

供有力的参考依据。生态指标是评价城市道路绿化带生

态环境效益的关键参数。这些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空气质

量改善、噪音降低、温度调节、土壤保育、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通过监测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绿化

带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为后续的维护和优

化提供数据支持。美学指标则关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景

观美学价值。这包括植物的多样性、色彩搭配、季相变

化、景观层次等。一个优秀的绿化带设计应该能够提升

城市的整体美感，为市民带来愉悦的视觉体验。因此，

美学指标的评价对于提升城市道路绿化带的设计水平和

观赏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功能指标主要评估城市道路绿

化带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能性。这包括遮荫、减噪、防

尘、引导交通等。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评价，我们可以了

解绿化带在实际使用中是否满足市民的需求，以及是否

需要对其进行调整或优化。社会经济指标则从更宏观的

角度评价城市道路绿化带的综合效益。这包括提升城市

形象、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市民生活

质量等。

3.2  评价方法
定性评价是评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主要

依赖于专家的知识和经验，通过对绿化带的实地考察和

观察，对其生态、美学、功能和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主

观评估。定性评价可以深入挖掘绿化带的潜在价值和问

题，为后续的定量评价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而定量评

价则通过收集和分析客观数据，对绿化带的各项指标进

行数值化评估。这包括使用专业的测量工具和设备，对

绿化带的植物种类、数量、生长状况等进行精确测量，

以及对空气质量、噪音水平等环境指标进行实时监测。

定量评价能够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持，使评价结果

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5]。为了将定性和定量评价有机地

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先进的评价方法，如层次

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通过构建层次结

构模型，将复杂的评价问题分解为多个简单的子问题，

从而简化评价过程。模糊综合评价法则运用模糊数学的

原理，对绿化带的各项指标进行模糊处理，以更全面地

反映其实际状况。

3.3  评价结果与应用

评价结果是对现有道路绿化带状况的全面反馈。通

过深入分析评价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绿化带在

生态、美学、功能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表现。这为我们

识别绿化带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提供了有力依据。基于评

价结果，我们可以对现有道路绿化带进行有针对性的优

化调整。例如，针对生态指标不佳的区域，可以增加植

被覆盖，种植更多具有生态功能的植物；在美学指标上

有所欠缺的地方，可以通过调整植物配置、增加景观元

素等方式提升观赏价值。这样的优化调整不仅能够提升

绿化带自身的品质，还能为市民带来更加美好的城市环

境。此外，评价结果还为未来城市道路绿化建设提供了

宝贵的指导。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的评价结果，我们

可以总结出城市道路绿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未

来的绿化项目提供参考和借鉴。同时，评价结果还可以

作为制定城市绿化规划和政策的依据，推动城市绿化建

设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结语

城市道路绿化带植物配置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

工程，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美学、功能和社会经济等多

方面因素。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和景观效果评价，

可以不断提升城市道路绿化带的建设水平，为市民创造

更加宜居、美观和富有文化内涵的城市环境。未来，随

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科技的进步，城市道路绿化带植

物配置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

创新，将新技术、新理念融入到绿化建设中，为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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