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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绿化养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王子鸣
扎鲁特旗交通运输局事业发展中心 内蒙古 通辽 0291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公路绿化养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其作为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具有减少污

染、防止土壤侵蚀、降低噪音、提供遮荫、保护野生动物及引导交通等多重功能。然而，绿化养护过程中也可能对生

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如施工破坏、外来物种入侵及水资源消耗等。因此，需采取科学规划、生态恢复、节水灌溉等

措施，以实现公路绿化养护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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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建设日益增多，其

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便人们出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然而，公路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如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降低、空

气和噪声污染等。为了减轻这些负面影响，公路绿化养

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公路绿化养护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以期为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1 公路绿化养护的概述

公路绿化是指在公路两侧用地范围内种植树木、花

草和营造小型园林的工作。它根据公路沿线的自然条件

进行总体规划，使之同公路建筑造型及周围环境相协

调。公路绿化的类型主要包括防护林带、风景林带、防

护草皮等。公路绿化养护是保障公路绿化效果持续发挥

的关键环节。通过养护工作，可以确保绿化植物的健康

生长，及时修复受损的绿化设施，从而维持公路绿化的

交通功能、环境功能、景观功能和生态功能。

2 公路绿化养护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影响

2.1  减少污染
2.1.1  空气净化
绿化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能够吸收二氧化碳，释

放氧气，自动调节空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平衡，

使空气保持新鲜。例如，树木通过叶片吸收车辆尾气

中所含的有害气体，如铅、二氧化硫等。有试验表明，

大叶黄杨叶片中的含铅量较高，说明其对铅有一定的吸

收能力。植物叶片通过停着、附着和黏着三种方式来减

尘、滞尘。庞大的叶面积在净化大气方面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例如，1万平方米的高大森林，其叶面积可达75
万平方米；1万平方米的草坪，其叶面积为22~28万平方
米。这些绿色植物能够有效减少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

改善空气质量。大气中散布着各种细菌，通常尘粒上附

有不少细菌。通过绿色植物的减尘作用，可以减少空气

中的细菌含量。同时，有些绿色植物本身就具有杀菌作

用，进一步净化空气环境。

2.1.2  噪声降低
交通噪声是公路沿线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干扰着人

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和休息。植物茎、叶表面粗糙不

平，存在大量微孔和密密麻麻的绒毛，是天然的吸声材

料。它们能够散射声波，把投射到叶片上的噪声波反射

到各个方向，造成树叶微振使声能消耗而减弱[1]。绿化带

作为天然的声屏障，能够有效阻挡和吸收噪声。例如，

在高速公路两侧种植密集的绿化带，可以显著降低噪声

对周边居民区的影响。

2.2  防止土壤侵蚀
2.2.1  植被的固土作用
茂密的树冠能有效缓冲及延迟暴雨降落地面的速

度，地被灌草、植物枯落物减小降雨后地表径流。大量

的植被能削减洪峰流量，增加枯水期流量，在炎热季节

减少水分蒸发。植被起着截留降水、削弱降雨能量、减

少地表径流量和土壤侵蚀量、涵养水源、拦截过滤泥沙

的作用，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例如，在山区高速公路

两侧种植根系发达的植物，如香根草，其纵深发达根系

可深达2~3米，深深扎入土壤或岩石缝隙，在土壤表面形
成纵横交织、盘根交错的根系网，相当于工程上的加筋

土路基，可有效地增加土壤固着能力。植物枝叶和地被

植物阻挡着雨水对坡面的直接冲击，减少地表水渗透进

入路基，提高了边坡抗冲刷、防侵蚀能力。同时，对路

基边坡浅层滑坡、表面坍塌也有较强的防护功能。

2.2.2  促进水土保持
公路建设离不开土石方作业，因路基、桥涵、隧道

施工的填、挖、借土、弃渣等作业会改变沿线的局部地

貌。在一段时间内，对工程范围内的植被有很大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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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使土壤表面丧失水土保持功能，加大了沿线的水土

流失。山区高速公路因开挖、弃渣造成的水土流失尤其

严重。实施公路绿化能有效快速恢复植被，防止水土

流失[2]。绿化养护工作通过及时补植、修剪、施肥等措

施，确保绿化植物的健康生长，从而持续发挥水土保持

作用。例如，定期对公路边坡进行植被恢复和养护，可

以有效防止边坡水土流失，保护公路基础设施的安全

稳定。

2.3  降低路面温度
2.3.1  遮荫效果
公路两旁的大型树木可以为道路提供遮阳，降低路

面温度。在夏季高温天气下，绿化植物的遮荫效果尤为

明显。例如，在炎热的夏季，有绿化遮荫的路面温度

比无遮荫的路面温度要低几度甚至十几度。降低路面温

度有助于减少沥青路面的老化速度，延长公路使用寿

命。同时，较低的路面温度也能提高行车的舒适性和安

全性。

2.3.2  调节小气候
绿化植物通过蒸腾作用释放水分，增加空气湿度，

有助于调节公路沿线的小气候。例如，在绿化较好的公

路路段，空气湿度相对较高，气温变化较为平缓，为行

车和周边居民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环境。绿化带还能阻挡

风沙侵袭，减少风沙对公路和周边环境的破坏。在风沙

较大的地区，绿化带的防风固沙作用尤为重要。

2.4  保护野生动物
2.4.1  提供栖息地
公路绿化带可以为小型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增加

生物多样性。例如，一些鸟类、昆虫等野生动物会在绿

化带中筑巢、觅食和繁殖。绿化带中的植物种类越丰

富，能够为野生动物提供的栖息地类型就越多，从而吸

引更多的野生动物栖息和繁衍。这有助于维护生态平

衡，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4.2  生态廊道作用
公路绿化带可以作为生态廊道，连接被公路割裂的

生境斑块，促进生物在生境之间的移动和交流。例如，

一些迁徙性的野生动物可以利用绿化带作为迁徙通道，

避免在迁徙过程中受到公路的阻碍和威胁。生态廊道的

作用有助于维持生物种群的基因交流和遗传多样性，对

于保护濒危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2.5  引导交通
2.5.1  视线诱导
路面、交通标志、标线与绿化带是司乘人员视野范

围内的主要视觉对象。汽车驾驶者的视线是按照行进道

路上的标志、标线、路面状况和周围的参照物而变化

的。绿化带作为驾驶者视野中重要的参照物，可以起到

视线诱导的作用。例如，在高速公路分流区栽植醒目乔

木，汇流区栽植低矮色块植物，在平曲线外侧种植高大

乔木，内侧种植花、灌木。类似种植不仅保证了驾驶员

的安全视距，而且是交通标志、标线的有力辅助，可以

提示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路线线形变化及驾驶行进方

向，引导驾驶员安全操作。

2.5.2  防眩光与缓解明暗变化
在夜间，对向行驶的车辆前照灯眩光会降低驾驶员

的视觉功能，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在高速公路

中央分隔带内栽植一定高度和冠幅的花灌木，能够有效

地起到防眩遮光的作用，保障行车安全。当光线明暗突

然发生变化时，人眼会出现短时间的视觉适应过程。隧

道洞口外两端光线明暗急剧变化段的高大乔木，不仅可

以诱导驾驶员视线，同时具有隧道出口遮光板的功能，

使侧方光线形成明暗参差的阴影，在隧道洞口形成阴影

过渡段，缓解驾驶员由明到暗或由暗到明的视觉适应过

程，避免视觉障碍，减少交通事故。

3 优化公路绿化养护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

3.1  科学规划与设计
3.1.1  生态适应性评估
在进行公路绿化养护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生

态环境特点，包括气候、土壤、水文、植被等因素。通

过生态适应性评估，选择适合本地生长的植物种类和配

置方式，确保绿化养护工作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例如，

在干旱地区应选择耐旱植物进行绿化；在盐碱地地区应

选择耐盐碱植物进行改良和绿化。

3.1.2  功能分区与布局
根据公路的功能需求和生态环境特点，将公路绿化

带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分区，如防护林带、风景林带、休

闲游憩区等。通过合理的布局和设计，实现绿化养护工

作的多功能性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例如，在靠近居民

区的路段可以设计休闲游憩区，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

场所；在山区路段可以设计防护林带，防止水土流失和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3.2  生态恢复与保护
3.2.1  植被恢复技术
采用先进的植被恢复技术，如客土喷播、植生袋护

坡等，对受损的边坡、弃土场等进行植被恢复。这些技

术能够快速恢复植被覆盖率，提高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和保水能力。例如，客土喷播技术可以将土壤、种子、

肥料等混合物均匀喷洒在边坡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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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层；植生袋护坡技术则可以将装有土壤和种子的植生

袋铺设在边坡上，通过植物的根系固结土壤，防止水土

流失。

3.2.2  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公路绿化养护过程中，应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

通过种植多种植物种类，构建多层次的植被结构，为野

生动物提供丰富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3]。例如，可以种植

不同高度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形成立体的植被层

次；同时，可以设置人工鸟巢、昆虫旅馆等设施，为野

生动物提供繁殖和栖息的场所。

3.3  节水与环保措施
3.3.1  节水灌溉技术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如滴灌、喷灌等，减少水资源

的浪费。这些技术能够根据植物的需求精确控制灌溉水

量和灌溉时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滴灌技

术可以将水分直接输送到植物根部，减少水分的蒸发和

渗漏；喷灌技术则可以通过喷雾的方式将水分均匀喷洒

在植物叶面上，提高灌溉效果。

3.3.2  环保材料与技术
在公路绿化养护过程中，应优先使用环保材料和技

术。例如，使用生物降解的农药和化肥，减少化学物质

对环境的污染；使用可再生的建筑材料和能源，降低对

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时，应加强对绿化养护废弃物的处

理和回收利用[4]。例如，将修剪下来的枝叶进行堆肥化处

理，作为有机肥料重新利用；将废弃的建筑材料进行分

类回收和处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3.4  监测与评估机制
3.4.1  生态环境监测
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公路绿化养护过

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实时监测。监测内容包括土壤

质量、水质、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通过监测

数据，可以及时了解绿化养护工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为调整和优化养护方案提供依据。

3.4.2  效果评估与反馈
定期对公路绿化养护工作的效果进行评估，包括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通过评估结果，

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改

进措施和建议。同时，应建立反馈机制，将评估结果及

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促进绿化养护工作的持续改

进和优化。

4 案例分析：镇宁公路管理段绿化养护实践

4.1  绿化养护措施
镇宁公路管理段在公路养护巡查时积极发现绿化带

内的枯株死树，并组织养护职工按作业规定进行砍伐清

除。同时，强化安全作业意识，确保环境整洁有序。对

G320线、S214线（黄果树旅游线）绿化项目、龙宫景区
路段路域环境品质提升工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与提升。

根据“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注重乔灌草的结

合，补植、补栽了大量灌木、小乔木和草皮等。在龙宫

景区路段，养护工对现有的绿化带进行松土除草、翻修

挡块、砌筑花池等工作，并对排水边沟进行了全面的翻

修和整理，为接下来绿化带的补植、补栽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4.2  生态环境效益
通过绿化养护工作，镇宁公路管理段打造了种类多

样、层次分明、色彩缤纷的绿化景观，不仅提高了两路

风景的观赏价值，还增强了黄果树景区旅游线“畅安舒

美”公路绿化建设成果的生态性。绿化改造后，龙宫景

区路段焕发出新的活力，为龙宫景区的旅游出行带来更

加愉悦和舒畅的体验。同时，也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结语

公路绿化养护对生态环境具有多方面的影响。通过

合理的绿化养护措施，可以减少污染、防止土壤侵蚀、

降低路面温度、保护野生动物和引导交通等，对生态

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然而，绿化养护过程中也可能对生

态环境造成潜在负面影响，如施工破坏、外来物种入侵

和水资源消耗等。因此，在进行公路绿化养护时，应充

分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需求，采取科学规划与设计、生

态恢复与保护、节水与环保措施以及监测与评估机制等

策略，以实现公路绿化养护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未

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和科技的

不断进步，公路绿化养护工作将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统一。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绿化养护技术和方

法，我们将能够建设更加绿色、生态、安全的公路交通

系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城璧.公路绿化生态恢复及养护措施研究[J].交通
世界,2024,(18):20-22.

[2]刘伟.高速公路绿化生态恢复与绿化养护探析[J].林
业科技情报,2023,55(03):77-79.

[3]任晓华.高速公路绿化生态恢复与绿化养护综合研
究[J].交通世界,2021,(15):11-12.

[4]贺姣姣.公路绿化生态恢复与绿化养护技术[J].交通
世界,2021,(13):145-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