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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景观中高挡墙的生态绿化技术应用

胡Ǔ靓
中亿通达设计集团有限公司Ǔ浙江Ǔ金华Ǔ321000

摘Ȟ要：随着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高挡墙在公路景观中日益常见。高挡墙在稳定边坡、保障公路安全的同时，

其生硬的外观对公路景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深入探讨了公路景观中高挡墙的生态绿化技术应用，包括高挡

墙生态绿化的重要意义、生态绿化设计原则、常用的生态绿化技术类型（如藤本植物攀爬式绿化、垂挂式绿化、模块

式绿化、喷播式绿化等）以及生态绿化技术的实施与养护要点等方面。通过合理应用生态绿化技术，能够有效提升高

挡墙的景观效果，促进公路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为公路景观设计与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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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公路作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建设不仅要满足交通运输功能的需求，还应注重

与周边环境的协调融合，营造良好的景观效果。高挡墙

在山区公路、丘陵地带公路以及城市道路中经常被用于

解决地形高差问题，防止边坡坍塌，保障公路的稳定性

和行车安全。然而，传统的高挡墙多为混凝土或砖石结

构，其外观单调、生硬，与自然景观格格不入，容易给

人造成视觉上的冲击和心理上的压抑感。因此，如何在

公路景观中对高挡墙进行生态绿化，使其成为公路景观

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当前公路景观设计与建设领域面

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高挡墙生态绿化的重要意义

1.1  改善景观视觉效果
高挡墙的生态绿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植被覆盖，更

是一场视觉上的革新。它利用植物的多样性和生长特

性，巧妙地柔化了高挡墙那冰冷的线条和坚硬的质感。

植物的色彩、形态和质感，在阳光和季节的变换中展现

出无穷的魅力，为公路景观注入了生命的活力。绿色植

物与灰色挡墙的对比，不仅丰富了景观的层次感，更让

公路景观在视觉上变得更为和谐与生动。这种自然与人

工的巧妙结合，不仅减少了驾驶员和乘客在行车过程中

的视觉疲劳，更提升了行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让每一

次的出行都成为一次愉悦的视觉享受。

1.2  生态环境保护
高挡墙的生态绿化在美化景观的同时，也发挥着重

要的生态保护功能。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氧气，为公路周边的空气提供了自然的净化作用。

它们还能调节局部气候，减少温差，降低风速，为公路

沿线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微气候环境。此外，植物的

根系能够牢固土壤，减少水土流失，防止扬尘污染，为

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和繁衍场所。这些生态功

能的发挥，不仅改善了公路周边的生态环境质量，更促

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公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生态保障。

1.3  提升公路文化内涵
高挡墙的生态绿化还是展现公路文化内涵的重要途

径。通过精心挑选具有地域特色的植物种类进行绿化，

可以将当地的自然风貌和文化特色巧妙地融入公路景观

之中。这不仅增强了公路的文化底蕴，更让公路成为传

承和弘扬地域文化的载体。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或风景

名胜区周边的公路上，这种地域文化的展现尤为突出。

利用当地特有的花卉、树木进行挡墙绿化，不仅能够营

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还能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到浓郁

的地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1]。

2��高挡墙生态绿化设计原则

2.1  安全性原则
在进行高挡墙生态绿化设计时，首要考虑的是安全

性原则。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保挡墙的结构稳定性

不受影响，二是保障公路的行车安全。在植物种类的选

择和种植方式上，必须充分考虑植物根系的生长特性。

有些植物的根系过于发达，可能会对挡墙结构造成潜在

的破坏，因此必须避免使用这类植物。同时，种植方式

也要科学合理，避免过度挖掘或破坏挡墙基础。此外，

绿化植物的高度、密度和生长形态也是影响行车安全的

重要因素。植物的高度不能过高，以免遮挡驾驶员的视

线；密度也要适中，不能过于密集，以确保行车视线的

通透。同时，植物的生长形态也要进行必要的修剪和控

制，避免其过度蔓延或遮挡标志牌等设施。

2.2  适应性原则
除了安全性原则外，适应性原则也是高挡墙生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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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这主要涉及到植物种类的选

择。在选择植物种类时，要充分考虑高挡墙所处的地理

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类型等环境因素。不同地区的环

境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必须选择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种

类。优先选用本地乡土植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

些植物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对当地环境具有良好的适

应性，能够更好地生长发育，且具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

力。同时，也可以考虑引进一些经过驯化、适应性较好

的外来植物品种。这些植物品种可以丰富植物群落的多

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力。但需要注意的

是，在引进外来植物品种时，必须进行严格的检疫和试

验，确保其不会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

2.3  景观性原则
高挡墙生态绿化设计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绿化面积，

更重要的是要与公路整体景观风格相协调，形成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在植物的选择上，要注重色彩的搭配、季

相的变化以及空间布局的合理规划。通过合理配置不同

种类、不同高度、不同花期的植物，可以营造出四季有

景、色彩斑斓的景观效果。春天，可以种植一些早开的

花卉，如樱花、桃花等，让公路沿线繁花似锦，充满生

机；夏天，则可以选择一些高大的乔木，如杨树、柳树

等，为过往车辆和行人提供绿荫和凉爽；秋天，可以种

植一些红叶树种，如枫树、黄栌等，让公路在秋季呈现

出层林尽染的美景；冬天，则可以保留一些枝干苍劲的

树种，如松树、柏树等，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2]。

2.4  可持续性原则
高挡墙生态绿化设计要注重可持续性原则，即要构

建合理的植物群落结构，使不同植物之间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要求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植

物的生态习性和生长特点，选择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植

物种类进行种植。同时，要注重后期的养护管理。提供

必要的养护措施，如定期浇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

治等，可以确保植物能够健康生长，长期发挥生态绿化

功能。此外，还要加强对高挡墙生态绿化区域的监测和

管理，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3��常用的高挡墙生态绿化技术类型

3.1  藤本植物攀爬式绿化
（1）技术原理。利用藤本植物的攀爬特性，使其沿

着高挡墙的墙面生长，覆盖挡墙表面。藤本植物通过自

身的卷须、吸盘或气生根等器官附着在挡墙上，逐渐向

上攀爬并蔓延开来。常见的具有吸盘的藤本植物如爬

山虎，具有气生根的藤本植物如常春藤等。（2）应用

特点。这种绿化方式简单易行，成本较低，绿化效果显

著。藤本植物能够快速覆盖挡墙，形成绿色的植被层，

有效地遮挡挡墙的生硬外观。而且，藤本植物的叶片在

风中摇曳，还能为公路景观增添动态美感。然而，藤本

植物在生长初期需要一定的引导和固定，以确保其能够

沿着挡墙顺利攀爬。同时，对于一些老旧挡墙，需要检

查其结构强度是否能够承受藤本植物的附加重量。

3.2  垂挂式绿化
（1）技术原理。垂挂式绿化是在高挡墙的顶部或墙

面上设置种植槽或种植容器，种植垂吊植物，使其枝条

自然垂落，覆盖挡墙的部分或全部表面。垂吊植物如吊

兰、垂盆草、天竺葵等，它们具有细长的枝条和繁茂的

叶片，能够在重力作用下形成优美的垂挂景观。（2）应
用特点。垂挂式绿化可以在不占用过多地面空间的情况

下实现高挡墙的绿化美化，尤其适用于空间有限或不适

合进行攀爬式绿化的挡墙。这种绿化方式能够快速形成

景观效果，而且植物的垂挂形态给人一种柔和、优雅的

感觉。但需要注意的是，种植槽或种植容器的安装要牢

固，防止掉落伤人。

3.3  模块式绿化
（1）技术原理。模块式绿化是将预先种植好植物的

模块单元固定在高挡墙的墙面上。这些模块单元通常由

种植基质、植物种苗和固定框架组成，形成一个独立的

小型生态系统。模块单元可以根据挡墙的形状和尺寸进

行定制，通过拼接组合的方式安装在挡墙上。常见的模

块式绿化植物有各种草本花卉、多肉植物等。（2）应用
特点。模块式绿化具有安装方便、施工快捷、景观效果

可定制的优点。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和设计需求更换模

块单元中的植物种类，实现景观的多样化和动态化。同

时，由于模块单元相对独立，对挡墙的结构影响较小，

且便于后期的维护和管理。

3.4  喷播式绿化
（1）技术原理。喷播式绿化是将植物种子、肥料、

土壤改良剂、保水剂、粘结剂等混合成喷播基质，通过

专用的喷播设备将其均匀地喷射到高挡墙的墙面上。在

适宜的条件下，种子发芽生长，形成植被覆盖层。这

种方法适用于坡度较大、不易进行传统种植方式的高挡

墙。（2）应用特点。喷播式绿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
大面积地进行绿化施工，适用于高陡边坡挡墙的绿化工

程。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调整喷播基质的

配方，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成活率。但是，喷播式绿化

对施工技术和设备要求较高，喷播后的养护管理也较为

关键，需要及时浇水、施肥，防止种子被雨水冲刷或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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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病虫害侵袭。

4��高挡墙生态绿化技术的实施与养护要点

4.1  实施要点
（1）挡墙表面处理。在进行生态绿化之前，需要对

高挡墙的表面进行适当的处理。对于混凝土挡墙，要进

行表面清洗，去除灰尘、油污等杂质，必要时可进行粗

糙化处理，如凿毛或涂刷粘结剂，以增强植物与挡墙表

面的附着力。对于砖石挡墙，要检查墙体的完整性，填

补缝隙和孔洞，确保墙体结构稳固。（2）种植基质准
备。根据不同的绿化技术和植物种类，准备合适的种植

基质。种植基质应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保水性和肥力，

能够为植物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和水分。对于攀爬式绿

化和垂挂式绿化，可以采用普通的园土或营养土；对于

模块式绿化和喷播式绿化，需要配制专门的种植基质，

通常包括泥炭土、珍珠岩、蛭石、有机肥等成分。（3）
植物种苗选择与种植。按照生态绿化设计原则，选择适

宜的植物种苗。种苗应健康无病虫害，根系发达。在种

植过程中，要注意控制种植密度和种植深度。对于攀爬

式植物，要在挡墙底部或适当位置设置种植穴或种植

槽，将种苗种植后进行引导和固定；对于垂挂式植物，

要将种苗均匀地种植在种植槽或种植容器中；对于模块

式绿化，要将预制好的模块单元按照设计方案准确地安

装在挡墙上；对于喷播式绿化，要确保喷播基质均匀地

覆盖在挡墙表面，种子分布均匀[3]。

4.2  养护要点
（1）水分管理。植物生长离不开水分，尤其是在干

旱季节或植物生长初期，要及时浇水，保持种植基质湿

润。但也要注意避免积水，防止植物根系腐烂。对于不

同的植物种类和绿化技术，浇水的频率和量要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藤本植物在攀爬初期需要较多

的水分，而多肉植物则具有较强的耐旱性，浇水不宜过

多。（2）施肥管理。定期施肥是保证植物健康生长的
重要措施。根据植物的生长阶段和营养需求，选择合适

的肥料种类和施肥量。在植物生长初期，可以施用氮肥

为主的肥料，促进植物的茎叶生长；在开花结果期，要

增施磷钾肥，提高植物的开花质量和果实产量。施肥时

要注意肥料的均匀分布，避免肥料集中导致烧根现象。

（3）修剪整形。为了保持植物的美观形态和良好的生长
态势，需要定期对绿化植物进行修剪整形。对于藤本植

物，要及时修剪过密的枝条、枯枝和病枝，引导其按照

预定的方向攀爬生长；对于垂吊植物，要修剪过长的枝

条，保持其垂挂形态的优美；对于模块式绿化中的草本

花卉，要及时摘除残花，促进新枝萌发；对于喷播式绿

化形成的植被，要定期修剪过高的植株，防止其遮挡视

线或影响挡墙结构安全。（4）病虫害防治。加强病虫害
监测，及时发现病虫害的发生迹象。采用生物防治、物

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优先

选用生物防治方法，如利用天敌昆虫控制害虫数量，使

用微生物农药防治病害。对于物理防治，可以采用人工

捕捉害虫、设置防虫网等措施。

结论：公路景观中高挡墙的生态绿化技术应用对于

提升公路景观品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地域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在生态绿化过程中，遵循安全性、适应性、

景观性和可持续性的设计原则，选择合适的绿化技术

类型，如藤本植物攀爬式绿化、垂挂式绿化、模块式绿

化、喷播式绿化等，并严格按照实施与养护要点进行操

作，能够实现高挡墙的有效绿化美化，使公路景观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生。随着公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景

观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高挡墙生态绿化技术将不断创

新和完善，为打造更加美丽、舒适、生态的公路交通环

境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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