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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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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阐述了其重要性和基本原则，并探讨了设计方法与实践案例。

生态性、以人为本、地域性、整体性等原则是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核心。通过调查分析、目标定位、方案设计和

实施方案等方法，可实现道路景观的全面提升，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实践案例证明了这些原则和方法的有效性。城

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作为城市发展关键环节，未来需继续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提高设计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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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道路建设不断延伸，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城市环境的关注和需求也日益增

强。城市道路不仅仅是交通流通的渠道，更是人们感知

城市、体验城市的重要空间。因此，如何将生态、景观

等元素融入城市道路设计中，营造宜人、舒适、具有地

域特色的道路环境，成为当前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议

题。本文将对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原则、方法

和实践进行深入探讨，希望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为

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让我们共同努力，推

动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为我们的城市创

造更美好的未来。

1  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原则

1.1  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在城市道路景观规划中占据首要位置。

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重要性。传统的城市建设方式往往对自然环境造

成了破坏，而生态性原则则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更为尊重

和保护自然的态度。尊重自然，意味着在城市道路设计

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原有的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条

件，而不是简单地对其进行改造。例如，尽可能地保持

原有的水系和绿地，而不是将其填平或覆盖。保护生态

环境，不仅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是对城市居民生

活质量的保障。在道路规划中，我们要注重植被的恢复

和保护，选择本地植物，避免引入外来物种导致的生态

失衡。同时，道路的排水设计也要考虑到雨水的收集和

利用，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人工干预，并不意

味着不进行建设，而是要在建设中寻求与自然的平衡。

例如，在道路建设中，我们可以采用透水铺装，既满足

道路通行功能，又能够确保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促

进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性原则的终极目标。城

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要在满足城市交通需求的同

时，为居民提供与自然亲近的机会，让人们在城市中也

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

1.2  以人为本原则
在现代城市中，道路不仅仅是车辆通行的通道，更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城市居民，无论

是步行、骑车还是驾车，都与道路有着紧密的互动。因

此，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必须以人为本，关注人

的需求。以人为本原则首先体现在创造舒适的道路环境

上。这意味着在道路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尺度和

感受[1]。比如，人行道的宽度、高度和铺装材料，都应该

满足人们步行的舒适感。在炎炎夏日，选择能够反射太

阳光线、减少地面温度的材料，能为人行道上的行人带

来一丝清凉。安全是每个道路使用者的基本需求。以人

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在道路规划中，充分考虑行人与车

辆的交通安全。这包括但不限于设置清晰的交通标志、

确保足够的夜间照明、合理规划过街设施等。每个细节

都关乎到每个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安全。美观的道路环境

不仅能够提升城市形象，更能为居民带来愉悦的心灵感

受。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在城市道路景观规划中，

融入地方文化特色，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城市风貌。这样

的道路不仅仅是通行的通道，更是居民休闲、交流的好

去处。当道路环境舒适、安全、美观时，居民自然愿意

走出家门，与城市互动，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美好。

1.3  地域性原则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理背景。这些

背景不仅仅塑造了城市的基本面貌，更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我们谈及城市道路景观生态

规划设计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地域特色。它们是一个



2024� 第5卷�第3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74

城市的魂，是城市居民的根。如何贯彻地域性原则呢？

首先，设计师需深入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这意味着要

研究城市的发展历程、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

化。只有真正了解了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在设计中准

确传达出这种文化。而传承这些历史文化，并不意味着

简单地模仿过去。设计师需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让历

史在当下焕发新的生机。当人们走在城市的道路上，他

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现代都市的繁华，更能领略到深厚的

历史底蕴。展现城市特色也是地域性原则的重要方面。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和植被。这些因素都

会影响到城市的景观设计。例如，一个海滨城市可能更

注重蓝色和白色调的运用，以及海洋元素的呈现；而一

个山地城市可能更注重绿色植被的搭配和山水的融合。

最终，地域性原则的贯彻能够塑造独特的城市形象。这

种形象不仅仅是对外的展示，更是对内的认同。当城市

的居民走在自己熟悉的街道上，他们能够深深感受到

这是“我的城市”，这里有“我的文化”和“我的故

事”[2]。因此，地域性原则在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设计手法，更

是一种对城市的热爱和尊重。

1.4  整体性原则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道路不仅仅是通勤的通

道，更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它与城市的每个角落、每个

建筑、每片绿地都息息相关。因此，当我们谈论城市道

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时，我们不能只看到道路本身，更

要看到与之相关的每个元素。整体性原则在这里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规划设计中，必

须统筹考虑道路、绿化、建筑、交通等多个要素。这意

味着，我们不能孤立地设计道路，而忽略了路边的建筑

和绿化，或者只考虑交通流量，而牺牲了行人的通行体

验。为实现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设计师们需坐下来，

与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交通工程师等多个领域的专家

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例如，道路的宽度和曲线设

计，需考虑到建筑的退距和高度限制，同时也不能忽视

绿化带的宽度和种植选择。而交通流量的规划，也需充

分考虑到行人的过街设施和绿地的渗水功能。在这样的

整体性原则指导下，城市道路不仅仅是一个通勤的工

具，更是人们休闲、交流、体验城市的公共场所。每个

设计细节，都反映出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都展

现出设计师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2  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

2.1  调查分析
在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调查分析首先需

对城市道路及其周边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包括收集

基础数据，如道路的长度、宽度、走向等，以及周边环

境的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等情况。除了基础数据，

还需对道路的使用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这包括了解道路

的交通流量、车速、车辆类型等，以判断道路承载的交

通压力和使用需求。同时，要对道路的绿化现状进行调

查，了解现有的植被类型、分布、健康状况，以评估道

路的生态状况。通过调查分析，设计师可以获取大量的

一手资料，为后续的规划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只有在对

道路和周边环境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方案，制定出符合实际需求的道路景观生态规

划设计方案。

2.2  目标定位
在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明确的目标定位

不仅是设计的起点，也是整个设计过程中的指导性纲

领。首先，目标定位需与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相结合[3]。

例如，如果城市的目标是打造一个现代化的绿色都市，

那么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就应该是提升城市的

绿色形象，增加绿化覆盖率，和创造宜人的自然环境。

其次，目标定位也应当充分考虑到居民的需求。城市道

路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通道，也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

场所。因此，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应作为道路景观生态规

划设计的重要目标。例如，可以通过种植吸尘降噪的植

物、设置人性化的休息设施等方式，提升居民的生活品

质。最后，目标定位还需考虑到城市的文脉和特色。每

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道路景观

生态规划设计应当尊重并体现这些特色。例如，可以在

道路景观设计中融入当地的历史元素，或者使用具有地

域特色的植物和建材。

2.3  方案设计
在制定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方案阶段，需充

分运用生态学、景观学等相关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深入分析和综合思考。首先，要运用生态学理论，通

过对道路周边生态环境的详细调查和分析，明确保护、

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和措施。例如，可以合理规

划道路绿化带，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植物种类，

打造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市民提供宜人的道路景观。

其次，要运用景观学理论，研究道路景观的构成元素、

空间布局和视觉效果等方面。可以通过精心设计道路节

点、绿化植被、灯光照明等元素，营造出具有层次感和

美感的道路景观。同时，要注重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和统

一，让道路景观成为城市整体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最

后，制定方案时要紧密结合实际情况。要充分考虑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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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条件以及道路使用功能、交

通流量等社会因素。只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道

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方案，才能确保其科学性和可行

性，最终实现城市道路景观生态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4  实施方案
一个好的设计，若未得到有效的实施，也只能停留

在纸面上，无法真正展现出其价值和魅力。因此，实施

方案在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

地位。明确的实施方案，能够确保道路景观生态规划建

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这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设

计的落地施工，更多的是各个部门、各个团队之间的协

同合作[4]。例如，道路施工团队需与绿化植被团队紧密配

合，确保道路建设的同时，绿化植被的种植和养护也能

得到同步进行。实施方案还需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突

发情况，做好相应的风险预防和应对措施。在道路景观

生态规划建设过程中，即使遇到了意外情况，也能迅速

作出反应，确保项目能够按时完成。

3  实践案例与分析

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道路景观作为城市的“名

片”越来越受到重视。某城市道路由于历史原因，其景观

生态遭受了严重破坏，亟需进行规划设计。为此，相关部

门决定开展一项针对该道路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研究。

在项目初期，设计团队对该道路进行了深入的调

研。数据显示：道路绿化覆盖率仅为18% ，远低于城市
的平均水平30% 。居民对道路景观的满意度仅为40% 。道
路两侧的文化遗产被埋没，70% 的居民对其历史文化不
了解。基于以上数据，设计团队制定了三大策略：生态

修复、绿化提升和文化挖掘。针对道路两侧受损的生态

环境，设计团队采取了生态修复手段。例如，对受损的

湿地进行了修复，引入了本地植物，有效提高了湿地的

生态功能。数据显示，修复后的湿地植被覆盖率达到了

85% ，吸引了众多鸟类回归。为提高道路的绿化覆盖率，
设计团队精心挑选了本地适生植物，既保证了绿化的效

果，又避免了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经过绿化提升，道

路的绿化覆盖率提高到了45% ，大大超过了城市平均水
平。道路两侧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设计团队与

文物部门紧密合作，对道路两侧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挖掘

和保护。例如，一座被遗忘的古桥经过修复，重新焕发

了生机，成为当地居民的文化活动中心。数据显示，经

过文化挖掘，居民对道路景观的满意度提高到了90% 。
设计过程中，团队充分征求了公众的意见[5]。通过问卷调

查、社区访谈等方式，了解了居民的需求和建议。数据

显示，85% 的居民积极参与了设计过程，提出了宝贵的建
议。经过设计团队的精心设计和规划，该道路景观得到

了全面提升。道路两侧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文

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居民满意度大幅提高。此外，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也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成

为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典范。该实践案例证明

了生态修复、绿化提升和文化挖掘是城市道路景观生态

规划设计的有效手段。同时，公众参与是保证项目成功

实施的关键。在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道路景观生

态规划设计项目能够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推动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

结语

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在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生态性、以人为本、

地域性、整体性等原则，运用科学的设计方法，结合实

际情况进行规划设计。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城

市发展的加速，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将面临更多

挑战和机遇。在此背景下，应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不断提高城市道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水平和质

量，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曹文状.城市滨水公园景观生态设计策略研究——
以襄阳月亮湾公园为例[J].居业,2023(1):113-115.

[2]李艳,齐瑜,李卓.基于生态理念的卫河滨河景观设计
研究[J].山西建筑,2023,49(11):4-8.

[3]孙玉洁 ,仇同文 .城市滨水慢行系统景观设计研
究——以青岛市唐岛湾滨海公园为例[J].艺术科技,2023, 
36(19):220-223.

[4]彭乐琪,吴曼.文旅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地域性设计
研究——以景德镇三宝村为例[J].艺术科技,2023,36(14): 
199-201,223.

[5]李翠.基于多重目标适宜性评价的绿道网络选线规
划研究——以溧阳市为例[J].四川环境,2023,42(1):142-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