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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与测绘信息

现代园艺技术在道路景观中的应用

聂明迪①

（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道路景观是现代化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保障道路安全、优化城市环境的重要措施之
一，因此各地区在进行城市建设时，都积极地将现代园林技术引进道路景观设计中，以提升道路景观建设成
效。基于此，本文从现代园艺技术在道路景观中的应用价值入手，分析道路景观的构成要素，总结当前施工
建设的不足之处，并以G省T市某路段为例，分析现代园艺技术的实际应用，以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取向，
建设自然、和谐的城市景观，为广大群众创造较为良好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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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质量

逐渐提升，对生活环境有更高的审美及精神追求，由

此，道路景观设计与建设工作逐渐显现出其必要性。

为保证实际建设质量，相关人员不断探求全新的技术

形式，如现代园艺技术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广

大群众的精神富足，同时也发挥出美化环境、减小污

染、保障安全的作用。将现代园艺技术与道路景观设

计相结合，是生态化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

1 现代园艺技术在道路景观中的应用价值

对以往的园艺技术类型进行分析，此类专业的主

要教学目标是帮助人们掌握果蔬、花草的种植及繁育

方式，属于农学植物生产领域。传统的园艺技术是在

一定的区间范围内，依照种植植株的种类、生长时

间、生长地点，灵活选择培植手段，打造更适合其生

长的基础环境，进而整合成形态各异的园林景观。现

代园林技术在功能性及工作结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

展、突破，摆脱了以往仅能在封闭园林内部进行种植

的约束，被广泛推广至道路景观、建筑环境等多个领

域中。

我国土地资源丰富，使地形地貌有多元性的特

征，不同的土壤及气候条件为多样化的植株提供了相

应的成长条件，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适当搭配不同种类

的植株，提升景观设计的丰富性。另外，我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使人们对优化城市绿化体系的愿望逐渐加

强。在道路景观建设中融入现代园艺技术将有效地提

升城市绿化率，满足群众的审美体验与精神追求，在

一定程度上也锻炼了相关人员的设计、建设能力[1]。

2 道路景观及构成要素

对道路景观的根本特质进行观察不难发现，道路

景观设计工作实际上是从美学层次出发，将自然景观

与道路建设要求相结合，保证两者的平衡，灵活选择

科学、可行的设计方案，给予驾驶及乘坐人员舒适、

安全的行车体验。因此在进行道路景观设计时，需要

将绿化作为重点建设环节，并营造人为植被景观，减

小道路建设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将丰富

道路文化作为核心观念，保证道路景观设计的预期功

能和外在形态充分符合现代生态化城市的内涵，为建

设绿色城市添砖加瓦。

对道路景观的评价具有多时空、多主体、环境复

杂、构成多元的特质。从实际的建设来说，景观构成

元素涵盖静态、动态、人工、自然等方面，可对环境

造成直接影响。道路景观建设要素大体可分为道路本

体景观及沿线景观两方面。本体景观包含绿化带隔

离设计、断面形式、路线规划等方面的内容，是整个

道路景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沿线景观也可以当作整体

景观的一部分，若保证了沿线景观设计的科学性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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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将直接促进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工作质量的提高，

同时给予人们良好的视觉及使用体验。因此，设计人

员需要合理规划道路沿线的景观布局，打造舒适、安

全、绿色、环保的行车空间[2]。

3 道路景观建设的不足之处

3.1 景观较散乱

道路景观作为城市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代表城

市的整体形象，精巧的城市道路景观实现了人文景观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但是对实际的建设情况进行

分析可知，现阶段的道路景观设计及建设工作具有零

散性及间断性的特征，只是一味地将道路两侧的设施

装置与各建筑进行罗列、堆叠，而忽视景观色彩与建

设风格的一致性。此外，道路景观同时是城市文化底

蕴的集中体现，但是部分道路景观设计缺乏个性，同

质化严重，无法体现城市的特质。没有在道路景观设

计中融入文化及历史元素，就无法使城市脱颖而出，

如出一辙的景观设计使人们审美疲劳，无法满足人们

对景观审美的需求。

3.2 缺乏层次性

对实际的建设要求进行分析可知，道路景观不仅

需要保障行人、行车的安全，而且要对改善道路环

境、提升城市的宜居性起到一定的作用。城市道路主

要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支道等不同层次，依据不

同的使用需求，道路景观的设计也应凸显差异性。但

是就当前的规划设计方案来看，受到行车需要的影

响，道路景观设计缺乏层次感，同时机动车道的扩

建，使实际的道路景观建设范围受到压缩，在种植高

大乔木时极易出现景观混乱的问题。

3.3 人性化不足

良好的道路景观设计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性，但是

相关设计人员需要注意，道路的主要使用功能还是为

群众的出行提供便利。部分城市在规划道路景观时并

未将人本观念融入其中，盲目追求绿化率，有意或无

意忽略交通功能，片面化情况严重，对人们的日常出

行造成影响。例如在人行道上种植大量的灌木，严重

阻碍行人通行。良好的景观设计应从审美及使用上均

能满足群众的需求。此外，部分城市由于过度追求绿

化率，在道路设计中并未考虑人行道等部分，致使交

通堵塞，甚至出现严重的交通事故[3]。

4 现代园艺技术在道路景观中的具体应用

4.1 工程概述

以G省T市某路段为例，城市市区占地面积

1528.8 km2，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温度12.1 ℃，

是极佳的避暑、避寒城市，年均日照2438 h，无霜期约

为3个月，年均降水量约302 mm，降水时间主要为6—

9月。从2004年创建园林城市开始，市区的绿地率及绿

化覆盖率达到31.2%及36.71%，已达到国家标准，同时

公园绿地共153处，人均绿地面积10.36 m2，公园绿地

服务半径覆盖率高达80.21%。2021年度，T市共投入资

金6.23亿元，对某主干道进行道路改造，在施工期间，

由于道路扩建导致道路绿化带被占用，仅保留了部分

体积较大的国槐。干道当前已经恢复通车，但在道路

景观建设方面仍有不足，施工前具体的绿化情况见表

1。结合当前T市的通车要求，并严格落实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工作原则，相关人员需要对花卉、植被等景

观植株进行改造，通过合理搭配实现局部地区温湿度

调节、保障出行安全的目的，另外，改造道路景观在

一定程度上有效减小噪声污染，助推良好群落化生态

格局的产生。

表1 2020年T市某路段道路绿地率统计结果

项目 内容

群落类型 雪松、侧柏、国槐、黄杨、丁香、女贞、黄刺玫等

垂直结构 草+灌+乔

绿地率 ≥31.2%

4.2 景观结构设计

在进行T市某路段的道路景观设计时，需要设计

师将园艺技术融入景观设计中，并灵活选择不同的设

计方案，以保证道路景观与街道、社区、城市的氛围

及风格相协调。同时，设计人员需要提前就整个城市

的文化背景进行综合调查，平衡好道路功能与景观审

美之间的关系，保证实际设计符合广大人民的审美需

求。根据T市的具体情况，为保证道路绿化的丰富性

与层次性，设计人员以草+灌+乔三层结构以及灌+乔

双层结构作为主要的设计框架，有效地调节道路景观

的整体色调及类型。另外需要充分考量技术水平能力

及城市的未来发展需要，科学地确定各景观设计的范

围、形状、植株等，并明确整体施工流程，避免出现

操作混乱的情况，保证道路景观可充分发挥其原本的 

作用[4]。

4.3 施工技术规划

在进行道路景观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城市的气候

变化、生长环境与植物特征之间的适配性，也要综合

文化背景、使用需要等因素，保证施工规划方案的完

整性与细致性。相关部门需要在维护道路景观绿化的

同时，考虑其对城市环境及区域温湿度的调节作用。

当涉及大范围的景观建设时，设计人员需要注意综合

各种不同品种的植株进行科学种植，重点突出景观设

计的层次性，保证建筑与植株之间的合理搭配，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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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植物在同一区域内重复种植。依据不同的道路功

能需求，设计人员需要考量植被种植季节与具体种植

范围，选择生长周期较为适宜的植株。另外，需要注

意做好施工前的准备作业，例如考虑苗木种植前的土

方造型及建设质量问题，确保严格依据图纸标准进行

放样，提高不同植被组群之间的联系性。设计师也应

对现代园艺技术的能力水平、建设场地的实际勘测情

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并对当地的植物属性、环

境、土壤、水文、温度等方面进行充分了解，为后续

的植株种植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此外，相关单位应

对负责植被种植、养护的人员进行专业指导，保证其

技术水平完全满足道路景观建设的需求。在选择具体

的园艺技术时，相关单位需要保证技术的实用性及灵

活性，不能一味地生搬硬套，需要根据不同的种植情

况合理规划最佳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还需要考

量不同植株的种植条件，以科学的种植顺序提升植株

的成活率。对T市来说，由于其年均降水量有限，因此

在进行施工建设时，可以将苗木种植与浇水环节相结

合，同时进行作业。

4.4 苗木树种选择

城市道路景观建设需要承担起调节城市区域气

候、美化街景等作用，因此，在进行道路景观设计

时，依据城市的文化特色及生长环境对苗木及树种进

行科学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在实际的项目建设环节，

相关设计及施工单位需要对现代园林技术进行深入的

学习与了解，设计师需要综合施工人员的意见，对当

地的温湿度、土壤、水文等因素进行考察，并尽量选

择最适宜的苗木及树种品类，提升其成活率，充分发

挥其原本的绿化、调节作用。一般来说，在进行植被

种类选择时，设计人员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考虑

本土的树种，并对不同种类植被的长期及短期效果进

行分析，挑选植株壮年期生长条件较好的品种。其

次，设计人员需要重点关注道路通行安全的问题，在

环城快速路区域，可设计并种植连续性的绿地，提示

广大出行群众道路变化规律，减少交通事故。将低

矮、宽厚的树丛作为主要种植植株，可以有效避免因

视线遮挡而导致的风险隐患，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行

人违规穿越道路的情况，同时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一

定的缓冲作用。再次，在选择苗木及树种品类时，

应综合道路的功能需求、周围环境的风格色彩等因

素，保证所挑选的品种完全满足整体设计要求，形

成集落叶树、常绿树等多层次的群落景观，凸显特

色，为广大群众带来极佳的视觉体验。此外，设计

人员需要注意苗木的科学移植。最后，设计人员需

要在苗木及树种的选择结束后，规划具体的施工技

术及移栽顺序，将整体性景观建设作为主要工作目

标，以近自然林为核心建设原则，进行混交式移栽处

理，形成与本区域内自然植被生态群落结构类似的 

景观。

4.5 种植整地技术

将先进的园艺技术融入别致的道路景观建设中，

是一项繁复的作业，主要包含杂物去除、土壤填压、碎

土翻松等环节，可以为苗木及花草的正常发育提供较为

良好的成长环境。首先，在进行整地操作时，施工人员

需要按照不同的景观建设合理划分区域，保证设计的准

确性，提前对种植区域的土壤构成进行科学计算，并依

据实际的种植要求合理改良土壤成分，为植株提供较为

理想的生长环境。其次，需要严格遵循场地预期的建设

图纸的规定，进行等比例计算，做好定点放线操作，保

证各植株间的间隔合理，并依据不同树木的品类及生长

需求，灵活调节树坑的大小，保证苗木种植工作的科学

性与精准性。最后，在种植结束时，需要利用木棍在

移栽好的树干周围搭建相应的支架，确保苗木定向生

长，同时避免生长期的苗木受到动物、行人及车辆的破

坏。支架高度应根据苗木的高度进行灵活调节，一般来

说，支架的最高处应尽量位于苗木整体3/5的区间范围

内，为保证支架稳定性，木桩的入地深度应尽量保持在

50～60 cm。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道路景观的设计工作时，除了

需要考虑其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要融入整个城市的文

化、风俗特点，将人性化作为主要的设计原则进行景

观设计、建设及管理工作，充分体现现代园林技术的

生产、经营优势，提升现有环境资源的实际利用率，

使道路景观带有多功能特性，最大限度地发挥道路景

观的作用，促进城市的绿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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