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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重庆地区高速公路的绿化现状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重庆地区所有在建和已建高速公路的绿

化设计原则 ,针对重庆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进行绿化布置与树种搭配 ,并简述了重庆地区高速公路绿化设

计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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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分析

我市高速公路目前主要由“二环八射 ”和支线高速公路组成 ,已通车 1 050 km,在建 853 km,总里程为

1 903 km。“二环 ”即内环和外环 ;“八射 ”即成渝路、渝遂路、渝武路、渝邻路、渝宜路、渝湘路、渝黔路、渝泸

路 ;支线高速公路为长涪路、綦万路、万开路、垫恩路 (石忠路、忠垫路 )。对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 ,在绿化

中已经相当程度考虑了绿化、防护及景观要求 ,但绿化景观的设计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主要表现

在以下 3个方面 :绿化成带但未见森林 ,高速公路封闭网外沿线未实施配套绿化 ,致使林带宽度离“森林高

速 ”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 ;缺失应有的地域性特色 ,大部分路段两侧仍然是“一条路 ,几行树 ”的模式 ,绿化

景观单调且与周围环境相割裂 ;树种的规划设计不够科学、合理 ,高速公路两旁以往多是排水沟和高大护

坡 ,只能种植灌木或铺草 ,视觉效果单一 ,没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因此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

如何通过规划与设计 ,突出高速公路沿线绿化景观地域性特色 ,结合公路沿线寻找有利于景观营建的积极

因素 ,绿化中切实做到树种选择要多样化、植物品种配置与季节相变化、乔灌植物空间配置比重合理、树木

规格大小选取合理等。

2　高速公路绿化设计

2. 1　设计原则

(1) 功能性原则。高速公路绿化必须具备护坡防塌、恢复路域环境、美化路域景观、净化汽车尾气、提高

行车安全等五大功能。



(2) 兼顾经济性和社会效益原则。高速公路绿化景观是一种随时间推移的动态景观 ,所以绿化要见效

快 ,寿命长 ,景观要富于变化 ,并且易于后期管养 ,使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同时 ,树种应以乡土树种为主 ,引

种以易成活、易养护、低成本、观赏性好的树种。

(3) 生态防护原则。充分重视沿线现有自然条件及原生景观元素 ,力求减少人工过多的干涉 ,以生态防

护为主 ,尽可能采用乡土植物品种 ,以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原生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不可逆转性破坏 ,尊

重自然 ,正视自然 ,保护自然 ,恢复自然。

(4) 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 ,突出地域特色的原则。在不同的地段 ,绿化方案要体现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

域民族特色 ,从整体上效仿自然。如经过农村地区的立交就将根据地形地势造景 ,在边坡筑就模拟梯田。

此外 ,在树种选取上要多采用乡土树种及适应性强、有地方特色的乔灌木 ,让绿化景点能融于周边环境。比

如在主城区就将以白杨树速成林为主 ,在海拔较高的地区 ,则种植耐寒树木 ,体现别样风情。在部分地段还

可以以开花植物为主 ,采用行列式栽植 ,打造“花廊 ”。无论俯视、平视 ,还是动态观赏 ,叶、花、绿、香都要能

表现出景观效果 ,与人、车、路协调 ,与沿线居民生活环境相协调 ,突出地方特色。

(5) 工程可实施性原则。植物品种应适合本地区的土壤、气候条件 ,并具有耐贫瘠、易生长、施工便捷的

特性。尽可能选择具有吸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作用的植物 ,可适当增加根多、固土性较好的乔木和藤本植

物 ,同时应控制草本植物的用量。

2. 2　绿化植物的选择与配置

重庆处于四川盆地及其边缘 ,以低山、丘陵为主。高速公路一般的海拔高度为 280～650 m ,露现的地层

是侏罗纪和白垩纪的紫红色砂岩、页岩等。这个地区属于北纬亚热带中亚热带东部区 ,春、夏、秋、冬四季分

明 ,年平均温度为 18. 3 ℃,每年 5～9月的月均温度在 20 ℃以上 ,绝对最高温为 42 ℃,常年伏夏半月左右的

高温干旱天气 ,年降雨量 1 000 mm左右。夏秋季节暴雨溅击、侵蚀、冲刷土壤严重 ,多数地段为酸性土壤 ,有

的为微碱性土壤 ,适宜多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基于本地区土壤和气候的特点 ,为保证树木成活率 ,特

将我市“森林高速 ”工程划分为三大造林片区 ,每个片区的树种选择也有所不同。

第一片区 :以紫色土为主 ,日照时数在 1 100～1 300 h /a之间 ,涉及区县有渝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江北区、渝中区、南岸区、北碚区、巴南区、合川区、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双桥区、荣昌县、璧山

县、永川区、江津区、涪陵区、忠县、长寿区、垫江县、梁平县、万州区、开县 25个区县。适宜乔木树种主要有香

樟、天竺桂、桂花、栾树、秋枫、桉树、白玉兰、广玉兰、垂柳、杨树、水杉、银杏、黄葛兰、刺槐、雪松、杜英、水晶

蒲桃、小叶榕、乐昌含笑、深山含笑、羊蹄甲、马褂木、桤木、臭椿、红椿、香椿、枫香等。

第二片区 :以紫色土和石灰岩土为主 ,日照时数在 1 300～1 500 h /a之间 ,涉及区县有云阳县、奉节县、

巫山县 3个县 ,适宜乔木树种主要有乌桕、桤木、红椿、高山榕、小叶榕、杜英、乐昌含笑、天竺桂、栾树、黄葛

树、香樟、刺槐等。

第三片区 :以黄壤为主 ,日照时数约为 1 100 h /a,涉及区县有万盛区、南川区、武隆县、彭水县、黔江区、

酉阳县、秀山县 7个区县 ,适宜乔木树种主要有杜英、桤木、香樟、泡桐、秋枫、天竺桂、刺槐、臭椿、柳杉、白玉

兰、乐昌含笑、栾树等。

2. 3　重庆高速公路绿化设计细节

(1) 中央分隔带绿化设计。中央分隔带由于立地条件恶劣、养分缺乏和空间受限而不具备更好的造景

条件 ,容易呈现出单调感。如何通过合理的布局树种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出于防眩考虑 ,中央分隔

973第 4期 王卫星 ,等 :浅谈重庆地区高速公路的绿化设计



带绿化设计要求主要以灌木、草皮为主 ,适当点缀开花植物。其中以种植枝叶繁茂、冠层间隙少的灌木最

佳 ,对于夜间行车还具有遮光作用 ,能遮断对面或侧面汽车或其他车线驶来的灯光。方法是将稍高苗木密

植在分隔带 ,经人工多次修剪至 115 m以下高度 ,剪截成平整式或树篱式 ,较随意式、图案式和群植式 ,简明

实用 ,效果好。但应避免在分隔带栽植有树木的花钵 ,或铺植低矮草皮、栽植花卉等。

(2) 边坡绿化设计。边坡是指在路基两侧做成的具有一定坡度的坡面 ,起保护路基稳定的作用 ,分为填

方路堤边坡和挖方路堑边坡。对于路堤边坡 ,在视野范围内尽量选种黄葛树、秋枫、刺槐等深根性乔木 ,以

形成边坡生态小环境 ,提高边坡防护效果。在保护路基、路面的同时 ,增加森林覆盖 ,提高景观观赏性。对

于路堑边坡 , 3 m以上应以乔、灌、草结合的方式绿化 , 3 m以内出于安全行车考虑 ,应避免种植乔木 ,在路堑

顶部应栽植根系发达的植物 ,以减少水土流失 ,并与原有山体环境融为一体 ,但应避免遮挡交通标志牌。此

外 ,封闭网内较矮的挖方土质边坡 ,建议栽植低矮的花灌木和匍匐类植物。而石质边坡和挡墙 ,由于无土无

水 , 应用九重葛、油麻藤、爬山虎等藤本植物进行垂直绿化 ,形成景观效果 ,恢复自然环境。

(3) 路旁绿化设计。按照“森林高速 ”的要求 ,公路两侧应划出 30～80 m宽的土地用于绿化 ,以 2～

4 km为基本单位 ,每一单位以一个树种为主要景观树种 ,突出树冠、色泽、质地、季相变化。景观系列变化以

1～5个树种为限 ,树的胸径应在 8 cm左右。若两侧原有景致较好 ,则用灌木取代乔木 ,以开阔视野 ,展现两

侧风光 ,突出地域特色。非景观林带则根据各区县的要求 ,结合当地林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灵活选择适

宜的经济林树种或景观林带。

(4) 互通式立交区绿化设计。互通式立交区是整个高速公路绿化设计中立地条件较好、可塑性较强的

部位。因此 ,在保证通视及交通安全的基础上 ,互通式立交区内的绿化设计应以改善区域内环境与美化区

域外环境相结合为指导思想。对于位于偏僻乡镇的立交 ,栽植模式上倡导自然群落式 ,将互通式立交放眼

于整个山林的大环境中。对于靠近城市的互通立交 , 互通区内可用色叶植物和具有当地特色的观赏植物进

行简单的图案造型 ,以体现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栽植方法上倡导骨干树木的先期作用 ,即在绿化初期选

择一定数量的骨干树种 (建议选用 3～4种乔木树种 )建立起基础小群落 ,再配以适宜当地生长的乔、灌、草 ,

模拟自然生态的植物种群 ,从而形成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植物群落。对于立柱和桥面的绿化 ,由于本地

绿化植物品种缺乏 ,处处景观相似 ,体现不出立交桥各自的特色 ,因此 ,建议引用外来植物五叶帝锦、常春油

麻藤、络石进行立柱绿化 ,扶芳藤进行立交桥桥面绿化。

(5) 收费站绿化设计。收费站的绿化设计 ,应着重考虑使收费人员消除疲劳。因此 ,可以配置一定的水

杉林、紫竹林 ,使其具有自然的野趣 ,又富于内涵 ,不仅有美丽的花、珍奇的树 ,而且能表现出自然景观之美。

(6) 服务区绿化设计。服务区是高速公路上唯一的休息场所 ,因此其环境绿化应侧重于营造宁静、温馨

的氛围 ,体现对司乘人员的关怀。因此 ,在植物配置时尽量多采用乡土植物 ,将乔木、灌木、花卉和草地结合

在一起 ,创造立体的三维空间层次 ,另外 ,根据植物的花朵、枝条等季相特点 ,组成时空丰富多彩的四维环

境 ,体现出植物配置的艺术性。比如在服务区出入口两边的绿地可种植高大常绿乔木 ,布置成弧形的空间 ,

如张开的双臂欢迎远方到来的客人 ;停车场则采用树阵式排列 ,不仅能为停车场内的车辆遮荫 ,还能够观赏

到落叶大树的美景 ;加油站区应选择抗污染能力强、不易点燃的植物 ;乘客休息区在亚热带气候地区还应考

虑在高温期有高大乔木遮荫 ,并配置不同花期的花卉植物、观叶植物和地被植物。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以车

为本。

(7) 隧道口绿化设计。隧道口绿化设计主要包括隧道口边坡、仰坡的绿化设计和洞前区域绿化设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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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其中 ,仰坡绿化设计的关键在于植物的选择要与周围环境相融合 ,并尽量结合工程防护 ,确保绿化

的长期性。边坡的绿化设计基本等同于一般路基段的边坡绿化设计 ,需要注意的是 ,要协调与洞口、仰坡绿

化、洞前绿化的关系 ,使四者融为一体。洞前区域绿化设计主要针对分离式隧道而言。分离式隧道洞前的

区域面积一般很大 ,良好的绿化设计能够把隧道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并且可以给司乘人员以美的享受。

针对高速公路的具体自然环境 ,可以在洞前区域绿化设计中加入一些区域特有的物种造型 ,以给予区域

标识。

3　结　语

按照“森林高速 ”的要求 ,高速公路绿化应按照“因形就势、因地制宜、安全舒适 ”的原则进行规划与设

计。规划时应考虑与毗邻的现有农田、房屋、自然植被等的有机结合 ,与防护、农林产业的和谐统一 ,相互兼

容。同时 ,对已通车高速公路以补植补栽为主 ,对在建高速公路则需调整施工设计。无论补栽还是新植 ,都

应充分考虑森林景观效果与生态效益 ,使人、车、路高度统一 ,人、车、自然格外和谐 ,铸就一个靓丽的重庆名

片 ———森林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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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reen design of the expressway in Chongqing zone

WANG W ei2x ing , L IM u2z i, CHEN Feng
( School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J 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greening of exp ressway in Chongqing zone, p roposes the

design p rincip les of the greening of exp ressway under construction or built in Chongqing zone, layouts and configu2

rates the trees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Chongqing, and disscusses the design details of greening of exp re2

ssway in Chongqing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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