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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广场植物造景

任务一 城市道路造景

一、任务分析

城市道路植物造景是城市国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道路以

线的形式分布于市区，联系着城市中分散的“点”和“面”的园林绿

地。以此组成完整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行道树作为城市道路绿化的

骨干树种。在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和改洋城市生态环境中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二、实践操作

1.人行道绿化带的植物造景

(1)行道树绿化带种植宽度的确定。行道树绿带的宽度是为了保

证树木能有一定的营养面积，满足树木最低生长要求，在道路设计时

应留出 1.5m 以上的种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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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道树的造景方法。

①树池式。一般树池的平面尺寸最低限度为宽度 1.2m 的正方形。

树池的立面高度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通常可分为平树池与高树池两

种。

②树带式。当人行道有足够的宽度时，可在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

留出一条不小于 1.5m 宽的种植绿带，可由乔木搭配灌木及草本植物，

形成带式狭长的不间断绿化，栽植的形式可分为规则式、自然式与混

合式。具体选择的方式要根据交通的要求和道路的具体情况而定。

③当人行道的宽度为 2.5~3.5m 时，首先要考虑行人的步行要求，

原则上不设连续的长条状绿带，这时应以树池式种植方式为主。当人

行道的宽度为 3. 5~5.0m 时，可设置带状的绿带，起到分隔护栏的

作用。

(3)行道树株行距的确定。行道树苗木的规格长速度和对环境的

要求以树种壮年期冠幅为准。常见的行距有 4m、5m、6m、8m 等。

(4)行道树枝下高的确定。同时还应该考虑车辆通行时净空高度

要求，尤其大型公交车的停靠站附近，定干高度不得低于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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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道树绿带的树种选择及配置。

①科种选摊。树种选择般以乡土树种为主。选择分枝点高，花果

无异味，无飞絮、飞毛.无落果，枝干无刺、枝叶无毒、耐修剪、深

根性有观赏价值的阔叶乔木树种。

②行道树基本配置方式。目前，常见的行道树配置方式有单一 乔

木的配置、不同树木间植、乔灌木搭配、落叶乔木与常绿绿篱结合、

常绿树木为主或常绿树与常绿绿篱搭配、乔木与灌木为主的搭配、草

地与花卉搭配、林带式种植、自然式种植等。

2.路侧绿化带植物造景

路侧绿 带是指从人行道边缘至道路红线之间区域，是构成道路

景观的主要地段，在街道绿地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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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路红线与建筑线重合的路侧植物造景。一般考虑地形的坡

度设计，植物的种植不能影响建筑物的采光和通风，植物的色彩、质

感应互相协调，并与建筑的立面设计形式结合起来，应有相互映衬的

作用，在视觉上要有所对比。另外，如果路侧绿带较窄或地下管线较

多时，可用攀缘植物来进行墙面的绿化。如宽度允许，可以以攀缘植

物为背景，前面适当配置花灌木、宿根花卉、草坪等，也可将路侧绿

带布置成花坛。

(2)人行道之间植物造景(由建筑退让红线后留出内侧人行道)。最

简洁的造景方式就是种植二行落叶阔叶乔木，起到庇护作用。为了突

出建筑的风格与特点，则应适当降低植物的种植高度，并以常绿树、

花湘木、绿篱、草坪及地被植物来衬托建筑，也可将植物配置成花境，

也可用连续的、有规律的花坛组来进行造景。

(3)路侧绿带与道路红线外侧绿地结合(建筑退让红线后，在道路

红线外侧留出绿地)。由于造景面积增大，造景形式也更为丰富，一

般宽度达到 8m 就可以设计为开放式休闲空间。另外也可与靠街建筑

的宅旁绿地、公共建筑前的绿地等相连，统一造景。

3.分车带的植物造景需要考虑的因素

①分车带首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通透性，不能妨碍同机的视线，

枝下高距机动车路面 0. 9~3.0m 的范围内，树冠不能遮挡司机视线。

②分车带植物在选择形式上力求简洁有序，整齐-致， 形成良好

的行车视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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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分车带的植物材料选用应充分考虑到分车带的生态学特性。

④从交通安全和树木的种植养护两方面考虑，分车带上种植的乔

木树干中心至机动车道路缘外侧距离不宜小于 0. 75m。

⑤分车带应进行适当的分段， 便于行人过街及车辆转向、停靠

等，一般以 75~ 100m 为宜。

⑥分车带植物选择时应注重其功能性与景观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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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车带上的植物配置造景时首先要保证交通安全和提高交通

效率，在此前提下再考虑增添街景，提高遮阳，减少浮尘等。在接近

交叉口及人行横道的一定距离内必须留出足够的安全视野

4.停车场的植物造景

(1)停车场的植物造景应结合停车场的总体规划、设置规模、停

车形式来营造景观空间。

(2) 停车场的绿化应有助于汽车的集散、人车分离，以提高安全

性能。

(3)停车场的植物绿化应考虑周围设施的设置位置与目的，应不

妨碍夜间照明以及各种指示牌或信息栏的阅读。

5. 交通岛的植物造景

交通岛一般包括中心岛(又称转盘)、导向岛、安全岛等形式。

中心岛不宜密植乔木或大灌木，以保持行车视线通透。图案应简

洁，曲线优美，色彩明快。不宜过于繁杂华丽，以免分散驾驶员的注

意力及行人停滞观赏而影响交通。

中心岛的植物造景形式通常以嵌花草皮花坛为主或以低矮的常

绿灌木组成简单的图案花坛，切忌采用乔木或大灌木影响视线，也可

布置些修剪成形的小灌木丛。主干道处的中心绿岛根据情况可结合雕

塑、市标、立体花坛等营建成为城市景点，但在高度上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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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叉路口的植物造景 交叉路口是指道路的交汇处，在城市道

路系统中一般以平面式交叉路口和立体交叉路口两种形式出现。植物

造景时，首先， 应与其交通功能紧密结合，树种选择应以乡土树种

为主，并具有较好的抗性，以适应较为粗放的管理;其次，植物造景

形式应与其周边环境密切结合，与邻近城市道路的绿化风格相协调，

但又应各有特色，形成不同的景观特性，以产生一定的识别性和地区

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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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链接

一、城市道路的基础知识

1.城市道路相关常用名词

(1)红线。有关城市建设的图纸划分建筑用地和道路用地的界线，

常以红色线条表示，故称红线。

(2)道路分级。我国城市道路一般分为三级，指主干道(全市性干

道)、次干道(区域性干道)、支路(居住区或街坊道路)。道路分级的主

要依据是道路的位置、作用和性质。

(3)道路横断面。是沿着道路宽度方向，垂直于道路中心线所作

的剖面。它能显示出车行道、人行道、分车带以及排水设施等。

(4) 道路总宽度。也称路幅宽度，即规划建筑线之间的宽度。包

括道路横断面的各个组成部分。

(5)道路绿地率。道路红线范围内的各种绿带宽度之和占总宽度

的百分比。

(6)安全视距。指驾驶员在-定距离内能随时看到前面的道路及在

道路上出现的其他车辆或障碍物，以便能有所反应的最短通视距离。

2.城市道路的功能分类

根据道路在城市中的地位、交通特征和功能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般分为城市主干道、市区支道、专用道三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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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道路的绿地率指标‘根 据《我国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

计规范》规定，在进行道路植物造景时，应确保达到以下标准:

(1)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40%。

(2)红线宽度大于 50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30%。

(3)红线宽度为 40~ 50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25%。

(4)红线宽度小于 40m 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20%。

4.城市道路的绿化 横断面类型城市道路横断面的组成是与道路

的性质和功能密切相关的，道路横断面多种多样，一般是由车行道一

包括机动车道 ( 即快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即慢车道)、人行道、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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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绿化带)等组成。

目前，我国道路横断面主要有四种形式:单幅路、双幅路、三幅

路和四幅路。相应的绿化形式如表 10 所示。

二、城市道路的植物造景形式

1.单层式道路两侧建筑物很少，沿路两侧只能栽- -行树， 这样

就形成了一条路两行的老模式。

2.复层式由于道路两侧的面积较宽，可栽植多行多种植物，内层

为较大的落叶乔木，间层为较低的常绿树种，靠近道路的一层为花灌

木或草坪，这样就形成了高低错落，开合序的空间和色彩各异的层次，

在行进路上使人们感受到整齐中富于变化，变化中有节奏，:人们带

来了美的享受，给城市带来了无限生机。

3.混合式 根据道路两侧的空间 和周边环境，地形略有起伏变化，

以草坪为基调，用常绿、落叶乔木、花淄术等不同圆林枕物布置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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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自然树丛、花带、横纹、 组团等各种生动活泼的形体。这种形

式主要用于城市的出人口绿地及风景区道路等。

三、城市道路的植物造景原则

1.统一与多样 在道路种植设计时，应首先充分分析目标道路的

功能、生态条件、道路模式、建筑构成、地面铺装、管线布局等因素。

然后决定种植设计的形式与组成，形成道路景观有序的统-一，实现

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合理化结合。

2.对比与对称 道路景 观中的对比性主要是指造型要素中的点、

线、面以及形、色、质之间汨合中的对比。

3.比例及韵律比例 关系主要体现在种植设计的空间尺度上，植

物的类型、高度以及它与人体尺度的关系对空间比例起着不同的作用。

韵律性主要表现在通过规律性的重复或交替使用所产生的景观效果。

四、植物选择配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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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土性 在植物的选择上要适地适树，创造地方道路的特点。

如广州为亚热带气候的城市，道路树种可选择大王椰子、木棉、凤凰

木、蒲葵等，体现亚热带的风光。以乡土树种为主，从当地自然植被

中选择优良的树种，但也不排斥经过长期引种驯化、表现良好的外来

树种。

2.多样性 在植物的应用 上要形式多样，乔灌草相结合，常绿

与落叶相结合，速生与慢长相结合，要营建多层次、长持续的景观效

果，而不能只图短期的效益。

3.功能性 在植物的搭配上，要以完善道路绿地的实用功能为基

础，大胆创新，树种要丰富多彩。结合城市景观要求进行选择。

4.科学性 在植物造景设计中， 要充分考虑到绿地植物与各项

公共设施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好各种管线的分布、铺设的深度。另

外，还要分析其他景观小品，然后选择合适的植物材料与之配置，以

达到整体景观的和谐。

五、园林植物选择要求

(1)适应城市生态环境要求，管理粗放、生长迅速而健壮的树种。

(2)具有主干端直，分枝点高，不妨碍车辆、行人安全行驶，发

叶早、落叶晚，无污染特点的树种。

(3)耐修剪整形、根蘖少、抗性强、寿命长。种苗来源丰富，大

苗移植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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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高速公路植物造景

一、任务分析

高速公路一般包括边坡、 中央分隔带、互通区、服务区四种绿

地类型。通过种植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的乔灌木及五颜六色的花卉，

可以吸引司乘人员的注意力，调节行车情绪，减少枯燥乏味的不良感

觉，给他们以美的享受，有利于保障行车安全，减少交通事故。通过

景观绿化美化，不仅可以降低交通噪声，净化空气，还可以改善地温

和气温，调节公路区域的小气候，减轻路面老化，延长公路使用寿命。

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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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坡的植物景观营造 边坡按形 成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是由填方而形成，主要由大量的外来土形成坡面，土壤质地

不一，肥力相差很大。植物营造方法由不同坡地的高度和土质所决定，

如对于高填方的护坡，可种植草坪或编篱栽植，以保护覆土不致滑落;

另一种是由于挖方而形成的护坡，它破坏了土壤表层及植被，形成坡

面的土层薄，植物不易生长。

(1)挖方地段。在植物景观营造时，护坡项部采用低矮树种或下

垂植物，如连翘、迎春等，并且尽可能使用攀缘植物绿化护坡。对于

壤土质地段，由于上层较厚，可结合砌石或砂浆喷布工程，撒播草种

为先锋种。

(2)填方地段护坡绿化。填方使线路抬高，使道路与自然达到和

谐。

①高填方地段。高度一般在 4m 以上。植物选择生长和固土能力

强的植被，并结合必要的水土保持工程，要求植物造景采用的图案比

例较大，并且随着护坡高度的降低进行缓慢的过渡。

②中填方地段。坡面种植草皮，坡顶栽植灌木防止冲刷，坡底的

边脚种植蔓生植被。

③低填方地段。是在平坦路段的基础上填方，高度在 2m 以下。

栽植固土类的草本和木本植物。

2.中央分隔带的植物景观营造 高速公路中央栽植绿色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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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缓解司机紧张的心理，增加行车安全。因此在进行植物配置造景

时，色彩应随植物的高度产生变化，形成高低错落的层次。高的植物

起到防眩作用，低的植物在色彩和高度.上与高层植物形成对比，组

成道路中部的风景线。考虑到中央分隔带设有护栏、道牙等，基部的

土壤条件恶劣，在植物的选用上要用耐贫瘠且抗逆性强的植物。具体

而言，可分两种模式:

(1)平坦地段绿化模式。在高速公路中用途最广，一般设计成较

低矮的景观，要设计出有变化的大色带，如可用洒金千头柏、紫叶小

檗、金叶女贞组成相互交错的彩色景观，消除行车的枯燥感。

(2)竖曲线地段绿化模式。该段的绿化多考虑的是引导视线和防

止眩目。由于在竖向上处于底部或顶部位置处，夜间行车时感受眩光

的位置与平坦路段不同，因此在植物种植高度上要比一般路段有所增

加，多采用圆锥树形的植物



16 / 26

3.互通区的植物景观营造 互通区植物配置形式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大型的模纹花镜图案，花灌木根据不同的线条造型种植，形成大

气、简洁的植物景观;另一种是苗圃景观模式，人工植物群落按乔、

灌、草的种植形式种植，密度相对较高，在发挥其生态和景观功能的

同时，还兼顾了经济功能，为城市绿化发展所需的苗木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互通区的景观非常引人注目。其形式一般都大同小异， 都会形

成一些圆滑优美的弧线，汽车沿着道路行进时，会从多角度、连续性

地观看到互通区景观，所以，在进行互通区的植物造景时应注意要满

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4.锥坡的植物景观营造 在公路 与其他道路相交时，相交部位

往往做成圆弧状的护坡，以增大承载力和缓和视觉上生硬的感觉。传

统的锥坡做法多是用人工砌石砌筑，易给人枯燥单调之感。而进人崇

尚自然和保护自然景观的年代之后，在保证结构稳定和保持水土的前

提下，人们开始注意用植物材料代替人工土石工程，增加美观，使其

本身成为一道风景线。锥坡在植物景观营造时以低矮的草本植物为主，

以保持空间的开敞，另外绿化形式要与护坡绿化和谐统一。

5.服务区的植物景观营造 服务区是为 了满足司机和乘客的活

动、休憩、维修、加油等目的而设。要满足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体、

欣赏风景、提供休憩等多种功能。为此在其空间构成上要设置过境道

路和存车区之间的分隔带(宽度不小于 5m)，整个服务区的环境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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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服务区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进行与服务功能相致的植物配置。

加油区周围要通透，便于驾驶员识别，在种植上选用低矮灌木和草本

宿根花卉，这些植物要具有抗性，不易燃。停车场的绿化应以形成阴

凉的环境为基调，种植高大的乔术为主。休息室外的空地，种植高大

的观赏庭荫树，并且设置花坛和小品、水池，可以让人们在其中游憩、

散步。根据面积大小，采用自然式或规则式绿化。地面铺装以绿为主，

可以做成有承载力的草地，如碎石草地、混凝土框格草地等。

6.立交区的植物景观营造 高速公路立交区植物造景配置时主

要考虑司机辨认道路的走向和美化环境，衬托桥梁的造型。

造景应以植被或低矮灌木为主。在匝道进出口等处，还应有指示

性种植引导视线等。立交周围的造景景观应与其本身的绿化有机联系

在一起。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段，由于立交区中的中部挖方取土筑成匝道，

地势较低，故可因地制宜，在区内挖池堆山，形成自然的地形，自然

式的种植植物，水既可用来浇灌植被，又可以改善立交区景观，但整

体植物配置和水池造型要简洁、大方。立交区的外围，通过植物高低

搭配，与整个环境协调。

相关知识链接

一、高速公路的植物造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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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闭防眩作用高速公路中央隔离 带绿化能够有效地隔断来自

对面车的眩光，1 防止夜间强烈的眩光引起司机的视觉不舒服和视觉

功能下降，减轻对开车辆接近时司机心理上的危险感，同时

还可以减弱路面色彩的单调感，减轻驾驶员长时间注视路面引起

的疲劳，以保障行车安全。为了禁止人和动物穿越高速公路，严禁其

他车辆进人，必须设置封闭设施。结合道路两则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

地采用封闭栽植，不仅起到阻隔作用，而且还能保护道路生态环境。

2.保护环境作用

(1)保持水土。高速公路沿线的绿化可以防止因土壤裸露而被雨

水冲刷，尤其是路堤和路堑边坡。结合坡面的实际情况所采用的工程

防护和生态防护，可以有效地防止雨水冲刷坡面，保护边坡和路基的

稳定性。

(2),降低环境影响。高速公路景观不应仅仅针对驾驶员和乘客，

还应考虑生活在公路旁的居民。高速公路给周边居民带来了许多不良

的影响，如噪声、污染、景观破坏等。选择栽植一些抗性强、枝叶茂

密的树木，可起到吸收声波、降低噪声、减小风速、防止风沙危害、

吸收和阻滞车辆排放的有害气体、烟尘和飘尘等作用，从而可使高速

公路沿线的空气保持清鲜。

(3)降低地面温度。高速公路绿地内的植被对调节沿线大气环境

有一定的作用，可降低周围大气的温度，增加湿度，路面的温湿度也

可以得到调节，避免了高温干燥及温湿度的急剧变化对路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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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线景观作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中，道路线形在不断

变化，这时就需要有引导驾驶员视线的标志。规整亮丽的树木花草，

不仅可以给人以优美、舒适的享受，而且可以提示高速公路路线线形

的变化。如在凹凸形竖曲线的部位，安排孤植、丛植树木，起到预示

路线变化的作用。在线形成为谷形的地方，避开谷形底部，在谷形区

间排列种植树木，使视野变窄，更加突出谷形，起到视线诱导作用。

高速公路绿化景观能使生硬、单调的公路线形变得丰富多彩，创

造出许多优美的景观，能使裸露的挖方路堑岩石边坡披上绿装，能使

公路两侧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与环境景观有机结合，使公路构造物

融人周围的环境之中。使驾驶员行驶在优美、舒适的环境之中，术地

行车安全。

二、高速公路的植物造景原则

1.保证道路和行车的安全道路的安全 道路的安全应从驾驶 员

的心理、生理状况和防止人、奇在道路上穿行两方面进行考虑。因此，

要严禁其他车辆及人、畜进入，减缓驾驶员的疲劳，碱弱其心理负效

应。中间隔车带的绿化夜间起到防眩作用，避免夜间灯光对人眼的刺

激。植物造景加强道路的特性，使其连续性、方向性、距离感突出，

加强视线的诱导，通过树木的高度和位置的安排达到预示作用。

2.以乡土树种为主，体现本土性 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特点，

以乡土树种为主，合理地引用外来树种，借鉴自然植被类型的特征，

合理进行植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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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环境、生态、经济相协调 高速公路植物造景时要充分

利用当地的自然植被种类，减少裸露地和挖方岩石，最大限度地保持

和维护当地的生态景观。为减少道路在环境中的视觉规模，可利用天

然或人工种植树木屏蔽的办法遮去部分道路，或在分隔带中种植绿色

植物，遮蔽对向车道，从而减少视觉比例。同时，植物造景首选是恢

复自然环境，采用乡土植被种类，部分地段可以放任自然植被的生长，

以减少养护费用，降低绿化成本。杂草并非总是有害的、有碍观瞻的。

在选用苗木时，也要本着经济的原则，根据使用目的不同，决定栽植

苗木的大小。一般情况下采用中小苗，只有在服务区或有人为踩踏的

地段，为保证绿化效果才选用大苗。

三、高速公路的植物造景注意事项

(1)高速公路与建筑物之间，用较宽的绿带隔开，宽度不低于 4m。

(2)高速公路交叉口的 150m 以内以及会车弯道处不宜栽植乔木，

并且植物的栽植不能影响到交通标志的明示作用。

(3)高速公路每 100km 以上要设休息站，绿化要结合休息站设施

进行，灵活运用林带、花坛、草坪等进行造景，给人一个放松、舒适

的空间。

(4)在穿越城市时，为了防止噪声及烟尘对环境的影响，一般在

干道两侧留出 20~30m 的安全防护地带，采用乔、灌、草的复式绿

化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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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速公路选择树种时要尽量采用一-些常绿、抗性好、生长量

小、低维护、少修剪的种类;草皮也应为绿期长、免修剪、耐旱性好

的品种。

(6)高速公路上绿化植物的种植应注重整体的美感，配置讲究简

单明快，要根据车辆的行车速度及视觉特性确定变化的节奏。

(7)在环境及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段，如城郊及乡镇等地方，高速

公路的绿化也可以和苗木培育、用材林的生产相结合，发挥其经济效

益。也可与农田防护林紧密结合。

任务三 城市广场的植物造景

一、任务分析

广场与道路通常紧密相连，道路是城市的风景线，广场是风员线

上:亮丽的点，广场啊是满足城市复合功能的需要，又是开敞城市空

间的重要手段，同时广场具有优美的环境，广场上丰富的植物更是为

城市的绿地覆盖率、改善城市的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植物景观营造是城市广场设计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古典广场

-般 不注意植物配置，而现代广场不论大小都很注重绿化问题，体现

了现代城市广场设计对人和环境的充分尊重。

二、实践操作

1.广场植物景观营造手法

(1) 铺设草坪。是广场绿化设计运用最普遍的手法之一，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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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好地实现绿化目的。

广场草坪是用多年生矮小的草本植物进行密植，经修剪形成平整

的人工草地。一般布置在广场的辅助性空地，供观赏、游戏之用，也

有用草坪作广场的主景。草坪空间具有视野开阔的特点，可以增加景

深和层次，并能充分衬托广场形态美感。

(2)广场花坛、花池。是广场绿化的造景要素，可以给广场的平

面、立面形态增加变化。花坛、花池的形状要根据广场的整体形式来

安排，常见的形式有花带、花台、花钵及花坛组合等。其布置位置灵

活多变，可放在广场中心，也可布置在广场边缘，可根据具体情况具

体安排。

(3)广场花架。一般用于非政治性广场。多设在小型休闲娱乐广

场的边缘。在广场中起点缀作用，同时也可以利用花架进行空间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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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居民提供休憩、乘凉的场所。

2.广场植物景观营造形式

广场绿化的植物造景形式，应考虑到植物的生态习性和广场的生

态条件。

(1) 规则式种植。这种形式属于整形式，主要用于广场的周围或

者长条形地带，多用列植乔灌木等手段，起到严整规则的效果。既可

用作遮挡或隔离，又可以作为背景。

(2)集团式种植。为了避免成排种植的单调感受,通常会把几种树

组成-一个树丛,有规律地排列在一定的地段上，或用花卉及矮灌木进

行--定面积的片植，形成较为整体的景观效果。

(3)自然式种植。这种形式与规则式不同，植物在一定的地段内，

种植形式不受统一 的株、行距离的限制，而是疏落有秩序地布置，

从不同的角度望去有不同的景致，生动而活泼。

3.广场植物景观营造应注意的问题.

(1)根据人流进行植物配置造景，避免人流穿行和践踏草坪，在

有大量人流经过的地方不进行植物配置，必要时设置栏杆，禁止行人

穿过。

(2)合理安排植物与管线的关系，注意树木种植的位置要与地下

管线和地上杆线配合好，在种植设计前要按照远近要求定出具体尺寸。

最重要的是热力管线，-定要按规定的距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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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草树木要和道路、路灯、坐椅、栏杆、垃圾箱等市政设施

很好地配合，最好是一次性施工完成，并能统一设计。 .

(4)根据景观需要，尽可能选用大规格苗木。广场是人流集中的

地方，应尽快形成广场的完整面貌。

相关知识链接

一、城市广场的植物造景原则

1.生态性原则 植物造景必须将生态性原则作为基础原则，应

考虑城市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对土壤、光照、水分的影响。在城市广场

的植物造景中，要注意选择适应城市环境、抗性强、养护管理方便的

园林植物种类。

2.景观性原则

(1)城市广场的植物景观设计，首先应注重整体的美感，既有统

一性又有一定节奏与韵律的变化。

(2)要注意做到主次分明，并体现植物景观群落的要求。主景应

选择观赏效果好、特征突出、观赏期长的种类。如以观赏效果好的乔

木或灌木丛为主景，以深色调的乔木群为背景，以花卉及地被植物为

前景，使植物景观丰富多彩。再次，城市广场的植物景观设计也应体

现色彩和季相变化。

(3)植物景观与其他景观要素的配置，要做到与总体环境协调统

一。以植物为主体的植物景观造景过程中，要与水体、建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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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装场地及景观小品等其他景观要素相得益彰。要注意根据景观立意

与艺术布局的要求，与地形地貌等因素结合，利用植物材料进行空;

间组织与划分，形成疏密相间、曲折有致、色彩相宜的植物景观空间。

3.文化性原则 城市广场的植物造景要注重特色化，把当地最

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化通过城市广场的植物造景展示出来，宣扬城市

独特的文化和风格，将城市的特点和文化内涵通过植物造景的方法向

外展示，使城市空间更具有亲和力、艺术感染力，体现时代气息，突

出个性，营造特色风格的植物景观。

二、不同类型城市广场的植物造景特点

1.政治文化性广场的植物造景 包括首都和各类城市的政治集会

广场、政府和议会建筑前广场、纪念性广场等的植物造景。有的侧重

严整雄伟，有的侧重简洁娴静，设计布局，各不相同。

2.公共建筑物前广场的植物造景包括剧场、俱乐部、体育馆、展

览馆等建筑物前广场的植物造景。绿地除根据不同功能和需要起到陪

衬、隔离、遮挡等作用外，同时符合人流集散规律，采取基础栽植，

布置树丛、花坛、草坪、喷泉雕塑、山石及其他园林建筑小品。

3.对外交通客运站前广场的植物造景包括火车站、民用机场和客

运码头前广场的绿化。 这些地方是城市门户，也是旅客集散和短时

间休憩的场所。广场常作为停车场、公共交通车站和人行道。广场绿

化布置除适应人流、车流集散等要求外，还要创造开朗、明快、洁净、

舒适的环境。在园林植物的选择.上，常反映出城市的特点和地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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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4. 交通广场的植物造景包括城市主要道路交叉口、桥头广场等

的植物造景。绿化措施主要应能疏导车辆和人流有秩序地通过，保证

交通安全。面积不大的交通广场常采取草坪、花坛为主的封闭式布置，

较大的广场外围常用树丛、灌木和植篱组成合成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