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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顺义区“十二五”时期园林绿化规划中提到，建设一

批代表首都水平的生态通道、绿色通道、景观通道，同一道

路绿化保持统一的景观风格。植物配置考虑空间层次，色彩

搭配。提升道路绿地景观、生态功能，发展道路行道树景观

特色，打造特色行道树大街、景观绿廊。行道树在顺义城区

道路应用上充分体现了出来，道路绿化离不开行道树 , 行道

树是城市的绿色血脉，通过它可以把城市的各类绿地串连起

来，构成完整的城市绿色体系。

2 行道树的应用概述

2.1 行道树的定义
行道树是栽植在道路两旁，并构成街景的树木。行道

树是道路绿地系统的骨架，成为系统连续性的主要构成因

素，直观地反映了城市特色和文化。

2.2 行道树的功能

2.2.1 遮荫功能
城市建筑改变了太阳光辐射状况，在炎热的夏季，行

道树树冠，叶片相互重叠并彼此遮荫，从树冠表面到树冠内

部光强度逐步递减。[1] 因此起到了遮荫的功能。

2.2.2 净化功能
行道树通过吸收同化、吸附阻滞等形式消纳大量的污

染物质，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这种净化功能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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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尘、吸收有毒气体和放射性物质、减弱噪声、减少细菌

以及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等。

2.2.3 美化功能
行道树树形高大，冠形优美，景观具有整齐性、连续性，

美化了城市景观，完善了道路系统。

2.3 行道树的选择
全国各大城市行道树的选择不同，如北京的国槐，重

庆的黄葛树，南京的雪松，海南的椰树。不同的行道树，形

成了不同的城市特色。在行道树的选择上应具有：适合种植

地的土壤及气候条件，能正常生长；抗性强、成活率高、有

苗木来源；树形优美、寿命长、无污染物产生；分枝点高、

耐修剪、深根性、整齐美观、能体现当地特色 [1]。

2.4 行道树的种植形式
行道树是道路绿化的最基本、最常见的类型。种植形

式常见有树池式和树带式两种。树池式：一般用在交通量大、

行人多而人行道又窄的路段，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城市行道树

种植最主要的形式。树带式：在人行道和车行道之间留出一

条不加铺装的种植带，种植乔、灌、花、草的种植形式，一

般宽度最低不小于 1.5 米，每隔一段要和道路斑马线相协调

留出铺装空间，以便行人通过。

3 北京常见行道树优缺点及栽培养护要点

3.1 国槐
优点：树形丰满、匀称，姿态优美，枝叶稠密；遮荫、

隔噪效果好；深根性，抗风雨能力强；生长快，寿命长；萌

芽性强，耐一定的修剪；耐寒能力强，适应较干冷的气候；

对土壤要求不严，但在过于干燥和贫瘠的土壤上生长不良；

对二氧化硫、氯气、氯化氢等有毒气体抗性较强；抗烟尘能

力强。

缺点：忌积水；花对环境有一定影响；易结种且种子多，

对树的生长有一定影响，病虫害较多。

栽培要点：不要栽植在地势较低、易形成积水的地方，

因该树在低湿积水地方生长不良；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花

期剪除花枝。

主要病虫害：病害：槐树烂皮病、国槐瘤锈病。虫害：

锈色粒肩天牛、刺角天牛、日本双脊长蠹、国槐尺蛾、美国

白蛾、银纹夜蛾、国槐羽舟蛾、桑白盾蚧、康氏粉蚧、芳香

木蠹蛾东方亚种、榆线角木蠹蛾、中国槐蚜等。

3.2 白蜡
优点：树形整齐，枝叶茂密；深根性树种，根系发达；

对土壤的适应能力强，在偏酸、偏碱土壤上均可生长良好；

喜湿耐涝，也能耐干旱；能耐一定的寒冷；对二氧化硫、氯气、

氟化氢等有毒气体抗性较强。

缺点：分枝点较低；病虫害特别严重。

栽培要点：作为行道树应尽量选择树干较高者；及时

去除过低枝；加强病虫害防治，特别是对蛀干害虫的防治。

主要病虫害：病害：紫纹羽病。虫害：云斑天牛、白

蜡窄吉丁、白蜡绢野螟、美国白蛾、褐边绿刺蛾、霜天蛾、

小线角木蠹蛾、桑白盾蚧等。

3.3 银杏
优点：树体高大，树形美观，干挺直，叶形奇特、秋

叶金黄，观赏价值高；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在偏酸、

偏碱或钙质土均可生长；深根性，不易倒伏；耐寒性较强；

耐旱性强，成活后一般不用浇水；寿命极长；病虫害较少。

缺点：生长速度相对较慢，特别是 10cm 以下生长更慢；

母株结果，果实的外种皮易腐烂发臭，落在人身上污染衣服，

对环境有一定影响；不耐荫，忌水涝。

栽培要点：做行道树应尽量选择雄株；运输、栽植过

程中应注意保护树尖；不要栽植在架空线路的下方；栽植路

段避免长时间积水；修剪可适当疏枝，疏去过密枝、细弱枝，

一般不短截。

主要病虫害：病害：银杏叶枯病。虫害：小线角木蠹蛾、

桑白盾蚧。

4 顺义城区道路几种行道树的调查分析

4.1 行道树种类由单一变为多样化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顺义城区行道树主要是国槐、银杏、

千头椿等树种。顺义新城道路绿化建设不仅沿用这些传统树

种。而且也尝试种植了新型行道树树种，滨河北路采用了暴

马丁香作为行道树。暴马丁香花序大，花期长，树姿美观，

花香浓郁，芬芳袭人，为著名的观赏花木之一。府前街改造

绿化工程西环至顺白路路口段中使用加拿大红樱作为行道

树种。加拿大红樱蓬径较大，色彩变化丰富，花朵乳白繁密，

具有较高的绿化、观赏价值 [2]。

4.2 行道树种植形式由单一变为多样化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因城区道路格局已基本确定，道

路绿地面积有限，顺义城区行道树主要以单排树池式种植为

主。但在个别的道路出现了双排行道树，如坤安路，在机非

隔离带上加种一排银杏。新顺街，在人行步道路侧绿带加种

一排法桐。这两种种植形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起

到了良好的遮荫效果。

4.3 道路景观由雷同变为特色突出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顺义区道路景观由效果雷同，缺

乏可辨识性变为景观效果各异，道路绿化特色突出，形成一

街一色的特点。光明街位于顺义区中心地段，贯穿整个城区，

属于南北走向的一条主干道，全长约2700米。行道树为国槐、

银杏，两侧绿化带宽度不等，以卫矛、红瑞木交替组合，色

彩对比鲜明，景观效果突出。并为行道树加装树箱，并在树

箱中摆放时令花卉，以提升城区主干道园林景观。新顺街北

起中山街，南至仓上街，是贯穿南北的一条商业街，道路全

长约 2800 米。新顺街选择银杏与色块，草花相结合，丰富

植物层次、突出彩叶树种，与周边建筑更好的融合、打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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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谐的景观大道。

5 道路行道树建设的措施

5.1 合理进行植物选择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行道树的发展也提出

新的要求，减少行道树选择的盲目性，在道路绿化时，要采

取近期与远期相结合，速生树与慢生树相结合的原则，在尽

快达到景观效果的同时，考虑长远绿化要求。行道树的选择，

需要在道路绿化工作中不断探索、推敲、实践。打破单一的

树种，需要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行道树的选择。

5.2 合理改变种植结构
单一行道树种植已经成为道路绿化的固有模式，打破

这种模式，在不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下，在机非隔离带

及人行步道旁的路侧绿带加种一排行道树，采取双排行道树

种植，这种种植方式，遮荫效果更好，安全性更高。在行道

树之间配置灌木、绿篱、地被植物等，不仅使植物层次感明

显，更增添了道路绿化的景观效果。

5.3 加强养护管理
养护管理是道路绿化的再次建设，同时也是持续道路

绿化效果的手段。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城市行道树

生长的立地条件较差。原有城市道路一般路面狭窄，树冠修

剪较重；而新建或改建道路，所种树种规格一般较大，截干

断根严重，造成树势弱。所以必须给予精心施肥、浇水、病

虫害防治等悉心护理，行道树才能健壮生长，枝繁叶茂，花

团锦簇，提高观赏价值，延长树木寿命，保持城市街道绿化

景观的长期稳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改善环境的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营造出良好的城市环境

6 结语

论文结合顺义区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了行道树在城

区道路绿化中的应用问题，希望论文能给广大的园林工作者

以借鉴性的作用。合理应用行道树，充分发挥行道树在城市

道路绿化中的作用，有待于园林工作者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提升道路绿地的景观效果，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可

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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