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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园林绿化中行道树树种选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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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植物的生长都与周围环境条件着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选择行道树时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环境特点与植物的适应性，这
样可避免行道树栽植上的盲目性。行道树的树种选择主要要考虑其艺术效果和功能效果。选择的主要标准是行道树要树形
整齐，枝叶茂盛，冠大荫浓，树干通直；分枝点足够高，主枝伸张角度与地面不小于30度，花、果、叶无异味、无毒；在
生长方面，繁殖容易，生长迅速，移栽成活率高，耐修剪，适宜大树移植，并且发芽早、落叶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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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城市环

境日益为人们重视。绿化美化环境成为城市居民的共同愿

望。街道绿化也被人们重视。道路系统是现代社会建设中

的基础设施，而行道树的选择应用，在完善道路服务体系、

提高道路服务质量方面，有着积极、主动的环境生态作用。

行道树看似和道路没有关系，但实质上却是道路体系的一种

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行道树的路，很难想像它会有美感和舒

适感，行走在其间，也一定会觉得焦躁、无聊。行道树如

果栽植的好，还会提升一个地方的整体形象。行道树作为道

路功能的配套设施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提高道路的服务质

量，改善道路及其附近地域小气候，滞尘净化空气、降温遮

阳、减噪、防风、防火、防灾、防震等功能。

道路绿化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网络和骨架，成为系统

连续性的主要构成因素，直观反映城市风貌。在行道树的选

择应用上，城区道路多以绿荫如盖、形态优美的落叶阔叶乔

木为主。而郊区及一般等级公路，则多注重速生长、抗污染、

耐瘠薄、易管理等养护成本因素。甬道及墓道等纪念场地行

道树种的选择应用，则多以常绿针叶类为主，如圆柏、龙柏、

雪松、马尾松等。落叶树种的选择，有柳树、龙爪槐、榆树

等。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建设标准的提高和绿化、净化、

美化、香化指标的实施，常绿阔叶树种和彩叶、香花树种的

选择应用有较大的发展并呈上升趋势。目前使用较多的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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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有悬铃木、椴树、白桷、七叶树以及枫树、喜树、银杏、

杂交马褂木、樟树、广玉兰、乐昌含笑以及女贞、青桐、杨树、

柳树、槐树、池杉、水杉等。

行道树分为两大类，一是常绿行道树，二是落叶行道树。

应按照功能的不同选择行道树的类型，比如遮阳类型、观叶

类型、观果类型及经济类型等。

一般选择行道树应考虑以下条件：

①树形整齐，枝叶茂盛，树冠优美，夏季绿阴浓；

②树干通直，无臭味，无毒无刺激；

③繁殖容易，生长迅速，栽培移栽成活率高；

④对有害气体抗性强，病虫害少；

⑤能够适应当地环境条件，耐修剪，养护管理容易。

道路树种选择应以乡土树种为主，从当地自然植被中

选择优良的树种。但不排斥经过长期驯化考验的外来树种。

如东北地区可用杨属、柳属、槐、臭椿、栾、白蜡属、元宝枫、

油松、华山松、白皮松、红松、樟子松、云杉属、哗木属、

落叶松属、刺槐、银杏、合欢等。

道路各种绿带常可配植成复层混交的群落，应要选择

一批耐荫的小乔木行道树的定干高度，在同一条道路上保持

一致，在路面较窄或有大型车辆通过的地段，以 3~3.5m以

上为宜。在较宽的路面或步行商业街上，可降至 2.5~3.0m，

分枝角度小的树种可适当低些，但也不能低于 2m以下。树

体大小尽可能整齐、划一，避免因高低错落不等、大小粗细

各异而影响审美效果和带来管理上的不便。行道树株距要根

据树木品种的不同而确定，行道树株间距离以 5~8m定株，

栽植苗木的规格、品种胸径一般为 8~10cm，树坑 1~1.2m

大小见方，树蓖子与道牙距离 1~1.5m[1]。

行道树的冠形应根据道路的建设标准和周边环境的具

体情况。如在规划种植行道树上方有架空线路通过时，最好

选择生长高度低于架空线路高度的树种，这样有利于修剪

树木。一般公路干道或较为狭窄的巷道，可以自然式冠形万

主。凡有中央主干的树种，如杨树、马褂木、水杉、池杉等，

侧枝点高度应在 2.5~3m以上，下方裙枝需视情疏除，特别

是在交通视线不良的弯道和叉路口等区段，更应注意要开阔

视野，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无中央主干的树种，如柳树、榆

树、槐树、樟树、大叶女贞、香樟等，分枝点高度宜控制在

2~3m处，树冠自然形成圆球形。

行道树的实际应用中，由于城市环境具有特殊性，每

天车流量、人流量很大，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有害物质，如二

氧化硫、氯化物、粉尘等，对植物的生长非常不利。如粉尘

覆盖在植物的叶表面上，会影响光合作用的进行。二氧化硫

会直接伤害植物的叶表皮细胞，破坏叶肉组织的结构，会影

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同时，城市的空中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电

力、电信、电缆的线网，对植物的生长有一定的限制，而不

像旷野、公园里的树，可以任其自然生长。

另外，很多道路两旁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留给植物

的阳光非常有限，破坏了植物正常生长所需的生态环境。因

此应根据道路的建设标准和周边环境的具体情况，确定适当

的树种、品种，选择合宜的树体、树形。在规划种植带上方

有电力、通讯线路等限制，应选择一个最后生长高度低于架

空线路高程的树种，以节省定期修剪费用。如有足够的经费、

设备和整枝修剪的技术人员，对树木的抚养能，保持高水平

要求，则可选择高大乔木，采取正确的修剪方式规避上空线

路的限制，以获得满意的使用效果。另外，整形栽植时，树

木的分枝点要有足够的高度，不能妨碍路人的正常行走和车

辆的正常通行，不能阻挡行人及驾乘人员的视线，以免发生

意外。特别是在转向半径较小、转角视线不良的区域，更应

注意。树体规格的选择要适宜，不能超出与街道两侧建筑的

景观比例要求，其体量大小和生长形态应达到设计的特定要

求，并能经受住时间推移的检验 [2]。

行道树的配置方式主要有：

①树木一大一小等距离相同栽培，形成一种交错的节

奏感，多见于乔灌木的搭配、只在行人道一侧设护栏或种绿

篱，经济实用。

②各种形态植物之间相互搭配，乔灌木与地被、草皮

相结合，适当点缀草花，丰富景观效果。

③树形修剪能让街道更显整齐美观，乔灌木进行统一

修剪造型。

④花灌木成图案片植，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图案采

用彩色、质感对比较大的植物材料。直线几何形，严谨大方，

曲线纹理流畅富有动感。

⑤行道树并非只能采用常绿树，落叶树的之态，一样

能给人以美感，而且冬天不遮挡阳关，季相变化明显。

⑥人行道不宽，而人流量大的地方，有的连树池都取

消了；有的树池内种植耐荫花卉，或加透空池盖。这些做法

的缺点是营养面积小，不便与松土施肥与管理，也不利于树

木生长。

⑦基础绿地要结合建筑的特点进行设计，如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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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肌理、质感、材料、不要种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建

筑内部通风和视线。街道、墙角往往是利于植物造景的地方。

宽敞地带可栽植形态好的乔木。

总之，行道树的配置方式，一般是在车行道与步道之

间栽植 1~2行乔木树种，或在株间、行间夹栽一些灌木：也

可将成组或成行的灌木丛与草花以及草坪、地被植物等穿插

配置，构成林荫道或园林路的形式。树与建筑物以及地下埋

设的各种管道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房屋有窗的一面

与乔木的间隔距离至少为 4~5m；从树干中心到地下管道边

缘的水平距离，除热力管道外，最好达到 2m，至少 1m。

树冠与一般架空电线之间应保持 1m以上距离。高压输电线

走廊内不宜栽植大树。现代城市多栽胸径 8cm以上大苗，

按一次定植、以后不间伐的株距配植，以收近期绿树成荫之

效。一行内一般应用同一种树，但多种间植。十字路口和道

路转角处最好只种灌木、草本，以免遮挡行人的视线。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道路绿化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网

络和骨架，成为系统连续性的主要构成因素，直观反映城市

风貌的作用十分突出。行道树作为常见的绿化方式，起着重

要的作用，行道树的生长健康与否，直接体现着这座城市对

生态环境的一种支持的体现，一种热爱。在行道树选择中，

常绿树与落叶树要有一定比例，用不同的树种进行隔离，以

防虫防老化，保持生态平衡。在有条件的城市，最好是一街

一树，构成一街一景的独特风景，这样既可起到遮阴、减噪

等防护功能，又能使街境整齐雄伟而有秩序性，体现整体美。

若要变换树种，最好从道路交叉口或桥梁等地方变更，这样

不仅能体现大自然的季节变化，美化了城市道路，还能起到

城市交通向导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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