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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滁州市道路绿化的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 ,提出滁州城市道路绿化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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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交通工具的改进, 城市道路的

形式不断变化, 道路绿带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现代社会道路绿

化已经成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园林

的影响其内容和形式也不断改变, 许多道路绿带已成为景观生

态功能俱佳的城市景观。

1  滁州市城市道路绿化的历史回顾

1980 年以前, 滁州市区基本上没有像样的绿化带, 在老

城区, 沿路店铺林立, 基本没有绿化 , 即使有道路绿化的, 也

只是“一条路, 两行树”。近几年滁州的道路形式逐渐从一板

二带式和二板三带式发展成为三板四带式和四板五带式, 道

路绿化植物种类也不断增加, 改变了原先悬铃木一统天下的

现象, 香樟、桂花、无患子、银杏、广玉兰等树种得到较多的应

用, 道路绿化逐渐多样化、层次化、彩色化。

2  滁州市城市道路绿化的特点

2 .1  老城区道路绿化特点 老城区未经过改造的道路存在

着绿化面积少、树种单调、生境条件差的特点 , 改造过的道路

则呈现出配置形式多样、物种多样性、景观优美的特色。如

三里亭路只有简单的三角枫行道树, 而经过改造的南谯路则

在改造中充分发挥道路绿化景观效果, 增加了绿化带并因地

制宜在悬铃木下适当加种下木, 种植色块和草花, 在人行道

上砌设一些组合花坛 , 大大丰富了景观效果。

2 .2  新城开发区道路绿化特点  新城区的道路绿化包括人

行道外绿带、行道树、机非隔离带和中央隔离带4 种形式。

人行道外绿带和中央隔离带都较宽 , 种植形式多样, 如会峰

路以香樟为行道树, 人行道外绿带以碧桃- 桂花+ 棕榈- 丰

花月季- 马里拉, 形成上木、中木、下木和地被的立体布置形

式, 提高了绿视率。在新城区其他道路绿化上也都十分注重

景观效应与生态效应的统一, 因地制宜利用植物生态位进行

组合, 使乔木、灌木、地被等植物共生( 图1) 。

图1 新区道路断面示意

2 .3 城市道路树种选择的特点  常绿树与落叶树并重, 缓

生为主, 兼顾速生树种; 在以落叶乔木为骨干树种的街道中 ,

通过在隔离带配植常绿中、小乔木或灌木, 甚至是地被植物 ,

做到常绿与落叶植物有机结合, 避免冬景缺乏生气。为充分

考虑绿化的效果及其速度, 道路绿化选择缓生树种与速生树

种间种或者同时在不同地段种植, 如行道树为缓生树种, 分

隔带上种植速生树种。

2 .4  植物配置形式的特点 注重乔木灌木和草本的合理配

置。在琅琊大道等主要干道上行道树以香樟、悬铃木、广玉

兰等乔木为主, 另外通过在隔离带配置中、小乔木或花灌木 ,

真正达到乔、灌、草 , 高、中、低相结合 , 使道路绿化景观呈现

层次化。同时, 在基调统一前提下, 中、低层树种选择以色

叶、繁花等树种为主, 达到整齐美观、协调统一的景观效果。

2 .5 将街旁绿地与单位附属绿地相结合, 形成优美的城市

街景 以前的道路绿化与各单位绿化之间没有很好的统一
�

作者简介  施发正( 1971 - ) , 男 , 安徽定远人 , 工程师 , 从事园林绿化技

术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  2006- 07-06

和谐关系, 园林部门负责道路绿化, 各单位负责其内部的庭

院美化 , 内外绿地常常由封闭式院墙生硬地隔开。近年来 ,

滁州市逐步取消封闭式院墙, 代之以疏栏或花坛等与城市干

道衔接 , 使滁州的街景变得丰富多彩。

3  滁州市城市道路绿化存在的问题

3 .1  城市绿化的地方特色不明显 虽然在几条主干道上种

植较多的乔木, 但道路绿化中各树种所占比例均不高, 没有

形成特别有影响的优势树种, 绿化的地方特色不够明显。

3 .2 同一条主干道骨干树种不够突出  在同一条道上 , 种

植2 种以上骨干树种的道路占道路总长度比例很高, 道路绿

化特色难以体现, 植物景观零乱, 很大程度影响了城市道路

的整齐性和美观程度。

3 .3  部分道路的常绿和落叶树种搭配比例不当 部分道路

落叶树种偏多, 常绿树种偏少 , 出现了“冬无常绿”, 与道路绿

化所倡导的“四季有绿, 四季有花”的要求尚有差距。

4  关于滁州市城市道路绿化发展的建议

4 .1 增加道路的绿化面积, 拓展绿色空间 从2001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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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也反映在大棚与野外的不同检定环境的结果中。2004 年

在大棚检定过程中 , 日温度有超过50 ℃的记录。土壤水分

干燥, 对检定苗木有损伤 , 导致枯死率提高, 另一方面,2005

年天气多雨、低温 , 导致枯死率不高。1 次检定与2 次检定的

关系如图2 所示, 几乎都分布在对角线的上方, 即在1 次检

定过程中由于非抗性个体枯死, 使得2 次检定的生存率提

高, 且家系间表现的差异小。

2 .3 抗性评价  利用2 次检定生存率尝试评价抗性强弱 ,

以便在从抗性无性系生产出抗性苗木之前, 在抗性高的母树

上采种 , 作为暂时抗性苗在生产中运用。

使用年度标准偏差, 根据评价指数评价2 次检定合格家

系的抗性。

图2 1 次检定与2 次检定的关系

  偏差值= ( 家系生存率- 全体平均值) / 全体标准偏差

指数区分标准: 指数[ 5] , 抗性最高 , + 1 .5 σ以上( 含

1 .5) ; 指数[ 4] , 抗性高, + 1 .5 σ～+ 1 .0 σ以上( 含1 .0) ; 指数

[ 3] , 抗性中等 , + 1 .0σ～- 0 .5σ以上( 含 - 0 .5) ; 指数[ 2] , 抗

性稍低, - 0 .5σ～ - 1 .5σ以上( 含 - 1 .5) ; 指数[ 1] , 抗性低 ,

- 1 .5σ以下。

  评价结果如表2 所示, 区分抗性基准, 抗性强( 指数5 、4)

有23 个家系, 中等( 指数3) 有231 个家系, 弱( 指数2、1) 有39

个家系。这是对2 次检定的抗性评价, 非常有必要考虑运用

表中所反映出来的结果。

  表2 2 次检定合格苗木的抗性基准

采种地
强

指数5 指数4

中

指数3

弱

指数2 指数1
家系数

广德县   4   8   42   6   1   61
和县 1 0 9 3 3 16
滁州市 3 1 3 1 1 9
泾县* 2 2 47 9 3 63*

黄山区 0 0 26 1 2 29
休宁县 0 0 31 4 0 35
潜山县 2 1 20 4 1 28
太湖县 1 0 26 0 0 27
全椒县 3 0 27 0 0 30
合计 11 12 231 28 11 298

 注 : * 将宣州区的1 个家系纳入泾县。

3  小结与讨论

从抗性无性系营造的抗性采种园中采种生产抗性苗木 ,

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可以利用抗性候补木的原母树, 从抗

性高的23 个家系上采种育苗, 经接种后合格的苗木可用于

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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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新路建设和城市环境整治 , 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想方

设法增加了道路的绿化面积 , 一般都留出较宽的绿化隔离

带, 但与周边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 目前还没有有影响的

景观大道, 这对提升城市档次有很大影响。对于老城区马

路, 应结合旧城改造和环境整治开辟行道树绿带和街头绿

地, 这样既可以美化沿街景色, 又能较好地改善环境质量。

4 .2  解决绿化树种偏少的问题  目前滁州市区的行道树

种比较单调, 应进行绿化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 详细调查滁州

乃至周边南京、合肥等城市绿化的树种 , 并对其繁殖和应

用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从中选择适于滁州城市绿化的

树种作为城市绿化的基本素材 , 同时选好道路绿化的骨干

树种。另外还可以借鉴邻近城市的道路绿化的成功经验,

多引进一些优秀行道树种, 结合分车隔离带、人行道绿带的

不同配置方式 , 创造不同的街道景观 , 使城市景色更加多姿

多彩。

4 .3  道路绿化带的单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  根据道路绿

化有关要求同一条道路或同一区域内的道路行道树应相对

单一 , 配置方式强调简洁化, 对滁州市而言城市主干道树

种选择应力争多样化 , 另外在交叉路口分隔带及道路中间

分隔带种上长花期的低矮观花植物或观叶植物。

道路绿化作为滁州市旅游工贸城市一个重要的展示窗

口, 应随着滁州市城市环境需求而不断改善 , 其设计理念及

规划内容应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和超前性。如何根据生态园

林的要求和植物群落的原理进行植物造景, 营造生态功能

良好、景观优美的城市道路景观以提升滁州的绿化档次 , 将

是未来滁州城市道路绿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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