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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道路绿化对交通安全的影响、植物配置和交通安全的关系着手 , 研究了各种类型道路中通过植物配置来促进交通安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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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hods of promoting traffic safety through plant collocation on various types of roads were studied onthe influence of road virescence on
traffic safety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t collocation and traffic saf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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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绿化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道

路绿化不但可改善生态环境起到美化作用, 还能舒缓驾驶员

的紧张情绪, 从主观上提高交通的安全性。同时, 合理的植

物配置还能有效协调人流、车流的集散 , 保障交通的畅通, 并

在事故发生时减小损失, 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 笔者

从植物配置和交通安全的关系出发, 研究道路绿化设计的原

理和方法。

1  道路绿化与交通安全的关系分析

1 .1 道路绿化对交通安全的有利影响

1 .1 .1 分隔空间。在城市道路的车行道之间、人行道与车行

道之间进行绿化种植, 可起到分隔道路空间, 引导人流和车流、

组织交通, 维护交通秩序和保证交通安全的作用( 图1) 。

图1 道路绿化分隔道路空间

1 .1 .2 引导视线。人的视野在水平宽度和空间深度上有一

定的界限, 合理的植物种植可引导驾驶员的视线, 提高其识

别道路线形和侧向界限的注意力。尤其在交通岛和道路最

小半径或通视性较差、对行车安全不利的曲线外侧等处用树

木作标志进行指示性诱导, 在互通式立交的进、出匝道附近

用树木作标志进行分、合流诱导 , 可使视线集中, 有助于加强

公路的轮廓、连续和方向性, 从而提高交通安全系数( 图2) 。

1 .1 .3 遮光防眩。植物作为中央隔离带, 可有效阻挡夜间

行车时对向行驶车辆的眩光, 防止车辆受对向车辆前照灯对

射导致的驾驶员能见力下降和瞬间视盲, 从而避免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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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1 .1 .4  线形预示。在道路转弯处、丁字路口、十字路口等

处, 驾驶员在视力范围内会看不清前方道路的走向时, 可以

通过植物种植的方式, 判断计算视距以外的道路方向, 避免

驾驶员对道路线形的变化反应不及时而发生事故。

1 .1 .5 冲撞防护。密集而富有弹性的乔灌木枝条, 柔软致

密的地被植物, 对于交通事故中冲出边坡的车辆, 可起到一

定的防护和缓冲作用 , 减轻交通事故后果。国外的试验研究

表明[ 1] , 时速高达100 km 的汽车冲向路边8 m 宽的蔷薇组成

的灌木丛, 这些富弹性的灌木丛可减轻70 % 以上的冲击力

( 图3) 。

图2 植物种植在弯道处引导视线

图3 道路两侧柔软致密的灌木可起到冲撞防护作用

1 .1 .6 消除疲劳和紧张。良好的道路景观可缓解司机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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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枯燥、乏味的驾驶过程中产生的疲劳感 , 绿色的植物

还可让驾驶员有安全感, 消除紧张。特别是利用植物进行遮

蔽和装饰可引起驾驶员恐惧或紧张的场景和场所, 如悬崖陡

坡等, 可有效消除或减轻驾驶员的恐惧和紧张心理, 从而促

进交通安全。

1 .1 .7 降低污染、阻隔噪音。许多道路绿化植物可吸收噪

音, 降解污染物, 滞留粉尘, 吸收强光、反射光, 吸收 CO、SO2

等有毒有害气体, 降低温度, 净化空气 , 从而提高驾驶员和行

人的舒适度和安全感。

1 .1 .8 固土护坡、保护道路。道路边坡上种植植物, 可有效

固土护坡, 防止水土流失, 保护路基 , 还可防止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对交通的影响 , 保障交通畅通无阻, 促进交通安全

( 图4) 。

图4 道路边坡良好的地被可有效固土护坡

1 .2 道路绿化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

1 .2 .1 阻挡驾驶员视线。如果绿化种植不当, 不符合行车

视线要求和行车净空要求, 就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在实际的

道路绿化工程中, 往往因为情况复杂而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

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给交通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 如不当的道

路绿化种植会误导驾驶员正确判断前方道路的方向, 从而对

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图5) 。

图5 道路分叉口过密的灌木会遮挡驾驶员视线

1 .2 .2 加重事故后果。靠近路肩的行道树如过于粗壮, 则

有可能加重交通事故的后果, 因为高大的乔木不易折断, 会

给撞上的车辆巨大的反作用冲量, 甚至会将车辆反弹回去 ,

再撞到其他车辆上, 引起连锁反应。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调

查[ 2] , 在汽车撞树的事故中造成死亡的平均机率是10 .2 % ,

而在其他交通事故中造成死亡的机率仅为2 .9 % ; 发生重伤

的机率相应为39 .3 % 与12 .7 % 。道路绿化也会给行车和行

人带来自然灾害, 如大风天气或台风天气会刮倒或吹折道路

两侧的易折易倒或有病虫害的行道树, 阻碍交通, 甚至砸到

行车或行人( 图6) 。

图6 大风刮倒的刺槐阻碍交通并且有安全隐患

1 .2 .3  形成绿色烟筒, 污染行驶环境。如果在较狭窄、没有

车行道分隔绿带的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下配置较高的常绿灌

木或小乔木, 一旦形成较封闭的空间, 汽车尾气扩散不掉, 将

使道路变成一条污染严重的绿色烟筒, 污染行驶环境, 给交

通带来安全隐患。

1 .2 .4  破坏路基路面以及道路辅助设施。道路绿化时树种

选择不当, 其植物根系会很快破坏路基路面, 或者对道路周

边的辅助设施, 如电杆、护坡等造成破坏, 从而影响交通安全

( 图7 、图8) 。

图7 植物根系破坏路面

2  基于交通道路安全的植物配置原理

除了植物配置对交通安全会造成影响, 植物种植中道路

的树种选择、植株与路侧的横向距离、垂直竖向净空、栽植的

安全视距等参数也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

2 .1 树种的选择 道路绿化树种选择以道路交通功能为前

提, 应避免树种选择和配置不当而影响交通功能的发挥, 留

下交通安全隐患。

对道路绿化植物的树形( 树高、树冠) 应进行控制, 并在

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致 , 并应具备以下工程性质: 枝条密集

富有弹性, 不需大量修剪; 寿命较长, 病虫害少, 对烟尘、风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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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植物根系破坏护坡

抗性较强; 树形优美富于季相变化;乔木树种的主干通直, 树

枝端正 ,冠大荫浓,分枝点高( 一般要求3 .5 m 以上) , 并保持

通透性, 不妨碍车辆的安全行驶, 且落果对行人不会造成危

害的树种。

不应选用有飞絮、毒毛、臭味、污染的种子或果实的树

种, 如尽量少用杨柳科植物作为道路绿化植物 , 避免其飞絮

对交通安全带来不良影响; 不宜选用浅根系易倒伏( 如刺槐、

垂柳等) 、枝干硬脆易折断( 如加拿大杨等) 的树种 , 避免道路

植物倒伏、折断影响交通安全; 不宜选用生长速度过快、根系

发达的树种, 避免其迅速生长并且庞大的根系破坏路基路面

影响交通安全。

2 .2  植物色彩的搭配  色彩是道路景观中的重要影响因

素, 在道路景观中合理的使用、搭配色彩, 可有效防止和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 3] 。在道路景观植物的选用上, 除重视植物

的工程性质外, 还应注重道路植物色彩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

对植物的颜色也应根据公路所处的区域或环境有针对性的

选择。调查结果表明[ 4] , 在很多环岛和绿化带的外缘可经常

看到车撞的痕迹。可在此处种植一些具有暖色调的花卉, 如

红色的矮牵牛、橙色的金盏菊或黄色的万寿菊等, 因为颜色

具有膨胀性和警示性, 可提醒驾驶员注意, 并且这两种颜色

在晚上和雾天的视认性也较好。在拐弯处、交叉路口、居民

密集和停车点附近, 为给驾驶员必要的警告, 在植物配置时

应选用暖色调的灌木或花卉, 如红叶碧桃、紫叶李、红花福禄

考、红色的矮牵牛等; 在学校、医院等处进行植物配置时应选

用蓝色、紫色、青色等冷色调植物, 如丁香、婆婆纳、紫三色

堇、紫色矮牵牛等花灌木或花卉 , 表示安静, 让驾驶员放慢速

度或不鸣笛。在植物配置时只有进行植物色彩的搭配 , 才能

减少或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 在进行道路绿化植物配

置时也要注意树木叶、花、果的色彩影响交通标志、标线的辨

别, 干扰交通信号的产生。

2 .3  路侧植物的横向栽植 路侧植树需考虑路侧的安全问

题, 当车辆驶离道路时, 驾驶人不再具有完全控制车辆的能

力, 车道内或靠近车道的任何物体, 都有可能增加事故的严

重性, 因此, 公路设计时要在路侧预留足够的安全空间。美

国的有关资料建议 , 灌木与路肩边缘之间的空间不能小于1

m , 细的树木与路肩间距不应小于6 m, 较粗的树木不应小于

10 m, 这些间隔应随着设计车速的增大而增加。在不宜栽植

较大树木的路侧范围内, 可栽植花草和低矮灌木等柔性植

物。在新西兰, 规定柔性植物长成后直径不大于10 c m, 高度

不大于40 c m[ 1] 。另外, 对于路侧新栽植的树木, 或原来路旁

既有的树木, 应考虑其密度, 保证合理的种植株距, 预留适当

的眺望空间 , 以减少驾驶员的压迫感, 并给驾驶员和乘客提

供浏览沿途风光的视觉空间。行道树定植株距, 应以其树种

壮年期冠幅为准, 最小种植株距应为4 m, 行道树树干中心至

路缘石外侧最小距离宜为0 .75 m[ 5] 。

在空旷地段的笔直路段, 因近处缺少参照物, 驾驶员很

容易对速度产生错觉认为车速并不快, 从而导致超速而造成

事故, 故可在公路用地范围内的安全地带分段栽植不同配置

的树木, 可种植草坪、宿根花卉 , 灌木、树丛, 树群等, 每隔一

段距离就变换配置。以增强速度感。

2 .4 植物栽植的竖向净空 除在平面上的安全视距外 , 还

要保证竖向净空, 在一定高度内树冠不应侵占道路竖向净

空, 保证驾驶员和行人在垂直方向上的视线通透。美国北卡

罗莱纳州的公路植物种植指导方针建议[ 4] 行车公路的竖向

净空不能小于3 .7 m, 人行道的竖向净空应≥2 .1 m。

考虑到行车安全 , 中央隔离带绿化既要夜间防眩, 又要

保持视线开阔。树高一般要控制在1 .2 ～1 .5 m; 单株可控制

在1 .8 m, 绿篱可控制在1 .2 m, 树冠半径一般控制在0 .3 ～

0 .5 m, 这样能有效阻隔对象车辆的灯光, 达到防眩效果 , 同

时避免过度茂盛生长 , 阻挡视线[ 5] 。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

形范围内和弯道内侧的规定范围( 150 m) 内不得种植高于最

外侧机动车车道中线处路面标高1 m 的树木, 种植的绿篱 ,

株高要低于70 c m, 以便使驾驶员看到交叉口附近的车辆行

驶情况 , 不影响视线通透[ 6] 。

2 .5  植物栽植的安全视距 公路绿化设计应符合行车视线

的要求 , 在道路的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和弯道转角处的

树木不能影响驾驶员视线的通透性 , 需符合安全视距的要

求。根据文献[ 7] 中的安全视距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和分析

获得的植物种植安全距离和道路限速的关系( 图9) , 可用以

指导植物的栽植, 在不同的路面条件下 , 植物栽植须保证视

距大于从图9 中查得的安全距离。

图9 植物种植安全距离和道路限速的关系

3  各种类型道路的植物配置方法

基于以上道路绿化与交通安全间关系的分析 , 可对不同

道路类型的绿化设计方法进行探讨。根据活动主体可将道

路分为车行道路、人车混杂型道路及步行道路[ 8] 。不同的道

路类型因使用对象与使用方式的差异, 其景观绿化的交通特

性也各不相同, 这三种类型的道路在植物配置时, 对安全性

的需求则逐级减弱 , 而对观赏性的需求则逐级增强。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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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根据不同道路类型的交通特性, 在道路绿化景观设计时

采用不同的手法。

3 .1  车行道路的植物配置方法  车行道路主要包括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立交桥等, 它们的特点是行车速度快, 在

进行植物配置应充分考虑交通安全的需要。

高速公路及一般公路立体交叉处 , 在弯道外侧常植竖行

乔木, 以利于引导行车方向, 使驾驶员有安全感。在道路交

汇处及中央隔离带上, 只能种植低矮的灌木及草坪, 便于驾

驶员看清周围行车 , 减少交通事故。如条件允许, 车行道路

两旁的植物可恰当配置成乔、灌、草复层混交的绿带 , 这种绿

带具有很好的缓冲防撞功能; 当公路线路的平面设计曲折流

畅时, 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 可采用步移景易的植物配

置手法, 注意植物形态、色彩、季相的变化应用形成良好的植

物景观 , 以免驾驶员感到单调疲劳, 从而影响交通安全。

3 .2 人车混杂型道路的植物配置方法 人车混杂型道路主

要分为车行道和人行道, 其道路绿化主要形成车行道分隔绿

带、行道树绿带、人行道绿带。人车混杂型道路的植物配置

既要考虑到行车、行人的安全 , 还须考虑植物景观效果。

车行道分隔绿带指车行道之间的绿带[ 9] , 此处的植物配

置首先要满足交通安全的要求, 不能妨碍司机及行人的视

线, 其次要起到引导行车和行人的作用。因此, 一般可在窄

的分隔绿带上仅种低矮的灌木及草坪, 或枝下高较大的乔

木, 随着宽度的增加, 分隔绿带上的植物配置形式可多样, 可

实行规则式, 也可实行自然式。

行道树绿带是指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种植的绿带[ 9] 。

其功能主要是为行人蔽荫, 美化街景。目前行道树的配置已

逐渐向乔、灌、草复层混交发展, 但在较窄的, 没有车行道分

隔绿带的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下, 不宜配置较高的常绿灌木或

小乔木, 一旦高空树冠郁闭, 汽车尾气扩散不开, 道路空间即

可变成一条废弃污染严重的绿色烟筒。

人行道绿带指车行道边缘至建筑红线之间的绿化带, 包

括行道树绿带、步行道绿带及建筑基础绿带[9] 。人行道绿带要

起到与�杂的车行道的分隔作用, 也要为行人提供安静、优美、

荫蔽的环境。因此在植物配置时, 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

要选用枝叶茂密具有良好隔音效果、姿态优美的植物。

3 .3  步行道路的植物配置方法 步行道没有车辆, 但人流

集中, 因此在进行植物配置时, 没有行车安全因素的影响。

但是要考虑步行安全和人流疏导和组织, 同时要考虑舒适性

和可观赏性。

在步行道路的两侧要种植高大的乔木, 可起到给行人遮

荫的效果( 步行道两侧是商业街除外, 因为高大的树木会影

响其商业氛围) ; 在需要疏导人流处, 可设置花坛引导人流。

此外, 还应考虑落果、落枝等对行人可能造成的伤害。

在步行道路与车行道路的交叉口处, 要优先保证车行道

的视野开阔 , 并应通过花坛、隔离带等方式将人流和车流疏

导, 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4  结语

道路绿化对交通安全存在一定影响, 在道路绿化时除考

虑道路景观和生态效果外, 还要注重道路绿化对交通安全的

影响。进行道路绿化时应根据各类型道路的交通安全进行

植物配置并合理地种植道路绿化植物, 以此提高道路的通行

能力,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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