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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阐述了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的作用 , 针对目前高速公路绿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结合实际情况, 从绿色防护体系的建
立目标出发 , 研究了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建立技术和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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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 绿

化是高速公路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

是构建生态廓道网络、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大地园林化、建设

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建设包括路基边坡、路堑边坡、

两侧绿化带、中央分隔带、互通立交区、服务区等。选择适宜

的绿化树种、进行合理规划、科学栽植 , 建立完备的高速公路

绿色防护体系, 既可稳定路基、保护边坡、美化环境、保证良

好的景观效果, 又可减少环境污染, 提高环境质量, 同时还可

为道路畅道、安全行车提供保障。

1  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的作用

1 .1  稳定路基, 保持水土  高速公路的挖、填方地段较多 ,

在平原区一般都高出路面3～4 m, 丘陵山区有的坡高可达30

m。如缺乏有效防护, 各种土壤侵蚀都可能发生, 严重时会冲

刷路基, 增加事故隐患, 降低道路寿命[ 1] 。选择适宜的植物

对路基和路堑边坡等进行绿化, 可防止水土流失、保护边坡、

稳定路基[ 2 - 4] 。

1 .2 防眩遮光, 确保安全  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带树木在夜

晚对迎面而来的车灯可起到防眩遮光作用, 高速公路两侧高

大乔木对太阳光能起到防眩遮阴作用, 两侧植物的绿色叶片

还可减轻驾驶员的视觉障碍, 缓解驾驶员的视觉疲劳, 确保

行车安全[ 5] 。

1 .3 平衡风力,防止漂移 由于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快, 如

果行车路线两侧不对称, 较大的侧向风会使车身发生侧向漂

移, 这种现象在山谷地段时有发生。因此, 路基两侧种植高

大乔木, 形成较宽的绿化带, 使公路两侧相对对称, 可平衡汽

车行使过程中两侧的风力[ 6] 。

1 .4 降低噪音,消减污染 高速公路是汽车云集的地方, 也

是汽车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一是汽车排出大量的尾气 ; 二是

汽车喇叭、发动机工作的声音以及轮胎对地面的摩擦声引起

的噪音; 三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常会引起路面、中央分隔带和

道路两侧的尘土飞扬, 使能见度降低, 造成事故隐患。这些

都对人类的健康和公共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7 - 9] 。在高速公

路中央分隔带和道路两侧种植绿色植物, 可通过植物的叶

片、枝干的折射、反射作用 , 有效降低噪音; 植物叶片还能吸

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 植物叶片和枝干上的毛

状物对浮尘等有害物质具有较强的吸附和滞留作用, 可消减

环境污染、净化空气。另外, 公路两侧的防护林带还可防止

高速公路以外的尘土吹入, 从而创造一个清洁、舒适的行车

环境和周边环境[ 10] 。

1 .5  相对隔离, 缓冲保护  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高 , 中

央分隔带的植物可将相对两个方向的车辆分隔开来, 以减少

交通事故。同时中央隔离带和高速公路两侧栽植的树木, 还

具有缓冲保护作用, 减少事故发生时的冲撞力 , 减轻事故的

危害程度[ 11]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由于中央分隔带植物的

隔离作用也不会影响对面车辆的正常行驶。

1 .6 美化环境,遮挡劣景 高速公路路线较长 , 对原有自然

植被和环境产生了一定的破坏, 挖方地段尤为突出。因此 ,

植物景观功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植物景观不但可弥补对

原有环境的破坏, 还有造景功能和遮蔽功能。造景功能是利

用植物的大小、色彩、形态、质感等, 建造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的多种类型的优美景观; 遮蔽功能是利用植物的大量叶片和

枝干封闭遮掩那些不愿让其进入人们视野的被破坏的景观

或人为建筑物, 把植物作为遮挡物, 限制人们的视线 , 减弱与

周围环境不协调的粗糙呆板的路堑边坡和人为建筑物对景

观的负影响[ 12] 。

1 .7 提供休闲, 缓解疲劳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速度的

加快和连续通车里程的加大, 人们对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

所提供的休闲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理论上来说 , 司乘

人员经过2 h 的驾驶和乘车后就会出现疲劳感 , 特别是高速

公路上的快速行驶。为了提高安全性和舒适性 , 每间隔2 h

就有必要进行短暂的休息。高速公路服务区就是承担这一

任务的主要场所。通过建立具有较高休闲功能的绿色防护

体系, 把服务区建设成既能为人们提供餐饮等生理需要, 也

能为人们提供休闲、调整心情、缓解疲劳等心理需求的场所。

2  高速公路绿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 .1 绿化规划设计缺乏科学论证  按照交通部要求, 应将

绿化规划设计与公路规划设计同步纳入道路工程总体规划

设计。在执行过程中, 虽然进行了绿化规划设计, 但多数规

划不到位, 规划方案缺乏科学论证, 文化内涵不足, 以至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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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绿化施工缺乏科学性, 文化品位不高, 达不到预期绿

化效果。

2 .2 植物种类单一, 景观单调  目前, 高速公路绿化普遍存

在着树种单一、植物群落单调的现象, 常常是数公里 , 甚至整

个路段只用一种树种绿化, 缺乏植物种类的变化和植物群落

的变化, 不但造成景观单调, 给司机和乘客带来视觉疲劳, 而

且一旦出现病虫等自然灾害, 易造成大面积发生, 难以控制 ,

给管理带来困难[ 13] 。

2 .3  植物配置不尽合理  主要体现在植物的选择与配置对

环境、气候、土壤等环境因素的适应考虑不够 , 多条高速公路

植物雷同, 南方与北方植物雷同 , 山区和平原植物雷同, 高地

和低洼地植物雷同等, 使得许多地段栽植的植物难以成活 ,

或成活后生长不良, 甚至死亡。在互通立交区、服务区、管理

区绿化中, 模纹花带、人工草坪植物的大量使用, 造成管理费

用大量增加, 或者管理不到位 , 大片草坪荒芜, 影响景观

效果。

2 .4 绿化技术相对落后  目前, 我国的整体绿化技术仍相

对落后, 在先进绿化技术应用方面还没有明显突破性的进

展。在一些生态条件恶劣的地段、陡坡地段等还没有切实可

行的绿化技术措施 , 而这些区域常常又是生态景观破坏最严

重、急需进行治理的区域[ 14] 。由于技术措施落后、施工效果

差、维护管理费用高等, 严重影响了高速公路整体生态系统

的快速恢复和环境条件的尽快改善。

3  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建设的技术和对策

高速公路是一个长线工程 , 形成了大量人造景观, 破坏

了所经地段的自然景观。高速行驶的大交通量, 又带来了严

重的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为降低高速公路对环境的破坏

程度, 协调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

绿色防护体系。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建设的具体目标, 就

是要在高速公路这样一个人工生态系统中 , 合理规划, 科学

地进行植物的配置, 建成景观上整体协调, 植物种间、种群间

相互防护、共生互利 , 综合效益最高的人工生物 防护体

系[ 15 - 16] 。为实现该目标, 在高速公路绿化防护体系建设中

应采取以下技术和对策:

3 .1 合理规划, 科学论证  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建设的

规划设计要和高速公路的主体规划设计相配合, 充分满足其

功能需要, 路基绿化与两侧视野区绿化统一布局, 实行乔、

灌、草、花相结合, 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相结合。在规划设计

上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 ①全盘考虑, 统一规划, 协调一致。绿

化要与高速公路上设施功能紧密结合, 通过绿化加强设施功

能的发挥。依靠科学, 保护自然, 维护生态环境。②严格遵

守交通线路的特殊要求, 确保行车安全。在距高速公路路肩

一定距离内, 限制高大乔木的种植, 保证汽车司机视线良好 ,

视野开阔, 同时也可以避免因树木倾倒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

影响道路的畅通。在保证安全运营的前提下, 实现绿化、美

化、彩化。③高标准、低造价 , 适地适树、保证成活, 尽可能达

到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绿化效果要体现见效快、寿命长、景

观富于变化。通过植物配置、园林小品、雕塑等增加文化内

涵, 讲究园林艺术效果。④绿化要方便公路设施的养护维

护, 便于管理, 尽可能考虑机械化作业。高速公路绿化规划

设计完成后, 还要聘请有关专家 , 做好论证工作, 使其规划更

具科学性, 更符合公路沿线的土壤、气候等环境条件 , 达到预

期的规划目标。

3 .2 科学地进行植物配置

3 .2 .1  中央分隔带植物配置要确保行车安全。中央隔离带

主要作用是防眩遮光、相对隔离与缓冲保护、引导行车方向。

绿化植物应以抗污染能力强、耐干旱瘠薄的慢生常绿灌木或

常绿小乔木为主, 如桧柏、大叶黄杨、千头柏等。

3 .2 .2 路基边坡、路堑边坡应选择根系发达、持水保土能力

强的植物种类。高速公路有的路段路基较高, 路堑边坡较

长, 很容易出现水土流失, 甚至造成塌方与滑坡。在选择护

坡植物种类时应选择根系发达、具有良好的固土护坡效果 ,

郁蔽度高、生长均匀一致, 绿期长、多年生, 能自然繁衍, 抗逆

性强、耐贫瘠、耐粗放管理的植物种类, 如偃柏、紫穗槐、胡枝

子、火炬树、荆条、狗牙根、黑麦草等。

3 .2 .3 道路两侧应配植综合抗污、减污能力强的植物种类。

在高速公路这个特定环境下, 所选植物应具备对有毒气体的

吸收或抵抗力强, 对烟尘的吸附力强, 吸噪隔音效果好等特

性。如女贞、悬铃木、刺槐、垂柳、棕榈、塔柏、大叶黄杨等能

吸收一定量的有害物质; 榆树、松树、塔柏、龙柏、大叶黄杨、

枇杷、毛白杨等都有很强的吸滞能力; 枇杷、海桐、龙柏、女贞

等具有良好的吸声隔音效果, 这些都是高速公路绿化中的首

选树种。在考虑树种的抗污减污能力时 , 还应包括其时效

性, 常绿树种终年有浓密树冠的存在, 常年都能保持其防护

效果, 落叶树种在冬季会随叶片脱落而丧失绝大部分保护作

用, 所以要注重常绿与落叶树种的合理搭配。

3 .2 .4  根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适地适树。任何一种植物只

有在其适应的立地条件下, 才能正常生长发育 , 发挥其良好

的防护功能。所以, 在选择植物种类时一定要根据其生物学

特性和生态学特性, 结合当地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进行选择 ,

并且优先考虑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乡土树种。

3 .2.5 科学配置 , 提高观赏价值。高速公路绿化的另一个

重要目的就是要创造美观、舒适的环境 , 在选择绿化树种时 ,

一定要充分考虑其观赏价值。有的树种冠形美观 , 如塔柏、

龙柏、银杏、鹅掌楸、法桐、雪松、椴树、黄山栾、白腊树、楸树、

重阳木、丝绵木等 ; 有的树种枝条优美, 如垂柳、旱柳等; 有的

树种花艳美丽, 如广玉兰、望春玉兰、观赏桃树、百日红、紫

荆、樱花、金钟花、迎春、迎夏等; 有的树种四季常青, 如广玉

兰、大叶女贞、桂花、珊瑚树、蚊母树、大叶黄杨、雪松、白皮

松、侧柏等。在选择树种时既要考虑树种单株的美化价值 ,

更要考虑成行成带栽植或其他配置方式的整体观赏效果, 力

求达到生物多样、绿化彩化美化、梯度配置、景观协调一致。

3 .2.6 以种植乔木树种为主, 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草本

植物有其前期生长发育快, 能很快发挥绿化功能的优点。但

与木本植物尤其是高大乔木相比, 存在着生态功能弱、管理

养护费用高 , 不利于植物演替、易发生退化等缺点 , 所以 , 植

物配置时, 在行车安全允许的条件下, 尽可能地运用乔木树

种, 可大大地降低管理费用, 节约用水 , 又能发挥最大的生态

效益。

3 .3 加强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广与研究  高速公路路线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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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通过的地形复杂 , 有平原、沼泽、丘陵、山地, 气候条件和土

壤条件各异, 为植物的选择和配置增加了困难。在高速公路

沿线绿色防护体系建设中, 应有针对性地积极研制、引进与

推广先进的高效营养喷浆播种技术、合理配制营养基质与增

施缓释长效肥技术、保水剂、保湿剂和抗蒸腾剂使用技术等 ,

提高绿化成活率, 尽快发挥其综合效益。

3 .4 落实长效管护机制,保证绿色防护体系多功能、多效益

发挥的持久性 高速公路绿化植物的管理是高速公路绿化

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 为巩固绿化成果, 保证绿色防护体

系功能发挥的持久性, 必须贯彻“造管并举”的方针, 深入研

究绿化植被的生长发育规律和不同树种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始终把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除了不

断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 努力探索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

外, 还应从实际出发, 落实不同形式的管护责任制, 形成长效

管护机制, 及时督促检查, 确保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多功

能、多效益发挥的持久性。

4  小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

重视, 对高速公路绿化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但要绿化, 还要

美观, 更重要的是发挥整体生态防护效能。结合我国高速公

路建设的具体情况 , 很有必要以景观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理

论为指导, 以改善生态景观、固坡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

废气和噪音污染为目的, 探讨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的建立

模式, 以建立起一条高效、优美的绿色通道, 构建一个功能完

备的生态廊道网络, 实现高速公路绿色防护体系多功能、多

效益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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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分析可见 , 小麦大部分品种在10 月25～30 日播种 ,

播期对单产的影响较小。

2 .5 不同品种间穗粒结构比较  由表2 可见, 小麦不同品

种之间穗粒结构有差异。

2 .6 不同播期穗粒结构比较  据表1 中资料统计, 不同播

期各品种的平均穗粒结构见表3 。

表3 不同播期的小麦穗粒结构

Table 3 Kernel structures at different sowing dates

播期
Sowing

有效穗数
万/ hm2

Effective
panicle number

实粒数∥粒/ 穗
Filled grain

number

千粒重∥g
1 000-grain

weight

单产
kg/ hm2

Unit yield

10-15 539.1 25 .6 38 .5 5 985 .2

10-20 539.6 30 .4 39 .9 6 516 .5

10-25 517.1 30 .9 41 .8 6 886 .8

10-30 534.1 31 .9 41 .3 6 629 .7

11-04 504.3 30 .0 39 .9 6 261 .2

11-09 414.5 34 .7 39 .6 5 757 .7

11-14 415.7 32 .1 40 .2 5 158 .2

  由表3 可见, 小麦穗粒结构随播期变化明显, 总体而言 ,

10 月20 日～11 月4 日播种, 穗粒结构相对随播期变化较小。

3  结论与讨论

( 1) 有效穗数。不同小麦品种之间差异明显, 苏麦6 号

和宁麦9 号接近, 扬麦158 较低。10 月25 ～30 日播种, 播期

对有效穗数的影响较小。

( 2) 实粒数。不同小麦品种之间实粒数差异较大, 苏麦6

号和扬麦158 接近, 宁麦9 号较多。10 月25 ～30 日播种, 播

期对实粒数的影响较小。

( 3) 千粒重。不同小麦品种之间千粒重差异较大, 苏麦6

号> 扬麦158 > 宁麦9 号。播期对千粒重的影响不明显。

( 4) 小麦早播会在冬后过早拔节 , 形成冻害影响产量; 迟

播会形成大分蘖少 , 穗型小, 千粒重低。这两种情况都会影

响产量[ 1 - 9] 。因此, 优质小麦生产应掌握好最佳播期, 才能

协调优质与高产的关系 , 据此, 综合考虑小麦穗粒结构与播

期的关系, 当地小麦的最佳播期为10 月25 ～11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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