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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绿化在城市绿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树种选择是城市道路绿化成败的关键。本文从树种选择

在城市道路绿化中的重要性及其限制因素出发，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应该遵循的基

本原则，并且就从不同的标准出发如何进行城市道路绿化树种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三个

方面总结了现代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的趋势，以期为不同城市道路绿化中的树种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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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 greening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urban greening, and the selection of tree specie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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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urban road greening. Starting from the importance and limiting factors of 
tree species selection in urban road greening,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ree species selection for urban road greening from five aspects, and analyzes how 
to select tree species for urban road greening from different standards. On this basis, the trend of 
tree species selection for modern urban road greening is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It is ex-
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tree species in different urban road g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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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森林城市建设。2004 年起，政府启动了“国家森林城市”评定程序，并

制定了《“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和《“国家森林城市”申报办法》，截至 2022 年 11 月，我国国

家森林城市已增至 219 个。在森林城市建设过程中，增绿工程是重要举措之一，而道路绿化构成了增绿

工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道路广泛分布在城市中，道路绿化构成了城市绿化的框架结构，贯穿整座城市。

在道路绿化中，树种选择是其成败的关键。 
国内外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策略的现状存在一定差异。国外主要依据树种的生态适应性、观赏性、

抗污染性、经济价值等因素进行选择；而国内则更注重树种的生长速度、繁殖力等因素[1]。同时，国外

在树种选择方面更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常常通过建立树种数据库、选用具有多重功能的树种等方法进

行选择；而国内则更注重实际效果和市场需求，常常根据地域特点和市场需求进行选择[2]。 
就目前而言，国内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上存在部分问题。首先，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国内在树

种选择方面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常常依据经验和市场需求进行选择，导致树种选择不合理，难以达到

绿化效果。其次，缺乏生态适应性。国内在树种选择方面缺乏生态适应性的考虑，常常选用外来树种或

不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树种，导致树木生长不良，难以适应当地环境。再者，抗污染性不足。国内在树

种选择方面对污染物的考虑尚不足，部分选用的抗性较弱的树种，导致污染物对树木的危害较大，难以

维持绿化效果[3]。 
道路绿化中树种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城市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了树种的生长环境

的差异，但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道路的土质，土壤的硬度，孔隙度以及土壤的

透气透水性等；其次是城市道路路基和埋藏在地下的管线设施的限制；第三，城市地上架空线以及建筑

物的限制；第四，由道路频繁的交通造成的机械损伤等。这些都增加了道路绿化中树种选择的难度，因

此在在进行树种选择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树种进行选择，明晰城

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的趋势。 

2. 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的原则 

城市道路绿化树种的选择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树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在保证其实用价值的前

提下，注重树种的观赏价值。具体来说其选择原则应根据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201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硕，黄彪 
 

 

DOI: 10.12677/wjf.2023.122011 89 林业世界 
 

生态环境的需要：城市道路绿化是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土壤、水分

等自然条件的树种，有助于提高城市生态环境的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选择对环境友好、能够与当地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树种，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形象的需要：选择具有较好的观赏性、景观效果的树种，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美观度和形象，增

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城市绿化的需要：选择道路绿化效果较好的树种，满足成荫要求的同时，大多抗性较好，满足长期

绿化要求。 
经济效益的需要：选择具有较高经济价值、易于栽植和管理的树种，有助于降低绿化成本，提高经

济效益。 
具体要遵循的原则如下： 
(一) 因地制宜与适地适树相结合的原则 
因地制宜与适地适树相结合是道路绿化树种选择的首要原则。在选择道路绿化树种时，首先树种要

适合当地的自然生长条件，我国南方城市高温多雨，气候潮湿，从而选择樟树，榕树等树种进行道路绿

化，而我国北方城市四季较为分明，冬季气候干燥，夏季高温多雨，在选择绿化道路的树种时，往往以

泡桐、国槐等为主，体现了道路绿化树种选择时因地制宜的原则；除此之外，在每一个城市内部，在不

同的区域，其生态条件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在进行树种选择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生态条件的特点，

做到适地适树[4] [5] [6]。 
(二) 乡土树种与引进树种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乡土树种包含两种类型，一类是本地区天然分布的树种，第二类是外来树种，但是必须是已经

引种多年而且表现良好的树种。乡土树种苗木的获取来源较多，对本地的气候及水土条件都较为适应，

成活率较高，既能节省道路绿化成本，又能够体现城市特色，尤其是市树的选种，更加能够体现城市的

文化底蕴，因此是进行道路绿化的首选树种。但是，如果只是选择乡土树种，容易造成道路绿化单调乏

味，引进外地优良树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此过程中，外地树种必须要经过驯化实验才能够大规

模的种植，以免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引种失败而达不到道路绿化的目的[5] [7] [8]。 
(三) 落叶树种与常绿树种相结合的原则 
落叶树种与常绿树种相结合是我国北方城市道路绿化的树种选择中尤其要遵循的原则。常绿树种一

年四季都能够保持生机勃勃的状态，即使在其他树种都枯萎的冬季，也能够绿意盎然。落叶树种则能够

体现出一年四季的时间流转，层次明显。春季时发芽抽绿，生机无限；夏季时能遮蔽阳光，为行人和车

辆提供荫凉；秋季树叶颜色变换，色彩丰富；冬季落叶之后，又能够增强阳光的穿透力，提高地表温度，

对于四季分明的城市，落叶树种的种植能够提高城市的美学价值[9]。 
(四) 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相结合的原则 
道路绿化的树种选择中，要做到速生树种和慢生树种相结合。尤其是在对新建道路进行绿化时，速

生树种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和抗性一般良好，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满足绿树成荫的要求，达到道路

绿化的效果，树种选择时应该以其为主，但是此类树种的缺点也较为明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寿命

相对较短，容易形成树木交替的空白期，影响道路绿化的效果。慢生树种则正好相反，其生长速度较慢，

但是往往寿命较长，如果与速生树种搭配种植，能够弥补替换速生树种的空白期，满足道路绿化的长期

要求[10]。 
(五)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出于树木的植物特性，用于道路绿化的树种本身的生态效益明显，例如提供荫凉，净化空气，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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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调节温度等等，这是进行道路绿化预计达到的首要目标。但是在进行城市道路绿化的树种选择中，

其经济效益也应该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特别是现代大城市中，道路数量多且路线较长，如果在绿化的过

程中选择的树种能够提供较高的经济价值，例如能够产生优良的木材，丰硕的果实，名贵的药材等副产

品，则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所以在注重道路绿化产生的生态效益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树种的经济

价值[8] [10]。 

3. 不同标准下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 

在进行城市绿化道路的选择时，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树种选择类型，主要是分为

以下三种，首先是按照树种的生物学特性进行划分，其次是按照树种的生态功能进行划分，最后是按照

树种的观赏价值进行划分。 
(一) 按照树种的生物学特性进行划分 
按照树种的生物学特性进行划分，道路绿化树种主要分为乔木和灌木两类。其中乔木株型高大，干

支区分明显。按是否落叶，又可以划分为常绿乔木和落叶乔木。在道路绿化中，乔木主要是作为行道树

来应用。利用其生长速度较快，冠大荫浓的特点，可以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荫凉，起到降低噪声，留滞尘

土等作用。乔木一般易于管理，对环境要求不高。灌木则相对株型矮小，干支区分不明显，呈丛生状态，

耐尘能力较强。在道路绿化中，灌木主要是用于分车带或者人行道绿带。在进行选择时，应该注意选择

易成活，耐修剪，高矮可控的灌木树种，并且寿命相对较长，生长速度一般，除此之外，也要求所选择

的灌木形态优美，观赏价值较高[11]。 
(二) 按照树种的生态功能进行划分 
在进行道路绿化的树种选择时，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以适应城市的环境条件以及抵御频繁的交通给

城市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鉴于此方面的要求，将道路绿化树种分为以下 8 类，分别

是抗有害气体的树种，抗粉尘的树种，耐、防火性树种，防风、抗风较强的树种，抗盐碱树种，耐湿树

种，耐旱树种以及耐寒树种。 
首先是抗有害气体的树种，其中按照抗有害气体的树种又因为抗有害气体的不同划分成 8 种类型，

包含抗氟化氢(HF)的树种，例如云杉、构树、杜仲等；抗二氧化硫(SO2)的树种，包含雀舌黄杨、鹅掌楸、

黄连木等；抗氯气(Cl2)的树种，包含接骨木、悬铃木、大叶黄杨等；抗二氧化氮(NO2)的树种，包含国槐、

卫矛、夹竹桃等；有部分树种能抵抗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有害气体，例如大叶黄杨、锦熟黄杨、紫穗槐等

既能够抗二氧化硫，又能抗氯气、氟化氢两种有害气体；无患子、胡颓子、黄葛树等既能抵抗二氧化硫，

又能抵抗氯气；青桐、罗汉松、无花果等既能抵抗二氧化硫，又能抵抗氟化氢；银桦、丝棉木等既能抵

抗氯气，又能抵抗氟化氢[5] [12]。 
其次是抗粉尘树种，例如白皮松、黄葛树、紫穗槐等；再次是耐、防火性树种，包含防火性较强的

树种，例如金钱松、栓皮栎、相思树等，防火性中等的树种，例如鹅掌楸、梧桐、槲树等，耐火性较强

的树种，例如垂柳、麻栎、白蜡等；第四是防风、抗风性的树种，例如金钱松、栓皮栎、小叶南洋杉等；

第五是抗盐碱树种，例如榆叶梅、绒毛白蜡、大叶山觉等；第六是耐湿树种，例如红皮云杉、长山核桃、

二球悬铃木等；第七是耐旱树种，例如华北落叶松、红花毛刺槐(墨槐)、布迪椰子等；第八是耐寒树种，

例如兴安落叶松、锦熟黄杨、天目琼花等[5] [12]。 
(三) 按照树种的观赏价值进行划分 
树种的观赏价值可以更体现在不同的部位上，其价值有的由树叶提供，有的由树枝提供，有的由果

实提供，因此划分的树木的种类主要有观叶树种，观花树种，观枝树种，观果实树种。 
首先，观叶树种分为黄色观叶树种、红色观叶树种以及紫色观叶树种，其中黄色观叶树种，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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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国槐、洒金柏、金叶女贞等；红色观叶树种，主要有五角枫、复叶槭、扶芳藤等；紫色观叶树种主

要有紫叶李、紫叶小檗等。 
其次，观枝树种分为黄色观枝树种、红色观枝树种以及白色观枝树种，其中黄色观枝树种主要有金

丝垂柳、金枝白蜡、连翘等；红色观枝树种主要有红端木、柽柳等；白色观枝树种主要有白皮松、白桦、

银白杨等。 
再次，观花树种分为黄色观花树种、红色观花树种、白色观花树种以及紫色观花树种，其中黄色观

花树种主要有栾树、黄刺玫、黄花夹竹桃等；红色观花树种主要有合欢、榆叶梅、红花碧桃等；白色观

花树种主要有白玉兰、珍珠梅、白花夹竹桃等；紫色观花树种主要有紫玉兰、紫穗槐以及楸树等。第四

是观果实树种，主要有华山松、绒毛白蜡、台湾栾树等[5] [12]。 

4. 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的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绿化的要求提高，为满足城市道路绿化的要求，其树种

选择出现了以下趋势： 
(一) 树种选择多样化 
目前城市道路绿化过程中选择的树木种类多样，在同一条道路上栽种多类树种，形成丰富的道路景

观。除此之外，多样化的树种选择，有利于稳定生态系统，增强树木的抗病虫害的能力。 
(二) 颜色丰富化 
传统道路绿化中选择的树种大多为绿色叶，颜色单调。而现在进行绿化选择时，注重植物色彩的凸

显。在主要采用绿色叶树种的同时，注重树木之间的颜色搭配，产生随季节变换的季相景观。这样不仅

丰富了景观内容，也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13]。 
(三) 更加注重乡土树种的选用 
乡土树种对于城市气候条件的适应性强，拥有良好的抗病虫害能力，是适合城市道路绿化的优良树

种。除此之外，也重视使用经过驯化实验的外来树种，丰富树种选择，提升道路绿化的效果。而且本土

树种的选择也符合树种选择中乡土树种与引进树种相结合的原则，更加突出了城市的特色，提升了道路

绿化的社会价值。 
我国树种资源相对丰富，木本植物有 8000 余种，其中乔木有 2000 多种，所以城市绿化部门应该积

极开发本土优良的树木品种，为城市道路绿化服务。另外，在现有的部分城市中，道路绿化的树种仍然

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例如春季柳絮飞扬，法梧的落果问题等，应该通过更替树种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另外，树木栽种之后的养护管理也非常重要，通过有效管理，建立管理档案等手段措施，才能够保证道

路绿化的效果。 

5. 结语 

城市道路绿化中，树种的选择是其成败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道路绿化最终营造的效果。在

进行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时，应该遵循因地制宜与适地适树相结合的原则，乡土树种与引进树种相结

合的原则，落叶树种与常绿树种相结合的原则，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相结合的原则以及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的树种选择时，可以依据树种的生物学特性，树种的生态功能以及树种的观

赏价值进行。与此同时，也应该根据城市道路绿化树种选择的趋势进行最终道路绿化树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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