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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道路绿化带植物结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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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南京市主城区２４条干道上的道路绿化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南京市现有道路绿地主要应
用的乔木树种有２６科、６９种，灌木１９科、３４种；出现频度最高的乔灌木分别为悬铃木４２％、海桐
６４％；常绿、落叶树种的数量配比为１００∶１２４，其中乔木的常绿、落叶树种数量配比为１０∶１３；乔
木与灌木种类配比为２∶１，数量配比约为１０∶３２。为进一步做好南京城市道路绿地绿化景观建设
工作，需要在充分考虑或体现或尊重南京的地域气候、人文历史条件等基础上，根据适生、功能、景

观等方面的综合要求进行道路绿化植物的合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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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绿化是城市道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对于保护城市的自然环境和改善市民生活环

境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城市的形

象［１］。随着城市现代化和城市道路建设的突飞猛

进，出现了绿化与美化相结合的城市道路绿化景

观［２］。但在过去城市道路绿地景观建设中较多偏

向形式美而较少考虑其功能性、生态性等。城市道

路绿化应在不断创新中发展提高，因而本文对南京

市主城区的主、次干道道路绿地进行调研，分析道

路绿地植物配置及植物多样性，为更好地进行城市

道路绿地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　调查区概况

南京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地处北纬３１°５４′～
３２°１６′，东经１１８°３２′～１１９°２４′。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
季风显著，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天气炎热，

雨量充沛，历年平均气温１４４℃，极端最高温４３℃，极
端最低气温－１４℃。日最高气温≥３５℃的高温天气，
全市从６月上旬至９月中旬都可能出现。年平均降水
量约９４０ｍｍ，日最大降水量１９８５ｍｍ。全年无霜期达
２００～３００ｄ，年平均日照时数１９００～２１３０ｈ。城市道
路绿化用土大部分为客土，有部分原土，土壤质地以粉

壤土为主，普遍含有砾石，土壤ｐＨ约为７２６［３］。南京
市区面积６５１６ｋｍ２，共有道路４４５条。其中主干道７５

条，次干道 ７７条，支路３０３条，总长为７３４ｋｍ，已绿化
６７０１０ｋｍ，道路绿化率为９１２９％［４］。

２　调查方法

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从２００６年南京市园林局
评选出的星级园林路［５］和风景名胜区、生活区、商

业区等区域道路中选取具有不同功能、景观效果较

好的道路绿化带，采用样方法进行调查。笔者２００８
年７月对南京市主要道路绿化带进行踏查，以此为
基础进行典型取样。依据绿化带植物配置的重复

性与典型性来设取样方，各样方的长度与宽度不定

相同，但面积统一设为４００ｍ２。
调查的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包括一板两带式

及两板三带式，调查范围包括两侧绿带、中分带、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间的侧分带。４至６车道，没有中
分带时样方取两侧绿带；６至８车道有中分带或侧
分带时取中分带、侧分带以及两侧绿带。本次调查

共设置了７２个具代表性的样地，总面积约 ２８８００
ｍ２，涉及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
下关区、雨花台区等７个主城区，北京西路、长江路、
北京东路、太平北路、御道街、明故宫路、建邺路、龙

园西路、石头城路、长白街、江东北路、广州路、汉中

门大街、虎踞关路、梦都大街、奥体大街、乐山路、瑞

金路、雨花路、西街、中华路、郑和北路、中山北路、



龙蟠中路等２４条道路。调查内容包括记录样地内
乔木、灌木及草本植物的种类、数量、频度、生长势

的强壮等。乔木和大灌木按株数统计，小灌木和草

本花卉按德鲁捷（Ｄｒｕｄｅ）的等级标准统计，分为 ６
个等级：极多、多、较多、少、稀少、单株［６］。同时记录

每条道路的宽度、绿化带的形式、绿化结构以及绿化景

观等。调查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８—９月，２００９年３—４月。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道路绿地主要植物种类及出现频度
　　经统计，７２个样地中乔木有 ２６科、４５属、６９

种，灌木１９科、２６属、３４种，草本 １４科、２１属、２４
种，分别占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植物［７］科的

５４１３％、属的２６５１％、种的１４９８％。在６９种乔
木树种中，落叶树种３９种，常绿树种３０种。在调查
的木本植物中，乡土植物共有 ４２种，占总数的
３３％。出现频度较高的乔木树种科属名录见表１。
用数量生态学中的频度对植物的配置情况进行分

析，在调查的乔、灌木中频度最高的１０种植物见图
１～２。

表１　主要道路绿地乔木树种名录

科名 属名 种名 科名 属名 种名

悬铃木科 悬铃木属 悬铃木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ａ 无患子科 栾树属 全缘叶栾树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ｏｌａ
樟科 樟属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复羽叶栾树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杨柳科 杨属 加拿大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无患子属 无患子Ｓａｐｉｎｄｕｓｍｕｌｏｒｏｓｓｉ

响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 豆科 合欢属 合欢Ａｌｂｉｚ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榆科 柳属 垂柳 Ｓａｌｉｘ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紫荆属 紫荆Ｃｅｒｃ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榆属 榆树 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 槐属 国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榔榆 Ｕｌｍｕｓ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刺槐属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榉属 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ｓｅｒｒａｔａ 胡桃科 枫杨属 枫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朴属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木兰科 木兰属 白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ｄｅｎｕｄａｔａ

桑科 构属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广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杜英科 杜英属 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二乔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ｓｏｕｌａｎｇｅａｎａ
木犀科 女贞属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 含笑属 乐昌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

木犀属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鹅掌楸属 马褂木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大戟科 乌桕属 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千屈菜科 紫薇属 紫薇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

重阳木属 重阳木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忍冬科 荚
#

属 珊瑚树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蔷薇科 枇杷属 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棕榈科 棕榈属 棕榈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石楠属 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银杏科 银杏属 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
苹果属 垂丝海棠 Ｍａｌｕｓｈａｌｌｉａｎａ 松科 雪松属 雪松Ｃｅｄｒｕｓｄｅｏｄａｒａ
梅属 红叶李 Ｐｒｕｎｕｓ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杉科 落羽杉属 池杉Ｔａｘｏｄｉｕｍ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ｓ

梅 Ｐｒｕｎｕｓｍｕｍｅ 落羽杉Ｔａｘｏｄｉｕｍ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碧桃 Ｐｒｕｎ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 水杉属 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日本早樱 Ｐｒｕｎｕｓ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ｌｌａ 柏科 侧柏属 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槭树科 槭树属 鸡爪槭Ａｃｅ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柏木属 柏木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三角枫Ａｃｅ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圆柏属 圆柏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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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木中出现频度最高的是悬铃木和香樟，其频
度均为４２％，其次是水杉、桂花，频度均为４０％。灌
木中出现频度最高的是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ｔｏｂｉｒａ），频
度为 ６４％，其次是红花

!

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ｒｕｂｒｕｍ）５８％、小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４９％。在１０种频度最高的乔木中，悬铃木、水杉、雪
松、广玉兰、红叶李，有５种是外来树种，但这些树种
的适应性强，且已成为南京城市植物景观组成的骨

干植物。如雪松作为南京市的市树，无论从生态适

应性和历史文化上都是符合南京城市特色的，悬铃

木、水杉、广玉兰等都已是南京城市道路绿地的骨

干树种，且表现出其良好生态功能及景观功能。在

灌木中由于海桐、红花
!

木等出现频度过高，且数

量不少，很难突出各绿化带的植物景观特色。

３．２　常绿和落叶树种配比现状与分析
在调查的１０３种木本植物中，常绿植物种类约

占４５％；落叶植物种类约占５５％。常绿与落叶植物
数量的比例约为１００∶１２４；其中常绿与落叶乔木
的数量比例约为１０∶１３，在灌木层中，常绿植物占
的比 例 较 多，常 绿 与 落 叶 植 物 的 比 例 约 为

１２７∶１００。由于南京冬季寒冷、夏季炎热，考虑到道
路绿地的功能性与景观性的协调，在道路绿化的乔

木层中，常绿树与落叶树的总株树比控制在２∶３较
为合适［８］，但在具体应用时应按具体情况根据适地

适树原则进行配置。南京市７—８月进入盛夏天气，
便出现晴热高温少雨等气候特征，６月上旬至９月
中旬都可能出现日最高气温≥３５℃的高温天气，所
以夏季道路绿地植物的遮荫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从１１月中旬到翌年３月下旬为冬季，冷空气南下
时，南京市大都出现明显的降温，尔后天气转晴，年

平均日照时数１９００～２１３０ｈ。因而以人行为主的
街道，主要考虑满足夏季遮荫、冬季阳光通透的功

能，例如长江路、太平北路（珠江路至长江路段）、北

京西路（鼓楼至草场门段）常绿与落叶树种数量的

比例达到１∶４，落叶树种占８０％，这样在冬季可以满
足人们采光的需要；又如主要交通干道北京东路、

北京西路、中山北路，其道路绿化带以滞尘、减噪为

主要功能，常绿、落叶树的比例控制在１∶１，落叶树
种占５０％。从现场的观察来看这样既可以满足当
地居民在绿带中夏阴冬暖的需求，又有利于产生丰

富的季相、色相的景观变化。从南京市现有道路绿

化常绿和落叶树种的配比来看，能基本满足城市道

路绿化功能的要求，且多条道路都发挥着较好的景

观及生态功能。

３．３　乔木、灌木配比现状与分析
在所调查的１０３种木本植物中，乔木种类有６９

种，占６７％，灌木种类３４种，占３３％，乔木与灌木树
种的比例约为２∶１。因此，从提高生态多样性的角
度来说，南京市城市道路绿地灌木的种类偏少。经

统计，平均每个样方中乔木与灌木的数量比例约为

１０∶３２，乔木与灌木数量比接近最佳的配比１∶４～
１∶５［８］，但各条道路间还是有些不平衡。从植物多样
性来看，灌木因其种类丰富、适应性强、选择条件相

对宽松，因而灌木层的多样性相对可以较高。但目

前南京道路绿地灌木植物仍存在种类偏少、多样性

不够丰富等问题。

３．４　植物观赏性配比分析
植物丰富多样的观赏性是城市景观多样性的

前提，植物景观的多样性是组成城市景观多样性的

重要内容［９］。每种植物的枝、叶、花、果都有其特有

的观赏特征，其形态、色彩各有不同。在调查路段

所应用的植物中，包含了许多观赏性较强的植物，

应用较多的观花植物有：海棠（Ｍａｌｕｓ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腊
梅（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ｐｒａｅｃｏｘ）、紫叶李、桂花、合欢、梅、
碧桃、木芙蓉（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紫薇、玉兰、二乔
玉兰、樱花、夹竹桃（Ｎｅｒｉ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石榴（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木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ｓｙｒｉａｃｕｓ）、紫荆、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ｉｍｓｉｉ）、栀子花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
ｎｏｉｄｅｓ）、金钟花（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云南黄素馨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ｍｅｓｎｙｉ）、金丝桃（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紫
藤（Ｗｉｓｔｅ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红花
!

木、月季（Ｒｏｓ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色叶植物有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紫叶李、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ｆｏｒｍｏｓａ
ｎａ）、马褂木、三角枫、榉树、朴树、落羽杉、鸡爪槭、
乌桕、红花

!

木、洒金千头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ｃｖ．ａｕｒｅａ）、洒金桃叶珊瑚（Ａｕｃｕｂ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ｃｖ．ｖａｒ
ｉｅｇａｔａ）、南天竹（Ｎａｎｄｉｎ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红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紫叶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ｃｖ．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等；观果植物有：复羽叶栾树（Ｋｏｅｌ
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国槐、乌桕、三角枫、鸡爪槭、枸骨
（Ｉｌｅｘｃｏｒｎｕｔａ）、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南天竹
（Ｎａｎｄｉｎ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等。在现行的道路绿地中具有
较好景观效果观赏植物达６５％，其中观花类占的比
例最大，约 ４０％，其次是彩叶植物 ２０％、观果植物
５％。这些观赏植物对丰富城市道路绿地景观多样
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黄山栾树，夏季黄花满树，

秋季叶黄、果红，即可观花又可观果，是较理想的景

观绿化观赏树种。南京现已应用的观花植物品种

较为丰富，相对彩叶植物的种类相对较少，所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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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道路绿地可以适量增加彩叶植物的种类及数量，

以达城市道路彩化、美化之效果；观果植物可在道

路绿化中起到点缀性作用，应用数量可以不多，但

种类丰富性可以提高一些［１０］。

４　讨论与建议

为积极做好南京城市道路绿地绿化景观建设

和保护工作，无论从宏观还是针对某一具体道路，

必须要充分考虑或体现或尊重南京的地域气候、人

文历史等条件。

（１）南京市道路绿化带植物种类丰富性有待进
一步提高。样地调查结果显示，南京城市道路绿地共

有绿化植物种类１２７种，仅占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植
物种的１４９８％，其中乔木６９种、灌木３４种、草本植
物２４种，相对乔木而言，灌木和草本植物的丰富性明
显不高。在应用的木本植物中，乡土植物有４２种，仅
占总数的３３％。因此，在今后道路绿地规划、实施和
树种更换时，应多使用市花梅花等种类的乡土树种或

适应性强、景观性好的道路绿化优良品种。此外，灌

木层是道路绿化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提高灌木的多

样性，充分利用其色、质、姿、香、韵等特征，结合人为

的整形、搭配，可使得道路绿化带在立面上形成变化

丰富的层次，提高生态多样性。

（２）应根据适生、功能、景观等要求进行道路绿
化植物的配比。南京具有春秋短、冬夏长，冬季寒

冷、夏季炎热的气候特征，行道树宜选冠大浓荫的

乔木。以落叶树种结合常绿树种的搭配较好，落叶

树种既可使人们在冬季感受到阳光沐浴的温暖，又

可在夏季遮荫纳凉。树种选择时应考虑：生长迅

速、主干直、耐修剪，冠大、树形美、色彩丰富，春季

发芽早、秋季落叶迟，适应性强、病虫害少，花、果对

人体无毒、对环境无污染，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一

定的经济价值等要求，其中乡土树种或虽外来但经

长期栽培表现出适应性强、景观效果好的树种应占

较大的比例。根据对南京市行道树种及其应用频

度和生长势的调查结果，比较好的骨干树种有：悬

铃木、雪松、水杉、女贞、槐树、银杏；乔木树种有：悬

铃木、广玉兰、杂交马褂木（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ｔｕｌｉｐｉｆｅｒａ）、朴树、珊瑚朴（Ｃｅｌｔｉｓｊｕｌｉａｎａｅ）、毛白杨、五
角枫、棕榈、桂花、合欢、龙柏；灌木树种有：枸骨、蚊

母树、丰花月季、棣棠（Ｋｅｒｒ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紫荆、狭叶
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ｉ）、红叶石楠、木槿、豪猪
刺（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ｖｉｒｇｅｔｏｒｕｍ）等。

（３）道路绿化带植物景观配置可进一步优化。
南京多条生态景观较好的道路如北京西路、太平北

路、御道街等，其落叶常绿树种配比为１∶４～１∶１，基
本满足了在行人较多的道路上冬季人们采光的需

要和以滞尘、减噪为主要功能的主要交通干道道路

绿地植物群落配比需要，但在一些次干道如西街、

建邺路、汉中门大街等，较多地单一种植常绿乔木，

不能较好满足冬季采光的需要；单一的种植落叶乔

木也不利也冬季道路景观，应尽可能地根据道路的

功能调整常绿与落叶树比例，使道路绿地植物更好

地发挥生态性功能。

南京多条生态景观较好的道路乔木、灌木植物

数量配比约为１０∶３５，道路绿化乔木与灌木数量
比基本适宜。灌木种类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道路

景观效果所要求的统一性、节奏性等。在较窄的分

车带中不宜种植大乔木，主要应以灌木为主，例如

梦都大街应用的木槿、山茶、桂花等观花灌木不仅

起到分隔空间、阻隔夜间对向灯照射等作用，还很

好地增加了道路绿地植物的景观效果；在较宽的分

车带中应以常绿乔木结合灌木、草本植物构成植物

种类丰富、景观效果好的组合。

在南京道路绿地中，使用的观赏性植物种类约

占绿化植物种类的６５％，观赏性植物的应用可以很
好地提高植物景观的多样性。在强调道路绿化植

物丰富性的同时，应在植物配置上形成一定的节奏

和韵律，可通过树形、叶色、质感等的异同来实现植

物配置变化中的统一。不同的城市区道路功能也

各不相同，如商业区、住宅区道路主要以步行为主，

在选择植物时应避免使用悬铃木、杨树等有飞毛或

容易使人过敏的植物，应多使用景观效果强、环境

污染小的观赏性植物；而工业区道路则应考虑通行

大型车辆的需要，在植物配置上既要考虑防尘和抗

污染的树种，如构树、女贞、臭椿、海桐等，要兼顾功

能和美学的要求，做到优势互补［１１］。

（４）植物选择与应用需增强南京地域特色。植
物具有很强的地带性和地域属性，可以反映一个地

方的自然条件和地域景观及文化。南京有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底蕴，城市的大树、古树，及道路

绿化树种的变迁是城市历史的见证，道路绿地就为

联系这些历史文化表现提供了可能。在道路绿化

设计中可利用历史、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以植物或

非植物的元素加以体现。如西康路、宁海路上种植

的悬铃木，南京市的市树雪松都将无形的文化转换

成为人们看得见的、乐于接受的丰富的绿化形式。

在道路绿化中应以乡土植物为主，适当引入外来植

物，形成多样化、特色化的景观。新城区景观大道

绿量较大，但形式种类相近，道路特色的体现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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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彩化植物应用相对贫乏，且形式单调，宿根

类花卉及草花的使用不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在绿

地系统树种规划和植物配置中，应注意整体性和多

样性的关系，突出物种和景观的多样性，开发利用

乡土植物种类和数量，注重观赏性和季相变化。

５　小　结

通过对南京市主城区２４条干道上的道路绿化
带的调查，得出南京市现有道路绿地主要应用的植

物种类约１２７种，较江苏省园林绿化适生植物４０６
种，种类过少，其中乡土植物仅占３３％，出现频度最
高的１０种乔木中只有５种为乡土植物；常绿、落叶
乔木种类与数量比分别为１０∶１２与１０∶１３，具有
较好观赏性植物的比例达６５％，从现状看该配比基
本能满足道路绿化功能及景观的需求。

建设合理的道路绿化带不仅要从数量上提高，

更重要的是道路绿化品质的提高［１２］，在城市道路绿

化带建设、调整时，需要充分的了解分析当地各方

面现状条件和道路对生态、景观、若干功能上的需

求性，才能合理的提高城市道路绿化带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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