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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 根据《重庆市城市综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

展主城区人行道完善提升工作的通知》（渝城综管[2020]6号文件）

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道路人行道绿化的规划建设，因地制宜地

营造安全、生态、环保、美观的人行空间，提升重庆市城市景观

品质，加强人行道绿化种类选择、植物种植、植物搭配、绿化空

间、环境协调等管理，全面提升新建、改建道路的人行道绿化工

程质量与景观水平，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

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一般规定； 5.人行道植物配置优化提升指引；

6.城市重要区段人行道植物配置要求示例； 7.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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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松桥路 24#，邮编：4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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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导则适用于重庆市城市道路人行道及过街安全岛的绿化

设计和更新，建筑前区可参照执行。

1.0.2 本导则作为人行道植物设计、技术审查标准及依据使用。

1.0.3 人行道植物选择要坚持功能性、地域性、景观性、生态性、

经济性等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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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人行道的植物配置除应符合本导则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国

家、行业和地方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导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 （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 适用于本导则。

GB 50420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GB 50289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GJJ/T82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T 85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CJJ/T91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

DBJ/T50044 重庆市园林栽植土壤质量标准

DB 50/T 460 重庆市道路绿地植物养护质量要求

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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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导则。

3.0.1 行道树绿带 Sidewalk planting strip
布设在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以种植行道树为主的绿带。

3.0.2 人行道 Pavements
道路中用路缘石、护栏及其他设施加以分隔的专供行人通行

的部分。

3.0.3 人行通道 Pedestrian passage
人行道上，供行人实际可通行的空间，不包含设施带。

3.0.4 通透式配置 Transparent planting design
绿地上配置的树木，在距相邻机动车道路面高度 0.9m 至

3.0m 之间的范围内，其树冠不遮挡驾驶员视线的配置方式。

3.0.5 胸径 Diameter of trunk
乔木主干离地表面1.3m处的直径。

3.0.6 冠幅 Crown Width
乔、灌木枝叶部分垂直投影的平均直径。

3.0.7 分支点高 Height of trunk
树木从地表面到第一个分支点的垂直高度。

3.0.8 立缘石 Edge stone
顶面高出路面的路缘石。

3.0.9 平缘石 Flat-edged stone
顶面平于路面的路缘石。

3.0.10 安全视角 Security perspective
根据两相交道路的两个最短视距，可在交叉口平面图上绘出

一个三角形，称之为视距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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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安全岛 Traffic island
当城市道路较宽时，行人无法一次安全穿越道路，在交叉口

范围内，一般结合中央分隔带通过在中央分隔带靠近端部位置开

口，采用行人驻足区域硬质铺装、两端绿化的方式为行人提供二

次过街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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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规定

4.1 适用主要道路断面形式

4.1.1 导则适用于重庆各类道路断面形式，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幅两带式、一幅四带式、两幅三带式、两幅五带式及重庆特色

的傍山路和滨江路。

4.1.2 一幅两带式：由车行道和人行道组成，多用于道路红线 30m
以下的次干路、支路以及用地受限的旧城区道路，如图 1所示

图 1 一幅两带式道路断面示意图

4.1.3 一幅四带式：由车行道和人行道组成，包含行道树绿带以

及两侧的路侧绿带，如图 2所示。

图 2 一幅四带式道路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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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两幅三带式：由分车绿带、车行道和人行道组成，多适用

于城市次干道，绿地形式为两条行道树绿带和一条分车绿带，如

图 3所示。

图 3 两幅三带式道路断面示意图

4.1.5 两幅五带式：由分车绿带、车行道和人行道组成，绿地形

式为一条分车绿带、两条行道树绿带和两条路侧绿带，如图 4所
示。

图 4 两幅五带式道路断面示意图

4.1.6 傍山路和滨江路：具有重庆山地城市特色的道路断面形式，

道路两侧为山体、人工堡坎，或靠近江河水体，如图 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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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5 傍山路道路断面示意图



CG 037—2020

8

（a）

（b）

（c）

图 6 滨江路道路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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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行道植物配置提升原则

4.2.1 保障安全：依附道路空间条件，确保交通安全顺畅通行，

保障人行道慢行空间的畅通性和安全性，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

交通环境。

4.2.2 加强协调：根据人行道所处周边环境，选择与之相适应的

植物种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与周围大环境的协调呼应，

将人行道空间充分融入城市开放空间。

4.2.3 提升品质：注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发挥园林树种的观赏

特性，扩大观花、观形、观叶及香味树种的应用范围，提升人行

道环境品质，营造多姿多彩的人行道植物景观。

4.2.1 确保舒适：遵从“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以道路的宽幅

和空间比例考虑植物设计尺度，以达到整体环境适宜，体现对行

人的基本关怀，提供舒适、美观的人行道空间。

4.2.1 凸显特色：充分利用地形地貌，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

植物和具有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的植物种类，以“一路一景”为目

标，营造地方性人行道植物景观，展示城市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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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行道植物配置优化提升指引

5.1 植物选择及更新

5.1.1 植物选择要求

（1）一般要求

1）应优先满足道路交通安全的要求（如行车视线、人行视线

和净空要求等），再兼顾景观功能和生态防护；

2）应根据道路的建设标准和周边环境，确定适当的植物品种；

3）应以常绿、落叶植物相结合，搭配以草坪、地被、花卉，

也可运用多种观色叶植物与观花植物；

4）应充分考虑市场苗源供需情况，以乡土树种为主，加大色

叶、观花树种的推广应用。

（1）行道树选择要求

1）应在有条件的地方选择冠大荫浓的高大乔木，实现“有路

必有树、有树必成荫”；

2）应在确保树木成活的基础上，尽可能全冠栽植，不能全冠

栽植的不得低于四级分支，且应有较好的树冠形态；

3）同一条道路中行道树宜为相同树种，应控制高度、胸径、

冠幅、分支点、分支级数五个规格基本一致，且观赏面保持一致；

4）宜选择深根性、树干通直、分支点高、适应性强、少病虫

害、寿命长、耐修剪、易管理的树种，不宜选择有飞絮、开花有

明显异味的树种，在管线铺设复杂路段不宜选择表面根系发达的

树种。

（3）绿篱灌木选择要求

1）绿篱植物应选择观赏性强、萌芽力强、枝繁叶密、分支点

低、耐修剪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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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灌木应选择花繁叶茂、花期长、生长健壮便于管理的种

类。

5.1.2 植物更新要求

（1）一般要求

1）应尽量保护原有大树和古树名木，充分利用现有乔木、灌

木和多年生草本等植被，禁止随意砍伐、更换行道树；

2）应选择相同植物品种或道路绿化景观相协调的植物品种，

更换的植物应与周边保持协调，乔木应选用至少带有一级骨架枝

木的树木；

3）对于选择不合理，或盲目引进、不能适应重庆气候及土壤

条件、严重影响观赏效果的品种应及时更新；

4）道路或管线管廊改、扩建时应优先保证人行道植物的生长

环境，人行道植物更新时应避让管线管廊；

5）因灾害或道路改造引起的局部植物受损，应采取局部更换

或补植的更新方式。

（2）行道树更新要求

1）对有保留价值的老、弱、病、残株，应采用适宜的复壮措

施进行更新，对于无法复壮及修剪后长势较差的行道树应及时更

新；

2）当行道树自然枯死、景观面貌极差、病虫害严重、机械损

伤严重造成偏冠、树洞过大存在倒伏隐患，对人身安全或其他设

施构成威胁时，应及时移除并补植；

3）当行道树绿带中树木死亡或长势衰退达到 60%以上，且

不能保持人行道绿化完整性和连续性时，可整体更新，但应保留

长势良好的树木植株；

4）速生树种长势自然衰退，可采取渐进式更新，每次更新的

比例不宜大于 30%，保证人行道绿化的延续性和完整性。

（3）绿篱灌木更新要求

1）道路绿带中生长时间较长、明显老化的灌木应进行及时更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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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种植间距

5.2.1 种植间距整体要求

（1）同一道路应按照同树种、同规格、等距离、连续栽植的

原则栽植行道树。行道树绿带中因过密造成树势衰退的树种应及

时进行抽稀移植。行道树定植间距宜以树种壮年期冠幅为准，不

同乔木类型栽植间距、胸径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不同乔木类型栽植间距、胸径设计要求

5.2.2 种植间距整体要求

（2）乔木分支点应满足道路安全需求，大乔木分支点不应小

于 2.8m，小乔木分支点应满足行人正常通行；商业空间行道树分

支点不得小于 3m。

5.3 种植位置

5.3.1 安全视距范围要求

（1）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人行道及安全岛植物

宜采用通透式配置，宜种植矮灌木或地被植物，绿篱株高应低于

70cm；

（2）安全视距区域内严禁有遮挡司机视线的植物种植；

乔木等级 行道树间距(m) 设计胸径(cm)

大乔木 8-10 15-22

中乔木 6-8 12-18

小乔木 4-6 8-15

备注：1）树冠繁茂乔木间距宜取最大值。

2）间距设置时需结合路灯间距考虑，尽量将路灯位置置于两

株行道树之间。

3）具体间距结合所选植物种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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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视距区域内行道树间距应在 6m以上，树干分支点

高应大于 3m，树干胸径应小于 40cm，禁止遮挡安全岛指示牌。

5.3.2 与市政设施的空间关系要求

（1）协调好行道树与相关市政设施、周边建筑场地的关系，

各专业图纸之间应相互衔接，有机协调；

（2）公交车站行道树可栽植在候车构筑物后面，公交车站台

与行道树最小水平距离为 2m，如图 7所示；

（3）人行道植物种植应避免遮挡路牌、交通信号灯等市政设

施，同时与其它市政设施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设施至植物中心最小水平距离

设施名称 至乔木中心最小水平距离(m) 至灌木中心最小水平距离(m) 图示索引

路灯杆柱 3.0 2.0 图 8

电力、电信杆柱 2.0 2.0 图 8

信号灯 2.0 2.0 图 9

路牌 3.0 2.0 图 9

测量水准点 2.0 1.0 图 10

路缘石 1 1 图 10

消防龙头 1.5 1.2 图 11

道路侧石边缘 0.5 0.5 图 11

排水沟边缘 1.0 0.3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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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公交车站与行道树关系

图 8 植物种植与路灯杆柱、电力电信杆柱位置关系

图 9 植物种植与信号灯、路牌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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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植物种植与测量水准点、路缘石位置关系

图 11 植物种植与消防龙头、道路侧石位置关系

图 12 植物种植与排水沟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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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与建、构筑物空间关系要求

（1）人行道植物种植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

表 3的相关规定；

表 3 植物与建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

图 13 植物与围墙位置关系

图 14 植物与挡土墙位置关系

设施名称 至乔木中心距离 至灌木中心距离 图示索引

围墙(2m 高以下) 2.0 0.75 图 13

挡土墙顶内和墙角外 2.0 0.5 图 14

建筑物外墙

有窗
5.0（大乔木）

1.5 图 15
3.0（中乔木）

无窗
3.0（大乔木）

1.5 图 15
2.0（中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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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植物与建筑物外墙位置关系

（2）行道树栽植应避让建筑消防通道、建筑公共出入口，并

于临街商铺保持适度距离，避免遮挡建筑界面。

5.3.4 与地上、下管线空间关系要求

（1）行道树绿带上方不应设置架空线，已有架空线路应保证

树木有不小于 9m 的生长空间，在此基础上应与架空线之间保持

对应的安全距离，不足 9m时应对导线采取绝缘保护；

（2）架空线下不宜栽植高大乔木，配置的乔木应选择开展型

且耐修剪的树种；

（3）树木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表

4的规定，位置关系见图 16：

表 4 植物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

线路电压（KV） <1 1-10 35-100 220 330

最小垂直距离(m) 1.0 1.5 3.0 3.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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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植物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位置关系

（4）行道树绿带下方不得敷设管线，如若地下管线因位置

受限，必须布置在人行道下时，地下管线外缘与绿化树木中心

的最小水平距离宜符合表 5的规定，并适当留出作业面。

表 5 设施至植物中心最小水平距离

管 线 名 称
最小水平净距（m）

至乔木中心 至灌木中心

给水管线、闸井 1.5 1.0

污水管线、雨水管线、探井 1.5 1.0

再生水管线 1.0 1.0

燃气管线、探井
低压、中压 0.75 0.75

次高压 1.2 1.2

电力管线
直埋

0.7 0.7保护管

电力电缆 1.0 1.0

通信管道
直埋 1.0 1.0

管道、通道 1.5 1.0

通信电缆 1.0 1.0

管沟 1.5 1.0

排水盲沟 1.0 —

图示索引 图 17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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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乔木与管线位置关系 图 18 灌木与管线位置关系

5.4 配置方式

5.4.1 人行道植物配置方式主要分为规则式与自然式，每种配置

形式所对应的配置模式具体见表 6所示。
表 6 植物配置方式

序号 配置形式 配置模式

1

规则式（含折线形与

曲线形）

乔木

2 乔木+地被

3 灌木+地被

4 乔木+灌木+地被

5 乔木+花带/花境+草坪

6 灌木+花境+草坪

7

自然式

灌木+地被+草坪+孤植树

8 乔木+灌木+地被

9 大乔木+小乔木+灌木+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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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分类设计

5.5.1 行道树绿带设计指引

（1）一般要求

1）应结合人行道宽度、相邻用地类型和市政管网情况来布置

行道树，鼓励有条件的人行道连续种植高大乔木，形成林荫道，

提升休憩空间品质；

2）冠幅较小的行道树宜高密度种植，冠幅较大的行道树宜低

密度种植，2m以下的人行道不宜栽植行道树；

3）商业步行街中央宜种两排树木；

4）东西走向道路，太阳照射时间长，宜选择喜阳植物和常绿

植物；南北走向或街区狭小日照偏少的道路，宜选择喜半阴性和

落叶植物 ；

5）当人行道宽度大于等于 5m的路段宜采用树带式种植，树

带宽度不应小于 1.5m；

6）当人行道宽度小于 5m或交通量大、行人多的路段宜采用

树池式种植；

7）当道路类型为一幅二带式或两幅三带式时，应设置树形高

大挺拔，全冠，姿态优美，遮荫效果较好的行道树，且一般分支

点需在 3m以上；

8）当道路类型为一幅四带式或两幅五带式时，应设置落叶乔

木与常绿树混植，或配置常绿中小乔木、灌木、地被植物，使乔、

灌、花、草相结合，形成多层次的复合结构；

9）人行道存在转弯半径的出入口，转弯半径内不应设置绿篱；

10）绿带种植土表面应低于路缘石上顶面 5-8cm，如图 19；
11）人行道中有公交车站时两侧各 5m范围内不应种植绿篱，

如图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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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绿带种植土表面与路缘石位置关系

图 20 公交车站与绿篱种植带位置关系

（2）树带式设计要求

1）行道树带不能连续种植，间距 50-80m处应预留公用设施

位置，同时应合理留有过往人行通道、出租车停靠点和排水口，

人行通道应与斑马线相对应，排水口与市政道路雨水篦子相对应；

2）树带绿篱变化段模数应与行道树株行距相匹配；树带中绿

篱修剪后高度宜在 60-80cm之间，如图 21所示；

图 21 树带绿篱变化段模数及修剪高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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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建筑

机动车道

行道树绿带

3）树带宽度不应小于 1.5m，种植中心点距离路缘石外侧距

离不宜小于 1m，如图 22所示；

图 22 种植中心点与路缘石外侧位置关系

4）树带宽度小于等于 2m 时，绿篱宜采用常绿灌木密植的

栽植形式，可采用草本地被镶边 ；可采用规则式的植物配置模式，

如图 23所示；

图 23 树带宽度小于等于 2m 时种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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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树带宽度大于 2m 小于等于 4m 时，绿篱宜采用 2-3
种灌木分层种植，外侧为常绿树种，点缀常绿或花灌木，用草

本地被镶边；采用规则式、自然式的植物配置模式，如图 24；

图 24 树带宽度大于 2m 小于等于 4m 时种植示意

6）树带宽度大于 4m 时，种植空间较为充足，采用多层次

搭配 ； 可采用自然式的植物配置模式，如图 25所示。

图 25 树带宽度大于 4m 时种植示意

图例

建筑

机动车道

行道树绿带

图例

建筑

机动车道

行道树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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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树池式设计要求

1）当人行道宽度小于 5m时采用单排树池布置；可采用规则

式的植物配置模式，如图 26所示；

图 26 人行道宽度小于 5m时种植示意

2）树池大小应根据不同人行道的宽度设置，并应与行道

树规格相对应，对于面积过小的树池应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

下扩大，达到表 7要求：
表 7 树池内径与人行道宽度对应关系

人行道宽度 X（m） 树池内径（m） 适用情况

X≤3.0 1.0-1.2

改造项目

道路窄且行道树规格小

3.0＜X≤4.0 1.2-1.8 常规情况

X＞4.0 ≥1.8 道路较宽且行道树规格、间距均较大

图例

建筑

机动车道

树池式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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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树池形状以方形为主，特殊情况下可考虑其他形式；

4）树池内覆土高度应低于树池边缘，如遇地下管线埋深较浅，

导致土壤深度不满足乔木栽植最低要求时，可采用花台式树池；

5）人行道宽度小于等于 3m、人流量较大或商业集中区域宜

应用树池覆盖板，增加人行道通行宽度；

6）树池盖板尺寸不得低于 1m*1m，如图 27所示；

图 27 人行道宽度小于等于 3m时树池种植示意

7）行道树使用树池盖板或人行道较窄时，树池嵌边石可采用

平缘石；当行道树树池内为种植土、行道树树种不耐水湿时可设

置立缘石，立缘石不得高于地面 5cm。嵌边石材质应与人行道铺

装协调统一，如图 28、29所示；

图 28 平缘石使用示意 图 29 立缘石使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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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设树池覆盖板的树池，可用植草覆绿、卵石、树皮、陶

粒覆盖等方式处理，禁止树池内现裸土。树池覆盖材料可参照表

8择优选用。
表 8 树池覆盖材料选用表

（4）组合式设计要求

1）当人行道宽度大于 6m时采用双排树池布置；可采用规则

式的植物配置模式，如图 30所示；

树池覆盖材料 优点 缺点

植物覆绿 花卉、灌木、植草 自然增绿、亲近路人 易践踏，需养护

散铺材料 卵石、陶粒、树皮 环保、可重复利用 不易管护

硬质镂空板

（镂空面积不

得低于 30%）

生态植草格栅 吸尘、生态 不易管护、易变形

铸铁盖板 坚固、美观 造价高

高分子树脂盖板 质量轻 不易清洁

其他硬质材料

防腐木、塑木盖板
质轻、环保 造价高、易变形

花岗石 一体化、美观 不透水、易污损

透水砖 环保、生态 易损坏

图例

建筑

机动车道

树池式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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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人行道宽度大于 6m时种植示意

2）两排行道树之间宜采用透水、透气性铺装，并保障行道树

绿带地下土壤的连通性，如图 31所示；

图 31 透水铺装使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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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人行道大于 8m 时，可采用树带与树池结合的方式 ；

可采用自然式+规则式的植物配置模式，如图 32所示。

图 32 人行道大于 8m时种植示意

图例

建筑

机动车道

树带式种植

树池式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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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道路安全岛植物种植方式指引

（1）利用右转导流岛设安全岛绿地，应具有引导行车方向、

渠化交通的功能，绿化种植面积不应低于导流岛总面积的 30%；

面积较小的导流岛绿地，应采取规则式或自然式种植地被植物的

模式；面积较大的导流岛绿地，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可

采取自然式的群落栽植，点种少量的乔木、孤植景观树或小灌木；

（2）利用中央分隔带形成的安全岛，当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

3 m 时，安全岛适合的植物配置模式可单灌木层种植，或者利用

灌木和地被搭配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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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重要区段人行道植物配置要求及示例

6.1 两线

6.1.1 滨江路沿线

（1）沿江一侧的绿化应在道路和水面之间留出透景线，塑造

具有良好通透性的道路景观空间；

（2）人行道空间应结合水面与岸线地形设计成滨水绿带，并

根据江岸功能定位选择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可反映滨江特色；

（3）人行道滨水绿带应采用适宜水边生长的植物，使道路景

观与自然岸线融为一体；

（4）人行道滨水绿带应以自然式的群落为主，增加开花植物

种类和色叶植物，营造优美的滨江空间；

（5）沿崖壁一侧应考虑护坡需求，可结合主城区坡地堡坎崖

壁绿化美化实施方案中相关工作要求。

分支点较高留出透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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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城市主干道沿线

（1）应根据所处城市功能分区，结合地域文化元素，营造简

洁大气的植物景观，体现“一路一景”的绿化景观特色；

（2）植物配置宜以简洁的带状绿化为主，植物景观应大尺度、

大体量，在同一标准段减少变化，在不同的标准段可作适当的变

化；

（3）结合周边区位及绿地，宜留有足够的宽度种植 2～3排
行道树用以建设林荫道；

（4）树种选择宜采取速生与慢生树种相结合，景观效果近期

与远期结合，宜采用常绿与落叶搭配，林荫树与彩色叶树搭配，

实现彩化与遮荫的统一；

（5）城市主干道沿线两侧自然山体、水体和林地应予保留，

并因地制宜的补植植物，具体可结合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

化实施方案中相关工作要求。

预留公用设施

合理预留人行通道

按道路设计时速设定标准段模数

植物彩化美化

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化

双排行道树建设林荫道，常绿与落叶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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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三边

6.2.1 市场周边

（1）应结合市场周边特点，注重改善环境质量、丰富景观层

次， 布局应简洁明快，以植物造景为主；

（2）植物品种宜选择以观赏效果好、适应性强、生长健壮、

管理粗放、病虫害少的乡土树种为主。

花坛布局简洁明快

丰富景观层次，以植物造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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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医院周边

（1）应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为主，宜种植杀菌力强、具有

观赏价值的花草植被；

（2）要尽量考虑患者的情绪，常绿树木和落叶树的搭配比例

宜为 3:1，尽量引用乡土树种，易生长、病虫害少；

（3）儿童医院周边应考虑符合儿童审美心理，植物配置应该

以鲜艳的色调为主，禁止选用带飞毛、异味、有刺的植物；

（4）传染病医院由乔木灌木结合配置，同时加大常绿树比例，

使其长年都有良好的防护效果。

增加色叶、开花

植物，色调鲜艳

以常绿树种为主

乔灌搭配，丰富景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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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学校周边

（1）树种的选择应注重文化性，根据教育单位的性质不同，

满足其特殊功能要求，体现“一路一景”的特色；

（2）行道树树种的选择应注重层次和色彩的合理组合，可适

当增加观花、观叶、观果的树种，不宜栽植大量飞毛、落果的树

木；

（3）应以防风、庇荫、减噪等改善小气候环境的功能为主，

以游憩、景观功能为辅；

（4）在幼儿园及小学周边不应选择有刺、带尖及易引起过敏

的植物。

层次搭配，具有防风、

庇荫、减噪等功能

色彩合理，增加观花观叶

植物，体现“一路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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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四点

6.3.1 核心商圈区域

（1）应与商业空间进行整合，根据主体建筑的性质与功能进

行植物配置，起到衬托主体建筑的作用，兼顾使用功能与景观功

能，并与周围环境协调统一；

（2）应尽量栽植乔木，可以考虑使用景观效果独特的大型景

观造型树，点景或者树阵的大型植物，为不遮挡商业氛围，应当

选择分支点 3m以上的乔木；

（3）当路面宽度受到限制，多运用常绿矮灌木及中等灌木，

但在重要的立面位置不能影响视线，可采用花坛集中布置，也可

采用活动的盆栽、棚架、花架、格栅吊盆等方式进行立体绿化；

（4）可采用屋顶绿化、墙面绿化等立体绿化手段，增加绿量；

（5）核心商圈区域的人行道绿化与室外地上、地下管线之间

应满足安全距离要求，详见本导则 5.3中相关要求。

分支点 3.m以上

不遮挡商业氛围

采用花坛集中布置栽植灌木地被

采用花坛集中布置栽植灌木地被

合理采用立体绿化，增加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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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广场公园区域

（1）广场公园等路侧绿地宜结合人行道绿化统筹设计，将人

行道周边散布的绿地空间整合形成集中开放的口袋花园；

（2）应能够满足公众活动、交流的需要，改善城市环境，提

高城市文化品位，为市民的休闲功能服务；

（3）应注重按植物群落结构进行科学配置，以自然式风格为

主， 形成上层大乔木、中层小乔木和灌木、下层地被植物的复层

结构；

（4）应通过运用植物的季相特点，观赏特性、规格大小等进

行多方位多层次搭配，创造丰富多样、自然多彩的植物景观群落；

（5）应合理搭配植物比例，重点栽植观花、观叶类植物，花

树和彩叶树不宜低于乔木总栽植量的 30%。

自然式群落栽植，栽植观花、观叶植物

落叶与常绿搭配丰富季相变化

路侧绿地结合人行道绿化统筹设计口袋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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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交通枢纽区域

（1）整体植物配置应通透、大气，展示城市形象，延续重庆

的山城文化；

（2）机场、航运港、火车站、汽车站等枢纽周边区域处应选

用无刺、无污染的植物，同时应注意植物群落的竖向设计、形状

与季相的变化；

（3）交通集散广场周边区域宜选用整形绿篱强化空间序列感

与整体感，运用桩头植物与置石组景等点缀视觉焦点；植物色彩

应与建构筑物协调，应避免大面积使用强对比、不协调的有色植

物；

（4）城市门户节点周边区域应满足道路绿地规划的基本要

求，遵循生态性原则，了解不同植物对土壤、水分、环境的要求，

立足于环境改善和保护，系统化组织人行道绿地景观。

整形绿篱强化空间序列感与整体感

注重竖向设计 视觉焦点处点缀 桩头植物与置石组景

注重群落竖向变化与季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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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历史文化街区区域

（1）植物种植风格与周边地块景观风貌保持协调统一，构建

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景观；

（2）应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保留和利用古树名木、

大树等原有历史文化痕迹，反映城市风貌和文化特色；

（3）应突显地方特色与文化内涵，传承本地历史文脉，适应

地方民俗文化，突出地方艺术特色。

植物种植结合历史文化

墙

开花地被

突显地方特色

保留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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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人行道推荐植物表

A.1 主要行道树种

A.2 一般行道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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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一般行道树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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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推荐试用道路绿地树种

A.4 推荐新优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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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推荐新优灌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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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推荐新优灌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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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推荐新优灌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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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推荐新优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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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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