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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叶树种在杭州行道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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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浙江省杭州市%主城区&主要道路秋色叶行道树的种类' 分布' 叶色的物候变化等进行了深入调研! 对行道树

种在杭州市道路绿地中的应用现状' 物候特征进行分析和讨论( 结果表明$ 杭州市行道树中秋色叶树种有
)

万多

株! 其中较为常见的有
!!

种! 它们分别为悬铃木
6'&4&%#3 &7+$-("'-&

! 枫香
8-9#-:&;<&$ ("$;"3&%&

! 水杉
=+4&3+9#"-&

.'5>4"34$"<"-:+3

! 乌桕
?&>-#; 3+<-(+$#;

! 银杏
@-%A." <-'"<&

! 无患子
?&>-%:#3 ;#A"$"33-

! 珊瑚朴
B+'4-3 ,#'-&%&+

! 榉

树
)+'A"2& 3+$$&4&

! 池杉
C&D":-#; &37+%:+%3

! 朴树
B+'4-3 3-%+%3-3

! 鹅掌楸
8-$-":+%:$"% 7*-%+%3-3

等) 悬铃木' 银杏'

枫香' 无患子' 水杉' 乌桕' 珊瑚朴' 池杉' 榉树和朴树等有较好秋色表现! 应大力推广) 鹅掌楸做为行道树秋色

表现不佳! 应选择适宜的道路环境栽种! 并加强养护管理) 主要存在杭州市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主体行道树景

观相似! 秋色叶行道树树种比例不合理! 配置模式简单且秋色叶树种分布不合理及道路环境恶劣等问题) 建议挖

掘本地秋色叶树种资源! 改变悬铃木一支独大的局面! 增加枫香' 无患子' 朴树' 榉树' 珊瑚朴等行道树的数量!

尤其是红色叶树种数量! 合理分配各秋色叶树种在城市道路中的比例! 使常绿与落叶合理搭配! 多采用复层结构!

合理分布不同秋色叶行道树! 注重树木本身生态习性! 加强养护管理! 尽可能创造适宜秋色叶行道树生长的道路

环境)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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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城市交通的脉络$ 在人们生活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城市道路绿化在整个的

城市绿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道路绿化构建了一个城市的绿色框架!

#

"

% 行道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城市道

路绿化效果的快慢及绿化效应是否充分发挥等问题% 行道树的选择既要突出城市的特色$ 同时也要满足

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的要求% 浙江省杭州市从
!&

世纪
I&

年代初就重视植物造景$ 并形成以杭州西湖为

中心$ 各公园绿地为重点的园林绿化建设布局% 余森文!

!

"曾对杭州市园林特色& 园林植物配置艺术& 城

市园林绿化等进行过深入研究$ 成果对杭州城市园林植物配置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苏雪痕 !

J

"从树种结

构& 空间分隔& 景点组织& 科学性与艺术性等角度对杭州园林植物配置特色作了总结和高度评价% 杭州

的园林建设历史悠久$ 植物种类丰富$ 秋色叶树种在园林植物景观营造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有

作者!

"#$

"对杭州市的行道树种类和配置特色及冬季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 所谓秋色叶树种$ 是指入秋或

经霜之后叶片由绿色转成其他颜色$ 并能使整个树冠显得鲜艳而优美的观赏树种!

K

"

% 所有落叶植物在秋

季都有叶片变色现象$ 但色泽不佳或持续时间短$ 使其观赏价值降低的不宜称为秋色叶树种% 此外$ 某

些常绿树种$ 叶片虽然也会变色亦不属于秋色叶树种% 中国拥有丰富的园林植物资源$ 仅浙江地区良好

的秋色叶树种就有
$&

余种!

K

"

% 根据调查$ 杭州市常见的秋色叶树种有槭属
895)

$ 悬铃木
:4&7&-$, &95)"!

*+4"&

$ 银杏
;"-0<+ ("4+(&

$ 枫香
!"#$"%&'(&) *+)'+,&-&

$ 榆科
L'?(,.(.

$ 落羽杉属
=&>+%"$'

$ 四照花属

?5-%)+(5-7@&'"&

$ 无患子
.&/"-%$, '$0+)+,,"

$ 重阳木
A",9@+*"& /+4B9&)/&

$ 黄连木
:",7&9"& 9@"-5-,",

$ 乌

桕
.&/"$' ,5("*5)$'

$ 卫矛
C$+-B'$, &4&7$,

$ 盐肤木
D@$, 9@"-5-,",

$ 南蛇藤
154&,7)$, +)("9$4&7$,

$ 爬山

虎
:&)7@5-+9",,$, 7)"9$,/"%&7&

$ 五叶地锦
:&)7@5-+9",,$, #$"-#$5*+4"&

等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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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植物材料而言$ 秋色叶树种

无疑是具有活力的因素$ 能使季相变化更加显著 !

%

"

% 将秋色叶树种作为行道树$ 利用秋季叶色的变化$

不仅可以软化城市道路的立面效果$ 而且能带来景观的变化$ 创造突出该植物的风格和体现秋季特色的

道路植物景观% 目前$ 有关秋色叶树种应用于城市道路行道树的研究较少% 因此$ 本研究以杭州市为

例$ 对杭州市'主城区(主要道路秋色叶行道树进行了深入调查$ 分析了应用现状& 物候特征及存在的问

题$ 并提出了建议$ 旨在为杭州市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构建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道路绿化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为了较全面地了解和搜集杭州市'主城区(城市道路绿地秋色叶行道树数据信息$

!&#!

年
M

月初至

!&#J

年
#

月底$ 对杭州市'主城区(有代表性的道路进行实地调查$ 这些道路包括保?北路& 北山路&

凤起东路& 杭大路& 虎跑路& 环城北路& 环城东路& 建国北路& 江锦路& 教场路& 凯旋路& 灵隐路& 龙

井路& 民心路& 南山路& 秋涛北路& 求是路& 曙光路& 体育场路& 天成路& 文三路& 浙大路等% 通过对

以上道路的行道树进行种类鉴定$ 在全面勘察的基础上$ 确定调查对象% 对秋色叶行道树的道路绿地$

选取
#N!

个
O"N!" ?

的样地进行详细调查记载$ 详细记录每一种秋色叶行道树的观赏特性'叶色& 秋色

叶物候期
P

& 生长状况& 应用形式& 地点& 种植区域& 与周边植物的搭配& 景观效果等%

!

结果与分析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杭州市'主城区(共有行道树约
%

万多株$ 主要行道树种类有樟树
1"--&'+'$'

9&'/@+)&

$ 悬铃木$ 珊瑚朴
1547", 3$4"&-&5

$ 银杏$ 黄山栾树
E+54)5$75)"& ("/"--&7& 8(9E "-75<)"*+4"+4&

$ 杜

英
C4&5+9&)/$, %59"/"5-,

等% 在这些行道树当中秋色叶树种有
J

万多株$ 共有
#K

种$ 其中较为常见的有

##

种$ 它们分别为悬铃木$ 枫香$ 水杉
F57&,5#$+"& <4B/7+,7)+(+"%5,

$ 乌桕$ 银杏$ 无患子$ 珊瑚朴$ 池

IM%



第
!"

卷第
#

期

杉
!"#$%&'( ")*+,%+,)

! 榉树
-+./$0" )+11"2"

! 朴

树
3+.2&) )&,+,)&)

! 鹅掌楸"表
"

#! 约占落叶行

道树总量的
$%&

$ 秋色叶行道树中! 悬铃木数

量最多! 其次是珊瑚朴! 再是银杏"图
"

%$ 具体

应用情况见表
'

$

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的调研来看!

由于气候条件较为有利! 当年行道树秋色景观

较为典型! 整体表现佳$

)

月份! 由于气温较

高! 并未出现秋色$

"*

月上旬至
"'

月底! 为杭

州秋色叶行道树的观赏期! 具体见表
!

$

表
!

杭州市主要常见秋色叶行道树!

"

"

+,-./ " 0,123456 27 82992: 7,..!82.23 32,;<4;/ 53//< 4: =,:>?@2A B456

序号 树种 占总行道树比例
C&

"

悬铃木
4."2",') "*+1&5$.&"

"悬铃木科
D.,5,:,8/,/

悬铃木属
6."2",')

%

'!E*

'

珊瑚朴
7+.2&) 8'.&","+

"榆科
F.9,8/,/

朴属
3+.2&)

%

%E*

!

银杏
9&,/:$ ;&.$;"

"银杏科
G4:H>2,8/,/

银杏属
9&,/:$

%

#E%

#

无患子
<"=&,%') ('/$1$))&

"无患子科
I,J4:;,8/,/

无患子属
<"=&,%')

%

!E*

%

朴树
3+.2&) )&,+,)&)

"榆科
F.9,8/,/

朴属
3+.2&)

%

"E#

K

鹅掌楸
>&1&$%+,%1$, *?&,+,)&)

"木兰科
0,>:2.4,8/,/

鹅掌楸属
>&1&$%+,%1$,

%

"E*

L

榉树
-+./$0" )+11"2"

"榆科
F.9,8/,/

榉属
-+./$0"

%

"E*

$

枫香
>&@'&%"(;"1 5$1($)","

"金缕梅科
=,9,9/.4;,8/,/

枫香属
>&@'&%"(;"1

%

*EK

)

乌桕
<"=&'( )+;&5+1'(

"大戟科
MAJ@23-4,8/,/

乌桕属
<"=&'(

%

*E%

"*

池杉
!"#$%&'( ")*+,%+,)

"杉科
+,N2;4,8/,/

落羽杉属
!"#$%&'(

%

*E"

""

水杉
A+2")+@'$&" :.B=2$)21$;$&%+)

"杉科
+,N2;4,8/,/

水杉属
A+2")+@'$&"

%

*E"

本次研究以观测树木的全株叶片约有
%O

开始呈现秋色叶时! 为开始变色期& 以部分'

!*&P%*&

% 叶

片呈现秋色叶! 且有一定观赏效果的起始日期为可供观秋色叶期! 若叶片变色达到
%*&

以上! 则表明该

植物具有较好的秋色(

"*

)

$ 从调查中发现! 杭州地处亚热带季风区! 夏天热! 冬天冷! 四季分明! 光照强

度大! 有利于光合作用及色素的形成! 且秋季昼夜温差大! 便于植物体内糖分的积累* 花青素的形成!

有利于形成秋色叶$ 作为行道树悬铃木* 银杏* 枫香* 无患子* 水杉* 池杉* 乌桕* 珊瑚朴* 榉树* 朴

树等植物在杭州均有较好秋色表现! 值得推广! 但各树种之间数量比例不合理$ 水杉* 榉树* 朴树* 枫

香* 无患子变色较早!

"*

月上中旬! 日最低温度为
"!P") "

! 出现若干叶片变色$

"*

月下旬! 日最低

温度下降至
"* "

左右! 水杉* 朴树* 榉树* 枫香* 无患子开始有秋色显现$ 悬铃木* 珊瑚朴* 银杏等

行道树变色较晚!

""

月初才加入变色行列$

""

月中下旬! 日最低气温在
%P"* "

! 大部分秋色叶行道树

进入最佳秋色观赏期$

"'

月初! 随着气温跌破
% "

! 秋色叶树种开始快速落叶! 叶片在
"'

月中下旬落

尽$ 鹅掌楸作为行道树秋色表现不佳!

""

月中下旬才开始变色! 而且到
"'

月仍有大量绿叶$ 悬铃木*

枫香和水杉的秋季观赏期较长! 约
'

个月时间$ 珊瑚朴* 银杏* 无患子* 朴树* 榉树* 池杉观赏期约
"

个半月! 乌桕最短! 仅
"

个月左右的秋色观赏期$

秋色叶景观常呈现年份差异! 秋色景观绚丽与否和气象条件有很大关系$ 进入秋季! 气温降低! 落

叶树叶片中绿色素合成受阻! 并最后被破坏! 其他色素日益显现! 尤其是胡萝卜素和花青素! 使叶片呈

黄色或红色$ 一般来说! 昼夜温差和夜间低温是叶片转色的主要限制因子(

""

)

$ 昼夜温差到了
"* "

以上!

能对秋色的形成起促进作用& 而夜间低温是破坏叶绿素的重要调节因素! 其临界值通常稍低于
"* "

!

图
"

杭州市秋色叶行道树树种比例图

Q4>A3/ " D32J23542: 27 7,..!82.23 32,;<4;/ 53//< 4: =,:>?@2A B456

杨莉莉等+ 秋色叶树种在杭州行道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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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杭州秋色叶行道树应用

'()*+ ! ,-./ 01 (22*-3(/-04 01 1(**!30*05 50(6.-6+ /5++. -4 7(489:0; <-/=

序号 树种 栽植区域 所在道路 应用形式 与周边植物的搭配 秋季景观效果

>

悬铃木

机非隔离带

天成路 ! 体育场

路! 环城东路! 曙

光路

条带式列植

底下配置沿阶草
!"#$%"%&%' ()"%'$*+,

!

海桐球
-$..%,"%/+0 .%1$/)

之类的低矮地

被 " 人行道上可无行道树 " 也可栽植

行道树" 如银杏

好

人行道 北山路! 南山路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树池内栽植常绿地被
?

沿

阶草
@

# 街边绿地以常绿树种为主

好

!

珊瑚朴

人行道 景芳小区道路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好

人行道 浙大路 树池式列植

树池栽植" 机非隔离带栽植低矮绿篱"

如红花檵木球 2%/%"3.)4+0 5#$'3',3 A(5B

/+6/+0

" 沿阶草 " 金边黄杨
7+%'80+,

9:"%'$;+,

$

C;5+0!D(

% 等

好

E

银杏

人行道 环城北路& 天成路 树池式列植
树池栽植 " 机非隔离带以樟树或悬铃

木为行道树" 下层配以低矮绿篱
好

机非隔离带 西湖大道 条带式列植

底下配置常绿修整绿篱 " 如大叶黄杨

7+%'80+, (:"%'$;+,

和 石 楠
-<%.$'$)

,=//+4).)

球

好

$

无患子

机非隔离带 江锦路& 灵隐路 条带式列植
底下配置红花檵木绿篱带或常绿地被

'沿阶草之类(

好

人行道 五福路& 长生路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一般

F

朴树 人行道 五星路 条带式列植 底下配置低矮常绿整形绿篱 好

G

鹅掌楸

人行道 三里亭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一般

中央分车带 新塘路 条带式列植 底下配置低矮常绿整形绿篱 一般

人行道 五星路 条带式列植

底下配置红花檵木绿篱带和常绿地被

'沿阶草之类(

好

人行道

虎跑路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街边绿地以水杉为行道

树" 下层配置常绿沿阶草
好

龙井路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树池内栽种沿阶草 好

民心路 条带式列植 底下配置条状低矮常绿整形绿篱 好

H

乌桕 人行道 保?北路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树池内栽植沿阶草 好

#&

池杉 人行道 竞舟路 树池式列植 仅树池栽植 好

##

水杉 街边绿地 虎跑路 条带式列植
下层配置常绿地被 '吉祥草

>=$'=;?$)

;)/'=)

" 沿阶草之类(

好

榉树

枫香

I

%

随树种不同而不同) 夜温低使林中或植物微环境相对湿度上升" 可增加植物根系吸收利于色叶形成的氮

肥& 钾肥和微量元素" 减少不利于色叶形成的氮元素的吸收 *

#!

+

) 另外" 变色期时过早出现霜冻或者大

风" 都会使已变色的秋叶大量凋落" 使同一时间内在树上的叶片变色率不能达到
E&J

" 影响整体秋色)

总之" 适宜的低温, 湿润的空气和土壤以及背风的环境是秋色叶保持鲜艳并延长观赏期的关键*

>>

+

- 这也

是鹅掌楸在杭州公园绿地里可表现出壮观的秋色" 而在恶劣的城市道路环境中秋色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说" 杭州行道树秋季景观最佳观赏期在
>>

月中旬至
>>

月下旬" 在这段时间" 绝大部分秋色

叶行道树树种已变色" 变色率能到
H&JK>&&J

" 而且叶片凋落少" 景观效果佳- 从
>!

月开始" 日最低

温低于
F "

以后" 树木叶片开始大量凋落" 直至
>!

月中下旬" 所有秋色叶树树叶落尽" 进入冬季-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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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杭州秋色叶行道树秋色物候变化特征统计

$%&'( ! )*+, -. /0(1-'-2*3%' 30%12( %&-4, .%''!3-'-5 5-%6+*6( ,5((+ *1 7%1280-4 9*,:

序号 树种 最佳观赏期 叶色 最佳秋色气温
;"

秋色持续时间

"

悬铃木
""

月中下旬 黄色 最高温度
"<=">

! 最低
!="< ""

月初至
"?

月底

?

珊瑚朴
""

月下旬 黄色 最高温度
"<="@

! 最低
!=A ""

月上旬至
"?

月中旬

!

银杏
""

月底 黄色 最高温度
"<="!

! 最低
!=A ""

月初至
"?

月中旬

#

无患子
""

月底 黄色 最高温度
"<="!

! 最低
!=A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

B

朴树
""

月中旬 黄色 最高温度
"B=">

! 最低
B="" "<

月中旬至
""

月底

@

鹅掌楸
"?

月上中旬 黄色 最高温度
A="?

! 最低
?=C ""

月中旬至
"?

月底

>

榉树
""

月中旬 红色 最高温度
"B=">

! 最低
B="" "<

月中旬至
""

月底

C

枫香
""

月下旬 红色 最高温度
"<="@

! 最低
!=A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

A

乌桕
""

月中旬 红色 最高温度
"B=">

! 最低
B="" "<

月中旬底至
""

月底

"<

池杉
""

月中旬 红色 最高温度
"B=">

! 最低
B="" ""

月上旬至
"?

中旬

""

水杉
""

月中下旬 红色 最高温度
"<=">

! 最低
!="< "<

月上旬至
"?

月上旬

!

讨论

资料显示" 南京市行道树以悬铃木! 樟树! 臭椿
!"#$%&'() *#&"))"+*

! 国槐
,-.'-/* 0*.-%"1*

为主!

以水杉! 银杏! 合欢
2#3"4"* 0(#"3/"))"%

! 女贞
5"6()&/(+ #(1"7(+

! 广玉兰
8*6%-#"* 6/*%7"9#-/*

! 雪松
:;!

7/() 7;-7*/*

! 白榆
<#+() .(+"#*

为辅# 上海市行道树以悬铃木! 樟树为主! 以女贞! 银杏! 白榆! 青

桐
="/+"*%* )"+.#;>

! 香椿
?--%* )"%;%)")

! 广玉兰! 黄山栾树! 乌桕! 臭椿等为辅# 宁波市行道树则以

樟树! 重阳木和悬铃木为主! 以水杉! 女贞! 枫杨
@&;/-1*/A* )&;%-.&;/*

! 广玉兰! 棕榈
?/*1'A1*/.()

9-/&(%;"

! 垂柳
B*#"> 3*3A#-%"1*

! 无患子! 喜树
C*+.&-&';1* *1(+"%*&*

等为辅$

"!

%

& 通过调研发现" 杭州市

行道树以悬铃木! 樟树! 银杏为主! 以黄山栾树! 枫杨! 无患子! 枫香! 杜英等为辅& 樟树作为行道

树
D

是在
?<

世纪
C<

年代之后为增加城市常绿行道树同时作为悬铃木的替代树种而被大量栽植的! 而银

杏' 白榆' 国槐' 女贞' 水杉' 杜英' 合欢' 广玉兰' 黄山栾树' 臭椿' 青桐等是为了丰富城市道路行

道树树种景观! 体现各个城市特色而被陆续应用的$

"!

%

& 总体看! 杭州市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间主体行

道树景观差异不大! 均以悬铃木和樟树为主! 较单调! 城市特色不突出& 杭州市乡土秋色叶树种资源颇

为丰富! 但大多数秋色叶树种仍处于野生状态! 缺乏利用& 可从杭州本地的气候条件和城市道路的立地

条件出发! 遴选一些优良的适宜做行道树的乡土秋色叶树种进行引种' 栽培' 试点' 选择' 推广! 以丰

富杭州市秋色叶行道树种类和秋季城市道路景观& 适宜做杭州市行道树的秋色叶树种可参考表
#

&

在已有的秋色叶行道树中! 种类和数量比例分配不合理& 悬铃木几乎占据了落叶行道树的半壁江

山! 其余秋色叶行道树数量明显偏少! 且比例分配不均& 悬铃木因其对城市环境特别强的适应性! 且叶

大荫浓! 秋色效果佳等诸多优点深受人们的喜爱! 建议继续选用! 但应改变悬铃木一支独大的局面! 增

加已有的枫香' 无患子' 朴树' 榉树' 珊瑚朴等行道树的数量! 并合理分配各树种在城市道路中的数量

比例! 丰富秋季道路景观& 除此之外! 杭州市已有秋色叶行道树以黄色叶树种居多! 而红色叶树种偏

少! 仅枫香' 水杉' 榉树' 乌桕' 池杉等
B

种! 植株数量不到总行道树的
!E

& 因此! 应适当增加红色

叶行道树的应用&

调查发现" 杭州道路人行道多采用悬铃木' 樟树' 银杏' 枫杨' 杜英' 黄山栾树' 乌桕' 无患子'

枫香# 机非隔离带多采用银杏' 枫杨' 悬铃木' 樟树' 女贞等# 中央绿化带多采用樟树! 紫叶李
@/(%()

1;/*)"9;/* .F *&/-.(/.(/;*

! 黄杨
D(>() )"%"1*

! 石楠
@'-&"%"* );//(#*&*

等& 行道树配置模式简单! 城市道路

常绿行道树与落叶行道树的搭配无规划& 好几条相近道路都是落叶行道树或者都是常绿行道树! 景观单

一& 有些道路整条马路除了树池种植秋色叶行道树! 再无其他植物! 冬季景观萧条& 因此! 应增加道路

景观层次! 采用复层结构! 丰富配置模式! 使常绿与落叶合理搭配& 已有道路秋色叶树种中水杉' 榉

树' 朴树' 枫香' 无患子等变色较早!

"<

月上中旬出现秋色! 悬铃木' 珊瑚朴' 银杏等行道树变色较

晚!

""

月初才加入变色行列& 因此! 可合理规划分布不同秋色叶行道树! 利用不同植物变色期上的时

间差异! 可使城市道路秋季景观形成自
A

月开始一直延续到
"?

月均有叶色变化的动态时序景观$

"<

%

&

杨莉莉等" 秋色叶树种在杭州行道树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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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适宜做杭州行道树的树种!

"!

"

'()*+ $ ,-./ 01 .2-/()*+ 1(**!30*04 40(5.-5+ /4++. -6 7(689:02 ;-/<

序号 树种 变色期 秋叶颜色

=

三角枫
!"#$ %&#$'#$()*&+ ==

月上旬
"=!

月上旬 红

!

色木槭
,"#$ +-*- ==

月中旬
"=!

月上旬 红或黄

>

七叶树
!#."&/&. "0(*#*.(. =&

月中旬
"==

月中旬 黄

$

重阳木
1(."0-2() 3-/4")$3) ==

月中旬
"=!

月上旬 红

?

薄壳山核桃
56$46 (//(*-#*.(. =&

月中旬
"==

月下旬 黄

@

珊瑚朴
5#/7(. 8&/(6*6# ==

月上旬
"=!

月中旬 黄

A

朴树
5#/7(. 7#7$6*9$6..3 =&

月中旬
"==

月下旬 黄

%

毛黄栌
5-7(*&. "-''4'$(6 :6$; 3&%#."#*. =&

月上旬
"==

月下旬 红

B

柿树
<(-.34$-. =6=( =&

月中旬
"==

月下旬 红

=&

臭辣树
>:-9(6 26$'#.(( =&

月下旬
"=!

月上旬 红

==

水青冈
?6'&. /-*'(3#7(-/676 =&

月中旬
"==

月中旬 黄

=!

梧桐
?($+(6*6 .(+3/#@ =&

月上旬
"==

月下旬 黄

=>

银杏
A(*='- %(/-%6 ==

月上旬
"=!

月中旬 黄

=$

银钟花
B6/#.(6 +6"'$#'-$(( =&

月下旬
"=!

月上旬 黄

=?

枫香
C(D&(96+%6! 2-$+-.6*6 =&

月中旬
"=!

月中旬 红

=@

鹅掌楸
C($(-9#*9$-* "0(*#*.(. ==

月中旬
"=!

月下旬 黄

=A

水杉
E#76.#D&-(6 '/437-.7$-%-(9#. =&

月上旬
"=!

月上旬 红

=%

紫树
F4..6 .(*#*.(. =&

月中旬
"==

月中旬 红

=B

黄连木
G(.76"(6 "0(*#*.(. =&

月下旬
"=!

月上旬 红或黄

!&

悬铃木
G/676*&. 6"#$(2-/(6 ==

月上旬
"=!

月下旬 黄

!=

华东稠李
G$&*&. %&#$'#$(6*6 =&

月中旬
"=!

月上旬 红

!!

金钱松
G.#&9-/6$(@ 6+6%(/(. =&

月下旬
"=!

月上旬 黄

!>

麻栎
H&#$"&. 6"&7(..(+6 =&

月中旬
"=!

月中旬 黄

!$

盐肤木
I0&. "0(*#*.(. =&

月下旬
"==

月下旬 黄或红

!?

无患子
J63(*9&. +&=-$-..( =&

月中旬
"=!

月上旬 黄

!@

乌桕
J63(&+ .#%(2#$&+ =&

月中旬
"==

月下旬 黄或红

!A

檫木
J6..62$6. 7K&+& =&

月中旬
"=!

月上旬 黄

!%

池杉
L6@-9(&+ 6."#*9#*. ==

月上旬
"=!

月中旬 红

!B

落羽杉
L6@-9(&+ 9(.7("0&+ ==

月上旬
"=!

月中旬 红

>&

榔榆
M/+&. 3&+(/6 =&

月中旬
"==

月下旬 黄

>=

榉树
N#/=-:6 .#$$676 =&

月中旬
"==

月下旬 红

各种秋色叶的叶片在变色之后的最佳色泽都往往与该树种所处的生态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

=#

"

# 从整

体上来看杭州栽植的行道树方式多以穴栽为主$ 主要是为了便于保护和方便交通% 而位于机动车道和非

机动车道或者机动车道之间的行道树栽植方式则绝大部分使用的是栽植带$ 因为这一方式可以很好地分

隔空间$ 使得行车更加的安全!

=$

"

& 恶劣的城市道路环境和狭小的生长空间使得秋色叶树种在色彩绚丽程

度上远不及公园绿地来的壮观& 必要的养护和科学的管理有利于形成富有特色的秋季景观!

=%

"

& 因此$ 应

注重行道树本身的生态习性$ 选择适宜道路环境栽种$ 加强养护管理$ 尽可能地在城市道路恶劣的生存

环境中创造适宜秋色叶行道树生长的环境$ 以展现更加优美的秋季道路景观&

单纯的绿色道路景观给人的感觉是单调$ 而秋色叶树种能展现出强烈的形式美感和视觉冲击& 提高

城市道路观赏性与增加城市道路植物的多样性是提升城市园林水平和形象的重要环节!

=A

"

& 对城市道路进

行美化彩化$ 加强秋色叶树种在城市道路绿化中的应用$ 能提升整个城市的园林水平$ 创造更加优美的

城市景观& 因此$ 应大力提倡应用秋色叶行道树$ 并不断培育应用新品种$ 推动整个城市道路景观不断

向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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