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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城镇绿道森林景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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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道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调查研究珠三角地区的都市绿道类型& 郊野绿道类型& 生态绿

道类型等
0

种类型绿道! 设立了
0.6

个样方! 对乔木& 灌木和地被进行了详细调查! 并对其空间结构& 郁闭度和盖

度以及配植模式进行分析比较! 得出以下结论$

!0

种类型绿道采用乔
7

灌
7

草的复层结构形式显著高于其他结构!

其所占比例都市型"

$(3%8

'＞郊野型"

"./$8

'＞生态型"

9:/$8

'%

"

都市型绿道的乔木郁闭度显著高于生态型绿道!

相对郁闭程度都市型"

./.""

'＞郊野型"

./.9.

'＞生态型"

./.6"

'%

0

种类型绿道的乔木& 灌木和地被的总体覆盖程度

没有显著差异! 相对盖度生态型"

./."%

'＞都市型"

./."$

'＞郊野型"

./.".

'%

#

绿道乔木的配置模式! 列植模式出现

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模式! 占
":/"8

( 绿道灌木的配置模式! 列植& 丛植的模式在绿道中出现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

模式! 列植占
:6/.8

! 丛植占
0-/:8

( 绿道地被植物的配置模式! 单一式的地被植物配置模式显著高于其他模式!

所占比例为
"9/"8

%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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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园林学( 绿道( 植物空间结构( 郁闭度( 盖度( 配植模式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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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最早出现于
-%"$

年&

-

'

" 是一种敞开式的线性绿廊系统" 通常由绿廊( 休闲游憩连接载体及其

附属设施组成&

6

'

) 早期绿道的主要功能仅仅是连接分散于城市的公园" 后经
-

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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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理论及建设工艺日益成熟! 成为世界各地解决生态环境" 生物定居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

段# 中国学者对现代绿道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

年$

!

%

! 当时绿道的规划建设还停留在人们对环境

改善的需求# 进入
&#

世纪! 广东省在绿道整体规划建设方面率先有所作为#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于
&'#'

年在珠三角地区组织编制完成了 &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 和 &珠三角区域绿道(省立)

规划设计技术指引'

$

(

%

! 在上位规划及技术文件的指引下! 开始探索绿道建设实施*

&''%

年广州增城市

为了提供绿道建设的样板! 在正果+ 增江河一带启动和开展了绿道建设项目! 并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建设

标准与规范$

"!)

%

* 截至
&'#(

年底! 广东全省绿道已建设数量为
#' $*) +,

! 其中珠三角地区已建设
% $'$

+,

* 以往对绿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绿道规划设计理念" 原则等方面* 规划设计的主要原则是通过绿道

将城市道路" 环境优美的滨河" 滨海堤岸等线性景观与森林公园" 郊野公园" 城市优质绿地" 风景名胜

区等面域景观串联起来$

*!%

%

* 除了针对绿道规划设计理念和原则的研究之外! 赵庆等$

$

%探讨了城市绿道空

间绿量的可透视性! 鲜有针对已建成绿道森林进行全面景观结构调查与分析的研究* 绿道作为一种线性

的森林景观! 研究其景观结构有助于了解其景观特征! 确定不同绿道类型的基调景观* 因此! 本研究将

绿道作为一种线性的森林景观! 以珠三角地区
)

条省立绿道为研究对象! 通过调查分析! 探讨珠三角地

区绿道的森林景观特征! 确定珠三角地区不同类型绿道的基调景观*

#

研究方法

!"!

绿道类型

根据 &珠三角区域绿道(省立)规划设计技术指引' 中对绿道的定义! 把珠三角省立区域绿道按都市

绿道类型" 郊野绿道类型" 生态绿道类型进行抽样调查$

#'!##

%

* 都市型绿道, 主要集中在城镇建成区内!

依托人文景区" 公园广场等以及城镇道路两侧的绿地而建立! 控制范围宽度一般不少于
&' ,

* 郊野型

绿道, 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周边的开敞绿地" 水体" 海岸和田野! 通过登山道" 占道" 慢性休闲道等形

成而建立! 控制范围宽度一般不小于
#'' ,

* 生态型绿道, 主要沿城镇外围的自然河流" 小溪" 海岸及

山脊线建立! 控制范围宽度一般不小于
&'' ,

*

!"#

抽样方法

以每条绿道的起点作为第
#

个样方! 借助手持全球定位系统(

-./

)! 沿绿道行进! 隔
" +,

设置
#

个
('' ,

&的标准样方! 共计
!'&

个样方! 其中都市型绿道
$$

个! 郊野型绿道
#&&

个! 生态型绿道
%#

个* 为增加数据的全面性! 调查过程中! 在所有经过驿站增加调查相同标准样方! 分别调查记录样方内

栽植土壤情况- 乔木品种" 树高" 胸径" 冠幅! 栽植方式" 生长综合评价- 灌木品种" 株高" 冠幅" 种

植方式" 生长综合评价- 地被种类" 面积" 株高" 栽植密度" 栽植方式" 生长综合评价- 最终对记录样

方内植物做出一项初步总体生长评价*

!"$

分析方法

借助
01234

对每种绿道类型的各个标准样方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数据处理*

&

研究结果分析

#"!

绿道植物空间结构分析

绿道植物空间结构直接影响了绿道景观* 通过设置样方! 计算出不同的绿道植物空间结构所占百分

比! 分析绿道植物空间结构是否有差异* 对各种植被结构类型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得出, 乔
5

灌
5

草复层结

表
!

植物空间结构所占比例

67843 # .9:;:9<=:> :? ;47>< @;723 @<9A2<A93

都市
'B'(' 'C*$% 'C'!' 'C#!# 'C''' 'C''' 'C'''

郊野
'C'*( 'C)'* 'C')) 'C&&# 'C''% 'C'&" 'C'''

生态
'C'&" 'C("* 'C!*' 'C'&" 'C''' 'C'#& 'C###

均值显著性(

!D'C'"

)

'C'(! 7 'C)&! 8 'C#"* 7 'C#&! 7 'C''! 7 'C'#' 7 'C'!* 7

乔木 乔
5

灌
5

草 乔
5

灌 乔
5

草 灌木 灌
5

草 草
绿道类型

空间比例

说明, 表中均值差异显著性分组采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唐洪辉等, 珠三角地区城镇绿道森林景观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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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类型绿道相对盖度

&'()* + ,*)'-./* 01/*2'3* 14 5.44*2*6- -78*9 14 32**6:'7

绿道类型
; <; !; =; +; ;; $; >; ?; @;

都市
%A""< "A""" "A""; "A"+> "A"=> "A"$? "A<!> "A"?; "A">" "A!=; "A"$>

郊野
"A""! "A""" "A"<> "A";; "A"!! "A"@@ "A<!? "A";$ "A"@< "A<=! "A"$"

生态
"A""! "A""" "A""= "A"=" "A"!! "A"$? "A<!" "A<"! "A<+> "A<?? "A"$?

不同相对盖度各类型绿道比例
均值

构在不同绿道类型中出现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结构!表
<

"# 占
$!A=B

!

!＜%A%;

"# 说明珠三角的绿道在

森林景观建设时充分考虑了群落稳定性和景观协调性# 配置结构比较合理# 层次分明# 具有较强的生态

功能$ 从绿道类型上比较分析# 都市型绿道由于所处于城市中心地区# 更注重复层群落结构# 其乔
C

灌
D

草复层结构所占比例达
>@A?B

$

"#"

郁闭度和植被盖度分析

森林内乔木的郁闭度和植被覆盖度是森林生态与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 郁闭度是指林冠投影面积之

比# 盖度是指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面积与样地面积之比%

#!

&

$ 不同层次的郁闭度和盖度会互相影响# 当

一个群落的郁闭度较大# 则其林下盖度比较小%

#=!#;

&

$ 通过对郁闭度和盖度的比较分析# 可以得出不同绿

道类型森林景观的异同$

通过乔木郁闭度调查# 将不同郁闭度样方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于在调查时所有样方的面积一致#

因此#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乘以各自的郁闭度数值# 即得到不同类型绿道相对郁闭度!表
!

"' 对不同绿道

类型相对郁闭度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表
=

"( 只有都市型绿道和生态行绿道的郁闭度有显著差异

!

!＜%A%;

"# 表明都市型绿道的乔木郁闭度要明显高于生态型绿道# 这是因为都市型绿道所经过的区域

为中心城区# 其偏好选择冠幅较大的乔木# 同时采用较大的种植密度# 以便起到良好的遮光效果' 而生

态型绿道远离中心城区# 为开放式的景观# 因此# 其乔木栽植的冠幅以及栽植密度较都市型绿道小$

表
"

不同类型绿道相对郁闭度

&'()* ! ,*)'-./* 0'6187 5*69.-7 14 5.44*2*6- -78*9 14 32**6:'7

绿道类型
%A% %A# %A! %A= %A+ %A; %A$ %A> %A? %A@

都市
%A%%% %A%%% %A%=; %A%$= %A%>@ %A%$? %A### %A#!# %A%@? %A%!= %A%$$

郊野
%A%%% %A%%% %A%+= %A%=> %A%@? %A%?! %A%?= %A%+% %A%!% %A%%% %A%+%

生态
%A%%% %A%%= %A%=? %A%+$ %A%$# %A%+# %A%+= %A%!? %A%%% %A%%% %A%!$

平均
%A%%% %A%%% %A%=; %A%$= %A%>@ %A%$? %A### %A#!# %A%@? %A%!=

不同相对郁闭度各类型绿道比例
均值

表
$

各绿道类型间相对郁闭度的两两比较!

%&'

最小显著差法"

&'()* = E1F8'2.916 14 2*)'-./* 0'6187 5*69.-7 14 5.44*2*6- -78*9 14 32**6:'7 (7 GHI F*-J15

绿道类型!

"

" 绿道类型!

#

" 均值差值 !

"!$

" 显著性
@;B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都市 郊野
%A%<@ %A!=+ !%A%<= %A%;!

生态
%A%=+ %A%++ %A%%< %A%$>

郊野 都市
!%A%<@ %A!=+ !%A%;! %A%<=

生态
%A%<+ %A=>; !%A%<? %A%+>

生态 都市
!%A%=+ %A%++ !%A%$> !%A%%<

郊野
!%A%<+ %A=>; !%A%+> %A%<?

通过植被盖度调查# 将不同盖度样方数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于在调查时所有样方的面积一致# 因

此#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乘以各自的盖度数值# 即得到不同类型绿道相对盖度!表
+

"' 对不同绿道类型相

对盖度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表
;

"#

=

种类型绿道的盖度在无显著差异# 表明
=

种类型绿道的乔木)

灌木和地被的总体覆盖程度相似$ 然而由于都市型绿道的乔木郁闭度要显著高于生态型绿道的郁闭度#

而都市型绿道和生态型绿道的总体盖度相似# 得出生态型绿道灌木和地被的覆盖程度要显著高于都市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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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绿道类型间相对盖度的两两比较!

"#$

最小显著差法"

#$%&' " ()*+$,-.)/ )0 ,'&$1-2' 3)2',$4' )0 5-00','/1 16+'. )0 4,''/7$6 %6 89: *'1;)5

绿道类型!

!

" 绿道类型!

"

" 均值差值!

!!"

" 显著性
<"=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都市 郊野
>?>>@ >A@<B !>A>"C >A>BB

生态
!>A>>C >A<D> !>A>"< >A>"D

郊野 都市
!>A>>@ >A@<B !>A>BB >A>"C

生态
!>A>>D >A@@@ !>A>B@ >A>">

生态 都市
>A>>C >A<D> !>A>"D >A>"<

郊野
>A>>D >A@@@ !>A>"> >A>B@

绿道# 这表明生态型绿道与都市型绿道相比# 更注重灌木和地被的种植$

%&'

配置模式分析

绿道植物的配置模式能够直接反映出绿道植物景观的特征# 通过对样方内绿道植物的配置模式进行

统计# 将乔木% 灌木的配置模式归纳为列植% 丛栽% 孤植% 列植
E

丛栽% 列植
E

孤植% 丛植
E

孤植
B

种#

将地被植物的配置模式归纳为单一式% 模纹式以及单一
E

模纹混合式
!

种$

FA!AC

乔木配置模式比较分析 乔木是绿道植物的主体# 通过调查乔木的配置模式# 计算出不同乔木配

置模式所占百分比# 分析绿道的乔木配置模式是否有差异& 对各种乔木配置模式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得

出# 列植的模式在绿道中出现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模式!

#＜>A>"

"!表
B

"$ 其原因为绿道作为休闲游憩

场所的同时# 它和道路一样也是一种线性的空间# 因此# 其强调空间的秩序感# 大多会以行道树的列植

形式来种植乔木$

表
(

乔木配置模式所占比例

#$%&' B G,)+),1-)/ )0 $,%), 5-.+).-1-)/ +$11',/

都市型
>A"!B >AFCF >A>C> >AFCF >A>F> >A>C>

郊野型
>ABBC >AC>C >A>HF >AC@D >A>>> >A>C@

生态型
>A@<> >A>D" >A>CH >A>D" >A>CH >A>CH

均值差异显著性!

!I>A>"

"

>ABBF $ >AC!! % >A>FF % >AC"D % >A>CC % >A>CH %

列植 丛栽 孤植 列
E

丛 列
E

孤 丛
E

孤
绿道类型

乔木配置比例

说明& 表中均值差异显著性分组采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FA!AF

灌木配置模式比较分析 灌木是绿道植物空间重要结构# 大量的开花灌木是绿道植物色彩景观的

主体# 通过调查灌木的配置模式# 计算出不同灌木配置模式所占百分比# 分析绿道的灌木配置模式是否

有差异$ 对各种灌木配置模式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得出& 列植% 丛植的模式在绿道中出现的百分比显著高

于其他模式!

#＜>A>"

"!表
@

"$ 其原因一方面灌木通常以绿篱的形式与列植乔木协调# 组成具有强烈空间

秩序感的植物景观' 另一方面# 灌木在景观节点成片丛植形成绿色或彩色色块以形成景观$ 因此# 绿道

灌木配置主要以列植和丛植的形式出现$

FA!A!

地被配置模式 本研究所指的地被植物是指人工栽植的具有观赏价值的矮生植物# 通常具备开花

的特性或其叶片具有一定的色彩特征$ 通过调查地被的配置模式# 计算出不同地被植物配置模式所占百

表
)

灌木种植配置模式所占比例

#$%&' @ G,)+),1-)/ )0 .;,J% 5-.+).-1-)/ +$11',/

都市
>A!!@ >AHFF >A>>> >AFC@ >A>FH >A>>>

郊野
>ABFB >AF"! >A>FF >A>DD >A>>> >A>CC

生态
>AB"F >AF!< >A>>> >A>FF >A>B" >A>FF

均值显著性!

!I>A>"

"

>A"!D $ >A!>" % >A>>@ 3 >AC>< 3 >A>!> 3 >A>CC 3

列植 丛栽 孤植 列
E

丛 列
E

孤 丛
E

孤
绿道类型

灌木配置比例

说明& 表中均值差异显著性分组采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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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地被植物配置模式所占比例

&'()* + ,-./.-01.2 .3 4-.526 7.8*- /)'20 619/.9101.2 /'00*-2

都市型
":### %:;#< %:=>"

郊野型
":"?? ":>?$ ":!>=

生态型
":?=; ":>=? ":?=;

平均值
":"+$ ' ":$;; ( ":!;< '

单一
@

模纹 单一 模纹
绿道类型

地被配置比例

说明! 表中均值差异显著性分组采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分比# 分析绿道的灌木配置模式是否有差异" 对各种

地被配置模式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得出! 单一式的地被

植物配置模式在绿道中出现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模

式$

!＜%:%;

%$表
+

%& 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地被植

物在管理上的特点决定的' 模纹式的地被植物配置方

式需要精细的养护管理以维持模纹图案的清晰度& 而

单一式的地被植物仅仅是采用开花或色叶地被植物覆

盖绿道两侧的地面' 以达到更好的绿道景观效果' 因

此' 其养护管理较为简单' 被广泛应用于绿道植物

景观&

=

结论与建议

"#$

结论

本研究从植物景观特征的角度出发' 通过调查珠三角地区
=%!

个绿道样方' 研究分析了绿道植物空

间结构( 郁闭度和盖度和配置模式的特征' 得到以下
=

点结论!

!=

种绿道类型采用乔
@

灌
@

草的复层结

构形式显著高于其他结构' 同时其所占比例都市型$

><:+A

%＞郊野型$

$%:>A

%＞生态型$

B;:>A

%&

"

都市

型绿道的乔木郁闭度显著高于生态型绿道' 其相对郁闭度都市型$

%:%$$

%＞郊野型$

%:%B%

%＞生态型

$

%:%!$

%)

=

种类型绿道的乔木( 灌木和地被的总体覆盖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其相对盖度生态型$

%:%$+

%

＞都市型$

%:%$>

%＞郊野型$

%:%$%

%) 通过对三种绿道类型乔木郁闭度和相对盖度的比较分析研究' 表明

生态型绿道的空间宽度范围大' 偏向采用更多的灌木和地被植物来营造绿道森林景观) 而都市型绿道大

多处于城镇建成区' 由于空间所限' 偏向采用高大乔木来营造绿道森林景观&

#

绿道乔木的配置模式

中' 列植模式出现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模式' 占
$;:$A

' 其余模式之间使用率的差异性不大) 绿道灌

木的配置模式以列植( 丛植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模式' 其中列植占
;!:%A

' 丛植占
=?:;A

' 其余
B

个

模式之间的差异性不大) 绿道地被植物的配置模式以单一式的地被植物配置模式显著高于其他模式' 所

占比例为
$B:$A

' 而模纹式和单一
@

模纹混合式配置模式的差异性不大&

"%&

建议

根据对珠三角地区绿道森林景观空间结构( 郁闭度和盖度以及配植模式的统计分析结果' 针对目前

绿道森林景观建设提出以下
=

点建议!

!

绿道森林景观空间结构的选择' 应根据绿道的位置及当地的城

市管理水平和社会需求来综合考虑& 因此' 在有条件进行精细养护管理的都市型或近郊野型绿道' 可以

加强乔
@

灌
@

草的复层植物空间结构& 而远郊野型绿道或生态型绿道' 因其远离城市' 无法达到都市型或

近郊野的养护管理水平' 可以多采用单层乔木结构' 或配以粗生型的草本地被植物&

"

由于珠三角地区

有夏日炎热期长的特点' 因此' 针对绿道植物的郁闭度和盖度调节' 都市型绿道应以遮阳效果强的高大

乔木作为骨干树种' 亚乔木层或灌木( 地被层植物可根据具体的景观需求' 点缀不同的色彩或花色花期

的植物' 丰富其景观效果) 而郊野型和生态型绿道营造的是开放式的景观' 需提高大乔木种植的比例'

降低灌木以及地被植物的种植比例' 以消除绿道景观的围合封闭感&

#

当前绿道植物配置模式中' 乔木

列植模式出现率较高' 灌木的列植和丛植模式出现率较高' 而列植和丛植需要植物种类以及外形的一

致' 以达到和谐的秩序感& 因此' 针对绿道植物配置模式的调整' 郊野型和生态性绿道建设可增加孤植

模式的比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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