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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景观规划设计对旅游公路品质的提升影响巨大。从

旅游公路的性质和景观特征研究入手，系统地探讨了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旅游公路

景观规划设计的新理念，为旅游公路景观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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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惊
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步伐不断加快，旅游公路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加强和

科学发展观逐步深入人心，对旅游公路的景观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旅游公路

景观规划设计，最大程度地保护路域生态环境，提高

旅游公路的品质和行车舒适性，实现旅游公路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旅游公路建设必须认真思

考的问题。

１　旅游公路的性质与景观建设特征
在我国公路分类中，旅游公路并未成为一个独

立的类别。仅从旅游公路的建设目的和所处的地理

位置看，旅游公路可被看作是通往旅游区的干线公

路或风景区内连接景点的次要道路，其技术等级可

高可低，可以是高等级公路，也可以是旅游区内的一

般道路［１］。研究表明，旅游公路建设一般具有以下

特征：

１．１　所处地形条件特殊，景观建设要求高
旅游公路常常穿越地形条件复杂的区域，其景

观建设受环境地形的影响和限制较大。此外，旅游

公路作为通往景区的门户，既是游客了解景区的重

要窗口，也是展示区域文化的重要平台，对其景观建

设有着较高的要求。

１．２　景观类型复杂，环境保护要求高
旅游公路路域范围小，沿途环境地形多变，加之

道路交叉口较多，景观类型相对复杂。其次，旅游公

路大多位于生态敏感区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比较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公路首先应该是生

态环保型公路。

１．３　综合功能需求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旅游公路所承担的不仅是交通运输功能，同时

还需兼具其它综合服务功能；通过人流、物流的交

换，带动公路沿线经济的增长。此外，旅游公路通过

其景观建设，还能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为游客提供

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舒适的休闲度假场所，对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

２　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根据旅游公路的性质、特点和景观建设要求，结

合国内外多条旅游公路景观设计的经验分析，笔者

认为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应遵循以下４项原则：



２．１　生态保护、环境协调原则
旅游公路大多位于生态环境保护区内，生境脆

弱，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因此，旅游公路建设

应把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贯穿于设计、施工的全过程，

处理好公路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使公路与环境

相融合，公路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协调。人类要从大

自然的征服者变成大自然的朋友，要把对自然的干

扰破坏降到最小程度，这是人类对大自然原有认识

的扬弃，是人们认识在更高起点上的回归［２］。这一

原则在云南思小高速公路、湖北神宜路建设中都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

２．２　以人为本、宽容设计原则
为体现对人的尊重与保护，旅游公路建设应充

分考虑驾乘人员的行为规律和视觉特性，在保证行

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游人的观光赏景需求。

必要时，可以采取灵活性公路设计（灵活运用公路

工程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将公路及景观设计的

重点由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处理好人、

车、路和环境的关系，不片面追求速度和效益。此

外，旅游公路应更加注重道路两侧构筑物和景观的

安全性设计，为过往车辆和游人提供宽容的行车环

境和人性化服务，切实体现“以人为本、宽容设计”

的建设发展理念。

２．３　凸显文化、传递情感原则
旅游公路作为通往景区的带状空间走廊，沿途

往往会穿越不同的民俗文化区域，成为传递文化、交

流情感的精神场所。设计时应充分吸收、借鉴和传

承公路所处区域的优秀文化，充分利用区域文化的

特色和差异，创造出内涵丰富、个性鲜明，富有浓郁

乡土文化气息的公路景观，形成景观与文化的和谐

统一［３－５］，并通过区域历史文化及民俗风貌的景观

再现，为游人搭建解读文化、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

平台，增强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增添道路空间

的趣味性、可读性和艺术性，进一步激发人们沿途观

光、游览的兴趣。

２．４　品牌打造、功能拓展原则
旅游公路沿线自然资源丰富，具备旅游开发和

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条件。尤其是旅游公路建成后，

前来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的人数会大幅度增加，将

有力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旅游公路

景观规划设计应充分考虑品牌打造与未来功能拓展

的需要，为道路沿线旅游开发、社会经济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条件。

３　旅游公路景观设计方法与技巧
在旅游公路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树立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非常重要。

旅游公路景观建设应坚持“自然、生态、文化、创新、

发展”的方针，正确运用生态学、景观学的基本原理

与方法，确保公路运行环境的安全、舒适、优美、和

谐［６－７］。旅游公路景观系统一般由公路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和自身景观３个部分构成。结合旅游公路
景观规划设计的特点与要求，笔者认为旅游公路景

观规划设计应采取以下方法与技巧。

３．１　公路自然景观设计
公路自然景观主要由公路两侧的地形地貌、动

植物景观、水域景观、天象时令等要素构成，反映公

路所在地区自然本底的景观质量。自然要素作为旅

游公路的原生景观，对公路的景观效果会产生最直

接的影响，是旅游公路景观的肌理与背景。在旅游

公路景观规划设计时，应始终坚持环境优美、自然和

谐的生态理念，注重公路线形与自然地形的起伏呼

应变化，形成和谐统一的景观效果。要把“走环保

之路、建生态长廊”作为公路景观建设的新追求［８］，

切实做好对自然植被的保护与恢复：对沿途景观价

值较高的地形地貌应采取保护性措施，避免人为活

动的破坏；对公路周围原有的植被应尽量保留，避免

大填大挖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充分发挥植物的绿

化、美化及生态防护功能（图１）。

图１　生态和谐、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旅游公路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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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雨、雪、日出、日落、朝霞、幕晖、季相等天

象时令都是旅游公路景观设计时可以利用的自然景

观要素，应尽可能将其融入公路环境中，营造出神奇

变换的空间意境和景象万千的道路景观。当旅游公

路穿越特殊景观地带时，应尽量保持观赏视线的通

透。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段，可增设临时停车点

或观景平台，为驾乘人员提供良好的休息场所和赏

景空间（图２）。
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角度考虑，旅游公路景

观规划设计应尽可能保护好路域生态环境，维护自

然地貌，保持场地原有肌理，并通过适当补种乡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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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合理搭配绿化植物，最大程度地模仿自然，以形

成稳定的生态群落，恢复公路的自然生态魅力。要

把公路建设对自然环境的干扰、破坏控制在最小的

限度内，努力营建景色优美、生态和谐的旅游公路交

通环境。

图２　旅游公路上增设的临时停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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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公路人文景观设计
公路人文景观主要由沿线的城镇景观、郊区景

观、风景名胜等社会文化产物构成，反映公路沿线的

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和公路建设影响等。旅游公路

不仅是一条环境优美的生态走廊，更是一条有着较

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景观长廊，能为驾乘者提供观赏

自然风光和文化习俗的良好条件。在对公路沿线人

文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时，应坚持自然景观与人文景

观相融合的文化理念，将公路两侧具有较高观赏价

值的人文景观通过视线诱导的方式引入到驾乘者的

视域范围内，以增加公路景观的亮点，激发人们的游

览热情。

旅游公路沿线大多自然景色优美、民族风情浓

郁、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欣赏美景、品位文化的理

想场所，公路景观设计应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自

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凸显公路景观的文化内涵，使驾

乘人员沿道路蜿蜒行进时，既能领略到美丽的自然

风光，又可感悟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旅游公路

景观设计时，应在深入分析公路沿线人文景观特点

的基础上，依据其景观价值的高低和景观类型进行

分类保护或有机更新。当公路穿越城镇区域时，应

考虑如何把公路景观建设与城镇经济发展结合起

来，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保障公路交通功能的正常

发挥和城镇景观的独特展现；当旅游公路穿越乡村

区域时，应对公路两侧散落的民房进行必要的修饰

和管理，对那些布局零乱的建筑应进行统一的立面

色彩景观改造（图３），对公路两侧不雅的景观应通
过适当的植物绿化手段进行遮挡或屏蔽，满足公路

视觉景观质量的高标准要求，确保整条旅游公路景

观的和谐与雅致。

图３　结合地域文化对公路两侧民房进行立面景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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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公路自身景观设计
公路自身景观包括公路线形、边沟（坡）、挡墙、

护栏、桥梁、隧道、交通标识、两侧绿化、服务区建筑

等要素，反映出公路自身的景观特征与状况。安全、

舒适、与环境协调是旅游公路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

公路景观设计所追求的目标。在旅游公路自身景观

规划设计时，应坚持安全舒适、协调统一的人本理

念，从整个路域景观工程出发，做到安全性、舒适性、

适应性、方便性的统一［６，９］。通过公路线形、景观空

间的科学布设，以及绿化植物的合理安排，护栏、交

通标识系统、照明设施的人性化设计，为公路使用者

提供一个安全舒适、视觉良好、景观协调、充满人文

关怀的行车环境。公路设计应注重线形的连续性与

流畅性，以提高道路的视觉可视性和行车舒适度

（图４）。

图４　线形流畅的公路能为驾乘者提供较好
的视野环境，提升行车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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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ｅｔ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ｏｍｆｏｒｔ

在公路构筑物景观设计方面，应注意避免边沟

的安全隐患（防止车轮卡陷），两侧边坡应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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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痕迹，增添路容美观。桥梁、隧道是公路的重要

构筑物，作为旅游公路上的标志景象之一，其景观形

象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应认真推敲构造物的合

理尺寸、比例及造型，力求简洁大方，美观自然和与

自然环境相融合（图５）。挡墙设计可视边坡地质地
形条件，适当变化挡墙的高度和长度，必要时可将挡

墙设计成高低错落有致的形态，还可对挡墙饰面进

行适当的处理，使构造物表面更加贴近自然［７］。护

栏设计应外观简洁、通透性好，与公路所处的环境地

形相适应，尽量使其融入到自然之中。服务区是驾

乘人员与管理人员短暂停留或休息的场所，其建筑

造型应结合公路所处地域的特点，凸显区域文化特

色，创造出舒适宜人的空间环境。旅游公路交通标

识系统设计应结合交通工程要求，在满足相关标准

和规范的前提下，适当增强交通标识牌的可读性与

文化内涵，设计图案应鲜明生动、简洁易懂，使路人

能够快速了解公路周围的环境地域特征（图６）。公
路路侧绿化则应以乡土植物为主，适当补充外来树

种，通过科学配置、合理布局，更好地发挥绿化植物

的生态防护、美化装饰和行车诱导作用［１０］（图７）。

图５　简洁自然、与环境融合的隧道洞口景观设计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ｏｎｃｉｓ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ｕｎｎｅ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图６　简洁明快、可读性强的交通标识牌设计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ｎｃｉｓｅ，ｖｉｖｉｄａｎｄｅａｓｉ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ｉｇｎｄｅｓｉｇｎ

图７　通过绿化植物科学诱导视线
Ｆｉｇ．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ｇｈｔｂｙ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ｐｌａｎｔ

４　结　论
公路景观设计应坚持安全舒适、生态环保、以人

为本、功能拓展的原则和理念，力求将公路建设对自

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公路景

观建设要努力改善路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丰富旅

游公路的景观内涵，提升公路的使用品质。为此，公

路景观规划设计应尽早介入，不能等到公路修建后

期才去进行一些景观修补和装饰性工作；景观规划

设计人员应尽可能深入现场，详细调查了解公路沿

线的自然环境条件和风土人情，以便充分吸收当地

的民族文化元素，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路域生态环

境，并创造出自然和谐、生态环保、风格鲜明、特色独

具的旅游公路景观效果，为带动公路沿线经济的快

速增长、提高旅游公路的社会经济效益发挥更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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