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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小区绿化树 

作者：张元端   发表：中国建设报 评论(0) 打印 

  最近，到几个绿化较好的住宅小区去参观。一方面体验到小区开发者对绿化树的充分重视，注意了乔、灌、

草的合理优化配置，一度出现的“重草轻树”现象已有所扭转，“小树林”取代了“大草坪”；另一方面也感到

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尚未全面发挥绿化树的多种功能。  

  树木作为小区绿化的主体，有以下几种功能要充分发挥： 

  （一）生态功能。采用大片草坪尽管能使小区在短期内见绿，但遍植生长虽然较慢的高大乔木、下铺硬质地

面或小面积草坪的绿化形式却更能符合生态和人与自然亲近的需要。  

  充分发挥树木的造氧功能。据资料介绍，树林的生态效益大大优于草坪。一亩树林每天能吸收67千克二氧化

碳，释放49千克氧气，足够65个人呼吸使用；因树种不同，每年可吸收的灰尘约22吨至60吨。而一亩草地每天仅

能吸收23个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制造23个人一天需要的氧气。可见两者生态效益之差距。因此，小区绿化不仅要

提高绿地率，而且更主要的是提高绿地的叶面积指数。要尽量选用叶面积大、叶片宽厚、光合效率高的植物，提

高造氧功能。  

  要充分发挥树木的除污和监测功能。树木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氟化物等污染物质，并在体

内积累。当污染物积累到一定量以后，树木就显露出可见症状，如叶子生出斑点、枯尖、缺绿、退色、枯萎，直

至树木死亡。因此，既可利用树木来降低大气污染，又可利用树木来监测大气质量。  

  要充分发挥树木调节小气候的功能。高大树木可以创造出宜人的小气候环境。宋代大诗人陆游《新竹》诗

云：“插棘编篱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涟漪。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时至今日，当炎炎长夏之时，

用树林创造出这样的清凉世界，能节省几多空调、电扇的能源啊。  

  （二）景观功能。树木是小区的重要景观。无树不成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树木是小区的主要景观。现在的

问题是要进一步强调多种植乡土树种。  

  树木是城市文化、当然也是住区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各个城市不同的乡土树种，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各个城

市的风土特色。现在很多城市都已重视这个问题，不再盲目攀比地引进外地的奇花异树。  

  例如，北京市首都绿化委员会公布的百余个绿化美化常用树种中，就遴选了大量乡土树种。常绿树种中有侧

柏、龙柏、油松、雪松、云杉、樟子松等12个品种。落叶乔木树种则分为适宜平原栽植、适宜山区栽植及山区平

原都适宜三类，其中适宜平原栽植的有杨树、垂柳、玉兰等7种；适宜山区的有白桦、核桃楸等8种；平原、山区

均适宜的树种有栾树、国槐、银杏、臭椿、柿树等31种。花灌木树种有迎春、连翘、紫薇、牡丹等32种。这些极

富乡土特色的树种成为北京市绿化美化的主打树种以后，将会在保护北京城市特色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住宅小区是城市的细胞，而且有不少小区已成为城市的景点。因而理所当然地必须保持有地方特色的植被，

优先选择乡土树种，构造具有乡土特色和城市个性的绿色景观。当然，也不排除慎重而有节制地适当引进外来特

色树种。  

  小区绿化是否都要做到“四季见绿”，笔者以为要因地制宜。我国南方地区因气候条件，做到“四季见绿”

是没有问题的。而其它地区则不必一律这样要求。“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宋·杨万里）。一年

四季的景色本来就应该是不相同的。苏东坡有诗咏西湖四季风光：“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

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如果四季都是同样的风光，岂不令人乏味。更重要的是，片面强调“四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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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往往就会将那些地方适应性强、色彩丰富的落叶植物打入冷宫。这是非常可惜的。  

  （三）林荫功能。“绿地不少，绿荫不足”，是一些小区绿化的通病。许多城市的居民（包括笔者在内）都

会怀念道路两侧法国梧桐绿树成荫的情景。因为当夏日炎炎时它遮天蔽日所提供的荫凉，使行人受足了恩惠。现

在有些城市为了所谓的“上档次”，把行道树换成了小树型、小树冠的名贵树种，而路上行人只好顶烈日、冒酷

暑，这能不令人发出怀旧的感慨吗？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不少小区绿化仍然是单纯以“见绿不见荫”的花草和低矮灌、乔木来争奇斗胜，未能

很好地给居民户外休憩创造条件，这实在是应该尽快整改的一个问题。要竭力提倡在小区里多种树、种大树，改

变绿荫不足的现状。  

  （四）遮档功能。树木的这一功能，大概是被利用得最差的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住宅小区，既有造型优雅的

住宅建筑，又有秀丽宜人的花园庭院，更有“两山排闼送青来”（宋·王安石）等的四围借景。但不能使小区景

观臻于尽善尽美的是，抢入眼帘的也有“煞风景”的不良或不宜景观。尤其是跻身市区内的住宅小区，这种与小

区氛围很不协调的不良或不宜景观就更加多。那么，用高大树种来把它们遮挡住，应该是最佳的处置方案了。  

  顺便推而广之的说一下，位于市区的园林、寺庙、湖泊，四周也往往被不良或不宜景观包围，现代建筑作了

古典建筑的背景，高楼大厦成为潋滟湖光的屏障。这些问题也亟应采用种树遮档的办法来解决。  

  （五）减噪功能。树木消减噪声的效果并不比“隔音墙”差，而且更胜—筹的是还能成为景观。位于市区或

特殊地段（如铁路、公路沿线）的住宅小区，应在四周营造隔音林带，充分利用树木来减噪。据专家研究结果，

杨树、柏树、香樟、女贞、石楠、珊瑚等的减噪功能都很好；夹竹桃、八角金盘、小腊、蚊母、珊瑚等灌木也具

有上好的减噪本领。如果乔灌联手，并与地形起伏相配合，造成“隔音坡”、“吸音谷”，不就能实现“结庐在

人境，而无车马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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