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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隧道洞口景观构景元素分析

刘 佳 1， 何 乔 2， 苏恩杰 1， 同月苹 1

（1. 长安大学 公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2. 贝尔福‒蒙贝利亚技术大学 信息学院， 贝尔福 90000）

摘要：为了明确景观在隧道工程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现状，对

洞口景观构景元素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构景元素的具体

表现形式并提出了相应的设计建议。结果表明：隧道洞门类

型决定了洞口景观设计的整体风格，借助洞门装饰、肌理、颜

色、亮度、线型等元素的整体表现发挥洞门外观的构景效果；

经过暗化和柔化处理的洞门墙面，可以减少对光线的反射，

降低洞口亮度，减缓洞门压迫感；洞口绿化通过生态防护和

栽植绿化达到生态修复和美化环境的目的，借助植物自身的

吸光能力和低反射率对洞口进行减光处理，营造舒适的行车

环境，是目前公路隧道景观设计的主流；洞口铭牌、小品建

筑、彩色路面等诱导系统具有信息导向作用，通过造型、色

彩、位置及风格的合理设置能够正确发挥视线诱导功能，提

高驾驶人注意力；考虑地域文化以及与周围环境协调性的洞

口景观设计可以缓解驾驶人心理紧张感，提高安全性和舒

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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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landscape in tunnel engineering， the landscape 
elements of tunnel entrance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specific expressions of landscape elements we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design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ype of tunnel 
portal determines the overall style of the landscape of 
tunnel entran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portal 
decoration， texture， color， brightness， line type， etc.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andscape effects of portal 
appearance. The darkened and softened portal wall may 
reduce the light reflection， decrease tunnel entrance 
brightness， and relieve portal oppression. Greening at the 
entrance can restore the ecology and beautify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lanting. 
The light-absorbing ability and low reflectivity of plants 
may reduce the light at the entrance. The greening creates 
a comfortable driv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currently the 
mainstream of highway tunnel landscape design. The 
guiding system such as entrance nameplates， sketch 
buildings， and colored pavements has an information-

oriented function. Through reasonable settings of shape， 
color， location， and style， the sight-inducing function can 
be correctly used to improve drivers’ attention. The 
landscape design at the entrance that considers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coordina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can relieve drivers’ psychological tension 
and improve safety and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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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作为公路隧道结构唯一外露部分，与自然

环境紧密相连。将洞口结构与景观设计有机结合是

隧道整体规划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改善公路隧道行

车环境，提高驾驶安全，另一方面推动环保与人本理

念的持续发展［1-2］。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发表的《隧道洞口景观设

计研究》和《隧道洞口的景观设计方法》主导了近些

年隧道洞口景观的研究方向［3］。熊光荣［4］1991 年提

出隧道洞口位置的选择与洞门式样要统一考虑，并

将美学渗入到隧道洞门设计中；关宝树［5］将景观设

计概念引入到隧道洞口结构设计中，以此作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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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熊世龙［6］认为洞门建筑

要融于自然环境，将洞门规划、方案比选、装饰应用

和洞门前处理等进行统一设计；关向群［3］将层次设

计中的“点、面、线”模式应用到洞口景观设计中，编

制了洞口景观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洞口景

观实用设计方法；叶飞［7］基于大量典型公路隧道洞

口景观案例，分析了洞口景观的构造方式和构景效

果，认为洞门的安全作用和景观功能休戚相关；贾玲

利等［8-9］阐述了我国在隧道洞口绿化和景观评价方面

研究的不足，提出了隧道洞口绿色景观概念，建立了

包含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洞口绿化评价体系，

并运用该体系对洞口绿化景观进行综合评价和等级

划分；黎明［10］探讨了公路隧道洞口景观艺术设计原

理和方法，研究了装饰艺术形式的美学价值。近几

年，研究人员逐渐关注使用者本身（即驾驶人）对景

观效果的感知和评价，基于驾驶人的生理、心理及行

为特征对洞口景观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开展研究。

Duan［11］利用生理记录仪分析了隧道洞口颜色对不同

行驶速度下驾驶员心率的影响；申振武［12］建立了隧

道洞口绿化形式与驾驶人心率变化之间的量化关

系，随着洞口绿化程度加深，驾驶人心理负荷逐渐降

低；叶飞［13］利用眼动指标探究了洞门肌理、洞口绿

化、洞门颜色和洞门线型对洞口景观设计舒适性和

安全性的影响，并从美学角度提出了洞口景观优化

建议。

综上所述，对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设计原则和方法上，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初步

探讨了洞口景观在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中的功能及

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环境依然

存在洞口位置不突出、洞门颜色亮度高而增加洞内

明暗适应过程、夸张的装饰元素分散驾驶注意力、洞

口景观缺乏次序感、构景元素协调性和统一性不足

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现

状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各构景元素的具体表现形

式及功能特征，以期为提出科学合理的公路隧道洞

口景观设计与评价提供参考。

1 “景”元素的构成 

构景元素是公路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形态本

质，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有序性和差异性：各构

景元素在视觉识别空间上存在前后、上下、左右等关

系，在形体和颜色上表现出差异性和一致性，在时间

上呈现出同步性与交错性，各元素间既彼此独立又

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化的复杂空间体系［14］。

通过查阅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研究相关文献及设计资

料，梳理出景观元素的基本构成，如图 1 所示。

2 “景”元素的表现形式 

2. 1　洞门外观　

2. 1. 1　洞门类型　

隧道洞门从结构类型上分为：墙式洞门、突出式

洞门和特殊式洞门［5-7］。

墙式洞门根据端墙形式分为直线形、曲线形（拱

翼式）、台阶式、翼墙式、柱式、城堡式等，包含对称和

非对称两种形式。面积较大的端面墙壁通过色彩和

装饰手法进行个性化设计，对周围景观环境起到积

极作用［6］。立柱和城堡设计往往成为视觉的焦点，

给人不是钻山洞而是穿城门进闹市之意境（图 2）。

突出式洞门强调结构的立体形状，以直削和斜

削的形式占主流，常见削竹式（图 3a）、喇叭口式（见

图 3b）和环框式。突出式洞门设计朴素，与周边环

境、山体形态融为一体，在处理洞口明暗过渡问题中

发挥重要影响［15］。洞口环衬色彩突出，成为视觉焦

点，能够明确洞口位置及空间尺寸，诱导驾驶人正确

图1　隧道洞口景观元素构成

Fig. 1　Composition of landscape elements of tunnel 
entrance

图2　嘎拉山隧道洞口

Fig. 2　Entrance of Galashan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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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隧道。

特殊式洞门有棚洞式（图 4a）和遮光棚式（图

4b）。特殊式洞门从建筑结构角度对洞口进行减光

处理，通过设置减光格栅缓解了由于洞内外亮度突

变引起的短暂性视力功能下降，同时降低了入口处

亮度增强的能源损耗［16］。影响入口处减光格栅长度

的主要因素有洞外亮度、洞内亮度，以及驾驶人视力

恢复时间等，入口处减光格栅长度一般大于出口

处［17］；此外，部分棚洞式洞门因其结构特殊性，需要

考虑风荷载作用下受力不均的问题，在进行格栅间

距设置时应避免眩光［18］。

2. 1. 2　洞门装饰及肌理处理　

洞门装饰借助材料、造型、颜色、绿化等艺术创

作手段，赋予隧道洞门美学价值。常见装饰手法有：

建筑式装饰、浮雕式装饰、雕塑式装饰、造型式装饰、

贴面式装饰和弱化式装饰等［10］，见表 1。

肌理处理一方面利用材料本身特点谋求变化，

另一方面可用人工的方式“创造”肌理效果，常见形

式有壁画、横竖条纹或无肌理。壁画装饰有利于提

升驾驶舒适性，但过于精致和色彩对比强烈的壁画

装饰又会分散驾驶人注意力［19-20］。在进行洞门装饰

时，应使用反射比低、定向度低的漫反射饰面材料，

结合肌理处理，可降低洞口亮度、减轻洞门的压

迫感。

2. 1. 3　洞门颜色及亮度　

洞门颜色是驾驶人最易感知的构景元素，与材

质或饰面材料有关，有单色和多色两种形式。单色

一般是无饰面或采用单一的材料对洞门进行装饰，

宜采用深暗色，在植被常年茂盛地区亦可在墙面设

爬藤类植物，对洞口进行减光处理［21］；为使设计与周

围环境协调一致，洞门主色调应使用接近自然的颜

色，如洞口植被丰富的地方使用浅青瓷（图 5a），黄土

裸露的地方使用赭色、浅棕色、深棕色、浅青瓷、深蓝

色、灰色等（图 5b）；多色通常进行调色设计，形成具

有对比、突出和强调的特点，颜色的设置不宜过多，

宜 控 制 在 两 种 左 右 ，避 免 危 险 和 不 确 定 的 模

糊色［22］。

洞口亮度影响驾驶人进入隧道后视觉能力的调

节时间，为了使驾驶人尽快识别洞内路况，对洞门墙

面进行暗化和柔化处理，减轻反射光线对驾驶人的

刺激［21］，如图 6a 所示。洞口亮度对驾驶人心率也产

生一定影响，当亮度提高时，驾驶人的平均心率增

加，但增加速度缓慢［22］。因此，在不引起视错觉的情

况下，局部使用较高亮度的强调色，与周围环境形成

对比，发挥警示、引导和缓解作用，有利于提高驾驶

人的注意力［11］，如石地坪一号隧道端墙顶部为红色，

图3　突出式洞门

Fig. 3　Protruding portal
图4　特殊式洞门

Fig. 4　Special portal

表1　常见洞门装饰手法

Tab. 1　Decoration method of tunnel portal

装饰类别

建筑式
浮雕式
雕塑式
造型式
贴面式
弱化式

特征

利用仿建筑的艺术装饰，常见于柱式和城堡式洞门，凸显建筑神韵。
富有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等主题色彩，多用于端墙式洞门。
通常装饰洞门上方和侧方，施工难度大、成本较高，应用较少。
改变端墙外形，如直线形、曲线形和台阶形等变化，墙身采用统一装饰，达到自然肌理效果。
采用多种外墙贴面材料，通过材料肌理和颜色搭配美化端墙壁面。
常见突出式洞门，弱化洞门装饰，仅用涂料和贴砖装点洞门突出部位。

图5　洞门颜色与自然环境相接近

Fig. 5　Portal color close to na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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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环框为亮白色（图 6b）。

2. 1. 4　洞门线型　

洞门线型有直线、曲线、不规则或组合形式。直

线设计凸显简洁、均衡、稳重，结构感强；曲线形式更

显轻柔、优雅，动感，代表洞门有削竹式、环框式等；

直、曲混合式洞门主次分明，顺势而为，直观特征依

赖组合的完美程度，如图 7 所示；喇叭口式洞门呈不

规则形，更具灵活、韵律和强特色感。

2. 2　洞口绿化　

绿化是隧道洞口景观主要构景元素之一，通过

坡面生态防护和坡面栽植绿化，达到生态修复和美

化 环 境 的 目 的 ，包 括 洞 口 前 区 绿 化 和 边 仰 坡 绿

化（图 8）。

2. 2. 1　洞口前区绿化　

洞口前区绿化是针对分离式隧道而言，包含洞

间山体绿化和前区绿化。洞间山体绿化尽量保留原

有自然植被，破坏之处采用乔木、灌木恢复；前区绿

化根据场地条件，采用乔、灌列植或乔、灌木组合的

方式，立地条件良好时建议种植大规格景观树点缀，

营造兴奋点［23］。

2. 2. 2　边坡及仰坡绿化　

在充分考虑坡体自身结构稳定的前提下，结合

坡高、坡率、岩性等工程特点，选择合理的坡面防护

和栽植绿化措施。坡面防护措施有：直接喷播、挂网

绿化、喷有机材绿化、土袋绿化、植生袋、土工格室

等［10］，常采用“乔、灌、藤、草、花”相结合的模式。

此外，洞口绿化在减少洞口内外照度差和缓解

驾驶人心理紧张感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对于路堑

式、半路堑式或不填不挖式隧道，有绿化相比较无绿

化，洞口内外照度差可减小 60 %左右；随着洞口绿

化程度的加深，驾驶人进出隧道时的心率增长率呈

现整体下降趋势，驾驶人的心理负荷显著降低［12］。

综合考虑洞口绿化的形式美及功能效用，给出

隧道洞口绿化植物选择及建议［23-25］，见表 2。

图6　洞门亮度的整体弱化与局部强调

Fig. 6　Overall weakening and local emphasis of por⁃
tal brightness

图7　秦岭二号隧道洞口

Fig. 7　Entrance of Qinling NO.2 Tunnel

图8　洞口绿化

Fig. 8　Greening of entrance

表2　隧道洞口绿化植物选择及建议

Tab. 2　Se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green plants at tunnel entrance
   

位置

洞口前区

边仰坡

洞间

前区

坡脚

坡面

植物种类

乔、灌木
乔、灌列植
或乔、灌木

乔木

乔、灌木、草、花
卉、藤本

建议

配置具备一定吸收强光能力的植物。
从隧道洞口至远离洞口的方向，有序布设，植物高度由高到低，植株间距由密集到稀疏、由遮光到通视，总
体遵循“种植间距逐渐增大、种植高度逐渐降低”的原则。
①洞口附近适合栽植大冠径、枝叶茂密、遮光性强的高大乔木；
②边坡株距随靠近洞口方向逐渐减小。
①边坡采用乔木到中灌木、矮灌木逐渐过渡的形式，增加生态多样性；
②仰坡绿化植物颜色应下深上浅，驾驶人视野范围内用反射系数较低、亮度较低的深色系植物，视野范围    
    之外用浅色系植物；
③采用喷播防护时，一个坡面选用灌木（或花卉）种子为 2~3 种；
④当坡面被喷混凝土封闭时，辅以藤本植物进行遮蔽；
⑤常春藤的亮度相对较低，对阳光的反射率最低，在气候和水文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使用该种植物对公路    
    隧道进行绿化，将使照度要求降低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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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诱导系统　

2. 3. 1　洞口铭牌　

洞口铭牌设计是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重要一

环，常见形式有：交通指示牌、洞前置石或雕塑、仰坡

上方分离大字、洞口上方铭牌、洞口中间铭牌。驾驶

人在接近洞门时要完成对洞口铭牌的感知和理解，

因此，铭牌设计要易于辨识，设计风格结合地域文

化、民俗风情、自然环境和稳定性等因素。基于以上

考虑，从隧道命名、铭牌位置以及文字的视认性三个

方面给出洞口铭牌的设计建议［21］，见表 3。

2. 3. 2　小品建筑　

小品建筑是丰富、美化洞口环境，并具有典型景

观效果的空间塑造。在造型、颜色、材质方面具有可

欣赏性，借助色彩与风格的搭配，衬托周围环境，体

现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是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点

睛之笔。常见类型有：壁画、雕塑、浮雕、假山置

石等。

小品建筑具备信息导向作用，能为司乘人员提

供诸如隧道名称、环境、导向、警告等信息。通常位

于中央隔离带、端墙面以及洞口前方一定距离，驾驶

人对小品建筑的感知过程不由得降低了行车速度。

小品建筑在色彩和造型设计上不宜繁复，雕塑、假山

置石等宜就地取材，也可运用钢筋混凝土仿造天然

石材，或选择可再生、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延长小品

建筑的使用寿命。

2. 3. 3　广告牌及标语　

广告牌及标语的设置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

比，容易引起驾驶人分心而造成不可忽略的交通安

全事故［26-29］。位于洞口附近的广告牌及标语在视野

范围内占有一定的面积比例，对洞外亮度有增加功

效，为了减小其对洞口亮度的影响，广告牌要尽量远

离主视野范围，且采用深暗色材质，不进行镀膜

处理［18， 30］。

2. 3. 4　交通标志、立面标记、防护设施　

交通标志考虑可见性和易读性，根据信息长度、

字体大小、笔画粗细以及行驶速度与视认距离之间

的关系提出相应设计。洞口前的交通标志尽量简

单，标志出隧长、限速、警示即可。洞口立面标记对

驾驶人起到警示作用，亮色设置增加了驾驶人心理

紧张感，提高驾驶注意力，以红色最佳，黄色次之，绿

色和灰色等暗色系的影响不显著［31］。交通标志、立

面标记以及护栏、防撞桶等设施具有视线诱导功能，

通过调整标志物的颜色、亮度和对比度，可以避免驾

驶人出现视错觉，降低隧道交通安全隐患［32］。

2. 3. 5　彩色路面　

路面是视野范围内面积占比最大的构景元素，

彩色路面的主要特征体现在路面的色彩和铺筑样

式。公路隧道洞口段路面色彩主要有红色、黄色、蓝

色、绿色、白色（水泥路面）和黑色（沥青混凝土路

面），各色彩对驾驶人产生的心理效应以及相应的驾

驶行为特征如表 4 所示。

彩色路面在隧道洞口处的常见铺筑样式分为：

块状、长形、条形以及条块相接，如图 9 所示。

彩色路面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信号，可发挥警

示和减速的诱导功能，以红色和黄色路面效果最

优［33］。驾驶人在黄色路面行驶时的扫视幅度大于红

色路面，扫视幅度越大，说明驾驶人越紧张，警惕性

越高，并伴有减速操作。因此，隧道入口段铺筑黄色

路面效果更优，建议出口段铺筑红色路面［34-35］。

加入抗滑材料的彩色路面，形成彩色抗滑薄层，铺

筑在隧道洞口段，增加路面的摩擦系数，减小刹车距离，

对避免恶劣交通事故发挥积极作用［36］。彩色路面的设

置还需要考虑隧道洞口亮度和铺筑长度。洞口外路面

颜色不宜太鲜艳，形式不宜太复杂［30］；彩色路面的铺筑

表3　隧道洞口铭牌设计事项及建议

Tab. 3　Design items and suggestions for tunnel nameplate

设计事项

隧道命名

位置

视认性

字体
高宽比

字号

字频
笔画数

颜色

建议

根据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等要素确定；
同一区域内要求“一隧一名、名实相符”；
隧道名称简洁、易记，建议不超过 6 字。
优先选择洞口前方一定距离；
当位于洞口附近时，提高文字的视认性，使驾驶人在距离洞口较远处就能识别。
使用易于辨别的楷书、行楷，酌情使用行书、隶书，避免使用金文、大小篆和草书等。
尽量使用高宽比为 1：1 的汉字。
依据行车速度确定字号；
加大字号，使隧道铭牌在远处能被识别。
优先使用高、中频汉字。
使用笔画数较少的简洁字。
字体颜色醒目，与背景有一定对比度；
以红色、金色为主，此外还有黑色、白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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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要满足驾驶人从感知到采取减速措施所需的反应

时间，建议不少于一个停车视距。同时，彩色路面+黄

色或白色鱼刺型减速标线的综合设计方案更能够引起

驾驶人的警惕，降低隧道洞口交通事故风险［37］。

总体而言，洞门类型决定了隧道洞口景观的整

体布局，不同洞门类型强调的构景元素也有所差异。

表 5~ 表 7 列 举 了 我 国 公 路 隧 道 洞 口 景 观 典 型

案例。

综合以上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墙式洞门强调洞

门外观，借助端墙形式及洞门装饰的整体表现，体现

地域环境、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以及设计师的审美观

念和设计意图，实现人造景观和地域文化的有机结

合；突出式洞门将洞口结构作为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的景观建筑，通过洞口绿化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恢复，是目前公路隧道洞门设计的主流；特殊式洞

门强调洞门形式，借助建筑结构本身特点对洞口进

表4　色彩在路面应用的引导特征

Tab.4　Guiding feature of colors applied in pavement

类别

红

黄

  

蓝

绿

白

黑

心理效应

紧张、危险

明亮、警告

平静、指示

舒适、可靠

安静、安全

深沉、注意

驾驶行为

警惕、减速

警惕、控制车速

正常行驶

正常或加速行驶

正常行驶

正常行驶

图9　彩色路面铺筑样式

Fig. 9　Pattern of colored pavement 

表5　墙式洞门构景元素

Tab. 5　Landscape elements of wall portal

隧道名称

巴独隧道
（图 5a）

东山隧道
（图 5b）
巴勒根达

板隧道
（图 6a）
石地坪 1
号隧道

（图 6b）
秦岭二号

隧道
（图 7）

南腊隧道
（图 8a）

板仑隧道
（图 10b）

雁门关隧
道

（图 10a）

二郎山隧
道

秦岭终南
山隧道

端墙形式

台阶

直线

直线

台阶+翼
墙式

曲线

直线

直线

柱式

城堡式

直线

洞门装饰及肌理

青山壁画

灰色壁画，城墙造型

灰白色贴面

浅灰色贴面，端墙顶部红色
装饰

浅灰色贴面

浅黄色壁画，端墙顶部体现
傣族建筑文化

蓝色壁画
复合水泥浮雕

灰白色贴面，城墙造型

灰色贴面，端墙顶部体现藏
族建筑文化

仿石纹贴面

边仰坡

乔、灌木

草本

草本

乔、灌木

乔木

仰坡采用艺
术装饰

乔木

高大乔木，
颜色上浅下
深

洞口前区

-

草本种植

草本种植

灌列植、草、花

灌、草、花结合，
乔木点缀

灌列植与草本种
植

灌列植与草本种
植

灌木与草本种植

乔木与灌木呈密
集分布

洞口铭牌

洞口上方绿色字体

洞口上方红底黄色字体

洞口上方金色字体

洞口上方黑底黄色字体

洞间红色分离大字

洞间红色字体

位于洞口上方采用人造砂岩
设置红色字体

洞间红色字体

洞间黄色字体

洞间红色字体

诱导系统

黄色路面，洞口立面标记采
用黄黑反光膜，护栏上设有
反光片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防护
栏颜色为红白相接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

红色条形彩色路面，洞口立
面标记拱部为蓝白相间图
案，两侧边墙为黄黑反光膜
洞门上方标语牌，红色长形
彩色路面，洞口立面标记采
用黄黑反光膜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

红色块状彩色路面、洞口立
面标记采用黄黑反光膜、洞
前雕塑

洞口立面标记采用黄黑反光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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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减光处理，调节入口处明暗过渡，缓和驾驶人高速

进入洞内暗环境下的心理紧张感。

3 “景”元素的构景效果 

各构景元素经过细部处理和空间组合形成具有

感知和意境的空间形态，达到消除疲劳、视觉适应、

文化展示、地标作用和环境保护的构景效果。

3. 1　消除疲劳　

隧道洞口景观是功能与情感、技术与艺术相结

合后物化为人们生活方式的载体，个性化洞口景观

设计可增加使用者的兴趣点，给人美的享受，使心情

得以放松，消除疲劳。隧道洞口景观采用艺术表现

手法添加趣味性和活力感，避免经过千篇一律的洞

口时产生疲惫甚至晕厥反应。例如，雁门关隧道洞

门（图 10a）恰到好处的色彩和造型设计呈现出气势

磅礴的洞口环境，给驾驶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板

仑隧道洞门（图 10b）采用壁画和浮雕装饰，展现历史

典故，引人入胜，给驾驶人带来轻松和愉悦感。

3. 2　视觉适应　

隧道出现的“黑洞”和“白框”效应是引起驾驶人

不良生理和心理反应的主要原因，极易诱发不良驾

驶行为，引发交通事故。通常借助洞门结构和绿化

对洞口进行减光处理，降低洞口内外明暗差异，符合

驾驶人视觉适应需求。遮光棚式洞门（图 11a）和棚

洞式洞门（图 11b）利用建筑结构自身特点，合理设置

减光格栅，减缓人眼因光线剧烈变化引起的不适感

和眩光问题。洞口绿化（图 12）借助植物本身的低反

射率降低洞口亮度，形成洞口照度的“阶梯式”过渡，

是一种既生态且经济有效的减光措施。

3. 3　文化展示　

隧道洞口是隧道工程的唯一外露构筑物，可作

为展示和传承地域文化的载体，赋予隧道洞口景观

文化思想与内涵。图 2 所示为西藏嘎拉山隧道，在

表6　突出式洞门构景元素

Tab. 6　Landscape elements of protruding portal

隧道名称

新疆赛里木湖隧道
（图 3a）

乌鞘岭四号隧道
（图 3b）

蝴蝶兰隧道
（图 8b）
龙岗隧道

野象谷隧道

那圩隧道

包家山隧道

青岛胶州湾隧道

立体形状

削竹式

喇叭口式

环框式

削竹式

环框式

削竹式

削竹式

削竹式

边仰坡绿化

草本恢复

保持原有生态

乔木、灌木

草本为主，乔、灌木点缀

乔木、灌木

藤本、灌木

乔木、灌木

乔木、灌木

洞口前区绿化

草本

灌列植

乔木、草本

乔木、草本

灌木、草本组合，乔木点缀

灌木、草本、花卉

灌木、草本、花卉

洞口铭牌

洞间白色字体

洞间白底绿色字体

洞口前方置石

洞口前方置石、
交通指示牌

铭牌与雕塑结合

洞前铭石

仰坡红色分离大字、洞口
前方置石

仰坡红色分离大字

引导系统

红色长形彩色路面、洞口立面标
记为黄色

设置信号灯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

洞口立面标记采用黄黑反光膜，
设置信号灯
洞口环框灰色贴面，傣族公主帽
形状洞门造型

洞口立面标记采用黄黑反光膜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

洞口立面标记为条纹肌理

表7　特殊式洞门构景元素

Tab. 7　Landscape elements of special portal

隧道名称

南京老山隧道
（图 4a）

上海长江隧道
（图 4b）

老虎山隧道
（图 11b）

厦门翔安隧道

洞门形式

棚洞式

曲线遮光棚

棚洞式

曲线遮光棚

边仰坡绿化

乔木、灌木

灌木、草本

乔木、灌木

坡脚为灌木，坡面采用高大乔木

洞口前区绿化

灌木、草本

灌列植

灌木、花卉

灌木和草本搭配，乔木点缀

洞口铭牌

-

洞口上方红色字体

洞前置石，
洞口上方红色字体

洞前设置雕塑，
洞门上方红色字体

引导系统

-

路面标识

-

洞口立面标记为白色

图10　艺术装饰洞门

Fig. 10　Portal with art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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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上采用多层建筑结构，洞门色彩为符合青

藏文化的白色、红色和黄色，略带宗教色彩，整体风

格古朴粗犷。图 13a 所示为二郎山隧道，其厚重、严

肃、雄壮的洞门形态和建筑风格彰显了川藏地区独

特的民族文化。图 13b 所示为北京居庸关隧道，隧

道洞门形式为方形敌楼，形态沉重、个性突出，整齐、

流畅的墙体线条与长城风景相映成辉，彰显燕赵文

化。此外，厦门翔安隧道（图 13c）、八庙隧道（图 13d）
等均赋予洞口景观文化内涵，体现人文与自然的有

机融合。

3. 4　地标作用　

隧道洞口常作为山川、河流、历史名迹、村寨和

风景名胜区的参考地标。隧道名称通常以风景名胜

或特殊景观进行命名，采用景区特色元素进行洞口

装扮，这是对景区的一种无形宣传。野象谷隧道（图

14a）位于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洞门的弧形设

计犹如傣族公主帽，边仰坡采用当地乔木+灌木的

绿植模式，与周围热带雨林背景相融，整个画面散发

出西双版纳独特的傣族文化，为驾乘人员呈现了一

道靓丽且极富韵味的地域风情。清水沟一号隧道洞

门（图 14b）采用人工塑石砌筑，仿石林地貌的喀斯特

造型，不仅给旅途增添意境，还起到地标作用，指示

旅途人员石林就在前方。

3. 5　环境保护　

隧道洞口景观设计将更多精力放在对植被的保

护与恢复，将“人为元素”融入自然环境，形成对生态

环境的有效保护，并取得持续型生态效应，这符合公

路隧道绿色发展理念（图 15）。

4 结论及展望 

基于对隧道洞口景观现状的研究，本文从洞门

外观、洞口绿化、诱导系统三个方面梳理了景观元素

的构成，分析了构景元素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研究内

容，给出了相应的设计建议。但在目前缺乏成熟的

设计方法和评价体系的背景下，公路隧道洞口景观

在诸多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下对洞口景观设

图11　利用洞门结构减光

Fig. 11　Light reduction relying on portal structure

图12　利用洞口绿化减光

Fig. 12　Light reduction relying on entrance greening

图13　文化展示

Fig. 13　Display of culture

图14　地标作用

Fig. 14　Role of landmark 

图15　环境保护

Fig. 1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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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几点建议与思考：

（1）驾驶人在隧道洞口段进行了较为剧烈的视

觉和心理适应过程，有必要建立构景元素与驾驶人

心生理状态指标之间量化关系，以此作为隧道洞口

景观安全性和舒适性的评价依据。

（2）隧道洞口作为展现文化历史的窗口，赋予洞

口景观思想和内涵，可以提升公路景观的文化品位，

激发人们的想象，创造出一种宁静安详的氛围，但是

要把握文化设计尺度，讲究文化环境的有序性。

（3）公路隧道在运营和维护过程中最突出的问

题是交通安全和照明装置的能源消耗，景观设计与

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从交通安全、照明能耗以

及建设成本等方面对构景元素进行评估和设计有助

于推动公路隧道的可持续发展。

（4）隧道洞口景观设计兼具形式、色彩、比例搭

配等具体表现和文化性、民族性等抽象内涵的双重

思考。利用心理物理学，综合静态和动态两种视觉

特性，分别从环境协调性和司乘人员敏感性进行量

化分析，优化构景元素设计，提高公路隧道洞口景观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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