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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岭公路隧道洞口景观问题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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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岭公路隧道的洞口景观问题，随着隧道工程的迅速发展已经显得愈发突出。本

文在对我国公路隧道工程发展总体情况及公路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归纳

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研究中的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洞口景观的主要作用，

包括消除旅途疲倦、文化展示和传递、地标及环保等作用。进而对公路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过

程及表现形式等展开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公路隧道洞口景观艺术作为一门涉及众多学科

的系统工程，亟待更多隧道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 华丽的洞口景观是否又对

安全行车造成了不利影响，以及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的评价问题值得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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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ortal Landscape Issue of Mountain Highway Tu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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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problem of mountain highway tunnel portals has become an outstanding issue with the fast
developing of tunnel engineering． On the base of summarizing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current research
of portal landscape of Chinese highway tunnels，some main problems in portals landscape design of mountain highway
tunnel were analyzed，and the main significances of landscape design of mountain highway tunnel portals were presen-
ted also，including the functions of refreshing from journey，culture display and transmission，land mark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n，the landscape design process and expression forms of highway tunnel portals were dis-
cuss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a system engineering relating to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the highway tunnel portal
landscape art urgently nee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problem whether the gorgeous tunnel portal landscape
has adverse effect to driving safety and the evaluation problem of the tunnel portal landscape are continuing issues that
needs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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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的公路工程因其设

计等级低，越岭时，常以盘山展线方式通过，很少运

用隧道方式穿越山岭，也谈不上洞口景观设计。近

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在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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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资力度的持续加大，高等级公路在全国各地

不断修建，以隧道方式越岭已作为首选被广泛采

用，大大推动了我国公路隧道的设计及施工水平不

断的提高。但是，在高速公路大发展的初期，隧道

洞门的设计大多只考虑了保持洞口附近山体稳定

以及洞口结构与洞口附近山体进行有机结合的需

要，即安全、力学上的因素，洞门仅被当作是一个承

受背后山体土压力、稳定边坡、保护道路免于落石

与雪崩等危害的防护结构，而很少考虑景观、美学、
生态上的因素，常常以路堑方式设置洞门和开挖洞

口，厚重的端墙式、翼墙式洞门被大量采用，这种设

计理念及对应的洞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改变

了洞口周边的自然环境，破坏了既有坡体的自然平

衡状态，对洞口附近的局部景观也产生了极大影

响。本世纪以来，公路建设的环保、生态问题日益

受到广大公路建设者的重视，在杜绝深挖高填、注
重公路景观和环境保护方面对设计人员提出了更

高高的要求。隧道建设者们也逐渐开始认识到隧

道洞门除防护功能外，对周边的总体环境还有一种

符号和象征意义，还能对穿越隧道的驾驶员们产生

重要的视觉效应和心理效应。因而，在隧道工程的

建设实践中，人们也开始注重并尝试进行隧道洞口

的景观设计。
显然，隧道洞口景观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不仅仅

是隧道洞门本身，而是包含隧道洞门、洞口伸出物、
边仰坡、洞门前引线、洞口附近的绿化及装饰、隧道

洞口段照明，以及隧道洞口周围一定范围的山体在

在内的综合景观。本文在对我国公路隧道工程发

展总体情况及公路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研究现状进

行综合分析归纳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公路隧道洞

口景观问题研究中的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洞口景观

的主要作用，进而对公路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过程

及表现形式等展开了探讨。

2 我国公路隧道的发展及洞口景观

研究现状

2． 1 公路隧道建设总体情况

据交通部统计，过去由于公路建设资金严重短

缺，技术缺乏，修公路多以盘山公路为主，在 20 世

纪 50 年代，我国仅有 30 多座隧道，总长约2． 5 km。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我国干线公路上曾修建了百

米以上的公路隧道。1964 年修建的北京至山西原

平公路上，修建了两座 200 m 以上的隧道，在当时

己是非常大的工程。到 1979 年，我国公路隧道通

车里程仅为 52 公里，数量为 374 座。1993 年发展

到 682 座，总长 136 km。隧道平均长度为199 m，

均是二级以下的短隧道为主［1］。
据统计，截止 2000 年底，全国公路隧道总计有

1684 处，隧道总长为 627． 725 千米，其中特长隧道

15 处，总长为 53． 907 千米，长隧道 135 处，总长为

206． 992 km，其余为中隧道和短隧道，公路隧道通

车里程比 1979 年增长了 12 倍多，比 1993 年增长

了 4 倍多。图 1 显示了近三十年来以来我国公路

隧道建设数量及建设长度的总体增长趋势［2］。

图 1 我国公路隧道数量及长度近三十来年的发展变化图

Fig． 1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highway tunnel number and the lengt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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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我国公路隧洞口景观现状分析

2． 2． 1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研究现状

文献调研发现，我国有关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的

探讨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熊光荣在 1991 年

发表的“谈谈隧道洞口工程的设计问题”［3］ 一文

中，针对铁路隧道的洞门问题，提到了隧道洞门的

“美学”设计问题，建议“改变洞门设计千篇一律，

粗糙泛味的现状”，将隧道洞门的美学设计提到了

议事日程，并建议编制铁路隧道洞门标准设计图

时，增加各型洞门有关美化设计的原则和内容。其

后的近十年间，有关洞口美化及景观问题的研究，

似乎归于沉寂，直到 1999 年，熊世龙发表“浅议公

路隧道洞门设计”［4］一文，较早地针对公路隧道提

出了洞门设计构思原则，以及包括规划、方案、装饰

等内容的综合设计思路。
进入新世纪，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者在隧道洞

口景观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 先 地 位，2001 年 至

2005 年，关向群( 西南交通大学 1999 级博士生) 发

表了系列有关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的研究文章［5 ～ 8］，

并于 2004 年完成了名为“隧道洞口景观设计实用

方法的研究”的博士论文［9］，将景观学的基本原理

和评价方法用于隧道洞口的景观设计和评价，编制

了包含约 300 个样本的隧道洞口景观数据库，这也

是国内最早的比较系统地阐述隧道洞口景观问题

的研究论文。关宝树教授在其专著《隧道工程设

计要点集》［10］中，对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概念、洞

口的景观因素、洞口景观设计的实用方法( 包括评

价方法、洞口景观数据库，以及数码摄影机图像处

理等) 进行了专门论述。周德培教授课题组在隧

道洞口绿化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指导多

名学 生 完 成 了 隧 道 洞 口 绿 化 方 面 的 研 究 论

文［11 ～ 14］。仇文革教授课题组在隧道洞口景观设计

的 3D 动画和 Photoshop 渲染技术［15，16］、新型隧道

洞门设计［17 ～ 20］，以及隧道洞口景观数据库开发方

面［21，22］开展了系列研究。具有“艺术设计学”专业

背景的曾艳在徐伯初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名为

“高速公路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硕士论文［23］，从

生态、安全、心理，以及文化等四个方面阐述了高速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设计的人文关怀。景观工程专

业的贾玲利通过对有关隧道景观方面研究论文的

分析，指明在隧道洞口景观评价方面的研究还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在分析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了隧

道洞口景观应包括结构的合理性、形象设计的艺术

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等多种内容，进而对隧道

洞口绿色景观及其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24，25］。
近几年，昆明理工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及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等院校都出现了以隧道洞口景观为

背景的学位论文及期刊论文［1，26 ～ 29］，研究者多为

“环境工程”或“设计艺术学”专业背景。
重庆交通科学研究院的蒋树屏研究员等研究

者以江苏宁( 南京) 淮( 安) 高速公路南京江北段老

山公路隧道为依托，对环保型隧道洞口展开了系列

研究: 提出了傍山隧道的一种新型环保结构———棚

洞结构( 见图 2) ，其结构新颖美观，构造轻巧，与环

境协调性较好，而且，洞顶按一定的坡率回填，种植

树、草或藤蔓植物，可以有效绿化洞口边仰坡，减小

刷破范围［30 ～ 32］; 依托该工程，还成功进行了“前置

式洞口”( 绿色洞口，见图 3) 的实践，可保全洞口山

坡及原生植被免遭破坏，并大大减少洞口仰坡开挖

及防护工程量［33］。

图 2 傍山棚洞结构

Fig． 2 Shed-hole adjacent to mountain

图 3 前置式洞口结构

Fig． 3 Advanced entrances of a highway tunnel

在近些年的山岭公路隧道工程实践中，也陆续

出现了一批造型美观、结构新颖，并富有文化内涵

的优秀的洞门景观［34］，如四川省国道 213 线郎川

公路［35］( 图 4 为该公路上的具有藏文化特色的日

尔郎山隧道洞门) 、云南思( 茅) -小( 勐养) 高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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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为该线路上具有典型傣文化特色的百花山

隧道洞门) 、广东梅( 州) -河( 源) 高速［36］( 图 6 为

该线路上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东山岗隧道洞门) 、
安徽黄塔( 桃) 高速［26 ～ 28］( 图 7 为该线路上具有典

型徽州牌坊文化特色的马金岭隧道洞门) 、湖南常

( 德) -吉( 首) 高速( 图 8 为该线路上具有湘西文化

特色的雀儿溪隧道洞门) ［37］等。

图 4 具有典型臧文化特色的日尔郎山隧道洞门

Fig． 4 Portal of Rierlang Mountain Tunnel with typical
Tibetan feature

图 5 具有典型傣族建筑文化特色的百花山隧道洞门

Fig． 5 Portal of Baihuashan tunnel with Dai nationality
architectural factors

图 6 具有典型客家文化特色的东山岗隧道洞门

Fig． 6 Portal of Dongshangang tunnel with Hakkas culture feature

2． 2． 2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研究中的问题探讨

综合分析已有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

( 1) 就公路隧道洞口景观本身的研究来说，除

西南交通大学的一批具有土木工程背景的研究者

做过一些相关研究工作外，其他的具有土木工程专

业背景的研究者则多侧重于洞口设计和施工工艺，

图 7 酷似徽州牌坊的马金岭隧道洞门

Fig． 7 Portal of Majinling tunnel just likes Huizhou Paifang

图 8 具有湘西文化特色的雀儿溪隧道洞门

Fig． 8 Portal of Queerxi tunnel with Xiangxi culture feature

当前从事隧道洞口景观问题的研究人员则多集中

在艺术设计、景观工程、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领域，

缺乏工程及结构背景，对隧道工程的理解更多地侧

重于艺术设计及景观修饰层面，而非技术层面，这

可能对山岭隧道洞口景观方面的研究进展会造成

一定制约。
( 2) 景观问题，在土木工程专业人员眼里可能

是一“偏软”的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水

平，与我国隧道工程建设的发展速度相比，已经显

得不太相称，迫切需要有更多的隧道专业人员进行

跨学科的研究。
( 3) 目前，隧道工程的景观设计基本处于随心

所欲、各自为政的状况。换句话说，建设者重视的

情况下，可以做一点，否则，则可做可不做。即便是

做，也没有有效的评价与评审体系，所以，结果是:

华丽与简约并存，匹配与累赘齐在!

3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的作用分析

3． 1 利于视觉适应、消除旅途疲倦

洞口景观的营造，通过对洞门色彩、造型、外观

结构、色彩、材质、空间布局，以及洞口绿化等技术

处理，可以增加隧道洞口的导视性，给驾驶员与乘

客为之一震的视觉冲击。而在公路尤其是高速高

速公路连续行驶中，驾驶员与乘客都非常容易产生

7782012 年第 4 期 王东方，等: 山岭公路隧道洞口景观问题分析探讨



枯燥乏味与疲劳感，这种视觉冲击，调动起了他们

的审美情趣，在心理上变被动信息接受为主动关

注，能够减轻、消除烦躁情绪，减轻司机的疲劳感，

使旅程变得轻松愉悦。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白天进出隧道时的视觉暗适应与明适应: 通

过亲切和舒适的洞口环境，驾驶员驶入隧道时，因

为瞬间对洞口景观的关注与欣赏，不自觉间降低了

行车速度，在驶入隧道前给驾驶人员足够的视觉适

应及心理准备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行车

安全，驶出隧道后良好的洞口视觉环境，也会让司

机与乘客人感觉更加舒适、安全。
3． 2 文化展示和传递作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公路，除了具

备交通功能外，同时也是地区文化展示和传递的舞

台，是四方游客了解当地特色文化的“窗口”，公路

的延伸，实际上也是地区文化的“释放”。而隧道，

正是公路这一线型构造物上的一个个节点，当然也

是其重要的文化传递载体。与桥梁构造不同，进出

口是隧道工程的唯一外露部分，是隧道工程的“门

脸”，这种文化展示与传递作用顺理成章地落在了

洞口景观设计上。
由图 4 至图 8 也可以看出，优秀的洞口景观更

是一件具有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能够传递思想、
折射精神世界的艺术品( 当然，图 6 的色彩配置是

值得商榷的，因为色差偏大，明暗对比偏明显，这对

进洞时的视觉适应是不利的) 。
3． 3 地标作用

中华大地有大量的风景名胜、文化古迹、名山

大川，而公路，正是通往这些地方的重要通道。公

路，作为一线性景观，隧道洞口景观宛如这条线上

的点，要体现这一长线上的环境变化和提高其可识

别性，就只能通过特殊的诸如隧道洞口这些点景观

来标示。利用附近的山川、河流、地名、村寨名等作

为隧道名，是长期以来隧道命名的惯例，司乘人员

穿行隧道时，也习惯了把隧道洞口这种人工构造物

看作路段的标示，恰当的洞门景观设计，大大提升

了这张标示作用的标示效果，非一般的公路路段标

示牌所能比拟。
如图 9 所示的位于昆( 明) -石( 林) 高速公路

上的清水沟一号隧道，其洞顶装点有酷似石林景观

的装饰，让过往游客有一种未到石林，先观石林的

感觉。将枯燥的隧道洞口与壮观是石林景观紧密

结合，在强调景区风景的同时，其本身也构成了一

道风景，更重要的是，在该段高速公路上起到了很

好的地标作用［34］。

图 9 清水沟一号隧道洞口“石林”景观

Fig． 9 The stone forest landscape of the first Qingshuigou
tunnel portal

3． 4 环保作用

环境保护作为全球化问题，在世界各国、各领

域、各行业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作为一

世界级大国，也正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

发展战略中。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

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性法规，如水土保持法、空
气污染法、水质保护法、森林法、矿山法等都涉及到

相应政策和规定。
隧道洞口，是实现隧道环保作用、体现其环保

效应的重要平台。长期以来隧道工程中所谓“早

进洞、晚出洞”，正是为了少开挖、少扰动山体，少

破坏原始植被与原始洞口区段的环境，即就是针对

环保而提出; 近年来的傍山棚洞结构( 见图 2 ) 、前
置式洞口( 见图 3) 、零开挖进洞［38］( 见图 10 ) 等设

计理念和施工工艺，也都是针对环保而提出; 对隧

道洞口开挖的边仰坡进行防绿化，恢复和建设好地

表植被，能够加固坡面浅层岩土体，稳定边仰坡，防

止冲刷和水土流失，弥补隧道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从而保护生态环境。

图 10 “零开挖”进洞

Fig． 10 Zero excavation in tunnel entrance

878 地 下 空 间 与 工 程 学 报 第 8 卷



4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的设计探讨

4． 1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的设计过程

由于洞口景观问题涉及到诸多的学科及众多

不同学科的技术人员的配合与协调问题，目前，关

于洞口景观的设计还没形成较为一致的操作性很

强的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隧道洞口景观的设计

与方案比选，是跟隧道洞口位置的选择问题密切相

关的，所以，在洞口景观设计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线

路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即需要通过洞口景观

设计的调整来与线路及所对应的洞口环境相协调;

反之，在允许的情况下，隧道线路也需要根据景观

设计的需要做相应调整。
图 11 是在对现有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

绘制的洞口景观设计流程图。
4． 2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的表现形式

公路隧道的洞口景观可以通过多种表现形

式来展现，如线型、结构、色彩、装饰、绿化、小品

建筑等，本文对洞口景观的基本表现形式及其实

现 手 段、特 点 等 做 了 详 细 归 纳 和 总 结，如 表 1
所示。

图 11 隧道洞口景观设计流程图

Fig． 11 The flowchart of tunnel portals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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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隧道洞口景观的表现形式

Table 1 Landscape expression forms of tunnel portals

表现方式 实现手段、特点

洞门

造型

线型

结构

直线型

曲线形

端墙式

突出式

直切

正切

倒切

斜切

喇叭口

异形

无洞门

显得雄伟、刚劲、稳重、朴实

显得轻柔、秀美、动感、多情

结构简单、工程量小、施工简便，运用频繁。经过一些修饰，端墙式洞门经常被装点成各种

特色景观，本文的图 4-图 8 都是端墙式的变种。

通过设置一定长度的明洞，减少了对山体削坡的工程量，总体显得简洁明快、自然顺畅; 洞

口砌体呈弧形条带状，对自然山体坡面影响较小，仰坡坡面自然植被一般受施工影响较

小，多采用绿化方式对洞门周边进行装饰和恢复。

为了满足特殊功能要求而设计的造型奇特，或做了特殊装饰或美化的洞门

“弱化”洞口的设计，若有若无。这种洞口景观设计不是制造人工景观，而是融入自然风

景。从整体上看，洞口、隧道、公路、山体景观一脉相承，使隧道洞口更加简洁、自然，对原

有环境破坏较小，是最经济、最环保的一种洞门形式。

色彩及图案
色彩

图案

通过装饰材料的色彩变化来美化洞门。最常用的色彩是材料的本色，如混凝土的青灰色、
毛石的自然色泽、砖砌体的色彩等。一般来说，色彩的使用宜单纯，不应采用纯度高的明

亮色，避免视觉上的突兀感。

结合如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从中吸取形式语言，成为洞口画龙点睛的部分。

装饰

建筑式手法

浮雕式手法

雕塑式手法

贴面式手法

造型式手法

利用简化的建筑构造来装饰洞门，体现建筑的神韵，展示文化内涵( 如二郎山隧道洞口景

观、嘎拉山隧道洞口景观等) 。

浮雕式装饰手法多用于端墙式洞口，进行隧道洞门外墙面的装饰。设计师通过结合公路

隧道周围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创作系列主题浮雕，装饰洞门并传递文化内涵。

将雕塑运用到隧道洞门的装饰中，通常装饰于洞门的上部和侧部，加强视觉效果，突出洞

门的含义，主要用于强调隧道的重要性或纪念意义。

采用水泥抹面、外墙砖，或各种外墙贴面材料进行贴面，通过材料机理和色彩的搭配、置

换，构成装饰图案来美化端墙，营造与周围环境协调、和谐的文化氛围。

在不影响工程安全的情况下，结合地形需要和装饰效果，适当改变端墙上檐口的外形设

计，如直线形、曲线形和台阶形等变化，或者通过外挂仿岩石、GRC 塑石等，达到仿岩石的

自然机理效果，弱化人工开凿痕迹。

建筑材料

造景

材料机理

材质选择

通过材料肌理、纹理的变化来降低大面积端墙的压迫感。实践中对水泥衍生品多采用塑

面、剁斧、凿毛、横向线条和竖向线条等方式。常用的材料有: 瓷砖、花岗岩、混凝土、混凝

土肌理变化、毛石，以及彩色真石漆、其他高强涂料等。

避免过浅、过亮，适宜选择亚光、粗糙的材质，以减少反射光的产生。

植物造景

洞口边、仰坡

洞前绿化

两洞之间绿化

端墙绿化

植物选择

对洞口已破坏生态环境的区域用植被恢复为主进行绿化设计。

对洞门前方一定范围进行绿化，丰富洞口的景观层次，并起到一定的安全引导作用。

两线分离时，需要安排较为自然的植物群落种植。两线之间宜选择种植乔木和攀延藤植

物，以形成绿廊，暗化洞前光线。

通过端墙上的植物绿化，丰富端墙的装饰效果，减小端墙的生硬感和人为痕迹。

要充分调查分析当地的土壤情况、气候条件、海拔位置、当地主要树木植被的情况等，制定
科学合理的绿化方案: 洞口绿化要尽量采用当地物种，既美观实用又方便管理; 通过植物
的合理配置使绿化具有整体性和节奏感; 保证植物成活、生长及护坡的功能; 采用恰当的
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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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现方式 实现手段、特点

概括和

抽象

民族文化元素

地域文化元素

历史文化元素

特殊景观元素

通过联想、想象，把具体的对象概括为抽象符号，利用抽象出的几何线条、造型、图案等，塑

造民族、地域及历史文化，以及其他特色景观元素，使生硬的洞门构造融合到特色文化中。

洞口铭牌

通过墙顶嵌入、侧墙嵌入、洞身侧壁镶嵌、洞口架立、洞口山体刻字、洞口建筑雕刻小品等

方式，让洞口铭牌融入洞口景观并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以充分利用洞口铭牌的地标

作用。

灯杆
灯杆的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景观效果。一般为洞口两侧的对称设计，也有因造型需要的单

侧设计。设计中应重视灯杆的设置位置、高度在图面上的平衡作用。

棚洞

一般隧道洞口

傍山棚洞

隧道群棚洞

用于调节光线的明暗过渡，利于视觉适应。

即“半隧道”，用以保护边坡和自然环境，能有效的防止滚石，减缓悬崖陡壁造成的压抑感，利

于行车安全。而且，既不用设置通风，又可以起到减光的效果。也不失为一道特色景观。

隧道群的出口与进口距离较短，导致洞口环境空间狭小、视野受限，驾驶员在很短时间内

须经历“暗-明-暗”的视觉环境变化，此种棚洞正是为消除这种视觉影响而设置。

小品建筑
在隧道洞门结构中或洞门前配置小品建筑，不仅展示民族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增添隧道

景观，还能让司机和乘客耳目一新、为之一震。

5 结 语

公路隧道工程的迅速发展大大提升了我国隧

道工程的建设水平，与隧道工程密切相关的洞口景

观的营造，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开始有一些实践

和尝试。本文对山岭公路隧道洞口景观问题进行

了一点粗浅探讨，主要结论有:

( 1) 公路隧道洞口景观现状的研究和实践落

后于公路隧道工程本身的发展和建设，从事研究的

人员结构也比较单一。作为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

程，需要更多学科人员的参与，更需要隧道工程专

业技术人员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

把隧道洞口的防护功能、调光功能和景观功能结合

起来，实现洞门结构“稳”、“美”、“绿”的统一。
( 2) 公路隧道的洞口景观具有利于视觉适应、

消除旅途疲倦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优美的景

观在为驾驶人员“提神”的同时，也分散了其注意

力，让驾驶人员的注意力由驾车转向景观欣赏，吸

引了驾驶员的视线，这是否又对安全行车造成了不

利影响，这也应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 3) 当前，隧道洞口景观“华丽型”与“简约

型”并存。有观点认为，公路隧道洞口的装饰不同

于城市建筑的外墙装饰，不宜追求华丽与精致，而

应追求朴实、简洁，及与周围自然景观的协调。过

度的繁琐装饰以及过于细致的表达方式都不合适。
洞门形式的选择应尽量轻巧、简单，以少动自然边

界条件为原则，过于隆重、华丽的洞门装饰不仅不

能解决隧道洞门与环境的协调问题，甚至可能加剧

这种不协调感。但是，从一些洞口景观的实践可以

看出，有些偏华丽的洞门也很美。所以，洞口景观

的评价问题就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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