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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科学引导即将广泛开展的省域绿道网规划建设实践，探索了省

域绿道网规划建设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首先，针对省域绿道网建

设周期长、规模大、资金需求多的特征，提出应优先选择条件良好的地区先

行建设，而后再逐步推进。其次，针对绿道网规划中的难点问题，提出以追

“绿”择“道”成“网”的整体选线方式，确保省域绿道的网络化与生态化；以

借道、并道等绿道连接线形式和与机动车道平交或立交等技术手段保证绿

道网贯通和使用安全；以无缝衔接实现绿道网与机动交通系统的平稳过

渡，提高绿道网的可达性和使用效率；以省际、城际和跨界互连互通技术推

进绿道网向更广泛区域扩张。最后提出，应建立省域绿道网可持续发展机

制，并提出管理维护规范化、功能开发多元化、效益评估制度化的建议。

Abstract： To better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greenway network,

the author discusses several ke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irstly, considering the long construction cycle, large project scale

and huge development budget, the paper stat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onduct

a pilot project at a location with the best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And then

expand the greenway network project to other areas. Secondly, aiming to

solve the critical problems in greenway network planning,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route sel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green", "route" first, and then to

develop the "network" to make provisional roadway as ecological greenway;

to ensure the connectivity and security by greenway connecting line forma-

tion including reversible lanes and merged lanes; to ensure the smooth transi-

tion of greenway network and motorized traffic lanes by seamless connection

which can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and service efficiency; to expand the gre-

enway network by provincial, intercity and transboundary communicational

technique. Finally, the paper stat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the sustain-

able provincial greenway network and suggests to have the standardized man-

agement system and multicultural functional benefit assess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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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变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

的大势所趋，随着人们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

对贴近自然、休闲游憩、旅游

运动的生活需求日益提高。广

东省在准确判断转型发展诉求

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绿道网建

设，在珠三角首开全国先河建

设绿道网，打通区域间、城乡

间的生态廊道，为城乡居民提

供了绿色环保、低碳休闲的生

活方式。三年来，珠三角绿道

网建设在保护生态、传承文

化、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被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授予 2012 年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并选报迪拜

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

奖。2012年初，广东省开始向

粤东西北延伸建设省域绿道网。

国内对绿道网规划建设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还较薄弱，尤

其对省域绿道网规划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尚处于探索阶

段。为使各省绿道网建设少走

弯路，本文以广东省绿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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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雁：省域绿道网规划建设实施关键问题

珠三角省立绿道网的规划建设

实践为样板，结合浙江、香

港、欧美等地的绿道网建设案

例，探讨省域绿道网规划建设

实施中可能遇到的若干关键问

题，对绿道整体选线、贯通成

网、无缝衔接、区际互联、建

后管护、效益评估等提出可操

作的对策建议。

1 示范带动：择优先
行，逐步推进

省域绿道网的覆盖面积动

辄十万至几十万平方千米，总

长度也动辄数千至上万千米，

绿道的硬件与软件设施建设任

务繁重，投资巨大。受资金、

人力、物力、政策局限，其建

设不可能一下全面铺开，应结

合本省实际优先选择条件良好

的地区先行建设，逐步摸索适

合本省实际的绿道网规划建设

经验，发现难点问题及时探索

应对措施并吸取教训，在条件

具备时将示范经验总结推广。如

广东省陆域面积约17.98万km2，

规划的省域绿道网总长度突破

1.1 万 km，其建设过程就是在

珠三角首开绿道建设先河、取

得 2 372 km 的成功建设经验

后，再向粤东西北地区推广；

珠三角绿道网也是按照“一年

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

年成熟完善”的分步目标逐步

示范推广的。目前，正在建设

的粤东西北地区绿道网也提出

“核心优先、兼顾周边”的建设

时序，优先建设重点城镇、区

域绿地及人文景区等核心区域

内部的绿道系统，其次建设核

心区域之间的连接廊道，以点带面，逐步实现以线形廊道为主、“踏

脚石廊道”为辅，空间布局疏密有致的省域绿道网格局[1]。

2 难点突破：选线连网与互连互通

2.1 难点一：整体选线

绿道网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底、以绿化和运动休闲为特征、

串联成网的绿色线形开敞空间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绿”和

“道”是其外在必要特征，“网”是核心要旨，网络不仅可以提高绿

道系统的可达性、稳定性和复杂性，而且有利于将线形绿道扩展至

面状绿地保护。首先，合理的选线应优先追随“绿”，并进行必要宽

度的绿廊控制，以绿廊的生态基底原真性体现绿道网的生态化核心

要义；其次，“道(线)”应串联城乡聚居区和具有较高自然、历史文

化价值的各类郊野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滨水公园湿

地、历史古迹等重要景观节点，体现民生优先的建设理念；再次，

“绿”、“道”应优先选择绿化和道路基础设施良好的地段，便于借力

发展，节省投资，速见成效；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道”应以

“人行道、自行车道或两者混行道路”为有效载体确保连通成

“网”，“绿”依附于“道”建立地区的生境链、生境网络，发挥生态

隔离、缓冲的作用。在关注人本精神的同时更加关注与人类和谐共

处的各类生灵的迁徙活动及其生境恢复，防止生境退化和生境割

裂，以省域绿道网络化完善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由线及面，改善

区域整体生态环境。

美国在绿道研究及规划建设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世

纪80年代，美国即对成千上万的公园及开敞空间进行连通性规划建

设，最终形成全美综合绿道网(见图1)，当时已建及规划建设绿道总

长近2.2万km，有5亿hm2的绿地保护面积[2]。经过20多年的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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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绿道网规划布局

Fig.1 Greenway network planning lay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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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最新数据表明，美国已有及在建绿道达1 500余条，各级绿道总

长约 10 万 km，是世界上绿道建设项目最多、建设经验最丰富的

国家[3]。

广东省域绿道网的选线串联了 700多处主要森林公园、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景观林带、郊野公园、滨水公园等自然资

源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街区、历史文化遗迹等人文景观节

点，发掘并展示了本省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资源，串点连线构筑连续

的休闲游憩空间，通过各级绿

道的交叉渗透形成广东省域绿

道网的主体骨架网络格局[1]，见

图2。

浙江省域绿道网则围绕省

域高速公路网、国道、八大水

系、滨海海岸线、主要旅游通

道或旅游黄金线，以及沿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开辟的生物廊道构成。绿道

网建设以交通干线、水系、旅

游通道、自然保护区等山脊

线、海岸线为基础，形成自然

山脊型、滨河滨海型、区域交

通型、旅游通道型绿道网，不

同类型的绿道网尽可能成为连

续整体，各类型段落性绿道与

其他类型绿道相连，使之具备

连续性、网络性和整体性，构成

浙江省域绿道网的骨架体系 [4]，

见图3。

2.2 难点二：贯通成网

通过绿道的网络化扩大绿

道的覆盖面和服务范围，提高

绿道网密度和可达性，是省域

绿道网建设的主要目的。但在

规划选线或现实建设中，往往

遇到交通或用地条件不甚理想

的情况，导致绿道选线在局部

地段难于连通，如果采取绕行

选线方案将大幅增加成本。对

此，往往需根据现状道路交通

条件，采取“借道”或“并

道”的方式解决绿道衔接难

题，保证绿道网的贯通。具体

措施包括：

1) 利用绿道连接线实现绿

道对接口的有效衔接。

绿道连接线是绿道网在道

路交通空间环境条件受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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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东省绿道网建设总体规划空间布局

Fig.2 General drawing of the overall plann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eenway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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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绿道连通，将两条对接口尚有一定距离的

省域绿道进行有效衔接，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方

式，是借用公路、城市道路、河流堤坝路等的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与机动车道之间

绿化隔离空间较小，主要承担绿道网连通功能的

路段。绿道连接线的规划建设必须符合有关标准

和规定的要求。为保障绿道使用者安全，当借道

或并道时，应结合实际采取合理的建设形式，见

图4。无论需要连接的绿道网对接口是在借用道路

的同侧还是对侧，都要尽量缩短借道、并道路段

长度，单段长度以不超过 3 km为宜[5]。同时，通

过画线分区或交通管制方式，在时间与空间上避

免行人、自行车与机动车混行；机动车道的路面

应设置减速带及警示标志、专用标志等强化安全

措施，保证行人和骑车者的交通安全。对于有条

件的路段，推荐采取绕行方式避免机动交通的干

扰。绿道建设组织方应做好该段绿道连接线的确

认和上报工作，便于建后分类管理和在条件具备

时不断完善绿道连接线的绿化设施等，提升连接

线周边景观环境质量，保障绿道的生态性和休闲

游憩性。

2) 采用立体或平面交叉方式处理绿道与交通

性道路及河流的交叉问题。

当省域绿道网选线不得不与铁路、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等交叉或跨越河流时，要处理好

绿道与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河流的关

系，在保证合理连接的前提下确保绿道使用安全。

①立体交叉。

当绿道与高等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及交通性

主干路等必须相交时，宜采用立体交叉形式，以

下穿为宜。

当绿道不得不跨越河流时，可根据河面宽

度，借用城市桥梁、隧道等设施保证连通，并在

桥面、隧道路面设置自行车道和人行道标线、安

全护栏和警示标志；或架设人行桥梁跨越河流水

面；或依托河流水道渡口，通过水上交通轮渡方

式衔接，并在渡口周边设置绿道标志和警示标

志，见图5。

②平面相交。

当绿道与城市一般性交通道路平面交叉时，

应设置绿道专有“斑马线”，可根据人流量或自行

车交通量大小确定“斑马线”宽度；在绿道专有

“斑马线”一定距离之外(应不小于 2 m)设置机动

车停止线；当绿道专有“斑马线”的长度大于30 m

时，应考虑实施二次过街，根据道路横断面形式

设置过街安全岛(宽度不小于2 m)；绿道专有“斑

马线”两端及安全岛应设置隔离桩，引导居民推

行自行车通过交叉路段；道路交叉口可考虑设置

带有行人过街按钮的交通信号灯，设置条件应遵

循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

14886—2006)的相关规定；当平面交叉选择无信

号灯控制时，可在停车线前 30~50 m设置限速标

13

c 并道：隔离条件特别差时，采取画线的并道形式，这种方式应
尽量少用，在条件允许时添加护栏等设施

a 借道形式一：隔离条件较好时，可设置宽度约1 m的绿化隔离带

b 借道形式二：隔离条件一般时采用隔离墩、护栏隔离

图 4 绿道连接线的借道与并道形式

Fig.4 Greenway connecting line formation including
reversible lanes and merged 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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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注意行人标志、人行道预告标志，并在绿道

专有“斑马线”前方设置宽度为3~4.3 m、高度为

7.6~10 cm的减速丘或减速带[5]。

2.3 难点三：无缝衔接

为提高绿道网的连通性、可达性和使用效

率，便于公众使用，需考虑绿道网和机动交通系

统的相互连通和无缝衔接，实现绿道和机动交通

的平稳过渡。对此，应根据绿道网所处区位，选

择不同的无缝衔接方式。

城区内部应做好绿道与城市重要交通节点、

交通系统的连接，如与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公

交、轨道交通等的接驳与换乘。同时，应与城市

公共交通系统统筹考虑自行车租赁点的设置，方

便交通换乘，实现绿道网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

无缝衔接。

城市外围应在保障交通安全基础上，加强绿

道与轨道交通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的衔接，引

导游客经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便捷使用绿道。绿

道经过高速铁路、轨道交通车站时，应设置换乘

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和停车服务，实现便捷换

乘。绿道经过高速公路出入口、国道、省道附近

时，可开辟绿道出入口，通过设置绿道与高速公

路出入口、国道、省道的专用连接通道，实现无

缝衔接。

2.4 难度四：区际互连

1) 省际、城际绿道网交界面的互连互通。

省际绿道网交界面是指省域绿道网跨省的衔

接面，而城际绿道网交界面是指省域绿道网跨地

级以上市的衔接面。省域绿道网多采取属地投资

和属地建设管理方式推进当地绿道网建设实施，

这必然造成不同属地的绿道建设在交界地带存在

标准不一、衔接不到位的问题。为确保省与省、

市与市间的省域绿道实现无缝衔接，在更广泛区

域串联成网，省际、城际交界面的互连互通、有

效对接是省域绿道网在建设环节必须解决的重要

问题。

为实现省际、城际地区绿道网建设标准统

一、合理衔接，绿道网建设所涉及的省份或城市

双方应进行充分对接和协调，采取有效机制共同

完成协调整合规划。规划内容应包括：①绿道

纵、横断面和通行方式的相互衔接；②绿道标志

系统的有序性、连续性、逻辑性对接；③配套服

务设施的协调设置，避免重复或空缺；④绿道两

侧绿化缓冲区相应类型及空间管制要求的协调；

⑤双方工作进度安排、工程组织程序的协调；⑥

相邻省份、城市开展相关工作的协调、衔接机

制，以及各自与本省绿道网建设的组织牵头机关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对接机制等[6]。

在保障交通安全的基础上，省际、城际交界

面可通过公路、桥梁及结合绿地系统等多种方式

进行衔接。广东省域绿道网即采取省道、大桥、

轮渡、城镇道路、绿地系统、滨江步行和自行车

14

c 绿道遇到小河流时可架设人行桥梁保证连通

a 绿道遇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采用立体交叉方式，以下穿为宜

b 绿道遇到河流必须跨越时可借用城市桥梁保证连通

图 5 绿道与道路交叉、河流交汇的处理方式

Fig.5 Greenway design in river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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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乡道、河堤路、绿化隔

离带、生态型步行和自行车道

等多种有效措施，实现了 46处

城际交界面(含珠三角18处城际

交界面)的互连互通，见图6。

后发省份的绿道网建设要

协调先行实施绿道网建设的相

邻省份所确定的绿道选线和绿

道外延出口，结合本省实际尽

量有效衔接，如湖南、江西、

广西、福建等省的省域绿道网

规划选线就需考虑衔接广东省

域绿道网的10处延伸出口(见图

7)，而福建、江西省域绿道网

的建设还要同时考虑与浙江省

域绿道网的有效衔接。

2) 跨界省域绿道网交界面

的互连互通。

珠三角地区拥有邻近港澳

的特殊区位，绿道网建设要考

虑跨界建设。为实现粤港共建

大珠三角地区优质生活圈，确

保环珠江口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和延续性，广东省“十二五”

期间提出建设“湾区跨界绿道

网”的任务。依托珠三角区域

绿道网，规划建设深港、珠澳

交界区的跨界绿道，与港澳的

景观步道、郊野公园衔接，串

联湾区森林、湿地、海岸带和

近海岛屿等生态资源，联手打

造连通粤港、粤澳环珠江口两

岸的跨界绿道网，实现共同保

护区域生态敏感区及生态旅游

资源的目标。环珠江口跨境区

域绿道是珠三角绿道网与香港

绿地系统有机衔接的典型，主

要由珠三角 1号、2号绿道的南

段组成，在深圳梧桐山森林公

园与香港八仙岭、大榄郊野公

园相连。

跨界省域绿道网交界面的互连互通，不仅包括各方在用地及空

间方面的对接，还包括粤港澳三地跨界绿道发展目标、空间布局、

发展策略的对接，相关规范建设标准的对接，以及规划实施具体行

动安排和相关制度设计的对接；更可以通过现有粤港、粤澳口岸连

接，探索绿道交界点通关机制，包括人员、自行车的便捷进出及与

其他交通方式的顺畅接驳等。

尽管目前对绿道跨界交界面对接的实践推广尚不迫切，但应在

实践中及时总结并积累成功经验，为广西、云南、东北三省、内蒙

古等边境省份在逐步开展省域绿道网规划建设中遇到跨界对接问题

时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

城际交接面

福建省
江西省

湖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图 6 广东省绿道网城际交界面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greenway intercity interfa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福建省

绿道网省际交界面

省域绿道网对接示意

绿道网跨界交界面

江西省

湖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图 7 广东省绿道网省际交界面与港澳绿道网跨界交界面

Fig.7 Sketch map of the greenway network in the vicin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ransboundary connec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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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制建立：管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3.1 管理维护规范化

为充分发挥绿道网的功能效益，确保其长久

保护和永续利用，省域绿道网建成后，需建立有

效、规范的绿道网管理和维护机制。各省应根据

本地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特点制定符

合实际的绿道网管理和维护运营总体框架，明确

如何确保绿道使用安全并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如

何确保充足的管理资金等，以及明确绿道网管理

维护的主体与客体，保障省域绿道网的健康运营。

香港麦理浩径管理经验表明，完善健全的法

律保护、政府的财政支持、培训有素的专职人才

保障、生态旅游等多功能开发利用、注重市民教

育和要求及获得市民支持等措施，是麦理浩径得

以长期健康运营的基础。

欧美国家也十分重视绿道网管理，均成立了

相应机构专门从事绿道管理工作。欧洲于1998年

成立了欧洲绿道联合会(EGWA)，作为欧洲协作开

展绿道研究和规划建设跨国绿道系统的重要协调

机构。美国绿道管理经验更加全面、规范，从 20

世纪80年代起，在将绿道作为重大经济产业进行

规划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措

施，有力推动了绿道网建设的蓬勃发展，同时建

立了多层级的政府管理架构，允许多种绿道管理

机制并存，包括特设风景道路机构、部门联合、

公园机构、联邦或州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及私营

所有者的种种管理体制，制定维护规划，明确绿

道维护运营内容；强调风险防范与安全管理，完

善立法，以不同层次的法制规章约束绿道建设与

运营活动。

上述经验均给省域绿道网的建后管理以诸多

借鉴。各省可因地制宜，灵活制定多种管理机

制，明晰管理职责，形成定期维护与安全巡查制

度，提倡长效的公共维护机制等，作为省域绿道

网建后管理维护的行动规范。

各省绿道建设管理所处阶段或程序不同，管

理内容会存在差异，但仍有一些通则内容可互为

借鉴，如建设管理可从制定建设管理流程出发，

对绿道网建设的每一步提出相应的管理要求；经

营管理应重点明确经营方式及经营管理细则要

求；维护管理应提出具体维护方式及生态保育方

案；安全管理可从安全教育、安全设施的定期培

训和安全检查角度，制定全面的安全措施，保障

绿道网的使用安全；环境管理可以生态维育为目

标，制定空间管制、生态维育措施等[7]。各省还可

探索实施绿道“认养”计划，鼓励企业、社会团

体或个人承担部分绿道的日常管养和维护工作，

体现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思路，降低绿道建

设和维护成本。省委省政府应从行政保障、土地

使用、税收、财政保障等方面制定省域绿道管理

维护的有效保障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与保障机

制，制定出台《省域绿道管理暂行办法》，完善相

关立法，通过规范化和法制化的政策制度，保障

省域绿道网在建成后得以健康、稳步、可持续

发展。

3.2 功能开发多元化

绿道网建设是民生、环境、生态和经济四大

功能合一的工程，兼具生态保育、游憩健身、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科研教育、发展休闲经济等多

种功能。功能和效益往往相辅相成，各省应从省

域绿道网的多元化功能特征出发进行充分的开发

利用，不仅可极大改善地区生态环境——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固碳释氧、降噪降尘等，还可极

大提升绿道网吸引力，为地方带来不菲的经济效

益，更能提升绿道网沿线资源价值，发挥绿道的

综合效益。省域绿道网的多元化功能开发是促进

绿道充满活力和持久生命力、以绿道养绿道、长

久弥新的有效途径。

国外诸多成功案例提供了绝佳例证，美国西

雅图绿道增加了物种的多样性，完善了生境；波

士顿“翡翠项链”从本质上改变了由于殖民城市

方格状街区格局所造成的缺少变化的景观与城市

结构，完善了城市空间布局；途经北卡罗来纳州

和南卡罗来纳州跨度约 500英里的螺纹游径大幅

度提升了绿道周边的土地价格和地方财政收入[8]；

东海岸绿道成功跨越美国历史街区，引入新生活

力；南普拉特河绿道完善了环境教育与展示内

容；伦敦绿道降低了城市热岛形成几率；大温哥

华中央谷绿道布置了多种康体健身设施，吸引了

大量游客等。而国内也不乏绿道综合功能开发的

成功案例，首开广东绿道网建设先河的增城市即

通过绿道网建设(见图 8)，直接带动了当地的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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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运动、休闲、餐饮、商贸乃至房地产等相关

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民就业，提高了农民收入。

增城市通过建设自驾游、自行车休闲健身游、增

江画廊水上游三条绿道，构建起覆盖全市的绿道

旅游网，在提升旅游形象和生态旅游环境的同

时，推动了绿道旅游经济发展。据调查，2011年

每月有 3万多名游客到绿道周边的“农家乐”旅

游消费，带动全市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128%；71

km的绿道为沿线居民带来绿道维护、卫生管理及

治安联防等直接就业岗位 1 000多个，带来农家

乐、自行车租赁、商业小摊等间接就业岗位3 000

多个。据有关机构评估，2010年增城市绿道生态

休闲旅游资源总价值约为 4 849.75万元。不仅如

此，绿道沿线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的改善对当地

房地产投资也产生明显拉动效应，在近两年国内

房地产市场严管调控的大环境下，增城市房地产

市场不仅投资价值提高了 9.28%，而且还促进了

当地不动产的升值[9]。

3.3 效益评估制度化

众所周知，绿道网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生

态和环境效益非常显著，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做好

绿道建设投资效益分析，算好绿道建设促进劳动

就业和旅游消费等“看得到的账”及改善生态和

优化投资环境等“看不到的账”，是总结绿地建设

经验、促进绿道网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

的环节。

绿道网作为地方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

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对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生

态和环境效益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估，是对地方政

府在此项公共管理上的绩效评价，能反映地方政

府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的提升。因而，建议将绿

道网的效益评估制度化，即与地方政府的绩效评

估结合，每 3~5年评估一次，或根据地方需要确

定更短的时间。一方面，对绿道建设成果是否满

足社会公共需要做出价值判断，从定量和定性的

角度评估绿道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效益，

形成科学有效的评估结论，以引起政府部门及公

众对绿道的正确认识，达到“以评估促建设、以

评估促改善、以评估促管理”的目的；另一方

面，发挥政府公共绩效评估的目标导向功能、监

控支持功能、测量推动功能、比较提高功能、公

开透明功能，为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廉洁

公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提供制度保障[10]。

定期进行绿道网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

效益评估，总结阶段性建设与管理经验，还可以

及时发现绿道网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改善建议，为高标准、积极稳妥推进省

域绿道网建设和运营提供有效建议。同时，不断

摸索和构建省域绿道效益评估体系，从定量角度

评估绿道建设所带来的效益，可以为本省乃至其

他省份绿道网建设的政策完善，提供科学的决策

依据和可供借鉴的建议。

4 结语

省域绿道网规划设计理论仍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仅提出了针对省域绿道网规划选线、贯通成

网、与机动车道交叉、区际互连、管护利用、效

益评估等的技术操作方法，仍有诸多问题需深入

探讨，如绿道遇高山、坡地、台地确保自行车骑

图 8 增城市绿道网规划

Fig.8 Greenway network planning in Zengcheng City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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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江画廊水上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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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的处理方法，绿道借用防洪堤岸的处理方

法等。省域绿道网建设是规模宏大、耗资巨大、

情况复杂、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各省在开展省

域绿道网建设中，需在汲取国内外已有绿道网建

设实践的研究结论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

省实际，预先对各阶段即将面临的各种关键技术

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不断摸索总结、充实

完善省域绿道网建设理论和技术方法，为后发省

份的建设提供丰厚的理论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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