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松：“统筹整合”策略下的城市绿道系统规划——以北京市顺义区绿道系统规划为例

摘要：绿道建设是提升非机动交通环境质量的重要手

段。顺义区绿道系统规划将绿道定位为“景观体系纽

带、绿色交通主干、特色旅游线路”。针对“绿色交通主

干”定位，对顺义区非机动交通环境现存问题进行调查

分析，提出“统筹整合”的规划策略，包括用地统筹、整合

设施、统筹设计三个方面。在规划策略的指导下采用线

路适宜性评价的方法进行绿道线路规划，确定了由11条

绿道线路构成的绿道系统，其中中央大街绿道、空港绿

道、京密路绿道是以绿色交通为主要功能的绿道线路。

绿道系统规划成为解决非机动交通系统连续性不足、衔

接不畅、品质不佳等问题的创新尝试。

Abstract：Greenway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

proving the quality of non-motorized traffic environment.

Greenway system for Shunyi District is positioned as a

landscape system link, a green arterial traffic and a specific

tourist rout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xisting transpor-

tation problems and 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for

land use, infrastructure and design. Based on that, green-

way system is planned by the suitability assessment to de-

termine 11 greenway routes including three routes (Central

Avenue, Aerotropolis Greenway and Beijing-Miyun Green-

way) with green traffic as main func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greenway system design will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non-motorized traffic in the three aspects: lack of continu-

ity, inconsistent development and low-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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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绿道(Greenway)系统是指通过自然廊道(如

滨河、溪谷、山脊线等)或人工廊道(如废弃铁

路、风景道路等)组成的开放空间网络，将居住

区、城市中心区、公园、自然保护区、历史古

迹等进行连接的系统。19世纪中期，奥姆斯特

德规划了波士顿“翡翠项链”，用林荫道将若干

公园进行连接，形成世界最早的绿道系统。此

后，绿道规划和建设在全球广泛开展，较具代

表性的有阿巴拉契亚游径、明尼阿波利斯绿道

等。伴随实践的开展，绿道的功能正由单一景

观功能逐步扩展至由生态保护、旅游、历史文

化保护、绿色出行等构成的复合功能[1]。

顺义区绿道系统规划涉及顺义全区范围，

规划面积1 021 km2。通过对国内外案例比较和

顺义区现状问题分析，规划将顺义区绿道系统

定位为多目标综合型绿道系统，发挥景观体系

纽带、绿色交通主干、特色旅游线路三方面功

能。针对绿色交通主干定位，规划对顺义区非

机动交通现存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统筹

整合”的规划策略，并以此为基础在ArcGIS平

台中采用绿道适宜性评价的方法进行绿道选线。

1 现状问题分析

顺义新城非机动交通系统已初具格局，主

要由城市机动车道两侧的非机动车道构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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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乏环境质量较高的区段，例如，东风小学周

边非机动车道于2011年被评为北京市十佳步行线

路之一。然而，现状非机动交通系统仍存在以下

三方面问题。

1.1 连续性不足

顺义新城局部区段非机动车道缺失或通行不

畅，导致行人和骑车者难以沿连续的非机动车道

从出发地到达目的地，由此居民对非机动交通方

式的选择大大减少。导致连续性不足的原因有

二：1)部分非机动车道由于机动车停车占用，导

致非机动车通行存在困难，例如，顺通路(顺平路

以南区段)的横断面形式为三块板，但是由于停车

泊位紧张，自行车道被用作路侧停车场，干扰了

正常的自行车交通；2)部分区段的非机动车道被

城市快速路等高等级道路打断，例如，顺义新城

五里仓桥是顺平路与顺通路相交的高架桥，由于

该桥交通状况复杂，顺通路南北向的非机动车道

难以连续。

由于道路红线和道路横断面形式已确定，因

此难以在道路红线内对非机动车道进行拓宽改

造，致使连续性不足成为非机动交通环境改善的

难点。

1.2 衔接不畅

非机动交通与公交车站、轨道交通车站等进

行衔接能够更有效提升绿色交通体系的运行效

率 [2]。但是，顺义区由于各交通方式间的衔接不

畅，导致公交车站周边自行车停车占用人行道，

公共汽车靠站干扰自行车通行等问题仍较为普遍。

1.3 品质不佳

非机动交通与周边商业建筑、景观资源形成

良好的互动可提升非机动交通系统的环境品质。

例如，明尼阿波利斯在滨湖带状绿地中建设非机

动车道系统，为居民提供了一条具有较高景观品

质的步行、自行车通行线路，见图 1[3]。相对于

此，顺义区由于缺乏专项规划引导，导致缺少高

品质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步行、自行车通行线路。

2 “统筹整合”的规划策略

针对顺义新城非机动交通系统连续性不足、

衔接不畅、品质不佳三方面问题，绿道系统规划

采取了“统筹整合”的规划策略，包括三方面内

容：1)用地统筹——解决改造空间不足的问题；

b 局部鸟瞰a 总平面

图 1 明尼阿波利斯绿道

Fig.1 “Grand Route” in Minne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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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设施——形成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绿色

高速路”；3)统筹设计——提升步行和自行车通行

环境品质。

2.1 用地统筹

针对非机动车道改造空间不足的问题，规划

提出将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带状绿地、道路用地

内的公共空间进行统筹规划。对于城市道路横断

面形式已确定，道路用地无法为非机动车道拓宽

或改造提供空间的区段，建议采用带状绿地综合

改造、公共建筑退线范围综合改造的方式为绿道

建设提供用地。

1) 带状绿地综合改造。

对于现状人行道、自行车道宽度不足且机动

车交通量大、缺乏拓宽空间的区段，建议采用带

状绿地综合改造的方式。将规划道路用地、带状

绿地作为整体统筹安排机动交通、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绿化、机动车停车等功能。

以马坡中央大街为例，现状道路横断面形式

为一块板，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合并设置，宽约2.5 m，

难以满足一级绿道单向自行车道宽度 3~4 m，双

图 4 公共建筑退线范围综合改造示意

Fig.4 Improvement of walk lane before public buildings

图 2 马坡中央大街现状

Fig.2 Central avenue of Mapo, Shunyi

图 3 带状绿地综合改造示意

Fig.3 Improvement of linear gre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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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行道宽度3.5~5 m的设计标准，见图2。规划

提出在马坡中央大街两侧带状绿地中加入人行道

和自行车道，原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作为路侧临时

停车泊位或恢复绿化，见图3。

2) 公共建筑退线范围综合改造。

根据道路级别不同，公共建筑一般有 5~20 m

退线距离，退线范围内用地一般用作建筑前广场

或地块内部停车场，有条件改造为人行道、自行

车道。对于交通量大、道路横断面中未设置独立

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且无规划带状绿地的区段，

建议采用公共建筑退线范围综合改造方式。

以顺义中心区府前街为例，现状交通量大，

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宽度不足。规划在两侧商业金

融地块的退线距离内建设专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见图4)，原自行车道作为该地块的路侧停车泊位

供周边公共建筑使用。

2.2 整合设施

针对非机动交通系统连续性不足和衔接不畅

的问题，规划多条绿道线路将城市组团内的中小

学、公交车站、轨道交通车站、工作地点、商业

设施、公园等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密切相关的设

施串联起来，形成“绿色高速路”。行人和骑车者

只要进入绿道系统，就能够连续、顺畅地到达绿

级别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通行条件

有足够空间可供行人自由选择步行
速度及超越他人，可以横向穿越和
选择行走路线

宽度3.5~5 m(双向通行)
每米通行能力  1 440人·h-1，
人均占用面积>3 m2

可以完全自由行动人行道

可以自由选择骑行速度，行人可以
穿越

宽度3~4 m(单向通行)
通行速度>25 km·h-1，每辆车占
用面积>9 m2

自由骑行自行车道

可以自由选择步行速度，反向和横
向行走要适当降低步行速度

宽度2.5~3.5 m(双向通行)
每米通行能力为 1 440~1 830
人·h-1

人均占用面积为2~3 m2

处于准自由状态，偶尔需
要减速

人行道

自行车道很少受到干扰，骑车人尚
舒适，车速可以改变，但稍有约束

宽度2.5~3 m(单向通行)
通行速度为20~25 km·h-1 基本自由骑行自行车道

选择步行速度和超越他人有一定限
制，反向和横向行走会发生冲突

宽度1.5~2.5 m
每米通行能力为 1 830~2 500
人·h-1

人均占用面积为1.2~2 m2

尚且舒适，部分行人行动
受到约束

人行道

有干扰，不可随时变更骑行路线，可
以保持安全车速

宽度1.5~2 m(单向通行)
通行速度为15~20 km·h-1 车流稳定自行车道

宽度设置要求 运行状态类型

表 1 规划绿道中人行道、自行车道宽度设计标准

Tab.1 Design standard for pedestrian sidewalk and bicycle lane of greenway

图 6 绿道备选线路

Fig.6 Possible routes for greenway

图 5 绿道备选用地

Fig.5 Possible land use for gree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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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串联的各类设施。同时，为保障

绿道系统具备高水平的通行条件，需

对绿道提出两方面的设计要求：1)对

主干线路采用人行道、自行车道宽度

设计标准中的一级标准(见表1)，从而

保障主干线路通行的连续性；2)针对

立交桥等节点导致人行道、自行车道

不连续的问题，通过建设过街天桥、

地下通道等多种改造方式确保此类节

点通行的连续性。

2.3 统筹设计

由于绿道品质与绿道周边用地开

发密切相关，规划优先选择线路周边

商业金融用地、多功能用地较密集的

区段设置绿道。通过对绿道周边尚未

建设的地块或规划改造的地块提出设

计要求提升绿道品质。设计要求主要

包括：

1) 鼓励有条件的地块建设沿街商

业，强化人行道、自行车道的生活

氛围。

2) 鼓励临近绿道的建筑前广场建

设为生活型广场，设置咖啡座、遮阳

伞、休息座椅等满足市民休闲娱乐活

动的空间与设施需求。

3) 地面停车场和机动车出入口不

宜设置在靠近绿道一侧，可考虑紧邻

机动车道设置部分机动车临时停车

泊位。

4) 建筑首层外立面建议使用大片

玻璃，确保视线通透和开放。

5) 不建议在绿道周边用地设置围

墙，如果确有必要，应确保围墙的通

透和美观。

3 绿道线路规划

为落实“统筹整合”的规划策

略，规划提出“适宜性评价”的绿道

线路规划方法。绿道线路规划由确定

备选线路，可实施性、环境品质和周边设施密集程度评价，

综合评价和选线三个阶段构成。

3.1 确定备选线路

根据用地统筹的规划策略，规划将现状条件较好的非机

动车道、规划带状绿地、规划商业金融用地或多功能用地作

为绿道备选用地(见图5)，进而根据绿道备选用地确定绿道备

选线路 (见图 6)。在 GIS 中，需将备选线路转化为线段

难实施
较难实施
较易实施
易实施

图 7 备选线路可实施性评价

Fig.7 Assessment of feasibility for potential greenway routes

区界
>4.0~10.0
>3.0~4.00~1.0

>1.0~2.0
>2.0~3.0

北

图 8 绿道综合评价图

Fig.8 Overall assessment of greenway routes

线路综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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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line)便于下一阶段的评价和分析。

3.2 可实施性、环境品质和周边设施密集程度评价

根据整合设施、统筹设计的规划策略，规划优先选择可

实施性强、环境品质高和周边设施密集的备选线路作为绿道

线路。因此，需对绿道备选线路开展三方面评价：

1) 可实施性评价：对备选线路实施的难易程度进行评

价，规划带状绿地可实施性高于现状带状绿地，现状带状绿

地可实施性高于公共建筑退线范围。规划优先选择实施难度

较小的备选线路。

2) 环境品质评价：将备选线路周边自然景观资源状况和

商业用地分布状况作为备选线路环境品质评价的依据，优先

选择自然资源分布较为集中及商业用地较为密集的备选线路。

3) 周边设施密集程度评价：规划

对线路周边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有关

的设施数量进行评价，包括中小学、

公园、轨道交通车站、公交车站、商

业设施等。

在备选线路评价中，与用地面积

相关的指标评价是利用 ArcGIS 中的

Buffer、Intersect分析工具进行图形处

理，并对图形进行面积计算后将其面

积值赋予备选线路的不同线段；对数

量类指标的评价则是利用ArcGIS中的

Spatial Analyze分析工具统计备选线路

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点的数量来完成。

通过评价，备选线路的属性特征就定

量地反映出备选线路的可实施性(见图

7)、环境品质和周边设施密集程度。

3.3 综合评价和选线

将可实施性、环境品质和周边设

施密集程度评价结果进行加权可得到

绿道备选线路的综合评价结果，见图

8。综合评价得分反映出备选线路在

可实施性、景观品质和周边设施密集

程度方面的差异。基于此，以线路综

合评价为依据，规划提出了由11条绿

道线路构成的绿道系统，见图 9。其

中，中央大街绿道、空港绿道、京密

路绿道是 3条以绿色交通为主要功能

的绿道。

规划的中央大街绿道、空港绿道

和京密路绿道对于顺义新城非机动交

通环境的提升将发挥重要作用。以空

港绿道为例，将后沙峪组团、国门商

务区组团内的居住区和工作区(工业区

和商务区)通过绿道进行联系，使居民

能够通过步行或自行车骑行沿绿道到

达工作岗位。空港绿道将居住区与轨

道交通15号线国展站、后沙峪站等进

行联系，使居民能够采用“轨道交

通+自行车”的交通方式出行，见图

10。在组团内部，空港绿道将公园、

绿道支线
绿道主线

图 9 绿道线路规划图

Fig.9 Layout map for greenway

图 10 空港绿道线路规划图

Fig.10 Layout map for aerotropolis greenway

绿道线路

商务区

居住区

工业区

中小学

公园

轨道交通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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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商业服务设施串联起来，使居民能够舒

适地通过步行或自行车骑行到达。

4 结语

随着城市居民绿色出行需求的日益增长，城

市非机动交通环境面临巨大挑战。对此，城市需

要切实有效地解决现状存在的非机动交通系统连

续性不足、衔接不畅、品质不佳等问题。绿道系

统规划正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创新尝试。顺义区绿

道系统规划只是非机动交通环境改善的开始，还

需要在规划实施中不断总结绿道建设的经验和问

题，丰富和完善绿道建设理念，形成解决城市非

机动交通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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