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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密云绿道规划设计实例分析探讨生态景观与慢行系
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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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介绍绿道的定义、功能和设计原则以及国内外绿道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城市道路的实际

建设条件，对密云绿道进行规划设计，并为城市慢行系统的生态化改造提供几点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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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UDFW��Based�on� the� introduction�of�the�definition,�function�and�design�principles�of�greenway�and�the�successful�

cases�of�greenway�at�home�and�abroad,�this�paper�makes�the�planning�and�design�of�Miyun�greenway�according�to�the�actual�

construction�conditions�of�urban�roads�in�China,�and�provides�some�new�ideas�and�directions�for�the�ecological�transformation�

of�urban�slow�traf�c�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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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更多的高级人才涌入，更多的白领人群因为快节奏的生活，对可随时随地锻炼的需求也急

剧增长。人们对可休憩的地点的需求，也由封闭式的健身房改为户外运动。人们更加渴求的是呼吸珍贵的新鲜空气

和享受随处可见的绿色。而大城市的可供活动的场所，例如公园和广场等，这些可供居民活动的户外场所往往因为地

理环境和城市规划的影响，容积率较低，以城市为中心所放射性覆盖的密度也比较低。在国风盛行的当下，如何把所

涉及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历史特色，与城市景观设计做到融洽无间，在最有限的条件下，用最少的面

积，达到最大的满足，充分服务于这些市民的休闲娱乐是现阶段城市景观设计的主要矛盾。

城市绿道系统是以改善上述城市景观设计的主要矛盾为目的而存在的一个新概念。以绿色林荫小路或带状彩色沥

青塑胶跑道到为主的带状步行公园，形成放射形态的生态廊道功能，更直观的形成开放性的城市道路风景线，直接将

景观与城市融为一体。在提供功能性的同时，又分担了局部热门公园的压力，即为周围市民提供的休闲功能的同时，

又为重压之下的城市生态环境做了有效的补充和改进。

二、绿道系统的概念

许多人认为绿道（Greenway）概念起源于��世纪后期的城市公园运动，“绿道设计”的思想的源头被认为是弗雷

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Law�Olmsted）设计的有“翡翠项链”之称的波士顿公园系统。

在谭少华���、何昉���等对绿道发展的历史研究中提出公元前��世纪西周的“周道”为绿道的可追溯起源。诗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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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生动地描绘出其形态。在川西古蜀道上先后开展八次大规模的行道树种植与维护，

形成现今随着古栈道、驿道延伸，林木茂盛的林荫古道，即举世闻名的剑门蜀道“翠云廊”，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

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绿道是一种与景观相交叉的人为开发的走廊。[3]“��HH�”代表绿植覆盖，如灌木覆盖等；

“way”不言而喻，则代表道路。查理斯�利特尔（Charles�Little）在����年出版的对绿道进行研究的著作——《美

国的绿色通道（Greenways�for�America）》中，认为绿道是即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且能提供休闲娱乐的线状（带状）廊

道，是沿自然景观（河谷、山脊等）设计的自然走廊，或是沿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所建立的线型

开敞空间。此空间应包含于人行道、骑行道或跑道等自然景观路线和人工景观路线。

（一）定义

����年，欧洲绿道联合会(���（European�Greenways�Association）对绿道做了如下界定。

1.�专门用于轻型非机动车的运输线路。

2.�已被开发成以游憩为目的和为了承担必要的日常往返需要（上班、上学、购物等）的交通线路，一般提倡采用

公共交通工具。

3.�处于特殊位置的、部分或完全退役的、曾经被较好恢复的上述交通线路，被改造成适合于非机动交通的使用

者，比如徒步者、骑自行车者、限制性机动者（指被限速或特指类型的机动车）、轮滑者、滑雪者、骑马者等[4]。

简言之绿道是将人、环境、生活（城市）活动融为一体的即具功能性和观赏性的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功能

1.�生态环保功能

绿道具有维护环境的生态过程,有优化空气，提高城市含氧量，加强低碳出行的比例。特别是契合当下“碳中和”

的目标。地球表面3％的面积为城市，然而其所消耗的却占世界75％的能源，制造出��％的全球温室气体。����年�月

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的特别致辞中说：“中国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我已经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年前实现碳中和。”设计绿道的目的，则是让更多的

人回到骑行于“空山新雨后”，履步于“秦桑低绿枝”的美景。更多的人参与到上下班的步行、骑行中，减少城市排

放量，缓解环境压力都势在必行。

2.�休闲健康功能

城市绿道将各个节点连接，名胜古迹、遗址公园等作为连接节点，与绿道相结合，成为连接市域范围内具有保护

价值的公园、名胜、遗址、文化设施等节点，将生活廊道和文化遗产观赏性相结合，在完善的保护措施下，在发展中

谋求共存，推广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宣传，最大限度的整合城市生态资源，开展科普教育、生态教育等活动，更大限

度的利用周边资源，建起一座路融合与园与园融合于城市的新型空间城市。随着线上马拉松等线上运动的普及，可将

绿道与登山步道、河道相结合，作为一种新的户外运动空间，提供给附近居民一个良好的休闲平台。

3.�发展经济

距今3000多年的古蜀道，南起四川成都，直通八百里秦川，全长����余公里。将南北文化、经济、交通联系起

来。有“皇柏大道”之称的翠云廊，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通达全国，成为跨越西南与西北的最兴旺的商贸路线。论古

朔今，当下，密布于城市的绿廊，实现“交互经济”的目的，并且对于二三线城市或者直接对接周边郊区乡镇，为其

提供了良好的榜样作用。为绿道的沿线提供旅游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类产业，提高园林技术及相关产业，同时提升本

地就业机会，促进绿道沿线经济发展，为该区域带来可塑性的经济效益。

4.�文化传承

“绿道”的设计理念，必将融合与周围环境，与本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将其周边环境的历史文化继承

下来，将生态保护区域以及周边公园绿地串联起来，形成新的休憩场所。加大其景点服务功能，作为其延长线般的存

在，将平时仅能在景区或是博物馆等才能展示的历史文化与绿带结合起来，做到切实的资源共享、共进。使人们认识

到资源共进的作用，以及当下城市现代化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如何并存。

三、设计原则

（一）固于生态，通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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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生态为主，尽量减少人工痕迹。

（二）以人为本，重于休闲

在保障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市民的方便程度，尽量满足其健康休闲的目的，最终达到绿色出

行，低碳减排的目的。在营造一步一景的同时，也要结合实际，切实贴合居民生活与健康。

（三）结合现状，强化特色

在现有基础上，尽量减少破拆，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自然条件、历史条件以及当下已有的道路条件），以节俭为

准则，在此基础上打造符合现代特色的绿色廊道。

（四）亲近水岸，文化为主

在选线上以亲水为首要原则，突出绿道的滨水特色，并考量现场的的文化历史，充分体现出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

及背景。

四、国内外绿道成功案例

（一）翡翠项链——波士顿公园绿道系统

1.�项目背景

��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进程的告诉推进，波士顿的经济发展急速扩张，大批的生产力涌入城市。工业化的急速

加剧，日渐恶化的城市环境，引发了人们对新鲜空气、放松休闲的渴望。因此，具有“翡翠项链”全长��公里的波士

顿公园体系应运而生。它巧妙地利用公园道路，以及绥德河在城市中的穿越，将周围九大城市公园（即：波士顿公地

�R�WR���RPPR�、公共花园Public�Garden、马省林荫道Commonwealth�Avenue�Mall、后湾沼泽地Back�Bay�Fens、河道景

区The�Riverway、奥姆斯特德公园�Olmsted�Park，又称浑河改造工程、牙买加池塘Jamaica�Pond、富兰克林公园Franklin�

Park和阿诺德植物园���R�G���ER�HW�P）串联在一起，把城市与休闲融合起来，从空中俯瞰，犹如一条翡翠项链[5]。具

体公园布局见图�。

图1� 波士顿公园布局图

2.�项目特点

其多重功能即户外活动功能、大众休闲娱乐及社交功能、文化遗产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旅游功能等带来巨大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3.�经验借鉴

将城市景观与功能性的成功的结合并引入城市系统，利用不同公园的不同风格进行重组利用及创作，充分利用周

边绿化信息，将河道改造与治理并进。

（�）将人性化设计与大众化相结合，在以人为本之上，同时注重生态的可持续利用

后湾沼泽地原本是一片沼泽，后经填埋，形成陆地。但仍然保留其部分绿植，并加以改造，利用填海所生的大量

空间，地上附着物建以别墅区、商业购物区，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建筑融合，增加了其土地的使用价值的同时，满足

了人们对快节奏生活中休闲娱乐的渴望。

（�）尊重历史，将历史与景观相容和

例如在公共花园的主入口处的华盛顿雕像，这些鲜明设计风格体现出城市独特的历史背景。

（3）着重于水道改造及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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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牙买加公园、后湾泽地与混河改造工程进行时同时将混河水域进行了环境改造，加强绿化并予以治理河

道。并同时利用其天然水域，进行散步、骑车、观赏的功能分区，加强了其功能性的同时，保护了环境，并与环境融

为一体。

（4）人融入于景

不光仅仅考虑景，在取景同时，考虑作为个体因素的人是否能融于景，是否和周围景色融为一体。

（二）新加坡公园连接道系统

1.�项目背景

新加坡土地使用面积比较紧张，周围大量的印度、马来西亚务工人员涌入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使得其在追求人

员入住率的基础上，更重视绿化的努力。土地资源的紧俏，使得新加坡政府更着重于创意美观的的城市规划来确保土

地的使用率。

����年至����年，主要着重于在确保土地利用的基础上，周边道路绿化与民众之间的结合，尽可能的缩短绿化全

岛的时间。具体城市布局见图�。

图2� 1989年后城市布局

2.�绿道特点

新加坡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绿道的特点，因其为岛国，绿道设计大多是滨海而置。例如有名的白沙公园，沿新加坡

东北部海岸线而设，绵延3公里。延步道两侧设有供孩童玩耍的设施，设自行车租车点可供游客选择，两侧植被为天

然东南亚风格绿植，亦或是红树林。傍晚会有附近居民来此长跑或是骑行。尤为特殊的是，大量的树木引来松鼠、飞

鸟等小动物，使人与动物、自然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3.�经验借鉴

（�）在确保高密度住宅、商务区的同时，提供绿到的建设，充分利用经济效率低的土地，提升其使用价值，以此

获得政府的相关支持。

（�）绿道的规划与建设多样性，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特点，利用植被吸引动物入住，人与自然交融形成动植物走

廊，设立自行车租赁点，作为替代性交通，并辅以休闲健身功能。

（3）积极有效地争取基层公众的支持，多渠道听取使用者的意见，并吸收国际上相关研究及实践经验而不断改进。

（4）关注绿道生态效益，例如将天然红树林与周围步道结合，保护多样生态环境，积极采取措施增进公众对自然

的了解和情感。

（三）通州北运河绿道

1.�项目背景

温榆河-北运河绿道建设工程总长度45.6公里，北起温榆河通州与顺义交界处，南至北运河武窑桥。建设总面积

165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153.7万平方米。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共包括草坡休闲段、公园游赏段、商务体验

段、乐彩骑行段、滨水骑行段五个特色区段。沿线设置两个游客服务中心和三个驿站，主要承担休憩服务和咨询等方

面功能，具体规划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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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温榆河—北运河绿规划图

2.�绿道特点

通州绿道利用现有河道特点，在两岸设置绿道，在人们休闲的同时提供了优美的城市水系自然景观，同时围绕在

其周边的运河、潮白河乃至温榆河、凉水河等水系，形成了北京市少有的绿道骑游资源。

五、密云绿道规划设计实例分析

（一）区位分析

密云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总面积2229.45平方千米，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年均降水量661.3毫米，年均温

10.8℃。是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地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密云水库位于密云区境中部，控制潮河、白河流域面积1.6万平方

千米，总库容43.75亿立方米，最大水面面积���平方千米。

全区林木生态覆盖率达62.3％，水体质量常年保持国家二级标准以上，湿润指数和水体密度居全市之首。����年

高标准通过国家生态县考核验收，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重要的

生态区位为密云绿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生态背景。

（二）绿道规划

密云区总体规划市级绿道61.6公里，其中29.9公里已经规划完成，剩余31.7公里市级绿道与密云区区级绿道总体考

虑规划实施。

环线起始点位于溪翁庄西侧，京密引水渠处，与已经规划的市级绿道相连接，环线总长47.2�km。其中23.7�km为

市级规划绿道，23.5�km为区级规划绿道。连接线起点位于怀柔区界，终点位于密云新城（生态商务区）路线长11.8�

km，全部为市级绿道，总体规划见图4。

图4� 密云区总体规划市级绿道

（三）设计方案

1.�环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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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八个主题区，其中景观大道、都市风情、乡村景观大道、风情小镇均可利用现状市政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与人

行步道进行彩色铺装，将慢行系统联通。

公园环线、两河并流环线、潮河湿地段，利用现有河堤路作为慢行系统步行道与非机动车道，进行划线处理，青

山绿水段现阶段利用现有公路进行划线处理，人车混行。远期需要新建慢行道路系统，或改为单行线，郊野段需详细

规划。

横断面方案根据现况条件，因地制宜，采用机非混行、机非分离，骑行和人行分离等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一共

采用了二十五种不同的断面，图5为其中一种方式。

图5� 绿道横断面设计方案

2.�连接线方案

连接线绿道为市级规划绿道，起点与怀柔区界。沿着潮白河南侧绿地进行布置，把密云区绿道与北京整体绿道体

系进行连接，成为优美的沿河景观绿道走廊。实际景观具体见图�。

图6� 绿道景观图

（四）服务系统

沿途共设置服务系统24处。

1.�游客服务中心3处。

2.�小型驿站��处。

3.�游憩休息区��处。

4.�休息座椅适量。

5.�公共卫生间适量。

6.�移动售卖车适量。

（五）城市慢行系统设计思路

绿道作为城市的“翡翠项链”，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作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仅仅通过绿道是不能改善

整个城市的慢行交通系统的。在倡导“公交优先、绿色出行”，通过实现步行、自行车和公交等公共交通的无缝对

接，解决道路拥堵、停车难等大城市管理难题的今天，我们希望把绿道的设计理念融入城市的每一条慢行系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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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慢行系统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在景色优美的城市空间里，让人们体会到绿道慢行交通的舒适与惬意。

应用以上思路，我们在密云新城进行了城市慢行系统的改造，针对现况不同断面提出了不同的改造方案，以下为

典型两个案例���。

方案一，停车位置设在靠近机动车道一侧，减少机动车与慢行系统交织，非机动车道使用间隔或通铺彩色沥青铺

装，强调非机动车路权，横断面见下图7。

图7� 方案一横断面

方案二，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可缩小机动车道宽度用于绿化和植树，打造生态林荫慢行系统。具体横断面

见下图�。

图8� 方案二横断面

六、结语

慢行绿道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新事物”，不仅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便捷安全的游憩与通勤

通道，而且还增强城市内部破碎生态空间的连通性，密切城乡之间的生态联系，既优化城市生态格局，也维护城市生

态安全。同时，慢行绿道也是引导城市实现低碳发展的“新引擎”，在机动车将自行车挤到无路可走的城市里，纵横

交错的慢行绿道系统将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绿色交通选择，并会不断改变着城市人现有的出行与休闲方式。这既是

对节能减排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也是促进城市转型发展，践行绿色发展之路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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