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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有绿道分级分类体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绿道“规划—建设—使用—管理—维护”全生命周期的

前端，而对面向市民的精细化使用引导和面向管理者的建设维护方面关注较少。以深圳市绿道为研究

对象，梳理国际和中国的绿道分级分类系统，分析其侧重点、适用面、经验和不足；运用问卷法、访

谈法、实地考察法对深圳市绿道的使用需求和管理需求进行调研；结合所在地特征和管理体制，构建

面向使用者、以使用难度为划分标准的分级体系，以及面向管理者、以建设强度为划分标准的分类体系。

该分级分类体系的构建是对现有绿道研究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可为绿道使用和管理提供精细化指引，

也可为其他城市的绿道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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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es on greenway grading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s mainly focus on the 

early stages of greenway’s whole life cycle of “planning-construction-use-management-maintenance”, 

while seldom paying attention to citizen-oriented use guidance and manager-oriented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Taking the greenways of Shenzh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research first comb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greenway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nd analyses their priorities, applicability, 

experience and deficiencies. After that,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requirements for greenway use and 

management in Shenzhen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fieldwork. Finally,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greenway characteristics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search builds a user-oriented 

greenway grading system based on use difficulty, and a manager-orient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construction intensity. The aforesaid grading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re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they can well supplement and improve existing greenway research systems, 

provide refined guidelines for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greenways, and offer reference for greenway-

related works in oth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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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greenway）起源于欧美地区 / 国

家，自该概念被引入中国后，珠三角绿道网

成为中国第一个区域性绿道的实践案例 [1-2]。

深圳自 2010 年启动绿道建设以来，已成为

珠三角地区绿道覆盖密度最高的城市，在全

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随着全国绿道建设

趋于完善，绿道工作的重点逐渐从前期建设

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实施保障，以实现绿道网

的可持续发展 [4]。

绿道的分级分类是绿道规划、建设、使

用和管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任何绿道的

规划编制、设计施工、建成后的管理维护均

须与相应的绿道类型和级别对应 [5]。在绿道

相关的规范和指引中，由于应用目标的差异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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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域条件的不同，绿道的分级分类各有侧

重。在日臻完善的绿道体系建设之下，使用

者和管理者对绿道的分级分类提出了更加精

细化的要求。为更好地回应该需求，面向使

用者和管理者，补足绿道协同管理和维护短

板，本研究构建适合深圳的绿道分级分类体

系，用以指导绿道的规划、设计、建设、使

用和管理维护。

1  深圳绿道分级分类体系现状及问题
1.1  研究对象

结合查理斯·莱托（Charles Little）[6] 以及

深圳市 DB4403/T 19—2019《绿道建设规范》[7]

对绿道的定义，笔者将符合绿道定义的步道、

公园连接道以及国家步道等纳入研究范畴。

在对深圳市绿道进行分级分类时，研究对象

包括生态型、郊野型、都市型绿道 [7]，同时将

符合绿道定义的、新出现的碧道 [8]、郊野径均

纳入研究范畴。其中，碧道为滨水型特色绿

道，以水为主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

素，兼顾生态、安全、文化、景观、经济等

功能；郊野径为郊野型绿道，是指依托郊野

公园、农田、山林和水域等设立的绿道。

以往研究对于绿道的分级分类定义较少。

且在以往文献和实际应用中，绿道的分级和分

类是两方面的内容，绿道分类一般并不按等级

来划分，因此，本研究试将绿道的“分级”界

定为根据研究对象某一特征属性进行等级上

的划分；而绿道的“分类”是指针对研究对

象某一属性特征进行类别上的划分。

1.2  研究现状及问题

绿道分级分类的现有成果多见于各级绿

道主管部门发布的文件中，包括导则、指南、

设计指引等，多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规范，

用于指导绿道在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等

方面的实践，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较少。

在已有研究中，陈磊等将中国各地已有的绿

道分类方法总结为“级别 +”“区位 +”“要 

素 +”“功能”4 类，认为已有的绿道分类存在

指向不明确、标准不统一、各层级类型混淆

等问题，提出以级别（grade）、区位（location）、

要素（element）及功能（function）为分类依据

的“ 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 [9] ；辜智

慧等从安全风险方面构建绿道自然环境、设

施环境和使用环境三位一体的分级分类评估

体系，补充了绿道后期安全风险评估理论层

面的缺失，为后续绿道安全管控实践奠定了

基础 [10] ；Horte 等系统阐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

绿道，按风景要素将它们分为快速路改建的

绿道、废弃铁路改建的绿道、滨水绿道、交

通走廊和自然径 5 种类型 [11] ；Shafer 等总结绿

道的功能和各种关键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按休闲机会频率划分的分类系统，并列举

其在得克萨斯州某中等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12]。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中的绿道分级分类体系

缺乏总结和提炼，在后续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也未能得到有效反馈和改进；理论方面的研究

又以体系建构为主，未与实践有效结合。因

此，现有绿道分级分类体系缺乏从实践出发、

能够上升到理论层面、有一定代表性和推广

价值并能用于指导实践的研究。

1.3  广东省和深圳市现有绿道分级分类体

系及主要不足

目前，广东省主要有 2 份文件涉及绿道

的分级分类，深圳市主要有 4 份文件涉及绿

道分级分类体系（表 1）。随着绿道建设的快

速推进，深圳绿道网络已基本成型，人们对

于绿道建成后的使用和管理需求日益增长，

深圳市亟待建立面向使用者和管理者的绿道

分级分类体系，为市民选择、使用绿道和绿

道的管理维护提供指导。

2  绿道分级分类标准应用研究综述
对绿道建设和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城

市的绿道分级分类体系进行探讨，对于构建

新的深圳绿道分级分类体系有一定借鉴意义。

《绿道规划设计导则》[18] 从国家层面进行了

宏观的分级分类；在城市层面，除珠三角城

市外，香港、杭州、成都等地绿道发展较早，

有较为完善的分级分类系统。在国际上，由

于各国对绿道的定义不完全相同，美国和欧

洲、大洋洲国家的分级分类多是针对“国家步

道”这一类型展开的，管理方法也有所不同，

但其发展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对深圳也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下将对这些已有体系的

分级分类体系进行探讨。

2.1  国内外绿道的分级体系

美国和欧洲、大洋洲国家多根据步行难

度和强度因子对绿道进行分级，其中较有代

表性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美国采用优胜美地系统（yosemite decimal 

system, YDS）标准将步道划分为 5 个难度等

级，以保障使用者户外选择线路和徒步安全。

该系统的难度分级结合了辅助攀缘工具和装

备的使用情况，其中等级 1、2 不需要使用绳

索，等级 3、4、5 需要绳索且攀缘保护措施逐

渐加强 [19]。英国国家步道的分级从使用者的

步行难度和安全性出发，将步道划分为 3 个

难度等级，依次是温和、缓和和挑战，并对

步道状况和适宜人群做出详细描述，包括能

否使用轮椅或婴儿车、有无阶梯、坡度是否

较陡等。澳大利亚从徒步难度出发，将国家

步道划分为 5 个难度等级，难度的衡量标准

包括是否需要具备徒步经验、路面状况、步

行长度等，其中徒步经验是一项重要标准，1、

表 1  广东省和深圳市现有绿道分级分类体系 [7, 13-17]

Tab. 1  Existing greenway grading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henzhen City[7, 13-17]

文件名称 划分标准 分级分类体系

《广东省绿道网建设总体规划（2011—2015 年）》[13]
行政区划 2 级：省立绿道、城市绿道

建设强度 3 类：都市型绿道、郊野型绿道和生态型绿道

《广 东 省 城 市 绿 道 规 划 设 计 指 引》（粤 建 规 函

〔2011〕460 号）[14]
行政区划 2 级：省立绿道、城市绿道

《深圳市绿道网专项规划（2010—2020 年）》[15]
规划等级 3 级：区域绿道、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

风景资源特征 4 类：滨海风情、都市活力、滨河休闲、山海风光

DB4403/T 19—2019《绿道建设规范》[7] 建设强度 3 类：生态型绿道、郊野型绿道、都市型绿道

《深圳市城市和社区绿道规划建设技术指引》（征求

意见稿）[16]
风景资源特征 5 类：滨海型、滨河型、山林型、都会型、公园型

SZDB/Z 144—2015《绿道管理维护技术规范》[17] 管理维护程度 3 级：一级绿道、二级绿道、三级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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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级不需徒步经验，3、4 级需要一定的徒步经

验，5 级需要丰富的徒步经验 [20]。

在中国，《绿道规划设计导则》根据空间跨

度与连接功能区域的不同，将绿道分为区域级

绿道、市（县）级绿道和社区级绿道 3 个等级，

并规定绿道规划应与各级城乡规划相衔接 [18]。

国内城市中，香港的郊野径采用了面向

使用者的难度分级体系 [21]，从安全性和体验

性出发，分为 5 级难度，并通过长度、时间、

坡度和路面情况形成可量化的综合难度计算

方法：综合难度 =（长度 + 时间 + 累计海拔

爬升 + 路面状况）/4，用易于理解的 1~5 星

来表示难度等级（表 2）。

成都天府绿道、杭州绿道的分级与现行

深圳绿道分级体系相似，按行政区划和地理

范围分为区域级、城市级、社区级 3 级绿道

体系 [23-24]。区域级连接 2 个及以上城市，串联

重要的自然、人文及休闲资源；城市级包括

市（县）级行政区划内的绿道；社区级主要包

括城镇社区范围内的绿道。

2.2  国内外绿道的分类体系

在绿道分类方面，美国从管理维护角度

出发，将国家步道根据开发强度衡量因子分

为 5 类，即低强度开发、适度开发、正常开

发、高强度开发、完全开发，并对不同强度

的路况、建造强度和配套设施、指引标志、

维护内容、维护频率和强度等做出了详细描

述 [19]。英国国家步道由当地实际负责步道工

作的部门组成步道合作组织（trail partnership）

进行管理，维护工作通常由当地公路部门、土

地所有者和志愿者一起进行 [25]，从体验主题和

体验内容出发，将步道划分为海岸体验、历史

体验、野生动物参观、美食、朝圣之旅 5 类，

游客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沿途景观类型。

在中国，《绿道规划设计导则》根据所处

区位及环境景观风貌，将绿道分为城镇型绿

道和郊野型绿道 2 类。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

从游客体验出发，结合已建成的郊野径特征

将其划分为 10 类，分别为健身径 / 缓跑径、

长途远足径、健行远足径、野外定向径、郊

游径、家乐径、自然教育径、树木研习径、

远足研习径、历史遗迹径，以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要 [21]。成都和杭州的绿道分类有一定

相似性。成都绿道根据沿线景观特色、自然

生态和人文资源特点，结合所处位置和不同

的目标功能，划分为都市型绿道、郊野型绿

道、生态型绿道 [23]。杭州绿道有 2 种分类方

式，一种根据区位和环境景观风貌分为都市

精品型绿道、城镇休闲型绿道、乡野自然型

绿道 3 类；另一种根据杭州自然资源特点分为 

8 类，分别是沿江绿道、沿河绿道、环湖绿

道、沿山绿道、沿路绿道、湿地绿道、公园

绿道、乡村田野绿道 [24]。

2.3  对绿道分级分类体系的探讨

2.3.1 分级体系

上述案例的分级体系可分为从规划者角

度出发的体系和从使用者难度出发的体系。

在国内城市中，杭州、成都与深圳现有绿道

分级体系相似，主要从规划体系出发，按宏

观、中观、微观 3 个层次结构划分为区域（含

省、市、县）、城市、社区 3 级。这种分级从

绿道的尺度和功能特征出发，对于规划设计

有较好的指导意义，但在市民具体使用过程

中，由于绿道规划等级与使用难度不能完全

对应，相同规划等级的绿道可能因障碍物、

坡度、路面状况的不同而难度不同，市民在

徒步或骑行时难以估量路线的困难程度，因

而不易做出选择；管理者也无法对安全风险进

行辨识和评估。香港则基于郊野径面向使用者

的引导，从安全性和体验性出发，以服务全龄

人群为目标，依难度进行郊野径分级。在国际

案例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国家步行

道均从徒步难度的角度进行分级。

由此可见，从使用者视角出发，以难度

为衡量因子对绿道进行分类，既可以为游人选

择步道提供参考，又有助于管理机构的风险管

控，是现有规划分级体系之外的必要补充。

2.3.2 分类体系

上述案例的绿道分类体系可概括为建设

强度、体验主题、环境特征 3 类。其中，体

验主题又与环境特征密切相关，都属于依风

景资源进行的分类。风景资源对于绿道的功

能和建设有较大影响，这种分类方法在以往

绿道的规划和建设中曾经发挥了较好的指导

作用，也可以指引市民的使用和出行。但是

对管理者尤其是基层落实部门而言，这种分

类在实际建设维护管理中的指导意义较弱。

而依建设强度的分类可以明确指导绿道建设内

容、设施设置及养护、日常运营等，可以为管

理者提供不同的建设、管理与维护依据，平衡

建设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实现《广东

省城市绿道规划设计指引》提出的“维护生态

系统稳定、促进生态保护”和《深圳市精品

绿道建设指引（试行）》[26] 提出的“促进绿道

生态绿廊建设”的重点目标。因此，深圳绿

道需要从建设强度方面进行分类，作为补充。

综上，新的绿道分级分类体系既要从人

的使用体验层面提供更加详细的绿道信息，

方便市民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经验和体能的绿

道；又应从管理者角度构建从规划到设计、建

设和维护的全流程指引，避免绿道的同质化、

不合理开发和建设。同时，针对深圳全域城

市化、高密度建设的特点，新体系还应引导

建设者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分层次、分强度的

精细化利用和维护，平衡自然资源保育与市

民休闲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自然生态资源

的永续发展，这对于高度城市化地区的高质

量发展有普遍借鉴意义。鉴于此，深圳市绿

道需要补充建立以人为本的绿道分级分类体

系，一是面向使用者，从使用难度对绿道进

行分级，形成清晰的指引；二是面向管理者，

表 2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确定的郊野径难度星级 [22]

Tab. 2  Difficulty levels of country trail by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22]

难度 长度 /km 时间 /h 累计海拔爬升 /m 路面状况

易行（★☆☆☆☆） <4 ≤1 <100 平坦易行

普通（★★☆☆☆） 4~<8 >1~2 100~200 有少量台阶

费力（★★★☆☆） 8~<12 >2~3 201~350 有较多台阶

难行（★★★★☆） 12~<15 >3~<5 351~500 有很多台阶

非常难行（★★★★★） ≥15 ≥5 >500 台阶多且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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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强度对绿道进行分类，指导系统化的

建设、管理和维护。

3  深圳绿道分级分类体系建构
3.1  构建方法

深圳绿道借鉴国际国内先进经验，结合

所在地特征和管理体制，构建面向使用者和

管理者的分级分类体系。

在绿道分级方面，本研究结合对上述案

例的分析和对 518 名绿道使用者的问卷调查结

果，采用综合难度作为绿道分级的核心衡量

因子，同时将绿道其他相关信息如技能体能

要求、郁闭度、配套设施、下撤点①等作为辅

助因子。

综合难度主要涉及难度和强度两大要素。

强度指因绿道线路长度、海拔爬升和下降对

人体力的消耗，容易量化；而难度则难以量

化，需要综合考虑绿道中因陡坡、障碍物、

路面状况不佳等原因导致行进困难、摔倒或

跌落的风险等。因此，综合难度以强度作为

核心评判要素，作定量划分；以难度作为辅

助评判要素，作定性划分。

在综合难度的定性方面，本研究借鉴国

际户外运动通用的美国 YDS 标准，将绿道从

易到难分为 1~5 级，分别对应很容易、容易、

中等、难、很难。由于本研究以深圳市域作为

研究范围，与国际上主要以国家作为研究范围

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到深圳的地貌以低山丘陵

为主，绿道海拔变化较小，并且考虑到绿道

主要面向普通市民，平均体能水平一般，因

此对 YDS 标准规定的难度做了降级处理。

在综合难度的量化方面，对于线路强度，

借鉴奈史密夫定律（Naismith’s Rule）②，同时

参考中国登山协会徒步时长指导意见 [27] ③，结

合深圳地理环境特征、绿道线路现状和市民

体能状况，最终形成线路强度的计算方法：线

路强度 = 路程（km）×0.1（路程加权系数）+

累计海拔上升（km）+ 累计海拔下降（km）。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深圳市磨房户

外运动协会征集 310 名户外运动者，每人配

备气压计和计时手表，在深圳环石岩湖绿道

等 19 条精品绿道开展全程徒步运动；根据总

路程、累计海拔上升和累计海拔下降，计算

精品绿道的强度，记录时长（中途停下停止计

时，起步再启动计时），并对难度进行评估；

计算强度数值分区，参考国际国内分级数量

进行分级，最终得出 1~5 级综合难度所对应

的技能和强度评分（表 3）。

在绿道分类方面，本研究参考国际上依

建设强度的分类标准，在深圳市 DB4403/T 

19—2019《绿道建设规范》划定的生态型、郊

野型和都市型 3 类建设体系的基础上，将深

圳市绿道分为低强度、中强度、高强度 3 类。

考虑绿道全生命周期（规划、建设、管理和维

护 4 个阶段）的管理，其中规划阶段按照风景

资源的分类体系进行，故本研究着重考虑建

设、管理、维护 3 个阶段，对深圳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以及罗湖区、福田区、南山

区、坪山区、大鹏新区的 42 名绿道管理部门

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最终确定建设强度

的判定标准。

3.2  服务使用者的绿道分级

3.2.1 综合难度分级

深 圳 市 绿 道 依 综 合 难 度 划 定 为 5 级 

（表 3）。其中 1~2 级限定路面状况；1~3 级限

定路程、时长和爬升海拔；4 级以上不限定长

度和爬升海拔，也不限定路面状况。

3.2.2 绿道难度分级应用

深圳绿道难度分级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

已经在智慧绿道系统方面开展了相关应用。

在小程序应用方面，本研究与深圳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管理处深度对接，对深

圳市主要绿道进行统一难度计算和分级，并

通过“深 i 绿道”App 对不同绿道的风景资源、

难度等做出了导览和指导，制作语音介绍、

活动日历和地图等方便市民出行查询。根据

该分级体系，对全市 19 条精品绿道进行难度

级别判定（表 4）。

以淘金山绿道为例（图 1、2），线路长度

为 5.52 km，海拔累计上升、下降分别为 0.14、

0.09 km，线路强度为 0.78；线路路面无明显障

碍物，有少量坡度，大部分为硬化路面；无

户外技能要求等辅助因子。由此，淘金山绿

道难度级别定为 2 级（容易）。

在标识系统应用方面，本研究对 5 个综合

表 3  深圳绿道 5 级综合难度

Tab. 3  5 levels of difficulty of greenways in Shenzhen

综合难

度等级
技术参数（输入项） 外部表示（输出项） 典型线路

1 级

（很容易）

强度评分：<0.5

路面状况：路面无明显障碍物，无明显陡坡，

大部分路面形态统一，主要为硬化路面（非

必须），部分道路支持无障碍通行

技能体能：无户外技能要求

路程：<4 km，累计爬升≤100 m

时长：<1 h

人群：适合一般市民休闲，包括老人和儿童

装备：无要求

莲花山公园登顶

路线；梅林后山

手作步道④教育

径

2 级

（容易）

强度评分：0.5~<1.2

路面状况：路面无明显障碍物，少量坡度，

大部分为硬化路面

技能体能：无户外技能要求

路程：<8 km，累计爬升≤200 m

时长：<2.5 h

人群：适合大多数人 , 适合一般市民锻炼

装备：无要求

淘金山绿道；

梅林山燃气站—

大脑壳

3 级

（中等）

强度评分：1.2~<2.4

路面状况：部分陡坡，道路清晰

技能体能：有一定体能要求

路程：<12 km，累计爬升≤600 m

时长：<6 h

人群：适合身体状况良好，经常运动的人士

装备：建议穿着徒步鞋

梧桐绿道；梅林

山大脑壳—飞来

石—涂鸦墙

4 级

（难）

强度评分：2.4~<4.5

路面状况：有陡坡，可能少部分路段需要手

脚并用的攀爬；少量道路路径不清晰

技能体能：中高强度体能，初级户外经验

路程：可能 >12 km

时长：>6 h

人群：适合健康状况良好，有一定户外活动

经验的人士

装备：徒步鞋为必需装备

环石岩湖绿道；

梧桐山百年古

道—山顶—罗

龙界道

5 级

（很难）

强度评分：4.5~<7.0

路面状况：较长路段陡坡，少量道路路径不

清晰

技能体能：需较强体能和丰富户外经验

长度：可能 >15 km

时长：>6 h 

人群：适合有较丰富户外活动经验的人士

装备：徒步鞋为必需装备

三水线

    注：线路强度、路面状况、风险等与天气相关性较大，本分级标准适用于晴天、舒适温度的情况，其他天气状态需要

活动人员自行判断活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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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深圳市 19 条精品绿道的难度级别

Tab. 4  Difficulty levels of 19 selected greenways in Shenzhen

绿道名称
长度 /

km

强度

系数

综合难度

等级
绿道名称

长度 /

km

强度

系数

综合难度

等级

福荣都市绿道 3.08 0.30 1 级 环立新湖绿道 8.18 0.82 2 级

福田河绿道 4.23 0.42 1 级 凤凰山绿道 9.45 2.14 3 级

淘金山绿道 5.52 0.79 2 级 大运绿道 10.40 1.36 3 级

梧桐绿道 13.30 1.67 3 级 龙城公园绿道 10.00 1.26 3 级

大沙河生态长廊绿道 9.90 1.06 2 级 马拉松山湖绿道 ( 一期 ) 12.40 1.59 3 级

深圳湾滨海绿道 18.05 1.81 3 级 大山陂绿道 6.35 0.64 2 级

盐田海滨绿道 19.05 2.13 3 级 龙华环城绿道 ( 羊台山段 ) 14.05 1.75 3 级

省立 2 号绿道

（谭仙庙—小三洲段）
8.01 1.59 3 级

龙华环城绿道 ( 大水坑段 ) 6.31 0.83 2 级

海贝湾—畲吓湾绿道 6.65 0.82 2 级

环石岩湖绿道 18.25 1.99 3 级 新东绿道 14.00 1.40 3 级

翠荫驿站

栖霞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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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以建设强度为主的深圳绿道分类体系

Tab. 5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greenways in Shenzhen mainly based on construction intensity

阶段及要素
建设强度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建设

阶段

游径系统
自然步行道为主，宜就地取

材，推荐采用手作步道方式

根据环境和游径类型选择必要的

步道组合方式，包括步行道、自

行车道、应急车道

根据游径类型选择多样的步道组合

方式，包括步行道、自行车道、综

合慢行道、无障碍道、应急车道等

绿廊系统

预留单侧宽度不宜小于 20 m

的绿化带；保留并利用原生

植物群落；运用生态修复方

式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

预留单侧宽度不宜小于 15 m 的

绿化带，尽量保留并利用原生植

物群落

设置单侧宽度不宜小于 5 m 的绿化

带，宜选种高大荫浓、抗风性强、

深根性的乔木

服务设施
通信信号、防火设施、安全

设施、标识设施

游憩设施、通信信号、防火设

施、安全设施、环卫设施、标识

设施

管理设施、商业设施、游憩设施、

通信信号、防火设施、安全设施、

环卫设施、标识设施

标识设置
标距指示、警示引导、解说

导览（仅限起终点）
标距指示、警示引导、解说导览 标距指示、警示引导、解说导览

管理

阶段

卫生管理 定期巡山，清理山林垃圾 垃圾定时清理，公厕定时清扫 垃圾随满随清，公厕及时清扫

安全巡查
包括防护设施、游人安全、

森林防火、防灾避险

包括防护设施、游人安全、作业

安全、森林防火、防灾避险

包括防护设施、游人安全、作业安

全、森林防火、防灾避险

游人管理
生态敏感区建议采用预约

制，限制游人数量

根据绿道依托的公园 / 景区游客

容量适度管理

主要针对节假日高峰期进行现场疏

导管理

维护

阶段

绿化管养
三级管养等级，自然生长为

主，保证植物群落原生自然

二级管养等级，适度人工干预，

保证复合植物群落稳定性

一级管养等级，人工管养为主，根

据植物特性养护，保证园林植物生

长的健康美观

设施维护
按季度定期对服务设施进行

抽样检查维护

按月定期对服务设施进行例行检

查维护

按周定期对服务设施进行例行检查

维护

    注：管理次数、维护频率等受天气影响较大。本体系是以晴天、舒适温度等一般情况为适用标准，其他自然突发事件、

使用频率等特殊状况需要管理人员对管理及维护情况另行判断、调整。

2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3

1 淘金山绿道线路平面（1-1）和竖向海拔（1-2）
Master plan (1-1) and vertical elevation (1-2) of the 

Taojinshan Greenway

2 淘金山绿道实景
Photograph of Taojinshan Greenway

3 深圳绿道分级在标识系统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Shenzhen Greenway grading in sign system

难度级别进行了颜色划分和标识设计（图 3）。

这些标识将应用于全市郊野径指示牌中，可

对市民出行形成清晰易懂的引导。

3.3  面向管理者的绿道分类

借鉴 SZDB/Z 144—2015《绿道管理维护

技术规范》中将绿道按照管理维护的标准高低

分为一级绿道、二级绿道、三级绿道的方法，

本研究将新的分类体系依建设强度分为低强

度、中强度、高强度 3 类，又依阶段的不同

再次细分为建设、管理、维护 3 个阶段，每个

阶段又从若干方面分别予以具体规定和阐释。

整合后的分类体系更加注重绿道建设、管理、

维护的一体化，能够系统、实用、全面地指

导建设、管理与维护，具有较强的指引性和

可操作性。如建设阶段分为游径系统、绿廊

系统、服务设施、标识设置 4 个方面，每个

方面在低、中、高强度下各有标准，例如绿

廊系统可以从预留绿化带宽度、植物群落类

型 2 个方面判定建设强度的高低（表 5）。

以福田区梅林山郊野径为例（图 4），它

是一条郊野径手作步道，按上述分类属于低

强度的绿道类型，在建设方面要求路面材料

自然化，在管理方面卫生保洁的频率偏低，

在维护方面绿化管养须采用低干预方式，以

自然生长为主，保证原有植物群落的稳定性。

本研究的绿道分类体系可应用于深圳市

郊野径的建设管理维护细则编制，用于指导

翠荫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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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郊野径工作的科学开展，以配备适

度适宜的游览、服务和市政设施，避免不必

要的高强度建设，减少对原有郊野生态环境

的影响。

4  结语
本研究在梳理和比较已有绿道分级分类

体系的基础上，立足深圳市绿道的自然和人

文特征以及新发展阶段的需求，参考借鉴国

际和中国的绿道分级分类经验，对深圳绿道

的使用者和管理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

深入了解了这两类人群对绿道的认识和需要，

最终构建出 5 级综合难度、3 类建设强度的绿

道分级分类体系。该体系既弥补了以往分级

分类体系重规划、轻管理的缺陷，又可为绿

道的实际使用和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作

为中国其他地区绿道建设的参考，具有理论

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珠三角作为全国最早建设绿道的地区之

一，在绿道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居于全

国前列，因此对绿道实践中不足之处的研究

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随着各地绿道规

划和建设的不断完善，社会各界对绿道的关

注将逐渐从规划编制转向使用和管理，绿道

建成后的使用指引和全流程规范管理显得日

益重要，从人的需求视角出发的绿道分级分

类体系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随着

管理的精细化，对绿道使用和管理的研究可

以从以下 4 个角度展开：1）5 级综合难度分

级体系下绿道智能指引平台的建设；2）3 类

建设强度下绿道沿线的产业规划和资源统筹；

3）与绿道相关的旅游规划和管理；4）绿道使

用安全风险的管控。在后续的研究和实践中，

将进一步细化本套分级分类指标，并探讨与

面向规划的分级分类体系的衔接，以期指导

绿道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促进全域生态空间

的合理利用和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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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 通过下撤点，人们可以从郊野山林下撤到最近的城区交
通出入口。
② 奈史密夫定律，即徒步旅行的行进速度由水平距离和升
高高度共同决定，一个人在正常负重 （不超过体重 1/4）
的情况下，每小时可走平路 4 km，而每爬升 500 m，需多
加 1 h。
③ 徒步时间＝行军距离 /（3.2 km/h）＋（上升高度 /305 m）× 

1 h（上升用时）＋以上用时 ×（5 min 休息时间 /h），引
自参考文献 [27]。
④ 手作步道是指以手工的方式建造、维护的郊野型绿道，
讲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对自然山林和生态环
境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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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梅林山郊野径的路面和标识
Pavement and road sign of Meilinshan Country Tr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