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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绿道

新凤河绿道
南水北调绿道

二环绿道

温榆河绿道

三山五园绿道

园博绿道

通州运河绿道

规划1000km 实施400km



温榆河-北运河绿道



三山五园绿道





一、凝聚共识愿景

二、对接需求资源

三、发动社会力量



2012~2015年增加105万亩

11.1个2环内的面积

百万亩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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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河骑行进入中
央党校西侧滨河路，
抬眼一看竟是万寿
山建筑群



颐和园西
北侧，石
墙树影



骑到玉泉山路抬眼可
见玉泉塔；



一片绿地前的万寿塔；



沿着长河骑行，
路上先后有万寿
寺、延庆寺、紫
金观、五塔寺



沿着长河骑行，
路上先后有万寿
寺、延庆寺、紫
金观、五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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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概念+4个模式+3个机遇空间



城市资源

生态绿地

城市绿地

历史文化
遗迹

风景

居民活动

骑行

远足

游赏

绿道：整合和活化空间资源

1个概念



顺义新城通风廊道规划图

发挥生态绿地的
休闲游憩功能，
增强居民生态环
境意识，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包
括市域和区县两
个空间层次。

生态绿道模式=生态绿地+骑行和徒步健身需求

4个模式



生态绿道模式标杆
：珠三角绿道

绿道线路主要以区域生态绿地和城市绿地为基础进行改造，
加入慢行道、服务设施，进行绿化景观提升等。通过将生态
绿地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改变了生态绿地保护被动防御地位；
发动群众力量，监督和限制占用生态绿地进行开发建设的行
为。

4个模式



提高风景资源的
可接近性,包括市
域和区县两个空
间层次。

景观绿道模式=生态绿地+景观资源+旅游健身需求

4个模式



围绕湖泊建立湖滨公园，沿着河流建设林荫道。
“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通过绿道给游客和市民
一个体验湖泊，河流的水系景观的路线和空间。

景观绿道模式标杆
明尼阿波利斯绿道

4个模式



文化绿道串联历
史文化遗迹，强
化线性历史文化
廊道的保护和利
用，包括市域和
区县两个层面。

文化绿道=绿地资源+文化资源+游览探访需求4个模式



470公里的绿道从布拉格到维也纳，沿线经过了捷克和奥地利境内
大量的古镇、古村、城堡，形成了一条历史文化骑行游览线路，促
进了历史文化资源内的合理利用，发挥文化功能。

文化绿道样板
布拉格-维也纳绿道

4个模式



城市绿道=城市带状空间+骑行通勤需求

Alberslund线

Farum线

在城市带状绿地中建设，满足居民绿色出行需
求的 绿道，主要涉及区县和社区两个空间尺度。
在区县空间尺度中，城 市绿道主要发挥绿色交
通主干道的功能，在社区尺度中，城市绿道 发
挥绿色交通支线的功能。

4个模式



通过生态、风景、文化、城市四种绿道，形成全市贯通的绿道的
网络。

重要历史文化脉络

特色自然景观资源

主要河流廊道

特色自然景观资源

市级绿道

区县级绿道

图例

4个模式



机动车道 景观绿地 机动车道 绿道

现状机场高速防护绿带，宽度大于30米，

现状已经有行人踩踏形成的砂石路，稍加
整修可以成为绿道。

A保障生态服务前提下，整合利用绿
色空间建设城市绿道。
采用透水铺装、设定裸土率等方式，保障绿地生态
服务功能不受影响。

3个机遇空间



闲置线性空间 绿道

现状四道口13号轨道线下方废弃铁路线

13号轨道线下方闲置空间

B活化废弃铁路、滨河路等线性
空间，建设城市绿道。

3个机遇空间



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
主路

机动车道
辅路

绿道

C道路附属绿地整合建设绿道

改变传统道路绿地断面形式。将人行道外侧的
绿带引入内部，发挥绿地的隔离作用。

3个机遇空间



一、凝聚共识愿景

二、对接需求资源

三、发动社会力量



资源需求？



健翔桥——昌平：一如既往地脏、乱、差。
解字石——永宁：新铺柏油路，风景不错，频频爬坡，
当然放坡也爽。
永宁——黑峪口：没走过，为正常省道。
黑峪口——白河堡：爬佛爷顶隘口，五公里上，五公
里下。
白河水库地带：起伏丘陵。
白河峡谷（白河水库——汤河口）：全程林荫道，路

况不错，汽车少，景色好。骑行时可留意岩石的变
化，不同地质年代的岩石上都镶有铭牌，加以解释，
这里毕竟是国家地质公园。
汤河口——柏查子：借道111国道，路是十一新修的，
但国道上永远车多脏乱，注意安全，尽快通过。
柏查子——四合堂——石城镇：从国道一拐上省道，

立刻开始爬坡，景色越骑越美，进入白河的四合堂
大峡谷地带，直至清凉谷、黑龙潭，为白河峡谷最
好看的景色。四合堂不是一味上坡，有上有下，属
于海拔较高的丘陵地区。
溪翁庄——密云：笔直林荫道，寂寞、运动等一到这
里就飚出四十多公里时速。

京密饮水渠：风景不错，但路窄车也多，要注意安
全



骑行足迹2775公里 30公里以下骑行线路
集中在中心城

30-60公里骑行线路
向外略有扩展

60-120公里骑行线路
分布在中心城、近郊

120公里以上骑行线路
分布在市域及周边



徒步足迹4643公里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OD线



旅
游
休
闲

简
单
休
闲

身体挑战日常锻炼

旅游休闲活动

日常健身活动

户外挑战活动

需求特性认知



需求特性认知



选择备选线路

文化资源评价

综合评价

1

4

5

可实施性性评价2

景观资源评价3



以市级绿道为空间骨架，城
市建设区、风景地区、文化
精华区等重点地区分区建设
的绿道网络。

绿道 长度 线路分布

环城公
园绿道

48公里
主要沿二环路“绿色城墙”、护城河布局，包括旧城区内由后海连通
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至通惠河的皇城绿道，以及由西便
门至东便门的前三门绿道。

郊野休
闲环绿

道
115公里

主要分布于一道绿隔，自颐和园起，沿清河向东，经京包铁路北侧绿
地、五环路绿地、京沈高速绿地、西南四环路绿地，至西南三环路绿
地、旱河路绿地回到颐和园。

森林公
园环绿

道
188公里

主要分布于二道绿隔，由翠湖湿地经沙河、温榆河、北运河至通州、
亦庄、大兴新城，沿凉水河、团河路、南五环路绿带向西至永定河，
沿永定河、六环路绿带回到翠湖湿地。

多廊滨
水绿道

156公里

主要沿中心城区滨水空间向外辐射延伸，与森林公园环绿道相接。一
是自西直门转河沿北展后湖、玉河、昆玉河经颐和园沿京密引水渠至
海淀苏家坨；二是沿元大都遗址公园经北土城河至西坝河；三是沿小
月河、京藏高速带状绿地至巩华城；四是由东直门沿坝河连通望京、
798艺术区、蟹岛，沿机场高速林带至温榆河；五是由东便门沿通惠
河至通州新城；六是由菜户营沿凉水河至亦庄新城；七是由六里桥至
园博园；八是由木樨桥沿永引渠经玉渊潭、定慧公园、八大处、模式
口至三家店历史文化区。

东翼大
河绿道

347公里

沿潮白河、北运河等生态廊道布局，将东郊生态公园、东北部的雁栖
湖、慕田峪、青龙峡、黑龙潭、金海湖等风景名胜区及怀柔、密云、
顺义、平谷新城联系起来，形成市域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绿道体系的骨
架。

西翼山
水绿道

220公里

沿永定河生态走廊、南水北调巡线路及房山、门头沟山区沟谷布局，
将西南部潭柘寺、戒台寺、青龙湖、周口店、琉璃河、长沟湿地、云
居寺等及房山、门头沟新城联系起来，形成市域西南部地区绿道体系
的骨架。

北翼山
水绿道

186公里

自沙河水库起，经昌平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十三陵水库、蟒山国家森
林公园、居庸关、八达岭、龙庆峡、松山、野鸭湖等，由苏家坨沿京
密引水渠至怀柔水库，并将昌平、延庆新城联系起来，形成市域北部
地区绿道体系的骨架。



3|绿道规划：各条线路

森林公园环绿道沿二绿隔布局，规划线路总
长度约195.7公里，规划8个服务节点。沿线
结合新城集中建设区和重点功能区

 将近郊各新城建设区与二绿隔的绿色空间联系
起来，并通过中心城滨水绿道与中心城联系，
发挥骨架作用。同时绿道沿近郊主要的河道和
绿色空间布局，将为新城和中心城居民创造高
品质的休闲空间。

 近期可实现绿道主要包括利用现状游径和对现
状绿地进行改造两种，总长度约126.9公里。
远期实施55.5公里。借用道路非机动车道的
13.4公里。

 规划重点打造永定河特色段、北运河段和亦庄
新城绿道。



3|绿道规划：各条线路

郊野休闲环绿道沿一绿隔布局，规划绿道线
路长度约114.5公里。规划服务节点6处。

 构成中心城中心地区的绿道骨架。沿线文化遗
迹密布，吸引全市居民进行文化探访和休闲活
动。

 以利用现状游径改造为主，长度为31.6公里，
如南护城河、皇城根遗址公园等。此外，利用
现状绿地改造为绿道的有6.1公里，例如二环
路沿线现状绿带；借用城市非机动车道形成的
绿道约3公里；结合规划绿地实施建设的绿道
6.8公里。



3|绿道规划：各条线路

环城公园环绿道是主要沿着北京“绿色城墙”
布局，规划绿道线路长度约47.6公里。规划
地坛节点和先农坛节点共2处服务节点。

 将中心城中央大团、边缘组团联系起来，与中
心城滨水廊道一起构成了中心城地区绿道系统
的骨架。将郊野公园串联成环，吸引中心城居
民进行休闲活动。

 近期可实现绿道主要包括利用现状游径和对现
状绿地进行改造两种，总长度约79.7公里。远
期实施34.8公里。



3|绿道规划：各条线路

东翼大河绿道主要沿潮白河水系布局，总长
度328.5公里。结合绿道沿线新城和旅游集散
中心规划11处服务节点。

 将顺义、通州、平谷、密云、怀柔新城建设区
以及主要风景区（密云水库、平谷北部山区等）
联系起来，形成北京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绿道系
统的骨架。

 利用现状绿地改造而成的绿道长度约194公里，
利用现状游径改造而成的长度约36.2公里，结
合规划绿地实施而建设的绿道长度约67.5公里，
为保证绿道连续性，借用城市非机动车道形成
的绿道连接线约30.8公里。

 规划形成潮白河水系精华段、万亩桃花精华段
等特色区段。



3|绿道规划：各条线路

北翼山水绿道规划线路长度约174.0公里，结
合绿道沿线新城和旅游集散中心规划5处服务
节点。

 将昌平、延庆城市建设区以及北郊森林公园
（规划）、松山风景名胜区、白河峡谷等北部
主要风景区联系起来，形成北部地区绿道骨架。

 其中利用现状绿地改造而成的绿道约134.0公
里，利用现状游径改造而成的绿道约9.6公里，
利用规划绿地改造而成的绿道约5.9公里，为
保持绿道连续性，借用城市非机动车道形成的
绿道联络线长度24.4公里。

 规划形成妫河水系精华段特色区段。



3|绿道规划：各条线路

西翼山水绿道规划线路总长度约231.6公里，
沿线结合新城集中建设区和旅游集散点规划9
个服务节点。

将门头沟、房山、丰台河西城市建设区与
百花山、十渡、云居寺等城市西部主要风景
区联系起来，形成城市西部的绿道骨架。

利用现状绿地改造而成的绿道长度约140.2
公里，结合规划绿地实施而建设的绿道长度
约48.9公里，主要为沿南水北调干渠一侧的
防护绿地。绿道利用现状游径约12.5公里，
借用城市非机动车道约30公里。



根据2010年OD调查，步行1367万次，骑行
666万次，（小汽车 974万次）。从空间分布上
看，骑行和步行通勤需求方向呈现辐射廊道式
分布，统一廊道内的交通小区之间具有密切的
骑行和步行需求。

OD期望线（早高峰）
数据来源：OD调查

OD期望线（晚高峰）
数据来源：OD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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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布认知



清河——西直门

由于职住对应关系，清河-西直门沿
线的交通小区之间有着密切的步行
、自行车横向和纵向交通联系。

清河——西直门交通小区高峰时期通勤交通联系图，2010年

需求分布认知



旧宫-广安门之间交通

小区高峰时期通勤交通
联系图,2010年

旧宫——广安门

由于职住对应关
系，旧宫-广安门
沿线的交通小区
之间有着密切的
步行、自行车东
南-西北方向的交
通联系。

需求分布认知



东坝——望京

由于职住对应关系，东坝-望京沿线的交通小区之间有着密切
的步行、自行车东西方向的交通联系。

东坝-望京之间交通小区高峰时期通勤交通联系图，2010年

需求分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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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地段选取】结合中心城主要绿色廊

道，选择8条作为调研地段。

1 京藏绿带（东侧）-小月河（两侧）-北土城
遗址公园（河道两侧）；2 机场高速绿带（两
侧）-坝河（两侧）；3 通惠河绿带（两侧）；
4 凉水河（两侧）；5京港澳高速绿带（两
侧）；6永定河引水渠-昆玉河两侧；7长河绿
带

【调研内容】

1 观察记录沿线带状绿地的使用状况。

（1）开放绿地；（2）围栏绿地；（3）被
圈占绿地（如会所，高尔夫球场）；（4）
道路（包括巡河路）：反映道路被占用情况、
道路两侧绿化林荫情况、两侧景观、两侧建
筑功能等现状情况。（5）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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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藏-小月河绿道

京密-坝河绿道

通惠河绿道

凉水河绿道

园博园绿道

永引渠绿道

京张绿道

为示范带动城市绿道系
统建设，本规划结合调
研提出7条城市绿道。

1、京张城市绿道

2、京藏城市绿道

3、京密城市绿道

4、通惠河城市绿道

5、凉水河城市绿道

6、园博园绿道

7、永引渠绿道



一、凝聚共识愿景

二、对接需求资源

三、发动社会力量



1）长城步道

2）大运河文化步道

3）营城建都文化步道

4）京西古道文化步道

5）京南历史水系步道

6）西山文化步道

7）北京引水步道

8）潮白河自然步道

9）永定河自然步道

10）北京之脊步道

京西古道文化步道

结构引导



主办单位提出选
线意向书

根据概念规划和专家意
见制定绿道选线详细规
划和管理措施

主办单位进行绿
道选线概念规划

接受绿道意向书
并进行初审

绿道线路发布
公布绿道线路标准
和布局意向

进行专家、公众
意见征询

提供设计标准

线路概念规划 线路详细设计标准和空间框架 发布

步道推荐评审





步道精华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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