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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TC/TC 49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同和时代旅游规划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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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适应休闲绿道业的发展，提高绿道安全、服务和管理水平，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和技能化服务，

促进休闲绿道更好更快地发展，引导和规范绿道的经营管理与服务水平，促进绿道运营管理的健康发展，

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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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绿道建设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休闲绿道的术语与定义、环境和景观、慢行道、规划和选址、出入口和停车场、路面

铺装、标识系统、服务节点、环卫、以及其他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基础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休闲功能的各类绿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445-2008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2 部分：旅游体闲符号 

GB/T 19095-2008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绿道 greenway 

具有良好生态环境，以慢行道为主体，配套游憩设施的线形绿色开敞空间。 

3.2 绿道系统 greenway system 

绿道及其连接休闲区域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景观系统、文化系统、游憩系统、联通系统、体验系统、

服务系统与经济系统。 

 

4 规划和选址 

4.1 先规划，后建设，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单位编制规划。 

4.2 规划应遵循可行、生态、安全、便利、美观、实用的原则。 

4.3 规划应充分尊重当地文脉，挖掘当地特色文化，体现差异化和个性化，反对千篇一律，简单模仿。 

4.4 规划宜在统筹考虑当地参与休闲活动的居民和预计的游客数量基础上确定绿道长度，不应不切实

际追求绿道长度。 

4.5 宜在城镇外围，选择浅山丘陵、生态良好的空间进行建设。宜沿着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

廊，或是沿着用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废弃公路、旧工厂、河渠、湖泊、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选址。 

4.6 选址宜便于连接公园、湿地、山川、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村落民居。 



GB/T XXXXX—XXXX 

2 

5 环境和景观 

5.1 绿道系统的大气、噪音、水体状况应明显优于周边城市中心区的生态环境。 

5.2 严格保护野生动物生境，不得进行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 

5.3 植物配置应以地带性植物为主，与周边的植物景观相融合；对场地内受到破坏的地带性植物群落，

采用生态修复技术进行恢复。 

5.4 充分利用植物的观赏特性，营造色彩、层次、空间丰富的植物景观，提升区域绿道的游赏乐趣。 

5.5 节点系统的植物种植应满足游人游憩的需要。在景观较好的区域不应过密种植植物，应提供一些

视线通廊，确保视野可达区域绿道周边的人文及自然景观。 

5.6 紧邻慢行道的植物选用应以满足通行和活动需求。乔木宜选用高大荫浓的种类，枝下净空应大于

2.2m；严禁选用危及游人生命安全的有毒植物；勿选用枝叶有硬刺或枝叶形状呈尖硬剑状、刺状的种类。 

5.7 生态敏感地区严禁集中布置有碍景观和影响环境质量的设施和项目，绿道系统中禁止建设不兼容

的活动项目。 

5.8 尽可能采用生态环保材料，不损害原生态系统，严禁砍伐或移植古树名木，并采取有效技术措施

维护其正常生长。 

5.9 宜以慢行道主轴线两边各 100m 为慢行道绿廊控制的控制范围，由此划定绿廊控制线。 

5.10 对绿道周边乡村的环境整治应符合 GB50445-2008的要求。 

6 标识系统 

6.1 标识系统涵盖全面，设计详细，布局合理。包括信息标志、指示标志、规章标志、警示标志、安

全标志和教育标志等六大类。 

6.2 各类标志牌清晰、简洁，统一规范，严格执行标志、规格、色彩、字体等方面的有关规范和标准

的刚性要求，鼓励采取本土材料进行特色制作。 

6.3 标识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的要求。 

6.4 绿道标识系统应与旅游、交通标识系统做好衔接，并能明显区别于道路交通及其他标识。 

6.5 高等级绿道同类标示牌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500m，其他绿道的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800m，各种标志牌

应设置在使用者行进方向道路右侧或分隔带上，牌面下缘至地面高度宜为 1.8m~2.5m。 

6.6 一定距离内应设置显著的位置标识点，标明绿道名称和里程。 

6.7 同一地点需设两种以上标志时可合并安装在一根标志柱上，但最多不应超过四种，标志内容不应

矛盾、重复，应避免标识过多而造成的环境杂乱和信息过载。 

6.8 充分考虑视觉上有障碍的使用者群体，宜提供盲人能识别的点字标志牌或手册。 

7 慢行道 

7.1 遵循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原则，设立慢行道。慢行道主要供步行、自行车和低速电瓶车通行。 

7.2 遵循最小生态影响的原则，避免因在生态敏感区开辟慢行道而干扰野生动植物的生境。 

7.3 慢行道选线必须满足旅游、景观、护林防火、环境保护及管理等多方面的需要。 

7.4 按照使用者的不同将慢行道分为：步行道、自行车道、无障碍道和综合慢行道（即步行道、自行

车道和无障碍慢行道的综合体）；按照地面形式的不同，可分为陆上慢行道和水上慢行道。 

7.5 慢行道宜单独设立，实现人车分流，不能与主体交通重叠。 

7.6 慢行道部分路段依托原有机动车道设立时，应避免机动车通行，或者在没有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

时限时让机动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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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慢行道应尽量避免与高等级公路交叉，如必须相交时宜采用立体交叉的形式；与其他机动车道路

相交叉时，宜采用平面交叉方式，设人行横道，并设置清晰的标志和严禁机动车进入绿道的障碍物；与

河流水道相交时，宜结合现有或新建桥梁跨过河流水面，在桥面设置自行车道和步行道标志或标线；与

河流水道、渡口相交时，宜结合码头、沟渠，利用水上交通方式通过水面，实现绿道的无缝衔接。 

8 出入口和停车场 

8.1 出入口应以方便绿道使用者进出为原则，可设立在已有道路、交通站点或景观节点附近。应避开

交通拥挤的主干道，设置在次干道上，并至少距交叉路 80m以上。 

8.2 绿道配置的机动车停车场和自行车停车场应尽量利用现有资源改造或建设，宜采用软性铺装，建

设生态停车场。 

8.3 机动车停车场应设立在区域绿道边缘，远离生态敏感地区，靠近城镇建成区绿道驿站等入口处。 

8.4 自行车停车场根据出行入口和出行距离，结合绿道节点系统进行设置。 

8.5 自行车停车场除必要的消防、医疗、应急救助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进入。 

9 路面铺装 

9.1 在满足使用强度的基础上，宜采用沥青（含透水沥青）、混凝土（含透水混凝土）、透水砖、砂

石、木材、可再生材料等环保生态自然材料，特别是原生本地材料铺装路面，宜采用软性铺装。 

9.2 宜根据地形自然起伏铺装路面，避免危险路段。人行道路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2米，自行车道路路

面宽度不宜小于 3米，混行道路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5米，道路坡度不宜大于 20度。 

9.3 宜选择醒目、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颜色进行路面铺装。 

10 服务节点 

10.1 绿道至少应包括驿站和服务亭两级服务节点；距离较长的绿道应包括客栈或营地、驿站、服务亭

三级服务节点。客栈或营地对应过夜游憩服务，驿站对应区域综合服务，服务亭对应地段性服务。 

10.2 服务节点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人流集散、环境承载、节点位置、相邻服务点距离等，要充分利

用现有设施，包括驿站建筑、停车场、游览设施和管理设施等，尽量少新建；确需新建的，应符合当地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0.3 驿站承担绿道管理、游客中心、自行车租赁与维修、零售、简单餐饮、休憩、应急医疗服务、信

息咨询、科普教育、交通换乘等方面的综合服务，有条件的还可以配套网络和充电设备等服务。宜依托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发展节点或绿道沿线城镇及较大型村庄进行建设，设置间距不宜大于 10km。 

10.4 服务亭承担自助信息、零售、休憩、交通换乘、线路指引、报警求助等方面的服务，宜依托绿道

沿线村庄、公园进行建设，设置间距不宜大于 5 km。服务亭设置可与观景台合一。 

10.5 每一个区（县级市）沿省或市规划绿道至少设一个驿站，服务亭根据实地情况进行布点。 

10.6 驿站和服务亭应突出区域特色和主题，建筑材料以木、石、竹等为主要材料，建筑风格有地域特

色。 

11环卫设施 

10.7 应配备完善的环境卫生设施，包括公共厕所、垃圾箱等，除结合驿站和服务亭设置外，应沿线根

据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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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环卫设施的建设要和周边环境协调一致。同时要做好环保处理，严格防止污水和各种生活垃圾对

绿道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10.9 宜形成“垃圾桶—垃圾箱—垃圾车—垃圾中转站”垃圾收运系统。 

10.10 垃圾箱布局合理，应按照 GB/T 19095-2008制定的统一标准进行分类设置，有明确的分类标识，

规范整洁，选用生态环保材料 

10.11 公共厕所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需要，标识醒目美观，建筑造型景观化，通风，采光良好，室

内整洁。 

10.12 公共厕所应与服务中心、驿站和其他公共设施相结合，尽量利用现有公厕，在一些人流量大的

重要节点布置应紧密。男女厕位按 1：1.5的比例。应设置无障碍厕位。 

12 其他管理与服务 

12.1 应明确牵头的管理机构和参与管理的机构，保证绿道的正常维护和服务。 

12.2 应以公益性需要为主，兼顾商业性需要提供相应服务。鼓励利用绿道开展各类特色体育赛事活动；

鼓励围绕绿道进行沿线综合开发。 

12.3 限制单位或个人对绿道的占用、破坏等行为。宜明确绿道周边区域可开发及禁止开发的项目类型，

精准、有效地指导后期绿道建设及周边建设的进行。 

12.4 应保证使用者的安全，充分考虑应急救援的需要。 

12.5 有条件的地方应为绿道提供夜间照明服务，应采用节能环保的照明系统。照明设施应布置合理、

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节省能源、维修方便、技术先进。照明的范围和强度以不干扰动物生活为基本原

则，不应对野生动物生存、繁殖、迁徙等活动造成威胁。 

12.6 各项服务设施应靠近交通便捷的地区，一般布置在绿道的出入口、节点地区及道路两侧。 

12.7 服务设施的高度一般以不超过林木高度为宜：兼顾观光和游览作用的建筑物高度应服从景观需

要；亭、廊、花架、敞厅不宜采用粗糙饰面材料以及易刮伤肌肤和衣物的构造。 

12.8 供水设施宜分布在发展节点。驿站和服务亭宜就近连接城市给水管网； 

12.9 宜根据电源条件、用电负荷和供电方式，本着节约能源、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的原则，布局绿道

的供电工程。电源宜就近接入各乡镇电网系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电网宜采用地埋方式。 

12.10 宜实现绿道全线通讯网络全覆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智慧通讯和监测系统，增加使用者实

时定位、智能导引、自助查询等功能为一体的旅游服务体验和监测绿道管控区域内的安全、事故、违规、

客流、车况等各类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