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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G-LEF”复合型
绿道分类方法研究
□　陈　磊，陈晓锐，赵玉桐

[ 摘　要 ] 科学的绿道分类有助于系统认知绿道的基本特性，并有效指导绿道的规划设计与建设。既有绿道分类方法多因由主
观诉求主导而产生分类不明、重复分类等问题，进而造成绿道设计与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千道一面”、关系混乱及未成系
统等现象。文章通过梳理绿道相关导则与文献，对现有绿道分类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采取扎根理论，以级别 (Grade)、区位
(Location)、要素 (Element) 及功能 (Function) 为分类依据，提出“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以期为绿道的规划、建设与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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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LEF" Compound Greenway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Chen Lei, Chen Xiaorui, 
Zhao Yutong
[Abstract] Curr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f greenways are miscellaneous and subjective and may mislead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greenways into formalism, similarity, and lack of systematization. A rational classification may help people’s 
cognition of greenway characters and guid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greenways.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gulations,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greenway classification, extracts the four classification 
bases of grade, location, element and fun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rounded theory, puts forward a greenway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G-LEF" compound (grade, location, element, function) from grounded theory,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greenway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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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词诞生以来，随着人们对生态文明理念的理解
日趋深入，绿道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2-4]。但既有研究
鲜有针对绿道研究中较为基础的分类进行探讨，导致
现有绿道分类指向不明确、分类标准不统一、分级分
类混淆等，不利于有效分类指导绿道整体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本文从建立科学的绿道分类体系这一目标出
发，探索适合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背景的复合型绿道
分类方法。

0 引言

分类是指就事物的各种性质，按照种类、等级或性
质分别归类，即“聚同去异，备吏成为有系统之排列也”。
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形成概念的先决条件之一，对绿
道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绿道的内涵、系统组成及基本功能特征，同时促使绿道
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工作更趋高效 [1]。自 1892 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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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道分类的研究现状
　　
现有绿道分类相关资料多以导则及

研究文献的形式出现，其中导则由不同
层级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制定，从政策
与制度层面引导、规范绿道的规划建设，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相关文献则代表
了绿道分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故将二
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1 现状描述
根据现有绿道相关导则及文献，可

将绿道分类方法分为 “级别+”“区位+”“要
素 +”“功能”4 类。其中，“级别 +”

类是以绿道的隶属、层级关系或者规模
为分类依据，部分再辅以区位等分类依据
进行类型划分，其分类结果以区域级、城
市级、社区级为主，辅以其他类别 ( 表 1)；
“区位 +”类是以绿道与城市 ( 镇 )、郊
野的位置关系为主要分类依据，辅以地点
要素或功能要素，共同组合形成“区位 +”
的分类依据 ( 表 2)；“要素 +”类是以绿
道的资源、环境特征为主要分类依据，辅
以游憩、交通和文化等功能要素，共同组
合形成“要素+”的分类依据(表3)；“功能”
类是以绿道发挥的主要功能为分类依据，
分类结果以生态保护型、休闲游憩型和
交通型为主 ( 表 4)。

1.2 问题总结
1.2.1 单一依据、指向模糊

现有的绿道分类大多以单一依据划
分。从结果来看，以单一依据划分的绿
道类型过于笼统，并不能完全体现绿道
的基本特征与建设要点。例如，《陕西
省绿道规划设计标准》[13] 中以区位为依
据将绿道划分为城镇型与郊野型两类，
仅体现了绿道与城镇的相对位置关系，
忽视了绿道本身包含的要素及功能；而
《安徽省城市绿道设计技术导则》[17] 中
依据绿道的资源、环境特征将其划分为
城市道路型、公园型、滨水型、山林型
及防护绿地型，没有涉及绿道与区位、
功能的关系。上述分类方式导致在一套
分类体系下划分的同类绿道因考虑的因
素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特征及设计要点，
加上此分类方式过于笼统，导致绿道类
型指向模糊、绿道特征被弱化，不能精
确指导绿道类型的划分。
1.2.2 多种依据、重复分类

将多种依据叠加运用在一套分类体
系中则会造成另一个问题，即重复分类。
例如，《北京绿道规划设计技术导则》[12]

中将绿道分为城市型绿道、郊野型绿道
和联络型绿道，其中城市型绿道与郊野
型绿道按区位划分，联络型绿道则是按
功能划分，同一条绿道可能既属于城市
型绿道，也属于联络型绿道，分类结果
出现了叠加和重复；《浙江省绿道规划
设计技术导则》[10] 中将绿道划分为城镇
型绿道、乡野型绿道与山地型绿道，其
中城镇型绿道与乡野型绿道按区位划分，
而山地型绿道则是依据绿道所处的环境
特征来划分。上述叠加运用多种分类依
据的分类方式，导致某一绿道因包含多种
因素而被划分为两种及以上的绿道类型，
其分类结果因叠加多种依据而导致重复分
类，进而降低导则的科学性及操作性。

2 绿道分类的原则与方法基础

2.1 分类原则
绿道分类发展至今，虽然在类型的

       绿道相关导则 绿道分类依据 绿道划分类别

《成都市健康绿道规
划建设导则》[5]

绿道规模、层
级关系

Ⅰ级健康绿道、Ⅱ级健康绿道及健康绿道连接线

《嘉兴市生态绿道网
规划建设技术导则》[6]

所处位置、重
要性

都市型生态绿道、社区型生态绿道、郊野型生态绿
道

《长沙市绿道建设技
术导则》[7]

环境景观风貌、
所处区位

市域绿道、城市绿道及社区绿道

《河北省城镇绿道绿
廊规划设计指引 ( 试
行 )》[8]

绿道规模、隶
属关系

省域 ( 区域 ) 绿道、城市绿道、社区绿道

表 1   “级别 +”绿道划分

绿道相关导则 / 文献 绿道分类依据 绿道划分类别

《绿道规划设计导则》[9] 区位、环境景
观风貌

城镇型绿道、郊野型绿道

《浙江省绿道规划设计
技术导则》[10]

所处位置、环
境特征

城镇型绿道、乡野型绿道、山地型绿道

《福建省绿道规划建设
导则》[11]

所处区位、目
标功能

都市型绿道、郊野型绿道、生态型绿道

《北京绿道规划设计技
术导则》[12]

所处区位、建
设条件

城市型绿道、郊野型绿道、联络型绿道

《陕西省绿道规划设计
标准》[13]

所处区位、环
境景观风貌

城镇型绿道、郊野型绿道

《嘉兴市生态绿道网规
划建设技术导则》[6]

所处位置、重
要性

郊野生态绿道、都市生态绿道、社区生态绿道

《广东省城市绿道规划
设计指引》[14]

环境特征、绿
道资源、使用
功能

生态郊野区域绿道、自然和人文景区城市绿道、穿越
城镇的绿道、串联村庄的城市绿道、利用交通设施的
绿道

《我国城市绿道的规划
途径初探》[15]

城市区位 旧城中心区绿道、新城或新区绿道、城市边缘区绿道

《北方城市绿道景观设
计研究》[16]

区域位置 城市型绿道、乡村型绿道

表 2  “区位 +”绿道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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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相关导则 / 文献 绿道分类依据 绿道划分类别

《安徽省城市绿道设计
技术导则》[17]

资源特征 城市道路型绿道、公园型绿道、滨水型绿道、山林
型绿道、防护绿地型绿道

《北京绿道规划设计技
术导则》[12]

环境特征 滨水游憩绿道、森林景观绿道、郊野田园绿道、人
文景观绿道、公园休闲绿道

《河北省城镇绿道绿廊
规划设计指引 ( 试行 )》[8]

景观风貌 滨河型绿道绿廊、滨海型绿道绿廊、自然山脉型绿
道绿廊、文化廊道型绿道绿廊、交通型绿道绿廊

《国外绿道研究综述》[18] 绿道形态、形
成条件、实现
功能

河流廊道、线性廊道、带状廊道；城市河流型绿道、
风景名胜型绿道、综合网格型绿道、游憩型绿道、
自然型绿道、生态型绿道

《绿色通道 (Greenway)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

绿道属性、绿
道构成

道路绿色通道 ( 绿道 )、河流绿色通道 ( 蓝道 )、文
化遗产通道 ( 紫道 )

《论大运河区域生态基础
设施战略和实施途径》[20]

绿道功能、绿
道的形式

沿河道或水域边界分布的滨河绿道、公园道路绿道，
沿田园边界分布的田园绿道、交通功能道路绿道

《“绿道”理念指导下
的森林城市研究初探——
以重庆市都市区绿色空
间串联网络规划为例》[21]

景观资源特征、
连接资源类型

与山脊相连、与水域相结合、与公路相结合、沿街
道分布的绿道，可供步行的绿道，游憩娱乐型休闲
绿道；河流海域游憩型绿道、公园绿地游憩型绿道、
历史文化游憩型绿道

《我国城市绿道的规划
途径初探》[15]

景观资源特
征

自然资源型绿道、人文资源型绿道、游憩资源型绿
道、城市发展型绿道

《城市绿道景观设计的
初探》[22]

连接组团 历史文化类绿道、城市公园类绿道、城市滨水类绿
道、城市商业游憩类绿道

《北方城市绿道景观设
计研究》[16]

绿道特性 人工型绿道、自然型绿道

《北京环二环城市滨河绿
道景观规划设计研究》[23]

景观资源特征 公园型绿道、滨河湿地型绿道、文化遗产型绿道、
自然生态型绿道

表 3  “要素 +”绿道划分

广度上已有一定探索，但是在应用实践
时仍存在类型联系混乱、类型指向不明
确、绿道未成体系等现实问题。究其原因，
是没有探索出一套完善的分类体系，既
能全面涵盖绿道的基本特性，又能细分、
甄别各类型的绿道，使其互不干扰。对
此，本文通过对实践案例、相关导则及
文献的分析，总结得出绿道分类必须遵
循的基本原则：①唯一性。这是绿道分
类最基本的原则，即分类结果与其表示
的绿道是唯一对应关系。 ②完整性。完
整性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指分类结
果具有足够的容量并可以囊括所有的绿
道类型；另一个层次是指在分类的过程
中，信息完全覆盖、毫无遗漏。③独立性。
在绿道分类过程中，所有因素相互独立，
没有任何交叉重叠，也可以理解为将影
响绿道的因素拆分为多个有明确区分且
互不重叠的因素。

2.2 方法基础
一般认为，绿道的建设需要在分析

现存环境要素后进行科学的数据整理和
规划设计 [27]。因此，若要探寻合理的绿
道分类方法，首先应明确影响绿道分类
的因素。从对目前研究现状的了解，本
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思路，以扎根理论方法
探索影响绿道分类的主要因素。

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主要
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 [28]。
该方法通过三级编码 ( 即开放式编码、关
联式编码和核心编码 ) 将搜集到的文字资
料打散，并赋予相应概念，再以适当方
式将概念抽象提升为相应的研究因素及
核心影响因素，最终实现资料的逐层归
纳及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梳理。这是一种
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由于该
方法克服了在一般定性研究中缺乏规范
流程指导、所得结论说服力不强等问题，
同时也避免了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主观干
扰 [29]，能够显著提高绿道分类中各因素
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可验证性。

本文依据扎根理论，按照相应的操
作程序对绿道分类的相关导则及文献进

      绿道相关文献 绿道分类依据 绿道划分类别

《国外绿道研究综
述》[18]

实施功能 保护生物多样性绿道、水资源绿道、游憩绿道、历史文
化资源型绿道

《城市林荫道概念、
特征及类型研究》[24]

绿道作用、绿
道特征

绿带廊道、绿色道路廊道、绿色河流廊道

《国外绿道研究综
述》[18]

功能 生产型绿道、游憩型绿道、遗产型绿道

《绿色通道(Greenway)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

所处环境、功
能复杂程度

单一型绿色通道、交叉型绿色通道

《基于绿道类别的武
汉城市绿道发展方向
分析》[25]

景观特征、绿
道功能、交通
方式

生态保护型绿道、观光风景型绿道、休闲游憩型绿道；
景观型游憩绿道、交通型游憩绿道、社区型游憩绿道；
步行游憩型绿道、步行与自行车共用型绿道、机动车混
行的混合慢行绿道

《析游憩型绿道的功
能及分类》[26]

游憩形式 观光游憩型绿道、体验游憩型绿道

《我国城市绿道的规
划途径初探》[15]

生态状况 生态保护型绿道、生态恢复型绿道、生态重组型绿道

《城市绿道景观设计
的初探》[22]

使用功能、交
通功能

交通类绿道、游憩类绿道、生态类绿道；城市步行绿道、
城市自行车绿道、综合型绿道

表 4  “功能 +”绿道划分

行三级编码。
(1) 第一层级。对相关资料进行一级

编码，将绿道分类相关导则及文献中所
呈现的绿道类型打散，并提取类型指标

关键词，如城市道路型绿道可提取“城
市”“道路”指标，从类型指标中发现
概念类属，确定类属属性并进行概念化
处理，共提炼得到 28 个开放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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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层级。对在第一层级获得的
28 个开放式编码进行有机整合，发现并
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区位
关系的影响因素所包含的概念有“城市

板块与农村板块的交汇衔接处”“城市
边缘区”等。在此基础上有效提取形成
11 个关联式编码，包含空间范围、区位
关系、配套设施、环境要素、资源特征、

行为活动、服务人群、功能需求、连续
程度、规模体量和隶属层级，即绿道分
类的 11 个影响因素 ( 表 5)，从而对绿道
类型的形成进行更全面和清晰的解释。

(3) 第三层级。在对概念整合形成 11
个关联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聚
类，从中确立具有较强关联能力和统领
作用的核心概念类属，即级别、区位、
要素、功能 4 个核心编码 ( 表 6)，这样
能够将大多数概念囊括进一个比较宽泛
的概念范畴，最终完成整个理论解释框
架的建构。4 个核心编码作为最有控制力
的核心因素直接影响了绿道的分类，其
中级别与区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
定了要素和功能上的诸多差异，故级别
与区位作为影响绿道分类的前提条件，
要素与功能作为影响绿道分类的现象条
件，4 个核心编码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影
响，构成了绿道分类影响因素的理论模
型，并共同作用于绿道的分类结果 ( 图 1)。

级别、区位、要素和功能 4 个核心
编码对于绿道分类的具体影响表述如下： 

(1) 级别。该因素指向绿道的区划管
理，是区分绿道的空间规模、隶属层级
的核心依据。级别作为指导绿道规划设
计与建设的前提条件，对绿道系统的规
模体量、连续程度、服务人群和配套设
施等有着重要影响。

(2) 区位。该因素指向绿道的规划布
局和选址位置，是空间建设的基础与前
提。区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绿道对空
间产生的影响及价值，且不同的区位条
件也在宏观空间层面决定了绿道的环境
要素和功能需求的差异，从而直接影响
了绿道规划与建设，使其呈现出不同的
特征。

(3) 要素。该因素指向绿道的景观资
源条件，是空间环境塑造的载体和重要
依据。以河流、山林或是历史遗迹、生
产林地等为主导要素的绿道类型，其空
间环境的建设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只
有区分环境要素类型，才能在绿道营建
中更精准地发掘地域特色，避免“千道
一面”的问题。图 1  绿道分类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示意图

前提条件 现象条件 结果

隶属层级

规模体量

连续程度

配套设施

服务人群

区位关系

空间范围

资源特征

服务人群

环境要素

资源特征

功能需求

服务人群

行为活动

配套设施

绿
道
分
类

直接因素 作用于其他影响因素

级别 (A1) 隶属层级 (aa11)、规模体量 (aa10)、连续程度 (aa8)、配套设施 (aa3)、服务人群 (aa9)
区位 (A2) 区位关系 (aa2)、空间范围 (aa1)、资源特征 (aa5)、服务人群 (aa9)
要素 (A3) 环境要素 (aa4)、资源特征 (aa5)
功能 (A4) 功能需求 (aa7)、服务人群 (aa9)、行为活动 (aa6)、配套设施 (aa3)

表 6  绿道分类的 4 个直接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绿道相关导则 / 文献 绿道类型 相关指标 概念化 影响因素

《绿道规划设计导则
(2016)》[9]

城镇型绿道 城镇 具有一定规模工商业
的居民点 (a1)

空间范围 (aa1)(a1、
a3、a13、a17)

郊野型绿道 郊野 城市板块与农村板块
的交汇衔接处 (a2)

区位关系 (aa2)(a2、
a16)

《安徽省城市绿道设
计技术导则》[17]

城市道路型
绿道

城市 具有一定面积、经济
活动和住户集中的
区域 (a3)

—

道路 供通行的基础设施
(a4)

配套设施 (aa3)(a4、
a23)

公园型绿道 公园 供公众游玩、观赏、
娱乐的园林 (a5)

环境要素 (aa4)(a5、
a7、a11、a20)

滨水型绿道 滨水 含水域的陆地边缘地
带 (a6)

资源特征 (aa5)(a6、
a8、a14)

山林型绿道 山林 含一定规模山林的地
带 (a7)

—

防护绿地型
绿道

防护绿地 具有一定功能的绿地
(a8)

—

《析游憩型绿道的功
能及分类》[26]

观光游憩型
绿道

观光 可开展游览、观赏等
活动 (a9)

行为活动 (aa6)(a9、
a10、a18、a19、a24)

游憩
体验游憩型
绿道

体验 可开展实践、游览等
活动 (a10)

同上
游憩

…… …… …… ……

表 5  部分绿道分类影响因素编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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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框架图

(4) 功能。该因素指向绿道发挥的功
能及使用范畴，是空间需求的重要支撑。
现今的绿道所承载的功能越来越趋向多
元化，为了协调绿道与需求的关系，需
要明确绿道的功能类型，这样才能有效
提升绿道的空间品质。

3“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

3.1 复合型绿道分类框架的构建
通过自下而上地梳理影响绿道类型

的核心因素，并将其进行有机组合，即
可构建同时反映级别 (Grade，以下简称

“G”)、区位 (Location，以下简称“L”)、
要素 (Element，以下简称“E”) 及功能
(Function，以下简称“F”) 四大属性的
复合型绿道分类框架，即“G-LEF”复合
型绿道分类框架 ( 图 2)。该框架从绿道
分类的原则出发，以扎根理论为支撑，
按照组合形式更清楚地展现分类因素与
类型结果的关系，不仅能够完整地涵盖
绿道中的所有类型，还避免了绿道分类
的遗漏和重复问题，同时类型之间的关
联也更加科学直观。

3.2“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步骤
“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的步骤主

要为数据获取与图形叠加，首先分别获
取“G-LEF”4 类数据，通过数据整理，
归纳形成“G 等级分布图”“L 区位分布
图”“E 要素分布图”“F 功能分布图”；
其次对图形进行综合叠加，最终获取
“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应用示意
图 ( 图 3)。其中，“G”类数据由人为赋
予的绿道隶属关系和规模等外部因素界
定，而“L”“E”“F”3 类数据侧重于
绿道本身的特征，因此将“G”列为第一
层级的分类依据，其余 3 类数据划定为
第二层级的分类依据。

(1) 数据获取。为了更直观地体现该
方法的应用过程，现以某区域绿道 OA—
ONAN 段为例，获取该区域内各层级的
数据，依据相关特性进行归纳，得到该
区域绿道“G”“L”“E”“F”4 类数据，

并将其整理为各类分布图。其中，“G”
类数据由行政区域划定为区域级，“L”
类数据包括城镇区域和郊野区域，“E”
类数据包含禅寺、高校、山林等，“F”
类数据包含观光类、体验类、生态保护类、
休闲类等类型。需要注意的是，“G”类

数据和“L”类数据在类型上可能出现名
词重复的现象，如社区级，该名词在“G”
类数据中表达隶属的行政关系，在“L”
类数据中则表达绿道的相对位置。故个
别名词若出现重复，其表达的含义截然
不同，不影响绿道的分类结果。

图 3  “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应用示意图

绿道复合型分类框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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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形叠加。将获取的类型分布图
进行叠加，得到该区域绿道特质分布图。
图中各处相关数据清晰可见，由此得出
该绿道类型分布图，即绿道系统图。最
终的绿道类型表达形式为“等级—区位 +
要素 + 功能”类绿道，如上述某区域绿
道 OA—ONAN 段中的 OA-O1A1 段可表述
为区域级—城镇山林生态保护类绿道。

3.3“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
的优势

与现有绿道分类方法相比，“G-LEF”
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的优势在于将自上
而下的方法基础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应用
相结合，促使绿道分类从绿道本身的特
性出发，结合绿道类型的核心影响因素
( 级别、区位、要素及功能 ) 对绿道类型
与特性进行区分与联系。该分类方法的
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①绿道分类
的过程完整且相互独立。基于自上而下
的理论推导，促使绿道涵盖所有影响因
素，其中绿道类型由“G”“L”“E”“F”4
类数据复合确定，不会出现分类混淆的
现象。②绿道分类的结果完整且唯一。
经过自下而上的实践应用，促使绿道涵
盖所有类别，不会出现类型遗漏的现象，
且分类对象与类型一一对应，能够更精确
地指导不同类型绿道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4 结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绿
道的规划与建设呈现出综合性、多功能
的特点，现有的绿道分类方法已不足以
科学地指导绿道的分类、规划与建设，
开展绿道分类专项研究、探索适宜的绿
道分类方法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本
文提出的“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
法着眼于绿道自身的特性，通过提取影
响绿道类型的核心因素对其进行复合分
类，有效解决了绿道重复分类、指向模
糊的问题。但由于目前的研究层级主要
集中在各因素之间的联系上，对于各因
素类型指标的选择和因素间的权重缺少

判断依据。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将结
合实践数据及使用后的评价进一步完善
“G-LEF”复合型绿道分类方法，以期有
效助力绿道系统的整体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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