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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动轨迹数据的健康街道环境优化研究
——以北京核心区为例

祝朝阳，郑善文，甄　冉，戎卿文

[摘　要]街道健康环境作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受到多学科的关注。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基于健身软件记录的
运动轨迹数据，以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为研究对象，从个人、街道两个视角对体力活动与各类建成环境要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探讨街道承载的体力活动特征及其环境优化方法，探索构建街道健康环境网络的优化模式，并从宏观城市健康体系、中观社区
健康环境、微观街道健康品质 3 个方面提出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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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y street environment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ealthy c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records of sports tracking applications are us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of built 
environmental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and street. The characters of physical 
activities,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methods, healthy street network optimization models are studied, and planning suggestions 
concerning cities at macro level, communities at intermediate level, and streets at micro level,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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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高强度的生活方式导致各种慢性病产生 [4]。在此
背景下，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表明了国家层面对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视；2021 年国务院印发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 )》，提出“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
的目标，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体力活动的关注。

现代城市规划一直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健康生活水
平，其产生也与公共健康密切相关 [5]。19 世纪中期的
英国《公共卫生法》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先
驱；19 世纪末由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也对健康

0　引言

体力活动 (Physical Activity) 指“由骨骼肌产生的任
何需要消耗能量的身体运动”[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
报告，定期进行体力活动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
病，如心脏病、中风、糖尿病、乳腺癌和结肠癌等，并
可以促进人们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和增进福祉 [2]。
城镇化在促进社会进步、提升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
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健康威胁和挑战 [3]，随着
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活动空间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
人们可以进行体力活动的时间与空间不断被压缩，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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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尤为重视，在这一时期，在多学科
的共同关注下城市卫生问题得到了一定
的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划者与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联系逐渐减弱，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健康相关政策与设
计的实施 [6]，城市居民面临高血压、肥胖、
焦虑等新一代健康危机。在此背景下，
规划领域通过研究活动空间的公平性 [7]、
规划城市慢行系统 [8]、优化街道与公园
的运动环境 [4] 等方式，促进城市居民参
与体力活动频率与时长的提高，缓解城
市健康问题。其中，街道作为城市中重
要的公共空间，从健康视角对其进行优
化会对城市健康产生正向影响 [9]。

综上所述，本文应用健身软件记录
的运动轨迹数据，量化城市街道发生的
各类体力活动情况，从运动者个人与城
市街道两个视角对各类运动情况进行整
理，并将运动情况与建成环境要素进行
相关性分析，剖析运动者的空间偏好及
街道承载体力活动的情况，针对城市街
道体力活动网络与环境优化提出策略。

1　研究背景

1.1　健康城市背景下的体力活动
空间营造

为提高城市的健康水平，各国在空
间规划引导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美国
纽约在《OneNYC 2050: Building a Strong 
and Fair City》中提出打造促进体育活动、
社群建设和提升心理健康的建成环境，
更新并扩大活动设计指南 (Active Design 
Guidelines) 的应用范围，包括建筑、街道、
城市农业和公共空间等，以促进人们心
理健康和增进社会福祉，促使所有纽
约人都能更方便地接触到健康的城市环
境 [10]。英国伦敦除了建设体育设施，还
通过编制步行行动规划 (Walking Action 
Plan)、自行车行动规划 (Cycling Action 
Plan) 等方式优化城市慢行网络，间接促
进居民参与体力活动的频率与时长的提

高。但根据居民对公园、绿道等的使用评
价，许多城市的体力活动空间仍存在供需
失衡、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11-12]，如何为
需求最迫切的群体提供体力活动环境、
激活潜在的体力活动空间、提高规划选
址的科学性，是健康城市实践与研究需
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1.2　建成环境视角下的体力活动
研究

建成环境是影响人群体力活动的重
要空间因素，也是城市规划主动干预人
群健康的重要切入点 [13]。建成环境对城
市体力活动的影响可以从建成环境定量
评价、使用者体力活动行为测度、行为
制图 3 个方面进行分析 [14]。其中：建成
环境定量评价要素的选择在不同研究尺
度下有所不同，在中观 ( 一个或多个城市
街区 )、微观 ( 建筑、街道、设施 ) 尺度
下可分为空间要素和设计要素两大类 [13]；
使用者体力活动行为测度通常采用系统
观察、心率计、加速度计等对体力活动
行为及其强度进行记录；行为制图通常
通过直接观察场地活动来记录建成环境
变量和体力活动行为变量 [14]。目前，在
建成环境定量评价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
且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对体力活动的测
度较为主观，只有少部分研究采用了加速
度计、地理信息系统等进行客观测度 [15]。

1.3　运动轨迹数据支持下的规划
研究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基于健身软
件的运动数据在规划研究与实践中逐渐得
到应用，常被用于街道空间与服务 [16-17]、
居民运动行为特征 [18-19] 研究。此外，利
用运动数据辅助规划设计的实践也开始
出现 [20]。在数据处理方面，部分研究将
轨迹信息投影至栅格 [21] 进行统计处理，
这虽然有助于将运动数据与遥感、统计
数据进行关联分析，但是却将原本的线
性矢量信息转换为面状统计信息，丢失

了数据原本的高精度特征，如此得到的
更多的是相对宏观的结论，对于具体的
体力活动网络构建的指导性不强。

2　基于运动轨迹数据的北京核心区
街道网络优化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进入以提升质量
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城市更新日益受
到关注 [22]。依托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与《首都功能核心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 街区层面 )(2018 年—
2035 年 )》，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 ( 以下
简称“核心区”) 街道网络优化的更新实
践持续推进，近年来各级各类街道的更
新工作初见成效，如骨干道路 ( 如平安大
街、崇雍大街等 ) 的功能转型与公共空间
串联，以及胡同等生活性街道 ( 如杨梅竹
斜街、椿树胡同等 ) 的慢行系统优化与人
本空间改造等，相关实践的经验与成果
在《北京街道更新治理城市设计导则》
中得到总结、推广。在研究方面，已有研
究采用人本观测 [23]、量化评估 [24]、问卷
调查 [25] 等方法，对游客 [26-27]、居民 [25，28]

的不同行为特征、空间需求进行探究，为
街道网络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本文以北京核心区为研究范围，核
心区包括北京东城区与西城区，面积约
为 92.5 km2，2020 年常住人口约有 181.5
万人，贡献了全市 22.20% 的 GDP[29]。北
京核心区是北京“四个中心”中全国政
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
心承载区 [30]。对核心区的研究一方面能
够为优化核心区自身慢行系统提供指导，
另一方面核心区作为高密度建成环境的
代表，其实践能为全国乃至全球高密度
城市的体力活动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1　数据来源
2.1.1　运动轨迹数据

研究通过描绘、记录 Keep 软件中
的轨迹信息与运动次数，量化城市中体力



74 第 39 卷　2023 年第 7 期        

活动的分布情况。Keep 是一款被运动者
广泛使用的健身软件，2017 年其用户数
突破 1 亿。该软件的相关数据显示，跑步、
散步、骑行运动都在北京最为集中 [31]，因
此从该软件获取的相关轨迹信息数据能
够较好地反映大多数运动者的线路选择。
Keep 软件提供了创建路线的功能，在创
建新的路线后，其他用户在该路线运动
后可以选择将运动数据同步到该路线上，
软件将记录该路线上各类运动的完成次
数。研究仅收集软件公开的运动线路上
各类运动的完成次数及所占比例，将路
线轨迹在 ArcGIS 10.5 上进行描绘，避免
了对用户个人隐私可能造成的影响。研
究收集了起始点位于北京核心区且发生在
道路上的运动线路，并剔除马拉松比赛、
地图轨迹绘图活动的路线数据，避免比赛
或短期活动对日常运动路线数据造成的干
扰。研究数据收集于 2022 年 10 月，共
获得 231 条线路，1 128 939 次运动记录
数据，其中跑步运动 644 100 次、散步运
动 194 561 次、骑行运动 290 277 次①，
各类运动的分布情况见图 1。

对运动轨迹数据进行处理后，将其
与建成环境进行相关性分析，这要求数
据尽量呈正态分布，而统计得到的原始
数据实际呈现长尾分布。根据相关研究
的处理方法 [32]，研究对各类运动数量取
以 10 为底的对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此
为基础进行后续的相关性分析，运动数
据的处理结果见图 2。
2.1.2　建成环境数据

研究关注中观层面影响体力活动的
建成环境要素，包括连接性要素与邻近
性要素 [13]。在连接性要素方面，采用不
同半径下的空间句法参数值及交叉口数
量来表征到达或穿越该道路的潜力，采
用运动轨迹内包含的红绿灯数量表征车
行交通对运动的阻碍。在邻近性要素方
面，采用地块容积率、建筑密度表征建
设强度；采用水系、绿地的矢量数据表
征自然环境要素；采用邻近道路的绿视

率与开敞度模拟所在街道的空间感受。
建成环境数据主要来源于 Open Street 
Map( 以下简称“OSM”)、百度街景地图
及北京城市实验室 Beijing City Lab( 以下
简称“BCL”)。见表 1，图 3。

2.2　研究方法
2.2.1　空间句法

空间句法被广泛应用于规划研究领
域，常用于探讨社会行为与空间、建成
环境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 [34]。研

图 2　标准化处理前后的运动数量与拟合曲线

图 1　研究区内各类运动在街道上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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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建成环境要素分布情况②

究以北京核心区为研究范围，以北京四
环路以内的区域为空间句法建模范围，
以避免尺度效应造成的计算结果失真。
以 ESRI 公司提供的 World Imagery 影像
数据为底图，对城市步行网络进行轴线
描绘，本研究是在较为宏观的城市尺度

下进行分析的，因此将道路两侧人行的
双向流线抽象为单线模型，在护城河、
高架桥等对慢行交通有明显阻碍的区域采
用双线模型，并对连接点进行校正。

在参数选择上，研究采用整合度
(Integration)和选择度(Choice)两类参数。

对于线段分析而言，整合度指理论最大
的广义距离与某条路径到其他所有路径
的广义距离之间的比值，用于描述这条
路径 距离其他路径 有多远，以此度量
到达该路径的空间潜力，整合度  计算公
式如下所示。

                                (1)
选择度  指最短路径 穿过路径

的次数与最短路径的比值，用于描述目
标路径作为最短路径一部分的程度，度
量穿越该路径的空间潜力 [35]，计算公式
如下所示。

                            (2)
由于研究在城市尺度下进行，并且

关注步行、跑步、骑行 3 类运动距离差
异较大的活动，经过反复尝试，研究选
取 200 m、500 m、1 000 m、2 000 m、
3 000 m、5 000 m、10 000 m、20 000 m、
30 000 m 共 9 个半径，在 depthmapX 软
件中对选择度、整合度进行计算。
2.2.2　个人—街道双视角下的
相关性分析方法

个人在运动过程中能直观感受到
的建成环境要素是相对有限的，而街道
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所提供的服务是面
向更大范围的，因此研究分别从个人和
街道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个人视角指以
Keep 运动轨迹为研究对象，统计运动轨
迹周边的建成环境情况，并将建成环境
情况与轨迹上的各类运动人数进行相关
性分析，这些路径的产生是运动者“用
脚投票”的结果，体现了个人运动时的
路径选择偏好。街道视角指运动轨迹在
路网上往往存在重叠之处，即某些热门
街道往往会承载多条运动轨迹，且每一
条街道的运动环境都有所不同，因而将
发生在该街道的各条运动轨迹、各类运
动的数量进行统计，并与周边的建成环
境进行相关性分析，如此能够反映不同
街道的特征。个人视角更倾向于反映个
人的行为选择，街道视角则反映不同特
征的街道空间对不同运动的承载情况。

表 1　研究选取的建成环境要素及来源 [33]

要素类型 要素名称 数据来源

连接性要素 空间句法整合度 自绘轴线网络后运用 depthmapX 计算
空间句法选择度 自绘轴线网络后运用 depthmapX 计算
邻近范围内交叉口数量 根据自绘的轴线网络统计
运动轨迹内包含的红绿
灯数量

结合 OSM 的 traffic_signals 类型与百度地图进行修
正并统计

邻近性要素 邻近地块建筑密度 结合 BCL 公布的城市地块数据与百度地图进行修正
邻近地块容积率 结合 BCL 公布的城市地块数据与百度地图进行修正
是否邻近水系 结合 OSM 的 water 类型与百度地图进行修正
是否邻近绿地 结合 OSM 的 park 类型与百度地图进行修正
街景绿视率 采集 100 m 间距的百度街景地图，应用 Cityscape

包进行机器学习要素识别统计
街景开敞度 采集 100 m 间距的百度街景地图，应用 Cityscape

包进行机器学习要素识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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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应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9 软件进行
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将两个视角的研
究结论进行对比，以为街道体力活动网
络优化提供更完善的建议。见图 4。

3　分析结果

3.1　个人视角下的体力活动与建成
环境相关性分析

个人视角下，与空间句法相关参
数的分析结果表明，跑步运动人数与整
合度、选择度存在负相关，且在半径为
5 000 m 时选择度相关系数为﹣ 0.180，
达到最高；散步运动人数与不同半径整
合度、选择度的相关性均较低，相关系
数大致上随计算半径的增加而降低，在
半径大于 5 000 m 之后呈负相关；骑行运
动人数与整合度、选择度系数的相关性
整体上呈现随着计算半径的增加而提高
的趋势，且半径为 5 000 m 时达到峰值，
此时整合度的相关系数达 0.234，选择度
的相关系数达 0.287。结果表明，跑步运
动对全局高可达的道路有所排斥，散步
运动对局部高可达的道路有微弱偏好、
对全局高可达的道路有微弱排斥，而骑
行运动偏向于选择全局可达性高的道路。
见图 5。

在与其他建成环境的相关性方面，
由于个人在运动中能够感受的范围有限，
研究仅统计运动轨迹 50 m 半径范围内的
信息。分析结果显示 ( 表 2)：跑步运动
人数与街景绿视率、街景开敞度、周边
是否有绿地、运动轨迹内包含的红绿灯
数量关系密切，其中与红绿灯数量的负
相关性最为显著，相关系数达﹣0.437；
散步运动人数与运动轨迹内包含的红绿
灯数量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
达﹣0.197；骑行运动人数与街景开敞度
关系相对密切，相关系数达 0.272。分析
结果表明，跑步者倾向于在绿地周边、
树木郁闭度高且较少红绿灯干扰的街道
上运动；散步者也倾向于在红绿灯较少

的路段运动，但对该因素的敏感性比跑
步者弱；骑行者更倾向于在视野开阔的
街道上运动。

3.2　街道视角下的体力活动与建成
环境相关性分析

街道视角下，与空间句法相关参
数的分析结果表明，跑步运动人数与整
合度、选择度未呈现显著的相关性；散

步运动人数与整合度、选择度呈现微弱
正相关；骑行运动人数与整合度、选择
度的相关系数大体上随计算半径的增加
而显著增加，在大半径下相关性显著，
与选择度的相关性在 5 000 m 半径下达
到峰值 (0.381)，与整合度的相关性在
10 000 m 半径下达到峰值 (0.439)。这表
明高可达性街道承载了较多的散步运动
和骑行运动，而不同可达性的街道与跑

图 4　个人、街道视角下的统计方法示意图

图 5　个人视角下的空间句法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 2 　个人视角下各类运动与其他建成环境相关性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跑步 散步 骑行 运动总数

运动轨迹内包含的
红绿灯数量

﹣0.437** ﹣0.197** 0.171* ﹣0.274**

邻近地块建筑密度 ﹣0.019 0.107 0.098 0.000
邻近地块容积率 ﹣0.045 ﹣0.043 ﹣0.089 ﹣ 0.039
是否邻近水系 0.036 0.017 0.028 0.052
是否邻近绿地 0.266** 0.181* 0.024 0.224**
街景绿视率 0.342** 0.170* ﹣0.023 0.240**
街景开敞度 ﹣0.232** ﹣0.075 0.272** ﹣0.062

注：本表仅显示部分结果；“**”表示在 0.01 级别 ( 双侧 )，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5 级别 ( 双侧 )，
相关性显著。

跑步人数—选择度
跑步人数—整合度
散步人数—选择度
散步人数—整合度
骑行人数—选择度
骑行人数—整合度
运动总人数—选择度
运动总人数—整合度

图例

图例

个人视角下的统计方式 街道视角下的统计方式

图例
道路网络 道路网络
运动轨迹 a 道路节点
运动轨迹 b

街道 c/d 的运动情况运动轨迹 a 的建成环境统计范围
街道 a/b/e 的运动情况

运动轨迹 b 的建成环境统计范围 建成环境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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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街道视角下的空间句法相关性分析结果

步运动的相关性均不明显。见图 6。
在与其他建成环境的相关性方面，

不同于个人视角下仅对运动线路半径
50 m 范围内的信息进行测度，为了反
映街道的服务能力，在街道视角下统计
500 m 半径内的地块建筑密度、容积率
与交叉口数量。结果显示，建筑密度与
跑步人数呈负相关，而与散步和骑行人
数则呈正相关，交叉口数量与跑步、散
步人数均呈正相关。见表 3。

4　研究结论

4.1　各类运动的空间偏好因运动
特征而异

个人视角下的分析结果反映了个体
在进行不同运动时对空间的偏好，显示
个体在进行跑步与散步运动时对空间的
偏好较为相似，骑行运动则与这两项运
动有明显差异。跑步运动路线多为短距
离多次环绕，实际运动过程中经过的红
绿灯数量会随着环绕次数的增加而叠加，
因而跑步者往往会尽量避开过街红绿灯；
机动车交通是运动的主要障碍之一 [36]，
跑步运动速度较快，一些跑步者会选择
在人流和车流量较低的道路上运动以保
证安全，这类街道的可达性往往也相对
较低；跑步路线上有树荫就能够较好地
预防晒伤 [37]，因而绿视率高的道路会更
具吸引力。散步活动则多发生在步行街、
滨水步道等步行优先的道路上，这类道
路上的红绿灯数量相对较少，且此类路
线往往位于街区内部，局部可达性高，
全局可达性低，这体现在个人视角下，
散步人数与整合度、选择度的相关性系
数均呈现随计算半径提高而由微弱正相
关转向微弱负相关。骑行运动具有速度
快、距离长的特征，因而具有较大半径
和高可达性特征的道路更受骑行者的欢
迎。尽管在个人偏好角度，骑行者也同
样愿意选择红绿灯较少的路线，但是核
心区内供骑行者选择的路线并不多，这

表 3 　街道视角下各类运动与其他建成环境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跑步 散步 骑行 运动总数

邻近范围内交叉口
数量

0.071** 0.096** ﹣ 0.001 0.060**

邻近地块建筑密度 ﹣ 0.049** 0.080** 0.051** ﹣ 0.007
邻近地块容积率 ﹣ 0.013 0.009 ﹣ 0.049* ﹣ 0.014

是因为绝大多数公园不允许自行车进入，
低等级道路大多未设置非机动车道，滨
水道路已被散步者与跑步者占据。在此
背景下，具备非机动车道的高等级道路
似乎成为骑行者唯一的选择，红绿灯数
量造成的干扰对骑行者而言很难避免。

4.2　街道对各类运动的承载情况
与连接性要素关系显著

街道视角下的分析结果反映了同一
街道对不同运动的承载情况，其中的差
异是运动者共同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个
人视角下分析结果的简单放大，街道承
载差异与个人选择偏好共同反映了运动
空间的供需关系。在各类环境要素中，
街道承载的运动人数与连接性要素的相
关性最为显著，且该相关性在全局视角
下达到最高，其中骑行运动尤为典型，
这与个人视角下的骑行需求能够很好地
对应，但跑步与散步运动则存在供需错
配的情况。在邻近性要素方面，高建筑
密度的环境承载了较多的散步活动，在

北京核心区范围内高建筑密度往往对应
着胡同这一类空间环境，胡同的高宽比
更符合步行活动的空间偏好，有限的宽
度也难以满足其他类型的运动，因而其
承载的更多的是散步活动；建筑密度相
对较低的地块对应着公园、水系、旅游
景区等要素，此类要素往往被跑步线路
环绕，对应街道因此承载了更多的跑步
活动。

5　规划建议

城市规划可通过对建成环境的控制
来影响市民的健康行为与面临的健康风
险，进而产生不同的健康结果 [38]。对于
以北京核心区为代表的高密度建成环境，
通过新建大型公园提供体力活动场所并
不现实 [39]，而对存量巨大的路旁空间进
行改造，优化建设成系统的街道体力活动
网络，对促进居民的体力活动而言更具操
作性和可持续性。本文探索构建了街道健
康环境网络的优化模式 ( 图 7)，基于不同

注：本表仅显示部分结果；“**”表示在 0.01 级别 ( 双侧 )，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5 级别 ( 双侧 )，
相关性显著。

跑步人数—选择度
跑步人数—整合度
散步人数—选择度
散步人数—整合度
骑行人数—选择度
骑行人数—整合度
运动总人数—选择度
运动总人数—整合度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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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的差异化特征，从宏观城市健康体
系、中观社区健康环境、微观街道健康
品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5.1　宏观层面：基于运动偏好构建
城市健康体系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的指引下，健康城市成为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的重要抓手，规划作为城市未来发
展的指引，对建设健康城市至关重要。
在宏观城市层面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
中，应注重健康体系的建设。就体力活动
而言，可通过构建“大型公园 / 大型体育
场馆—社区公园 / 社区健身中心—健身步
道 / 户外健身设施 / 健身房”的体力活动
支持空间体系，满足竞技赛事、体育训练、
日常健身等不同活动的需求，为健康城
市建设提供空间规划支撑。

对具体的跑步、骑行和散步运动而
言，应根据街道承载的运动现状、运动
者运动偏好以及街道更新潜力，对各类
运动网络进行差异化选线与布局。例如：
在骑行路线方面，高等级城市道路的非
机动车道承载了较多的骑行活动，建议
构建基于高等级道路非机动车道的骑行
主轴，有条件的可构建骑行 ( 慢行 ) 专用
道路，并将地铁站、公交站作为重要节
点进行衔接，保障公共交通与骑行的无
障碍接驳；在散步和跑步路线方面，建
议对人流量较低的生活性道路进行更新
改造，并将其作为联系公园绿地与居住

社区的区域慢行路线。

5.2　中观层面：基于真实需求完善
社区健康环境

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单元，能够
直接引导社区力量，协调环境和健康资
源要素 [40]，同时社区生活圈作为基础性
人居单元，是人居环境提升研究的核心
研究对象 [41]。当前，高密度城市社区层
面的健康更新实践相对不足，一方面是
因为社区层面的规划与治理缺少对健康
环境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针对健康
环境的更新难以实现资金平衡。针对前
者，建议将健康这一要素纳入社区所对
应的详细规划、城市设计、社区生活圈
标准，在制度层面落实健康环境建设；
针对后者，建议基于供需分析、问卷调
查等，梳理人们对活动空间的真实需求，
盘活存量低效用地，通过政府与社会资
本 ( 如体育品牌、健身房、运动 App 等 )
合作开发的模式，实现开发与经营的资
金平衡，共同创建并维护社区健康环境。

5.3　微观层面：基于人本体验优化
街道健康品质

从人本及社会生活视角来看，街道
不仅具有交通功能，是保障人们日常生
活的重要公共空间，更是城市社会、经济、
文化生活的聚集地 [42]。尽管北京核心区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覆盖率相对较高，
但是实际可供通行街道的有效宽度不足、

图 7　体力活动网络优化模式示意图

道路不平整、受机动车干扰较为严重，
慢行系统的基础交通功能亟待优化。对
跑步运动而言，由于其相对一般的步行
运动速度较快，建议在非机动车道增设
慢跑优先的断面，并减少与机动车道的
交汇，在必要的交叉节点限制机动车车
速以保障运动者的安全。对骑行运动而
言，路旁机动车停车干扰、非机动车停
车空间不足是阻碍骑行运动的重要原因，
应通过合理配置停车空间、营造安全通
畅的骑行线路等举措优化骑行环境。在
满足基本交通功能后，通过营造功能丰
富、特征鲜明、服务便利的街道界面，
增加街道社会交往空间，提高街道的审
美体验，丰富街道娱乐服务功能，吸引
更多人选择健康出行。

[ 注　释 ]

①各类运动情况数量是通过总运动量 × 运
动比例获得的，因此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在统计中将各类运动次数的数值四舍五入
保留至整数。

②空间句法值、地块密度值均以自然断点分
级法 (Jenks) 进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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