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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规划概述 

（一）规划背景 

近年来，随着小汽车的快速发展给城市带来的诸多问题，以轨道、公交、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为代表的绿色交通出行模式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

主流方向，绿色交通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自行车作为绿色慢行交通出行方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更是随着互联网自行车的出现和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山

市民习惯使用城市公共自行车及共享单车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但当前中山市自

行车交通系统缺乏系统性规划，网络不连贯、空间不足等问题较为普遍，市民对

解决自行车出行困难的呼声也越来越大。此外，中山市目前已完成《中山市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调整）》、《中山市公交线网规划》、《中山市绿道网专项规划

(2018-2035)》等规划，中山公共交通及绿道系统将上升到新的台阶，亟需规划与

之相协调匹配的自行车交通系统。 

为提高居民自行车出行体验、提升整体自行车系统服务水平，确保自行车交

通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衔接一体性，建设与中山城市发展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自

行车交通系统，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原中山市城乡规划局）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

委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中山

市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的编制工作。 

（二）规划范围及年限 

规划范围：本次《中山市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的研究范围为中山市市域，

总面积约 1800 平方千米。其中重点研究范围为中山市中心城区，包括石岐区、

东区、西区、南区、五桂山五个街道办事处、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含马鞍岛

部分）及港口镇，面积约 426 平方千米。 

规划年限：2035 年（与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年限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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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规划目标与策略 

（一）规划目标 

在科学预测自行车出行需求的基础上，协调与自行车交通的相关要素，

从全市总体布局层面出发，构筑与出行需求相契合、与公交系统无缝衔接、

与景观资源紧密结合、与中山发展相适应的自行车交通系统。 

 发展定位 

 休闲健身——作为市民休闲健身的方式之一； 

 通勤通学——作为上班、上学、购物等中短距离出行的主要交通方

式之一； 

 公交接驳——作为延伸轨道交通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 

 规划目标 

坚持国家森林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发展理念，构建“特色明、活

力强、效率高”的综合型自行车交通系统，助力中山市城市形象和居民生

活水平提升，打造绿色交通示范城市。 

 特色明——彰显城市特色：城市生态特色、城市生活特色、城市历

史人文特色、城市建筑特色、城市文化特色等。 

 活力强——吸引自行车交通出行人群，体验中山绿色生活、慢生活、

饮食文化等，带动中山绿色出行氛围。 

 效率高—— “与大中运量公共交通系统无缝接驳+独立、连续、系

统的自行车路网” 实现居民高效、舒适出行。 

（二）规划策略 

为实现“特色明、活力强、效率高”的规划目标，本次规划的总体策略

为“山水引领，廊道串城”。即：充分结合中山市丰富的蓝绿生态系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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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轴，串水之脉，搭建自行车休闲系统网络，将山、水、城进行有机的衔

接，形成山水引领的大格局，并通过依托于城市道路的自行车系统，串联城

市自行车需求廊道，将山、水、城进行有机的衔接，共同编织城市生态、绿

色骑行环境。具体规划策略如下： 

 “骑”在山水：依托中山城市蓝绿基底，结合中山特色人文景观及

城市绿道系统，搭建自行车休闲系统，强化城市与自然的联系，实

现区域互通互联，激发城市活力，将生态自然融入现代都市，把文

化活力引向青山绿水，彰显城市特色。 

 大行“骑”道：依托城市道路，结合自行车出行需求，串联城市商

业中心、社区中心、城市公园、枢纽核心等，打造与城市公共活动

空间共融的一体化城市自行车廊道系统，激发城市出行活力。 

 “骑”在城中：强化接驳功能，以轨道及 BRT 站点为核心，打造

与公交高效接驳的、高标准的自行车廊道系统，提升自行车接驳效

率，改善自行车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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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总体布局规划 

（一）自行车休闲系统网络规划 

1、规划布局思路 

依托中山市丰富的蓝绿资源，以《中山市绿道网专项规划（2018-2035）》

规划的绿道骨架为基础，打造自行车休闲廊道体系。根据自行车休闲廊道

的功能不同，本次规划将自行车休闲廊道分为休闲主廊道及休闲次廊道。 

 休闲主廊道：搭建自行车休闲系统骨架，串联重要景观资源，实现

区域互联互通。自行车休闲主廊道串联中山市内主要生态绿廊、滨

水景观资源带、历史文化旅游景观资源节点及公共服务中心，打造

相对独立、高标准、自成体系的自行车休闲骨架系统，营造具有中

山特色的“山水城”一体的绿色骑行空间。 

 休闲次廊道：作为自行车休闲系统的扩展，串联一般景观资源，保

证休闲道的连通性。 

 

图 3-1  中山市自行车休闲系统规划布局概念图 

2、平面布局方案 

（1）休闲主廊道 

根据景观资源的分布情况，结合以上布局思路，规划打造“五横五纵”、

“一环八射”沿河环山自行车休闲主廊道系统，总里程约 731 千米，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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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节点 253 个（重要景观资源 107 个，一般景观资源 146 个）。 

 

图 3-2 中山市自行车休闲主廊道布局方案图 

（2）休闲次廊道 

在休闲主廊道的骨架基础之上，结合主廊道未串联的景观资源分布情

况，利用滨水绿地、规划绿带及道路绿化空间，构建自行车休闲次廊道，延

伸自行车休闲系统服务范围。休闲次廊道总里程约 79 千米，串联景观节点

23 个（重要景观资源 8 个，一般景观资源 1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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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中山市自行车休闲次廊道布局方案图 

3、横断面设置 

自行车休闲主廊道应满足双向舒适骑行需求，设置宽度不应小于3米；

休闲次廊道设置宽度应满足双向骑行需求，设置宽度不应小于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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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中山市自行车休闲主廊道标准横断面图 

 

图 3-5  中山市自行车休闲次廊道标准横断面图 

（二）城市自行车系统网络规划 

1、规划布局思路 

（1）城市自行车系统分级 

在不同城市用地布局周边的自行车道所承担的功能及自行车交通出行

强度有所差异，根据城市自行车道功能及流量特点不同，将自行车道划分

为不同的功能层次及等级，以构建功能明确、层次清晰的自行车交通网络。

规划将城市自行车道分为两级：一级廊道、二级廊道。 

一级廊道：主要承担镇区内的中短距离通勤出行，交通枢纽与大型居

住区、商业区、办公区自行车交通出行，相邻镇区间的自行车联系通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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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行车系统的主骨架。 

二级廊道：围绕轨道、BRT 及公交站点接驳进行加密，对一级自行车

廊道进行集散接驳作用，与两侧建筑联系紧密，以服务两侧用地建筑为主，

自行车流量较大，负责周边地块的到发集散，以短距离出行为主，中长距离

通过性比例较小，是城市自行车系统的次骨架。 

（2）规划布局思路 

在全市范围内，搭建自行车网络系统的主骨架，即一级廊道布局体系，

形成全市自行车交通系统大网络。各镇在自行车主骨架的基础上，结合各

镇的实际发展情况，发展建设自行车道。 

在中心城区范围内，搭建自行车系统的主次骨架，即一、二级廊道布局

体系，形成中心城区自行车系统的整体脉络。对于未规划有一、二级自行车

廊道的城市道路，按《中山市城市道路交通总体设计标准与导则》要求，并

结合道路现状及规划实际情况设置自行车道。 

（3）布局原则 

一级廊道设置原则：承担镇区间主要自行车交通联系功能的道路或规

划年高峰小时自行车交通流量超过 800veh/小时的廊道规划为一级廊道。以

镇区间联系功能为主的一级廊道为功能型一级廊道、以自行车交通需求为

主的一级廊道为需求型一级廊道、功能与需求并重的为复合型一级廊道。 

二级廊道设置原则：承担一级廊道之间的交通转换，连接主要自行车

交通出行需求点与一级廊道的道路或规划年高峰小时自行车交通流量达到

400veh/小时~800veh/小时的道路规划为二级廊道。 

（4）设置标准 

 一级廊道 

设置形式：采用物理分隔，营造独立骑行环境，双侧双向布设。 

设置宽度：复合型及需求型一级廊道，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荐宽度

为 3 米（双人舒适骑行宽度），道路条件困难时不应小于 2.5 米（双人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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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宽度）；功能型一级廊道，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荐宽度为 2.5 米，

道路条件困难时不应小于 2 米（单人骑行+超车需求基本宽度）。 

 

图 3-6 需求型/复合型一级廊道标准横断面 

 

图 3-7 功能型一级廊道标准横断面 

 二级廊道 

设置形式：采用物理或竖向隔离，构建相对独立骑行环境，单侧双向布

设。 

设置宽度：二级廊道自行车道单向宽度应满足“单人骑行+超车”宽度

要求，因此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荐宽度为 2.5 米（单人骑行+舒适超

车宽度），道路条件困难时不应小于 2 米（单人骑行+超车需求基本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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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布局方案 

（1）一级廊道 

规划一级廊道共 661 千米，其中功能型一级廊道 361 千米，需求型一

级廊道 68 千米，复合型一级廊道 232 千米，一级廊道总体呈现“一心三片”

布局形态，并以“心”为中心，通过“多射”连接“心”“片”。一级廊道主

要沿需求“走廊”设置，同时串联各组团及镇区中心区。 

 

图 3-8 自行车一级廊道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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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一级廊道功能分类布局图 

表 3-1 规划一级廊道一览表 

序号 路名 路段 镇区 廊道功能 设计要求 

1 东岸西路 

西岸北路

-海洲大

桥 

古镇镇 

复合型廊道，是古镇镇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古

镇镇与小榄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2 环镇北路 

海洲大桥

-小榄水

道 

小榄镇 

复合型廊道，是小榄镇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小

榄镇与古镇镇、东凤镇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3 广中江高 小榄水道 东凤 复合型廊道，是东凤镇与南头镇的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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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路名 路段 镇区 廊道功能 设计要求 

速 -工业大

道 

镇、南

头镇 

东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

是联系东凤镇与南头镇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4 
桂洲水道

北岸 

工业大道

-桂洲水

道与大魁

河口 

南头

镇、黄

圃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环镇北

路-广中江高速线、环镇南路线与

大魁河线，同时是联系南头镇与黄

圃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 
大魁河南

岸 

桂洲水道

与大魁河

口-洪奇

沥水道 

黄圃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桂洲水

道，同时是联系黄圃镇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 华廷路 
西江-同

益路 
古镇镇 

复合型廊道，是古镇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古

镇镇与小榄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7 同益路 

华廷路-

拱北河大

桥 

古镇镇 

复合型廊道，是古镇镇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古

镇镇与小榄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 环镇南路 

拱北河大

桥-小榄

水道 

小榄镇 

复合型廊道，是小榄镇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小

榄镇、古镇镇与东凤镇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9 广珠城际 

小榄水道

-桂洲水

道 

东凤

镇、南

头镇 

复合型廊道，是东凤镇、南头镇的

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

是联系小榄镇、东凤镇与南头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0 
东岸北路-

东岸中路 

佛山市界

-恒骏街 
古镇镇 

复合型廊道，是古镇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古

镇镇与横栏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 恒兴路 
恒骏街-

利吉路 
古镇镇 

复合型廊道，是古镇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古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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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镇与横栏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2 利吉路 
恒兴路-

沙古公路 

古镇

镇、横

栏镇 

复合型廊道，是古镇镇与横栏镇的

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

是联系古镇镇与横栏镇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3 沙古公路 

利吉路-

珠三角环

线高速 

横栏镇 

复合型廊道，是横栏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古

镇镇与横栏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4 
拱北河西

岸 

珠三角环

线高速-

进洪河 

横栏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沙古公

路线、益隆路线与进洪河线，同时

是联系横栏镇与古镇镇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5 
珠三角环

线高速 

沙古公路

-小榄收

费站 

横栏

镇、小

榄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沙古公

路线与益隆路线，同时是联系横栏

镇与小榄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6 
小榄工业

大道 

小榄收费

站-益隆

路 

小榄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沙古公

路线与益隆路线，同时是联系横栏

镇与小榄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7 益隆路 

小榄工业

大道-永

兴巷 

小榄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沙古公

路线与益隆路线，同时是联系横栏

镇与小榄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8 沙涌西岸 
永兴巷-

兆隆中路 
小榄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北部排

灌渠线与益隆路线，同时是联系小

榄镇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9 
北部排灌

渠 

沙涌-小

榄水道 
小榄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小榄水

道线与沙涌线，同时是联系小榄镇

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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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米 

20 小榄水道 

北部排灌

渠-三角

快线 

小榄

镇、港

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三角快

线线与北部排灌渠线，同时是联系

小榄镇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21 鸡鸦水道 

鸡鸦水道

大桥-鸡

鸦水道特

大桥 

东凤

镇、阜

沙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环镇南

路线与乌沙涌线，同时是联系东凤

镇与阜沙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22 纵四线 

大雁桥-

鸡鸦水道

特大桥 

黄圃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大魁河

线与鸡鸦水道线，同时是联系黄圃

镇与阜沙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23 东阜公路 

东阜大桥

-阜南大

道 

阜沙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鸡鸦水

道线与福源路线，同时是联系黄圃

镇与阜沙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24 阜南大道 

东阜公路

-阜港公

路- 

阜沙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大魁河

线与鸡鸦水道线，同时是联系阜沙

镇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25 阜港公路 
阜南大道

-福源路 

阜沙

镇、港

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大魁河

线与鸡鸦水道线，同时是联系阜沙

镇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26 

乌沙涌 

黄沙沥水

道-中山

东环高速 

三角镇 

复合型廊道，是三角镇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三

角镇与黄圃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27 

中山东环

高速-番

中路 

三角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广澳高

速线与番中路线，同时是联系三角

镇与民众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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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十顷公路 

十顷沥大

桥-新平

路 

民众街

道（原

民众

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乌沙涌

线与番中路线，同时是联系三角镇

与民众街道（原民众镇）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29 新平路 十顷公路 

民众街

道（原

民众

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乌沙涌

线与番中路线，同时是联系三角镇

与民众街道（原民众镇）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30 广澳高速 
乌沙涌-

横一线 

三角

镇、民

众街道

（原民

众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乌沙涌

线与横一线线，同时是联系三角镇

与民众街道（原民众镇）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31 横一线 
新平路-

浪网大道 

民众街

道（原

民众

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新平路

线与广澳高速线，同时是联系三角

镇与民众街道（原民众镇）的自行

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32 丹东线 

洪奇沥水

道-番中

路 

民众街

道（原

民众

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乌沙涌

线与番中路线，同时是联系广州市

与民众街道（原民众镇）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33 

番中路 

丹东线-

三宝沥大

桥 

民众街

道（原

民众

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乌沙涌

线与横一线线，同时是联系民众街

道（原民众镇）与火炬开发区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34 

三宝沥大

桥-接源

涌中桥 

民众街

道（原

民众

镇） 

复合型廊道，是民众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民

众街道（原民众镇）与火炬开发区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35 

接源涌中

桥-中山

港大桥 

民众

镇、港

口镇、

火炬开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乌沙涌

线与岐江河线，同时是联系民众街

道（原民众镇）与火炬开发区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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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 

36 

中山港大

桥-逸仙

路 

火炬开

发区 

复合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南北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

系民众街道（原民众镇）与火炬开

发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37 

逸仙路 

番中路-

博爱七路 

火炬开

发区 

复合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南北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

系火炬开发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

街道）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38 

博爱七路

-南岐北

路 

火炬开

发区、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博爱七

路线与下门口涌线，同时是联系火

炬开发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

道）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39 南岐北路 
逸仙路-

岭南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博爱七

路线与玉泉路线，同时是联系火炬

开发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40 

岭南路 

南岐北路

-翠亨快

线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博爱七

路线与玉泉路线，同时是联系火炬

开发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41 

翠亨快线

-南岐南

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需求型廊道，是南朗街道（原南朗

街道）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

道，主要承担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

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42 南岐南路 
岭南路-

崖口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需求型廊道，是南朗街道（原南朗

街道）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

道，主要承担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

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43 崖口路 
南岐南路

-翠亨大

南朗街

道（原

需求型廊道，是南朗街道（原南朗

街道）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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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南朗街

道） 

道，主要承担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

车出行需求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44 

翠亨大道 

崖口路-

翠山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需求型廊道，是南朗街道（原南朗

街道）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

道，主要承担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

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45 
翠山路-

翠云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翠亨大

道线与翠云路线，同时是联系五桂

山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46 香山大道 
榄横路-

香海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下门口

涌线与香海路线，同时是联系马鞍

岛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47 香海路 

沿江东五

路-南朗

快线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下门口

涌线与岐江河线，同时是联系马鞍

岛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48 和忠路 
香海路-

翠海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翠亨新

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香海路

线与翠海路线，同时是联系马鞍岛

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行

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49 

翠海路 

和济路-

横门路 

翠亨新

区 

需求型廊道，是翠亨新区的南北向

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主要承担沿

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50 
横门路-

横门大桥 

翠亨新

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岐江河

线与翠海路线，同时是联系马鞍岛

与火炬开发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1 南朗快线 翠云路- 南朗街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香海路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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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路 道（原

南朗街

道） 

线与翠云路线，同时是联系南朗街

道（原南朗街道）与五桂山的自行

车交通走廊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2 环镇路 
西江-溪

叠路 
大涌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狮滘河

线，同时是联系大涌镇与沙溪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3 溪叠路 
环镇路-

康乐路 

大涌

镇、沙

溪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狮滘河

线，同时是联系大涌镇与沙溪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4 康乐路 
溪叠路-

圣狮大桥 
沙溪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狮滘河

线，同时是联系大涌镇与沙溪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5 进洪河 
西江-沙

古公路 
横栏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狮滘河

线，同时是联系横栏镇与沙溪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6 沙古公路 

进洪河-

中部排灌

渠 

横栏

镇、沙

溪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狮滘河

线，同时是联系横栏镇与沙溪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7 
中部排灌

渠 

沙古公路

-狮滘河 
沙溪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狮滘河

线，同时是联系横栏镇与沙溪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58 狮滘河 

中部排灌

渠-石歧

河 

沙溪

镇、西

区 

复合型廊道，是沙溪镇、西区的东

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

联系沙溪镇与西区的自行车交通走

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59 上马鼻街 
中顺大围

东干堤-
港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小榄水

道线，同时是联系港口镇与石岐区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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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72 县

道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0 X572 县道 

上马鼻街

-沙港中

路 

港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小榄水

道线，同时是联系港口镇与石岐区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1 沙港中路 

X572 县

道-西南

路 

港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小榄水

道线，同时是联系港口镇与石岐区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2 西南路 
沙港中路

-星晨路 
港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小榄水

道线，同时是联系港口镇与石岐区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3 星晨路 
西南路-

北环路 
港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小榄水

道线，同时是联系港口镇与石岐区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4 沙栏路 
民安南路

-横一线 

三角

镇、民

众街道

（原民

众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三角快

线与浪网大道，是联系三角镇与民

众街道（原民众镇）的自行车交通

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5 

浪网大道 

横一线-

民安街 

三角

镇、民

众街道

（原民

众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三角快

线与浪网大道，是联系三角镇与民

众街道（原民众镇）的自行车交通

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66 
民安街-

纵三线 

民众街

道（原

民众

镇） 

复合型廊道，是民众街道（原民众

镇）的东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

道，同时是联系三角镇与民众街道

（原民众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67 六百六路 纵三线- 民众街 复合型廊道，是民众街道（原民众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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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路 道（原

民众

镇） 

镇）的东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

道，同时是民众街道（原民众镇）

东西向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68 

福源路 

乌沙涌-

沙栏西路 
三角镇 

复合型廊道，是三角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三

角镇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69 

沙栏西路

-横二线

大桥 

三角

镇、港

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阜港公

路与金港路，是联系三角镇与港口

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

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70 

三角快线 

横二线大

桥-世纪

大道 

港口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阜港公

路线与小榄水道线，是联系三角镇

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

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71 
世纪大道

-北环路 
港口镇 

复合型廊道，是港口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三

角镇与港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72 

景观路 

世纪大道

福获路- 

港口

镇、火

炬开发

区、东

区 

复合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南北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

系港口镇、火炬开发区与东区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73 
福获路-

长江南路 
东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长江路

线与环五桂山线，是联系火炬开发

区与东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

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74 世纪大道 
景观路-

金港路 
港口镇 

复合型廊道，是港口镇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港

口镇与西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75 金港路 世纪大道 港口 复合型廊道，是港口镇、西区的东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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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大

道 

镇、西

区 

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

联系港口镇与西区的自行车交通走

廊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76 北环路 
彩虹大道

-长江路 

西区、

石岐

区、港

口镇 

复合型廊道，是西区、石岐区、港

口镇的东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

道，同时是联系西区、石岐区与港

口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77 

长江路 

北环路-

博爱七路 

石岐

区、东

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岐区、东区的南

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

联系石岐区与东区的自行车交通走

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78 
博爱七路

-景观路 
东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景观路

线与环五桂山线，是联系石歧区与

东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

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79 石歧河 

G105 国

道-沿江

路 

南区、

石岐

区、东

区 

复合型廊道，是南区、石岐区、东

区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

同时是联系南区、石岐区与东区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0 

沿江路 

火炬路-

沿江东五

路 

东区、

火炬开

发区 

复合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东西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

系火炬开发区与东区的自行车交通

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1 

沿江东四

路-香海

路 

火炬开

发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香海路

线与马鞍岛线，是联系火炬开发区

与马鞍岛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

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82 大沙南路 
东明路-

长江路 
石岐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歧区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石

歧区、火炬开发区与东区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3 东祥路 
长江路-

世纪大道 
东区 

复合型廊道，是东区的东西向自行

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石岐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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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火炬开发区与东区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4 世纪大道 
东祥路-

民安路 

火炬开

发区 

复合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东西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

系石岐区、火炬开发区与东区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5 彩虹大道 
金港路-

中山一路 
西区 

复合型廊道，是西区的南北向自行

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西区

与石岐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6 中山路 

彩虹大道

-江陵西

路 

西区、

石岐

区、东

区、火

炬开发

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歧区、东区的东

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

联系西区、石岐区、东区与火炬开

发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7 江陵大道  
中山六路

-东三环  

火炬开

发区 

复合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东西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

系火炬开发区与东区的自行车交通

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8 

博爱路 

起湾道-

逸仙路 

东区、

火炬开

发区 

复合型廊道，是东区、火炬开发区

的东西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

时是联系东区与火炬开发区的自行

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89 
逸仙路-

香海路 

火炬开

发区、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香海路

线与逸仙路线，是联系火炬开发区

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行

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

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90 民安路 
横门水道

-博爱路 

火炬开

发区 

需求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南北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主要承担

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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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东三环 

沿江路-

东镇大道 

火炬开

发区 

需求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南北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主要承担

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92 

东镇大道

-江陵大

道 

火炬开

发区 

复合型廊道，是火炬开发区的南北

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

系火炬开发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

街道）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93 

江陵大道

-南岐北

路 

火炬开

发区、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沿江路

线与逸仙路线，是联系火炬开发区

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行

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

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94 起湾道 

石歧河-

金字山互

通  

东区 

复合型廊道，是东区的南北向自行

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东区

与五桂山管理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95 康华路 
起湾道-

富康路 
东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起湾道

线，是联系东区与石歧区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

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96 富康路 
康华路-

兴中道 
东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起湾道

线，是联系东区与石歧区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

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97 兴中道 
富康路-

城桂公路 
东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起湾道

线，是联系东区与石歧区的自行车

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

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98 城桂公路 

兴中道-

金字山互

通 

东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起湾道

线与环五桂山线，是联系东区与五

桂山管理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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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于 2 米 

99 

金字山互

通-沙石

公路 

东区、

五桂山

管理区 

复合型廊道，是东区、五桂山管理

区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

同时是联系东区与五桂山管理区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00 

沙石公路

-翠山公

路 

五桂山

管理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环五桂

山线，是联系东区与五桂山管理区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

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01 
龙塘工业

大道 

城桂公路

-双龙路 

五桂山

管理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环五桂

山线，是联系五桂山管理区与南区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

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02 双龙路 

龙塘工业

大道-大

南公路 

五桂山

管理

区、南

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环五桂

山线与城南路线，是联系五桂山管

理区与南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

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03 大南公路 
双龙路-

西江 
大涌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 105 国

道线，是联系南区与大涌镇的自行

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

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04 港口大道 

港口收费

站-东明

路 

港口镇 

复合型廊道，是港口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港

口镇与石岐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05 东明路 
港口大道

-莲塘路 
石岐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岐区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港

口镇与石岐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06 莲塘路 
东明路-

孙文东路 
石岐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岐区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港

口镇与石岐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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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孙文东路 
莲塘路-

华柏路 
石岐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岐区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港

口镇、石岐区与南区的自行车交通

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08 华柏路 

孙文东路

-岐关西

路 

石岐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岐区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石

岐区与南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09 岐关西路 
华柏路-

广珠公路 
石岐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岐区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石

岐区与南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0 广珠公路 

岐关西路

-悦来南

路 

石岐区 

复合型廊道，是石岐区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石

岐区与南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1 悦来南路 
广珠公路

-城南路 
南区 

复合型廊道，是南区的南北向自行

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石岐

区与南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2 

城南路 

悦来南路

-双龙路 
南区 

复合型廊道，是南区的南北向自行

车出行需求廊道，同时是联系石岐

区与南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3 
双龙路-

石歧河  

南区、

板芙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 G105

国道线与西江线，是联系南区与板

芙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

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14 

G105 国道 

彩虹大道

-双龙路 

西区、

沙溪

镇、南

区 

复合型廊道，是西区、沙溪镇、南

区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需求廊道，

同时是联系西区、沙溪镇与南区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5 双龙路- 南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双龙路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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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山公路 板芙

镇、三

乡镇 

线与城南路线，是联系南区、板芙

镇与三乡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

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16 

翠山公路

-坦洲大

涌 

三乡镇 

需求型廊道，是三乡镇的东西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主要承担沿线

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7 富华道 

G105 国

道-中山

一路 

西区 

需求型廊道，是西区的东西向自行

车出行需求廊道，主要承担沿线两

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118 

环五桂山

自行车道 

城桂公路

-长江路 

五桂山

管理

区、东

区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城桂公

路路线，是联系东区与五桂山管理

区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

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19 
景观路-

翠山路 

五桂山

管理

区、火

炬开发

区、南

朗街道

（原南

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下门口

涌线，是联系五桂山管理区、火炬

开发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

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0 
下门口涌

自行车道 

环五桂山

自行车道

-榄横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环五桂

山线，是联系五桂山管理区、火炬

开发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

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

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1 榄横路 

下门口涌

自行车道

-香海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香海路

线与逸仙路线，是联系五桂山管理

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

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

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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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翠云路 
翠亨大道

-香海路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香海路

线与翠亨大道线，是联系五桂山管

理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

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3 翠山公路 
西江-翠

亨大道 

神湾

镇、板

芙镇、

三乡

镇、五

桂山管

理区、

南朗街

道（原

南朗街

道）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翠亨大

道线、环五桂山线、城桂公路线与

G105 国道线，是联系神湾镇、板

芙镇、三乡镇、五桂山管理区与南

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自行车交

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

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4 G228 国道 

G105 国

道-斗门

大桥 

三乡

镇、神

湾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香海路

线与翠亨大道线，是联系五桂山管

理区与南朗街道（原南朗街道）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

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5 金凤路 

G105 国

道-古神

公路 

三乡

镇、神

湾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 G105

国道线与 G228 国道线，是联系三

乡镇与神湾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

同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

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6 坦神北路 

斗门大桥

-沙坦南

路 

神湾

镇、坦

洲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坦洲大

涌线与 G228 国道线，是联系神湾

镇与坦洲镇的自行车交通走廊，同

时服务沿线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7 坦洲大涌 

翠山公路

-坦神北

路 

五桂山

管理

区、三

乡镇、

需求型廊道，是五桂山管理区、三

乡镇、坦洲镇的南北向自行车出行

需求廊道，主要承担沿线两侧地块

的自行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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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洲镇 

128 

坦神北路

-珠海市

界 

坦洲镇 

功能型廊道，连接一级廊道坦洲排

灌河线，是联系三乡镇与坦洲镇的

自行车交通走廊，同时服务沿线两

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 

设置宽度宜为 2.5-3 米，推

荐宽度为 2.5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 米 

129 潭隆路 
坦洲大涌

-东灌河 
坦洲镇 

需求型廊道，是坦洲镇的南北向自

行车出行需求廊道，主要承担沿线

两侧地块的自行车出行需求 

设置宽度宜为 3-4 米，推

荐宽度为 3 米，道路条件

困难时，设置宽度不应小

于 2.5 米 

 

（2）二级廊道 

自行车二级廊道主要围绕轨道、BRT 及公交站点布设，串联公共交通

站点、一级廊道及周边建筑，与两侧建筑联系紧密，以服务两侧用地建筑为

主，负责周边地块的到发集散，以短距离出行为主，中长距离通过性比例较

小，自行车流量较大，是城市自行车系统的次骨架。中心城区内共规划二级

自行车廊道 209 千米，主要串联居住区、学校及轨道站点，沿一般需求道

路（400veh/小时~800veh/小时）分布，需求热点片区二级廊道适当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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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中心城区自行车二级廊道规划布局图 

（三）自行车干道实施指引 

自行车干道包括自行车休闲主廊道及城市自行车一级廊道。本次规划

自行车干道共 1135 千米，其中沿道路设置共 433 千米（中心线长度），沿

河流/绿地设置共 702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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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全市自行车干道规划布局图 

对于沿绿地、河流等设置的自行车干道，若与《中山市绿道网专项规划

（2018-2035 年）》、《中山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5 年）》中规划的

绿道或碧道重合，则纳入到相关绿道/碧道建设中统一落实；若与碧道、绿

道均不重合，则根据自行车干道的建设用地形式，通过单独立项落实。具体

包括利用滨水绿地建设落实、利用基本农田田间道建设落实及以旅游交通

或生态休闲项目建设落实等3种方式；对于沿城市道路设置的自行车干道，

则结合道路建设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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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自行车干道建设落实实施指引 

 

图 3-13  中山市自行车干道实施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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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中山市自行车干道建设落实方式统计表 

结合碧道/绿道系

统落实建设 

结合城市道路系

统落实建设 

利用滨水绿地

空间新建 

利用旅游交

通项目建设 

利用基本农

田田间道改

建 

合计 

改建 307 千米，

新建 237 千米 

改建 239 千米，

新建 147 千米，

保留 64 米 

新建 69 千米 
新建 50 千

米 
改建 32 千米 

1135

千米 

 

（四）自行车相关设施规划 

自行车相关设施是指为增加自行车出行便利性，提升自行车出行体验

而配套完善的相关设施。主要包括自行车过街设施、自行车停放设施及自

行车标识指引设施。 

1、自行车过街设施规划 

自行车过街分类：平面过街作为主要过街形式，主要满足道路交叉口

的自行车过街需求。在道路路段较长，且过街需求较大的情况，需设置路中

过街。立体过街作为特殊过街形式，主要解决立交节点、封闭性较强干道、

骑行连续性需求较大的自行车道过街需求。 

规划原则：自行车休闲廊道与城市干道相交时，优先采用平面过街形

式；与高架桥、铁路、高快速、河流相交时，优先采用立体过街形式。城市

自行车廊道规划以平面过街为主，随车行道设置自行车道上跨或下穿，交

叉口过街形式与人行过街保持一致；城市自行车廊道上规划新增立体人行

过街设施，均应增设自行车推行坡道。 

规划方案：根据以上原则，中心城区规划休闲廊道过街点 75 处，其中

立体过街点 48 处，平面过街点 27 处，城市自行车一级廊道和城市自行车

二级廊道均采用平面过街形式。此外，为增加自行车过街的便利性，城市自

行车一级廊道和二级廊道上规划新增的立体过街设施应增设自行车骑行坡

道或推行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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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自行车休闲廊道过街方案平面布局图 

2、自行车停放设施规划 

自行车停车设施按照建设形式的不同可分为自行车配建停车场及自行

车公共停车场。 

（1）自行车停车配建规划 

自行车配建停车场主要通过建设项目配建来实现，是自行车停车位的

供给主体，配建停车位应基本满足停车需求总量。根据《中山城市规划技术

标准与准则（2016 版）》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结合 GIS 平台统计的中

山市各类规划用地指标，计算可得中山市规划配建自行车停车位总量约 276

万个。其中，居住配建基本停车位 198 万个，商业、工业等配建需求停车

位 78 万个，建筑配建停车位能满足未来的自行车停车需求。因此建议严格



中山市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批后公布稿） 

35 

按照《中山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6 版）》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

配建自行车停车位，同时鼓励超标准配建自行车停车位。 

（2）自行车公共停车场规划 

根据自行车停放目的，将停车场分为起讫点停车场(出行目的地附近的

停靠点，包括：商业、娱乐、餐饮等场所)、中途换乘停车场（公共交通场

站附近，以驻车换乘为目的的停靠点），两种停靠点的规划设计需要考虑和

重视的因素也有所不同，需要分别考虑。 

1）起讫点停车场规划 

自行车出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短距离出行，出行者选择自行车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其“门到门，户到户”的交通特性。因此，出行者一般不愿意将

自行车停放在停车场后再步行很长的时间，也就从一个方面造成了“就近

停车”的乱停乱放现象。所以，起讫点自行车停车场的选址最重要的就是其

便利性，这就要求起讫点停车场在城市应以小规模、多分散、高密度的形式

分布，以方便停放。考虑到起讫点停车场选址要求的特性，其设置的主要形

式为结合实际需求，灵活运用公共空间设置，因此本次规划对起讫点停车

场重点提出设置原则及设置建议，不做出具体规划选点方案。 

 起讫点停车场设置原则 

就近停放的原则：为鼓励自行车使用者到指定的自行车停放处规范停

车，避免出现非法停车的情况，自行车停放设施应设于临近一般目的地而

又方便到达的地点。供短时间停放（3 小时以内）的自行车停车设施，距离

目的地不宜超过 30 米；供长时间停放（3 小时以上）的自行车停车设施，

自行车停放处距离目的地不宜超过 70 米。 

分散与集中的原则：为了提高自行车交通出行的便利性，自行车停车

场一般应适当分散、多处设置，充分利用机非隔离带、行道树之间的空间、

路侧绿地、轨道站出入口后侧、高架桥墩下等空间灵活设置。在商业区、公

园、旅游区、大型活动广场等大量人流集聚场所附近，适当设置大型自行车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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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安全的原则：为保障自行车停放安全，停车规模较大时，应提供

有人值守或地下停放等方式保障停放安全。停车规模较小时，可采用有电

子锁的停车架。 

 起讫点停车场设置建议 

起讫点自行车停车场规模小，选址灵活。因此选址时应考虑到土地的

开发费用，尽量充分利用空闲土地，如人行道的绿带、机非分割带、高架桥

墩下空间等，以节约土地开发的费用。在路侧空间充足的前提下，停车需求

较大片区可以设置小型路侧立体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在方便自行车出行者的同时，不能对整个交通环境造成

影响，不能干扰正常的车流和人流，停车场应避免设在交叉口和主要干道

附近，以免进出的自行车对交通流造成阻碍。 

2）中途换乘停车场规划 

 中途换乘停车场分类 

中途换乘停车场是指设置公共交通场站附近，以驻车换乘为目的的停

车场。自行车换乘主要是通过自行车与轨道交通、常规公共交通站点之间

的停车换乘。根据与自行车换乘的轨道站和公交站的规模大小，自行车中

途换乘停车场可分为四类，分别为一级停车场、二级停车场、三级停车场、

四级停车场。 

表 3-3 自行车中途换乘停车场分类 

分类 说明 

一级停车场 自行车与区域性的交通枢纽换乘 

二级停车场 自行车与轨道站点或大容量的公交站点换乘 

三级停车场 自行车与主要的常规公交站点换乘 

四级停车场 自行车与一般的常规公交站点换乘 

 

 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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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及公交站对自行车交通出行有集聚效应，在一定范围内吸引非

机动车出行。轨道站或公交站的自行车交通合理接驳范围是指以轨道站或

公交站为中心，采用自行车出行方式接驳站点的优势出行区域。根据国内

外轨道及公交站接驳相关研究成果，枢纽轨道站及公交站的自行车合理接

驳轨道交通的合理范围为 5.5 千米，一般轨道或大容量公交站点的自行车

合理接驳范围为 3 千米。 

中途换乘停车场主要设置在轨道站或公交站周边，其设置位置与公共

交通站点设置位置密切相关，本次规划重点对不同类别的中途换乘停车场

提出设置选址及规模要求，具体停车场位置结合站点及周边用地确定。 

 一级停车场应在枢纽周边设独立自行车停车场，停车场与枢纽进站

口距离不宜超过 100 米，停车场规模应满足以枢纽为中心的 5.5 千

米范内的自行车接驳出行需求。 

 二级停车场应在接驳站点周边设独立自行车停车场，不宜超过 100

米，停车场规模应满足以枢纽为中心的 3 千米范内的自行车接驳

出行需求。 

 三级停车场及四级停车场，可以利用站点周边空地、绿地等空间设

置自行车停车场，停车场规模可结合周边可用地及自行车接驳需求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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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实施计划与政策保障 

（一）实施原则 

为尽快提升中山市市民自行车出行体验，改善自行车出行环境，初步

搭建（完善）自行车骨架网络，打造骑行示范道，形成中山市自行车规划建

设示范效应。规划近期优先启动部分自行车廊道的新建或改建工程，具体

实施原则如下： 

（1）“需求导向”原则 

优先建设现状骑行需求大，且未设自行车道或现状自行车道骑行体验

较差的道路。同时，对于沿线景观资源要素丰富，休闲健身需求较大的自行

车休闲道也同步纳入近期建设计划内。 

（2）“经济节约”原则 

考虑降低项目实施难度和工程成本，结合目前新建、改扩建道路的建

设，将自行车道纳入到相关道路建设中统一实施。同时，结合绿道、碧道近

期建设项目，将与碧道或绿道重合的自行车休闲道同步纳入到相关绿道或

碧道项目中统一实施。 

（3）“利于实施”原则 

现状未设自行车道或现状自行车道骑行体验较差的道路，结合其实际

建设及用地条件，在不影响既有机动车道通行能力的前提下，优先对道路

自行车道进行改扩建。 

（二）近期实施计划 

根据以上原则，近期共建设自行车道 362 千米，其中纳入到相关道路

中新建自行车道 51.5 千米，改建 71.5 千米1；纳入到相关绿道或碧道项目

                                                 

1 注：沿道路建设自行车道，自行车道建设里程按道路长度进行统计 

 



中山市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批后公布稿） 

39 

中新建自行车道 154 千米，改建 20 千米；单独立项新建自行车道 65 千米

（具体详见附表）。 

 

图 4-1  近期建设项目分布图 

（三）自行车赛事发展建议 

为使中山具备举办国内外重大自行车赛事的硬件条件，进一步提升中

山城市影响力，促进中山旅游经济发展，带动新一轮的全民健身热潮，建议

在中山建设自行车赛道与场馆。根据自行车赛道及场馆的用地需求，结合

用地规划情况，建议自行车场馆选址在环五桂山自行车道周边；同时建议

充分利用环五桂山自行车道地形条件，打造山地赛、越野赛、速降赛、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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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自行车赛道，积极承办广东省自行车运动协会定点赛事、中山市市内

自行车赛事等各类型赛事活动，同时作为自行车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和市民

日常休闲健身活动场所。结合自行车场馆，围绕五桂山自行车道，发展成为

湾区唯一具有“全赛道”的自行车赛事基地。 

 

图 4-2 自行车赛道及场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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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近期建设自行车示范道详细规划 

为引导中山自行车道建设，形成建设示范效应，中山市近期优先建设

两条骑行示范道：通勤骑行示范道、休闲骑行示范道。 

 通勤骑行示范道：兴中道（规划一级廊道），以通勤功能为主，骑

行需求大，全长 2.3 千米； 

 休闲骑行示范道：白石涌自行车休闲次廊道，岐江休闲道的延伸，

以休闲功能为主，全长 10.8 千米。 

（一）兴中道详细规划方案 

1、现状及规划设计要求 

兴中道沿线以居住及公共设施用地为主，高峰期通勤骑行需求大，是

中心区主要通勤廊道之一。兴中道自行车道现状为无独立铺装自行车道，

宽 2.5 米，高峰小时自行车骑行量未 1150veh/小时。根据全市自行车系统网

络规划方案，兴中道规划为一级廊道，设置要求为双向独立自行车道，单侧

宽度不小于 2.5 米，规划高峰小时自行车流量约 1800veh/小时，采用单侧

2.5 米设计标准可满足出行需求。 

 

图 5-1兴中道自行车道现状及规划设计要求 

 

2、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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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段南起博爱路，北至学院路，全长 2.2 千米，规划将现状自行车道

改为沥青铺装，同时对沿线路口进行改造，增设自行车过街路权，设置“0”

高差路口，工程总投资约 650 万。具体改造方式包括： 

1、现状自行车道铺装改为彩色沥青铺装。 

2、打开树池间空间，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 

3、增设自行车过街路权，增设过街遮阳棚。 

4、精细化设计，设置“0”高差路口。 

 

 

图 5-2兴中道改造前后对比 

（二）沿白石涌自行车道详细规划方案 

1、规划设计要求 

沿白石涌自行车道西起岐江河，东至秀丽湖，衔接岐江河休闲主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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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区域绿道 4 号线，沿线串联中山体育馆、名树园、全球通公园、紫马岭

公园、博览中心、秀丽湖等景观节点及公共设施，全长 10.8 千米，是中山

市自行车系统规划中的自行车休闲主廊道，规划功能以休闲游憩为主，兼

顾通勤通学功能。 

 

图 5-3  沿白石涌自行车道区域位置图 

2、规划设计目标 

建设中山首条自行车骑行示范道，打造“品牌”与“生活”的双示范自

行车道。 

“品牌”示范：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形式中山市自行车规划建设的示范

效应，打造中山自行车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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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示范：作为岐江河滨水休闲廊道的延伸，串联沿线生活、文化、

商业、居住、办公等关键节点，打造集生活及休闲于一体的自行车骑行空

间。 

具体规划目标如下： 

 高标高效：技术标准高，高效衔接周边公交、自行车道系统； 

 安全舒适：路权独立、连续，出入便捷，延续至主要节点； 

 多姿多彩：与水相映，独特景观造型，观城观景之道。 

3、设计标准 

 设计时速：主线 20 千米/小时，用地或地形条件受限时 15 千米/小

时；支线 15 千米/小时。 

 标准宽度：主线 5 米，支线 3 米。 

 纵坡：不大于 3%。 

 出入口标准宽度与纵坡：出入口骑行坡道宽 3 米，纵坡不大于 6%，

推行坡道宽 3.5 米，纵坡不大于 15%，主出入口推行坡道应设置推

行助力装置。 

4、规划方案 

（1）平面方案 

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西起岐江河休闲廊道，沿白石涌依次上跨悦来

南路、博爱路、岐关西路及银通街后分主线及支线设置。主线沿河依次衔接

中山体育馆、博览中心，经过南外环路后，通过现状华杰罗汉花木场、长命

水花木场，最终接入秀丽湖；支线沿银通街、兰桂路依次上跨博爱路、公园

路后接入孙文纪念公园，出孙文纪念公园后与区域绿道 4 号线合设，最终

接入金钟水库绿道。主线（岐江河至秀丽湖段）全长 10.8 千米，全线宽 5

米，其中地面段共 5.5 千米，高架段 5 千米，地道段 0.3 千米；支线全长 3.5

千米，全线宽 3 米，其中地面段共 2.2 千米，高架段 1.3 千米。主线为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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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案，支线为远期预留方案，本次规划重点研究主线的详细规划方案。 

 

图 5-4  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平面方案示意图 

（2）出入口设置方案 

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通过设置沿河自行车道出入口与沿线绿道、城市

道路自行车道及重要交通发生吸引点衔接，将沿河自行车道融入城市自行

车交通系统，连接周边公交系统，实现自行车道的高效与便捷。 

根据出入口功能不同，规划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出入口分为主出入口

及次出入口。主出入口承担与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相交的自行车一级廊

道、自行车二级廊道、自行车休闲道、绿道等之间的衔接功能，次出入口承

担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与周边地块或建筑、景点间的衔接功能。沿白石

涌自行车休闲道规划共设出入口 23 个，其中主出入口 17 个，次出入口 6

个，其中高架段平均出入口间距 37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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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出入口布局方案示意图 

 

 

华光路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悦秀路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规划道路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悦来南路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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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中州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博爱路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岐关西路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银通街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兴中道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库充村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东苑南路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全球通公园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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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湾道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和景花园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博爱路出入口 兴文路出入口 

图 5-6  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主要出入口平面方案图 

（3）休憩点设置方案 

自行车休憩点以服务为基本属性，主要满足骑行者的观景需求及休憩

需求。 

 观景需求：各类景观资源可凭借自身优良的环境来营造积极、愉悦

的气氛，丰富使用者的感官体验、满足人的情感需求，进而吸引人

群使用，因此自行车道休憩点的选址应优先考虑周边存在可利用自

然景观与人文历史资源的地段，如特色公园、文化小镇、农业观光

园、大型文体活动场等，以此将人引导至相应的休憩点观光，为自

行车道注入活力。 

 休憩需求：为骑行者提供休息驻足空间。 

结合沿线景观资源的分布情况，规划沿线共设 5 个自行车休憩点，分

别位于现状白石涌外排泵站、体育广场、全球通公园、博览中心及益良园林

花木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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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休憩点布局方案示意图 

（4）自行车停放点设置方案 

为便于示范道的使用，规划利用示范道与城市自行车道衔接道下方空

间或交叉口转角空间设置自行车停放点，共设置停放点 12 个。其中，利用

衔接道下方空间设置的停放点 10 个，利用交叉口转角空间设置的停放点 2

个。 

 

图 5-8  沿白石涌自行车休闲道自行车停放点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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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近期建设项目库  

序号 项目名称 镇区 廊道等级 长度（千米） 建设内容 投资估算（万元） 备注 

1 
沿白石涌休闲次廊道新

建工程 

石岐区、东区、五桂山办事

处 
休闲次廊道 10.8 

项目起点岐江河滨水慢行道，终点银通街，全长 10.8 千米，宽 5米，主要沿

白石涌、长命水涌和秀丽湖滨水道路/绿地空间设置。 
70000 单独立项 

2 
沿岐江河休闲主廊道新

建工程 

石岐区、东区、火炬开发

区、南区、沙溪镇、大朗

镇、大涌镇、板芙镇 

休闲主廊道 121 
项目沿岐江河两岸设置，北起广澳高速、南至神湾镇斗门大桥，全长 121千

米。利用滨水绿地及滨水道路设置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3米。 
/ 

建议纳入绿道/碧道建设项目中

统一实施 

3 
105国道自行车道改造

工程 

西区、沙溪镇、南区、板芙

镇、三乡镇 
一级廊道 35 

项目北起西区沙朗片区、南至三乡古鹤村，全长 35千米。设双侧竖向隔离自

行车道，自行车道单侧宽 2.5-3.5 米。 
/ 

建议纳入国道 G105线中山沙朗

至古鹤段改建工程 

4 
环五桂山自行车道新建

工程 
东区、五桂山办事处 

休闲主廊道、

一级廊道 
50 

项目环五桂山风景区打造自行车道，串联公园、村庄、水库、景区等资源，贯

通成环，全长 50千米。主要通过现状道路改造、沿山林新建自行车道等形式

设置，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6米。 

100000 单独立项 

5 
翠山公路西段自行车道

工程 

神湾镇、板芙镇、三乡镇、

五桂山办事处 

休闲主廊道、

一级廊道 
13.9 

项目西起古神公路，东至坦洲快线，全长 13.9千米。利用翠山公路（西段）

两侧硬路肩设置，自行车道单侧宽 3米。 
/ 

建议纳入翠山公路西段建设项

目实施 

6 沿北台溪自行车道工程 五桂山办事处、南区 休闲主廊道 10.1 
项目西起岐江河，东至坦洲快线，全长 10.1千米。利用滨水绿地及滨水道路

设置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3米。 
/ 

建议纳入绿道/碧道建设项目中

统一实施 

7 沿小隐涌自行车道工程 东区、火炬开发区 休闲主廊道 13 
项目南起福获路，北至石岐河，全长 13千米。利用滨水绿地及滨水道路设置

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3米。 
3120 单独立项 

8 
沿下门口涌自行车道工

程 
南朗街道、翠亨新区 休闲主廊道 14.6 

项目西起贝里村，东至珠江口，全长 14.6千米。利用滨水绿地及滨水道路设

置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3米。 
/ 

建议纳入绿道/碧道建设项目中

统一实施 

9 沿泮沙排洪渠主廊道 南朗区 休闲主廊道 5.3 
项目西起云梯山森林公园，东至香海路，全长 5.3千米。利用滨水绿地及滨水

道路设置自行车道，宽度 4米。 
/ 

建议纳入绿道/碧道建设项目中

统一实施 

10 潭隆路 坦洲镇 一级廊道 6.5 
项目北起坦洲大涌，南至神农路，全长 6.5千米。沿潭隆路设置自行车道，自

行车道单侧宽 3.5米。 
/ 建议纳入潭隆路建设项目实施 

11 火炬快线自行车道工程 火炬开发区 一级廊道 6.8 
项目西起康泰路，东至海富北路，全长 6.8千米。规划改造道路，调整绿化带

空间、自行车道采用独立设置，自行车道单侧宽 3米。 
/ 

建议纳入火炬快线建设项目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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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海路自行车道工程 南朗区 
休闲主廊道、

一级廊道 
22.4 

项目西起沿江东路，南至南朗快线，全长 22.4千米。自行车道采用独立设

置，自行车道单侧宽 2.5-3.5米。 
/ 建议纳入香海路建设项目实施 

13 
环镇北路（民安路以西

段）自行车道改造工程 
小榄镇、古镇镇 一级廊道 8 

项目西起古镇镇西岸北路，东至民安路，全长 8千米。主要沿东岸西路、环镇

北路设置，利用道路两侧慢行空间设置自行车道，宽度 2.5-3米 
/ 

建议纳入相关道路建设项目改

造实施 

14 
环镇北路（民安路以东

段）自行车道工程 
东凤镇、南头镇 一级廊道 8.7 

项目西起民安路，东至广中江高速/S20南头北收费站，全长 8.7千米。主要利

用快速路两侧新建自行车道，单侧自行车道宽度 3米。 
/ 

建议纳入相关道路建设项目新

建实施 

15 
沿古镇中心大河自行车

道新建工程 
古镇镇 休闲主廊道 4.4 

项目西起西岸南路，东至灯都生态湿地公园，全长 4.4 千米。主要利用滨水绿

地空间设置，宽度 5米。 
1760 单独立项 

16 
沿黄圃水道休闲主廊道

新建工程 
黄圃镇 休闲主廊道 10 

项目西起鸡鸦水道，东至洪奇沥水道，全长 10千米。主要沿黄埔水道滨水绿

地及滨水道路设置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3米。 
2400 单独立项 

17 纵四线自行车道工程 黄圃镇 一级廊道 7.9 
项目北起岭栏路，南至鸡鸦水道，全长 7.9千米。主要沿纵四线两侧自行车道

设置。 
/ 

建议纳入相关道路建设项目新

建实施 

18 
福源路-三角快线自行车

道工程 
港口镇、三角镇 一级廊道 13.6 

项目北起金三路，南至北环路，全长 13.6千米，主要沿福源路、三角快线两

侧设置自行车道，宽度 3米。 
/ 

建议纳入相关道路建设项目新

建实施 

合计       362   17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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