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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步道系统进行线上调查,对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步道系统、步道

分级标准、步道设计的时间因素、步行类型因素以及步道欣赏目的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澳大

利亚每个国家公园设有(13. 2±10. 0)条步道,步道总长度为(91. 1±75. 7) km;按照路面状况和长

度,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步道可按步行难易程度分为 5 个等级,难度适中级别 3 的步道条数最多;
步行时间在 1 h 之内的步道最多,步道的步行类型中,往返型的步道数最多,步道的游览类型中,以
观赏自然景观为主的步道最多,其次是既能观赏自然景观也能观赏生物多样性的步道。 在此基础

上,对我国国家公园步道系统的分级系统和步道设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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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nline
 

survey
 

of
 

the
 

trail
 

system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rail
 

system,
 

the
 

trail
 

grading
 

standard,
 

the
 

time
 

factor
 

of
 

trail
 

design,
 

the
 

type
 

factor
 

of
 

walking,
 

and
 

the
 

purpose
 

factor
 

of
 

trail
 

apprec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ach
 

national
 

park
 

in
 

Australia
 

had
 

(13. 2
±10. 0)

 

trails,
 

and
 

the
 

total
 

length
 

of
 

trails
 

was
 

(91. 1±75. 7) km;
 

according
 

to
 

the
 

pavement
 

condition
 

and
 

length,
 

the
 

trails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grade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walking
 

difficulty,
 

and
 

Grade
 

3
 

trails
 

with
 

moderate
 

difficulty
 

had
 

the
 

most
 

trails;
 

there
 

were
 

the
 

most
 

trails
 

with
 

a
 

walking
 

time
 

of
 

less
 

than
 

1
 

hour,
 

the
 

number
 

of
 

round-trip
 

trails
 

was
 

the
 

highest
 

among
 

the
 

walking
 

types
 

of
 

trails,
 

and
 

among
 

the
 

sightseeing
 

types
 

of
 

trails,
 

the
 

number
 

of
 

trails
 

mainly
 

for
 

viewing
 

natural
 

landscapes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trails
 

that
 

could
 

both
 

appreciate
 

natural
 

landscapes
 

and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grading
 

system
 

and
 

trail
 

design
 

of
 

national
 

park
 

trail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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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的概念产生于美国,1872 年美国国

会正式批准设立世界范围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黄

石公园后,“国家公园” 概念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

来。 从使用功能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对国家公园

的定义和理解有所不同。 美国的国家公园特指可以

为人们提供游览服务的保护区;澳大利亚的国家公

园指的是限制人类活动的陆地保护区;而英国的国

家公园内却有着大量居民居住,且可以进行适当的

经济活动[1]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 IUCN)将“国家公园”
归为“保护地体系”的一类,并对国家公园进行了定

义,即:国家公园是指大面积的自然或者接近自然的

区域,设立的目的是保护大规模的生态过程及相关

物种和生态系统固有特征,同时兼有科研、教育、游
憩和参观作用[2] 。 此外还有康健、可持续化土地使

用(农业、林业、渔业、狩猎)、增强国家及地域认同

感等作用[3]。

随着我国首批 5 个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以及

在新型旅游方式不断被提倡的大环境下,国家公园

的规划建设需要更符合其功能和定位的新设计理

念,而步道系统建设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公园” 的概念出现较

晚,且是在既有的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整合而来,因
此,国家公园继承了自然保护地各地区面积和数量

的不均衡性[4]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5]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将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6-7] 。 2018
年 4 月,我国正式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改善了国

家公园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 2020 年,我国正

式设立首批 10 个国家公园试点单位,因此这一年也

被称为“中国国家公园元年”。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我国首批 5 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虽然我国国家公

园建设已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由于起步较晚,其建设

体系不够完善,因此,在国家公园建设和规划中仍存

在着诸多不足[8] 。 我国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

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

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9]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倡导的国家公园旅游方式主要为自然教育和自然游

憩,这对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有别于普通公

园与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新要求,步道建设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满足这些建设要求。

步道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定义为用于步行、
骑马、骑自行车、直排轮滑和越野滑雪等休闲活动的

通道[10] 。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国家公园规划并建

设步道的国家,其步道建设最早源于 20 世纪 20 年

代,而步道建设的思想基础却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

保护运动的兴起[11] 。 步道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国家公园中,步道既是国家公园内最

重要的媒介,也是不可忽视的生态屏障。 步道展示

当地的自然人文资源或景观资源,并需具备生态旅

游、自然体验、环境教育、休闲以及景观观赏等功

能[12-13] 。 步道建设在保护国家公园自然生态资源

的同时也满足公众游憩需求,推动环境教育,兼具国

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
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虽然在稳步推进,但对步

道建设的重视仍然不够。 现阶段正式设立的 5 个国

家公园大多只规划了道路交通系统,步道体系构建

尚不完善[13] 。 仅武夷山国家公园依托现有的和规

划新建的游憩步道、国家森林步道、巡护步道等道路

建立了步道系统,并按实际情况将步道类型划分为

5 类:休闲步道、景观步道、历史步道、环境教育步道

和连结步道[14] 。 相对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在建设国

家公园以及步道系统方面起步较早,于 2004 年完成

了《国家公园步道系统设计规范》的制定[12] 。
本文对澳大利亚 6 个州和 1 个领地隶属的 30

个国家公园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概述澳大利亚国

家公园步道分级系统、步道设计规律及在其框架下

的设计要素,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步道规划建设提

供参考。

1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步道建设概况

1. 1 步道建设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国家公园数量最多的国家,
目前共有 685 个国家公园,总占地面积达 335 062
km2。 本研究选择了隶属澳大利亚 6 个州和 1 个领

地的 30 个国家公园,通过浏览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

官网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表 1)。
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共统计有 395 条步道,且

有 394 条步道提供了详细的步行时间介绍,仅有个

别因地形独特无法设置步道,其余均设有步道。 澳

大利亚每个国家公园设有(13. 2±10. 0)条步道,步
道总长度为(91. 1±75. 7)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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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步道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rails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国家公园名称 公园所在地区
占地面积

/ km2
步道总条数

/ 条
步道总长度

/ km

卡里基尼(Karijini) 西澳大利亚洲 6274. 2 19. 0 32. 2

开普山脉(Cape
 

Range) 西澳大利亚洲 510. 0 6. 0 11. 2

米尔溪奇切斯特(Millstream
 

Chichester) 西澳大利亚洲 2400. 0 10. 0 48. 6

卡巴里(Kalbarri) 西澳大利亚洲 1830. 0 7. 0 52. 2

摇篮山—圣克莱尔湖(Cradle
 

Mountain-Lake
 

St.
 

Clair) 塔斯马尼亚州 1614. 4 13. 0 163. 1

弗雷西内特(Freycinet) 塔斯马尼亚州 169. 0 7. 0 50. 3

富兰克林戈登野生河流(Franklin-Gordon
 

Wild
 

Rivers) 塔斯马尼亚州 4463. 4 4. 0 58. 6

西南(Southwest) 塔斯马尼亚州 6182. 7 7. 0 134. 6

卡卡杜(Kakadu) 北领地 19804. 0 32. 0 108. 6

利奇菲尔德(Litchfield) 北领地 1500. 0 9. 0 23. 2

乌鲁鲁卡塔丘塔(Uluru-Kata
 

Tjuta) 北领地 1325. 7 8. 0 31. 8

尼特米鲁克(Nitmiluk) 北领地 2920. 0 8. 0 157. 3

沃什普尔(Washpool) 新南威尔士州 587. 0 3. 0 54. 9

蓝山(Blue
 

Mountains) 新南威尔士州 1989. 0 46. 0 293. 3

巴灵顿顶(Barrington
 

Tops) 新南威尔士州 765. 1 18. 0 142. 6

科修斯科山(Kosciusko
 

Mountain) 新南威尔士州 6900. 0 33. 0 210. 3

雅拉山脉(Yarra
 

Ranges) 维多利亚州 979. 0 10. 0 63. 4

格兰皮亚(Grampians) 维多利亚州 1672. 0 25. 0 52. 8

塔拉-布尔加(Tarra-Bulga) 维多利亚州 1522. 0 7. 0 11. 8

默里日落(Murray
 

Sunset) 维多利亚州 6330. 0 5. 0 77. 4

卡纳冯峡谷,卡纳冯(Carnarvon
 

Gorge,
 

Carnarvon) 昆士兰州 2510. 0 14. 0 212. 9

圣灵群岛(Whitsunday
 

Islands) 昆士兰州 170. 0 12. 0 22. 2

丹特里(Daintree) 昆士兰州 1200. 0 9. 0 10. 1

春溪(Springbrook) 昆士兰州 61. 6 4. 0 7. 2

林肯(Lincoln) 南澳大利亚州 315. 0 22. 0 217. 3

科芬湾(Coffin
 

Bay) 南澳大利亚州 310. 0 9. 0 100. 0

迪尔巴古兰达—因内斯(Dhilba
 

Guuranda-Innes) 南澳大利亚州 94. 0 7. 0 28. 8

弗林德斯山脉(Ikara-Flinders
 

Ranges) 南澳大利亚州 950. 0 18. 0 164. 8

卓越山(Mount
 

Remarkable) 南澳大利亚州 106. 0 18. 0 141. 0

武尔卡通哈—甘蒙山脉(Vulkathunha-Gammon
 

Ranges) 南澳大利亚州 1280. 0 6. 0 51. 7

1. 2 步道分级系统

由澳大利亚步道分级系统可知,根据路面状况、
倾斜度、地形和周边环境等因素,澳大利亚国家公园

的步道可按步行难易程度分为 5 个等级(表 2),但
部分地区的国家公园,如南澳大利亚州则将步道分

为 4 个等级(表 3)。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五级分类系统中,级别 3 的

步道平均条数最多,其步道总条数占国家公园步道

总条数的 38. 0%;级别 5 的步道平均条数最少,其步

道总条数占国家公园步道总条数的 6. 6%。 此外,
级别 4 的步道平均长度最长,其步道总长度占国家

公园步道总长度的 50. 6%。 级别 1 的步道平均长度最

短,其步道总长度仅占国家公园步道总长度的 2. 5%。
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国家公园步道的路面状况、

倾斜度、地形和周边环境等因素差距较小,因此一些

国家公园将步道分为 4 个等级(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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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步道五级分类系统

Tab. 2　 Five
 

grades
 

grading
 

system
 

of
 

trails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分
级

平均条数
/ 条

范围
/ 条

平均长度
/ km

范围
/ km

分级标准
条数占
比 / %

长度占
比 / %

1 1. 3±2. 7 0 ~ 12 2. 1±6. 2 0~ 29. 8 步道路面铺装平坦,无台阶或较大坡度,适合有专人协助的轮椅使用者 9. 8 2. 5

2 2. 6±3. 8 0 ~ 19 5. 6±8. 2 0~ 35. 2 步道路面层为硬实铺装,部分路段有不连续的台阶 19. 6 6. 6

3 5. 0±5. 9 0 ~ 25 22. 2±31. 2 0~ 122. 8 步道部分路段路面层不平整或有轻微坡度 38. 0 26. 3

4 3. 4±3. 8 0 ~ 14 42. 8±47. 3 0~ 131. 5 步道位于近原生的环境中,部分路面层不平整,且缺少部分方向标志牌 25. 9 50. 6

5 0. 9±1. 6 0 ~ 5 11. 9±22. 0 0~ 87. 0 步道位于原生环境中,无路面铺装且边界模糊,无方向标志牌 6. 6 14. 0

表 3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步道四级分级系统

Tab. 3　 Four
 

grades
 

grading
 

system
 

of
 

trails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分级
平均条数

/ 条
范围
/ 条

平均长度
/ km

范围
/ km

分级标准
条数占
比 / %

长度占
比 / %

容易 2. 3±1. 0 1 ~ 4 4. 4±2. 6 0. 3 ~ 8. 1 步道路面层为平整的铺装且边界清晰,适合不同人群 17. 5 3. 7

适中 7. 5±3. 4 5 ~ 14 64. 9±29. 2 24. 8 ~ 97. 6 部分路段有一定坡度或路面层不平整,对于徒步者的
健康水平无较高要求

56. 3 55. 3

较难 2. 7±3. 6 0 ~ 9 25. 5±42. 7 　 0 ~ 109. 9 部分路段路面不平整或有较大坡度,徒步者需有徒步
经验和一定的体能

20. 0 21. 8

挑战 0. 8±1. 3 0 ~ 3 22. 5±38. 4 　 0 ~ 93. 0 步道较长,可能经过偏远地区,需过夜,徒步者需有丰
富的经验和高水平体能

6. 3 19. 2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四级分类系统中,适中

(moderate)的步道平均条数最多,其步道总条数占国

家公园步道总条数的 56. 3%,同时其步道平均长度也

最长, 且步道总长度占国家公园步道总长度的

55. 3%。 适中的步道对徒步者的身体素质无较高要

求,较多的国家公园设置此类型步道,能够让更多游

客加入到徒步中。 挑战(challenging)的步道平均条

数最少,其步道总条数占国家公园步道总条数的

6. 3%。 此外,容易( easy) 的步道平均长度最短,其
步道总长度仅占国家公园步道总长度的 3. 7%。
1. 3 步道设计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步道的平均长度为(6. 9 ±
10. 7) km(n = 395),步道的平均步行时间为(6. 3±
20. 0) h(n= 394)。 35. 9%步道的步行时间在 1 h 之

内,仅有 1. 5%的步道需要 72 h 以上(图 1)。
步道包括 3 种类型:单程( one-way)、往返( re-

turn)和巡回(loop)。 其中往返的步道最多,占国家

公园步行类型的 56%。 单程和巡回的步道各占国

家公园步行类型的 22%(图 2)。
步道的游览类型中,以观赏自然景观为主的步

道最多,占国家公园步道的 49. 9%,其次是既能观

赏自然景观也能观赏生物多样性的步道,占国家公

园步道的 28. 9%,最少的是既能观赏人文景观也能

图 1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步道步行时间占比

Fig. 1　 Proportion
 

of
 

walking
 

time
 

of
 

trails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图 2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步道步行类型占比

Fig. 2　 Proportion
 

of
 

walking
 

types
 

of
 

trails
 

in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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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生物多样性的步道, 仅占国家公园步道的

0. 3%(图 3)。

注:A:欣赏自然景观;B:欣赏人文景观;C:欣赏生物多样性;
D:未交代沿途景观或纯粹步行。

图 3　 国家公园步道游览类型占比

Fig. 3　 Proportion
 

of
 

sightseeing
 

types
 

of
 

trails
 

in
 

national
 

parks

2 对中国国家公园步道建设的启示

2. 1 步道建设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除发达地区以及原住民居住地外,陆
地景观几乎保持着自然原貌,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并且有着独特的本土文化、壮丽的内陆景观、原始的

白色沙滩和惊艳的红色峡谷等[15] 。 徒步探索自然

之美是最简单的方式,也是徒步者最喜欢的方式。
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设有数量不等、长度不一的步

道,使徒步者能够享受徒步的乐趣,引导徒步者欣赏

国家公园内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生物多样性,
让人们充分享受国家公园带来的自然之美。

2015 年以来,我国先后在 12 个地区开展了 10 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并在 2021 年正式设立首批 5 个

国家公园。 未来,国内还将对新一批试点国家公园进

行规划与建设,这些本土国家公园建设的实践经验将

会促进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国家公园的设立并

不仅仅是为了引入国际模式来建设保护地,更重要

的是要以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重新整合和

确立我国自然保护体系,完善我国自然保护管理体

制。 而步道建设也不仅是为了连接景观节点,满足

游客游憩需求,更重要的是推动环境教育。
国外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的场所以国家公园为

主,基本具备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涉及的环境教育

手段丰富且形式多样。 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的蓝山国家公园与学校展开合作,设立有 8 条徒步

线路,面向 1 ~ 10 年级的学生,为学生们提供不同层

次的环境教育[16] 。 我国现有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多

以课堂教学和科普宣传形式为主,缺乏成体系的针

对不同需求和认知特点群体的丰富的环境教育内容

和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也尚未与学校的教育体系融

合,缺少趣味性强的互动体验类教育项目,导致国家

公园所蕴含的丰富的环境教育资源和生态文化知识

尚未充分发挥其教育价值[11,17] 。 步道作为成本最

低,对环境影响最小的设施,其建设对国家公园的环

境教育功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 2 分级系统

步道分级是告知人们步道特征的主要手段,有
助于将步行作为一种休闲活动进行推广[18] 。 徒步

者能够通过官方提供的标准化难度分级或步道分

级,来衡量当前步道是否适合自己。 澳大利亚在对

国内外徒步者的信息需求进行为期 3 年的广泛研究

后,结合澳大利亚步道分级标准(《Australian
 

Standard
 

2156. 1-2001
 

Walking
 

Tracks-Classification
 

and
 

Sig-
nage》)中步道的等级划分,根据路面状况、倾斜度、
地形和周边环境等因素,将步道按步行难易程度分

为 5 个等级,但部分地区的国家公园,如南澳大利亚

州则将步道分为 4 个等级。
我国已有的步道体系,一种是国家登山健身步

道,另外一种是国家森林步道。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自 2009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修建,至今已完成 23 条

步道的修建。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按步道所在区域自

然环境特点及步道功能分类为:山野步道、探险步

道、亲子步道、自然科普教育步道和其他[19] 五大类。
国家森林步道是指穿越重要山脉和森林区域、具有

不同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特征、长度超过 500
km、主要供人们以徒步形式深入体验大自然的带状

休闲空间。 国家森林步道按路段游人最高容量分段

为:高负荷、中负荷、低负荷[20] 三大类。 与其他国家

相比,中国的国家公园目前因面积较大、跨越多个省

市、包含众多景区,各景区步道自成系统,亟需制定

统一的分级系统便于之后的管理。 可按某统一标准

进行分类,并在步道信息提示牌上详细介绍其所在

区域自然环境特点及步道信息,让游客阅览后自主

选择适合自己的步道,并提前对步道周边信息有一

定的了解。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为老年人及行动

障碍人士专门提供的无障碍设计( barrier
 

fre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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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可为该群体接触自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进而

培育社会对于残障群体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从社会

层面或是道德层面出发,无障碍设计考量都必不可

少[12] 。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五级分类系统中级别 1
的步道占国家公园步道条数的 9. 8%,级别 1 的步道

表面平坦,适合有专人协助的轮椅使用者。 国内国

家公园亦可考虑设置一定的平缓步道,便于老年人

及行动障碍人士通行,还需因地制宜,给予游客听

觉、触觉、嗅觉等综合感知的丛林体验,让游客在国

家公园真实地体验到自然环境带来的慰藉。
2. 3 步道设计

步行所需时间取决于该步道地区的地形起伏、
步道使用者类型、行走难易程度等因素,步行时间也

是一种步道长度的衡量方式。 数据表明,澳大利亚

国家公园有较多短途步道,35. 9%的步道步行时间

在 1 h 内。 步道不仅作为景点之间的串联,还为环

境教育提供服务,因此,短途步道可以保证徒步者不

会过于疲惫,能够充分享受沿途的风景与生物多样

性。 中国的国家公园内可设置较多步行时间不超过

1 h 的短途步道,让徒步者在徒步的同时有明显的时

间节点休憩调整,不至过于疲惫。
视觉是最主要的感官知觉,根据行为心理学研

究,行人步行的舒适距离为 200 ~ 400 m,超过这个距

离的步行环境无变化会使人产生麻木、无趣的体

验[21] 。 国内建设步道系统时应注意尽量优化步道

路线,使步道的起点与终点不在同一个地方,若起点

与终点在同一个地方,可考虑将步道设置为环状步

行类型,尽量避免同一条步道往返。 步道沿途必须

拥有足够多的“兴奋点”,且步道平均每 2 km 需要

有至少一处的景观变化,这些“兴奋点”或“景观变

化”可以是一个小瀑布、一块奇石或一个视野开阔

的山峰[22] 。 中国的国家公园内自然景观丰富,可以

巧妙地利用沿途自然风景设置“兴奋点”,使步道更

富有魅力。
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多样化的地貌诞生了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并且还有岩画记录着的数万年

来土著人民的技能和生活方式,让卡卡杜国家公园

成为了露天教室,为游客提供生物多样性和文化教

育的同时,激发公众的环境意识[23] 。 澳大利亚国家

公园步道中,以观赏自然景观的步道最多,其次是既

能观赏自然景观也能观赏生物多样性的步道,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对生物多样性的

重视。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地势形态多样,动

植物种类繁多,中国的国家公园自然也是“万类霜

天竞自由”。 但国内的国家公园目前更多关注于沿

途的自然景观,对沿途能观测到的动物等的介绍较

少,生态旅游建设亟需推进。 例如普达措国家公园

不仅具有自然景观独特性,还具有生态系统代表性

和生物物种代表性,园内生物景观类游憩资源亚类

约占全国国家公园内总数的 63%, 种类十分丰

富[24] 。 但普达措国家公园内资源开发有限,且大多

被开发为观光旅游产品,游客对旅游线路的选择较

为单一,且停留时间较短,缺乏记忆点[25] 。 普达措

国家公园立足国家公园信息化建设要求,打造“一

中心、两平台、三网、四系统”的普达措国家公园综

合管理信息化服务平台,为国家公园乃至自然保护

地的资源保护和自然教育提供了案例借鉴和技术参

考[26] 。 传播生态文明、树立文化自信离不开自然游

憩,自然游憩能够培养国民的自然保护意识,提升国

家公园的自然保护效率[27] 。 因此,国家公园可充分

利用园内优越的生物资源开展自然游憩和自然教育

类旅游,带动生态旅游建设。 通过当地珍稀物种唤

起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从而激起对自然环境

的保护意识,构建生态环境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

新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结　 论

1)除部分因自身地形独特而无法设置步道的

国家公园外,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均设有步道。 澳

大利亚每个国家公园共有(13. 2±10. 0)条步道,步
道总长度为(91. 1±75. 7) km。

2)按照路面状况和长度,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

步道可按难易程度分为 5 个等级,但部分国家公园,
如南澳大利亚州则采用四级分类系统。 在五级分类

系统中,级别 3 的步道平均条数最多;级别 5 的步道

平均条数最少;此外,级别 4 的步道平均长度最长;
级别 1 的步道平均长度最短。 在四级分类系统中,
适中的步道平均条数最多,且步道平均长度也是最

长;挑战的步道平均条数最少;容易的步道平均长度

最短。
3)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步道步行时间在 0 ~ 1 h

的步道最多,步行时间在 72 h 以上的步道最少。 在

步道的步行类型中,往返的步道最多,单程和巡回的

步道大致等同。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步道沿途能够

欣赏自然景观的步道最多,其次是沿途既能欣赏自

然景观也能欣赏生物多样性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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