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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全球经济及工业化的发展促使地球温度持续升高，南北极冰山也不断融化，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影响。在此

形势下，人们已经认识到绿色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科学建设绿色生态校园，不仅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还能为教

师、学生提供安逸、健康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学生也能正确认识绿色生态。此外，结合不同校区针对性规划设计校园

生态环境，再落实相应减排措施，也能避免资源的浪费，还有利于我国城市生态发展。针对此，本文以某大学为例，

进一步研究了新型大学绿色生态校园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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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e�development�of�global�economy�and� industrialization�has�contributed� to� the�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earth’s� temperature� and� the�melting� of� the�North� and�South� Poles� icebergs,�which� has�

greatly�affected� 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 the�earth.� In� this�situation,�people�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of�green�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truction.�Scientific�construction�of�green�ecological�

campu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vide� teachers� and�

students�with�a� comfortable,� healthy� living�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students� can�als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green�ecology.� In�addition,� the�combination�of�different�campuses� targeted�planning�

and�design�of�campus�ecological�environment,�and�the� implementation�of� the�corresponding�emission�

reduction�measures,�can�also�to�avoid�the�waste�of�resources�and�is�conducive�to�the�development�of�

China’s�urban�ecology.�In�this�regard,�this�paper�takes�a�university�as�an�example�to�further�study�the�

new�university�green�ecological�campus�planning�and�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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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生态校园是实现“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实，国家一再强调绿色生态的重要性，

并倡导全国人民投入到绿色建筑、生态建设等工作中。本文中的绿色生态校园，是在满足学校基本教育功能的前提下，以可持续发展理

念为导向，从而开展校园建设与管理，通过营造低碳、环保、生态的校园建设氛围，可为社会的持续性发展奠定基础。

一、绿色生态校园规划设计的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教育协同发展也迎来了机遇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规划设计绿色生态校园成为新增长点的区位优势，

还能推动我国各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校园规

划尤为关键，规划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确保教学环境可以提高学校

的教育水平，还要尽可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与效果。同时，绿

色生态校园规划还能为教师、学生营造舒适、优美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还能保证校园环境、社区以及居民生活环境的统一、和

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的绿色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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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

某大学行政办公楼的东侧为城市主要道路，西侧和南侧为农

场区域，北侧是学校。该办公楼地处校区北侧主入口处，共计9

层（地下1层、地上8层），该楼建筑面积约12700平方米。按照

使用功能，该项目分为学生服务中心、校史陈列展览与会议室、

档案室中心及办公室等，该校区的总建筑面积是153635平方米。

本次建设采用了绿色建筑技术，在有限投资条件下不仅达到了节

能、节水等生态目标，还为学校打造了一个舒适、优美的校园 

环境。

（二）设计原则

该项目规划设计期间，将绿色建筑技术和建筑方案有机融

合，从而打造了一个健康、环保的校园环境。该校区规划设计时

采用的原则如下：

（1）因地制宜原则。规划设计时结合项目情况及地域环境，

进一步分析适宜的绿色建筑技术工艺。比如，春秋过渡阶段使用

了自然风、机械辅助通风等方法，确保建筑室内的通风与舒适，

还利用太阳能光电，也节省了很多电能资源。同时利用雨水资源

以及地源热泵系统，也能为建筑物提供良好的供暖与制冷。

（2）低投高效原则。项目规划中主要从生态环境、经济两方

面采用了低成本、高效益技术，为项目建设节省了很多成本。

（3）精细化原则。规划设计期间，使用前沿的计算模拟工具

以及精细化设计方法，不仅定量分析了规划建设的可行性，还通

过对比、效果预测等，进一步明确了规划设计方案及细节。遵循

这一原则，不仅能顺利实现设计目标，还能确保日后的运行效果

以及整个寿命周期之内的经济效益。

三、利用原地块规划设计绿色生态校园

（一）规划环保、景色佳的生态校园

绿色生态校园，指的是利用生态学原理及手段规划并设计有

利于人和大自然协调发展的人工生态系统，该系统不仅物种布局

合理、自然环境良好，还整合了学习、休闲、活动等功能。该学

校新校区的规划建设便是向着这一生态系统而努力。下图所示为

该校区规划建设平面图。

该校园规划设计秉持了因地制宜思想，尽可能利用项目原有

地块的绿化环境及自然水系，不仅减少了项目成本，还避免资源

的浪费，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建设节能环保、低碳且环境佳的绿

色生态校园的目标。该校区绿化环境良好且地块现状水系柔和，

经过合理规划与设计，将校区原有河流规划整改成护校河，原有

自然水系也引流至校区中心设置成中心湖。同时利用原有绿化以

及河流水面的小桥、平台并与庭院、书院相结合，这也构成了景

观绿带，再与中心湖相照应，取得了极佳的建设效果，生态以及

绿色等元素也得到了全面体现。并且该学校所在地域多河流，并

享有水乡之称，校区规划建设中保留原有水系，不仅为校园增加

了活力，还进一步优化了校园文化内涵。

（二）结合当地文化共建文化内涵

该校区的规划设计还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作为名人之

乡，该地历史文化十分悠久，在规划设计时融入文化底蕴，不仅

能彰显地区特色，还能打造一个传统与现代元素有机融合的人文

校园 [1] 。就如校区内部的书院、小桥等设计，并非采用单体设计

方法，而是和整个庭院景观、小桥流水相对应，融入了场所集群

概念，这不仅能满足新型大学对建筑与空间的追求，还能提高校

园的空间层次、人文内涵。同时，校区规划中还设计了大片绿化

空间地面，这也为学生提供了休息、放松的空间。

四、规划创新校园建筑空间

新型大学校园规划逐渐摒弃了传统空间布局，教学方法也由

大班灌输式教学转变成了小班个性化教学。所以其建筑内部空间

也倾向于自由组合，这也是新型大学校园和传统大学校园的区

别。随着绿色生态理念的落实，新型大学更注重建筑和环境的协

调发展，功能及模式也趋于复合形式，这不仅打破了传统建筑模

式的局限，还诠释了何为绿色生态校园。

（一）外围护结构的规划设计

该项目建筑结构十分规整，没有过多的凹凸变化。在建筑物

的外围护结构采取了遮阳与保温等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建筑体系的能耗。同时，外墙使用了180毫米的粉煤灰加气混凝

土砌块以及39毫米的岩棉保温板。建筑屋顶使用的是110毫米

的钢筋混凝土、70毫米的岩棉保温板。其建筑外窗还设有水平

遮阳、活动遮阳，可为学生提供一定的休闲空间。而如何将建筑

和外遮阳有机结合，通过不断尝试，最终在新校区行政办公楼的

南外窗、北外窗采用了综合外遮阳，很多外窗还和窗框联动并设

计了多层水平板固定遮阳，各板之间采用了活动遮阳，这可有效

调节外窗遮阳率。由于建筑物的东西两侧外窗较少，所以规划设

计中使用了内置百叶方法，这一设计不但达到了建筑规划节能要

求，还不影响建筑的立面造型。活动遮阳形式如下图所示。

（二）采光与地源热泵系统设计

1.采光设计

针对地上建筑，该项目采用了天然采光模式，相较于人工照>图1 新校区规划建设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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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然采光可以节省更多的能源，还能保证建筑室内光照适

宜。由于校区很多建筑呈条状，所以结合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为提高对自然光的利用率，项目70%以上的室内空间采光

系数都在2.1%以上。至于地下空间采光，因有建筑面积约3794

平方米的半地下车库，所以项目使用了自然采光方法改善车库照

度，这也节省了照明电能消耗。此外，地下室采光方法还有采光

井采光、导光管采光以及光纤采光。采光井采光的占地面积相对

较大，并且采光效果相对一般，不过该采光形式可以节省建设成

本，通常可以应用到无地上建筑的地下室。导光管采光的占地

小，采光效果佳，成本投入适宜，可用于部分地下建筑。至于光

纤采光，其虽然占地小、采光好，但成本投入极大，并不适合大

范围运用。综上情况，因导光管占地小，可以和地上建筑布局有

机配合，且资金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在校区建筑的南面设置了3

个导光管，背面有5个导光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然采光 

面积。

2.地源热泵系统设计

该系统主要利用岩土体发热，是由建筑物系统、水源热泵机

组等构成的供热空调系统。这一系统的环保性、节能性强，在世

界各国的建筑设计中都有大量应用。该校区规划设计也使用了地

源热泵系统，利用浅层地热资源打造良好的学习与办公环境，进

一步彰显了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生态理念。

3.发挥空间转换功能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教与学模式也在不断变化。该校区规

划充分考虑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其教育系统也不断转变。由于以

往采用的教学方法已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的竞争需要，而且小

学、初中以及高中教学模式不断革新，这使学生个体素质发展受

到了广大学校与教师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校区规划也适当调整

了建筑空间 [2] 。进入大学校园，大学生不仅要掌握当代应具备

的知识、技能，还要提升、延续创新创造意识，所以规划设计期

间对新型大学建筑的内部空间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征求教务部以

及师生意见后，对原有的教学单体建筑空间进行了创新和改造，

不仅综合了新型教育思想，还设计了可以支撑物理环境的教育设

施。由于单一教学方法无法满足全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需求，所

以基于学生的学习情况与方法应用，提供了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设

施，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此外，该校区规划还充

分利用了教学楼间的平台、连廊等空间，这不仅有利于教师、

学生在不同空间自由转换，还能尽可能满足学生学习的个性化 

需求。

4.创新复合空间

复合空间，即单体建筑空间设计的过程中合理划分其功能，

使其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同时，也可结合情况进行空间变换与调

整。通过实时转换同一空间，也有利于“以人为本”设计思想的

落实。基于这一功能与形式的可变空间模式，发挥复合、可变功

能，可以有效满足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需要。而且，灵活变换建

筑空间，使用采光教室等可以创造更多有趣、高效的学习模式，

再与新型教学单元综合运用，也能打破传统教学用房的局限，通

过形成新的教学综合体，校园建筑不仅拥有各种各样的教学空

间，还有交流休息空间、实验空间以及健身房等，这可进一步丰

富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五、立体交通体系的规划设计

新型大学绿色生态校园的规划设计遵循了绿色、经济、安全

等建设原则，其交通体系也基于项目内部与外围情况进行了科学

设计。通过发挥校区周边道路网作用，可以帮助人员快速、有序

地入校，建立校区高效立体交通体系，也可提高其可达性。由于

该校区地理位置接近高速公路与地铁4号线，所以不仅区位优势明

显，外围先天交通环境还很优越。在设计规划时，出于外围交通

现状以及人流走向等考虑，将其南侧出入口设为校园主出入口，

同时采用了开放性设计，摒弃了阻断式设计方法，在道路两侧种

植树木构建林荫大道，这有利于校园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联动配

合。在校园北侧设置了次入口，这可方便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再

联系后勤用房、食堂等组建后勤物流线，也能防止其和其他流线

相冲突。此外，规划设计还将校园入口设为车行入口，这一方向

接近教师公寓，作为教职工的主要出入口，不仅能防止车辆和学

生人流向汇集，还能营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教育环境。

六、设计应用

顾名思义，绿色建筑即在建筑整个寿命周期内，尽可能节约

各种能源，并保护好生态环境，从而为人们提供安全、健康的使

用空间。本项目设计中，建筑物朝向是南北向，不仅能避开主风

向，还能在冬季尽可能利用太阳光辐射，也能减少采暖负荷 [3] 。

夏季来临，还能减少太阳能辐射，通过自然通风便可降低室温。

同时项目还采用了可调节遮阳，不仅改善了室内热环境，还减少

了空调能耗。而为进一步贯彻绿色生态思想，在一些单体建筑物

>图2 建筑活动遮阳设计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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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屋顶还设计了绿化景观，选择的物种都是适宜当地气候的植

物，也包含一些乔木、灌木复层绿化。借助这些绿色平台，各建

筑的屋顶绿化可与地面绿化相呼应，从而形成立体景观效应，这

不仅能为日常教学提供充足的景观资源，还可借助屋顶绿化为建

筑物增添绿色屏障，其可有效降低建筑室内的温度，也能节省电

力资源。此外，校区规划还使用了很多节能设施，如公建的洗脸

盆水龙头使用了感应式设计，小便斗运用了感应式自闭冲洗方法

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节约了水资源。最后，建筑屋面雨水排放

则是有组织排水，利用雨水管收集雨水，再导入到雨水下渗井，

这可确保大量雨水渗至地下。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建筑成了

主流趋势，而校园建筑的绿色生态化发展也是实现绿色校园建设的

主要途径，对于建筑物采用节能环保式设计，不仅能减少对生态环

境的污染，还能降低其能耗。通过在校区设计绿色景观、并最大限

度利用原有水系，也能实现绿色生态校园的环保、节能等要求。不

仅如此，规划设计期间还要使用先进、生态的设计方法，结合校园

情况注重对自然社会环境的优化创新，再合理使用施工方法，也能

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在确保建筑实用性的同时也可为教师、学

生创设一个安全、绿色、环境优美的校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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