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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校园建设正蓬勃发展。本文以绵阳市城市学院安州校区

二期建设项目总平面设计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高校扩建的总平面设计分析与思考，提出了对于高校校

园建设，应加强新老校区总平面设计空间联系、选择适宜建筑布局和预留未来发展空间用地的三个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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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mpus construction is boom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is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general plan design of university expansion, taking the general 

plan design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Anzhou Campus of Mianyang City Colleg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for university campus construction, which are to 

enhanc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general plan design space of the existing and new campuses, to select a suitable 

building layout and to reserve lan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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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社会对于高级

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迫使全国高等

院校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新建、扩建和改建等各种需求。同时大

学校园建设面临着社会、经济、教育和就业发展的不可预见性

的变化，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国大学改扩建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新建校区、原址扩

建、校区搬迁三种方式。相比旧校区改扩建在规划设计、实施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新校区的建设现状限制条件较少。老校区

属于既有建筑，具有经历了历史的沉淀的规划布局和建筑风

格。对于校园新扩建的规划设计，如何合理利用空间，如何找

到与老校区规划的契合点，并延续原有校区已经形成的浓厚学

术氛围和校园生活习惯，是这类规划设计需要考虑的重点。本

文将以绵阳市城市学院（原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安州校区

二期建设项目为例，浅谈该校在扩建中的总平面布局的思考。 

1 项目背景 
绵阳市城市学院安州校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滨河

西路，占地约 240 亩。学校是由西南科技大学与万博集团申办

独立学院，2021 年经教育部批准转设并更名为绵阳城市学院。

学校现有 3 个专业学院、1 个产业学院（产业学院下设国际教

育、继教教育和蓝桥项目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共有本专科

专业共 73 个，涵盖工、经、管、文、理、教育、艺术、体育

等学科。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快速发展，学

历教育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不断增

多，校方及当地政府已意识到该校需要进一步进行扩建改造，

以满足学生人数增长和现代化教育设施的需求。 

绵阳城市学院老校区地处安州区主城区城市边缘，新建校

区选址位于其北侧，两者间隔一城市道路（白茅寺路）。新校

区用地面积约 320 亩，具体布局可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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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位分析图 

2 现状研究 
基地现状的城市道路，给新老校区的延续和布局带来不利

影响。基地东、北、西三个面的规划道路尚未建成，来自安昌

河东岸的货运车辆，经先林大桥，沿滨河北路由白茅寺路向西

通行（图 1）。白茅寺路的存在，极大的阻碍了老校区与新校

区之间的联系，给大学校园园区环境的延续带了巨大的挑战。 

从校区联系上分析，新校区在建成之后，会有大量的师生

频繁往返于两个校区之间。解决新老校区之间的交通困境，是

校园整体规划的关键。 

项目设计初期新校区与老校区联系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两

校区之间设置地下通道或者架设人行天桥来避免教师和学生

穿行道路的安全问题。由于老校区围墙北侧现存一根排水渠，

并且在新校区南侧路边有一根架空电缆（图 2），对于地下通

道和人行天桥的建设成本和技术难度使立体式交通方式不具

备可行性。项目最终实施方案在新校区建设的同时，市政建设

同步完成校区周边道路，使来往穿行车辆绕行新老校区外围的

城市道路。新校区及周边道路建成后，校区之间的城市道路暂

时纳入学校范围由学校封闭管理，以保障师生穿行的安全问

题。 

 

图 2  道路现状图 

3 总平面布局设计 
老校区主要出入口位于在地块东侧的滨河北路。东侧以中

心教学楼与东侧大门形成的主轴线通过对称获得了明确的中

心感，各学院教学楼沿弧形道路布局组成教学区域。西侧的学

生宿舍和食堂等建筑物随着校园道路的延伸，与运动场形成半

围合状布局组成生活及公共活动区域。主轴线的设计通过弧形

道路丰富了环境处理和空间变化，打破了传统对称布局给人带

来的规整简明、构图均衡、庄严肃穆的主观感受，营造出一种

开放、舒展、流畅的风格特色，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图 3）。 

 

图 3  总平面布置图（南侧地跨为老校区，北侧地块为新校区） 

新校区南侧大门与图书馆构成中央主轴线。中央景观大道

分隔两侧的教学楼，以大体量的图书馆和中心景观湖为核心形

成主轴线空间，承接老校区运动场的轴线北向延续。地块南侧

主要为行列式布局分布公共教学楼和各学院教学楼，北侧图书

馆与中心景观湖分隔形成宿舍、食堂形成的生活区和运动场地

（图 3）。总平面道路布局借鉴了城市规划的方法设置了交通

“环线”，采用“教学空间+车流环线”的空间布局方式。环

线内外实现人车分流，内部主要是步行和非机动车，外部是机

动车通行；教学区域建设成环境宜人的步行活动区，创造学生

交流和学习的良好环境；“环线”向外与校外产生联系，便于

运输；向内与教学楼和步行区产生联系，便于学生活动、交流

（图 4）。 

 

图 4  交通流线分析图 

4 景观轴线 
新校区以大门与图书馆构成的中央主轴线，与老校区的运

动场地构成了一条联动景观轴，并同样的设置了东侧次入口景

观轴线来强调与老校区东侧主入口轴线的呼应。老校区在建校

初期并未考虑在原地块北侧开设出入口，新校区的扩建需改建

老校区北侧的运动场地，在北侧拓展出一个新的入口广场与新

校区的入口广场形成空间的对应，强化新老校区之间的联系。

同时还需梳理现有老校区道路，才能满足将来往返两校区的车

流人流的集散和通行需求（图 5）。由此也可以看出，老校区

建设时期的总平面设计缺乏考虑未来校园的扩张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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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的扩展和衔接“留白”。 

 

图 5  鸟瞰图 

5 建筑布局 
老校区采用建筑形态更灵活自由的院系独栋建筑，新校区

建筑布局采用建筑联系紧密的行列式教学楼。传统行列式布局

对总平面内建筑单体的平面和立面都产生着严格的制约，建筑

单体的形态变化自由度不高，缺乏建筑艺术的美感和对原有校

区建筑布局的继承。行列式布局所构成的建筑群体以及受其制

约的单体建筑，并不一定适合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实训用房等

房间的功能需求。因此，在校园建设的建筑布局中宜多采用自

由式布局，局部使用行列式布局。这样既能营造出极具风格和

个性的校园，又能更好地满足行政、教学科研、艺术、体育等

各类建筑的功能。 

为了避免“行列式”所带来的单调的空间，新校区的建筑

设计采用了一些处理手段，如去掉其中的部分单位，改为开放

的公共活动空间，或通过连廊组合成新的整体，从而获得不同

的区位空间和丰富多变的边界。通过连廊、局部架空等有机结

合建筑各个部分的方式可以使得各栋建筑单体间的联系更为

紧密。利用多个 U型体块为合成小院落，另一侧的建筑开口可

以形成半开放空间，形成富有活力的室外交往场所（图 6）。 

 

图 6  建筑开放性设计 

6 小结 
在我国当前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未来校园发展充满

未知数，随着校园规模的快速扩大，原有现代校园规划依然延

续传统的、终极的、静态的规划方式对新校园的建设构成了阻

碍。如今的大学校园总平面设计过分重视图面展示效果，忽略

了大学校园建设应有一定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平面设计中仅

仅将校园当做一个终极的物质形态来处理。绵阳城市学院安州

校区二期建设项目总平面设计方案的探讨也只是笔者对这类

问题的初步思考，还有更多相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究竟

该如何衔接新老校区的关系？是否要继承老校区的建筑布局

形式？如何为未来拓展用地“留白”？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

入的思考和广泛的讨论。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引起更多专

家、学者以及从业人员对高校扩建总平面布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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