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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大学校区的校园绿地规划布局的调查研究 , 提出了校园绿地规划的一些问题 , 同时对高校校园绿地规划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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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problems of campus greenland planning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the i nvestigation onthe campus greenland planni nglayout of the univer-
sities . Meanwhile ,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campus greenland planning of the universities .
Key words  Campus greenland ; Human-oriented ;Ecological campus

  近年来 , 我国高校校园建设和发展面临大好的发展机

遇。因此 , 如何真正搞好高校校园建设 ,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

发展创造布局合理、结构清晰、景色优美、功能完善的宜人

空间, 满足广大师生员工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便成了非常

重要的问题。

而作为高等教育的物质依托, 大学校园环境建设尤为

重要。因此, 研究大学校园绿地规划设计的发展、原则、规

划方法, 探讨适合当前高等教育体制和社会发展, 体现高层

次文化特色的大学校园绿化理论, 可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

期我国大学校园绿地规划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从而

为大学师生创造出更加优美而实用的绿化空间环境。

1  存在的问题

1 .1  过分强调对称而产生呆板、造作之嫌  没有根据校园

总体特色及分区功能, 还有使用区之间性质差异处理动与

静、内部与外部等逻辑关系 , 从而破坏了整体的秩序性而影

响了各自的完整性 ; 学生生活、运动区多采用不对称自由式

设计方法突出规整、庄严、宁静等特点, 给人以压抑和牵强

的感觉。

1 .2  缺乏校园生态环境意识  一次性投入用地规模大 , 过

于追求绿地开阔、舒展等景观效果或模仿其他城市风格 , 而

忽视了生态效益的发挥, 出现了较多的以草代木的大草坪

和以小灌木代乔木的大色块 , 或不惜砍掉已具有成效的园

林树木, 影响了生态效益和校园整体景观效果。

1 .3  缺乏功能性、人文性的绿地建设  过分强调校园绿地

的绿化功能 , 没有从师生心理和生理出发去营造多层次的

交往、学习、游憩空间的大学校园。要以人为本创造校园环

境, 体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思想 , 营造能感受到世界

发展的现代气息的空间场所, 以满足师生学习、研究、工作

和生活的需求。

2  改善的办法

2 .1 合理选择高校绿化树种  高校园林绿化应注重改善

人们生存环境 , 保持校园生态平衡建设 , 科学规划设计校园

绿地 , 因地、因时、因景合理配置生态效益较高的植物, 形成

多样化的植物群落。应加强绿化的一般管理与精细管理 ,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绿地的生态效益。一个美丽的高校校

园, 一个良好的绿地系统要求一年四季保持绿色基调的前

提下 , 要产生有序的季相变化, 追求季节性的色彩和层次变

化, 要求四季有景可赏, 体现不同季节的校园风貌。一般是

春花、夏绿、秋实、冬姿, 形成春天繁花似锦、绚丽烂漫 , 夏天

绿树苍苍、浓荫密覆, 秋天硕果累累、叶色斑斓, 冬天树姿遒

劲、枝叶入画的佳景。

2 .2  科学合理的进行校园绿地规划  应注重科学规划 , 设

计出既具科学性、艺术性又符合人们行为习惯的绿化布局。

要因时制宜 , 根据树木的年龄、季节、气候等变化, 预先做出

安排, 及时采取措施, 创造出良好的景观; 在树木实际栽植

过程中, 应以足够数量的一种或几种花木成片栽植 , 突出景

区特征, 造成景景不同、季季不同的园林景色。除此之外 ,

还要利用好植物的叶色、果实、树形等观赏特征 , 创造出美

妙的景色变幻。

2 .3  保护好校园生态环境  校园绿化在追求时代精神、超

前意识的同时, 还应注重挖掘校园自身历史文化内涵。可

运用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 , 以创造有特色自然山水的

大学校园。我国传统园林是自然美、建筑美、艺术美有机结

合的典范, 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融为一体。传统园林文

化主张取法自然 , 汲精取华再现大自然, 既有效的保护人类

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又与典型的自然风景互相融合。

3  构想

3 .1 生态型校园 高校校园的建设是依据学校的总体规划

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实施的 , 在校园的建设过程中, 如何创造

优美宁静, 富有文化内涵符合当代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的

校园环境, 满足学校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的需要, 进一步提

高校园环境质量即实现从绿色校园到生态校园的转变就显

得尤其重要。

随着人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校

园绿化与整个大环境绿化一样, 正向保护环境, 净化空气 ,

调节气候, 美化环境的高度发展。其生态功能的发挥也就

更加重要, 因此 , 校园绿化系统的建设必须以城市生态系统

为基础 , 将生态效益放在第一位, 提高校园环境的质量, 维

护和保持生态平衡。

3 .2 从绿化校园到生态校园的共识 绿色植物具有改善生

态的功能, 同时还具有心理、物理及美学方面的功能。绿色

植物与环境设计相结合, 能为校园创造有益的生态环境 , 制

造氧气, 净化空气。同时, 绿色植物还可以调节温度和湿

度。绿地设计包括硬件和软件设计 , 如把校园设计为充满

阳光的客厅 , 把校园室外环境理解为阳光下的自修室、讨论

( 下转第9926 页)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31) :9923 ,9926 责任编辑  王云平 责任校对 俞洁



所增加。同时 , 黄连木水势的变化也受除温度以外的其他

因子的影响。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温度可能是主要影响

因子 , 超过这一范围, 其他因子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大。这就

出现了在12 :00 后 , 黄连木水势有升有降的情况 , 但12 :00 后

总的变化幅度不大。

图4  黄连木水势日变化和季节变化

另外, 对6 月7 日、8 月11 日、9 月13 日的水势变化幅

度进行比较, 发现8 月11 日黄连木水势的变化幅度最大, 日

水势高低差为 - 0 .23 MPa , 其次为9 月13 日和6 月7 日, 日

水势高低差分别为 - 0 .16 和 - 0 .09 MPa。这说明在8 月黄

连木对外界因子的敏感性最强, 水分状况受外界影响最大。

3  结论

( 1) 黄连木净光合速率( Pn) 日变化曲线在不同的测定

日期表现不一样, 分别呈现出典型的双峰曲线或衰减型单

峰曲线。黄连木净光合速率在上午 8 :00 时较大 ,8 : 00 ～

10 :00 是黄连木净光合速率较高的时间段。黄连木蒸腾速率

( Tr) 和气孔导度( Gs) 日变化都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双峰曲

线, 全天分别出现2 个峰值和2 个谷值 , 但是峰、谷值出现的

早晚和数值在不同日期的表现有所差异。

  ( 2) 黄连木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日变化和

季节变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和相似性。当净光合速率增强

时 , 蒸腾速率明显提高 , 气孔导度相应增大。3 个不同测定

日期的数据表明 , 每天上午8 :00 左右黄连木有较高的生理

活性 , 突出表现为较强的净光合速率和较高的蒸腾速率、气

孔导度 , 以后在不同变化趋势和强度的外界环境因子影响

下测定数据虽有升有降, 但变化趋势比较平缓。这一方面

说明黄连木对外界环境条件要求不高, 另一方面说明黄连

木对外界环境因子的变化不敏感 , 抗环境因子影响能力较

强。黄连木的这种特性是其适应性强的生理依据之一。

( 3) 黄连木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的大小顺

序都表现为8 月11 日> 6 月7 日> 9 月13 日。这种趋势与

在生产中调查确认的黄连木在7 、8 月生长量较大的结果相

一致。

( 4) 水势是表示植物从土壤或相邻细胞中吸收水分以

确保其正常生理活动的能力。在现代植物水分关系研究

中, 水势是最为普遍接受的植物水分状况指标。植物水势

受植物—土壤—气候因子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前人在对其

他树种水势变化规律的研究中多认为影响水势的主要因子

有土壤湿度、气温、空气相对湿度、植物叶片蒸腾速率、可见

光强度、光合有效辐射等。笔者通过对黄连木枝条水势变

化规律的研究认为 , 植物水势与树液中油脂的含量有着一

定的关系。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 温度升高可以降低树液沾

稠度, 从而使水势升高。另外 , 含油脂较高的植物具有较低

的水势, 可以从水势较低的土壤中吸收水分, 以保证植物在

干旱环境下的存活。黄连木的这种特性应该是黄连木较为

耐旱的重要原因之一 , 其具体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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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娱乐室。这种单纯从种草、种树、绿化校园向有机地与

整体环境结合的生态校园发展, 将是今后校园走向生态校

园的发展方向。

生态校园就是尊重环境知识, 将校园环境融入自然 , 使

其与自然有机结合 , 保持地方和区域的生态环境平衡, 保持

自然环境要素不被破坏, 因为自然景观和大自然的环境质

量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还因其环境宜人, 能间接给广

大师生创造心情舒畅, 有利身心健康的环境, 提高师生学

习、工作的效率和积极性, 所以对当代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有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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