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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延边大学农学院为例 ,通过对高校校园绿化功能进行分析 , 探讨了现代高校校园绿化的指导思想、设计原则和方法 , 旨在塑造
一个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和生态良好的园林式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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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Yanbi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analyzi ngthe greeni ngfunction of university campus ,the guiding ide-
ology ,design principle and methods of modern campus landscapingin universities were discussedi norder to build a garden university campus witha promi-
nent them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good ec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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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边大学农学院位于吉林省龙井市马蹄山下, 地理坐标

42°46′N,129°25′E。学院占地总面积约159 .86 hm2 , 海拔高度

230 m, 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冬冷夏热。

年降雨量549 .3 mm; 年平均气温5 .1 ℃, 最高气温37 ℃, 最低

气温- 36 .5 ℃; 无霜期140 d 。

1  校园绿化现状

延边大学农学院内主要乔灌木有40 种,1 450 余株。其

中赤松313 株、油松251 株、沙松270 株、红皮云杉81 株、侧柏

44 株, 其他树种的数量较少。虽然种植的绿化植物数量较

多, 但从艺术、文化和生态的角度来看尚存在不少问题。

1 .1 植物多样性景观不足, 季相变化不明显  校园内绿化

树种较为单一, 常绿乔木树种偏多, 到处都是油松、红皮云

杉、青 等, 其他树种的数量很少; 花坛中一、二年生花卉种

类较少。因此, 绿化植物景观缺乏季相变化。

1 .2 植物景观层次单一, 生态效益不佳  校园内的植物景

观大多层次单一 , 多层次立体配置的植物景观很少。如油

松、红皮云杉等常绿乔木的树冠下很少栽植其他植物, 尤其

是很少栽植耐荫的中层花灌木, 多为乔木和草坪2 个层次 ,

很难发挥良好的生态效益。

1 .3 植物景观特色不明显, 缺乏艺术感染力  校园内的绿

化植物大多采用行列式的方式栽植, 很少讲究艺术构图和造

型。因此, 绿化植物的大小、疏密、虚实、层次等均缺乏艺术

的变化, 且植物的形态和色彩变化也不丰富, 校园内缺乏形

态优美和色彩突出的主景植物。

2  绿化指导思想及原则

2 .1 指导思想  在遵循校园总体规划设计的前提下, 应充

分利用校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 发掘农业院校独有的历史

文化底蕴, 塑造一个生态效益良好、文化特色显著、校园氛围

清新、景观艺术感染力强且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园林式

校园。

2 .2 设计原则

2 .2.1 功能性原则。校园环境的使用主体是学生和教师 ,

另有部分家属、老人、儿童及周边居民 , 尽管固定使用人群类

型相对单一, 但也必须满足其不同的使用需求。

2 .2.2 多样统一性原则[ 1] 。使校园不同的组成部分既有区

别又有联系,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主要通过2 种途径得以

实现: 一是选择油松、垂柳作为校园的基调树种, 通过道路网

将校内各分区联系在一起; 二是景观的文化内涵, 全院规划

都应反映一个主题———绿色摇篮、绿色文化, 尽管形式上有

区别, 但在内容上都是为该主题服务。

2 .2.3 生态性原则。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形、地貌

和已经形成的植物景观 , 坚持以植物造景为主 , 以生态学原

理作为指导, 尽可能丰富植物种类 , 做到乔、灌、草立体配置 ,

力求创造季相变化丰富的植物景观。

2 .2.4 艺术性原则。绿化设计应遵循艺术构图法则, 并融

合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精髓, 植物造型和色彩搭配符合艺术要

求, 构建的植物景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融情于景。

2 .2.5 经济性原则。树种以乡土树种为主, 适当引进珍稀

新品种, 少选种大规格苗木; 近期植物适当密植, 快生树与慢

长树相结合, 对原有大树尽量给予保留 , 并进行艺术处理, 不

追求即时绿化效果, 力求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佳效果。

2 .2 .6 文化性原则[ 2] 。充分挖掘和选择与学校未来发展紧

密相关的题材, 突出农业院校的特点, 创建多个具有深厚文

化内涵的景点。可以选择具有纪念意义的对学校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的人物和成果, 创建纪念性景区。

3  校园绿化景观规划与功能分区

3 .1  校园正门入口区 延边大学农学院主入口和行政办公

楼相对, 形成控制全院的中轴线, 因此应采用规则式布局。

在主干道两侧栽植树形整齐的油松作为背景, 树下栽植少量

连翘、月季等花灌木。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的2 块草坪上栽

植不同模纹的花卉, 如矮牵牛、万寿菊等, 从而创造出丰富的

校园景观( 图1) 。

3 .2 科研教学区  科研教学区包括教学楼、果林楼、培训

楼、植物园及周围环境, 是师生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需要创造

一个宁静、优美、整洁的环境。为了满足室内采光、通风和消

防等需要, 在距建筑5 m 之内主要栽植低矮的连翘、红瑞木

等花灌木和芍药、马蔺等宿根花卉。在果林楼和培训楼的楼

间空地上布置小型广场和凉亭, 便于师生休息 , 从而提高工

作和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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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生活区 高校生活区是教职工、学生休息生活的空间 ,

主要包括学生宿舍、专家楼、食堂及周围环境。该区绿化应

营造一个安静、清新、卫生的环境。学生宿舍以新公寓为中

心, 故在绿化时以其楼前空地为主体, 布置林荫广场 , 栽植垂

柳、油松、元宝枫等乔木, 通过不同树种之间的季相变化, 创

造优美的生活空间; 多布置桌凳等设施, 以满足学生室外小

憩的需要; 适当布置与学生生活有关的雕塑小品, 设法营造

一种学生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气氛; 在专家楼和学生

宿舍之间的空地上种植连翘、红瑞木等花灌木和三七景天、

荷包牡丹等宿根花卉及垂柳、油松等少数大乔木, 结合园林

景亭布置, 力求给专家和学生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动活

泼的生活区环境。

图1 延边大学农学院绿化功能分区图

Fig .1 Thezoning of landscaping functionsin Agricultural Collegeof

Yanbian University

3 .4 体育活动区 体育活动区主要包括足球场、篮球场、网

球场、排

( 雄株) 、元宝枫等乔木和紫丁香、榆叶梅等少量花灌木作为

隔离带, 减少运动区对外界的影响, 也不受外界干扰 ; 少种灌

木, 以留出较多空地供活动用。

3 .5 行政办公区 行政办公区是学院办公、与外界交流的

窗口, 其绿化至关重要。在进行植物配置时应选择适当的树

种和方式来体现一种宁静、庄严、肃穆的气氛。在楼前基础

绿化带上栽植一些树形优美、内涵丰富的乔木 , 如园柏、紫杉

等; 办公楼北部空地上布置疏林草地, 并结合景亭、石桌、石

凳等给办公人员提供一个休闲空间,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3 .6  游憩休闲区 游憩休闲区位于图书馆西侧狭长的带状

空地上, 南部大量栽植山桃、京桃、李 , 辅助种植杜松、水蜡、

胡枝子、铺地柏等以寓示农学院“桃李满天下”; 中部绿化植

物以丰富植物多样性为原则, 植物造景采用成丛、成群、成

林、成片的自然式配置方式 , 使之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

性; 北部大量栽植特色树种白桦, 形成白桦林。通过亭、廊、

花架、小型广场、文人雕塑的有机组合, 抓住校园文脉, 创造

传统纪念性空间[ 3] , 形成统一且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景观

序列。

4  结语

园林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化以及其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

反映, 从古至今, 各时代的园林都刻有对应时代的烙印[ 4] 。

延边大学农学院校园绿化规划设计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的, 以鲜明的地区特色、良好的绿化效果、足够

的活动空间为设计的根本出发点, 合理利用园林艺术手法 ,

遵循地域特征, 创造丰富的植物景观, 力求给广大师生提供

一个风景优美、特色鲜明、生态良好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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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鲢的采集地点和分析的个体数量有限, 我国是否存在其他

种类海鲢如 E . machnat a 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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