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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天津农学院东校区环境的分析研究 , 挖掘现有立地资源的极大潜力 , 进行创新和大胆构思 , 探索校园改造的特色和规划布局
思路 ,提出一套融生态、人文、科技于一体的独具天津农学院特色的现代化校园规划方案构思。
关键词 风景园林; 规划设计; 生态 ;天津农学院
中图分类号  TU98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 21 - 06423 - 02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ianjin Agricultural College
HU Yan- yan et al  ( Depart ment of Horticulture , Tianjin Agricultural College , Tianjin 300384)
Abstract  The designfor the college strives for the human-oriented and green-oriented purpose . Based onthe analysis and study onthe detailed situations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eastern campus of Tianjin Agricultural College ,the enormous potential of the resources was explored ,created and con-
cerived . The reform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mpus andthe ideas about programming would be explored . And also , a planof modernization college program-
ming which had the combine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y , humanit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n Tianjin Agricultural College woul d b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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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分析及规划设计构思

天津农学院东校区坐落于天津西青区津静公路旁 , 面积

20 hm2 左右 , 现有绿地比较零碎, 用于景观规划的面积比较

小。随着学校的不断壮大, 师生数量的增加 , 现有环境中为

师生提供的户外休闲空间已不能满足多种功能需要, 有些空

间设施由于长期得不到更新, 利用率较低。

笔者经认真的分析研究, 发现校园环境中还有很大的空

间有待整理规划, 只要经过完善的重新设计改造, 可以达到

舒适、怡人的效果。就此, 笔者从农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 将

绿色景观作为建筑之间的沟通, 作为由新建筑到老建筑之间

的绿色廊道, 用于弥补建筑之间场地的零散性、狭小性。设

计上为广大师生交流、学习、休闲等创造一定的使用空间, 尽

可能保留原有场地可利用构筑物、原有植被, 激活它们的潜

质, 发掘它们新的利用价值 , 营造更加丰富的空间来满足不

同人的不同需要。

设计上不仅要保留校园原有的痕迹, 又要体现新时代新

风貌, 防止卷入现今各大高校不惜耗费巨资建立的完全脱离

原有历史文脉的钢筋混凝土产物, 让人感到陌生、生冷的所

谓现代校园的风潮, 建立让人感到更为亲切、舒适的具有天

津农学院特色的校园环境。

2  规划指导思想

2 .1 进行总体规划布局, 构建和谐校园景观  根据农学院

现状特点进行总体布局 , 从基址特色出发, 融糅各种文化景

观、生态植物群落、游憩场地、生活设施、地形水体与各种功

能建筑、社会活动、交通等关系协调, 布局科学合理。

2 .2  打造人性化空间, 体现功能性、艺术性、科技性的文化

内涵 设计不同的环境空间, 满足广大师生员工对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要求, 创造更为人性化的景观结构。既满

足不同分区功能的要求, 又能体现特定环境的人文内涵和景

观特色。

2 .3  融糅地形、水体、庭院、植物, 实现生态造园 以景观生

态学为指导 , 遵循生态设计与生态造园的思想理念, 注重保

护和利用现有的景观资源, 特别是人为营造自然景观, 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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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将自然地形、水体、庭院、植物景观与城市大景观风貌

协调一致。

2 .4 体现区域环境特色, 形成校园整体风格  根据校园内

不同功能分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特点, 力求创造内容丰富 ,

各具特色的校园局部景观空间, 并在总体上把握整体校园风

貌, 从而呈现“清新自然洒脱, 开放疏朗有致”的风格特色。

3  景观设计亮点

3 .1 景观交通组织更为系统化、明晰化  将多余的、杂乱无

序的道路去掉, 补建功能性更齐备的道路, 以达到更好的人

车分流。将机动车尽量控制在校园教学区、生活区、休闲娱

乐区的外围, 尽可能减少机动车交通对校园内非机动车的干

扰, 提高安全性、功能性及艺术性。一方面, 力求使人们到达

目的地最便捷; 另一方面 , 道路设计结合景观 , 建立景观大道

或林荫小径。

3 .2 停车位更合理化、规范化 停车一方面主要为校内教

师的机动车位, 将其集中布置在学校的边缘, 选择几块面积

较大的场地 , 同时又不影响教师方便到达各教学楼, 这部分

为长时间的停放; 此外, 在主要位置设临时停车位, 主要为外

来领导、普通办事人员及学生家长提供。另一大部分为自行

车停放区, 校内自行车交通最突出的问题是: 停放混乱、流量

在特定时空点上过分集中。针对这一特点, 在校内主要教学

楼、宿舍楼划定停车范围 , 专设自行车停车设施, 既方便学生

的停放 , 又保证楼前的整洁。

3 .3  增强休闲交往活动空间 主要是创建更丰富的空间满

足广大师生的各种需要 , 尤其是针对农学院现有场地小、零

碎的现状 , 可以营建功能各异的小尺度人性化空间。设置各

类丰富的广场、庭院穿插于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之间 , 加

强其各空间的功能性、趣味性和参与性 , 为广大师生提供课

堂之余的沟通、交谈的场所。

3 .4  充分用绿色装点校园 反对大面积花岗岩等昂贵材料

的使用, 尽可能选用生态环保型材料装点校园。农学院现有

长势好、景观效果佳的植物材料的大面积推广 , 原有基地废

旧材料的新利用。同时, 选用一些天津地区长势较好, 又可

体现农业特性的农作物材料应用 , 体现农学院的独特风貌。

3 .5  用景观处理的手法将农、林、牧、副、渔等产业相结合  

用景观生态设计手法, 将园艺系、农学系、动科系、水产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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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地形成一个绿色生态区, 既可以进行科研, 又可以成

为教学实习基地。结合基址现状, 将沟渠分块分段处理, 与

整个大的生态湖区相连 , 从而可将雨水收集处理, 并通过人

工设置高差 , 形成大小的溪流景观, 增加广大师生的生态保

护意识 , 形成农学院的特色园区。

4  总体构思布局

总体构思布局为“两纵一横”: 一条文化景观轴线, 一条

绿色生命科技轴线 , 一条绿色生态走廊。

4 .1 一条文化景观轴线:“载文化之舟, 育世纪新人” 每一

处灵动而富有创意的空间被一条“文化之脉”有机的连成一

个整体, 反映农学院的自身教育文化, 使整体环境和谐统一 ,

带给人“含蓄的知识美”。

4 .1 .1 主教学楼前广场景观设计。正对农学院主入口, 为

展示农学院风貌的一个重要广场, 由于来往人流、车流较多 ,

主要以铺装为主, 该楼群为一半围合空间, 所以设计上尽量

与该建筑造型保持一致, 采用同心圆构图, 既与其相呼应, 又

不破坏主入口至建筑主景观大道的开敞、通透、气派。同时

考虑人的短暂驻留, 在广场东部设花架休息设施, 造型轻盈

现代, 与主楼风格一致。教学楼广场中心设水景, 雕塑与旱

喷结合, 强调内聚力, 丰富节日气氛。同时, 结合构图, 广场

设计上注重软性植物材料的应用 , 如在靠近建筑主体外围用

常绿与应季草花结合装点环境, 建筑大面积玻璃的通透性 ,

室内大量植物的应用 , 使得室内外环境达到完美的呼应。此

外, 以绿带、铺装、水池的弧形构图, 一方面起到人车分流的

作用; 另一方面有明确的指向作用。

4 .1 .2 “荷香园”景观设计  此园为主教学楼和实验楼间的

绿色过渡地带, 为广大师生提供较充足的休闲娱乐空间。将

原有的景观好的荷花塘予以保留 , 只是将方形湖岸线稍加改

造, 使其更自然化 , 并与绿色生态走廊的主景相联系。此外 ,

园内设“临波幽径”、“华林小筑”、“桃李坡”、“揽翠亭”、“夏影

观荷广场”等丰富景观, 人置于园中好像在领略一幅幅精美

的图画 , 别有一番情趣。

4 .1 .3 食堂前广场景观设计。考虑此处人流量较大, 以铺

装为主, 采用规整的空间几何构图, 同时在广场上种植高大、

枝叶开阔的有一定遮荫性乔木, 从而形成一个浓荫郁闭的林

荫广场 , 既满足来往人群的穿行, 又可提供短暂停留的场所。

4 .1 .4 宿舍楼间绿地景观设计。尽可能地为广大学生提供

足够的休闲、娱乐空间, 如提供夏季乘凉的林下空间、户外运

动的开敞空间、私人交谈的半围合空间。同时, 用绿色生命

丰富各个生活区 , 选用姿态好、兼具观赏性、保健性的乔木、

花灌木, 结合应季草花, 营造四时多变、色彩丰富的生活空

间, 缓解学业疲劳, 激发青年一代的活力。

4 .2  一条绿色生命科技轴线:“亲切宜人的蓝绿体验” 这

条绿色生命科技轴线与校区内最大的水脉相交融, 在设计中

运用不同的水景处理手法, 体现水之灵气与动感, 收放自如

的水系与绿脉紧密结合 , 共同达到良好的景观效果, 带给人

“和谐的韵律美”。

4 .2 .1 试验田景观设计。此处专为农学、园艺所需物种栽

培基地, 按作物所需生长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地块栽植, 是孕

育绿色生命的起点。同时, 将田内沟渠分块分段处理, 并与

大的生态湖区相连, 人为设计地形高差 , 可以将雨水收集, 并

利用高差形成地面溪流景观, 统一排放到生态湖。

4 .2 .2 大型综合性生态园景观设计。将农学、水产、园艺、

动科农学院四大传统专业的实验基地相结合设计 , 采用生态

景观的处理手法, 集教学、科研、休闲娱乐于一体。内有“观

鱼台”、“闻谷稻香”、“华林小舍”、“欢乐屋”、“探幽谷”等景

点, 每一处景点分别体现一个学科的特色, 达到人与自然的

完美结合, 对于改善整个校园环境起到净化、美化的作用, 可

以称得上是整个校园的“绿肺”。

4 .3 一条绿色生态走廊:“绿色无处不在 , 自然就在身边”

4 .3 .1 林荫大道。位于新宿舍区与二号教学楼之间的林荫

大道, 采用人车分流, 外围车行道, 内围人行道并结合休闲广

场, 方便从宿舍楼、教学楼来往的师生的户外休闲驻留。

4 .3 .2  宿舍楼前绿地景观设计。此区域作为林荫大道景观

的延续 , 有丰富的林下空间、交谈空间、晨读空间、运动空间 ,

摆放各种布告栏, 科技、教学展栏。植物选择枝叶开展、对有

害气体有较强吸附性、观花、观果、遮荫较好的树种, 搭配上

注重乔、灌、地被的结合, 营造景观丰富的绿色生态环境。

4 .3 .3 二号教学楼前“心连心广场”景观设计。设计上一方

面充分考虑地块特点、人流走向, 另一方面构图与主教学楼

达到彼此呼应, 延续同心圆的构图, 十字交叠的道路安排, 用

流动的水体将两个看似分割的圆形广场相连, 加上中心的喷

泉主景更强化了这一特点, 美其名曰———“心连心广场”, 寓

义着全校广大师生齐心协力, 为“天农”的明日辉煌共同

奋斗。

4 .3 .4  实验楼前广场景观设计。椭圆形构图与空间建筑围

合相咬合, 广场中心设旗杆, 小型涌泉 , 它既是荷花塘水系的

源点, 又是绿色生态走廊景观轴线的终点。

5  景观生态与植物群落营建

5 .1  加强校园的绿色景观基质  校园的绿地系统可以视为

一个自然的绿色基质, 建筑视为人工镶嵌体, 道路为生态廊

道。规划中将主要干道设计为树干笔直、分枝点高、枝叶繁

茂的大乔木所形成的行道树景观 , 校内小路和各级支路设计

为收放自如的林荫道或林径, 从而形成疏密相间的绿色廊道

网络系统, 同时注重校园景观界面的生态防护( 过滤、屏障)

作用, 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校园的绿地景观的生态功能。

5 .2 营建植被丰富的校园景观群落 校园绿地形式多样 ,

有开敞的草坪、舒缓的林地和幽密的山林小径 , 丰富多变的

自然植物景观可以吸引鸟类、昆虫, 形成人与自然共生的和

谐境地。设计充分利用植物群落组成多样的景观环境 , 有木

本( 密林) 群落、草本群落( 观赏草坪) 、木本与草本混生植物

群落( 疏林草地) 、水生植物群落、湿生植物群落等, 并选择各

种生活型( 如针叶、阔叶、常绿、落叶、旱生草本等) 以及具有

不同高度、颜色和季相变化的植物, 色彩丰富, 多姿多态。为

了“软化”轴线庭院与建筑规则线条给人带来的生硬感 , 大量

运用自然式疏林草地与树丛景观。

5 .3 树种优化与选择  尽量保留原有树种 , 将树姿优美、有

一定观赏价值的树种应用到景观设计当中, 对其中一些树适

当的进行人工修剪, 使其具有一定的造型美, 呼应园林景观。

植物选择上, 以天津乡土树种为主, 同时引种一些新树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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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芳香植物中, 有草本植物32 种, 占总量的59 .3 % ; 木本植

物22 种, 占总量的41 .7 % 。草本植物体量小, 适宜室内观

赏,木本植物生长周期长, 体量适中, 二者之间具有互补

优势。

  经精心选育、引进栽培之后 , 确定可开发芳香植物有: ①

乔木类。檫木、香椿、楝树、川桂、天竺桂、紫楠、厚朴、香叶

树、核桃等; ②灌木类。百里香、花椒、香椒子、黄檗、糯米条、

花叶丁香、毛叶丁香等 ; ③地被、草本类。薄荷、紫苏、玉簪、

芫荽、鼠尾草、蜜蜂花等。

4  观赏芳香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4 .1 芳香植物的应用功能

4 .1 .1 观赏价值。除具有芳香气味外, 许多芳香植物或是

姿态优美、造型独特, 如广玉兰、桂花等; 或是叶片色彩变化

丰富, 如花叶鼠尾草等; 或是花形奇特, 花色迷人, 如金缕梅、

蜡瓣花等; 或是秋果累累, 如花椒等, 都有很强的观赏价值。

4 .1 .2 净化空气, 改善环境。许多芳香植物还能吸附灰尘 ,

杀灭细菌, 净化空气, 如女贞、刺槐等能够吸收氟化物, 松科、

柏科、樟科等芳香植物有滞尘和灭菌功能。此外, 芳香植物

大多含有特殊气味 , 对一般昆虫或菌类有某种程度的避忌作

用, 不易感染病虫害, 栽培过程中一般不需要喷施农药, 从而

减少了农药造成的环境污染, 这也是芳香植物改善环境的重

要表现。

4 .1 .3 医疗功能。医疗是芳香植物的重要用途之一。表现

在两方面: 一是许多芳香植物本身就是很名贵的药材, 如厚

朴、辛夷等 ; 二是芳香植物能增加空气中的负离子, 且能杀

菌、抗污染, 香气令人心爽神清, 起到舒筋放松、释放压力、安

神助眠的功效, 如茉莉能使人放松, 玫瑰可以让人精神愉快 ,

薰衣草具有镇静、消毒的作用。目前, 利用植物香气进行医

疗的芳香疗法已成为医学上的一个有效方法。

4 .2 应用原则

4 .2 .1 生态学原则。按照景观生态学的原则, 在充分了解

各种芳香植物生态习性的基础上 , 根据应用地的立地条件和

周边环境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芳香植物种类繁多, 生态习

性各异, 只有应用地点的环境条件基本满足植物的生态要

求, 才能保证其成活和正常生长。

4 .2 .2 艺术性原则。在满足生态要求的前提下, 各种植物

的配置、布局及栽植方式要符合“多样与统一”、“对比与协

调”、“节奏和韵律”等美学原则 , 通过合理搭配, 达到景观优

美、变化丰富的效果。

4 .3 应用形式

4 .3 .1 行道树。一些冠整形优、树干通直、分枝点高、抗逆

性强、病虫害少、污染少、强健长寿、易于管理的芳香树种, 如

香樟、广玉兰、刺槐等。

4 .3 .2 庭荫树。枝叶茂密, 绿荫如盖 , 污染少等种类 , 如香

椿、泡桐等。

4 .3 .3  园景树。树形特征明显, 树姿优美, 观赏性强的种

类, 如白玉兰、腊梅、桂花等。

4 .3 .4 防护树。对污染气体有较强抗性, 或能够降噪滞尘、

防火等 , 且适应性强的种类, 如海桐、珊瑚树等。

4 .3 .5 垂直绿化。具有蔓生茎或能够攀援的藤本种类 , 可

用于棚架、墙垣、桥柱等立体绿化, 如木香、金银花、藤本月

季等。

4 .3 .6  绿篱。一些芳香植物萌芽能力强、耐修剪 , 枝叶稠

密, 基部不空, 生长迅速, 适应性强, 易于管理, 在园林中可用

作绿篱、绿墙, 如侧柏、海桐、月桂、珊瑚树等。

4 .3 .7 花坛、花境。管理粗放, 适应性强的多年生草本或灌

木类, 如萱草、月季等。

4 .3 .8 专类园。有许多科或属的植物都具有芳香, 如木兰

科、丁香属等, 可以将同一科或属的不同种, 或同一种的不同

品种集中栽植观赏。此外, 还可以创造条件 , 将不同芳香植

物种植在一起, 形成芳香园。

4 .3 .9 地被植物。植株低矮、适应性强、易于管理、绿色期

长的灌木或草本可用作地被, 如薄荷、玉簪、葱兰等。

除此之外 , 还有许多种类可以用作盆栽室内观赏, 如栀

子花、桂花、国兰类等。另外, 一些种类还可以用作切花。

4 .4 应注意的问题 芳香植物类型较多, 香气不同, 所含的

化学物质也不尽相同, 对人产生的作用也不同 , 应用时要考

虑其功能及服务的对象。如在中老年人活动的区域, 应选择

清香或幽香的种类, 如茉莉、树兰、银鹊树等, 不宜选用香味

过于浓烈的种类, 如丁香久闻会引起烦闷气喘、影响记忆力。

在儿童活动的主要区域不宜选择带刺、有毒的种类, 如玫瑰、

黄花夹竹桃等。另外, 在植物配置时 , 香味过浓的种类应布

置在空间较开阔的地方, 以利于香味的散发。

5  结语

河南省具有丰富的芳香植物资源, 种类繁多。尽管已有

一些芳香植物用于园林绿化, 但对其芳香性在环境优化方面

的应用还远远不够 , 而且应用种类少, 种植面积小。芳香植

物是植物资源中一大类群, 是实现园林香化的主要材料, 在

园林建设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 应该加强河南省芳

香植物资源的调查, 引种驯化及新品种的培育 , 对芳香植物

不同香气物质基础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造景艺术及特点

等展开深入的研究, 拓宽芳香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范围, 为

尽快实现园林香化目标, 丰富园林植物种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陈有民.园林树木学[ 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
[2] 李昊民,李勇,赵荣钦. 河南省芳香植物资源与开发[J] . 商丘师范学院

学报,2004(5) :23 - 25 .

( 上接第6424 页)

方面美化校园 , 丰富校园植物种类; 另一方面为学生野外观

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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