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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轴线组织空间，是目前我国各类

校园规划中常用的一种设计手法。但是，

我们发现一些设计师在利用轴线进行校园

规划设计时，往往流于“简单粗暴”，经

常就是主入口一个宏伟笔直的大轴线就解

决了问题，既起不到组织整个校园空间

的作用，也与活泼轻松的校园空间氛围

相悖。而轴线由何而来？轴线间的关系

如何？和周边的关系怎样？是否符合人

的行为流线？空间是呆板还是宜人？这

些问题才是我们在利用轴线进行校园规

划设计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只有通

过巧妙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出的轴

线和空间才是合理的、适宜的，也才会

是优美的。这种通过轴线的艺术创造空

间的手法，被我们在西安工业学院未央

校区总体规划中得以充分全面地利用，

并得到广泛好评，规划方案一举中标，

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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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轴线，流动的空间
—— 西安工业学院未央校区总体规划设计

图1 总体鸟瞰图

图2 双轴线构架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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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业学院未央校区规划面积约

73 hm2，计划安排全日制在校本科生15 000

人，建设用地位于西安市未央区草滩镇，

这里是环境优雅的“长安八水”中的四水

交汇地区，水草丰盛，林木葱郁的自然生

态环境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在该项目的

规划设计中，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双轴线

构架的校园规划结构。

规划结构是否恰当是一个校园规划

成功与否的基础，而恰当的规划结构源

于对校园用地现状与周边环境的理性分

析。该校区北侧马路对面为本校集中的

学生居住区，所以从人流方向上分析，

基地北侧方向是主要的学生人流出入方

向，而基地西侧为城市主干道，学校形

象入口设于西侧。这样，总体规划中就

图3 总平面图

图4 功能分区分析图

图5 校园中心图书馆正面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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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北侧纵向的人流轴线与东侧横向

的形象轴线互相结合的双轴线构架。对

于纵横双轴线，我们没有用同样的手法

处理，而是一曲一直，一张一弛，形成

一种活泼有序的校园结构（图2）。

从 北 侧 学 生 日 常 出 入 口 进 入 校 园

后，就自然沿着北侧充满动感的主要人

流轴线进入了校区的整体空间核心——

袋（带）形水景园林。这个袋形水景园

林形态活泼，空间流畅，与学生人流轴

线紧紧依托，由校园北侧开始至校园南

侧会堂与接待中心处的小花园结束，形

成了校区的心脏、肺腑，提供给整个校

园以氧气与生生不息的活力。袋形园林

的中部由西至东是一条清晰、明确的形

象轴线，构成了主校门→教学楼→（穿

过主广场）→图书馆的景观轴线组合。

这种经典、对称、壮观的空间与袋形园

林活泼、流畅的空间相互穿插，形成极

富情趣的校园空间组合（图3）。

校园的功能分区与这种双轴线系统和

校园整体空间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图

4）。袋形园林北端是状似喇叭的开放广

场型入口，入口西侧即是造型活泼的学生

活动中心，东侧是体育馆、游泳馆联建项

目，此处为校园与北侧学生居住区联系最

紧密的部分，临街建设也便于对外开放。

校园东北部为集中的体育运动区，沿街设

有两个400 m标准田径场，其中一个设有

看台，与体育馆相互呼应，形成一组完整

的体育区沿街建筑景观，同学生居住区有

着紧密的直接联系。在体育场南侧设有

篮、排球场、网球场和羽毛球场以及器械

活动场地，在体育区中南部设有一个喷泉

休息区，成为改善体育运动区小环境的重

要景观。

校园主要环形道路围绕的是教学区，

这也是校园的主要功能区。教学区西部呈

规整对称布局的是第一、二、三基础教学

楼，这组教学楼群形成校园西侧沿街的主

要建筑景观，教学区东侧中部为图书馆，

是整个校园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它处在双

轴线构架的焦点，在造型上考虑了多方向

性因素，既从正面呼应了主入口横轴线的

大气（图5），又从侧面融入了活泼的袋

形水景园林（图6）。图书馆北侧为工科

的分院系教学楼群、南侧为文理科的分院

系教学楼群，一个学院一组建筑，每组建

筑各有特色，形成既有韵律又富变化的校

园建筑景观。分院系教学楼群与基础教学

楼群联系紧密，便于学生统筹利用教室。

两组楼群中间就是充满动感的学生人流轴

线和校园中最引人入胜的水景园林。

毗邻主教学楼南侧的是校行政中心办

公楼，这样使校办公楼也处于校园的适宜

位置，校办公楼南侧也就是校园的最南部

是科技产业楼与校接待中心，自成一体，

可以直接对外，不会对校园内部造成干

扰，同时也成为袋形水景园林和整个充满

动感的纵向主要人流轴线的结束底景，使

依托人流轴线形成的动态水景园林成为一

个有始有终，完整优美的景观系统。

校园主干道采取环形车行道路的组织

图6 校园中心图书馆侧面透视图

图7 主入口形象轴线景观透视图

图8 校园中流动空间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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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围绕教学区形成环路，均匀服务于

整个校园，在保证教学楼群内部宁静环境

的同时，形成一条适合校园地形的环形道

路。环路内部为步行广场系统，为袋形水

景园林的建设创造了必须的基础条件，在

水景园林中，通过滨水廊桥、林荫步道等

园林方式组织交通，把交通功能与景观审

美功能相结合，塑造出富有中国韵味的校

园生态园林区。而这个区域正是校园中日

常人流最集中和频繁的地段，学生们从这

里上课、下课，来来往往，早上在这里的

水岸边晨读，黄昏在这里的廊桥上谈心。

这个优美的水景园林将是最被有效利用和

充分享受的校园空间，它就像西安工业学

院校园的绿肺，必不可少、不可多得。

校园北侧根据学生的行为流线，结合

动感的轴线设有两个与学生关系最密切的

校园出入口，即学生日常上下课的出入口

和体育运动区入口，这两个校园出入口

的设置，让校园与学生居住区取得了密切

的直接联系，同时把体育运动的“闹”性

人流与上下课读书学习的“静”性人流分

开，避免了互相影响和校园的混乱。学生

从日常出入口就可以看到校园内“水景园

林”郁郁葱葱的树木，波光粼粼的水面，

一定会怀着愉快和向往的心情进入校园，

开始学习生活。

袋形水景园林是校园的核心区域，双

轴线构架形成的活泼有序的特点在校园景

观的设计上得以充分体现，我们既采用了

造园中的借景、对景等手法，也结合功能

分区，利用建筑的不同组织形态创造出丰

富的园林建筑背景。校园中的主要道路均

进行了不同的建筑对景处理，通过园林、

建筑、小品的组织，形成不同的视觉焦

点。不论人们从哪一个校门、哪一条轴线

进入校园，漫步其中，两侧的空间景观都

不断变化，中国园林的步移景异在这里得

以充分体现。

校园中主要景观组织方式和双轴线构

架紧密结合，分为两类：一类是校园中部

主入口的轴线景观，即对称，壮观的建筑

景观，烘托体现出一种校园礼仪空间的

大度与宽广的胸怀（图7）。另一类是由

各院系教学楼和水景园林构成的流畅、轻

松、富有空间流动感的校园景观，园林、

小品、建筑融合在一起，通过流畅的曲线

形态的组合，好似皎龙出海一般，富有动

感和生机（图8）。这两种校园景观通过

纵、横双轴线的组合，与学生的日常行为

流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使校园成为一

个既活泼又有序的整体空间序列，一曲一

直，一张一弛的两种不同轴线组合互相映

衬，引人入胜（图9）。                        ■

（注  参与项目设计的主创人员有：

顾志宏，丁力扬等。）

图9 总体规划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