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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大学校园设计与建设实践

——以山东建筑大学新校区建设为例
Green Campu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Shandong University New Campus

撰文   赵莹  赵学义  山东建筑大学

0  引言

绿色校园是1996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首次提

出的。它强调将环保意识和行动贯穿于学校的管理、教育、教学和

建设的整体性活动中，以可持续发展思想，引导师生关注环境问

题，并在教育和学习中学会创新和积极实践[1]。“绿色大学”建设

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绿色教育、绿色科技、绿色校园。

结合美国 LEED for School、英国BREEAM Education 2008等

国际主要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已有经验，和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T 50378-2006）中公共建筑评价体系的相关内容，可以

从节地与室外环境设计、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

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运营管理等方面对绿色大学校

园的建设进行评价[2]。

1  山东建筑大学基本概况

山东建筑大学绿色大学校园建设基地位于济南市东部，用地

133ha，西靠临港科技开发区。地块的南面和东面为绿化用地，北

面为区域规划中心和住宅小区（图1）。基地内地势起伏有致，西

南高、东北低，东西高差约20m。中南部雪山相对高程约80m，植

被良好。东部有一呈南北走向的冲沟，形成天然小谷地。

2  绿色校园建设实践

2.1 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

根据用地内一山一谷一洼地的自然地形，形成“一轴三点”校

园规划结构，科学安排校园教学区、生活区、休闲区，精心构筑校

图1 总平面图 图2 规划结构分析图 图3 利用冲沟设置的立体交通

图4 地下停车场

图5 工程训练中心

图6 源远亭现状

园室外空间，达到环境生态的效果（图2）。

2.1.1生态廊道的建设 

生态廊道位于校园的核心轴线位置，在原有地形的基础上，自

南向北，顺西南季风方向，绕雪山，经主入口区和公共教学区，到

达星泉广场，渗透至学生生活区和体育运动区，是校园规划“三泉

映雪”主题的集中体现[3]。

2.1.2土地利用率的提高

规划有效利用冲沟设置立体交通（图3）和地下停车场（图

4），实现人车分流。冲沟形成的部分地下空间被用作工程训练中

心（图5），更是在扩大建筑使用面积的同时降低了土方填埋量和

建设费用。

2.1.3原有建筑的改造利用

源远亭是在原有指挥部旧址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被保留的结

构主体部分经设计，成为了现在的学生休读点和文化景点，该做法

也降低了建筑的拆除费用（图6）。

2.2 结合现状的建筑设计

2.2.1地下、半地下空间天然采光设计

月泉广场地下通道、车库和工程训练中心顶部都设计了不同形

式的玻璃采光顶（图7，8）。建艺馆、办公楼等设置的采光通风廊

道（图9）保证了半地下空间的日照、采光和通风要求，提高了空

间的使用效率（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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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地下停车场

图5 工程训练中心

图6 源远亭现状

图7 玻璃采光顶 图8 玻璃采光顶实际效果 图9 采光通风廊道

图10 良好的半地下室室内环境 图11 舒适宜人的绿色中庭 图12 明快敞亮的缓冲边庭

图13 生态防晒墙外立面

2.2.2图书馆绿色中庭、热缓冲边庭设计

图书馆依据山势设计了绿色中庭（图11）、缓冲边庭（图

12）、通风楼梯间、通风井等，在丰富室内空间的同时改善了热舒

适度环境。

2.2.3办公建筑中的防晒墙设计

办公楼的生态防晒墙既阻挡西晒又丰富建筑立面（图13），

同时加强建筑通风，有效改善了室内环境（图14），进而减少了

空调能耗。

2.3 可再生能源技术利用

2.3.1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

生态学生公寓楼西南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除提供该实验

室的日常用电外，还为学生公寓内的走廊照明、附近小型广场和道

路夜间照明提供电能；太阳能路灯造型独特，使用寿命长，整个系

统一年可节约电能约13915.6kW·h（图15，16）。 

2.3.2 太阳能热水技术

建筑屋顶的太阳能光热系统为在校师生提供了廉价的低温（水

温小于100°C）生活热水，在满足日常生活热水需要的前提下，

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图17，18）。

图14 办公楼室内环境 图15 高效精确追踪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图16 太阳能路灯照明系统 图17 学生公寓太阳能热水 图18 学生浴室太阳能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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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生态学生公寓技术应用示意图

图20 生态学生公寓外观

图21 太阳能采暖新风系统工作原理

图22 透水地面 图23 中水处理厂 图24 中水被用于绿化

2.3.3被动式太阳能采暖设计

学生公寓采用直接受益式的太阳能采暖方式，南向房间采用

了较大的窗墙比以满足太阳辐射量的需求，节能窗则极大地减少

了热量在夜间的散失，这些措施提高了室内舒适度。

2.3.4太阳墙采暖新风、通风技术

生态学生公寓利用太阳能采暖新风系统为北向房间提供采暖

和新风（图19~21）。

2.4 水资源综合利用

2.4.1给排水系统的优化设计

根据市政用水和再生水的用途不同，实行分类供给。校园内

的市政用水给水系统采用高效节能的用水器具及设备，保证不对

供水造成二次污染。排水系统则对再生水源进行分类收集、处理

和再利用设计，保证用水安全。

2.4.2雨水收集存储系统

雪山按高度不同设置多个雨水坑，增加雨水渗透，减少地表

径流；非主要交通道路、广场、停车场的地面铺设采用生态透水措

施（图22）；校园建筑屋面、运动场地及主要交通道路路面进行

排水设计。

2.4.3中水的回收、处理和分级利用

中水处理厂占地1 400 m2（图23），日处理量2 800 t，处理过的中水

被用于绿化、冲厕、道路清扫、人工湖补水等（图24）。

2.5 室外环境保障与控制

2.5.1校园绿化体系建设

在尊重地形的前提下，绿化、景观与建筑有机搭配，营造舒适

学习氛围（图25~27）。

2.5.2校园文化氛围建设

整体搬迁的民国老别墅、全木质的雪山书苑、具有山东胶东海

滨特色的民居海草房、异地重建的凤凰公馆（图28~31），这些点

缀在校园的建筑营造出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

3  智能控制理念下的校园管理运营

3.1 以制度建设为基础

学校于2005年专门成立了建设节约型校园领导小组、节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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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建筑合理布局争取日照 图26 绿化与水体改善微气候 图27 立体绿化吸声降噪

图28 民国老别墅——建筑平移技术展馆 图29 雪山书苑——学校对外交流的重要场所 图30 海草房——全国高校首家民居展览馆

图31 凤凰公馆

作办公室、节能工作督查室，并出台相关实施文件，有效提高了学

校节能工作精细化管理水平。

3.2 以精细管理为保障

通过节能监管平台，为各用能单位提供节能策划、节能审计、

培训、管理、节能量监测、系统维护等全程监控，形成对校园用能

的动态分析和全程管理。

3.3 以自主研发为特色

节能监管平台由本校专家团队开发，主动适应绿色大学、数

字化校园建设需要，对各节能点的监管更为全面有效，实用性、兼

容性更强。

3.4 以节能效益为目标

在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下，学校实现了能源消耗逐年递减的良好

发展态势。

4  后记

我校节能创新产品及节能监管平台已在济南市园博园和华

中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等80余所高校推广，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也期望与行业更多的有识之士进行交流，共同推进国内绿色校园

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