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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5_A4_A7_E5_c57_615744.htm 广州日报报道，继科

学城、琶洲国际会展中心等几大项目之后，历时数载，邀请

国内外著名设计院反复推敲的大学城系列规划陆续敲定，大

学城模样已日渐清晰。它将与广州科学城、琶洲国际会展中

心、广州生物岛、广州新城、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构

成由规划的地铁四号线和京珠高速公路串联的、基于I T和信

息产业的新兴产业地区，成为广州南拓轴上的重要节点。 据

悉，今年4~5月，大学城各组团规划设计完成之后，市规划局

利用一个多月时间组织编制了五个组团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并通过了评审。“对现状的地形地貌保护利用、生态优先、

轴线规划是各组团规划方案的共同点，其中‘组团生长’等

五大先进理念是贯穿大学城规划的鲜明特色。包括11个专项

的道路交通及市政工程综合规划是广州首个大型的综合市政

规划。目前，大学城施工桥梁已在建设之中，连接对外交通

的中部快速干线已动工。”市规划局有关人士介绍说。 五大

先进理念 “交通引导开发”（TOD）的发展理念：大学城发

展将与城市干道和快速轨道交通结合。 “组团生长”的结构

理念：组团的规模和数量可根据高校进入的情况调节，每一

个组团的发展并不影响其它组团。各高校相对独立地集中于

某一组团内发展，而各组团的某些共享度较高的设施，如图

书馆、实验室及研究设施等通过网络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网络组织”的功能理念：通过构造教学、科研、生活的

功能网络及道路、绿化等连接网络，形成完整的网络体系。 



“生态优先”的设计理念：大学城处于广州市生态结构的核

心，同时它的功能本身也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该理念综合

表现在道路和建筑布局、生态绿化网络的建立、生态区域的

保护、较低强度的开发、公共交通的提倡等方面。校区绿地

率为40％，生活区达到35％。 “数字化”的虚拟城市理念：

大学城是一个数字化的高科技城市，在网上可按照大学城的

物质实态虚拟大学园区建设情况。居民可在网上走进和实际

建筑相对应的虚拟建筑，还可在网上进行交流、咨询、服务

等活动。 （记者倪明通讯员董福强、冯卫南） 组团一 依山傍

水路如龙飞 构成 组团一位于小谷围岛最北端，由中山大学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教学区和生活区、组团公园、滨江绿化

、贝岗村组成。广州市设计院设计。 设计者说 广州市设计院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吴树田：两所校园北部相连的水系激发

了我们将两所大学生态轴融为一体的构思，相连的生态轴不

但有排涝功能，同时又是联系两所大学的纽带，为相互的资

源共享、文化交流创造条件。河边设置为校际休闲带，建筑

、道路巧妙地避开山体，蜿蜒其中。山景、水景、江景沿休

闲带依次展开，是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共享交流空间。 两

所大学的生态轴分别与滨江绿带和大学城主生态轴连接，两

道大学的绿带连接为环形，与大学城级和组团级绿带相连通

，共同构造立体的、多层次的绿化体系。中心生态绿轴把建

筑群体串连起来，沿园林、小溪曲折延伸，若隐若现。水溪

忽大忽小，忽平忽疾，水边植以松柏、榕树等，意在创造一

种“山青水秀”的自然美境。 除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意境的塑造，“龙的精神”是另一特色。

路网、水体按功能分区布局设置，并巧妙地从自然山体中穿



行，形态与龙形神似，寓意大学城教育事业如蛟龙飞腾。（

倪明） 组团二 巧建多重交往空间 构成 该组团有华南理工大

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和广东药学院。规划原则和指导思想现

代性、人本化、园林化、生态化、地域化、文化艺术性之外

，还强调经济性、高效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性。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 设计者说 何镜堂教授：新的教育特点

向校区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塑造“以人为本”的多重

交往空间，并以高起点的环境艺术及景观设计营造个性化的

校园环境氛围；同时要根据信息教育和教学智能化的特点，

改善各系独立的布置，以细胞模式系统化布局，形成大体集

中，个体独立的布局模式，适应大学社会化的、开放化的要

求。 在规划上充分考虑环保节能，依托和保留现有的自然条

件巧妙构思、精心设计，达到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的和谐

交融。规划中还充分考虑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潮湿等气

候特点，保持原有的大部分自然地貌和生态痕迹，突出校园

文化氛围。（黄昱） 组团三 悬挑外廊别具匠心 构成 广东工

业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入驻，清华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设计。 设计者说 清华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博导朱文一：该组团形成“一个核芯一条主轴四个环圈若干

射线”的空间架构，全面实现“共享”理念。“核芯”位于

岛中心，设置体育馆、图书馆、信息中心等。“主轴”设教

师公寓、商务商业服务、美术馆、博物馆、会展中心等功能

；“环圈”“圈一”主要为单身教师公寓、接待楼等；“圈

二”主要为学生宿舍、食堂等；“圈三”主要为图书馆、公

共教学区等；“圈四”主要为各校主教学区；“圈五”主要

为滨江休闲绿地。 组团的规划别具匠心，难度大，富有个性



。大部分建筑由悬挑外廊连接的方式将校区内各个分院联成

一体，建筑底部采取架空方式，既顺应了地势，又满足了广

东潮湿多雨气候的居住要求，而且实现人车分流。（赵春晓

、董福强、冯卫南） 组团四 两轴两环众星捧月 构成 广州大

学独家进驻，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简称研究院

）规划设计。 设计者说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

程师潘忠诚：该组团的规划同样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强调整体性、可持续发展、生态等特性，强调校园人、环

境和自然的共存与融合，以提高校园环境质量为目标，充分

考虑人的活动需求，创造人性化的交往空间。 该组团由于地

势较为低洼，研究院因地制宜，结合了基地水网密集、两面

临江的现状特点，理出了一个以“水”为主题的规划特色。

校园布局强调以水体为灵魂，保留了现状中南面及西北面的

三个与河道相连的水口，对基地内的水系进行整理，并在中

央放大为湖面，由曲水分隔出若干花园绿岛，布置教学楼群

，各绿岛又共同围抱中心湖面，保证湖、岛、建筑的对视和

对话，一如“众星捧月”的画面。 由校区的主要水系又引出

几何化水道通达各教学楼组团的内庭院，同时极具岭南水乡

神韵。主入口的纵深水广场配合图文广场上倾泻而下的瀑布

，体现出高等学府庄重气势。（黄昱） 组团五 顺应山势动静

分区 构成 由华南师范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入驻。广州市城市

规划自动化中心规划设计所和广东省高教建筑规划设计院联

合体规划设计。 设计者说 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规划设

计所所长王健：第5组团在整个地势上最有特色。它拥有良好

的自然生态，共有13个丘陵分布其间，是全岛自然山水环境

最有特色的地块。详细规划中充分考虑了规划布局对现状自



然的尊重和对山体与植被的保护利用，以体系化、自然化和

生态化的原则营造校园环境的个性化，并且这里将保留一个

自然村。 该组团总体建筑布局北密南疏，朝向有利于通风采

光。各功能区规划用地和设施配备相对集中，并有明显空间

分隔，动静分区，各功能区之间通过道路绿化隔离，方便学

校的教学组织和学生的生活规律，流线合理。（赵春晓、董

福强、冯卫南） 拉链路大烟囱绝迹大学城(图) 大学城道路交

通及市政工程综合规划现已完成评审，即将开展初步设计审

查。这是广州市首个大型大面积的综合市政规划，它包括道

路交通、竖向专项、防洪排涝、排水工程、供水工程、燃气

管网、电力工程、电信工程、消防、城市环境卫生、管线综

合11个专项规划。有了这些功能齐全、体系完善的规划，大

学城的建设将科学有序，避免各自为政乱开挖、拉链路的现

象。 据市规划局人士介绍，管线辐射模式将采用国内第一个

在大学园区采用的综合管沟，主干管沟中，检修人员可在其

中工作。 排水设施将采用分流制，污水将收集送至沥污水处

理厂集中处理。供水系统规划则提出供应直饮水，明年年初

南洲水厂投产，保证大学城在启用时喝上直饮水。 能源结构

方面，以往我们在城市中常见的凉水塔和锅炉烟囱在大学城

都找不到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环保的区域能源站，实

施热电冷联供，以改变城市热岛效应。 大学城的对外交通，

主要通过南北向的京珠高速公路、小谷围岛中部南北向交通

干道、城市中部快线和东西向的岛南滨江快速路、兴业大道

、金山大道解决。岛内交通采用三条环形加六条放射线的道

路网络，其中外环路主要解决小谷围与城市的联系，中环路

沟通各校区组团。小谷围南北两岸的交通通过二条隧道及地



铁四号线解决。（记者倪明通讯员董福强、冯卫南） 以山水

作为校园布局灵魂 组团一 山水校园景观一流 院校：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中山大学 广外 生活区结构可以用“三心一轴”来

概括。三心：生活区北部园形广场及中部、南部的两个绿核

。一轴：由南而北联系校区及大学城中央公园的轴线。广外

生活区分南北两个区，北区的北部主入口东侧布置了教师宿

舍及教师饭堂，西侧为学生饭堂及学生公寓。北区西南角为

活动中心。校区位于组团一东北部，与生活区通过隧道连接

。其东西向轴线与中山大学东西向轴线贯通，从而向江边及

大学城中心绿轴开放，成为组团一的主轴线。 中山大学 生活

区地形较为复杂，北部有30米高小山丘，南部有低洼的鱼塘

。教学区、体育运动区及生活区三个区均呈品字形布置，相

互间有便捷的交通路线及紧密的联系。校区以内环路分隔为

三个区。公共教室、各院系数学楼及实验室沿绿色生态轴两

侧布置，有良好的景观环境。 组团二 生态山林作后花园 院校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药学院 华工 在规划

中较为完整地保护了原有的两座生态山林，成为其后花园。

保留北侧和西南侧的小片池塘，并将水引入中心区，根据地

形高差形成高低不同的水系，在意念上联系起来，在图书馆

前轴线转折的交汇处以一个圆形流动的高台水池作为景观中

心，喻示“知识之源”。 广州中医药大学 以融于山林中的院

落式布局来营造现代大学的书院气息。整个校园的布局如国

画中的长卷徐徐展开，不能一目了然，空间的体验只能通过

运动来获得，形成多层次的空间形态。绿化植被多选用无挥

发刺激性气味的中草药植物，将校园变为中草药公园，体现

中医药大学特色。 广东药学院 校园将适应由传统的单向灌输



，向以学生为主体的、以人为本的开放式教育转化。校园将

营造多层次的交流空间，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组团三 

校园文化强调共享 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

工业大学 规划理念为共享，促进学科交叉；生态山水，构筑

读书氛围；文物关照，提升校园文化；建筑意象，营造学术

殿堂。 广州美术学院 校园同样强调共享平台，促进学科交叉

，借助生态水景，构筑宁静环境；建筑意象，呈现艺术氛围

则是分别所在。 这里的规划体现的是“同心圆放射＋方格网

均布”的空间架构：弘扬前者所独具的“核芯”特征，形成

小谷围岛大学城共享中心以及共享环圈；利用后者所具有的

均质特质，形成大学城建筑的最合理朝向以及局部服务半径

，呈现上下起伏的自然地貌。 组团四 岭南骑楼交流场所 院校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 “两轴两环”的总体结构，两轴指的是

“直线轴”和“曲线轴”。从广州大学的南大门一进来就是

一条南北轴线的开始，经过教学行政楼、图书馆（绿岛中心

）、主体育场等建筑物，南北轴线约有1.2公里长，此为直线

轴。而从西校门开始到绿岛中心的图书馆，再由图书馆连接

生态过路平台一直折向东北，这也是该校区的一条曲轴线，

两条轴线交汇于图书馆，使得整个校区有了纲领，有了灵魂

，整体规划更显得井井有条。“两环”，一条是指以图书馆

为中心连接各教学大楼的步行路，另一条是指环绕着生活区

的一条马路。 而多功能复合的新型校园空间风雨文化信息廊

则是该组团的一大特色。这条风雨信息廊与教学楼串联起来

，使岭南骑楼融入校园。信息廊的功能是复合性的，既为各

相关教学单元提供高效的联系，又是观赏中心生态核美景的

最佳位置。廊道空间所提供的避雨遮阴场所符合南方气候特



点，并为师生间的主动式交流提供了场所。 组团五 继承传统

突出灵动 院校：华南师范大学＋星海音乐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 

规划表现为“一环一线一中心”。一环指的是环形车行道，

联系几个建筑组团。一线指的是从面江北校门开始的空间序

列规整的主轴线，通过呈扇形布置的主教学楼及广场的空间

转换，向南延伸至南校门。一中心指的是公共教学楼及其广

场。华师原校园中有许多古代名人的雕塑，在新校园，设计

师就建议将这些文化因素传承过来，建一条雕塑之道。 星海

音乐学院 是一个完全艺术的天地，因此规划中强调的是自由

灵动、空间灵活、变化丰富的艺术气质。在这里历史遗迹和

古树名木组成特色景观。这里自然而成的山体是全组团的制

高点，人们从地铁四号线出来走在中环路时，可以看到这里

的山体和标志物。（倪明、黄昱、赵春晓、董福强、冯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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