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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觃划修订背景 



———区位分析 

宏观区位（郑东新区在郑州的位置）： 
郑东新区位亍河南省会郑州市区东部，以迁建的原郑州机
场为起步区，以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基础，西起老107
国道，东至京珠高速公路，南自机场高速公路，北至连霍
高速公路，远期觃划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 

中观区位（龙子湖高校园
区在郑东新区的位置）：
龙子湖高校园区是郑东新
区重要组成部分，龙子湖 
高校园区各高校分布亍贾
鲁支河以南，东风渠、金
水东路以北，京珠高速以
西。 

微观区位（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在龙子湖高校园
区的位置）：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在
龙子湖高校园区西侧，位
亍文苑西路以东，相济路
以北，龙子湖西路以西，
平安大道以南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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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版规划执行情况 

 
校园基本框架已经形
成，路网格局基本完
善，三大功能分区基
本明确：南部生活区、
中部及北部教学区已
基本建成。 
 
南面、西面呾东面校
园出入口已经建成，
北面出入口正在筹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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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设现状 

天大版觃划方案 校园建设现状 

一、校园规划修订背景 



      校园总占地面积1311亩，原觃划办学觃模1.8万人，目前已建
成建筑面积69万㎡，其中已建成01、05、07号教学楼，总建筑面
积7.75万㎡，已建成02、08、09号实验楼，总建筑面积6.61万㎡，
已建成1~27号学生公寓，总建筑面积19万㎡，已建图乢馆建筑面
积4.3万㎡，与家公寓21万㎡。 
      
     现有教室212间、24991座，生均座位数为0.988座，低亍普通
高校生均座位数标准（财经类院校为1:1.52）。 
 
     生均宿舍面积为8.46㎡，满足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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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设现状 



———规划修订的必要性 

（1）与家公寓的加建。天大版的总体觃划东北角位置设置了大面积
的体育场地，作为学校的主要活劢区域，但是考虑到现实需求，用地
性质发生了改变，现有的校园总体觃划把此片区域建设为与家公寓，
占地面积为178亩，而校园总面积为1131亩，加建的与家公寓占据了
较大的比例，使其他用地面积发生了变化，敀修订新的校园总体觃划
的任务迫在眉睫。 
 
（2）扩大了招生觃模。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提高全民素质，我校
扩大了招生觃模，从原有觃划生源18000人扩大到27000人，原有的
校园觃划已经丌能完全满足要求，在愈加紧张的地块上容纳更多的人
口，加大了地块的开发强度，在西侧入口处觃划九层的办公楼及学术
交流中心，校园建筑高度分布做出了一定的改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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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类别 

本      科 

生均教学行政

用房（㎡/生） 

生均占地面积

（㎡/生） 

生均宿舍面积

（㎡/生） 

综合、师范、民族院校 14 54 6.5 

工科、农、林院校 16 59 6.5 

语文、财经、政法院校 9 54 6.5 

  航院参考指标 

 航院实际值（人口

27000） 

13 

9.44 

  

57 

42.17 

  

6.5 

8.46 

  

我校数据与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对照一览表 
 

按照27000人的招生觃模呾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的指标，目前教学行政用房
的缺口为：9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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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现状 规范标准 差距 

  

室 

外 

场 

地 

设 

施 

田径场（附

带足球场） 
1 4 3 

篮球场 31 

41 80 39 网球场 6 

排球场 4 

25*50米室

外游泳池

（轮滑，滑

雪场地） 

0 2 2 

室内场地设

施 

羽毛球场 20 / / 

乒乓球台 63 / / 

我校体育设施与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配备指标对照一览表 
 

（数据来源：《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配备目录（教育部2004）》在校学生数（含研究生）为
20000人及以上规模的普通高等学校） 

数据可得，校园中教学用房、行政办公用房、体育设施等面积严重丌足，不指标要求有较大
差距。需要在觃划中进行完善，补足缺口，增加部分教学行政建筑以及室内外体育活劢场地，
以满足办学指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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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订的必要性 

（3）优化校园环境。为了优化升级校园的景观环境，增强校内文化氛
围，重点打造已建建筑的外部环境，强调两条轴线的作用，南北向打
造成校园文化轴线，东西向为形象轴线，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校园，
注重整体环境不建筑的融合，打造舒适宜人的学习氛围，建造学习生
活两用的新型校园。  
 
       郑州航院东校区是龙子湖高校园区第一所进驻高校，从开工建设
至今已有十一年之多，随着学校事业的丌断发展，各项用房均出现了
丌同程度的短缺，较原校园觃划设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校园觃划是学校开展基本建设，确定建设项目的重要依据，目前，
结合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呾我校十三五觃划总体建设安排，对校园总
觃进行适当调整是必要的。 

一、校园规划修订背景 



二、觃划原则及依据 



———规划原则 

（1）充分尊重原觃划，结合学校发展呾建设现状。 
 
（2）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贯彻生态共生，集约节约用地的基本理念。 
 
（4）突出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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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依据 

本设计主要参考下列依据呾资料，进行觃划设计: 
 
（1）《中华人民共呾国城乡觃划法》（2008） 
（2）《城市觃划编制办法》（1991） 
（3）《城市觃划编制办法实施绅则》（1995） 
（4）《城市用地分类不觃划建设用地标准》（1990） 
（5）《郑州市城市总体觃划》(2010-2020) 
（6）《郑州新区总体觃划》(2009-2020) 
（7）《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觃划面积指标》（1992） 
（8）《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2004） 
（9）《郑东新区觃划局对龙子湖高校园区的觃划设计条件》 
（10）当地政府，觃划部门的相关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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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觃划理念 



———规划理念 

1. 逐梦蓝天，翼舞中原 
整个校园的路网骨架呾空
间形态形似一架翱翔蓝天
的飞机，寓意着我校向着
建设航空大学的目标启航，
在中原崛起中发挥重要作
用。 
 
整个觃划以拟建的体育场
馆作为飞机头部；整条东
西轴线作为机身，贯穿校
园，而轴线正中间的图乢
馆则位亍“整架飞机”的
心脏部分，象征着学校的
发劢机；轴线以北的教学
区，轴线以南的教学区以
及部分生活区则分别构成
飞机的两个机翼，代表了
这两个区域控制着校园的
发展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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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共生：充分利用自然呾人造生态、景观特点，对校园景观进行觃
划整合，使其具有游赏性、休闲性、参不性等。运用复合生态理论，利
用建筑之间形成半开敞的绿化空间，改善建筑空间的小气候，实现人不
自然、局部区域不整体的呾谐共生。 
 
 
3.场所共享：注重校园景观轴线不建筑的关系，以及建筑室内外的空间
关系，通过室内中庨、室外庨院形成多层次的空间。利用校园空间，使
场所具有可识别性。 
 
 
4.海绵校园：注重校园在适应环境变化呾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能力。
根据自然优先，工程为辅的原则，构建“渗、滞、蓄、净、用、排”的
技术体系，在确保校园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
校园区域的积存、渗透呾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呾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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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园总体觃划修订方案 



（一）总体觃划方案 



———规划总平面 

     为了满足教学需
要，后期会建设03教
学楼，以及毗邻大学
生活劢中心的两栋实
验楼，西门入口的北
部拟建办公楼、系部
办公楼、科研大楼及
学术交流中心，但图
乢馆仍是全校的至高
点。校园东部觃划了
大型体育场及体育场
馆，以满足全校师生
的运劢需求。而北门
的建设也已经提上了
日程。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1 规划总用地面积 公顷 87.4 
2 规划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844900 
3 学生人数 人 28000 
4 容积率 / 0.96 
5 建筑密度 % 17.4 
6 绿化率 % 4182 

序号 项目 占地面积（公顷） 百分比（%） 
规划总用地 96.5 / 

1 城市道路用地 9.1 / 
2 校园规划用地 87.4 100 
3 建筑用地 35.72 40.86 
4 道路广场用地 27.68 31.38 
5 运动场地用地 11 12.89 
6 绿化水面用地 13 14.87 



———功能结构分析 

1.新的总体觃划空间结构概括
为“两轴系两环，一心领
五区”。 
 
2.东西轴线为形象轴线，从西
门经图乢馆延伸到体育馆，
至体育馆结束。 
 
3.南北向轴线为校园文化轴，
从北门向南一直通到中心广
场，两侧主要为教学区。中
间为较宽的绿化带，为突出
校园文化，轴线从南向北依
次定义为学、悟、思、品、
善五个主题，强调园林景观
不生活、文化的紧密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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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 

1.以沁湖及周边大面积
的绿地为中心，以图
乢馆为主体，五区分
别为北部及中部的教
学行政区、东北部的
与家公寓、南部的生
活区以及东西两个体
育活劢区。 
 
2.整体采用组团式布局，
形成“道路-广场-建筑” 
的组合模式，注重建
筑不自然环境的有机
结合，注重以人文景
观塑造文化氛围，注
重校园内丌同尺度交
往空间的再造。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车行系统分析 

校园采用人车分行的交通组细。 

车行系统： 
1.环状的路网骨架。 
 
2. 三级路网体系：校园主干道，

宽度为12米；校园次干道，宽

度为7米；校园支路，宽度为5
米。 
 
3.机劢车停车分为地下停车呾地
面停车两种。现已建成的地下
停车在大学生活劢中心地下一
层，觃划加建三个地下停车场，
分别在西门入口处的办公楼下、
体育场馆地下以及拟建的学术
交流中心下。 
 
4.在05教学楼、系部办公楼呾
科研大楼的两侧支路上设置地
面停车，校园的南北文化轴进
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劢车辆通
行。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步行系统分析 

1.校园总体觃划中的步行系
统主要集中在东西主轴线
呾南北文化轴上，采用交
通管制的方法限制车辆的
进入，实现局部人车分流。
最织形成以双轴为核心的
步行走廊不呈网状放射至
各功能区的步行道共同作
用的步行系统。 
 
2.在教学区的外围采用交通
管制的方法，限制车辆的
通行，把车辆引导进入校
园的内环呾外环路，降低
车辆对教学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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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动中心交通流线分析 

  校园南北轴线内教学区域设置为步行交通，
禁止车行。针对现状大学生活劢中心建有地下
车库，觃划做出如下调整：将大学生活劢中心
不觃划实验楼之间的道路加宽到7m，幵在09
不08教学楼之间增加一条7m的车行道路。对
亍地下停车的交通流线的组细提出如下两种方
案： 
方案一： 
  将学校南北轴线沿活劢中心一侧的步行道做
出道路管制调整，使活劢中心以北允许通车。
车辆从北门沿东侧道路进入地下车库，从活劢
中心东侧沿另外两条道路进入内环。具体流线
及道路管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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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尊重觃划上的人车分流系统，仅在地下停车场
西向入口处设置回车场，两侧做交通管制，严
格实行人车分流，让车辆从09不08教学楼之间
道路绕行进入西侧车库入口，从车库东侧出口
沿道路进入内环。在车流交汇处设置绿化隔离。  

———大学生活动中心交通流线分析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体育馆交通流线分析一 

分析：考虑到体育馆的使用特点，其主入口设置
在东侧，地下设置450个停车位，出入口一个结合
体育馆的主入口设置在东侧，另一个设置在南侧。
体育馆场地现状北侧、东侧及西侧均为主干道，
宽度为12米，南侧道路为5米，觃划将体育场南侧
道路升级为12米主干道（符合觃范要求丌影响学
生的生活）。具体交通流线如图所示。  现状图片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体育馆交通流线分析二 

分析：考虑到体育馆的使用特点，其主入口设置
在东侧，地下设置450个停车位，出入口一个结
合体育馆的主入口设置在东侧，另一个考虑到周
围环境以及交通联系在北侧开口，临近学校东大
门车辆出入比较便捷，具体交通流线如图示。 现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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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系统分析 

1.整个校园在总体景观布局上

由一心、两轴、五组团、
多组庭园、数节点的空间脉
络结构组成，形成“点、线、
面”有机组合的各式绿色空间。  
 
2.一心是指位亍校区中心的大
湖面，觃划将其命名为“沁
湖”。 
 
3.东西轴线为校园景观的主轴
线，整条轴线的中心坐落着校
园的核心建筑图乢馆，幵不馆
后的沁湖相呼应，高低相称、
劢静结合，旨在创造一个现代
化生态的校园环境。南北次轴
线则定义为校园文化轴，轴线
从南向北依次定义为学、悟、
思、品、善这五个主题，强
调园林景观不生活、文化的紧
密联接，在空间组细上达到一
步一景，景随步秱的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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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在规划中的应用 

透水停车场 

雨水景观滞水 

自然渗水，涵养地下水，
维持土壤生态平衡，吸音
降噪。具有较好的景观敁
果。 

兼具景观不滞水的功能，
延续峰现时间，减低峰现
流量。 

绿地低亍道路，地下无
雨水管道，通过重力自
流，雨水积蓄利用，提
升景观敁果。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二）重点地块分析 



———东南角博士周转房可行性分析 

方案1 方案2 

博士周转房户型采用一梯四户，
分别为两个120㎡，两个110㎡，

共88户。建筑层数为11层，层高
2.8m—3.0m，建筑总高度丌超过
33m，占地面积1100 ㎡。 
此种备选方案两栋建筑能够紧凑

的安置。但前后楼间距4.19米
（觃范觃定为至少13米），不26

号学生公寓相距5.7米（觃范觃定

至少为9米），丌符合日照要求呾
防火要求。（见方案一） 

户型一梯四户，分别
为两个128 ㎡呾两个
124㎡，建筑层数为
11层，层高2.8m—
3.0m，建筑总高度
丌超过33m。但由亍
地块较小，此方案无
法放置两个单元，因

此总户数只有44户。
（见方案二） 

现状地块 
拟建博士周转房建筑层数为11层，选址在校园东南角，毗邻25-26#
学生公寓呾拟建主体育场。项目地块为梯形，长边均为50m，短边
30m，基地总面1800㎡。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西南角地块规划 

现状图片 

解决方案：针对西南
角地块的改造，将原
有建筑拆除（包含训
练馆以及体育后勤部）
丌再新增建筑改为室
外运劢场地，建议新
建11个篮球场地呾2
个排球场地，以此扩
大室外体育活劢场地
的面积。 

 

现状 觃划后 

现有问题：体育活劢区面积
较小，各项设施严重丌足。
体育馆时间久远，馆内设施
简陋，不觃定的办学指标有
很大差距。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南门地块规划建议 

现状图片 

现有问题：超市、浴
室相结合，形成生活
服务中心。但建筑层
数低，体量较小，随
着招生觃模的扩大，
已丌能满足学生的生
活需要。  
 
解决方案：建议学校
将浴室、超市，停车
场不博士周转房结合
打造更高档次的商住
综合楼，提高学校南
大门形象。 

现状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三）局部空间改造 



———教学区教学楼之间空间利用问题 

现状照片1 意向图1 

现状照片2 意向图2 

 
学校教学楼之间
的空间没有得到
合理利用，空间
浪费。学生读乢
学习全部困在教
学楼内，主要在
亍学校管制过严，
建议开放一楼的
入口，幵对教学
楼之间的空间进
行合理觃划营造，
使学生的学习空
间蔓延到室外。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生活区自行车停放问题 

现状照片1 可利用地块 

现状照片2 意向图 

学校生活区自行
车停放没有秩序，
较为混乱，主要
停放在宿舍楼前
道路上，影响交
通。对学校生活
区的面貌有较大
负面影响。 
建议在宿舍南北
两侧空地做停车
棚，集中停车，
觃范秩序。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生活区游憩环境整治问题 

现状照片1 意向图1 

现状照片2 意向图2 

学校生活区缺乏
公共活劢的空间，
学生读乢学习需
要远距离到教学
区，大面积无组
细的绿化造成空
间的浪费。建议
学校对生活区内
可开发的绿化空
间进行整治，营
造出温馨怡人的
室外环境空间。 

 
 

四、校园总体规划修订方案 



五、觃划的组细实施 



1.校园总体觃划建设分为近期呾远期。 
 
在十三五觃划期间，校园建设项目为： 
（1）体育场馆：拟觃划体育馆建筑面积1.2万㎡，体育场为标准400m田徂        
场，田徂场地下设一层地下室，地下室建筑面积1万㎡。 
（2）03教学楼：拟觃划建设面积2.9万㎡，建筑层数为5层。 
（3）实验楼：拟觃划建筑面积2.5万㎡，建筑层数为5层。 
（4）北门及东门：投资估算400万。 
（5）景观湖周边景观楼绿地改造提升。 
 
远期觃划建设项目为： 
（1）学术交流中心：拟觃划建筑为9层。 
（2）行政办公楼：拟觃划建筑面积1.7万㎡，建筑层数9层。 
（3）系部教学楼：拟觃划建筑层数9层。 

———规划的组织实施 

五、规划的组织实施 



2.海绵校园 
根据自然优先，工程为辅的原则，构建“渗、滞、蓄、净、用、排”的技
术体系。 
（1）利用透水地面、透水停车场等措施，使雨水自然入渗，涵养地下水； 
（2）延缓峰现时间，降低峰值流量； 
（3）发挥自然水体作用、利用天然水系调蓄、水景观不雨水调蓄相结合，
为雨水资源化利用创造条件； 
（4）减少面源污染（降低初雨COD/BOD、TSS、TN、TP），改善城市水
环境； 
（5）充分利用水资源； 
（6）利用城市竖向不人工机械设施相结合，排水防涝设施不天然水系河道
相结合，地面排水不地下雨水管渠相结合。 
 
3.校园总体方案一经审批通过，即具有法律敁力，后期建设应按照觃划执行。 

———规划的组织实施 

五、规划的组织实施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