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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一中校区绿化设计方案简介

唐艳鸿
,

何泽荣

(西昌学院 园艺系
,

四川 西昌 61 5 0 13 )

【摘 要】 本文论述 了宁南一 中校区绿化设计方案的立意构思
、

分 区布局
、

设计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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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宁南一中位于四川省宁南县的东侧
,

是一所规

模较大的学校
,

拥有学生 2口叉)多人
,

规划总面积 200

多亩
,

具有高质量的教学水平
。

规划校区后
,

改善了

学校的学习氛围 ; 美化了学生的生活环境
,

使宁南一

中向花园式
、

园林式的学校发展
。

2 立意构思

宁南一中
,

地形近似圆状分布
,

此其主题构思是

把学校的前
、

中
、

后建设连接起来
,

在总体上形成树

木葱郁
,

绿草如茵
,

四季飘香
,

可游可憩可学 的校园

景观
。

在水系
、

雕塑
、

园林的建筑上体现了学校浓厚

的学习气氛
,

优美的学习环境 ; 同时形成以 四季为特

征
,

突出高大乔木与灌木及草坪的配置
,

构成丰富多

彩的园林植物群落
。

夏
、

秋
、

冬四个景 区
,

使景观既有季相的变化又有紧

密的联系
。

同时注意保持景区之间的 自然过渡
,

用喷

泉
、

花架
、

走廊对景区加以分隔
。

以相同或相似植物

种类互相响应
,

这样达到四个景区的渐变和过渡
。

在

全园规划中运用绿化基调树种 (小叶榕
、

黄桶树等 )
、

小品加以贯穿
,

突出
“

学习气氛浓厚
、

阳光明媚
,

花开

四季
”

的校园特色
。

.3 3 统一与变化的表现

在园林构图中的统一与变化常用对比与微差来

表现
,

对比即显著的差异
,

可鲜明的突 出景 区特色 ;

而微差则产生统一感
。

校园园路的走向沿中轴线分
一 布

,

设计中注意了曲线条与直线条的运用
,

避免了单

调呆板
。

流畅而丰富的曲折园路表现了校园景区的

深度和悠静 ; 而直线的园路则给人明快
、

简捷和积极

拼搏 的精神
,

二者之间产生的对比
,

呼应
,

形成了活

泼而又和谐的统一构图
。

同时在园区规划中
,

主调树

种是小 叶榕
、

黄桶树
、

雪松 ;同时配 以紫薇
、

金叶女

贞
、

红样木等树种
,

构成树种的主次变化
。

3 规划设计原理

在校园这样一个近似圆状 的校园绿化设计中
,

运

用各种规划设计原理
,

使艺术与 自然结合
,

形成悠静

的花园式
、

园林式的学习环境
。

3
.

1 主与次的表现

该设计主要是突出学习气氛的良好和优雅的环

境
。

结合这一主调
,

应选择远离闹市区的地段
,

用高

大的乔木和灌木进行重点处理
,

形成绿树成荫悠静

的环境 ; 配合草坪
、

游泳池
、

水池等作为校园造景的

次要形式
。

再配以古代哲人的头像及学习警句如
“

世

上无难事
,

只要肯攀登
” 、 “

学无止境
”

等
,

这样既形成

了悠静的环境
,

又突出了学习的氛围
。

.3 2 联系与分隔的表现

在校园的前中后用地上
,

因地制宜的划分为春
、

4 分区布局 :本设计方案把宁南一中划分为

春
、

夏
、

秋
、

冬四个园区

4
.

1 春景

位于学校大门到主教学楼之间
,

地形略有起伏
。

绿化与艺术处理上既要与教学楼有所呼应
,

又要有

差异
。

大门前建有带花坛的屏风
,

总体规划与教学楼

中轴线为中心
,

呈对称式布局
,

同时采用混合式的设

计手法
。

教学楼前规划为广场小游园
,

它与整体布置

协调
,

突出装饰作用
,

充分发挥游园和教学结合的特

色
。

广场中央规划为线形喷泉
,

并在两侧设有罗马式

的长廊
。

而花坛
、

石桌
、

石凳
,

为学生提供优雅的户外

学习环境
。

这里主要种植春季植物如樱花
、

碧桃
、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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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象征学生也像春天的植物一样蓬勃而 又充满生机
-

.4 2 夏景园

以教学楼为主体
,

在墙体周围采用不对称式和混

合式的设计手法
。

在主教学楼的北侧设有停车场
,

可

供学生和教师停放车辆
,

并设有仿木桩的桌
、

凳
,

供

学生
、

教师学习
、

游憩
。

主要种植的植物有小叶榕
、

紫

薇
、

金叶女贞
、

红桦木
、

棕桐等常绿灌木
,

还用金叶女

贞和红桦木组成图案
,

表现出一种热烈
、

奔放的气氛
。

本园以夏季景观为主
,

体现出学校的团结
,

蓬勃发展
。

.4 3 秋季园

教学楼与足球场之间
,

在中轴线上规划有旱喷

式的喷泉
,

同时运用地砖拼成
“

飞向未来
”

的图案
。

在

喷泉的两侧设有小广场
、

石凳
、

报亭等
。

秋园以种植

秋季叶片变色的植物如枫叶
、

银杏等树种
,

同时配植

有秋菊
、

鸡冠花
、

一串红等各种秋季草花
。

木本
、

草本

植物互相衬托
,

有层林间杂的效果
,

并突出
“

丰收秋

季
”

的意境
。

.4 4 冬景园

足球场之后
,

在此设计区主要考虑学生进行体

育锻炼和娱乐的场所
,

如足球场
、

篮球场
、

游泳池
、

塑

胶跑道等
。

自由式的园路中设有古典式的亭子
,

为学

生增添了学习和休息的空间
。

配置雪松
、

腊梅
、

竹子等

冬季常绿植物 ;并配置冬季的草花如羽衣甘蓝
、

彩叶

觅等
。

形成翠竹摇曳
、

梅花飘香
、

别具情趣的冬季景

观
,

突出了宁南的气候
“

四季如春
”

的特色
。

5 规划设计特点

5
.

1 得体适宜的景区划分

根据校园地段所处地势的特点
,

把校园划分为

若干个各具特色的景区
,

适宜的设置不同内容
,

采取

不同的布置方式
,

形成不同的园林景观
,

形成悠静的

学习环境
。

如春景园以草地和丰富的春花植物
,

取得

春意盎然的园林意境 ;夏景园是全园设计的亮点
,

卞

要配置了浓萌小乔木和紫薇等夏花灌木 ; 秋景园以

银杏
、

石榴
、

桂花等
,

突出秋天硕果累累的园林意境
,

并以观景亭突出特色 ;冬景园以常绿树种和腊梅
、

花

坛及草地来体现校园四季如春的特色
,

使校园的景

区前后呼应
,

浑然一体
,

又具有季相的变化
)

5
.

2 充分发挥校园生态效益
,

以植物造景为主

校园规划绿地占陆地总面积的65 %左右
,

多配

置大型乔木和小型的灌木
,

少植草坪
。

其一
、

可减少

后期管理和维护的费用 ;其二
、

可形成高低错落园林

植物的立体景观
;
其三

、

配置不同的树种
,

可作为植

物学的教学基地 ;其四
、

乔
、

灌木的固土
、

保水能力比

草坪强
,

用以抵御西昌地区干旱的环境是非常有效

的
。

在设计中注意不同园林植物错落配置
,

以植物景

观过渡到园林景观
。

5
.

3 体现以培养人才为本的设计特点

在校园景观设计中
,

旨在为学生创造优雅的学

习空间
,

给人 以亲切 自然的感觉
,

体现学校对学生
、

教师的关怀
。

在校园内设置了较多的读书园
、

读书

亭
、

桌凳及古代哲人的学习格言和警句等
,

并设置足

球场
、

蓝球场
、

跑道等体育活动空间
,

使学生在学习

之余
,

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体充锻炼
,

使学生在德
、

智
、

体诸方面得到均衡
、

全面的发展
。

校区还设置了喷

泉
、

游泳池等
,

使学校依水而发展
,

水资源得到合理

的使用
,

同时使花草树木随水系而茂盛生长
,

自然的

构成 了绿树成荫
、

鸟语花香
、

四季如春的花园式的校

园景观
,

为同学和教师提供了学习
、

游憩
、

生活的好

环境
。

本文在撰 写的过程中得到园艺 系夏晶晖副教授

的指导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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