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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兴国 基 本 国 策 的 落 实，知 识 经 济 的 兴 起，

教育改革的深化等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

满足招生需要，近几年，各高校一直致力于改造育

人的物质环 境。生 态 校 园、绿 色 校 园、和 谐 校 园、

健康校园、低碳校园等种种校园规划与设计的理念

应运而生，其中也包括校园道路绿地及雨水灌溉设

计理念。

一、校园道路绿地及灌溉的现状

校园道路绿化是整个校园园林绿地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目

前，在西北 干 旱 缺 水 地 区 照 搬 照 抄 道 路 绿 地 的 做

法，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将雨水作为重要水资源加以

收集利用，造成了大量水资源的浪费。

１、道路中间隔 离 带 和 两 侧 分 车 绿 带 均 采 用 实

心花岗岩道牙，且种植土上表面均高于道路水平面

１５—２０ｃｍ，有 些 地 带 甚 至 更 高。以 兰 州 为 例：地

处西北内陆，干 旱 少 雨，年 均 降 水 量 约３６０ｍｍ左

右。若能有效储存并充分利用这些雨水浇灌校园道

路绿地，不仅能节约大量的水资源，同时也能减少

劳动量。

２、行人 随 意 穿 越 道 路 践 踏 破 坏 绿 地 的 同 时，

势必会对行人及过往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３、不结合实际 地 大 量 种 植 难 以 维 护 的 观 赏 新

草坪，且忽视绿化与地下管网的矛盾，使植物得不

到良好的生长空间，造成植株长势减弱甚至死亡。

４、基本采取 大 水 漫 灌 的 方 式，因 绿 带 种 植 土

上表面接近于甚至高于道牙高度，浇水时因绿带不

能有效蓄水，大量的水流向路面，造成水资源的大

量浪费。同时，植物根系的有效吸水因得不到保障

而长期处于缺水半缺水状态。

５、绿地规划与 道 路 设 计 基 本 上 属 于 从 属 关 系，

设计形式单调 且 过 于 封 闭。应 通 过 带 状 或 者 块 状 的

“线”性结合，使校园绿地连为一个整体，成为建筑景

观、自然景观以及各种人工景观之间的 “软”连接。

６、盲目地强调气派，建造城市尺度的道路，只

注重道路硬化和美观，从而使土壤固化阻碍空气、水

分的有效补充，严重影响了树木根系活力，缩短了树

木的生命周期，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

二、校园道路绿地雨水灌溉的意义

随着人们对水资源需求的认识不断提高，人均

生活用水量也在逐步的增加。因此，无论是现在还

是将来，生活需水量的逐步增长始终成为水资源供

需的矛盾焦点。因此把雨水作为重要水资源加以收

集利用，实行综合治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１、雨水能使 树 木、植 物、花 卉 和 人 类 充 满 生

命力，是所有生物的生命之水。如果在校园道路绿

地建设中，设计规划把原来被排走的雨水收集利用

进行绿地灌溉、道路冲 洗 等 其 它 一 些 非 生 活 用 水，
既增加了水资源，也是节约自来水的好措施。

２、雨水径流经 过 植 被 和 土 壤 时 会 产 生 一 系 列

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许多污染物质通过吸附

降解、沉积、离子交换、氧化还原及其他反应在土

壤表层被去除。有资料表明：在各种不同降雨条件

下，对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的平均去除率可达

４０—５０％左右，表明绿地渗滤对地表径流污染物的

削减作用显著。

３、在一些发 达 国 家，如 德 国 是 雨 水 利 用 体 系

建立较完善的国家，目前已形成了成熟和完整的雨

水收集、处理、控制和雨水渗透等技术体系及配套

的法规体系。对当地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再如美国 雨 水 管 理 也 已 有３０年 的 历 史，主

要是 针 对 雨 水 的 收 集、储 存 和 净 化，与 传 统 的

“排”水概念相反。

因此，在校园道路绿地及雨水灌溉设计规划中

应注意节约各种不可再生资源，应充分考虑生态环

境用水，注重雨水灌溉设计建设。将雨水收集利用

原理与技术应用于高校园林景观设计，把绿地作为

一种天然的 渗 透 设 施，不 仅 透 水 性 好、节 约 投 资，

而且便于雨水引入，逐步缩减绿地高耗饮用水的局

势，促进大气中的水循环。

三、校园道路绿地及雨水灌溉设计

在一条道路 当 中，规 划 设 计 是 一 个 大 的 骨 架，
景观相当于在这个骨架上面摆设的肌肉、皮肤、服

装乃至神采，需要用园林来增加规划的丰满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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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园林不仅是一个物质的概念，不仅仅意味着是绿

树红花；还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具有文化外延与

精神内涵的，对高校来讲更应如此。只有这两个概

念交融到一 起，才 能 做 出 一 个 神 韵、气 质 生 动 的

道路。

通过对校园道路绿地灌溉的现状分析，做到既

要防止因积水而造成苗木根系腐烂甚至死亡，又要

防止因高 温 干 旱 造 成 花 卉 与 地 被 缺 水 造 成 生 长 不

良。同时要运用园林设计理论，以生物多样性和艺

术性为原则，结合地形提出设计。

１、将校园主 干 道、次 干 道 及 支 路 路 牙 沿 线 的

绿地在设计建设中应进行深挖沉降，使种植层上表

面低于 道 路 水 平 面３０—５０ｃｍ，形 成 绿 地 蓄 水 带。

一方面可减少行 人 随 意 穿 越 道 路 而 践 踏 破 坏 绿 地，

另一方面绿带的有效容量越大，溢出而排走的水量

就越小，雨水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２、在现代化 的 校 园 建 设 中 要 统 一 规 划，应 充

分考虑利用校园建筑群通过纵横交错地许多道路将

雨水汇流进绿地。为了收集到清洁的雨水，要排除

初期雨水，具体做法是在绿地蓄水带靠近道牙一侧

安 装 一 个 可 排 除 沉 淀 物 的 Ｕ型 管，当 雨 下 过 一 段

时 间 以 后 关 上 Ｕ型 管 的 溢 水 口，清 洁 雨 水 就 开 始

蓄积在绿地蓄水带中。

３、将长期使用的道路实心道牙改为开孔道牙，

同时在地面处理时将路面汇集的雨水通过开孔道牙

引至绿地蓄水带。雨水量除满足绿地植物树木所需

外，将多余的雨水通过排水管网存贮在事先建造好

的雨水池中。在干旱时期，存储的这些雨水主要用

于道路绿地喷灌浇洒以及道路清洗。

４、地下管道系 统 及 雨 水 池 可 埋 设 在 道 路 下 方

２米深的 空 间 区 域，以 不 影 响 道 路 承 载 能 力 为 准，

这样既可以避免在内部清洗及设施检查维护时破坏

道路而造成工程费用和交通堵塞或中断，又不会给

广大师生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带来不便。

５、绿地种植 层 与 地 下 层 连 接 部 分，须 选 用 新

型环保、透水透气的铺装材料，最大限度的减少使

用水泥板、沥青、石层等隔断层，以保持土壤毛细

管、液体、气体的上下贯通，给树木留有足够的立

地条件和生长空间。

６、道路绿地 设 计 应 根 据 “因 地 制 宜、因 路 制

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发挥道路绿地

的生态功能和对环境的保护作用。在绿化系统建设

中，应采用 “乔、灌、花、草”有机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做到四季有景且季相变化明显。

７、对校园道 路 盐 碱 偏 重 的 地 区，要 加 强 种 植

养护的针对性，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进行改良。绿

地回填腐殖质含量较高的耕作土，以保证苗木种植

的要求。

８、绿道，是一 种 线 形 绿 色 开 敞 空 间，地 形 地

质处理除满足景观要求外，还考虑配套设施相对健

全。在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师生要求，对一些硬

质的道路设施采取软化的措施，给广大师生营造安

全、愉悦、舒适、优美的宜人环境。

总之，校园就像人体 一 样 在 运 作，内 部 道 路 就

是大大小小的动脉和血管，每一条都有自己特殊的

功效和作用。加强道路绿化和雨水灌溉的科学研究

已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储存浇灌系统的设计也刚刚

起步，设计合理的道路绿地雨水浇灌系统不仅能节

约能源，也 可 增 加 道 路 的 使 用 亮 点。因此，推广运

用先进技术，提升道路绿化及雨水灌溉的水平和科技

含量，提高道路的经济性，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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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项 目 的 技 术 必 须 成 熟，可 商 业 化。在

引 进 能 源 管 理 公 司 的 时 候，我 们 对 其 拥 有 的 技

术 进 行 了 深 入 调 研，采 用 被 市 场 充 分 认 可、没

有 风 险 并 可 反 复 使 用 的 成 熟 技 术，必 须 能 够 清

晰 地 确 定 节 能 效 益，避 免 以 后 可 能 发 生 的 利 益

冲 突。

第三，项目本 身 的 经 济 风 险 低、获 利 能 力 高。

通过实施项目合同，双方能分享节能效益而流入较

多的现金，缩短 投 资 回 收 期，规 避 财 务 和 人 事 风

险。为规避经济纠纷和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应具有合同的可复制性和节能效益验

证的可复制性。

第四，节能量的计算要精确。由于节能量涉及

到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与双方的收益，双方在项目

实施完毕后，有可能对节能量的核算产生分歧，因

此只有在项目合同签订前协商确定可操作的测量方

法，在合同中明确能源节约的判定与检测原则、标

准、程序与方法，并具有较好的可实施性，才能尽

可能减少分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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