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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校的吸引力已不仅由师资力量决定，校园环境、合理的景观布局也成为招生的主要吸引源之一。

校园景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师生的活动与行为，构建一个风景优美、格局合理的校园非常重要。另外，随着

高校的不断扩招，解决人地关系的矛盾，建设与人和谐的校园已成为各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西南交通大

学九里校区的生态景观实际，运用斑块、基质、廊道理论，对景观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高

校校园景观规划、建设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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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活动场所，人口

密度相对较高。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如

何在高校校园面积一定，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

解决人地关系的矛盾，建设与人和谐的生态校园已

成为各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依据景观生态学

的观点和方法，对校园这一自然—人文综合体进行

研究，特别是从如何建立“绿色大学”的角度选取

了 ( 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大学的景观构成和景观格局

情况，从而对校园的景观管理、景观规划和设计提

供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 校园概况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九里

堤 ， 学 校 占 地 面 积 !!’!& /0-， 有 各 类 在 校 学 生 -
万 多 人 ， 校 内 有 香 树 、 平 婆 树 等 珍 稀 植 物 -## 余

种，共计 $$ (+, 株，有草坪及地被植物 "- +#. 0-，

绿化面积达 -+( -## 0-，绿地率 .#’"+1，绿化覆盖

率 ,$’-1，人均绿地面积 "&’#- 0-（成都市绿地覆

盖率 $-1，按照联合国生物圈生态和环境保护组织

规定，城市绿化覆盖应达到 ,#1，城市居民人均绿

地 面 积 达 到 !# 0-， 居 住 区 人 均 绿 化 面 积 达 到 -+

0-）2"3，校内有人工湖———镜湖，占地 $’$$ /0-。

- 校内景观构成分析

校园景观是城市景观的一种，具有以下几个特

征： （"）以引进板块为主，且镶嵌体较小，形状

规则，数量多2-3；（-）以线状廊道为主，带状廊道少，

多为道路廊道。

-’" 斑块分类

斑块是在外观上不同于周围环境的非线性地表

区域 2$3。大学校园作为一个相对隔离的特殊生态系

统，景观元素较为丰富，根据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

区的特点，将其划分为 , 个斑块：绿地、镜湖、建

筑物、体育场地和道路廊道。其中建筑物包括：教

学科研区、学生生活区、教工生活区（由于均为混

凝土建筑，所以均作为一种斑块）。

-’- 基质的确定

基质是景观中面积最大、连接性最好的景观要

素类型2$3。根据表 "，可以得出建筑斑块相对面积为

.-’!(1，大于其它板块，在整个景观中分布最广，

且连接度远大于其它斑块，因此，判定其为基质。

-’$ 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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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斑块的相对面积

"#$%! "&’ (’)#*+,’ #(’# -. ’#/& 0#*/&

廊道是指不同于两侧基质的狭长地带123，可分为

线状廊道、带状廊道、河谷廊道，在该校园 景 观 中 ，

道路为主要廊道。

2 景观分析指标

2%! 指标选择原则

对高校校园景观生态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选

取的指标要能体现出校园的空间格局特征，对建立

“绿色大学”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指标还应易于

观测和计算，应尽量取得定量数据，并易于判定。

2%4 指标（表 4）

表 4 选用的指标表

"#$%4 567’8’9

注：!!"# 为面积加权概率；"!" 为景观在总景观中的面积比；#56 :$; 为 %& 的最大值；$%<561
’

" < !
!（("）43，%=#8<56 :$;；%)* 为研究区斑

块破碎化指数，*! 是研究区的斑块总数目，*+ 是研究区总面积除以最小斑块面积，$ 为所研究区域内的斑块总数；&, 是绿地景观内廊道

长度，- 为该景观面积 （景观完全均质时）；’.**/ 是斑块与其最相邻斑块间的平均最小距离，0**/ 是在假定随机分布前提下 .**/ 的

期望值，**/（"）为斑块与最近相邻斑块间的最小距离，.**/ 与 0**/ 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00*/<! > :4 1" ; %

? 结果与分析

?%! 结果

?%!%! 异质性分析

该指数大小反映景观多样性和各景观所占的比

例的变化。在该校园景观中，由于各景观所占比例

差别较大，故使异质性指数下降。总体而言，西南

交通大学九里校区校园景观异质性较好。

?%!%4 均匀度分析

描述景观中各组分的分配均匀程度，该校园景

观中均匀度较高。

?%!%2 优势度分析

该指数表明景观组分中某种或某些景观类型的

支配景观程度。该校园景观的优势度较小即景观类

型所占比例差别较小。

?%!%? 破碎度分析

校园景观是一种人工景观 @A（B，!），B 表示景

观完全未被破坏，! 表示景观被完全破坏1C3。该校园

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较小。

表 2 校园景观部分指标评价结果

"#$%2 D’9E)* -. ’,#)E#*+-6 -. +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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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综上所述，可得出该校园景观结构基本合理，

主要表现为： （$）绿地景观，特别是镜湖及周边

绿地提高了整个校园的环境质量； （#）廊道密度

较高，即景观内各斑块可达性较高； （%）景观结

构较为稳定。同时，该校园景观的异质性还存在不

足，主要表现为多样性和均匀度较差。因此，可以

增加绿地斑块的物种种类；采用乔、灌、草多层次

垂直绿化，提高绿化质量；加强宿舍区绿化；增加

绿地廊道长度等来提高校园景观环境的质量。

& 对高校校园景观规划、建设的建议

目前，高校的吸引力已不仅由师资力量决定，

校园环境也成为招生的主要吸引源之一’()。学校作为

一个教育活动场所，校园的景观生态环境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了师生的活动和行为，因此，构建一个风

景优美、格局合理、景观错落有致的校园是非常重

要的，结合对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的景观空间结

构分析，我们提出对高校校园景观建设和规划的相

关建议。

（$）校园景观格局设计时应以以下 * 条原则为

本，即历史文化延续原则 （体 现 校 园 格 局 特 色 ）、

以人为本原则、舒适性原则、生态环境原则、关联

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美学原则。

（#）增加物种种类，提高景观的多样性。校园

绿地建设时，既要考虑种植本地树种和花草，还要

积极引进外来树种以满足异质性的需要。

（%） 实 行 立 体 绿 化 ， 创 造 更 多 的 绿 色 空 间 。

校园绿地 可 以 起 到 陶 冶 情 操 、 制 造 氧 气 、 保 护 视

力、调节气候、净化空气、降低噪声、抗污染、预

报灾害、应急避难等作用’()。由于高校的扩招，使得

有限的校园内的人均绿地面积减少，建议可以实行

立体绿化（墙面绿化、屋顶绿化、阳台绿化、棚架

绿化）等方式，这样可以使绿化面积成倍增长，为

解除学生精神及视觉疲劳提供条件。

（!）均匀布局，提高景观异质性。从最小距离

指数和优势度的分析中表明，同一类型斑块在景观

内分布得越均匀，各斑块所占的比例便相差不大，

则该景观的异质性越高’*)。因此，应该对校园景观进

行均衡布局，特别是在学生密度较大的宿舍区、教

学区应按照“小、散、匀”的原则布置绿地。

（&）延长斑块周长，提高斑块间相关性。一般

情况下，斑块之间相邻边界越长，相关性越高，边

界线越曲折，斑块形状越复杂，同时斑块内部的同

异、异质性与其稳定性，也是相关的。建议在建造

人为斑块，特别是绿化斑块（如该例中镜湖）时应

使其边界在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尽量延长，这样该斑

块与其它相邻斑块边界就延长，相关性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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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奥运会对旅游经济具有强烈、显著

的牵引作 用 ， 只 要 抓 住 机 遇 ， 措 施 得 当 ， 充 分 开

发，北京奥运必将成为云南旅游业再次飞跃的催化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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