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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重庆北部新区星湖学校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 G 标准

分区 G13-4-1 号地块长田沟片区，由重庆城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项目占地 47212.00m2，总建筑面积

为 72736.47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7974.22 平方米，地

下 建 筑 面 积 11955.29 平 方 米， 高 度 23.7 米， 为 多 层 公

共建筑。项目包括小学（36 班）和初中（24 班）教学

楼、行政办公楼、风雨操场、餐厅、车库、300 米环形跑

道、风雨操场、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以及相关配

套设施。项目用地呈长条形，南侧为肖家沟南路，宽度

26 米，城市次干道；西侧为规划高中教学用地，在与高

中教学用地之间有一条 34 米城市下穿道路，为肖家沟西

路；北侧为东原湖山樾住宅区，与住宅区之间有一条 20

米宽绿地高压走廊保护带和一条宽 8 米的城市支路；东

侧为规划的二类居住用地，南北向长约 142 米，东西向

长约 391 米，南北高差 40 米，东西高差 25 米，建筑总体

布局把教学楼南北向行列布局，将整个学校作为一个大

的院落进行布置，教学楼之间通过多条的走廊相接，既

独立又相互联系，空间流动感极强，符合学生对新鲜事

物的好奇与探索。

二、建筑规划设计

建筑以人为本，面向未来，结合重庆山地特色布置

建筑，室内外空间灵活变换，每层考虑空中花园，屋顶

结合教学活动布置种植园区，打破传统教学方式，增加

学习的趣味性，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互动交流空间，符合

儿童的心理特征。分台独立式院落布局形成一种庭院围

合感，象征学校的包融性和归属感，让孩子们在学校温

暖的怀抱中成长。

1. 平面布局综合解决场地狭长问题及周边噪音影响

总平面布局综合考虑场地地形地貌特征，从西向东

依次将场地划分为三大功能分区和三大台地空间，分别

布置初中部、体育活动与食堂、小学部三大功能模块，

即解决了因场地狭长造成的交通距离问题，又满足小学

中学不同的功能使用要求。地块北侧中部布置了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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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职人员就餐的食堂，不仅能消化地形高差，也享有

北侧开阔绿化景观视野。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本项

目设有两层地下车库，做为学校的配套车库、设备房使

用。项目西侧和南侧临城市道路，为了减少噪声影响，

建筑与城市道路之间布置绿地，种植枝叶繁茂、生长迅

速的常绿植物，并采取乔、灌、草等不同类型植物进行

合理搭配密植。

2. 竖向设计解决场地高差问题

项目建设场地高差较大，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底，

南北最大高差 40 米，东西最大高差 25 米，最高高程为

347.60，最低高程为 306.30。设计通过建筑与环境标高的

调节，以及地下车库的设置，尽量减少整个场地的挖填

方量；场地高差衔接处尽量通过分台放坡、护坡、台阶

来消化过渡，解决高差问题。

3. 交通设计

项目主入口布置在地块东侧小学部部分，并在地块

西侧初中部设置次入口方便师生进出。小学部设置紧急

消防车道到达建筑群中庭小广场，初中部在南侧设置紧

急消防车道，位于运动场下方的低标高的食堂功能区利

用北面的消防车道通达。学校主次入口分别退后作为有

效的缓冲区域，以缓解校园人相对集中的瞬时人流聚集

和疏散。地块西侧和南侧紧邻城市道路，在南侧的肖家

沟南路东、西两处分别设置学校主、次人行出入口，校

门分别退后形成有效的缓冲区域，以缓解校园人相对集

中的瞬时人流聚集和疏散。本项目仅在肖家沟南路西侧

设有学校机动车行出入口，机动车行道都尽量在主要建

筑群外围通过，不影响其内部的宁静。主要内部车行环

道仅在紧急情况下作为消防和急救使用，平时作为人行

道使用，体现人车分流的设计宗旨。地下车库位于风雨

操场下方，共设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单车道出入口

结合西侧城市道路设置，另外一个双车道车出入口位于

后勤区域，连接初中部北侧的校内机动车道。在南侧城

市道路上设有一个学校机动车行出入口（位于初中部）

和一个紧急消防车出入口（位于小学部）。小学部内院中

设有紧急消防车道，初中部 4 号楼南侧设有紧急消防车

道。各车道宽度≥ 4 米，净空高度≥ 4 米，转弯半径≥ 12

米，坡度≤ 8%，均可通达消防车，尽头式消防车道端部

设有不小于 12×12 米的消防回车场地。在保证整个校区

便捷性和人员安全性的前提下，各栋建筑沿城市干道和

校园内道路均可直达，主要用于满足消防车、救护车等

特殊车辆的直接到达。所有消防车道及其下面的建筑结

构、管道和暗沟均考虑了 36KN/m2 的消防车荷载。消防

车道与建筑之间及消防车道上空均没有设置任何影响消

防车通行的障碍物及停车场。地块小区内部设置道路路

面为沥青路面，最小纵坡按不小于 0.2% 设计，最大纵坡

按不大于 8% 设计，横坡按 1.5% 控制。停车方式以地下

停车库为主，加以部分的地面临时停车。地下停车库出

入口分别设置在场地的南侧和北侧，结合城市道路和园

区道路设置，做到人车分流，保证景观的连续和人员的

安全。地下停车库的停车位停车管理拟采用错时停车方

式，每天 22：00 至次日 8：30 开放停车位供公众使用，

提高停车库使用效率。

4. 绿色建筑与景观设计

本项目建设时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减少开发建

设过程对场地及周边环境生态系统的改变。为充分利用

有机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丰富的表层土壤，项目施工

阶段，将考虑表层土壤进行存放，用于后期建筑景观绿

化用土，维持生物多样性。建筑的绿化方式采用屋顶绿

化，垂直绿化，其它部位采用复层绿化，配有乔木、灌

木及草皮。场地内植物采用本地植物物种，少维护、少

虫害的植物。用地红线范围内户外活动场地有遮荫措施

的面积＞ 20%，遮荫措施主要有建筑自遮阳、建筑构件

遮阳、遮阳棚、乔木遮荫等。项目绿化中常绿树与落叶

树比例为 1：1，常绿树能有效减少景观耗水量，落叶树

在冬季落叶，增强室内太阳辐射，降低空调系统能耗。

项目硬质铺装中 50% 以上采用采用的透水铺装材料。场

地内雨水径流主要采用透水铺装、水景，在雨洪季节，

通过透水铺装在场地内下渗。

5. 内部交通流线的组织

以“架空连廊”作为主要的步行通道，组织有序的

步行系统，既保证人车的适当分流，又为创造校园步行系

统的空间景观提供条件，创造富有地域特色的环境空间。

6. 建筑立面造型设计

立面玻璃和实墙的前后穿插运用，突出虚与实的对

比，底层架空绿化和空中花园的合理利用，使建筑立面

更丰富，形式更活泼，发扬渝北区教育建筑“教育红”

的优良传统。外墙材料运用传统红砖墙、自然木纹材质

及生态绿化的编织运用，突出绿色生态与人文建筑。

三、技术设计特点

本项目包含 7 栋单体，均属于多层框架结构。在结

构设计中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技术先进、安

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各项参数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本项目属于学校使用项目，按照重点设防设计。

在设计时按照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一度的要求（即 7 度）

加强抗震措施。本项目场地标高较为复杂多样，基坑边

坡较多；因地形原因部分楼栋出现 2~3 层的吊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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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时采取部分架空，部分转换等方式合理的解决了地

形标高渐变带来的难题；7 号楼为车库、食堂、体育场等

综合功能用房，室内考虑篮球场使用功能，出现局部约

24 米大跨度，在设计时综合考虑使用功能和经济性等因

素，采取钢筋混凝土密肋梁的结构方式，通过合理的计

算和设计，满足规范要求和使用要求。

多功能厅采用风冷热泵的集中空调方式，有效利

用空气能做为可再生能源。涡旋式风冷热泵机组放置于

多功能厅屋面。选用模块式风冷热泵机组一台（两组模

块），系统包含风冷热泵机组、冷冻水泵。空调水系统采

用一级泵双管闭式机械循环系统，主机侧定流量末端变

流量，供、回水干管之间设置压差平衡阀，冷冻水泵与

风冷热泵机组分别设置，采用机组内置的定压补水装置

定压和补水，减少管路用材，尽可能节省空调输配能耗。

多功能厅采用全空气系统，室内回风和室外新风混合后

通过空调机组冷热处理送至各空调房间，气流组织配合

室内装修情况采用条形风口顶送，百叶风口顶回的方式，

以保证室内送风均匀，空气组织合理，获得较高的空气

品质。多功能厅采用组合式空调机组，设置于空调机房

内，有效避免空调机组对多功能厅室内的噪声及振动。

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节约能耗，提高人体舒适性。

采用市政直供与叠压供水相结合的给水方式，并按

使用功能不同分别计量，便于后期的系统管理。室内排

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教学楼卫生间生活污

水排水采用双立管排水系统；教师休息室排水采用单立

管排水系统，并伸顶通气；屋顶雨水排水采用重力流排

水系统。室外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收集后排入市政

排水管网，厨房油污废水经收集后排入隔油设备处理后

再排放至室外污水检查井，污水（收集）经生化处理达

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消防水源为市政自来水，并在

本项目 7# 楼车库内设置消防水池，储存室内外消防用水

量，在塔楼屋顶设置高位消防水箱供初期消防用水。室

外消防系统由市政给水和消防水池、室外消防水泵联合

提供室外消防用水，并在本项目室外设置环状室外消防

管网及室外消火栓，以满足室外消防用水的需求。室内

消防采用临时高压消防供水系统，由消防水池和消防水

泵联合供水；室内消火栓系统在本项目室内设置环状室

内消火栓管网及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本项目室

内设置环状自喷管网及湿式报警阀和喷头，以满足室内

消防用水的需求。

为了保证学校供电的可靠性，对重要负荷采取双重

电源供电，采取 TN-S 系统，设置总等电位联结；建筑防

雷按二类设防，采取联合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 1Ω；教

室照明灯具选用三基色 T5 系列直管荧光灯，黑板照明选

用专用照明灯具，并结合课桌和灯具位置布置吊扇，达

到既满足教学需求，又保护学生视力的目的；采取热水

器、插座等供电回路设漏电断路器保护，所有的插座均

选用安全型插座，电井门要求上锁等安保措施；根据学

校的实际需要，设置多种弱电系统；教室内的广播吸壁

安装，走道、车库等处吸顶安装；在每栋大楼内设置火

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为学校人员安全及财

产安全提供一份保障；为了维护校园的教学秩序及公共

安全，在公共区域设置视频监控系统；为了使弱电设备

可靠工作，除了在配电箱内设置电涌保护器（SPD）外，

还要求在弱电机房及计算机教室等场所设置耐火型钢制

防静电架空地板；在食堂设置一定数量的有线电视插座，

以改善师生的就餐环境。

概算编制期间，经济专业人员密切配合设计人员在

各项选材及实施方面进行多方案经济比选，在满足“适

用、经济、美观”原则前提下合理控制工程投资。

四、结论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缓解照母山肖家沟片区中小学

的就学压力，项目与西侧高中部组成完备的教育体系，

达到优化地区教育资源的配备，有利于改善地区教育结

构，促进教育稳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目标。是

为社会生产，公共生活服务和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社

会事业建设项目。项目建筑体量融入地形环境，屋面景

观、垂直绿化、空中花园、庭院及坡地植被融为一体，

宛如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植物园。有利于提高周围社会

环境生态品质，达到绿色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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