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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校园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也是一

个充满成就感的过程。

二、校园的规划是严肃而严谨的工作，必须充分论证、严格実查；

三、校园的规划是具有权威性的工作，一旦确定不能随意更改呾推翻

，必须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把蓝图变成现实。



建筑格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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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

三环

四轴

五地标



一座云山中央屹立；海拔2016米







泽湖、东湖二湖东西呼应、交相映辉



泽湖：取名于云大精神“会泽百家、至公天下”



体育中心

东湖：取名于“东陆大学”（1923年）



雨苍路、庆来路、广田路三环道路环环相绕、四通八达

十五公里的校园道路



礼仪轴、庆典轴、书香轴、科技轴

东西南北、四轴归心
。



285级台阶，寓意云南大学的过去、现在呾将来，
新校区未来的发展，书山有路、学海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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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地标端庄典雅、恢宏大气

明远楼

云大会堂

图书馆

体育馆

科技楼



明远楼，学校行政办公楼，2016年云南省装饰工程一等奖



图书馆：2016年“鲁班奖”



云南大学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4万平方米、二期
工程建设的代表作



主体育馆：六仟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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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规划的六个“结合”



一是把呈贡校区的建设规划与云南大学的建筑传统相结合，在新校区建设中

注入深厚的东陆文化底蕴。



以风节亭、考棚为代表的贡院时期的明清建筑



袁嘉谷《贡院》书：

“明季，沙宝洲拘大

学士王锡衮于贡院中

，逼其奏保沙宝洲以

继沐藩，锡衮不食，

死！中有风节亭、锡

衮赋诗处”。锡衮气

节，怎能不以“风节

”念之；把云南大学

的文脉追述到了1646

年，500多年的文化

底蕴。



《晚翠曲会》---汪曾祺

半生活清贫的知识分子，在人

心浮躁之际，平静地做学问，高吟

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

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 不颓唐，

不沮丧，成为浊世中的清流，旋涡

中的砥柱。

“晚翠园是可怀念的”----找到

了重建意义！



东陆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赠送给母校的日晷



以会泽院、钟楼为代表的东陆大学时期的建筑



以老物理馆、生物馆为代表的云南大学五十年代的建筑



简约欧式：立柱 红墙坡屋顶





继承：找到出处，汇集百年云大的建筑精华

发展：发掘内涵，面向未来提升建筑的意义



二是把呈贡校区的建设规划与中长期学科建设的发展相结合，为高水

平大学的建设奠定坚实的硬件基础。



云南大学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云南大学天文台



云南大学“双一流”大学建设重点建设的五个学科：

生命科学学科

生态学学科

天文学学科



三是把呈贡校区的建设规划与校区功能布局相结合，科学合理地利

用有限的建筑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四是把呈贡校区的建设规划与以人为本服务师生相结合，着

力构建呾谐自然的人文校园

按照文理工组团式设计

图书馆动静分开

学生宿舍全设计为东西向

横贯校园的步行空间



五是把呈贡校区的建设规划与学校的未来发展相结合，为百年云

大的建设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整块预留与分散预留相结合



六是把呈贡校区的建设规划与完善校区配套设施相结合，为新

校区的运行管理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3000个地下机动车停车位

一批非机动车停车点

体育设施

人防工程

基础教育地

国际教育基地



校园规划是丏业技术问题，更是行政决策问题，是对学校文化传承、

実美情趣、现实需求、未来发展的综合检验，很欣慰！呈贡校区4016亩建

设规划中，学校作出了最切合实际的决策，才有了“依山蜿蜒、错落有致

、风格统一、合谐自然、大气恢弘”的校园



规划格局均衡

建筑形式统一

艺术风格一致

艱彩协调合谐

比例尺度适当

高低错落有致

道路顺畅通达

----- 呈贡校区建设总顼问，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 高冀生



汇报完毕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