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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Ｋ值是衡量建筑经济性的重要指标，整体化教学楼群的Ｋ值普遍偏低，需要进行优化研究．通过分析

影响整体化教学楼群Ｋ值的因素，建立理论模型，对四类单元模式的Ｋ 值进行量化分析，并提出了整体化教

学楼群的Ｋ值优化策略及适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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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概述

１．１　整体化教学楼

高校整体化教学楼群是适应高等教育理念而产生的新型教学楼模式，２０００年前后开始在我国新建

高校中广泛使用［１］．整体化教学楼群是群体建筑，有别于传统的独立分散式教学楼，是用连廊、庭院、中

庭等将各教学楼单体，按照功能关系组成相互紧密联系的建筑群．它可使多专业共处于一体，彼此之间

可以方便联系并具有综合功能．
１．２　Ｋ值现状

使用面积系数即Ｋ 值，也叫平面利用系数或平面系数，是建筑设计的一项技术经济指标，计算公式

为：使用面积系数＝总使用面积／总建筑面积．１９９２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

划面积指标》（简称“９２指标）是我国现今大学校园的建设标准，其中规定教学楼的Ｋ＝６５％（含厕所使

用面积）［２］．近年来随着整体化教学楼群中非功能性空间的逐渐扩大，内部增加了很多交流空间及交通

面积，其Ｋ 值比传统式教学楼普遍要低很多．传统式教学楼的Ｋ 值一般都在７５％以上，而整体式教学

楼的Ｋ 值普遍在６０％以下，甚至部分仅为４０％．过低的Ｋ 值使得建筑的经济性有所下降，空间使用效

率降低，因此其合理范围越来越被关注．

２　影响整体化教学楼群Ｋ 值的因素

２．１　直接影响因素

１）建筑单元交通组织方式．直接决定教学楼中交通面积的多少，从而影响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的比

值，即Ｋ 值的高低．交通空间越紧凑，面积越少，Ｋ 值就越高，反之则越少．
２）非功能性多义空间．对Ｋ 值的影响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总建筑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非功能性空间

越多，Ｋ 值就越小．此类空间具有构成要素多样性和面积可变性的特征，同时还会因设计方案．
的不同产生较大差异，面积变化幅度较大，可变性强，从而成为调节Ｋ 值高低的重要因素．
３）建筑形态．常见的整体化教学楼群形态有线型、组团型、网格型等．不同的建筑形态其单元连接方

式和所需的交通面积各不相同，从而直接影响Ｋ 值的大小．
４）功能性空间．在“９２指标”中对各类教室、办公室等功能性空间的面积定额有明确的规定．不同类

型、不同规模的高校，其教室生均面积也有所差别．总体来讲，功能性空间其面积设置有指标可依，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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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对Ｋ 值的影响和制约相对较小．
２．２　间接影响因素

包括教学模式、气候因素、经济因素等．教学模式的不同，影响功能性空间面积的大小，从而对Ｋ 值

的大小产生影响．例如受气候条件影响，北方教学楼以封闭围合为主，而南方教学楼则开敞通透，敞厅、
开敞连廊、底层架空等手法运用较多，这些都影响Ｋ 值．经济因素会影响教学楼建设的资金投入，制约

设计理念，限定使用面积的比例，从而对Ｋ 值产生影响．

图１　理论模型（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ｔ：ｍｍ）

３　整体化教学楼群Ｋ 值理论模型量化研究

影响整体化教学楼群Ｋ 值的因素较多，为了便于研究，根

据教学楼常用尺度，设 定 如 图１所 示 的 单 廊 模 型 为 基 本 单 元，
柱网为８ｍ×８ｍ，单元总长６０ｍ．中廊、双廊、单廊＋中庭＋单

廊另外三种常见类型均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变化．在计算Ｋ 值

时，采用“９２指标”中规定的将卫生间计入使用面积的算法．通

过确定基本参数，可以简化研究，便于对Ｋ 值的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３．１　四类单元模型最小廊宽下的Ｋ值计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小廊宽下的各模型Ｋ 值就是其理论最大值．由于目前高校没有相应

的建筑设计规范，最小廊宽可参照《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的相关规定［３］．各单元模式的最小廊

宽见表１，廊宽均指净宽．教学单元采用最为常见的四种模式，并 设 定 其 层 数 为 四 层，其 中 一 层 设 有 门

厅，占一个柱网面积，二至四层平面相同，在“单廊＋中庭＋单廊”模式中，中 庭 的 宽 度 取 单 廊 净 宽 的２
倍，即４．２ｍ．在此假设条件下，各单元模式的最小廊宽下的Ｋ 值见表２所示．

表１　四类单元模式最小走廊尺寸值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ｓ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ｚ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３．０ｍ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２．１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ｔｒｉｕｍ＋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４．２ｍ＋２．１ｍ

表２　最小走廊尺寸下四类单元模型的Ｋ值

Ｔａｂ．２　Ｋ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ｓ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Ｎｅ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ｚｅ

Ｋ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ｓｔ　ｆｌｏｏｒ／％

Ｋ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２－４ｆｏｏｒ／％

Ｔｏｔａｌ　Ｋ
ｖａｌｕ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 ５８　 ６８．６　 ６６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３．０ｍ ６８　 ７３　 ７２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２．１ｍ ４８　 ５７　 ５５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ｔｒｉｕ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４．２ｍ＋２．１ｍ ５３　 ６７　 ６３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中内廊由于交通面积最紧凑，其Ｋ 值最高，比“９２指标”中的Ｋ 值为６５％高出

了７％．单廊模式与中庭模式Ｋ 值居中，基本符合“９２指标”．中庭模式除底层中庭占有一定面积外，其

余各层与单廊模式相同，因此Ｋ 值略低于单廊．双廊由于占有双倍的交通面积，因此Ｋ 值最低，比“９２
指标”低了１０％．
３．２　不同廊宽下的教学单元模型Ｋ值量化值研究

随着教学楼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走廊空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随着廊宽的加大，走廊不仅是单纯

的交通功能，更是师生交流、交往、停留、休息、展示等活动的场所［４］．在我国已建成的整体化教学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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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类廊空间的宽度基本均大于表２中的最小尺寸，并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以下将对四种单元模式的模型，在不同廊宽下的Ｋ 值进行量化研究，廊宽的取值采用在设计中的

常用尺寸．为了便于研究，均以标准层平面为准进行计算．其中“单廊＋中庭＋单廊”模式除外，分底层和

标准层计算Ｋ 值后，再按单元总体Ｋ 值进行统计，中庭宽度按一条单廊宽度的２倍计算．双廊模式在计

算时采用一条廊宽不变，按最小值２．１ｍ计算，另一条廊宽则按不同宽度计算．四类单元模型的Ｋ 值计

算结果见表３所示，Ｄ表示廊宽．从定量分析可知，四类模型Ｋ 值的高低排序为：中内廊式＞单廊式＞
单廊＋中庭＋单廊＞双廊式．

表３　四类单元模型不同廊宽下Ｋ值分布范围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Ｋ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ｓ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Ｋ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ｚ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９２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９２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

Ｋ≥７０％ ６５％≤Ｋ＜７０％ ６０％≤Ｋ＜６５％ ５５％≤Ｋ＜６０％ ５０％≤Ｋ＜５５％ Ｋ＜５０％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Ｄ≤３．６ｍ ３．９ｍ＜Ｄ≤４．５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Ｄ＜２．７ｍ ２．７＜Ｄ＜３．６　 ３．６＜Ｄ＜４．５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ｔｒｉｕ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Ｄ≤２．７ｍ２．７ｍ≤Ｄ≤３．３ｍ ３．３ｍ＜Ｄ≤４．２ｍ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Ｄ≤２．４ｍ ２．４ｍ＜Ｄ≤３．６ｍ ３．９ｍ＜Ｄ

４　单元的Ｋ 值优化策略

结合四类单元模式各自特点，以注重空间质量同时兼顾经济性和效率为目标，提出以下单元的Ｋ
值优化策略．
４．１　中内廊式

该单元模式较其他类型Ｋ 值最高，可达７３％．针对该模式的特点，确定其Ｋ 值优化策略为：适当降

低Ｋ 值，改善内部空间、局部单廊化．具体方法有：减少长度、局部打开、增加廊宽、局部放大（表５）．为改

善中内廊空间单调、封闭、采光不佳等缺点，可以牺牲一部分Ｋ 值，空间局部打开，融入一部分单廊的特

点，以削弱封闭感、单调感，并引入光线和交流空间．该模式教室集中，中廊要承担两侧教室的交通，因此

适用于人流不大的中小规模教室，或专业教室．
４．２　单廊式

单廊式是在整体化教学楼群中应用最广的一种，其Ｋ 值仅次于中内廊式，理论最高值可为６８．６％．
针对该模式的特点，确定其Ｋ 值优化策略为：减少长度、廊宽适中、增加变化．为改善单廊空间单一、缺

少变化的缺点，可以稍损失一点Ｋ 值，空间局部打开或走廊宽度变化，以削弱单调感，增加交流空间．由
于单廊仅承担一侧教室的交通，便于疏散人流，适用于各种规模教室，或专业教室．教室规模越大，单廊

的宽度就应当适当加宽．具体方法见表５所示，各种优化方法可同时使用．
４．３　单廊＋中庭＋单廊式

该模式是近年来逐渐在整体化教学楼群中开始应用的一种模式．其Ｋ 值低于单廊式，理论最高值

可为６４％．针对该模式的特点，确定其Ｋ 值优化策略为：尺度控制、化整为零、加强连接（表５）．为了兼

顾内部空间效果和一定的Ｋ 值水平，中庭的尺度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庭尺寸若过宽，进深加大，则

Ｋ 值过低，占地面积增加；中庭若过窄，则空间压抑，令人感觉不舒服．因此综合考虑，中庭的高宽比Ｈ／

Ｄ应介于１．５～２．５之间，层数不宜过高，一般不超过四层．因教学楼一般都为长条形，所形成的中庭空

间也为长向发展．为削弱这种狭长感，可将过长的中庭化整为零，横向分割，两侧以短连廊相接，加强联

系．该模式适用于各种规模教室，或专业教室．教室规模越大，单廊的宽度就应当适当加宽．
４．４　双廊式

该模式在四类模式中Ｋ 值最低，其理论Ｋ 值最高仅为５７％．针对该模式的特点，确定其Ｋ 值优化

策略为：分清主次、局部采用、增加变化．两条走廊的宽度应有主次之分，主廊的宽度可参考单廊宽度的

设定，次廊则不应过宽，否则Ｋ 值会过低，同时也会影响教室采光．该模式一般Ｋ 值不宜低于５０％，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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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经济性较差．其在整体化教学楼中多为局部使用，尤其可在大型阶梯教室中采用．一方面便于疏散人

流，另一方面大教室面积较大，利于提高Ｋ 值．为避免内部空间的单调，增强 空 间 变 化，可 采 用 局 部 打

开、连通、局部放大等（表４）．

表４　四类单元模式Ｋ值优化方法

Ｔａｂ．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ｗａｙ　ｏｆ　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ｓ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ｗａ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ｔｒｉｕ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５　整体Ｋ 值优化策略

整体化教学楼群是由教学楼单元，按照一定组合方式形成的教学楼群体建筑，其中可能会有多种类

型的单元模式，因此建筑群整体Ｋ 值比单元Ｋ 值要复杂．即使是由同一单元模式组成的整体化教学楼

群，因为有单元间的连接空间，所以整体Ｋ 值要比单元Ｋ 值要低．同时各单元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其整

体Ｋ 值也不同．
５．１　优化原则

整体Ｋ 值并不是一味的追求高Ｋ 值，或是过于追求空间效果而于国情、校情于不顾，造成浪费，而
是要将空间质量与Ｋ 值兼顾．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牺牲一定的Ｋ 值换取空间品质的提升也是可

以的，但是Ｋ 值也不能过低，形成无需的浪费．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则应仅加强重点部的空间

处理．因此其优化原则为：在保证教学楼内部空间品质的基础上，有效提高Ｋ 值．
５．２　优化策略

５．２．１　合理搭配、高低均衡

整体Ｋ 值应有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以保证其不会顾此失彼．整体化教学楼群规模越大，其单元的

类型可能就越多．将Ｋ 值较高的类型和较低的类型组织在一起，就可均衡整体Ｋ 值．因此应避免教学

楼群体使用单一的内廊式、或双廊式，以免造成Ｋ 值过高或过低，以及空间单调．将多种单元模式合理

组合，既可丰富空间，又可优化整体Ｋ 值．
５．２．２　适宜廊宽，主次有别

各类廊空间的面积直接影响到Ｋ 值的高低，适宜的廊宽对有效提高Ｋ 值很重要．各类廊空间应有

主次之分，合理分配面积．同时各类走廊的层数越少，其总面积就越少．考虑到连廊屋顶可以利用，因此

贯通整体的主连廊不宜高于２层，次连廊最多可为单元层数减一层．
５．２．３　明确用途，空间划分

各类非功能性空间直接影响到Ｋ值的高低，应先明确其设计意图和功能，合理控制其尺度大小．对于面

积较大的交流空间、展示空间等，应有一定的空间划分或限定，并设有相应的硬件设施，以提高其利用率．
５．２．４　适宜Ｋ 值范围

通过量化分析，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单一单元模式的整体化教学楼群的整体Ｋ 值，可以在适宜廊宽

下理论Ｋ 值的范围基础上减少１０％左右．多种单元模式组合的整体化教学楼群Ｋ 值适宜范围，则在单

一模式的基础上，考虑到多种模式的综合运用，高低搭配，其Ｋ 值应大于５０％．若为两种或三种模式组

合在一起（不含双廊式），则整体Ｋ 值应取该模式中的最低值为下限，含有双廊的则应取５０％（表５）．在
这里仅规定出Ｋ 值的下限，即Ｋ 值不宜小于该值，除非空间有特殊的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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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整体化教学楼群适宜Ｋ值范围及廊宽

Ｔａｂ．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Ｋ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ｉｚ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Ｋ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３．３ｍ—４．５ｍ Ｋ＞６０％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４ｍ—３．３ｍ Ｋ＞５５％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ａｔｒｉｕ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４ｍ＋４．８ｍ＋２．４ｍ－
３．３ｍ＋６．６ｍ＋３．３ｍ Ｋ＞５０％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２．１ｍ＋２．４ｍ－２．１ｍ＋３．３ｍ Ｋ＞４５％

Ｋ ＞５０％，Ｋ ＞５５％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ｒ－
ｒｉｄｏｒ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６　结　论

整体化教学楼群的Ｋ值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Ｋ值过高，经济性好，但难免空间单调、封闭、不
利于交流，无法满足师生的多重需求［５］．Ｋ值过低，则经济性差，效率低，部分面积浪费，但往往内部空间丰

富、开敞、舒适，利于交流．单纯追求Ｋ值的高低都有问题，因此需要综合全面的科学看待，Ｋ值过高或过低

都不应是设计的最终目标．根据本研究方法可知，整体化教学楼群Ｋ值一般宜高于５０％．设计时应根据方

案的特点，全面考虑，综合衡量，既要防止面积铺张浪费，也不可片面追求高Ｋ值而降低建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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