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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教育的不断进步,高校科研实训建筑在产教研融合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我

国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在产教研融合的背景下,高校建设科研实训建筑的重要性,

并通过对产教研融合理念的解读,重点分析高校科研实训建筑建设的意义、类型和设计要点。通过分析

产教研融合的特点以及当前高校科研实训建筑存在的问题,提出设计原则和实践经验,为高校科研实训

建筑的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此外,结合当前教育和产业发展需求,本文还探讨了科研实训建筑的未来发

展方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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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educa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training building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technology powerhous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research and 

training buildings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tegration. By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tegra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type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training building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tegr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training buildings,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the desig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training buildings. Additionally,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needs of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rends of research and training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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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科技迅猛发展,产教研融合已成为高等教育和产

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旨在紧密结合产业、教育和科研,促进理

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有机融合,培养符合现实社会需求的高素

质人才。基于此背景,高校科研实训建筑作为重要的教学和科研

实践场所,承担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

使命。 

科研实训建筑是专门为学生提供科学研究和实践技能培训

的建筑场所,通常包括科研实验区、科研辅助区域、公共设施区

域、行政服务区域等功能分区,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性强、

安全可靠的学习环境,促进他们在科学研究和实践技能方面的

发展和提升。此类建筑是产教研融合的重要载体,对提升教育质

量、促进产学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建

设高校科研实训建筑的意义、类型、设计要点以及对国内科研

实训建筑现存问题进行剖析,并展望未来科研实训建筑设计的

发展方向。 

1 建设高校科研实训建筑的意义 

1.1提升教育质量和完善人才培养 

科研实训建筑为师生提供了专门的场所进行科学研究、专

业培训和实践操作,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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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适应工作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为产业界培养更多高

素质人才。 

1.2促进产学合作和知识共享 

科研实训建筑作为产学合作的关键平台,为高校和企业搭

建沟通合作的桥梁,为企业提供展示和宣传自身科研成果的机

会,推动产学合作深入发展,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同时,

为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促进思想交流和专业知识共享,共同应

对各种挑战。 

1.3推动科技创新 

科研实训建筑为学生提供了开展科学研究的场所,激发学

生的创新潜力,培养科技创新精神。通过在科研实训建筑中进行

项目研究,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科研方法和技能,为未来的科技

创新奠定基础。 

1.4加强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发展 

科研实训建筑配备了先进的设施和设备,为师生提供了进行

高质量研究和实验所需的工具和资源。完善科研实训建筑的设施

建设不仅能够吸引人才,推动创新型企业发展,还有助于创建知

识型经济,促进关键行业的增长,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 

2 科研实训建筑的类型 

科研实训建筑涵盖了多种类型,以满足不同领域的实验教

学和科研活动需求。根据不同学校和专业的需求,还存在其他类

型的实训建筑。以下是常见的科研实训建筑： 

2.1实验室类建筑 

是科研实训建筑中的重要类型,包括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

室、生物实验室等。 

2.2制造实训基地 

为学生提供机械加工、电子元器件焊接、装配调试等实践

操作的场所。 

2.3工程实训中心 

包括建筑工地模拟实训场地、电路仿真实训室等,为学生提

供了更加真实的工程实践环境。 

2.4计算机实验室 

用于进行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相关实验教学和研究,如网络

实验室、编程实验室等。 

2.5医学实验室 

主要用于医学类专业进行实验教学和研究,如解剖实验室、

临床实验室等。 

2.6工艺实训车间 

用于进行工艺品制作、手工艺品制作等实践操作,培养学生

的工艺技能和创造力。 

2.7农业实验园 

主要用于农业类专业的实验教学和研究,包括农田实验区、

植物栽培实验区等。 

3 科研实训建筑设计要点 

3.1具有逻辑性的功能布局及秩序感的组合方式 

科研实训建筑应根据不同的实训项目划分出合理的功能区

域。根据科研活动的性质,一般分为科研通用实验区、科研专用

实验区、科研办公区、科研展示区、科研教学实验区、科研试

验区和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同时,不同功能区域之间应便于

配合,又互不干扰。实训室与研究室之间应联系方便。相似类型、

工程管网类型和有洁净要求的实验室和实训室宜集中设置。具

有隔振要求的实验室、实训室及大荷载的大型仪器室等宜设于

建筑的底层或地下室。有防辐射要求的实验室宜集中设置。对

于产生有毒物质的实验室,应相对集中设置,并独立于其他区

域。供公共使用的仪器设施用房也应相对集中设置。因而,建筑

设计着重于强调功能布局要逻辑清晰,并具有秩序感。 

3.2顺畅的交通流线组织 

科研实训建筑的流线包括：学生实验实训流线、教师流线、

行车流线、重要物品设备流线、参观展示流线、实验废物流线

等。其交通流线组织应当合理,确保师生员工能够便捷流畅地在

不同功能区域之间活动,提高工作效率。根据不同使用功能和频

率,区分主要通道和次要通道。首层通常会有大量人员瞬时聚集,

需要合理设计通道和出入口,确保学生快速集散。主要通道应连

接建筑内的重要功能区域,并保持最短路径,方便集散。次要通

道用于连接次要功能区域或设备设施路径,沿建筑边缘设置。不

同功能区域交叉处扩大处理,形成过厅或者共享空间。建筑内可

设置清晰的标识导向系统,帮助学生快速抵达目的地。针对不同

功能区域人流进行预测,调整通道宽度、合理设置出入口,适应

不同时段和活动的人流需求。同时,确保建筑内设置数量充足和

位置合适的紧急疏散通道和楼梯,确保紧急情况下学生能快速

安全撤离。通过合理的交通流线设计,使内部交通更加顺畅和高

效,提升师生的使用体验。 

3.3灵活开放的空间布局 

科研实训建筑的实训空间通常采用大跨度、大荷载、超高

层高来获得通透开放的环境,便于人们在其中展开实训活动。采

用开放式空间布局,减少固定隔断墙,提供通透性和一定的灵活

性,更容易适应不同使用需求和活动模式。针对不同实验项目,

建筑内部空间布局可灵活调整和改造,以满足不同科研实训活

动的变化需求。研究室宜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的设计,以适应科

研机构快速发展的需求。考虑到建筑设备的不断调整和更新,

房间格局应具有调整的灵活性,建筑材料应能循环利用,方便未

来的改造和升级。随着科研团队的发展和研究对象的不断更新,

以及现代学科的交叉,科研实训建筑的空间设计,需要实现多层

次交往和多学科交流。此外,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可编程控

制系统、智能传感器等,实现空间布局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调整,

根据实时使用情况和需求,动态调整空间布局。因此,科研实训

建筑的空间布局应具有灵活性,便于应对后期的调整和扩展。 

3.4多层级交往空间的营造 

交往空间旨在为师生提供交流与互动的场所。通过创建多

层级的交往空间,促进建筑内形成自发性、多样性、不确定性的

公共活动,打造全天候的学术交流氛围,是科研实训建筑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设计可以从点、线、面出发,打造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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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交往空间。“点”即走道或通道的交叉点,可以设置休息区、

交流区或信息发布区,吸引人们驻足交流。如在建筑周围设置露

天休闲座椅、绿化区域等,为师生提供户外交流场所,也可以在

平面设计中嵌入生态仓、休息仓、咖啡吧等休憩空间作为点状

交往空间。“线”即宽敞明亮的走廊和通道,将各功能区域连接

起来,也可将走廊等交通空间局部扩大处理,作为可供停留、驻

足交流的空间。“面”即为多功能大厅或中庭区域,往往作为交

往的核心区域,可以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和展览活动,同时为师生

提供交流的场所。此外,还可以通过错层设计,即在不同楼层设

置连通的交流空间,打破层与层的限制,增加人们相遇交流的机

会。通过多层级交往空间的营造,打破各个区块间的壁垒,为师

生营造身心舒畅的交流共享空间,实现学科合作与激发创新。 

3.5工艺设计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科研实训建筑需要容纳更多

复杂和精密的实训项目,并满足特定的工艺设计流程。这些特殊

的工艺设计会反过来影响科研实训建筑的功能布置、结构荷载、

通风空调、温湿度等方面,需要在建筑设计阶段予以回应。比如

一些科研实训类建筑会要求首层货车、叉车能够进入建筑内部,

同时又有装卸大型货物的要求,需要结构专业加大首层结构荷

载设计,建筑配合设置重载地面、轨道地面和天车等需要。另外,

一些科研实训类建筑有空气洁净度要求,需要在通风系统、空气

过滤系统以及室内环境上进行特殊处理。总之,满足特定工艺要

求是确保建筑功能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4 国内科研实训建筑存在的问题 

4.1设施建设标准低,设施老化和设备陈旧 

部分建筑存在建设较早,建设标准较低,设施不足,设施老

化和设备陈旧的问题,无法满足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需求,影响科

研工作的开展。 

4.2缺乏公共交往空间,空间布局不合理 

部分建筑建设较早,建筑内空间规划不合理,缺少公共交流

空间,普遍缺少举行学术交流以及教学成果展示的共享空间。同

时,空间布局缺乏灵活性,流线不畅,导致科研流动不便,影响工

作效率。 

4.3安全设施不完善 

部分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如消防设施不完善、实验室使用和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位置不合理,存在一定防火、防爆、防

毒等相关安全上的隐患。 

4.4信息化建设不足 

目前科研实训建筑信息化建设滞后,缺乏先进的科研设备

和信息技术支持,影响科研实训的质量和效率。 

4.5可持续性考虑不足 

部分科研实训建筑在设计和运行中缺乏对可持续性的考虑,

如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环境友好等方面存在不足。设计

阶段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形式不合理,无法适应后期改造

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国内科研实训建筑可以从设施设备更新、空间布

局优化、安全设施完善、信息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

改进和提升,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实践学习环境,创建新型科研

实训基地。 

5 未来科研实训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 

5.1数字化与智能化设计 

未来科研实训类建筑会朝着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

展。这意味着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实现建筑设备的

自动化控制和监测。如果自动化实验设备,虚拟实验室、远程实

时监测等技术得到应用,将提高建筑的运行效率,保障实验实训

的顺利开展,为科研实训活动提供更多便利和可能性。 

5.2可持续性设计 

未来科研实训建筑的设计更注重可持续性,采用环保材料,

利用太阳能和其他再生能源,最大限度地降低建筑能耗,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 

5.3灵活多样与可调整的空间设计 

未来科研实训建筑会注重灵活多样的空间设计,提供多功

能、开放式和可调整的空间布局,以适应不同科研实训需求和未

来发展变化。 

5.4交叉融合的设计理念 

未来科研实训类建筑设计可能会更加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

交叉融合,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产教研融合的背景下,当代高校科研实训建筑

的设计应该与时俱进,跳出中规中矩的现代建筑格局,突破以往

的设计范式,朝着数字化与智能化、可持续性、灵活多样与可调整、

交叉融合的设计理念等方向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科研实训需

求,提升建筑的质量和功能性,实现科研实训建筑的更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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