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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置点临时教育设施应具备结构坚固、功能合理、形式美观等特点，教授知识的同时，为其

提供足够的安全庇护。结合中国现行教育类建筑相关规范及文献，对临时安置点内幼儿园及中小

学功能流线、平面布局和空间形态进行分析研究，构建适宜的围合式建筑模型与参数，为完善灾民

临时安置点的整体功能配置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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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对突

发公共事件的划分：突发事件可分为常规突发事件

与非常规突发事件两类。这两类突发事件涉及自然

灾害、社会安全、事故灾害、公共卫生４个领域，其中

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定性为［１］：自然灾害，大范围火

灾、超强地震、特大洪水、飓风等；社会安全，重大刑

事案件、恐怖袭击、重大群体性事件、经济危机等；事

故安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

大交通运输事故等；公共卫生，重大传染病疫情

（如ＳＡＲＳ、禽流感等）、核辐射、群体性不明原因疫

情等。

中国属各类非常规突发事件高发地区，几乎每

年都有地区受灾而产生灾民需要进行临时安置。

１　研究意义与研究对象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０～

１４岁少儿占总人口比例为１６．５％。以２００８年汶川

地震为例，总受灾人数４５５４．７５６５万人
［２］，仅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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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因灾无家可归人数超过１０００万，按照该比例计

算，四川一省临时安置儿童数量不少于１５０万人。

２０１３年雅安地震中累计受灾人数３８．３万人，按此

比例计算，受灾少儿数量不少于６万人。其中３～

１４岁适龄受教育人数又占绝大多数。建造安全、合

理的临时教育建筑可保证受灾地区儿童在较长的临

时安置期内受到良好义务教育及学前教育。本文研

究对象是临时学前教育建筑和临时义务教育建筑。

临时学前教育建筑指接纳３～６岁儿童的临时幼儿

园，临时义务教育建筑是指临时小学与临时初中［３］。

２　分析与设计

２．１　空间形式可行性分析

根据建筑与场地的关系，公共建筑室外空间形

式可分为三种：围合式、半围合式和开敞式。围合空

间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和防御性，内外环境处于相对

隔离状态，通过指向性明确的出入口进行内外联系，

应用于对安全级别要求较高的公共建筑设计中；半

围合空间与围合空间类似，但内外联系方式相对灵

活，该空间形式适用于对安全级别无特殊要求，但对

场所范围要求较高的公共建筑；开敞空间属于完全

自由的空间形式，无明确空间限定，建筑置于环境之

中，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用于对场地无界限要求的公

共建筑设计中［４］。临时幼儿园与中小学需要给少儿

提供充分的人身保护和安静的教育环境，该类公共

建筑设施应设计为围合式空间。

２．２　围合式临时幼儿园功能流线与平面布局设计

依照中国现行《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ＪＧＪ３９—８７）对幼儿园的功能配置要求：幼儿园应

当配备有生活用房、服务用房和供应用房，具体的房

间根据需求进行配置［５］。（由于临时安置的特殊性

和临时安置点基地面积的限制，生活用房由各年级

活动室、寝室、工作人员用房和公共卫生间组成，工

作人员用房分为教职工办公室和保育员值宿室两

类；服务性用房则主要包括医疗室、库房、洗涤室，库

房分为家具库和生活用品库两种；供应用房在临时

幼儿园内主要是饮用水房。具体功能分类与相互关

系如图１所示。

围合式临时幼儿园的平面形式为矩形，４座临

时建筑围合出室外游戏场。活动室、寝室、卫生间和

水房（饮用水房与洗涤室）穿插布置于其中３栋建筑

中，其他服务性用房单独设置，避免干扰。为保证室

内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和方便平面布局，临时幼儿园

采用矩形箱体式建筑，单个房间使用面积为２２．８ｍ２

（６ｍ×３．８ｍ），窗户和门对向开在矩形的短边上，

保证室内通风和采光。卫生间与活动室串联布置，

其他房间并联布置。临时幼儿园留一个主出入口联

通室外游戏场与安置点道路，保证非本园人员无法

随意进出，如图１、表１所示。

图１　临时幼儿园功能流线图、平面布局与房间配置

　

表１　幼儿园房间配置表

房间名称 数量 面积

小班活动室 ２ ２２．８ｍ２×２

中班活动室 ２ ２２．８ｍ２×２

大班活动室 ２ ２２．８ｍ２×２

小班寝室 ２ ２２．８ｍ２×２

中班寝室 ２ ２２．８ｍ２×２

大班寝室 ２ ２２．８ｍ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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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房间名称 数量 面积

卫生间＋水房＋洗涤室 ３ ２２．８ｍ２×３

教职工办公室 ２ ２２．８ｍ２×２

保育员值宿室 １ ２２．８ｍ２

医疗室 １ ２２．８ｍ２

库房 ２ ２２．８ｍ２×２

合计 ２１ ４７８．８ｍ２

２．３　围合式临时中小学而功能流线与平面设计

临时中小学内设置３类用房：教学用房、管理性

用房和服务性用房［６］。教学用房为建筑主体部分，

由各年级教室、教师休息室和卫生间组成；管理性用

房由教师办公室、教务办公室等与教学无关的办公

场所构成；服务性用房则包括各类仓库与图书储藏

室。临时初中和临时小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教学用房

中增加实验、实践教室，见图２。

图２　临时小学与临时初中功能流线图

　

室外活动场被四周建筑所围合，形成围合式室

外空间。用于学生在校体育锻炼和课间活动。建筑

的主要交通是环绕室外运动场的环路，承载着联系

各房间的功能，学校设一个主出入口。教学用房（包

括教室、教师休息室和卫生间）布置在学校三个方向

的建筑中，管理性用房与服务性用房集中布置在一

座建筑中。图书储存室与教学工作关联紧密，因此

与教学用房混合布置，如图３所示。

与临时幼儿园一样，临时中小学同样采取箱体

式建筑，教室尺寸严格依照人体工程学进行设计，保

证最合理的空间利用，以初中教室为例：依据《建筑

设计资料集（第三版）》中的表述，中国１５岁男子的

平均身高为１６８０ｍｍ，中国成年男子肩宽与身高的

比例为１∶３．２
［７］，由此得出１６８０ｍｍ／３．２＝５２５

图３　围合式临时中小学房间配置

　

ｍｍ，因此临时初中教室内的走道宽度以６００ｍｍ为

宜，每个学生的学习空间以１０００ｍｍ×８００ｍｍ最

适宜，教室第一排课桌前沿与黑板的水平距离≥

２０００ｍｍ，得出如图７所示临时初中教室平面尺寸：

６ｍ×３．８ｍ ＝２２．８ｍ２，容纳１８名学生。根据相

同方法计算出临时小学教室的最佳尺寸为５．２ｍ×

３．３ｍ＝１７．１６ｍ２，也容纳１８名学生。临时中小学

教室前后开窗（前窗为门上方高窗），窗地面积比均

控制在１：５．０，保证良好的采光与通风，门宽９００

ｍｍ，如图４所示。围合式临时小学设计房间总数

３７间，室内总使用面积６３４．９２ｍ２，内庭总面积

１０００ｍ２左右（室外运动场和内环路）。临时中学设

计房间总数３６间，室内总使用面积８２０．８ｍ２，内庭

总面积１５００ｍ２ 左右，见表２。

图４　临时小学与中学教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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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小学房间配置表

房间名称
小学

数量 面积

初中

数量 面积

教室 １９ １７．１６ｍ２×１９ １６ ２２．８ｍ２×１６

教师休息室 ２ １７．１６ｍ２×２ ２ ２２．８ｍ２×２

图书储存室 ２ １７．１６ｍ２×２ ２ ２２．８ｍ２×２

实验教室 ０ ０ ２ ２２．８ｍ２×２

管理性用房 ４ １７．１６ｍ２×４ ４ ２２．８ｍ２×４

库房 ４ １７．１６ｍ２×４ ４ ２２．８ｍ２×４

卫生间＋水房 ６ １７．１６ｍ２×６ ６ ２２．８ｍ２×６

合计 ３７ ６３４．９２ｍ２ ３６ ８２０．８ｍ２

２．４　围合式临时教育建筑选材及外观设计

围合式临时教育建筑设计采用一层箱体式建

筑，墙体及屋面材料选用彩钢聚苯乙烯夹芯板，其中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符合《隔热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标准（ＧＢ１０８１０—８９）》，密度１５ｋｇ／ｍ±１ｋｇ／ｍ，阻

燃型，氧指数≥３０
［８］。屋面在原有夹芯板屋面基础

上加设轻钢结构半透明ＰＶＣ拱形屋顶，聚苯乙烯夹

芯板保证室内保温，轻钢拱形屋面结构方便排水的

同时，与平屋顶间形成空气间层，冬季蓄热，夏季隔

热，见图５。

图５　临时围合教育建筑立面与透视

　

墙体颜色选择：色彩会使人产生联想，色彩对视

觉的刺激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影响。根据心

理学家的研究表明７～１５岁男孩对与颜色的喜好排

序：绿、红、青、黄、白、黑；７～１５岁女孩子喜欢的颜

色则是绿、红、白、青、黄、黑［９］。由此可见绿色对不

同性别的儿童而言都是最喜欢的颜色，非常突发规

情况对灾民产生沉重精神负担，因此令人愉悦的颜

色选择可有效加快受灾儿童的心理恢复周期［１０］。

夹芯板的彩钢面板颜色可任意选择，因此对临时教

育设施墙面颜色的选择上可以尽量多的选择绿色或

与之接近的颜色。

３　结论

１）针对临时安置点内较为复杂的人员构成与诸

多不安定因素，临时教育建筑的平面设计采用围合

式，以保证学生在校安全。

２）临时教育建筑中应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各功

能分区尽量单独设置。教育建筑中配置一定面积的

室外活动场所。

３）考虑节约场地空间与建筑材料用量等因素，

运用人体工程学相关原理对教育设施进行空间设

计，有效控制建筑尺寸，节约建造成本。

４）建筑整体采用保温隔热性能良好的聚苯乙烯

彩钢夹芯板进行建造，加设轻钢结构、ＰＶＣ面材拱

形屋面，解决屋面排水需求的同时，形成屋面空气

层，达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的效果。轻钢结构整体

采用预制装配式，完成临时安置后可轻松拆卸、异地

组装，重复利用、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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