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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规模与“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不断扩大,高校宿舍用地变得紧张。学生社区作为师生

在学校生活的第一场所,从一个单纯的居住空间,变成了居住生活学习多功能复合空间。文章通过AHP

量化空间需求,将质量功能展开方法(QFD)引入高校宿舍空间复合化的设计研究中,对功能要素进行分

析,分出优先等级,将使用者需求转化为设计策略。通过对海南大学木棉公寓进行设计实践,最终从空间

布局优化、功能弹性多元、庭院界面模糊、平台起承转合、交通预留转换五个方面去提出宿舍空间的

复合化设计策略。以期为“一站式”学生社区空间复合化设计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质量功能展开；层次分析法；空间复合化设计；“一站式”学生社区 

中图分类号：O213.1  文献标识码：A 

 

Compound Design of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Space Based on QFD 
Yan Qi  Yang Zhang  Yingjian Li 

School of Architecture,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education scale and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the land for 

dormit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tense. As the first plac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live in 

school, the student community has changed from a simple living space to a multifunctional compound space for 

living,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is paper, the space demand is quantified by AHP, and the QFD method is 

introduced into the design research of dormitory space compoun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unctional 

elements are analyzed, the priority levels are divided, and the user needs are transformed into design strategies. 

Through the design practice of Hainan University Kapok Apartment, the compound design strategy of 

dormitory space is finally put forward from five aspects: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multiple functional flexibility, 

fuzzy courtyard interface, platform transition and traffic reservation transi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space composit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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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普通和职业高等学校校舍建筑面积达到113080.55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4313.26万平方米,增长3.97%。《普通高等

学校建筑面积指标》也由1992年版更新为2018年版,学生宿舍空

间由6.5㎡/人提高至10㎡/人[1]。宿舍面积的增加表明,其功能从

单一的居住空间扩展为居住、生活、学习的多功能复合空间,质

量也需相应提升。宿舍面积的扩大会导致高校用地紧张；与此同

时,传统课堂教学已无法满足综合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教育模

式需改革,以更好地培养学生。作为学生在校园中停留时间最长

的场所,学生社区应转变规划目标,打破单一居住空间的设想,向

更开放、多元的设计迈进。这种转变不仅打破了传统教学理念的

束缚,还能使社区成为社交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和文化载体[2]。 

1 相关概念解析 

1.1 AHP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是由美国运

筹学家Saaty·TL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具备多种方

案多种决策的方法,层次分析法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多种目标和

多种要素层次,通过将定性指标模糊量化用以得出不同层次要

素的目标权重,最终再用加权和的方法选择得分最高者即为最

优方案[3]。 

1.2 QFD质量屋模型 

QFD是一个由需求与希望来推动的产品规划与质量控制方

法,最根本的原理就是对于需求是如何进行转换的。当使用者需

求被确定下来,使用科学的工具和方法一步一步去分析,展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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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使用者需求,最后得到产品的技术特征及参数[4]。文章使用

量化的方法将使用者需求与建筑功能空间要素的关系梳理,经

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最终得到功能要素的重要性程度,进而去指

导设计的进行。 

1.3“一站式”学生社区 

“一站式”学生社区是指依托书院、宿舍等学生生活园区,

推进党团组织、管理部门、服务单位进驻园区开展工作,包括学

生食堂、宿舍区等课堂学习之外的生活、学习、娱乐、交往的

特定区域,把校院各方力量压到教育管理服务学生一线,将园区

打造成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

体的教育生活园地[5]。 

2 “一站式”学生社区空间现状 

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研法,对海南大学海甸校区的全日制

本科生、研究生和高校教职工进行了调研。调研反映出当前宿

舍空间存在以下问题：(1)居室单元内功能单一,面积不足,无法

满足当代大学生多元化需求。(2)部分宿舍仅由居住空间和交通

空间组成,学习和管理空间设置较多,交往和休闲空间不足,缺

乏弹性和灵活性,大空间使用率低。(3)空间布局不合理,宿舍走

廊过窄,学生无法在交通空间中进行交流娱乐,净高不足带来压

迫感。(4)高校用地紧张,忽视了学生的景观需求,宿舍楼排列单

调,难以形成有趣的空间形态和景观布置。 

3 基于AHP与QFD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空间复合

化设计思路  

3.1通过KJ法将空间需求进行整理与分析 

文章通过KJ法整理了相关文献的调查结果,并结合海南大

学师生对复合化空间的需求,归纳出14项具体需求[6],分为五大

类：通行需求包括快速通畅交通和散步享受交通；景观需求涵

盖感官体验环境、康养休息环境和休闲冥想环境；社会需求涉

及交往活动空间、学习交流空间和商业购买空间；居住需求包

括舒适度、便捷度、物理环境和安全性；文化需求则体现在趣

味性和差异性需求上。 

3.2层次分析法(AHP)量化空间需求 

通过AHP层次分析法构建高校学生社区空间复合化设计需

求模型,依据KJ法整理出的亲和图构建指标体系,并将需求类别

和具体需求项分别对应为AHP的指标层和方案层[7]。研究邀请5

位行业专家对指标层和方案层的重要性进行评分,采用1-9的评

分标准,形成判断矩阵,并依据RI取值表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

得到各需求的排序[8]。 

计算结果显示,五大指标的重要性依次为：居住需求(B4)

权重最高(0.4796),其次是社会需求(B3)(0.2257),通行需求

(B1)(0.1609),景观需求(B2)(0.0890),文化需求(B5)最低

(0.0448)。一致性检验结果为CI=0.050,CR=0.045<0.1,符合一

致性要求。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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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量化方式同理可以得出方案层在整个体系的综

合权重值。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需求权重表(作者自绘) 

 

3.3学生社区空间复合化设计质量屋(QFD)的构建与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得知高校学生社区空间复合化设计需

求的重要程度,下一步应进行质量特性指标的确定,文章研究

目标是为了对高校学生社区复合化提出建造的建议,基于此

来满足高校师生的使用需求,换句话来说,将高校师生对于宿

舍的需求转化成为质量特性,质量特性指标应遵循以下原则：指

标要有对应性,每一个质量特性至少与一项需求相对应。同时

也要避免涵盖范围过多,与过多指标都相关。质量特性归类表如

表2所示。 

表2  质量特性归类表(作者自绘) 

 

接下来开始建立高校学生与教职工对于学生社区复合化

的需求与质量特性的相关矩阵表。因为学生社区空间复合化

设计不是单纯的产品设计,不会与其他同类型的建筑空间进

行竞争,所以研究不会出现“右墙”。与此同时,参考了相关文

献,宿舍复合化空间需要通过质量特性来满足需求,没必要考

虑其自相关关系,故研究没有“屋顶”部分[9]。基于此,文章最

终选择“左墙”“天花板”“房间”和“地板”四个部分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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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屋。将14条空间使用者需求关键词与AHP量化的综合权重填

充左墙[10]。将选取的17个质量特性填充“天花板”。房间由相

关行业专家对每一项需求与质量特性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打分。强

相关赋值为5分,中等相关赋值为3分,弱相关赋值为1分,不相关

赋值为0分,符号●=5,◎=3,△=1,0分则无符号表示。将相关评

分与计算结果作为质量屋的地下室[11],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高校学生社区质量屋模型(作者自绘) 

 

综合QFD模型结果,文章将排名靠前的质量特性重点设计,

将无障碍设计、居室单元布局合理、居室单元面积足够、室内

功能弹性复合等归类为室内空间复合化设计。对于室内的建筑

空间文章主要从空间布局优化、功能弹性多元两个方面去阐述

高校学生社区复合化设计。将上述的庭院组织丰富合理、屋顶

平台舒适有趣、配套商业丰富便捷归类于室外建筑空间复合化

设计类别中,对于室外的空间文章主要从庭院空间界面模糊和

屋顶平台起承转合两个方面展开。步廊直达性和步廊趣味性归

为交通空间复合化设计,重点探讨交通空间预留与转换的设计

策略。 

4 海南大学木棉公寓空间复合化设计 

4.1空间布局优化 

学生社区空间布局受地域和人群行为模式的影响,主要分

为集中式和分散式[12]。木棉公寓采用组合式分散布局,适用于

居住用地较宽裕的情况,将公共空间均匀分布在各宿舍区,通过

风雨连廊连接室外与半室外空间,形成良好的庭院关系与景观

环境,促进人群交流(如图1)。 

4.2功能弹性多元 

居住单元是学生社区的核心,需采用合理布局,最大化提升

使用者生活品质。木棉公寓细分宿舍功能,构建多层次交往空间

(如图2),其他如大连理工大学辽东湾校区的宿舍,采用跃层、错

层设计,增加空间层次[13]。社区公共空间则需灵活多元,如学习

交流、生活配套、娱乐活动和行政办公四部分,可通过移动隔板

等手法创造弹性空间。 

4.3庭院界面模糊 

木棉公寓由三栋围合公寓楼组成,通过风雨连廊连接。庭院

是室外活动的核心要素,设计中需消解和模糊界面,将庭院与廊

道、平台等空间融合,提升空间的连续性和灵动性[14]。采用架

空、玻璃界面、垂直绿化等方式,实现室内外空间一体化,增强

社交功能。 

 

图1  海南大学木棉公寓总平面图(作者自绘) 

 

图2  海南大学木棉公寓居室功能分区图(作者自绘) 

4.4平台起承转合 

因气候影响,木棉公寓屋顶平台未充分利用。复合化设计挖

掘屋顶平台潜力,将其纳入社区学习交流场所。屋顶平台与连廊

相结合,可整合不同宿舍楼,构建完整社区体系。屋顶空间可设

置休憩交流区、活动展览区和运动健身区等,功能多元。 

4.5交通预留转换 

交通空间可与庭院空间复合设计,形成多样化的建筑空

间[15]。木棉公寓通过扩大交通空间尺度,与庭院呼应,设置交流

休憩设施。主要手法包括廊道外扩、廊道内凸、尽端扩大等,

不仅打破单调廊道,形成趣味节点,还保留疏散功能,提升空间

开放性与互动性。 

5 结语 

在“一站式”学生社区等宿舍复合化理念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文章通过AHP量化空间需求,将质量功能展开方法引入高校

宿舍空间复合化的设计研究中,将功能要素进行分析,建立功能

要素的相关矩阵并进行定量评价,最终从空间布局优化、功能弹

性多元、庭院界面模糊、平台起承转合、交通预留转换五个方

面去提出海南大学木棉公寓的复合化设计策略。QFD方法将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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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一站式”学生社区各功能要素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能有

效对需求进行转化,提高建筑设计的效率与质量,以此来期望为

学生社区空间复合化设计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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