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专家组评审意见及工程咨询单位修改回复

由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申请，长沙市发改局委托，我单位组织相关专家对《长沙职

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进行评审。会

上，项目建设单位及可研编制单位对项目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对可研报告进行了认

真、细致地讨论和评审，形成如下专家评审意见：

一、总体评价

《可研报告》收集资料较为齐全，报告编制内容及深度基本达到工可报告编制的

要求。

二、建议对下述问题进一步论证与完善

2.1 总图工程

1、文本上写的新征土地 283.425 亩，没国土部门意见，建议把土地的法律手续

完善。

答复：已补充，详见可研附件 7 及附件 8。

2、关于一、二期划分应明确，一期完成项目及二期项目衔接关系。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1.1.5 项目建设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 227943.73 ㎡，

其中一期建设建筑 165220.33 ㎡；二期建设建筑 32901.8 ㎡；保留建筑 29821.6 ㎡。

项目拟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优先建设，二期工程根据学校发展情况择机建设。

一期工程包括 1#机械系实训楼 14460.23 ㎡、2#建筑艺术系实训楼 9337.59 ㎡、

3#图书馆及办公楼 18973.06 ㎡、4#汽车系实训楼 11172.97 ㎡、6#、7#公共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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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备注。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的特殊教育大楼（总建筑面积 32579.2 ㎡）已单独立项，

根据湘发改社会[2012]1748 号《关于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大楼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总投资为 8918 万元，资金来源已落实。日前已完成初步设计

评审，项目概算总投资额为 8917.22 万元。

7、本项目建设内容中还应包括室外配套工程，投资估算里才知道还有大门、围

墙、垃圾站、篮球场等等好多户外工程，建设方案中无说明。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5.1.4 其他配套设施及 6.1.9 室外配套工程。

8、可研报告 13页得知本项目是在雷锋职业中专学校基础上征地扩建，其中要拆

掉大量建筑，请补充拆除费用。

答复：已修改，详见 13.1.1 投资估算依据 中⒆现有建筑拆除费。

9、本项目在雷锋职业中专学校基础上扩建，征地加原有学校土地，共占地面积

379.88 亩，分一二期建设，总新建建筑面积达 227943.73 平方米，在校学生将要达

到 8000 人。现在就要问，这个项目投资这么大，建这么多教育设施，规模是怎么确

的，8000 人怎么来的，有什么政策依据和市场依据？如学生宿舍按人均多少平米建，

根据发展按最大规模要建多少间多少栋宿舍，根据《饮食建筑设计规范》要建多少食

堂等等，不说分析要达到怎样的准确度，但怎要分析论证一下。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5.3 建设规模。

10、建议增加一章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分析与本项目的规模论证。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5.2 职业技术人才需求分析。

11、请增加详细的方案比选。

答复：已修改，详见 5.1.2 新校区建设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方案比选、表 13-5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特教大楼）估算表（比选方案）。

12、对学校新老区域的现状包括地形地貌都没有表述，没有场地标高，地勘报告

也只节选了一部分，所以第 19 页关于竖向规划的描连都是比较空，建议补充一下关

于现状和标高的表述。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6.1.8 竖向设计。

13、总平图除了第一张写了“方案一总平图(比选方案)”外，其他图纸没写出是

方案几，猜测第二张可能是方案二的总平图，而且两张总平图的技术经济指标表也看

不清，建议补充说明。

答复：已修改，详见附图 2-推荐方案总平面图，指标详见 5.1.2 新校区建设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及方案比选。

14、在功能分析图中，用五种颜色标出了校区的五项功能，但有两处地方需要调

整，一是用兰色标出的实习实训区有 10 个兰球场，两栋被保留的学生宿舍，它们应

分属文体活动和后勤服务，应分别用紫色和橙色标出，而规划用地和控规用地现在还

没有确定建什么，应用别的颜色标示出来。

答复：已修改，详见附图 5-功能分析图。

15、在交通分析图里分别用黄色和红色表示内部车行道和步行车道，在消防分析

图里用黄色表示消防车道，两图对比有很大差别，交通图里的很多步行道在消防图里

是消防车道，消防车道是转弯半径要求的，步行道和消防车道的路面结构也不一样；

步行道和消防车道都在这一区域内，可有的路这张图有的那张图没有，那张有的这张

又没有；两张图都有很多断头路，为了解决车辆掉头的问题便设了 5个回车场，其中

两条消防道还穿进特殊教育大搂并在楼内前坪建两个回车场，按道路宽 6 米，转弯半



径 12米算，扣除中间部分，每个回车场至少有 452 平米的硬质地面，五个回车场共

有 2260 平米的硬质地面，这对校园的环境绿化是个很大损失。因此建议道路设计和

消防通道设计作进一步优化。

答复：已修改，详见附图 4-交通分析图。优化消防车道路线设计。因特殊教育

大楼、公共教学楼以及经贸管理系实训楼都是通过连廊连接的，形成了封闭内院，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第 6.0.2 条，有封闭内院或天井的建筑

物，当其短边长度大于 24 米时，宜设置进入内院或者天井的消防车道，而实际设计

中消防部门从严，要求设置。

16、在工程技术方案里，只讲了几栋主要建筑物的平面及剖面设计，大量的户外

工程怎么作没涉及一点，例如校区绿化景观怎么作，道路路面是水泥路面还是沥青路

面，广场是什么铺装，兰球网球羽毛球场是塑胶的还是水泥的等，因为不同的技术方

案造价差别很大，建议适当补充完善。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6.1.9 室外配套工程，增加 6.9 景观设计。

2.2 建筑工程

1、第四章选址论述中应补充增加工程地质灾害情况

答复：已修改，详见 4.2.9 场地地质情况。

2、总平面文字说明中应补充比选方案中有一个是樟园路穿过方案（有会议纪要），

总平面口部及主干道设置，人行、车行应明确，校园内道路路网过密，步行道偏少，

总平 P18“多栋间距均＞25米，满足规划要求”此句不妥，由于总平中扩大房屋间距

而压缩了体育用地，方案中体育场地短缺较大。

答复：因整个校园规模较大，考虑教师职工停车方便，故在教学楼、办公楼及

实训楼处设置停车位，所以并非完全人车分流；总图中教学楼间距大于 25 米，使教

学楼之间提供休息、学习庭院面积增加。校园内主次道路、人行道路修改具体见修

改的附图 4-交通分析图及总平面布置文字说明。

3、消防章节中应在文字中重点论述栋一类房屋及图书馆较复杂的防火要求严格

的有关栋加以分析。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第八章 消防专篇。

4、绿色建筑中提及可再生能源利用（太阳能、空气热泵）应具化，䡨 䢵⠀ 热。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10.怓.비可再生能源利用

热䡩⠀。

5、区总平水、䡨网“用改造情况及 。

答复：已修改，根据建设方提供的条，校区水管道增压泵至水答，

由水答供校区建用水点，校区扩建时除水答， 工程情用有水答之的供水干管校区建筑用水供水䡩⠀校区的水管不 行改造，校区用有的条分流水系。根据建设方提供的条校区配工房内设置有配工及压配工。校区内建筑 配工校区配工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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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消防车道可量少，每求建筑不设环形平行的消防车道。

答复：已修改，有建能使要而设环形道路，详见附图

6-消防分



析图。

7、图书馆消防科在深入探讨，中庭中 3.4 层无逃生出口，1-2 层防火分区增加

面积。

答复：已修改，取消了图书馆中间的敞开楼梯。

8、机械系实训楼，楼梯可设为敞口梯，中间车间高窗应为 FC

答复：机械系实训楼为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5.3.5

第 3 条应设封闭楼梯间，中间车间高窗已做修改，已改为防火窗。

9、汽车系实训楼可改成敞口梯。

答复：汽车系实训楼为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3.5 第 3

条应设封闭楼梯间。

10、公共教学楼 6F建议改成 5F，楼梯可节省为敞口梯，且应有防火防区划分。

答复：为满足教学用房及配套辅助用房的需要，经与校方沟通，教学楼层数不

予调整。

11、学生公寓应增加高度，残障端部电梯将杂物梯改为残障电梯，学生公寓中每

层应把活动空间和改善长廊自然通风

答复：9#、10#学生宿舍在一层已经设计了无障碍宿舍，一是考虑宿舍管理方便，

二是校方要求每层均应设置杂物梯，杂物梯与残障电梯的话会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

故不考虑设置残障电梯；每层增设活动室。

12、学生食堂一次就餐人数 2616 人，总学院 8000 人（不算职工），食堂不够或

开餐时间错时，应在总平面规划中在增加 1-2 座食堂。

答复：食堂按 8000 人的办学规模，一次就餐人数按 90%估，就餐轮换次数为 2

次，那么理论上作为数为 8000*0.9*1/2=3600 座位，按二类餐厅标准 3.2 ㎡/位计算，

食堂面积规模应为 11520 ㎡，实际本项目食堂建筑面积为 12946.54 ㎡，无需增加食

堂，比理论上多 1426 ㎡，是考虑包含了超市和澡堂。

13、总体对办公面积汇总分析，不可超标。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5.3 建设规模。

14、建议优化实训楼、中部厂房结构及对西边建筑进行放坡处理。

答复：因 1#机械系实训楼中间部分的跨度和进深较大，做轻钢结构屋面，做采

光带，既可以改善室内光线又可以使室内净高高些；西边因高差较大，做护坡距离

不够，且要架设天桥，室内采光还是得不到改善，而且还会增加造价，本身靠近西

边的房间对采光要求不高，故不考虑放坡处理。

2.3 电气工程

1、补充《教育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310-2013，核实其他规范是否过时。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6.5.1 工程概况及设计依据。

2、供电方案存在缺陷：1#-4#配电房的确定未对建筑的符合进行分析与计算，特

别是 3#配电房设计不准确（1）630KVA 变压器容量过小；（2）艺术系为高层建筑，需

双电源供电；（3）供电范围过大；630KVA 不能满足。

回复：经过计算，本工程变压器总装机容量为 7530KVA，因本工程为改扩建项目，

学校现有配电房内 630KVA 变压器保留，新建项目变压器总容量为 6900KVA。

在图书馆地下室设置 1#电房，内设高压配电设备及 2 台 1000kVA 干式变压器，

为 5#、6#、7#公共教学楼、3#图书馆及办公楼、4#实训楼（汽车系）、人文信息系实



训楼（二期）供电。

在 1#实训楼（机械系）设置 2#配电房，内设 2 台 1000kVA 干式变压器，为 1#

实训楼（机械系）、经贸管理系实训楼（二期）供电。

学校现有配电房为 3#配电房，内设 1 台 630KVA 干式变压器，为学生公寓（保留）、

教育技术中心（保留）、2#实训楼（建筑艺术系）供电。(学生公寓, 教育技术中心,2#

实训楼用电为错锋运行,变压器负荷可满足要求。)

在特殊教育大楼设置 4#配电房，内设 2 台 800kVA 干式变压器，为特殊教育大楼、

8#体育馆、15#学校运动场供电。

艺术系消防负荷为双电源供电，一路由 3#配电房变压器供电，另一路由 2#配电

房变压器供电，两路电源可满足消防供电要求。

3、弱电设计缺项，其校园智能化系统总体设计不合理，不适应校园内的教学、

科研、管理以及学生生活的总体化应用的发展。建议补充校园信息化应用管理系统、

数字化图书馆系统、学校门户网站、校园职能卡应用系统、校园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等。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6.5.8 弱电设计。

2.4 给排水工程

1、原校区的供水由市政接入的管线，经水塔后的配水管线是否能够继续使用，

不使用请说明理由，使用则新、旧供水要分清工程量。

答复：遵照审查意见，虽校区扩建时水塔拆除，但经水塔后的配水管线仍能够

继续使用，与本期工程的加压给水管网接入，原校区各建筑的给水由本期工程的加

压给水管网直接供水。

2、补充说明原校区的排水体制，原校区的雨水、污水管要根据本次方案设计规

模及功能分区进行重新设计来确定原管线的改扩方案，改造的标准及内容量。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6.4.2.2 校区原有给排水管网的实际情况 根据建设方

意见和排水管网现状，原校区的雨水、污水管本次不涉及其改造，仍利用其原有管

网将原有校区的排水排出。

3、原有校区室内外的消防管网及设施的完善，请明确是否重新走管线装配，还

是只加消防设施。

答复：已修改，重新布置原有校区室外消防管网及设施，详见附图-校区室外给

水的方案设计。

4、雨水量的计算，采用了长沙地区新的暴雨强度公式，建筑屋面、室外的暴雨

重现期 P的取值要随新公式作相应调整。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6.4.7 雨水排放系统。

5、补充校区室外给水、雨水、污水的方案设计：三管线的平面布置、辅助件的

配用原则及标准，附平面布置图、工程估算表。

答复：已修改，详见附图 10-给排水总平面图及投资估算表。

6、学校运动场及球场，先要定方案设计标准，然后做好各场地周边的截水系统，

布置好场地面排水收集系统，要补做方案设计。

答复：已修改，详见附图 10-给排水总平面图。

7、室外给、排水工程的估计，应按方案设计及采用的标准估算经济指标，以延

长米计算。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2.5 造价工程

1、可研估算基本达到编制深度要求，所采用的计价办法与取费依据、原则、格

式及经济指标基本合理，建议下阶段优化与深化方案设计，细化投资内容计费，查漏

补缺，提高造价精准度。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2、项目提供了两个方案经济比选，但方案技术比选在文本中不够充分，优劣不

明显，建议补充与完善。

答复：已修改，本项目比选方案中有樟园路穿过校园，该路需采用路堑式从地

下穿过新校区，因地下穿过开挖增加大幅度经费，经相关部门多次专题研究，考虑

不采用此方案。

3、本项目的建设原则“统一规划、一次拆迁、分期建设”，建议在文本中增加二

期方案总图布置及二期投资，形成整体概念。

答复：已修改，附图 2-推荐方案总平面布置图已经包含二期工程，本项目投资

仅考虑一期工程。

4、本项目已进行地质详勘，请在文本中补充相应地质剖面图，基坑三面图，并

完善地基基础和室外工程的设计。基坑深度从文本无法得知，建议文本补充基坑开挖

及支护止水方案，并依方案量化计价，包括地下室基坑土方的合理利用与调配。

答复：已修改，该项目地下室很浅，基坑及土方工程费用已包含在项目单体地

下室土建工程费用中。

5、图书馆及办公楼 18973 平方米，采暖通风工程 120 元/m2，如考虑中央空调就

偏低，建议消防泵、消防报警工程分别强电、给排水工程指标。

答复：已修改，没有采用中央空调，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

建设一期工程（不含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6、装饰工程包括的内容指室内二次装修部分，建议公共教学楼 400 元/m2 调到

500 元/m2，实训楼 350 元/m2 调至 400 元/m2，食堂等 400 元/m2 调至 500 元/m2，学

生宿舍 250 元/m2 调至 400 元/m2，其给排水工程 50元/m2 调至 70 元/m2。

答复：已修改，根据实际造价情况修改完善，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

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7、室外工程绿化道路指标适当上调，并补充室外电力管线铺设工程费用，增加

可靠性供电费用 6900kvA*330 元/KVA=227.7 万元（新增）。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8、配电房费用 1400 元/KVA，新增 5000KVA，计算费用 700 万元，欠准确，请结

合图纸核实。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9、一期推荐方案整体指标偏低，且分项估算指标无针对性、差异性，部分指标

缺乏依据，存在个别缺项漏项，具体表现在：

①投资估算中公共教学楼、汽车实训楼、机械系实训楼、学生食堂、大门土建指



标均为 1500 元/m2，图书馆及办公楼、实训楼（汽车系、机械系、建筑艺术系）和体

育馆给排水及消防工程指标均按 120 元/m2 计，事实是这几个单体层数与层高各不一

样，功能要求也各不相同，故在建筑结构与设备安装的投资估算上也就不能一概而论，

一个指标到底。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②地下室工程估算中不管有无人防，均为 2400 元/m2，没有差异性，建议编制单

位分带人防与不带人防按面积指标计土建费用，且目前估算指标偏低。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③文本与设计图纸对项目的总图均没有明确的设计与文字说明，请补充，明确各

建构筑行的结构横断面形式，否则大门（含门卫房）、室外配套的运动场、绿化、道

路及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自行车棚、围墙、电力管线土建等的指标均

无依据；，同时室外管网建议分管网类别（如雨污水管网、给水消防管网、燃气管网

等）按数量及内容计费。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④建筑外立面装修含在建筑单体的指标中，但估算中的装修工程是否含二次装

修，若含，请在文本中依据建筑功能明确相应的二次装修要求，适当提高装修指标。

答复：已修改，装修做法详见 6.2 建筑设计。

⑤漏计现有建筑的拆除与清理、学生食堂的燃气工程，学生宿舍的热水供应系统、

地下室的基坑支护与土方开挖回填、室外挡墙与护坡等。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10、变配电所和门卫建筑建议列面积计价，设备列清单计费；同时建议将专变与

公变分开计列。

答复：已修改计价方式，另本项目不存在“专变”及“公变”说法，全部是专

变。

11、工程建设其他费中建设单位管理费按财建[2002]394 号文的 30%计、人防易

地建设费计费文件及计算错误、勘察费已发生建议按实计取、报建费请按现行标准计

足、保险费建议按 0.4%计取；取消招标代理服务费；补充清单初审费、工程质量检

测费、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高可靠性供电贴费、绿色建筑及节能评估费、建设工

程交易服务费、水电气增容费、渣土卸区占用费及建筑垃圾处理费、地质灾害及地震

安全性评价费等。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12、土方工程费用（346 万）建议纳入工程建设费。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13、征地拆迁费单列于预备费之后，不作为工程建设其他费及预备费的计费基数。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设置太阳能卫生热水系统、中水回收利用系统、室外光电式路灯、变配电节能监测

等。

三、教育局

1、调整人防易地建设费用。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2、补充前期管理费用及建设单位管理费用计算依据。

答复：已修改，前期管理费用为建设单位在前期工作中实际发生的费用，本项

目由于采用了代建制，建设单位管理费按财建[2002]394 号的 30%计算

3、取消中央空调。

答复：已修改，本项目单体建筑没有采用中央空调，除教室、宿舍外，全部采

用分体式空调。

四、财政局

1、投资规模达 8.1 亿，较 2012 年纪要按 5 亿控制有较大提升，其资金来源中依

靠办学节余资金弥补投资不足不可行，其主要需用于保运行，建议进一步落实资金来

源。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13.3 资金筹措

2、投资造价构成较粗，需按分部分项工程进一步细化。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表 13-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不含

特教大楼）估算表（推荐方案）。

3、建设规模未按有关控制要求进行控规明细说明。

答复：已修改，详见可研 5.3 建设规模。

4、文本有少许文字错误，第一页“黑石铺校区”与附件“新开铺校区”不符，

请核实。

答复：应为”黑石铺校区”。

五、人防办

1、建议在一期中考虑设置人防战时电站。

答复：根据人防办 2014 年 7 号文，人防面积超过 5000 平米才须设置人防电站，

本次一期工程人防面积为 4800.5 平米，可不设置；人防战时电站在二期中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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