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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校园命名方案 

 
（一）校园概况 

学校校园由南湖校区、马房山校区、余家头校区构成。学 校

建筑、道路、景观、校门等命名分别按南湖校区南院、南湖 校区

北院（原鉴湖教学区）、马房山校区东院、马房山校区西院、 余家头校区

分片命名。 
 

 
 
 
 
 
 
 
 
 
 
 
 
 
 
 
 
 
 
 
 

各校区示意图 

1.南湖校区 

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南湖湖畔，雄楚大道将南湖校区分隔为 南

院、北院，占地面积 138.12 公顷。南院东望书城路，西望丁 

字桥南路，南接文治街，东北连雄楚大道，西北接岭南路，规 

划布局基础学科、人文社科、新兴交叉学科及相关工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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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东望珞狮路，西望石牌岭路，南接雄楚大道，北连洪达巷， 

是马房山校区与南湖校区南院的连接区域，规划布局以 IT 为特 

色的大信息学科。南湖校区是学校重点打造的主校区。 

2.马房山校区 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两侧，北接街道口

，西侧与湖 

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毗邻，东侧与华中师范大学毗邻，南抵洪 

达巷和珞桂路，占地面积 74.4 公顷。因占据马房山而形成学校 

独特的地理标志。珞狮路将马房山校区分割为东院、西院。西 

院规划布局材料学科，东院规划布局机电和汽车学科。该校区 是

学校传统特色校区。 

3.余家头校区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以和平大道为北界、联盟路为东界、 

铁机路为西界，被友谊大道分割成南北两个区域，占地面积 

57.67    公顷，规划布局交通学科，具有鲜明交通学科特色。 

（二）原则思路 

《武汉理工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2020 卓越行动计划）》 所提

出的“完成体现学校大学精神和核心价值追求的校园建筑、 道路、

广场、绿地、景观等统一命名”为本次命名的总原则。 

1.遵循校园规划 

（1）遵循校园总体规划所确定的“三区五片”格局。“三 区”

即南湖校区、马房山校区、余家头校区，“五片”即南湖校 

区南院、南湖校区北院、马房山校区西院、马房山校区东院、 余

家头校区，即“东、西、南、北、余”五个片区。 

（2）遵循校园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学科整体布局，“三区五 片

”的建筑、道路、景观等命名要体现相应的学科特色。 

2.体现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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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保留  2007  年对老校区的部分道路、景观等命名， 

充分体现学校强大的三大行业背景和鲜明的行业特色。 

（2）适当体现原三校校名及相关特征，以尊重学校三校合 并

组建的历史渊源，维系原三校校友情感。 

（3）把对学校发展有历史贡献的文化名人纳入本次命名

， 

对材料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等予以突出。 

（4）保留原三校约定俗成的命名，对各校区长久以来已经 习

惯的名称和已经固化的名称进一步规范。 

3.突出地理标志 充分体现学校所处地理位置、传统地名及环

境特点，突出 

马房山、南湖、鉴湖等地理标志。 

4.彰显文化价值 在充分体现学校核心价值追求和办学思想

体系的基础上， 

适当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 

5.留有命名余地 对部分规划建设及思考不成熟的建筑、道路

、景观等暂不 

命名，为未来社会捐赠、文化名人留下命名空间，为校园未来 

命名留有余地。 

（三）具体命名 

1.南湖校区命名（见附图） 南湖校区作为主校区，命名体系

主要体现学校大学理想、 

核心价值追求、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体系，以及相应的学科特 色

，打造具有武汉理工特色的校园命名体系。 

（1）南湖校区南院 主要体现学校核心价值追求和办学思想

体系，突出学校办学思想文化特色。保留传统的梅岭、伯乐

山、龙韵湖、博学广场、厚德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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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思园、校友林等命名。 南湖校区南院标志建筑——南湖图书

馆命名为心至楼（体现理工大人“心所至，无所不至”的至

高人生境界，与其北侧 基座镌刻的“建设让人民满意、世人

仰慕的优秀大学”崇高大 

学理想相呼应）。以心至楼为核心，以理工大道（原马房山校区 的

理工大道名称移至主校区）为主要景观大道，整个南院分为 

东、南、西、北四个命名区域。 

以学校校训“厚德博学 追求卓越”（学校大学精神）为命 

名依据，以理工大道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命名区域。理工大道以 

北区域为博学区，从理工大道往北的建筑、道路、景观等依次 

命名为：心至楼、博学广场、博学路、博学楼群（原新一、新 二

、新三、新四教学楼）、梅岭路（与梅岭相呼应）；其中，博 

学楼群按照方位分别命名为博学主楼、博学东楼、博学西楼、 

博学北楼。理工大道以南为厚德区，从理工大道往南区域的建 筑

、道路、景观等依次命名为：厚德广场、厚德楼、厚德路。 

以学校卓越教育理念“以智慧引领人生，以卓越引领社会” 

为命名依据，契合南北向两条弧形主干道的地理特征，以南北 中

轴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命名区域。 

南北中轴线以东区域为卓越区，体现“以卓越引领社会” 

的文化内涵。从南北中轴线往东，道路分别命名为卓越路、登 

临路（取自张清杰校长在给  2011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登 

临人生：确立一种人生态度》）、大创路。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命名为大创园，与大创路相呼应。大创园 1-5 号楼分别命名为 

立德楼、立功楼、立言楼、立行楼、立心楼（源自《左传》“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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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为天地立心”和“行胜于言”等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意 

喻人的学习、创新、成才逐级提升追求卓越的过程）。学生宿舍 命名

为卓园、越园，按照“园+舍”进行编号，具体楼栋分别为 卓园 1 

舍、2 舍、3 舍、4 舍、5 舍；越园 1 舍、2 舍、3 舍、4 

舍、5 舍、6 舍、7 舍。 

食堂命名为卓苑食堂（待建）、越苑食堂。 南北中轴线以

西区域为智慧区，体现“以智慧引领人生” 

的文化内涵。从南北中轴线往西道路分别命名为智慧路、思睿 

路（取自《尚书·洪苑》“思睿观通”，是智慧的另一种表达）、 慧

园路。学生宿舍命名为智园、慧园（柳园路孵化楼三期学生 

宿舍），按照“园+舍”进行编号，具体楼栋分别为智园   1  舍、2 

舍、3 舍、4 舍、5 舍、6 舍、7 舍、8 舍、9 舍、10 舍、11 

舍、 12 舍、13 舍、14 舍；慧园 1 舍、2 舍、3 舍、4 舍、5 舍、

6 舍。 

食堂命名为智苑食堂、慧苑食堂（待建）。 

学院、科研中心、实验楼及体育场馆原则上按照实际功能 命

名，分别为资环学院楼（待建）、化生学院楼、土建学院楼（待 

建）、文科楼（待建）、理学院楼群（力学楼、物理楼、数学与 

统计楼、理学院楼）、管理学院楼、经济学院楼（待建）、南湖 体育

中心（南湖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等。 

南侧临文治街校门，命名为南院南门（卓越门），为卓越路 

的起点。东、西校门依照文荟街属地名称分别命名为文荟东门、 文荟

西门。临雄楚大道校门命名为雄楚门。 

（2）南湖校区北院 

以体现大信息学科特色的 IT 楼为中心，构成整个校区命名 

特色。 

保留传统的鉴湖、鉴湖路、工大路、学海园区等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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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院主要地标的原鉴主教学楼恢复传统名称 IT 楼，以 

汉字谐音爱特楼命名，既体现信息学科特色，又含有现代网络 符

号@的含义。原鉴一教学楼更名为北院第一教学楼（简称北 教一

）、原鉴二教学楼更名为北院第二教学楼（简称北教二）， 

原鉴三教学楼更名为北院第三教学楼（简称北教三）、原鉴四教 

学楼与学海园区隔工大路相望，命名为学海楼。 学海园区西

侧南北向道路命名为学海路，学海园区北侧与 

工大路相连道路命名为工大侧路，与鉴湖路、工大路共同构成 

北院道路骨架。 学生宿舍按照“北+舍”进行编号，具体楼栋分别为北  

1  舍、 

2 舍、3 舍、4 舍、5 舍；学海园区分别为学海 1 舍、2 舍、3 舍

、 

4  舍、5  舍、6  舍；沿工大路新建的孵化楼二期学生宿舍因与

学 海园区一体，沿用学海园区编号序列，分别为学海  7  舍、8  

舍、 

9 舍等。 

北院食堂分别命名为雅苑食堂、韵苑食堂。 北院临雄楚大

道校门命名为鉴湖大门，沿工大路校门按照 

从南至北方向按工大路  1、2、3  号门依次命名。 

雄楚大道地下通道将整个南湖校区连成一个整体，为与其 

他雄楚大道地下通道区分，命名为南湖地下通道，集中体现

南 

湖主校区地理标志。 

2.马房山校区命名（见附图） 马房山校区命名，首先是突

出马房山这一重要地理标志， 

与武汉主要高校居山而建的校园特征一致（武大珞珈山、华师 

桂子山、华农狮子山、华科喻家山等）。理工大道更名为马房山 大道



7  

，马房山通道地面广场（俗称理工广场）命名为马房山广 

场，马房山综合大楼更名为马房山大厦，与市政命名的马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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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以及位于马房山东西两院的飞马广场、马房山景观石、 

拴马石等共同构成马房山系列命名，形成学校马房山文化标志。 

（1）马房山校区西院 保留建材路、建工路、飞马广场、

杜鹃园、樱花园、逸夫 

楼等命名。 

以西院优秀历史建筑群为参照，保留西院传统的东西对称 

的命名体系：东品、西品、东实验楼、西实验楼、东教学楼、 

西教学楼等。 

以飞马广场为标志，取飞马腾飞之意，将原第一行政楼命 名

为腾飞楼，象征学校向美好的未来腾飞。以腾飞楼为中心， 

东西两侧道路分别为腾飞东路、腾飞西路。原第二行政楼更名 

为校友之家，原西院建筑馆更名为珞樱楼（以体现珞狮路和樱 

花园在此交汇以及落英缤纷之意境）。樱花园至西院幼儿园道路 

命名为珞樱路。沿西院运动场直达马房山大道的道路是工大路 

的北部延伸，命名为工大北路。 原西院机电大楼（现材料学院办

公大楼）命名为工大楼， 

与东院的武工楼相对应，共同承载原武汉工业大学和武汉汽车 

工业大学的办学历史和记忆。其周边配楼依照方位命名为工大 楼

东配楼、西配楼、南配楼。 

原新材所楼命名为润章楼，以纪念我校新材料学科开创者 

袁润章老校长。新规划建设的硅酸盐材料大楼命名为修吉楼， 以

纪念我校传统材料学科的奠基人冯修吉教授。光纤中心楼命 

名为德生楼，以彰显学校第一个本土院士姜德生教授对光纤传 

感学科领域和本楼栋规划建设的重要贡献。润章楼、修吉楼、 德

生楼与逸夫楼一起，共同组成学校历史文化名人楼群。 

西院学生宿舍，按照 “西+舍”进行编号，具体楼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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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 1 舍、2 舍、3 舍、4 舍、5 舍。 

西院教学科研及服务用房原则上按照实际功能命名。测试 中

心、马区教职工活动中心、西院体育馆、图书馆、医院、幼 儿园

等名称保持不变。 

恬园食堂更名为恬苑食堂。 

西院校门命名以西院大门为起始，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 

命名为西院大门、西院南  1 门、西院南  2 门、西院小北门

。 

（2）马房山校区东院 

保留武工楼、莘子苑食堂、思源广场、桂竹园、神龙园、 

桂竹园南路、桂竹园北路、神龙园路等名称。 

从汽车学院楼到马房山路的主干道命名为武工路，与武工 

楼相呼应。原大学生服务中心办公楼命名为思源楼，与思源广 

场相呼应。 

原东院第一教学楼命名为致远楼、东院第四教学楼命名为 

弘毅楼（源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原东 院第

五教学楼命名为玉成楼（源自《诗经·大雅》“玉汝于成”， 

意喻成大器必须经过磨炼）。原东院综合楼命名为求实楼，以传 

承原三校校训中所弘扬的“求实”精神以及“三强人才”培养 

中的实干精神，其附楼按方位分别命名为求实楼东附楼、西附 

楼。西南门至武工路道路命名为大成路，寓意学生就业成才， 

与就业中心楼相呼应。沿机电学院楼、东院工程训练中心的主 

干道命名为机电路，突出机电学科特色。 

东院学生宿舍，按照“东+舍”进行编号，具体楼栋分别为 

东 1 舍、2 舍、3 舍、4 舍、5 舍、6 舍、7 舍、8 舍、9 

舍、10 舍、11 舍、12 舍。 

东院教学科研及服务用房原则上按照实际功能命名。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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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楼、机电学院楼、东院工程训练中心、就业中心楼

、东院 

体育馆、图书馆、医院、幼儿园等名称保持不变。 田

园风味食堂更名为临桂苑食堂。 东院校门命名以

东院大门为起始，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 

命名东院大门、东院小东门、东院南门、东院西南门。 

3、余家头校区命名（见附图） 余家头校区命名体

系基本维持原有格局，保留余区教学大 

楼、东配楼、西配楼、水运湖、百花园、青年园、交通路

、水 

运湖路、青年园路及学子路等名称。 余区行政楼更名

为综合楼，原合班教室更名为西合楼，原 

航运大楼命名为航海楼，原余区化学楼命名为交运楼，

原政院 

楼命名为社科楼，原余区工会楼更名为余区教职工活动中

心。 余家头校区教学科研及服务用房原则上按照实际

功能命名。 

港口大楼、物流学院楼、流体力学楼、航海体能中心、余

区大 

学生活动中心、风雨操场、余区图书馆、医院、幼儿园等

名称 不变。 

余家头校区学生宿舍，按照具“余区+舍”进行编号，

具体 

楼栋分别为余区 1 舍、2 舍、3 舍、4 舍、5 舍、6 舍

、7 舍、8 舍、9 舍、10 舍、11 舍、12 舍、13 舍、14 

舍、15 舍。 

余家头校区食堂，承袭该校区的历史，分别命名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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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一 

食堂、水运二食堂、水运三食堂。 余家头校区校门命

名以临和平大道校门为起始，按逆时针 

方向分别命名为余区  1、2、3、4、5 号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