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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习教室利用情况优化研究 

——以江苏大学为例 

陈俊岐，李枫秋，胡亦清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公共自习教室利用率低导致的电力浪费十分严重。主要体现在：（1）学生节能意

识不强，教室的晚自习人数较少，却将灯全部打开。（2）学校管理水平不足，开放的教室远大于晚上自习的总人

数。以江苏大学三山楼公共自习教室为例：三山楼共有 97间自习室，虽然开放率在 85%左右，但每间自习室的上座

率不到 10%。以平均每间教室 25根 40W灯管、晚 6：00-9：00开灯三小时计算，平均每个月消耗近 8000kw电能。

因此，要求我们提供一种针对高校自习教室的即使学习需求得到满足也能让使用教室数量最少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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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分析 

在整数规划问题中 0-1 模型可帮助回答管理中出现的“是”与“否”等二元决策问题，得到最优决策的活动安排。本次公

共自习教室优化研究旨在用最少的教室来容纳自习的学生，这是一个分布系统设计的问题，利用 0-1 型整数规划模型可以寻找

到一个最佳方案，从而最终达到节约能源的效果。 

2、模型假设 

（1）只考虑周日至周四晚上 6：00-9：00的自习情况。 

（2）只有晚上 6：00-9：00（因自习教室开灯）会造成电力浪费。 

（3）每个教室均能正常使用。 

（4）学生在自习过程中不会更换教室。 

（5）教室若开放则所有灯都打开。 

3、参数说明 

Ak：表示第 k个教室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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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教室的编号，即为教室数量。 

i：学生的编号，即为学生数量。 

O：保证学生自习舒适度情况下的最高上座率。 

M：在节能减排的情况下，教室的最低上座率。 

4、模型构建 

首先，我们假设两个 0-1变量 yk和 xik： 

 

其次，本次研究的目标是教室数量最少，所以对 k个教室的 y值进行求和得出的就是开放的教室数量，因此可得目标函数：

  

最后确定约束条件，因为每个人只能去一个教室进行自习，所以当我们对同一个人去不同教室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可以得

出以下结果：   

结合 M与 0两个比例，我们设计出即使学习需求得到满足也能让使用教室数量最少的数学模型： 

 

5、参数代入 

经过前期问卷调研和数据的分析计算，我们得出模型涉及参数的具体数值为： 

O（教室最高上座率）=0.4368，M（教室最低上座率）=0.25 

i（学期初江苏大学三山楼晚自习学生数量）=1024 

k（江苏大学三山楼教室数量）=97 

将参数代人搭建的高校自习教室 0-1规划模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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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模型求解 

首先，我们让自习同学全部进入 k=l（即 102教室）。在符合最低及最高上座率情况下 k=l（即 102教室）无法进入时，剩

余同学全部进入 k=2（即 103教室）。如此往复，直到剩余同学为 0时，即表示自习需求被满足，此时统计教室 k被打开的数量

及对应编号，即可知道应该开放哪些教室供学生自习。 

 

结合以上公式具体运过程如下：首先，我们让潜在的三山楼自习同学全部进入 k=l（即 102教室）。 

 

此时表不在符合最低上座率及最高上座率情况下，102 教室（即 k=l）已经无法容纳更多人数，因此剩余同学全部进入 k=2

（即 103教室）。 

 

此时表不在符合最低上座率及最高上座率情况下，103 教室（即 k=2）已经无法容纳更多人数，因此剩余同学全部进入 k=3

（即 105教室）。 

如此往复，直到剩余同学为 0（i=1054）时，即表示自习需求被满足，此时统计教室 k被打开的数量及对应编号，即可知道

应该开放那些教室供学生自习。 

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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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 k=27，i=1054时，三山楼潜在自习人数中第 1054人进入到编号 k=27号教室。表示在满足节能减排及自习舒适度

情况下，三山楼学期初晚自习的潜在学生已经全部进入自习教室进行自习，此时运算结束。得目标函数（即达到满足学生自习

需求的最少自习教室数量）： 

 

7、优化建议 

最后通过结合调研中的自习现象与模型计算的结果，我们对江苏大学三山楼自习教室的使用情况有以下建议： 

（1） 倡导节能减排意识。由于学生追求自习舒适度导致都大量自习教室资源被极少个人所占用的情况，江苏大学三山楼自

习教室管理人员可对校内学生进行节能减排普及教育。 

（2） 加强物业人员管理。针对物业管理人员对三山楼自习的学生人数不明，浪费现象关注度不够，要求教室管理人员做好

对自习相关现象的记录工作，便于应用在今后的管理当中。 

（3） 关闭多余教室。根据本课题得出在学期初江苏大学三山楼的晚自习期间，应开放 k1-k27 号自习教室即可满足学生的

自习需求。 

实际情况中，学期初江苏大学三山楼自习教室开放数量为 83间，结合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经本模型的优化后，三山楼

自习教室利用率提高了 319%，而以平均每间教室 25根 40W灯管、晚自习 6：00-9：00开灯三小时计算，平均每个月将为江苏大

学三山楼节省电能近 6000Kw电能，证明了本模型可取得整体规模上的环保效果，有良好的节能减排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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