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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eomancy theory operation system tradition divides into two main parts, which are the school of Luan Tou and the school of

Li Chi. But process urbanization, modernized vicissitude, housing space appearance already entirely different, the geomancy

development also has the transformation, two school of theory mutual influences interlock. In recent centuries, Feng Shui is nearly

complete formula in verse, the taboo list item by item, in order to the wind naval forces and the populace all may remember, may

bang-bang the upper opening. The geomancy theory and the folk custom have had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 but these taboos form

idee fixe, directly from master to disciple, thus plan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deeply, has affected the environment mold imperceptibly.

This research compiles each house method taboo idea by cultural heritage review, and converts it into more reasonable grade point

data, according to with carry on observing grade point 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university outside of school accommodation space,

from as a result win election fit live and have imperfection to need to take in to improve or isn't suitable for to live suggestion to as

soon as possible move to leave of case. The accommodation space pattern scope of research is to row housing, apartment, single

house, single-storied home,4 types such as hospital or the first floor an one-storied house etc..Use scientific instrument first to aim at

indoor physical environment factor (NO2, VOC, CO2, relative humidity, indoor temperature) to carry on measuring a ratio

rightness. Connect down the outside of school accommo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neighborhood the student is to the big leaf the

interview of the enforcement questionnaire, the cent is carried on with 4, such as health, luck in making money, studies and

relationship...etc. and the collection is visited a student to is subjected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environment influences .Finally

comprehensive above of inquisition and questionnaire result, the exploitation crosses form connection analysis and judge four types

of above study accommodation space environment and be subjected to a house method taboo influence of health, luck in making

money, studies, relationship...etc. are four types of connection strength, find as a result, together pattern accommodation the space

good and bad case of the score fall bad more the big, it health, luck in making money, studies, relationship etc. four types of

connection strengths are mor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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