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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B_98_E5_B1_82_E5_c57_584098.htm 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即将到来的21世纪阄是住处时代。办公建筑作为收集和

处理信息的主要场所之一，将在信息社会之中获得巨大的发

展。据预测，至下个世纪的中外，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办

公建筑中工作，所以日本建筑师林昌二将下个世纪称为“办

公楼的世纪”。 超高层办公建筑作为办公建筑的一种类型，

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50层的深圳国贸中心，53

层的北京京广中心，63层的广州国际大夏、68层的深圳地王

大厦和80层的广州中天广场相继拔地而起。高度将超过西尔

斯大厦而居世界首位的上海浦东96层办公楼也已开始动工。

短短十几年，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发展是惊人的。然而我们必

须看到，超高层办公建筑耗资巨大、技术复杂、体量庞大，

容纳了大量的人员和活动，必将在交通景观等各方面对人聚

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超高层办公建筑如不加控制

地发展必将是破坏性的。所以，研究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可持

续设计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就以下问题进

行探讨： 一、超高层办公建筑这一建筑类型是否符合人聚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超高层办公建筑对人聚环境的持续发

展有许多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①超高层建筑要比同等

面积的多层建筑消耗更多的资源、人力和财力。②超高层办

公建筑为保持正常的运作，在电梯、空调、供水、供暖、管

理等方面要多消耗大量的能源。③超高层办公建筑如遇地震

、火灾等灾害，易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损失。④超高层办公建



筑体量巨大，在城市空间、日照、电磁辐射、几环境和景观

等方面都容易对城市环境及周围建筑产生不利影响。⑤超高

层办分建筑将大量人员聚集在一起，势必给城市交通带来极

大的压力。⑥超高层办公建筑使人远离地面和自然环境。容

易形成对人类健康不利的室内环境，诱发高层综合症。所以

，在建多层和高层建筑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不应提倡建

超高层建筑，然而在大城市中，超高层办公建筑也有利人人

聚环境持续发展的一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超高层建筑

可以节约大量的土地，能在有限的地面空间之中争取到更多

的办公面积，并有利于市政设施的节约和办公效率的提高。

如将节约下来的土地的用作交通、绿化用地或辟为城市开放

空间，将使城市人聚环境大为改善。同时，智能化的超高层

办公建筑造型挺拔，经妥善处理后还可丰富城市景观，提供

标志性建筑。 在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权衡之中，有两点值得重

视：一是所有的影响因素并非等量，有些因素比较难替代的

，例如超高层的节地特性。中国幅员辽阔，但人均土地拥有

量仅为世界人均数的30%，专家预测下个世纪中国人口将达16

亿，届时土地资源的危机将更加突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

高层、超高层建筑是一种较为行之有效的节地形式，对于用

地紧张的大城市具有突出的意义；还有一些因素的影响是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减轻和解决的，例如交通组织和景观。对这

一问题的考虑不能脱离具体城市环境，吼不能脱离当时具体

的社会经济条件。必须看到，中国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发展是

在价飞涨的条件下由房地产商业利润推动而实现的，有其经

济上的必然性。离开了对经济因素的考虑磁针 使我们的结论

缺乏实践上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在一般中小城市不宜提倡



建超高层建筑，但对于用地十紧张的大型、特大型城市而言

，超高层办公建筑在适当环境条件下是可以满足人聚环境持

续发展的要求的。但对超高层办公的立项、选址、高度控制

等关键性问题必须谨慎对待，反复论证。同时在设计过程之

中也应该尽量充分发挥其有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从而实

现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可持续设计。 二、超高层办公建筑如何

实现可持续设计 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可持续设计是一个牵涉到

多种学科的复杂的综合性课题，它所包含的内容归纳起来主

要是要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 （一）宏观层保护自然生态环

境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理应成为现代人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超高

层办公建筑作为建筑领域的最高成就之一，在向重力和高度

挑战的同时自身也蕴藏了大量会影响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因

素，例如对能源和资源的浪费。超高层办公建筑可持续设计

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参量的流动、转换与

传输是生态系统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以实现的基本条件。70

年代走向表面化的能源危机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能源问题已

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重挑战。统计表明，建筑耗能占人

类总能耗30%左右，而超高层办公建筑的能耗则有可能高达

普通公共建筑的6~8倍，超高层办公建筑的节能设计是项综合

性课题，涉及设备、管理等各方面。从建筑的角度讲，合理

的组群布局、体形选择和构造处理等都将使节能取得明显的

成效。SOM事务所在沙特阿拉伯设计的吉达市国际商业大厦

紧密结合了当地的气候特点，采用V字形平面，创造了三个

内凹式的空中庭园。大厦外立面多为实墙，玻璃窗只开在空

中庭园内侧，避开了灼热的直射阳光，大大降低了空间能耗



，收到了良好的节能效果。香港汇丰银行大厦在13层设有大

型可调节阳光反射板，改善了室内照明条件，是利用高科技

节能的又一个实例。近年来许多高层建筑在外墙材料的构造

上作文章，如采用新型复合墙体、中空玻璃、“可控双壁体

”系统等等，也能收到良好的节能效果。马来西亚建筑师杨

经文博士致力于热带地区高层建筑的节能研究，其建筑的成

来西梅拉纳商厦运用生物气候学原理，通过平面布局，徒刑

设计和构造设施等方面的特殊处理，取得了明显的节能效果

。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研究所林宗洲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合

理的节能可以使超高层建筑的能耗减少30%以上。 由于土地

退化和人口激增而日益严重的土地危机目前正威胁着人类的

生存。超高层办公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节地的建筑形式，其可

持续设计可求充分挖掘潜力，扩大节地成果。香港时代广场

位于铜锣湾传统购物区，地段狭小且紧邻拥挤的街道。建筑

底层架空，与街道空间连为一体，大大提高了购物者的流通

效率。这种将地面还给城市空间，用地而不占地的设计可收

到良好的节地效果。除此之外，开发地下空间，提高标准平

面利用系数也都是行之有效的间接节地方法，在这方面，日

本东京新宿区的东京都新市政厅舍大厦便是很好的实例。 此

外，采用先进的结构方案以节约钢材（例如香港中银大厦）

和“中水回用”等技术节约水资源以及纸张垃圾的回收再利

用等等也都是超高层办公建筑可持续设计应包括的内容。 （

二）中观层次改善区域城市环境 从生态的观点来看，城市是

一个以人为主体的复合生态系统。作为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超高层办公建筑应该成为城市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担负起改善区域城市环境的重任。 城市绿地无论对自然生态



环境还是区域城市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祖刚选择曾提

出：为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每个项目必须保证25%到30%

的绿化面积。实际上，位于城市中心区的超高层办公建筑往

往由于用地的紧张而难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办法除了完善

有关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以外，还可以依靠屋顶花园的开发。

香港太古广场位于中环与湾仔之间，设计巧妙结合地形，在

三层大型购物中心的屋顶上遍植花木，形成郁郁葱葱的屋顶

花园，并在花园之中设法保留了一棵百年的大榕树。四幢50

多层的超高层办公、酒店大厦位于屋顶花园之上，组成一个

集购物、餐饮、休闲、办公、旅游业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

体，极大地改善了该地区的环境素质，是综合解决城市中心

区功能、交通、景观和环境的城市成功实例。美国东南商务

中心在半室外广场种植大量树木。也收到了良好的绿化效果

。对于拥有铃铛幢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城市中心我，集中整体

绿地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将起到更大的作用，例如位于香港中

环商务中心区的香港公园。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城市设计国际

竞赛中，里查罗杰斯和伊东丰雄的参赛方案都采用了大块集

中绿地作为CBD的中心。 交通系统是城市的命脉，超高层办

公建筑聚集了大量的人员，极易给所在城区带来巨大的交通

压力，影响城市的持续发展，解决的办法唯有依靠由地面交

通、地铁和架空步道等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超高层办公建

筑的可持续设计必须解决好与交通系统的衔接问题，做到建

筑交通一体化。法国巴黎方斯新区高层建筑群坐落在巨型架

空板上，全部机车均在架空板下行驶，人车分流，保证了新

区环境的安静与畅达。纽约世贸中心妥善处理步行、地铁和

架空步道的交通组织，并形成一个延伸一箭双雕大西洋海湾



的休息平台和交往广场，很受市民欢迎。香港在建筑交通一

体化方面有资金成功的探索，如太古广场，人们可以在购物

商场内通过地铁或架空桥方便地进入港岛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78层香港中环广场建筑底层局部架空用作停车场，工作

人员由自动扶梯送到二层再转乘电梯。二层的架空步道直接

与建筑的二层大厅相通，步道的造型与面材都与建筑的裙房

部分浑然一体。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可持续设计又要求内部功

能的综合性，即建设融办公、居住、餐饮、购物等多项功能

于一体的“城市之城“，这样便可将部分交通量内部消化。

诺曼福斯特在日本设计的千听塔便是这样的例子。这座圆锥

形塔体的高度约是西尔斯大厦的两部，建成后将容纳5万人在

其中工作和生活。 城市环境的持续发展还应包括人文环境。

对于超高层办公建筑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对城市传统建

筑文脉的继承，在这方面SOM事务所的几个超高层近作引人

注意，高达126层的俄罗斯塔位于莫斯科。其顶部处理令人联

想到俄罗斯教堂的穹顶；位于雅加达高达70层办公大楼的顶

部构思来源于印尼古老的佛塔；体态酷似中国密檐塔的浦

东88层金茂大厦更是为人熟知。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超高建筑

西萨佩里设计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城市中心双塔也运用了独到

的平面处理以求得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新近落成的广州

市长大厦、大都会广场超高层建筑群运用古典风格的入口广

场来作为城市与建筑的过渡空间，意在以此寓意广州的市民

文化及建筑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文化精神。通过这些用现代建

筑语言诠释传统建筑文脉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设计者对城市

传统人文环境的尊重与关注。 超高层办公建筑对城市环境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还包括城市风环境、日照与电磁辐



射、城市空间及城市景观等等。这些问题都急待我们去进一

步探索。 （三）微观层次营造健康工作环境 研究表明，只有

当室外内环境的各项物理、化学指标同人类的生理和心理要

求相吻合时，才可能使工作者保持身心的健康和工作的高效

率，从而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然而当今超高层办公建筑的

室内环境却恰恰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头晕、气闷、紧张、

工作效率低下已成为当今普遍的“高层建筑综合症”。究其

原因，超高层建筑在风力作用下的位移、远离地面自然环境

，空气调节系统新风量不够和有害建材和装修材料是主要的

因素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可持续设计要求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

改善，营造健康的室内工作环境。 超高层办公建筑健康室内

环境的形成同样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结构安全性的保证

、空调系统的改进、防灾适灾能力的提高和无公害建材的使

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建筑设计方面，为克服远离地面自然

环境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近年来出现了所谓的“绿色大厦”

，其手法是在超高层办公建筑之中设置大量的空中庭园，将

阳光、新鲜空气、水、植物等自然因子引入室内，创造“类

地面环境”来减少远离地面对人心理和生理的不利影响。诺

曼福斯特设计的法兰克福卡默卡兹银行总部大厦是其中的代

表作：大楼标准层采花瓣式平面，立体旋转式布置，每隔三

层便设一个空中庭园，园中种有大量植物，全新的设计意念

使其内部办公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可持续

设计作为人聚环境持续发展系统工程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实

现不仅要依靠多学科的协同攻关，更要依靠相关政策法规的

制定和完善。超高层办公建筑的使用寿命一般在百年以上，

我们今天所做的设计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城市人



聚环境产生影响，所以对超高层办公建筑的可持续设计进行

深入研究已成为各国建筑师的共同使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