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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A8_E4_B8_AD_E5_c57_612669.htm 总造价3776.70万元的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建成使用仅7年，但当地政府决定4月爆

破拆除，在原地新建一座商业高楼。 其实，类似的建筑物“

短命”十分普遍。一座本可使用50-100年的建筑，却因种种

原因被“一炸了之”，导致“报废期”大大提前。在爆破声

中，许多正值“青壮年”的建筑物纷纷夭折，造成社会财富

的巨大浪费，又严重污染生态环境。 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正

在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善用社会资源、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类似“短命”建筑等隐性浪费现象同样与建设“

节约型社会”的精神相悖，急需制度手段遏制它们的产生和

泛滥。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应针对当前

“短命”建筑无人负责、政府“埋单”的现状，建立决策失

误责任追究制，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遏止“短命”建筑现

象的蔓延。同时，重大城市建设项目无论是新建还是拆改，

都应组织专家严格论证，并广泛征求民意。 “短命”建筑物

浪费惊人据称，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1997年12月开

工兴建，2000年9月底交付使用，这幢22层98米的高楼总造

价3776.70万元。2007年12月，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搬迁

，高楼便闲置起来。最近，一些工人和车辆进入医院，开始

对高楼和周边的几座建筑敲敲打打，巨大的玻璃外墙支离破

碎，窗户和门被拆卸下来运走。 建成使用才7年的无锡市第

一人民医院综合楼将于4月爆破拆除。消息一出，这幢22层98

米的高楼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热议。一些市民责备政府



没有从长远和科学来规划，高楼的炸掉更不符合节约型社会

的要求。而政府则希望市民理解，立足长远辩证地看待地块

性质调整和高楼的爆破。相左的观点也显现出城市建设中急

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其实，类似的建筑物\"短命\"已非个案。

去年1月6日，设计寿命为100年，有“西湖第一高楼”之称

的22层67米高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在仅仅走过它

生命历程13年的时候被爆破拆除。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

省青岛大酒店总高62米，全部使用钢筋混凝土建设，被爆破

公司形容为“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然而在不久前的一声巨

响中，这座曾经是青岛市标志的“碉堡”在3秒钟内爆破倒塌

，未来将被三栋总面积8万平方米的商务写字楼取代。而此前

不久，为修建地铁枢纽，上海也刚刚拆掉了四平路和大连路

口的一栋上世纪80年代的高层建筑。没有人可以漠视中国城

市建设中的一大“异象”：一则楼宇“成功实施定向爆破”

的消息背后，几乎都是一段建筑“短命”史。 在日新月异的

城市中穿行，不难发现：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一处

处我们曾经熟悉的地方在不经意间已悄然改变。 以北京为例

，沿东三环转了一圈，发现沿途半数以上都是10年内的新建

筑，稍微老旧一些的楼房墙上不少都画着鲜红的“拆”字。

被称为古都的北京，除了一部分被列为文物古迹的重点建筑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建筑已难觅踪迹，70年代的建筑也所剩

无几，始建于1976年的前三门地区建筑群已列入政府拆迁计

划，很快就该轮上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房屋建筑了。 如北

京中体博物馆从1990年建成使用，到出现承重钢梁断裂等重

大安全隐患，满打满算也只有15年，离重要建筑主体结构的

耐久年限需达100年的要求相差太远。还有极端的例子，重庆



市一幢名叫隆盛大厦的高层建筑，因为规划改变，从交房到

被拆仅有6个月时间。 相对于“短命”的商业服务类建筑，

民用住宅的寿命也短得可怜。据建设部统计，我国各类建筑

物正以每年5亿多平方米的规模剧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实

际寿命仅仅30年，远低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年限

。最大原因正是大量的城市建筑被提前终结生命。 我国《民

用建筑设计通则》中已明确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

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到100年。然而

，现实生活中，我国相当多建筑的实际寿命与设计通则的要

求相距甚远。与历史对比，史上存在时间短暂的隋朝所建造

的赵州桥屹立于世1400多年至今至今依然岿然不倒，它带给

掌握现代建筑技术的现代中国人的启示不可谓不深远；与欧

洲住宅平均寿命在80年以上相比，我国住宅的平均寿命却不

过三四十年。 此外，处于露天环境下的桥梁耐久性更令人担

忧。目前在役的混凝土桥梁出现钢筋锈蚀、混凝土开裂现象

十分普遍。如国内最早建成的北京西直门立交桥因质量问题

被迫拆除，使用期限不到19年。天津中环路上的众多立交桥

，在运行十余年以后，也陆续进行大修或部分更换。 负责任

的建筑专家们担忧，“这是一个规划爆炸、建设飞速的年代

，还是一个建筑短命症流行的时代。”因为规划短视、设计

缺陷、偷工减料，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

遍\"，不及国标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 对此，著名土木工

程专家、工程院院士陈肇元担忧地说，建筑短命现象的后果

相当严重，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对人类生存环

境构成威胁。如不采取措施，我们可能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大

建、大修、大拆与重建的怪圈之中。同时，“短命”建筑与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精神相悖，与科学发展观严重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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