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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A7_91_E6_c57_612685.htm 坐落于“鸟巢”正北

面的中国科技新馆，于两年前破土动工，如今已是“女儿初

长成”。据中国科技馆馆长徐延豪介绍，科技馆建筑外立面

将于今年5月30日前正式亮相，预计2009年9月起正式对社会

开放。 站在北四环略显空旷凌乱的施工场地边，仰望这座正

在紧张建设中的庞然大物，只见它的骨架搭建已基本完成，

金属板和玻璃幕墙正延展于建筑的外立面，在春日午后温热

的阳光下泛着光亮。科技馆的建筑主体是一个既像中国“鲁

班锁”又像西方巨型魔方的单体正方形，具有探秘解锁的寓

意。整体设计由若干个积木般的体块相互咬合而成，结合了

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现代科技馆的特点。 坐在整洁敞亮的

馆长办公室，馆长徐延豪非常认真地告诉笔者：“科技馆，

我们要做国际一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科技馆的穹

幕影厅正在施工，建成后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穹幕影厅 整

体外观： 像中国传统的“鲁班锁” “中国科技馆新馆建筑本

身就是一个展品。”参与中国科技馆新馆设计的北京建筑设

计研究院的柯蕾这样对笔者说道。如今世界上的科技馆已经

逐步脱离原来那种高端的、远离普通公众的线路，开始走向

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因此，中国科技馆新馆要让青

少年在玩的过程中去学知识，寓教于乐。”柯蕾说。 不仅是

在展览内容上渗透了故事主线，在中国科技馆新馆的建筑设

计上也体现了寓教于乐的理念。从外观上看，科技新馆既像

西方的魔方造型，又像中国传统的“鲁班锁”。柯蕾介绍说



：“当初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中国科技馆新馆应该体现

中国文化的底蕴。把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穿插咬合的鲁班锁

造型放大到建筑上，也就成为了我们的首选。”更为巧妙的

是，穿插咬合的块状结构一直从建筑外部延伸到内部。 因为

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在奥林匹克公园，毗邻鸟巢和水立方，

如何使科技馆与奥林匹克公园整个大环境相吻合，也是设计

和建设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鸟巢和水立方做出了表皮肌理

的感觉。因此，中国科技馆新馆的外立面采用单纯、统一的

表面装饰，正面采用连续的白色波形金属板；侧面是绿色反

光玻璃和不锈钢板的组合，随着季节转换和一天中日光的变

换及晚间的灯光效果，呈现出明暗变幻的动态景象。柯蕾介

绍说：“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时间观看科技馆，它会呈现

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人的表情变化一样，非常独特。” 建成

后的中国科技馆新馆的穹幕影厅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穹幕

影厅，结构相当复杂，仅仅围墙就有3层。 节能环保： 贯穿

新馆的整体思路 仰视正在建设中的科技馆大楼，笔者意外地

发现在金属板和玻璃幕墙交界处的支架上，赫然立着两只小

鸟，它们来来回回地踱着步，迟迟没有离开，引来不少路人

好奇的目光。 “作为一个大型公共建筑，中国科技馆新馆从

设计到建设自始至终贯穿了节能环保的理念。”柯蕾介绍到

，以前节能环保一般只应用在住宅楼的建设上，近年来，开

始逐渐扩展到公共建筑上。“节能环保是公共建筑建设发展

的趋势，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的周期长达几年，总不能刚刚

建好就过时了。” 在科技新馆四层培训教室的顶部，有一层

太阳能玻璃，利用光导照明，白天不用开灯就能通过自然采

光解决照明问题。外维护结构的围墙和天窗也安装了相应的



保温和遮阳系统。这种类似百叶的天窗结构把建筑的遮阳和

装饰效果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普通玻璃一经阳光透射，屋内

温度就升高了。为达到良好的温控效果，新馆特意安装了一

些温屏玻璃，既不影响采光，又可以解决隔热问题，减少对

空调的使用，达到降低能耗的效果。 除了太阳能玻璃和温屏

玻璃，新馆还在屋顶局部和建筑外表灯柱的朝阳面，做了几

百平方米的光伏玻璃。光伏玻璃把很薄的硅晶片太阳能板夹

在玻璃里面，把聚集的太阳能直接接到庭院里，解决了夜晚

绿化设施的照明问题。而在立面和室内，新馆更多地采用先

进的LED夜景照明技术，“LED照明不仅美观漂亮，而且寿

命很长，基本上不用检修，减少了很多日后的维护费用。”

柯蕾介绍道。 笔者从建筑设计研究院提供的科技馆新馆效果

图中看到，在新馆的一处角落，还将矗立几个大风车，为地

下车库的照明提供风能，这将是中国科技馆新馆另外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当然，由于场地有限，这几个大风车还是以

节能环保的科普教育功能为主。”柯蕾解释说。 据介绍，一

般的大型建筑都是采取封闭式的全空气系统，完全封闭后，

温度的调节和空气的流通主要通过空调来控制。而科技馆新

馆却把全空气系统和自然通风系统结合起来，在一部分展厅

的窗户和大厅的顶部都做了开启扇，通过空气对流把热量从

建筑顶部排放出去。柯蕾介绍到：“在春、秋过渡季节，中

国科技馆新馆的室内空气流动可以依靠自然通风系统进行调

节，完全可以不用空调。” 新旧更替： 要做就做世界一流 徐

延豪告诉笔者，中国科技馆旧馆的两个主展厅、穹幕影院和

办公楼都是独立分开的，而新馆则将零散的几座建筑整合到

了一起，无论是从管理还是从使用上讲，都更为方便和实用



。“新馆的主要展厅基本集中在2、3、4层，围绕着一个中央

核心的通高空间整齐排列。同时，展厅内还搭建了露天剧场

，这样一来，剧场被融入到了整体的建筑设计中，馆内滞留

的空间也就得到了合理的利用。” 从规模上看，中国科技馆

新馆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0万多平方米，整座建筑的结构非常

复杂，具有高空间、大跨度的特点。为了做出体块穿插的感

觉，施工时特别采取了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锁结构、单层

网桥结构等多种结构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技术的应用在世界

建筑领域也是鲜见的。 “过去，中国的科技馆无论是建筑还

是展品的科技含量都不高，还不能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调

相匹配，也不能满足广大公众日益增长的科学普及的需求。

”徐延豪指出，“现在，我们不只建成一个新馆，更是要打

造一块科技馆的模板，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引

领全国科技馆的发展。” 徐延豪同时指出，科技馆的客流量

很大，但旧馆面积比较小，只有陈列展品的场地，没有专门

的服务区和休息区，“科学与人文不能被分离，需要有机地

结合，过去的这种规划其实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挣脱了空

间的限制，科技馆新馆增设了许多配套的服务设施和场所，

信息及服务功能比较齐全。“新馆的建筑面积比旧馆扩大了

三到四倍，因为有了足够的空间供我们发挥，教育和服务功

能就更为完备和强大了。” “科技馆作为一个向大众展示科

普的平台，最主要的亮点还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内部的展区

规划和展品设置。”徐延豪介绍说，科技馆新馆将采用主题

展开的方式，主要以故事线、知识链为线索进行设计和分区

，展览的内容将更加生动完整。“我们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设

计队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还将再工作一年多。它



是集合了国内外各界专家学者的智慧，共同打造出来的一样

精品，将是一项杰作。” “我相信建成以后的新馆将是世界

一流水平。”徐延豪充满信心地说，“‘世界眼光，中国特

色’是修建新馆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做，就绝不马马虎虎，

要做就做世界第一流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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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