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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E_9F_E9_95_BF_E9_c57_613638.htm 12月4日，太原市长风

新区规划方案终于在太原市规划展示大厅与广大市民见面，

等待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 长风新区位于太原市中心区西南

，濒临汾河，地跨万柏林区与晋源区，用地范围北起长风西

街，南至南中环街，东起滨河西路，西至新晋祠路，占地面

积约2.54平方公里，是太原市“十一五”期间新区建设的龙头

，也是城市未来发展亟待开发建设的重点综合功能区。长风

新区将被打造成太原城的“外滩”。 负责规划方案公示的太

原市规划局工作人员称，长风新区规划方案由法国夏邦杰建

筑设计公司设计。规划的目标是，要把新区建设成以商务办

公、行政中心、文化休闲、国际会展为一体的城市生态园林

式综合公共活动中心；创建太原市向南、向西延伸发展的示

范区域，成为城市空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传承悠久历

史文明，创造一个文化的、经济的，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公共中心。 专家们认为，该方案构思新颖，引入水

系形成绿岛，规划布局比较合理，功能考虑比较完善，放射

性轴线设计突出了城市西南发展方向。 ■规划 四大功能区呼

应 长风新区规划为四大功能区，分别是北部的会展商务区，

中部的文化艺术博览区和市政中心区，南部的商务办公区。 

长风新区规划设计引入“岛”的概念，大剧院、科技馆、图

书馆、博物馆、音乐厅围绕中心绿地沿内河集中布置，形成

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岛中心区。大剧院、音乐厅、图书馆

、科技馆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可供市民大



飨文化艺术盛宴。 文化岛西侧为市政中心区，与文化岛中心

区共同构成东西向的城市主轴线。市政办公区由南北两幢建

筑和市民广场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在规划区域

的西北角布置由省级会展中心、五星级酒店、室外展览组成

的会展商务区。会展中心的建筑面积为14万平方米，配套五

星级酒店的建筑面积为12万平方米，配套商务办公的建筑面

积为1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 由文化岛向西

南，朝向晋阳湖延伸出城市空间进一步向西南发展开拓的轴

线，围绕该轴线布置商务办公、酒店等，形成商务办公区。

商务办公区的总建筑面积约133万平方米。 ■看点 1、八处标

志性建筑 ●大剧院位于长风新区中央文化绿岛的二层平台之

上，同时在基地的东西向主轴线上，是绿岛文化建筑群的中

心。作为城市与绿岛的过渡，同时位于向汾河敞开的广场空

间中的特殊位置，引发人们丰富的联想。它是一扇敞开的窗

口，引导人们进入文化的殿堂；它是一尊和景观浑然一体的

雕塑，源自太原凝重的文化，神聚了中原文化坚韧而豪迈的

气质，是太原新的标志。 ●会展中心包括会议中心和构成扇

形的展厅区，轴线上的两大建筑实体和其外部空间构成了戏

剧性的序列。方案在总体规划设计的基础之上，发挥其轴线

的功能和方向性，采用中轴线的传统对称性构图设计，将人

从文化区的西北角引入会展中心，并通过此轴线将行人引入

未来的河边广场以及歌剧院、音乐厅等文化中心区。 ●市政

建筑布置在长风新区中央东西向轴线的南北两侧。因其独特

的功能属性，形体处理上采取对称布局，以显示其庄重。造

型简洁明快，显示现代市政办公的效率。材质的选择上以凝

重的石材辅以现代感强烈的玻璃和钢材，表达时代感。 ●科



技馆位于文化岛的东北角，建筑面积42084平方米。灰空间的

引入为建筑提供了良好与亲切的场所。建筑以楔型中庭空间

作为建筑的主要垂直联系体。 ●图书馆位于新区中央轴线的

东北方，建筑面积51705平方米。建筑面成折线型，面向文化

岛形成围合态势。形体采用玻璃体块与实体体块相穿插的方

式，充分表现出形体特有的位于转折地带的动势。 ●博物馆

建筑面积28203平方米。它与图书馆以中央轴线形成对称格局

。建筑保持与图书馆相类似的建筑形态逻辑，以虚实对比的

操作方式形成立面强烈的动感。 ●音乐厅建筑面积15035平方

米，与科技馆相对中央轴线形成对称关系。采用三角体为基

本形体，利用形体的斜线关系，将三座不同规模与进深的观

众厅和一座1000人的音乐厅置入其中。观众厅保持水平并置

，并在不同观众厅之间形成“缝隙”，以此形成连续的观众

疏散空间，并得以巧妙地处理观众厅的内外高差。 ●配套住

宅长风新区配套居住区位于长风新区南部，紧邻汾河，北起

南中环街，南至冶峪河，西起新晋祠路，东至滨河西路，规

划用地1000亩。规划方案采用簇的居住组团结构，将水系贯

穿整个居住区，为小区的景观增加了灵气，形成环境生态、

居住悠闲、交通便捷的新型居住区。目前规划正在进行中。

2、五种灯光放异彩 龙城“外滩”的夜景将大放异彩，它主

要由五种灯光组成：线性照明、建筑面照明、广场面照明、

绿化点照明和水景照明。道路线性照明主要以高压钠灯为光

源，为城市带来了金色的道路路网照明，展现城市繁华景象

。建筑面照明、广场面照明、绿化点照明和水景照明，均以

金属卤化物灯为主要光源，以其高质量的光照效果达到对建

筑、场地和绿化的精准的色彩还原，展现生动的建筑场地景



象。 ■特色 路网主次分明 新区内的道路等级控制宽度分别

为6个等级：60m，50m，40m，30m，24m，9m。它们构成逻

辑清晰、主次分明的车行交通网络。 公共交通的布置以中央

轴线为出发点，以500m至800m为半径向四周辐射公共交通站

点。中央文化区是公共交通的中央换乘点，南侧的商务区人

流密度较大，公共交通站点较为密集，同时辅以出租车临时

停靠站，在中央商务区形成密集的网络。 城市轨道交通沿新

晋祠路穿越新区，把位于中央轴线上的市政广场设置成站，

依次向北、向南以1公里为半径在北侧的汇展中心设立汇展中

心站与南侧的商务区设立商务区站。 步行系统的设计与景观

设计及整个设计的主要结构紧密结合。跨河步行桥、文化岛

中心广场、大剧院前文化广场、市政广场的步行系统依次组

合解决中心公共区域大量的人流疏散问题，同时也以步行景

观强化了中心轴线开放的空间感。 景观自成系统 新区景观以

城市轴线为基本依据，形成由中央文化岛构成的景观轴线，

同时向整个城市渗透。 文化岛的地面整体抬升，高于城市地

面标高，成为整个新区的制高点。由汾河引入的内河，与“

文化岛”建立一条完整的景观带，以这条景观带串接起向整

个新区发散的数条景观轴。向西南方向延伸的水景轴线穿越

中央商务区，在其两侧形成两个大型景观绿地，作为商务居

住区的“绿肺”。同时，在轴线西南角的高层双塔与西北角

的高层塔楼成为景观轴线端部的重要对景。 新区最终形成点

、线、面相结合，建筑与环境相结合的形式组成新区内的完

整合理的景观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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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