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第一高楼纪录不断刷新 限制高层建筑迫在眉睫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7_AC_AC_E4_c57_614752.htm 如果你在大楼第63

层工作，离地面200米，大楼突然发生火灾，你该怎么办？北

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组专家金

磊说，很多在超高层建筑上班的人，几乎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可这个问题却日益威胁着城市安全。 根据规定，高于24米

的建筑属于高层建筑，高于100米的建筑属于超高层建筑。金

磊说，城市安全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让一名身强力壮的

消防员从第33层跑到第1层，用了35分钟。如果是一名身体素

质一般的工作人员或老人、小孩，所需时间肯定翻番。而火

借风势，30秒内就可以从第1层到达第33层。这样算来，人们

跑到楼外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京城第一高楼的纪录不断

刷新 北京电视中心工程目前已经“长”高到170余米，设计高

度达249.9米的银泰中心也顺利建到地上好几层。两年之内京

城第一高楼的纪录不断刷新。 面对不断“长高”的北京城，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说

，盲目建高楼未必是好事。 有关调查显示，我国高层楼宇空

置现象相当严重，而日常管理开支又十分高昂，一批超高层

建筑几乎已经被庞大的开支压垮。建筑高度超过300米之后，

建筑成本很高，同时还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

内部交通问题，已经失去了所谓的节约土地的意义。 赵知敬

曾到国外很多地方考察，在国外很多现代化大都市，超高层

建筑也只是城市点缀而已。一直从事城市规划的赵知敬介绍

说，上世纪90年代，北京对楼层的限高问题一直把关很严，



除了中心城区及长安街沿线，主城区以外的城市建筑物，楼

房高度原则上不得超过60米。后来，随着城市之间兴起的“

高楼攀比热”，北京的高层建筑数量也是有增无减。“如果

没有系统的限制楼高的法规，北京盖再高的房子也有可能。

” 赵知敬说，建筑首先应该强调适用和经济原则，超高层建

筑在很多方面存在缺点儿。 第一不经济。超高层建筑必须使

用最先进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成本很高，盖一栋200米高

的大楼的成本，甚至比盖两栋100米高的大楼成本还要高。“

虽然中国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可还没有稀少到非要盖超高层

大楼来解决的地步。” 第二不适用。赵知敬说，超高层建筑

里工作人员很多，要到达顶层甚至要在楼层中间换乘电梯。

如果电梯出现故障，给使用者带来的麻烦更大。上下班的人

流高峰，将造成楼层拥挤，超高层建筑周围也会出现人流高

峰和车流高峰。 “中国城市建筑必须要有好的规划和设计，

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追求高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

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馨说，我国是人口大国，土地

资源很缺乏，不可能所有城市都要求盖一层的房子，允许一

定的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是必要的。但必须承认的是，超

高层建筑技术更复杂，工艺更先进，投入更大。“有些政府

和企业把超高层建筑作为宣扬政绩的工程，盲目攀比，不符

合实际。” 马国馨强调，高层建筑建在哪里，该不该建，必

须慎重考虑，符合可持续发展观。“房子是用来居住和办公

的，如果用起来不方便，再好再高的房子也不好”。他说，

很多地方盲目攀比，争相盖所谓的“世界第一高”，“这样

的第一对国家发展没有意义”。 消防云梯的高度赶不上楼高

一旦出问题楼越高越可怕 正是担心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



，2002年7月14日揭晓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方案，已经没有了

数百米的超高层双塔建筑。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专家组专

家金磊说，这是规划师和建筑师有了安全意识后，冷静思考

做出的理性决定。 “消防部门的云梯只有100米高，如果300

米的高楼出现火灾，根本无法进行救援，除非动用直升机灭

火，可协调还需要时间。”金磊说，城市超高层建筑的安全

隐患往往被人们忽略。 据他介绍，研究表明，超高层建筑存

在诸多火灾事故隐患。建筑装修中使用了大量可燃性材料，

建筑内部还分布着大量电线电缆，一旦火灾形成，火势会非

常迅猛，电梯井和管道井就像一个个大烟囱，火借风势，蔓

延很快。此外，超高层建筑中普遍使用的钢结构体系耐火性

较差，超高层建筑内部人员疏散也会比较困难。 中国建筑学

会理事长宋春华说，建筑并非越高越好，超高层楼宇无异于

一条竖立起来的街道，存在着安全、内部交通、环境、能源

消耗等多种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纯粹是自找麻烦。 他认为

，开发商、投资商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不能急于求成，把超

高层建筑看成地方性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更不能带有“

急功近利、树碑立传”的想法，防止为“制造市场卖点而牺

牲建筑使用功能的做法”。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超高层建筑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

曾是城市形象的标志，但从安全的角度而言，不应该盲目兴

建超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不宜紧邻政权中心，也不应靠近

文物区，更不应靠近军事中心，否则一旦遭到破坏，损失将

不可估量。 “限制超高层建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金磊说，另一个同样紧迫的事情，是要培养公众的城市安

全意识，尤其是生活工作在超高层建筑内的城市居民，这种



意识的培养和宣传在我国十分缺乏。“一旦发生危险，他们

的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 “超高层建筑盖了不少，可人

们对于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考虑很少，在理论研究方面更

是空白。”作为“北京十一五期间城市综合减灾应急体系建

设”项目主持人，金磊把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写进了规划

。 金磊分析，随着经济发展，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还会越

来越多，城市安全关注的重心将是这些建筑。“到2008年左

右，北京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肯定会超过几十座，在这些

建筑出来之前，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到。” 挡住的不仅仅是阳

光白云还有不可挽回的城市景观 对北京城区的规划，著名建

筑学家梁思成曾提出建议，以北京西部的五棵松为中心，建

立新北京城，在新城区盖高楼，老北京城则以景观保护为主

。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

问、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杨鸿勋是梁思成的学

生，他说，超高层建筑对城市文化景观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

的损失，这个问题在北京很明显：现代化高楼和四合院混杂

，摩天大楼和古城遗迹穿插，为了盖高楼而强行拆迁了很多

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建筑。 杨鸿勋说，国家提出加快城市化建

设步伐，可这种提法到了地方理解出了偏差，“很多地方理

解的城市化，往往就是城市规模更大，楼房更高，于是出现

了大量超大城市，出现了大批超高层建筑”。 由于建筑规划

具体执行不力，超高层建筑随意选点现象严重。为了追求经

济利益最大化，超高层建筑往往建在人群最集中最繁华的街

道，而这些街道有时却是一个城市文化最丰富的地方，搬迁

和重建工程，对城市文化景观的破坏力巨大。 “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人开始向世界学习，在超高层建筑方面，我们盲目



学了国外很多东西。”杨鸿勋说，因为盲目学习国外超高层

建筑的风格，我们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 除了建筑风格

，超高层建筑还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杨鸿勋说，超高层建

筑挡住了城市景观的宽阔视野，高楼和古建筑混合，打破了

以前和谐的布局，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同时，超高层建筑日

益增多，往往造成对日照、空气流通等的阻碍。在一定的时

间内，超高层建筑周围的低矮建筑没有阳光照射，空气流通

不通畅，汽车排出的大量废气散发不出去，对人们身体健康

造成损害。“未来生活方式追求自然生态，而盲目追求超高

层建筑可能适得其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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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