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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南京中华第一高楼建不得 原载：2004年10月16日《扬子

晚报》记者：于英杰 昨天在东南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建筑

物理学术会议上，前段时间传出的南京要建421米中华第一高

楼的消息成为专家们的热点话题，建筑学权威们表达了对当

前“高楼热”的深切关注，同时大声疾呼“决不能让城市变

成‘混凝土森林’”。 这次会议几乎集中了国内建筑物理学

所有权威，包括中科院资深院士马大猷、中国建筑学会副理

事长张祖刚教授、中科院院士齐康、工程院院士吕志涛以及

两岸三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设计机构的专家学者200多人。

专家们在倡导绿色建筑理念的同时，对目前国内强调建筑美

观，忽视节能环保的倾向表示担忧，此间特别提到了南京前

段时间要在鼓楼广场建设421米的中华第一高楼的问题。齐康

院士直言不讳地指出，南京的城市建筑规划应避免“混凝土

森林”现象，决不能再走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老路”。就

拿上海来说，前些年上海市区夏季平均气温要比南京低2℃左

右，而正是近年来上海“混凝土森林”疯长带来的“热岛效

应”，使临海的上海到现在比火炉南京还要热，而南京局部

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新街口就很明显。所以盖楼不

一定非要高。此前，南京曾组织专家对“中华第一高楼”规

划进行论证，他个人是明确反对的。 中国建筑科学院研究员

林海燕也指出，当前各地出现的“高楼热”有必要冷却，否

则照建设势头发展至少还会持续15年，到时安全、耗能、采



光、用电、隔音等诸多问题会更为突出，特别是能源消耗、

应付火灾等突发事件上，高层建筑的缺陷也显而易见。据测

算，一幢421米的超高层建筑，光消防员上下跑个来回就要个

把小时。同时，电梯耗电也非常厉害，一定要有非常稳定的

电力保证才行，万一停电限电，就比较棘手。就算这些条件

允许，按照惯例，南京建设400多米的高楼，那周围剩余的相

应空间也至少要有400多米，可在拥挤的鼓楼广场，实现的可

能性几乎不存在。 高层建筑还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

噪音。来自上海的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噪声振动控制委员会主

任章奎生深有感触，他举例说，上海的金茂大厦有88层，目

前是国内第一高楼，可由于电梯垂直上下的高度太高，电梯

道就成了一个活塞，电梯上下产生的气流无法及时排出，电

梯运行的声音高达80分贝（南京一些交通要道的噪音显示也

就60多分贝），传到外面的声音像牛叫一样，而且很大。上

海方面曾几次组织专家论证解决方案，可至今没有办法来消

除。香港同样是高楼林立，看起来十分气派，但是城市空气

质量、采光条件、大气候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而北京城内

的气候和郊区也相差很多。 不仅如此，“高楼热”中的注重

外表华丽而轻视环保舒适的倾向，同样遭到专家们的质疑。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任元会、中国照明协会

副理事长李景色等专家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建筑外形好比是

一个人的模样，为了漂亮，很多女士都去美容、整容，人是

整漂亮了，但由于没有考虑到美容、整容对人身体的影响，

后来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多隐患。现在的很多建筑都太考虑到

外观，而忽视节能、环保等问题了。如新建的广州机场，大

厅确实非常气派，通体全是玻璃的，有10多米高，但人走进



去却非常不舒服，一是玻璃幕墙光线太强了，照得人刺眼，

二是大厅里没有凉快的感觉，因为再好的空调也经不住这个

大厅消耗。 不可否认，超高层建筑在城市节地、经济效益、

提升城市形象方面有独特优势，带来的投资、旅游和商贸活

动等远非普通建筑可比，但“911”以后，国际上美国、日本

等都对此有所限制，并对以前的高楼热进行了反思。所以专

家们认为，超高层建筑的规划一定要符合规律，要把科学发

展放在首位，而不能一味地依靠意志和个人观念来做决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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