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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6_AD_8C_E5_c57_615521.htm 世界上最顶尖的女

性建筑大师的设计方案“圆润双砾”被最后选中 核心提示 昨

日从广州市计委获悉，引人瞩目的广州歌剧院工程已经列入

明年广州市的重点建设项目。据透露，歌剧院的设计方案目

前已经敲定，英国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作品“圆润双砾”从

三个候选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优胜方案，并将获得2900万

人民币的设计费。 【层层淘汰】 九大方案甄选三大设计 

近3000人次前往展馆参观投票，2万人网上投票 根据规划方案

，投资约10亿元的广州歌剧院选址珠江新城南部，总用地面

积达到4.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其中包括1800

个座位的大剧院、4000平方米的大厅及休息厅、2500平方米

的多功能厅和其他配套设施。 作为广州市的标志文化建筑，

广州歌剧院建成后，能满足大型歌剧、芭蕾舞剧、大型综合

文艺演出的需要，具有接待世界优秀表演艺术团体演出的条

件和能力。 据了解，去年11月底，广州歌剧院设计方案开始

公示，来自国内外的9个设计方案参与角逐。这次公众展示活

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仅半个月时间，共

有2802人次前往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参观和投票，另外有

近2万人点击网页进行投票。 当时，市民们投票率分别为：7

号“贝含珍珠”最高，28.3%；5号“贵妇面纱”其次，17.4%

；2号“激情火焰”居三，12.37%。另外有近2万人通过互联

网投票，投票率三甲分别是26%的2号“激情火焰”，22%的4

号“圆润双砾”，21%的1号“阳刚钢甲”。 历时两个多月的



甄选，广州歌剧院设计方案的评审从九大方案中初定三大方

案，分别是Coop Himmel blau事务所(奥地利)的“激情火焰”

、英国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圆润双砾”和来自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的方案“贵妇面纱”，具体实施方案将从中选择

一个。 【脱颖而出】 世界最顶尖女大师问鼎 被称为“解构主

义大师”，代表作有香港山顶俱乐部，将获2900万元设计费 

广州市计委有关负责人昨日透露，广州歌剧院目前已经确定

为英国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作品“圆润双砾”，她将获

得2900万元的设计费；而“激情火焰”和“贵妇面纱”两个

优胜方案的设计者将获得8万美元的奖金。其余落选的六个方

案的设计者获得设计成本补偿费，来自国外的设计者还可以

得到成果托运费，总共160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该方案的设

计师扎哈哈迪德，是目前国际上最顶尖的女性建筑大师，在

她的作品中，大家较为熟悉的可能就是香港的山顶俱乐部。

据称，哈迪德曾被称为“解构主义大师”。此次歌剧院的设

计方案与她以前的作品相比，显得更加规整。得知成为优胜

者后，哈迪德已经几次来到广州，进行进一步商讨。 市计委

表示，广州歌剧院工程目前已经列入明年广州市的重点建设

项目，但是还需要等待市政府正式批复才能最终确定。但是

据估计，应该不会出现大的变动。 据透露，由于广州歌剧院

工程的承办单位至今还没有确定，因而歌剧院正式动工尚需

时日。确定承办单位后，还需要进行方案优化、方案报建等

工作，经过市规划局以及建委等部门评审等手续后才能动工

，其中的时间大概需要6个多月。 【方案解读】 冷峻双砾凸

显后现代性 功能、形式与可行性俱佳，整体建筑保持水泥粗

糙面不予磨光，外部地形呈沙漠形状 原来“圆润双砾”设计



方案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冷峻双砾”，这是由于观赏

者根据自己的观感而确定。 据了解，该方案的后现代性特征

非常突出，以灰黑色调的双砾构成的自然、粗野的原始造型

，具有伸手可及的质感，与周边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的形象

构成显著的对比，该方案是一个功能、形式与可行性三者俱

佳的优秀方案。 在建筑方面，该方案较好地组织了城市与歌

剧院之间各种流线的接驳关系，整体建筑采用玻璃和术混凝

土相混合的方式，即保持水泥的粗糙面，不予磨光，目前我

国还没有用术混凝土建成的大型建筑，但规划局准备建议设

计方考虑其他可行的材料代替术混凝土。 歌剧院外部地形设

计成跌宕起伏的“沙漠”形状，使人们刚步入歌剧院的外部

，就已经感觉到了艺术文化的氛围，顺着高低不平的小路步

入“峡谷”之中，再经室内合成光影的照射，让人们进一步

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在多功能演奏厅，观众席和舞台都可以

转动，观众可以多角度地欣赏演出。 【专家评点】 广州歌剧

院要独一无二 “圆润双砾”的非几何形体设计具有超前理念

，但要使外形与功能完美结合并不容易 “圆润双砾”何以能

够在其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呢？对此，广州歌剧

院国际邀请建筑设计竞赛的技术评审委员组组长、剧院设计

专家、广州黄花岗剧院设计者、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赵

伯仁昨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赵教授认为，广州歌剧院

要独一无二，成为广州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不应该模仿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传统的三段式歌剧院，如友谊剧院。另外，北

京国家大剧院已经采用规则的几何形体“鹅蛋形”设计理念

，因此采用非几何形体、非规则的外形设计，不失为一个好

思路。“圆润双砾”则能较好的体现这一点。 赵伯仁说，“



圆润双砾”的设计者是一位世界很有名的建筑师，从建筑造

型来看，这一设计方案具有超前的理念，非几何形体的建造

空间在当今的建筑设计上是一种潮流，是城市空间的创新亮

点。 “但是，在这样富有新意的建筑形体之下，其功能要做

得好并不容易”，赵伯仁最后提到，“圆润双砾”的设计方

案在采光、表面防水、隔热等智能设计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特别是在建筑外型的夜间照明方面需要完善，以确保广州

歌剧院外形与功能达到完美的结合。 他山之石 国家大剧院：

椭球形“蛋壳” 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大剧院，位于天安门广场

西侧，是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的经典之笔犹如35000平

方米的人工湖面，浮起了一座钛金属饰面的椭球体钢结构“

蛋壳”。整个工程预计明年竣工。 这个世界罕见的钢结构壳

体，东西跨度212.24米，南北跨度143.64米，穹顶标高45.35米

。整个壳体重达6750吨，顶端是一组重达700吨的顶环梁，对

称地连接着148榀钢结构梁架。其中钢结构的重量和网壳面积

，相当于上海大剧院屋顶的3倍多。 据悉，建成后的椭球形

“蛋壳”下，分别有歌剧院、音乐厅和戏剧院三组建筑，壳

体的外曲面则采用制造飞机等用的钛金属板，以达到饰面银

光闪闪的奇异效果。 上海大剧院：可容7000观众 位于人民广

场西北部，是上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上海大剧院原上海歌

剧院由法国建筑师沙尔庞捷设计，可容纳7000多名观众，包

括露天的顶层剧场和室内剧场。内部设施先进，可满足各类

艺术演出的需要，已成为上海市文化生活的中心。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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