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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于珠江新城的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八大设计方案，将在广

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以及规划网站上同时向市民公开展示，

并接受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广州市第二少年宫选址位于广州

市新城市中心珠江新城段南段，南临华就路，东临珠江大道

。规划地块面积为16570.13平方米。主要建设功能及项目设置

包括艺术、科技、成长辅导、国际交流等部分，以及停车场

等其它公共设施。拟建项目建筑总面积约33030平方米，工程

投资总概算约为2.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地价、室内二次装修

、地下室及外环境工程）。 为提高建筑设计水平，建设具有

国际先进水准的少年宫，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举办了“广州市

第二少年宫国际邀请建筑设计竞赛”。本次竞赛属限制性国

际邀请建筑设计竞赛，邀请国内外10家具有相关设计经验和

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参加，分别为（排名不分先后）德

国RKW事务所、美国SBA国际设计集团、英国特里.法雷尔建

筑师事务所、澳大利亚COX设计集团、美国摩西.萨夫迪建筑

师事务所、日本安藤忠雄建筑师事务所、俄罗斯第四建筑设

计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每家设计单位报送一个设计方案。任何

未被邀请单位报送的设计方案一律不予受理。截至2003年2

月10日，共有八家单位按期报送参赛设计成果。 技术审查会

议于2003年2月24日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召开，经技术审

查委员会审查，8家参赛设计单位提交的参赛设计成果都达到



了技术文件的要求，原则同意通过技术审查。 评审委员会由

国内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在认真研究参赛设计成果并

充分讨论比较，编写了评审报告。 专家们对本次竞赛活动的

总体评价： 1、本次竞赛活动技术文件编制严密，技术审查

意见客观合理，为本次竞赛取得良好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2、本次竞赛活动是成功的，八个方案思路开阔，各具特

色，基本达到了本次竞赛的预期目的。 3、本次建筑设计竞

赛，受基地限制，且周边环境及建筑设计条件不明朗，因此

设计本身存在难度，八个方案在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与歌剧

院和高层建筑之间的配合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尝

试。为广州市建设21世纪的少年宫，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

考价值。 一号方案： 该方案主体建筑选择低矮线性体型，两

条板式演艺楼通过中间演艺中心相连形成一个平放的U字形

，围合出中间的步行景观广场，是一个经过变形处理的院落

。东南角设一主要入口广场。 建筑内部穿插三个椭圆球体，

形成建筑“卵”的概念，象征少年宫蕴含的能量及勃勃生机

；“生态外立面”是该方案的又一特色，即大量引入真实的

绿色爬藤植物，形成呼吸式外墙；外立面双色可旋转遮阳板

既可根据季节、天气的要求保护院落内部的小环境，又能够

任意调节形成变化的艺术立面及变幻的季节立面。 二号方案

： 该方案吸收了工业建筑与科技建筑的构成特征，把建筑构

思为一个向世界飞翔的“宇宙空间站”。两条板式建筑物相

互平行，有序的体量、富节奏感的立面、丰富的色彩构成建

筑的基本特征。 首层抬高，部分架空，结合内部庭院布置不

同标高的广场、活动场地、展廊和休息空间，人流主入口设

于华就路，通过底层架空平台进入中心广场。室内、外空间



有机渗透，充分交流。剧院相对独立地位于基地东北角，其

屋顶设有三层平台，与主体建筑相连，创造出多功能的“灰

空间”。 三号方案： 该方案的建筑主体采用新月型的外向性

室广场作为主要特性，以强化表达第二少年宫是一个公共场

所，并成为城市天际线的有力标志。新月型的广场平面规划

也自然地构成逐渐升高的拱形，引出中国建筑设计中拱形屋

顶角色及传统的记忆。 建筑物共有八层，地下三层地上五层

，整体的全面几何设计考虑到每一建筑单元的独立，造成大

中有小的效果，南面四个单元为教学单元，北面两个单元为

教学单元与剧场等大空间单元，通过花园相互联系与分隔，

并满足采光通风要求。 四号方案： 该方案造型以大、小两个

契形相互穿插而成，雕塑感强。建筑物的内部设计成一个加

顶盖的“灰空间”，是主要的活动场地。 小契形为演艺中心

，其阶梯形的屋面成为观赏表演与活动的看台；大契形包括

其他主要功能，退台式的屋面创造了更多的不同标高的室外

活动场所。 五号方案： 该方案采用分散的布局方式，通过对

地面的雕刻和建筑的雕塑形成当地的标识性建筑。大面积的

、不同标高的活动场地充分考虑了少年儿童活泼好动的性格

特征。 除了七层的教学大楼之外，其他体量都取较小的不规

则体块，人们可以在其上、其下、其间穿越，展示出探索的

精神。整个建筑群富有雕塑型美感，通过动感的建筑来体现

对时代精神的认可。 六号方案： 该方案构思为“一个装满梦

的盒子”，东南角开敞，是“梦”打开的地方。坡道、天桥

和平台等多种手段用来丰富“盒子”内部的交通和联系。 建

筑内、外立面的构图方式与材质选择迥然不同，令人产生一

种“梦幻”的感觉。剧场相对独立，有利于单独使用和管理



。 七号方案： 该方案的总体构思为“闪亮的水晶”，总平面

采用了独立性极强的椭圆环形，所有活动都在椭圆环形沿线

展开。“椭圆环”被划分成七个单元，各单元之间的开敞空

间可作为观景平台。 建筑外墙共有七个大小不等的门洞，以

汇集来自各个方向的人流，并增进室内、外的交流。外墙材

料为玻璃幕墙，可将内部的景象传达给外面的世界。屋顶的

可旋转“太阳伞”系统可在晴好天气打开，阴雨天气闭合，

以调节和保护院落内的小环境。 八号方案： 该方案的总体构

思为“一座探索和发现的宝殿”，总平面采用弧形体量与板

形体量通过圆形节点相接的布局方式，意在最大限度地获得

自然采光和通风，并布置出清晰的功能和交通分区，以及大

面积的室外活动场地。 板形体量包含了可灵活组织的教室、

行政和有组织的学习功能，它舒缓了由北面高层向少年宫的

过渡；弧形体量包含了表演、交流和互动的功能，它面向珠

江，展示出欢迎和包容的风采；圆形节点为贯通七层的入口

共享大厅，包含了展示和主要的疏散交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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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