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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场所环境与生态措施”的关注

——大连金石科技大厦投标方案简析
 Attention to Place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Measure:

Jinshi Science Building Design

撰文   张宇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摘  要

关键词

建筑创作的根本依据是基于对所在场所环境的理解，因地制宜是创作的重要手段，而借助于技术手段的生态

措施是对自然环境尊重的一种表达。以一次投标方案来阐述这一过程,探索基于场所环境的生态建筑设计。

建筑 场所 环境 生态

0  引言

随着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化和新兴通信技术的不断出现，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保，“灵活性、便捷性、舒适性”成为

了现代办公建筑设计追逐的焦点，从而引起了设计师对包括视

线效果、视觉感受、景观环境以及室内微气候调节、生态节能

等各个设计环节的全面思考。办公建筑的设计引导我们把现代

建筑的设计纳入到更为细致与务实的思考范畴，而达到这种目

标的根本手段是要额外关注场所观景和因地制宜。

1  项目概况

金石科技大厦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IT产业园

内，产业园的前期整体规划由新加坡裕廊公司完成，大厦

是产业园内的核心标志性办公建筑，功能定位以商务办公为

主，同时兼有高级商业会所、技术展示、规划展示、公共管

理办公等功能。

项目占地面积约为15 000m2，拟建建筑面积约为35 000m2，

东、西、北侧背靠山体为山地，南侧为规划道路，各路相对园区

的门户——金石大道，具有绝佳的地理位置与景观优势。

2  总体设计原则

（1）建筑环境具有整体性、兼顾性：1）强化区域界面

的联系与区域空间的统一；2）尊重自然文脉，注重自然环

境保护；3）设计中利用“对景、延续、渗透等人工手法与

自然环境统一。

图1 阳宅示意 图2 广场生态效应示意 

（2）建筑布局具有实用性、创造性：1）提高土地利用

率，节约资源；2）提高空间的实用性与经济性；3）增强室

内外空间效果的营造。

（3）建筑形态具有标志性、人文性：1）与自然环境的

形态统筹考虑；2）体现“信息化”的立面设计概念。

（4）建筑技术具有生态性、智能性：1）关注建筑材料

的节能设计，减少建筑运营费用；2）关注太阳能利用、自

然通风、采光、遮阳等生态设计措施。

3  规划设计构思

3.1 园区的风水观

在主体建筑定位上，规划有意将其置于基地的北侧，南

面留有较大尺度的广场，并规划设计一个环形水系景观，结

合基地北面的山地，这样就暗合了中国传统的“背山面水”

的风水理念；同时还便于人流集散，也提供了扩建用地，活

跃了场所，形成了宜人的微环境（图1）。



    123

3.2 园区的隐喻观

金石科技大厦位于园区中心轴线序列的重要位置，与金

石科技大道共同组合成产业园的核心地带，同时契合“IT”

产业特征，着意于体现信息时代的特点，这样整个区域就被

隐喻为“集成电路板”，金石科技大厦被视为整个园区的信

息处理系统——CPU，方整简约的外型体现出时尚与现代，

条形码状的建筑表皮渗透着解码与编码。科技大道则如同信

息传播通道，将源源不断的信息扩散到园区的各个部位。

3.3 园区的生态观

在金石科技大厦前区广场的规划设计中，综合考虑了生

态性与景观性，同时也兼顾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主

体建筑置于基地的北侧，南面广场东西两侧结合山地，设计

起伏状的坡地绿化，与广场的水池结合，共同成为调节微气

候的景观（图2）。基地内实现了人车分流, 停车位置位于土

坡的下方，使得广场流线清晰，避免了地面停车带来的杂乱

无章。

4  建筑设计构思 

4.1 因循地势的建筑环境生态观

4.1.1总体景观

遵循基地现状条件，并结合基地周围环境整体布局，

着意强化城市空间系统的整体性和园区内外空间的渗透性，

新的规划旨在完善本区域现有空间肌理，优化整体形态。微

地形由北向南跌落，顺应山地的景观走向，同时也巧妙地结

合了建筑的功能使用，做到建筑中间大厅的室内外空间的相

互渗透，使北部山体、建筑、南部广场更为有机地契合在一

起，通过微地形的起伏变化，改善了地块内的空间生态关

系，使其更为自然化、生态化、有机化。

4.1.2高差处理

巧妙利用基地东西向与南北向的地势高差，将一层楼板

定在水平面40m的标高位置（根据挖方计算和后面的景观轴

线视线分析的综合考虑），这样将机动车停车场设在了地上

一层平面，使用更加便捷、通畅，同时也减少了将车库设在

地下一层带来的增设坡道与土方开挖的浪费，由此也很好解

决了基地内人车分流的问题。另外由于北部靠近山体，一层

的停车空间也有效避免了潮湿楼层的使用（图3）。

4.1.3体量形象

主体建筑在中心轴线部位处理为“门洞”形式，保证了金

石大道与山地景观之间的通透性。行人沿金石大道由远及近、

由室外到室内，可以时刻感受到山地景观所带来的视觉体验，

金石科技大厦将成为 “看”与“被看”的媒介与载体。

4.1.4空间序列

金石科技大厦将广场轴线巧妙延续到山地环境中，增加

了轴线空间的层次感。金石景观大道、前广场、建筑形成一

个序列，这三个部分正好与原始的规划设计相互吻合，而在

每个节点空间上，“门洞、建筑外轮廓、山体”作为天际线

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会给观赏的人们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通

过更为细致的设计，可以产生“步移景异”或“一步一景”

的视觉境界（图4）。

4.2 降低能耗的建筑技术生态观

4.2.1中庭空间和室外草坡的生态作用

首先在建筑剖面设计上体现生态功能：夏季，风从南面

吹来，经过绿化广场（两个土坡和水池）的冷却作用，进入

到大楼两侧的室内中庭，中庭顶部窗户开启，通过自然对流

形成的压力将周围房间的热、废气排出到室外，如果在无风

图3 高差处理示意

图4 空间序列及视线景观设计示意

图5 建筑夏冬季自然通风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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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中庭空间可以吸纳从北面山体下来的自然凉气，也

增强了室内空气的对流作用。冬季，将中庭封闭，顶部适当

吸收阳光的辐射，中庭起到蓄热作用，可以将部分热量分散

到周围的房间，节约了能源（图5）。

4.2.2建筑南向外表层的遮阳与太阳能烟囱设计

建筑南向在主体结构外侧搭建外表层，包括横向遮阳板

与竖向太阳能烟囱。横向遮阳板宽度根据大连冬、夏季日照

高度角计算出最优值（在方案阶段暂用经验值代替，后可根

据大连日照进行详细计算），同时可根据房间的特殊需要通

过在窗洞外侧设置玻璃百叶达到更好的遮阳效果，这为夏天

的建筑节能和避免办公室眩光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立面竖向的连续柱子，内部是空气层，采用吸热材料，

这样在建筑南向外表面形成数条太阳能烟囱，并与室内通

风管道连接。夏季烟囱的顶部侧端打开，室内空气可通过烟

囱进行交换与对流，废气随风压散出室外；冬季顶部烟囱封

闭，吸热材料吸收的热量可以预热由底部进入到烟囱的新鲜

空气。在室内不需要新鲜空气时，可封闭上下端空气口，烟

囱由此成为室内空气加热器（图6）。 

整个外表层在达到生态效果的同时在立面形式上也极具

艺术性，并与立面设计理念不谋而合。

4.2.3建筑东西向遮阳设计

根据立面造型，东西向为象征“电路板”的玻璃肌理造

型，采用竖向百叶（东西向太阳辐射角度较低），对其宽度

在方案设计中先给出经验值（后可根据大连日照进行详细计

算）。竖向百叶的角度可根据季节变化的不同日照角度有选

择地进行人工或者智能调节。

4.2.4室内空调设施的建议

这里建议采用“土－气”型地源热泵技术，可以不用地

下水，采用埋设垂直管、水平管或向地表水抛设管路等多种

方式，直接从浅层土壤取热或向其排热。与其它地源热泵技

术相比，这种技术减少了地热转换成热水和冷水的过程，热

损失减少，能源效率更高，供暖、制冷运行费用更低。

4.2.5其它节能设备及材料的应用

添加太阳能吸收装置应用，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可适当

增置雨水回收和中水系统（图7）。

图6 太阳能烟囱工作原理示意 图7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设备设计示意

图8 剖面

图9  立面意向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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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筑功能配置

金石科技大厦是综合性建筑，在功能组织上如何使各

功能区既相对独立又适当联系是本设计的难点。综合分析人

流、空间特征等因素，将“空间系统化、功能组织整体化”

作为设计的中心思想，最大限度地保证各功能模块自成系

统，同时还根据功能联系上的强弱在适当的位置保持沟通。

首先将设备层放在地下层里，并适当考虑人防工程；地

面一层作为停车空间（部分作为厨房与员工用房，北面厨房

设置后院，与道路相联），人流通过入口大台阶直接进入到

地上二层；中央大厅在地上二、三层通高，将商务服务与休

闲等功能放在其中；地上二、三层通过中央大厅的联系形成

两大展厅，但各自独立；建筑四层通过中央大厅的联系作为

科技中介厅；其它的办公室、办公大厅以及会议室分布在两

侧标准层内；建筑顶部十三层（中间有连接体）作为品牌办

公室；建筑顶部十四、十五层（中间有连接体）作为高级商

务会所，同时在屋顶设置室外花园（图8）。

4.4 建筑造型

建筑立面造型源自于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并着重体现

该大楼作为园区核心建筑的仪式感与形象感。整个建筑体量

成“门户”状，隐喻IT科技通向无限广袤的自然，巨大而气

魄的空间造型给人以震撼与信心，简洁明快的体形渗透出IT

时代的简约与精炼，建筑的底层与南向广场的土坡以及周围

山体共同成为一个体系，整个大楼仿佛从连绵山体中拔地而

长，源于自然的人工与原有的自然环境浑然一体，显示出自

然界最基础和简单的逻辑原则。

中央入口大厅迎合视线需要，做斜面屋顶设计，通高的

透明体量与丰富的室内空间展示出科技大厦的品质，也映射

出“外简内繁”的科技内涵。

南向立面上的构图设计采用象征信息代码的数字化矩

阵，信息代码从大楼奔涌而下，通过广场与景观大道流淌

到外面的世界。东西两侧与建筑屋顶的电路板状的细部设

计寓意着整个大楼的信息在内部流动和交换处理。科技性

与信息性由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人们真正进入IT世

界（图9~11）。

5  结语

所处场所的地域特征是建筑的根本属性，大连金石科技

大厦的建筑创作正是从根本上源于对场所环境的理解，因地

制宜，并利用生态技术，使建筑设计最终达到完整而且相对

完善的目的。

图10  效果图示意 

图11  模型照片及其它角度效果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