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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作国际大厦设计
Beijing Truthzone International Mansion

撰文   曹东东 陈竞波  北京新创中盛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

设计单位   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   北京东方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   青岛建设集团零零一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曹东东

结构负责人   李善瑞

用地面积   1.69ha

总建筑面积   9.5万m2（地上 7.2万m2，地下2.3万m2 ）

建筑高度   98.2m

建筑层数   27f

北京天作国际大厦位于北京北三环内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门。项目用地西临

中关村南大街，北侧为农业电影电视制作中心，东面和南面是中国农科院的办公区，周围均为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因此把突出项目的文化内涵作为设计的出发点，以建筑的

地域性、城市性为基础，将地域的文化特色和城市的总体关联性作为贯穿整个创作过程的原则。

1  建筑与城市

1.1 总体布局

在这个地段内设计者力求营造一个有机的群体组合和环境设计，而不是几个建筑单体的简单组

合。建筑需要给人们一种特定的场所感，商业需要有充满活力的空间，居住则需要具有生活氛围的

空间，能够形成适合人们购物、工作、生活所需要的环境空间。商业可以吸引人们，办公可以提高

公司的形象，居住可以获得便利轻松的生活条件。

项目用地为两块长方形的用地组合成的L形，在有限的用地内需要高效合理地组织多种功能空

间。从城市的角度分析，商业具有外向性需求，公寓更偏向内向型，办公则介于二者之间。所以在

西侧沿街塑造服务商业和办公的开敞的公共空间，形成与城市的过渡；东南与农科院新办公楼围合

成院落，形成相对封闭而安静的内部空间，为办公人员和居住者提供了理想的休憩场所。

1.2 室外界面空间

首层的临界空间力求打破高层建筑的体量对于城市和人们形成的压迫感，通过设置广场、绿化

等过渡空间的处理，创造近人尺度的界面空间。西侧建筑1 2层设计了柱廊，结合雨棚在商业广场形

成合理的视觉尺度和沿街景观。在东南向形成的内院空间，亦在近人的一层外墙采用石材，使人们

在内院建筑周边感觉更加亲切。

摘  要

关键词

从地域性和城市性的角度入手，分析设计条件和要素，针对高

层建筑的形态设计提出了现代感与中式元素相结合的方式。

地域性 城市性 中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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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交通组织

综合建筑的交通组织是建筑与城市的重要衔接部分，工程根据中关村总体规划的要求，

进行了多方面的交通组织论证。平时机动车采用C型的路线，地下车库的出入口集中设在北

侧，减少对于商业平面布局的影响和人流、车流的交叉，实际使用后能够满足项目停车的需

求。

在设计中我们密切配合有关部分，将农科院门口的公交站位置根据项目的建设情况向北

移动，城市的公共交通与最大量的人流紧密接驳，产生良性互动，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  功能与布局

2.1 平面功能

大厦建筑分为3部分，西侧南段为写字楼，北段为高层公寓，东北侧为多层公寓。写字楼

共27层，满足了办公空间的面积需求；两栋公寓分别为高层和多层公寓，针对区域的市场需

求均采用小户型服务公寓的平面布局。商业部分设在西侧沿中关村大街方向，北侧采用沿街

的底商模式。

依据总体布局，为了减少商业功能对于居民出入的影响，公寓的出入口独立设置，朝向

内院。结合商业对外联系的需求，大厦商业和办公出入口朝向西侧的商业入口广场。

大厦竖向的功能组织：地下4层到地下2层为停车和设备用房，地下1层到3层为商业，4层

以上为办公和公寓。

总平面图

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摄影：曹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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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标准层平面

写字楼剖面图
写字楼东立面

内部院落（摄影：舒赫） 从农科院内部远观建筑形态（摄影：舒赫） 对比与协调的整体立面效果（摄影：曹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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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楼立面

2.2 垂直交通

写字楼由于两个业主功能分区的需要，采用双核心筒的形式，核心筒之间布置设备和服务用

房，为写字楼平面提供灵活的划分可能性。两组电梯原本拟采用高低分区设置，由于平面布局和不

同业主划分的要求，采用层层停靠的方式。经电梯公司的模拟验算，通过提高电梯速度和载荷等手

段来满足日常使用的要求。公寓楼亦采用核心筒的形式，利于结构和平面组织。商业部分采用自动

扶梯作为主要的垂直交通系统，同时配有垂直电梯。

2.3 服务设施

项目面积较大，停车数量多，受用地规模的限制，地下4层到地下2层采用机械停车的方式解决

了静态机动车停车问题。此外，为保证西区商业空间的完整，大厦物业、设备机房等主要的服务用

房集中设在多层公寓楼处。

3  建筑形态

3.1 对比和协调

由于建筑的平面布局简约规整，因此造型也采用合理易解的简洁设计，使建筑在内容和时间上

经得起考验。在追求端庄、得体的印象同时，隐含传统人文和建筑的元素，形成理性基础上的具有

人文涵义的视觉效果。

公寓楼标准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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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造型规整统一的前提下，设计采用对比的手法，融入活跃的元素。写字楼建筑立面采

用竖向线条为主，公寓采用大尺度的分格划分和组合，在体量不同的变化中采用不同的尺度和材

料的对比，并使得立面的变化与建筑体量的变化相辅相成，达到对比中的和谐统一。

写字楼的竖向线条没有简单地从上到下贯通，而是在中间采用水平联系和转折处理，形成线

条的转折跳跃变化。高层公寓楼的立面分格采用不同大小，如同中式的窗棂一般富于变化，又与

写字楼的竖向线条构成对比效果。 

3.2 中式元素

竹节、窗棂等是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视觉符号，经过艺术化抽象与变形，运用到了外

立面的设计中。写字楼的立面宛若劲竹节节高升，公寓楼则使人联想到传统的中式图形，形成具

有象征意义的生生不息的传统意蕴。有人说写字楼的立面效果更像是高科技的电路板，我们认为

建筑形态需要所有人来共同参与、共同解析才能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含义和印象。中式元素的运用

是建立在现代建筑的理性设计基础上的，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理性与人文的契合。

3.3 材料与色彩

建筑立面设计从远、近两个层次进行调整，远的层次从建筑整体的角度出发确定建筑的色彩

和体量，近的层次则与建筑的内部空间、建筑材料、质感等协调设计，从而保证建筑外部观感在

远近层面上的统一。

材质外墙材料基层以石材为主，石材具有自然的肌理，同时又具有重量感，作为建筑的基座

部分能够产生合理的近距离视觉观感。建筑主体采用玻璃幕墙、千丝板幕墙以及铝板幕墙相结合

的方式，根据几种材料不同的特点，通过颜色、透光率、反光率等因素寻求统一的脉络关系，防

止多种材料组合后混乱的视觉关系。 

建筑色彩取自中式建筑的灰色系列。千丝板采用碳灰色，表面具有自然凹凸的纹理变化，玻

璃幕墙采用蓝灰色的65%透光率镀膜玻璃与彩釉玻璃相结合，材料本身的色彩微差形成丰富的色

彩层次，使得建筑在统一中又能够富于变化。

4  技术

4.1 节能环保

由于进行设计的阶段还未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在与开发商深入沟通后，采用了

超前的外墙保温措施，西向的玻璃幕墙采用8+12A+8的Low-e镀膜玻璃，有效地减少了建筑能

耗，在实际使用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设置了中水回用系统、空气温度调

节、灯光控制等措施，达到了节约能源的目的。

4.2 结构选型

写字楼和公寓楼的主体结构均采用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写字楼的顶部造型

采用钢结构。多层公寓由于日照条件的限制，2层以上设计层高为2.8m。通过大胆采用排水管穿

梁的方案，各个专业密切配合精细计算，使得结构预留的条件能够与实际安装相符，最终保证了

室内净高度满足使用需求。

4.3 特殊构造

项目外墙采用了新材料千丝板。千丝板作为新型材料具有环保、耐候稳定和易清洁性，

并且维护成本较低，使用周期较长。千丝板自重轻，减少了结构的荷载，其本身的肌理形成良

好的光影效果。在设计中，由于立面是大尺度的划分，采用在千丝板背面设置铝合金管加强措

施，保证了立面形态效果并且采用开放式的节点设计，能够保证千丝板的温度变形需要，增强

建筑夏季的隔热效果，但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雨水的渗入，因此在外墙采用了防水涂膜，保证

了外墙的防水防潮效果。

窗棂

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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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获与反思

在北京天作国际大厦设计中努力做到统筹布局，使各部分功能和环节互相关联，在有限的空间

范围内完成了功能和造型的合理组织。根植于本土文化，努力塑造建筑的个性形象，寻求建筑创意

与技术设计的有机结合。项目于2008年交付使用，经过2年的实际使用，对于项目的设计和建设我们

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

5.1 全方位的协调

在项目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建筑师不应仅在设计中做到总体协调，更要在整个项目建设中起

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建筑师的工作需要综合协调建设方、策划公司、施工总承包等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从而保证

项目的设计工作能够支持和保障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这也要求设计师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

掌握好各个环节的关系，帮助项目各方做出合理的决策。

5.2 项目策划与实际情况的矛盾

商业策划中将商业部分采用划分成众多产权的小商铺形式进行销售，商业投入使用后经营管理

方与小商铺产权人之间产生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都很难解决。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规定商业不得采用分

割的形式进行销售。设计师如果能够对于项目的策划具有更强的分析判断力，在设计阶段就指出问

题所在，就有可能避免或者减少类似问题的产生。

5.3 注重细节

大厦的制冷机房设在地下2层，原设计的噪声值满足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但实际使用产生的噪

音对公寓底层部分的居民休息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后来采用悬浮地面和弹性吊挂管道等措施对机

房进行了改造，才使得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也提醒我们，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需要对设计

中的细节予以关注。

写字楼墙身剖面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