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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递高城万仞楼
Stretches of City, Endless Tower 

撰文  傅海聪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于建筑的高度而言，这是人类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理想和挑战

的极限。当纽约世贸中心被撞的那一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正在为

登顶世界之颠而修改设计——其高度被提升了30m。今天，在本拉

登“登天”之时，摩天楼高度的世界记录已较10年前又翻了一番。

期间，金融风暴、强震海啸、军演战乱以及前所未有的核灾难等天

灾人祸屡屡发生却似乎并未减少人们对建造更高、更张扬和更奇特

的摩天楼的狂热之情，至少在中国是如此。超高层建筑不仅充分体

现当代城市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力，而且象征着权力与荣耀的

价值取向也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一路被轻而易举地突破。

人们渴望高楼，它们已经流入了城市生活的结构并成为

市民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5年前430m高的广州“西

塔”的12个竞标方案直接面向大众，最近同样高度的海南“海

口塔”的8个方案也采用了网上投票评选方式。从竞标方案的数

量来看，更象是一场公开的建筑“选美”。因为是“公示”，

公众才有机会见到设计的全貌包括图片和文字。不过，中国的

摩天楼仿佛还停留在努力营造威严耸立的殿堂阶段，在如何融

入城市的公共空间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比如，如果你没有购买

顶部观光的门票是不能进入大楼的，而这些门票价格高昂，普

通市民往往难以承受，这样导致很多人从未走进过这些大厦，

很难领会摩天大楼的技术和实质。因而人们往往特别注重建筑

的地标效应，如体现了某个城市的“市花”、似“风帆”、像

“水晶”等等，不一而足。为了刻意出新，也出现了不惜代价

挑战地心引力的极端案例。

但对于这些哗众取宠的怪异形象，人们似乎并不买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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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术进步应是摩天楼永恒的主题。如火如荼的“环渤海经济

区”正在成为中国摩天楼新的规模“生产地”。位于天津的“津

门津塔”项目堪称中心城区的重要标志，并成为庞大的超高层复

合社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75层高达340m的“津塔”，虽然在

今天看来其个头似显平平，但却是世界最高的纯写字楼之一。核

心筒的结构和布局始终是困扰摩天大楼的“核心”问题，这也是

它们之所以大都被捏合成综合体的原因之一。然而，这座海河之

滨“鱼状大厦”的突出看点，并不在于其“鳞光闪闪”的表皮肌

理，几十部双层电梯和国内首创的钢板剪力墙核心筒体系，不仅

铸就了当今摩天办公楼最强的竖向“生命线”，而且充分适应了

高速建设的进度需求，并极大地提高了建筑空间的使用率。尽管

这种近似纽约世贸大楼的全钢结构类型自“911”之后在世界上

还鲜为应用，但通过水平伸臂桁架和筒中竖向支撑加固的新型整

体结构系统，体现了国内高超的自主研发水平和制作加工能力。

另一个正在建造的津城“117（层）”大厦为了与600m高的

“上海中心”一争中国第一，因此其最终高度目前还留有悬念。

从建筑师和其表现手法来看，这个像是将“深圳国贸大厦”加高

一倍的超级摩天楼，更像是那个时代香港高层建筑的翻版。其正

襟危坐、循规蹈矩的态势不仅构成了最为简明的功能布局和结构

脉络，同时也在目前张扬怪异的摩天楼队伍中独树一帜。而作为

如此高度和规模的项目完全由中国设计师担纲，可谓具有非同寻

常的深远意义和引领效应！ 

然而相比其他公共建筑，摩天楼的设计主导权仍主要掌握在

境外几家著名事务所的手中，即使中国拥有和正在“生产”着世

界之最的大楼数量。眼下的中国市场，摩天大厦也更多地被植入

了强势文化的印记。许多城市急待一个耗资不菲的舶来品进行招

商引资或广告效应，就算是国内本土设计师的原创设计，往往也

是充当一种“替身”的角色。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国外的设计

并非在某个概念或是形式上特别地棋高一招，但在如何实现其概

念的手段和完成度方面却显得游刃有余，设计也往往随之发展出

大连绿地中心

济南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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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材料和做法。比如，为了体现建筑的创意，让幕墙超越

其本身的光泽并避免眩光，SOM在其设计的天津津塔的梭形体

量上通过玻璃的折变，塑造出形似“鱼鳞”的幕墙系统。同样，

CALATRAVA设计的芝加哥螺旋大厦，这个610m高、拥有1 200

个单元的世界最高摩天住宅楼，为了防止飞鸟撞击螺旋扭曲的凹

形幕墙，同时还要能够在其纤细的结构柱内喷射焰火，承包商就

专门设计出一种全新的体系和材料来实现建筑师的设想，使其成

为密歇根湖边最耀眼的城市“图腾”。

作为地方标志和政绩形象，一直是平缓舒展的演艺会展建

筑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平分秋色。如今高低组合对比成为时尚

的城市空间形态。正在建设的济南西部新城被PAUL ANDREU执

意抛弃老套的双塔规划后，当地政府欣然接受了大剧院与超高层

综合楼融为一体的“安氏”构想，不再沿袭那种类似纪念碑式的

“英雄主义”布局。即将启动的分别高达400m和518m的南京青

年奥体与大连绿地中心，为了充分演绎长江和大海的主题，当地

政府力邀欧洲几位“先锋”建筑师拿出各自娴熟的“非线性”作

品来实现项目“前卫”的定位和指导思想，尽管广州“圆润双

砾”的大师并不擅长摩天大楼的设计。最出人意料的是40m规划

控高的上海世博园区，现在也紧锣密鼓地酝酿着兴建高耸的酒店

和子母双塔，期待着与“一轴四馆”共存共荣！这些“横看成岭

侧成峰”、“躺着与站着”组合而成的庞然大物，将会在“速

成”的中国特色建设中走得多远还真是一个谜。

作为体量高耸而规模十分庞大的公共建筑，摩天大楼的垂

直交通系统、空调及照明等机电设备的能源消耗非常可观，甚至

达到普通高层建筑的数倍之多。更由于其复杂的技术和高昂的造

价以及帷幕墙材料的局限，特别是受制于高空安全而导致的封闭

外墙，使生态节能一直难以产生实质的效果。曾经倍受追捧的空

中花园经历了一阵轰轰烈烈的“干打雷不下雨”，现已在超高层

办公大楼中基本销声匿迹。商业运作愈发成为制约摩天楼向更高

层次迈进的一道坎，以至于许多开发商经常考虑在摩天大楼中营

造所谓“loft”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充分利用空间来提

供像香港长江大厦和上海华尔登广场那样集网络地板于一体的人

大连期货大厦外墙通风器空调网络地板系统 上海越洋大厦幕墙详图

大连期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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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印度孟买金融城建设中的巴林世界贸易中心

性化的综合机电系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VAV变风量空

调系统仍受制于传感器精度和施工技术的瓶颈。在夏热冬冷的非

严寒地区，无论是价格、工期尤其是对空间的利用率，简便务实

的VRV空调系统也许最具性价比，理应在摩天楼上得到大规模的

应用和尝试，避难层留下的剩余空间也足以成为它们的理想安置

地。“最生态的大楼就是不要建造摩天大楼”这句话饱含哲理，

“绿色”也并不意味着将花费更多的金钱。

摩天大楼过小的水平“截面”致使形体的可塑性非常有限，

更主要依赖建筑的表皮来展示和传递信息。双层幕墙的外循环通

风与防火封堵难以调和的冲突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当初

FOSTER设计的上海九事大厦和随后的上海越洋广场所采用的内

循环双层幕墙系统曾一度备受推崇，但现在看来也不过是200m

高的“小楼”。南京450m高的绿地紫峰和大连250m高的期货大

厦的外墙开启扇和通风器均颇有创意，尤其在过渡季节让摩天楼

得以进行“深呼吸”。但高空的强力风压却无法令外墙天衣无

缝，严冬的漏风现象反而导致能量的入不敷出。然而，巴林世界

贸易中心却因势利导，成就了世界首个采用风力装置的超高层综

合体。在三角形双子座大厦之间的70，110，150m高处设置了3

组酷如机翼的涡轮器，不仅为200m高、12万m2规模的大楼提供

了充足的可再生动力，而且构成了最为独特的建筑形态。相比当

今许多摩天大楼华而不实的所谓生态高科技理念，其创意过程和

最终结果都十分给力。 

消防设计是摩天大楼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根据当今摩天

楼的实际情况和成功案例，以及通过消防性能化评估所取得的经

验和数据，如果适当调整现行有关规范，必将使摩天楼的复杂问

题简单化，形成更加务实有效的设计。首先，在满足疏散宽度的

前提下，可将标准层防火分区在现行规范基础上放大一倍，因为

对于300m以上高度的大楼，每层不可能控制在2 000m2规模以

内，否则使用系数将十分低下；其次，共享空间在周边严密的保

护措施下，允许不设卷帘而上下成为一个防火分区；另外，如对

大楼高处的商业营运场所进行人数限制，空间则不必进行限定；

同时，从严定义建筑性质，可由“一类高层”提升为“特别重要

的”建筑，从而提高其结构强度和增强设备配置，并实行禁止在

大厦正下方停泊机动车等具体的强制规定。这样，既达到设计的

可操作性又确保建筑的安全可靠。

“迢递高城万仞楼”，当今中国的城市都在竞相成为不断长高

的一座座垂直城市。与过去不同的是，以往的城市空间主要是为了

吸引外资，但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形成

的此消彼长，今天中国的摩天楼更多地为中国人所用，而且几乎全

部由国人出资建造，甚至是农民集资兴建。同时，随着愈来愈多摩

天楼原创项目的出现，国内的设计单位正在崛起，他们甚至凭借优

良的业绩与性价比成功地进军海外设计市场，显现出超强的自信心

与核心竞争力。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摩天楼不仅会越

来越高，而且将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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