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 

唐拉雅秀秀长安

——燕京海航饭店改扩建侧记
The TangLa Hotel, Show Chang’an Avenu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tension Project of HNA Yanjing Hotel Design

0  项目简介

唐拉雅秀是位于西长安街的五星级酒店，前身为燕京饭店

（图1）。始建于1978年的燕京饭店，是20世纪80年代与北京饭

店、友谊宾馆、民族饭店、和平宾馆等齐名的涉外酒店之一，也

曾是长安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燕京饭店往日

的辉煌已经不再：客房低矮狭小、设施陈旧、设备老化、装修破

败⋯⋯，这一切都与它的地理位置极度不符。海南航空集团将其

并购后，下决心进行改建，定位为五星级酒店。我们于2005年

初着手此项目的设计时，希望通过对原有建筑的整合扩建，做到

结合老建筑、赋予新内涵、创造新环境、体现新品质（图2）。

撰文   赵丽虹  韩玉斌  中旭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关键词

介绍了燕京饭店改扩建工程，即在众多的制约因素中，从确定合理的设计方案，到功能深化、造型推

敲、优化机电设计方案、注重细节、多专业密切配合协作的全过程，实现了将一个低档配置的老三星

级饭店，跃升为唐拉雅秀五星级酒店的凤凰涅 。项目关注改建模式，拓展了建筑师的思路。

改扩建   制约   技术   经济   实用

1  用地紧张，制约因素多，合理布局是重点

燕京饭店改扩建工程总用地面积仅为7 543m2，这对于一

个建筑面积将达到5万多平方米的五星级酒店，显然是非常紧张

的。地块因紧邻长安街，仅允许从长安街方向开设一个右转入

口，出口需结合周边道路重新组织。

受规划限制，燕京饭店东北角的“一”字形主楼和东南角

的一个现状风亭必须保留。西南侧为北京银行现有建筑，将遮

挡沿街近70m的立面。面对狭小的用地及各种限制条件，经过

多方案比较及对建筑北侧住宅日照模拟计算反推条件，我们最

终确定了现有方案的总平面布置（图3）。

图1 老燕京饭店外景 图2 新燕京——唐拉雅秀酒店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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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理确定主入口及后勤等附属出入口位置

我们在满足70m开口距离、与北京银行的间距及地块交通

单向控制的综合条件下，开设了一条南北向穿过式消防通道，

即为酒店的主要入口（图4）。

将穿过式消防车道拓展到24m宽，两层通高，增强主入口

的标志性。在这有限的区域内，合理组织东侧入住酒店的车辆

落客区（大堂入口）、西侧餐饮、会议的人流集散；北侧车库

出口的车辆接客流线、南侧旅游巴士停车区以及少量小客车停

车等候区，做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消防通道向北延伸，与北侧、西侧道路连通，形成环状路

网，满足酒店多种流线使用。利用原主楼东侧入口作为酒店内

部服务人员入口，东北侧2个出口为污物出口，西北侧设置1个

集中货物入口，西侧结合人防出口设置出租餐饮等后勤人员专

用出口。

1.2 确定新建客房主楼、裙房位置及功能

为了保证建筑沿长安街的整体造型，充分利用南侧景观，

在满足建筑控制线的基础上，在原主楼的西南角，扩建1个

30mX30m的钢结构主楼，与原主楼高度相同且层层连通，作

为酒店新建客房、大堂吧、餐厅等配套使用，各层平面见图

5~9。这种布局方式，使酒店主体建筑沿长安街一侧形成L形环

抱式，顺应道路交汇口的转角形式，对繁忙的道路交通减少了

压迫感。将建筑与路口自然形成的过渡空间结合现状风亭，组

织绿化成为供城市使用的街心花园，改善了局部小环境。

在主楼西侧、北京银行北侧，设置“一”字形裙房，在保证

消防通道的前提下，通过对用地北侧住宅的日照分析，反算建筑

体型。裙房向北层层退台，控制日照（图10，11）。此区域作为

酒店的中餐厅、宴会厅、会议厅、SPA、健身游泳使用。

在狭小的场地内，解决大量的地面停车是不现实的。我们

在地面只考虑了必要的停车需求，如：大型旅游巴士停车（南

侧主入口附近）、小客车等候车位（中部车道）、运送货物的

货车停放（西北侧货物运送口及东北侧污物出口）等，其余车

辆全部沿西侧的车库入口下行至裙房的地下2、3层车库，其中

在地下3层结合人防设施做成立体车库，满足停车使用要求。

2  改建与扩建工程的功能衔接

燕京饭店原主楼结构形式为北京老的剪力墙结构加预制楼

板体系，对于建筑改造非常不利。通过适当调整原房间布局、

功能，改造整体立面造型，辅助以适当的结构加固处理，做到

将老建筑“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

原主楼主体结构基本不变，向南侧延伸2.5m，扩大南侧客

房面积。地下室部分结合员工出入口，设置更衣淋浴用房、工

程部、库房等；一、二层结合南侧花园，设计了一个两层连通

的中式茶室，这样既合理利用了空间，又创造了经营场所，实

现景观、效益双赢；三层变为客房的设备转换层，大量空调、

新风机房、管线汇集于此（图12）；四层以上维持原客房功能

不变，顶层因设置行政、酒廊等要求，拆除重建。原主楼通过

设置合理的变形缝，与新建钢结构主楼、裙房连通。

新建主楼附属在原主楼西南侧，七层以上的客房部分与原主

楼层连通。一~六层为酒店的西餐厅、健身房、设备机房、大堂

吧等。通过合理的层高设置，保证与原主楼、裙房的通达性。

酒店大堂位于建筑中部新建裙房，连接东侧主楼客房及

西侧配套餐饮、会议、休闲附属设施。因地块所限，大堂只有

14mX26m大小。我们在面对入口的墙面上设置了一个两层通高

的流动水幕墙，活跃了小环境；结合室外的入口车道，设置了

一个既有室内、又有室外的3层通高空间，围合幕墙强调竖向纵

深感。精装修设计结合结构柱、幕墙竖框，大量应用镜面不锈

钢材料。悬吊的流线型浮云、多次反射的图像形成了酒店大堂

独特的风景，没有丝毫的局促狭窄感。

建筑面对北侧住宅的部分均设置为会议、SPA等休闲用

图4 总平面图图3 用地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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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剖面图2图10 剖面图1

图8 标准层平面图 图9 地下一层平面图

图7 四层平面图

图6 二层平面图

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用地面积：7 543m2

总建筑面积：56 300m2（其中改造原有主楼及地下室约为26 000m2）

容积率：5.77

建筑密度：60.7%

建筑层数/高度：20层/60.4m

停车数量：192辆（地面38辆，地下154辆）

绿化率：20.7%

设计团队

设计主持人：韩玉斌、赵丽虹

建筑：刘  、李依岩、李东哲

结构：张怀 、王树乐、曹清、何相宇

给排水：王涤平、苏兆征

暖通：张力、李冬冬、汪春华

电：王亚东、庞晓霞

总图：邵守团

建筑方案设计：韩玉斌、柴培根、赵丽虹、罗洋、周凯等

图5 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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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酒店五层因建筑后退日照控制线而形成了一个仅5.9m层高

的游泳健身区。上抬式迷你泳池、独特的玻璃池岸、南向落地

景观及室外休憩小径、敞亮的屋顶天窗⋯⋯，所有这些处理都

是为了扩张视线，达到扩大空间效果的目的（图13~19）。

酒店地块之内有一条电信管廊东西向贯通穿过，在地下

一层形成了一个与主体分隔的单独区域，因面临长安街及景观

花园，我们巧妙地将其设计为对外经营的酒吧（含集中变配电

室），并将室外区域局部下沉，形成下沉水榭式庭院，通过室

内、外楼梯与一层大堂及室外景观花园连通，颇有“闹中取

静、别有洞天”的意境（图20）。

3  原有酒店客房的五星级标准改造

剪力墙体系要求在改造过程中，对原有墙体、楼板尽量使

用原有洞口，否则结构加固费用将大量上涨。显而易见，燕京

饭店的老楼现状（主楼层高仅为2.9m，客房开间尺寸3.34m，

传统的剪力墙+预制楼板结构体系）要达到五星级酒店标准，得

另辟蹊径。

3.1 保留建筑现场测绘

我们面对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完整的原始设计图纸，只有

图16 宴会厅图15 SPA区

域

图14 餐厅图13 大堂图12 一层茶室

图20 地下1层独立酒吧

图19 健身房

图18 游泳区图17 对外餐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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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扫描的图片文件，于是设计团队对原主楼进行了现场整体

勘测。各专业一起实地测绘平面布局、结构净高，分析每一道

墙体是否为结构支撑墙体，记录墙体、楼板的每一个孔洞和实

际开洞尺寸、位置，预计保留结构构件的详细数字⋯⋯，绘制

了一套详细的现状图纸，以便改造设计时参照使用。

3.2 诞生最适宜的客房改造方案

按照五星级酒店的评定要求，客房卫生间必须满足4件套

布局，客房面积、配置也必须与之配套。显然，原建筑很难满

足要求，面对众多的制约条件，设计实在是举步维艰！经过与

业主反复讨论研究，结合现状及周边的市场需求，最终将酒店

定位为城市型商务酒店。明确客房以单人间为主，按照“三改

二”的原则，将原来3套客房改为2套，其中1间改为2个卫生

间，这样既解决了原有楼层房间小的矛盾，又符合现代商务客

人居住的独立需求（图21~23）。将原卫生间区改造成穿过式

的迷你吧台和衣帽间。卫生间通过改造形成盥洗台、坐便、淋

浴、浴缸4件设施齐备，且干湿、洁污分区空间。同时，面临长

安街一侧还有不俗的落地景观。

北侧客房进深小，我们将其改成了大床间，取消传统的宽

大书写桌椅，通过圆形小桌和软质家具，形成温馨的休息、工

作区；南侧进深相对较大，作为双床标准间。靠近入口处设置L

型写字桌，靠近长安街落地景观窗一侧，设置软质沙发，休闲

惬意。原主楼房间开间3.34m，无法改变，通过定制薄性家具

加液晶电视，减少狭窄感；房间床品选择及整体装修风格沉稳

大气，典雅不俗（图24~26）。 

3.3 严格控制净高 

面对2.9m的层高，各专业综合采用了很多技术手段，从而

达到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具体技术手段如下。

（1）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建筑做法，保留

走廊尽端通透的采光窗，减少空间压抑感。通过现场勘测，我

们发现原主楼180mm厚楼板上部有1个30mm厚的叠合层，且

连接非常紧密，如改造时将其全部铲除，不仅施工费时费力，

而且铲除后还必须要砂浆找平，反而对增加净高没有好处，于

是我们决定在叠合层上直接粘铺单层8~10mm地毯；吊顶采用

70mm厚最小的轻钢龙骨石膏板形式，于是形成了2 900-180-

30-10-70=2 610mm的建筑净高。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将

1.55m净宽的走廊做到满足五星级酒店最小2.1m的净高，是非

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2）优化机电专业设计方案，精简走廊管线布置。因建筑

净高较低，摒弃了一般酒店新风系统所采用的横向模式，而使

用竖向管道新风系统。分别在屋顶和客房层底部（三层）设置

机组，布置水平管道输送新风。排风至客房内竖向管井，从而

避免竖向管道过长造成气流分布不均匀。合理设置排烟井道位

置，直接在排烟管井侧壁开设排烟口，既可满足消防要求，又

可在走廊内避免出现横向排烟管道，节省层高。客房内空调系

统的供、回水管，冷凝水管，上下水管线，透气管等，全部放

在检修竖井内。走廊照明以壁灯为主，客房强电每层设置集中

图21 北侧房平面放大
图23 钢结构客房平面放大图22 南侧房平面放大

图27 客房走廊照片图26 新建钢结构客房照片图25 南侧客房照片图24 北侧客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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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间（竖向垂直）和必须的水平管线。将常规的桥架全部打

散为单根线管，以便在走廊灵活布置。这样做就将传统酒店走

廊中至少200mm高的新风管道及顶部照明灯、强电桥架移除，

使得走廊中仅剩余消防、弱电桥架等尽可能少的必须管线。

（3）新建钢结构主楼楼板就需要120mm厚，建筑做法

50mm，钢梁500mm，吊顶做法70mm，梁下净高2 900-120-

50-700-70=2 160mm，要保证2.1m走廊净高，只剩60mm高

度，这就意味着走廊不能有任何水平管线。首先我们将消防水

管、桥架全部穿梁布置，利用梁间的560mm高度，翻接入每

一间客房。排烟口选择在两端适宜位置，就近设置竖井，避免

与横向管道交叉。所有穿梁洞口必须定位准确，以便在工厂加

工。因为钢结构本身的梁板、加页、斜撑等特点，钢结构部分

客房内检修管井内的管线、新风竖井内的风管着实让设计师费

了一番心思。

（4）进行精心细致的管线综合，与精装修设计方案详细

配合。各专业群策群力，排布竖向检修管井、客房卫生间、客

房小走廊顶部及客房前区，管线合理避让，形成必须的公共管

线翻接空间，选择适宜的楼层作为管道分区层，保证净高要求

（图27）。经过与酒店管理公司及精装修设计单位的细致配

合，使客房达到了“小中见大”、“焕然一新”的效果。

4  改扩建工程的建筑造型

燕京饭店因地处长安街沿线，其改造后的建筑形象受到多

方面关注。立面设计前后进行了25轮，历时1年，人员更换了几

批，最终达到了甲方与规划部门的要求：建筑造型新颖别致，与

周边建筑协调，传承老燕京饭店独有的文化底蕴（图28，29）。

我们将原有主楼外墙面改造为淡黄色石材墙面，酒店规

则的采光窗是深槽型竖向方窗。通过这种直线、长方体的几何

图案，形成一个规整背景，衬托新建钢结构主楼的结构美。新

建钢结构主楼东西两侧强调突出竖向槽钢结构，配以通透的隐

框玻璃幕墙，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纵伸向上的挺拔造型。为与街

道对面的首都博物馆相呼应，在横向遮阳格栅的设计上，我们

采用了围合的弧线形（在深化设计中，调整格栅设置的合理高

度、间距、构件尺度，做到外部景观及内部视线双赢）。

酒店入口因消防车道的穿行，形成了内凹式西向入口。立

面在此区域采用双层通透玻璃幕墙，既突出了入口功能，又形

成了与上层餐厅、游泳健身区的室外缓冲空间，节能且方便使

用。对于被北京银行遮挡的西侧裙房南立面及次要的北立面，

我们按照实际功能与日照要求，采用了铝板、方窗、钢结构坡

顶的构造，经济实用。深化夜景照明方案，确定合理的亮化设

计，利用可调色的光影形成高贵而内敛的气质，让建筑在夜晚

同样具有魅力风情。但在后期现场施工过程中，因施工进度、

材料供应等问题，甲方将原主楼的石材墙面改为了仿石材纹路

的铝板，缩小了主楼东西两侧立面竖向槽钢构件的尺寸和南立

面横向格栅的构建尺寸；减小了西立面的石材墙面，扩大了玻

璃幕墙，从而对建筑外形的整体虚实对比感、围合感及竖向挺

拔感有所削弱。作为建筑师，我们也深感遗憾。

但不管怎样，经过两年设计和两年施工，燕京饭店终于凤

凰涅 ，重获新生。当夜幕降临，端一杯咖啡，坐在窗前，俯

视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必是另一番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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