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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BTV，新感受

采访者：您作为广电建筑的使用者，应该对建筑本身的体会颇深。您认为新BTV的工作环境有何变化？同

时哪些还需要改进？

周海峰：首先，新的BTV把原先散落各处的栏目、频道，集中在一个建筑中，这样更加集约，也便于管

理。同时电视台设备也有了很大进步。另一方面，新办公楼相对提高了固定办公人员的人均面积，办公环境也

改善很多，但对于技术部门人员的考虑较少。由于技术人员工作为值班制，不设置固定的办公空间，只有值班

室，但具体空间设置中却缺少相应的简易休息空间的考虑，而这对技术人员却是必需的。当然可能由于BTV大

楼作为综合办公楼，主要为办公空间，在另一个生活楼设置了工作人员休息宿舍，但这对于需要随时解决可能

问题的技术人员来说显然不太合理，且缺乏一定人性化。

这一点对设计师可能也是一个启示，我建议设计师可以了解电视台的规模、科室建制，甚至细化到每个部

门，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设计。

采访者：我们看到新BTV设有垂直中庭、休闲咖啡厅，这些空间的使用率如何？是否还有其他公共空间？

周海峰：这个垂直中庭其实已不同于原来空间的设计，事实上其预想的作用不仅是空间感受不同，更重要

一点是可以起到中庭拔风的效果，并代替一部分空调作用。但由于中庭内侧窗的封闭，使得完全失去了拔风效

果，同时带来的空调作用不足，空间环境舒适度也大大降低。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关于公共空间，这一办公楼里还设置了顶层观景台，可以远眺城市景观。但实际中咖啡厅和观景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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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并不高，大家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办公区附近活动，所以这提醒设计师在公共空间设置时要注意切实有效，

避免浪费。

BTV人眼中的开放式演播室

采访者：现代广电建筑中不断有开放式演播室出现，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其开放性体现在哪里？给演播空

间、工作人员带来了哪些变化？

周海峰：演播室由控制室control room和演播间studio两部分组成。一般演播室内，控制室与主持人间通过

对讲系统联系，主持人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景观为背景，称为固定场景。开放式演播室则是将控制室和演播间打

通，整个控制室内编导和技术人员的工作状况就成为背景，这时称为活动场景，从观众视角来看更新鲜一点。

当整个拍摄工作在演播间内完成时，也随之带来一些问题，如拍摄过程中，技术人员工作时需要尽量减少

语言交流或极其小声说话，以不影响拍摄，这样就对导演、技术人员、播音员都带来一定心理压力。

广电建筑之核心——“播出线”

采访者：广电建筑中播出线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您认为最合理的制作部、播出部、转传部等的空间组织应

该是怎样的？这在新BTV中是怎样设置的？

周海峰：这里有一条相对简单的原则，即把所有对直播安全有一定要求的、涉及直播的演播室，如新闻直

播室、体育直播室、大型文艺直播室与播出部播控中心就近，其他用于录播的大型演播室可以稍远于中心；转

传部中与播出总控相关的微波收发的光纤收发部门也应紧邻播控中心，或者这部分业务就干脆划拨到播出部。

BTV的演播、播出流程大致就是遵循这个原则，综合办公楼内设置了新闻、体育几个小型直播室，与播出

部垂直向就近，大型文艺演播室虽不在办公楼内，但离得很近，也是符合工艺要求的。

未来更新之路

采访者：我们发现，现代广电建筑设计中新增了网络电视台的概念，同时也需要相当的规模。BTV是否也

设置了网络电视台？网络电视台与与普通电视台有何不同？

周海峰：北京电视台已经设置了网络电视台，实际就是北京台的另一个播出平台，它与常规电视台相比只

是终端不同，即普通电视台是服务于电视的客户端，网络电视台是服务于电脑的客户端。打个比方，一个五十

分钟一集的高清片子，可以再制作一个标清的，服务于两种电视客户；制作一种MP4的流媒体，服务于网络客

户；剪辑制作成每五分钟一集的片子，服务于手机客户。也就是说针对不同客户，对同一内容的产品进行不同

形态的转换。所以，网络电视台无需另设演播、制作等一系列流程空间，在同一个电视台内实现资源共享即

可，在节目制作完成后转换格式就可以了，这是设计师需要了解的部分。当然每个客户的需求是不同的，设计

师还需要和客户就此内容进行详细的沟通。

采访者：现在新的BTV、CCTV都已经建设完成，很多地方电视台也开始了二次建设，由旧换新，您认为

新电视台建设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是设备的更新还是演播模式的转变？

周海峰：我认为，这种改变应该主要是适应电视台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的需要。

以北京电视台为例，由于频道增多，相应人员也增加了许多，原有的建筑明显难以容纳，同时考虑到安全管

理的要求，新建BTV都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借由2008年奥运会和标清换高清的契机，我们也做了一次设备的

大更新。

采访者：就目前发展情况来看，您认为未来电视台这种硬件设备的更新还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还会如此

日新月异吗？

周海峰：事实上，我们所使用的传统设备，如切换台、调音台等更新换代并不快，更新最快的部分是与网

络相关的部分，其更新换代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现在的状况已是由标清向高清迈了一个大台阶，现

在还在继续向3D、4K（4倍高清）进行探索。

当我们的硬件设施已经足够先进，或许我们考虑的不应是设备的再更新，而应考虑怎样做出更加高品质的

节目内容，我想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具核心竞争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