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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绿色本体设计模式的实践

——崇明生态艺术展示馆绿色创作
Chongming Ecological Art Gallery Green Design
撰文  戎武杰  刘智伟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现代都市建筑设计院

崇明生态艺术展示馆绿色创作是建筑绿色本体设计模式的再次实践，倡导绿色建筑设计从建筑本体出发，利用基地自

然环境资源，通过建筑设计手段和建筑构件，而不仅是依靠设备，最大化地实现并加强节能效果；并对建筑节能构件

的产业化提出倡议，推动节能社会建设。

绿色建筑设计  绿色本体生态设计  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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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绿色本体设计模式的应用
建筑绿色本体设计模式是在建筑全寿命的设计阶段注重用设计手

段来解决节能问题，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建筑思路和创作原型。华东院

都市院商业地产研究室绿色设计团队从崇明生态示范办公楼设计开始

初步实践，并首次提出在绿色建筑设计中运用“绿色本体生态设计”

模式，强调从自然元素和传统民居中汲取思路和灵感，通过利用导风

墙、导风井、立面遮阳、立体绿化、降温水系等建筑手段来直接节能。

在崇明生态艺术馆设计中进一步发展，明确定义以生态技术的展示为

主要目的，在设计中将部分生态节能技术放大，强化可视化效果。如

在生态展示馆中南北侧的进风路径可通过立面整扇开启的玻璃立转窗，

通风塔放大成长条形，拔风效果更加明显，并与建筑内部坡道空间相

结合，技术应用和设计上更加优化和巧妙。

2 通用的建筑节能试验平台

上海崇明陈家镇生态实践区 4 号公园是生态主题公园，除了生态

艺术展示馆外，公园还提供太阳能和风能装置参观体验，是居民和游

客的低碳节能意识教育和体验基地。崇明生态艺术展示馆建筑的生态

节能通用化试验承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建筑三星级标准的绿色建筑设计，满足评星要求的各个控制

项、一般项及优选项绿色条目要求，如建筑绿色本体体型系数控制、建

筑自然通风、双层墙体隔热、建筑外遮阳、水系降温、环境友好型材料、

透水地面、光导管采光和热回收等建筑绿色本体节能和绿色技术应用。

（2）生态艺术展示馆需要为已经在住建部立项的科研项目提供实

践载体。涵盖建筑设计绿色研究、微网综合管理系统展示、智能住宅

展示、建筑光伏一体化、地源热泵、中水回用、风力发电等绿色节能

技术，建筑设计需要为以上试验功能提供定制式空间和实验平台。

（3）为与绿色节能技术有关的艺术活动提供场所，可以是绿色艺

术展览、小型绿色艺术论坛、绿色艺术科普活动等。

生态艺术展示馆就像一个电脑机箱，理论上可以自由地配置上述

三个方面的不同功能（节能技术和科研的不同选项）以产生不同的节

能效果及试验效果，这也给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很有兴奋点的创作难题。

生态艺术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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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悬浮的“一”字建筑

生态艺术展示馆是模块化试验的载体，也是公园的视觉中心，

因此其绝不能是一个平庸且没有意义的建筑形象。作为公园的中心

景观，美感和可识别性是两个基本的美学要求。但是关于建筑在公园

总体中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建筑师在方案构思阶段有过多个论

证，最终还是回到问题的根源，就是谁是“主体”、谁是“个体”的

关系论证上。对整个公园而言，生态艺术展示馆只能是所谓的“个体”，

要求其在公园众多景观中应富有特点及标志性。而对于众多的建筑技

术而言，生态艺术展示馆就是“主体”，需要规则的空间和建筑面来

承载使用功能。“主体”和“个体”的辩证关系引申出总体设计一个

明确的思路，就是用极简的形体来突出个性，反衬复杂的内容。于是

悬浮的“一”字建筑形体构思出现，宽约 20m、长约 100m、二层外

挑 3m 的建筑体漂浮在公园的绿意之中，形象干净、简洁、明确。

生态艺术展示馆主体本身采用双层通风墙体，内层是满足主要热工

要求的砌块墙体，1m 宽的通风空腔外是穿孔遮阳铝板表皮。形体顶部是

精心设计的建筑与光伏一体化组件，两侧是一层高的覆土景观，密植绿草，

覆土下分别是机房和多功能厅。覆土与主体之间设置 4m 宽的“裂痕”，

生态艺术展示馆如“机械巨兽”般破土而出，给人很强的动感和未来感。

两侧的斜坡挡墙同时作为通风导墙，将自然风引向室外。

建筑内部空间通过一个 3m 宽的生态展示坡道将上下层的空间动线

联系起来，动线简单、便捷。坡道的两端分别是一层的主入口大堂和二层

的主展厅。而一层坡道的两侧则是各种科研用房，通过坡道两侧的观察孔

和展示屏，让观众在坡道上行走时可以对各种生态技术有一个直观体验，

同时集合天光控制和环境氛围等，让坡道空间充满梦幻感。顶部的采光天

崇明生态办公示范楼 4号公园总图

悬浮的“一”字建筑（两侧为导风墙） 艺术坡道

艺术坡道剖面（顶部为放大的通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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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经过精心设计，作为控制室外空气流动的放大的“风井”，促进室外春

秋季的空气流通。

在建筑内部空间的塑造上，建筑师在空间划分和动线组织上尽量达

成标准化、多功能、具备可变性，可以承担展览、秀场、会务等功能，在

未来运营上更具有生存力。

4 绿色本体设计模式实践

崇明生态艺术馆是用来展示低碳节能的技术与知识、增强人们节能

意识的重要场所。针对其绿色特点及要求，团队采用了“建筑绿色本体的

生态设计”和“绿色技术的一体化应用”的设计模型。

在生态艺术展示馆的“建筑绿色本体的生态设计”中，除了建筑的

外观“一”字造型简单节能之外，设计还注重建筑通风组织，南北层建

筑面采用可开启的“呼吸墙”，依据建筑全年的热工计算，确定开启的

数量和位置，结合崇明地区春秋两季的气温条件及风资源，在上述时期

可以将二层南北外墙（设置为立传窗）打开，将自然风引向建筑长向的

室内，达到通风换气的目的。同时，建筑顶部设计了纵贯建筑整体的屋

顶通风塔，通过计算设置数量合适的开窗口，利用“烟囱效应”促进室

内外空气的流动和排放，降低空调能耗，节约能源。而在建筑的东西向

则采用双层墙体设计，中间为 1m 宽、上下贯通的空气走廊，较好地起

到降温和遮阳的作用。

通风分析图

夏季室外风环境分析

冬季室外风初步分析

日照分析

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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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示范目前是最直接的节能展示，绿色本体设计还有一个重

点就是处理“建筑光伏一体化应用”。屋顶的建筑光伏组件依据建筑的总

体效果要求，被限定在建筑屋面的女儿墙之内，并计算评估以控制女儿墙

阴影面对其发电效率的影响。在屋顶通风塔上的光伏板晶硅片间距也是经

过特别控制的，在满足发电效率的前提下，保证室内部分自然采光的要求。

当然，建筑师不会让这些设计细节都积攒在屋面，而是特别组织设计了一

条上屋面的观光塔，让观众可以到屋面来欣赏光伏组件和发电场地。同时

设置了玻璃间隔，不许靠近，只能近观。这也表达出建筑师在组织流线上

的复杂心态，既要考虑效果，又要注意安全等因素。另外，生态艺术展示

馆内还应用了风力发电、地源热泵、中水回用、热回收、能源监控等绿色

建筑措施。

5 建筑绿色本体设计模式的普及化愿景

在崇明生态艺术展示馆建筑方案设计过程中，有关建筑朝向布置问

题曾经在设计院与科研单位之间引起过积极的讨论和思考。在考虑总图布

局时，基于场地条件和建筑处在公园中央区域的实际位置考虑，建筑师在

设计时将“一”字形的主体建筑长边东西向布置，两个短边南北向布置，

这样的好处是将建筑短段插向中心湖面，将中央景观引向公园纵深方向，

营造较强的序列空间，这样避免了沿湖面形成一个横向界面，将湖面景观

与公园绿化景观割裂。但是绿建顾问单位对这样的布局提出反对意见：国

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建筑主要朝向一定要南北向布置；主要朝向

东西向布置，西晒面积过大，夏天能耗偏高。遵循建筑绿色本体生态设计

原则，建筑师在解决朝向问题时完全依靠建筑设计手段，在生态艺术展示

馆东西侧设计一层高的覆土草坪景观（设计机房和多功能厅区域），将东

西向的建筑表面积减少一半；同时作为展示类建筑，减少开窗面积，并设

置双层通风墙体。经过技术中心的建筑模拟，设计手段可直接消除朝向问

题带来的能源消耗增大，而没有增加额外的设备。

通过崇明陈家镇生态办公楼和生态艺术展示馆案例实践，我们预测

未来可以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的规模化发展：

（1）建筑绿色本体设计思想的普及。建筑绿色本体设计模式是具有

原创意义的建筑思路和创作原型，核心思想是契合自然原理，利用好自然

气候环境的元素——水、风、光线、植被等，更加尊重自然。每一个建筑

设计在开始阶段都重视建筑绿色本体生态设计（被动式节能手段）的应用，

通过建筑空间、构件、路径组织等建筑方式、原理来解决建筑节能问题，

而不用依靠建筑设备。

（2）绿色本体建筑构件的工业化普及。在本体生态设计的前提下，

随着技术的成熟，可以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发展本体绿色构件——导风墙、

导风井、立体绿化等，直接安装应用在新建的建筑上，方便维修和更新，

降低技术门槛，普及应用。这时，建筑节能不再是完全依靠设备和高技术，

而是以绿色构件大规模的普及使用为前提，对建设节能社会有更加积极的

意义。

建筑光伏一体化 建筑室内绿墙

竖向通风组件 通风墙组件

电控通风百叶 通风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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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建筑设计院首个生态建筑本体设计实践案例：崇明陈家镇生态办公示范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