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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751及再设计广场改造
    Reproduction: The Regeneration of Factory 751 and Redesign Square

客户   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王永刚 主题工作室

设计时间   2008年

项目规模   8 000m2

整体改造策略

“再生产”对工业来说是业态转化，对厂区环境来说是环境文脉

的转换，对具体的设备、设施、建筑物等硬件来说是其生命的延续。

价值，一方面是物体本身生命的延续，另一方面是激活人类的思

想，促进当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全新空间。

工作重点主要是保障生命的延续，包括对工业环境、语言的生命

力的表达；充分尊重原工业环境，对构成元素的基本语言充分理解之

后的再设计。

工作方法采取考古式的调查研究，文化判断与定位，业态整合及

规划，有针对性的政策研究与管理，景观、建筑、环境、设备改造。

对原有环境文脉的尊重态度，使我们有机会从中领悟到这个环境

生命的脉动，拾起这里的记忆，理清其中的线索，从不同角度发现具

有新生力量的潜在因素，这些是进行再设计的基础和依据。

总体区位

总体改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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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现状

751动力广场设计方案

改造三大部分

工业建筑改造与再生专题·精神性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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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计广场总平面

再设计广场整体立面效果

改造后再设计广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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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再设计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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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廊改造设计

（1）现状考察

从南到北总长800m，高8m。跨2条路，与高大乔木、20世纪80年代厂区造景元素（蘑菇亭、藤萝架、月

亮门、假山石、宫墙、城墙、仿生泥塑）组成丰富的景观走廊。西边路宽6m，南北与市政道路相连。管道整体

基本保持完整，外包保温保护层。疏密节奏鲜明，架空3～6m。有局部残缺截断，外表5种色彩已不饱和且局部

破损。

（2）改造策略

将输送液态和气态的管道、管廊转换成培育创业产业的大动脉，将人与作品转换为流体，与建筑和管廊混

合在一起。创造具有未来感的、连续的工作室和展厅6 500m2。

利用不同管道和5种不同色彩及管道所涉及的不同形态构件，开发出几十间带有装置特征的独立艺术工作

室，80～200m2不等的“核”体串在800m长的管廊上，其中提供1～10人规模的工作室。

一个与管廊的流动性相联系的结构体系贯穿整个管廊区，成为支持管廊未来工作室的基础性构筑物。新的

构筑物延续工业语言，即严谨、理性、通用、客观、效率、物质、稳固，但由于当下所处的时空环境带有与这

些特质相反的味道，难免会随机、个性鲜明、光线灿烂、模棱两可。因此，管廊将不再是清晰单纯的形式，而

会变成多重复合的物体，甚至带有某种抽象性。新加入的工作室将与管廊、绿化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

（3）对生命力、动力、自然的理解

分析不同地段的不同视点设计造型。结合管廊局部的特点，现场放线以二层可视为主，远看为辅。尽可能

将管道布置在“室外”，与室内的复杂或者简单功能不相冲突，便于管理和提高实用性。新加入的工作室在管

道和大树的剩余空间中穿行。取消重力限制感，将建筑悬浮在空中，以横向流为主。在管廊空间内形成统一的

形象，同时在整体大气势下完成节点的设计细节。

管廊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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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廊带设计

管廊带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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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廊穿孔板细部

自控楼连廊设计总图

从动力广场看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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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连廊看动力广场

连廊效果示意

火车头温馨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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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炉区设计

正东创意产业园老炉区及周边环境改造范围包括：原污蒸汽楼、污水处理泵房、污泥机泵房等原有建筑

物，东侧天车，南北向管廊等厂区生产设备，以及室外广场、道路、红墙和东厂界墙，占地面积18 744m2，建

筑面积3 387m2。随着新一代炉区生产线投入使用，原有的老炉区生产线已经成为历史，其完整的生产工艺流程

被这些设备和建筑物记录下来，成为厂区生产的历史见证和教科书。

针对这一发展方向，在尊重已有历史现状的同时，对老炉区内的罐体、管道、钢架、楼梯、平台和地面等

各种元素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保留、更换、加固、翻新和重新连接，加入水、电、多媒体等设备以适应各

种演艺活动的需要，同时满足人们在炉区内参观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将原有蒸汽楼一层东侧的墙体拆除，露出室内设备罐体，使其与老炉区联系在一起，同时进行了局部加

建，改造成特色酒吧；二层、三层作为展廊和出挑休息平台。在原楼与老炉区之间形成广场，针对各种活动的

不同特性，灵活搭建临时性的活动舞台和看台，可以进行中小型时尚设计演出和各种当代艺术活动。利用炉区

南侧作为大型演出的露天广场，同时分期分步地将凉水塔等原有建筑改造为餐饮等配套设施。

老炉区内原有生产通道

改造后的老炉区

老炉区内加入新的通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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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改造中以工业语言的纯粹性和材料自身性格的回归为艺

术线索，去掉一些月亮门、围墙，把建筑与动力管廊混合。一方面

强调建筑在工业环境中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把建筑的独立性尽可能

消解，使老炉区和动力管廊成为环境的主体。老炉区地面铺装材料

选择褐色的铁矿石，这些石头粒径从30～300mm不等，并且从罐

体向广场由大到小进行排列铺砌，与罐体色调、肌理和形态形成呼

应，表达出金属回归自身本性的历程和意愿，而矿石所处的状态或

许也寓意着某种新生的力量。

老炉区改造后的地面铺装

通道改造

五种新的休闲空间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