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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馆外景（摄影：林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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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新加坡馆和韩国馆的设计从表皮上来看，都有向外翻转的金属叶片。金属叶片是装饰性

构件吗?这种做法是出于什么意图？

王兴田：“城市交响曲”是上海世博2010新加坡馆的主题，它呈现了岛国多元文化的融洽与和

谐。新加坡馆建筑物犹如“音乐盒”的造型，恰当地将这次参展的主题展现了出来： 不同的元素如

交响乐团里的每一个节拍 —— 广场上跳跃的喷泉、立面上参差错落的窗户、表皮上向外翻转的金属

叶片、每一层投射播放的光与影，还有屋顶上花团锦簇的小花园。

韩国馆的设计理念为符号构成空间，韩国文字作为符号的主要象征之一，贯彻整个设计。从空

间形态构成，到立面组合以及幕墙开洞装饰等，均以韩国文字落实其中。韩国馆的金属叶片是韩国

字母幕墙更为立体化的表现。 将剪切下的字母折叠成垂直幕墙的装饰，构成了虚实对比的韩文字

母，这也是对材料的更有效使用。

新加坡馆一层结合环境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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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馆一层平面图

新加坡馆底层架空景观（摄影：朱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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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馆A-A  剖面

新加坡馆B-B 剖面

俯视底层展览空间（摄影：朱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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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馆南立面底部标高设计

排队等候区（摄影：朱克家） 内部结构（摄影：朱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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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馆椎体详图

新加坡馆南立面底部标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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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新加坡馆和韩国馆的参观流线（展示方式）各有什么不同？是否有一些特殊的体验和趣味？

王兴田：新加坡馆的参观流线是从环绕建筑的坡道进入展馆，从楼梯离开展馆。参观者从缓坡慢步而

上，感觉类似纽约的古根汉姆艺术馆。 有关新加坡展品与图片在旁侧摆列，观赏的过程还可以从高处眺望

回看大厅挑高的空间和其中的活动，一直到抵达二楼层入口平台。参观展览的过程也是身心体验建筑空间

的过程。

全程观展的体验令参观者有如身处交响乐旋律中而愉悦欢欣。 一楼的空间开敞，过路者远远地就能直

窥到这座楼层内。 里边有浮光掠影的投射与真人表演。 演出项目在平地上，也在半空中，更凸显了这座

高耸空间的奇特与变化多端。二层空间宽阔无一根柱梁，有特别灯光制造气氛。其间又划分为三组演出空

间，可以观赏新加坡优秀歌手犹如真人的投影演出。这种特殊效果显露了少为人知、极富创意的新加坡次

文化。

韩国馆的参观流线是平面的参观，整个两层作为展厅。韩国馆可以说是外部空间最丰富的世博会展

馆之一，而且由韩国字符构成的建筑形成了独特的空间体验。底层架空是面向全体游客的，并设置表演舞

台，提高了参观环境的舒适度，也增强了参观者的互动和参与感。沿江一侧的圆形楼梯直通到3层的观景平

台，将浦江风光尽收眼底。作为世博会的项目，几乎所有的展馆都是提供了展览空间，但韩国馆独特的开

放空间可以供参观者体验、感受，深受参观者喜欢。

从西侧看韩国馆（摄影：林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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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馆总平面

韩国馆一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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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馆屋顶平面图

韩国馆主入口（摄影：林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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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新加坡馆和韩国馆的结构形式分别是什么？在实现过程中有什么技术难题，是如何解决的？

王兴田：新加坡馆的结构主体为混凝土筒体和双向钢桁架结构，基础为钢管桩。为配合建筑需要，在结

构中采用了4个直径4~6m，壁厚400mm的混凝土筒体支撑二层的双向桁架。二层的钢桁架同时提供结构外墙

的支撑，其下弦作为夹层的水平结构。屋面采用与二楼相似的大跨钢桁架承托。屋面结构重量由沿周边均匀布

置的钢柱传递到二层的混凝土支撑上。

沿建筑外围布置的坡道和楼梯是由主体结构上悬挂的预制构件组成，并由主体结构提供侧向支撑。钢桁

架和混凝土筒体组成的框架体系可以提供抗侧刚度。同时在二层的楼板内附有拉接板带，以约束混凝土筒体的

相对运动，提高楼面的侧向刚度。楼面采用组合楼板方案。

韩国馆采用大跨度钢结构形式。跨度大，作为世博展馆人流密集是实施中的技术难题。因此在设计时采

用多个程序计算，节点构造的处理更加细心仔细，施工过程中也要求足够精心。

AT:新加坡馆和韩国馆在设计之初是否考虑了世博会结束后的拆除？

王兴田：新加坡馆在设计之初已经考虑了世博会结束后的拆除，大部份的建材如钢铁的结构或立面墙的

铝板之后都可拆除回收。

韩国馆在设计时结构桩基采用了钢管桩，便于拔除，主体结构采用钢架构，只有基础部分使用了混凝

土。建筑设计方面采用石膏板，水泥板作为外围护材料。外幕墙也采用铝板和钢索。这些也都是考虑了世博会

结束后的拆除。

室内展厅（摄影：朱克家）韩国馆立面细部（摄影：林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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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馆外围护幕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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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馆外围护幕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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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新加坡馆在针对上海夏季气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这些技术是否考虑了与建筑的空

间、形态的融合？

王兴田：新加坡馆的楼梯坡道环绕在主体建筑与遮阳围幕的双层之间，外层遮阳围幕是与

室外完全通透的，参观者步行达到展览空间，是一个节能减排的参观过程，同时外层遮阳围幕减

少了室外的热辐射，而遮阳围幕上的狭缝又引入自然通风，保证了环境的舒适性。

新加坡馆的屋顶花园全部种植了能够体现地域气候和环境特点的植物。建筑特殊的立体造

型可直望10m高的行人步道桥，或在更高点连接浦东新城与浦西老市的卢浦大桥。正是汲取了地

理环境的优势，才将设计发挥至有若景观庭院中雕塑般的淋漓尽致。 前院的广场让到来的参观

者浅尝到“花园城市”的不同凡响，周围青葱草木音乐喷泉为上海炎热的夏季清凉解热。

AT:韩国馆用文字的组合来表达国家文化，表面彩色铝板作为其承载和实现的材料，在

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都运用了哪些手法？请具体谈一谈它们与主体结构的关系以及各自之间

的组合方式、连接构造。

王兴田：由韩国文字构成的韩国馆，从建筑设计到幕墙设计都将文字符号运用得更为空间

化和立体化。

韩国馆的维护系统由两道幕墙组成，内层为围护幕墙，采用竖梃加角码连接的方式，外表

皮敷上8mm厚水泥板，内侧再填入保温材料，成为建筑物主要的围护系统；外层是韩国字母装

饰幕墙，根据不同的部位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理，与内层幕墙一起形成完整的幕墙体系。彩色

艺术字母挂板采用带有倒L形挂件的铝塑板，挂扣于水平L形支撑件上，支撑件用螺栓紧固在内

层幕墙竖梃上。

韩国字母挂板用索杆结构方式做骨架，竖向钢索主要通过上下两端固定于特定设置的上下梁

上，保证有可靠的强度承担纵向钢索的张力。横向钢索通过夹板状支撑托架与纵向钢索连接，传

递与承担竖向和横向受力。

王兴田

韩国馆架空层局部（摄影：林铭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