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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天而建造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参数化设计实践
The Architectural Creation for the Future :

The Practice of  the Parametric Design of  the Phoenix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er

撰文   邵韦平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摘  要

关键词

凤凰北京国际传媒中心是后奥运时代北京又一个地标性建筑，由于独特的创意构想使设计走上了三维信息模

型和参数化设计之路。工程实践使设计团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三维数字设计经验，并深深地体会到建筑设计

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

数字技术 参数化 三维 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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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创意与技术应对

凤凰卫视是一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并走向壮

大的民营电视媒体，它的注册地在香港，面向全球华人。

由于北京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北京

打造一个与其身份相称的凤凰国际传媒中心总部基地就显

得十分迫切。为此业主组织了多轮设计方案征集，最终北

京院的“莫比乌斯魔环”方案胜出，得以实施。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项目位于北京朝阳公园西南角，占

地面积1.8公顷，总建筑面积6.5万m2，建筑高度55m。

除媒体办公和演播制作功能外，还安排了大量对公众开放

的互动体验空间，以体现凤凰传媒独特的开放经营理念。

建筑的整体设计逻辑是用一个具有生态功能的外壳将主要

的具有独立维护的使用空间包裹在里面，形成楼中楼的概

念，两者之间形成许多有趣的共享与公共空间，达到满足

公众参与体验和环保的目的。

连续的整体感和柔和的建筑界面和表皮，一方面回应

任务书的要求——体现凤凰传媒的企业文化形象的拓扑关

系，另一方面也是对场地环境的积极响应。建筑轮廓极好

地适应了基地周边道路不规则的方向以及道路转角的空间

需求。南高北低的体量关系，一方面为办公空间创造了良

好的日照、通风、景观条件，避免了演播空间的光照与噪

音问题，另一方面巧妙地避开了对北侧居民住宅的日照遮

0  引言

当前建筑设计数字化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三维

复杂形体的创意已不是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等前

卫建筑师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借助现代数字设

计工具，构建更加梦幻的建筑形象。刚刚过去的北京奥运

会和正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上，都出现了大量三维复杂形

体的优秀建筑作品，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

“水立方”、北京T3航站楼等，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三

维数字技术来支持建筑的设计和加工安装。以下结合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凤凰北京国际传媒中心项目，也是我们

团队正在实施的一个地标性项目，介绍一些参数化设计的

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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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的影响，可谓是一举两得。取意于“莫比乌斯环”的建

筑造型与朝阳公园形成极其和谐的相互关系，成为公园面

向城市中心方向的点睛之笔。

独特的创意构思形成复杂的三维建筑形体，包括建筑

外壳、平面呈曲线形并在层间不断收放的办公主楼以及演

播体验裙房。为了增加建筑的体验效果，在东西两个共享

空间内设置了连续的台阶、景观平台和流畅空中环廊和通

天的自动扶梯，整个建筑充满动感和活力，并具有技术的

合理性。

整个建筑也充分体现了对绿色节能和低碳环保设计理

念的响应。光滑的外形没有设一根雨水管，所有在表皮形

成的雨水顺着外表的主肋导向建筑底部连续的雨水收集

池，经过集中过滤处理后提供艺术水景及庭院浇灌。具有

整体感和柔和的建筑外壳不仅在外观和与城市环境关系上

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同时也缓和了北京冬季强烈的高层建

筑街道风效应。建筑外壳同时又是一件“绿色外衣”，它

为功能空间提供了气候缓冲空间。建筑的双层外皮很好地

提高了功能区的舒适度和建筑能耗。利用数字技术对外壳

和实体功能空间进行量体裁衣，精确地吻合彼此的空间关

系。共享空间利用30m高差的下大上小的烟囱效应，在过

渡季中形成良好的自然气流组织，节省能耗。外露主肋既

有美学效果和结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节能遮阳构件，避

免大量阳光进入室内。

利用CFD模拟软件对建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空间气

流进行技术控制，确保极端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要求和舒适

度，以及过渡季节的低能耗运行。

2  三维数字技术的挑战及参数化设计

三维数字技术统指三维信息模型（BIM）和参数化设

计等相关技术，对于大部分设计师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

领域。早期为了表达三维的空间关系，设计师较常用的是

3DMAX或sketch up软件建模，这些软件可以表述一些

较为规则的体型，但并不具备矢量化的条件。如果是复杂

体型，将在表述上出现明显的缺陷。近年欧特克公司和

Microstation公司分别推出了各自的三维协同软件Revit和

GC，它们在建筑表述上实现了三维协同和数据库共享，

具有很好的工程前景。但凤凰国际传媒项目由于圆润流畅

的复杂形体形象，使得我们无法选用以常规体型处理见长

的Revit和GC。经过向相关专家请教和学习，最终选择以

Rhino和Catia作为软件平台，开始了凤凰项目艰难的三维

设计之路。

2.1 概念方案的推敲与深化

根据最初的概念设想，建筑师用Rhino软件中比较强

大的塑型和矢量化功能，可以流畅地表现需要的自由曲

面。由于Rhino具有一定的参数化功能，使得建筑师可以

较为快捷地对建筑体型进行联动设计与修改。之后我们还

遇到实体模型制作的问题，共进行了两种尝试。首先是借

助数字模型的二维水平切片，请模型公司制作手工胎体，

再将其翻模，最后用传统材料加工成型。这种做法工序复

杂，受手工制作影响，精度低，为了脱模还出现不必要的

接缝，效果较难控制。其后我们尝试了第二种模型制作方

法，即借助三维数字立体打印技术，制作了与设计构想完

全一致的实体模型，这种技术是利用三维数字技术对固体

粉末材料进行立体塑型，形成十分精准的立体模型。它可

以表现建筑的细微变化，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实体模型加工

手段。当然这种手段受材料的限制，目前只适合加工单一

素色模型。

2.2 建筑体型逻辑与加工

与规则体型设计不同的是，复杂型体设计没有可以根

据经验直接套用的轴线、网格系统。为了配合功能的深化

与专业设计，第一件事就是构建一个与创意相适应的三维几

何逻辑体系。所谓相适应的逻辑就是要在既定的概念模型基

础上，落实建筑的水平和垂直及一些特定形态的三维控制

CFD气流组织模拟图

莫比乌斯概念与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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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包括：基准模型表皮的基本版块划分线；平面形态控制

轴线；竖向楼层板及幕墙水平控制线等。正是由于这些基准

线的确立，对整个项目的顺利推进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三维基准线对于复杂型体的设计深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技术价

值，随着设计的推进，我们还对控制线进行了二级扩展，不

断补充建筑控制线以应对各专业的设计需要。

基础轴线

2.3 结构策略

凤凰项目为了体现建筑整体的美学表现力，建筑师一

直参与建筑的整体控制，包括结构、机电、室内、灯光

等。特别在外壳和主楼结构方面，与结构设计师开展了密

切的配合。设计构想了一种有特殊表现力的网壳结构，整

体外壳结构基于基础模型形成交叉状平面网壳。为了提升

建筑效果，设计将双向结构肋通过交叉点的连杆侧向连

接，形成主次肋内外分离的单向空间效果，并在内外肋之

间的空间安排外幕墙系统，从而使内外结构肋分别成为外

表皮和室内空间的多功能构件，外肋同时具有遮阳与雨水

收集功能。由于这样独特的构想，使得结构外壳的加工达

到了空前的难度——所有外壳结构将被加工成连续光滑的

曲面，大部分焊缝被隐蔽，外壳的钢结构本身就是一件艺

术品。

壳内两栋功能建筑的结构为了与外壳吻合，采用了与

外壳相适应的异形处理方式，特别是主楼的外框架柱沿外

壳呈层向折线的方式布置，大大提高了楼层空间的使用效

果。凤凰项目的结构工程师为建筑创意做出了重要贡献。

2.4 表皮构造设计

作为一个复杂型体设计，如果按照常规的思路，外幕

墙一定会有许多单曲面甚至双曲面的表皮出现。凤凰项目

的外表皮为体现业主独特的文化性和必要的成本控制和技

术优化，在每两根外肋中间设计了一系列单元式的鳞片式

组合式幕墙，从而使“魔环”的体型被舞动的结构外肋和

自然的鳞片肌理所包裹，形成独特的建筑表皮效果。这样

的创意也使得我们不需要加工一块曲面玻璃来装饰建筑，

就能保证建筑优美的效果。

由于表皮的复杂性，包裹建筑的3 000多个鳞片幕墙

单元无一相同。为了表述这样的设计意向，我们已无法仅

靠逐一绘制方式来表述幕墙单元的技术信息，此时建筑信

息模型以及参数化编程控制技术解决了异型构件的设计文
利用CATIA软件固定轴线

壳内三维信息模型三维信息模型表皮稽核控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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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BIM之于BIAD

    设计单位迈向BIM之路的第一步注定不会雷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的BIM之路的起步，始于对那些复杂的空间形

体的描述和操控的需要。在BIAD近年的合作和原创设计项目中，逐步应用了Bentley的GC（Generative Components），Gehrig 

Technology的DP（Digital Project）等高端BIM设计软件，并在项目中发挥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参数化设计工具将建筑师的直觉思

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从技术上支持了BIAD设计品牌崇尚理性的逻辑思维，在复杂因素中探寻理性设计真相的设计哲学，同时也支持

了全专业协同创意设计的新要求，为提升品牌价值奠定了基础。BIM始于设计而作用于建筑的全寿命周期。仅从设计环节而言，BIM的

应用使BIAD设计从二维走向三维，从粗放的表达和经验型的评估，走向精准的描述和实时量化的控制。数字模型在通过各种功能模拟

和程式推演，掌控并实现建筑设计产品的可持续性的同时，也为BIAD设计本身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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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输出问题，而更进一步的系统深化工作仍将借助以上手

法不断推进。

3  关于建筑信息模型以及参数化设计的思考

数字设计真正实现了虚拟建造，它改变了建筑师借助

二维与三维视图转换技术来表达设计思想的传统设计方

法，也区别于普通的三维数字表现技术，它既是矢量化的

成果，同时也具有智能联动和数字编程的条件。三维数字

技术由于可以还原工程建造的实际状况，因此可以完全精

确地设计，并且智能化地进行调整和修正。三维数字技术

让设计师有更大的自由度来创造未来的建筑。由于三维数

字技术的精准和可控性，使工程的生产、建造与运行工序

也大大受益，数字设计技术将极大地带动整个建筑产业链

的发展和升级。

数字设计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我们以往的设计模式，一

方面我们需要在建筑师团队内培养有三维数字技术能力的

专业人才，他们的作用是以建筑师的眼光，借助三维数字

技术来进行创意和设计控制；另一方面还需要专业人才提

供三维数字技术的延伸服务，如几何逻辑构建、数字编

程、全信息三维数字建模、虚拟建造及调试、全信息数字

表现，等等。以上工作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仅靠目前设计

师的技术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建筑

信息模型以及参数化设计的新兴市场正在形成。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项目由于自身的特点需要，让我

们不得不选择了三维信息模型技术和参数化手段支持建

筑设计，提前走上了一条明天的设计与建造之路。通过

努力，我们攻克了大量技术屏障，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

三维数字设计经验。此时我们对三维信息模型和参数化

设计技术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深深地感到数

字设计技术已日趋成熟，已经或将要对建筑设计及相关

领域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建筑设计真正意义上的数

字化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应该有所准备，迎接未来新技

术的挑战。

鳞片单元幕墙局部 鳞片单元幕墙控制坐标数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