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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广州塔幕墙设计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Facade Design of Guangzhou Tower

 
撰文   陈卫群  吴树甜  梁隽  广州市设计院

摄影   陈中

广州塔的独特造型是综合考虑了美学造型、结构性能和规划

要求等多项因素的结果。它以偏心核心筒作为竖向交通枢纽，由

上下两个大小不同的椭圆体扭转而成，塔体中部形成细腰，“扭

腰”的造型使游客从不同的方向看，都不会发现有重复的形态。

镂空、开放的结构形式，可减少塔身的体量感和承受的风荷载，

使得塔体更纤秀、挺拔，也创造出更加丰富、有趣的空间体验和

光影效果。钢结构外筒与大面积玻璃幕墙的结合使之具有强烈的

技术感和时代感（图1）。

摘  要

关键词

结合广州塔的工程实例，通过对幕墙形式、板块分割、节点设计、材料选择等方

面的研究，完成了一个具有很高技术难度的幕墙工程，使之既符合幕墙的技术要

求，又与建筑艺术形式相协调。

广州塔   幕墙   分割   光伏幕墙   节能

图2 剖面图图15 外立面

广州塔的塔身外围为空间钢结构体系，内部沿高度方向不等

距地布置了A~E共5个封闭的功能区（图2）。文中主要介绍这5

个功能区的外围护和装饰结构幕墙系统设计。

1  广州塔的形体构成及其对幕墙设计的影响

广州塔的外围空间钢结构由立柱、环梁、斜撑3组构件“编

织”而成，而这3组构件的定位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规律的体

系。首先是斜立柱的定位：塔体底部为60m×80m的椭圆，长轴

指向西北45º方向，塔体顶部为40.5m×54m的椭圆，长轴指向

正北方向，上下两椭圆呈45º旋转。这两个椭圆均以形心为分割

点，按面积分割成24等份，分割线与椭圆的交点即为立柱的定位

点，在塔底1轴落在西北端的长轴点上，在塔顶1轴则转到了正东

向的短轴点上，依此类推按顺时针方向定位24根轴线点，上下轴

线点呈135º旋转，连接塔底和塔顶的相应轴点则为24根斜立柱的

定位线，塔体中部的细腰也自然形成；立柱定位后环梁和斜撑的

定位就相对简单了：环梁是南高北低、与水平面呈15.5º的斜面与

塔体相切的圆环，在垂直方向上按平均10.4m的高差分布（上下

两端间距稍宽，中间腰部间距稍窄），共设46道环梁，斜撑则是

连接立柱与环梁交点的对角线（图3）。

由上述的构成法则可知，广州塔的外形是一个不规则的多

曲面体，包含在其中的5个功能段的幕墙设计面临着以下几个难

点：1）幕墙块材如何进行分割设计才能减少板块之间的“剪

刀”接缝误差，并与塔体的设计特点相协调；2）由于几乎没有

一块玻璃板块是垂直安装的，且最高的安装高度超过了450m，

如何提高玻璃板块的安全性；3）此钢塔的形体特点决定了它在

各种作用力下的形变位移较大，如何避免幕墙节点的过度变形和

破坏；4）幕墙是安装在外围空间钢结构内的“内幕墙”，且外

表面不平直，安装条件差，如何解决幕墙安装的可行性和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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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性。此外，幕墙的热工节能设计、视觉通透性等也是设计中

所要关注的。

2  幕墙的板块分割设计

B、C、D、E功能段外形为不规则的扭转多曲面体，不可能

采用弧形玻璃，经多方案研究对比，决定玻璃单元部分采用正置

与倒置三角形交错的三角形分割。从几何学的角度看，三点是组

成一个面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三角形的分割可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多曲面体带来的拼接缝误差。三角形的造型又与外围钢结构形

成的三角形网格相协调，站在室内向外看，两组三角形网格相映

成趣，形成独特的景观效果和空间效果（图4~7）。

三角形分割的方案确定后，进一步研究确定了：1）每层平

面的幕墙分割数基本一致，即大椭圆的板块就大，小椭圆的板

块就小，使幕墙立面有一种放射状外观效果，也与外围钢结构

网格的疏密收放相一致；2）同层的分割块也有大小变化，短轴

部位曲率大板块就大，长轴部位曲率小板块就小，与外围钢立

柱的排列方法相一致，也使幕墙与塔的形体更贴合；3）为了减

少三角形板块的采用对玻璃的损耗，在玻璃板材的切割上采用了

对角线切割，且三角形玻璃板块底边×高度的最大尺寸不宜超过

2.12m×3.4m（图8）。由于标准层高为5.2m，因此玻璃幕墙高

度定为3.4m，铝板幕墙高度定为1.8m。

A功能段由于每层空间较大，又有入口大厅层，因此幕墙与

外围钢结构之间作了一定的退让，使得A功能段的外形可设计为

规则的椭圆锥体。其中7.2m入口大厅层采用点式玻璃幕墙，这样

可以使入口大厅层采用更大块的玻璃板块，也使空间的比例和视

觉通透性都更好（图9）。

层间铝板幕墙部分由于从室内、室外两个方向都不容易看

见，且铝板的分割高度较小，造成的“剪刀”接缝也较小，因此

不再采用三角形分割，而采用梯形分割，也使得整体的幕墙龙骨

系统更牢靠、合理。当然，在板块分割上始终与玻璃板块保持模

数关系，并比玻璃板块面积小很多，把拼接缝误差控制在一个合

理的范围内。

图3 塔体构成

顶部、腰部、底部三圆关系 等面积分割的原则确定和柱的定位 分割点连接成立柱 环梁的创建

图4 B段外立面局部 图5 E段幕墙局部

3   幕墙的主要材料选择

（1）玻璃幕墙单元部分采用8（HS）+1.52SGP+8Low-e

（HS）+12A+8（FT）+1.52SGP+8（FT）中空夹胶玻璃（HS指

半钢化处理，FT指全钢化处理），夹胶胶片采用SGP胶片。塔体

玻璃幕墙高达450m以上，如果在外层采用钢化夹胶玻璃，由于

其破碎时颗粒小，胶片粘结作用下易形成“孤岛效应”而散落到

地面，因此本项目采用半钢化夹胶玻璃，这样在玻璃万一发生破

裂时仍是较大块，由于边框的约束和胶片粘结作用，不易脱落造

成伤害。而内外层均采用夹胶玻璃正是考虑到既有向内倾斜的幕

墙、又有向外倾斜的幕墙，充分保证了玻璃幕墙的安全性。双层

夹胶中空Low-e玻璃的玻璃幕墙组合，也提供了最好的隔热节能

性能。另外，由于广州塔的幕墙是一个安装在外围空间钢结构内

的“内幕墙”系统（幕墙表面退进钢结构外表面平均有3m），且

钢结构构件较密，能起到很好的外遮阳作用（三维模拟计算可覆

盖幕墙表面积的70%以上），经节能计算可选用透光率较高的玻

璃，从而保证在塔内有良好的视觉通透性。

（2）SGP胶片是一种新型的、更先进的玻璃夹胶胶片，比

PVB胶片具有更好的强度、延展性、抗老化性，其撕裂强度和硬

度分别是普通PVB胶片的5倍和100倍。在外片玻璃破碎时，其残

余强度仍可维持一定水平，半小时负载蠕变控制在100mm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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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观景大厅室内幕墙局部 图7 旋转餐厅室内幕墙局部

图8 三角形玻璃切割 图9 7.2m层大厅幕墙局部

图10 幕墙节点1
图11 幕墙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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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维修更换玻璃板块争取必要的时间，充分保障塔内外人员

的安全。

（3）铝板幕墙单元部分采用由内外层铝皮及蜂窝芯材复合

而成的盒式蜂窝铝板，总厚度为25mm，其中外层铝皮为1.0mm

厚，内层铝皮为0.5mm厚，蜂窝芯材为0.076mm厚。采用蜂窝铝

板可保证铝板幕墙的强度和平整度，又能减轻幕墙的重量。蜂窝

铝板背衬80mm防火保温棉，以满足防火、保温、节能的要求。

（4）在结构胶、断热密封材料的选择上也十分谨慎，以适

应广州塔的技术特点，保证幕墙在防渗、保温、抗变形等性能上

的长期有效性。

由于在材料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节能设计的要求，广州塔幕

墙系统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节能计算指标和较好的节能效果。

4  幕墙的主要结构系统及节点设计

（1）7.2m入口大厅层空间较高大，周边视线开阔，景观较

好。幕墙结构体系采用点式玻璃幕墙，可以使结构体系看起来更

轻巧，也使空间的比例和视觉通透性更好，满足大量人员集散的

要求。

（2）其它功能层幕墙结构体系采用单元式幕墙，可以最大

限度地实现工厂化生产，减少现场的安装工作量，也使幕墙的安

图12 幕墙节点3 图14 E段玻璃观景台

装、维护和更换更方便。

（3）幕墙的安装支座采用三维可调支座，无需与预埋件焊

接，适应广州塔在各种作用力下位移较大的特性，避免了支座节

点的破坏（图10~12）。

5  光伏幕墙及其它特色设计

在438.4~443.6m阻尼器层，还安装了两层光伏玻璃幕墙。

由于幕墙能接受到的直射阳光不多，因此采用了非晶硅的光伏玻

璃，起到了节能示范工程的作用（图13）。在428.0m和433.2m

观光层分别设置了1个伸出幕墙的玻璃观景台，为人们提供了具

有良好视觉通透性的观景点（图14）。

6  结语

正是建筑师在设计上做了一系列细致、全面的工作，才成就

了广州塔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幕墙作品。

幕墙设计是建筑深化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建筑师

必须认真地投入其中，关注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并与施工、材

料、结构等各方充分沟通、密切配合，不断研究、深入探索，才

能做出一个符合建筑艺术和功能需求的成功作品，使其成为一件

剪裁得体、彰显个性的建筑外衣。

    

第一作者简介 

陈卫群，广州市设计院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2006年入选建设部“中国青年建筑师188名

录”。主持过的主要项目有：广州市海洋馆、广州大鹏国际广场、广州市黄埔区体育中心体育场、广州市体育

馆、广州市从化碧水湾温泉度假村、广州汇景新城一期、广州发展中心大厦、广州大学城中山大学生活区、广州

市新中轴线电视塔（广州塔）、白天鹅宾馆改造扩建工程、南越王宫博物馆等。199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