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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城市变迁中的企业文化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办公主楼立面改造
Reshaping the Enterprise Culture as the City Changes: Elevation 

Renovation to the Main Office of CADG

1 改造背景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CADG）集团属国有大型骨干科技

型企业，其办公主楼——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9号院1号楼

始建于1956年，最初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试验研究大楼（图

1），虽经多次改造，但外观风格始终未变，已不能满足时下企

业自身和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2008年底，经集团领导决定，

对1号办公主楼全面实施立面改造，力争使这座饱含半个世纪沧

桑的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为满足现代办公条件，办公楼后期曾增设空调室外机、雨水

管、空调冷凝水管、防盗窗、局部外露缆线等，但在设计之初并

未为它们预留适宜位置，缺乏统筹，加之部分设施年久失修，导

致外观凌乱，降低建筑品质，甚至对城市道路景观产生影响。因

此，整合立面外露设施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1号办公楼建成初期采用纵横墙承重砖混结构体系，自1956

年建成以来，已经多次局部加固，很难用现行的结构体系标准进

行检测评估，因此如何减少对原结构主体的干扰和破坏，并保证

施工进程中办公楼的正常安全使用，是改造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的

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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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原则

通过本次改造，1号办公楼的气质除力求与央企、设计行

业、办公建筑的定位吻合，呼应时代特征外，还应体现作为国字

号大型企业门面所应有的深厚文化积淀，即对中国文化、城市变

迁、企业发展脉络的思考。在设计中，改造应不限于简单的外形

翻新，实用功能的高度复合和建筑物品质的综合提高才更具现实

意义，更能体现设计的匠心。此外，改造项目需要额外面对众多

限制性的先决条件，因此，合理巧妙而可靠的技术手段是构思实

现最大化的保证（图2）。立面改造的设计原则最终被确定为：

气质更新、文脉延续、功能复合、技术保障。

3 实施策略

本次改造最显著的变化是将长达170m的主楼和东西配楼用

一排4层通高的巨型柱廊（顶部连接，石柱由独立基础钢结构框

架支撑，外围干挂洞石饰面）整合起来，气势恢弘且极具体量感

和韵律感；单柱面宽1.8m，进深1.5m，高度17.1m，其严整的

竖向线条塑造了挺拔、庄重的空间感受，由于在宏观层面上仅选

取了柱廊一种手法，且采用单纯的米黄色洞石材质，形体特征鲜

图1 改造前立面

图2 立面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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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借助强烈的光影效果，建筑呈现出整体、大气、稳重的性格

特征，与央企的实力和其稳健、可信的外观形象需求高度匹配。

同时，简洁的总体效果与现代办公建筑崇尚效率、干练的价值取

向以及追求可识别性的内在需求相吻合（图3）。

设计中以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万字不到头”为原型，

运用于列柱正面百叶、磨砂玻璃百叶、入口门厅对景墙以及暖气

罩大量装饰构件，与巨大的柱廊体量形成对比，精致而极具设计

感，更蕴涵吉祥连绵不断之意（图4）。

为体现对企业文化积淀和建筑文脉的尊重，方案独具匠心

地将部分现状建筑的重要元素保留下来，使之与新加入的主体设

计要素有机融合，实现建筑肌体对岁月痕迹的真实记录，其经历

过的雕琢被递进式地罗列下来，形成文化层面的可读性。首先，

设计完整保留了建筑落成时的3.6m开间模数、列柱1.8m的宽度

和间距，也使原立面洞口开窗形式得以保留；其次，主楼三至五

层、山墙中部以及过车门洞上方局部等区域完全保持原设计，仅

进行涂刷等翻新工作，使上世纪50年代的风貌在当下甚至未来依

然能够真实呈现，同时也使170m长的沿街立面更具节奏感，避

免呆板沉重；第三，除新增石材柱廊，其余部分无论铝板或涂料

均沿用先前色彩，进一步使新风貌与历史记忆呼应（图5）。

本次立面改造并不是单纯的饰面工程，涉及内部空间塑造

和功能整合，主要表现在门厅和展厅的设计上。门厅改造后宽约

18m，面积约150m2，采用二层通高的无色玻璃幕墙包围，以其

通透的质感将室外台阶、过厅以及展厅联系在一起，尺度适中

（图6），在满足交通疏散功能的同时也形成装饰装修的焦点：

门厅上方的天花和雨篷均采用1.8m见方的磨砂玻璃井格图案，并

与结构体系和照明系统相统一，更加体现出整体、大气的设计意

图。门厅两侧的展厅由柱廊和原主楼南侧外墙围合而成，主要用

于作品交流、接待来宾及宣传之用，使用面积合计480m2，为此

次改造新增区域，两层通高，南侧界面由列柱（内侧凹龛自然形

成展示区）间隔通高玻璃幕墙（可开启门扇）组成，展厅明亮，

富于韵律，室内外沟通自然、界面连续，构成了良好的展示、交

流和休憩空间。同时，展厅还与地下室（现状已有）相连，通过

改造的楼梯，可方便到达位于地下的咖啡厅和资料室（图7）。

除涉及建筑功能空间的更新和增补，此次设计的功能复合原

则还体现在立面要素的多重作用上。石材列柱运用的主要意义在

于装饰，一方面借助其本身的美化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对其它消

图1 改造前立面

图3 石材柱廊 图4 万字纹图案

图5 沿街立面建成效果

图6 门厅

图7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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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立面要素的整合与遮蔽。配楼的空调室外机和冷凝水管被隐藏

在石柱内，既避免了室外机所造成的凌乱效果，又对室外机起到

了保护作用；列柱内还根据各自所在位置的不同隐藏了落水口、

雨水管、冷凝水管、地下室排气口、风机排风口、电线线缆等

（图8）。列柱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建筑节能，它们作为外维护结

构较先前更加牢固、不易污损，不但能够保温隔热，还可以充当

遮阳百叶，有效地实践了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大面积

玻璃百叶装饰幕墙的运用，使石材柱廊避免单调，更凸显办公建

筑的现代特质，玻璃分格满足石材分缝模数，采用12+1.5+12夹

胶钢化玻璃，在满足安全的同时，形成了类似展示橱窗的效果，

既不影响室内采光，又可以起到隔声隔尘作用，叶片向下倾斜

20°，同时避免雨水冲刷弄脏外侧。另外，幕墙为不封闭形式，

确保一定的自然通风。

此次改造涉及的众多技术问题的解决是设计最终顺利实施的

保证。在结构设计方面，由于存档图纸不全，且缺少结构体系评

估依据，因此不对原结构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和威胁是所有设计意

图实施的先决条件。所有列柱全部采用独立基础，自成体系，与

原建筑主体仅有部分构造拉接，门厅和展厅的屋面板也由独立于

原结构体系之外的新增立柱支撑，将荷载（尤其是纵向）降到最

列柱内空间 落水管和排风井. 消火栓 柱内风机送风口

配楼列柱墙身节点

列柱拆解轴测

图9  平面空间模型示意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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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避免不可预见沉降造成的不利影响（图9）。暖通设计方

面，展厅、门厅及部分房间增设VRV空调系统；配楼和主楼三

层以上维持分体空调服务，暗藏于列柱内的空调室外机位置经

调整保证每根列柱内室外机数量不大于两台，且保证两层以上

间距，通过列柱两侧穿孔金属板进风和正面万字纹镂空图案隔

栅出风，加之夏季石材柱体内较阴凉，确保了各空调机正常运

转。消防设计方面，因原建筑设计采用规范与当前规范不符，

设计在维持原建筑防火、疏散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使新增建

筑形成独立防火分区，确保建筑使用的安全性。

4 结语

此次改造工程从方案投标到竣工历时近两年，最终的建

成效果颇令人满意，受到各方好评。回顾设计和建造过程，经

验和教训都不少。相比新建项目，改造工程的前期测绘工作尤

其重要，需要更细致地掌握基础条件资料；受限制条件多，需

要更全面地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工地配合工作量大，变更洽商

多，需要随时处理施工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做出

积极有效的应对⋯⋯值此竣工之际，既有欣慰，也有遗憾，与

大家分享。

苏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十四工作室副主任。

聂兆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十四工作室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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