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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绿色”——绿筑既有申都楼 
Greenery for All: Restoration of Shendu Building

摘要  通过申都大厦改造项目，介绍了复杂环境下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探讨实现“身边的绿色”的途径、主角与重点。

关键词  身边的绿色  自然力  人为干预

撰文   范一飞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建设单位：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设计单位：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师：汪孝安、范一飞、李大晔、李群、孙愉、陈开兵、

李合生、郭磊、闫康、骆一林、丁生军 

建设地点：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1368号

设计时间：2009.5~2011.2

用地面积：1 106m2

总建筑面积：6 231.22m2

1  引子 

执笔本文时，恰在北戴河公差。业主单位门前的那湾生机盎然

的海边湿地，引来无数鸥鸟栖息，也引来人们争相赏景。业主梁工

热情介绍着，以前的这片海滩没有脚下的木栈道，也没有隔离网，

人们踩踏的海滩湿地寸草不生，鸟雀全无，荒凉一片。如今通过简

单隔离设置的生态恢复，没有过多昂贵的人为干预，身边的这片绿

色很快就回来了 这不正是自然力吗！

“身边的绿色”、“昂贵的人为干预”、“自然力”，这些

关键词不停地敲打着我，让我即兴联想到另一个颇为时髦的关键

词——“绿色建筑”。“绿色建筑”最为官方的解释出自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50378）：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

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

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建筑。可以认为，“全寿命周期”是语境，“四节一环保”是途

径，“健康、适用和高效”、“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内部功能与外

部联系的基础，甚至标准。梁工的热情，让我熟悉而鼓舞，这不正

是本文主题建筑申都大厦改造设计的初衷——用“自然力”，避免

“昂贵的人为干预”，实现“身边的绿色”。

申都大厦原是建于1975年的上海围巾五厂三层车间，1995年

改建成六层办公楼使用至今。建造已有30余年、改建后也有10余年

的申都大厦，外立面破旧、设备设施需大修改造和更新。因上海世

博会配套西藏南路拓宽工程，拆除其东面居民楼，使其成为沿西藏

南路主干道的建筑。由于房屋本身的原因和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

业主单位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决定对其重新定位并进行旧房改

造，并设立了两个重要的设计考核要求，即符合绿色建筑三星级标

准与低造价限额设计。

2  揖绿

“身边的绿色”，首先应从总体环境角度谈起。不同角度看

身边的“绿色”，其含义与效果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一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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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建筑师常立足于建筑使用者的角度谈“身边的绿色”，却会忽

略周边“邻居”的“绿色”权利，关着“满园春色”独享，只给周

边冷墙灰面孔。这是狭义的“身边”认知观。而常谈起的“借景”

设计手法，却又多是借别人的“绿色”。不妨借些自己的“绿色”

给别人，揖让之处，和谐共生，这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广义的“身

边”认知观。

申都大厦位于居民住宅区域内，周边条件复杂。东面因道路拓

宽沿街，成为建筑形象的主要承载面，但市政变电箱却紧贴其主入

口（图1）；北面与社区服务中心、医疗中心紧邻，建筑北侧部分外

墙完成面成为土地权属划分面；南面和西面相邻老式多层居民住宅

楼，直视居民生活，诸如卫生间、厨房等后勤隐私面（图2）。

复杂的总体环境下，申都大厦的改造更不能“独善其身”，

仅停留在注重建设使用单位本身的“小九九”，更应多些广义的

“身边”认知观，在缺乏“绿色”的环境中，多为区域的“绿色”

做些思考。设计过程中，明确建筑临居民楼的南立面区域为改造设

计重点，临西藏南路的东立面为亮点，受条件限制的北、西立面延

续原有建筑的场所记忆为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现场测试、软件

模拟等方法，分析研究包括通风（图3~5）、采光（图6）、噪音

振动等现场条件，多方案比对实施前后的改良程度，保障其改造后

为区域环境“添绿”的效果。其间，宁可牺牲部分使用面积，通过

“退”、“破”、“立”、“遮”等设计手法，也要将包括拆除、

建设、使用等建筑全周期对于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因素降至最低，

有效实现绿色建筑“健康、适用和高效”的空间特点。对于区域环

境少绿化的现状，兼顾内外空间的不同功能与效果，突破场地狭小

的先天限制，通过“退墙筑绿”、“破墙现绿”、“平屋铺绿”等

方法，为区域多抹几分绿意（图7）。

图1  改造前沿西藏南路实景 图2  与老式居民楼相邻的南立面

图3  目标建筑附近速度分布云图（左侧：夏季主导风向；右侧：过渡季主导风向）

图4  目标建筑附近速度矢量图（左侧：夏季主导风向；右侧：过渡季主导风向）

图5   计算区域室外压力分布云图（左侧：夏季主导风向；右侧：过渡季主导风向） 图6  采光模拟



86 

3  衍绿

回到建筑本身，再谈“身边的绿色”，需考量间距过近的旧式

居民楼居住功能与申都大厦的办公功能、老化的空间环境与现代的

办公需求、三面围合一面沿交通干道的不利物理环境与自然资源的

改善利用、已经历一次改造的钢混+钢结构既有建筑与新功能、新设

备、新标准等多方面关系，甚至矛盾。在此基础上，还需重点考虑

舒适度与经济性的平衡问题。

如同旧时热爱生活的人家翻新旧衣的衍缝手法（通过抛松内部

填充料，引入空气层，再用新面料缝合），申都大厦改造提倡被动

式设计，通过CFD模拟分析气流场，嵌入边庭与中庭，梳理环境条

件，强调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等“自然力”引入，尽可能减少人为

机械设备的累加。

在 “重点”的南立面区域，基于6层居民楼形成的日照遮挡、

视线干扰等因素，以两层为一进深单元，退台2~4m设置边庭，并

在水平方向错动、挑高一层或多层，形成不同尺度的室外绿园。在

“亮点”的东立面区域，鉴于东立面作为过渡季节的主要迎风面，

东南角上部压力最低的气流分析结论，东立面设置落地玻璃窗，

增加通风面积。同时，东南角五至六层局部楼板拆除，形成空中庭

院，并形成贯穿风道，导入南立面边庭区域，改善南立面区域通风

不畅的现状（图8，9）。东南角底层区域退让形成室外休憩平台，

设置全开启中轴旋转导风门，作为室内中庭拔风井的底层主要进风

口。在建筑内部，根据多方案比选分析，直通型中庭设计在L型平

图7   东南视角鸟瞰

图9 南向边庭剖视图

图8  沿街东立面

图10  五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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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表皮体系 图12  东立面墙身剖面

图13  铝质拉伸网种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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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东北段短肢的中部，上部高出屋面部分设计开启扇，形成拔风井

（图10）。北、西立面仅在提升窗墙热工性能的基础上，更换旧

窗，并增加通风面积。

在内部功能布局上，通过对室内区域进深的分析及照度模拟，

决定主、从空间的布置，充分利用侧向采光、局部采光中庭等方

式，改善建筑内部逐层功能区域的自然采光条件。同时，立足夏热

冬冷地区气候和建筑外环境特点，结合绿化设施，进行遮阳系统设

计，实现合理“遮”、“透”的视觉设计。

4  琢绿

“身边的绿色”，感悟在细部上，需精心雕琢。

阳光透过成片的绿，将愉悦撒满整个空间——实现这样诗意的

场景，关键在于内外见绿的控制程度。通常所见的绿墙，仅以一面

示人，向阳面与背阳面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绿色视感。对于申都的

这片绿，必然要根据环东南面的室外远观与室内近感判断设计。近

距离观绿，宜为向阳面的浅绿，而远距离则讲究透绿。这恰与建筑

绿庭的朝向相反。设计团队通过多次试验，设计铝质拉伸网背衬绿

化攀附网片模块（绿化位于室内侧），并向室外方向倾斜30o。这样

一方面可轻松达到室内观赏向阳面绿化的效果，同时不影响冬季阳

光照射进室内，却能遮挡夏季阳光；另一方面，隔绝居民楼后勤隐

私区与办公公共空间的视觉干扰，双面观绿，同时塑造了具有新意

的建筑整体形象。这样的绿化体系不同于一般维护昂贵的垂直绿化

系统，一体化设计的种植槽辅以操作平台，使垂直绿化维护如同自

家阳台上种植花草般轻松，还能有效隔绝来自干道上的交通噪声与

注释

1 项目实施中，由于南向倾斜绿化板前端略超出建筑改造前的外墙完成面，被

要求修正。附图为修正后立面效果。

居民区内的生活噪声。此外，阵列的绿化导板围绕东、南两立面，

虽隔却透，围合边庭，形成有效通风道（图11~13）1。

受到周边楼层的影响，一至六层墙面的采光条件各不相同。这

就决定了在植物选择上要分别考虑。如一至二层光照差，考虑极耐

阴植物；三至四层有少量直射光，选择半耐阴的植物；五至六层光

照条件好，选择喜阳的植物。上下过渡的立面绿化，搭配边庭、屋

面以及场地上多类型的绿化，必将让原本缺乏绿色的区域环境焕然

一新（图14）。

在既有建筑空间环境条件局促的现状下，改造中有效利用了现

有的资源。其中，对建筑第五立面的潜力挖掘，并综合考虑屋面活

动区域遮阳避雨的功能需要，设计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最大化

提升太阳能利用效率，其所发电力直接并网使用；经管道收集屋面

雨水，汇入地下室雨水收集池，经沉淀、过滤、消毒处理后作为地

下车库、室外道路的清洗用水和室外景观绿化浇灌用水等。

5  结语

“身边的绿色”的实现，在于“揖”、“衍”、“琢”，在于对

环境的尊重、能动与思索。在这一过程中，主角不是“人为干预”，

而是“自然力”；重点不是技术，而是深入人心的绿色观念与运用智

慧。当然，“绿色”更不是昂贵的代名词，只是自然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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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垂直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