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6 

1  项目概况

驰名中外的贵州龙动物群化石为三叠纪生物化石群（图2），

产于兴义市布依族聚居的顶效镇绿荫山村，位于兴义市区东北

13km。因动物群产地面积宽、品种新、藏量丰富，而使兴义被誉为

“龙的故乡”。 

贵州龙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内整体规划已经完成，发掘现场遗

址馆正在建设当中。本项目为化石陈列馆，定位为一座集古生物化

石展览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博物馆（图1，3）。场地南部被山体环

抱，周围植被丰富，有着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由于兴义地区有着独有的地域文化和浓厚的民风、民俗以及当

地特有的喀斯特地貌，设计过程中对其进行了调查，试图将对这些

特征的分析融合到整个设计中去（图4）。

2  总平面设计

基地北面为道路入口方向，南面靠山体，北低南高，主入口

设置大型停车场（图5）。主入口广场顺地形地势由北至南而上到

达主馆。建筑主体由一圆两方三个几何体块穿插堆积而成，中部半

封闭环形体块为化石陈列主馆。建筑分层分类布展古生物化石，环

形布展设计以获得良好的空间展示效果及流畅便捷的观赏流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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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贵州龙古化石

图1 总体鸟瞰图

图3 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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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矩形体块为部分民俗文化展示及部分办公区、化石修复等工作区

域，利用地形高差局部架空，获得下沉广场与穿透性空间；其中由

矩形体块作为两大体块的连接体，主要功能为科普教育及多功能演

示空间（图6）。

3  功能与流线

建筑的三个主体功能相对独立，但彼此在交通上又相互联系。

如图7，环形建筑作为主展馆，设置为环形流线。一层为半开放空

间，与圆形内庭院的三叠纪场景组成室内外相结合的展示，并在此

层设有餐饮、纪念品店与休息区域。二层与三层为主要化石展厅，

展出各类生物化石。在西侧与另外两个矩形建筑体相连，通过中部

的多功能展厅可以到达西面的多功能展厅与办公区（图8，9）。

整体流线组织清晰，人、车分流，同时人流分为参观游览人群

与行政后勤工作人员，参观游览人员通过北侧主入口进入主化石展

厅，工作人员由西侧次入口进入办公区（图10）。场地内设置消防

环道兼顾化石、货物垃圾的运送，环于整个建筑周围，形成良好的

消防疏散。

4  景观空间分析

（1）主入口广场：通过龙形纹图腾柱排列的一条中轴步

道，将主入口与展馆入口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导入性入口空间序

列（图11）。

（2）中心庭院：进入环形主馆的半封闭内庭院，首先感受到

的是模拟三叠纪实景的仿真古生物，给参观者仿若时光倒流、置身

古生物纪元的感觉（图12）。

（3）下沉式广场：利用自然地形的高差，对下沉广场及附馆

下部设计穿透性空间，同时模拟喀斯特地貌、溶洞空间，体现了贵

州独有的地形地貌元素（图13）。

（4）建筑符号、材质：当地有着特殊的地质地貌与民风民

图4 地质地貌与布依族民俗民风 图5总平面图

图6体块演变

图7功能分区

图8 一层平面图 图9 二层平面图

图1 总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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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在设计中对这些特征进行了收集与提炼，并将其展示于建

筑之上。

主馆的环形造型构思取材于贵州奇特的地质奇观——天坑，同

时也呼应了环形的古生物化石发掘现场（图14）。建筑外立面石料

主要取材于当地的粗糙毛石，并在毛石上雕琢一些当地布依族的民

族符号，对其进行层叠错落的干挂，产生一种原始、富有特色的装

饰效果。多媒体展厅及办公区建筑外立面使用了倾斜40°的石材干

挂，也体现了这个特点（图15）。

图10 交通流线图

图11 主入口处龙形纹图腾柱 图12 三叠纪场景再现

图13 下沉式广场空间效果

客户  兴义市贵州龙博物馆

用地面积  47 541m2

建筑面积  21 715m2（地上建筑面积

18 835m2，地下建筑面积2 880m2）

建筑层数  三层

建筑高度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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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节能设计

本项目作为集公共展示与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公共建筑，引入了

多项节能技术。

（1）光伏太阳能发电

利用兴义地区日照充足的特点，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图

16）。将太阳能光伏发电直接与公用电网并接，无污染，且不会对

电网造成影响（图17）。

（2）地源热泵空调系统

设计中利用高效节能的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既可供热又可制

冷，有效控制冬、夏季室内热量（图18）。地能分别在冬季作为

热泵供热的热源和夏季制冷的冷源：在冬季，把地能中的热量取出

来，提高温度后，供给室内采暖；在夏季，把室内的热量取出来，

释放到地能中去。通常地源热泵消耗1kWh的能量，用户可以得到

4kWh以上的热量或冷量。

6  结语

贵州龙化石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与收藏价值，本博物馆在积极

打造契合展示古化石的建筑外，还致力于在本土文化的平台上创造

出更具特色的建筑。以现代的建造手法，结合区域地域文化元素特

征，向人们尽可能还原一个神秘的古生物时代，同时以现代技术手

段创造适宜的绿色建筑为目标，既展现了我们丰富奇特的地域特征

与民族文化，又融合了建造与技术的多重内涵。

图14 主馆造型取材于天坑 图15 多媒体展厅外墙仿照喀斯特峡谷断层岩石肌

理进行斜向干挂

图16 建筑顶部设计采用当地居民坡屋顶造型结合

太阳能板

图17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图18 地源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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