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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从广电建筑的概念与核心功能设计要求入手， 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

总结了广电建筑的布局类型、适用条件与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广电建筑  功能  工艺  布局  类型

0  前言

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不仅是最普及、最高效的信息传播途径，同时也是高新科技革命的先行者。随

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大量旧有的广电建筑都需要更新换代，新的广电建筑设计任务越来越多，而因

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广电建筑的设计品质亟待提高，因此，广电建筑设计研究极具现实意义。

本人从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有幸参加了一系列广电项目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设计经验，现将心

得归纳整理与同行共享。

1  广电建筑的特性

广电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就建筑设计方面而言，具有四方面特性：功能的复杂性、外观的标志

性、内向与开放的矛盾性、专业的综合性。

1.1 功能的复杂性

广电中心建筑功能组成十分复杂，部门繁多，同时部门之间存在特定的工艺流程。广电中心建筑通常包

括：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工艺用房、各部分行政办公用房及后勤配套用房；近年来还增添了信息网络公司用

房；一些大型广电中心往往还包括广告公司用房、报社用房等；民族地区通常还包括文艺团体用房。其中核

心内容为电视台、广播电台的综合技术区，这部分功能有着特定的工艺流程。

1.2 外观的标志性

由于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广电建筑多位于城市重要地段，建设规模大，投资规模大，成为政

府关注的重要项目，因此外观的标志性往往成为甲方最突出的要求。

谢悦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第十建筑工作室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主要项目：福建广播电视中心、山东广播电视中心、内蒙古广播影视数字传媒

中心、新疆昌吉州文化中心、北京工业大学教学科研楼与实验楼、德胜科技大

厦、北京电信总部机房办公楼、晋江市品牌博览广场、援刚果（布）医院医疗

队宿舍、援乌干达医院医疗队宿舍、上海吉盛伟邦国际家具村、北京西山创意

产业项目C、D、A6。



    57



58 



    59

1.3 内向与开放的矛盾性

由于播出安全的要求，广电中心都有严格的安保制度，控制人员出入：即便是普通办公区也需要登记、

领卡才能进入；多数技术办公区则只有内部人员才能凭证通行；特别是其中的直播区、新闻中心、播控中心

等，更是只有少数相关工作人员才能出入，可见广电建筑管理的封闭性很高。

然而，大众传媒的发展趋势使得节目的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同时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被有组织地引导

进入广电中心的内部进行参观，开放性正日益成为广电建筑设计的新趋势。

1.4 专业的综合性

广电中心的设计过程中（主要指施工图设计阶段），除涉及到一般的建筑、结构、设备等专业外，还有

一般新建筑项目很少涉及的广播电视工艺、节目传送、卫星天线、建筑声学、舞台灯光、舞台机械、塔桅设

计等十多个专业，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协调配合。

基于广电建筑的上述四项特性，其设计方法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广电项目经常以招标形式征集方案，设

计周期往往只有短短1个月，因此，广电建筑的功能之复杂往往令未窥门径的设计师束手无策；而以新奇的造

型中标后，由于方案设计中缺乏对广电建筑基本概念的认识，后期设计无法实现建筑功能；设计中难以平衡

建筑的开放性及管理的封闭性

因此针对广电建筑的这四个特征，我们总结归纳了广电建筑的典型布局类型，为广电建筑方案设计阶段

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2  广电建筑规划布局类型

广电建筑的规划布局类型受制于其具体的场地条件（周边道路关系）、规划条件（容积率、建筑密度、

限高等）、现实因素（投资、工期等）等具体要求。但是，由于广电建筑高度专业化的工艺流程和复杂的功

能组合、流线等条件，导致其规划布局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其中，大中型演播区因其大跨度结构及大量外

来人员的参与，与广电建筑其他功能区块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其位置的设置是决定广电建筑布局的关键。

根据大中型演播区的位置设置不同，将广电建筑的布局类型划分为三类：高塔加裙房型、整体型、分散型。

2.1 高塔加裙房式布局

高塔加裙房式布局，即将大中演播室独立于建筑主

体之外自成体量，其他功能部分按照工艺流程组织在塔

楼内的布局类型。

这种布局类型在广电建筑发展早期较为流行，一

度成为标准的广电建筑做法，如原CCTV、BTV大楼，

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这种布局模式成熟，功能分区合

理，各种流线组织清晰；高塔沿主要道路布置，形体挺

拔醒目，往往成为当地的标志；结构体系清晰，演播室

部分和塔楼部分结构体系各自分离，施工难度小，进度

快。但建筑功能布局方式相对固定，有较强的程式化倾

向，只适用于有一定用地规模的传统广播电视台。

2.1.1单塔式

裙房中单独布置大演播区，其余所有部门，包括小演播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工艺用房及各部分普通

办公都竖向分区布置在一个主楼中。此种竖向分区模式往往适用于场地相对紧张的项目。典型案例：山东省

广播电视省中心（2009年建成使用）。

2.1.2双塔式

除裙房中单独布置大演播区外，设置2个主楼，体量可以一大一小，亦或2个相同的体量：广播电台工艺

用房及其行政办公布置在一个主楼中；电视台的工艺用房及其行政办公布置在另一个主楼中，其余部分可以

用以调节两个主楼的体量。此种模式可以保证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各自独立。典型案例：福建省广播电视中

心（2010年建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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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多塔式

近年来，广电中心工艺布局出现了传输及播出区合并设置的趋势，即将广播、电视的播出和传输机房独

立布置。于是主楼即分为三个部分：广播工艺用房及其行政办公与其他单位的办公；电视工艺用房及其行政

办公；独立的机房楼。此种模式在广播、电视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实现了播出及传输的资源整合共享。典型

案例：内蒙古广播影视数字传媒中心一期（施工中）。

2.2 整体式布局

整体式布局，即将大中演播室与其他功能部分统一布置在一个建筑形体中的布局类型。这种布局类型使

得建筑形象整体性较好，具有冲击力的外观形象和新颖的功能布局，但需要结构转换来实现演播空间和其他

建筑空间的连接。

双塔式——福建省广播电视中心

单塔式——山东省广播电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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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结构的进步和对广电建筑理解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广电中心设计采用这种形式，如新

CCTV大楼、北京凤凰传媒大厦及一些大型广电项目的投标方案。

整体式布局解放了传统功能对形式的束缚，容

易产生标新立异的的建筑形式；符合媒体自身的集

约性，组织得当，可以产生新颖高效的功能布局。

但因需要结构转换，结构难度大，流线处理也较

难。这种布局类型适用于对标志性有强烈要求且融

合网络、新媒体等新广电功能的国家级、省级综合

广电项目。此类电视台需具备一定的规模，并有相

当的资金作为支撑。

2.2.1立体结环式

大演播区在地面层布置，新闻中心、节目制作、播出传送、办公管理等各种功能被组织在两个主楼内，

并在顶部连接，广电的各部分功能被有机地组织在一个立体连通的环中。媒体流不断循环的特性，通过建筑

形体加以有力的表达，赋予了广电建筑更强烈的标志性和标识性。典型案例：CCTV-OMA（已建成使用）。

多塔式——内蒙古广播影视数字传媒中心

立体结环式——CCTV-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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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环式——山西省广播电视中心

水平结环式——CCTV-伊东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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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新疆昌吉州传媒文化中心

2.2.2水平结环式

将演播和制作通过上下层分开，将大演播等对净高和空间尺度有要求的空间统一布置在下层，便于复杂

人流的参与；通过结构转换，将后期制作、播控等内部工艺用房集中布置在上部，实现广电资源的高度共享，

保证内部人员使用的便捷和私密性；同时水平结环模式可以产生更多公共空间，更便于沟通交流。典型案例：

CCTV-伊东丰雄（国际竞赛第二名）、山西广播电视中心（方案）。

2.3 分散式

除了塔楼加裙房式和整体式外，更多的地市级广电建筑规模较小，功能相对简单，用地也较宽松。由于投

资有限甚至难以一次到位，往往需要分期建设。分散式布局便于控制建设规模和分期建设，减小结构难度，适

应地方较低的建造施工技术水平，同时又能较好地控制宽松的场地。通过分散布置不同安保级别的部门，对各

部分分别管理，在保障播出安全的同时，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建筑的开放性。典型案例：新疆昌吉州传媒

文化中心。

3  结语

广电建筑设计一方面非常强调建筑造型的标新立异，而另一方面特殊的工艺要求、复杂的功能组成和流

线组织等又常常束缚着建筑师的创造力。这种自由与束缚并存的状况，使得广电建筑的设计如同“带着镣铐起

舞”，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兼顾新颖形态和合理功能的方案难度很大。

基于十几年的广电建筑设计实践和研究，本文采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典型的广电建筑群布局方式进行了

仔细梳理，分析其不同特点，并以建成项目或设计方案加以示例。有这样的类型分析为前提，当遇到新的广电

设计任务时，可以根据项目的地域、规模、用地、功能、投资等条件，通过比较判断，较为快速地选择一种适

合本项目的方式进行发展，在保证基本功能、工艺合理的前提下，提高设计效率，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针对具体

项目的创意和功能细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