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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祖培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工程师。曾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顾问总工程师。

从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50余年。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等单位，担任国家标准建筑构件和工业、民用建筑结构设

计工作。相继参加了中央彩色电视中心等多项大型广电中心工程和中央电视塔等多座大型混凝土电视塔工程的结构设计任务。90年代以后又

先后承担了多项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包括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和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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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开创先河，重温记忆 

——访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原副总工程师汪祖培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社（AT）、潘天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采访人物  汪祖培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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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电视台建筑的创举

采访者：西方国家并没有特别专门的广播电视建筑设计和大量兴建，不知中央彩色电视中心工程设计的开

端始于什么时候，怎样开始的？

汪祖培：20世纪80年代以前，电视远不如广播那样普及到千家万户。为了促进电视事业的发展，国家计

委立项，在北京建设中央彩色电视中心（简称中央彩电中心）和中央电视塔两项工程，并都被定为特别重要建

筑，按9度抗震设防。中央彩电中心工程就是建设中央电视台，因此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成立中央彩色电视中

心设计组。1979年将原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严星华（简称严总）、孙芳垂（简称孙总）两位主任工程师

调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并由他们从原北京院技术干部中选调了18名土建与设备工程师，又从中央广播事业局设

计室和中央电视台调入了电视、声学及灯光等工艺设计师，组成了中央彩色电视中心设计组，承担中央彩电中

心和中央电视塔两项工程的设计任务。这样1979年12月开始了中央彩电中心工程的设计工作。

采访者：上世纪80年代，设计和建造中国第一座电视建筑——中央彩电中心，可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情！既没有先例可考，也没有标准可循，当时设计是怎样进行的？

汪祖培：80年代的中国要设计这样一座国家级电视建筑确实是无从参考的，国外也没有这样的国家级的

电视中心。在中央彩电中心设计任务书的指导下，设计组中工艺与土建技术人员密切配合，严总在1980年上

半年完成了中央电视台建筑方案并报送北京市规划部门审批，方案由高层及裙房组成的播出区和由多座演播

室圆环形布置的制作区组成，中央电视台建筑方案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颖的，所以一次便通过了规划部门的审

查。接着就正式开展了编制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当时是建筑配合工艺的时代，因此整个建筑在满足工艺要

求的前提下完成。

采访者：广播电视建筑与普通的办公建筑相比，它的特殊性在于其内部除常规办公空间外，需要组织一系列

演播室和机房等配套设施，这就需要建筑师与各专业技术工程师的配合，请问当时遇到了哪些技术上的难题？

汪祖培：在1980年设计这样一座国家级电视中心没有先例可参考。在土建方面，当时建筑、结构、设

备各专业的标准与规范也都不能涵盖中央彩电中心工程技术的要求，一些土建各专业设计的标准都需要设

计人自主确定，这成为困扰设计人员最大的难题。如结构抗力如何体现“特别重要性”的要求，缺失当今

国家规范对此的指导与控制作用。孙总在高层播出大楼上新颖的设计思路，使结构方案实现了9度抗震设

防的预期。又如演播室的结构选型问题，多座演播室都是大跨度、大空间、全封闭（除个别门洞外）的单

层建筑。孙总提出的结构方案是利用音响效果要求的490mm砖墙围护体，配置钢筋混凝土组合柱和圈梁，

形成组合砖墙筒体结构，取得了很好的技术与经济效果。此后各地兴建的演播室，大多采用了这种结构形

式，一直沿用至今。

无规范标准下的摸索

采访者：中央彩电中心之后，全国各省市开始建设广播电视建筑，那个时候这方面的专家应该不是很多，

各地的设计怎样进行？是否以中央彩电中心为标准？

汪祖培：自中央彩电中心在北京建设后，即80年代中期以后，广播电视中心在全国有了大发展，山东、江

西、内蒙古、浙江、湖北、云南、河南、河北、海南、沈阳、深圳、青岛等省、市的广电中心相继建设，这些

工程也都是由我院设计的，也都是参照中央彩电中心标准和经验完成的。进入新世纪以后，逐渐开始了工艺满

足建筑的年代，演播室也开始了垂直分布，如青岛广播电视中心首先在高层建筑中垂直布置了多个演播室，这

是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迎来的一次新挑战。

采访者：我们了解到您当时不仅参与了中央彩电中心的设计，还参与了后续中央电视塔的设计，请谈谈在

当时结构设计中有哪些难点？

汪祖培：80年代中期，在中央电视塔建设以前，我院设计的湖北广播电视塔已经建成。这是我国建成的首

座混凝土电视塔。武汉市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基本上是不进行抗震设防的混凝土电视塔。中央电视塔设计总

负责人及结构设计总负责人是孙芳垂设计大师，其结构设计的难点首先是塔结构选型问题，当时国内外在地震

区尚未有建造混凝土电视塔的先例，中央电视塔是首例，那么混凝土的抗震性能是否满足此电视塔的要求？如

何在塔结构设计方面体现“特别重要性”的要求？两个问题同样缺失当今国家规范对此的指导和控制作用，这

是孙总面临的两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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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验研究，确定中央电视塔的塔身采用部分预应力混凝土圆筒型结构，解决了塔结构选型问题。在体

现“特别重要性”方面，通过地震研究，确定了两水准抗震设防标准。孙总又主持制定了两水准地震作用下塔结

构弹性设计原则。上述理念都突破了1978年抗震规范的基本思路，体现了工程的特别重要性，这样就为开展塔

结构设计铺平了道路。此后，在承担天津、四川等塔结构设计任务时都是按照“中央电视塔结构设计模式”完

成的。汶川地震波及成都市，四川电视塔也遭遇了±7度地震作用，塔身发生大幅度的剧烈振动，震后检测塔结

构安然无恙，“中央电视塔结构设计模式”的安全及合理性，经受了相当于当地地震设防烈度地震作用的成功考

验。现今再来审视“中央电视塔结构设计模式”，就会发现它已具有了当今建筑结构抗震技术的先进水平。孙芳

垂大师是我国大型混凝土电视塔结构设计的开拓者、奠基人，为我国广电事业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采访者：新建成的广州电视塔成为城市新地标甚至新的旅游观光塔，您如何看待现代电视塔的多功能

化发展？

汪祖培：电视塔与经营性功能联系在一起，比如餐厅、旅馆、办公等，表现出更多的融合与更强的综合

性。而电视塔的传统型式也随着功能多样性而异化，丰富了电视塔的建筑造型。就结构特征而言，出现了使电

视塔从高耸结构转化为高耸建筑的趋势，促进了建筑结构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采访者：回望老的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您如何看待今天新建成的CCTV大楼？

汪祖培：我认为建筑本身带给结构设计很大的挑战，而且这个代价是否有点太大了。另一方面，待大楼投

入使用后，期望在房屋的实用性、舒适度上能有尚佳的表现。

老一辈设计师的期望

采访者：刚刚您谈了广电建筑发展的许多方面，最后请您谈一谈对今天发展现状

的建议或者对未来的展望？

汪祖培：我感到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还是很有空间的，特别是新技术带来的不断改

进以及文化、信息等的传播，都将使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从事广播电视工作二十多年，参与了一些广电中心和混凝土电视塔的结构设计工

作，这些工程都是大型复杂建筑，结构设计也应对了很多挑战。我们经历了这些机遇，并使

个人事业有所作为，乃是人生中的幸事。昔时的广电建筑已不能满足当下广电事业发展的需

要，随着新中央电视台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各地可能又将开始新一代广电事业的建设潮流，

这给建筑、结构工程师带来了新机遇，相信他们一定能创造辉煌，为国家广播电视事业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