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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韩聪  靳哲夫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城市解题——唐山传媒大厦设计

Urban Problem-solving

唐山传媒大厦项目位于唐山市凤凰新城中心，是新城迎宾门户街区的起点。项目基地东临友谊路东辅

路，南至凤凰新城中心绿地，西至友谊路，北至朝阳道，主要功能包括广播电视台主楼、演播中心、劳动日

报社主楼、印务中心四大部分。总建筑面积227 750m2，建筑高度186m。建成后的唐山传媒大厦将成为新城

的地标建筑。

1  城市对话

1.1 顺应规划形态 

凤凰新城由新城市主义的规划理念打造，用小尺度的街道空间，强化邻里认同和社区归属感。它以一定的

人口密度、土地混合使用及宽度适宜的道路为基础，实现多种交通方式并且鼓励公共交通，创造出适合多种活

动的街道空间。这种街区尺度作为居住区无疑是积极和适合的，但是对于广电建筑这种特殊的大型公建而言，

狭小且分散的用地便成为了建筑设计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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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传媒大厦包括广播电视台和劳动日报社两个甲方，四个功能部分。基地又被城市道路划分为三个地

块：广播电视台主楼是唯一的超高层建筑，位于中间地块；劳动日报社主楼高度近百米，位于北部地块；演播

中心及印务中心位于南部城市公园地块。广播电视台主楼和劳动日报社主楼形成高低双塔的布局。

由于用地紧张，新闻演播厅和多功能会议厅两个大空间无法放入主楼内，于是我们把二者作为连接体，跨

越城市道路与两个主楼相连，跨度为45m，增强了建筑形态的整体性。结构上整体采用钢桁架的形式，与建筑

所需的高大空间相契合。广电建筑除了要满足采编、制作、播出等一系列特殊工艺要求外，还要与演播中心密

切联系，所以设计将演播中心放在距主楼最近的正南方，通过地上的跨街连廊和地下二层的通道与主楼联系，

满足日常使用的要求。演播中心西侧的友谊路为进入凤凰新城最重要的迎宾大道，演播中心位于这一侧，利于

树立媒体形象，也便于大中型演播室的人流集散。印务中心在功能使用上相对独立，因此将其置于较远的基地

东侧。

1.2 应对用地条件

广电主楼用地按照规划要求退线后，实际可用范围为两个直角边长55m和65m的扇形，面积约2 300m2。

根据任务书地上7万m2的面积要求，若把此轮廓直接拉伸，按平均层高4.5m计算的话，得到的形体为一个

150m高的30层塔楼，简单测算的形体显然不能成为最后的结果。首先根据现行的高层建筑防火规范，标准层

面积超过2 000m2是不经济的，另外主楼的技术用房区内100m2的小演播室工艺上所需的矩形平面也与扇形的

轮廓存在着冲突，导致使用效率过低。矩形平面是一个经济合理的平面形式，但由于首层退线的影响，无法实

现上下一致的标准层平面。考虑到主楼内其他部分的用房（如普通办公及经营用房等）对平面轮廓的适应性较

高，因此结合使用功能及竖向分区，顺应用地弧线，沿底部斜线进行形体切削，形成上大下小、逐层渐变的平

面关系。首层形成梯形的大堂和营业大厅，2~5层为主楼经营用房，把平面中相对规整接近矩形的部分（6~14

层）作为技术用房区，16层以上为办公区，顶层为传输机房。为了呼应下面形体的切削，并与用地西南侧城市

绿地形成对话，我们在主楼上部西南角也进行了斜切，最终形成了主楼的整体“晶体”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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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主楼位于友谊路和朝阳道交叉口的东南角。为了与广电主楼相呼应，同时考虑街道转角的空间关系，

在朝向街角的一侧斜切了一角，形成了街角广场，利于汇聚人气，同时削弱建筑对街道的压迫感。 

1.3 融入城市公园

基地东南为规划中的城市公园，原是唐山军用机场搬迁后留下的一片空地，机场跑道的走向与南北向成

45°，并由东南向西北延伸。凤凰新城的规划出于对这一特殊城市肌理的尊重与保护，在横平竖直的方格网系

统上，引入了斜向的绿轴这一元素，使得与跑道平行的几行大杨树得以保留，成为绿轴的组成部分。基地恰好

位于这一绿轴内，并与西侧青年宫所属的城市公共绿地隔街相望。

2007年我们与崔 工作室合作，结合公园中的城市规划展览馆项目对机场周边地块在开发模式和开发强

度等方面进行了城市设计研究，因此对这一区域的情况比较熟悉。如何处理演播中心、印务中心与城市公园的

关系，是设计的重点。虽然两座建筑高度上并不高（小于24m），但由于面积的要求，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

占地很大。为了减小对城市公园的影响，还绿地于城市，我们采取了以下两个策略：首先，在形体上把体量

打散，建筑如同树枝一般插入到公园中，有利于建筑与环境的紧密联系。其次，除了大中型演播室这些由于功



    99

能需要不能压低的空间外，把其余部分屋顶的高度尽量压低，局部与大地衔接的部分采用种植屋面，形成公园

绿地蔓延到屋顶的效果，模糊了用地边界，削弱了建筑体量。园中的游人可以通过缓缓升起的屋面走到屋顶平

台，登高远眺，同时也提高了建筑的公众性和开放性。

2  城市记忆

2.1 矿石晶体

唐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不仅是由于其矿藏资源众多，尤其是煤、铁储量丰富，而且工业历

史悠久，自清朝光绪年间就开始办矿挖煤。当我们回首这段百年历史会清晰地发现，重工业特别是煤炭和钢铁

作为两个支柱产业在这个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楼的造型以矿石为载体，通过切削转化为多面晶体。为突出晶体晶莹剔透的特征，结构上结合形体切削

的造型，采用型钢混凝土框架（斜柱框架）加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的结构体系，立面上采用隐框玻璃幕墙，全部

由三角形的单元组合而成，犹如钻石的切面，将建筑结构美学与立面肌理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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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业主：唐山电视台,唐山劳动日报社, 唐山

兆瑞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方案)： 于海为 刘晏晏、韩聪、

石璐、靳哲夫

设计时间： 2009.8~2009.10

建筑面积: 22 775m2

用地面积 : 73 5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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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凤凰涅磐

唐山是一座凤凰涅磐的城市，30多年前的大地震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30年后，一座崭新

的城市屹立在世人面前，恰似凤凰在浴火中得到重生，凤凰新城由此得名。而基地东侧的梧桐大道，又让人产

生了“凤栖梧桐”的美好遐想。在演播中心与印务中心的设计中，我们用梧桐树叶组成的画面，通过网格化、

像素化的处理手法，用四种穿孔率和孔径不同的白色石材，结合建筑内部的使用功能，形成建筑的表皮，保留

了城市的记忆。

3  结语

在方案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没有刻意强调标志性，而是从实际的用地条件与使用功能出发，使建筑与城

市、建筑与环境紧密联系，注意发掘建筑的内涵，体现当地的历史与文化。最终的结果得到了甲方和专家的认

可，并作为实施方案继续深化设计。我们也期待项目建成后的完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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