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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盒子和信息流体

——以山西广电中心方案设计为例探索新形势下

的广电建筑设计

在广电行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综合类媒体建筑的设计中，反映广电建筑独特的工艺流程和发展

的新形势，是媒体建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山西广播电视中心的设计实践，提出“媒体盒子”和

“信息流体”这两个核心概念，对广电建筑有了新的理解，对广电建筑的设计方法进行了新的尝试。

The Information Flow and Media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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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时代下广播电视发展的新形势

1.1 信息终端的多样化

随着人们对信息与资讯的渴求与日俱增，信息交换呈数量级增长，Iphone、ipad等信息终端的发展及微

博等众多网络传播模式的快速覆盖，让广电传媒从当初单一的广播、电视发展为如今的网络、视频传输、新媒

体、网络广播等多种媒体类型。电视台也演变为包含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综合功能的广播电视“中心”或 “媒

体城”这样的大型综合媒体建筑。

1.2 广电工艺的新模式

采集、制作及播出技术与手段的多样化及制播分离的新模式，给广电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广播

电视内部模式的优化，如多节目共享信息资源，利用同一套制作体系等，也极大地节省了成本和提高了广播电

视的运作效率。

1.3 个性表达的大趋势

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电视台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大电视台开始重视个性化发展，并通过打造特色栏

目与主持人来占据市场份额，大量新栏目和主持人也开始在电视台之间相互流动，这些变化对广电建筑自身的

生长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新形势下，媒体建筑形态也从单一模式向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形式出现在媒体建筑

设计中。

2  契机——山西广电中心设计

2011年2月，我们参与了山西广播电视中心的投标。项目位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山西省省会太

原，建筑规模17万m2，限高100m，且要求保留基地范围内的灌溉渠，规划和场地条件十分苛刻。

项目包含广播、电视、新媒体、剧场、酒店等12部分功能，涉及近10家使用单位。设计按照人员流线和

使用要求进行功能整合，分为四大功能体：1）有大量人员参与、使用要求特殊的大中型演播室、剧场；2）小

型演播室、后期制作、播控等工艺用房及行政办公用房；3）交流中心、物业等附属用房；4）动力中心及地下

车库。其中，1）、2）部分功能为广电建筑的核心功能。

设计采用符合广电发展趋势的“制播分离”模式，将建筑分为上下两部分：后期制作、播控等工艺用房布置

在上部，形成丰富的“媒体盒子”；大演播室及剧场等公众参与部分布置在下部，形成优美的“信息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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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盒子的生成 6mX6m的办公单元组合分析

3  概念一：媒体盒子

3.1 媒体环——符合新的媒体工作模式

对于建筑上部功能的组织模式，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项目的整体规模达17万m2，同时规划限高要求

不高于100m，建筑只能水平向展开。其次，新的行业形势使得服务终端的种类越来越多，如电视、广播、新

媒体、网络电台、手机终端等。因此，为不同终端服务的平行部门也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部门所需节目的

制作过程并无太大差异，只是在成品格式和传输模式有各自的具体要求。换言之，前阶段（录、制）共享，

后阶段（编、播）集中，更有利于各部门间的互相协作与资源整合，部门间相对应的工艺流程在水平方向的

联系才更加适应其新的工艺需求。因此，我们将同一单位的录、编、播垂直布局后，再将不同单位的类似功

能进行水平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媒体环”，各部门间工艺技术的协作及联系在垂直与水平两个维度上紧

密联系，工艺用房的使用及行业资源的共享更加便捷、高效。

3.2 媒体盒子——个性表达与灵活生长

重视个性表达是广电发展的趋势。一个拥有很强影响力的栏目已经成为一个频道甚至是一家电视台的标

志，正如《百家讲坛》之于央视，《鲁豫有约》之于凤凰卫视，《非诚勿扰》之于江苏卫视。因此，设计以强

调栏目个性为出发点，将单个栏目具象为一个个媒体盒子，通过盒子的叠加、咬合、错动，形成独特的展示界

面。同时，错落的盒子提供了多层次的景观平台。

一个个6m×6m的媒体盒子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增长性，可以根据栏目发展需求而增减，其在表达各自特

征和影响力的同时，又紧紧地汇聚在山西电视广播中心发展的大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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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念二：信息流体

广电建筑作为信息载体，每时每刻都有数以亿计的信息汇集于此又传播出去。设计采用了“信息流”作为

方案立意点，通过信息流的切割和围合，形成了富有韵律和动感的底层裙房。立面上采用LED屏幕制成的条状

信息带，即时向社会发送最新信息。同

时，裙房中的演播活动信息也可以通过

LED屏及时向外传递。

场 地 中 部 的 灌 溉 水 渠 把 底 层 的

“信息流体”分开，形成一条景观轴

线。这条轴线上连续的声、光、电等

媒体院落向公众全方位表达着媒体的

发展与演变。在这里，空间成为历史

与 文 化 的 载 体 ， 成 为 传 播 信 息 的 媒

介。这一连续的媒体院落，将场地的

局限条件化弊为利，成为设计的又一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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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现方式：巨型结构

制播分离的工作模式将建筑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正常柱

网的办公空间和下部无柱大空间之间的结构实现有较大难度。

设计采用巨型结构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元式的20个交通

核作为竖向结构构件，再用空间桁架层（小演播室层）进行结

构转换，托举着上部的媒体盒子，形成漂浮于城市绿带顶端、

又向城市展现着其诗意而又绚丽多彩的媒体形象。

6  思考

通过山西广播电视中心的实践，我们认识到：建筑只有表

达了最本真的需求与当下时代的状态，才是独特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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