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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中型广播电视中心的解析与设计实践

——以台州市广电中心为例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edium-sized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Center: 
Taizhou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Center

摘  要

关键词

针对目前我国中等城市正在广泛建设的广电中心的设计研究与实践，

解析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声视频传媒建筑的各个重要设计环节及相互关

系，并以新技术的运用解决各项难题，提出一些可参考的设计经验。

功能整合  化繁为简  技术依托  布局造型

0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

与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城市也

面临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来推进地

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品质这一迫切

的社会需要，广电中心在这一时

期陆续建设。该类建筑的专业性

较强，集采、编、播于一体，接

收与传输相结合，是声频与视频

的制作、传递及管理等功能的综

合技术业务大楼。作为城市的主

要媒体窗口，广电中心在城市空

间角色的唯一性，要求其既要融

于环境，又要赋予其标志性。如

何在确保广电工艺流程要求的前

提下完善功能与空间格局，又逻

辑地进行建筑造形设计，使其成

为一个地区大众传播机构的恰当

象征，是广电中心建筑的设计难

点，对建筑师综合能力与设计创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项目概况

台州市是一个新兴的地级城

市，位于浙江东部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城市人口约96万。建筑所

在位置是台州市与旧城毗邻的新

建城区，建筑与市政环境全部为

新建项目。广电中心规模为4.3

万m2，包括电视台、广播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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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心及广电局行政办公四大内容。设计中建立的重要理念是：广电中心并非仅仅为实现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技术业务与办

公场所，而希望建立起体现城市传媒发展的精神内涵，具有对城市空间发展起到引领性作用的现代化传媒大楼。

2  总体布局

在充分研读基地与城市关系，深入了解功能与地区文化后，我们以适宜的建筑构思开始着手。从城市节点空间分析，

建筑为城市南北主轴线重要空间节点的组成部分。因此总体布局上将高层塔楼布置在基地北侧，与道路北侧的海关大厦相

对应；裙房居于南侧，与相邻的50m高的检验检疫大楼自然过渡。广电中心室外公共广场是重要的公众活动场所，设计在

基地西北方向大尺度退让道路红线，留出约5 000m2的广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并营造出开放式人文景观环境，同时组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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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部交通。建筑各主要形象性对外出入口，如办公、业务厅、观众演播厅等出入口均在广场中组织；后勤出入口

则设于西侧支路上，相对隐蔽又方便使用；车流出入口分别设于基地西北角与东南角，尽量避免与公众步行系统相

互干扰。

总体布局着眼于与功能一致的形态几何构成，矩形与圆形、直线与曲线的有机组合、干净利落的格局形成简洁

且变化有序的空间层次。建筑与四周的建筑群组关系充分考虑了街道的天际轮廓线。建筑界面限定的外部空间与人

的活动之间建立了内外关联的空间体系，并形成有益于城市增长的积极要素。同时尊重城市街区空间格局，融于整

个街区中，形成收放开合有序、富有节奏与韵律感的空间格局。

3  空间与功能组织

空间组织化繁为简，以有机性、高效性、开放性相结合为原则。电视台、广播台、网络中心与广电局行政办公

四大功能区域既相对独立又联系紧密。

电视总台由七个演播厅组成，面积分别为100m2、260m2、1 000m2规模不等，主要为新闻、专题、文化、虚

拟、综艺等不同频道的演播厅；与其紧密联系的有导

播室、舞美布景室、灯具库、灯控硅箱机库，另还需

配置化妆、服装、演员候场、声像合成、制作机房、

审片室、播出机房等。其中1 000m2的大演播厅为观众

参与的直播现场，它需要有独立的观众候播厅与面向

广场的出入口，其层高22m，内部由可变舞台与活动

席位、追光回马廊及布景廊等组成。电视台的另一大

功能为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的接收与传输，由有线电

视前端机房输入播出机房，与电视台制作的地方新闻

及各类综艺节目分别汇入播出机房。

由于电视台的功能与工艺流程要求较严格，流

线组织必须内外有别。设计以“一轴两厅”的空间结

构体系来组织内部流线、功能空间、公共空间。内部

南北贯通的主轴分别串连各大小演播厅、各类工艺机

房、高层塔楼区以及后勤服务用房。主轴线分别连接

两个主要公共大厅，它们分别为观众候播厅、阳光中

厅。三层通高的阳光中庭被演播区、制作区及广播台

三面围合，东侧面向广场开敞，广场景观渗透至内部

大厅。阳光中庭串联着水平与垂直方向的不同功能

区，三个楼层分别设置回廊，作为休息交流区、咖啡

区、展览宣传区等复合功能，使得空间的共享特征非

常显著。大楼建成后阳光中庭实际被作为多功能厅、

场景演播厅及各种与传媒有关的文艺活动空间，最多

260m2综艺演播厅 1 000m2大演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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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活动人数达四百多人。由于其向广场一侧开敞，使得户外组织的文化活动与内部活动可达成延伸作用，真正的

“场所精神”空间在此实现。

内部主轴线最北端的一、二层分别为广电对外业务营业厅与员工餐厅，它们与塔楼垂直交通核心相邻，上下联系

方便。塔楼的四层为网络中心，五~七层为广播电台的技术用房，八层以上为广电局行政办公用房。我国现有的地区一

级声视频媒体，由于行政管理机制现状的要求，设计将电视台、广播台及广电局整合在一起，在资源利用上相对集约

化，又便于管理，但这样会带来设计难度。台州广电中心分区分层紧凑型布局并嵌入共享公共空间，使得工艺流程、人

流组织均得以合理解决，并较好处理动与静、内与外的关系，为使用者创造了舒适、适用的环境。

4  新技术的支撑

项目功能要求较多的大跨度用房，且荷载大，房间净空高度不同，又有大悬挑建筑体量，因此采用钢结构技术，

使得大楼技术问题合理解决，造价也得到合理控制，并有效地增加使用面积与净空高度。先进的结构理念使长达150m

的建筑在高层与裙房高差16层的状况下未设沉降缝，并很好地控制沉降与温度变形，使内部使用与防水问题不受影响。

声学设计采用可调混响时间，并严格控制声场不均匀度。对于特殊演播室采用浮筑结构解决隔震要求。设计对噪

声采用声闸、消声器及吸声技术综合控制，满足噪声曲线要求。另外在对有高静音要求的演播厅、配音声、录音声的空

调设计、智能化楼宇控制系统、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设计等方面均作为新技术的研究与运用，为现代化广电大楼实施与

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建筑造型

建筑以弧形为形体构成母题，形成的面、线、曲面、虚实体等元素构成了现代化传媒建筑的审美意向，同时保证

内部功能与外在形象的统一性。大演播厅与高层塔楼一南一北相互对应，裙房的连接过渡自然。演播厅是广电建筑最具

特征的元素，建筑形体设计自然地予以表达与流露；高层塔楼以椭圆直升飞机停机坪与电台频道无线发射塔相结合来进

行塔楼的收头处理，以达到有识别感的建筑特质。外墙以铝板与Low-E玻璃为主材料，质感与色彩、虚与实的对比均以

营造现代气息建筑形象特征为宗旨，并传递技术与文化相结合的信息。

6  结语

良好的建筑设计通常是特定场所下合适的解答。广电中心的工艺要求有很强的专业性，功能格局有一定的限制

性，形象特征又有鲜明的识别性，我们从设计竞标的开始到大楼建成，功能、工艺、空间、造型、环境等主要设计要素

之间的整合贯穿整个设计过程。新技术的大胆运用也为大楼顺利落成提供了有力支撑，另外在工艺设计、声学设计及室

内设计等方面也处处需要建筑师不断协调与综合，才得以全面保障广电中心的建成及其使用的适用性、可靠性。

播控中心 专题频道演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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