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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电子与信息科学

研究所，原有办公科研区域（中关村地区）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

故在北京怀柔雁西湖开发区北部购置用地，建设科学研发中心及相

关配套服务设施。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为6.09万m2，规划条件

中容积率要求小于1.0，按此要求可建设约6万m2建筑面积。用地东

侧紧邻的雁栖东二路是主要的交通出入口，西侧为规划中的雁栖东

一路，北侧为待开发用地，南侧比邻其他单位用地。

2  设计目标

项目作为重要的国家科研基地，坐落在风景秀美的怀柔雁西湖

畔，应兼具理性和浪漫双重性格。园区设计定位是“为高科技人才提

供良好的科学研发环境”，即应具有开敞的办公空间和拥有尖端试验

设备的试验室空间，并以优美宜人的景观环境及人性化的服务设施作

为支撑。所以在规划设计中，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体现国内一流科

技研发机构的企业精神、具有卓越建筑品质和人性化空间的可持续发

展园区。园区需要结合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柔美，并赋予其逻辑理性与

严谨，集工作、休闲、居住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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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布局

园区按使用要求需要建设综合办公楼、研发实验室、加工厂

房、餐厅及配套宿舍等建筑，整体规划控制高度在24m以下，局部

可突破限高但不超过36m。在限高的控制下，用地整体略显紧张。

交通方面仅有东侧道路完工通车。整个园区面积虽不算大，但由于

项目建设资金的性质不同，需要分期分批建设，因此规划布局提出

两个基本要求：1）用地东侧作为展示企业精神的窗口；2）有利

于分批分期建设形成较完整的园区形象。

在最初的投标设计中，园区在整体规划布局上采用以下设计

手法：通过沿街建筑形体的转折与律动，向城市展现了流畅、壮观

的建筑形体空间，界定了园区内和园区外的关系，同时把电子学主

要研究领域中微波的概念抽象出来，体现在建筑的形体与肌理中，

塑造出积极活跃的建筑空间。西侧通过方整的建筑形态有序布置，

以玻璃连廊作为建筑间的交通联系，围合成庭院式的院落空间，为

科研办公区域创造良好的环境空间。整体规划的格局清晰流畅。

确定中标后，随着方案的不断深化和调整，我们发现业主所

要的与我们所想有所错位，整体的规划布局面临重新调整。经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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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主沟通交流，最终对原方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新方

案的布局更为端庄中正，在整体规划布局上顺应地块内在特质与流

线，采用“一中心带、四组团”的向心式格局布置。把园区中心

36m办公建筑作为制高点，在控制统领整体园区建筑的同时，将其

作为电子学研究所向城市展示实力的 “橱窗”。退后于城市道路

85m的高层主楼与其他两个“U”形建筑单体形成“吸入式”的入

口广场，向城市展现热情欢迎的态度与环抱姿态。

单体建筑结合研发试验楼的工艺流程布置采用四个相似的

“U”形平面布置，组织出若干或私密或公共的庭院空间，空间内

布置优美的景观植被。相似的组团布置形式有利于分期开发建设

和降低投资成本。仅建设东侧临街建筑即可形成相对完整的园区形

态。“U”形院落式的半围合空间格局强调建筑间的围合感和秩序

感，独立形成若干院落空间，为每个研发部门营造了相对独立的景

观和休憩空间，同时使实验室远离城市污染源，形成含尘量低、温

湿度宜人的工作环境。生态化、园林化的办公集群也有助于科学家

们冷静思考，缓解压力，提高效率。调整后的布局虽然不如之前写

意，但更贴近业主的使用和降低投资的要求。

4  造型理念

电子所园区除主楼为办公性质外，其他多是需要大跨度空间

的实验室或厂房，性质介于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之间。为了避免外

立面过于单调，造型设计基调定在高科技研发楼的风格上，外立面

在选材上尽量素雅而不失丰富。最初曾想采用陶土砖、浅灰色涂

料、U型玻璃幕墙、铝板等多种建筑材料穿插交替，但由于业主的

成本要求，立面造型上最终以简洁、大方、适用为原则，更多的是

体现电子所人的内在涵养与素质，同时又不失逻辑与秩序的表达。

具体做法就是延续传统做法，以深灰色面砖作为主体材料，辅以浅

灰色涂料作为点缀，局部以铝板线条进行勾勒，重点部位使用玻璃

幕墙。这些看似大众化的建筑材料的运用其实也对我们的设计能力

提出了挑战。

在单体建筑平面使用面积不够的前提下，楼体平面设计未作

过多进退造型处理，楼体体量显得相对宽大，比较方正，因而在立

面处理上通过水平和垂直的铝板线条的勾画，把立面按近“正”字

形分解切割体块，减弱建筑的体量宽大感。外窗采用竖向长条窗在

顶层与底层做横向自由波动的分布形式，活跃外立面气氛。

在面砖的选择上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比对，但由于造价的原

因，很多想法没有实现，最终选择了最普通的面砖。为打破相对沉

闷的灰色墙体调子，在拼贴方法上采用了通缝砌筑，结合铝板线条

分割的不同区域采用横缝或竖缝砌筑，不同的肌理增加了立面立体

效果。采用边缘“凹口”的面砖使得整个立面仿佛被切割成几个竖

向和横向肌理的体块，有了更多的体量区分与细节刻画。

最终形成的建筑造型方正、硬朗、挺拔，既满足低建筑造价的

外立面建造，也与电子所科学家们严谨、内敛的研究风格相一致。

中标调整后鸟瞰图总平面图

中标调整后沿街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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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设计

电子所研发楼有“科研为主、生产为辅”的工艺要求，因此

合理地布置室内空间、组织人流和货流非常重要。设计中采用了

在走廊两侧布置试验室的高效平面组织方式，走廊既是研发人员

进入的通道，也是来访者参观的流线。在楼宇内按需设置正压环

境区、净化实验区、净化辅助区、非净化办公生产区等。研发实

验室多为净化区域，采用十万级、万级净化等级洁净设计，局部

楼层或整楼采用正压的洁净环境设计。入口空间设计更衣、更鞋

区与风淋区，研发人员通过一次更衣进入正压环境实验区，通过

二次换鞋更衣及风淋进入净化实验室。物流则通过货物风淋区和

货物隔离区作为内外交换。参观人员则在外侧走廊通过室内玻璃

窗进行参观，流线互不干扰。

实验室墙面、顶棚采用双面薄壁金属内夹岩棉的墙板和吊

顶，板与板之间采用企口紧密连接，地面采用防静电、耐压型环氧

涂料自流平地面，门窗、墙面、地面交接阳角及阴角采用圆弧形过

渡，满足净化空间的密闭无尘要求，营造高科技工艺的设施环境。

除了净化设施外，还有大中型微波暗室、防辐射设计、工艺

厂房设计等更为专业的技术，对以民用建筑设计为主的我们都提出

了不小的挑战。

6 设计感悟

项目从2008年开始投标到目前施工基本结束，经历了将近

4年的时间。回想整个过程可谓艰难，方案从中标、深化方案、

3号楼沿街透视图 6号楼沿街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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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初到施工图设计，设计的改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改变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有业主建设策略的调整，有资金的限制，有使用功

能的优化，有工艺特殊要求，等等。好在通过积极有效的沟通，

我们赢得了业主极大的信任和理解，使得我们一路走来也是越

“改”越勇，虽然痛苦但始终能秉承自己的坚持，改变反而成为

我们修缮设计、自我完善的过程。最终的设计虽在造型上并不标

新立异，但其简洁平实的风格趋近于设计的本源——“美观与适

用”，不仅符合园区实际功能操作的需求，也符合电子所的科研

精神，达到了令各方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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