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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大厦之建筑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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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上海中心大厦工程位于上海市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中心区 Z3-1，Z3-2 地块。建

成后的上海中心将成为上海新的制高点，同时，与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组成“品”字形关系的建筑群，

构成陆家嘴金融商业贸易区新的天际线。

2  建筑设计

2.1 建筑布置与功能划分

上海中心为一多功能的摩天大楼，主要用于办公用途，同时配有酒店、商业、观光等其他公共设施。塔

楼地上 124 层，地下 5 层，建筑高度为 632m，裙房地上 7 层，建筑高度为 38m，整个建筑地上总面积约 38

万 m2，地下总面积约 14 万 m2。塔楼地上部分沿竖向共分为 9 个区，其中，1 区（包括裙房）是高档商场、

餐饮以及大型会议厅，2~6 区为办公楼，7 区和 8 区为五星级的酒店，9 区为观光层。

上海中心建筑组成包括以下几部分：内部主体楼层、内层玻璃幕墙、外层玻璃幕墙和柔性支撑体系。其中，

塔楼内部主体标准楼层呈圆形，圆心沿高度方向对齐，楼面半径逐渐收缩。在每个区段的顶部外侧与内侧玻

璃幕墙之间，布置有一个空中大堂。

上海中心突出了“垂直城市”的高层建筑设计理念，采用了创新的中庭解决方案，在每个区布置了空中

花园，类似于城市中的广场，这些中庭为建筑提供了互动交往的空间，内部布置有餐厅、咖啡厅、商店等，同时，

中庭内种植了大量的绿色植物，提高了交流的品质。这种新型中庭的布置方式对传统的层叠式功能结构理念

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将高质量的空中城市生活概念引入到高层建筑中，打造了一座立体城市。

        陆家嘴地区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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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筑外立面造型设计

上海中心建筑设计的一个重要思考内容是如何与金茂大厦的节节宝塔、环球金融中心的锐利边角造型形

成完整而和谐的关系。建筑师采用旋转上升的建筑造型，这一构思来源于哲学中“螺旋式发展”的逻辑概念。

在此理念的基础上，上海中心与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形成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联系。

建筑外立面的基本几何图形为倒圆角的三角形，通过改变三角形沿竖向的旋转角度和缩放比例实现整个

外立面的变化，因此，如何确定三角形的旋转角度成为参数化设计的关键。

由于上海地区的风荷载较大，同时，风荷载对超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影响巨大，所以建筑师与风工程专

家对上海中心外立面幕墙进行了多方案的对比。比较发现，当外幕墙采用 120°的旋转角度时，整个塔楼不仅

具有动态的美感，而且相比普通的方形塔楼，旋转塔楼承担的风荷载减小了 24%，从而大大降低了塔楼的结

构造价。         

竖向功能布置 上海中心双层幕墙剖面图 建筑组成

 塔楼 5 区标准层平面图塔楼一个区段轴测图 塔楼一个区段剖面图

外立面几何图形 塔楼 4 区标准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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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设计

3.1 结构体系选型

上海中心独特的建筑造型、超高的建筑高度、复杂的建筑环境给塔楼的结构设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许

多结构设计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同时，上海中心结构设计不仅要保证其安全性，而且需要综合考虑结

构造价以及施工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如何满足建筑理念以及使用功能的要求，真正成就建筑之美。

上海中心建筑高度 632m，结构高度 580m，底部外圈直径 83m，结构高宽比 7.0，内部核心筒尺寸为

30m×30m，核心筒高宽比 19.3，核心筒占底层平面面积的 16.6%。经过对国内外多个超高层建筑进行分析，

发现对于超高层建筑来说，结构整体高宽比、核心筒高宽比和核心筒所占面积比例是影响超高层建筑的关键

因素。对于上海中心来说，由于核心筒尺寸较小，导致核心筒的抗侧刚度较弱，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外部框

架结构参与塔楼整体工作，成为了结构体系选型的一个关键问题。

通过对多方案的比较，上海中心采用了“巨型框架 - 核心筒 - 伸臂桁架”结构体系，该结构体系突出的

优点是一方面结构效率很高，可以充分利用结构材料抵抗重力和水平荷载，从而降低结构造价，另一方面，

该体系为建筑创造了外立面大空间的感觉，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建筑外立面的通透度。

结合建筑“垂直城市”的概念，结构设计从下到上也分为 9 个相同区段。塔楼内部的核心筒与外围的巨

型框架柱通过结构加强层（建筑设备层、避难层）中的伸臂桁架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结构体系。

设计过程中采用 BIM 技术将结构设计与建筑设计以及机电设计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多个专业之间

沟通的效率，降低了出错率。

结构体系剖面图和组成图 从结构 ETABS 模型到建筑 REVIT 模型的转化

风洞试验模型外立面幕墙旋转角度变化

210° 180° 150° 12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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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幕墙支撑结构设计 

4.1 外幕墙支撑体系选型

如何实现上海中心扭转上升的外立面幕墙是整个塔楼设计的一个关键，该幕墙突出的特点是几何造型非常复

杂，同时，幕墙的视觉效果要求很高。在幕墙支撑体系的比选阶段，结构曾提出了刚性三向网格支撑方案，该方

案的优点是结构变形小，施工难度较低，但是，该方案对建筑外立面影响较大。

基于建筑幕墙轻盈的要求，最终采用了柔性吊挂支撑结构体系。幕墙支撑结构体系采用分区吊挂的形式，分

设底部 1 区幕墙、中部 2~8 区幕墙（典型区）、顶部塔冠幕墙共三个独立区段。采用分区布置后，可有效降低幕

墙支撑结构与主体结构的相互作用，从而减小结构构件内力，优化构件截面与形式。

各区幕墙支撑体系均为独立的基本单元，并且采用相同的结构体系，具体为“悬挂钢结构 + 径向撑杆 + 水平

斜撑”的幕墙支撑体系。根据建筑平面扭转形态，支撑结构为相应在平面尺寸向上逐步缩小并每层旋转 1°的径向

支撑，并通过环梁与吊杆悬挂于各区的设备层。

4.2 关键节点设计

该方案的优点是结构支撑构件布置与建筑幕墙分隔合二为一，结构与建筑协调统一，但是，该方案对结构设

计以及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采用柔性体系，幕墙结构与主体结构之间在重力荷载以及水平荷载作用下会

产生变形差，如果不能有效地释放该变形差，将会导致幕墙结构与主体结构发生碰撞，最终导致玻璃幕墙发生破坏。

为解决变形差问题，结构设计在幕墙水平支撑以及吊杆底部采用了伸缩支座，该支座有效地释放了幕墙支撑

结构与主体结构之间的变形差，从而保护了幕墙支撑结构自身的结构安全性。为了准确确定该伸缩支座的滑移量，

结构分析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外幕墙在重力荷载、风荷载、地震作用、温度变形以及施工过程中的内力和变形情况，

经过大量的分析与试验研究，最终完成了伸缩支座的设计，从而保证了上海中心外幕墙的安全性。

5  结论

上海中心大厦作为上海陆家嘴地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体现了建筑师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大胆的设计创新，同

时，结构工程师结合结构概念以及高性能的分析与设计手段，积极地与建筑师配合，从业主、建筑师的角度出发，

不断寻求解决建筑与结构矛盾的方法，并有效地利用建筑师给予的条件，创新性地优化了整个塔楼的受力性能，

丰富了结构表现手法，从而实现了结构即是建筑的目标。AT

外幕墙三向网格支撑方案  外幕墙吊挂支撑方案

一个独立区段的幕墙支撑体系 重力荷载下外幕墙变形  幕墙水平支撑与吊杆底部伸缩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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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方案及扩初设计：Gensler

施工图设计：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团队：丁洁民、巢斯、何志军、吴宏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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