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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馆

Chengdu Museum

傅绍辉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总建筑师，研究员。

代表作品：黑龙江科技馆、首都机场专机和公务机楼、长白山机

场航站楼、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云南省科技馆、绍兴市体育

公园（规划及建筑设计）、绍兴市科技馆和文化艺术中心、北川

县影剧院 / 艺术团 / 艺术学校、内蒙古科技馆新馆、内蒙古演艺中心、

成都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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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

成 都 博 物 馆 新 馆 位 于 成 都 市 核 心 区 域 —— 天 府 广 场 的 西 侧， 总 建 筑 面 积 64 161m2， 其 中 地 上                

38 239m2，地下 25 921m2。建筑层数为地上 5 层，高 46.88m，地下为 4 层，深 20m。广场周边分别设有四

川省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锦城艺术宫等建筑，共同奠定了成都市文化中心区域的空间格局。博物馆东

侧方整的建筑轮廓为广场西边确定了新的边界。面向广场的建筑立面采用通透的穿孔金属网，加强了博物馆

室内空间与广场空间的视觉联系与交流。

建筑场地非常紧张，用地内有两个与广场连接的地下通道，另外还有地铁 2 号线在新馆建筑的底下穿过。

为保证建筑面积的需求，建筑紧邻控制线布置，与周边建筑的间距仅能满足最为基本的消防间距要求。

新馆的主要功能为城市博物馆，功能分区为公共活动区（设入口前厅、休息区、餐厅及观景廊等）、展陈区（设

临时展厅、基本展厅及专题展厅）、文物库区（含库前区、藏品库、暂存保管区、安全保卫区、展厅库房等）、

综合服务区、社会教育区与公共互动区、业务科研区、行政办公区等，附设学术报告厅及配套设备用房等。

建筑造型是在一个长方体的基础上做的一些改变，包括一些较大的斜角。建筑的西北有一个清真寺，中

天府广场 成都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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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层平面图

地下平面图及隔震沟示意

30m 标高层平面图

4.5m 标高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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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结构

外网格结构

内部框架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

地下结构及转换悬挑

间形成了类似桥梁的架空空间，它是一个大的穿越的空间，这个空间的上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坡地展示空间。

从建筑平面和剖面可以看到，成都博物馆的建筑空间变化丰富，结构层平面不在同一标高，楼板开了很多的洞，

形成了众多大小不一的共享空间；主要展厅空间形成了 30m 无柱大空间，建筑具有大柱网、大空间、上下空

间不连续的特点。文物库房位于地下，同时地下设有一个高 16m 的非物质文化演示多功能厅。连续的共享空

间和大跨度展厅为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空间效果，也为展陈设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给结构工程师

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结构选型

主体结构利用内部主要楼、电梯井设置两个钢筋混凝土核心筒，有效控制整体结构的扭转效应。针对大

跨度、大荷载特点，主展厅采用预应力大跨度钢框架结构。建筑造型提供的结构几何要素是三角形网格单元、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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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切面、三角面围合的锥体等三角形构件。成都博物馆新馆运用建筑造型提供的几何力学效率最高的三

角形单元，构造出具有最优结构力学效率的钢筋混凝土核心筒——钢框架及外壳钢网格结构形成的组合空间

结构体系。结构构架与建筑形式一致，形成完整统一的构架体系。

隔震设计

该项目是 2007 年做的建筑概念设计，之后没有多久就发生了汶川地震，项目因此停滞了一段时间。等

这个项目再建的时候又有了很多新要求，最主要的就是结构的安全性问题。四川是文物大省，诸如三星堆遗址、

金沙遗址等都在这里。成都博物馆新馆建筑建成后既是成都市一项重要的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也是大量珍

贵文物、贵重藏品的储藏展览建筑，结构的安全性不仅体现在对人员安全的关注，同时也要考虑文物的安全性。

场地内有地铁 2 号线在新馆建筑的底下穿过，地铁列车的起动、停车和地铁列车通过的时候会产生振动，而

地下文物库房与地铁最近处不足 20m，如果减振措施采取不当，极有可能对珍贵文物产生破坏性影响。同时

成都又临近地震活动带，地震烈度比较高，提高本工程的结构抗震性能尤为重要。基于以上考虑，成都博物

馆新馆结构设计采用性能化抗震设计方法与基础隔震体系相结合的技术，确保成都博物馆新馆文物中心库房

及展厅文物在罕遇地震下的安全。隔震结构体系在基础结构与上部结构之间设置隔震层，使上部结构与地震

动绝缘，从而保护上部结构不受地震破坏，特别是在特大型地震发生后能够有效地保护博物馆及内部珍贵文

物的安全。

隔震设计对比分析了隔震层设于标高 ±0.0m（中间隔震）以及隔震层设于基础标高 -20.0m 位置（基础

隔震）两种方案。 

中间隔震只有隔震层以上结构有减震效果，对于博物馆地下室文物的保护存在较大的缺点，且在楼、电

梯及各层出入口的悬挂处理方面构造复杂。基础隔震整体结构均有良好的减震效果且构造简单。成都博物馆

最终采用了基础隔震体系。采用底部隔震方案，将隔震层设置在基础筏板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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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

针对临近地铁造成的振动对建筑物及文物的不利影响，采取双重措施减少振动对成都博物馆新馆结构和

馆藏文物的影响。首先，在地铁铁轨下设置浮置板，减轻该段区域地铁产生的振动；其次，利用隔震设计中

已有的隔震沟屏蔽部分地铁振动。

从现场的施工情况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在施工图设计过程中，很多的交叉点都必须用三维数字模型

做出来。建筑师可能更喜欢方管，但是当出现几个方管相互连接的时候节点就非常复杂，还要保证它在现场

的时候能够拼装得非常准确，因此必须控制好构件的精度，所有的设计最终都是通过数字化来控制的。AT

隔震二号线紧邻博物馆区间设置钢弹簧浮置板，双线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