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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河边上一段靓丽的乐章

——沈阳文化艺术中心
A Beautiful Movement by the Hunhe River：
Shenyang Culture and Art Center

撰文	   赵晨  于鹏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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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文化艺术中心工程

沈阳五里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德国奥尔韦伯设计公司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 800座大剧院、1 200座音乐厅、500座多功能厅以及相应的配套、停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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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屋顶为大跨度非常态无序空间网壳结构

约6.5万m2（红线内）

10万m2

12亿人民币

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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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文化演艺建筑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提出了

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沈阳也借2013年全

运会的契机，大力发展“金廊银带”。沈阳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浑河

边青年大街的龙头工程，建成后将成为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又一标

志性工程。

1 景观规划

基地位于沈阳五爱浑河隧道以西，青年大街以东，浑河右岸

以北，沈水路（南二环路）以南。主体建筑置于基地核心区域，长

轴指向东北西南方向。此布局能最大限度利用基地的对角线长度，

有效削弱了相对狭小基地对独立大体量建筑的束缚感，同时与城市

周边界面形成和谐角度。与核心建筑相辅相成的大平台从西到东贯

穿基地，有效衔接了城市道路、主体建筑与自然环境。大平台与建

筑二层衔接，将建筑一层体量屏蔽在人们视线之外，使建筑对自然

景观和临水界面的影响最小。

宝石般的建筑单体、舒展流畅的大平台、层层叠叠的绿化、

宁静深沉的浑河，共同完成了艺术中心景观系统的整体架构。通体

透亮的建筑造型使文化艺术中心从各个方向呈现出不同形态。外表

材料由不同构造的复合玻璃组成，看起来似透非透，似有似无，透

过玻璃可以隐约看到内部的剧场和音乐厅，别有一番意味。白天，

艺术中心宛如天然水晶，晶莹剔透，清澈而宁静地偎依在浑河岸

边；夜幕降临，它又变身为色彩斑斓的奇幻之石，呈现绚丽的变

化，代表着各种艺术形式在这里碰撞、交融、熠熠发光。水晶的高

雅承托了沈阳古老、深沉的历史底蕴，体现了沈阳市民积极向上的

艺术品位，也将成为城市南大门和浑河岸边崭新的梦幻美景。工程

共包括1 800座大剧院、1 200座音乐厅、500座多功能厅以及相应

的配套、停车设施。

2 建筑设计

较之舒展大气、晶莹剔透的外表，沈阳艺术中心的笔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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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挥洒在对内部空间形态的刻画和塑造上。对于这一人流密集、功

能复杂、使用要求高的大型公共建筑，其内外交通的有效组织、使

用空间的高效灵活、建筑的人性化设计、公共空间的气氛和仪式感

的营造、各功能场所性格特征的体现和室内格调的统一把握均至关

重要。

大堂是室内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沈阳艺术中心多功能

厅在入口处与大剧院共同形成观众进厅“大堂”的界面，尤其在

7.5m标高处，观众通过室外大平台进入玻璃大厅后，我们通过多

功能厅顶部标高变化，在满足内部多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形成层层

退台的效果，为参观者营造出一个音乐圣堂里除了“听”以外的

“视”的最佳感受：澎湃的浑河，雄壮的钢结构，精致的充满现代

感的玻璃幕墙……我们设想的“音乐的器皿”不再只是一个供人们

欣赏音乐的场所，更是一个艺术建筑与体现城市特征的形式。

在空间创新上，突破了传统的观演建筑大空间并置的布局，

创造性地将1 200座的音乐厅置于1 800座的大剧院上部，并通过结

构设计使建筑的构成和声学的构思成为可能，在钻石体室内形成一

种恢宏的气势、高雅的气质，同时满足了业主在有限的建筑用地内

实现大剧院、音乐厅和多功能厅的建设要求。

多功能厅的设计是项目中的一个亮点，除了舞台机械赋予它

的灵活可变的功能外，我们在满足声学要求的前提下，在多功能厅

面向浑河一侧的舞台墙面设置了智能通电调光玻璃，通过电场作用

可以改变玻璃的透明状态，在多功能厅的贵宾们在观看表演的同时

还可以感受到浑河的滚滚波涛，宛如置身室外。此外，我们在多功

能厅中应用了无影网这种新的材料来满足多功能厅对于灯光的布置

要求，真正实现了从舞台机械到灯光、音响的多功能性。

3设计难点

3.1结构设计

沈阳文化艺术中心屋盖钢结构平面跨度为190m×160m，是

由众多大小和方向无序的三角形网格组成的单层折面非常态空间网

壳；地上结构为两个不规则的钢筋混凝土空间结构竖向叠在一起

（1 200座音乐厅叠在1 800座综合剧场上），成为一个在水平和垂

直方向都极不规则的钢筋混凝土空间结构体系，这在我国属首例。

我们进行了多项结构试验，证明了方案的安全可实施性。

3.2 幕墙设计

为实现建筑外观的钻石造型，建筑外维护面共分为64个大小

不等的三角形面，由主体钢结构塑造而成，每个三角面再五等分，

由幕墙设计顾问配合建筑师的要求，简化构件设计，将支撑构件与

分割构件合二为一，同时满足设计装饰照明要求进行独特的节点设

计，并将照明管线隐藏，再次实现装饰构件和结构构件的统一设

计。在外维护材料上选择了真空加中空夹胶安全玻璃，具体构成为

8+12A+6+1.52PVB+6 ，这种玻璃K值只有0.3W/（m2•K），节能

效果显著。这也是国内应用该节能玻璃面积最大的公共建筑物。

3.3 舞台工艺设计

 沈阳文化艺术中心中的综合大剧场采用“品”字形舞台，即

整个舞台由主舞台、左右侧台和后舞台组成。主舞台区域设置的6

台主升降台是现代化机械舞台的主体，能够灵活、丰富地变换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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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厅-演出

多功能厅-宴会

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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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接待室 贵宾休息室

音乐厅

剖面图

形式，使整个主舞台在平面、阶梯之间变化。主升降台分为两种，

靠近观众席的3块为子母式的双层升降台，中间的子台可相对母台

上升4.5m，为演出提供不同形式的平台。两侧舞台共配置12台侧

车台，每侧各6台，与之对应的在两侧舞台各设置6台车台补偿台

和6台侧辅助升降台。后舞台下设置两层库房，分别存放芭蕾舞车

台和冰车台，满足多种形式的演出需要。

多功能厅中创造性地配置了15套升降台和升降旋转台，90套

升降子台分别安装在升降台和升降旋转台上，通过升降台、升降旋

转台和升降子台的升降旋转，可以使台面在表演台面和观众席台阶

之间转换，形成会议模式、剧院模式、T形台模式、伸出式舞台、

中心舞台、半岛式舞台、平面大厅等多种场地形式。电动升降翻转

座椅与升降子台配合使用，当需要形成观众看台时，座椅由子台内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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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电动上升到子台表面，组合成坐席区域。

音乐厅舞台前区配置了一套钢琴升降台和补偿车台，补偿车

台由上下两层台体组成，当钢琴升降台自舞台面降至钢琴间后，补

偿车台可以平移至钢琴升降台上方，同时上层台体上升补平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空间充分利用了结构工程师为将音乐厅置于综

合剧场上方而特别设计的腹腔梁式空间内。

3.4 其他

由于建筑形态设计、空间设计的要求，给声学设计和消防设

计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如何确保微扩散体既满足室内设计要求

又具有良好的散射特性将是建筑声学专业和室内设计专业共同要解

决的难题，我们配合声学设计师着重在音质评价参量的研究和厅堂

音质效果预测评价方法的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消防设

计方面，我们采用准安全区域的概念解决了超大面积防火分区的问

题，顺利通过消防性能化评估。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叙述。

4 结语

以上各项技术关键点是我们在沈阳文化艺术中心项目设计总

包中过程中体会比较深的地方，在此和大家分享。随着项目的不

断深化和推进，这些技术关键点也将不断地充实、完善。期望不

久的将来，在浑河之滨，这颗饱含着设计人员的心血的钻石的完

美呈现。AT

幕墙模型推敲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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