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 

广州大剧院建筑声学深化设计及室内结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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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造型之美

广州大剧院的原创建筑师扎哈以“圆润双砾”的概念赋予广

州大剧院浪漫、变幻的建筑个性，富于流动的建筑空间和体形、极

富魅力的多边异形构成的雕塑般的造型，而正是这种不规则和动态

的形态特征形成了张力关系，对室内设计和声学设计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

室内设计中观演空间的各界面造型、节点构造所表现的部位

都必须符合声学要求。广州大剧院室内设计的特色在于以点、线、

面、体、光、色六个基本元素构成室内空间形式的相互结合和呼应

关系。完美的结构体形所具有的充实感、空间感和体量感是面的平

移或线的旋转轨迹所形成的，体形不仅是由一个角度的外轮廓线所

表现的，而且是对从不同角度看到的视觉印象的综合叠加。合理的

线、面组合形成了虚实变化。建筑三角形体块元素的组合给人以动

感和稳定、坚实的印象，从建筑外观一直延续到室内公共空间及观

众厅。三角形与流动曲线的对比，三角形与大面积的对比，点线面

的有机结合，精美的比例、角度、尺寸、畸正、扭曲等结构造型形

成了特有的结构语言。新奇的建筑和室内的造型巧妙地借助了光的

设计效果，在简约的空间中随着光照的变化塑造出了多种投影图形，

丰富了室内结构造型的内容，强调了黑白灰的关系；窗外的天空冷

蓝色调与室内的灯光暖黄色调及陈设中的暖色形成互补，有意味的

曲线与张扬的凹凸有机结合，形成了符合力学的间架结构，有围有

合，有收有放，内在美寓于精巧的整体构造中，雕塑般的室内结构

其疏密、虚实、层次、错落、骨感美、折叠美……既自然和谐，又

将独立个性带入到每个功能空间中，充分表达了空间物境、情境、

意境的统一。 

2 声学之美

大剧院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经过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

建筑设计、建声设计和室内设计。由于功能的需要，大剧院的声学

设计在工程建设中占主导地位。而声学设计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筑师、

室内设计师的合作。合作的基础正如马大猷院士所说的：“建筑师

要懂得一些声学并尊重声学家，声学家要懂得一些建筑并尊重建筑

师”。建筑室内设计师通常有非凡的想象力，当他们一旦掌握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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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声学原理，在声学家的协助下就能把声学功能融入建筑装饰的创

作中，创造出既有美的造型又有良好音质的作品。

观众厅是大剧院建筑声学及其演艺功能集中体现的重要空间。

观众厅的声学设计包含平面、剖面等形体设计以及表面声学材料的

选择、声学构造设计等。大剧院观众厅室内设计着重考虑厅堂内的

空间形体以及与形体有关的容积、混响时间、响度、圆润度、饱满

度、声场公布、声扩散、早期反射声的强度和覆盖面。在满足以上

诸多方面要求的同时又要保持扎哈的风格。扎哈作为一个以“解构

主义”标新立异风格闻名于世的建筑师，赋予广州大剧院浪漫、变

幻的建筑个性，利用一系列以双曲面、双曲线构成的主柱、顶棚、

坡道、栏杆等建筑构件形成流动、变幻的空间，具有极强的亲和力

和环境艺术表现力。我们在室内设计中顺势而为，利用这些异形双

曲面构造，形成良好的声学构造，达到声学之美的目的。用分解的

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形态、动感、节奏、韵律、独特、

情境、多元化来表现室内空间的设计。以 GRG 材料的“融力”突

出自然主题。材料自身的美感和质感充分流露，又结合了形式感强

烈的现代雕塑语言，充满气势与张力，实现了其“双手环抱形”看

台这种不规则室内体型以及“倒八字形”乐池等设想，有利于声场

的扩散和创造音质的空间感，保证了世界上仅有的两个非对称设计

观众厅之一的优良音质效果。最终经过对内墙、楼座、挑台的形状、

角度等细节的严格分析计算，十分巧妙地解决了音质设计这一剧院

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

3 工艺之美

我们在广州大剧院项目的室内深化设计及施工实践中，为了

达到扎哈的双曲面造型和马歇尔对室内声学的音质要求，做了大量

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声学效果、艺术效果、投资

成本控制、工程施工技术及工艺。在新材料应用上，创造性地解

决实体面材首次大面积在工程中使用的技术问题，尤其是利用犀

牛软件建模、建网格解决了双曲面线造型难题。观众厅空间放线

50mm×1 000mm，定位节点达到 14 600 个。经过严格分析、计算，

反复加工试验，并进行声学测试，我们把观众厅 GRG 厚度由原设

计 80mm 更改为 20mm+20mm。尽管大幅度增加了施工难度，但

在不改变声学装饰效果的前提下，有效控制了投资成本。

广州大剧院使用 GRG 达到 18 000m2，实体面材 6 2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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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造型达到建筑声学要求和突出装饰结构之美，双曲面结构占

总面积 70% 左右，尤其是 3 700m2 观众厅空间为双曲面组成的造

型结构，完整表达了扎哈的巨型雕塑艺术品的设计理念。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我们大胆推出了 1：1 的大空间结构造型塑造，按三维

控制网定位节点分模翻制，开了 7 300 块等大模具，全部模型没有

一块能重复使用，模型对接复位技术难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整

体复位组装施工误差不能超过 20mm，否则会因造型的错位误差影

响声学效果，同时会造成双曲面材料（GRG 和实体面材）安装时

无法闭合，影响结构外观美感。

要完美地表达出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在完善建筑声学要求的

结构与造型的设计外，还要考虑如何在硕大的建筑空间里进行固定

安装。如果将 GRG 材料内部一体化的室内表面壳固定在建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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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建筑因各种因素变形将会使室内 GRG 内壳破碎。

最后我们在观众厅采用 5 个层次的连接结构：1）建筑外钢

架结构；2）观众厅内钢架结构；3）GRG 材料与预埋结构；4）

GRG 内部层状结构的连接；5）GRG 与实体面材及其他材料之间

的连接。最终项目在结构力学、建筑学、美学、声学等方面得到了

完美的结合。

4 结语

剧场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建声占主导地位，建声是通

过声学构造和空间形体实现，声学构造形体是通过建筑结构与材料

实现的。总之，剧场室内设计是整合声学构造与艺术、材料、灯光

的系统工程，在剧场设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统筹地位。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