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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世博会最佳实践区特别店设计

建造手记

孙嘉龙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原作设计工作室

建筑师。

章明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系副

主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原作设计

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通过介绍同济大学原作设计工作室近期完成的一个小品建筑在设计及建造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应对

态度，试图阐明建筑介入环境的姿态、结构设备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材料及构造方面的探索。

介入  结构  设备  材料  构造

摘  要

关键词

介入的姿态

喧嚣后的上海世博会浦西城市最佳实践区近年来逐步转变为集创意设计、交流展示、娱乐体验为一

体的文化创意街区，大部分世博会期间的城市案例馆得以保留。比邻黄浦江的实践区南区以文化活动、

展示/展览为主，吸引文化艺术、时尚展示等企业和机构入驻。实践区北区则以文化创意办公为主，转变

为上海核心地带的低密度总部办公园区，目前已有数家世界知名文化交流、创意/创新设计类机构和企业

入驻。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原有的场馆被改造，以适应新的功能空间；另一方面一些小品建筑被添置其

中，以完善园区配套。

新建的咖啡厅位于世博会期间的奥登塞案例馆原址，毗邻上海案例馆，被众多世博会案例馆环抱。

作为后来者，在这样一片热闹纷繁的形态和材料盛宴中，建筑师选择植入形体简单的玻璃方盒子予以应

对。连续的外置斜向玻璃肋将周遭极度丰富的影像切片化处理，在纷繁中寻找统一。

玻璃方盒子的中部面向道路有一个小的开口，内部一个旋转45°的庭院将行人从道路引入，庭院的

角度与周边两条园区主要道路平行。建筑围绕庭院一分为二，东西对称，两处租户可共享庭院。庭院由

几片白卵石肌理的片墙围合而成，片墙提供了一种隐约的指向，它带有含蓄的邀请意味，在进入与不进

入之间存在着些许犹豫与微妙的不确定感。横向长窗以极平静的方式悄然打开窥视的通道，却又拒绝实

质性的接触。在“迎”与“拒”之间左右摇摆，构成了暧昧的态度。

院内栽植了一棵业主与设计师共同挑选的乌桕，提供了四季多变的表情。墙面与地面均为白色卵石

铺砌，以此为纸，阳光为笔，乌桕丰富的枝桠所形成的变幻光影与树下两块石头共同构筑了喧闹园区中

心平静的图景。

循着一个藏于片墙之后的室外钢楼梯一路向上，便可上到建筑的屋面，屋面兼做咖啡厅的外摆服务

区，提供了一个不同标高的观园视角。作为底层庭院的延续，地面铺装亦选用白色卵石，在非营业时间

向公众开放。

  材料与建造     材料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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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上海市2010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南车站路564号）

建设单位：上海世博土地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原作设计工作室/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主创设计：张姿、章明、孙嘉龙、张之光

设计时间：2012.10~2013.02

建成时间：2014.02

建筑面积：500m2

摄影：苏圣亮、王远

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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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向夜景

一层顶面图

一层平面图 结构与设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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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设备

建筑的南侧紧邻园区内的成都活水公园，在设计初始建筑师便将这一景观资源予以充分考虑。建筑面向

公园一侧界面完全打开，营业区为无柱空间，从室内外看形成一幅连续的宽幅长卷。

设计最初的考虑是整个房子采用纯粹的玻璃结构，材质精简到只有玻璃，即周边一圈玻璃肋起到一定的

承重结构作用，屋顶采用多层夹胶钢化玻璃梁，上边铺设玻璃楼板，甚至地面也是玻璃的。在外部以透明的

姿态介入园区，在内部同样以透明的姿态收纳景观。但出于应对业主后来提出的可上人屋面的需求，以及造

价及工期方面的考虑，设计做出了调整。最终建筑采用钢结构，在后勤辅助区与开放营业区的交接面落柱，

同时以此为支点，顶部大梁向营业区出挑，在后部辅助区内落柱将其拉住，形成一个类似跷跷板的结构，确

保整个营业区完全无柱，形成无遮挡连续界面。

由此对建筑的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营业区出挑最远点近12m，顶部的主梁近1 500mm高。此时已

与最初纯粹玻璃梁的构想产生距离。结构在室内空间中的比重无法忽视，设计索性将结构暴露，利用高达

1 500mm的主梁划分、定义空间。功能的组织此时也变得清晰、简单，底层平面功能成为了填色游戏，将主

要空间依据主梁梁格划分为等候区、营业区、后勤辅助区等区域。建筑的顶面同样是填色游戏，或完全打开

作为室外庭院，或半透明作为采光天窗，或填实作为楼板，或下沉作为设备基坑。

建筑外围的封头梁一并参与出挑，故所有主梁梁高拉齐。封头梁延伸至立面，成为整个屋顶结构逻辑的

外化表现，参与内庭院的构图，免去了立面装饰的纠结。

建筑师采用主梁两两一组的形式双梁出挑，利用双梁间的空间顺势将设备一并梳理收纳。所有的空调、

设备、喷淋管线以及相关电气线路全部控制在这个断面为1.5m宽、1.5m深的连续通道内，由此解放出其余的

大片完整空间。

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设计的全过程中起到统领各个专业工种的作用。在这个项目中，建筑师事先按照自己

的预想将其他工种的图纸做了一个大致的排布，再经过数次多方直接的“拉锯战”，实现最初设定的“建筑

结构设备一体化”的目标。

剖面图

北向鸟瞰 沿园区道路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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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身大样

室内

1 结构钢梁

2 3mm冷轧钢板

3 15（LOW-E）+12A+15mm高透中空钢化玻璃

4 12+1.52PVB+12mm钢化夹胶玻璃

5 60mm×70mm×3mm厚不锈钢U型槽

6 70mm×50mm×3mm厚不锈钢U型槽

7 屋面虚铺白色卵石

8 外墙白色卵石

9 20厚STP超薄绝热板

10 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

11 无框横向长窗

12 定制花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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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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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楼梯

施工照片 从屋顶平台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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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以来，最大的好处是室内设计可控，后签约的租户无需再重新费力排布空调风管等顶部设备，更无

需增加额外的装饰性吊顶。最终完成的室内效果也与方案时的构想有极高的相似度。

材料与构造

外表面的材料最终精简至三种，即体现结构逻辑的钢板、起外围护作用的玻璃肋，以及墙地一体化的白

色卵石。

顶部的钢结构原本采用外形更加方正的箱型梁，出于结构经济性考虑，最终的实施方案为工字钢梁。建

筑师用3mm厚冷轧钢板与1.5mm厚热轧钢板将工字钢梁包裹，强化原本的结构逻辑。

外围护的玻璃肋构造是一大挑战。传统意义的玻璃肋通常朝向室内，并与围护玻璃面垂直。而星巴克咖

啡厅项目的玻璃肋置于建筑外部，且与外界面呈45°夹角，并在密度上高于传统的玻璃肋。围护玻璃与45°斜

向玻璃肋形成的整体自身稳定性很好，无需再附加多余的竖向辅助支撑构件。建筑根部的定制U形托槽托起围

护玻璃和玻璃肋，同时起到控制玻璃肋角度的作用。在另一端，相对应的定制U形托槽扶住幕墙的上端。

从室外看，层层的玻璃肋将外部的景观切片化反射，室内的景色则经过多次折射与反射，呈现出一种迷

离的状态；从室内看，外部的景色经过层层玻璃肋的过滤，形成一幅连续无遮挡的长卷。

此外，营造室外公共活动空间的内庭院及其墙地面、可上人屋面，甚至室外钢楼梯的踏步均选用白色卵

石一体化处理。卵石材料样板经过多轮选择，根据不同配比、粒径、做法分别做出实体样板，现场比选，最

终选择出最适合的一种。立面8mm不锈钢分割条将一整面墙体以900mm的模数予以分割，既起到分缝条的作

用，也在立面上形成一榀一榀的屏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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