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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视角下的旧厂房办公类改造策略
The Remodeling Strategy from Old Factory to Office Building 
i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撰文  杨姗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珊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0 引言

当雾霾降临城市，连新鲜空气也变成了奢侈品，环境问题已无法逃

避，生态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成为一种本质需要而不是炫技。

与此同时，城市中大量的旧厂房因“后工业化”的到来而闲置，成为“无

用”的建筑。如何合理地对旧厂房进行改造并系统地应用生态技术是我

们亟需研究的问题。

1 研究背景

1.1 旧厂房改造与生态理论的发展

对旧工业厂房的最初改造大概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起源于

对工业遗产类建筑的保护。从那时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便拉开

了大幕。从美国旧金山吉拉德里广场的综合改造到中国 798 工厂的艺术

复兴，对于旧厂房的改造呈现出多种模式。几乎与此同时，生态建筑理

论和实践迅速发展起来，将现代生态技术应用于旧工业厂房改造已不再

是一种设想，而是在设计实践中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方式。

1.2 旧厂房的办公类改造

旧厂房的办公类改造特指以办公空间为更新方向的改造类别。办公

类改造的特点在于：首先，办公空间具有特定的功能性；第二，作为人

员长期停留的场所，需要营造舒适的室内外环境；第三，由于大部分办

公场所的空间性质比较稳定，所以要尽可能实现改造的长期性和可持续

性。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要在这类改造设计中采用与其特征相适应

的改造策略。

2 生态视角下的改造策略

2.1 场地策略

在旧厂房改造中，建筑的位置、朝向和体量具有相对固定性，可

以变化的地方较少，若场地环境不够理想，需通过对场地进行再次环

境设计以改善微气候环境条件。改善方式包括：草坪绿化、树木遮阳、

增加水体等。因此在以旧厂房群为对象的改造项目中，有必要对其场

地环境进行分析，选择相应的场地策略。例如树木可以起到引导风向、

控制风速的作用，通过合理种植树林和灌木就可以把风牵引到房屋周

围（图 1）。绿化不仅可以加强对风的控制，降低冷季风速，减少建筑

物和场地外表面的冬季热损失，还可以通过调节阳光对建筑的照射来

改善小环境的热气候。树叶形成浓荫覆盖地面，不仅可以遮挡来自太

阳的直接辐射热，而且可以遮挡来自周围建筑物的反射热，当水分蒸

发时它会从周围吸收大量的热。除了绿植，水体也是调节微气候环境

的重要元素之一。研究表明，水体比绿地具有更好的维持环境温、湿

度的作用，因此，在场地中将水体和绿化结合布置，可以对改善室内

外环境起到更好的效果。

2.2 庭院策略

庭院一直是改善建筑环境、活跃空间气氛的重要元素。在生态改造

策略中，庭院系统具有两方面的功能性：一方面，庭院中的植物可以净

化空气、降温降噪以优化微气候；另一方面，作为室内外之间的缓冲地带，

庭院的合理设置可以起到促进自然通风、增加自然采光从而降低能耗的

作用。无论是传统的中庭、内院还是后来出现的空中庭院，这些绿色空

间给办公空间的使用者提供了环境舒适的交流休息空间，也为改造项目

的设计者提供了更多空间改造的可能性。因此庭院策略的应用是改造过

程中整合室内外空间秩序的重要环节，对旧建筑更新后的整体形态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2.3 表皮策略

所谓表皮，可以概括理解为建筑的外围护系统。在旧厂房改造的过

程中，表皮的更新方式可以千变万化，而生态视角下的改造策略则是以

改善和提高围护系统的热工性能为主要着力点。改善和提高围护系统的

热工性能具体说就是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遮阳、通风等性能。

双层外墙系统、屋顶架空通风层、屋顶绿化、遮阳系统等都是常见的能

够增强建筑表皮热工性能的方式。建立双层外墙系统在既有建筑改造过

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原有建筑的墙体已经存在，增加的新一

层外墙系统不仅具有功能性，同时也给建筑形象的更新带来了更多的可

能性和发展空间。根据办公空间的使用特点，表皮更新最终要保证采光

和自然通风效果。

2.4 能源策略

常用的可再生资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太阳能利用又包括

自然光利用和太阳能发电，其中自然光利用主要包括天光设计、立面的

采光优化设计以及光导管系统。

对太阳能和自然光的利用都会受到地域的光气候特征影响。在太阳

辐射量大、日照丰富的地区，应充分考虑使用太阳能收集系统，并采取

相关设施进行遮阳，防止眩光。太阳辐射量小、经常阴雨绵绵的地区，

太阳能收集系统效率较低，需考虑的重点是怎样把有限的自然光引入到

室内。综上所述，能源策略的选择具有地域性，需要因地制宜。

3 改造实例分析

3.1 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生态办公楼

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生态办公楼位于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海街 9

号，由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完成。项目用地面积

1.85hm2，总建筑面积 1.16 万 m2。项目原址为法资企业美西航空机

械设备厂区，因工业园区的发展，制造型企业纷纷外迁，成为闲置厂房。

场地策略：当地主导风向特征为冬季西北风，夏季东南风，因此结

结合旧厂房改造与生态理论的发展，从生态技术角度进行分析，探讨旧厂房的办公类改造，提出场地、庭院、

表皮、能源等改造策略，以期找到能够适用于旧厂房改造的生态设计方法。

生态  旧厂房  办公  改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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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西南角下沉篮球场的挖方，在场地西北角堆坡并种植树木（图 2），

形成一道挡风屏障，同时起到夏季遮阳降温的作用。

庭院策略：原有厂房平面为 80m×80m 的正方形，改造设计打破

了原有的大进深空间，选取中间部位增加内庭园（图 3），将自然光引

入建筑内部，同时改善了自然通风效果。屋顶上种植藤蔓植物和有机绿

色蔬菜，不仅提高了屋顶的保温隔热性能，所产蔬菜还能供员工食用。

表皮策略：改变了原厂房较为封闭的外围护结构，采用大面积可开

启落地玻璃窗。并在原有结构基础上加建外廊，在栏杆处放置种植槽，

上部设置水平金属格栅架，东西立面设置垂直木质遮阳板，植物攀援而上，

形成一个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的生态遮阳系统（图 4）。

能源策略：项目所处地区的太阳能总辐射量与年均日照峰值时间

属于四类地区，春夏多阴雨，秋冬季太阳照射情况较好，虽然太阳能

资源条件较差，但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利用光导技术，在屋顶设置

聚光罩（图 5），将室外自然光线导入室内，以满足办公空间的日间照明。

3.2 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

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花园路 171 号，原址

为上海乾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的工业厂房，由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设计建成。园区内共有 24 栋建筑，经重新整合划分为 A、B、C、D 四

个区域，下面就以 A、B 区建筑为例进行说明。

场地策略：由于园区内建筑密度较高，场地更新可利用的空间并不

充裕，因此设计者采取了低调但有效的方式。如在 A1# 建筑东侧局部营

造景观水体（图 6），并尽可能结合场地充分布置绿化，以达到调节场

地内温、湿度的作用。

庭院策略：采用屋顶绿化、室内绿化和室外下沉庭院（图 7）等多

种模式，通过增加绿化景观面积，塑造自然的生态环境，创造更好的自

然通风和采光条件，弥补了场地内建筑拥挤带来的压迫感。

表皮策略：以园区中 B2# 楼为例，为保持立面历史风貌，在原外窗

内侧增加新的内开木窗，形成局部的双层结构。双层窗内部进行的单元

式循环起到了通风隔热的作用。

能源策略：项目改造中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热水、太

阳能发电及风力发电等。从 A 区展示楼东立面可以看到与立面装饰融为

一体的太阳能光伏板（图 8）。

4 结语

生态设计不是一层绿色的皮，更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一种贯穿于

设计过程始终的基本理念。旧厂房的改造正是对建筑原有生命周期的再

次调整和规划，在新的功能要求下，生态技术与改造策略的结合将使建

筑以一种新的可持续的方式运行。生态视角下旧厂房办公类改造策略的

应用已不是一种设想，而是一个不断突破、不断完善的实践过程。旧工

业建筑的改造也会因此产生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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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绿化对风的牵引 图2 堆土及植被 图3 内庭院 图4 外廊庭院

图5 聚光罩 图6 景观水体 图7 下沉庭院 图8 东立面太阳能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