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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朱晓琳《建筑技艺》杂志社 

采访人物   张通、朱荷蒂、陈帅飞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第十三工作室

建设单位   2010年上海世博会瑞典参展组委会

设计单位   瑞典SWECO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国内建筑设计团队   张通、朱荷蒂、陈帅飞

用地面积   3 000 m2

摄影   张广源

材料视觉语言，体验城市空间——瑞典馆
Urban Spatial Creation Based on Visual Language of Material : Sweden Pavilion

一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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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建筑技艺）：瑞典馆大面积使用了穿孔钢板和木材。请您谈谈设计过程中是如何选取

和应用这些材料的？

张通：瑞典馆对不同功能体赋予不同表皮：方形功能体的外围使用灰色金属穿孔板，灰色代表

城市，而十字内侧则被象征乡村自然风景的广告布所覆盖，绿色代表自然、乡村。设计瑞典馆的一

个创意来源——体现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的互动。

瑞典馆外墙覆盖的穿孔金属板由5种不同穿孔率的钢板组成。这些钢板大小、形状各不相同，每

块之间留有一定距离，仿佛一张城市地图。“地图”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原型。作为建筑外表

皮的穿孔金属板用特殊的螺栓与外墙板连接。钢板对阳光具有一定的反射作用，表面有许多孔洞，

且与建筑内墙之间留有间隙，可通风隔热，减少能耗。

瑞典是欧洲森林覆盖面积最广的国家之一，一直秉承可持续性森林发展的传统（每伐一棵树，

就要种植两棵新树），生长率高于砍伐率确保了木材的无限供应。这样的管理方法既提高了自然进

程，并生产可以信赖的森林结构，又能适宜环境、造福社会并且创造经济价值。同时瑞典是第三大

锯材的出口国，因此瑞典的别墅和独立住房差不多95%都是用的木结构。

AT：不同材料之间的连接方式是怎样的？有什么特殊的节点构造？

陈帅飞：作为建筑外表皮的穿孔金属板用特殊的膨胀螺栓与外墙板（蒸压加气粉煤灰混凝土

板）连接。D区木结构全部木构件均在瑞典加工完成后，运抵上海现场组装完成。节点采用榫钉板、

螺栓、螺丝固定连接（见详图）。

AT：瑞典盛产木材，并且有较为完善的木结构建筑体系，瑞典馆在木结构体系实现过程中

有什么独特之处？

朱荷蒂：瑞典馆有1/4的空间是用新型胶合板木材建造的。这部分木结构建筑高约20m，被设计

为瑞典馆的入口大厅。观众一进展馆就会有一个新印象，即木材不仅是造纸原料，更是一种环保、

可持续的资源乃至生活方式。加入了创新科技的木材可以像钢材一样坚固耐用。观众在这里排队、

等候，与平时被钢筋混凝土建筑包裹的感觉不同，这里更加自然、清新、舒适。

胶合木的防火性能很好。如果钢结构的房子失火，结构主体会在短时间内温度很高并且弯曲

变形甚至融化，继而失去钢结构的建筑强度。而如果采用胶合木作房屋结构，其表面虽然会着火烧

焦，但焦炭会起到隔热的作用，从而使木头的内部处于一个较低的温度。外景

体块之间的连接一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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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在实现过程中，是否遇到技术难题？这些难题是如

何解决的？

陈帅飞：在木结构设计上是遇到一些问题。我国堪称木结

构建筑的鼻祖之一，在古代取得过非凡的成就，但是现代木结

构建筑长期以来却难以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瑞典、加拿大等

国家。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内目前缺乏相应的规范标准，因此也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更详尽的木结构建筑技术措施，尤其是

在防火、抗震、结构计算等方面的内容。

对木结构的板材性能我们的结构工程师还不了解，只

能由瑞典的MARTINSONS公司提供整体结构计算书和节点

详图，我们再把地震因素考虑进去，最后由我院的结构专业

提交一套完整的图纸和计算书给世博技术中心审核。有些数

据是手工计算的，因为结构专业还没有相关的木结构计算软

件，感觉有些无奈。

建筑专业也是参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06版中关于木

结构防火篇章的内容进行的疏散设计，图表中标称柱子的耐火

极限不超过1h，其实瑞典提供的胶合板材防火性能大大优于规

范的要求。

夜景

穿孔金属板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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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墙身剖面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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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作为临时建筑，瑞典馆是如何考虑世博会后

的回收利用的？

朱荷蒂：由于瑞典馆为临时建筑，在世博会后需进

行移置重建。所以，在设计时更多采用了可回收利用的建

筑材料，构造方式尽量采用螺栓、螺丝连接。

（1）基础形式采用钢管桩，便于拆解时清理，同时

尽量减少混凝土基础。

（2）A、B、C区采用钢框架结构，连接部位采用摩

擦型高强度螺栓。钢结构基本为预制构件现场组装，减少

了工地的噪声和污染，加快了施工进度。D区木结构节点

采用榫钉板、螺栓、螺丝固定连接，D区的楼板和楼梯采

用夹胶玻璃楼面，均可现场拆解，异地重建。

（3）外墙及屋面采用上海本地生产的蒸压加气粉煤

灰混凝土板作为建筑外维护结构，可减轻建筑的自重，其

构件尺寸较小，隔热保温性能优良，抗渗性能、防火性能

和隔声性能都能满足综合性能要求，并且与钢结构之间使

用专用的螺栓和卡件连接，也便于拆解和安装。

（4）建筑外表皮的穿孔金属板用螺栓与外墙板连

接，易于拆装。

（5）展馆的家具全部由瑞典的宜家公司提供，家具

本身就是便于拆装的。

AT：世博会中的众多场馆都在着力体现“绿色低

碳”，你们工作室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研究，请

问您是如何看待绿色和低碳的概念的？在瑞典馆中又是

如何体现的？

张通：瑞典馆最大的“绿色低碳”是它在完成世博

展出的历史使命后并没有销毁，它会搬迁至无锡或者曹妃

甸国际生态城继续发挥它的功效。

胶合木的利用是低碳技术很好的一种体现，适合现代

城市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从地球碳循环的角度

看，林木的生长是固碳的过程，而生产钢材、水泥的过程

却要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用速生林木制造的胶合木结构

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就相当于把二氧化碳固定在各种建

筑中了。瑞典馆通过展示木结构在建筑中的应用，告诉我

们木材的综合利用有利于减小碳排放，减轻人们的建造行

为对环境产生的压力。

木结构

木结构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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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这些生态节能技术或者新材料是否适合用在一般的项目中？对于建筑设计有哪些启示？

张通：胶合木为木结构建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按重量比较，胶合木比钢材的强度更高。这

意味着胶合梁的跨度很大，且中间所需支撑很少。因此，建筑师和工程师在设计胶合木建筑时，在理论上具

有无限的可能性，住宅、学校、体育场馆、火车站、工业、农业和商业建筑、购物中心等，甚至桥梁都可以

使用胶合木建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中国建筑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钢筋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对能源和资源消

耗严重，环境负荷沉重，迫切需要开发推广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新型建筑体系。因此，在中国城市发展中使用

在国外备受推崇的、具有节能减排优势的木结构建筑，无论从能源、材料或成本方面而言都是富有效率的，

而且它们的安全性、耐用性和规范性都决定了它们特别适用于处于地震带的地区。

进入展厅的灰空间建筑立面细部

从左到右依次为：陈帅飞、朱荷蒂、张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