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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
——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附属医院改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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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法兰克福大学附属医院就

已经是一家先进的医疗中心，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

医学技术。新技术、新理念的发展，人们对就医需

求不断提高，使得医院改扩建势在必行。项目一期

工程占地面积为46∞OOm2，规划床位466张。

法兰克福大学附属医院改建项目反映了整个

欧洲医疗保健设施运营商和建筑师必须面临的挑

战——与过时的存量建筑的对抗。通常情况下，该

存量建筑包括一批年代各异的建筑物，上至19世纪，

下至20世纪50～70年代的功能性建筑。

该项目展现了如何通过重建和翻新提升一家医

院的效率、环境和建筑质量乃至企业形象，甚至是

在不影响运营的隋况下完成，证明了建筑改造和新

建的合理平衡陛，非结构化建筑群变成有内在关联、

符合总体规划的新建筑是可行的。

巧设通道接连医院和校园

法兰克福大学附属医院的改扩建从规划到建设，

耗时长达15年，旨在将之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

性能医学中心。整体服务包括医院总体规划发展和

现有建筑的扩建，包括1个手术中心(面积相当于

14家剧院)、1栋礼堂、研究和教学楼及老病房楼

改造工程。医院改建后包括所有医疗职能部门，可

以对患者实现全方位的护理。

该医院项目结构明晰，新规划改变了因无节制

地扩建而遭到破坏的校区原貌，令人印象深刻。两

个通道现成为医院的主干道，同时作为公共空间和

沟通场所。由北向南的通道通过透明大厅。将新的

手术中心和北面的治疗区域与外部空间连接起来，

由东向西的通道则直达底座裙房及病房的治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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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空间布置不仅可以起到定位的作用，而且优化

了医疗流程。

遮阳蓬通道连接新建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用

房，凸显出透明入口大厅作为大学和医院之间接口

的作用。整栋建筑物巧妙融入对外开放的校区内，

并正对河流。外部地面走廊也是整体建筑计划的一

部分，它将医院与沿着河岸的公共区域紧密结合。

园林景观提升医院品质

医院入口大厅采用自然光线照明，加之拼花地

板和木制接待台，给医患和访客留下了积极而深刻

的印象。

除了主要流通区域的布局，第二个重要的设计

决策是将内部庭院插入现有建筑，以使自然光线尽

可能直接深入建筑物内部，这将显著提升医院现有

建筑的品质。

O设计中力求使自然

光线直接深入建筑内部

oo内部空间融入艺

术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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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医院大楼前的空地被设计成河岸公共景

观园林，设有座椅和休闲走道，营造出一道迷人浪

漫的风景线。

重塑建筑之间的关联性

在重建医院的过程中，设计者采用了更多的创

新接合点和小路使相邻科室汇聚在同一个建筑群内。

这样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加强了跨科室的合

作，可更多改善患者护理的质量，在当今高性能医

学中日益重要。

对现有建筑物的外立面和内部能源、服务系统

的现代化改造，成为该项目的主要设计任务和面临

的挑战。例如，在对20世纪60年代主楼病房与

柱础外墙表面改造过程中，严格遵循德国能源条例

(EnEV2014)标准。病房外墙的现代化，主要建

筑低楼层的建设、重建和改造在不影响医院运营的

情况下同步进行，避免了医院服务的中断。

经过改造后。医院的内部结构和建筑外观焕然

一新，彰显了法兰克福大学在先进医学技术方面的

品牌形象。0 (编辑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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