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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高层的经典之作
——记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总部

王宾

济宁市招标投标中心

摘要：提出“生态高技”的概念，对当代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的作品——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总部进行分析，分别从建筑结构、空问设计和技

术设备三个方面阐述分析了它的生态性和高技特点。认为其：}|851和体现了当代高层建筑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生态高层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节能办公空间

一，诺曼．福斯特和其“生态高技”
诺曼·福斯特是一个一心追求创造的大师，执著地探索以期“回

到事物的基本原则”；在设计时喜欢质疑传统的对策并确定是否有机

会创造或再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总希望能够超越每一种特殊建筑

形式的已有知识和经

验的局限。他的设计

作品以显著的高科技

应用和生态学倾向而

著称，他本人也是当

今世界建筑的发展方

向——绿色建筑的倡

导者之一。

“生态高技建

筑”简单德讲就是建

筑绿色化结合建筑构

造技术和先进的电脑

控制技术。它能够将

绿色生态体系“移

植”到建筑内部，既

可借助其自然景观价

值“软化”建筑的硬

技术味，在视觉上与

周围环境取得和谐，

达到共生，同时又能协同机械调控系统，使建筑内部有良好的室内气

候条件和较强的生物气候调节能力，创造出田同般的舒适环境。

数字化牛态高技术建筑更加重视建筑环境物理条件，对热、声、

光以及室内空气质量提出r更高的要求。当代信息技术与环境技术设

备的发展使得对建筑的物理条件进行参数化设计和数字化精确调控成

为町能，而且可以借助于数字虚拟现实技术，在方案阶段便可以对整

个建筑的能源消耗和生态效应有一个准确的估算，最大限度减少不可

再生能源的消耗和相对机械耗能，真正实现生态高技建筑。

二、法兰克{爵商业银行总部分析
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总部的设计方案

早在1991年便完成了，整座大楼建成于

1997年。它坐落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属

于商业银行股份公司及内乌斯公司，建

筑面积100000 m2．采用钢结构，混凝

士内核。

商业银行总部的这一竞赛优胜方

案为设计一座具有象征性和功能意义的

“绿色”建筑提供了机会。这是世界上

首座牛态型高层塔楼。塔楼的平面呈三

角形，犹如三片“花瓣”包围着一根中

心“花茎”——“花瓣”是一些办公空间， “花苇”是一个巨大的中

庭，提供了自然的通风道。

那么这座在建筑飞速发展的今

天看来已比较“老”的建筑，到底

是怎样体现它的生态性的呢?下面

我们就从它的建造结构、空间设计

和技术设备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建筑结构

商业银行的结构体系是以三

角形顶点的三个独立框筒为“巨型

柱”，通过八层楼高的钢框架为

“巨型梁”连接而嗣成的巨型筒体

系，具有极好的整体效应和抗推刚

度，其中“巨型梁”产生了巨大的

“螺旋箍”效应。49层高的塔楼采

用弧线罔成的i角形平面，三个核

(由电梯间和卫牛间组成)构成的三个巨型柱布置在三个角}，巨型柱

之间架设空腹拱梁，形成j条无柱办公空间，其问嗣合出的三角形中

庭，如同一个大炯囱。为了发挥其烟囱效应，组织好办公空间的自然

通风，经风洞试验后，在i条办公空间中分别设嚣了多个空中花园。

这些窄中花园分布在三个方向的不同标高上，成为“烟囱”的进、出

风口，有效地组织r办公空间自然通风。据测算，该楼的自然通风量

可达60％。i角形平面又能最大限度地接纳阳光，创造良好的视野，

同时又可减少对北邻建筑的遮挡。因此，大厦被冠以“生态之塔”、

“带有空中花园的能量搅拌器”的美称。

2．空I’甘J设计

诺曼．福斯特的矢志不渝完善促成了高层建筑设计的健康发展，

造就了这一绿色设计。其返璞归真的理念体现在有意识地将高层建筑

窗户的设计近乎敞开。使楼房因自然宅气通风系统的运作而能够“呼

吸”，让人领略微风拂面的凉爽。“绿色建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

语，它要求有关人员在设计和建造实践巾必须考虑到环保这一总体目

标。这便是世界最负盛名的绿色建筑，它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在其

三角形内庭里，多个离地高度不同的窄中花同在其周围环绕，令楼内

工作的人员无论走到哪里，距离大片绿色植物的问隔都不会超出几个

层面。中庭共享空间，在呆板的写字楼哩创出一个自然化的植物群

落，为写字间赋予了新的意义。顶部独特的透天采光设计，使楼内有·

充足的阳光。新风系统不断送进新鲜空气，工作环境保持温、湿度适

宜。空气清新，使整个中庭的效果更加贴近自然，也使写字楼内的环

境更加活泼。这种亲自然的设计克服了以前写字楼的呆板和压抑．是

一个充满阳光的绿色环境，它可以有效地调节人们的精神状态。给人

以精力的补充，起到缓解疲劳的作用。这种设计所倡导的是人性化的

文明，是健康的t作环境带来的勃发的状态。这是一个绿色活体植

物与阳光交互的立体总和，最自然的、最基本的健康因子活跃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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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楼里，成为愉快工作、健康丁作的

理由。这是倡导绿色办公的起点，它

给予我们的不仅限于视觉的舒适，更

给了我们追求健康的另一个空间和心

情。

其巾环境和景观设计以及层高和

空问划分使建筑内部既留有充分的公

共宅问又不缺乏宜人的办公环境。坐

在洒满阳光的办公桌前，满目鲜活绿

色，空气清新流通，使这鹰现代化的

办公大厦不止步于便捷和智能，而是

更具健康和舒适。大楼办公宅间的环

廊设计，中间开阔的中庭共享夺间。

被绿色植物充盈，顶部透天设计使阳

光洒满整个中庭。这些宅问划分、装

修风格与色调搭配都足那样和谐而自

然。

(左上图)塔楼的标准层。结构和交通核心在建筑的角酃。这

样，中间部分就被解放nj来，以容纳中庭和花同。在其中一个室内，“

场的咖啡厅咀，可以劲情亭受阳光。

我们来看：4层高的宅中花园沿着建筑的了边交错排列，使每一

层楼都能获得绿色的视野．并且避免r大面积的连续办公空间。每一

间办公室都有能开肩的窗子，可获得自

然的通风。(左上图)

(右网)图中显示了气流如何穿过

建筑，外围的办公室通过赢面的=三层覆

层系统直接与外部通风。内部的办公室

通风途径则由经花同。

建筑的剖面局部，在这罩我们可以

看到办公窀和景观Ⅸ的交接处。工作空

间和这些花园直接相连。从而使人们享

受自然通风。(右图)

花园是错落卜升设置的，这让每层

的办公室都可以接触到仡同般的景色。

同时．中庭和空中花园的设置使得在全

年的大多数工作时间基，该大厦仪靠自

然通风和采光手段足以维持建筑内部的

舒适气候。

3．技术设备

除厂贯通的中庭和内花园的设计

外．建筑外皮_)叹层设计手法同样增加了

该高层建筑的绿色性，外层是同定的单

层玻璃．而内层是可调节的双层Low．E

中卒玻璃．两层之间是165毫米厚的中

空部分，室外的新鲜夺气可进入到此窄

间，当内层可调节玻璃窗打开时．审内

不新鲜的空气也进入到这一中卒部分，

完成空气交换。在中空部分还附没了可

通过室内调节角度的百页窗帘，炎热季

节通过它町以阻挡阳光的A射，寒冷季

①外层的单屡l占1定玻璃 ②内!兰?以反射更多的阳光到窀内。‘如
惹竺嚣昙：”乏等空兰萎醇纳由4“’主筑管理中控系统(B Ms65⑧电控百叶④1毫米厚的中

怼巩岛8。“‘”“、”“1。

卒部分⑤防鸟线 Contr01)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总部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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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了应用，但

这次福斯特并非追

求将高新技术设备

充分暴露，而是利

用它们来创造更节

能，更舒适的建筑

空间。

大厦的室内感

光感温系统令部采

用自动化，具体到

每个办公室均由一

个中心调控系统控

制，室内的光照．

温度，通风等均通

过A动感应器得到

相应的调整，以确

保办公空间适当的

光照和窀气质量。

这个53层的大

楼。高度刚好超过

300m．是欧洲最I留

的建筑。它矗证在城市街D(的中心，与原有的商业银行建筑毗邻。周

边公寓和商店建筑的重建和修复，保持了街Ⅸ的尺度。大楼所在的城

市街区被开辟为新的公共空间——个包括餐馆，咖啡馆及演出和展
览场地的冬季花园。

生态环境设计，就是以人为本，创造出一个既接近自然又符合健

康要求，并且舒适的人类生活与丁作的夺间。福斯特的卒问生态设计

表现在了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开放空间的组织与设计能最大限度地通风

与A然采光。良好的建筑形态并未使造型凌驾于空间之上，而是充分

考虑列‘r实用性和舒适性，处理好_r空间父系。

法兰克福商qk银行已成为“高技派”、生态建筑和可持续性建

筑的代表。它将绿色生念体系移植到了建筑内部，借助其自然景观价

值成功软化了建筑的技术硬味，在视觉上与周嗣环境取得和谐，达到

共生。同时协同机械调控系统．使建筑内部有良好的室内气候条件和

较强的生物气候调节能力，创造出山同般的舒适环境。这鹰超高层集

中式办公建筑巾的自然景观，使城ffJ高密度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生态环

境相融合。

三，总结
有一位建筑评论家这样评论当代建筑的发展： “建筑的发展创

新，已不再仅仪是宅问的游戏，在建筑窄间的塑造日益枯竭的的时

候，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建筑的材料、先进的技术，和利用技术带来

的生态等特性。”

我很赞同这句话。存对法兰克福商业银行总部作品分析过后，我

对生态建筑有r更加深刻的认识。我想，这丁二我对建筑的理解是一个

很好的铺垫。

当然，现在的阶段我的专、啦知识还很匮乏，认识难免浅显有误。

对建筑的理解是没有顶点的，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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