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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山火炬创业区工程出发具体探讨生态概念在科技园区设计中的运用 并

重点介绍了 绿色硅谷 的理念

[关键词]创业园 绿色 硅谷格网布局 交往空间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特

别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的高

速发展 信息的传播 交流和转换极其快速

使得生产 研究和市场开发 消费的边界

日益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 许许多多的工

业园 创业园 科技园在城市的边缘出现

使得研发出来的高 精 尖项目能够以最快

的速度转化为商品流入市场 以往的工业园

和工业建筑总给人一种冷冷的简陋的 工棚

区 的形象 工作环境并不利于长时间的科

技研究 随着现在对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

高 必须对园区的规划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

笔者最近进行了中山火炬创业区的规划设计

就尝试把生态的概念纳入工业园的规划设计

中去

中山火炬开发区概况

中山火炬开发区是中山市经济发展迅速

IT 聚集显著 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经济开发

区 随着建区十周年和胜利召开 电展会

的发展契机 开发区提出 名人 名城 名

园 的发展思路 要建成集科研开发 产品

制造 人才培养 物流配送 行政服务于一

体的具有优美环境的高技术产业园区 为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构筑一个新平台 为

了增强火炬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使之成

为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化工材料 包装印

刷的重要生产基地 在中山火炬开发区中心

城区东侧拟建中山火炬创业园(图1) 创业

园位于中山火炬区中心城区东侧 东阳路东

西两侧 征地范围内扣除城市道路用地外

规划总用地为39.3773万m2 合590.660hm2

顷 其中东侧地块为31.130万m2 合466.95hm2

西侧地块为8.2480 万m2 合123.713hm2

整个创业园包括东侧地块拟建的科研创业区

孵化中试区 大学科研创业区 外商科技创

业区 中小型科技型企业区和西侧地块拟建

的生活小区

根据对现场详细踏勘和对设计资料的反

复分析(图 2) 基地环境的利弊条件可归纳

如下 基地南侧的主干道世纪大道 东侧

的主要交通干道玉泉路都将成为城市的主要

干道 所以 其沿路景观将成为火炬区重要

的景观线 基地东侧的玉泉路与市总体规

划确定的二洲山公园相邻 东西地块中间是

以大王头公园为对景的50m 宽的景观大道东

阳路 并且基地东西侧分别规划有11m 宽和

18m 宽的河涌 这些都将成为基地设计优越

的景观条件 创业园用地被东阳路一分为

二 东西地块之间的联系 包括功能上的各

自独立与相互联系 沿街的统一界面设计以

及景观设计上的延续与协调 是整个创业园

区整体性和有序性的体现 创业园用地西

北侧地块已规划311 万伏变电站规划设计总

平面图和预留市级综合医院一座 用地西侧

为中心城区 正在规划建设商业 服务业及

商住用地以及双语学校用地 因此 在规划

用地西侧的生活小区地块时 除了要对其临

主干道界面作统一设计外 功能上可适当将

住宅与商业相结合 既方便区内人员生活

也为中心城区增加了商业活力

绿色硅谷 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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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方面的考虑衡量 绿色硅谷 作

为工业园区的设计理念被提出来 这是一个

舒适而优雅的创业环境 一个丰富多彩的生

活环境 中山火炬创业园将成为绿色生态网

络与现代硅谷精神完美结合的体现(图3 图

4 图5)

对于一个新兴的创业园而言 硅谷精神

是它的魂 概言之 硅谷精神可总结为两个

方面 创新网络和人本精神 前者是有利于

创新的外部环境 包括竞争压力 忧患 风

险投资和协同作用的存在 甚至包括宜人的

社会文化氛围 自然气候和空间存在 后者

是创新与创业的主体意识 硅谷文化对个人

的尊重 对知识的尊重 使科技天才的创造

力和创业潜力得以充分的发挥 对于一个新

兴的创业园而言 绿色生态网络不仅仅意味

着规划结构的理性与秩序化 它还包括了生

态健康 环境保护以及审美需求之间的和谐

统一 它是绿色生态环境与人性化空间的相

互渗透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网络化的 特殊

的场所感 以人为本 尊重人才是现代高科

技企业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 绿色生态网络

下的办公场所 交往场所以及居住场所都将

使人感到更加轻松和自由

本方案力求突出绿色生态网络和现代硅谷

精神的构思立意 使中山火炬创业园成为高效

生态并具有人文气息的现代科技创业园

具体规划形式

3.1 布局形式采用理性有序的格网布局

本方案采用格网布局的方式具有以下几

个优点 格网布局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

地资源 同时又不失布局的灵活性 120m

75m的格网尺度适合各种大小不同的厂房和

科研办公用房的布置 有利于多渠道的招商

引资 也有利于吸引各类创业人才和企业对

创业园区进行开发投资 从公共空间景观

营造上说 格网布局形成的公共空间严谨有

序而不呆板 格网布局在创业园区内部建立

起有力的公共空间组织框架 同时局部格网

顺应生态绿带地形变异 成为公共空间体系

中的公共中心 理性有序和生态自然的肌理

通过格网的手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成为创

业园区的一大景观特色 此外 格网布局保

证了园区内部的交通效率(图 6 图 7)

3.2 绿化系统强调景观生态绿带与工作居住

环境相互渗透

用地东北角是市总体规划的二洲山公园

以此为起点 设置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生态

绿轴贯穿整个用地 并将用地东西两侧规划

的河涌水系引入用地 从而形成用地南北两

区的中央共享绿带 突出了基地周围的景观

特色 并改善了全区的生态环境 值得一提

的是 绿带南侧的大学研发用房区 通过化

整为零的做法 将小体量研发用房散落于绿

带之中 同时将自然环境引入研发用房之间

的小庭院中 使自然环境和建筑物形成 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格局 很好地体现了

人与自然共生的设计概念

3.3 功能分区上 保证各分区组团联系紧密

而互不干扰

考虑到周边用地性质 以东阳路为分

界 东阳路以东的地块作为整个创业园区的

主要科研生产区;东阳路以西地块作为创业

园区生活区 科研生产区被一条东西走向的

生态绿带分为南北两区 北区因临近其他工

业用地而作为园区的生产区 园区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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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率概念的最好诠释 与中心绿化带相

互渗透的滨水休闲步道 使在高科技园区里

紧张工作之后的人得到彻底放松 咖啡厅

散步道和自然生态环境结合成的步行系统成

为片段放松和休闲的最佳场所

3.5 空间序列上 遵循交往空间的多样化和

生态化原则

非正式交流空间网络被认为是硅谷发展

的真正基础 因此 本规划特别注重非正式

交流空间的设计 包括林荫广场 林荫步道

滨水步行系统 以及以线形的中心生态绿带

和以水系为辐射点形成的一系列宜人的户外

空间 使自然与人文在空间上得以叠加 在

快节奏 高压力的高科技园里 这些环境优

美 轻松宜人的休闲环境往往给人们提供了

更多的非正式交流场所(图 9)

正式交往空间包括会堂 产品展示中心

培训和会议场所 与中心绿地相结合 成为

整个中心生态区的起点 内外空间交融 使

人在流动过程中和良好的环境中轻松体验现

代高科技

非正式交往空间在西侧地块规划的生活

区得到延续 水系 生态绿化以及步行系统

的延伸 使生活区与工作区的空间过渡轻松

自然 形成了良好的社区氛围和宜人的居住

环境

3.6 建筑组合上 采用模数化与单元灵活组

织原则

由于创业园需要容纳不同规模 不同需

求的企业和公司 因此 本方案引入模数化

这一概念 不仅使建筑在整体上简洁 统一

的厂房布置在这个区域中 用地北侧设置两

个货流出入口 方便厂区货车的进出 南区

临近火炬区主要的城市干道 世纪大道

科研办公建筑布置在这个区域内 反映了创

业园区的整体形象 用地南侧设置园区主要

车行入口 西侧有步行出入口 和生活区相

联系

通过合理的分区设置和出入口设置 创

业园区各分区组团达到了既紧密联系又互不

干扰的效果(图 8)

3.4 在交通系统方面 遵循人性化场所与步

行系统优先原则

创业园区的步行系统设计充分表达了其

作为工作 休闲和娱乐的综合性场所的特点

步行通道的设计以满足人在不同场景下的功

能需要为目的 创业园区的主要林荫步道

沿主要交通道路平行分布 种有大量的高大

乔木 不仅为园区的主要干道提供优雅的环

境 也可作为公共散步 跑步锻炼之用 是

园区的整体步行环境的形象所在 创业园

区的内部步行道 是联系各办公室之间 餐

饮场所 停车位与办公室之间及出口之间的

便捷通道 以高效 迅捷为目的 草地上和

穿破建筑群的笔直的步行道 是对时间价值

而且使建筑灵活组合后满足多种规模需求成

为可能(图10)

作为理工类高等院校科技研发中心的大

学科研创业园 共有规模不等的四类研发

用房 设计以 13m 13m 为标准单元 不同

的规模均由标准单元组合而成 不仅办公

空间可灵活变化 能够适应各种规模的中

小型企业的办公需求 有利于灵活的开发

模式 同时由这些标准单元围合的室外休

闲空间尺度宜人 与中心生态绿带结合得

自然有序(图 11)

另外 在分区规划和建筑设计设计上我

们坚持各区保持独立而联系紧密 并形成各

自鲜明的空间和建筑特色的原则

创业园需要外在的形象支持与内在的凝

聚力相结合 因此整个园区的中心区尤为关

键 它是规划设计的焦点所在

经过多方案比较与利弊分析 本方案设

计最终是以科研创业区为起点的中心区沿绿

化生态水系呈带状分布贯穿整个地块 包括

科研实验大楼 研发大楼 综合管理大楼

科技会堂以及餐厅 停车场 入口主广场和

绿化生态带是中心区的主要公共空间(图

12) 中心区设计有以下几大优点 科研

创业区是创业园的核心部分 将其设置在地

块的西侧 不仅保留了现有的南侧和西侧路

口 分别作为园区的主入口和辅助出入口

而且主体建筑结合主广场的设计 形成了具

有标志性的园区入口形象 科研实验大楼

(图13)是科研创业园的主体建筑 将其设置

在中心生态绿带 主干道世纪大道及景观大

道东阳路三条重要的景观轴线的交点 不仅

与生活区的酒店式公寓一起形成重要的景观

图1 中山火炬创业园位置

图2 现场详细踏勘图

图3 总平面

图4 绿色生态网络

图5 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产业

图6 有序的格网布局

图7 有机的生态绿化系统

图8 功能分区

图9 空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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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也起到了统领整个创业园的作用 科

研创业区的布局 不仅有利于中心办公区与

其它各区的联系 而且更有利中心绿化生态

水系在其它各区的延伸和渗透 使之成为真

正有吸引力和活力的园区中心

以研发用房为主的大学科研创业区 是创

业园的主要办公区 它需要优雅 宜人的自然

环境作为依托 创造一个舒适健康的办公环境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工作潜能

本方案以人为本 将大学科研创业区与

中心生态绿带紧密结合 不仅充分体现了中

心生态绿带的价值 而且为科研人员提供了

极具吸引力的办公空间 研发用房成组成团

的规划 建筑单体的灵活组合 创造出了一

系列宜人生动的户外空间 而这些人性化的

场所又与生态绿带相互作用 相互渗透 作

为研究成果的孵化中试基地 孵化中试区的

布局与科研区紧密结合 建筑形式以厂房为

主 孵化中试区具有韵律感的建筑群体 为

主要沿街立面创造了一种特殊的 鲜明的

高科技的景观形象 沿玉泉路一侧 结合

11m 河涌设计了景观步道 建筑之间的开敞

空间大大增强了其可及性(图 14)

规模相对较小的外商科技创业区沿景观

大道一侧布置 保留了较宽的景观绿化带

结合18m 的河涌 建筑形式与之相呼应 创

造一系列尺度宜人的小空间 以增强建筑

园内主要道路与景观绿化带的联系 根据外

商科技创业区的特点 我们还增设了产品展

示厅 它是这个区的中心建筑 也是整个园

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企业区主要包括四种规模的厂房 规划

利用格网布局 使区内的道路设计简洁 高

效 建筑形成强烈的韵律感 并配有足够面

积的停车场和停车位 企业区结合中心生态

绿带 部分建筑沿水系灵活布局 大面积的

绿化成为建筑与水系空间的良好过渡 小桥

的设计延续了道路格网 也增添了不少空间

趣味 在西侧地块的生活区内 围绕中心绿

地布置内敛式高级公寓区和宿舍区 环境优

美宜人 并形成智能化生活小区 生活区的

主入口位于东阳路上 将其景观也纳入小区

内部 中心生态绿带在生活区得到延伸 形

成的中心绿地成为生活区的核心部分 将东

西地块自然的统一为整体 沿主要交通干道

一侧在建筑底层增设了商业功能 为区内人

员提供了方便 也为城市干道增加了具有活

力的公共空间

图10 多种平面形式

图11 大学科研创业园

图12 科研实验大楼

图13 孵化中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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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被遗忘的城市角落
南宁市三坊街旧城改造

汤朝晖 杨晓川 王 钰
华南理工大学 设计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南宁市三坊街旧城改造项目

把一个破败的城市死角区 改造成为环境优美的高尚住区 设计方案在总平布局 空

间组合 景观绿化 交通组织 单体设计等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考虑 方案被选为实

施方案 并且在实施过程中 还让建筑师体会到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旧城改造 规划设计 社会责任

有女不嫁三坊街 这一流传在南宁市

民间的说法 足以反映三坊街地段 这一

南宁城市角落的社会地位 南宁市三坊街旧

城改造项目 旨在把一个被城市发展遗忘多

年的破败的城市死角区 改造成为环境优美

的高尚住区 作为建筑师 我们参与了这一

改造过程 亲历了居民生活的改善 目睹了

城市的发展变迁

城市是有生命的 它和人类一样 由出

生 发展 成熟到衰老 历史久远的城市中

免不了会出现局部破败的死角区域 在这些

几乎被遗忘的角落中 城市配套设施不足

居住环境条件恶劣 局部人口密度高 而在

这些区域中 往往居住着社会的较低收入阶

层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如果不及时进行城

市区域更新 为这些城市旧患疗伤 就会形

成恶性循环 加剧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

参加南宁市三坊街旧城改造项目 让我们也

体会到了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 该项目总用

地面积5.68 万m2 新建总建筑面积约12 万

m2 是南宁市 2001 年度的十大重点工程之

一 该项目目的是把一片位于市中心的无保

护价值的破败城市死角住区 通过改造 重

建为一个具有优美环境的高尚新住区 很幸

运 我们的方案最终被选中成为实施方案

设计切入点

设计前期资料显示 该区的改造无论从规

划设计角度还是项目操作角度 都是千头万绪

难度颇高 三坊街小区位于广西南宁市老城中

心 属历史旧城区 区内人口密集 搬迁区内

汤朝晖(1967-) 男 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为现代建

筑设计及其理论 现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设计研究

院

电 话:020-85516784

杨晓川(1968-)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建筑设

计及理论 现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

电 话:020-85516784

作者简介

宽广的视域 为建筑立面的展示提供了一个

市区没有的舞台 建筑立面在定义空间的性

格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上讲

简洁而不乏个性 融建筑于环境之中 成为

创业园区建筑造型的性格特点 简洁的格式

化立面渲染了一种强烈的高科技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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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obes the eco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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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象学地理论 每一场所由两部分

构成 即场所的性格和场所的空间 一个场

所就是一个有性格的空间 空间是构成场所

现象的三维组织 而性格则是所有现象所构

成的氛围或真实空间 两者互为依赖而又相

互独立 在构成空间的边界上 场所的性格

和空间得以复合

结语

创业园低层低密度和高绿化率的开发模

式 并没有削弱建筑立面在定义空间性格与

特色方面的重要性 相反 大面积的草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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