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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建构与绿色示范 *
——西宁市民中心设计
Hehuang Construction and Green Demonstrative Building：
Xining Citizen Center

1 项目概况

西宁市民中心位于西宁市南川区，是南部新城

发展的重点项目。项目占地面积为5.3hm2，建筑

规模约130 000m2，满足绿色建筑二星级的设计标

准，综合行政审批、市民服务、体育健身、文化展

示、数据中心、配套服务等多项功能。基地位于南

川片区发展核心位置，交通便利，该项目的建成有

助于提升整座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2 体系建构

以青海河湟地区的整体环境为背景，将设计条

件提炼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技术措施三类因子，

以此建构设计体系。西部地域广袤，不同地域的自然

环境、人文环境和技术应用有着显著差异，设计体系

可以引导设计者采取适宜的设计方式以及合理的技

术措施进行设计。河湟地区地处高原严寒地区，冬

季寒冷、夏季凉爽，西宁市民中心作为城市的标志

性公共建筑既要继承和发扬河湟特色风貌，也要植

根于当地气候环境，营造适用、绿色的公共场所。

3 设计分析

3.1 场地布局

根据周边环境以及上位规划进行场地布局设

计。场地东西两侧均为城市重要道路，西侧为海南

路，北侧衔接地铁站及奥特莱斯商业中心，东侧为

南川西路，步行可达南川河步行景观带。场地沿西

北到东南方向打通，串联城市周边公共空间。

地上建筑依据功能分为行政审批楼和体育文化

馆两部分，功能尽量集中设置以便共享，外部创造

更多公共空间及环境。东北方向为行政审批楼，包

括行政审批、市民服务、数据中心等功能；西南方

向为体育文化馆，包括冰球馆、冰壶馆、综合运动

馆、文化馆等功能。场地内部打造活力内街，集中

设置对外服务功能向城市开放，内街串联多个下沉

庭院，创造有围护的人性化室外空间。

3.2 地形利用

场地自然地形西高东低，西南角为最高点，东

北角为最低点，最大高差约为9m。建筑布局顺应

地形以减小土方量的开挖，室外场地通过退台划

分为两部分，建筑主要出入口与室外场地有效对

接。西侧体育文化馆室外场地标高为2 322.0m，

设置2层地下车库；东侧行政审批楼室外场地标

高为2 317.0m，设置1层地下车库。东西平台之

间的高差通过坡道及踏步连接，以满足消防与人

行要求。

3.3 体量生成

河湟地区山川雄浑、形如巨石，庄廓聚落自

然生态、内向而居。建筑从自然环境中吸取灵感，

从传统栖居中挖掘智慧，主体形象呼应山川，雄浑

流畅，庄廓语言丰富多变。体量组合与内部功能

融为一体：大屋顶创造了完整空间，满足对外服

务、体育活动等功能需求；小尺度体量在建筑外

围形成入口，也可独立对外运营，丰富了建筑表

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可能性。由于集中体量能

摘  要

基于青海河湟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建筑文化，研究

探索了以中国西部地域多元文化与自然环境为背景的

绿色建筑设计方法。传统绿色建筑的认证体系侧重节

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的后评估体系，而

西宁市民中心项目作为示范工程，强调了建筑师作为

项目前期的设计者对工程项目所起的主导作用，实践

了基于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绿色建筑设计方法，有

助于推动更多的公共建筑达到既文化又绿色的高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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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Hehuang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reen 
architectural design method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pluralistic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estern China. The system of 
traditional green buildings focuses on the post-evaluation system 
of energy saving, land saving, water saving, material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the Xining 
Citizen Center Project emphasizes the leading role of architects as 
design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roject, and practices the study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helps promote more public buildings to reach 
higher standards of both culture an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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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青海正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青海省西宁市

建筑设计：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崔海东、文亮

设计团队：李腾、解然、赵辉、杜达丰、党儒天（设计指导：崔愷）

总建筑面积：129 170.34m2

设计时间：2018.05

项目状态：在建 基地位置

西宁市

南川片区

1 连续大屋顶包裹主要公共使用空间，内部创造开敞自由的活动环境

2 立面采用金属竖向格栅，在不影响自然采光的前提下起到遮阳作用

1 主要公共活动区域以大面积格栅幕墙为主，充分利用自然采光

2 通过内设一系列内院、中庭等提高大进深建筑的自然采光效率，有效降低照明消耗

1 金属屋面的排水与曲面造型相结合，在低点设置排水沟有效排水

2 考虑冬季积雪问题，在排水沟位置设置化雪装置

1 结合海绵城市设计，在室外设置雨水调蓄池进行雨水收集

1 建筑形体结合庄廓造型以实为主，体形系数较小

2 室外通过下沉创造更多可庇护的活动空间

1 玻璃幕墙可以有效开启满足通风要求

2 中庭及内院在顶部设置可开启百叶，在夏季起到通风作用

1 结合西高东低的地形，在建筑西侧设置 2 层地下停车，东侧设置 1 层地下停车，尽可能将可自然采光空间有效利用

1 聚落形态创造城市空间，从西北向东南贯穿的室外通廊面向城市公共开放，不仅串联起城市的生活，一系列下沉庭院和公共服务功能也提升了建筑的使用效率

2 聚落创造丰富的对外经营功能，对外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吸引人气，屋顶可上人平台结合景观一体化提升品质

1 主要材料有石材、金属、玻璃幕墙

2 建筑实体主要以黄沙岩为主，形象与庄廓原型呼应，色彩也与周边层峦山川大地景观氛围契合 , 古铜色金属屋面及竖向格栅增添建筑庄重气势

1 建筑幕墙、格栅、金属屋面均在 9m 柱网内采用模数设计，节约材料

2 立面石材幕墙结合建筑庄廓元素，采用开放式幕墙设计，竖向分格采取 250、500、750 三种模数 , 横向以 1 125 为模数，通过组合创造丰富的自然肌理

1 本建筑夏季不用空调，能耗主要以冬季采暖为主，体形系数能有效控制能源消耗，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的利用尽可能降低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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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效果图

2  区位图

3  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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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局分析

5    城市分析

6    高差分析

7    场地设计

8    人文因子分析

9    首层平面图

10  自然因子分析

11  中庭、室内及内院效果

12  室内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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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适应严寒环境，因而可通过控制体形系数（行

政审批楼体形系数0.12，体育文化馆体形系数

0.14）来有效节约能耗。

3.4 室内空间

除冰球馆、体育馆等独立大空间以外，行政

审批、便民服务等功能空间可通过在建筑内部设

置多个中庭、内院以及结合室内、景观设计的方

式，提升室内空间品质，创造人性化空间。大进

深的平面布局通过设置中庭减少人工照明的使

用，顶部天窗的侧开百叶可满足夏季自然通风。

在连续起伏的大屋顶下，层层退台形成连续、流

动的空间。

1   屋顶天窗

2   屋顶开洞

3   室外庭院

4   室内中庭

5   庭院上空

6   通高门厅

7   冰球馆上空

8   体育馆上空

9   体育馆

10 通高区域

11 冰壶馆上空

12 冰球馆

13 冰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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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黄色石材 米黄色石材古铜色金属屋顶 玻璃幕墙 玻璃幕墙浮雕装饰 古铜色金属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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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采光

交通设备用

房较少开窗

金属格栅幕

墙竖向遮阳

连续金属屋

顶水平遮阳

中庭及庭院

采光通风顶

会议区竖向

均匀开窗

休息交通厅

竖向遮阳

入口及门厅

虚实对比

交通设备用

房较少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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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立面材料分析

14  立面采光分析

15  行政审批楼立面图

16  体育文化馆立面图

17  金属屋面排水

18  场地雨水

19  石材排布与样板制作

20  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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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立面设计

建筑自身的形体组合呈现了丰富的立面效

果，材料是其建构的元素且无多余装饰。错缝搭

接的石材形成堆叠的意象，呼应庄廓原型夯土的

建造方式，暖色的砂岩与四周延绵山体的背景仿

佛融为一体，金属屋面勾勒出屋顶连续的曲线，

富有韵律且不失庄重，整座建筑如同从大地中生

长出来一般。

立面的虚实关系反映了内部功能，通过将较

少开窗的楼梯、机房等辅助功能用房布置于建筑外

围，对外塑造强烈的实体感以呼应环境，对内营造

可庇护的人性化场所。减少大面积的幕墙以控制窗

墙比，增强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建筑公共大厅及

办公区域采用玻璃幕墙或竖向长窗保证均匀采光。

出挑的屋檐与竖向格栅形成水平和垂直遮阳，满足

节能设计的需求。

4 技术分析

结合严寒地区的气候特性，内部空间除餐厅、

多功能厅等人员密集空间之外，均不设集中空调，

主要通过合理设置开窗洞口及中庭通风的方式，有

效降低新风系统的使用。冬季公共空间采用地面辐

射的采暖方式保证人员活动区域的舒适性。建筑尽

可能利用自然光满足日常照明的需求，以减少人工

照明的使用，降低建筑能耗。为有效排水，结合屋

顶的自然曲面设置排水沟，利用地形高差设置雨水

管和雨水沟，同时设置雨水调蓄池满足海绵城市的

设计要求。建筑立面的石材、玻璃、金属等材料均

采用模数制，以降低材料的消耗。

5 模拟检验

项目前期利用EnergyPlus软件初步分析出西宁

市民中心逐月室内各功能区温湿度、太阳辐射得热

量、各房间灯光设备能耗、供暖空调能耗数据以及

全年冬季供暖、夏季制冷总能耗；后期将通过建成

后的建筑实测数据与前期进行匹配，以验证前后数

据的耦合度。

6 结语

绿色建筑的标准化在国内已推广多年，对建

筑品质的提升以及能耗的减少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研究希望通过西宁市民中心项目的实施，进

一步探讨如何建立绿色建筑设计的思路与方法，

让建筑师作为项目前期的主要参与者对工程项目

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使我国绿色建筑设计迈向

更高的台阶。

屋顶排水沟

屋顶排水沟

屋顶屋脊线

屋顶屋脊线

雨水调蓄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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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调蓄池

雨水排水管

汇水下沉内院

汇水下沉内院

线形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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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专业院副院长。

文亮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师。

解然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师。

* 注：本项目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

点专项“基于多元文化的西部地域绿色建筑模式与技术体系”项目

（2017YFC0702400）之课题“西部典型地域特征绿色建筑工程

示范与设计工具”（2017YFC0702405）资助。

课题组成员：景泉、陆诗亮、林源、崔海东、王力军、贾濛、黎靓、

吕文杰、李翔宇、张鹏、张路、关珲、徐松月、岳岩敏、喻梦哲、

李宁、文亮、解然、周晔、朱文睿、杜达丰、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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