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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兴建伊始，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给排水总工程师徐扬先后主持了30多
项机场航站楼、交通枢纽、会展类项目
的给排水设计与技术管理，开创性地将
虹吸屋面雨水排水技术应用于航站楼大
面积金属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在国内首
先采用镀锌钢管沟槽式连接工艺、率先
在公共建筑中采用卫生间同层排水技
术、在综合管廊电力舱采用高压细水雾
灭火技术……见证并推动了我国改革开
放后在大型、特大型建筑中给排水技术
的应用与迭代创新。

日前，徐扬被评为首届上海市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本报记者就给排水技术
在空港及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中的发展、
超高层与特大型综合体建筑设计上有何
异同、未来给排水领域将有哪些新的技
术突破等问题采访了徐扬，从他的个人
实践经历中一探给排水专业自上世纪末
以来在建筑领域的发展历史，以及其背
后的成长故事。

首创应用
掀开机场“水”系统新篇

1985年，徐扬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
从同济大学建筑工程分校给水排水工程
专业毕业，进入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
（即现在的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东院） 从事建筑给排水
设计，一干就是近40年，在机场航站楼
与交通枢纽工程、特大型综合体建筑、
超高层建筑群等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
就。但其中最令徐扬印象深刻的还是机
场项目，他说：“在个人成长和专业技术
提升道路上，我与机场设计结下了不解
之缘，主持负责或参与的机场项目达到
21项之多。”

1989年，上海虹桥机场开始建设新
的国际候机楼，由荷兰机场咨询公司
（NACO）提供方案设计，华东院作为本
土设计院承担了从设计咨询到施工图配
合等一系列工作，徐扬作为给排水专业
的业务骨干被领导点将，加入了设计团
队。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是大型交通建

筑，设计非常复杂，当时国内的建筑师
和工程师对此并无太多经验。以给排水
专业为例，超大空间中如何确保合理供
水、排水优化、沉降处理、消防安全都
是新课题。给排水系统设计既要与国际
接轨，又要符合国内规范要求和基础设
施建设的现状，也是一大挑战。抱着学
习的态度，初涉机场项目的徐扬和同事
积极参与设计，了解大型机场航站楼的
设计理念和规律，为后续机场项目的进
一步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从这
里开始，包括徐扬在内的华东院机场团
队养成了驻场现场设计的习惯，常常与
施工单位一起在工地进行现场设计，随
时保证进度和解决现场问题。

其后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1航站楼
项目（1996—2000年），方案由法国机场
公司 （ADP） 和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
合作设计，华东院负责项目咨询、扩初
及施工图设计工作。此时徐扬已经成长
为给排水专业负责人，主持了整个一期
工程航站区的给排水、消防工程设计。
他回忆说：“通过该项目，我们对机场的
设计理念和设计规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
识，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本航站楼设
计中创造了多个第一。例如，采用变频
器 1 对 N 形式的变频水泵泵组；采用与
传统排水系统不同的同层排水技术；不
设屋顶消防水箱，采用稳高压消防给水
系统等等。”

该项目的给排水设计难点颇多，设
计团队为了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殚精竭
虑，其中最典型的是屋面排水问题。浦
东国际机场T1航站楼以“海鸥展翅”为
主题，顶部为双翼造型，采用了复杂的
曲线型金属屋面，屋面投影面积达17万
平方米。如果按照传统的重力流排水系
统设计，雨水立管数量众多、管径大且
必须有坡度，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占用
建筑空间，排水效率也不能满足需求。
查阅大量资料后，徐扬和同事们建议采
用国内尚无先例的虹吸式雨水排水系
统，并结合上海本地暴雨强度数据进行
了大量的计算、验证、比较工作，重新
拟定了设计参数，最终开创了虹吸式雨
水排水系统在国内航站楼工程应用的先
例。

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项目
（2004—2008年）时，华东院已是原创设
计方，完成了从概念设计到方案深化、
施工图以及后续各专业配合等全流程的
工作。徐扬及其团队在前两个机场项目
中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和深厚的技术
储备，对于创新型技术和产品的应用也
更为娴熟大胆。如在排水立管上安装吸
气阀，解决了大空间内卫生间的伸顶通
气问题；屋面采用多斗多立管虹吸排水
系统，变频供水系统升级为变频器一对
一控制模式，使得供水水压更加稳定；
利用防洪的围场河水作为雨水回用系统
的水源，经过处理后冲厕，实现了对非
传统水资源的创新利用；在综合管廊电
力舱中，采用先进的高压细水雾灭火技

术，在封闭空间中形成低氧环境迅速灭
火，为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
保障等等。

回顾项目，徐扬强调，给排水专业
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对于国外先进技
术，设计师要善于研究和消化。其中尤
为值得称道的是徐扬团队对于镀锌钢管
安装工艺的改进。当时机场喷淋管道大
量应用镀锌钢管，每当管道穿越梁体
时，处理连接节点就成为棘手的难题。
为了避免破坏镀锌层导致腐蚀，管道无
法进行焊接处理，只能通过法兰进行

“预装—拆除—热镀锌—再安装”的二次
安装连接。但这样一来，法兰突出于管
道外，又容易导致原有的梁洞尺寸不敷
使用。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徐扬发现了
一种国外先进的连接方式——沟槽式连
接。此种连接方式仅需现场对镀锌钢管
进行开槽并安装卡箍，即可一次性完成
安装。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徐扬主持
了沟槽式管接头及配件这一新产品的研
制工作。经过上海市科委鉴定属国内首
创，产品性能得到了业主和施工单位的
高度评价，之后广泛应用于工业、民
用、化工等领域的管道施工中。因其性
能卓越，该产品先后荣获1998年国家重
点及上海市新产品证书、1999年第六届
全国给排水及消防专业产品展览会金
奖、第五届上海市科学技术博览会金奖
等多项荣誉。

在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2005—
2010年） 中，徐扬及其团队正式完成了
对国外同行的超越和引领。上海虹桥综
合交通枢纽集高铁、磁浮、机场、地铁
于一体，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
最为复杂的空陆一体化交通大枢纽，也
是一项完全由华东院原创设计、举世瞩
目的工程杰作。徐扬说，虹桥综合交通
枢纽的给排水设计是国内及国际先进成
熟设计技术集大成者，是人性化设计和
节能减排的典范之作。设计团队针对消
防安全关键技术、水安全保障技术、水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节能及可再生能源
技术等各方面均进行了综合分析，其后
才择优确定实施方案。例如在给排水节
能方面，充分利用市政管网供水压力变
频供水、利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应
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和非传统水源 （雨水
回用），有效降低了建筑给水排水系统的
日常运行能耗。

作为专业审定人，徐扬还广泛参与
了乌鲁木齐机场、港珠澳大桥珠海和澳
门口岸工程、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 2
号航站楼、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及T4
航站楼多个华东院原创设计的国内空港
项目。因应不同地区、不同气候和不同
设计理念，航站楼建筑给排水的设计内
容也在不断拓展：乌鲁木齐机场项目由
于地处寒冷地区，创新应用了屋面融冰
融雪系统、抗震管道设计以及寒冷地区
干式水消防系统；港珠澳大桥珠海和澳
门口岸工程考虑到原来地基回填土性

质，所有的管线应用了防沉降技术。
徐扬总结道：“伴随着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历程的螺旋式上升，国内给排水
专业的设计和技术水平也在与国外同行
的学习、切磋中，不断发展进步和完善
提高。我和华东院同事们在机场航站楼
项目的多年实践正是最生动的写照。”

超高层给排水设计
消防问题成重中之重

除了空港项目外，徐扬还以专业负
责人或审定人的身份，主导了华东院多
项超高层项目，如杭州利群大厦 （146
米）、上海来福士广场 （222米）、上海
恒隆广场二期 （226 米）、上海国金中
心 （250米）、重宾保利国际大厦 （290
米） 以及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 （470
米）等。

徐扬指出，会展综合体和空港建筑
等特大型综合体项目的给排水设计更多
在平面上展开，泵房按照区域进行分
配，虽然各区域在重力上不存在差异，
但对管路损失的考虑至关重要。而超高
层建筑的给排水设计则聚焦于垂直系
统，由于其功能复杂性增加，可燃物增
多，火灾风险相应提升，且疏散难度加
大，因此消防问题成为首要关注点。

徐扬介绍，过去高层建筑通常采用
竖向串联供水方式，但现今国家规定，
超高层建筑若超过250米，屋顶储水必
须满足一次火灾的用水量，以满足自救
需求。为此，国内普遍采用重力消防供
水系统，借助自身重力满足高层建筑在
任何时刻的消防给水流量和压力，发生
火灾时无需等待消防水泵的启动即可展
开灭火作业。同时，地下也储存有备用
水源，当消防水量不足时，可作为补充
进行输送。此外，超高层建筑的排水设
计还需特别关注压力控制，以确保高速
水流不会对低层排水系统造成影响。

标准引领设计
低碳指向未来

2013 年，徐扬开始担任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 （CECS） 建筑给排水
专业委员会主任，依托华建集团具体展

开工作。十余年来，他先后主参编《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室内
真空排水系统工程技术规程》等国家、行
业、协会、地方各级标准25项，引领了机
场航站楼、交通枢纽、会展类等公共建筑
给排水技术进步。

基于徐扬在标准化工作的贡献，2022
年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授予其“标准
科技创新奖领军人才奖”称号。总结评价
标准化工作，徐扬认为，标准是引领设计
工作的重要依据，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
景下，标准对于提升设计质量至关重要。

“就标准引领而言，国标和行标制定周期
长，有许多新产品和新技术需要在工程项
目中得到应用，如果没有灵活性和可操作
性强的协会标准，就无法及时应用。所以
一流企业应掌握行业的话语权，以标准引
领设计。”

建筑给排水专业今后将在哪些领域有
新的技术突破？徐扬认为，未来将更加注
重低碳、环保与品质提升。首先，在给水
系统方面，上海市在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
到2035年实现“龙头直饮”的目标，这需
要通过市政供水和建筑给水共同努力实
现，因此高品质供水技术是未来的重要发
展方向。其次，在排水系统方面，传统的
排水系统存在着排水能力不足与臭气倒灌
等问题，这将随着大数据与物联网技术的
融入而得到解决。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
如实时监测水封状态，将确保排水系统的
稳定与高效运行。此外，消防系统的发展
也将更加注重环保和节能的趋势。传统的
消防灭火剂，如卤代烷等，因环保问题正
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双碳”目标的指
引下，高碳排放的七氟丙烷也将禁止民
用，未来将出现更加环保、洁净的灭火剂
和其他低碳节能替代产品。

四十年初心不变
积跬步以至千里

从毕业到如今临近退休，始终坚守在
一家企业，专注于一项事业，也许在很多
人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徐扬的履历。
他表示，在他们这一辈人身上，有着“干
一行爱一行”的精神。这体现在徐扬一次
次精益求精的反思中，一个个攻坚克难的

创新里。
“刚工作时，如果别人给我的图纸提

出校审意见，我首先反思为什么自己没
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甚至会觉得惭愧。”
徐扬说，“我不会因为自己从新人开始就
放宽对自己的要求。”潘德琦、贾克欣等
华东院前辈们都曾担任过徐扬的带教老
师，从他们身上，徐扬学到了一项最宝
贵的品质——“责任心”。“做浦东国际
机场T1航站楼项目时，那里还是一片荒
地，芦苇比人高，为了更好地实现项目
设计需求，我们经常去现场提供支持，
前后历时几年直到竣工为止。”徐扬坚持
在设计一线发光发热，主导完成了诸多
重大工程的给排水设计，一步一个脚印
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华东院给排水总工
程师。2010年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完
成后，徐扬开始转变角色，更多地从事
专业审定工作，为年轻人把关设计质
量。在为项目忙碌之余，徐扬还投入大
量时间研发产品、撰写论文专著、编制
标准规范……只要是能推动国内建筑给
排水专业的技术进步和高质量发展的工
作，徐扬都愿意去做。

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
海。那些苦乐交织的岁月，铸就了徐扬
这一代工程师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扎
实深厚的专业基础。他感叹，一路走
来，自己的成绩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赋
予的历史机遇，得益于华东院为其搭建
的事业平台，得益于领导前辈们的悉心
培育，以及团队同事们的相互扶携。这
份沉甸甸的荣誉虽然放在了他身上，但
更多地应该归功于华东院这个大集体。

四十年来，徐扬的名字已经与建筑
给排水事业紧密相连。他的故事，既是
一个工程师的奋斗史，也是一个时代的
缩影。从传统的建筑给排水系统到现代
的低碳、环保型系统，徐扬始终站在行
业前沿，用智慧和汗水推动着技术的进
步。面对未来，徐扬相信，在科技的不
断进步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升级下，建筑
给排水事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他将一如既往地坚守初心，继续为
建筑给排水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用热
爱续写这幅绵延的“水”事业长卷！

以“水”为媒，推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技术应用与创新
——访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给排水总工程师徐扬

□本报记者 陈雯

近日，中集大厦建筑方案设计国
际竞赛结果出炉，SOM建筑设计事务
所方案脱颖而出。

据悉，该项目位于深圳市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片区，占地
面积达6075.18平方米，计划建设的总
建筑面积为125250平方米，包括办公
面积 115000 平方米、地上商业面积
7000平方米、地下商业面积3000平方
米，以及公共配套设施250平方米。建
筑高度不超过280米，旨在打造以总部
办公为主的“中集智造+双碳标杆+国
际总部”。

该项目招标活动邀请了五家境内
外知名设计机构参与，包括SOM建筑
设计事务所、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 、 株 式 会 社 日 建 设 计 、
KPF 和 PCPA。 评 审 会 于
2024年5月13日在深圳市南
山区中集企业家交流中心召
开，由严迅奇 （香港许李严
事务所合伙人） 担任评审主
席，其余评审专家包括王君
友、钟兵、肖诚、虞稚哲和
杨明等业界权威。

在充分考虑方案创意、
总体布局、建筑功能、建筑
造型、建筑立面、经济性、
可实施性的基础上，由业主
内部历经多轮综合讨论后，
SOM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方案
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中集大
厦建筑方案设计国际竞赛最
终优胜方案。

SOM建筑设计事务所的
方案以北宋画家郭熙的“三
远”理念为灵感，将中集大

厦打造成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
建筑基座坚实开放，象征山麓的坚实
与包容；空中花园相连，寓意山脉的
蓬勃发展和深远的视野；屋顶平台高
耸，象征山巅的雄傲和放眼未来的姿
态。整个设计不仅彰显了中集集团

“行稳致远”的企业文化，更体现了对
历史的铭记、对当下的把握和对未来
的拥抱。

中集大厦的建设将整合中集集团
领先的制造技术，践行符合“碳达
峰、碳中和”绿色环保节能理念的社
会责任与使命，打造高效化、节能
化、健康化的“世界 500 强”企业总
部。

（本报综合）

SOM事务所中标深圳中集大厦建筑方案

在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主办的“好房
子”大赛中，江苏南京赛题项目选址于
雨花台区板桥新城，该新城紧邻南京主
城区，主要聚焦于人居环境与商贸发
展，并以年轻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对
于年轻人的住宅需求，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解决方案是，通过
深入关注并围绕年轻人的生活圈层，包
括他们的父母、子女以及宠物等，解决
一系列容易忽视的居住痛点。这些痛点
包括但不限于全职妈妈在家庭与工作之
间的平衡、个体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寻求
副业或兼职的灵活空间、下班后阅读学
习或备考的个人空间，以及协助照顾孩
子的长辈的独立生活空间需求等。

规划：城市绿谷

方案以“规划思维”展开“建筑设
计”。从板桥新城的总体规划可以看出，
北侧是强调生态环境的莲花湖休闲商业
中心，南侧是商务CBD核心区，中部基
本为住宅，设计范围内的厂区用地，刚
好位于住区的几何中心，适合打造为住
区服务的“社区中心”，但住宅用地刚好

阻隔了社区中心与南侧带状城市公园的
联系。为了消解用地带来的城市问题，
设计提出“城市缝合”策略，在住宅用
地内打造开放性的绿廊空间，方便周边
住区能方便快捷地到达社区中心，打造
舒适步行圈。

住宅采取板楼南北向布局，并顺应
城市道路，局部转折，以获得最优的日
照朝向和通风；同时结合“城市绿谷”
理念，扩大中轴间距，以公共绿廊串联
组团庭院，再通过建筑高度从中心往东
西两侧逐渐升高，结合建筑绿化，最终
形成绿谷的视觉感受。

在绿谷中，设计师设置了共享自习
室、共享直播间、便利商店、便民诊
所、社区食堂等公共功能，以满足不同
人群的生活需求，并提高绿谷的商业价
值、增加绿谷的活力和安全性。

设计：立体城市+垂直森林

在住区设计中，设计师根据不同受
众的需求，精心规划了从全公共到半公
共，再到微公共的递进式使用特征，构
建了一个由“地面公园–甲板公园–空

中合院”组成的
三级公共空间体
系。地面公园与
城市环境无缝对
接，形成无界社
区，其中住宅底
层 采 用 架 空 设
计，布置了更多
公共性功能的空
间，便于城市居
民共享。二层甲
板公园则针对小
区业主的需求，
设置了棋牌室、

托幼所、医疗室、老年活动室等功能区
域，这样的布局既满足了居民的日常需
求，又兼顾了安全与管理。三层及以上
为居住空间，设置了空中合院和天空花
园，旨在打造邻里熟人社区，增进居民
间的交流与互动。整个小区的绿化率从
传统的30%提升至接近100%，为居住者
提供了一个回归自然、满眼绿意的生活
环境。

为适应这种三级空间体系，住宅的
大堂也采取双首层设计策略，使得底层
便于直接到达地面公园、二层便于到达甲
板平台，大堂的内部空间也更灵活丰富。

单元：空中合院

该项目住宅采取市场接受度最高的
一梯四户的板楼设计，旨在带来良好的
日照和通风效果。

公共区域设置了两层通高的共享花
园，采取“邻里定制”的方式，由上下
两层的八户业主共同商议、签署协议，
由开发商统一建设和运维。该花园可以
是主打玩乐的亲子模式、主打交流会客
的休闲模式，也可以是主打运动的健身
模式，目的是活络邻里关系，打造熟人
社区，找回曾经四合院其乐融融的生活
氛围。同时，空中合院和环廊花园的结
合，可以有效柔化传统住宅冰冷的立面
效果，以及弱化北侧核心筒突兀的体量
感，让建筑被绿化包围，起到有效隔热
节能、降噪减碳的作用，让高层住户也
能真正回归自然。

户型：灵活弹性

在户型设计上，设计师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力求解决生活中的痛点。比如，
对于 108 平方米的边户，设计师引入了
双钥匙入户的创新方式，并为老人配置

了独立花园，以便老人能够自如地进
出，享受独立而舒适的生活环境。同
时，为了满足不同生命周期对于房间数
量的不同需求，户型通过优化剪力墙的
设置，进行了横竖厅的灵活可变设计。

文脉：历史肌理

厂区的更新也是设计的重点。通过
对近10年厂区建筑肌理的分析，设计师
发现原来的厂区是由几个大厂房加上一
些小体量的建筑组合而成。而近两年，
这些小体量的建筑已经拆除，空间显得
空旷单调。为了还原原来的图底关系，
设计增加了一些小建筑，形成大小体量
组合的建筑肌理，试图找回曾经的场所
记忆和繁华的空间感受。

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实施了几块地
块的联动策略，以一条充满活力的回环
为纽带，将社区中心的功能与历史、艺
术及文化元素交汇融合。此举旨在打造
都市营地、创意集市、极限乐园和艺术
长廊等多元化空间，为年轻人在工作之
余提供兼职及休闲的可能。同时，二层
设计采用架空连廊与底层交织的布局，
以实现空间的有效联动。

在建构方式上，设计尊重并保留了原
有厂房的结构体系，通过引入独立结构的
盒子形式，在厂房内外进行组合设计。盒
子内部承载社区中心的各项功能，而盒子
外部则在厂房下方形成有顶的灰空间，为
展览、休憩、观景及交流提供理想的场所。

在建筑设计层面，设计通过对已有
元素的现代转译，打造了一个充满工业
韵味的现代空间；同时，模糊了建筑的
边界，加强了室内外场景的互动，使社
区中心的功能与工业风格的建筑语言得
以有机融合。

（中建西南院）

层级规划与文脉融合，营造和谐共生住区
—— 《板 桥 绿 谷 · 自 在 生 活》 好 房 子 设 计 作 品 解 析

■专访大师

■南京赛题一等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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