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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总建筑师

2023年，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区委
区政府联合都市更新集团发起榆阳区补
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研学营地“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项目”（沙漠园博园）设计
大师工作营 （以下简称补浪河大师工作
营），聚焦榆林独特而广大的防沙治沙成
果，力图深入挖掘并整合这些独一无二
的潜在自然人文历史资源，规划展现榆
林毛乌素沙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打
造独具特色的“沙漠生态园博园”。

基于项目的复杂性，特采取“大师
工作营”模式，形成项目策划、规划、
景观、建筑、灯光照明、公共艺术、视
觉导览等多专业的系统性工作平台，实

现全生命周期动态、有机的管理，形成
整体实施型空间蓝图。本文为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赵元超领衔团队的治沙精
神报告厅设计解读，通过建筑设计颂扬
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铸就沙漠中的

“永恒之作”。

补浪河景区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地
处毛乌素沙漠南缘，陕蒙交接地带，长
期面临土地资源贫瘠、沙漠化严重等问
题。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是关乎全人类
生存环境的全球性重大课题。此外，补
浪河景区作为城市周边的生态景区，不
仅承载着展现地方特色的重任，更肩负
着传承和弘扬治沙精神的历史使命。然
而，在开发与建设的道路上，景区面临
着诸多限制。每一棵树，都是治沙人辛
勤汗水的结晶，是宝贵的生态成果，需
要得到最严格地保护与珍视。

既要秉持生态平衡的理念，又要深
入挖掘和展示治沙文化的深厚内涵与独
特价值，力求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最
完美的平衡点，是补浪河景区发展面临
的重要课题。

项目以策划为先导，先由策划团队
提出“沙漠园博园”的整体定位，精心
策划了十二个园中园的主题，旨在突出
项目的核心亮点。接下来，规划团队与
策划团队紧密携手，对景区的生态资源
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以此为基
础构建科学、可行且富有前瞻性的规划
框架。再由建筑、研学、智慧、灯光照
明、公共艺术、视觉导览等领域的专家
与团队，从不同专业的独特视角，为补
浪河景区带来更多更具创意性的设计作
品。

治沙精神报告厅，作为补浪河景区
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承载着治沙精神延

续与弘扬的重大使命。赵元超大师团队
基于对项目背景和治沙精神的深刻理
解，匠心独运地设计了治沙精神报告
厅，作为治沙精神展示、研学教育，以
及相关活动的承载地。该建筑全面采用
当地特色石材与清水混凝土作为主要建
材，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尊重与高
效利用，还巧妙地将混凝土的可塑性发
挥到极致。

现状痛点

旅游资源潜力未充分挖掘：尽管项
目基地蕴藏着丰富的旅游潜力与价值，
但目前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尚处于初级阶
段，游客体验单薄，未能形成良性循环
的旅游经济生态，限制了其作为旅游目
的地的吸引力与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

红色文化传承不足：补浪河女子民
兵治沙连的光辉历史与英勇事迹，作为
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其传承与展示尚
显不足。当前宣传手段与展示平台有
限，难以全面挖掘并展现治沙精神的深
刻内涵与时代价值，限制了这一精神在
更广泛社会层面的传播与影响力。

基础设施不完善：项目基地及周边
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特别在
交通可达性、住宿条件、餐饮服务等关
键领域存在明显短板。这不仅影响了游
客的到访意愿与满意度，也限制了该区
域作为文化学习与历史体验目的地的进
一步发展，使得其丰富的文化价值与自
然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地开发利用与展示。

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充分挖掘旅游资源，提升游客
体验，促进资源利用最大化？

如何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宣传以
及对治沙精神内核的展现？

如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游客
满意度和舒适度，增强区域经济发展？

解决方案的切入点

旅游资源开发：立足于整个园区规划
的战略高度，紧密结合现有规划条件，制
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与策略，不
仅着眼于自然风光的极致展现，更深入挖
掘人文历史的独特魅力，将自然景观与人
文历史无缝融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观
赏体验，全面提升游客体验度及园区品
质。

红色文化传承，治沙精神体现：为
了让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英勇事迹
和治沙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芒，管理团
队将采取多元立体的传承与宣传手段。
如通过定期举办纪念活动、放映历史纪

录片、组织研学旅行等方式，加强红色
文化的传承与宣传，同时结合治沙精神
理念，通过建筑方案打造精神堡垒，形
成园区轴线上重要的空间节点。

基础设施建设：秉持经济高效的原
则，通过精心设计，对现有基础设施进
行大力投入与改造，重点优化游览路
径、提升交通便捷性、改善住宿条件与
餐饮服务质量，旨在全方位提高游客的
满意度与园区资源的利用效率。

方案思路的生成

以“弘扬治沙精神，引领环境保护
治理新风尚”为核心理念，通过项目设
计与实施，不仅颂扬坚韧不拔的治沙精
神，更树立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典范，引
领社会向绿色、可持续的未来迈进。项
目充分借鉴国内外环保设计精髓，针对
沙漠生态，实施精准治理与策划。选用
本土植被与建材，体现治沙精神的时代
性。设计方案聚焦于建筑核心空间，构
建内庭院与室外展区，融合地方拱形元
素，塑造独特建筑风貌，并沿规划主轴
强化园区整体品质。同时，兼顾问题解
决与长远发展，确保项目运营与周边生
态和谐共生。

设计核心思想

基于详尽的场地环境分析，精心规
划人流动线，并精选适应当地生态环境
的景观植被，与基地周边的建筑风貌和
谐共生。同时，将结构与造型设计相结
合，室内室外空间一次设计成型，打造
出流畅而富有层次的空间体验。

建筑主体则采用独特的“回”字布
局，不仅寓意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
自然法则，也象征着治沙精神的坚韧与
恒久。西侧与东侧通过大型拱形结构紧
密相连，这一设计不仅强化了建筑的视

觉冲击力，更使其成为园区规划空间主
轴上的标志性节点，承载着精神堡垒的
重要使命，引导游客深入探索治沙精神
与生态保护的深刻内涵。

主创设计师观点

从方案设计阶段统筹考虑建筑落地
性，扎根当地客观条件，取材于当地，选
取适合周边风貌的建筑材料以及适宜生长
的景观植被，通过充分的策划统筹和运营
前置，实施把控设计细节，可以确保项目
的可行性和创新性，保障方案落地完成
度。

设计阶段策划统筹，明确设计任务
以及工作界面划分，合理分配设计团队
资源，最大程度地避免后期阶段的错漏
碰缺。

在大师工作营中，团队成员共同参
与策划统筹和运营前置，利用 Rhino、
grasshopper、三维协同、AI 辅助设计等
一系列新型高效配合工具，有利于提高
团队协作效率，缩短项目周期。

运营前置有助于项目在上线之初就
吸引用户关注，在项目初始为甲方对之
后运营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假设模
拟，提前减轻或规避可能会产生的问
题，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方案总结

项目作为治沙园博园整体规划的一
部分，是毛乌素沙漠里的一颗明珠。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将治沙精神一代代传
承，为后人讲好治沙故事，这不仅是对
治沙精神的传承，更是对前人的致敬。
后期园区内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对补浪
河女子民兵治沙连英勇事迹进行宣传，
通过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
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和传承红色文
化。此外，可以与周边红色旅游景点联
合推广，形成红色旅游线路。

生态旅游：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
上，充分挖掘、展示项目基地的自然景
观与生态价值。开发一系列生态旅游项
目，如徒步、骑行、观鸟等，吸引游客
前来体验。加强绿色出行宣传，提倡低
碳环保的旅行方式，进一步改善当地环
境。

乡村旅游：结合项目基地的乡村特
色，发展乡村旅游业。挖掘当地的民俗
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打造独
具特色的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旅游产
品。同时，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游客满意度，改善周边居民的
生活品质，提升幸福度。

产业融合：助力推动园区与周边产
业进行融合发展，振兴“伙场经济”：通
过科学合理利用周边村落闲置土地和庭
院空间，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
收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发展

“伙场经济”。 （CBC建筑中心）

铸就沙漠中的“永恒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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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世界级原始创新战略高地”的北京怀柔科学
城内将增添一批科教基础设施。近日，创新细胞技术研发
平台、太赫兹科学技术中心平台、新发突发传染病疫苗抗
体智能分析测试平台、人机物融合信息基础设施创新与试
验平台等四个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初步设计概算批复。

怀柔科学城的设施平台分大科学装置、科教基础设
施、交叉研究平台三大类，其中的科教基础设施更侧重科
学与教育相结合。

此次获批的四大科教基础设施中，创新细胞技术研发
平台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底层共性技术开
发、细胞功能设计与合成、定制与应用3个子平台，将打
通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构建全新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平台
聚焦细胞这一生命基本单元，通过定向改造、功能增强等
重塑细胞“命运”。

太赫兹科学技术中心平台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太赫兹量子电磁效应计算与材料生长验证、多途
径异质集成太赫兹融合光电微系统工艺、太赫兹器件性能
与系统验证、太赫兹生物医学交叉应用研究4个子平台。
平台通过研究太赫兹频段特有的准粒子元激发特性及其操
控方法，发明研制小型化、常温工作太赫兹核心器件，建
立发展太赫兹量子电磁学理论框架和体系，实现太赫兹科
学领域的原始性创新，打造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太赫兹学
术高地，为太赫兹科学技术中心的理论仿真、器件研发、
应用系统集成验证等平台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新发突发传染病疫苗抗体智能分析测试平台主要建设
微生物高通量全条件筛选培养、原位病原体跨尺度结构功
能研究、抗体表达单细胞筛选及分离、疫苗抗体表征及质
控、突发传染病预防和治疗性生物制品评价5个子平台。
平台围绕防范化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重大需求，聚
焦新发突发病毒的疫苗和中和抗体研发技术，搭建国内首
个国际领先的具有高致病性病原原位实时鉴别能力，可开
展关键生物效应分子智能化跨尺度结构研究、疫苗的智能
化理性设计、抗体等药物的高通量快速智能发现、疫苗抗
体表征质控与功能评价“平急一体”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
苗抗体智能分析测试平台。平台建成后，将提升微生物纯
培养和疫苗抗体研发技术能力，为传染病防控提供科技支
撑，推进免疫制剂产业加速发展。

人机物融合信息基础设施创新与试验平台主要围绕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架构与核心设备的性能、可靠性及
安全性实验等迫切需要，建设人机物融合信息基础设施创
新与试验平台，实现网络、计算与存储的高效协同调度与
一体化服务。

“下一步将积极对接相关单位，强化统筹调度，深化
协同合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说。

（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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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中建八局第十次科技创新
大 会 、土 木 工 程 建 造 行 业 科 技 论 坛
（2024）暨第十五届中建八局科技论坛在
山东济南拉开帷幕。本次论坛以“科技创
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深
度推进产品产业化”为主题，旨在激发科
技人才的创新热情，加快科技成果的推
广和应用，为企业科技事业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是聚焦工程科技、发展绿色技
术的年度盛会。

中建八局在建筑绿色低碳技术方面
持续研究，深入设计实践。其中位于中建
绿色产业园的两座建筑——中建八局人
才发展中心（山东）和中建八局建筑绿色
低碳技术实验室，在设计和建造中应用
了大量绿色低碳技术，成为绿色产业园
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中建八局人才发展中心（山东）

中建八局人才发展中心（山东）在设
计策划阶段便引入被动式设计理念，将
低碳思维贯穿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
在建筑中自然和谐地融入绿色技术。自
建成以来，该项目已成为被动式建筑的
典范，获得山东省优秀方案奖、济南市勘
察设计一等奖、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创
作提名奖等多项荣誉。

中建八局人才发展中心（山东）是由
中建八局全过程独立设计、施工、运营，
集办公、培训、食宿、观展于一体的综合
性建筑，项目意图通过设计手段，将低碳
技术融入建筑本身，通过建筑设计自身
的被动式措施，降低建筑建造和运行过
程中的能耗水平及碳排放量。

体型系数控制
通过对建筑的形体进行全方位的模

拟推导，以集约的设计策略将体型系数
由0.4降低至0.23，将建筑体型系数控制
到极致，最大程度减少建筑的热交换面。
紧凑的形体容纳了多元的使用功能，节
约了有限的土地资源，降低约15%的运行
碳排放。

通风庭院
设计在传统建筑中汲取灵感，让建

筑拥抱自然。建筑中植入了庭院空间，为
内部空间提供自然采光，减少人工光源
的使用；同时庭院空间通过侧向的开敞
与周围的建筑空间形成空气对流，使室
内空间获得自然通风，有效改善建筑环
境的微气候，提升人们在建筑中的自然
感受。

建筑自遮阳系统
通过分析建筑不同季节的使用场景

以及所在区域的太阳高度角，经过反复
推敲决定在南向房间针对性采用水平遮
阳，避免夏季阳光直射增加室内热辐射；
而在冬季时，太阳高度角恰好能照进室
内，为室内提供足够热量。在西向房间，
设计采用挡板遮阳，减小夏季西晒影响，
在降低空调运行能耗的同时，形成的视
线遮挡保证了内部空间的私密性，达到
低碳技术与建筑功能的和谐统一。

保温装饰一体化系统
相比于传统外围护墙体现浇砌筑的

建造方式，设计团队在公寓立面上创新
采用装配式清水混凝土保温装饰一体化
系统，相比于传统现浇的方式，使用装配
式、模数化在全生命周期下能够实现节
碳约40%，有效实现建筑的节能减排。

Low-e玻璃
项目在公寓以及教室等部位均采用

了低辐射Low-e玻璃，在冬季能够保持
室内的热量不外泄，在夏季Low-e玻璃
可将远红外热辐射反射出去，从而阻止
热量进入室内。与普通玻璃及传统建筑
用镀膜玻璃相比，节能约40%。

太阳能耦合热水系统
在公寓楼屋面设置“无动力承压式

太阳能集热器”和“一次加热式空气源热
泵机组”耦合系统制备生活热水，每年可
平均降低碳排放量51.2吨。

智能建筑
多维度的智能化系统让建筑变得更

“聪明”。建筑内部采用智能化照明，可以
根据使用场景调整灯光亮度，降低照明
能耗。智能化会议、智能客控、智能信息
发布等系统让建筑的整体运维和各类会
议更可控。

中建八局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实验室

在全面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背景下，近零能耗建筑、零碳建筑已成为
未来建筑的发展趋势。中建八局建筑绿
色低碳技术实验室以近零能耗作为设计
标准，设计能耗水平比国家《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降低65%以
上；集合采用了主、被动太阳能的设计策
略及装配式建造的方式，并通过模仿各
类使用场景，为各类绿色技术的研究测
试提供有效的使用载体。

相比于中建八局人才发展中心（山
东）的被动式设计策略，中建八局建筑绿

色低碳技术实验室在设计中让建筑主动
地披上“科技外衣”，在增强建筑自身保
温隔热性能的同时，充分开发利用太阳
能、地热能、风能等能源形式，创新机电
设备、使用终端的能源传输方式，提升能
源利用效率，并作为示范工程为未来全
面实现零碳建筑提供实践经验。

保温隔热体系及多功能一体化超高
性能混凝土轻钢龙骨复合外墙

利用“棉被效应”，将外墙整体传热
系数降低至 0.19W/(㎡·K)、屋面传热系
数降低至 0.12W/(㎡·K)。通过外墙和屋
面的高性能保温措施，让房子形成类似
保温盒的“锁温”空间，大幅度降低室外
气温变化对室内热环境的扰动，保持室
内温度稳定，实现冬暖夏凉。建筑外立面
采用多功能一体化超高性能混凝土轻钢
龙骨复合外墙，该墙板是一种集结构、保
温、装饰、防水、防火、耐久多功能一体化
的水泥基围护墙板，通过研发断热桥构
造及连接件，大幅减少传统墙板冷热桥
问题，改善节能薄弱区，实现高效节能，
能够实现外墙多功能协同，满足多目标
需求，是“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多功能一体化水泥基围护结构体系”
重点研发的外墙部品之一，适用于严寒、
寒冷、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的超低
能耗、（近）零能耗建筑。此外，采用 A 级
石墨烯高效节能保温材料，材料导热系
数低至 0.025W/（m2·K），保温层厚度可
降低约40%，可大幅降低墙体厚度。

立体太阳能
设计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复合化的

立体太阳能，以测试不同类型太阳能的
发电效率。其中南立面外墙采用BIPV光
伏幕墙，将光伏组件与建筑围护结构有
机结合，让光伏板成为建筑的外立面，形
成独特的“建筑表情”。女儿墙南侧采用
PVT 光热一体化技术，将来用于验证太
阳能光热两方面的综合利用效率。屋面
设置BAPV分布式单面及双面单晶硅光
伏板，以对比分析双面及单面光伏的发
电效率。整个立体太阳能系统装机容量
可达 24.3 千瓦，年发电量约 22200 千瓦
时，能够覆盖建筑的全年能耗，达成建筑

的零碳运行。
光储直柔

在设计中引入光储直柔技术，通过
设置储能装置、柔性用电调节装置、直流
灯具及充电桩等使用终端，与太阳能光
伏共同构成从能源产生到使用的闭环。
通过此技术的应用，太阳能的发电利用
率得到大幅提升，光伏发电可直接用在
直流照明、充电桩等末端设备中，避免了
传统交流配电系统在转换过程中造成的
能量损失，同时通过储能和柔性交互技
术的结合，降低了电力系统的波动性，保
证电力供应的稳定可靠。

地源热泵
建筑采用地埋管地源热泵复合系统

实现供冷供热。地埋管换热器分区域布
置在该工程建筑物周边室外绿化处，每4
井一联，U型管支管直接与联箱连接，它
们以水为媒，从稳定的大地热源中取热，
带来优异的节能效果，比传统水系统节
能20%以上。

组合式空调
空调末端采用热回收组合式空调机

组+VAV变风量模块、被动式冷梁、冷辐
射顶面及风机盘管，形成多种空调末端
的形式，在节能降耗的基础上，实现多种
系统形式运行效果和能耗的对比，真正
实现零能耗和实验性复合场景建筑的结
合。

氢燃料电池
除了传统的储能设备，建筑还增设

了氢燃料电池，用于测试化学能的供能
效率及供能稳定性。氢燃料电池通过氢
燃料的氧化产生能量和水，全过程没有
污染物的产生，是目前最环保的绿色能
源之一。

智慧管理平台
实验室搭建了一套定制化智慧管理

平台，将整个建筑内的设备运行状态进
行三维可视化展现，同时对建筑内各设
备运行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针对建筑能
耗状态开展对应控制策略研究，实现全
天候监控，有效提高能源效率。

（八局设计）

低 碳 设 计 黑 科 技
中 建 绿 色 产 业 园 里 一 道 靓 丽 的 风 景 线

中建八局人才发展中心中建八局人才发展中心（（山东山东））

中建八局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实验室中建八局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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