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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重
点研发及转化项目——“藏式古建筑外
饰面传统保护材料研究与示范应用”项
目启动会、“藏式建筑遗产科技保护研
究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举行。

此次活动汇聚了来自文物保护、高
校科研、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共同聚焦藏式古建筑保护的传统智慧与
现代科技融合，为布达拉宫等珍贵藏式
建筑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传承探索新路
径。

当天上午的启动会由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石邢主持。

启动会上，同济团队负责人戴仕
炳、项目骨干伍洋代表研究团队汇报了
重点研发项目的背景、前期调研成果、
项目进展及未来工作计划。与会专家中
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硅酸盐
质文物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
海大学）黄继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副研究员周霄，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宿新宝，西藏大学副教
授毛中华，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
舒畅雪围绕藏式建筑外饰面的特征、面
临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专家们对项目的前期成果和未来工
作计划表示了一致肯定，强调修复材料
的研发与应用须在尊重传统工艺精髓的

基础上，充分考虑气候和环境变化带来
的挑战，同时兼顾经济适用性与施工可
操作性，最终目标是形成一套可持续、
可推广的技术体系，为藏式古建筑保护
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会后，与会嘉宾在同济大学高级工
程师汤众的带领下，参观了该校历史建
筑保护工程专业 2025 年布达拉宫建筑
外墙保护设计展。

6月3日下午的“藏式建筑遗产科
技保护研究论坛”围绕“遗产科技保
护”与“布达拉宫建筑遗产科技保护”
两大专题展开。

黄继忠在《论水之善恶》的主旨报
告中，通过丰富案例，深刻剖析了水环
境变化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的复杂影响
及病害机理，揭示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核
心挑战之一。

毛中华在 《象征与转化——西藏
建筑传统中的“材质艺术”》 特邀报
告中，系统梳理了西藏传统建筑中
土、木、石等基础材料及黄金、绿松
石等珍贵材料的应用，阐释了其蕴含
的深厚艺术象征与文化内涵。

周霄在《人工智能视角下的贝叶经
病害调查》特邀报告中，分享了深度学
习技术在贝叶经病害自动识别与标注方
面的创新应用，并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
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宿新宝在《上海近代建筑新材料与
新技术的出现、演变及其价值认知》特
邀报告中，以详实史料回顾了上海近代
建筑中新材料、新技术的涌现与发展历
程，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进步
足迹。

布达拉宫管理处代表达桑在专题报
告《科学技术赋能传统工艺——新时代

布达拉宫建筑遗产科学化保护》中，介
绍了如何运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助力布
达拉宫的保护实践，使传统工艺在新时
代焕发新生。

舒畅雪和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王一
丁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精彩点评。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历
史建筑保护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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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启动会及学术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

日前在香港展城馆举行了2024年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设计大奖颁奖典礼暨获
奖作品展览。

大湾区城市设计大奖于2020年起设
立，由香港城市设计学会每两年举办一
次，旨在通过表彰与城市设计相关的优

秀人才，提升粤港澳大湾区 （大湾区）
的整体城市设计水平。该活动还得到大
湾区城市设计师专业联盟其他创始成员
——CURB 建筑与城市规划中心-澳
门、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深圳市城市
规划学会及珠海市规划勘察设计行业协
会的支持。

本届大奖分为专业组及学生组，收
到超过130个项目提名，其中有49个项
目入围及获奖。国际评审委员会表示，
得奖作品均在城市设计方面获得超卓成
效，并主要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及设
计元素，当中不少作品更采用了以自然
为本的解决方案和有系统的绿色生态，
同时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和加强小区之间
的联系。

在颁奖典礼暨获奖作品展览的开幕
仪式上，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谭
秋明代表大湾区城市设计师联盟宣告正
式启动大湾区城市设计师名册，并公布
名册上的豁免名单。

大湾区城市设计师名册是大湾区城
市设计师联盟创立的名册，名册上的城

市设计师都是大湾区城市设计师联盟五
个创始单位都承认的、具备丰富城市设
计专业知识以及经验的专业城市设计
师，供需要专业城市设计师服务的政府
部门、发展商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参考。

豁免名单是大湾区城市设计师名册
的首批成员，都是大湾区城市设计师联
盟五个创始单位的资深以及有丰富城市
设计经验的城市设计师。大湾区城市设
计师联盟的创始单位的个人会员，积累
了足够的城市设计经验可以申请加入名
册之上。

香港城市设计学会会长陈泽斌在致
辞时表示：“为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各城
市的融合发展从而提升大湾区的整体国
际竞争力，人才的互联互通是很关键
的。因此，成立大湾区各城市共同认可
的专业城市设计师专业资格是很重要的
里程碑。我们相信这个名册很快会在大
湾区有广泛认受性，是大湾区各个城市
的政府、发展商以及其他需要专业城市
设计师服务的公司或机构的重要参考名
单。” （香港城市设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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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通过解读
国际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成果，深入了
解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可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建设和
保护实践提供参照。

该书的编著人之一李光涵，现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
与研究中心 （北京分中心） 执行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另一位编著人王思渝，现为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
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2021年起，李光涵、王思渝就在

动议编撰一本书，围绕文化遗产的价值
与保护，集中介绍一批与此相关的读
物，让读者了解到在国际遗产领域里都
有哪些主要的议题，受其影响形成了什
么样的研究成果，有什么样的争论焦
点；这批读物既不偏离价值与保护这一
核心主题，又能让读者见到“森林”；还
能够辅助高校的教学，于整个研究和实
践领域有所裨益。这一动议得到了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北
京） 的支持，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研究
院所的一批青年学者应邀成为此书的作
者。

（书香上海）

《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出版

6月3日，2025年“中法遗产对话第
一期：诗意栖居”线上活动举行。本次
活动由亚太遗产中心上海分中心与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合主办，法
国建筑与遗产之城、世界遗产卢瓦河谷
事务处、法国特色小城镇协会以及法国
国家建筑师协会协办，并得到上海同济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遗产保护
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同济·大理遗产保
护与文化创新研究院的大力支持。

中法两国专家围绕“诗意栖居”这
一主题，以云龙“盐”文化生态系统、

景迈山古茶林和卢瓦河谷三处文化遗
产地为例，就遗产价值认定、将遗产
保护纳入空间战略规划、完善法规框
架、回应社区居民需求、推动居住环
境与公共服务的现代化更新，以及发
展多元经济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同时，来自大理州住建局、文旅局，
大理州 12 县市住建、文旅部门以及涉
及乡镇历史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大理
州技术单位等300多名人员参加，并与
中法专家进行了交流。

（余家怡 马瑞海）

“中法遗产对话第一期：诗意栖居”线上活动举行

6月6日，第六届主动式建筑中国区
建筑设计竞赛正式开赛。

主动式建筑是起源于欧洲的国际知
名建筑标准评价体系，旨在建筑的设
计、建造、运营维护的全寿命期内，将
使用者利益置于首位，以使用者的身心
愉悦为第一目标，通过建筑的主动感知
和主动调节能力，实现健康舒适、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综合平衡的一种建筑。

为更好地推广主动式建筑理念，自
2016年，由主动式建筑国际联盟发起主
动式建筑国际建筑设计大赛，超过 100
个国家的建筑作品参赛。2020年，经主
动式建筑国际联盟授权，中国区竞赛启

动。截至目前，竞赛已成功举办五届，
主动式建筑理念深受业内专家、业主的
认可及支持，吸引全国顶尖建筑设计
院、高校团队及创新企业参与，提交作
品逾千份，覆盖全国近百家设计机构，
140 余座城市，涵盖住宅、公共建筑、
城市更新等多个类别。

参赛团队分为职业组和学生组，入
围作品通过国内外专家联合评审，最终
评选出权威奖项，部分优秀作品将被直
接推荐至国际总赛区角逐全球荣誉。第
六届竞赛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2025年8
月31日。

（主动式建筑）

第六届主动式建筑中国区建筑设计竞赛开赛

6 月 6 日，作为“更持续·新发
展”2025 上海城市更新路演推介活动
暨城市更新研讨会的平行研讨会，“新
质变·更未来”——城市更新技术迭
代与实践创新研讨会在上海西岸美高
梅酒店西岸厅举办。本次活动由上海
市城市更新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 、 新 华 社 上 海 分
社、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主办，由华
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市
更新技术中心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上海中心共同承办。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高级顾
问张振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韦冬、华东建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顾伟
华，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裁沈立东，上海建科咨询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夏冰，华东建
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静瑜，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东建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卫东，华
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建筑师牛斌
等受邀出席本次论坛。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郭建祥作主旨
演讲，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建筑师宿新

宝参加圆桌论坛。
沈立东代表承编单位介绍《上海城

市更新绿皮书——技术指引/指南/标准
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在上海市城市更新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和市住建委组织
指导下编制，旨在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
上海在城市更新标准规范创新方面的推
进情况，并为未来的技术创新和标准规
范优化提出方向和建议。后续将以“上
海城市更新技术中心”平台为依托，携
手各方技术力量，为上海城市更新技术
标准和规范的创新完善共同努力，赋能
上海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更好的技术助
力和支撑。

主旨演讲环节由王卫东主持。郭建
祥以《门户之变——虹桥机场T1航站楼
迭代发展与精细化更新》为主题进行演
讲。郭建祥提出，以航站楼为代表的交
通枢纽片区更新因其特殊的集聚效应成
为影响城市空间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演讲基于虹桥机场 T1 航站楼的更新实
践，积极探索了大型公共枢纽为核心的
城市片区更新发展之路。上海虹桥机场
是我国迄今在用的历史最悠久的民用机
场，经历了多次扩改建，是中国航空建
筑渐进式发展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民航
发展史与城市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演讲回顾了虹桥机场——这座百年机场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在T1航站
楼更新实践中提出“一体枢纽、脱胎换
骨、文脉延续、生态智慧、置换改造、
综合开发”六大设计策略，打造一座兼
顾文脉传承与提质增效的精品航站楼，
其精细化更新更是充分带动了虹桥东片
区的发展，也为其他类型的公共建筑更

新提供了借鉴。
圆桌对话环节由周静瑜主持，邀请

到来自政、产、学、研各界的七位专
家，聚焦“城市更新技术创新与价值创
造”，探讨如何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
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与文
化价值。

上海市住建委标准定额管理处处长
陈雷、上海地产集团总规划师沈果毅、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阮昕、华建
集团上海科技发展分公司总建筑师高文
艳、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建筑师宿新宝、华
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副总建筑师邹勋、上海沪宝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从不同角
度分享了各自在城市更新方面的实践和
研究。

宿新宝指出，城市更新中做好保护
传承与当代需求的平衡，可以聚焦三个

“精”，即“精细化甄别和价值评估，精
准化人员画像和业态定位，精明化规划
和更新设计”，这就涉及到前期的基础研
究、运营策划和业态定位以及具体的设
计工作，这比起传统的建筑设计向前后
都进行了延伸，但正是城市更新项目的
必须。

本次研讨会以技术为纽带、以创新
为共识，从院士、大师、专家的前沿洞
见与行业领袖的实践智慧中，深刻触摸
到城市更新的技术脉搏与未来图景。当
技术迭代与实践创新同频共振，“人民城
市”的底色将愈发鲜亮，可持续发展的
答卷将更加精彩。

（华建集团华东院）

技 术 迭 代 与 实 践 创 新 同 频 共 振

“新质变·更未来”城市更新技术迭代与实践创新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香港城市设计学会会长陈泽斌致辞香港城市设计学会会长陈泽斌致辞

广东广州作为传统的体育强市，一
直致力于推动群众体育事业的建设。广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聚焦“全域融
合、全龄友好、全景适用、全面开放”
的目标，统筹部署，科学谋划，编制

《生活处处皆体育——面向 2025 年全运
会广州千处惠民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积极响应市民群众的
殷切期待，加快推进市民“家门口”体
育设施的建设，以实际行动奋力“拼经
济、保安全、办全运、提品质”。

《规划》以城市山水资源为基础，结
合绿道、碧道、健身道、环山道等慢行
空间，挖潜公园绿地、边角地、公共建
筑首层开敞空间、村庄宅前屋后或田间
树下用地，因地制宜选址新增体育设
施，构建市民群众“下楼即达、出门可
享”的十分钟健身圈。截至目前，全市
已实施建设体育设施运动场所共66处，
48处已建成，18处正在建设。体育设施
类型丰富，包括大型体育公园、社区运
动场地等。此外，作为中国足球改革试
点城市，广州积极响应足球高质量发展
要求，充分挖掘具备条件的闲置地等空
间资源，建设、改造社区足球场，推动
足球运动和足球文化广泛普及。

位于广州绕城高速东侧的黄埔全龄
智能体育公园，利用防护绿地，以全龄
化和智能化为理念，打造功能齐全、设
施完备的生态体育公园，设施涵盖7人
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场、网球场，
以及攀岩、吊环、秋千等活动设施，智
能健身康体设施，跑道及漫步道等，目
前已基本建设完成，将填补周边社区居
民长久以来运动休闲空间匮乏的空白。

例如黄埔瓦壶岗体育口袋公园，原
址是一片荒废绿地，经改造后已摇身一
变成为周边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园

内设有足球场、篮球场等体育运动场
所，并配备儿童活动设施、康乐设施
等。此外，黄埔体育中心北口袋公园充
分利用现状绿地，重新规划空间功能，
增设足球场、儿童游乐设施等，打造融
合多样、充满活力的体育运动乐园。

增城区利用广深高速新塘立交上盖
空间打造的海贝公园，以生态为牵引，
建设成为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空中公园，
目前已完成一期建设并对外开放，配置
超35项休闲健身设施，涵盖足球场、篮
球场等体育场地，致力打造群众“家门
口”的全龄活力健身圈。在白云区益云
科创中心旁刚刚建成的海丝中央公园，
也融入足球场等体育设施以及滑板、“陆
冲”等潮流运动，进一步丰富、扩展全
民健身的承载空间，为城市公共空间注
入新活力。

坐落在海珠区琶洲新村带状绿地中
的运动场，结合潮流元素和街头文化特
色，将昔日老旧的球场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后高标准、高颜值的足球场和篮球
场，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更加安全、舒适
的运动环境。同样，白云金沙洲滨江公
园升级改造现有足球场、篮球场，增设
游 泳 馆 等 设 施 ， 创 新 融 入 “ 文 体 中
心+”理念，打造综合性文体中心新标
杆项目。

惠民体育设施的建设实施，不仅提
升了广州体育基础设施水平，还为全运
会各项赛事的训练、热身等提供了充足
的场地保障。下一步，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将继续以有温度、见实效的举
措，加快推进各项惠民体育设施建设，
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健身场所，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健康生活的
向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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