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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长寿区科技与文化中心的设计，从建筑空间、功能布局和形

象创造三方面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建筑设计应与环境有机结合。
 

关键词：建筑设计   地形与自然环境   形式与功能 
 

中图分类号：TU242.4                 文献标识码：A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科技与文化中心位于长寿区市政广场西南侧，北邻

区行政办公中心，与税务办公大楼遥相呼应，三者呈“品”字形布局，形成以

行政办公大楼为中心，围合市政广场的左翼，是行政中心中轴上一组重要的建

筑，其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结合地形的特定性格，处理好建筑与环境、地形

的关系尤为重要。既要按其自身功能的需要，演绎出不同的造型，形成自身独

特的风格，又要与行政中心大楼，市政广场共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的空

间关系作为设计的出发点。 

1  城市空间的环境表达 

建筑总体以空间环境设计为重点，突出建筑与城市的空间关系，着眼与建

筑与自然地形相结合，表达建筑与城市的对话，地形与自然环境是建筑设计的

最大潜在力。在本方案中通过对地域自然条件，场地环境的理性分析，对应其

独特的周边环境，使建筑与环境相互渗透融合，建筑与自然地形相互依托，共

同创造深具感染力，充满蓬勃活力，富于变幻的空间序列，见图1。 



图1  科技文化中心主入口 

长寿区科技与文化中心是一座以1200座中型会堂为核心，兼设博物馆、陈

列馆、青少年活动中心、若干中小会议室及职工餐厅等配套服务设施多种功能

的综合性文化设施。1200座会堂除满足区人大会议之需还兼有演出、放映等观

演功能。总建筑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建筑层数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单体建筑

最高为26.3米，属一级多层建筑。科技文化中心平时作为青少年活动用，人大

会议期间，是以长寿区人大、政协等政府部门召开大型政务会议为主要服务对

象，与行政中心相邻，使用方便。 

秉承尊重自然，挖掘基地所处的特殊位置，诠释与城市的对话。建筑西北

侧为行政办公中心，东南侧为中央景观大道及中心广场，其余两侧由规划道路

围合成的不规则梯形地块。基地内自然地面南低北高，现状高差为7.0M，西高

东低，高差为4.0M。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高差，减少土石方，结合基地条

件和内部功能进行空间布局与建筑，体现经济适用美观的建筑设计方针，成为

设计的出发点及遵循的原则。 

宽广的市民广场具有公众性与开放性，行政办公中的独特的造型传达着庄

严与祥和气度，作为这一有序空间延续的科技与文化中心，通过准确合理的建

筑功能定位和顺畅通达的空间流线，向使用者和大众表现其自然纯朴的风貌。

空间组合充分考虑了行政办公中心，广场及中央景观大道的有机结合，体量组

合突出了一心一线，即沿观演大厅的一条横轴线及西北侧青少年活动中心围合

的内庭院，利用基地的自然高关差，顺应等高线走向布局，采用分散与集中相

结合的布局方式，建筑总体依地势布置，分为三个区域：观演（会议）区，陈

列展览区、青少年活动区，三者围合成三角形内庭院。会议区置于地块东端，

并自成一区；与其垂直的西端布置展览，陈列、博物馆。三角形斜边部位是青

少年活动中心。如此布局功能明确，动静分明，特色鲜明，形象突出。空间意

趣，就在庭院部分，使建筑与自然之间相融合，此中有彼。舒适宜人的庭院空

间相互渗透，共享有序。交通组织，交往，休息娱乐均在其中。 

2  功能布局 



图2  观众厅内景 

观演会议区是功能体块中主要的部分，尤其1200座会堂，在体量上占据科

技文化中心的核心部位。其池座设800座，楼座为400座。设计将大会堂置于地

块的东侧，观众入口设于北侧。入口处设有较大的绿地广场，为举行大会及观

演时人员集散留出余地。集散广场主要强调对人流引导和庄重大气的空间氛

围，塑造一种富于变幻，促进交流的空间场所，也成为连接行政中心市政广场

的一个过渡区域，两者遥相呼应，形成了行政办公建筑的开放、透明的形象。

在行进过程中可远眺市政广场逐级步入室内，是空间局部跨两层的开放又不失

庄重的主门厅，主门厅是会堂交通枢纽所在，可步入池座，也可沿厅内主楼梯

至楼座。而散场人流通过会堂内横走道两侧的门可至内庭院，沿四个方向道路

迅速疏散，不会造成人流拥挤。大会堂轴线长约85米，所跨地形自然高差近7

M，设计中为了土方量最省充分考虑了地形因素。地块的南端设青少年活动之辅



助入口及道具入口，舞台后部三、四层为少儿活动的琴房，纵轴由北至南分别

设置主门厅、观众厅、主舞台、侧台、后台化妆间。后部的设备用房及车库，

相对于入口地面是半地下赛室。及至观众厅，横走道前观众座均顺等高线逐排

升高，中走道后随着“C”值增加高差也随之增大。观众厅板面下有效空间均被

利用作为库房、车库。由此地形沿轴线方向的自然高差被消化在其中。沿地块

西北侧道路及地形高差变化大，入口多（如进入内庭院的消防车道、青少年活

动中心入口，职工餐厅及厨房入口），设计时均通过调整室内外高差的方式作

处理，或用坡道、踏步、台阶调整，局部高差较大处用堡坎隔开。如此处理，

满足了不同功能的需要，顺应了外部道路的坡向。食堂等辅助部分设于主楼与

文化种技中心之间，全体人员使用。厨房的后勤出人口设于后部，既隐蔽又便

于货物的运输。展览陈列中心设于西北侧，独立设出入口，有力地烘托了主

楼。
 

3  具有个性的建筑形象创造
 

恰当地表现建筑物的性格，是建筑造型的根本。内容决定形式，建筑物不

同的功能要求，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科技文化中心建筑造型是作

为文化和技术综合发展的象征而存在的。文化性是其建筑形象的本质特征，故

在造型设计中我们采用了多方面的手法，表现其文化的性格，努力表现它是一

个群众性的“文化中心”的这一特征。此外，从环境分析着手，抓住环境的特

征，针对建筑环境所赋予的特殊矛盾，用特殊手法处理，这自然就有了它的特

点，从而形成它的个性。会堂建筑的入口采用四根柱子支撑，曲面形的大雨

蓬，两边出挑，空间高大，气魄宏伟。主门厅、休息廊处用点幕墙，使建筑玲

珑剔透、细致严谨。大跨度的观众厅，采用网架结构。而主舞台，主门厅则采

用井字梁。外形简洁，但又富有变化。观众厅楼座挑台则大胆地采用一根高2米

的预应大梁，挑台呈马碲形出挑，结合厅内的面光天桥、耳光、室内效果极富



韵律感（见图2）。总之，建筑造型充分地表现了空间组合的特点，其艺术处理

完全与建筑功能、结构、材料等密切结合起来，并与内部空间和谐一致，造型

在功能和结构合理的基础上，各要素巧妙结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完整统

一效果，建立起了体量上的秩序感，创造了一个使人振奋，赋有活力美的建

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