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15日
星期二

4

本
版
编
辑

杨
莉

校
对

彭
师
德

刘
一

鲍
丽
萍/

绘
制

除了壮观的地上三大建筑，更加富有特色的是，今后在城市副中心这
三座大型文化设施的地下，还将形成约30万平方米，集购物、餐饮、休闲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共享配套设施。三大建筑地下空间的主体结构在年底前
将全部完工。

记者从北投集团了解到，配套设施是三大建筑共享的集交通、商业
等于一体的地下空间，项目位于三大建筑围合区域的地下空间，共有
2层，全部掩映在地上景观公园之下。这里散落着18个出入口及
下沉庭院，广泛引入自然光线，实现与外部公园景观的流畅衔
接，将营造为清新明亮、环境友好的配套设施。

作为三大建筑及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配套设施
和功能补充，该项目集购物消费、餐饮服务、文创
交流、亲子娱乐、共享停车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可满足市民一站式购物服务需求，将
改善本区域商业基础薄弱、配套服务
匮乏的状况。

此外，三大建筑共享配套设施
还接入了 4.9 万平方米的轨道
交通预留工程，未来可实现
M101、M104 两条地铁线
路的连通换乘，市民步
入其中，不仅可以自
由通达图书馆、博
物馆、剧院，还可
以逛商业街、
看电影、坐
地铁。

三大 集体冲刺收尾
在层林尽染的绿心公园内，一幅分外繁忙的施工图景正展现在市民眼前，“粮仓”构造的剧院、形如“赤印”的图书馆、“帆

船”模样的博物馆，正在副中心最具生命力的地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中加速成长。按照计划，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博物馆、
剧院三大建筑将于今年年底基本完工，力争在2023年底前具备开放条件。

日前，记者从各项目部了解到工程最新进展，三大建筑及配套设施工程已集体进入冲刺收尾阶段。目前，北京城
市副中心图书馆的外幕墙已正式完工，即将进入室内装修阶段；博物馆项目已完成机电工程的70%以上；剧院工程

正在积极推进室内装修；三大建筑地下空间的主体结构在年底前将全部完工。
副中心三大建筑与行政办公区隔大运河相望，是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心”规划格局的重要

组成部分。明年，这里将成为集文化体验、共享交流、演艺演出、展览展示、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活力
组团，进一步满足市民文化休闲需求。

本报记者 赵鹏 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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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中，正热火朝天施工的首都博
物馆东馆（大运河博物馆）让这里尽显勃勃生机。

沿着一条古朴的木栈道蜿蜒曲行拾级而上，市民就
能便捷地抵达这处博物馆。“航行”在这座公园的“森林
海洋”中，这艘“运河之舟”将为市民带来古运河图景中
的船、帆、水三大元素。

首都博物馆东馆又名大运河博物馆，它由“主楼”和
“市民共享大厅”两栋单体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9.97万
平方米，它的“帆船”造型已经在市民眼前完美亮相。其
南侧形似巨帆高高扬起，北侧形如船只，这座坚实厚
重的方舟也描绘出一幅运河图景。两组建筑之间设
有一条水街，观众穿行其间，透过玻璃幕墙即可清晰
地看到博物馆内部。而这条水街在夜间也可以开放，
将整个区域打造为一座“永不落幕的博物馆”。在不
久后，这里将集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科学研究、社
会教育、文保修复等功能于一体，据估算，未来其日接待
量可达6000人次。

眼下，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的400多名工程
建设者正在日夜奋战，全力施工，目前已完成机电工程
的70%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普通建筑与地基间都是混凝土的硬
连接，而这座博物馆却在二者间加入了约 1.2米的弹性
隔震垫，基本确保了文物即便遇到高烈度地震也能转危
为安。

这得益于首都博物馆东馆被定位为智慧型综合博
物馆，由于北京地处地震设防区，为降低可能发生的地
震对馆藏文物的影响，博物馆结构设计方案按照罕遇地
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采用先进的隔震技术，通过对建
筑物的上部和基础之间加设隔震垫进行减震设计，满布
在结构柱上的242个隔震支座，将博物馆上部结构和下
部基础分离开。

这一抗震设计让博物馆最大水平位移变形可达到
1.2米，并可消减约七成地震力，最大程度保证了建筑主
体结构、室内重要设施和文物的安全，就像把文物装进
保险箱一样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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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物馆——“运河之舟”

方舟水街打造“永不落幕的博物馆” 3
俗话说“先有大运河，再有北京城”，从一千多年前开凿京

杭大运河开始，漕运文化便成为通州最重要的历史文脉。三
大建筑毗邻大运河畔，在规划中自然少不了围绕中国传统文
化和大运河元素进行设计。其中，剧院的设计理念就源于通
州古粮仓和运送物资的船舶。其建筑面积约12.53万平方米，
高度为49.5米，外立面选取帆船为设计元素，形成动感活力的
屋顶轮廓线。建筑内部，音乐厅、歌剧院和戏剧院被设计成表
演艺术的三座“文化容器”，让艺术在此生根。

目前，剧院工程正在积极推进室内装修。“戏剧院观众席
约1000座，观众台空间与舞台工艺设计将带给艺术家们更多
的想象和创作空间，建成后能够满足所有戏曲和话剧、舞剧等
古典与现代剧目演出需求，设备的先进性有利于舞台艺术推
陈出新。”北京建工城市副中心剧院项目技术总工付雅娣介
绍，戏剧场的舞台机械是目前国内功能最全、最先进的一台鼓
筒式转台，直径 16米的鼓筒转台设置于主舞台中央，可满足
大型场景旋转切换的使用需求。舞台设备种类繁多，台下设
备配置有乐池升降台、转台、演员升降小车等，台上设备配置
有字幕屏吊机、大幕机、假台口、灯光桥、运景吊机、流动灯光
车等，鼓筒转台上面还设有五块不同规格尺寸的双层升降台，
演员或道具能从台仓下的通道被运送至舞台面，以此完成不
同的演出。

在建筑设计中，剧院建筑比其他普通建筑要复杂很多，除
了舞台专用设备，还有建筑声学对精装设计、材料和设备噪音
的苛刻要求。据了解，从规划设计初期开始，声学设计的考量
就被包括其中，目前，比利时卡尔声学设计事务所和上海华东
建筑设计院声学所两支国内外顶尖团队共同参与剧院的声学
设计，根据各厅堂的不同使用需求，对空间形状、吸声、反声材
料，以及面积等进行全面考量。““例如剧院的钢屋盖例如剧院的钢屋盖，，就就设计成
大跨度单脊双曲面造型，呈现网状反拱姿态，最大单脊梁空间
尺度约155米，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付雅娣介绍，剧院内
外部空间均呈现出大跨度、高凌空的特点，且为复杂的“楼中
楼”结构，如此设计也是为了能够起到良好的隔声和隔振功
能，使得剧院建成后，满足国际顶级剧目的演出要求。

剧院——“文化粮仓”

世界罕见“楼中楼”奉上视听飨宴 配套设施

逛街、看电影、坐地铁 三大建筑自由通达

图书馆——“森林书苑”

超高玻璃幕墙收尾 营造阅读新体验

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由中国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城市副中心图书馆，
正以极富设计感的建筑形态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拔地而起。矗立的银杏树状结
构支撑起知识的空间，一枚枚银杏叶屋盖汇成赤色方正的人文印章。目前，北
京城市副中心图书馆的外幕墙工程刚刚正式完工。中铁建工集团的匠心精
筑，为千年运河文化着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银杏林一般的 144根树状立柱矗立在“山谷”中，令人宛如置身森林秘
境；屋顶以银杏叶片为灵感，144片形状各异的银杏叶构成的“森林伞盖”支
撑起图书馆巨大的屋顶……从高空俯瞰，有着“森林书苑”之称的城市副
中心图书馆恰似一枚玉玺印章，以极富设计感的方正、赤色建筑形态，在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拔地而起。

这座“书山智库”被誉为城市副中心的三大地标之一，这枚“印章”已
烙印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画卷之上。高达15.05米的玻璃幕墙围护结构
为图书馆室内引入极佳的采光与景观视野，同时模糊了建筑的边界感，
为读者营造建筑包裹于自然的场景体验。

步入施工现场，一幅“临山间、于树下、勤阅览”的写意画卷徐徐展
现眼前。工人正在进行“银杏”树干内部样板的装饰装修施工，立体感
十足且均匀柔和的灯带仿佛一条银河自天上倾泻而来。中铁建工城市
副中心图书馆项目总工王国鹏说，项目即将进入室内装修阶段，如何让
144根银杏树干更加富有“生机”，是当前建设中的一大研究重点。中铁
建工反复推敲每个细节，尝试在树干的玻璃纤维加强石膏板中安装灯
带，营造类似阳光从银杏叶缝隙透下来的感觉。

未来，当读者踏入图书馆，一幅“山谷门厅”的景致将率先映入眼
帘。层叠错落的阶梯式构造，包含了充足的阅读与藏书空间，宛如一片壮
观的山谷景观。而每棵“银杏树”都是建筑技术系统的重要组成，承担了气

候控制、照明、声学舒适以及雨水处理等多重功能。
这座图书馆不仅是阅读场所，更是极具亲和力的公共开放空间。为了

营造“透明书苑”的观感，与森林景观融为一体，图书馆采用高度方向无分格
的超高玻璃幕墙，由276块巨幕玻璃围绕而成，最大限度提升了采光能力，读者

坐在明亮的图书阅览区仿佛置身于森林环抱之中。
“副中心图书馆采用国内首个自承重式互为支撑结构形式的玻璃幕墙。276

块玻璃及陶板组成外立面，南北立面主出入口的单片玻璃高 15.05米、宽 2.5米、自
重11.5吨，创造了最大规格尺寸、最重玻璃板块、最新互为肋玻璃支撑结构形式三项

国内‘幕墙之最’。”中铁建工相关负责人说。
中铁建工这位负责人介绍，城市副中心图书馆致力于打造最高标准的绿色建筑。图

书馆屋顶金属装饰板和采光顶玻璃相结合，自然光可直接照射到图书馆大厅，极大降低建
筑物日间照明所需用电量，同时调光技术保证读者不会感到光线刺眼。这座图书馆屋顶还设

有光伏玻璃及发电系统，年发电量在23万千瓦时左右，相比同类型公共建筑全年可降低能耗约
8%，减碳比例约33%。

在自然里邂逅灵感，于人文中畅游书海。临山间、于树下，这座“书山智库”离上岗的日子
越来越近。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 常鸣常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