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杏叶”可年发电约25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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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森林伞盖”
144棵银杏树

本报记者 赵鹏

一片片宛如“银杏叶”的“森林伞盖”撑起
了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之一的北京城市图
书馆，让这座“森林书苑”的诞生如同梦境般照进
现实，既与自然和谐又与环境共生，更为副中心这座
历史悠远而又充满活力的千年之城增添了文化底蕴
与科技魅力。

超级工程的“超级”之处，往往在于其伴随着众
多不为人知的“硬核科技”。记者近日获悉，GRC（玻
璃纤维增强混凝土）包柱系统、太阳能薄膜光伏系
统、抗震三向转动铰支座，乃至椭圆形银杏树身
GRC 柱腔体内承载的机电、消防等诸多功能性系
统，让北京城市图书馆在建设时从重重技术难关中
胜利突围，成为国内外的首批“吃螃蟹”者。

北京城市图书馆不仅是坐落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的一
座“书山智库”，更是一处“智慧工程”。它集知识传播、城市智
库、学习共享等功能于一体，定位为现代化的大型省级公共图
书馆，其核心功能包括藏借阅一体化、多媒体体验、素质培训
等多方面，未来将与首都图书馆形成功能互补、共同发展的新
格局，有利于发挥首都文化风向标作用、盘活北京文化资源、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广大市民的各种文化需求。

文杏裁梁，香茅结宇。今后，读者走进这座被誉为副中心
新地标的神奇图书馆，可以漫步于 144棵“银杏树”中，随室内
空间的连绵起伏融入其中，感受中铁建工集团以“雕刻场所”
概念，塑造出的两组山体形态般的建筑魅力。

这矗立的银杏树状结构支撑起知识的空间，一片片银杏
叶状的屋盖，为千年运河文化添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中铁
建工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丁建军介绍，空中俯瞰，这一枚枚银
杏叶状的屋盖组合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赤印”。这
枚端庄的印章，烙印在城市绿心的精美画卷之上，既模糊了建
筑的边界感，又营造出建筑包裹于自然场景内的别致体验。

而且，当读者在这座“书山智库”的“文化海洋”中徜徉时，正
是宛如“银杏叶”的“森林伞盖”屋顶设计，将森林景观与图书阅览
区融为一体，为人们带来“临山间、于树下、勤阅览”的沉浸式阅读
体验，整体环境富有变化又浑然一体。身处“密林”中，手捧书卷
抬头仰望的那一刻，片片银杏叶便会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这项超级工程的背后，则是北投集团、中铁建工和中建
深装潜心攻坚克难所带来的种种自研创新。

绿色不仅是副中心最亮丽的底色，更是北京城市图书馆
建设中坚守的底线。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三大建筑项目
部总经理陈宏达解密了图书馆中的“隐藏式设计”。

这座图书馆专门引入了光伏发电等新型清洁能源，作为传
统能源系统的补充。在优先供应自身用电的同时，其多余电量还
能直接并入国家电网，实现“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创新模式。

“图书馆结合自身‘银杏叶’状屋盖组合的设计风格，在每
组‘树冠’中间的天窗上，都安装了8组太阳能薄膜光伏系统，
铺设面积达960平方米。”陈宏达表示，初步测算显示，
图书馆项目光伏玻璃的装机量为 160 千
瓦，年发电量约25万度。

水气声光玄机嵌身“银杏树”

走进这座图书馆，内部呈现出“山谷门厅”的新奇景
致，层叠错落的阶梯式构造，包含了充足的阅读与藏书
空间，宛如一幅壮观的山林秘境。由 144棵“银杏树”构
成的“森林伞盖”从“山谷”中拔地而起，撑起了图书馆巨
大的屋顶，让身处馆内任何一个角落的读者，都能享受
到“山间树下”的独特阅览体验。

“银杏树”的创意令人拍手称奇，其施工构造也饱含
巧思，“银杏树”整体删繁就简，包括了室外“银杏树”的
GRC（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包柱系统、“银杏叶”铝板
叶片吊顶系统以及檐口曲面铝板系统，三大系统错落分
布又相互关联。所谓“银杏叶”指的就是其GRC柱的顶
部造型，一片片的铝板叶片层层堆叠，将GRC造型铺盖
包裹起来，超大曲面板则镶嵌于叶片边部，勾勒出了“银
杏叶”的曲线美。

假如将室外“银杏树”GRC包柱系统抽丝剥茧立体
呈现，您会更清晰地看到其间别有乾坤。其室外柱采用
了15毫米的GRC外饰板，柱身则采用3块单曲GRC板
挂接拼装成椭圆形的树身，柱头为异形双曲造型板。“不
仅如此，GRC柱的腔体内还承载着机电系统、消防水系
统、强弱电管线等诸多功能性系统，所有线管随柱身直
通地下，在内有玄机的同时也确保了外立面的整洁美
观。”中建深装的相关设计负责人杨英道出了“银杏树”
系统的秘密。

“这里最终呈现出的每一棵‘银杏树’，其实都是图
书馆建筑技术系统的重要组成。它们不仅承担了温湿
度气候控制、照明等功能，还兼具了声学舒适度和雨水
处理等更多功能。”丁建军进一步表示。

层层堆叠的“银杏叶”设计中也暗藏玄机。图书馆
顶部铝板吊顶系统采用4毫米厚氟碳喷涂铝单板，每个
叶片由多块铝板密拼插接而成，最
大面板为 7米×5米的规格，在外观
上展示出仿生叶片的丝丝脉络。
该系统同样采用装配式施工，铝板
与钢骨架在现场集中组装，最后进
行整体吊装。“大量叶片最终形成
诸多外饰形状迥异的组合，图书馆
整个吊顶区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
两个装配组件，这也是背后繁重设
计所最终展示出的喜人成果。”杨
英说。

144棵“银杏林”可抗大地震

由于北京属于地震高烈度区，确保建筑安全也成为了这座图书馆建造中
的重要考量因素。为了“治未病”，该图书馆从兴建之初就采用了多项超前技
术，各种减震、抗震、隔震设计也终于撑起了这座与众不同的图书馆。

在 144棵“银杏树”中，每个单元均包含 1片“银杏树”造型的钢柱，以及与
柱顶相连的方形屋面梁区域。每棵“树”形柱都是标准化构件，高度约为20米，
截面形式均为特殊的异形钢管。其截面最小边长仅为 550毫米，板厚为 25至
60毫米。根据钢柱受力特点，这144棵“银杏树”分为两大类，即抗侧力为主的
钢柱和抗竖向力为主的钢柱。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钢柱的刚度，施工方还设置了10道水平屈曲约束支撑
（BRB），进一步提高了屋盖系统的侧向刚度，也在减小屋面水平变形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使得屋面的水平变形得以被控制在 42毫米左右。换言之，BRB
体系可以较好地发挥出其“保险丝”的作用，使得这些钢柱能够满足在小震、中
震、大震等不同作用下的承载力要求。而这一创新工法对于降低自承重幕墙
系统的设计难度和造价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考虑到扭转中心位置的竖向构件，施工方还在相关钢柱下端设
置了三向转动的铰支座，以便有效释放地震时产生的扭矩，避免竖向构件及其
相连结构在地震发生时出现扭转破坏。

未来，当您步入这座“森林书苑”，可见顶部茂密的叶片伞盖相互交叠，蜿
蜒流畅的峰谷结构将森林景观与阅览区融为一体，柔和的阳光洒在起伏错落
的座位上，形成一处极具亲和力的公共开放空间。

在各种创新工法与技术的悉心呵护下，北京城市图书馆悄然“长大”。据
了解，该项目预计8月底实现完工。到今年年底，它将初步具备开放条件，化身
为市民高品质文化休闲的打卡新“圣地”。届时，这里的读者日接待量有望达
到5000至8000人次，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省级公共图书馆。

本版摄影 常鸣

图书馆内部图书馆内部，，““森林伞盖森林伞盖””拔地而起拔地而起。。

““森林书苑森林书苑””既与环境共生既与环境共生，，又彰显科技魅力又彰显科技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