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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容器与 巨型风景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设计实践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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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会展中心作为基础设施节点 ， 规模庞大 、

效率至上 ， 且形成独立的城市地景 。 长沙 国际会展 中

心从选址 ． 用地到 总体 布局 ． 都 有不同凡响 的尺度 ．

因 此需要相应 的设计策略 。 文章在此基础上聚焦展馆 ，

作为会展 中心的核心建筑 ， 它是
一

个容纳即 时性 、 动

态 性 ， 多样性展 示功能的超级容器 ， 其中 发生的事件

决定 了其平面和空 间形 态 。 基于上述功能特性 ． 长沙

国际会展 中心通过 简单 的逻辑建构 ， 形成了 灵动的空

间 ． 丰 富的立面表情和独特 的整体 意象 。

关键词基础设施节点 ．

？ 尺 度 ； 容器 ； 建构 ；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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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入 口 整体半鸟瞰

２ ． 长沙国 际会展 中心用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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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建成后的总体鸟 瞰

＋ 与上海陆家嘴 ． 纽约曼哈顿中心区 建筑尺度对比

５ ． 采 用梳式布局的典型案 例 ： 米兰 国际会展中心 ． 意大利里米尼

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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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节点

由早期
＂

集市
＂

＂

商 品展销会 建筑
＂

＂

世界博览会

建筑
＂

发展起来 的当 代大 型会展 中心 ． 于 ２０ 世 纪初

开始发展成为 固 定的实体 ． 包括可供 展览使 用的场地

和建筑空间 。 同 时 ． 其功能也从纯粹商 品展 示的橱窗 ，

转变为交换信息与联系方式的论坛 。 虽然当 下我们可

以使用各种高科技方式 ． 进行物 品电子化 的展示 和信

息交换 ． 但互联 网可 以取代的仅仅是现场 买卖展 览样

品这类活动 ． 而潜在购买者触摸 ． 试用商品的基 本需

求 ，

以及由 此衍生的交换信息 、 分享 思想 、 面对面谈

判等商业活动 ． 仍无法被网络替代 。
这些 需求使 展览

建筑除了 基本的展陈空 间外 ． 还需提供额外 的附属设

施 ． 如会议 ． 接待 、 洽谈 ． 餐饮等 ［

｜

］
８

＿

９

。

无疑 ， 会展中心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具 有巨大的

潜在推动力 量 。 因此 ， 各地方政府普遍加 大相应 的投

资 ， 形成了 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 ， 都希望巩固现有展

会 ． 并引 入新的大型展会 。 因此 ． 建筑的规模和其在

城市中的地位被不断提升 。

鉴于大型会展 中心在城市 中 的经济 角 色和重要地

位 ， 我们认为其有别于那些具有
一

般展览 、 展示功能

的文化建筑 ． 比如博物馆 ． 美术馆等 。 它应 归属于基

础设施节点建筑的范畴 ． 在城市 中 的角色 与地位更接

近机场 、 火车站 、 大型客轮码头及其他交通换乘站 。

这些大型基础设施节点与单纯 的建筑单体或 群体

设计项 目相 比 ． 具 有较大 的不同 ．

＂

它们 对现有城市

结构和未来城市进化具有延绵的硬性推动 作用和软性

附加价值
”

ｐ ］

． 是转 化和提升城市结构的核心触 媒 ，

对推动周边区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 的积极作用 。
它

们通常体量庞大 ． 且 自成体 系 ． 它们 不顾 既有的城市

肌理 ， 造成尺度观念的模糊化 ， 成 为 当代 建成环境中

的隐形边界 ． 形成独特的城市地景和人工化地表
［
３

］

。

２ 尺度

在设计 中 ． 我们 认识 到 ． 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因其

特殊选址和超大用地等方面而表现出 上述特点 。 会展

用地 的选 址极 为谨 慎 ． 其 中 的关键 因 素 包括
＂

大小

适 当 的场 地是 否可 用
＂

以 及
＂

是否有 良好 的对 外交

通
＂

——包括机动车快速 通路及轨道交通
１

ｎ
２
８
８

。 经过

大量调研 ． 初步选址于黄黎组团 浏阳河东岸 。 在投标

和方案修改过程 中 ．

又因 场地 的规整性及用地规模等

原因 而两 易其地 。 最终将选址 确定为中轴景观带 （ 同

时也是两条地铁线路 穿越 的位置 ） 以南 ， 隔浏阳河与

武广高铁长沙南站相 望 。 未来该片区将成为集展览 中

心 、 会议 中心 、 商务 中心 ． 购物中心 、 娱乐 中 心和接

待 中心于一体 的复合 功能 区 ， 构成城市 的副 中心 ［
４

］

。

作为 这
一片 区第

一

个启动 的大型民用项 目 ． 其定位的

重要性毋庸置疑 ：

它是高铁会展新城的核心建筑 ， 是

长沙提升城市形象 、 完善城市 功能 ． 打造城市名片的

重要标志 。 因此 ，

一

个相应 的尺度与体量对于本设计

有着最直接 的意义 。

会 展 中 心总 建 筑面积 ４４ ．５ 万 ｍ
２

，

其 中 地上 约

为 ３ １ ． ４ 万 ｍ
２

，

地 下 约 为 １ ３ ． １ 万 ｍ
２

。 总 用 地 面 积

５３ｈ ｍ
２

． 场地 相对 规整方正 ， 东西 方 向短 边尺 寸为

５６８ｍ
？

６７０ｍ
，

南北方 向长边 尺寸达到 ８２０ｍ
。
超常

的规模与宽 阔的用地 ， 带 来了脱离于周边城市肌理的

尺度——在周边片 区的卫星地 图上不难 发现 ， 整体尺

度上可 以与之抗衡 的建筑物 唯有长沙南站 。 作为进一

步比较 ． 我们把本用地 的轮廓放置于同 比例的城市 中

心区 ， 可 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其 与 日 常城市建筑在尺度

上的差距 。

超大尺度 用地 自 然会带 着强烈的视觉冲击 ． 但也

带来相应 的问题 。

一 是脱 离人体基本尺度的空间 易带

来疏 离感 ． 二是 超长的人 行流线使 参观者疲 惫不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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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概况

项 ｇ 名称 ： 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

项 目 地点 ： 湖南长沙

项 目 功能 会展建筑

基地面积 ：

５３ｈｍ
２

建筑规模 （ 面积 ） ：

４４ ． ５ 万 ｍ
２

设计 ／ 建成时间 ： ２０ １ ３ 年 ／２０ Ｉ ６ 年 （

一

期 ）

项 目 负责人 曾群 （ 建筑 ） ． 丁洁民 （ 结构 ）

建 筑团队 ： 文小琴 ． 陈康诠 ． 刘健 ． 杨灵运 ． 方尔 清 ． 熊 志丹 ．

王 国宇 ． 于 潇 ． 姚晟华 ． 韩佩蔷 ． 邢佳蓓 ． 张拓 ． 熊子超 ．

杨旭

结构团队 ： 万月荣 ． 张峥 许晓梁 ． 程浩 ． 洪 文 明 ． 周旋 ． 李璐 ．

肖 阳 ． 李冰 ． 金 良 ． 江昊 ． 钟毓仁 ． 李振 国 ． 耿柳珣 ． 黄桥

平 ． 陈 星 ． 周胤卓 ． 杨杰 ． 戴 嘉琦 张一

给排水 团队 ： 杜文华 ． 施锦岳 ． 王文清 ． 谢骏 ． 黄志东

三是无序的空间组织不利于参 观者 辨别方位 。 因此 ．

在具体设计过程中 ． 我们尽可能有针对性地避免这些

问题 的产生 ． 将巨 大的尺度化解 ． 通过合理的 总体 布

局 、 简化建筑群落 ，

提供可 以理解的近人尺度 ， 从 而

打造
一座能令参观者快速 、 便捷地穿梭于室 内外不同

展台的会展建筑 。

设计者首先研究了 当代大型会展建筑中最普遍采

用 的梳 式布局 ．

即 各个单元式展厅单元沿
一

条轴线两

侧排列 ． 单元式展厅之间 留有货运通道 ． 因此从总平

面上看 ． 展厅之 间留 有
一 定宽度 的

＂

缝隙 形同梳子 。

该布局观展流线简洁明 晰 ． 货运流线围绕建筑外围布

置 ， 与观众流线在平面上不 交叉 ， 并且通过 管理 ． 可

实现多个展会 同时进行 ．

互不影响 ． 优点十分 明显 ＇

但通过有针对性的分析 发现 ， 本项 目 的方正用地

并不直接适用梳式布局 ． 否则会带来建筑群落用地效

率低 ． 室外展场过远等问 题 。 因此设计将梳式布局进

行适当 变 形 ． 中央轴线一分为 二 ． 向两侧平移 ． 形成

围合式对称布局 ？
值得一提的 是 ． 和通常 意义的对称

建筑群落关注的庄严性 、 礼仪性出发点不同 ， 此布局

纯粹是大尺度用地下效率至上的结果 。

用地东西各布置 ６ 个大型展馆 ， 为规避一个主登

录厅带来 的流线过长 问题 ． 南北两侧各设置
一

个登 录

厅 ． 并且根据其在城市 中所处位置 ． 在功能上有不同

侧重 。
北登录厅紧邻地铁 ， 除 了基本的登录 ． 会议 之

外 ， 还设置 了
一

个超大型 ２０００ｍ
２

宴会厅 、

一

个 大

型中 餐厅 ： 而南登录厅则在基本需求外 ． 安排了 较多

强电团 队 ： 包顺强 ． 陈水 顺 ， 武攀 ， 周程里 ． 张逸 峰 ． 徐建栋

弱电团 队 ： 包顺强 ． 唐平 ． 施国平 ．

王瑛

暖通 团队 ： 刘毅 ． 周谨 ． 朱伟 昌 ． 张华 ． 刘松

业主 ： 湖南长沙会展中心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图片整理 ： 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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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主办公空 间和其他小型设施 。 对于这种规模 的会

展 中心 ， 经统计极端高峰情况单 曰人流量达到 １ ５
￣

２０

万人次 ， 因 此两个登录厅都后退道路近 １ 〇〇ｍ
．

形成

外部等候 ． 集散广场 ，

解决人流集聚带来的种种问题 。

同时 ． 会展中心在 曰 常使用 中 ． 大都只有部分展厅进

行展览 ， 两个登录厅后退 ． 更大大缩短了 其到展馆 间

人行 的距离
Ｗ

。

１ ２ 个展馆内 侧通过两条 １ ２ｍ 宽的会展长 廊串联

组织
，

长廊 中底层及局部二层设 置附属 的洽谈 ． 快餐 ．

咖啡 、 便利店 ． 银 行等小型配套设 施 ． 为参展人员提

供就近服务 。 而登录厅 ． 连廊 ． 展 馆共同 围合的 庭院

作为 室外展场 ， 展品直接展示于两侧连廊 中的参观者

眼前 ．

展示效果直接 ．

便捷可达 ： 且相对于梳式体系

通廊两侧 设置相 同 的展馆 ． 单侧展 馆 ＋ 单侧室外 展

场的 设计更加强了 步行交通的辨识指引性 。 考虑到长

沙的气候特征 ． 展会开展时间 通常会避开最炎热的夏

季和寒冷的冬季 。 从参观者的舒适度出发 ． 并综合考

虑后期运营成本 ． 会展长廊采用半开放式 ． 通过带遮

阳的玻璃顶棚保证其全 天候使用 。

约占 会展中心地上建筑面积 ５％ 的会展连廊 ． 是

整个建筑中使 用率最高的场所 ．

其空间感受决定 了参

观者对整个会展 中心的尺度印象 。 因此连廊中 的建筑

体 量和细部设 计都尽 量小尺度化 ． 与人的身体 直接

关 系 。 长廊全长 ６７５ｍ
， 为 了减小大量人流聚 集时的

压迫感 ． 连廊顶部高度 为 １ ２ｍ
。 在保证通达 ． 指 引 、

视 觉连贯的 前提下 ， 设计在靠近每 组场馆的 局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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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建筑 ， 此外有若干
＂

服务盒子
＂

悬挑于室外展场

一侧
． 并利用天桥与主体建筑相连 ， 有效化解了 通高 ．

超长路径 的大尺度感 受 ． 带来了 丰富的行进体验 ． 其

两侧景象 以步移景异 的方式逐渐呈现 。

１ ２ 个展 馆的外 围为 会展环路 ， 连 接展馆 间 的 货

运装卸区 ． 除 了解决常规展馆布展 ． 撤展外 ，

货车还

可穿过两组展馆间 ３６ｍ 宽室外装卸通道 ， 进入中 央

展场 。 简洁高效的组织方式 ， 妥善地处理 了各个功能

之间的关系 。

３ 容器

会展中心作 为
一

个超级综合体 ， 虽然会议 、 洽谈

等配套功能的作用 曰益增大 ， 标准展馆仍是整个会展

中心最核心 的功能

＂

建筑 同 时是 空间 、 事件 和运动 ，

我们对建筑的

观念取决于建筑中发生的活动 ， 空间在事件中转化

伯纳德
？

屈米关于建筑 中事件决定空间 的论述与展馆

形式的发展极为 吻合 ＾ ８
１

。

如 則 文所述 ． 会 展中心 由 商品 展销会发展而 来 ．

其中 的展 品涉及文化 、 科技和产业 的各个方面 ． 展 品

尺寸千差万别 ， 小到零售业中 的 日 常用品 ， 大至重型

机械 、 飞机 、 轮船 ， 展示方式也 由基本 的实物展 示 ．

拓展 为包括声 、 光 、 电
一

体的电子展 示。 近期 ． 会展

场馆还逐渐成为 大型体育赛事 、 政治娱乐活动的举办

场所 。 展馆成为 承载 这些丰富多 变 的展示活动的
‘

容

器 其间 发生的事件具有 即 时性 、 动态性 ． 多样性



１ ３６时代建筑 
Ｔｉ ｍｅ ＋Ａｒ ｃｈ ｉｔｅｃｔ ｕｒｅ２０  丨 ９／２

特征 。 在这些需求下 ． 单个展馆平面形态越来越简洁 ．

以长方形 为主 ． 平面尺度呈现越来越大 的趋势 ． 其最

终尺寸受制于消防允许 的逃生距离和单个场馆的防火

分 区面积 。 因 多层展馆 的底层不能采用单跨建筑结构 ．

上面楼层地面承载低 、 布展货运及人流疏散不利 ． 展

馆最好 为单层无柱空间
——这也是最初建议业主扩大

项 目 用地规模的主要原 因——避免设置类似于投标阶

段 的双层展厅 。 展厅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举办

活动的类型 ， 虽然似乎只有少数游艇 、 重型机械类展

品才需要足够大的净高空间 ， 但提供足够净空高度的

会展 中心具有更大 的布展灵活性 ． 也就具有 了更大的

竞争力 ． 因此高大无柱空间成为展馆发展的趋势和首

要选择 。

我们综合了 国 内外大量展览 中心展馆规模及展览

需求 ． 分析 比较后发现 ， 除了 少数超大型博览中心的

单个展 馆面积超过 ３ 万 ｍ
２

外 ． 大 多数展馆面 积都在

１

．５ 万 ｍ
２

以 下 。
此外 ， 国内市场 ７０％ 的展 览所需 总

面积约 在 ３ 万 ｍ
２

以 下 。 我们同 时结合相关消 防疏散

规范 ． 并性能化分析容许突破范围 ， 来选择合适的单

个展馆
＂

容器
＂

的规模 。

展馆单元 以两个展馆为
一组 ． 每个展馆平面柱网

尺寸设计为 丨 ６２ｍ ｘ
９０ｍ

． 其 中间部分为 无柱大空间 ，

有 １ ６２ｍｘ ８ ｌｍ 的净展 览面积 ， 而辅助 用房沿展 馆

两侧长边 设置 ．

进深 ４ ．５ｍ
。 单个 展馆净展览面积达

到 １ ．３ ５ 万 ｍ
２

．

加上 中 间 ２７ ｍ ｘ ５４ ｍ 连 接馆 ．

一 组

展馆净展 示面积 接近 ３ 万 ｍ
２

， 正好可 以 满足大 多数

展 览的需求 。 值 得
一提 的是 ， 连接馆平 时可作为 货车

通 道及展厅 的卸 货区 ． 在大型展览需要时则封闭起 来 ，

两个 展馆室内贯 通可达 ． 同时可作为展 示 、 休 憩等功

能使 用 ．

空 间灵活 多变
［

６
］［
９

］

。

设计采 用了弧形 的屋顶 ． 因 此容器 的高 度是 变化

的 ， 中 央最低 处净高 为 １ ４ｍ ， 其 中 高侧边 缘位置最

高 净高达到 ２５ ｍ ， 满足特殊情况下的大型 展品展示 。

４ 建构

通过模 数 、 对称 、 重 复 、 韵律 、 秩序等 方式 ． 可

以实现 整个场馆 的逻辑建构 。 展馆 以 ３ｍ ｘ ３ｍ 的基

本展位 为模 数 ， 两个展馆 对称成组放置 ． 东西各三组

展馆 重复形成韵律 ． 结合 两个登 陆厅通过会展连廊 的

整合达 到总体和谐 的秩序 。 我们希望长沙会展 中心是

一组被 精心构思 的简单 性建筑群 落 ． 同 时提供丰 富的

空 间体验和形态意 象 ， 借 以实现
＂

简单 的丰 富性
＂

。

结 构维度是建构学 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大跨度会展

场馆 的结构 类型选择和构件设计和其空 间形态息息相

关
。
展馆尺度 巨大 ． 为避免夸张 的建筑造型造成尺度

失衡 和巨大浪费 ． 我们 引 用 中 国传统 建筑大屋顶原型 ．

将屋面设计 为单 向 的反弧形 ， 两侧 向下延续 为倾斜 的

外墙 （ 结构立柱 ） ． 低处外墙倾斜度 １ ／８
． 高侧外墙倾

斜 度 １ ／４ ． 构成
＂

反 宇
＂

的传统 空间效果 。 屋 面 中 间

８ 榀主结构 采用张弦梁 ， 两侧端部 由于 幕墙抗风柱缩

小 了跨度 、 承担 了部分垂直 受力 ， 采用结构高度较小

的鱼腹式桁架 ． 桁架形态 同 时真实反映在展馆东西侧

１ ０．会展连廊各个角度照片 ． 其 间景象 以步移景异的 方式呈现

Ｍ ． 展馆室内

１ ２． 登陆 厅入口

１ ３ ． 展馆剖面图

１ ４． 展馆间反鱼腹式钢梁施工照 片

１ ５ ． 连接馆结构施工照片

１ ６ ． 展馆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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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上
胃 ｜ ｜

］

。

两个展馆在高处相对 ， 对应 的张弦梁及桁架之 间

通过反鱼腹式钢梁相连 ．

提高了 结构侧向 的刚度 。

一

组 展馆 之间 ， 底部 为 展 馆次要 货运通 道 ． 轴线 距离

２７ ｍ ， 满足 中型货车通行并原地掉头 。 而通道顶端最

窄位 置仅 ８ ．４ｍ ． 加上韵律排列 的反鱼腹式钢梁 ． 形

成 了类似
＂

一线天式
＂

的有趣空间体验 。

展馆之 间 的连接馆顶部为正弧形 ． 设计为精巧 的

拱索结构 ． 仅需要在支撑屋顶的幕墙构件基础上增加

一

根钢制拉索 ． 轻盈而不失空间 张力
［

１

２
］

。

每 两组展馆 之间 的 间距采用 ３ ６ｍ ． 则可满足 大

型集装箱货车通行并原地掉头 ， 形成最主要的卸货场

地 。 悬挑 ５ ｍ 的通长雨棚提供 了全天候高效布展 ． 撤

展的可能 ， 同时定义 了大型车辆使用所需要的超级尺

度感 。

细部构造上 ． 展馆侧面反弧形屋面和倾斜 外墙设

置凹 槽 ． 消解尺 度 ． 并强化立面 线条 ． 优雅而有 力 ．

彰显出 建筑结构形式本身的力 量与美 。 同时 ． 多组展

馆的有序排列也构建起总体上的韵律之美 。 近 观形 态

丰富多变 ， 在近人尺度上极富吸引 力 ： 远观则可见沿

河连续舒展的屋面 ，

建立起鲜明 的整体 自然意象 ． 加强

了从高铁站和浏阳河岸远观的标识性 ． 让人过 目难忘 。

５ 结语

通过渐次深入的设计过程 不难 发现 ， 会展 中心并

不单 纯意 味着
一

个建筑 单体 ． 更是
一

个综 合的人流 ．

物流 ． 信 息流系统 ． 是一 个功能复合 的城 市综合体 。

长沙 国际会展中 心 ， 因
一系列特殊 因素 ， 成为一组具

有城市基础设施性质的巨型建筑 。 它承载着不 同的人

群活动
，

也表现为 一组装载着即 时性 ． 动态性功能的

超级容器 ．

一组被精心构思的简单 却无 比丰富 的建筑

群落 。

（ 图 片来源 ： 图 片图纸均 由作者提供 ： 摄影 ： 邵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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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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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讲座中 ． 又
一

次详细表 明 了他的这个看法 。
详细 内容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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