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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f ArchitecturAl spAce form of 
mountAin city complex

山地城市综合体的建筑空间形态刍议
——六盘水市凤凰山城市综合体设计
撰文  李可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

随着国家对于西南地区建设投入的进一步加大，以山城为特色的西南地区城市

迎来了新一波的基础建设热潮。城市综合体作为一种用地集约、功能复合、形象突

出、短期建设成效突出的建筑类型，在其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西南地区以山地

为主，以传统发达地区平原为主的城市综合体设计经验已不能适用。山地城市用地给

建筑空间的设计与组织带来了障碍和新的设计要求，但也启发了我们新的设计思路。

以下结合贵州省六盘水市凤凰山城市综合体的设计进行详细论证。项目是为了强化六

盘水市中心城区城市职能、完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大力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而兴建

的，包含综合办公、商务会展、文化中心（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会议中心、档

案馆）等多个大型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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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特征鲜明的项目用地

主要建设用地南北长1 500m，东西长500~1 000m，呈正梯形，面积约11万m2。依据凤凰新区规划要

求，建设用地被东西向的规划道路碧云路、凤凰路由北向南依次分为三块用地：北侧用地地形相对平整，规

划为商务会展用地；中部用地南北向高差约46m，规划为文化中心用地；南侧用地南北向高差约34m，规划

为综合办公用地。

凤凰山本身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造型奇特，几何特征鲜明，近乎一个纯粹的圆锥体。项目选址的

山地特征非常鲜明，由北向南三块用地坡度逐级加高，形成了一种有节奏感的韵律，孑然兀立的凤凰山就仿佛

这曲山地韵律最后的高潮，节节高升、气势如虹。

规划理念

方案以两条大尺度的优美弧线确立了整体规划的骨架，仿佛凤凰展开的两翼，所有建筑单体均沿着两条

曲线生长。两条对称弧线之间依靠空间张力自然形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依山就势、一气呵成，形成了完

整大气的整体空间序列。南端地形最陡，板点结合的写字楼建筑群与复杂的山体结合，簇拥着凤凰山，对称的

布局形成了山地空间序列的起点。中段以丰富活跃的山地景观处理向北竖向延展连接两侧的博物馆、城市规划

展览馆、会议中心等文化建筑，弧形建筑群在山体两侧取得形体上的均衡对称，丰富的层次中蕴含着轴线的秩

序，庄重又不失活泼。轴线空间尊重城市水系，在中段用水城河串联绿地和湿地公园塑造开敞自然的新城市空

间，最终在南端以麒麟山生态公园作为轴线的完整收束。

两条弧线一方面对外顺应用地东西两侧的城市道路边界；另一方面对内形成了生动的空间界面，将不同标

高用地上的建筑单体联系整合起来。整体布局结构严谨又不失灵动，张弛有度，弧线与山地在竖向上的变化韵

律完美贴合，形成了综合体整体形态的丰富乐感，体现出不同于一般城市综合体的山地特色。

建筑空间形态

建筑形态体现了内在属性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为了克服地形高差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对建筑的实体形态与

空间形态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山地建筑的形态问题分三个方面深入讨论：建筑的接地形式、形体表现和空间

形态。

用地条件及分析 设计理念

西北角人视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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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形式

接地形式表现为地下式、地表式、架空式三种，分别

描述了建筑基地与场地的连接形式。其中地下式以传统的窑

洞为代表；架空式则以西南山区独有吊脚楼为典型，均带有

一定的特殊性和地域局限性；地表式则代表了最普遍的山地

建筑形态，也最适合现代的建造方式与建造手段。在本项目

中，考虑到综合体公建的体量，选择了以地表式为主的接地

形式处理手法，在充分保留山地地形特色的前提下，尽量简

化建造过程，降低施工难度。通过对山地地形的微小修整，

凤凰山综合体的总体建筑形态呈现出错层、掉层、跌落、错

叠的丰富变化组合。

形体表现

形体表现代表了建筑形态与山地环境的对话关系，主要有

三种类型：1）融入型，即山地建筑形体在整体上服从山地环

境，表现出对山地环境的归属感；2）共构型，即建筑形体依托

于山地环境，与山地共构，成为山地形体的延续；3）超越型，

即建筑形体摆脱了山地环境的束缚，表现出一定的自由性。

凤凰山城市综合体首先担负着塑造城市名片的重任，在建

筑形体表现上需要一定的标识性，而凤凰山独特的山体造型恰

恰体现了六盘水城市独有的自然地理形象。我们选择了共构型

的形体表现方式——双曲线的长廊意在空间上对凤凰山形成烘

托之势，最靠近山体的综合办公主楼在形体上进一步强化了凤

凰山的形象，互成对景，综合体与凤凰山相互依托，一起构筑

了全新的山地城市景观，打造了新的城市中心形象。在最近的

六盘水市旅游宣传片中，该方案也被作为“城市之美”篇章重

点出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誉。 建筑与山体的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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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

（1）山地建筑空间形态的特殊性

对山地建筑来说，空间是构成建筑形态的基本骨架，它决定了建筑（或建筑群）的布局状况，体现了建筑

中各部分（或各单体建筑）的联系疏密程度。由于有了山地环境的参与，山地建筑的空间形态也表现出一定的

特殊性。

1）建筑空间的契合性：一方面指空间意味上的契合，即建筑空间属性与山地环境空间属性的契合。位于

山顶的建筑，表现出外向和发散的空间属性，对周围的山地环境具有震慑和限定的作用。凤凰山综合体中的办

公主楼，以一组四栋对称布局的办公楼坐落于场地最高点，凤凰山头正好透过对称的办公楼之间，形成对景，

表现出了强烈统治力的空间属性，在整个综合体建筑群中起到了视觉重心与标识性的作用；同时采用一组四

栋、中间高、两侧低的形态组合，与山形契合。

中轴人视实景

建筑与山体的契合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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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指空间形状的契合，即山地建筑空间形状与山体地段的同构，主要表现为建筑空间与山体空间形

态的契合。常见的设计手法是建筑对山体高差的利用，如古希腊人选择自然等高线呈圆形盆地的地段建剧场。

本项目在单体博物馆、城市规划馆的设计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场地被分为三个标高的台地错层布置，建

筑按功能分为三大体量；北侧最高的台地布置城市规划展览馆；南侧最低的台地布置博物馆及档案馆；中间的

台地作为建筑的主入口兼共享大厅。由于共享大厅标高居于两大功能部分的中间，我们将博物馆与城市规划展

览馆的展示区域均设置于高于入口大厅一层的区域，同时把入口大厅地面设计成一个兼具展示与引导功能的大

台阶，顺利将人流导向两侧的城市规划展览馆与博物馆，充分体现了山地建筑空间与山体的契合。

2）建筑空间的流动性：山地建筑位于起伏地形之中，对于消化高差，踏步、坡道等过渡性空间的设计十

分重要，它们能对建筑或群体的流线形成导向，使山地建筑的内部空间或外部空间因地面高度的变化产生流动

性，形成具有特殊情境的动态空间。而踏步、坡道等的空间组织，又可以轻易地形成轴线、序列等空间组织形

式，控制整个山地建筑群的空间形态节奏。

在外部景观空间设计中，充分利用了台阶、坡道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各种特色鲜明的空间序列和空间轴

线。具有强烈对称性的中轴大台阶设计，强调了统领全局的中轴线，并进一步凸显了台阶尽端的中心办公楼的

纪念性和标志性，烘托了整体空间环境的氛围；位于轴线东西两侧的大弧线廊道，一方面同样以台阶的形式进

一步强调空间的纪念性，另一方面与中轴线大台阶之间利用各种坡道与微地形的处理方式，将场地空间的流动

性激活，形成引人驻足往返的趣味空间，提供丰富的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城市大客厅。

3）建筑空间的趣味性：各种不同的山体地段，山地空间的形状与界面各有不同，这就为山地建筑空间的

营造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根据不同的山地环境，运用因地制宜的手法，山地建筑常可形成一些颇有趣味的

空间形式。

在凤凰山城市综合体的建筑设计中，这种山地建筑空间的趣味性俯拾可现。建筑顺应场地的自然跌落，丰

富了空间的可达性。例如，被随处可见的踏步坡道自然地引导到了建筑的屋顶，屋顶成了观景平台乃至游线的

一部分；衔接各种标高设计的台阶、架桥、坡道在平面组合上的变化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游走空间的可能性，

创造了丰富精彩的室内外空间层次。

（2）山地建筑的空间形态

没有一块山地地形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有相似的空间形态，在实际的设计建造中也必然会产生各种空间

形态的不同组合方式，也正因如此，山地建筑的空间形态才千变万化、趣味盎然。凤凰山城市综合体的用地特

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入口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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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山体造型，还在于其多变的坡度。基于这种复杂性，其空间形态也几乎体现了山地建筑

的全部空间形态特征。

1）线网联系：山地建筑的空间骨架呈线型或线网交织型，建筑群的各组成部分可相对独立，整体布局自

由，对山地地形的适应能力较强。用以联结建筑或建筑各部分的空间骨架是道路或建筑连廊，通常是建筑功能

联系的主要动线。这在综合体的规划骨架——双弧线廊道的设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也是设计中最大的亮点。

2）踏步主轴：以踏步为“脊梁”组织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垂直等高线的大踏步成为建筑的主干空间，

建筑的各个部分分布于两侧的不同高度上，并通过平台与踏步相联接。此类适于在山腰斜坡上建造，既能实现

建筑空间的功能联系，又解决了山地地形的垂直高差的联系问题。这种手法在用地中段文化中心区的设计中得

到了体现，位于中轴线的大台阶形成了中心轴线，统领、整合了两侧的会议中心、博物馆和城市规划展览馆。

3）层台组合：根据地形的高差和建筑功能的需要，建立若干个平台，通过踏步或坡道联系，组成高低变

化的空间体系。层台组合型建筑或群体对起伏地形的适应性很强，特别适用于变化复杂的地形环境。综合办公

区主楼两侧六栋点式办公附楼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这种空间组合方式。这部分用地坡度最陡，在建筑形体的设

空间的流动性与趣味性

双弧线规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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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创作中心副主任。代表作品：杭州萧山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陕

西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航站楼二期扩建工程、青海西宁恒昌卢浮公馆、贵州六盘水市凤凰山城市综合

体、山东枣庄高铁换乘枢纽建设项目、贵州六盘水市凉都人民医院、北京鼓楼西大街116号院改造项

目等。

计中采用了相对简洁的手法，简洁的方形体量在弧形廊道的组织下，结合标高与平面的变化组合，形成了统一

而又多变的空间形态。

4）空间主从：以一个主体空间为核心，将建筑的其他部分环绕周围与之相联系。这种空间布局方式的山

地建筑具有强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整体形态主次分明，较易获得统一、整体的效果。在综合办公区的设计

中，六栋附楼对称布局，与主楼一起围绕凤凰山脚布局，对称统一、重点突出又富于变化。

5）空间序轴：凤凰山城市综合体的主轴线十分鲜明，沿着坡面、垂直等高线组织若干个空间，用踏步等

方式串联成序列，形成明显的空间序轴。把建筑空间序列的组织与山地地形的升起结合起来，与环境融合，既

符合山地的地形特征，又兼具空间感染力。

结语

囿于紧迫的设计周期、复杂的用地现状、团队处理山地建筑的经验不足、施工管理的混乱无序及欠发达地

区较低的施工水平，项目推进十分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众志成城，克服了重重阻力，在经历了四个春秋

的艰辛之后，项目终于拔地而起，初具规模。

西南山区的建设渐入佳境，而山地建筑空间形态的讨论还远远不足。在六盘水市凤凰山综合体的设计与实

施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希望此项目的经验总结能够成为我们推进未来山

地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个坚实的起点。 

中轴线踏步实景

业主：六盘水市城乡规划局、六盘水市住房建设局、

           六盘水市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贵州省六盘水市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戴泽钧

设计团队：朱茜、李可、金凯、李熙、王海宁、董国升、王立明、亢滨、胡卫华、黄芳、庞博、李丹、崔倩、时东宁

总建筑面积：27.7万m2

设计时间：2012~2013

竣工时间：2015.11

摄影：李可、李香平

参考文献

[1] 卢济威，王海松. 山地建筑设计[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2016年10期.indd   38 16-9-28   下午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