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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苜歌剧院

建筑与音乐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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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分析地处上海市衡山路一复兴路 历史

文化保护街区内 的上音歌剧 院的设计全过程 ， 思考位

于历史街 区中 的音乐殿堂应 以何种姿态 呈现在大众 面

前以及必备 的技术 支撑 。

关键词 音乐建筑 ；

历史街区 ； 隔振设计 ； 技术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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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概况

项 目 名称 ： 上音歌剧院

项 目地点 ： 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 ６ 号

项 目功能 ： １ ２ ００ 座歌剧院 ． ４ 个排演教室等

建筑面积 ： ３ ．２ 万 ｍ
２

设计 ／ 建成时间 ：

２０ １ ５ ．０９／ ２０ １ ９．０ ７

中 方设计单位 ：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 集团 ） 有限公司

合作设计单位 ： 伊丽莎白与克里斯蒂安
？ 德 ． 包赞巴克事务所

法国徐 氏声学

英国剧院设计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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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项 目 背景

上音歌剧 院位于 上海音乐学院 （
汾阳路校区 ） 的

东北 角 ？ 紧邻淮海中路 和汾阳路转角 。 项 目 总建筑面

积 ３ １９２６ｍ
２

，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１ ４９８９ ｍ
２

，
地下建

筑面积 １ ６９３７ｍ
２

。 建设 内容包括 １２００ 座歌剧 院 、 ４

个排演教室 、 交流报告厅等 。 该项 目 的设计充分考虑

了历史街区的城市文脉 ， 并对歌剧 院的厅堂类型进行

了研究和创新 ， 同时对 紧邻地铁所带来 的振动噪音 问

题提 出技术解决方案 ，

２ 历 史街 区中的策略

衡山 路
一

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 区是中 国上海市立

法保护的历史文化风貌 区之
一

， 也是中心城区 １ ２ 个

历史文化风貌区 中规模最大的
一

个 。 该区域是 上海花

园住宅 、 洋房公寓分布最集 中 ， 风貌特色保存最完 整

的区域 ⑴
。

２ ． １ 化 整为零

上音歌剧院位于淮海 中路重要位置 ： 商业轴线与

人文轴线交界处 ， 现代建筑与历史建筑汇集地 。 方案

充分考虑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 采用
“

化整 为零
”

的

方式 ，

使用较小的体量与周围环境融为
一体 现代的

建筑风格 又起到对历史起承转合的作用 ２

设计将对建筑高度和建筑体量要求比较高的观众

厅和舞台居于核心 ， 围绕观众厅排布售票厅 、 观众入

口 大厅 、 排 演教室 、 贵宾休息厅 、 配 套设施等功能 ，

与淮海中路 的周边建筑取得尺度上的统一
，

强化了 建

筑与自然和城市的互动 性 。

２ ．２ 地域特色

上音歌剧院 地处上海历 史上 原法租界 的中心区

域 ， 这里如今处于充满人文气息 的汾阳路与遍布高楼

大厦的淮海路现代商业 中心的转折点上 。

方案设计以对其历史街区地理位置的认可和 尊重

为前提 ， 具体表现在使用符合街区 的尺度设计 ， 尊重

建筑的高度及其体量 ，

使用符合 当地特色的建筑材料

等 。 这也是 为什么设计将这个建筑体切成小块处理 。

同时建筑师也尊重 自然环境 ，

保留历史街区路边特有

的法国梧桐树等 。

具体 来看 ，

沿街建 筑 由较小 尺 度 的 ５ 个体块

组成 ，

高度控 制在 １ ８ｍ 以内 ， 略有 错落 ， 宽度在

２ ０ｍ
？

２５ｍ ． 与周围环境 中 的建筑尺度相宜 。

其中位于淮海路与汾阳路转角处 的两个体块合 二

为一 ， 着重突出 了歌剧院的公众入 口 。 主入 口面 向交

叉路 口打开 ，

左面 、 右面及上面由三面 向内 凹的斜墙

围合 ， 在三维上形成
一

个向内 凹的空间 ，

中 间为玻璃

幕墙 ，

将公 众自 然而然地引入 室内 。 充足的光线通过

幕墙进入观众大厅 ， 同时可以从室外看到丰富的 内部

空 间 ，
室 内与室外的过渡自 然而成 。 整个入 口立面 的

设计简洁气派 ，

二层 门厅主入 口层 的楼板伸 出 室外 ，

将立面分割为上 下两层 ， 同时作为一个观景平台将室

内与室外再
一

次联 系在
一

起 。

建筑立面材料采用 Ｇ ＲＣ 板 和 Ｕ Ｈ Ｐ Ｃ 挂板 ，

色调

和尺度与周 围历史街区建筑呼应 。
立面结合外保温等

处理 ， 保证建筑节能设计需要 ： 颜色为浅灰色 ，

保持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统 细节上局部墙 面用 Ｕ Ｈ ＰＣ 镂

空挂板 ． 后面为玻璃幕墙 。 不同的立面都根据实际需

要将部分墙面做镂空处理 ，

使整体立面协调统
一

。 光

线通过镂空墙面与玻璃幕墙在室 内产 生透明与不透 明

的过渡 ． 营造出不同 的空间效果 。 这种 镂空的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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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舞台

３ 观众休息厅

４ 大型管弦乐排演教室

５ 民乐排演教室

６ 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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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平面

６ ． 二层平面

７ ．８ ． 隔振层照 片

９ ． 中庭楼梯概念图

１ ０ ． 演员入口 照 片

１ １
． 隔振分析

１ ２ ． 立面尺度分析

１ ３ ． 观众厅照片

１ ４ ． 观众厅形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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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中 国传统建筑元素窗棂的体现 ， 通过虚实对比使立

面 更为丰富 。 旁边 的两个立面上 ，

Ｕ Ｈ Ｐ Ｃ挂板像 舞台

的幕布
一

样打开 ， 既和歌剧厅的建筑性质相呼应 ， 又

给大家带来无限遐想 ， 令人希望看到幕后的室内空间 。

与历史建筑相邻的建筑高度控制在 １ ４ ． ５ｍ
，

立面

仅为简洁镂空 ＵＨ ＰＣ 挂板处理 ， 与其他立面统一 ， 后

面为玻璃幕墙 。

建筑几个体量之间采用玻璃幕墙 内凹处理 ，

一

方

面在立面上形成虚实对比 ， 使 ５ 个体块更 为突出 ；
另

一方面这个部分 多为交通空 间 ， 通透处理既能 为室 内

公共空 间带来充足的 自 然光 ， 又可以在需要 时满足 自

然通风的要 求 ， 减少 能量消耗 。 玻璃 采用低反光处理 ，

减少对周 围环境带来的 光污染 问题 。

建筑整体在周 围环境中不是
一跃而出 ， 跳出环境 ，

而是与 自 然结合 ， 充满内 涵 ， 显出 内敛而谦虚的态度 。

３ 音 乐的殿堂

３ ． １ 氛围营造

设计师认为演出氛围对于一个
一流的歌剧院起着

决定性 的作用 ： 考虑到当代剧院普遍采用的扇形布局

更侧重 良好的视线效果 ， 而在演 出空间的氛围方面相

对不足 ， 舞台上的演员无法感受到环绕感 ， 而观众也

会觉得演 出空间单调而乏味 ， 因此观众厅的形式最终

采取了跌落式马蹄形的布局 。 古典 的马蹄形布局注重

演 出氛围的营造 ， 演员与观众之 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互

动 。 演 员站在舞 台中央 ， 被层层观众环绕 ， 能够感 受

到 强烈的 中心感 。 而观众也能更好地融 入表演之 中 ，

尤其是两侧靠近舞 台的包厢空 间 ， 凭借 出色 的声学效

果 ， 与演 员之 间更近的距 离 ． 也可以有 着很 高的观演

品质 。 因此 ， 设计师在马 蹄形 布局 的基础上进行了进

一

步的改 良 ， 通过跌落式 的处理改善 了 观众的视线 ，

同时保证 了 良好 的演 出氛围 。

３ ．２ 弹簧上 的歌剧院

观演建筑独特的使用功能决定了 建筑声学设计的

优劣是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 。 观演建筑

的建筑声学设计主要由音质设计和噪声控制 （
空气声

和固体声 ） 两部分组成 。 安静舒适的听闻环境是 良好

音质的前提 ， 因此必须将来 自城市和建筑物 内部工程

设备的空气噪声和固体噪声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

上音歌剧院距离地铁 １ 号线最近处仅 １ ０ｍ ， 由

于地铁 １ 号线是上海 的第一条地铁线 ，
没有经过任何

隔振处理 ， 因此对本项 目 的影响非常 巨大 。 根据 声学

设计测试显示 ，

地铁 １ 号线列车 引致 的地盘振动量东

行 ７６ ． ５ｄ Ｂ
￣

８０ ． ３ｄ Ｂ于 ５０Ｈｚ
及６３ Ｈｚ （ｄ Ｂｒｅｆ

１
０

－

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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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排演教 室预估弹簧 刚度表

Ｔａｂ ｌｅ  １ ．

 Ｅｓ
ｔ ｉ ｍ ａ ｔｅｄ ｓｐ

ｒ ｉｎ ｇ ｓ
ｔ ｉ

ｆｆ
ｎｅｓｓ ｏｆ 

ｒ ｅｈｅａ ｒ
ｓ
ａ

ｌ 
ｒｏｏｍｓ

功能标识
总荷载

（ ｋＮ ）

预估弹簧总刚度

（ ｋＮ／
ｍ

）

备注

大型管弦乐排演教室 ６ ９６０ ４４８ ６０４ 隔振弹簧

民乐排演教室 ４ ４６０ ２ ８７ ４６７ 隔振弹簧

歌剧排演教室上空 ５ ２ ２０ ３３６ ４５ ２ 浮筑地坪弹簧

合唱排演教室上空 ３ ３４５ ２ １ ５
６００ 浮筑地坪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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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２ ） ， 西行 
６６ ． １ ｄＢ

？

７３ ．９ｄ Ｂ于５０ Ｈ ｚ及 ６３ Ｈ ｚ（ ｄ Ｂｒｅ ｆ

１ ０
－

６ｍ／ｓ２ ） 〇

随着 中国越来越 多的城市开始地铁线路的建设工

作 ，

地铁投入运营后 ， 在给人们的交通 出行带来便捷

的同时也带来 了环境振动与二次噪声问题 。 为了 有效

遏制地铁正常运行产生的环境振动与二次噪声
，

钢弹

簧浮 置板隔振技术 与建筑物 整体隔振技 术得到应用 。

新规划 的地铁线路 附近如有敏 感建筑物 ， 将在地铁上

采用钢弹簧浮置板技术进行源头隔振 ；

如在地铁上部

或是 临近地铁线路 附近新建敏感建筑 ， 而地铁未采 用

钢弹簧浮置板技术 ， 则在建筑物上采用钢弹簧整体隔

振技术 。

建筑物 整体弹簧 隔振技术主要是针对某个单独的

重要 的建筑物 ， 即在 建筑物 与基础或下部结构之 间通

过弹 簧隔振器连接 ， 把整个 建筑物 浮筑于 弹簧 隔振器

之上 ， 故称为建筑物的整体弹簧隔振技术
［２ ］

。 设 置钢

弹簧隔振器后 ， 基础与 隔振的结构之 间为弹性连接 ，

系统 的垂向固有频率在 ３ ． ０
？

５ ． ０Ｈｚ 左右 ， 当地铁运行

产生 的高频振动信号传播 到建筑物基础 时 ， 设置 的弹

簧 隔振器 由 于频率较低 ，

可以将绝 大部分地铁振动信

号 隔离 ， 切断了振动 向建筑物里面传播 的途径 ， 从而

达到 隔振 的 目 的 。

１ ３１

为 了 使歌剧 院的功能不受地铁振动 的影响 ， 保证

歌剧 院的演出 高品质 ，
结构设计将整体歌剧院部分（

包

括主 舞台 、 侧台 、 后台和观众厅 ）
从下 到上侧边均与

周边结构完全结构性脱开 ，

仅通过底部的弹簧 （ 隔振

系统 ）
支承 。 侧台和后台隔振位于首层 ，

观众厅隔振

位于地下
一

层 ，

主舞台 （ 含台仓 ） 和乐池隔振位于地

下三层
（ 基础底板上 ） 。

上音歌剧院 中的大型管弦乐排演教室 和民乐排演

教室应建筑声学要求 ， 结构采用
“

房中房
”

的结构形式 ，

以减小环境振动对其 内部声学产生的不利影响 。 排演

厅内部设有完整独立 的竖 向承重结构 ，

仅底部通过小

型隔振弹簧与外部房 间结构相连 ， 传递竖 向作用和水

平作用 ， 其结构概念与歌剧院整体隔振基本相 同 。

根据 目 前的建筑结构布置 ， 按照单 自 由度体系对

每个独立 隔振区域进行隔振弹簧 刚度设计 ， 隔振 系统

目标频率设定 为 ４． ０Ｈ ｚ
，

见表 １ 。

歌剧排演教 室和合唱排演教室应建筑声学要 求 ，

并考虑建筑空 间高度限制 ， 构拟采用浮筑地坪的方式 ，

减小环境振动对其内部声学产生 的不利影 响 。

３ ．３ 声学设计

上音歌剧院的定位决定了 演出 的形式并非是单
一

的 ，

这对声学设计提 出 了挑战 。 为了 同时满足浪漫派

歌剧 、 经典派歌剧 以及交响乐三种不同演出形式的声

学要 求 ， 我们 将观众厅的天花局部设计成可升降的天

花 。升降天花可以为观众厅提供
一定体量的可变体积 ，

实现交 响乐 １
． ９ 

ｓ
、 浪漫派歌剧 １

． ７ 
ｓ

、 经典派歌剧 １ ．３ ｓ

的不 同混响时间 。

在选择升降天花 的材料时 ， 考虑到歌剧 院有宽带

带声反射和声扩散的要求 ， 因此采用玻璃纤维加强的

石膏板建成
“

Ｇ ＲＧ
”

（
Ｇ ｌ

ａ ｓｓＲｅ ｉ

ｎ ｆｏ ｒｃ ｅｄＧｙｐ ｓｕ ｍ ） 。 为

避免过分的低频
“

薄 片振动
”

导致吸声
，

将其每平方

米重量控制在 ６ ０ｋ ｇ
． 由于天花需要满足 声学扩散要

求 ，

其表面不能是光滑 ，

根据声学设计团队在卢森堡

爱乐大厅和台湾卫武营演艺 中心的测试和经验 ， 在天

花表面设有Ｍ ＬＳ （Ｍ ａｘ ｉｍ ｕｍ Ｌｅ ｎ
ｇ
ｔｈＳ ｅ

ｑ
ｕ ｅｎ ｃ ｅ ） 的扩

散凹凸纹路 。

为使上音歌剧 院获得更为灵活的声学 效果 ， 观众

厅的四 周还配置 了可变吸声板 。
一组凹陷在观众厅侧

壁穿孔建筑饰面背后的吸声板安装在叠绕式 吊机上 ，

可根据需 要升高或 降低 。 这样可以 改变观众厅的吸声

材料数量 ， 调节观众厅的声学效果 以满足不同演出形

式的视 听需求 。

上音歌剧院
一共有 四座排练厅 ， 分 别是位于 Ｌ２

楼层的 民乐排练厅 、 大型 管弦乐排练厅以及 Ｂ １ 楼层

的歌剧排练厅 、 合 唱团排 练厅 。 为了达 到有效提高排

练效 果的 目 的 ， 排练厅的声学设计如表 ２ 所示 。

３ ．４舞 台设计

上海音乐学院歌剧 院项 目 是一个包含了
一

座大型

主剧 场和 四 间排练厅及
一

个报告厅的新建演艺场馆 。

该新建筑应用现代技术设备 ， 完全满足各种艺术需求

和国际巡演的条件和性能 ；

为音乐会 、 表演和其他国

际制作提供
一

个非常高性能的平台 。 该剧院落成后将

有助于提升歌剧 、 音乐剧 、 戏剧 、 音乐会 、 展览 、 大

型会议以及其他不同类型表演的艺术表现 。

舞 台机械共配置近 ３００ 套设备 ， 其 中 包括台 上

设备 、 台下设 备 、 声学设备 、 舞台机械智能控制系统

等 。 台上设备主要 包括 ： １ 套台 口安全幕 、
１ 套大幕 、

１ 套台 口灯光渡桥 、 ２ 套活动柱光架 、 ５ ２ 套电动 吊杆 、

４ 套灯光 吊杆系统 、 １ ２ 套主舞台单点 吊机 、 ８ 套侧灯

光 吊笼 、
６ 套主舞台链式吊机 、

１ 套舞台前部桁架系统 、

６ 套扬 声器组 吊 机 、
１ 套字幕屏 吊机 、 ６ 套 侧台装 景

行车 、 ６ 套后舞台电动 吊杆
、

４ 套反声罩顶板储藏 吊机 、

１ 套反声罩 、 ３ 套侧 ／ 后舞 台 口隔声 门 、 １ 套布景翼门 、

１ 套升降 天花 、
２ 套芭 蕾舞车台 吊机 、

６４ 套观 众厅升

降吸声板等设备 ， 台下设备主要包括 ： ５ 套 舞台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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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 各排练厅声学设计

Ｔａｂｌ

ｅ２
．  Ａｃｏｕｓ ｔ

ｉｃ ｄ ｅｓ
ｉ

ｇ
ｎ

ｏｆ 

ｒｅ ｈｅａ ｒｓａ ｌ ｒｏｏｍ ｓ

排练厅 建议每乐师所需体积 （ ｍ
３

／位 ） 设计乐师人数 有效高度 （ ｍ ） 面积 （ ｍ
２

） 室容积 （ 以 ） ＲＴ残响时间 （ ｓ ）

交 响乐团 ４０ ８０ １ ０ ．５ ３３６ ３
 ５ ２ ８ １ ．２

－
１ ３

民族 乐 ３ ５ ５５ １ ０ ．５ １ ８ ９ １ ９８４ １ ．１

－

１ ．２

歌剧 １ ７ １ ２０ ６ ．５ ３３６ ２１ ８４ １
．０

合 唱队 １ ７ ８０ ６ ．７ １ ８ ９ １ ２６６ １ ．２

机
、 １ ０ 套车 台 系统 、 ４ ７ 套车台驱动 系统 、 ５ 套侧辅

助升降 台 、 ５ 套侧 台补偿 台 、 １ 套后 辅助升降 台 、 ５

套后 台补偿 台 、 ２ 套幕布储藏升降机 、 ５ 套芭蕾 舞车

台 、 １ 套设 备平 台系统 、 ２ 套演 员升降小车 、 ２ 套乐

池升降台 、 １ 套乐池补偿升降台 、 １ 套乐池升降栏杆 、

１ 套座椅车 台系统 、 １ 套 乐池防护 网 、 １ 套 乐池反射

台等设备 ． 以及 １ 套舞台机械智能控制系统 。

为克服主舞台基坑浅无法安装标准的双层升降台

的问题 ． 舞台升降机采用子母升降 台的形式 ， 以弥补

单层升降台的不足。

芭蕾舞车台主体结构采用铝合金材质 ， 车台表面

铺装舞蹈专用弹性地板 ． 通过侧舞 台上空的升降机进

行悬挂存储 ， 有效地节约侧舞台空 间 。 芭蕾舞车台采

用无动力设计 ， 分为 ５ 块拼装而成 ． 通过侧车台辅助

输送 。

４ 结语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１ ５ 曰 ： 上音歌剧 院启用仪式暨开幕

演出在上音歌剧院歌剧厅内举行 。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方守恩 、 常务副校长伍江 、 集 团党委书记汤朔宁书记 、

集团总工程师丁洁民及徐风领衔的项 目 团队成员等出

席启用仪式 。 当 晚上演的是上音原创歌剧 《贺绿汀 》 ，

讲述 了 中国著名作 曲 家 、 音乐家 、 上音的老校长贺绿

汀先生 的
一生

［

４
］

。

作为上音歌剧 院中方设计师 、 项 目 负责人徐风曾

在讲话中表达 ，

“

歌剧院 的启用 ， 标志着 上海又 增添

了
一座顶级的城市文化地标 ， 上 海市 民又多了

一所有

温度的高雅艺术殿堂 。

”

（ 图片来源 ： 图 片图纸均由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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