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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实验建筑的场所表达以及空间设计策略 

——以北京某综合实验基地工程为例 

赵 娟 
中交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01 

 

[摘要]在当代建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验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区别于公共建筑以及工业建筑，以其特有的功能

形式，探讨内部的环境营造。此文以北京某综合实验基地工程为研究对象，对该建筑室外场所以及室内空间进行了探讨。尝

试性地分析了实验室场所的空间布局特征，以及实验室内部空间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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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Space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Space 

——Taking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Base Project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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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experimental building, as a special form of 

architecture, is different from public buildings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With its unique functional for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aking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base project in Bei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utdoor and indoor space of the building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ce layout of the labora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space of th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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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综合实验基地工程位于北京市，基地南侧紧邻工业园园区北路，东侧、北侧为园区现状绿地，西侧为其他单位已

征用建设用地；基地内靠近西南侧已有生产车间 1 栋，靠近东北侧已有平房一栋，其余场地为杂草、树木绿化及废弃

鱼塘。该基地交通条件较为便利。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建设内容为科研实验业务用房及相关辅助配套用房 、实验场地以及相应的室外配套工程等。 

本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25132m²，其中已有生产车间改造 1 栋。新建建筑物共 5 栋，分别为研发实验中心 1 栋，总建

筑面积 19113.9 ㎡，建筑高度 24m，共四层，局部三层；检测楼 1 栋，建筑面积 2157.1 ㎡，建筑高度 15.3m；环境实

验室 1 栋；污水处理站设备房 1 栋；门卫 1 栋；新建室外实验场地一处；室外实验道路一条；集料堆放场地等。 

2 场所感的塑造： 

场地内较为平坦，地形规整呈长方形，环境良好，市政配套相对较齐全。 

总平面布局以人为本、强调人性化设计，创造人文生态智能化实验环境。总体采用集中围合，强调对称式布局。

综合分析建设场地周围环境、交通组织、功能合理分区等方面的要求，注重建筑空间的协调与对比。研发中心楼前广

场开阔，配以绿地，凸显庄重、大气的实验建筑形象。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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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鸟瞰图 

出入口：用地红线南侧设置一个与城市道路相连接的对外主出入口，方便场区内流线疏导，出入口与研发中心主

楼正对，较好的凸显实验建筑的形象，而且对外来人员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引导。 

总平面布局：用地主入口布置在用地南侧中部，主入口前布置入口广场；广场西侧为原有车间，根据功能需求将

进行改造，立面将根据新建建筑风格进行调整并与之协调，使基地整个建筑群形象上成为一个整体。新建研发实验中

心面对基地主入口，呈四面围合状布置，南侧与东侧两部分与已有车间围合成入口广场；研发实验中心单体中间围合

形成内院，布置景观小品，能够为实验人员提供良好的休闲与交流空间，体现了建筑设计上的人性化考虑。研发实验

中心北侧布置检测楼，与研发实验中心相对，方便人员使用。检测楼北侧布置集中绿地与实验场地，集中绿地可作为

人员活动使用，同时也作为用地上的预留，实验场地满足工艺需求。基地北侧紧邻用地红线布置环境实验室与集料堆

放场地，基地东侧布置实验道路，端部为回车场地。 

研发实验中心南侧与北侧较高的部分与生产车间、检测楼形成竖向与横向的体量对比，同时根据功能需要部分一

层架空以及设置连廊，使基地内形成虚实变化丰富的建筑群体空间。 

道路交通设计：基地北侧、西侧、南侧布置 7m 宽道路，整个场地内部形成环形道路；同时建筑周边也形成环形道

路，满足消防的要求。研发实验中心地下室部分布置停车场，入口位于研发实验中心东南侧，出口位于北侧，避免与

实验道路车辆交叉。区内道路交通均为环形道路。 

消防车道设计：区域建筑周边设置有环形消防车道，内庭院满足消防车进出及转弯半径的条件。 

绿化设计：建筑周边布置绿化，研发实验中心内院布置景观小品，基地北侧布置集中绿地；在大面积绿地上配置适

当灌木和四季花卉，并散植乔木，形成立体绿化空间。防尘降噪、有效调节微气候，营造出高雅并充满生机活力的氛围。 

3 实验建筑单体设计 

3.1 研发实验中心的功能： 

实验楼的空间分为功能空间以及公共空间。功能空间包括实验室人员平时使用工作的空间；公共空间包括走廊、

休息厅、楼梯等，并将功能空间有机的组合起来。 

研发实验中心的功能空间分为实验室、设备用房、辅助服务用房等。 

由于实验室部门较多，他们各自需要独立空间，又需要相互联系，所以每个部门实验室布置紧凑，到达便捷。并

与其他部门通过连廊以及楼梯间或者休息厅实现隐形的分隔，使得各部门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 

首层入口布置较大空间的门厅，以及展厅；围绕庭院布置实验室。包括力学实验室、材料加工室等，在首层布置

一些设备荷载较大的实验室。二层、三层同样围绕着庭院布置各部门实验室，四层局部布置实验室，以及较大的会议

室。因为大空间可以布置在小空间上面，而且会议室的功能也可以与实验室分开独立使用，互不干扰。 

3.2 研发实验中心的空间模式 

研发实验中心采用单走廊（中间走廊，两侧为实验室）的公共空间模式，将实验室等空间联系起来。见图 3。 

使用一条单走廊的形式，可以提高建筑的使用率。通过一条主要的交通空间，为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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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1 实验室 1 实验室 

图 3  研发实验中心公共空间组织模式：庭院式布局。 

为了避免一些实验室没有自然光的问题，中间设计成庭院，这样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利用庭院的围合方式，使得各功能空间环绕在庭院周围。而且限定出四个界面。各个不同的实验部门可以各自占

据一个空间，连接的部分可以通过休息厅的方式过渡，这样实验室部门既可以保持相互独立也可以相互联系。 

庭院式的功能布局简单合理，空间的流动性好，见图 4。 

 

图 4  庭院式 

3.3 研发实验中心的立面设计 

第一，研发实验中心的外立面采用灰色的基调，通过深灰浅灰的搭配，营造出实验建筑庄严的特点。整体为多层

建筑，接近人的尺度。建筑密度较低。 

第二，将小尺度的单元组合成较大尺度的单元体，形成多重尺度感，丰富了空间体验。每组单元通过连廊相连接，

高低错落有致。连廊采用玻璃幕形式，使得立面虚实结合。通透的连廊对人有引导作用，而且也有其本身的遮阳、避

雨的功能，更使得人们愿意在其中行走。院子里的树木苍翠可见，很好地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有活力的

空间，同时也促进人们的行为体验。 

第三，开窗为规律的条窗，横向展开，形成了有节奏的界面空间，创造了整体感与秩序感。 

第四，立面上通过楼梯间的垂直特性，将其涂刷成深灰色，与浅灰色墙面形成对比。竖向线条使得建筑更加的挺

拔，打破了横向线条的排列，增加了活泼的氛围，丰富了界面元素。 

3.4 研发实验中心的设计要点 

3.4.1 建筑与结构专业 

柱网：由于研发实验中心有地下一层停车需求，因此结合地上实验室的大开间布置，将柱网确定为 8.1m X8.1m（其

柱间净距可以停 3 辆车）。不同类型的实验室，也可以自由灵活布置空间，比如将一个 8.1mX8.1m 划分为两个 4m X8.1m

的小实验室等，增强空间的适用性。 

房间层高：由于不同部门实验室的使用需求不同，以及实验设备的高度不一致等，导致很多特殊房间层高不同。

存在错层，大跨度，超长等结构不规则的情况，且位于 8 度抗震设防区域，设计难度较大。其中研发中心地下部分设

置人防区域，停车库，设备用房等特殊功能房间，工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增加了设计难度。 

3.4.2 设备专业 

给排水：实验建筑集生产、实验、办公、车库、人防等多功能为一体，功能较多，用水点设置较为复杂。暖通：

结合实验建筑的使用特点，采用合理的方案解决大空间空调、采暖需求与排烟的设计；结合具体实验要求，解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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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通风特殊需求，并满足环保要求，集中处理实验废气等各类有害气体，达标排放。电气：合理采用针对专业实验功

能建筑的低压配电系统设计，树干式和放射式相结合的配电形式。为达到智能实验室标准，结合各实验部门要求，设

计网络电话系统、综合布线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停车管理系统等。实现真正的实验建筑智能化。 

4 结语 

本次方案设计从规划到单体设计，从环境、场地到功能、空间、形式等的探究。试图为实验人员创造一个工作与

交流的场所。参与了整个项目从方案到初步设计再到施工图，以及最后建成之后的施工配合。都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实

验建筑的特殊性。通过实践，总结了一些实验建筑的特点和思考，希望对以后的设计提供帮助，创造出更多的宜人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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