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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的变化，带来建筑工艺的不同。
辛集市南大过村昔日的建筑队工头刘二鹏感

慨，曾经，他一瓦刀上的泥浆能刚好覆盖一整块
砖。不借助任何水平工具，他砌出来的墙上，砖几
乎总在同一水平面上。等墙体达到设定高度，只需
要把定制的水泥预制板一块块排好，中间用水泥
勾缝浇筑，房屋的主体结构就大功告成。

1987 年，刘二鹏就是用这一工艺，盖起了南
大过村的第一栋水泥预制板屋顶的新房。他也目
睹了水泥替代泥浆，红砖取代土坯，预制板顶了檩
条和梁。

但十余年后，这一建筑工艺，又过时了。
1998 年，赵玉超转业回到南吕村，用当时流

行的四梁八柱工艺，盖起了三间新房。
四梁指的是地梁、圈梁、过梁、挑梁，地梁加固

的是地基，圈梁加固的是立面墙，过梁加固的是入
户门，挑梁加固的是房檐。八柱是三间正房需要的

立柱总数，同样采用水泥浇筑，二者的目的一
致，那就是反复强化建筑强度。

建造工艺不断升级，但房屋构造大同小异。
“过去的民居没什么设计，只有正房偏房。

基本立个框架，房子就盖好了。你去我们村看看，
大半个村，可能家家结构一个样。”赵玉超所说的
一个样，一般是厕所在大门的对角，厨房位于偏
房，进门是客厅，两侧是卧室。

如今，“一个样”也在被打破。
2021 年 4 月 9 日，石家庄轩立集成房屋有限

公司。
陈俊民拖动鼠标，紧盯屏幕，眼前是一套民居

的3D设计图，业主对卫生间和厨房的位置有一些
特殊需求，这需要在加工建材前敲定方案。

“业主提出要求后，设计师会根据需求设计方
案。小到窗户的尺寸、颜色，大到房屋结构、布局，
完全做到按需定制。”陈俊民说，这些定制信息发
送到车间的流水线，制作出带标号的零部件，再运
到现场组装。

这在刘二鹏看来不可想象。
20世纪80年代末，他组建的建筑队，承揽十

里八乡的民居建造工程，几乎一张图纸“盖”全乡。
偶尔有经济条件好的农户，提出外墙要用水

刷石。还有的农户要求在大门外立墙上做一些几
何图案，这是刘二鹏接触的最早的设计理念，也不
过是加收几百元钱。

那是不是装配式民居的成本会特别高呢？
陈俊民笑着摇摇头：“一平方米装配式民居的

建造成本只比传统建造工艺高出300元左右。但
从隔热保温等性能来说，提高了很多。”

从砖混到装配式民居的变迁，其实是我国建
筑领域逐步工业化的体现。

“装配式住宅建筑，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人
力，这符合当下建筑工人逐渐减少的趋势，另一方
面施工现场产生更少的建筑垃圾，加工过程都在
工厂车间，施工过程污染也相应减少。同时，施工
进度非常快。”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科研技术部
部长付素娟介绍。

目前，石家庄主城区新建住宅小区有了装配
式建筑40%占比的新要求，这一场建筑革命，从农
村到城市，无一例外。

建筑与科技

2021年7月3日，河北省政协院内。
下午2时，位于主办公楼一楼的行政处，室温

已高达32℃。处长张文杰打开空调，在机器运转
声中，室内温度慢慢降到28℃。

这本来是很多人日常工作生活中再普通不过
的一幕，在这栋办公楼里却显得有些特殊，因为你
很难区分，支撑空调运转的电能中，哪一度来自国
家电网，哪一度来自这栋楼对太阳光的收集。

办公大楼能发电？
在这个大院里，主办公楼等9栋建筑的屋顶

和外墙面上，共安装了 5212.35 平方米的太阳能
板——这里是全国范围内省级政府机关第一个
利用太阳能发电的项目。

太阳光被收集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转化，实
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在节假日期间，机关办公楼用电负荷较小
时，多余电力并入电网，实现光伏和电网的效益最
大化。”张文杰介绍，每年，这些太阳能板收集转化
的电能有 52 万千瓦时，从 2013 年投入运行至
2020年底，总发电量高达330万千瓦时。

这只是科技让建筑变得智能的一个侧面。
2021 年 6 月 18 日，石家庄新华路，河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当天的室外温度已达 36℃，但进入一楼大

厅，体感却只有26℃左右。而大楼的外立面乃至
楼顶，却不见一个空调压缩机。

楼内恒温的秘密在哪？
“在建筑之下。”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原总建筑

师李拱辰是这栋建筑的设计师。他用笔在纸上画出
这栋建筑的轮廓，围绕建筑外围一圈，画了很多个
密集的孔，“地下80米深常年保持在10℃-26℃之
间，我们利用这个温度，来调节建筑内部温度，起
到冬季取暖，夏季降温的效果。”李拱辰说。

这个过程同于空调运行原理。
住建厅办公室工作人员安志周带记者来到位

于建筑负一层的地源热泵机房，机房里轰鸣的机
器，连接着大楼外围 250 个直径在 20-25 厘米的
换热井。

80米深的换热井内，地表水、地下水和浅层
地热是实现建筑内冬暖夏凉的冷热源，经过一系
列处理后，降温后的空气被送入大楼。

“我们计算过，如果采用集中供热，按照每采

暖季每平方米31元的标准计算，办公楼总建筑面
积22000平方米，需要采暖费约68万元。我们采用
地源热泵取暖，每个采暖季的费用不到30万元，
节省了一半以上的费用。”安志周介绍。

住建厅大楼利用设备实现了节能，位于石家
庄的另一栋建筑，楼体自身就能实现温度调节。它
又是怎么做到的？

2020年12月29日，气温零下3℃。
走进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办公楼，很快

就暖和过来。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智能与绿色
建筑研究所（被动房屋研究所）所长郝翠彩指指墙
上的温度计，那里显示22℃——作为国内第一栋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公共建筑，这里的节能率高
达90%。

被动房（相同技术原理的建筑，我国称为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一词是个舶来品，指适应气候特
征和自然条件，通过保温隔热性能和气密性能更
高的围护结构，采用新风热回收技术，并利用可再
生能源，提供舒适室内环境的建筑。

简单说，让建筑借助自然条件和建筑材料，在
减少能源消耗的前提下，满足建筑功能所需。

过去，建筑被认为是种粗活，“齐不齐，一把
泥”。一栋更智慧更节能的建筑，精细化被提高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精细化从前期设计建模就开始了。
“你数数，咱们会议室现在几个人？”郝翠彩笑着

说，“一个建筑空间，单位面积活动的人数不等，能耗
也就不等。这些在过去并不被注意的细节，在建造一
栋超低能耗建筑时，都要被纳入计算。”

这种计算，包括建筑所在地的气候、建筑中活
动的人群、365天不同时段的能耗波动。“窗户的
开口大小，甚至一颗钉子钉入外墙带来的热桥影
响，都要通过精密计算进行处理。”郝翠彩介绍。

这种精密到什么程度呢？
郝翠彩走到窗户前，“看这个外遮阳帘。”会议

室朝西的窗户一
共有两个，建筑
西侧视线开阔，
夏季需要这个遮
阳帘来降低西晒
对室温的影响，
但遮阳帘的固定
又势必用到金属
件。固定遮阳帘
的金属件和墙壁

之间带来热传递，这又会削弱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建筑保温层无法固定遮阳帘，我们就在主墙
壁和保温层之间加一个隔热垫，这个垫既能承重，
又能断热。”郝翠彩介绍，类似的施工在设计上要求
高，施工上要求更高，在窗户的气密性上，误差的要
求都是毫米级。

河北是国内被动式建筑的发源地，全国第一栋
超低能耗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都在河北试水，全球
最大的超低能耗建筑群在保定高碑店市也即将投入
使用。截止到2020年底，河北全省累计建设被动式
超低能耗建筑项目141个、建筑面积440万平方米。

建筑与环境

“又没约上。”
2021 年 7 月 14 日，北京游客刘英抱怨着放下

手机。
每年暑期，想到北戴河参观一座图书馆要靠

“抢”，且一年内只能成功预约一次。
游客到图书馆不看书，建筑成为网红打卡地，

这并不是董功设计这座图书馆的初衷。
这座图书馆位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阿那亚社

区的海岸线上，距离大海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百
米，没有通往图书馆的路，游客要通过细碎的沙滩
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图书馆门前。这里的原名叫三联
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在高德地图里，它的名字后
面会加注括号“最孤独图书馆”。

2015年底，“一条视频”采访建筑师董功时，拍
摄了他设计的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在对外发
布时将题目定为“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

这条视频把这里带向“网红”。
其实，按照当时拍摄的环境，这个名字挺恰

当的。
那时候，阿那亚社区大部分还未建，开发商邀

约直向建筑事务所合伙人董功，在社区2.5公里长
的岸线边设计一座图书馆，“最开始的设想，这座图
书馆服务于社区居民，是社区的配套建筑之一。”董
功说。

建成后的图书馆，满足这样的设定。进入图书
馆，阅读区从2.5米逐渐攀升到7.5米，透过巨大的落
地玻璃，几乎每一位读者会想到一句诗：面朝大海。

“做这个设计的时候，考虑之一就是调动本已
经存在于场地的能量。一栋好的建筑往往同时能提
供空间保护和精神享受。”按照这一设想，董功设计
了不同于普通图书馆的冥想室、活动区，并充分考
虑了光线、风、海浪等自然要素。

起初，他并不满意最孤独图书馆的说法。
但随着视频走红，借助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双重

便利，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蜂拥而至，他们奔赴海
边来体验的不是图书馆，是建筑本身。

文艺活动也开始青睐这里，孟京辉把戏剧搬到
这里演出，大提琴音乐会在这里举行，动漫展览、读
书会，图书馆因为建筑特色延伸出更多的公共活力。

“这样一座建筑，能够把人从遥远的地方吸引
过来，我想，这是建筑有了打动人的一面。”董功认
为，孤独这个词像一根针，刺破了建筑作为一种艺
术形式和社会之间的隔阂，而建筑的设计之美，也
变得不再孤独。

他渐渐释怀了。
与参观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一票难求相

似，位于承德的星空图书馆，也非常难约。
“十一期间的房间早就订完了。”2021年7月19

日，星空图书馆负责人刘晓敏翻翻客房预订表说。
星空图书馆位于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八十三号村的皇家猎苑小镇，地处塞罕坝国家森林
公园前端，翻过坝梁就是内蒙古草原。

7月的图书馆附近，被几千亩油菜花包围，刘
晓敏种植的燕麦已结籽，引来成群的鸟啄食，住在
图书馆，就像置身于漫画中。

这座图书馆是怎么做到和环境不违和呢？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儿震惊的地方。”刘晓敏

说，这栋由两个蒙古包套在一起的建筑，布局了厨
房、图书馆、阅览室、卧室等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
融合了猎苑文化、蒙古包风情，这些对当地风土人
情综合元素的运用，让房子看着不突兀。”

星空图书馆的名字，来源于星空。圆拱形玻璃屋
顶，白天可采光，在夜晚可以看星星——不是一两颗
星，是银河星带。“每年4-11月，我们这里都是观星
的好时段。透过图书馆的玻璃屋顶，在房子里看星
星，这满足了很多人对房子的一种幻想吧。”刘晓敏
说，这栋房子让他看到了建筑本身的自然之美。

作为“图书馆”，这两栋建筑的功能性并不强，
为什么人们会争相打卡呢？

“这是因为建筑空间与人们对‘诗和远方’的内
心需求取得了一致。”贾慧献说，著名的普利茨克建
筑奖牌上镌刻着“实用、坚固、愉悦”三个词，人们打
卡网红建筑，也是因为建筑还承载美。

不管是在大海边的图书馆体会孤独，还是在森
林里的图书馆看星星，这些建筑之美的展现，都源

自与河北丰富地貌特征的充分配合，而建筑，也越
来越和这些地貌特质紧密结合。

比如位于崇礼冬奥场馆“雪如意”和“冰玉环”。
“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跳台环形顶端、

赛道剖面线形和底部看台，与中国传统吉祥物“如
意”的曲线完美融合。

而从“雪如意”顶部的观景平台俯瞰对面，C字
形的步道绕山而建，中间部分与“雪如意”相连。到
了雪季，整个步道被白雪覆盖，自然地嵌入周边山
体，宛若“冰玉环”。

建筑与规划

2021年6月9日，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
85岁的李拱辰唰唰两笔画出一个长方块，补

充上几条线。
老人在线条上标注范西路、东大街、西大街等

街道，然后把笔尖点到省图书馆的位置，“1981年，
我接到任务时，这里是一块空地，和今天河北博物
院、科技大厦一起，这几处原本预留的是省会行政
中心规划用地。”

此前，相关部门编制了石家庄第一期城市总体
规划（1955—1975），广安大街和今天河北博物院、
省图所在正是规划中的城市中轴线。

李拱辰又在图上添了几条线，并不断标注街道
名字：“广安大街—中山路—博物院—范西路—省
图书馆—科技大厦。”这一区域对应到石家庄地图
上，这条线越发清晰起来。

“到1981年，同样位于这条中轴线上的省展览
馆（今河北博物院）已经建好多年，新的图书馆要落
地这里，要考虑实用、美观，也要兼顾这条中轴线。”
李拱辰回忆。

“省图书馆最后选定的方案，是在深入分析功能
要求、考虑图书馆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场地环
境，形成了以书库楼、门厅、总目录出纳厅为中心的
对称设计。”李拱辰说，省图书馆1987年开馆，朝南
的正门，和原省展览馆北门刚好位于同一直线，这条
线继续向北延伸，又刚刚好对应广安大街的正中间，
完美贯穿了石家庄最初城市规划中的中轴线。

李拱辰又在笔记本上用铅笔勾勒出一个倒扣
的“澡盆”，在“澡盆”下画了几根立柱，澡盆和澡盆
相接，立柱和立柱并排。“这叫模壳建造法，是国家
图书馆当时准备采用的。河北图书馆应用成功后，
为我国的广泛采用开了先河，也为国家图书馆修建
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一技术工期快，省图书馆主体结构这种工
程，三四天就能完成一层建筑。”李拱辰回忆，最终，
省图书馆不但如期完工，还为国家节约了40万元
经费。

时光荏苒。2006年，省图书馆和河北博物院分
别迎来了改造。

2021 年 5 月 21 日，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郭卫兵，站在河北博物
院新旧馆区的走廊，手抚栏杆。“我用这道走廊做中
庭，加上下沉庭院，把新旧馆连接起来，既是对老建
筑的致敬，也是对建筑原本的中轴线的呼应。”

顺着这道走廊进入南侧的新馆区，多功能厅和
台阶同样作为中轴线将新馆区一分为二，但回字形
走廊又巧妙削弱了这种割裂感。

同样，在省图书馆改建中，也保留了位于中轴
线上的书库楼，利用这道中轴线来对图书馆的功能
分区做文章，“在改建过程中，充分利用中轴线来达
到新旧建筑的和而不同。”郭卫兵说。

在百十公里外的定州，有另一座建筑，将中轴
线和2600多年前的古城进行了呼应。

2021年6月3日，定州博物馆。
两位年轻游客走到二楼的北侧观景台，伸出手

臂，手机将年轻的脸和她们身后的玻璃窗收进同一
个取景框。

许多人到这样一个地市级博物馆打卡的原因
是类似的——从这里高近10米的窗户看出去，开
元寺塔刚好位于窗户的正中间。

这并不是巧合。
“这是经过反复测算设计的。”设计师郭卫兵

说，拿出设计方案前，他现场走访了多次。“定州是
座有2600多年历史的古城，开元寺塔以及贡院都
是当地非常重要的地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设计
新建筑，要不违和、不突兀。”

“博物馆和贡院位于东西中轴线，这一点从博
物馆大门就很了然。开元寺塔位于博物馆西侧，就
有了利用观景窗的设计初衷。”郭卫兵说。

崛起于燕赵大地的邺城，曾在我国城市规划中
第一次采用了中轴线概念。今天，建筑师们依然在
传统的中轴线概念中寻找建筑设计灵感，也是一种
时空上的对话。

感谢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河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河北大学、华北理
工大学、华北制药、邯郸规划设计院、石家庄中央商
务区项目部、开滦集团对本报道提供的大力协助。

建筑之美建筑之美

定州博物馆观景台看到定州博物馆观景台看到
的定州塔的定州塔。。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赵海江摄

广安大街广安大街、、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河北省图书馆位于一条直线河北省图书馆位于一条直线，，这原是这原是
石家庄第一期规划中的城市中轴线石家庄第一期规划中的城市中轴线。。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赵海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