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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造价与市政建设

基于地域性元素设计下水厂建筑外立面 

及景观设计

——以成都某水厂三期工程为例

伍梦丽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200092］

摘要：随着现代审美的变革及安防科技的飞速发展，水厂建筑优化城市景观的功能以及反映地域
文化特色的要求逐渐凸显。本文以成都某水厂三期工程为例，探索地域性文化元素在厂区建筑外立面
及景观上的运用，达到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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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厂建筑对建筑景观的新要求
水厂工程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市政设施。

水厂的主要工作是经过一系列水净化和循环处理

为人们输出安全可靠的净水资源，是重要的民生

工程。因为水安全一直是水厂的重中之重，社会

对水厂建筑及景观的设计已经有了较高的审美要

求。近年来，人们对水厂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的

要求：

（1）体现地方特色，融入当地城市景观，

具有一定的识别度，以此展现企业的形象及识 

别度。

（2）虽然以工艺流程设计为主要导向，但是

建筑与景观应在总体布局阶段尽早介入，避免景

观与建筑无序的状况产生。

（3）去工业化的设计理念成为发展趋势，符

合时代审美的要求。

（4）新材料、新技术、智慧化、绿色建筑设

计理念的运用趋势，使工业建筑可以融入自然环

境中去。

2　项目背景
成都某水厂三期工程位于成都市郫都区。

三期工程毗邻原有水厂一、二期建设，总用地

面积约310亩（1亩=666.67m2），总建筑面积

14790m2。厂区主要建筑物有中控室、门卫、滤

池、反冲洗泵房、污泥综合池、加药间、加氯 

间等。

三期工程原方案建筑及构筑物池体外立面

仅为水泥砂浆抹面，未做多余装饰，景观仅为草

坪绿化。后来业主对建筑景观有更高的要求，因

此对三期工程发起建筑景观提升改造工程。改造

内容为厂前区景观以及厂区内建筑外立面两个部

分，改造的意向是希望通过设计的手法挖掘地域

文化以及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及企业的认同感、

自豪感[1]。

3　厂区总体布局
厂区布局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厂前景观

区、生活管理区、污泥处理区、净水处理区。

（1）厂前景观区是景观提升的主要地块，为

整个厂区及厂前区营造大气典雅的工作环境及丰

富的活动设施，体现新厂区的蓬勃精神。

（2）生活管理区临近布置于景观区与生产

区旁，包含综合楼建筑。景观设计既要可以有效

利用厂前绿化的景观又要对生产区有一个隔离效

果，实现景观与功能的统一。

（3）污泥处理区包括以及净水处理区为生产

区，为工业建筑。景观处理注重体现的是经济、

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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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处理区 管理办公区

净水处理区 厂前景观区

4　设计理念

4.1 地域性元素的表达
挖掘本土文化，塑造人性化空间，给使用者

提供较佳的生产生活环境（考虑使用功能和视觉

效果）。既反映一定的文化内涵，又能体现现代

化地方建筑特色，同时展现新时代精神。

郫都地处都江堰精华灌区核心区，既是望

帝杜宇、丛帝鳖灵建都立国之地，又是蜀国文明

的发祥之地。因古蜀望帝杜宇去国时，正值杜鹃

啼鸣，蜀人思之，以为杜宇化鹃，便把郫县叫

作“鹃城”。郫都区还享有“豆瓣之乡”“蜀

绣之乡”“盆景之乡”等美誉。郫都区鹃花每

年春季便会盛开，枝繁叶茂，有花卉种植优美 

环境。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杜鹃有劝农知时、勤劳

等正面意义。杜鹃鸟为无数文人墨客推上“文化

鸟”的宝座。杜鹃花、杜鹃鸟均象征美好的事

物。本项目引入“杜鹃文化”，融合杜鹃花、

鸟意向，渗透城市文化，还原自然生态，加载

科技内涵，打造生态为底、文化为魂、科技为

柱的公园厂区。本项目将富有地域性的元素融

入设计中，在建筑外立面及景观两方面中予以 

体现[2]。

4.2 新旧协调、和而不同
新的水厂不局限对老水厂形式的表达，跳

脱于传统水厂形式特征之外，用新形式、新景

观、新意境在原有水厂环境中脱颖而出。这是

对原有二期水厂固有建筑和景观秩 序的强烈冲

击，打破了人们对原有水厂的固有印象，演绎新

水厂的另外一种可能。三期水厂并未一味地切

断与原有一、二期水厂的联系，而是通过相同

元素的穿差、组合，形成新老水厂一次全新的 

对话。

5　建筑外立面提升
5.1 建筑色彩及材质的总体控制
建筑立面设计充分考虑周边城市风貌及一、

二期建筑风格。一、二期水厂内建筑立面风格比

较多，部分单体外立面采用灰色和砖红色面砖，

部分单体外立面采用白色涂料和灰色涂料。采用

面砖饰面，墙体勾缝不均，局部破损，容易显

得陈旧、没有生气。灰白涂料饰面颜色，平淡

且耐久性差。在材料及色彩的选择上兼顾水厂

整体设计风格，从文化底蕴出发，打造自身特

色，统一厂区建筑外形象。同时，可以利用新材

料、新工艺展现材料变化的魅力，打造现代化 

厂区。

5.2 建筑外立面设计策略
本项目生产建筑物由于单体多、体量大，因

此生产构筑物对水厂整体的立面风格起到主导作

用。以砖红色和灰色色块的组合作为统一厂区整

体的基本元素，使新老水厂形成色彩反差，为水

厂注入全新的活力，从而展现个性，给人以“活

力鹃都”的印象效果。

5.3 厂房外立面设计
厂房建筑外墙饰面调整为砖红色及浅灰色

仿石涂料，与一、二期建筑既有呼应又有变化。

砖红色仿石涂料既保留了文化质感又充满时尚气

息。大色块的组合，简约现代。窗子四周运用浅

灰色金属型材包边，丰富立面细节感，形成硬

朗、挺阔的视觉效果。厂房建筑通过颜色、材质

的变化一改一、二期水厂沉闷的景象。整个厂区

建筑有一个提亮的效果，充满活力。

5.4 中控室及门卫外立面设计
中控室建筑位于景观中心的视觉焦点上，

与杜鹃文化景观轴形成对景的关系。简洁的形体

造型具有雕塑感，和环境融为一体，建筑景观相

互协调统一。中控室既是建筑，亦是景观的一部

分。中控室外立面采用水波纹的铝合金波纹板幕

墙，形成韵律感的立面形式。局部地方点缀砖红

色的穿孔板，沉稳不失活力。穿孔板面图案再现

了当地杜鹃花的意向，将传统文化以现代方式进

行新的演绎[3]。

门卫建筑采用杜鹃花瓣造型的顶棚，具有流

线型的设计，极具动感。门卫大门由原设计实心

的防撞大门，更换为普通的电动推拉大门，减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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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封闭感，增强了厂区内外的景观连接。大门外

采用防撞升降柱形式来满足安全要求。

6　景观提升
6.1 景观设计策略
本项目景观设计以文化当先，重点打造“企

业文化”和“杜鹃文化”，以生态为底，科技为

辅；同时倡导绿色健康的“运动精神”，响应全

民健康的号召。

设计策略：通过以杜鹃花、鸟为灵感原型

进行艺术提取。本设计提取单个花瓣元素简化线

条并有规律地组合成花瓣亭；提取鸟类羽毛元素

有规则排列的线条感，处理成特色铺装；将花瓣

亭和特色铺装有机结合来表达“杜鹃文化”这一 

主题。

杜鹃花 杜鹃鸟 花、鸟结合

6.2 功能分区
本项目景观打造以下功能片区：

6.2.1　杜鹃文化区

该区域主要融合杜鹃花、鸟的景观意向，

打造花瓣亭休闲广场、台阶草地、杜鹃广场、雨

水花园和杜鹃林等景观，形成杜鹃景观文化景观

轴。在铺装设计上以杜鹃鸟的羽毛颜色作为设计

灵感，线条感强烈，贯穿整个景观轴。对“杜鹃

文化”的融入，提升厂区内的品质生活，增强文

化的认同感。

雨水花园

杜鹃林

花瓣亭
休闲广场台阶草地

杜鹃广场

花草坪
特色廊架

6.2.2　厂区文化展示区

在水厂入口设置厂区文化展示区，融入企

业文化展现时代风貌。该区域作为厂区文化展示

区，打造了厂区文化廊架、厂区文化宣传栏、入

口花境等景观。

6.2.3　休闲游憩区及健身运动区

本设计通过运动设施的设计倡导运动精神、

绽放青春活力。该区域布置于清水池之上，充分

利用有效的使用空间。该区主要有体育运动和休

闲游憩功能，创造出可运动、可休闲、可团建的

活动环境。体育运动区有乒乓球场、羽毛球场、

篮球场和足球场等，休闲游憩区采用轴线对称

结构。考虑交通安全，避开所有的透气孔等障 

碍物。

6.2.4　生产景观区

生产景观区以线性道路绿化为主，设置环厂

景观带。环厂景观带利用道路和建（构）筑物周

边绿地，合理配植绿化、铺地和景观，并通过雨

水花园、透水性铺装、潜流湿地等的适当布置，

达到海绵城市的设计要求。

6.3 注重自然生态环境设计
设计中体现现代生态环保的设计思想，充分

发挥绿地效益，做到布局科学、结构合理、物种

多样、景观优美、生态良好，不破坏原有的自然

及环境景观，使雨水花园、海绵、绿色停车等设

计奖人文与自然的相互融合，使生态与科技和谐

发展。

7　结束语
当代中国科技振兴、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

水厂建筑及景观建设的关注度、重视程度日益凸

显，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标识性水厂工程，如何

通过地域元素的表达建立不同文化间的连接，创

造一个兼具活力、品质、生态功能的水厂厂区，

这是建筑师需要进行的新思考，也是我们不断探

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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