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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城市高层建筑楼顶形式特点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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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略地论述了青岛高层建筑楼顶发展地历史进程与主要分布区域；概况出高层楼顶的四

种形式特点，再辅以实例给予分析。在对城市高层楼顶的梳理中，提出它们形式缺乏地域的文

化性，缺少生态节能的观念，实际中更多地是采用形式主义和当代国际同化的形式面貌，最后尝

试以地域化和生态化的观点来弥补青岛高层建筑楼顶设计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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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ayer building roof form in

Qi ngda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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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ichuan Chengdu 610040，

China；2．Sichuan traffic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ichuan 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high—-layer building roof in Qingdao city are

discussed briefly in the article．The four forms of the high—layer building’S roof are pointed out by

combining with actual examples．Through the study in Qingdao high—layer building roof，we submit

that their forms are lack in the cultures of regional and the concept of eco—energy and saving．And it

is more adapted to the formalism and assimilation in the form outlook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in

practice，and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one point of 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to remedy design

shortcomings of the hiigh—layer building’S roof in Qingda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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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德国殖民者派兵强占了青岛，他们在

此地按照西方城市理论进行长远地规划：城市南

面为ffI『方人居住区(现市南区西南沿海岸)，中部

为行政和商业区(现市南区中山路区域)，北部为

工业牛产和中国人居住区(现市北与四方区域)，

西部为港口运输区(现市北大、小港区域)，东部为

本地平民区(现崂山区)。1931年德国出资建造

的青岛圣弥爱尔大教堂，是青岛最早，同时也是山

东地区最高建筑物，它高56 m，屋顶形式采用哥特

式高尖顶，整体与周围的山势形成较好呼应，在时

空中构成形态明析的主次景色。

90年代初，青岛走上建没国际化大都市的轨

道，高层建筑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必起，楼顶主要

采用国际式的平屋盖形式，虽形式与早期有所不

同，fEi困缺少建筑性格，所以形态与风格千篇一律

的雷同。然而也有不同形式的建筑出现，如1997

年竣工的深业中心双塔，建筑高140 m左右，采用

剪力墙结构。屋顶由三部分组成，下面两部分(2l

层)成台阶式向上收减为平屋顶，剩下部分为缓坡

式地向上倾斜到顶，其独特的单坡顶造型成为青

岛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到2l世纪初期，半岛

龙头经济地出现，100 m以E的建筑数量急剧上

升，由2004年前的8座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47

座；国内外新结构、新风格建筑，在青岛均有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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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建筑楼顶的形式也随之变化。比较典型的如

香港中路上的数码港旗舰大厦，大厦外皮为深蓝

色玻璃幕墙，建筑楼顶采．L}{钢架结构收尾，它与天

空有了渐变地过渡关系，体现jH现代材料所造建

筑的轻盈感，散发出极强的时代技术气息。

1青岛城市高层楼顶形式的特点

1．1楼端与楼顶表现明确特点

在青岛高层建筑顶部，多数是楼端与楼顶有

明确区分的特点，即楼顶在天际线处表现得十分

清楚，它与该楼的楼端分界一目了然；但也有的二

者却毫无联系，楼顶部位重点处理，楼端却是一般

处理，如青岛平安大厦上的楼顶(图1)。还有的

是对楼顶进行一般处理，楼端重点强调的做法，让

楼端挑出或在其墙面做特殊造型使这部分成为特

别的收尾。在宁夏路上的高层住宅，就是在楼端

采用装饰构件，用白色涂料粉刷它们让其形成鲜

明的标志符号．这样既强调了楼端的效果，又掩饰

了普通的红色四坡屋顶。位于香港中路的福泰广

场大厦，它的楼端采用环形带并向外挑出，使其成

为整洁统一的装饰部位，而屋顶上高两层的电梯

设备用房，完全被楼端遮掩住，让人们在观赏中很

难见到楼顶的设备用房，进而楼端就成为建筑的

重点；楼顶仅仅用了简单的柱形及光滑的玻璃幕

墙，让它们与天空融为一体，因此楼顶的形体不太

明显。还有与它相隔不远的颐和国际大厦楼顶也

是这类做法，只不过它是矩形造型(图2)。这些

楼顶形式无论是在青岛老城区还是新建的开发区

我们都能见到。

■
图2青岛颐和国际大厦楼端

Fig．2 The Yihe Intern8tion8l Building Roof

of Qingdao

1．2楼端与楼顶表现模糊特点

所谓楼顶与楼端表现模糊就是指楼端与楼顶

之间形成和谐、缓慢地过渡，二者间的界线具有不

明确性，形体也表现出含混模糊、不易分辨的效

果。一般作法是倾向于楼顶造型，所以此类楼顶被

称为缓坡式屋顶，它由楼端逐渐向楼顶斜向式收

分，让观者在城市中获得更多的存在空间，以缓减

高层建筑群给人们造成的压抑与胁迫感，同时，这

种楼顶也会让人产生建筑有增高的动态视觉效果。

坐落在青岛香港中路的阳光世界大楼(图

3)，为双楼相对而建，建筑高229 m左右，形式为

塔形，框筒结构，2010年底竣工。建筑功能为商业

办公，总共55层，在青岛东部海岸线上表现十分

地突出，它们外墙北面表层贴花岗岩石材，南面为

玻璃幕墙到顶，从楼端到楼顶是钢结构造型，自然

缓坡的形式构成二者的过渡，造成楼端与楼顶不

易分辨，仿佛楼端也是楼顶，楼顶也是楼端。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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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形态，两楼顶均是对称的尖坡顶，从楼端成斜

向延伸至楼顶，形成楼端与楼顶区分不明的特点。

1．3不见楼顶只见楼端特点

在密集的城市楼宇中，观者正常视觉很难看

到高层的楼顶。在建筑设计上，为节约成本．减少

造价，也可以利用这种特点避开楼顶设计，而只关

注于楼端的形态设计。有时出于审美的目的和当

地气候环境的需要，设计也有意隐蔽或舍弃楼顶，

只设置楼端。因此，在实际项目中考虑到人们安

全和面积的利用，楼端上面一般都用于设置水箱、

电梯、排污等设备，或开设多样的休闲场所，所以

建筑师就在高层楼端上设置较高的女儿墙隐蔽楼

顶，这样高层建筑就形成只见楼端不见楼顶的

特点。

青岛地处我国北方区域，属于寒冷地区，三面

环海，地势起伏不平，风大、多雨、潮湿为海洋性气

候，地质以岩石为主、土浅，大部分植物为槐树与

松科类．建筑的抗震级别一般设防在7级。由于

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青岛便成为冬暖夏凉，宜居

生活的沿海开放性城市，地质特点适合建造高层

建筑。在2008年底已竣工的青岛市软件园中(图

4)，大量高层建筑采用框剪结构，建筑带有极强的

现代主义大师密斯·凡德罗的风格，大楼墙面贴

灰色瓷砖，裸露出的柱子与横梁以白色涂料粉刷，

深浅对比明确，整齐有序的窗洞与墙体构成r强

烈的节奏关系。最重要是屋顶，建筑在加高女儿

墙后构成了不见楼顶，只见楼端的形态，表达出科

研性建筑的稳健庄重。还有香港路上时代广场、

青岛国际新闻中心、青岛世贸大厦等，均是这种楼

顶特点的表现。

圈4青岛软件创意园高层楼顶

Fig．4 The Software Creative Park roof of Qinsdao

1．4门式楼端与楼顶特点

门式楼顶与楼端形式是建筑师出于城市布局

和高层建筑构图的需要，并结合周围环境，造就出

独特而新颖的建筑形式，最终达到优化存在空间，

美化建筑环境的目的。巨型门框式的高层建筑楼

端呈现出“几”的型制，它犹如梁柱结构，柱子为建

筑标准层，连接两柱的梁是其它功能用房，有时也

把它的楼端部分做成门斗的造型。如法国巴黎德

方斯大门和北京西客站的楼顶形态就是此类做法。

青岛凯旋大楼是这一形式的代表(图5)，建

筑高99．99 m，共28层，剪力墙结构。大楼呈门斗

形式，两边的墙身似门框，且均为标准层，也是主

要的办公空间。建筑表面贴灰色花岗岩石材，下部

裙房为基座，楼顶用出挑女儿墙的手法收尾。建筑

屋顶很有特色，大面积的窗与条形实墙相间构成门

式上梁的屋顶形式，类似于古罗马柱式的柱头，其

上再加两条线脚，在沿海一线则显得十分地突出。

2

2 1楼顶形式的同化与地域化

青岛这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在高层建筑发

展的20年里，几乎是国际同化形式的代表，“同

化”在《中国汉语词典》的解释，即为一致，指不相

同事物逐渐变得相同或相近。光亮派的玻璃幕墙

屋顶、高技派金属格架屋顶、后现代大众化的符号

屋顶、结构主义构成的分解屋顶等在青岛城市中

都能见到，所有这些风格的楼顶形式无不是被国

际语言“同化”的结果，在它们之中反而很难寻觅

到齐鲁之域的地方文化影子。当今那些被国际文

化“同化”的高层楼顶，仅仅只能体现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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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时代的表象，诚然从城市总体来看，多元

化思想可以引导出多样的楼顶形式，但我们却很

难察觉fI：它们各自归属的地域特色，在中国许多

的城市均能找到它们相似的楼顶造型，仿佛所有

的建筑都是出E1同一位建筑师的手笔。

地域化的高层建筑楼顶，它应该是本地区、本

民族文化与精神内涵地反映。青岛城市发展时间

很短暂，但发展进程却复杂曲折。首先，她经历半

个多世纪外来殖民文化的强迫输人，大量的异国

风格植人到这座年轻的城市建筑中，并迅速地淹

没r本地“猎鱼和农耕文化”，从而使得该地区古

老的建筑文化受到压制。分析解放后半个多世纪

的青岛城市，高层楼顶形式仍然属于世界同化的

形制，时间流逝与观念变化，没有折射出真正地城

市精神，也没有代表地方化的楼顶符号，只有流行

通用的国际化造型。如2011年即将建成的沿海

万邦t扎b大楼(图6)，形如我国占代花园中的顽

石，r链韧挺拔又似塔形，但是楼顶仍然是建筑师所

用地国际化“平屋顶”造型。反观上个世纪丹麦建

筑师伍重设计的澳大利哑悉尼歌剧院，我们不难

发现同样是海洋文化地区，都带有殖民色彩的城

市，但歌剧院的出现却是城市地方化的反映，它散

发出海洋文化的深奥、宽广和包容的自然气息，是

悉尼城市地域化与民族化的象征以及城市文化的

精神支柱。1992年美国建筑师I『li萨．佩里和他的

团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没计的石油大厦(图7)．

它们楼顶都采用奉地域伊斯兰的几何图形，以两

方形蘑叠旋转成八边形后，在其交接处分别穿插

小圆形，最后按照东方塔的体形向上逐渐收分，直

至建成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高尖屋顶造制。大厦

在建成后不仅是吉隆坡的城市中心，还成为当时

世界上最高的地域性建筑被人们所称赞。

图6青岛万邦中心大楼楼顶

Fig．6 The IMC Center Building Roof of Qingdao

图7吉隆坡石油大厦楼顶

F培7 The roof of petroletm building in Kuala山甲F

地域化也是城市生长与发展的生命根茎，同

时地域化信息还能折射出民族化的特征。印度建

筑师查尔斯·柯里亚、埃及的哈桑·法赛等都从

本国的气候与生活环境出发，通过独特的建筑形

体和屋顶文化创作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建

筑。移植外来的楼顶形式难以得到青岛海洋地区

的支持，也很难融人周同的f{然环境中。过于同

化的国际风格，使得建筑楼顶形式孤立．楼顶与环

境、空间无对话，楼顶之间也没有巨补交流，它们

存在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进而很少产生和谐感。

因此，地域化在楼顶设计中的必要性，是确立建筑

民族和地域的根本，这犹如当代中国建筑师刘家

琨所坚称“此时此地”的含义相一致，要让建筑与

城市产生融洽美．

m此看来，青岛城市高层建筑楼顶的形式也

必须挖掘出本地的齐鲁文化或悠远的胶东半岛文

化，搜寻它们的信息，然后通过梳理与提炼，把这

些信息转化为文化和精神符号应j{j到高层楼顶没

汁中，为城市增添地域特色。

2．2楼顶的形式化生态与低碳化

青岛高层建筑楼顶有形式与风格多样的特

点，以后现代多元化的符号、技术为标杆，大量无

天的图形体现在建筑屋顶上，有些义借J甘历史时

期和外来文化的元素，抽取它们之中的片段，以拼

接、交错、叠加的手法，集中体现出折衷主义风格。

为“形式而形式，为风格而风格”，片面追求每栋建

筑屋顶的造型，形态卜+拥有让人过目不忘的符号．

这便是青岛高层建筑一个较明显的特征 冈此造

成建筑之间没有主次区分，很难与周围环境、夺问

环境之间产生调和：|一】时它们大部分仍停留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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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上，进而产生了相互间攀高、攀大，屋顶与

屋身相脱节等问题。这些反映出青岛高层楼顶设

计只重视形式变化，重视高技术时代所带来的光

怪离异的个体设计，而忽略了技术时代应该更注

重的是“绿色、节能、环保、实用”的需要。

由于现代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而行，对地球资

源又肆无忌惮的掠取，长此以往，势必就会遭到自

然的报复和惩罚。而在资源的使用中，建筑行业

需求是最多的，它们造成的浪费和污染也是不可

估量的，特别是在建成之后长时间的使用中，更是

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高层建筑对资源的需求

是低层建筑无法相比的，虽然它便于管理、节约城

市土地、增加容积率且方便各类市政管线铺设，但

所有这一切都让它们逃脱不了能源与资源的高消

耗。从而造成对大自然无力挽回的后果。因此，在

高层建筑快速发展的今天，屋顶形式应该以节约

资源、坚持环保发展为先，以生态实用和造型美观

兼备为主，最后使建筑无污染地矗立在自然环境

中，如现在的太阳能电池板平屋顶，搜集雨水来作

为建筑用水和降温的屋顶，采用生土与植物来保

温、隔热的屋顶等，这些新技术新形式的楼顶都是

我们学习研究的范例。

高层建筑的技术设备一般均设置在建筑的中

部、顶部和底部，如果这些设备与生态技术相结

合，形式就会更加多样，更能够具备实用和节能的

功效。据调查建筑活动所消耗的能源一般占能耗

总量的35％，它们产生的污染物5％是建造时构

成的。如果我们注重新技术，并采用生态与低碳

措施。那么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就会有较大的节能

作用。建筑师英格霍文设计的RWE公司塔楼(图

8)，这座塔楼有30层左右，成圆形，它高163 In，是

德国电力公司行政总部，1996年完成，大楼以节

能、环保、减少污染和低碳效应为旨，大面积的玻

璃幕墙为内外两层，它们各行其责，采用绝热的齐

里默普拉斯白玻璃，最大程度接受日照，两层之间

有0．5 m空隙便于缓冲作用，而屋端有圆柱形的

屋顶花园构成，起到保温隔热作用，它们结合建筑

墙体表层的功能，70％通过物理效益来进行自然

通风。楼顶上还建有太阳能电池板为建筑提供部

分能量，其中热能的节约大概在30％以上。这些

楼顶形式不仅美观并且还有生态、节能效应，它成

为了德国爱森地区新的标志性楼顶。

圈8 R盹蕾胃电力公司总部塔樱的生态与低碳楼顶

Fig．8 The ecological and low-carbon roof of

German power company R■E headquarters tower

如果青岛的高层楼顶应用生态可循环技术，

那么这些建筑就可以像生物的机体一样，资源再

生，减少对青岛环境的破坏，并且也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出，避免大气中的臭氧层破坏，防止气温变

暖，从而达到低碳效应，最后起到保护和美化半岛

沿海环境的目的。

3结束语

青岛作为我国沿海开放的年轻城市，进入现

代化较早，但高层建筑起步晚，要彰显这个城市发

展及历史文化，需要我们寻找到它的地方性特征，

设计出有自己地域特色的高层建筑楼顶。在“民

族的既是本国的又是世界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去

发展本地区的现代高层建筑理论，从部分人手，将

楼顶的实用功效和外在的形式美结合考虑，最终

构成有青岛特色的高层楼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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