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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30 日～ 31 日，第六届西部九
校建筑类专业教学联盟 +《规划师》杂志 (9+1)
联合毕业设计暨“中晟杯”设计竞赛终期答辩活
动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西
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主办，西安市大兴新区 ( 土
门地区 ) 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协办，陕西中晟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赞助。在开幕式上，西北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振磊，教育部高等学校
建筑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城乡规划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天先后致辞，长
安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侯全华、西北大学城
市与环境学院院长宋进喜进行了发言。

经分组答辩与竞赛评审委员会集中讨论，此
次竞赛最终评出规划类一等奖 1 组、二等奖 3 组、
三等奖 4 组；建筑类一等奖 1 组、二等奖 4 组、
三等奖6组；风景园林类一等奖1组、二等奖2组、
三等奖 3 组。在闭幕式上，西部“9+1”建筑类
专业教学联盟特聘观察员陕西中晟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陈谊总规划师、《规划师》杂志杨一
虹主任先后发表讲话，竞赛评审委员会专家宣读
了获奖名单并颁发了奖状。西北大学城市规划系

权东计主任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并感谢各单
位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自 2021 年 3 月 15 日开题仪式启动
以来，历时 3 个月完成，共有 160 余名来自西部
11 所高校 ( 长安大学、西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
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西华大学和兰
州理工大学 ) 的城乡规划、建筑和风景园林专业
的师生参与。此次竞赛以“汉长安城礼制建筑遗
址区保护更新规划与设计”为题目，以“那人那
事那地方，古今文明要对话”为设计主题，秉持
“自愿、平等、共赢”的原则，力图搭建产、学、
研合作交流平台，促进西部地区高校间的学术交
流，试图解决西部城乡人居环境的关键问题，旨
在共同提高本科教学科研水平、共享教学资源、
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和地域视野。此次竞赛选择
中钢集团重机有限公司原厂址作为设计地块，探
讨基于现代城市需求、市民生活需要的历史遗址、
工业遗产多重叠加地段保护更新设计的新思路和
新方法。

西部“9+1”建筑类专业教学联盟
—2021年联合毕业设计暨“中晟杯”设计竞赛终期答辩活动成功举办

□　贺建雄，权东计，孙　皓，刘　林

活动师生与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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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9+1”建筑类专业教学联盟
2021 年联合毕业设计暨 “中晟杯”设计竞赛

终期答辩活动成功举办

获奖作品选登 ( 规划类一等奖 )

循序渐“境”

学校：长安大学
学生：李亚辉，黄昕彤，张　东，杨　子
指导教师：余侃华，杨俊涛，张　月

设计说明：
受到汉代礼制建筑及其承载的相应

祭祀活动中蕴含的时空流动文化观念的
启发，设计小组基于时空整合视角，以
循序渐“境”为设计主题，开展了文化、
生态、产业和社群四大专题研究，并提
出穷本极源、生态文园、兴业复原、乐
居遂愿四大策略。

设计包括近、远期两个方案，近期
方案尊重现有的资源和基础，保留核心
工厂区；远期方案围绕九庙遗址文化展
示园区和明堂辟雍公园打造文化创意街

区，实现功能置换。设计小组在重点地
段塑造了多条多元文化交叠的轴线，同
时对规划范围内的保留建筑进行标号，
逐个制定改造策略，进行文脉修补和产
业赋能，旨在构建文化生境，使地块回
归生态佳境。

　　
教师评语：

设计充分考虑了城市发展与遗址文
化展示两方面的需求，将时空整合的理
论灵活运用到设计中，传统工业建筑、
城市废弃空间、文化艺术展示等多种空

间元素被放在一起，完成了形式的同构、
场所的记忆、空间的转换、时间的穿越
及文化的延续，在城市设计框架和策略
制定方面具有创新性；考虑了项目实施
的时序性，摒弃了大拆大建的更新模式，
转为采用织补式的城市更新手法，并将
设计理念较好地落实到空间上，体现了
4 位同学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良的团队合
作精神。

—时空整合视角下汉长安城礼制建筑遗址区保护更新规划与设计

重点地段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鸟瞰及节点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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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选登 ( 建筑类一等奖 )

—城市更新视角下历史遗址与工业遗址开发的对立统一研究
工作细胞

学校：长安大学
学生：石　佳，杨　凯
指导教师：许　娟，鲁子良

文化博览建筑新模式示意图

单体建筑改造布局和效果图

设计说明：
设计小组在尊重场地历史文脉的基

础上，采用微更新的设计手法，从宏观、
中观、微观3个层面对地块进行更新改造，
并构建历史遗址与工业遗址开发的对立
与统一的新发展模式。

总体上，设计通过对场地存在的汉
代礼制和工业文明两种文化进行分析，
发掘场地在建筑风格与文化价值方面的
发展潜力。在宏观层面，设计通过“质
壁复原”的方法打破场地使用局限，平
衡场地的人口密度差，为场地引入人流。
在中观层面，设计通过“胞间连丝”的
方法加强场地内各建筑之间的联系，构
建新的空间联系网。在微观层面，设计
通过“细胞呼吸”方法对建筑进行更新
与改造，即通过为建筑注入活力细胞酶
空间来增加建筑活力。

　　
教师评语：

设计扣题紧密，设计分析逻辑清晰，
推导过程自然合理。设计出发点具有创
新性，既尊重了古代遗址的历史文化价
值，又保护了工业遗址的时代记忆。在
该设计中，各个建筑之间能够很好地呼
应，并形成整体向周边进行辐射的态势。

总的来说，该设计整体效果较好，
且正确运用了各种空间生成逻辑和审美
法则，同时体现了人在遗址中应发挥的
作用，为未来该地块的改造提供了良好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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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9+1”建筑类专业教学联盟
2021 年联合毕业设计暨 “中晟杯”设计竞赛

终期答辩活动成功举办

—基于织补理论下的旧城公共空间活力营造

获奖作品选登 ( 风景园林类一等奖 )

绿轨织春　行吟长安

学校：西华大学
学生：高子涵，胡雅丽，宋晓惠，王金萍，刘天平
指导教师：陈煜蕊，钟锦玉

项目总平面图

遗址公园分析图

设计说明：
旧城更新是城市空间塑造的一个重

要部分，对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今，旧城
改造项目逐渐注重文化内涵与品质的提
升，以往大拆大建、生搬硬套的模式会
导致场地失去地域性。

因此，设计小组从整体、可持续的
角度出发，运用织补理论，以微更新、
微介入为手段，“补点织线”，疏通都
市脉络，优化空间结构，焕活历史古城。

设计以贯穿场地的陇海铁路支路废
弃线段为依托，以织补理论为支撑，沿
线插入若干口袋公园节点，补充场地活
力，并用一条绿色的廊道将其织连起来，
以实现废弃地的重生，带活老城区。

教师评语：
该组同学合理分析了场地现状，着

眼于人、城市、遗址和绿地的关系并进
行方法论探索，同时以织补理论为支撑，
从资源、交通、空间、社会和文化 5 个
方面对场地问题进行梳理并作出策略回
应，达到了织补旧城空间结构、交通系统、
公共开敞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及历史文
脉的目的；从多个方面对城市进行了修
补，最终为整个片区带来新功能新活力，
实现了遗址与城市共生的规划愿景，推
动了片区空间活力再生；能够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基于场地中复杂的现状条
件进行释题破局，完成了一个较好的城
市微更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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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选登 ( 规划类二等奖 )

—城市共生理念下西安市遗址叠压地段转型与复兴
汉都城南梦华录

学校：西北大学
学生：杜雅星，冯盼盼，张永伟，陈元俊，张　恒
指导教师：沈丽娜，刘　健

项目总平面图

设计说明：
设计基于基地的现场调研和分析结

果，结合大量参考资料，以城市共生理念
为指导，构建兼具文化、生产、生态和生
活多种功能的城市共生系统，以及涵盖文
化、产业、生活等多种共生要素的子系统，
同时挖掘文化节点、划定功能单元、明确
带动核心、串联发展轴线、连接景观绿廊，
以激活共生环境、实现多元共生。

教师评语：
该组同学合理分析了基地的文化遗

产现状、内部交通路网、居民生活场景，
从城市共生理念出发，营造多种要素的共
融共生场景。该设计的生成逻辑合理，并
且充分尊重了基地原住民的诉求，将基地
打造成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相协调、居民
生活与生态格局相交融的城市新客厅；合
理利用了原有建筑，依据礼制建筑文化重
现了老城南风貌。

项目现状鸟瞰图



892021 年第 16 期    第 37 卷

西部“9+1”建筑类专业教学联盟
2021 年联合毕业设计暨 “中晟杯”设计竞赛

终期答辩活动成功举办

获奖作品选登 ( 规划类二等奖 )

—集体记忆与公园溶解理念下的汉长安礼制建筑区多元遗产活化
拾忆长安，造园营城

学校：云南大学
学生：邹文筠，邵治锦，石　林，尹常普，朱牧浩，徐　涛
指导教师：赵　敏，欧莹莹

项目总平面图

设计说明：
设计采用了集体记忆理念，构建新

的多元遗产体系；以多元遗产为文化内
涵，创立遗址区保护与开发共存的新模式；
遵循公园溶解理念，建立集历史、记忆、
经济、生态和现代发展于一体的公园城市，
解决历史文明保护与现代经济发展建设之
间的矛盾，实现古今文明对话，创造宜居
的城市空间。具体来说，设计以历史轴线
为依托，结合工业遗产打造新汉文化商业
街，并形成以遗址公园为核心的文化商业
旅游中心；延续唐长城绿带，构建城市生
态廊道；将传统礼制文化与工业文化相结
合，丰富遗址区文化内涵，打破基地内历
史文化遗迹与现代文明割裂的局面。

教师评语：
该组同学以集体记忆与公园溶解理

念为规划设计指导理念，通过重新认识多
元遗产及其多遗产的活化利用来解决城市
问题。方案兼顾创新性和可实施性，探讨
了多元遗产叠加状态下的遗址保护手段；
具有较强的逻辑性，通过记忆搜寻发现城
市问题，提取地块记忆要素，并将其融入
遗址实现城市记忆重塑。在重点地块设计
中，方案顺应集体记忆的主线，打造了清
晰的整体轴线、合理的功能分区、独具汉
代特色的开敞空间及建筑形态。总之，竞
赛的设计主题和理念在方案中得到很好的
体现和融合，方案能为多元遗产叠加区的
保护与开发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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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选登 ( 建筑类二等奖 )

寻迹·重生

学校：西北工业大学
学生：房　媛，徐沐阳，伊力扎提·帕尔哈提，杨云辉，罗玉成
指导教师：宋　戈

—王莽九庙遗址保护背景下的中钢厂旧厂区整体更新设计

设计说明：
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城市更新

的关注点逐步转向对工业遗产厂区的利
用，工业遗产厂区的更新规划与设计进
入崭新阶段。本次设计基于中钢厂旧厂
区工业建筑遗址研究与汉代礼制建筑遗
址的保护利用研究，提出工业建筑遗址
和汉代礼制建筑遗址共生保护的策略，
即通过构建充满活力的混合社区或微缩
城市，以激发场地活力、创新都市发展
空间，实现城市的综合、可持续发展。

教师评语：
该设计的逻辑推理及建筑生成过程

完整，其中城市设计部分以街区化为内
核，借助相关设计理论，营造了一处机
动车疏导能力强、街区尺度适宜、建筑
功能业态丰富的“新都市主义”城市活
力片区，并且向大家展示了西安“大遗址”
保护与再开发的可能性。

项目鸟瞰图

项目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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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9+1”建筑类专业教学联盟
2021 年联合毕业设计暨 “中晟杯”设计竞赛

终期答辩活动成功举办

获奖作品选登 ( 建筑类二等奖 )

“入山问景人”

学校：西安交通大学
学生：隋君伟，翟曌钰
指导教师：王　非，张定青，李红艳

—汉都九庙遗址公园规划设计

项目设计构思及鸟瞰图

设计说明：
此次设计针对工业建筑遗产与汉代

礼制建筑遗址重叠的场地现状，以汉代
礼制遗址点为核心进行工业厂房的再生
利用，形成“核心圈(汉遗址保护与展示)—
外围层 ( 汉文化博览与体验 )—相关层 ( 周
边产品文创与服务 )”的圈层式文化产业
布局；通过环线、景观廊道、架空步道

组织游客观览路线和居民休闲路线，串
联各功能业态，并以“汉代山水观”为
概念组织场地景观和建筑空间，塑造城
市遗址公园活力空间。

教师评语：
该方案将汉礼制建筑遗址保护与工

业建筑遗产的再生利用有机结合，引入

“汉代山水观”的概念，提出“比情”“畅
神”“入山”等设计理念，并将其运用
于场地景观设计和建筑空间设计中；妥
善解决建筑结构、空间、造型与材料等
方面的问题，延续了工业建筑文脉，体
现了城市创新文化。

“入山”指的是汉代人
们对自然山水的崇敬，
相信山中居住着神灵，
渴望进入山中探索奥秘。
提取山路作为主要流线
设计元素

“畅神”指的是人们对
于自然的亲近，在道家
学说中，讲求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交互共生，
也就是俗称的“天人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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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情”指的是自然山水
与人的精神情感相联系。     
    当季节进行更替时，
人的感受也随着自然环
境变化

为创造空间垂直高度上
的起伏，引入大楼梯；
为实现视线上的局部遮
挡增加进深方向上的层
次，引入折线，使流线
变得曲折

参照“天人合一”的道
家思想，考虑将绿植景
观和室内房屋相结合，
形成一个与自然交融的
室内空间

将“比情”进行概念延
伸用日升月落时产生的
光影“明 - 暗 - 明”来塑
造空间变化，完善空间
节奏感

在建筑中置入连续的大台阶，使
行人走入其中产生“登山”的感
受；同时，将主要流线两侧的功
能墙壁进行推拉旋转，从而产生
曲折楼梯，给行人以更丰富的空
间感受

将建筑两侧墙体进行内挖，成为
自然庭院，与自然庭院交接的墙
体则局部改造成为玻璃或围栏，
既可以限定空间，也可以达到将
自然景观引入室内的目的，成为
灰空间，模糊室内外的边界

在建筑的两端进行挖空，形成通
透的大空间并将其设置为主门厅
和次门厅，中间部分则只打通局
部狭小空间，作为有顶走廊。
   这样，从入口至出口的空间就
形成了“明—暗—明”、“大—小—
大”的变化的节奏感，以适应不
同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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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选登 ( 建筑类二等奖 )

中钢厂改造

学校：四川大学
学生：陈远清
指导教师：何　昕

—Vintage卖场和艺术展览结合的商业模式探索

设计说明：
设计小组通过调研发现，西安的古

玩市场成熟，但是其 Vintage 市场几乎没
有，因此设计小组希望打造一个 Vintage
古着卖场和展览空间结合的全新的商业
互动模式，以吸引游客、顾客和参展者
到来，推动西安古着市场发展和西安经
济文化建设。

　　
教师评语：

方案从解决市民需求和延续地域文
化入手，不仅立足于项目基地本身的特
点，还梳理了城市的文化特质及未来城
市发展中该建筑的独特的定位。方案的
立意新颖，抓住了区域内建筑、社会、
文化的主要问题，并在设计中进行了针
对性的解释，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同时
方案提出的独特的商业功能和空间布局
也为传统文化区域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另
一种方向。

建筑一层平面图

长轴线剖透视图

1 前厅　2 大厅　3 花店　4 大中庭　5 展示区　6 放映室　7 休息室　8  VIP 房
9 休闲区　10 办公区　11 等候区　12 剧院　13 博物馆　14 Vintage 鉴定区　
15 私人治谈区　16 商铺　17 车库、商店　18 精品商店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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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期答辩活动成功举办

获奖作品选登 ( 风景园林类二等奖 )

忆人 忆事 忆地方

学校：长安大学
学生：蔡孟强
指导教师：刘丽丽，董　晓

—基于打造文化景观下中钢厂遗址景观概念设计

中钢厂遗址场地立面示意图

中钢厂遗址景观设计总平面图

设计说明：
本次设计整合礼制建筑文化与工业

建筑文化的脉络，打造体现工业文化 +
三线交织的仿丝绸纺织纹路的特色节点，
激发场地的特有记忆，并在空间场所或
形式要素中加入历史元素，使人们在现

代与历史的场景对比中思索、感怀时境
的变迁。

教师评语：
这组同学抓住了场地礼制建筑文化、

工业建筑文化的特色，把握了丝绸之路

这一文化脉络，并在设计中注入多种历
史元素；在尊重场地历史记忆的基础上，
合理利用原有建筑，将地块打造成文化
遗产保护与开发相协调、居民生活与生
态相交融的城市新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