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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厂房建筑模式设计研究

王韶平
上海黄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1

摘� 要：产业园区规划设计中，厂房建筑的设计是核心内容，其会直接影响产业园区对于企业的吸引力，从保障

厂房建筑设计效果的角度，设计人员需要围绕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从企业工业流线布局需求出发，做好产业园区厂

房建筑模式设计。文章以太仓软件园有限公司新建智能消费设备项目为例，分析了园区内厂房的规格与布局，探讨了

产业园区厂房建筑设计原则，从高层厂房模式、多层双拼厂房模式、多层独栋厂房模式以及厂房立面设计四个方面，

阐述了产业园区厂房建筑模式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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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工业化发展中，集聚效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各类产业园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产业园区包

含了研发类建筑、厂房建筑、配套建筑、公寓等，其整

体规模巨大，必须从全局角度做好规划设计，尤其必须

确定好厂房建筑模式，为各类企业提供定制化产品，提

升厂房建筑设计的合理性，以确保能够更好地发挥产业

园区的凝聚力和社会形象。

1 某产业园区厂房规格与布局

太仓软件园有限公司新建智能消费设备项目 建设地

点：项目位于江苏省太仓市软件园。东至娄江河，南至

北京东路，北至王家泾，建设用地面积：98609.40 m2。

建设工程规模：总建筑面积为285908.45m2；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247402.43m2，包含新建190354.53m2，保留 建

筑56919.90m2，地下建筑面积38506.02m2，预留危品库

128m2。规划建筑性质为研发、公寓、厂房及其配套。建

筑计容面积305756.89m2，容积率3.10。项目由9栋地上
建筑（其中1#楼、2#楼、6#楼3栋为高层建筑，3#楼、4#
楼、5#楼、7#楼、8#楼、9#楼6栋 为多层建筑）及地下一
层车库组成。1#楼A座为人才公寓，1#楼B座为研发，3#
楼为产业会客厅，其余均为厂房建筑。地下部分主要为

车库，设备用房。*

场地设置3个机动车出入口，分别开向南侧北京东路
和东侧娄江北路。沿北京东路2处出入口作为应急消防 出
入口，西南侧出入口平时作为货运出入口使用，东侧跨

娄江河设桥作为车行出入口。园区由人才公寓（1#楼A
座）、研发（1#楼B座）、产业会客厅（3#楼）、生产厂
房（2#楼、4#-9#楼）及配套五部分组成。沿北京东路设
计高层研发和高端人才公寓，重塑高辨识度的城市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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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园区中心设置大草坡和产业会客厅，旨在打造别具

一格的企业展示空间和室外活力场所[1]。机动车停车库设

置于地下一层，满足基地停车要求。

2 产业园区厂房建筑模式设计要素分析

产业园区厂房建筑模式设计中，需要做好设计要素

的合理拆解与分析，做好建筑设计指标规划，以此来保

障设计效果。

2.1  功能及层高
厂房建筑模式设计需要考虑企业生产研发一体化的

需要，可以参考新加坡厂房设计中采用的堆叠式生产空

间模式，将多个首层区域作为生产空间，集成生产、交

通、研办、设备及辅助用房功能，考虑垂直交通运输需

求，可以在生产端侧布置竖向交通，尽量避开主要生产

流线，设置人行步梯和货运电梯，部分建筑需考虑装卸

平台需要。层高设置中，应考虑不同行业生产设备的不

同需求，通常对于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等行业，首层层高控制在6-8m即可，标准层为
生产和仓储区域，层高为4-5m，顶层的功能多为研办和
辅助用房，层高通常为3.5-4m左右。

2.2  柱网及荷载
单层厂房平面柱网布置应满足生产线工艺流程需

要，采用垂直式生产路线，需要适当加大生产空间面进

深，这样会延长货运流线，引发采光通风不足问题。对

此，多层厂房可以采用平面柱网布置形式，在面宽和进

深方面开展集约设置，柱距控制在6-12m，进深方向控制
在2-3跨。荷载预留需考虑生产工艺要求，如果生产线中
的设备体积较大、材料较重，应优先考虑首层设置，标

准层预留生产再加工荷载需求，通常在500-800kN左右。
3 产业园区厂房建筑模式设计方案

厂房部分设置8.4MX8.4m，10mX10.5m两种标准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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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满足未来各种类型生产的需求。园区中，2#、6#楼
为高层丙类厂房，建筑耐火等级为二级；4#、5#、7#、
8#、9#为多层丙类厂房，建筑耐火等级为二级，建筑耐
久年限为50年，主要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地下室防水
等级为一级，抗渗等级为P8级，屋面防水等级为一级。
综合厂房具体情况，考虑不同企业在生产模式方面的需

求，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厂房模式：

3.1  高层厂房模式
高层厂房指高度超过24m，楼层数超过6层的厂房

拣货组，其用地性质一般为普通工业用地和新型产业用

地，入驻高层厂房的企业通常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厂

房内部空间具备集约性、通用性的特征，能够适应大型

生产设备的安装要求。该产业园区中，高层厂房标准

层面积为1500-1650m2，首层高度7.2m，荷载为2000kN/
m2，标准层高度5.0m，荷载800-1000kN/m2。

高层厂房不设置架空地板，吊顶高度依照具体情况确

定，管道区域预估吊顶高度为1.5m，以机械排烟配合分层
VRV空调系统，保证了厂房内部良好的通风排烟效果。

3.2  多层双拼厂房模式
多层双拼厂房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空间性和灵活性，

厂房由两个单独厂房拼接而成，每一个厂房独立存在，

互不干扰，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调整厂房内

部空间，以满足不同的生产及仓储需求。多层双拼厂房

模式对比其他模式，厂房宽度和使用面积较大，可以为

企业提供更加宽敞的生产空间或者仓储空间，能够显著

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仓储容量。不仅如此，多层双拼厂房

中，每个厂房都有着封闭空间，可以减少外部干扰，保

护企业的财产安全以及商业机密[4]。

该产业园区中，多层双拼厂房模式为科创型制造企

业的定制产品，此类企业本身的重心体现在产品研发和

技术创新方面，并没有很大的生产需求，因此依照其面

积需求，设计了多层双拼厂房，标准层面积为3200m2，

满足企业基本需求的同时，为其未来扩张预留了足够的

空间。多层双拼厂房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多层双拼厂房结构

多层双拼厂房的得房率为83%，超过高层厂房的
78%，其首层和标准层设计荷载与高层厂房一致，同时也
采用了机械排烟配合分层VRV空调系统设计来保障通风
排烟效果。

3.3  多层独栋厂房模式
多层独栋厂房在设计方面有着很强的灵活性，能够

根据企业需求及生产规模，实施定制化设计，从而满足

不同生产工艺流程的不同需求。多层独栋厂房可以通过

楼层的合理规划以及电梯等垂直运输设施的优化设计，

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稳定的结构也可以厂房承受更多

荷载，企业即便是需要为生产配备重型设备，也能够很

好地保障生产过程的稳定及安全。

产业园区中，为初创型制造企业提供了多层独栋厂

房，标准层面积为2585m2，厂房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多层独栋厂房结构

3.4  厂房立面设计
立面设计在厂房建筑设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会

直接影响建筑的审美效果。项目中，研发和公寓高层作

为最核心的沿街立面形象，造型具有很强的仪式感，同

时动感十足，结合夜景泛光照明设计形成建筑形象的统

一性和整体性。生产厂房采用简洁干练的竖向线条塑造

整体形象，提升空间感受[5]。结合上述三种厂房建筑模式

各自的特点，立面设计环节，采用了三种不同方案：

（1）围绕企业标志形式和色彩，统一设计元素，针
对厂房建筑屋顶和外立面实施一体化设计。屋顶部分使

用了高侧采光天窗搭配太阳能光伏板，解决采光需求的

同时，具备节能环保特性。建筑主体立面使用了金属装

饰面板，搭配中空玻璃幕墙，突出建筑本身的体积感。

色彩运用体现了企业标记的主题色，借助不同色块的穿

插，实现了相互协调。这种方案可以提升建筑形象的灵

动性，要贴近企业文化，缺点则是成本较高，而且在产

业园区整体层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呢过出现不够整齐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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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双重结构体系，以外围护结构柱网叠加内
部生产线柱网，体现工业建筑的力量美。外部结构使

用了20m×20m大柱网支撑，内部则使用了8m×8m小柱
网，有着更强的灵活性。整体采用“小厂房、大屋顶”

模式，确定外层屋面尺寸后，根据生产需求布局内层屋

面。该方案的优点在于设计灵活统一，方便园区的整体

建设，同时外层屋面的形式可以很好地融入周边环境中，

凸显结构美感。缺陷则是结构整体复杂，成本偏高。

（3）采用极简主义手法，配合整体造型设计，在5m
以下使用玻璃幕墙，方便厂区环境展示，5m以上使用横
向直角波纹板，以银灰等简约颜色为主，能够很好地体

现科技感。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建筑整体外形简洁，可

以在产业园区内进行复制，经济适用性良好，缺点则是

中规中矩，缺乏鲜明特征。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产业园区规划中，厂房建筑模式设

计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设计人员需要立足产业园区的功

能定位和规划目标，应用现代化设计理念，围绕企业生

产需求，确定好厂房建筑模式，坚持人本性、安全性、

经济性和环保性的基本原则，对照现代企业的发展趋

势，推荐使用多层双拼厂房模式，该模式可以提供更加

宽敞的生产空间或者仓储空间，也能够可以减少外部干

扰，保护企业的财产安全以及商业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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