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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西十筒仓改造工程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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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首钢西十筒仓改造

项目地点：中国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老厂区两北部

设计机构：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I、2

号筒仓)、戈建建筑师事务所(3、4号简仓)、思锐建筑事

务所(5、6号筒仓)、首钢设计院

委托机构：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用地规模：76 951 5m：

地上建筑面积：25 830m2

设计时间：2013年

建成时间：2016年

作为首钢老工业区改造升级以及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

服务区的启动项目，首钢西十筒仓改造项目对于北京

石景山区的城市升级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固国圈园

首钢西十筒仓区位于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工业

主题园区的最北部，西靠石景山，北起阜石路，南至

秀池，未来的城市轻轨S1线从北部穿过，交通极为便

利，周边景色秀丽。地块内有保留完好的1 6个钢筋混

凝土筒仓、两个大型料仓以及其他工业设施如转运站、

除尘塔、皮带通廊等。作为整个老首钢工业基地工业

景观和设施最为典型和独特的地区之一，西十筒仓区

具备比较成熟的改造和再利用条件，也将成为整个新

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启动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图1)

首钢西十筒仓区的历史和搬迁

西十筒仓区域承载着整个首钢的历史起源，首钢前身

为始建于1 91 9年的龙烟铁矿股份公司石景山炼铁厂，

最早将该区域选为矿石料场，作为从龙关和烟筒山运

输铁矿石的卸料场，当时龙烟公司运输系统的火车编

组为西十线，后称西十料场、西十筒仓，沿用至今，

成为石景山下标志性地域名称；20世纪90年代随着

钢铁产业的蓬勃发展，筒仓区作为主要为炼铁高炉提

供原料储存、运输的仓储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工

程，形成目前尺度巨大、规模完整的大型炼铁原料仓

储区域。(图2、图3)

2005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批复

了《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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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首钢实施搬迁改造。以此为契机，首钢走上了

一条“创新、创优、创业”的发展之路。2010年12

月31日，首钢北京地区钢铁流程正式停产，标志着

首钢搬迁工作顺利完成。2013年3月，在国家发改委

和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首钢老工业区被纳入全国老

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范围，同年5月，首钢老工业

区西十筒仓改造项目一期工程被列为国家发改委2013

年度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专项备选项目，这为

老首钢的改造和新首钢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

支撑，并明确了西十筒仓的历史使命。

首钢西十筒仓的规划与设计要求

西十筒仓规划改造后总建筑面积90 000m2，功能定位

为集创意服务、特色商务、工业旅游、文化娱乐休闲

于一体的综合创意产业集聚区。其中一期改造范围包

括原三高炉上煤系统的6个筒仓和一高炉上煤系统的

料仓以及其他附属的工业设施，改造后地上建筑面积

为25830m2，使用性质以创意办公为主，兼顾商业、

工业遗产展示等多功能用途。

出于设计多样化与国际化的目的，开发主体首钢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邀请了英国伦敦思锐建筑设计事务所、

比利时戈建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

事务所有限公司三家设计机构共同进行方案设计，其

中安地公司负责1、2号筒仓、配电室和料仓的建筑设

计。最终由首钢设计院完成了施工图设计整合和现场

配合。

同国囝嗣

三高炉上煤系统的6个筒仓作为西十筒仓区最高、最

大的一组工业构筑物群，在整个改造项目中占有标志

性地位。与料仓、转运站、配电室等其他建构筑物相比，

其工业特征、几何形状、符号意义等要素都更为鲜明。

如何科学地评估其价值，是指导改造和再利用设计的

根本与基础。(图4)

筒仓的历史价值

由于交通、工艺等方面的原因，西十筒仓区自民国时

期始就一直是炼铁厂的原料堆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和扩张再到整体搬迁至曹妃旬，首钢从一个炼铁厂逐

渐成长为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工

厂如何发展，西十筒仓区始终作为炼铁厂的原料堆场

见证着一个世界500强钢铁企业的兴衰成败。经过20

世纪90年代的现代化改造以及21世纪初的搬迁工程，

由筒仓、料仓和高炉组成的首钢工业遗址区将成为能

够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炼铁工艺水平和工业技

术的重要代表，同时也能够充分反映北京从工业化时

代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见证，成为十里钢城留给

北京城市的一笔极重要的工业历史财富。

科学价值

由于对首钢工业遗存价值认识的高度统一和规划先行

的科学管理思想，西十筒仓在拆除过程中比较完整地

保留了原有的高炉上煤系统全部的工业设施设备和工

艺流程，并通过皮带通廊与高炉相联系，完整地体现

出当前技术水平条件下炼铁过程中对燃料的系统处理

以及与其他相关生产流程的关系。西十筒仓反映了首

钢石景山厂区在钢铁工业最繁荣时期的综合经济技术

能力，是规模极为巨大，保存极为完整，国内屈指可

数的筒仓工业遗存。(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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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价值

筒仓作为原料堆场中最具特色的工业构筑物，其巨大

的体量和独特的形态正在整个原料堆场中具有鲜明的

标志性。由于需要承受煤炭巨大的荷载和压力，其特

殊的材料构造和几何形态形成了强烈视觉；中击力的工

业景观效果。

由于每一个混凝土筒都经历超过20年的光阴洗礼，其

表面的混凝土保护层原有的模板痕迹在风雨的侵蚀和

沉重的荷载作用下产生了奇妙的变化。随机剥落的混

凝土表面形成了极具工业美感的肌理，并随着光线的

变化出现美丽的光影效果。(图6)

再利用价值

每一个筒仓都是体积超过13 000m3的庞然大物，其

内部空间在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有着巨大的价值。同

时由于料斗的存在，筒仓内部的空间有着极其鲜明的

工业特征和独特魅力。除去筒仓个体的空间特色外，6

个庞然大物及其配套的配电室、皮带通廊等设施构成

的工业景观也是园区内极为重要的空间标志。

根据对筒仓价值的评估和梳理，三家设计单位一致认

为筒仓的外部空间和工业尺度，完整的几何形态及其

表面的肌理与痕迹，是需要进行保护和利用的最核心

价值。

囝固圈田

功能要求

根据业主首钢建投公司的要求，筒仓需要改造为创意

产业办公区，同时还需要兼顾工业遗产展示和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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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因此，如何将功能植入与筒仓价值展示结合起来

并保证其可实施性，是这个工程的最大挑战。

设计策略

作为一个改造项目，其本质是解决现状与功能预期的

矛盾，并需要最终通过美学方式加以表达。在实际的

设计过程中，我们主要解决了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

·如何处理原结构和新建夹层的结构关系?

由于原有的筒仓实际上是一堵环形的从上到下逐渐加

厚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筒壁的厚度随着筒内原料应

力的增大从400mm增加至600ram。筒壁主要是通

过一层钢筋网来承受逐渐增大的侧推力，混凝土更多

是作为保护层而不是承受水平荷载。新植入的结构体

系是否应该与原结构产生联系并共同作用一直是三家

设计机构讨论的问题。最终我们选择了将新建的钢结

构框架体系与原有的筒壁合理有效地连接成一个整体

共同作用，成为一种新的钢框架一钢筋混凝土筒体剪

力墙结构。这种选型的目的是希望筒壁能够成为建筑

物的一部分和新的钢结构一起工作，真正意义上实现

工业遗产的重生，而不是简单地把筒壁作为一种装饰

性的表皮来使用。

这种选择会给结构设计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和挑战。如

何保证两种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不会因为不同的位移而

相互破坏?如何又能保证新结构和原结构能够紧密

联系共同工作?最终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每层钢框架

梁与筒壁铰接连接来消除地震时产生的能量。在连接

处的原筒壁内侧加设250x400钢筋混凝土壁柱，壁

柱与原筒壁植筋(等代钢筋)拉结，壁柱上预留埋件

涂』二哆

与钢梁铰接，各壁柱间沿筒壁内侧设钢筋混凝土环梁

(250x600)，楼板沿筒壁内侧周圈通过钢筋混凝土环

梁与筒壁植筋(等代钢筋)连接，从而保证了新旧结

构的完美连接。

·如何保留和体现原有的工业风貌和工业信息?

在设计的一开始对于工艺信息特别是料斗的保留就是

一个重要的议题。毋庸置疑料斗是整个筒仓最具代表

性的工业设备以及筒仓内部空间特色的核心。但是由

于在地面层，料斗的保留会与新的使用功能产生矛盾。

即如果要保留料斗就必须要为筒仓寻找一个新的出入

口，或者是拆除外斗仅保留内锥以腾出空间以便于进

出。由于在1号筒仓的东边保留有一栋配电室，我们

决定利用配电室来作为1号筒仓的人口，从而完整地

挖掘和展示筒仓的工业信息，并满足改造后功能上的

需求。(图7)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筒仓内的煤炭会经过料斗进入到

地下传送带上，而配电室的改造带来了展示这一过程

的机会。我们将筒仓与配电室之间的筒壁打开，把料

斗和传送机完整地显露出来，并通过一个逐渐向下的

楼梯把人流引到筒仓的地下室，从而能够近距离地观

看庞大的混凝土内锥和外斗。同时一个方形的带天光

的中庭与一个圆形的带料斗的展厅形成了非常戏剧性

的空间效果，成为1号筒仓的核心和工业遗产的展示

大厅。

-如何在简壁上开洞并呈现良好的美学效果?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最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莫过于

如何在钢筋密布的混凝土筒壁上开洞以解决筒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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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与采光问题。由于筒壁呈曲面且表面并不平整，

许多切割机械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开洞的形状、大

小与位置不仅要满足美学和内部功能的需要，同时也

需要符合施工工艺的要求。

在实际工程中采用的钢筋混凝土切割工艺原理是利用

镶有金刚石的碟锯、绳锯对准混凝土构件需要拆除的

部位不断重复切割，利用金刚石超高的强度将钢筋混

凝土切断，直至该部位切透为止。与此同时采用水冷却，

降低噪音和粉尘，满足环保的要求。由于碟片运行的

轨迹相对平直，因此我们决定使用方形母题来作为开

洞的形式。

开洞设计的另一个前提则是充分尊重混凝土筒壁表面

的肌理。由于整个筒壁是由模数为300x]200的木

制模板浇筑的，模板痕迹成为了筒仓肌理最重要的特

征。我们在开洞设计中将筒仓表皮完全展开并按照模

数分为2 400mmx2 400mm、1 800mmxl 800mm、

1 200mmxl 200mm以及9 00mmx9 00mm 4种规

格的窗洞进行设计。并根据楼层、朝向、室外景观、

功能需要以及筒壁的破损情况来决定窗洞的大小和位

置。其主要原则是首先要保证南向的采光率和效果，

其次增加在东向和东北向的洞口数量与面积，最终在

西北方向朝向最不好的1／4筒壁没有开窗，这样一方

面是出于节能环保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留

下一堵完整的筒壁从而保证在某个特定的角度依然能

够观察到筒仓未改造前的原貌，从而充分尊重和展示

筒仓的价值和特征。(图8)

-如何解决筒仓内部的交通和疏散问题?

筒仓改造的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使其能够符合高层

民用建筑规范的要求，特别是疏散的要求。设计初期，

3个设计机构曾经反复讨论交通核与筒壁以及结构关

系，最终一致选择在两个筒体之间的缝隙空间作为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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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交通核的位置。楼梯位于筒内而筒外南北两侧各设

一部观光电梯。新的交通核采用钢结构和玻璃幕墙，

与混凝土筒壁形成鲜明对比。

囝固圄冒

清除底料和拆除工作

在改造施工之前，由于每个筒仓内各有近1000吨的

余料。同时仓内封闭时间较长，氧气含量很低且属于

重粉尘区，清除难度很大。在前期的探仓过程中发现

余料已经板结，也很难从料斗中清除。最终是在筒仓

底部开了一个宽3．5m、高4m的f-IN通过挖掘机进仓

将原料清除，新的洞口导致各个筒仓的方案进行了一

系列调整。

lk#b，根据设计方案，对筒仓及其周边一些不必要的

工业设备和设施进行了拆除。并清理了筒仓上方的皮

带通廊内的彩钢板和机械设备，以便于后期的施工工

作开展。

对筒仓及其周边建筑设施设备的质量评估和加固

虽然在设计之初首钢设计院提供了完整的筒仓设计技

术资料和数据，但是基于已经使用了超过20年的历史，

筒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侵蚀。因此在设计之前

专业的结构检测机构对筒壁及周边建构筑物的结构质

量进行了评估和检查，作为结构设计依据。对于确定

保留下来，但质量不佳的设施设备，现场还做了特别

加固。

简壁的清洗和保温

筒仓外表面由于长时期的存储煤炭，表面积聚了一层

颗粒污染物，因此在施工前通过高压水枪对筒仓表面

进行了清洗，从而让筒仓表面的肌理能够清晰地展示

出来。改造后的筒仓需要完全符合节能建筑设计标

准，因此改造后的墙体采用外墙内保温体系，以保证

筒壁的原貌能够完整地展现。筒仓外墙围护结构采用

300mm加气混凝土砌块紧贴筒壁砌筑，砌块内填充

保温材料，以满足热工性能的要求。

钢结构的植入和连接

与普通的建筑工程不同的是，筒仓改造的内部钢结构

体系是需要在筒壁内进行施工的，因此需要将预制好

的钢结构构件自上而下吊入筒仓内进行组装和焊接。

特别是保留了底层料斗的1号筒，对钢柱吊装的精确

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筒内组装好的钢框架与现

浇在内筒壁上的混凝土环梁相铰接，共同构成一个完

整的结构体系。(图9)

囡囝

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厂房或设施改造工程不同的是，

首钢西十筒仓的改造是将一种纯粹用于储存煤炭的仓

储设施改造成为舒适宜人的办公建筑。筒仓的原设计

本质上是一种单纯的极其坚固的耐压壳体，从未考虑

过人员的使用和进出，在这种构筑物植入新的功能并

能够使其符合建筑规范要求的工程，在国内外都极其

罕见。正因为作为首钢老工业区转型的标志以及首钢

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象征，西十筒仓才获得了这

样难得的机会重获新生。因此，明确筒仓最珍贵和最

重要的核心价值，明确保护和展示的范围与对象，并

以此作为基本出发点进行设计和改造，是对这样的工

业遗产最基本的尊重和最根本的保护。由于现状条件

的复杂多样以及诸多的限制要素，设计实际上贯穿于

整个改造过程始终。西十筒仓的改造不仅仅是极具特

色的工业空间与创意办公区这样的功能转换，更是对

工业遗产的活化与再利用的一次积极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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