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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入,经济结构升级调整,未来将会形成大量的工业遗产。在我国当前社

会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 使这些见证了历史变迁的工业文明遗址重新焕发活

力值得深入探究。文章以日照中联港口水泥厂为例,通过统筹规划重构改造,探讨工业遗址再利用的价

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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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pgrading and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heritage will be formed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o realize the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o make thes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sites which witnes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re revitalized. Taking Rizhao Zhonglian port 

cement plan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significance of the reuse of industrial sites through 

overall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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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研究的项目背景 

1.1社会现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入和经济结

构升级调整,一些不能伴随城市发展进

行调整的行业,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将

逐步的退出城市空间,形成大量的工业

遗产。面对大片工业生产遗留下来的棕

地问题,如果不对这些棕地进行治理,就

会引起土壤环境污染、城市景观破碎等

一系列问题,还会对城市的经济效能、社

会发展、生态保护等产生影响。 

1.2发展趋势 

城市工业遗址的重构改造是为了满

足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需求、文化效益

需求、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社会服务需

求及生态环境需求,在发展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要延续工业遗址的历史文化,并

兼顾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1.3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对工业遗址的重构改造,可以有效

的减少乃至消除原工业生产对周边生活

空间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时在道路体

系、生态系统、社会服务的完善等方面,

工业遗址的更新改造将有效提高城市的

环境质量,构筑更好的城市发展。工业遗

址就是工业文明的依附,合理的保护工

业遗址对人们认识工业活动的产生和发

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对工业遗址的

重构改造既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又可以

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同时,对工业遗产改

造再利用还能够对城市经济衰退地区的

经济再振兴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重新

激活地区的经济活力。 

2 工业遗址的重构与改造设计

研究 

2.1场地设计项目概况 

本次设计的场地位于日照港区东

作业区的北部,占地面积大约44公顷,

南北纵深约1000米,东西纵深约440米,

场地内有多座水泥罐和数条水泥生产

线,场地内东侧是铁路运输线和沿海防

波堤,场地生态脆弱,植被稀少。西侧与

南侧为港口的矿石堆放区,东侧为黄海,

北侧的石臼港区煤堆场已经启动东煤

南移工程,并启动了月亮湾规划进行生

态修复,西北侧距离1000米有集中的居

民区。 

2.2场地设计项目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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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项目场地的思考过程中,首先

统筹兼顾从历史文化、经济效益、生态

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来思考,秉承

着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先进技术,修复生

态环境的理念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来

对场地进行统筹规划。根据工业遗址场

地现存的问题,并结合工业遗址场地的

实际情况,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工业历史

文化的保留、工业遗存生态的恢复、工

业场地社区的发展三个方面。初步提出

未来工业用地的文化、生态、经济三位

一体,历史、现代和未来三点一线的发展

想法。 

通过从电影《阿凡达》中提取的设

计元素与场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以森林、

科技、历史与未来文化的碰撞为设计的

主线发展,并根据场地现有的工业遗产

的特点进行改造,通过在遗址上运用高

新科技、投屏、光感等技术来营造未来

的科幻感。 

2.3设计创意过程 

设计初始通过在网络上寻找案例,

并结合从电影《阿凡达》中提取的设计

元素来确定平面方案,根据场地内的独

特环境首先对其功能区进行了分区规划,

根据设计的功能用途大致确定了九种功

能分区,包含文化、经济、生态、社会服

务等多种功能方向。通过对场地的分析,

根据场地的布局状况,在反复修改后基

本确定了方案的平面方案图,明确了景

观的改造形式,对于具有利用价值的工

业设施进行了保留,并对其表现形式进

行了改造,使其能够以一个新的形式对

历史再表达。另外,在场地内增加了植被

的绿化面积以此对设计主题中的原始森

林这一概念进行还原,并且达到生态修

复的目的。 

3 工业遗址重构与改造的设计

构思与分析 

3.1场地现状 

设计场地位于山东日照市的港区沿

海地段,日照港作为日照市工业生产比

较集聚的地方,其附近的环境污染较为

严重,生态系统非常单一且脆弱。但作为

沿海工业区,其交通条件非常便捷,其三

面都是条件优良的海港,附近还有多条

干线,距离日照市主要景区的直线距离

只有一千米左右。设计的场地现状目前

来看是非常典型的工业生产区,主要的

建筑是水泥罐和水泥生产线。整个厂区

因为矿石堆放区的影响,整体地块呈现

出一种红褐色,平时场地内的扬尘污染

较为严重,场地内植被非常的稀少,几乎

没有绿色植物,生态非常脆弱。东侧有多

条铁路穿越场地,东南侧还有多处荒地

闲置。 

3.2日照中联港中水泥厂改造设计

的设计手法 

本次设计的空间布局是根据原有场

地的建筑分布情况,将场地内主要的工

业建筑进行改造重构赋予其新的服务功

能。根据重构后的赋予功能,大致将场地

划分了九个功能区类型,将场地中部的

水泥罐区划分了艺术展览区 、餐饮区、

工作区、博物馆 、旅店等多种功能区,

重新赋予了这些水泥罐新的生命。而东

侧的空地和沿海地区则是作为主要的植

被景观功能区,人们可以在此区域休憩、

锻炼、体验与自然的互动。西南侧空地

则是作为运动的功能区,人们可以在此

从事专业性的运动,如图1所示。 

 

图1  “钢铁绿林”总平面图 

在设计交通时,根据场地通行的需

要一共将道路划分了三个等级,并设置

四个场地出入口,都位于场地西侧的交

通干线上,分别贯通了场地的上中下各

段；设计从人的参与性上,针对不同群体

不同年龄的人群活动特点,对场地内可

以进行的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人群覆

盖,使场地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各个层

次的人群需求。 

针对场地内的生态问题,优先选择

了能够耐盐碱、防风固土,除尘降噪,净

化环境的植被组合类型,从多个空间维

度来满足场地的生态需求；针对原场地

内环境问题,本次设计也针对此特点提

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从生物、化学、物

理等多种治理手段入手,对场地的环境

进行治理,拆除硬质化地面、土地深翻、

化学治理、土壤置换,通过多种方式使土

地能够适应生态需求。 

3.3主要景观节点分析 

水泥罐区位于场地的南北中线的上

半段,设计构想是通过利用钢混结构使

各个罐体之间互相连接,使每个独立的

罐体能够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并在水泥罐体上方架设种植池和在罐体

侧面种植垂直绿化,搭配罐区内的不规

则绿地草坪,以此来还原电影中的场景,

让人们在此活动时能够获得与众不同的

生态体验。同时,通过在水泥罐体的外立

面架设大荧幕,并搭配灯光效果,以科技

手段来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碰撞,使

人们不仅能感受到工业遗产的历史、浓

郁森林的生态,还能感受到科技发展的

魅力,给人们一种全新的游览体验,如图

2所示。 

 

图2  水泥罐区改造效果图 

铁轨的改造区位于场地的东侧,设

计目的是给在公园内游览的人们更多的

景观互动体验,通过将铁轨下的枕木置

换成可触发的感应装置,人们可以通过

踩踏彩虹条来触发景观装置,铁轨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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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灯条也会随着装置的触发发生声音和

颜色的变化,使在丛林里散步的人们能

够与景观产生很好的互动联系。 

潮汐码头位于场地的东南角,设计

的意向是将场地西北侧的河流沿铁路线

开挖,引入到场地内并最终入海。根据场

地的水文信息把河道开挖至一个合适的

高度,河流的水位会随着潮汐的作用上

升下降,而游船通行性也会随着水位变

化而变化,在每次涨潮、海水回流、水位

上涨,当水位达到一定的高度时人们就

可以乘船游览场地,附近的居民也可以

乘船到码头处的集市贩卖商品。等到潮

水退去,水位下降,码头处的台阶也会显

现出来,人们可以到河道中嬉戏玩耍,码

头附近的集市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

休憩交谈的环境。 

4 结语 

本次研究通过对港中水泥厂的研究

调查,设计出了具有场地特点、符合城市

生活要求的城市公园绿地。在设计时充

分考虑了其作为城市公园的生态效益,

同时通过对水泥厂中的工业遗存物进行

改造重构,来延续水泥厂的历史文化记

忆,同时也让工业遗产的历史文明、生态

保护的观念融入到市民的生产生活中。

工业遗产是一个时代留存下的历史财富,

它见证了那一段历史的辉煌。本次的改

造设计也是出于对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之

路的一次探索,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工业

遗址的改造也正经历着全新的发展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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