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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分析转换后的BIM模型中可以看出，为满足当前项目的需求，该模型需要进行相应调整。（1）调整
格栅并确定其尺寸。结构计算软件中的结构计算单元和分析模型单元位于同一轴上，因此轴的数量大且无序，
需按照国家设计标准重新编号，保留主轴并标记网格，让每个阶段的此类模型可以在相同的标准尺寸下共同设
计，这有利于改进后期设计。（2）级别更改。住宅楼承板短跨两端置于结构钢梁顶部，住宅楼底部支撑板的
大跨度方向末端通过螺栓与钢梁抗剪。因此，钢梁顶部高度应等于建筑高度减去施工实践和楼板厚度之和。经
过比较，在未处理楼层高度之前，钢梁和混凝土楼板处于同一高度，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处理后的地板应放置
在钢梁的上翼缘上。（3）调整组件连接。为了避免前文提到的组件连接的交叉布线问题，应调整连接位置。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与高层混凝土住宅相比，节点类型很多，而节点是完成高层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的关键因
素，涉及住宅防水、防火、隔热和隔音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出现冷桥效应导致墙板开裂，发生安全
事故。一般来说，结构专业人员在设计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时会汇集大量相同类型的节点，以降低设计难度和经
济成本，这种设计方式最容易在主体结构和墙板之间的连接节点及外墙板之间的连接节点出现问题。由于构件
连接精度不足，连接质量低，在施工过程中会出现墙体开裂、墙板缝隙和渗漏量过大的现象，削弱了建筑的防
水性能和保温效果。BIM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基于BIM模型的可视化功能，设计人员可以模拟
这些问题进行并提前进行纠正。在此基础上，运用虚拟装配技术调整和控制组件连接方式，确定偏差范围，以
确保其功能在实际施工中不会受到损害。施工结束后，BIM信息管理系统可将现场完工情况传输至BIM质量管理
系统，使监理和规划师能够审查其设计和施工效果，为项目施工质量提供有效保障，如图4所示。

图4  预制构件信息联系

三、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建筑技术施工方法已不能满足当今的需要。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已成为建筑产业的
主力军。BIM技术可以通过建立建筑信息模型来优化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设计、施工、管理、运行和维护等环
节。本文总结了BIM技术在现阶段高层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结构设计和应用中的研究成果。依托某安置小区装配
式钢结构高层住宅实际项目，校核体系的实用性和安全性，研究BIM技术在高层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结构设计阶

段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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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厂区改造与功能置换策略研究

——以桂林市桂剧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方案为例

随着城市与工业技术的发展，近二十年来大部分城市工业厂区迁至市外，还有一部分工厂发生
了生产变革，使得大量的传统工业厂房和厂区逐渐空置。这些厂区周边往往有大量老旧居住区。改
造旧厂区一方面可以完善居民服务设施、激发老旧街区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为老人们保留一份珍
贵的回忆，并向年轻人生动直观地讲述城市的历史。

在工业厂区的改造设计中，生锈的高炉，废旧的工业厂房、生产设施、机械设备，不再是肮脏
的、丑陋的、破败的、消极的，相反，它们是人类历史上遗留的文化景观，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
大量遗留下来的厂房建筑采用钢或钢筋混凝土大跨度结构，其高大宽敞的尺度与多种民用公共建筑
的功能相匹配，改造空间灵活。近二十年来，我国涌现出大量工业厂区、厂房改造为文化、商业、
体育等建筑的成功案例，例如上海的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北京的 798 艺术中心，都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价值，提升了城市形象。本文以桂林市桂剧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方案为例，对厂区改造为戏剧文化
建筑群的设计思路进行探索，研究老旧厂区改造与功能置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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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理念
在对场地分析与现存建筑评估的基础上，本设计

对东侧厂房进行保留改造，将西侧厂房拆除后新建戏
剧厅。场地中的中轴线位于新老建筑之间，形成往昔
与未来的对比。

本方案在延续厂区文化的基础上，将桂剧文化中
的精华进行提取并通过建筑语言合理表达。通过对原
址建筑肌理分析，将新建建筑部分按照原始厂房的条
形肌理进行平行切割，消减剧场体块带来的厚重感，
按照剧场的室内空间走势，结合场地内保留厂房和塔
楼的形体，设计具有“工业美学”特征的天际线。厂
房局部围合面采用玻璃幕墙和天窗，加强采光以适应
新功能的需求（见图 2）。

图 2  方案生成过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原桂林绢纺厂厂址内，坐落在桂林市象山区与临桂区之间，交通向新老城区均匀辐射。用地

及其周围地势平坦，总用地面积 62000 平方米。项目用地东西两侧山脉环绕，环境优美，北侧为老旧居住区
和城中村，南侧有桂林国家森林公园，空气质量好。厂区入口位于用地北侧，内部有红砖厂房、铁皮厂房若干，
绿植丰富，环境静谧。厂区北面有七星区通往临桂区的遇龙路，四周均有车道环绕，交通便利。

桂林绢纺厂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90 年代停产。厂区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厂房是东侧锯齿形单
层厂房，另有一极具特色的红砖筒形塔楼保存完好，本设计对二者进行保留和修复。东南角有两座保存较好
的三角钢桁架结构的厂房，经评定后可进行改造。除此之外，西侧厂房建筑群保存状态较差、规划较零乱，
在本案设计中将进行拆除（见图 1）。

图 1  厂区建筑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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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厂房改造而成的展览厅，了解桂剧的历史文化，接着从二楼大坡道出进入中央绿化广场，参与室外戏剧活动，
并在中央绿化广场进行商业活动。也可沿中央轴线进入由茶室与传统戏台组合而成的传统戏剧观演区，观赏
传统桂剧，随后进入公众活动区体验戏剧活动。也可选择性进入戏剧厅或者放映室，观看戏剧，之后进入集
中餐饮休闲空间休憩。

（三）建筑造型设计

新旧建筑外观均尽可能延续原厂区的性格魅力，建筑材料以素混凝土和素砖为主，建筑体块简洁明快，
力求清晰表达出建筑的力量感。新建建筑和改造的旧建筑立面直接暴露建筑结构，并体现内部建筑空间特征。
本方案立面讲究建筑的形式美，认为美是通过调整构成建筑自身的平面、墙面、空间、车道、走廊、形体、
色彩、质感和比例关系而获得，在建筑材料上保持了自然本色（见图 4）。

四、结语
厂区改造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周边环境的关系、交通道路格局、建筑肌理、建筑评估、环

境利用、结构材料技术等因素。本设计在建筑评估的基础上，对建筑进行留、改、拆等不同措施；在新旧建
筑的整合中，运用轴线对原有建筑和新建筑进行整合，通过形体穿插、材料对比形成新旧体块的互衬和融合；

在旧建筑的新功能置入中，考虑了原有建筑肌理、交通、空间尺度、结构形式等因素与新功能的契合。

注：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 GIS 方法的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区划系统

构建”(编号：2019KY0275) 研究成果。

图 4  方案总体鸟瞰图

图 3  方案总平面图

三、空间环境设计

（一）总体规划设计

在保留场地的建筑图底关系上生成横纵两条轴线，纵轴西侧为保留建筑，纵轴东侧为新建建筑，新建建
筑退让轴线形成中心广场，各建筑单体围绕广场布置，广场处保留塔楼，作为场地制高点形成场地的视觉中
心以及服务观众走动的交通节点（见图 3）。

在交通的处理上，观众流线沿中心轴线呈鱼骨状发散，服务流线均在外围布置。人行流线从步行主入
口进入入口广场，车行流线从车行入口进入入口广场两侧的户外停车场，在主入口广场处可进行人群集散，
客流可沿中心轴线选择性进入各功能区。后勤货运车辆和办公车辆从西侧和东侧次入口进入，环绕场地，
服务各功能区；北侧主入口广场两侧为大型室外停车场，车行环道周围有少量地面停车位，供后勤货运车
辆及工作人员车辆停放，给后勤服务人员提供便利。

（二）建筑功能置换与设计

建筑群主要包含四个功能区，戏剧观演区、商业餐饮区、桂剧文化展览区、研习创作区。功能区的布置
除了考虑区块之间的联系和观众行为活动外，还兼顾厂房空间与置入功能的契合度。例如利用条形锯齿厂房
的线形交通空间设置商业街与展厅，利用东南厂房设置与其尺度吻合的传统戏台与观看区。

对外服务的各功能区没有明显且必然的先后关系，因此给观众提供的线路是多样的，而主次分明的道路
肌理则简化了庞大园区的交通线路，增强了各功能的可识别度。观众经过入口广场时可下车进入西北侧由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