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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闵行区新汇（万芳）220kV 变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闵行区浦江镇东部产业发展片区。浦江镇是上海市重点建设的新市

镇，到 2020 年将基本建成具有独特城市风貌的新市镇，成为具有示范作用的科

技城镇、创新城镇和特色风貌城镇。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基地现状为东风服饰城及苏民中心卫生室。变电站设施

用地北邻陈行公路，东邻苏召路，南邻周浦塘，西邻知新河。设计范围用地面积

约 1.21 公顷，东西方向约 133m，南北方向约 90m；协调范围为周边滨河绿地，

用地面积约 3.4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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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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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社区 MHP0-1321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图 

三、 设计内容 

基地位于上海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内，规划打造为以航天主导及技术应

用产业及航天航空服务业为主导功能，兼具技术研发、转化生产、总部办公、技

术培训、运营服务等功能，产业能级较高、配套设施完善、园区环境优美的综合

型主题特色产业园区。 

本次设计主要需解决风貌品质提升、与绿化环境的有机融合等问题。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对变电站进行整体定位和概念策划。 

外立面设计：包括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等方面；需充分考虑航空

产业特征、兼顾产业人群服务，形成融入景观以及周边风貌的变电站。 

光伏应用：主要考虑光伏应用在本项目中屋顶或立面上的应用。 

（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结合相邻绿地地块综合考虑景观设计，将变电站与景观有效

融合。主要包括一体化风貌协调、慢行组织、灯光设计、铺地及环境设施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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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02 长宁区迎宾 110kV 变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空港六路东侧、迎宾三路南侧，属于虹桥商务区机场

东片区。东片区作为虹桥商务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将以 T1 航站楼建设领航国际

交流、集聚航空总部的最佳商务型城市机场为依托，建设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现

代航空服务示范区”。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本项目为拆除新建项目。场地现状为虹桥国际机场降压站及绿化。根据远期

规划，站址所在区域周边规划为教育科研设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商务办公

用地。 

变电站设施用地北邻迎宾三路，西邻空港六路，东南侧为规划科研产业功能。

设计范围用地面积约 2527 ㎡，东西方向约 58m，南北方向约 45m。项目协调

范围为周边产业地块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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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基地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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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规划用地图 

三、 设计内容 

本次竞赛主要需解决外立面风貌提升问题。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对变电站进行整体定位和概念策划。 

外立面设计：包括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等方面，需充分考虑周边

人群，形成融入景观以及周边风貌的变电站。 

光伏应用：主要考虑光伏在本项目中屋顶或立面上的应用。 

（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结合相邻地块综合考虑变电站设计，建筑外观设计与周边建

筑风格、形态及色彩相协调，外墙、窗的材质色彩与周边建筑相呼应。 

 

03 市域南枫线泥城主变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临港新片区先进制造片区的市域南枫线泥城站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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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对象为变电站及其周边环境景观。设计范围位于临港新片区鸿音路与长

空路交叉口东北象限，主变电站西侧为现状污水泵站，北临新开港河道，东临支

流水系，南临南枫线区间高架线路。用地面积约 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300

平方米。协调范围为变电站所在规划街坊，南侧长空路、北侧东侧为现状水系、

西侧鸿音路。 

项目当前未建成，所在地块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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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周边地块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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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周边现状图 

 

图 5：泥城主变电站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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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南枫线选线专项规划 – 线路走向示意图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本次设计主要针对变电站进行外立面提升，并协调周边

场地环境。具体的设计内容为： 

（1）总体策划 

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个简洁而富有

辨识度的案名。 

（2）针对设计范围： 

外立面设计：包括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等方面，需充分考虑周边

人群，形成融入景观以及周边风貌的变电站。 

（3）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结合相邻地块综合考虑景观设计，将变电站与景观有效融

合。主要包括一体化风貌协调、慢行组织、灯光设计、铺地及环境设施布局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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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宝山区乾波 110kV 变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乾波 110 千伏变电站位于宝山区大场镇，西邻祁连山路，南邻南何支线，北

至丰德路。宝山区总体规划中提出，大场-南大地区中心重点突出智慧科创和生

态功能。本区域以转型发展、产业升级、生态宜居为主要目标，是上海市重点转

型开发地区，将打造成南大生态智慧城。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西邻祁连山路、北至丰德路，用地面积约 2400 ㎡。研究范围为变

电站所在绿地，为祁连山路、丰德路、连文路、祁安路围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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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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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变电站所在区域控规 

三、 设计内容 

大场-南大地区中心主要面向宝山西南地区，围绕上海大学布局地区级公共

服务设施，定位为具有智慧科创为特色的地区级公共中心，重点突出“生态和智

慧”发展特色。产业发展以人工智能、智汇科创、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生物医

疗为主导。 

乾波 110 千伏变电站品质提升设计内容主要包括变电站建筑外立面及顶面

设计、景观概念方案和完善周边公共空间功能。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

个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外立面及顶面设计：包括变电站站房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灯

光设计等方面。光伏应用主要考虑应用在本项目屋顶或立面上，光伏设施设计应

与项目景观、周边风貌统筹考虑，整体和谐。 

站内景观设计：结合相邻绿地综合考虑站区内景观环境，道路铺地，设施

布局设计，将变电站与景观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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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方案：方案用地符合控规要求，现状水体面积保持不变。具体包

括与周边区域风貌协调、慢行组织、铺地及环境设施布局等内容。 

完善周边公共空间功能：在协调范围内，提升变电站及周边社区公共服务

需求，包括提升所在绿地空间利用效率，实现复合利用。 

 

05 嘉定区嘉罗 110kV 变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嘉定区菊园新区，西侧是嘉定老城。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对象为变电站及其周边环境景观。设计范围东至用地边界，南至嘉罗公

路，西至用地边界，北至用地边界。用地面积 2568平方米，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2489平方米。协调范围为变电站所在用地、南侧道路旁绿地以及东侧广场用地，

共计约 4160平方米。 

项目当前未建成，所在地块为空地和未拆居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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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地块控规图（最新规划过程稿，待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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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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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本次设计主要针对变电站进行外立面提升，并协调周边

场地环境。具体的设计内容为： 

（1）总体策划 

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个简洁而富有

辨识度的案名。 

（2）针对设计范围： 

外立面设计：包括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等方面，需充分考虑周边

人群，形成融入景观以及周边风貌的变电站。 

光伏应用：主要考虑光伏应用在本项目中屋顶或立面上的应用。屋顶安装太

阳能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50%。如太阳能光伏系统安装在立面，则装面积应

进行折算：太阳能光伏安装面积=安装在立面的太阳能光伏安装面积*0.6。 

（3）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结合相邻地块综合考虑景观设计，将变电站与景观有效融

合。主要包括一体化风貌协调、慢行组织、灯光设计、铺地及环境设施布局等内

容。 

06 青浦区恭贤（双盈）110kV 变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青浦新城中央商务区，安泰产业园的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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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对象为变电站及其周边环境景观。设计范围西至胜利路，南至竹盈路。

用地面积 28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2493平方米。协调范围为变电站所在规划街

坊（除安泰产业园以外），南侧竹盈路、北侧东胡渡浜、东侧安泰产业园、西侧

胜利路。 

项目当前未建成，所在地块为空地。 

 

图 2：设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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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周边用地控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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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周边现状图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本次设计主要针对变电站进行外立面提升，并协调周边

场地环境。具体的设计内容为： 

（1）总体策划 

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个简洁而富有

辨识度的案名。 

（2）针对设计范围： 

外立面设计：包括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等方面，需充分考虑周边

人群，形成融入景观以及周边风貌的变电站。 

光伏应用：主要考虑光伏应用在本项目中屋顶上的应用。屋顶安装太阳能光

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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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结合相邻地块综合考虑景观设计，将变电站与景观有效融

合。主要包括一体化风貌协调、慢行组织、灯光设计、铺地及环境设施布局等内

容。 

 

 

07 崇明区中央沙取水设施附属用房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长兴岛西北角中央沙。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处于规划取水设施用地中，该取水设施主要功能是将青草沙库区水

输送至输水井及过江管中。 

本次设计项目为新建项目，设计内容为青草沙-陈行库管连通工程项目取水

设施中南侧的水闸、2 个附属用房、栈桥及周边输水渠，总建筑面积约 700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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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协调范围为附属用房、周边设施及水库河口周边区域。 

 

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周边现状图 



24 

 

图 4：青草沙-陈行库管连通工程中央沙段专项规划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本次设计在工程建筑方案基础上进行设计，协调取水

设施与周边水库风貌统一、生态融合。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个

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风貌品质提升：在工程建筑方案的基础上，建筑形象符合供水行业特有的行

业气质，建筑设计应遵循现代主义原则，摒弃繁复的装饰，体现时代精神和特性；

能够在自然环境和建筑实体之间找到平衡，力求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建筑立

面设计应映射建筑体块和内部功能布局，从功能出发，立面造型需符合场地特色、

满足项目空间布局的需求。设计理念需与城市文脉相结合，尊重周边环境，通过

现代化的建筑景观元素，打造具有匠心精神的水利附属用房建筑形象。 

（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景观设计应探索并实现空间的舒适性，打造独特的空间品

质，增强景观体验,主要包括与周边水库、生态景观的一体化风貌协调等内容。 

 



25 

08 闵行区跃进河水闸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黄浦江中上游闵行区跃进河，处于黄浦江、大治河、金汇港三水

交汇的重要地段。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为外移新建水闸及管理用房用地。现状跃进河水闸距离黄浦江约

525m，闸孔净宽 5m，始建于 1980 年，2004 年重建，外河翼墙顶高程 5.50m。

不满足规划口宽和设防高程要求，拟外移新建。 

新建水闸规划闸孔宽 8m，水闸闸室横轴线距离河口约 100m；跃进河规划

河口宽度 30.0m，规划陆域宽度 10.0m。协调范围为水闸周边附属设施及滨江绿

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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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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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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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位置示意图 

 
图 5：选址范围处河道蓝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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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本次设计主要针对新建水闸及管理用房进行风貌品质

提升，总体原则为功能满足、总平合理、建筑优美、环境融洽、结构可行、运行

可靠、用地合规、造价合理。 

（1）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

计一个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2）针对设计范围： 

水上建筑风貌提升：在工程建筑方案的基础上，针对三水交汇地区的自然

人文特色，提出水闸总体风貌定位和策划，在功能满足前提下，对水闸闸型进行

选型设计，对结构进行布置，强调与周边郊野环境融洽。水闸与管理用房、内外

河堤防应衔接自然并遵循相关规范，结合水闸一体化设计，布置在河道规划蓝线

（河口线内），不涉及独立用地。景观绿化范围布置在选址范围线内。 

（3）针对协调范围： 

慢行组织：对协调范围内的滨水慢行空间进行分析优化。 

特色功能植入：综合分析周边片区未来发展需求，结合地上建筑及周边环

境特色，考虑远期预留植入滨水公共服务的可能性。 

 

09 徐汇区北潮港泵闸外移工程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徐汇区凌云街道华泾港。东至龙州小区、南至淀浦河、西至莲岸家

园、北至罗秀路。 



30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对象为外移新建水闸、管理用房用地。在淀浦河、北潮港边公共绿地空

间设置附属用房（包含配电、管理等功能），用地面积约 3360 平方米（其中陆

域面积 125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00 平方米。协调范围北至罗秀路，东至

龙州路，南至淀浦河，西至水闸西侧滨水空间。 

项目目前未建成，西侧为梅陇十村、凌云市民健身中心，东侧为梅陇十一村、

舒城苑，南侧为淀浦河，周边建成度高，人口密集。 

 

图 2：设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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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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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上海市徐汇区凌云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S05 街坊用地示意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本次设计主要针对新建水闸及管理用房进行风貌品质

提升，同时结合淀浦河贯通相关要求，综合考虑水闸区域与周边慢行的联系。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

个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地上和水上建筑风貌提升：在工程建筑方案的基础上，针对淀蒲河周边地

区的人文特色，提出水闸总体风貌定位和策划，在功能满足前提下，对水闸形态

方案进行设计，强调与周边城市环境融洽。 

（2）针对协调范围： 

慢行组织：对协调范围内的滨水慢行空间及管理用房区进行分析优化，考

虑水利设施、水闸工作桥与滨水步道的合设。 

特色功能植入：综合分析周边片区未来发展需求，结合地上建筑及周边环

境特色，考虑远期预留植入滨水公共服务的可能性。 

景观系统设计：结合建筑方案设计，统筹考虑北潮港东侧街边绿地和现状

居民楼景观协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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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东方枢纽金亭公路污水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上海东站 F 片区内。东侧毗邻上海绕城高速、在建上海东站和浦

东国际机场。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为规划污水泵站设施用地，用地面积约 1581 平方米。协调范围为

污水泵站所在的控规 F5 单元地块。 

设计项目为新建项目，规划规模 8 万 m³/d，建筑面积约 500 平方米，包含

污水泵房、值班室和变配电间等功能。现状为雅联国际物流园区，周边均以产业

园为主，东侧为在建上海东站及浦东国际机场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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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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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上海东方枢纽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控规修编普适图则（F5 单元地块）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为 2027 年 7 月 1 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建成运营时所

需必要的市政配套工程，其承担功能不仅包括东方枢纽站场区、站前区的污水排

水，同时也承担东方枢纽片区、机场片区的污水提升工作。本次设计主要根据东

方枢纽站场区和站前区污水专业规划对金亭污水泵站进行设计，协调与上海东

站、机场的场地环境。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个

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建筑设计要求：体现站城融合概念，需要结合东方枢纽地区发展需求和设施

技术要求，对泵站管理用房，主体及附属设施进行设计，同时应遵循安全、耐久、

适用、环保、经济、美观的原则，需要保证金亭污水泵站项目的落地可行性。 

风貌品质提升：在工程建筑方案的基础上，与东方枢纽 7 平方公里城市设计

风格匹配，不可过分差异化设计。 

（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本次污水泵站设计需对泵站所在的控规 F5 单元地块中其余

包括变电站、能源中心、现状燃气调压站提出风貌设计引导，结合地块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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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 

 

11 长宁区江苏万航泵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江苏、万航泵站位于长宁区江苏北路、万航渡路交叉口西南角，苏州河南岸，

位于长宁区万航渡路 1252 号。苏州河是上海唯一横贯市中心的东西向河流，具

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发展空间。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两座泵站建成时间较长，其建筑风格等与苏河沿线滨水景观不相适宜，现状

泵站的控规调整方案已于 2023 年通过批复。本次设计内容一部分是两座泵站设

施立面修缮及形象提升，另一部分是泵站附属空间景观提升及市政人行道约

2610 平方米进行一体化研究（图 2）。要求结合万航渡路沿苏州河景观以及江苏

路桥下景观，设计街角开放式连续界面，达到突出街角空间景观及降低泵站建筑

突兀感，使整设计范围与周边环境景观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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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现状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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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泵站现状照片 

  

图 5：上海长宁区华阳社区 C040101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E1 局部调整图则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改造项目，本次设计主要针对两座泵站设施立面及色彩提升以及

泵站附属空间内的景观提升。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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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风貌品质提升：鼓励在泵站附属场地内采用景观小品等方式与沿河及桥下

景观相协调。泵站设施范围主要以外立面修缮、色彩提升、垂直绿化植物墙、绿

篱景观围挡等方式消除市政设施的突兀感。 

功能复合利用：结合泵站实际使用功能，探索泵站附属场地的分时开放，

在不影响泵站日常使用的前提下，开放附属空间，梳理人行流线，设置人行步道。 

（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主要包括一体化风貌协调、慢行组织、灯光设计、铺地及

环境设施布局等内容。 

周边要素融合：一是与东侧江苏路桥下空间景观要素呼应，二是与苏州河

沿河步道景观呼应。 

图 6：江苏路桥下照片 

 

 

12 静安区志丹调蓄池出地面设施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静安区志丹系统调蓄池出地面设施品质提升项目建设地址为运城路、广中西

路路口，大宁公园内。大宁公园是浦西最大的集中绿地，公园定位为“生态景观

型城市公共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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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本工程规划选址于运城路、广中西路路口东南侧现状公园停车场内，项目占

地面积约为 1000 ㎡，主要设施位于地下，地面设施占地约 60 ㎡。 

 

  

图 2：设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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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已批控规情况 

 
图 4：周边现状图 

三、 设计内容 

本工程拟利用运城路、广中西路路口东南侧现状停车场内现有场地地下空

间新建提标调蓄池，调蓄池有效容积 5000m³，总建设用地面积为地下 1032.25

㎡。项目出地面设施较少，主要为楼梯出入口和风井，占地约 6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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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本次设计主要针对调蓄池出地面设施进行风貌品质提

升，并协调周边场地环境。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

个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风貌品质提升：在工程建筑方案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感、科技感及去工业

化，包括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等方面。 

（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对调蓄池所在的广场地面进行一体化风貌协调，对灯光设

计、铺地及环境设施布局等提出风貌导引。 

同时，该项目紧邻地铁 20 号线大宁公园站出入口，调蓄池的整体设计风格

应能与 20 号线出入口相协调，不显突兀。 

 

13 燃气过江井（东塘路、嫩江路）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本项目共包含两个子设计项目，分别为市北公司东塘路过江井和嫩江路过江

井，均位于黄浦江沿线，其中东塘路过江井位于黄浦江东岸，隶属于上海市浦东

新区；嫩江路过江井临近共青森林公园，隶属于上海市杨浦区。黄浦江是探索和

实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先进理念的引领区和示范地，其市政设施建设凸显人性

化、景观化、集约化、智能化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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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对象为两个过江井及周边景观环境品质提升设计，包括过江井本体以及

景观协调范围。过江井是黄浦江穿越管线浦西段重要的管线维护构筑物，是管线

日常维护、检修、监测等的重要场所，是保障跨越管线的正常运行的重要构筑物。

项目的实施有助于优化站内功能配置，改善窗口形象。该项目是改造工程，不涉

及燃气设施主体。设计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1）东塘路过江井（接收井）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塘路 598 号，紧邻东

塘路渡口。现状为高度 5-6 米、直径 10 米左右的工作井，与外围约 45 米*38 米

的围墙构成，整体品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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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接收井现状照片 

（2）嫩江路过江井（工作井）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嫩江路 5 号，紧邻东嫩线

轮渡站。现状为高度 5-6 米、直径 10 米左右的工作井，与外围约 48 米*39 米的

围墙构成，整体品质不高。

  

图 4：设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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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工作井现状照片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设计内容包括过江井建筑及周边的品质提升、周边车行和慢行交通

组织等内容，设计中应注意安全间距问题，具体包括：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

个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 

设计应响应黄浦江沿岸地区上位规划对城市景观风貌控制性和引导性要

求，统筹市政设施与周边环境，打造彰显时代特征、具有辨识度和吸引力的空间

形象，并与杨浦滨江贯通工程协调；方案应提出两个子项目的总体定位、设计主

题等意向。 

品质提升：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对于过江井的外观形态进行优化、

立面风貌等进行提升。 

外立面设计：包括形态优化、表皮设计、材料创新、立体绿化等方面。 

（2）针对协调范围 

景观概念设计：综合考虑共青森林公园和杨浦滨江北段景观设计，将过江

井设施与景观有效融合。主要包括一体化风貌协调、慢行组织、灯光设计、铺地

及环境设施布局等内容。 

交通组织：构筑物位于黄浦江沿岸，综合考虑周边地块的标高和衔接，保

障与车行系统、道路交叉口连接顺畅，完善与地区慢行系统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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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松江区电信局新城营业用房及交换机房工程 

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项目位于松江区文翔路、龙源路十字路口东南角，地处松江新城的核心地带。

松江新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本项目周边不仅有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视觉艺术学院等校区，还将以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为主导，成为长

三角的科创驱动引擎。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本项目北侧为文翔路，东侧为现状河道，南侧为环卫设施地块，西侧为龙源

路。用地面积约 5300 平方米；协调范围为周边街道、河道及绿地。 

本项目为改扩建项目，场地内目前有主楼（又称老楼）、营业楼一期、油机

楼三栋建筑。主楼保留作为设备、办公使用；营业楼一期保留，一层为营业厅，

二层、三层为内部办公，南侧预留建造用地。本次改扩建拟针对预留建造用地新

建通信机房，并扩建原有油机房满足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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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场地内现状建筑及拟新建建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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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主楼现状照片 

 
图 5：营业楼一期现状照片 

三、 设计内容 

本次设计主要包含总平面设计、建筑设计、机电设备衔接等内容。在风貌

上应充分衔接场地内既有建筑风格、反映周边大学城、科技园的科创人文特质。 

（1）总平面设计 

充分考虑总平面流线、停车和景观绿化。满足园区内外车行分流、员工停

车需求，优化园区现有景观设计。 

（2）建筑设计 

数据楼：利用预留建造用地新建数据楼，要求为多层建筑、限高 24 米。一

层作为电力电池室，二至四层设置通信机房。 

油机房：对原油机房进行改扩建，设置油机房、变电所等功能。 

（3）机电设备衔接 

建筑设计需满足机柜布置、油机扩容等设备基础需求。 

（4）滨水景观提升 

结合电信营业厅更新改造，对东侧滨水绿化开展概念性景观设计，在景观

提升的基础上适当植入公共服务功能，服务办公人员、消费者和周边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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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虹口区海伦西路加油站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虹口区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内。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为加油站设施用地，南至海伦西路，西、北至永乐坊，东至长春路，

用地面积 1000 平方米，属于山阴路历史风貌区的建设控制范围。协调范围为加

油站及海伦西路以南街头绿地等公共空间，北至长春支路、西至四川北路、东至

长春路、南至海伦西路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北侧毗邻居住区及四川北路第一小学。东侧为四川北路

幼儿园。南侧为现状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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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设计范围图 

 

 
图 3：周边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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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上海市虹口区四川社区 C080101 单元控制性详规 hk165 街坊局部调整用地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拟结合独特的地理位置，打破“邻避效应”，以积极的

姿态融入街区及城市，打造具有城市型、文化性、功能性及生态性的加油站。 

（1）针对设计范围： 

风貌品质提升：在工程建筑方案的基础上，结合风貌区建筑特色、色彩风

格、环境特征等要求，在形态上体现城市文化风貌、去工业化，形成风貌区市政

设施新亮点，重点聚焦形态优化、表皮设计、功能创新等方面。 

（2）针对协调范围： 

风貌概念设计：结合历史风貌区特点，统筹考虑协调范围内街头绿地、公

共开敞空间的场地设计，地块建设高度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新建建筑与历史风

貌特色相协调，主要包括一体化风貌协调、灯光设计、铺地及环境设施布局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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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活动组织：打破市政邻避效应，合理规划组织进入场地的人流和车流

关系，重点打造集聚人群，增加人气的功能设置，同时考虑加油车辆的安全分流。 

16 浦东新区金湾滨水驿站及桥下空间品质提升 

一、 区位概况 

基地位于浦东新区川桥路 1758 号，北至川桥路及桥下，西至曹家沟。 

 

图 1：区位条件图 

二、 设计范围 

本项目主要包含金湾滨水驿站及桥下空间，设计范围约 2770 平方米，拟将

原闲置垃圾处理车间（现状为一处二层约 7.2 米建筑，作金湾展厅使用）改造为

滨水驿站，同时结合川桥路桥下空间贯通和品质提升，融合产业服务、文化展示、

休闲互动等多元功能，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背景下基础设施的功能复合与产业特

色，为周边企业科创人才提供共建共享共治的实践地。 

设计对象紧邻曹家沟，未来规划驿站所在地块规划为公共绿地，同时曹家沟

河道蓝线东移会对建筑造成影响。设计希望结合规划情况对现状建筑进行更新改

造，将驿站建设成为具有未来感、科技感，衔接周边城市交通和绿地的特色滨水

驿站，为不同人群提供多样体验。景观协调范围包括川桥路北侧绿地与南侧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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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 

 

图 2：现状卫星图

 

 
图 3：周边现状航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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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已批控规情况 

  

图 5：周边城市设计鸟瞰图 

三、 设计内容 

本项目包括驿站及桥下空间两部分内容。项目设计内容主要包括室内与室

外功能布局、建筑立面及其周边景观等。 

驿站要求提供停车、导览、卫生服务等功能，应将建筑与环境友好融合，

融合产业服务、文化展示、休闲互动等多元功能，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背景下基础

设施的功能复合与产业特色，为周边企业科创人才提供共建共享共治的实践地； 



55 

桥下空间更新提升设计内容主要包括总体策划、景观概念方案、慢行系统

组织等方面，理清桥下空间与道路的关系，将其一起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具

体包括： 

（1）针对设计范围 

总体策划：从城市空间功能与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特征出发，为方案设计一

个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案名。方案应通过研究上位相关规划情况，对驿站和桥下

空间的定位、主题、建筑风格、色彩等提出设计意向和设计策略。 

驿站功能布局：方案需立足于驿站基本服务功能，结合户外公共空间布置，

建筑面积控制 1000～1500m²，内部功能复合、空间共享，可为市民提供公共厕

所、信息查询、自助零售、休闲等基础服务功能，也可包含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健身、图书馆类文化设施等多种功能。并配置关怀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弱势和

特殊群体的相关设施。 

建筑结构与外立面：设计希望以最大化保留原金湾展厅为原则，保证服务

设施与环境设施、公共建筑等在材质、线条、尺度、比例等方面形成统一的视觉

体验，避免与整体环境的不协调。 

桥下空间设计：“桥下空间”与南北相邻的沿曹家沟景观相结合，可设置对

社区有益的补充功能，如室外儿童娱乐设施、社区健身、休憩场所等。作为核心

地块沿河南北人行重要节点，应复合化利用空间，凸显场地特性，激活场地活力。

关注桥下空间及两侧沿街道路设计、非机动车停车空间、街道无障碍设计、街道

风貌设计以及相应场所空间活动策划等方面。 

（2）针对协调范围 

慢行交通组织：设计方案结合滨河第一层面建筑底层空间向公众开放，结

合建筑底层设置综合服务点，并与南侧慢行系统有效衔接，释放更多活动空间。

应充分考虑滨水绿带与川桥路之间平缓过渡，景观协调范围内保证场地的步行体

验舒适性和连续性。 

景观概念设计：上海金湾依托曹家沟丰富多样的生态基底及两岸沿河绿带，

是地块的重要区域优势。结合曹家沟河道景观方案，地块内的景观设计统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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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应结合滨水护坡形式进行一体化设计，并与金湾启城的绿化无缝衔接，周边

绿化景观相关的配套硬质节点建议结合驿站和桥下空间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