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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综合体设计要素之探讨
———以重庆“光环”购物公园商业综合体为例

赖 韬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重庆 400015）

0 引言
商品交换就像城市的心脏，承担着城市的造血功

能和肌体健康，而商业综合体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

境效益，则是城市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在商业综

合体的总图设计中，建筑总图设计师应发挥自身综合

性、协调性、预见性的优势，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设计

手段来发掘其潜在价值，让建筑与外界空间形成更为

合理的连接，用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受众对商业综合体

的切身感受，同时也可为在工程项目的操作，提供理论

及实践的支撑。

1 城市商业综合体的概念
城市综合体是城市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

物，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区域的核心人群迫切

需要提供方便、快捷、经济、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服务空间，它一般出现在商业较发达的大城市，将城市

商业、办公、居住、文娱业态等城市功能进行有机搭配，

并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形成多功能、高效率、复杂

而统一的商业综合体，同时兼具公共价值的融合性[1]。
重庆的“光环”购物公园，堪称商业综合体的典型代表，

它让商业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承载地，起到了启迪生

活灵感，聚合社交引力的作用，不失为一张“城市自然

共同体”的商业名片。

2 重庆“光环”购物公园商业综合体概况
重庆“光环”购物公园（以下简称为重庆“光环”）位

于重庆轨道交通 5号线与 15号线（在建）重光站，地处
重庆两江新区核心商务区，毗邻照母山公园旁的香港

置地约克郡住宅区。项目用地整体呈矩形，东南高、西

北低，高差约 17m，总用地面积为 62863m2，地块四周均
为市政道路，周边居住氛围浓郁，东侧有区域级的交通

换乘枢纽，交通便利。

重庆“光环”由东侧集中商业与西侧三栋办公塔楼

和连接他们的商业街组成，总建筑面积达 43万 m2。集
中商业临近南侧的金州大道与东侧的彩湖路，提供了

良好的商业接触面；集中商业西侧与商铺形成商业内

街，集合下沉广场、商业退台等建筑手法，形成了丰富

多彩的特色商业空间。超高层办公楼位于购物中心的

西北侧，为整个体块提供了鲜明的视觉标志。其他两栋

塔楼在基地西侧，随超高层一字展开，与基地内其他建

筑相呼应，形成丰富的空间轮廓线和城市天际线。重庆

“光环”的亮点就在于将 L形建筑主体布置于主干道一
侧，并把生态中庭设于购物中心转角内侧，成为内核，

在购物中心和塔楼中间构建一个商业街连接彼此，形

成活力纽带。被景观连接起的城市区块，能够使建筑完

美地融于自然绿意中。项目总平面如图 1所示。
3 重庆“光环”购物公园的总图设计要点
3.1 城市 TOD模式下的商业综合体交通流线设计

商业综合体的外部交通可分为 3种类型，即轨道
交通系统、车行系统和人行系统。

依靠轨道交通系统的商业开发，也称为 TOD模式
下的商业开发。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是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即是指以公交站点

为中心、以 400~800m为半径建立中心广场或商业中
心。重庆“光环”购物公园，是典型的依托轨道交通而发

展的商业综合体。在规划设计时，依托轨道交通，结合

摘 要：商业综合体是以建筑群为基础，融合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餐饮、公寓住宅、综合娱乐五
大核心功能于一体的“城中之城”，以此形成一个优秀的建筑群，它够能很好地发挥它所具备的功能，对
于城市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以重庆“光环”购物公园规划为
例，结合其总图设计，对相关要素进行阐述、分析和探讨，旨在为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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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交通人流实现交通立体化，做到快速分流并确保交

通运行流畅，并避免同周边交通的相互影响与干扰。同

时利用商业布局来推动客流，降低运输线建设的管理

成本，便于顾客购物和消费，使人流不再是交通负担[2]。
重庆“光环”的车行系统采取人车分流的设计，车

行道均布置在用地外侧，结合硬地铺装设置的内部环

形车道，除消防车道功能外，平时不使用，以尽量避免

机动车流线对商业人行流线的干扰，使机动车能以最

短距离进入地下车库。为错开办公及商业机动车的高

峰时间，整体基地采用多向均衡疏散原则布置机动车

出入口，达到平衡相邻道路交通流量，其中西侧地下车

库出入口均为货运专用出入口，北侧地下车库出入口

主要承担商业与超高层办公的车辆出入，东侧地下车

库出入口为“P+R”专用停车场出入口。
重庆“光环”采用独立统一原则进行人行交通规

划，在保证商业、办公人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充分利

用交通枢纽、停站对人流活动进行规划，以增加办公人

流穿入商业的可能性，促进商业的良性发展。项目三侧

道路紧靠的地方都设置了入口广场，大大提升了人流

在不同区域平层到项目的可达性。同时，广场设计考虑

了舒适性，尺度合适，营造商业气氛浓厚的位置吸引人

流。具体人流组织如下：人行主要通过周边道路人行系

统到达；北侧相邻地块与东侧交通枢纽人流也可以通

过人行天桥与本项目基地连通；东侧地块人流可通过

地下通道与本项目基地联通；建筑周边公交人流可通

过道路人行系统到达基地；地铁人流可通过建筑内部

流线直接进入建筑内部或疏散至室外场地[3]。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重庆“光环”已经建立起了一

个趋于完整的交通流线体系，使各功能区块既能独立

运作，又能有机联系成一体。城市的凝聚力、自我调节

功能均得以实现，加快了城市一体化进程。项目鸟瞰实

景如图 2所示。

3.2 不规则商业综合体的场地消防设计
鉴于重庆“光环”每天的人流量巨大和复杂，为杜

绝一切安全隐患，就必须做好建筑消防防火设计工作，

尤其是消防车道和消防扑救场地的设置。

重庆“光环”整体呈流线形态，具体为“L”型建筑加
“S”型街区空间，包含了一个大体量的商业盒子和一条
半开放式的户外商业街，除开两栋超高层塔楼需要单

独设置消防车道和消防扑救场地以外，购物中心和商

业街则通过连廊连接，消防认定为一栋建筑，也需单独

设置消防车道和消防扑救场地。

由于购物中心主体结构为流线形异形建筑，因此

在认定长边的时候，采用建筑正投影在消防车道的方

式来认定长度，由此得出的长边长度约为 260m。根据
国家颁布的相关条例，沿街长度超过 150m应设置穿过
建筑物的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消防车

道。按照其总体设计思路和原则，如果设置穿越建筑物

的消防车道，既破坏了商业区域的整体性和通透性，又

影响了“光环”品牌和形象。再则由于购物中心共有 6
层，高 35.9m，其上有 132m的高层办公，即使设计穿越
一层建筑物的消防车道，对扑救二层以上建筑物内进

深较大处的火灾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消防车穿越建筑

物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疏散宽度，反而对人员安全

疏散产生副作用[4]。
为此，提出如下优化设计方案：环形消防车道的环

形车道，配合室外、室内消火栓，和室内消防器材库，

以替代设置穿越建筑物的消防车道。通过景观设计将

铺装与草坪灵活结合，勾勒出较为明显的消防车道与

普通绿地的边界，这种将景观与消防车道标识相结合

方式较为直接和清晰，有利于消防人员迅速识别。但

如果人工痕迹非常明显，也会影响绿化完整性和整体

美观性[5]。

图 1 项目总平面 图 2 项目鸟瞰实景

研究园地

197



大 科 技
2022年 9月

由于“重庆光环”在设计上着重强调建筑造型，因

此只能通过建筑正投影到消防车道的长度确认东西两

侧为建筑长边，但西侧又属于商业内街，除了有下沉广

场外，还有不少增添商业氛围的景观亮点和小品，这些

都是妨碍消防车登高操作的“障碍”。特别是西侧为 S
型建筑的内环，无法满足长边消防扑救场地的设置，只

适合设置在条件相对较好的东侧。由于建筑物东侧的

南北两端高差达到 6m，场地需要通过踏步和扶梯来解
决高差，因此这一侧的消防扑救场地也无法覆盖整个

长边。项目在设置消防扑救场地时，尽量占满每个台

地，使其最大化，同时通过借用市政道路彩湖路形成消

防环道，分别进入每段消防扑救场地，同时尽量在长边

一侧最大化，大于建筑 1/4周长，以此满足规范要求。
重庆“光环”还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到了人们的情

感需求，克服工程学方面的限制，努力寻求舒适而愉悦

的消防车道，以及扑救场地的人性化设计。

3.3 商业综合体中的景观空间竖向设计
重庆“光环”利用复杂的地形高差，因势利导打造

的多层次社交空间，在竖向设计中充分结合原始地形

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的特点，通过室外道路标高、场

地标高、市政道路控制点标高进行竖向控制。针对原有

地貌的特点，尽量减少土方量，充分利用场地现有高差

及台地关系，将建筑物各组成部分入口分为两组，以适

应场地及建筑功能的需要。集中商业采用双首层的做

法，既与东侧、南侧道路标高相衔接，又与场地内部商

业街相协调，既满足了商业使用的需要，又提升地块的

商业价值。通过这样的设计，不仅满足了与市政道路的

衔接关系，同时又合理利用自然地形的高差，形成层次

清晰，高低错落有致的视角效果。

“重庆光环”将传统的景观设计与竖向设计相结

合，即营造一种景观空间的竖向设计，即景观和建筑外

立面相互发生关系使空间得到立体的整合，建筑外立

面落到景观空间内不是戛然而止，而是继续从地面延

伸并在空间中变换，景观的竖向设计做到成为建筑的

延伸，使得整个商业综合体都是连贯的，顾客的体验也

相应形成连贯的节奏。广场景观与城市公共绿化融为

一体，广场对外开放，贡献于城市大众，退台式屋顶绿

化景观层次丰富，类似于“第五立面”，如此设计，给商

务办公人士提供优质的观赏、休憩场所，达到了美学与

人性的双重效果。内街通过景观退台的设计，在视觉上

形成了“梯田式”造型，以垂直绿化加强了建筑与周边

环境的视觉联系，表达了与生态结合的绿色概念。而对

内，则让室内植物园一侧成为商场室内与室外的聚焦

点，以此延伸和丰富景观设计的美学效果，增强对外的

吸引力。

“重庆光环”重新定义了公共商业空间模式，即是

将自然、社会文化带入商业空间使其转变为具有社交

属性、自然属性的综合空间，为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创

造更多美好瞬间和体验，并在实际景观空间设计策略

上缓解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

4 结语
“一个城市，并不等于就是一堆建筑物，相反的，是

由那些被建筑所围圈，所划分的空间构成。”正如著名

的建筑师贝聿铭所言，现代建筑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

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够在其中生活的

空间。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也不再是孤立

的建筑，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构建城市商业综合体已经成为

现代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这既是城市发展

的需要，也是人们生活的需要。要想做好商业综合体的

总图设计，需要从设计初期就将宏观构思到细部处理

融为一体，要明确设计中那些互相牵制的设计要素和

内在的联系。概言之：城市商业综合体应该以自然为

本，以设计为辅，通过巧妙的设计手法来完成高品质的

商业建筑。

重庆“光环”凭借丰富立体的坡地建筑来打造一个

当地的地标建筑，对城市形象和城市空间均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但对设计者来讲，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

新，还有待于时间去检验。笔者之所以要对相关要素进

行阐述、分析和探讨，旨在为同行提供一个现成的范

例，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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