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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青年公寓设计研究· 
— — 重庆“跨越·新天地”设计 

韩 奕， 周铁 军， 宋晓宇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oo45) 

摘要 ：通过重庆市“跨越·新天地”公寓的设计实践与研究，提 出小型公寓设计需要着力解 

决的问题 ，以及现代城 市青年公 寓的设计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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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sign of Residential Apartment for 

Youth—Design of’’Across New W orld’’Apartment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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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ge 0fArchitecture andUrban PI硼niIlg，Q嘲lgqiIlgUniversity，Q聃嘲 lIg400045，P．R．(1lina) 

Ab|出 ct：In this paper，a brief study on the design of the residential apartment for youth is giVen tll the 

introduction of practical example and case study of the project’’Across New World”in Cho~q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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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青年公寓产生的背景 

城市青年公寓是针对城市中知识水平较高，经济收人较稳定的年轻工薪阶层而专门开发建设 

的公寓型住宅。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中这种形式的公寓以其经济、适用的特点在房产市场 

中颇为热销。然而，城市青年公寓的设计不同于一般的住宅设计，特定的住户人群要求建筑具有较 

强的适用性和鲜明的个性。如何通过功能分区、流线组织、居住形态的研究，以及细部的精密设计 

来得以实现。笔者在重庆“跨越·新天地”设计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 重庆"跨越·新天地"创作实践 

“跨越·新天地”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栋高层青年公寓。建筑总高9r7．8 Ill，地上32层，地 

下 3层，总建筑面积 25 570 ms。其中住宅部分 20 300 ms，商业及其他 5 270 ms。设计中贯彻“以人 

为本”、“可持续发展”等思想，力求为年青消费者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文化内涵，且经济适用的居 

住空间。 

2．1 尊重 自然．和谐环境 

2．1．1 建筑对地形环境 的协调 

“跨越·新天地”公寓沿沙坪坝区沙磁路北侧布置。与重庆大学 A、B校区，重庆第七中学等高校 

和重点高中为临。基地平面为不规则多边形。其中南北方向有 l2 m的高差，因此由南向北，由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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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依次布置了沿街商业、地下二层车库人口、地下一 

层车库人 口。本设计是在这种特殊的山地环境中，充 

分分析及利用地形条件，合理地解决了建筑的多个人 

口及内部的各种流线(如图 1)。 

建筑南临一条 16 m宽的城市交通干道 ，因此设计 

一 改公寓建筑以往的“一”字形单廊平面形式，采用 

“Y”型平面的塔楼，通过变换方向、局部后退来减少交 

通噪声对住宅的影响。 

2．1．2 建筑对气候环境的适应 

处于以潮湿炎热气候为主的西南重庆地区，建筑 

的平面形式尤其需满足“通”、“敞”、“隔”等特点 ，来适 

应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的气候特征。“Y”型的住宅塔 

楼平面保证了一梯十二户的标准层内每户主要房间均向阳。而 

且住宅塔楼的交通核心以及通向各户的走廊全部为自然采光通 

风，对改善室内小气候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图2)。 

2．1．3 建筑对地域文化的再现 

、 建筑位于重庆市高校集中的文化区，因此，通过内部空间环 

境和外部形象元素的塑造反映出地域性格是本项 目设计中另一 

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设计将首层架空，布置空中花园、凉亭，形 

成建筑内部面向城市的公共开放景观空间，增加建筑与城市环 

境的有机结合，吸引年轻住户到此驻足，休息，交流，也成为该 

青年公寓不同于一般住宅的空间节点(如图 3)。 

2．2 合理开发．精密设计 

2．2．1 面向市场，合理开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消费越来越呈现个性化 

特征。“跨越 ·新天地”公寓所面向的购买人群主要是 25到 35 

岁的城市工薪阶层，其年龄结构年轻化，家庭构成简单且规模 

较小。因此套型设计据此特点人手，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 

考虑住户的生活方式、户内人员组成、行为特点，包括炊事、浴 

厕、交往、工作、学习等行为，来反映服务的层面和生活方式的 

导向，实现套型的市场适应性，而非追风赶潮，一味追求套型 

面积大型化的“豪宅”或建筑风格欧陆化的概念炒作。进人 

2l世纪后，现代家庭规模有明显的小型化趋势，并且越来越 

网 1 总平 面图 

图 2 标准层平面图 

图 3 建筑鸟瞅图 

快的生活节奏使这些年轻住户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例如，由于半成品化的食物、速食、 

快餐等大大简化并且加快了烹饪用餐的过程，本项目的套型设计中对厨房，餐、客厅的面积要求也 

明显小于一般住宅(如图4)。又如，”跨越·新天地”的套型设计以小户型为主，单元平面紧凑地布 

置各种基本功能，因此设计利用底层群房补贴功能来解决建筑内部的商业及 日常生活的服务。 

2．2．2 面向住户，精密设计 

“力求在较小空间内创造较高的生活舒适度”这是建设部提出的指导我国住宅建设的重要指导 

思想，也是住宅设计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对于青年公寓，套内面积小，尤其需要进行“精密设计”，精 

心组织平面关系和空间布局，满足多种居住活动的要求。例如，“跨越·新天地”相对较小的套型设 

计仍坚持“中小套型——高舒适度”的设计理念，力求“小而全”的精密设计，对阳台、厨卫等细节不 

断完善(如图5)。在厨卫设计的过程中，优化厨卫在套型中的位置，建立模数化空间，根据炊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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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一室户套型平面图 图5 三室一厅套型平面图 

厕行为，合理地布置厨具设备，利用人体工效学进行空间设计。辅助阳台可布置洗衣机，并直接晾 

晒，而且辅助阳台均设于整体平面凹进部位，处于视线死角，有助于建筑物的外部形象改善。 

2．2．3 面向未来 ，弹性设计 

青年公寓的购房者中大多为经济实力相对不强的年轻人，选择青年公寓可以作为他们在这种 

过渡时期的理想住所。然而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成员增多，对套内平面布局的要求也在发生 

变化。青年公寓的购房者中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的投资者，所以住户中有各种多人合租的情况。他 

们因户内租住者人数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跨越·新天地”的标准层 

平面设计不仅提供了多种套型选择，而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入“弹 

性设计”，使每一套型既可以满足单一家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住房需求的 

变化。又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结构、人员组成的购房者的不同要求(如图 6)。 

2．3 形象塑造 

本项目在进行建筑造型设计时对形象塑造不是通过高档外装材料的堆 

砌，而是通过细节处理达到较理想的效果。外形多采用一些体现城市青年活 

力的线条和色彩，强调纵向与横向线条的配合使用。塔楼部分线条简洁明 

图6 结构平面图(三种套型平面图因) 

朗，韵律感丰富强烈，以挺拔、洗练的公寓风格赢得独特的气质。并且顶部的体块与线条逐渐内收， 

赋予了建筑向上挺拔的跃动感，表现出强烈的标识性，使城市青年公寓在大多传统的住宅面前脱颖 

而出，现代感十足(如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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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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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侧限压缩试验表明陈垃圾土是一种不同于常见土类的高压缩性土； 

2)尽管垃圾填埋场已关闭多年，但是从采样点所得的试验结果表明场内陈垃圾土在自重作用 

下仍未完全固结； 

3)试验所得 a 、E、 和 cc可为已封闭填埋场的沉降计算提供依据； 

本文试验土样仅限于浅层陈垃圾土，在对填埋场进行再利用可行性论证时，尚需对不同深度的 

土样进行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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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目前。我国的住宅市场上正在 

大量开发各种户型较小的经济适 

用住房。其中，城市青年公寓虽然 

功能简单、面积偏小，但其设计针 

对性强，要 求满足灵活多样的需 

求。所以有必要通过研究来实际解 

决。笔者在重庆“跨越 ·新天地”公 

寓设计实践中，得到一些体会和经 

验。希望达到引起关注、启发建设 

的作用。 

图7 群房局部外观 图 8 塔楼局部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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