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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想出门不到一个礼拜，等你回家时，新建的一幢高楼赫然矗立眼前，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走错路了？

还是眼花了？ 
    最近这样一段标题为“中国人六天就盖出一座宾馆”的视频在 Youtube、优酷网等国内外视频网站上“炸开

了锅”，众多粉丝疯狂围观转载。短短两周时间里，视频的点击率达到 244 万，网友评论数量更达上千条。 
    短短 6 天时间里“拔地而起”的 15 层“新方舟宾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建造方为国内知名民营企业远大

集团。根据媒体报道，“新方舟宾馆”建设项目占地 640 余平米，用时 46 小时完成整体搭建，用了 90 小时维护

结构。视频中整个宾馆的建造过程就如同是搭“大”积木一般，吊车吊起一块块特制的钢材配件，安装工人依次

组装固定，大楼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搭”建成了。 
    如果人们可以用 6 天造起一幢 15 层大楼的话，那为什么不可以想象只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一幢 200 层的大厦？

凭借着“6 天搭建一座宾馆”的本领，远大集团很快又抛出了一个名为“空中城市”的超高层建筑规划。在这张

设计蓝图中，“空中城市”将达到 666 米的建筑高度，楼层为 200 层。建成后，将容纳 7 万至 11 万人，不仅拥有

超五星级酒店，还有立体街区，包括商店、农贸市场、中小学、诊所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座高楼建造时间仅仅

只要 6 个月，工厂生产的周期为 4 个月，而现场安装的周期仅为 2 个月。 
    面对如此高效的建楼方式，不少人不禁开始畅想起未来的摩天大楼，有网友留言：“以这种速度盖楼，我们

在云端生活的日子就不远了。”一些业内专家也表示，日新月异的建筑技术已经为空中生活空间的建造打开了大

门。 
     
“垂直城市”开启云端生活 
    “摩天大楼”，抑或是“垂直城市”之所以让人类如此留恋，自然与它“先天”的优势不无关系。按照专业

的说法，人类正面临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土地被侵占，交通状况越来越恶劣，所以可以向天空寻找生活空间。 
    实际上，网友们关于“在云端生活”的憧憬，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和日本一些专家提出的“垂直城市”

概念不谋而合。 
    上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国家、日本掀起了关于“垂直城市”、“空中城市”的讨论，开发城市的“上半身”，

也就是把住宅、办公、商业、餐饮、影剧院、学校、医院等城市功能区统统纵向往上装进一个超大超高的建筑里，

人们所有的日常活动都可以“足不出户”，“腾空”在天上完成。这种结构拥有庞大的体量，超高的容积率，惊人

的高度，少量的占地，爆炸性的居住人群，可惜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水平，构想只是留在图纸上。 
    40 年后，“垂直城市”再度引来热议，把蓝图变为现实的“第一例”，就是全球瞩目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

利法塔”——总高 828 米，共 160 层，塔里七星级酒店、豪华公寓、餐馆、购物中心、健身房、办公区域等一应

俱全，在 124 层的观景平台上更可在云烟缭绕的环境里“一览众山小”。迪拜塔于 2004 年动工，高度相当于两座

帝国大厦迭起来，总楼层超过 200 层，有 169 个楼面可居住使用，其它为服务设施楼层。由于实在太高，整栋建

筑用“摩天大楼”(skyscraper）已不足以形容，建筑界因此称之为“超天大楼”(superscraper)。由塔底至塔顶，“里

程”超过半英里，跨越数个气候区，底楼和顶层的温差高达摄氏 10 度。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迪拜塔本身的建造

费用大约在 15 亿美元左右，但如果加上周边的配套项目，总投资会超过 70 亿美元。建造过程中耗费了 33 万立

方的混凝土和 31400 吨的钢材，如果仅将其正面所用的玻璃平铺，就可以覆盖 14 个足球场，足见这个巨无霸的

体量。因为太高，人们在 95 公里外都可看见它。 
    更令人吃惊的是，到今年年底，迪拜将呈现 3 幢高楼鼎立的局面。紧随着哈利法塔的脚步，世界最高居民楼

“公主城堡”也即将在迪拜亮相，该楼 107 层，高 414 米，将于今年的第 4 季度竣工。据“公主城堡”的承建商

透露，该居民楼位于号称是迪拜富商聚居的“迪拜码头”。除了“公主城堡”外，迪拜码头还有一高达 91 层的建

筑——“精英官邸”即将竣工，也将于 2011 年第 4 季度亮相。 
    人类“欲与天齐”的梦想未曾间断，在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现状下，建筑“向上”发展

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一些地方不约而同的和建筑高度较上了劲，城市拔节的声音隆隆不断，摩天大楼互相超越，

争先恐后地冲破城市天际线，频频刷新着最高纪录榜单。仅上海而言，短短几年内“第一高楼”的头衔就几番易

主，从金茂大厦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而在建中的上海中心大厦占据“头把交椅”也只是时间问题。 
    “摩天大楼”，抑或是“垂直城市”之所以让人类如此留恋，自然与它“先天”的优势不无关系。按照专业



的说法，人类正面临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土地被侵占，交通状况越来越恶劣，所以可以向天空寻找生活空间。张

跃表示，“混合着各种功能的高层建筑，其价值在于减轻城市交通的压力，减少交通耗能以及空气污染，减少建

筑和道路对土地的占用。‘空中城市’将是一个没有汽车的城市，将成为寻找未来城市出路的建筑。” 
    然而，此时此刻，在云端生活，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是天堂，还是地狱？ 
    “垂直城市”建筑设计并不是为了追求 
    所谓的摩天大楼“地标”意义。在许多专家眼中，它的目标是用理性价值观回归建筑本质，用高度安全而又

造价不高的创新技术手段建造一座普通人买得起、用得起并有益于健康的“竖向城市”。 
    “垂直城市是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之一，它适合在地少人多的城市开发，是实践集约化利用土地的最好载体，”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总建筑师邢同和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与此同时，垂直城市也隐含着需要解决的矛盾——“它

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 
    由于楼体沉重，迪拜哈利法塔眼下已往地下陷入大约 6 厘米。“这真是个坏主意。它耗电量堪比一座城市。

每次使用抽水马桶，都得把水抽吸至半天高，”美国作家吉姆·克兰用形象的比喻诉说着他对这幢高楼的诸多质

疑，“大楼高处有三四十层楼层因过于狭小而只能当作储藏间，相当于‘在半英里高处建了一座小而无用的仓库’”。

他认为，对迪拜而言，修建世界第一高楼纯属“求名”。哈利法塔每天使用空调所耗能量相当于融化 1.25 万吨冰；

超过 50 部电梯以时速最高 40 公里速度运行；供水系统每天需提供 114 万升淡水。 
    “垂直城市”犹如一个美轮美奂的气泡，在阳光下不时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引得人们竞相追逐，但它所

要面临的问题可是普通摩天大楼的几何级倍数，似乎经不起轻易的触碰。在“垂直城市”里享受云端上的生活，

究竟是可以“高”枕无忧，还是“高”处不胜寒呢？ 
    对于“垂直城市”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超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救援。据了解，诸如

金茂、国际环球金融中心等超高层商务楼内部都安装了喷淋系统，同时配有消防综合数字系统，整幢大楼的面积、

人员数量、消防通道、疏散标志等准确位置都能在系统中体现出来。一旦火情发生，系统就会自动报警，通过数

据分析判断火势蔓延趋势，系统地组织人员安全地逃生。不过，鉴于造价太高，高层民用住宅目前还没有达到这

个水平。而“垂直城市”集中了各种生活功能，这无疑将大大提高消防的难度，何况还要加上防风、抗震、反恐

等许多不得不考虑的诸多安全问题。 
    另外一个矛盾则夹杂着城市密度和生活质量。众所周知的是，高楼林立之后，楼宇之间的空气流通会受到影

响，路面交通产生的污染会很难消散。现在法国、日本等国家提出了开发地下交通的规划，试图把地面用于绿化

来改善空气质量，而在美国有些城市还开始拆除部分高架，因为“垂直城市”越来越多后，高架上行驶的汽车将

带来很大的空气污染。 
    此外，“垂直城市”要求配备自给自足的智能生态系统，以太阳能为主要能源，水和垃圾可以循环利用，一

些高层建筑中实施垃圾分类粉碎，通过管道直接处理掉，但是这些技术似乎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状况。 
    应当看到的是，“垂直城市”建筑设计并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摩天大楼“地标”意义。在许多专家眼中，它

的目标是用理性价值观回归建筑本质，用高度安全而又造价不高的创新技术手段建造一座普通人买得起、用得起

并有益于健康的“竖向城市”。 
    有建筑学者指出，伴随环保理念的流行和各国政府对建筑能耗更严格的管制，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摩天大楼

潮流，可能将在未来 50 年内划上句号。建筑业人士承认，40 层以上摩天大楼的建造能耗平均要比普通大楼高出

4 倍；而且因为电梯、空调、管线及避难楼层的配备，平均使用率要比普通楼层低约 30%，这与当下强调节能减

碳的“绿建筑”概念背道而驰。 
    不过，尽管环保组织对全球范围内的摩天大楼潮流痛心疾首，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世界级大城市的跃跃欲试，

甚至连巴黎这种一贯对摩天大楼说“不”的地方竟然也晚节不保。根据法新社报道，2008 年年底，巴黎市政府首

度打破市中心建筑不得高过 37 米的禁令，开放市中心 6 个地点建造摩天大楼。其中由鸟巢设计师贺尔佐格与德

梅隆设计的“三角计划”成为首个进入审批流程的提案。这座规划中的总高度超过 150 米的摩天大楼表面采用三

角结构，外观像是用水晶玻璃做成的金字塔。它的好处是能有效减少大楼投身于邻近建筑物上的阴影，而晶莹剔

透的玻璃“表皮”则让大楼仿佛凭空消失，最大限度减少人们对摩天大楼破坏巴黎完美天际线的担忧。 
    迪拜塔的设计者、美国人艾夫斯塔修承认，迪拜塔的设计体现了完美的“垂直城市”概念，塔内有豪华公寓、

饭店、办公室、商务套房、娱乐与健身设施、商店。如果你塔内购买了公寓单位，而公司也在塔内，每天只需搭

电梯，到 111 至 159 层的商业楼层上班；午餐晚饭，可到 122 楼餐厅，一边欣赏海拔 440 米的壮丽景色，一边享

受世界各地美食；123 楼的高层大堂是健身中心和室内泳池，酒吧则在 143 层。“迪拜塔完全是一个‘自给自足’

的社区，住户足不出塔可解决一切生活需要。”艾夫斯塔修说道。 



世界 10 大高楼 
 

828 米  哈利法塔 
    位于阿联酋迪拜的迪拜塔 2010 年 1 月 4 日举行落成启用典礼，公布大楼高度为 828 米，同时大楼改名为“哈

利法塔”。哈利法塔共有 160 层，能容纳 1.2 万人。123 层的高层大堂设有健身室和室内泳池，没有恐高症的人还

可以挑战露天泳池。 
     
632 米  上海中心（在建） 
    在建中的上海中心大厦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总高度达 632 米，由地上 121 层主楼、5 层裙房和 5 层地

下室组成，总投资达到 150 亿左右，预计 2014 年竣工。 
     
541.3 米  纽约“自由之塔”（在建） 
    在纽约世贸遗址附近，一座设计为 104 层高的摩天大楼“世界贸易中心”却已悄悄地破土动工。这座大楼由

建筑师丘德斯设计，建成后将是美洲第一高楼。它的高度将达到 1776 英尺(541 米)，寓意就是美国独立的年份。

现在，这座大楼已经建到了 32 层。这座大楼将于 2013 年完工，办公面积达 26 万 9000 平方米，其余 4.6 万平米

为商场、餐厅与瞭望台等设施。 
     
508 米  台北 101 大厦 
    台北 101，原名台北国际金融中心。位于中国台湾台北市信义区，楼高 509 米，地上 101 层，地下 5 层。从

1 楼到 89 楼的室内观景台，乘坐电梯只需 37 秒。 
     
492 米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位于上海陆家嘴，2008 年 8 月 29 日竣工，地上 101 层，由日本森大楼公司兴建。上海环

球金融中心是以办公为主，集商贸、宾馆、观光、会议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型大厦，在 100 层、距地面 472 米处

设计了长度约为 55 米的观光天阁。 
     
484 米  香港环球贸易广场 
    环球贸易广场是一座 118 层高的综合式大楼，为中国香港九龙站的最后一期发展项目。其可用楼层的水平高

度达 490 米，实际高度则为 484 米。与对岸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组成巍峨的“维港门廊”，构成独特的海港景观，

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452 米  吉隆坡双峰塔 
    吉隆坡石油双塔坐落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市，楼高 452 米，地上 88 层。吉隆坡双子塔是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

综合办公大楼，塔楼的一个特色是第 42 层处有个天桥。 
     
450 米  南京紫峰大厦 
    南京绿地广场·紫峰大厦选址位于南京南鼓楼区鼓楼广场。建筑高度达到 450 米，接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

492 米。 
     
442.3 米  芝加哥西尔斯大厦 
    西尔斯大厦是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一幢摩天大楼，用作办公楼，楼高 442.3 米，共地上 108 层，地

下 3 层，总建筑面积 418000 平方米。 
    这幢大厦在 1974 年落成时曾一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楼。 
     
420.5 米  上海金茂大厦 
    金茂大厦位于上海浦东黄浦江畔的陆家嘴区域，楼高 420.5 米，总层数为 88 层，于 1994 年开工，1998 年建

成。金茂大厦 88 层为观光层，可以欣赏到黄浦江两岸的绚丽夜景。 
    来源：http://ewenhui.news365.com.cn/wh2011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