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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姚玉洁、张梦洁、龚雯

曾经的废弃矿坑，变身时尚的酒店。上海松江，佘山
脚下，世茂深坑洲际酒店(以下简称“深坑酒店”)历时 12
年设计施工，15 日揭开神秘面纱。地表向下 88 米，它是
全球人工海拔最低的自然生态酒店，克服 64 项技术难
题，将“地球伤痕”化为瑰宝。

一路向东，直上云霄，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屹立于
浦东陆家嘴核心地带。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高
楼，更是一座绿色、智慧、人文的“垂直城市”。

从深坑酒店到上海中心，从“上海之根”到“上海之
巅”，两个“超级工程”遥相呼应，其背后不仅是建筑技术
上的一个个创纪录，也折射出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不断
追求人与城市、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挑战不可能

超级工程让“梦想照进现实”

从 2006 年立项至今的 12 年间，团队
克服了 64 项技术难题，其中完成专利 41
项，已授权 30 项，开创了世界建筑史上的
奇迹

深坑酒店位于上海市松江国家风景区佘山脚下的天
马山深坑内。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坑，面积接近 5
个足球场大小，最深处深度约 88 米。崖壁陡峭，平均斜
坡角度约 80 度。

这个“深坑”一度曾被规划成垃圾填埋场。一次偶然
的火花，激发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创意，“深坑酒店”的规
划被提上日程。

深坑酒店的理念和设计方案曝光后，引来大批国内
外专家的关注和议论。这个建筑涉及地下空间运用、地质
考查和研究论证、建成后的使用管理等各种难题，并且全
球都没有先例可循，推进的每一步似乎都指向“不可能”
“不满足”“不现实”。

“坑顶地质复杂，200 根工程桩‘一桩一探’，平均一
根桩用时 3 天，仅打桩一项就耗时将近 2 年。”世茂集团
苏沪地区公司助理总裁陈少伟说。

为加固生态崖壁，施工团队在坑口部位锚入 99 根
35 米深的锚索，在酒店背部崖壁打入 6500 根平均 10
米深的锚杆，加固面积达 5760 平方米；酒店主体依崖
壁而建，使用的钢结构构件全部是折线形的，整个建
筑一共用了一万余吨钢材，非标构件及异形节点极
多，远超同等规模工程的构件种类……从 2006 年立
项至今的 12 年间，团队克服了 64 项技术难题，其中
完成专利 41 项，已授权 30 项，开创了世界建筑史上
的奇迹。

从深坑酒店一路往东，穿越高楼里弄，飞越黄浦
江，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厦耸入云霄。这是中国人首次
将建筑造到 600 米以上的高度。这个“超级工程”也在很
多方面创造了“中国第一”和“世界之最”：世界上第一次
在软土地基上建造重达 85 万吨的单体建筑；世界民用
建筑一次性连续浇筑方量最大、达到 6 万立方米的基础

底板工程；世界上第一次在超高层建筑中使用 14 万平
方米的柔性幕墙……

“从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再到上海中心，中国本
土企业从观摩、参与到主导，陆家嘴三座超高层建筑见证
了‘中国智造’不断崛起的脚步。”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平说，上海中心大厦的建设全面展
现了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上海中心破天荒地把电涡流阻尼技术用在超高层建
筑的风阻尼器上，这在国际上还是首创；上海中心的幕墙
工程中所需要的“滑移支座”，由于国际上目前尚无 600
多米高的建筑案例，也激发了上海中心建设团队依靠自
己的力量攻关克难的决心，最终中国的技术专家带领着
团队攻克了难题，不仅大大降低了控制安装偏差的难度，
更有效控制了工程造价和工期，为整个上海中心节省了
近亿元的建设成本。

既能“入地”，又能“上天”，自主创新引领着上海这座
城市打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修复“地球伤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修补自然伤疤的创意工程，到融入
绿意空间的摩天大楼，每一栋生态绿色建
筑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
实践

因资源开采形成的深坑是人类加诸自然身上的“伤
痕”，依崖壁而建的酒店，用最新的技术和人文的理念，
尝试将这道伤痕变身为城市的财富。

空中俯瞰深坑酒店，一边是绿植丛生的山崖峭壁，
另一边是背靠崖壁而立的 336间客房和套房，粗犷野趣
与时尚现代在这里碰撞交融。崖壁之上保留了原有的矿
工采石栈道，300级台阶见证了两代人沿山而下的故事。

63 岁的苏双喜从小在矿坑边长大，他是矿工的儿
子，长大也成为天马采矿厂的一名矿工。他一路见证了
深坑的繁忙、辛劳、沉寂和重生。深坑酒店亮相之日，苏
双喜受邀重回故地，看到崖壁依然保留着当年矿工下山
的栈道，不由感慨万千。“当年我们走栈道是肩挑手扛，
非常辛苦；如今却可以悠然散步，欣赏风景。我很感动，
也很自豪，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子女、孙辈一起来体验，
告诉他们这里曾经是我工作过的地方。”

目前，深坑保留了 200 余株原生的树木、植被。人
工瀑布飞流直下，汇入崖底湖水。时有鸽子从瀑布背后
的洞里飞出，划过天空，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瀑布后的鸽子洞是深坑原有的旧貌之一，它曾经
是矿坑存放炸药的地方，我们在施工中没有选择将它
填补，如今它也成为酒店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少伟说。

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许世坛表示，项目的意义
在于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为可持续发展开拓
更丰富的想象空间。记者在现场看到，深坑爆破后的碎
石也被充分利用，它们或安身于湖底，或散落于人行步
道两侧，静候宾客的到来。据介绍，仅碎石回收再利用，
就为工程节约超过 4500 立方米混凝土。

深坑酒店方案设计师马丁·约克曼表示，崖壁、瀑
布、水潭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使他想做一个真正在大
自然中“生长”的酒店，让人、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
体。酒店客房有两层藏身水下，每一间客房都像一个小
型水族馆，带来与鱼同眠的奇特体验。

“随着城市的发展，绿色、人文不再是束之高阁的
口号语录，而成为滋养心灵、慰藉灵魂的必需品。”知名
收藏家马未都说。他创办的观复博物馆，自 2017 年 3
月入驻上海中心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 15 万人
次。

在繁华喧嚣、寸土寸金的陆家嘴，上海中心利用双
幕墙的设计，在高挑通透的空中大堂规划了 21 个空中
花园，为公众提供交流休憩的平台，拉近了城市钢筋水
泥建筑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

其中，大厦 37 层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室内中式园林
“半亩园”，亭台假山、小桥流水、紫藤修竹，徜徉其中既
能品味茶的醇香，亦能欣赏婉转悠长的昆曲表演，在玻
璃幕墙之间营造出悠然自得的江南诗意。

同样得益于独特的双层幕墙设计，上海中心大厦
内部的采暖和制冷能耗降低了 50% 左右。此外，通过
风力发电系统、雨水收集系统等 40 多项绿色环保节能
技术的应用，上海中心大厦的能耗比同类建筑减少
20% 以上。

从修补自然伤疤的创意工程，到融入绿意空间的
摩天大楼，每一栋生态绿色建筑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的生动实践。

注入人文关怀

地标建筑讲述城市精神

“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幢地标建筑，从
落成的那一刻起，就都要面临从‘上海制
造’向‘上海服务’‘上海文化’的转型。”

在上海中心大楼外，有一面琉璃荣誉墙，上面镌刻着
4200 多位参与上海中心建设的设计者和普通劳动者的
名字。“每一个超级工程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
的智慧、创新、努力和辛劳，我们用这种方式记录、感谢他
们的付出。”顾建平说。

新的地标建筑正在成为中国文化、城市精神新的讲
述者和传播者。从深坑酒店到上海中心，融点滴人文关怀
于建筑每处细节，用文化的温度柔软一座城、润泽一座
城。

“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幢地标建筑，从落成的那一刻
起，就都要面临从‘上海制造’向‘上海服务’‘上海文化’的
转型。”顾建平说，“物理的高度和深度只是凝固的数
字，理念的高度、文化的深度才是地标建筑的生命之
魂。”

步入上海中心大厦，迎接八方宾客的是一尊袅娜多
姿的《上海少女》雕塑，这是已故著名艺术家陈逸飞的作
品，充满东方神韵、海派风情；设于上海中心大厦楼上的
上海观复博物馆由“金器馆”“造像馆”“东西馆”“瓷器馆”
和“临展馆”五个部分组成，上千件藏品带领人们穿越千
年的中国文化；被首次应用于超高层建筑的电涡流阻尼
器，上海中心也充分利用起来，打造“上海慧眼”造型，并
将原本闲置的 400 多平方米的设备空间打造成可以容纳
200 多名观众的科普、音乐、演出空间……

今年 4 月，上海中心大厦又将部分裙房商业空间腾
出，开设上海中心展览馆，并迎来首个大型文化艺术展
览———“丝路敦煌”。在长达 10 个月的展期中，观众可
以欣赏到包括“马踏飞燕”在内的 100 多件来自甘肃省
内 7 家博物馆及研究机构的丝绸之路文物精品，甚至
还能置身三个等比例高清复制的“敦煌洞窟”，在现代
都市的核心触碰古代丝路文明的发展脉络。

深坑酒店公共空间也展示了一幅动态的《丝路山
水地图》。它等比例复制了宽 0 . 59 米、长 30 . 12 米的
画卷原本，运用数字技术“复活”了在大漠上牵驼载货
的古代商贾，全卷 211 个地理坐标再现了明代中国在
丝路沿途开展各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盛况。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离不开历史文物的传承与见
证，这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
依托。”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表示。

从“上海之根”到“上海之巅”
超级工程讲述城市精神 新华社记者朱筱、胡喆、喻菲

时值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新华社
记者独家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
学教授王泽山，听他讲述中国创新的过去与
未来。

2018 年 1 月 8 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王泽山凭借在火炸药领
域的杰出贡献，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
泽山院士 60 年致力火炸药研究，从跟踪仿制
到自主创新，使得我军火炮发射威力显著超
过国外同类装备水平。他被人称作“中国诺贝
尔”。

王泽山虽年过八旬，却依然在科研的道
路上亲力亲为。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见证者、
亲历者与受益者，他对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
和认识。

“过去少一点创新还能勉强跟上,

现在差一点都不行”

记者：中国发明了火药，您把火炸药研究
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火炸药技术在我国经历
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王泽山：中国古代发明的黑火药使人类
由冷兵器时代进入到热兵器时代，意义重大。
随后，黑火药传入西方，用于工程爆破和矿山
爆破，在 19 世纪之前是世界上唯一的火炸
药。然而，在后期热兵器时代，中国却错失良
机，以至于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手持大刀
长矛的清军在西方火炮面前不堪一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火炸药的研究和
生产都十分落后，主要依靠苏联援建。但由于
基础薄弱，自主研发能力欠缺，在较长一段时
间内，我国的火炸药研究都是以跟踪仿制为
主。改革开放后的形势才一点点变好，随着自
主创新的步伐加快，我国在高能炸药、航空弹
药等领域的研究逐步走向世界前列。

记者：过去我国的创新与现在的创新有
何异同？

王泽山：创新的意义一致，但重视程度不
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创新政策并不明
朗。我身边有创新意识的人很少，即便有，也
不会将其定义为创新，并且从客观上讲，那时
能有人接触并学会新技术已实属不易。

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新一轮科技竞争，
我国也把创新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我认为
这十分必要。在过去，你创新少搞一点，勉强
能跟上，现在差一点都不行，没有核心竞争
力，我们就会受制于人，必须要自力更生，坚持创新。

记者：您如何理解创新？
王泽山：简单来讲，就是用“科学研究科学”，遇到问题不绕着走，也

不跟着走，凡事多想一步，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总结新的规律，做出超越
别人的原创成果，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要有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

记者：40 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您觉
得科技创新如何引领社会各方面发展？

王泽山：改革开放 40 年间，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各方面创新，给我国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生活富了，素质高了，也更加团结了。我国
许多科学技术走在世界的前沿，在关键性领域也有创新并取得了一些
成果。从国防科研领域看，我国更加重视质量强国，国防实力不断增强，
在无人机、量子通讯、高超音速飞机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大家可以明显感到世界格局在逐步发生变化，我国作为大国的担
当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国家紧密
联系在一起，形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记者：您认为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科学家的奋斗状态经历了怎样
的转变？

王泽山：过去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比较艰苦，科研工作者有诸多顾
虑，放不开手脚。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才真正感到春天的到来，国家对科
技创新越发重视，科研体制和管理在不断健全完善，科研工作者可以放
心大胆地去做一些科学研究。

科研方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当前科学研究的趋势是
多学科交叉融合，有些大型科研工程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因此科学家们
也要学会包容合作，打造和谐共融的团队氛围，集中力量开展科技攻
关。

记者：您认为新时代呼唤怎样的科学家精神？
王泽山：作为一名科学家，要有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要有立志

成为世界科技领跑者的决心，并将这种理想信念落地生根；同时还要具
备为人类发展做贡献、为国为民搞科技创新的精神，并付诸实践。

科学家要有责任使命感，要往科学上使劲，思想不能漂移，也不能
这山望着那山高，成为“社会活动家”。当然，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
思维、勤奋刻苦等能力素养不可或缺。无论何时，科学家们都要有担当、
讲诚信，承担下来的课题就要保质保量完成。

“坚持做引领性、颠覆性、原创性、基础性的研究”

记者：下一步，您认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应如何发展？
王泽山：首先，国家要弘扬科学精神，科研工作者要树立信念和决

心，长期奔着国际上还没有解决、但又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去。面对愈发
激烈的国内外竞争，我们还是要在关键领域上坚持做一些具有引领性、
颠覆性、原创性、基础性的研究，用自己的实力说话。

从方法论上讲，科研工作者要真正按照科学家应具备的素养要求
自己，从问题的本原出发，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思维体系，明白追求
真理是为了推动科学进展，不要想别的。

记者：在您研究的领域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突破？
王泽山：现在我们虽在一些火炸药领域有所领先，但整体实力不如

发达国家，尤其在储备能力、反应速度、军民融合等方面差距较大。我国
火炸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要努力扩大优势，缩小差距。我做国防科研，
总感觉心里还不过瘾、不踏实。面对发达国家的一些挑衅和制约，我们
回击的能力还不够，因此还是要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加大国防力量，要
搞出几个“撒手锏”，让对手真正信服。

记者：你认为制约中国创新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王泽山：首先，基础学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必须不断加强，这是科

技发展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松懈；其次，科研主管单位要努力创造
一个公平良好的科研氛围，别让搞关系的人胜过搞学术的人。科技工作
者们要坚定信念、排除万难、扎扎实实做科研，不能东张西望；此外，国
家一些好的科研政策要尽快落地，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
权等，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研究的领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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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地标建筑正在成为中

国文化、城市精神新的讲述者

和传播者。从深坑酒店到上海

中心，融点滴人文关怀于建筑

每处细节，用文化的温度柔软

一座城、润泽一座城

▲深坑酒店航拍图。方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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