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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模块化理念出发，研究再生工业遗产地景观设施设计的思路和方法。方法 根据工业遗产

地中工业废弃物的形态特征，对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工业废弃物进行形态识别与模块划分，并以圆柱状形

体模块为例，进行子模块的编码和接口设计，从而构建模块库。最后通过实践案例探寻不同功能的景观

设施模块化设计方法。结论 将模块化设计方法应用于再生工业遗产地景观设施设计中，不仅能提高工

业废弃物的再利用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而且能延续工业记忆，推动城市工业

景观的重塑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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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odular design concept, it studied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landscape facilities design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wastes in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it made shape recognition and module partition of industrial wastes with mod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tak-

ing the cylindrical shape module as an example, the coding and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the sub module were carried out, so 

as to construct the module library. Finally, it through the practical design cases to explore the modular design methods of 

landscape faciliti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pplying modular design to landscape facilities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in-

dustrial heritage sites, which not only can improve the reuse rate of industrial waste, reduce production cost, satisfy the 

users' diverse demands, also can continue industrial memory,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urban indus-

tri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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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建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的工业遗

产面临着闲置和废弃，如何妥善处理、整合利用这些

工业遗产资源成为学术界和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从

《下塔吉尔宪章》到《无锡建议》，从德国鲁尔区到北

京 798，国内外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学者都在不断探

索研究工业遗产地保护与再利用的最佳途径和科学方

法。很多城市已建有大量成功案例。这些案例为社会、

经济、文化、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带动了城市旧工业

区的复兴，形成了具有全新功能和多重含义的城市景

观。作为塑造工业景观空间、平衡和协调工业建筑与

再生环境关系的重要纽带，景观设施的设计是再生工

业遗产地景观重塑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这里通过

引入模块化理念，研究景观设施设计方法，力图将工

业遗产地中废弃的工业材料通过功能转化进行适宜

性再利用[1]，在延续工业记忆的同时，变废为宝，实

现再生工业遗产地及景观设施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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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生工业遗产地与景观设施模块化设计 

1.1  再生工业遗产地 

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

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工业遗产地包括工

业历史建筑和工业历史场地。目前，工业遗产地再利

用后大都转型为城市开放空间、旅游度假地、博览馆

与会展中心和创意产业园几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

交叉和融合[2]。成功进行功能置换的工业遗产地让一

度荒废的建筑和景观得以重生，产生区域经济效益，

形成以文化和艺术为导向的生态型城市更新。 

1.2  景观设施模块化设计      

产品的模块化设计是将产品的某些要素组合在

一起，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子系统，将这个子系

统作为通用性的模块与其他产品要素进行多种组合，

构成新的系统，产生多种不同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

性能的系列产品[3]。这里的景观设施的模块化设计是

指以工业遗产地再利用为目的，对遗产地中现有的模

块元素进行统一整合，通过形态识别与模块划分后，

对子模块进行编码和接口设计，并通过优化组合，形

成具备多功能与可循环利用的户外景观设施产品。 

模块化设计具有易装、易换的特点[4]，将模块化

理念运用到再生工业遗产地景观设施设计中，可以提

高工业废弃物的再利用率和产品的设计效率，延长产

品的使用周期，有助于景观设施产品的延伸与拓展，

实现产品设计目标价值的最大化。     

2  再生工业遗产地景观设施模块库的建构   

为使研究更具针对性，笔者以长沙炼锌厂为例进

行实地调研分析。建于 1932 年的长沙炼锌厂占地面积

120 余亩，是中国最早使用西法炼锌的重工业企业，

也是湖南保存较为完整的工业遗产地。厂区内工业景

观特征明显，如能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利用，对工业

发展文明的再现和城市景观的营造有着非常重要的推

动作用。目前，厂区中遗存了大量模块化特质的工业

废弃物，为课题研究的最佳基地，厂区现状见图 1。 

 
图 1  厂区现状 

Fig.1 The factory present situation 

2.1  现有形体模块的识别与划分 

模块是模块化产品的基本组成单元，合理地提取

模块元素与有效地划分模块单元是模块化设计的前

提和基础。笔者针对长沙炼锌厂的现有设施情况，对

可利用的、具有模块化特质的工业废弃物进行形态识

别，并将其划分为圆柱状、方形体、圆环形等几类基

本形体模块，现有形体模块见表 1。 

表 1  现有形体模块 
Tab.1 The existing shape module  

模块形体 材质 原有功能属性 材质特性

圆柱状 钢铁
运输设备管道、结构支撑钢

管、护栏构件钢管等 

硬度强、

耐腐蚀 

 塑料 排水管道、输水水管 
抗压性弱、

易脆裂 

方形体 钢铁 炼锌机器构件，厂房门楼等
硬度强、

耐腐蚀 

 石质 青砖、红砖 
硬度较强、

质量重 

 橡胶 生产设备传送带 
柔软、 

可塑性强

 煤质 通风造型通风空心水泥砖 
硬度强、

质量轻 

 木质 厂房窗户、门框 
抗压性强、

易变性 

圆环形 钢铁 生产机器阀门 
硬度强、

耐腐蚀 
 

长沙炼锌厂内留存了大量的竖罐炼锌生产线，其

中的工业设备如运输管道、锅炉设备、蒸馏管道等，

多以直径大小不一的铁质圆柱状管道为主。经笔者详

细统计，发现圆柱状模块在所有可利用废弃物中所占

比率最高，为 54.5 %，可利用的基本模块比例见图 2。

为了实现就地取材的最高利用率，笔者此研究阶段只

选取钢铁材质的圆柱状模块作为景观设施模块化设

计实践的基本模块。 

 

图 2  可利用的基本模块比例 
Fig.2 Percentage of available basic modules 

2.2  圆柱状模块库的建构 

笔者根据形态对圆柱状模块进行了细分，将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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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分为基本柱状、T 形柱状、十字形柱状、弯头柱状

4 类，并对子模块进行编码和接口设计。 

1）模块的编码 

为了让模块便于识别、查找和调用，可对基本模

块和子模块进行系统编码，模块编码见表 2。 

表 2  模块编码 
Tab.2 Module code 

           直径（mm） 

模块形态   编码 
10 30 50 100 110 300 450

基本柱状（Basic cylinder） B1 B2 B3 B4 B5 B6 B7

T形柱状（T junctions） T1 T2 T3 T4 T5 T6 T7

十字形柱状（Cross） C1 C2 C3 C4 C5 C6 C7

弯头柱状 

（Elbow cylinder）

角

度 

90° E1 E2 E3 E4 E5 E6 E7

120° E8 B9 E10 E11 E12 E13 E14
 

2）模块的接口设计 

接口指模块间的连接部分，也是模块组合的依

据[5]。不同的模块通过接口组成系统整体。模块间的

接口方式分为：直接式和间接式[6]。直接式接口是指

模块本身带有接口能直接连接并传递功能信息，间接

式接口则需要通过专门的接口模块进行连接。因原有

圆柱状基本模块不具备连接功能，故笔者根据基本模

块的特征，对所有接口进行间接式接口的模块设计，

并提出以下 3 种常用的接口方式，接口模块设计见图

3：（1）插接式接口，插接式接口是以模块接口的相

互穿插来实现模块的连接。模块接口组件 1 内部有突

出榫头，能够与组件 2 内部的榫槽相咬合。基本模块

直接插入接口模块，并通过接口模块间接连接与固

定，最终形成一个整体；（2）螺旋式接口，螺旋式接

口结构比较简洁，只要将模块接口组件 1 与组件 2 对

准旋紧即可实现连接固定；（3）卡扣式接口，卡扣式

接口是一个整体，当卡扣开启时，可以松开移动基本

模块；当卡扣按下关闭时，利用按压力，可以将接口

模块固定在圆柱状基本模块上。插接式和卡扣式接口

可根据基本模块的直径设计对应尺寸的接口模块。螺

旋式接口模块为固定尺寸。 

 

图 3  接口模块设计 
Fig.3 Interface module design 

3  再生工业遗产地景观设施模块化设计实践 

在建立起圆柱状模块库后，笔者依据景观设施的

功能分类，对再生工业遗产地景观设施进行了 3 类组

合优化设计，希望对重塑工业遗产地景观环境和景观

设施设计有所启示与借鉴。 

3.1  照明功能的灯具 

灯具的设计对于景观空间的照明和美化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利用 B3、B4、B5、E3、E4、E10、

E11 模块和插接式接口模块，组合成不同功能和形态

的灯具，灯具设计见图 4。路灯灯杆采用三根 B3 模

块进行组接，为了保证其稳固性，底部外层再套上

B5 模块加固。庭院灯灯杆用两根 B3 模块与一根外套

B4 模块组合而成。草坪灯灯杆只用了一根 B4 模块。

灯头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块自由搭配。用户通过

调节灯杆的长短和灯头的数量，控制灯具的高度和照

度。简约的几何模块不仅易于组装，还能体现工业风

格，更好地融入再生工业遗产地的景观氛围。 

 

图 4  灯具设计 
Fig.4 Lamps design 

3.2  美化功能的景墙 

再生工业遗产地中，通常保留有密度较大的工业

建筑，高大斑驳的硬质墙面两两相对。炎炎夏日，冰

雪寒天，人们在体验后工业景观的硬朗、冷酷时，也

需要感受自然的生机和舒适的景观。笔者将模块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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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运用于立体绿化中，采用 B6 模块和螺旋式接口搭

建植物拼图景墙，达到美化和软化空间界面的作用，

艺术景墙见图 5。先根据墙面尺寸，选择模块的排列

方式和数量。再用螺旋式接口穿过预留在 B6 模块上

的小孔，将模块连接固定。在平行于墙面的骨架后

辅以滴灌或喷灌系统。最后将事先栽种好植物的轻

质花盆嵌入 B6 模块内，以便移动和更换。用户可以

根据季节变化、周边环境、特定主题，更换景墙中

的植物种类，改变组合形式，从而形成不同色彩和

图案的植物墙，这样不但有利于美化墙面、增加绿

视率，还能降暑减噪，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产品的

整体生态属性。 

    

图 5  艺术景墙 
Fig.5 Art wall 

3.3  复合功能的坐具 

坐具是景观空间中与人接触最为亲密、互动最多

的设施。在再生工业遗产地坐具设计中，不仅要考虑

基本的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带给用户愉快的使用体

验。笔者提供了模块库中的部分模块，让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轻松地将简单的模块搭配组合

出形态各异的多功能坐凳，多功能坐具见图 6。如利

用 B1、B2、B3、B7 模块组合坐凳，不仅可供单人使

用，也可供 2 人至 3 人同时使用。用户通过改变插入

模块的位置，使坐凳靠背朝向统一方向或交错面对，

既方便观景又利于交流。儿童亦可将模块 B1、B2、

B7 组合成玩耍的跷跷板。基本模块间均通过卡扣式

接口模块进行固定。灵活多变的组合既能提供给用户

自主选择的空间和权力，发挥用户的主观创造性[7]，

又能提高设施的使用率，给景观活动增添更多乐趣，

让景观空间更具生命活力。 

 

图 6  多功能坐具 
Fig.6 Multi-function s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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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再生工业遗产地中的景观设施同遗产主体一样，

是工业文化的表现者，是工业历史的注释者，是人们

进行景观活动和再现工业景观的必备道具。从景观设

施模块化设计角度探讨工业遗产地的持续性和适应

性再利用，有利于艺术地延续城市记忆，营造富有生

机的景观空间。景观设施模块化设计具有灵活性和互

换性[8]，灵活多变的组合形式可以让用户在自由组合

的过程中感受模块化带来的创新性与趣味性，给用户

带来良好的互动体验。模块化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生态

理念，对具有特色的工业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体现

了景观设施的环境友好性。模块化设计后的景观设施

不仅可满足基本功能，还能有效延长产品的使用寿

命，提高产品本身以及材料的利用率[9-10]，有助于提

升人们的环保意识，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再生工

业遗产地景观设施模块化设计目前还处于初步研究

阶段，设计实践中受场地、材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可能达不到理想效果，这就要求设计师不断研究和实

践，完善优化景观设施模块化设计方法，探索出更多

的工业遗产地景观再生途径[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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