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今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更新

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翻新， 更是文化、

商业和社会功能的全面复兴。 如何在现

代化的城市背景下保留并传承历史文

化，如何通过设计激发城市空间的多重

价值，已成为城市更新领域亟待解决的

核心问题。 郭娃女士，作为一位资深的

景观建筑师，其作品深入探讨了历史文

化与现代商业需求的共生可能，特别是

新隆福文化中心项目，充分体现了她将

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功能相融合的设

计理念，并成功推动了该区域的社会经

济转型。

隆福文化中心：文化遗产与现代商

业的和谐重生

新隆福文化中心，位于北京的隆福

寺区域，是郭娃女士在城市更新领域的

重要实践之一。 隆福寺，这一具有深厚

历史背景的文化遗址，曾在北京的宗教

和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隆福寺所在区域

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活力，成为了

一个被忽视的边缘地带。 在这一背景

下，郭娃女士的设计不仅仅是对旧有空

间的再造，更是对这一历史文化场所的

重塑与再生。

在改造前，隆福寺区域的商业和文

化功能十分薄弱，周围环境的落后和缺

乏活力使其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难以找

到立足点。 郭女士在这一项目中采用了

以文化为核心、商业与社会功能为支撑

的综合更新策略，通过对历史元素的巧

妙保留与当代设计语言的结合，使得这

一地区不仅保留了其文化根基，同时也

适应了现代城市的商业需求。

郭女士对新隆福文化中心的设计

并非仅仅着眼于空间的美学，而是在空

间功能与社会效益之间找到了平衡。

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通过材料与

技术的创新，将历史符号转化为当代设

计语言，避免文化符号的僵化展示。

功能复合与动态适应：以模块化和

智能化为手段， 使空间具备多重功能，

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转向“活态

利用”。

先进性体现在通过智能设施和模

块化布局的空间策略，实现文化遗产的

“动态传承”，满足多元场景需求，显著

提升空间利用效率项目通过创新性地

引入公共空间和文化设施，激发了区域

内的商业活力，并创造了一个集文化展

示、商业活动、社交交流与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多功能空间。 项目成功地将隆福

寺的文化遗产融入到现代商业环境中，

为 这 一 历 史 性 区 域 注 入 了 新 的 生

命 力。

空间赋能与文化传承的融合

郭娃女士的设计哲学始终围绕着

“空间赋能 ”这一核心展开，她认为城市

更新的意义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再造，

而是通过设计手段赋予空间新的社会、

文化与经济价值。 在她看来，城市更新

不应仅仅满足现代生活的功能需求，更

应考虑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再生，创造一

个既能满足当代需求又能承载历史记

忆的综合性空间。 郭娃女士通过两大创

新设计实现空间赋能：“水膜”中庭采光

井与参数化青砖肌理。 前者利用专利技

术将水膜覆盖采光井，阳光穿透水面形

成流动光影 ，既提升采光效率 ，又以动

态光影隐喻传统文化中的“水”意象，成

为市民社交与文化活动的核心载体，带

动商业消费并降低能耗。 后者通过算法

优化传统青砖的排列方式，生成波浪或

镂空肌理， 既保留材料的历史质感，又

赋予现代科技美学 ， 成为网红打卡地

标，吸引年轻群体并降低施工成本。 两

项设计均以技术激活文化基因，通过光

影互动与材料创新，将静态保护转为活

态利用， 在提升空间商业价值的同时，

推动历史记忆的当代传承，实现社会活

力 、 文 化 认 同 与 经 济 可 持 续 的 多

维 共 生。

郭女士的设计方法注重历史文化

的保护与当代需求的结合，强调商业与

文化之间的共生性。 在新隆福文化中心

的设计中，郭娃通过对区域历史文化的

细致分析， 将隆福寺作为文化核心，在

此基础上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和商业模

式的引入，成功地将这一文化景点转化

为一个符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商业文化

综合体。 这种设计理念体现了她对城市

历史、文化、商业及社会功能的多维度

考量，也展现了她如何通过空间的巧妙

布局和功能的有机融合，激活城市的文

化基因。

隆福文化中心的转型实践：文化复

兴与商业复苏的双重成果

新隆福文化中心的成功，不仅体现

在空间的物理转型上，更在于其对该区

域文化与商业生态的深远影响。 项目开

业后，隆福文化中心成为了北京中轴线

区域的重要文化地标，并逐渐发展成为

一个集文化、商业、艺术与社交为一体

的多功能空间。 数据显示，改造后的隆

福文化中心年游客流量增长超过 40%，

区域商户数量增加 30%。 这一系列数据

反映了郭娃女士设计的巨大经济效益

和社会价值，凸显了其设计对区域商业

活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双重促进作用。

此外，郭娃女士的设计得到了业内

的广泛认可，新隆福文化中心荣获了多

个国际奖项，包括 2024 年 IDA 设计奖、

2024 年 WLA 奖和 2022 年园冶杯奖。 这

些荣誉不仅是对郭女士在城市更新领

域深厚造诣的肯定，更彰显了她在将传

统文化和现代商业需求有机结合方面

的创新性成果。 这些奖项的获得，证明

了郭女士在推动城市文化复兴和商业

价值提升方面的独特贡献，并为其他城

市更新项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数据背后的变革：隆福文化中心带

动的区域活力提升

改造前，隆福寺区域的商业和文化

功能显著滞后，成为一个相对封闭且缺

乏活力的区域。 改造后的新隆福文化中

心， 凭借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功能配

置， 成功激发了该地区的商业潜力，并

为城市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 项目开业

后的数据表明，游客流量和商户数量均

出现显著增长，商业活力和文化氛围的

提升，使得该区域逐渐成为文化与商业

交融的热点。

改造后的区域不仅成为了当地居

民和游客的文化聚集地，也促进了周边

区域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更多商业投资

和社会活动。 这一转变展示了郭娃女士

如何通过设计激发城市空间的多维度

价值，推动区域从衰败到繁荣的转型

过程。

通过共生更新重塑城市文化基因

郭娃女士在新隆福文化中心项目

中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城市更新提供了

一个创新的范例，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和

现代商业需求的融合提供了深刻的思

路和方法。 她通过精确的设计理念和对

文化基因的深刻理解，成功推动了这一

历史文化区域的商业复兴和文化再生。

郭女士的设计哲学强调空间的赋能与

文化的传承，展现了她在推动城市更新

过程中如何激活城市的文化基因、提升

商业价值，并为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她的作品证明了城市更新不仅是

物理空间的再造，更是文化、商业和社

会效益的全面提升。 郭女士在这一项目

中的成就，为全球城市更新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也为未来的城市设计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向。 （沈荻 文 / 图）

郭娃女士

煤海腾巨龙 岭上唱新歌

———中煤隧道公司王家岭 TBM 项目施工纪实

“连续多天日进尺近 10 米，单日掘

进超 12 米！ ”近日，中煤隧道公司承建

的华晋集团王家岭矿东翼副斜井 TBM

掘进工程捷报频传，春节复工后施工进

度稳步攀升，实现开工即开跑。 这也标

志着经过紧锣密鼓的前期准备后，由煤

周隧道公司驾驭的“中煤 TBM”已然在

王家岭矿正式启航。

青出于蓝，“中煤 TBM”国内

大直径梯队作业线如此“不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此次用

于中国中煤华晋集团王家岭矿东翼副

斜井施工的 TBM， 由中煤建设集团、中

煤隧道公司与中铁装备共同合作研制。

此台 TBM 最大开挖直径 6.93 米， 整机

总长 93 米，全重约 700 吨，为目前国内

矿用巷道建设大直径梯队敞开式 TBM，

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钢铁巨龙”。 该设备

继承了传统矿用 TBM 优点的同时，充

分考虑王家岭矿的实际施工需要，以

“私人定制”模式让该设备在智能化、高

效率方面均达到了高配。

此外 ， 通过集成先进的机械 、液

压、电气及控制系统 ，设计水平最小转

弯半径可达 120 米 ， 垂直最小转弯半

径可达 240 米 ， 施工坡度可达±8° ，

各种施工数据实时传输 、数字化作业，

“聪明且灵活 ”成为该台设备的闪亮标

签 。 依据王家岭矿的地质特点， 在设

计、制造过程中，隧道公司紧密依托建

设集团和相关高校的强大创新平台 ，

与厂家强强联手 ， 结合地铁盾构刀盘

工艺 ， 在 TBM 刀盘设计上大胆创新，

通过增加高强度滚刀 ， 设备可有效挤

压 f � 2-15 岩石将其剥落成小块 ， 为快

速高效掘进砥砺锋芒。 同时，本台设备

动力强劲 ，推进速度高达 100mm/min，

能够显著提高煤矿巷道掘进效率 ，在

实际施工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专业引领， 高素质团队再

次征战煤海挑战自我

王家岭 TBM 项目是中煤隧道公司

向矿建业务转型的第二个项目，首次面

对“自家项目”，公司自加压力，在建设

集团支持下勇担“中煤 TBM” 扛旗者。

依托原新巨龙 TBM 团队班底， 再次组

建专业强、作风硬、能战善战的 TBM 专

业团队 ，并赋予其“为中国中煤提供优

质服务 、为建设集团增光添彩 ”的光荣

使命。

作为公司转型发展的排头兵、先锋

队，中煤隧道公司王家岭项目团队在面

对第二条煤矿 TBM 作业线时， 团队成

员既有兴奋、又有压力。 作为原新巨龙

TBM 监造、安装、调试、报价的主要参与

者，顶着“中国中煤先进工作者”、中煤

隧道公司盾构专家头衔的项目副经理

卢忠凯暗下决心 ：“必须把这个大家伙

治服帖！ ”2024 年 10 月份，刚刚命名的

“启航号”分体进场启动，卢忠凯带着一

班人跟着太阳、月亮、星星转，凭借已有

经验， 安装团队迅速找到久违的手感，

安装进度快速有序推进，按照原定安装

工期提前一周完成节点任务。 设备调试

期间，项目管理团队兵分两路 ，一队围

着 TBM 转，一队围着后路保障转。“不

负集团交予重任 ， 为建设集团添光增

彩，为公司转型保驾护航！ ”“早运行、早

掘进，必须让业主 、建设集团和公司放

心！ ”项目经理褚洪亮在现场大会小会

上反复强调、掷地有声。

周密部署， 安全技术作保障

推动产能输出芝麻开花节节高

项目部联合公司 TBM 研发中心详

细分析 TBM 掘进各项疑难杂症， 积极

推动五小革新和技术改造。 试掘进期

间，先后完成皮带机升级 、一区锚杆钻

机智能化改造、推进油缸弹簧钢板技术

更新、储风筒能效重塑、11 号拖车升级、

三区锚杆钻机技能完善等六大技术创

新，现场作业条件更加完备 ，设备工效

得到充分发挥。 2025 年春节前夕，“启航

号”设备改造、消缺顺利完成，项目班子

对节后施工终于在心中落了听。

2025 年春节假期刚结束，经过休整

的中煤隧道公司团队迅速集结， 完成复

工后，正规循环作业随即全面展开。 经过

前期人员与设备、环境的充分磨合，项目

生产组织更加紧密有序。 每个班前会上，

项目明确当班安全生产任务及注意事

项，并交代清楚上一班次施工影响因素，

为当班生产夯实基础。 项目现场交接班，

迅速投入你追我赶的浓厚生产氛围。

“建设集团是一家！ ”中煤隧道公

司、49 工程处充分发挥建设集团大兵团

作战优势，项目部与现场兄弟单位建立

高效沟通机制 ，确保当班推进、机电维

保、支护紧密协作平行作业，综合生产

能力显著提高，为开工即开跑提供了强

大保证。

（郝建飞 张亦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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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城市记忆，以设计哲学激活城市文化基因

———郭娃的隆福文化中心的共生更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