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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设计 | 形态有序
公共空间——多层次、立体化、适应岭南气候的园区开放空间网络，设置宽度
不小于50米的片区级视线通廊

视线通廊

片区级视线通廊，宽度不小于50m，延续深港两区城

市级轴线结构 。

指状通廊

指状通廊连接各组团地块中心庭院，加强了各地块与

“中央主轴”的联系，起到了衔接东西城市空间与滨河

生态景观的作用。响应“三通则三导则”要求，作为垂

水公共通道的指状通廊间隔不超过100m。

中央主轴

中央主轴串联南北两区及东西两侧建筑组团，是协同

创新区内最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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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 | 形态有序
高度控制——建筑高度自两侧向深港中轴建筑高度逐渐提升，形成临河30-50m、
临中轴70-90m、临路100-150m3个层次的建筑高度变化

3.2

自两侧向深港中轴建筑高度逐渐提升，形成临河、临中轴、

临路3个层次的建筑高度变化，丰富园区城市天际
• 临深圳河一侧控制在50m，临河首排建筑控制在30m

• 临中轴一侧控制在70-90m

• 临福田南路一侧控制在100m，局部建筑可适度增高，形成微起伏的沿

深圳河岸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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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整体
开发建设用地面积：31.2万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

容积率：3.8

其中
北区：55.8万平方米（不含福邻地块）

南区：56.7万平方米

福邻地块：5.5万平方米

城市设计 | 形态有序

开发强度——临河一侧开发强度控制在3，福田南路一侧控制在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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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 | 慢行有品

慢行体系——与公共空间有机融合的地面慢行系统

3.2

慢行路径

垂直水系的公共廊
道，让行人可以从
公共区域清晰地看
到香港的山体和深
圳城市天际线。这
种明确的方向朝向
滨水区开展，并提
供了利用主导风来
提升热舒适度的阴
凉步行通道。

架空步道

架空休闲步道为研
究大楼之间提供了
额外的连接，并为
创新和协作提供了
室外平台。共享人
行通道主要是在多
栋建筑之间提供 1
到 3层的连通，而
上层的室外人行道
通常是服务每个地
块建筑研究用户的
设施。

中央主轴步行
系统

中央主轴两侧是整
个园区的步行系统
主干。这些区域建
议保持开放，以便
行人可以沿中央主
轴建筑界面畅行无
阻，同时促进行人
与建筑内的互动。

组团冷巷

每个地块都建议在
地面层设置连续的
街廓中段步行通道，
最小宽度为9米。街
廓中段步行通道建
议连续，尽可能与
相邻地块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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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轴线被核心功能围绕
• 建筑组团内庭院

• 展览会议等公共功能或重要公共建筑

• 明确建筑裙房、建筑塔楼界面

➢ 完善的大堂与设施为内部庭

院增添活力

➢ 公共展览空间沿着中轴线展

示创新面

空间设计 | 街道有趣
建筑界面——协调地块内部和地块之间的地面用途，创建完整而活跃的城市临
街界面和街道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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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风格庭院

• 我们按照岭南园林的原则结合多层露台、半开放骑

楼和高架人行道，以及郁郁葱葱的植被和水景，打

造了一个与当地气候相呼应的环境。

• 通过流转穿插景观庭院和蜿蜒曲折的步道，使空间

连贯有趣，生动再现岭南园林的移步易景， 创造丰

富的视觉通廊。

• 半开放骑楼提供遮荫空间，连接建筑内部空间和外

部景观，不仅框景也增强了通风和舒适度。

• 多层露台和高架人行道提供了多样的观景点和微型

花园，丰富了庭院的视觉和体验品质。

城市设计 | 人文有景

建筑风貌——塑造岭南特色院落

3.2



33

城市设计 | 空间控制总图

落实深化城市设计空间要点，响应“三导则+三通则”，提出空间控制要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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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科技融合发展平台

创新要素跨境流通平台

全球创新人才汇聚平台

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平台

科研规则制度对接平台

市场准入监管试验平台

衔接粵港澳创新链“通道”

链接国际创新网络“通道”

网络与通信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智能终端

软件与信息服务

人工智能

低空经济与空天

高性能材料

生物医药

高端医疗器械

细胞与基因

光载信息

量子信息

机器人

功能策划 | 规划要求
《空间规划》明确了以科研和研发为主导功能，《科技创新规划》要求深圳园区
强化6大平台、畅通2个通道，加强13个重点领域创新布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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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实验室

细胞（分离、鉴定、培养，干细胞

灌装等）、免疫学相关净化实验室

避免小试等词语，后期环评、

安评、职评的难度

无特殊

350~450

4.5

400

中 洁净

废水+废气+固废液

恒温恒湿净化仪器室 小 恒温恒湿洁净

P2/P2+生物安全实验室 报当地卫健委 大 负压洁净

小型动物房（局部实验室使用） 大 洁净

微生物检测 大 部分洁净

理化分析（高温室、天平、试剂配

置间、普通仪器等）
中 负压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类似PCR、电

泳、鉴定等等）
大 负压洁净

样本储存区（主要指超低温冰箱等

储存）

800~1500（根据

冰箱数量密度）
1200~1600 小 常年供冷 无

仓储区、试剂、气瓶等 400 50 中 无 无

特殊实验室 生物芯片 防震 ＞1000 ＞6 800 大 恒温恒湿洁净 废水+废气+固废液

规模对于层高、荷

载、配电量等由比

较大的影响

通用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有机或合成） 化学 400 4.5 400~600 大 负压 废水+废气+固废液 均有

分析仪器实验室 450~700 4.5~6 500~700 小 部分洁净或恒温恒湿 废气+固废液

性能测试实验室 化学 400 4.5 400~600 大 部分洁净或恒温恒湿 废水+废气+固废液

通用实验室 电子类实验室 部分磁屏蔽 500 4.5 300 大 废水+废气+固废液

关于PCB、芯片相

关实验室是部分重

叠

磁屏蔽、防微振 ＞1000 ＞5~6 800~1000 大 恒温恒湿洁净 废水+废气+固废液

芯片测试实验室 500 4.5 400~600 小 部分恒温恒湿洁净 废水+废气+固废液

芯片开发实验室 大

通用实验室 机械集成平台实验室 500 4.5 320 小

特殊实验室
磁屏蔽、防微振 ＞1000 ＞5~6 800~1000 大 恒温恒湿洁净 废水+废气+固废液

芯片测试实验室 500 4.5 400~600 小 部分恒温恒湿洁净 废水+废气+固废液

通用实验室 数据、算法等相关 300-500 4.5 同5A级金融写字楼 小

特殊实验室

大数据 数据分析实验室 300-500

产业方向 实验室类型（典型）　 安全防护 电磁干扰　 荷载（kg/ ） 层高（m）
耗电（W/ ）

（含空调配电）　
排风量 温湿度+压力+洁净　

三废（废水、废气、固

废液）
备注㎡

㎡

医疗科技

一般整体面积比例

不到5%

新材料

微电子
特殊实验室

超微半导体实验室

机器人 超微半导体实验室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

同5A级金融写字楼 小

AI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AI芯片设计实

验室
同“超微半导体实验室”参数

通用实验室 产品开发实验室 部分磁屏蔽

功能策划 | 功能分析
前沿创新频发于交叉学科，科研空间需要充分保留灵活性和弹性，不宜简单按照
产业划分楼栋功能布局

3.3

网络与通信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智能终端

软件与信息服务

人工智能

低空经济与空天

高性能材料

生物医药

高端医疗器械

细胞与基因

光载信息

量子信息

机器人

生命
科学

材料
科学

信息
科学

交叉
学科



38

沿街实验室建筑控高为100~120m，设5~10米高女儿墙遮挡设备，均大于周边居民区
100m高度，实验室排风对居民无影响

居民楼
100m

高排风实验室
100·120m

中排风实验室
50·70m

低排风实验室30-
5-m

要求1：考虑对深圳河沿岸自然景观面的
影响，建议
• 沿园区外主干道布置科研用房-高排风实验

室产品
• 沿河布置研发用房（低排风实验室），或独

栋高质量定制产品，

要求2：为有效降低高排风实验室的排风
及噪音对园区及周边住宅的影响
• 沿街建筑高度控制在100m。
• 科研用房-高排风实验建筑与其他类型建筑

保持24米以上间距。

功能策划 | 功能布局
结合实验室排风的空间距离要求，远离深圳河布局，并与周边保持24米以上的
间距，保障排风扩散空间

3.3



功能设置要在满足部分产业对于特殊空间需求（如生物医药等产业对于洁净实验室等的需求等）的基础上，在多产业内容
时需考虑设置多用途实验室、共享实验室等灵活通用科研空间。

特殊性&灵活性

园区产业建筑功能应具有前瞻性，能伴随城市功能发展变化而升级，从而满足产业和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对于功能空间使用
的需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城融合。

前瞻性&融合性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的综合化产业配套服务功能及平台；而相关高端产业人才对于园区整体工作、
生活配套和环境氛围也有着较高的需求，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丰富度&完善度

科研空间规划设计原则



ü 按学科划分

ü 按行业划分

ü 按土建设备特性划分
实验室分类
体系梳理

从学科分类（物理/化学/生物）角度来看，六大产业相关的重点实
验室均有涉及，但学科与产业划分并无对应关系。

“水”

结合建筑需求分析，学科分类与建筑需求不具备相关性，因此不建
议根据学科划分。

“电”

“风”

“荷载”

“层高” • 统一按高标准考虑

• 上下水占用空间有限，对造价影响小。

• 电负荷对建筑无影响。

• 风管影响层高；

• 统一按通用实验室标准考虑

• 竖向管井影响功能布局；
• 屋顶设备影响第五立面美观。

。 

实验室产品分类体系梳理



环境分析

实验室环评
主要影响因素

噪声

废水

危废物

废气
• 采用碱液浸渍活性炭+普通活性炭处理，经过高空排放可满

足要求。

• 考虑实验室24小时设备运行的情况，按照夜间噪音标准控
制设备噪音，同时选用低噪音风机，配备减震器、消声器、
隔音屏障。

• 实验室废液需要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 普通实验室冲洗废水，经工艺处理达标后经管网排入市政水

质净化厂。

• 经危险暂存间暂存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时处置。
• 厢式货车集中运输，地下室需注意通行区域净高。



• 科研建筑的平面设计、尺度，以及环境布局与科学实验工艺的密切互动

关系，设计过程紧密围绕实验室工艺布置，具有专业性、定制性

• 本项目中六大产业的实验室种类繁多、需求不一、未来实验室更迭具有
不确定性，我们梳理了实验室产品的通用特点，并整理科研空间建设标

准，使市场化的科创研发产品，更具有多适性、灵活性

                                             

传统的实验室产品

市场化的实验室产品

实验室标准层分析思路



特种支撑系统 入住企业自备 园区提供

特殊气体

真空系统

纯水系统

废液系统（固废物） 规划集中暂存区域

废水系统

废气系统 规划风机集中区域

特殊系统运营建议

特殊气体、废水系统等建议主管道安装到位，机房预留好位置。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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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用房-高通风

新型产业用房-中通风

宿舍

配套设施

商业

新型产业用房-低通风（独栋）

新型产业用房-低通风

公共展览设施

功能策划 | 功能布局
结合国内外科学园区研究+城市设计方案深化+实验室建设专项论证，最终形成
功能配比及空间分布，并对南北区功能进行分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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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1层

集轨道接驳、科研实验、配

套服务于一体地下综合基盘

B2层

以地下车行为主导的

高效对外交通系统

1层

建筑组团及轻车园区

地下空间
打造多种功能空间与服务系统于一体的超级底盘，实现园区地面服务的补充与支
撑，总体规模预计可达53万平方米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