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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Tree）”是相对“贴近地球表面”的设

计。它是一座融合了科技与自然元素的雕塑

作品，旨在应对城市中广泛存在的空气污染

问题。它可以像树木一般与周边环境进行互

动，过滤有害物质，释放洁净空气。“空气

树”顶端装有空气质量检测仪，会根据当前

该地区的空气质量等级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在维托里看来，合理的城市规划依靠的不是

一、两栋楼的建成，安装几个如“空气树”这

样的空气净化装置也远远不足以改善整个城

市的环境质量。但是在航天设计、太空建筑

中使用到的新型技术与材料，将会逐步改善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由他们设计的一款

轻型充气帐篷“沙漠之印（DesertSeal）”便

利用了航空设计中频繁使用的充气技术及尖

端材料，它专门针对沙漠用于地球沙漠中的

极端气候，也可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帐篷的

太空建筑的前世今生

现如今的太空建筑作品，往往局限于政府斥资

建设的大型航空项目或是学院式的概念设计，

但随着太空旅游时代的来临，太空建筑的设计

导向正处于改革的边缘。

从地球到太空

由西班牙建筑师Xavier Claramunt设计的“银河

套房太空酒店（Galactic Suite Space Resort）”

有望在2012年正式开始营业。作为一名前卫的

建筑设计师，Xavier Claramunt的地上建筑作品

广受好评，在设计太空酒店的空间时，他也十分

注重顾客的体验。酒店分为五个船舱，其中包括

了三间客房、一间服务舱及一间多功能舱，一人

入住三天大约需要400万美元。除遨游太空外，

整套体验还包括一次在加勒比海进行的“007

式”的宇航员特训。据称，酒店每90分钟内环游

地球一圈，也就是说，客人们在24小时内能看到

16次日出日落。离开地球后，由于失去重力，酒

店里的人们需要穿上魔术贴（Velcro）材质的特

殊服装，并在圆筒状的套房墙壁上缓慢爬行。

从太空到地球

今年5月，NASA的“可持续性基地（Sustainability 

Base）”将在加利福尼亚州正式落成，该项目由

Aecom与William McDonough + Partners两家建

筑公司共同设计。据建筑师称，设计理念最初起

源于一个假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将NASA的首座

太空城建在地球上？这幢建筑采用了太空建筑

领域的创新技术，将同样的原理搬回地球，可以

说，是在地球上创造了一个闭环式的月球基地。

建成后，它将是美国联邦政府史上最“绿”的建

筑：通过使用太阳能板、燃料电池及地热系统，

整座建筑不仅达到完全的零耗能，甚至还可产

生22%的富余能源。

整体设计借鉴了空气动力学，人们可以站着

走入帐篷，即使是在大风天，充气式的帐篷

内柱也能保持稳定。帐篷表面采用的特殊纤

维，则确保了它不会受到强烈日照的侵蚀。

通过对沙漠地区日间热梯度的利用，帐篷顶

部的电扇会将新鲜空气吸入帐篷内部。这款

帐篷的原型现已被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永久收藏。

去年，他们二人共同设计了一个名为“月球

首都（MoonCapital）”的城市规划方案，

构想出了一幅2069年人类定居月球的图景。

该 方案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它使用到的

都是现在已有的技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月球首都”由两个巨型圆顶罩构成，表面

覆盖风化层，以保护居民和植物不受辐射影

响。圆顶罩内设有若干个充气模块，为人们

提供居住与种植植物的空间。在建筑与视

觉工作室的项目中，像这样的设计方案 还

有很多：“月球村（MoonVille）”、“火星巡洋

舰一号（MarsCruiserOne）”、“月球基地二号

（MoonBaseTwo）”等等。面对这些未来感十

足的作品，人们不禁要问两位建筑师，在他们

看来，难道人类的太空殖民在所难免？“如果

有朝一日人类不得不移居其他星球，告别地

球上的阳光、空气和水，对我个人来说，那会

是十分伤感的一幕，”沃格勒答道。在两位建

筑师看来，此类太空定居方案的设计初衷并

不是想告诉人们如何在太空生存，而是要提

示人们如何更好地在地球生活。“在地球上，

为了城市建设，我们占用了大量土地、空间、

资源；在月球上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

节省空间与资源。月球的城市规划挑战的是

我们的价值观，人们应该学会如何更加有效

地利用城市空间，学会感恩”。■（编辑：张雨菲）

> 移动村庄（Mobile Village） > 水星家园一号（Mercury House One） > 月球首都（Moon Capital）

> 月球首都（Moon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