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建设——科研建筑策划团队

第 1 章：科研建筑策划团队简介

1. 什么是科研建筑策划团队

科研建筑策划团队是指负责从前期规划到后期运营维护全过程，涵盖整体策

划（主创）、建筑设计、工艺设计、室内设计等多个专项设计的专业团队。

2. 国内外科研建筑策划团队的发展现状

(1) 美国：建筑行业起步早，发展成熟，市场划分精细，分为 25板块。科研建

筑板块涵盖建筑师事务所、工程设计事务所、施工单位及实验室设备供应商

等多个专业领域。

(2) 中国：随着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对科研建筑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科研建筑

策划团队的建设尚需加强，特别是在专业整合能力和实战经验方面。

第 2 章：科研建筑策划团队成员

1. 主创设计师

(1) 职责：负责整体设计方案的构思与制定，确保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创新性。主创设计师需具备深厚的建筑学专业背景，同时了解科研机构的运

作模式和科研人员的需求。

(2) 举例：在设计一所研究型医院时，主创设计师需考虑医院的医疗流程、科研

需求以及患者体验，综合这些因素提出设计方案。

2. 实验室策划师

(1) 职责：专注于实验室区域的设计与规划，确保实验室布局合理、安全、高效。

(2) 举例：在规划生物实验室时，实验室策划师需考虑实验台、通风柜、安全淋

浴等设备的布局，以及实验废弃物的处理流程。

3. 室内设计师

(1) 职责：负责建筑内部空间的装饰与布局，包括色彩搭配、家具选择、照明设

计等，创造舒适、高效的科研环境。

(2) 举例：在设计科研办公室时，室内设计师需考虑科研人员的工作习惯，合理

布置办公桌、书架和休息区，同时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4. 工程师（包括建筑、暖通、电气、给排水等）



(1) 职责：负责机电系统的设计、安装与调试，确保实验室设施的正常运行。

(2) 举例：在科研建筑中，暖通工程师需设计合理的空调系统，确保实验室内的

温度、湿度和洁净度符合实验要求。

5. 财务行政人员

(1) 职责：负责项目的财务管理和行政支持工作，包括预算编制、成本控制、合

同管理等。

(2) 举例：在项目初期，财务行政人员需根据项目需求编制预算，并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进行成本控制和财务分析。

6. 技术支持人员（如 BIM工程师）

(1) 职责：利用 BIM 等先进技术进行建筑信息建模和施工管理。

(2) 举例：在科研建筑设计中，BIM 工程师可以利用 BIM 技术进行三维建模和

碰撞检测，提前发现并解决设计中的问题。

第 3 章：科研建筑策划团队的专业整合与协作

1. 专业整合的必要性

科研建筑的设计与建设涉及众多专业领域，包括建筑设计、工艺设计、室内

设计、暖通、电气、给排水、智能化等多个方面。这些专业领域的相互依存和交

叉影响，使得专业整合成为科研建筑策划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专业整合，

可以确保各个专业领域之间的无缝衔接，提高整体设计效率和质量。

2. 专业整合的具体措施

(1) 明确职责分工：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任务分配表，确保各项任务有序进行。

(2) 建立沟通机制：设立定期的沟通会议制度，确保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畅通。

(3) 制定统一标准：编写物料规格书等技术文件，明确各项设计指标和要求。

(4) 加强技术支持：利用专业软件进行模拟和优化设计，确保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第 4 章：科研建筑策划团队的发展路径与培训

1. 职业发展路径

1. 建筑师路径

从见习建筑师开始，逐步晋升为建筑师、施工图/立面建筑师、项目经理/方
案建筑师，直至成为合伙人。

2. 实验室规划师路径



对于专注于科研实验室规划的设计师，可以从见习建筑师开始，逐步成长为

初级实验室规划师、高级实验室规划师，直至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或合伙人。

2. 培训机制

(1) 导师制度：事务所应指定高级设计人员作为初级设计人员的导师，进行一对

一或小组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设计规范、项目实操、案例分析等。

(2) 轮岗制度：见习人员可根据兴趣特长分配版块方向，通过轮岗制度全面了解

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有助于其选择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3) 复盘总结：项目完成后，组织团队成员进行复盘总结，分析成功经验与不足

之处，为未来的工作提供参考。

(4) 明确考核标准：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导师与所指导的初级设计人

员的绩效挂钩。

第 5 章：科研建筑策划团队的能力要求

1. 跨学科整合能力

科研建筑策划涉及建筑、结构、机电、实验室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团队成

员需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能够将不同专业的知识有效融合，形成整体策划方案。

2. 项目管理与协调能力

策划团队需具备较强的项目管理和协调能力，能够合理安排项目进度，协调

各方资源，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3. 创新与实践能力

团队成员需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创新思维，能够提出新颖的设计理念和解决

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完善。

4. 深厚的专业素养

团队成员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熟悉运营维护的细节措施，同时具备深厚

的设计施工实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