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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理念的体育建筑集约化设计

以遂宁体育中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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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 密集化发展 的背景下 ， 集约化设计成 为

实现体育建筑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 文章以遂宁体

育 中心为例 ， 分析集约化策 略在体育建筑效率 和环境

品质提升两方面的设计应 用及其效果 ， 为体育建筑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参 考和借鉴 。

关键词 可持续性 ； 集约化设计 ； 体育建筑效率 ； 环

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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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中国城市人 多地少的矛盾 突出 ，
以往粗放 的发展

方式导致能源与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

对 日益增长的体

育建筑建设需求产 生很大制 约 。 传统体育建筑建设模

式过于追求场馆标志性和规模 ， 常会形成庞大的建筑

体量 ， 占用 大量土地资源
，

却忽视了 与城市环境融合 。

体育 建筑建造 工艺 复杂 ， 使用人 员密 集 ，
功 能模式

也经常 变化 ， 多依靠主动技术维持室 内环境 ， 建设

成本和运营能耗高 ， 其高效利 用
一 直是困扰经营者

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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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筹经济性 、 社会性和生态性等方 面的要 求 ，

体育建筑设计愈发重视可持续理念 ， 强调保护 自然环

境 ， 有效 利用 资源 ， 并与 周围环境协调
ｍ

。 近年 来 ，

对体育建筑绿色 、 生态 、 低碳化发展以及全寿命周期

内可持续利用的动态状况研究持续出现 ， 并 关注于体

育建筑的城市公共空 间价值 。 当前 ， 中 国城市发展正

由用地范围的盲 目 扩大转 向城市单位空间容量和质量

的提升 ， 体育建筑也正从类型单
一的集中建设模式向

有机聚散 、 多元综合 的方 向发展 ， 在此背景下 ， 集约

化的体育建筑设计策略逐渐形成 。

１ 体宵场

２游泳馆９ 全民运动区

３入 口广场 〗 ０ 小球运动区

４室外平 台 １ １ 儿童游乐区

５ 集中停车区 １ ２极限运动区

６休 闲广场１ ３大球运动区

７风雨网球场 １
４滨江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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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体育中心西北向鸟瞰

２ ． 总平面图

３ ． 游泳馆南向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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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集约化设计的概念与发展

集约化原指在同
一经济范围 内 ， 通过经营 要素质

量 的提高 、 含量的增加 、 投入的集 中 以及要 素组合方

式 的调整来增进效益的经营方式
ｍ

。 与
“

粗放型
”

相

比
，

“

集约型
”

经济 更注重单位效 率和质量 ， 强调资

源整合与各部分的互补促进 。 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密

不可分
，

受 到经济增长方式 的影 响 。 ２０ 世纪 末 ，

随

着发达国家城市无序蔓延 ， 中心城区活力衰退 ，

人们

开始反思现代主义城市无节制 的扩 张和过分强调功能

分区造成城市运作效率低下 ，
土地资源 、 能源浪费等

问题 。 紧缩城市 、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 相继提

出 ， 将经济学中的集约思想引入城市和 建筑领域 ，

主

张适度紧凑 、 功能混合的城市有助于促进社会 性活动

的发 生 ，

提高城市空间的使用率和能源利用率 ， 以较

少的开 发用地获得更多的城市空间 ，
承载更 多高质量

的城市生活
［３１

。

紧凑和聚集 势必带来密度的上升 ，

空间拥挤无序 ，

环境品质难以得到保 障 。 对体育建筑来说 ， 空间组合

复杂程度的提高还会加大钢材 、 混凝土等高能耗材料

的用量 。 这些与集约化设计对效率 和品质的追求背道

而驰 ， 更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长远 目 标 。 面对这些问

题 ，

建筑领域积极探索 ， 例如将水平 向度的功能和交

通空间转为垂直 向度的混合叠加 ，

缓解城市用地不足

和高 密度环境的压迫感 ，

也为建筑形式的创新寻找灵

感 ， 产生 了诸 如
“

立体 田 园
”

“

垂直都市 主义
”

等高

密度实践
［

４
１

。 同时 ，

大型体育综合体和层叠式体育场

馆在城市 中不断涌现 ， 将不同的城市生活空 间和功能

集约于
一

体 ，

具有了 明显 的城市性和开放性 。

与城市环境协调 、 功能持续利用和节能降耗是体

育建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
［Ｓ Ｉ

。 集约化设计通

过对城市 、
自然 和建筑资源的整合 ， 强调建筑要素的

聚集性 、 组织结构的优化性 、 建成环境的适宜性 、 用

能系统的高效性
， 驱动体育 建筑节约用地 ，

各部分功

能 、 空间和技术手段系统性地发挥 功效 ， 与城市肌理

和大众生活更好地融合 ， 将社会 、 经济 、 能源等多方

效益统筹起来 ， 与可持续理念 的 目 标相一致 ， 是实现

体育建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

３ 遂 宁体育中心的集约化设计

遂宁体 育中心位于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
，

用地

１ ７ ． ５７ ｈ ｍ
２

，

包括
一座 ３００００ 人体育场 、 ２ ０００ 人游泳

馆 以及商业设施和体育公园 。 项 目背靠东山 ，
面向涪

江滨水绿带 ， 是城市空间衔山接水 、 塑造公共生活场

所的重要节 点 （ 见图 １

？ 图 ３ ） 。 尽管项 目 近期 目 标是

为了承办省运会 ，

但从长期运营的角度来看 ， 必须重

视体育 中心补充城市 功能 、 融入社区生活 、 提升综合

能效的能力
，

使其进入城市整体发展的 系统和脉络 之

中 。 设计 以集约化理念为指导 ，

从建筑效率和环境品

质提升两方面 ， 探索适合体育 建筑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

３ ． １ 空 间效率提升策略

空间效率要求在等量用地和空 间内容纳更多数量

和种类的活动 。 通过改变建筑空 间的组织关系和利用

方式 ， 打破体育 功能之间 ，

及其与其他城市功能之间

的界限 ， 从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形成紧凑的总体布局 。

集 中 多个场馆 的体育中心 ，
通常不会同时举办大

型比赛和活动 ， 有条件将场馆单独使用 时的公 共空 间

和配套设施共享 ， 分 时段使用 ， 使外部交通空 间最小

化 。 遂宁体育中心在 土地利 用策略 中提出压缩竞赛功

能的 占地比例 ， 划分体育场馆功能区 、 青 少年培训及

商业功能 区和运动休 闲功 能区三部分 ， 提高 土地利

用率和开发 复合度 （
见图 ４

） 。 设计将体育场 和游泳

馆靠近 ，

集 中 设置赛事功能性 交通 。 为压缩建 筑体

量
，

游泳馆采用单面看台 ， 仅需在西侧设观众厅和室

外平台 ， 东 、 南方向没有平台包 裹 ， 使训练厅能够面

向城市景观开放 。
场馆相连形成的

“

运动赛事环
”

占

据基地核心
，

包括集散广场和地面停车在内 ，

仅占地

８ ． ０７ｈ ｍ
２

， 节省 出 超过
一

半 的土地用来构建
“

生态商

业环
”

， 赛 时作 为观众 进出体育中心的主要界 面 ， 可

提供丰 富的赛前 、 赛后服务 ， 延长观众抵达和离开赛

场的 时间 ， 缓解周边城市交通压力 （
见图 ５ 、 图 ６

） 。

项 目概况

项 目 名称 ：

遂宁市体育中心 （ 四 川省第十二届省运会主体育场 ）

项 目地点 ： 四 川省遂宁市

项 目功能 ：

３ ０ ０ ００ 人体育场 ，

２０００ 人游泳馆 ， 青少年培训及商业 ，

体育公园

建筑规模 （ 面积 ） ：

７９ ７４ ｌ ｒｒ^

设计 ／ 建成 ：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 ／２ ０１ ４ 年 ４ 月

项目 建筑师 ：

钱锋
、 汤朔宁 、 徐烨

业主 ： 遂宁市河东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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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４． 土地利 用策略

５ ． 规划结构

６． 地面流线组织

７ ．

—层平面图

８ ．西南 向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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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这些区域又成为周边社 区居 民和游客畅览涪江美

景 ， 开展户 外运动的理想场所 。 场 馆靠近甚至贴邻建

造 ，

既节省建筑占地 ， 减少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占用 ， 各

类流线进出场馆的距离也大为缩减 。

中 小型体育建筑还可利用大跨建造 的技术优势 ，

将运动空 间竖向叠 加 ， 把稀缺 的地面空 间留给城市
。

根据运动场地的空间特性和使用需求 ， 可 以将人流量

大的空间置于下层 ， 上层叠加健身 、 体育培训等 曰常

化经营场所 ， 并依据运动空间尺度的不同 ，
采用多空

间交错和嵌 套 ， 形成室外 、 半室外的运动场地和景观

平台 ， 丰 富体育 建筑以往封闭单调的空间界面 ， 加强

内外互动 。 遂宁游泳馆将陆上训练厅与训练池两个中

等规模的空 间上下层叠 ， 便于集中面向大众健身开放 。

底层节省 出的面积增加
一

处 咖啡厅 ，

为 日 常健身的顾

客提供接待服务 。

３ ． ２ 时间效率提升策略

体育建筑的功能定位要 以动 态思维 兼顾竞赛 与赛

后使用 、 多功能全时段使用的要 求 。 从时间维度理解 ，

就是要通过扩充场馆功能 的广度和深度
，

延长使用时

间 ， 提高使用频率 。 荷兰建筑师赫兹伯格提 出的
“

多

价性空间
”

理论
，

强调建筑应有 随时 间推移适应不 同

使用模式的能力 。适应不是降低各种需 求至最低限度 ，

体育建筑设计需要打破以往按既定功能和使用方式进

行标准化设计的模式 ， 将不同空间形式集约在
一

个包

容性的结构框架内 ， 既满足预设功能需求
，
又具备 引

发新活动 的可能 。

延长使 用时间 ， 构建全天候使用场景 ， 体育建筑

应面向更广 泛的人群 ， 发挥体育功能的集聚效应 ， 结

合文娱 、 商业 、 医疗等 ， 形成差异化的服务业态 。 遂

宁体育 中心为适应省运会后市场的弹性需求 ， 根据河

东新区以服务业 、 休闲旅游 和生态居住为特色的建设

目 标
，

将场馆长期运营 的服务对象定位为社 区居民和

游客两类 ， 细分他们在 需求和使用时间上的不同 ，

包

容并合理组合这些差异 ，

构建经营时间更长 、 收入效

益更高的多元化体验 中心 。
设计面向城市人流来源 的

主要方向
，

加大加宽体育场西侧 室外平台 ，

利 用下 方

商业价值最高的区域和体育场东 、 南看台首层 ， 连续

布 置健身 、 青少年培训 、 妇幼活动 中心 、 电子竞技 、

文化展 示和旅游服务等适 合不 同人群消费特点 的功

能 ， 并预 留 了 未来功 能转换 的可 能
，
将社会活动聚集

的
“

生态商业环
”

， 向北延伸至体育公 园 （
见图 ７

）。

体育公 园仍 以服务于不 同年龄段 的社区居民为原

则 ， 划分全 民运动 区 、 儿童 游乐区 、 球类运 动区 、 极

限运动区和室 内运动 区五部分 ， 结合下沉式商业 ， 形

成体育赛事和大众体育 并重 的多范畴运动机 制 。 体育

中心定期举办系列主题 日活动 ， 上午这里是健身 、 慢

跑者的理想户外场所 ， 中午又为周边 的职业人士提供

商务交流 、 餐饮和咖啡休 闲服务 ，

下午各类青少年培

训机构会吸引 大量人流前来 ， 晚间场馆和体育公 园又

成为全民健身夜场的热 闹之地 。 尽管运动是其主要功

能
， 但通过将场地与园林化的景观结合

，

创造形态各

异的活动 空间 ， 定义不同氛围的开放区域 ， 能够促使

和引 发更多种类的社会活动 。 体育公园内的空间功能

属性被弱化 ，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暧昧不明的交互式场

所 。 不同时段 、 不同行为在这里相互对话
，
为体育中

心提供全时段 的运营活力 。

不 同功能 之间要避免过于分散
，
常见的组织方式

有
“

带型
”

和
“

块状
”

两类 ： 前者多 以 中小型商业为

媒介 ， 将不同场馆连接 ，

形成面向市 民的活 力界面 ；

后者则 多见于 同规模较 大的文化 、 商业设施结合的建

筑集群项 目 中 。 观赛和大众健身流线与商业动线结合 ，

串联起主要功能和空 间节点 ， 竞赛功能流线 则应尽量

简化和集 中 （ 见表 １） 。

３ ．３ 能源效 率提升策略

集约化的布局和空 间组织 ，

为更 多被动式节能 策

略 的应用提供可能 ， 例如体 育场 馆向地下拓展 ， 利

用地下特有 的 恒温 、 保温性能 ， 节约空调能耗 ， 或

者对不同尺度和形状的场地空 间错位组合 ，
形成边

庭 、 中庭等过渡 区域或平 台悬挑 、 底 层架 空等开敞

空间 ，

为室内带来 自然采光 、 通风或建筑自遮阳
，

并

减 少不 同物理环境场所间 的干扰 。 遂 宁地处四 川盆

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

夏季炎 热
，

常 年平均风速在

０ ． ６ｍ／ ｓ ？
１ ． ８ｍ／ｓ 之间 ， 促进建筑及其周边活动场地

的通风降温是提 高运营 能效的重点 。 场馆屋面相接 ，

为下部平台上 的活动提供遮荫挡雨的庇护 。 体育场屋

面在南侧戛 然而止
，

形成开 口
，

将来 自江面的夏季南

向主导风引入场 内 ，

形成利于气流 穿过的通道 。 设计

对敞开和闭合两种形式的屋面形态进行风环境模拟比

较
， 分别 选取地面 １

． ５ｍ 和大平台 ６ ．５ ｍ 的高 度进行

分析 ，

相对于 四面围合 、 场馆独立 的罩棚形式 ，

场馆

连接并形成开 口的屋面 ， 能够有效促进体育场内外南

北方向和场馆连接部下方东西方向的 自 然通风效 果 。

场 馆整合能缩减建筑围护界面面积 ， 减少热工损

耗 ，

设备用房和服务设施共享 ， 管线距离也相 应缩短 ，

利于降低建筑造价和运营能耗 。 体育 中心在游泳馆北

端与体育场之间设置能源中心 ，
同时服务 于两侧场馆 。

距 离的靠近
，

又便于将游泳馆泳池排水 回收与体育场

草坪和体育公园绿化浇灌系统联网 ，
发挥场馆 间的协

同作用 。 集约化的能效提升策略更加注重选择适 宜的

能源技术进行组合 ，

形成互补 ， 避免片面孤立地堆砌

绿色技术 （ 见图 ８
？ 图 １ ４ ）。

３ ．４ 环境品质提升策略

高密度城市环境中 空间 品质的提升不再是单体建

筑或单
一 用地范围内 的问题 ，

而是紧密联系在
一

起的

相邻者
｜６ １

。 集约化策略主张结合公 园 、 广 场和公共交

通设施等城市空 间设置体育功 能 ， 鼓励场馆与其周边

城市环境的共建共赢 。 遂宁滨江绿道为城市提供了
一

条亲水公共生活界面 。 然而 ， 随着滨河道路机动交通

压力的增加及其沿线诸多高层建筑的开发 ， 逐渐破坏

了城市显 山露水 的风貌 。 体育 中心原规划要求在北侧

建设高层商住用房 ， 这样的考虑尽管 利于 增加土地的

混合开发 度 ， 但会造成区域内空间密度 的急剧 上升 ，

人流 、 车流压力过大 。 密集的高层建筑也会成为割裂

地块北部城市社区与体育 中心休闲健身环境 乃至滨江

公 园的
一道屏障 。 为避免这些问题 ， 设计调 整了 用地

开发策略 ， 将公寓向 周边地块转化
，
在场馆主体的南

北两侧共 同打造与滨江景观系统结合的体育公 园 （
见

图 １ ５ ）
，
控制广场尺度 ， 拉近了体育 中心与城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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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功能空 间集约化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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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 间的距离 。 举办大型赛事时 ， 对南面城市道路

临时管制 ， 可 以将沿江公共绿地纳入体育中心的集散

广场之中 ， 弥补其接待和交通疏导能力 的不足 。

公共步行系统的开放性和可达性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体育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融合度 。 体育中心结合自然

地形和建筑单元的组织方式 ， 在不同 高度形成立体化

的空间节点 ，

采用平台 、 巷道等方式与城市步行系统 、

公共自 行车网络 和公交站点串联
，
构建 出一 条由 山及

水的人行通廊 。 为增 强南北通透性 ， 体育场屋盖不落

地 ， 露出
“

Ｖ
”

形结构柱 ， 强化 上部结构 的轻盈与漂

浮感 。 同时
， 南北看 台采用单层设计 ，

压低高度 ， 确

保 人视高度上 由 山及水 的视线贯通 。 通过精心选位和

设计的大 台阶和室外平 台 ，
行人可不受限制地由北向

南 穿越场馆 ，

直达江岸 ， 使体育中心成为连接南北方

向城市生活 、 沟通山 水关 系 、 激发地区活力的重要公

共空 间 （
见图 １ ６￣ 图 １ ９

） 。

提高建筑空间界面的开放度有利于营造建筑内外

公共活动的交融氛围 ， 拉近建筑与人的距离 。 体育中

心屋面起伏的轮廓 ， 自北向南逐层降低 ，

形成风格化

的沿江天际线 ， 消解了 体育建筑高大体量对滨水空间

的压迫感 。 体育场南端形成面向江景 和对岸主城区的

开 口
，

向场内观众展示出城市中心令人叹 为观止 的美

景
， 外部市 民也可感受到场内活动 的热 烈氛围 ， 形成

与城市生活 的对话 （
见 图 ２０

？ 图 ２２
） 。

４ 结 语

遂宁体育 中心以集约化的设计策略
，
在复杂 的城

市环境中探索 了与城市 紧密相连的共生关系 ，

它不仅

服务于 当下 ， 更兼顾未来发展的 多样可能性 ，

成 为城

市空 间塑造的参与者 、 城市生活活力 的赋予者 、 城市

发展动力 的驱动者 。 集约化体育建筑的特征包括总体

布局紧凑
，

功能高度复合 ，

空间富有活力 ， 交通高效 、

可达性 强以及综合 的技术支撑 。 设计应从土地利 用 、

空间组织 、 功能定位和技术应用四个维度 ，

发挥 各方

面总体协同的优势 ，

从效率和环境品质提升的角度促

进体 育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

（
图片 来源

：

图片 图纸均由作者提供 ；

摄影
： 章勇 （ 章鱼摄影 ）

；

表 １ 由作者自 绘 ， 表 １ 中深圳简上体育综合体图片 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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