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8 

资源整合，共享共赢——天津海河教育园区

体育及公共实训中心方案设计 
Resource Integration, Win-win Strategy: Concept Design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y and Training Center in Tianjin Haihe Education Park

撰文   丁利群 高庆磊 安澎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业主   天津北洋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在建筑尤其是复杂建筑群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将多方面的资源和条件进行整合，实现建筑之间的共享

共赢，在设计过程中尤显重要。我们也将这一思路贯穿于天津海河教育园区体育及公共实训中心设计的全

过程之中。

1  项目背景

2009年，天津市在津南区启动了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项目建设。教育园区规划总占地37平方公里，规划

办学规模20万人。未来，这里将崛起一座集20所职业院校和2所大学的现代化大学城，建成后将成为职业教

育改革试验的标志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基地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平台。

海河教育园区总体规划为“一廊两翼”的布局。一条中央景观生态绿廊南北贯穿园区中部，平均宽度

约800m，规划用地面积为8平方公里，绿廊内集中化、规模化布置公共配套设施。绿廊两翼为东西两侧的

院校、居住及配套建设区。

2  项目概况

体育及公共实训中心位于中央景观生态绿廊之中，基地总用地面积为29.9 ha，为完整的椭圆形用地。

基地周边被市政道路——体育场环路所环绕。基地内有两条现状河流幸福河和卫津河，并现存有建造于上

世纪70年代的河道平交闸口。体育及公共实训中心服务于整个园区，包括30 000人体育场、6 000座体育

馆、1 500座游泳馆、国家实训中心等，总建筑面积12.5万m2，建成后将承办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和部分国际

运动赛事（图1）。

图1 总平面

图2 体育中心鸟瞰 图3 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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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原则

建筑建成后最终将以完整的组群面貌呈现。因此体育中心的“一场两馆”与同样以高大空间为主的公

共实训中心之间如何实现建筑在总体功能布局、交通流线组织、配套服务设施、绿化景观体系等全方位整

合，实现多方面资源共享，是设计中的关键。因此我们将整合作为设计中的原则和出发点，贯穿设计的整

个过程和各个方面。

4  设计思路

4.1 总体布局的整合

建筑群总体分为体育中心和公共实训中心两大部分。体育中心的“一场两馆”是设计中的重点。我们

在卫津河以北，以跨幸福河的平台为纽带，自西向东呈扇形依次布局体育场、游泳馆、体育馆。使用率较

高的体育馆置于基地东北端，靠近园区中心；体量最大的体育场置于基地的西南侧，面向开阔的中央绿化

带，可展示其完整的建筑形象，有利于对整体环境的控制；体量最小的游泳馆置于用地中部——体育场和

体育馆之间（图2）。

横跨卫津河的半圆形主入口广场为3个单体所共享，同时成为观众主要的到达和疏散场地。在三大场馆

围合的建筑群中心区域，我们设置6m标高的公共平台将3个建筑相连接，其下设计了功能丰富、空间多变

的交流活动空间，并以此为纽带将各个场馆自然衔接，将各个独立的建筑整合为一体，共同形成可供院校

师生艺术文化交流、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的多功能体育文化综合体——“体育主题公园”。

公共实训中心是设计中的难点。公共实训中心虽然只有4.2万m2，但是同样以高大空间为主，考虑到体

育馆也可作为实训比赛场地使用，我们大胆将实训中心和体育馆整合，内部以参观平台将两者完美连接，

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期间两者资源共享的同时，外部完整统一的造型使得建筑整体更加富有气势。至此体

育中心和公共实训中心也实现了总体布局的完美整合（图3）。

4.2  交通流线的整合

体育建筑运行有其自身特性，赛时各个体育场馆和公共实训中心在首层均为内部工作人员（运动员、

贵宾、赛事管理、媒体、运营）流线，而2层以上为观众公共流线。设计以立体交通方式整合各个单体流线

组织模式。位于6m标高的2层公共平台连通所有建筑群，将交通流线整合上下两层。赛时，观众由南侧主

入口广场或外围沿景观大道沿坡道或台阶直接到达此平台，再从平台分别到达体育场、游泳馆、体育馆及

公共实训中心各个单体的主入口；而车行流线以及运动员、裁判员、赛时管理人员、贵宾等则由平台下进

入各个场馆，保证了两种主要动线互不干扰（图4，5）。

4.3  建筑功能的整合

建筑功能的整合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是体育馆内部的功能整合。体育馆内部空间采用方形布局、三面

看台的方式，同时将比赛场地与训练场地连通，以可打开的活动门相分隔，为赛后的运营提供了多种可能

图1 总平面

图4 首层平面 图5 平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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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除可满足手球、排球、篮球、WBO拳击等多项体育运动赛事外，还可作为小型演唱会、文艺演出等场

地，同时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期间可作为开幕式场地和竞赛场地，实现一馆多用的目标（图6）。第二是公

共实训中心内部的功能整合。公共实训中心为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比赛场地，同时满足周边职业院校的日常

实训使用要求，室内多为10m或6m高大空间。我们以位于6m标高的室外参观通道将公共实训中心划分为5

大体量，各部分相对独立，在10m和16m标高设置空中连廊连接各部分，保证各功能区相互通达（图7）。

第三是体育馆与公共实训中心内部之间的功能整合。我们将公共实训中心位于6m标高的参观平台与体育馆

的公众平台相连接，使得公共空间在大赛期间无缝对接（图8）。

4.4  建筑形象的整合

设计中整合各单栋建筑造型元素，以统一的建筑形象强调建筑群的整体性和标志性。以完整而连续的

屋顶挑檐统一整体建筑群，语言统一，态势完整，舒展飘逸。在整体的屋檐下，体育中心通过体量的变化

丰富了建筑形象，檐下空间采用减法的设计概念，在不同高度设计观景休息平台，建筑体量错落有致，在

完善建筑功能的同时，丰富了建筑形象（图9）。公共实训中心则侧重建筑立面设计的严谨与理性，通过控

制建筑窗洞和墙面的比例等建筑细部的设计，保证了建筑的品质。公共实训入口强调建筑空间的仪式性，

以对称的形象营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应有的场所感（图10）。

图6 体育馆多功能使用

图7 实训内街

图8 体育馆实训中心平、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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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绿化景观的整合

基于对自然的尊重和减少施工难度的考虑，设计保留了基地内的现状河道——卫津河和幸

福河，及两河相交的平交闸口，这也成为景观设计得天独厚的条件（图11）。基地在临河侧均

布置了景观绿化带，布置于其中的亲水滨河花园让人流连忘返，而贯穿建筑群的幸福河更是赋

予体育中心建筑群体与众不同的气质（图12）。

在体育中心主入口和公共实训主入口分别设置了不同特质的入口广场。体育中心主入口广

场横跨卫津河，开阔豁达，结合水岸景观，成为展示体育中心风貌的平台，而广场中以完整椭

圆形景观绿化将保留的河道平交闸口纳入整体景观之中，为广场带来独特的人文气质。位于基

地东北侧的公共实训入口广场面向城市主要道路，更加强调了广场的仪式性与场所感。

后记：2009年6月我们中标天津海河教育园区体育中心项目，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方

案是在功能发生重大调整、用地条件出现巨大变化、行政意见层层干预等诸多外界条件下不断

调整进行着。此次介绍的实施方案同样是在整合了多方面的意见而最终呈现的结果，和中标方

案（刊登于《建筑技艺》2010年第8期）相比几乎已经面目全非。整个过程如同在大江中驾行

一叶扁舟，虽然在浪尖上可以凭借娴熟的技术辗转腾挪，然而面对滔滔江水，终却无法逆流而

上。于方案，我们只能在建筑师控制范围之内，将作品做到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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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入口整体透视

图10 实训中心入口

图11 交闸口

图12 河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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