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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的可持续设计

——访POPULOUS事务所Andrew James
Sustainable Design in Stadium:

An Interview with Andrew James from POPULOUS

采访   朱晓琳  吴春花《建筑技艺》杂志社，王振宏 筑龙网

采访人物   Andrew James

采访者：POPULOUS的设计项目中，体育场馆是很大的一部分。体育场馆尤其是为了重大比赛修建的体

育场馆，用于赛事使用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作为设计者会对于体育场馆在比赛结束后的用途有怎样的考虑？

Andrew James：我们在设计之初就会考虑场馆在比赛结束后的利用方式，它的遗留价值在何处，然

后再去设计一个适应赛事的场馆。我认为每一位建筑师都有义务尽力地去引导客户。我们合作过的许多客

户在其项目建设之前都没有接触过体育场馆类项目的建造，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去告诉他们在场馆设计与建

造、可持续利用问题上哪些是较为关键的因素，根据这些因素从而确定设计的方案和策略。

 

采访者：北京奥运会过后，较为著名的场馆例如“鸟巢”、“水立方”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集散地，

“京城奥运游”也成为各大旅行社招揽客户的项目之一。而伦敦奥运会主体育馆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在比赛结

束后会拆除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社区活动中心，这与“鸟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赛后利用方

式，您有什么看法？

Andrew James：我认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很成功的。“鸟巢”和“水立方”在赛后转

化为旅游景区，能够吸引许多人来观看，就足以证明它在可持续利用上是成功的。而就伦敦来说，其城市

文化长久以来变化不大，没有必要建设一个新的旅游景区，更重要的问题是环保与可持续，这成为伦敦奥

运场馆设计阶段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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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我们知道“伦敦碗”将来会将部分服务设施移除，这样做会不会对未来利用造成一些不便？

Andrew James：事实上，“伦敦碗”可以说是一次回归，它几乎回到了我们所称之为的“第一代体

育场馆”。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座位单位，服务设施包括食品饮料区、商店购物区、洗手间等，并且这些设

施大多都被放置在室外，可以说是用“第六代场馆”的建造方式建造的一座属于第一代的场馆。至于说它

是否造成不便，其实本身这样做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避免不便。我们考虑到“伦敦碗”的赛后改造问题，认

为这些服务设施恰恰就成为赛后改造的绊脚石。如果现在就把它们放在外面，那么改造过程将会更加方便

和快捷。设计中很多的服务单元可以被卸除并被运送到不同的地方、城市，甚至世界各地。

采访者：体育建筑是大跨度空间结构技术的产物，形象的塑造与结构技术的应用是设计的重点。基于这

两点的设计也存在着不同的设计趋向：一种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和美感，用结构美去表现建筑的形式美；一种则

强调形式，为了形式而做复杂的结构。对于这两种方式您有什么看法？

Andrew James：事实上，就建筑设计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区分，两种趋势是两种不同环境的

产物。“鸟巢”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实力，表示中国可以建造世界上最宏大的体育场馆。而伦敦不是以

此为出发点的，它希望展示给世界的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探讨如何用最少的材料建造一座体育

场馆。这一场馆的设计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采访者：体育建筑作为一种庞大而复杂的类型，包括诸如结构、施工、水电、光处理、声学等多项技术

体系，作为建筑师如何整合各专业的设计？

Andrew James：体育场馆是一种非常特殊和复杂的建筑类型，场馆建造是很庞大的工程，是需要

人们共同努力来完成的，不同专业的参与者加入其中，每一步都要经过多方的讨论和意见，有时候效率

低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设计不是建筑师想怎样就怎样，建筑师要学会用合理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意见以获

得各方的认可。

阿联酋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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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POPULOUS在探索体育建筑设计的历程中是如何看待和考虑城市文化特征下的体育建筑设计的？

Andrew James：我们的一些项目确实会从视觉上反映当地的景观和周围的城市背景，但是我认为更重

要的是从功能上呼应周围的环境。因为体育场馆对周围的城市肌理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成千上万人的一个

聚集地，它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场馆自身占据的场地，其周围每个方向百米之内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所以在

设计中融入并考虑场馆与周围区域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设计中一直很注重这种联系，常常会挑选最近的地铁站或者火车站开始我们的场馆规划。尤其

是当场馆建设在城市中时，很多人都不是驾驶私家车前往场馆的，也不是坐公共汽车，大多是乘坐地铁和火

车，因此我们就要考虑使用者从交通站点到场馆这一路的经历，同时考虑这些使用者和场馆对环境的影响，

包括对地铁、火车站以及对场馆沿线的影响等等。

采访者：目前在中国，一些一线城市积极承办了体育赛事活动，不仅建设了大型的体育场馆，而且往往

还与城市的其他功能设施联系起来，例如文化中心、会展中心、交通枢纽等等，形成以体育场馆为主体的建

筑群组合开发。您如何看待这种开发方式？

大同体育公园 韩国仁川亚运会主体育场赛后设计

伦敦2012奥运会主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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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James：我们一直坚信，体育场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都是综合发展规划的重要一环。我看

到很多亚洲城市中存在被人抛弃的体育场馆，它们为了某个赛事而建，但赛后没有被经常性地利用，像无

人问津的碉堡一样处境凄凉。

因为通常体育场馆是非透明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将场馆与周围的综合发展规划相融合，如商业、办公

等人群较为密集的模式，这是很重要的。今天的体育场馆尤其与商业有着很大的联系，无论是赛事之前或

之后，人们在场馆周围的聚集都必然带来一定的消费，这成为体育场馆与商业、娱乐设施之间的一种天然

纽带。

大型场馆可能无法经常举办赛事，但是对于容纳6 000~15 000人的小型室内体育馆，其利用率是比较

高的，基本可以达到一年中大约200天的利用率，这就为将体育场馆与商业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如果场馆在200个夜晚里，每夜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访，那么这个场馆周围就需要庞大的商业系统；另

外配备有停车场的体育场馆，如果它们能够更多地在夜间被使用，则白天就可以用作周围上班人群的停车

场，从而更好地发挥它的使用效率。

我们在设计位于墨尔本Dockland的Etihad 穹顶体育馆时就考虑了这一点，设计融入了一个双层的停车空

间，不仅为体育馆自身使用，也为城市人群使用，其双重的功能成为场馆的一个巨大收入来源。所以值得强

调的是，如果能够在设计中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计划，那么其实体育场馆是能够与周围环境发生很多联系的。

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 英国艾斯科特赛马场

英杰华体育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