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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代背景的体育建筑创作之路

——访CCDI中建国际设计体育

    事业部总经理胡晓明

Sports Architec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Time: 

An Interview with Xiaoming Hu Design Director of CC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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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明  CCDI中建国际设计副总裁、体育事业部总经理

采访者：CCDI在奥运会之后，确切地说是在成功实现“水立方”的建设之后，开始在体育建筑设计的

领域崭露头脚，请您简单介绍一下CCDI体育事业部的发展历程。

胡晓明：CCDI中建国际设计体育事业部成立于2004年，当时公司刚刚初步完成“水立方”的主体设

计工作，而成立体育事业部，正是对公司发展战略意图的贯彻：公司欲借助设计“水立方”项目的契机，

进入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设计市场，并发展业务和构建设计能力。体育事业部成立后，公司又陆续成立了住

宅、公建、规划、轨道交通、医疗等专业化事业部，整个公司的设计业务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些事业部来运

转的。

体育事业部从成立到现在的6年多时间里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承接设计了北京奥运会包括“水立方”在

内的6个比赛场馆和20多个比赛场馆的赛事运行规划，包括济南奥体中心在内的5大省级奥体中心和多个各

地单项体育场馆，并获得了一系列国际、国内设计大奖。

Special Thanks to Matthew Allen 

国家游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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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部的发展有3个台阶：首先“水立方”是我们进入体育建筑市场的第一步，它成功举办了北京

奥运会的游泳跳水比赛；其次是济南奥体中心，它成功举办了第11届全运会；再次就是正在进行的杭州奥体

博览城项目。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在体育建筑这个专业市场里的发展和探索，从“水立方”到济南奥体中心

再到杭州奥体博览城，背后是有着深刻的城市大发展背景的，我们的设计工作也与这个背景紧密相关。

从类型上看，“水立方”是一个单项运动的游泳馆，济南奥体是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功能完备的体

育中心，杭州奥体博览城则是一个包括体育、博览、商业、文化、办公、娱乐等复合功能的城市公园和建

筑组群。体育场馆建设从单体到群体，再发展到群体组合，其中的驱动因素有大型赛事和城市发展两个。

“鸟巢”、“水立方”、国家网球中心等是受到北京奥运会的驱动；济南奥体中心既有赛事驱动，又有明

确的城市发展功能驱动。济南不仅要举办全运会，还要依靠奥体中心的活力去辐射四周，把商业、办公、

住宅等项目带动起来。现在济南东城已经从一片荒地农田变成现代化的城市新区，很多商业中心也陆续向

社会开放了。而杭州也正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时代，在奥体博览城中，奥体是一个群体，博览是一个群

体，地铁上盖物业、超高层办公楼、地下商业又组成一个群。此外，城市隧道、地铁线、地面景观从这里

穿过，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地形地貌。这个项目在城市CBD核心区里的高强度的开发，代表着城市未来的

发展方向，希望造就一种混杂、多元的意味，从而带动周边城市地块的发展。

采访者：一般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必须是在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能力去运营

建设一座大型的体育中心。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发达

的城市在建设奥体中心，甚至在一些偏远的三四线城市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开发，您认为这种做法对当地的

经济和城市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是否和其发展水平相适应？

胡晓明：我不否认某些地方的体育中心建设有规模偏大和盲目跟风的意味，但如果正面地去理解这

个现象，我们会发现三四线城市体育场馆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体育设施不足和人均场馆面积指

标偏低的状况。其次，体育建筑在城市发展中起到的催化剂作用在城市化大潮中必然要得到体现，包含

诸如奥体中心在内的、结合其它城市复合功能的整体规划会不断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的三四线

城市中出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弥补这场建设热潮下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科学论证总体建设规模，充

分考虑非赛事运营用以配比建筑的体育功能和非体育功能的面积，对地方和民族体育传统有针对性地进

行功能设置等。

基于时代背景的体育建筑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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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部总经理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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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是的，可以说不仅仅是体育建筑，其它类型的建筑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地融入新的内

容。我们国家上世纪70年代是城市建设的恢复期，倡导经济、实用、美观的建设策略，出现了一批以适用性

为主的体育建筑，形式也较为单一。而近30年来，政府、设计单位对于体育建筑倍加重视，特别是政府对标

志性、宏伟性的追求以及建筑师个人对于大型公共建筑的创作热情，都使得体育建筑有华而不实之嫌，而目

前越来越多的大型社会事件，例如奥运会、亚运会也令体育建筑更是走上了崇尚标志性的道路。然而，建筑

的本质还是为人服务的，体育建筑最本质的目的还是满足全民健身的生活需求，就像奥运会的众多场馆，完

美演绎了一场视觉的盛宴，然而繁华过后又如何从明星走向大众，从一个为了短时性的事件走向为平民服务

的实实在在的场馆，这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您觉得体育建筑的创作之路应该如何回应这一现实？

胡晓明：这是关于设计方向的问题，我认为不同的体育建筑有不同的使命。作为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

泳中心这类大型公共建筑，天生就承担着反映时代特征、国民精神、城市气质和精良的设计建造水平的任

务。作为世界顶级赛事的发生场所，它们的标志性、宏大性和高规格的场地就是实实在在的功能。作为一

个城市的奥体中心，兼顾着城市形象、赛事竞技、大众健身和商业运营4项使命，设计要在这几者当中找到

平衡。对于中小型的体育场馆建筑，则要非常实在地把体育竞技健身功能落实，为社区和城市服务。这些

使命并不相互矛盾，可以通过设计来做好，已经成为城市地标的“鸟巢”、“水立方”同样在奥运会后有

着丰富的文化、商业、健身运营活动，为市民服务着。

对于建筑师，体育建筑提供了很好的创作载体，经济和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很多条件。

建筑师在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方面的追求通过体育建筑这个载体可以高度实现。例如 “水立方”创造

了新型的空间钢结构，对设计和施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结构模型的计算、分析、优化到把模型变成图

纸，把图纸变成实实在在的房子，这中间蕴含了非常复杂的技术含量。再有它的幕墙体系是由新材料ETFE

构成的建筑表皮体系，在当时国内没有可以参考的案例，而且规模大、造价高。当时社会上的质疑很多：是

否耐久，如何清洗，造价控制，如何形成新的技术标准规范等等，诸多质疑变成我们的动力，最终成功实施

了这个体系。所以说，新的体育建筑的建造支持也推动了整个建设行业的大胆创新，并走向成熟。

采访者：奥运会至今已有两年，“水立方”如今已经重新改装运营，请具体谈谈会后利用的策略。国

际上又有哪些赛后利用的新做法或者趋势？

胡晓明：针对奥运会的永久体育建筑，业主下达的设计任务书中明确提出了赛时和赛后的功能要求，

我们在方案设计阶段就考虑了赛时功能和赛后功能的转换问题，包括空间和功能上的转换。具体来说，赛

朝阳公园沙滩排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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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一套图纸，赛后有一套图纸，对需要拆掉哪些结构、减少观众座位数、新建商业功能、引入适合的商

业模式等都有明确的方案，以确保其有良好的运营能力。在举办亚运会时提出的是“以馆养馆”的设想，

那只是一个火花和起步。到了奥运会，从项目管理、功能策划、设计建设等模式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方案。

“水立方”在经过赛后改造后重新开业，商业运营状况良好，成为北京的旅游景点和市民的游泳健

身、娱乐、大型商业文化演出的热点建筑。国际上举办过大型赛事的体育场馆面临着相似的赛后利用方面

的挑战。悉尼奥运场馆设计上考虑赛后的商业利用，由于所在位置偏远，目前运营状况不理想。正在筹办

中的伦敦奥运会场馆，规划设计上有新举措，选址在一向落后和有工业污染的伦敦东区，用绿色环保的理

念去重振这一区域，而主场馆则采用临时结构以便于赛后拆除，大量空地会改造成绿色公园为城市服务。

采访者：从CCDI近几年的体育建筑设计中（济南奥体中心、杭州奥体中心等）我们也看到一种趋向，

就是建筑设计都采用了相似的概念，即仿生的做法。您对于这种方式有怎样的看法？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

CCDI体育事业部在体育建筑设计过程中寻找到的一种捷径？

胡晓明：主观上不是有意为之。考虑到一个奥体中心对城市的巨大影响，业主和政府对城市建设和地

标建筑是非常关注的，会加入到规划设计方案过程中。济南奥体中心有新城地标的使命，将“荷花柳叶”

这一具像的当地元素提取出来，与大型场馆设计结合，易于被业主和市民接受，也是“当地化”的尝试。

但这个意向如何发展下去具有挑战性，因为过于具像的事物赋予到大型公共建筑上可能在尺度上会把握不

好。我们的建筑师还是依据现代主义的设计原则去诠释这一意向，即建筑形式与内在的结构构成相匹配，

细部形式反映其物理功能，材料构成体现设计师的美学趣味等。实施过程很漫长，经过了方案意向比选、

细部推敲、材料选择、建筑模型和现场足尺模型视觉测试等工作。最后实施的效果还不错，没有出现先前

担心的负面效果。罩篷建筑表皮从屋面到幕墙的过渡比较自然，反映了内部结构的构成方式和传力特点。

柳叶幕墙单元与每榀空间管桁架对应，屋面折板间的不锈钢天沟在檐口处转成雨水管，尖细的柳叶幕墙底

端与厚重的混凝土支座形成对比，而穿孔金属幕墙的穿孔率和孔径的变化与罩篷内防排烟计算紧密相关。

采访者：体育建筑作为一种庞大而复杂的类型，应该更加注重设计过程与各项技术的整合，这里的技

术可以包括结构技术、施工技术、水电专业技术、光处理技术等等，CCDI从概念到建造的过程中，如何发

挥专业间的协同合作？

胡晓明：这个问题涉及建筑技术与技术管理、项目管理之间的关系，这也是CCDI体育团队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CCDI是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设计公司，如何让年轻人能够快速地融入团队，并掌握工作流程，进

行良好的团队协作，并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是公司管理层的核心工作之一。

国家网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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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奥体博览城体育场及网球中心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体育建筑设计综合了各专业顶尖技术，在各专业协同工作的时候，大家需要

互相了解各自的专业特点以及可能用到的专业技术，所以专业协同的前提条件是互相有所了解，而不是

各自囿于自己的领域内。比如我们每个项目的钢结构设计都是由建筑师和结构师共同完成的，因为钢结

构设计是直接影响到建筑内外效果的重要部分，我们的建筑师提出效果要求，然后结构师会提出体系建

议，大的框架完成后，建筑师会根据结构构成原理进行细节设计。通常来讲，针对一个项目，项目的各

专业首先要判定应该采用什么技术、可能采用什么技术、是否要进行技术科研等问题，然后大家分头进

行准备，各专业的总工程师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同时CCDI还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优势，能够整合

到这个市场上最优秀的资源来帮助解决问题。

从项目管理角度分析，一个项目并不是以一种理想的状态出现的，它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同时要达到一定的技术高度，并得到业主的认可。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市场由于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影

响，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所以这里所谓的专业间协同合作是指某个项目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

专业协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强大的项目管理能力才能够达成目标。

项目管理首先是时间分解、任务分解、专业分解，这是很常规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

是流程管理。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会有重要的时间、任务节点管理，部门内部的技术、运营、经营人

员会在这些重要的节点与各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固定的交流，以保证各专业的所有人员都能够清楚地了

解业主的要求、公司的要求，及时纠正项目过程中未达标的部分。简单来说，就是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知

道项目团队的目标，并时刻以这个目标来审视自身的工作，而不是让大家只了解图纸中的部分。只要大

家都目标明确，单纯的技术协同问题是非常容易解决的。

采访者：低碳和可持续建筑是当代语境下的热点话题，体育建筑大多消耗很大的钢材量，CCDI在

设计中除了考虑节材，在后续的能耗节约方面有哪些经验？目前有哪些较为适用的节能技术，这些技术

又是如何与建筑相结合的？

胡晓明：首先，谈到钢材的能耗问题，就必须谈绿色材料的概念。从生命周期评价上来看，钢材

的重复利用率很高，并且对环境的影响小；从是否可有效地使用上来看，与其他结构形式相比，钢结构

受力性能好，工业化程度高，现场施工的周期短，不需要带水作业。因此，钢材在使用和在绿色材料的

评价上要好于其他结构形式的主材。节能方面，考虑建筑50年生命周期的总成本，建筑维护成本占据了

88%，而在建筑维护成本中，照明、空调及通风占据了其中的71%。因此，我们在节能方面主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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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奥体中心

是这部分能耗，具体为：围护结构优化节能设计、建筑全年动态能耗模拟、太阳能利用、外遮阳系统优化

设计、智能照明控制设计、自然通风策略等，举个例子：通过计算流体力学（CFD）进行通风环境的三维

模拟，进行人员的热舒适度分析，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通风，以减少空调的使用。

采访者：相同类型的建筑要想做到不同，很多建筑师会从地域性上做文章。一方面体育建筑要想摆脱

非常相似的大空间和形象特征，基于城市地域环境的设计是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背景需要建筑

师从本土文化上做一些考虑。CCDI在探索地域性、本土性的体育建筑设计历程中有哪些经验？ 

胡晓明：建筑本土化体现在相当细微翔实的层面上，每个项目、每个城市和每个地段都有其内在的特

点。把建筑和城市的文脉、周边环境的关系做好，对建筑服务对象的考虑、功能的安排、空间的塑造，这

些问题都有理有据地解决好了，那么它自身的本土性和地域性也就自然体现出来了。不需要用一个具体意

向演化出建筑形态，那是比较粗浅的本地化。一个建筑设计如果很本土化，大家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场所，

能够留下独特的场所体验。

采访者：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及现代结构理论的建立为体育场馆建筑的创作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造船、航空等工业领域的技术手段在其它一些类型的建筑中都所有借鉴，您认为在体育建筑中的应用

有着怎样的前景和可能？

胡晓明：由于形体与结构的复杂性，体育建筑设计成为参数化设计应用的一个典型领域。它不仅为

我们的设计过程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和高效，更重要的是在设计上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将不可能变为可

能。杭州奥体博览城主体育场就是这方面应用的典型案例。相信假以时日，会有更多曾经应用在造船、航

空行业里的高科技建造技术手段应用在民用领域。

采访者：您同时兼有建筑学和商业管理硕士的教育背景，对建筑背后的社会经济等因素应该有自己独

特的见解，从最初主要做设计到现在偏重设计管理，对于自身角色的转变，您有什么感想？设计师的创造

性思维和管理者的理性思维碰撞在一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胡晓明：都是挺难的问题。笼统地说，商业管理的教育背景帮我更好地理解行业的发展规律和公司组

织的运作特点，有助于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从做设计师到现在的管理者角色，挺自然的，符合我的个性和

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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