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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性大型场馆设施应变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Adjustable Design of Event-driven Stadium

撰文   罗 鹏   李玲玲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当代，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化的日益加强，

大量世界级经贸活动、体育赛事、会议等进入中国。这些重大

国际性活动对提高城市声誉、促进城市发展起到了“触媒”的

作用，这些“事件”催生建造了一大批“事件性场馆设施”，

即为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特殊性活动而建设的单体或群

体大空间公共建筑。这些建筑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具有特

定的使用目的与较高的设计要求，规模相对较大，但使用时间

短，间隔周期长甚至只是一次性利用。

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承办高规格大型国际、

国内活动是利用“事件”进行城市营销，属于“事件营销”的

范畴。场馆是否设计合理科学，并不能以此一时一事去衡量，

正如雅典奥运会在赛会期间所取得的良好口碑在赛后却如昙花

一现——那些“荒废”的场馆令雅典人头痛。因此，“事件性

建筑”的设计不应仅要考虑“事件”过程中的使用情况，也应

同时考虑可持续使用的科学合理性，使其真正成为营销城市的

一张名片，而不是弃之不舍、用之不便的滞销品。如何在“事

件”之后让这些建筑仍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是设计领域必

摘  要

关键词

“事件性大型场馆设施”是为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世界级活动而建设的单体或群体大空间公共建筑，具

有举办时间短、间隔周期长，甚至只是一次性应用的特点，这对“事件”之后场馆的可持续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文紧扣“事件性场馆设施”这一关键性问题，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系统分析了这类场馆设施的特

点和应变设计策略，提出了界面开放、体量伸缩、空间通用、灵活分隔、多元综合、循环利用等具体设计对

策，旨在通过提高空间的灵活性、兼容性实现场馆的动态适应、综合高效，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事件性 场馆设施 应变设计 可持续发展

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建筑设计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衡

量标准。

由于“事件性场馆设施”所对应的事件（如奥运会、世博

会、OPEC会议等）大都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即在规模、使用模

式、文化传统、空间需求等方面与平时使用存在巨大差异，使

场馆空间功能的兼容性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应变

设计对策，增强场馆空间的动态适应性，减少改造成本，实现

多元灵活、综合高效。“事件性场馆设施”的应变设计对策是

在场馆基本空间结构整合与优化的基础上，所采用的具体的灵

活化设计手段，它对提高场馆空间的灵活应变能力具有直接的

影响作用。

1  界面开放

“界面开放”是指通过可动的结构和空间界面开合技术使

场馆空间界面可以打开和关闭，以适应不同的空间使用要求。

以体育场馆为例，大型体育场馆赛时与赛后使用中的一个

主要矛盾就是在平时和赛时的使用中对座席规模的要求不同。

举行国际高水平大型体育赛事时，由于比赛精彩、社会影响力

图1 伦敦奥运会游泳馆结构模型 图2 伦敦奥运会游泳馆赛时 图3 伦敦奥运会游泳馆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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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众数量普遍较多。而赛后过大的空间体量、过多的座席

往往无用武之地，成为累赘。比赛空间固定、封闭的空间界面

限制往往是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界面开放，使比赛

空间由封闭走向开放、由限制走向自由是调节比赛空间规模的

手段之一。

悉尼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在游泳馆的一侧设置了一条长135m

的轻钢桁架拱，用来支撑屋盖和悬挂活动墙板，从而使墙体成

为非承重结构，并可以自由开启。奥运会期间，将桁架拱一侧

的比赛厅界面开启，可以加设近8 000座的临时看台，使观众席

从平时的5 000席增加到12 500座，满足了奥运会游泳比赛的要

求；而赛后则拆除临时看台，并悬挂上墙板，恢复了原有的空

间规模，供平时使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由哈迪德设计的奥林

匹克游泳馆通过独特的屋盖结构设计，使场馆两侧界面不受结

构局限可以自由开放，赛事通过临时座席的填补，场馆可以容

纳17 500人次同时观看比赛，赛后浓缩为一个仅容纳2 500座席

的场馆，便于日常的运营使用。同时这种设计可以大大节省场

馆空间，节能降耗。见图1~3。

广义来讲，界面开放不仅限于室内场馆比赛厅建筑界面的

开放，而是一种变固定为弹性、变封闭为开放、为空间预留对

外接口和发展余地的设计理念。如悉尼奥运会主体育场，在设

计中将固定看台平行于场地长轴布置，留出了场地两端的空间

用于搭建临时看台，赛后拆除，从而大大缩减了场馆的座席规

模。这种将开放场地边界作为弹性空间的做法，虽然在室外也

可以归结为界面开放的设计手法。相对于有些将比赛厅座席交

圈布置，比赛厅外围结构也已固定，只是在座席后部留出多余

空间增建或拆除临时看台的做法，界面开放的设计理念和手法

要先进得多。

2  体量伸缩

与界面开放一样，体量伸缩也是调节场馆空间规模的手

段之一。它是指通过空间界面或分隔设施的移动，使空间体量

产生周期性变化。体量伸缩不但可以解决空间大小、座席数量

等问题，同时也可以控制不同活动之间对视线、声学、能耗等

空间物理性能的不同要求。可见，体量伸缩实现的不只是“量

变”，也包含着“质变”的成分。

2000年建成的日本琦玉县体育馆（图4），是一座集体

育、商业、音乐及会展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该体育馆通过使

用64辆台车，使重量约15 000t的包括了约9 200个观众席、休

息厅、卫生间、商店及机械室在内的被称作“移动块”的部分

楼座可以水平移动70ｍ，从而可以将约有23 000个座席的体育

馆在短时间内迅速变为约有36 500个观众席的足球场。此外，

场馆在收缩的状态下可以创造出半室外的公共活动场所，为市

民提供了一处用于集会、休闲的城市广场。长野冬奥会速滑馆

运用分节式木结构屋顶将建筑空间与纵向可伸缩变化的线性空

间系统结合起来。设计师将400m的速滑跑道的长轴直道和小半

径弯道视为不同的部分。弯道部分看台可以像活塞那样在直道

的“筒”中运动，并且综合运用了一些空间分割设施，实现了

大型体育场馆所追求的空间可变和活动规模可变。这种设计手

法解决了大型场地与小型场地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举行大型场

地的速滑、橄榄球比赛还是小型场地的排球、音乐会等都可以

保证良好的空间感和视线质量。

图4 琦玉体育场鸟瞰及空间伸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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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间通用

空间与使用功能的对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通过优化设计

强化空间对多种功能的兼容性，能够有效地发挥空间的潜力，

避免重复建设。空间通用并不是越大越好，关键在于寻找灵活

性与经济性的最佳契合点。如伦敦大学巴莱特建筑学院的彼

德·科恩教授通过实验证明，同一空间具有容纳多种功能的能

力，而可容纳功能的多少与空间的规模也并非是一一对应的，

在一定范围内空间的增大可以使其容纳功能的数量急剧增加，

而空间增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使用面积的继续增加对活动数量

的增加几乎无影响（图5）。

美国乔治亚会议中心位于亚特兰大，它拥有5个连在一起的

大型展览空间，是美国利用率最高的城市多功能大厅之一（图

6）。它不仅可以容纳不同规模的各种会议、展览活动，在亚特

兰大奥运会期间，该中心还被用于举行举重、摔跤、柔道、击

剑、手球和乒乓球等多项比赛，同时还被作为新闻中心使用，

功效极高。空间通用实现了一馆多用，虽然在建筑的一次性投

入上可能有所增加，如空间的跨度加大、高度增高，但从空间

的长期使用效率和减少重复建设、节约资源的整体角度来看，

无疑产出远远大于投入。

4 灵活分隔

灵活分隔是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应用灵活隔断设施（如

活动墙板或活动幕帘等），将规模较大的整体空间分隔为多个

相对较小规模的使用单元，从而实现体量变化和多种活动同时

开展的目的。

“事件性场馆设施”的使用在人流量上变化很大且不均

衡，举办大型活动时人数众多，而作为日常使用时，规模往往

不确定。另外，在场馆的日常运营中，仅历时性地满足各种活

动的使用需要已经不足以提高场馆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需要共

时性地容纳多种形式的活动。灵活分隔的设计措施实际上是将

场馆空间当作一个可分合的母空间来处理，母空间在需要时可

以裂变为若干个子空间，各自独立使用，互不干扰；而子空间

又可以合拢为大型的母空间。这种可大可小、可分可合、具有

极大组合灵活性的空间使用方式，可大幅度地提高场馆空间的

利用效率，并利于形成良好的空间氛围。

德国汉堡体育馆平面为矩形，利用三条纵向的活动隔断可

以将比赛厅划分为4块，使用时可以进行多种组合，如作为4个

小馆使用、作为两个中等场馆使用、作为一大一小两个馆使用

等。美国伊里诺大学体育馆是一个直径122m的圆形平面，可容

纳观众1.8万~2万人，其比赛厅可以由十字交叉的轻质隔断划分

成4个扇形区域，每部分可以容纳4 500~5 000人，适合开展歌

舞、戏剧、会议、演讲等各类活动，充分满足了学校日常的各

种使用需求。

5  多元综合

多元综合是从空间结构关系的角度，指多个不同功能的空

间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彼此既可以连通、转换，共同

使用，又可以相互分离，独立运行。与灵活分隔不同，灵活分隔

是将一个整体空间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而多元综合强调的是不同

空间的有机组合。通过多元综合可以实现空间规模特别是空间形

制的变化，从而发挥单一空间所无法达到的整体效益。例如，常

州市体育中心运用“场馆综合”的设计手段，将体育场、体育

馆、游泳馆、展览馆等设施综合在一起，不但辅助空间可以共

用，而且比赛场地和展览空间可以灵活分隔或连通，提高了场馆

的空间灵活性（图7）。哈尔滨会展体育中心将体育场馆与展览

馆、会议中心、五星级宾馆、商服、餐饮、休闲健身公园等多种

图 5 空间大小与所容纳功能关系示意图 图 6 亚特兰大乔治亚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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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整合成为一个多功能城市综合体群，建成以来运营情况良

好，取得了较高的综合效益。多元综合既有利于各功能单元之间

产生共生效应，协调互补，又有利于大空间通用或共用部分附属

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场馆的使用效率。

6  循环利用

针对于“事件性场馆设施”的使用特点，采用可重复利用

的临时设施，制定材料、设备的循环利用计划，能够大大减轻

场馆后期的负担，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悉尼、雅典、

北京等近几届奥运会都大量运用临时设施搭建临时场馆，这些

场馆赛后拆除，设施可以重复利用。2012年伦敦奥运会更是在

主体育场设计中大量应用临时结构和看台，赛后主体育场只保

留约2.5万个座席，其余约5.5万个座席将拆除用于在附近学校

建设两座体育场（图8，9）。同样，世博会也大量建设临时场

馆，会后这些设施易于拆除，材料、设备等可以回收再利用，

确保资源的全寿命高效利用。在资源日益匮乏的当代社会，这

种拆分重组、循环利用的方法，对于解决“事件性场馆设施”

短周期、一次性的使用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

前景十分光明。

7  结语

当前，我们对于“事件性大型场馆设施”的认识还有待于

进一步提高，对于其建筑特性和设计原则应加深理解，其空间

应变设计对策也还需要在设计实践中被不断探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事件”只是城市和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片段和节点，举行“事件”的目的是作为触媒，促进城市

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事件性建筑设计之初，必须制定双重

甚至多元化的功能目标体系，使其既能符合“事件”的使用要

求，更应满足长期的使用、运营需要。

其次，针对“事件性”场馆设施的特点，应该本着实事求

是的精神，针对不同“事件”

综合运用应变设计对策，变静态设计为动态设计，变固定

设计为弹性设计。

第三，应转变对于“事件性”建筑的评价标准。注重“事

件”本体之外，更应注重其对城市整体、长期的影响。变片面

评价为整体评价，变短期评价为长期评价，变个体评价为综合

评价。

大型场馆设施的建设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我们必须本着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高瞻远瞩、整体考虑，转变设计建设和管

理运营模式，运用动态应变的设计思想实现场馆的长期科学发

展，使其真正成为“辉煌事件”后的“宝贵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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