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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王道正  北京中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体育中心建设前期规划技术工作初探

0  前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2008年奥运申办成功，以

及人民对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全国各地的体育设施纷纷上马。体

育建筑规划设计者在策划投资建设一个体育中心或进行可行性研究

报告及向地方政府或业主提供体育中心技术咨询意见时，通常会碰

到定位、规模、选址、规划用地指标、建筑面积测算指标、造价估

算指标等问题。结合本人长期从事体育建筑技术咨询、研究和设计

工作的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和总结，供同行参考。

1  定位

在项目策划前期，首先要给体育中心一个合理的定位，应建

设具有前瞻性、有效性、可行性的体育设施，保证场馆的功能性和

适用性，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规模。要根据当地的体育项目特色和人口数量，确定体

育建筑的性质和规模，即能或准备举办哪一级比赛，举办什么项

目比赛，从而决定体育建筑的等级和场馆规模大小。如举办甲级

联赛、足协杯赛体育场的观众席要求容纳1万人以上，乙级联赛体

育场的观众席要求容纳5 000人以上，举行中超联赛的体育场应有

3万座以上的固定观众席位，世界杯足球赛则要求观众席至少5万

座，决赛、半决赛的场地要求观众席不少于6万座。正规比赛应设

有热身场地。

（2）多功能。群众是体育建筑服务的主体，所以体育建筑的

投资取向、规划布局、功能结构等都应面向大众，具体有以下几点

要求：以体育比赛为主，场馆应满足体育竞赛及工艺要求；兼容

文艺、展览、集会等活动；兼顾群众参与活动（锻炼、娱乐、服

务）；适当考虑运营方式和留有改造余地。

不符合体育工艺要求的将不能举办正式体育赛事；配套不

足、功能单一的会造成利用率不高。如有条件，可多做些体育商业

服务，如体育用品、健身、餐饮等。

（3）投资。投资考虑以下两方面：根据性质和规模确定投

资；根据投资大小，综合考虑性质和规模。如投资和性质、规

模发生矛盾时，在定位和规划时可留有余地，考虑一次规划、

分期实施。

2  体育中心选址

体育中心的设置是城市规划布局的重要内容，其在城市中的

布局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统一协调，具体如下：

（1）竞赛基地宜接近市中心区。训练基地宜选在城市近郊

区，便于封闭训练；而竞赛基地不宜远离市中心，且应与市中心区

有方便的联系。

（2）充分注意市政设施是否完善，如道路交通、管线系统

（水、电、气）、通信系统（电话、电视、网络）、社会服务设施

（商场、银行、酒店）。体育设施的建设也促进了市政设施的建设

和完善。

（3）地区要有优美的环境，设计时要注重环境设计。 

（4）注意利用自然条件，充分保护和利用自然地形和天然资

源（如水面、森林）。

（5）注意基地所处的地形、地势及工程地质情况，减少建设

投资，避开不利地带。

体育中心一般可选在文教区，主要考虑城市的发展方向，但

也不能太拘泥于目前的交通、水电信等条件。

3  体育中心用地

体育中心用地建议按大型、中型、中小型和小型体育中心四

类进行初步估算（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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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中心用地一般在300~500公顷（体育公园）；中型

体育中心用地一般在100公顷左右；中小型体育中心用地：一般

在50公顷左右，它基本上能把体育场（包括标准训练场）、体育

馆、游泳馆包括进去，还能做些绿化，而上海体育中心33公顷就

显得太过拥挤；小型体育中心用地一般在20公顷左右，也基本上

能把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包括进去，但这些场馆的规模不大，

而且整个中心布置紧凑，没有富裕空间，400m的标准田径训练场

基本无法考虑了，如苏州体育中心只有21公顷，广州黄埔体育中

心只有18公顷。

运动会约60%是田径和游泳比赛，所以设计体育中心时，把

俗称“三大件”的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集中在一起是有道理

的。而网球馆有条件时集中，无条件则分离出去。

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占10%~15%用地，道路、广场占

20%~25%用地，体育场占15%~18%用地，绿化占30%~40%用

地，停车场占10%~12%用地。

4  体育中心总平面设计原则

体育中心总平面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统一规划，远近结合，分期实施，考虑建筑分期建设和

未来发展及改造的需要。

（2）处理好与城市的交通关系，避免给城市主干道造成交

通压力。

（3）处理好与城市的景观关系，衔接、协调、做好沿街立面。

（4）注意建筑退红线问题。

（5）平面布置紧凑，功能分区明确，交通组织便捷，管理维

修方便。

（6）室外场地要有良好的朝向（运动方向一般为南北向），

避免阳光眩目，同时要注意防风，避免过大的风速影响场地的使

用；另外注意比赛场和热身场地的流程关系。

（7）中心内道路交通组织除使各场馆联系方便、车流人流互

不干扰外，还要注意组成环状道路以利安全和消防。

（8）中心的出入口不应少于2个，并在不同方向疏散人流和

车流。中心观众出入口处宜留有人流集散的广场和空地，其面积

不少于0.2m2/人；观众出入口的有效宽度不宜小于0.15m/百人；

中心出入口距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不宜少于70m；距非道路交叉

口的过街人行道最边缘线不应小于5m，距公园、学校及残疾人等

建筑的出入口应不小于20m。

（9）应考虑停车面积。目前国家对此还没有统一规定，其面

积指标应符合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 1 0 ） 中 心 内 外 应 有 优 美 的 环 境 ， 绿 化 率 一 般 宜 为

30%~40%。由于各地实际建设用地情况不同，而且各地对绿化率

的计算方法也分别有自己的一些规定，不便统一和强求。国家体育

总局拟定《公共体育场建设等级标准》（草案）中提出基地绿化面

积不宜小于25%（不包括足球场草地面积），这个指标在目前来说

属偏低，建议为底限指标。

5  场馆建筑面积估算

5.1 体育场（表2）

体育场面积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比赛场地面积：400m标

准跑道以内其占地面积约15 000m2，通常考虑到在跑道外围设田

径场地如跳远、撑杆跳高等，场心面积可达19 000~22 000m2；

2）看台面积：0.4~0.5m2/席；3）辅助用房面积：0.4~0.5 m2/

席；4）广场道路面积：0.25~0.3m2/席。

估算体育场基本的用地面积或建筑面积时，可按以上参考指

标分项叠加。

5.2 体育馆（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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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体育馆最小建筑面

积（不含训练馆）可按以下经验数值

初步估算：2~2.5m2/席。但每个单体

设计情况是不同的，业主对多功能、房

间面积要求也不同，不必强求。其中：

1）观众看台：0.5m2/席；2）辅助用

房面积：0.4~0.5m2/席；3）比赛大厅

（不含看台部分）：应根据比赛项目和

多功能用途来确定其面积大小。

4  造价估算

体育建筑专业性、技术性强，难度

较大，工程造价较高。建设方应根据自

己的情况量力而行，确定符合实际的投

资额，以满足体育竞赛和多功能要求为

原则。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强调建筑

的标志性和可识别性。

工程造价因各地、各时间的人工、

材料价格不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尺

度。建议把体育场馆按高档型、中高档

型、中档型、普及型四类进行划分，分

别给出其工程造价参考值。现根据这几

年的设计概算及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得

出几个造价估算数据（表4~6），供大

家参考。

5  结语

综上，体育建筑规划设计者在策

划投资建设体育中心时，要综合考虑定

位、规模、选址、规划用地指标、建筑

面积测算指标、造价估算指标等问题，

以期给出具有前瞻性的方案，保证场馆

的功能性和适用性。

注：1）体育场建筑面积为看台及看台下附属用房面积，不含场心面积；2）标准田径场
（塑胶面层）造价一般为：中型以上体育场地约570~600万元；3）天然草坪标准足球场
一般为80~100万元，人造草坪足球场一般为190~2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