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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游泳馆工程设计随笔

撰文   戴星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万州体育中心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由主体育场、游泳馆和室

外训练场组成。背靠连绵起伏的绿色丘陵，面朝宽阔的长江，主体

育场仿佛一顶雪白的王冠，游泳馆椭圆球体造型如同王冠旁一颗晶

莹剔透的明珠，镶嵌在绿色如荫的草坡中，散发着银色的光辉。建

筑与周围绿色起伏的丘陵融合在一起，组成一道亮丽的沿江风景线。

体育中心整个场地基本呈长方形，东北临滨江大道，隔绿化带

与长江相望，南、西、东三侧均为规划道路，东西向长约 427m，

南北向长约 325m，总用地面积为 140 670m2，地势为西高东低。

东南侧游泳馆与西北侧体育场面朝滨江大道呈“八”字形布局，场

馆之间形成体育中心主广场。体育场建筑面积 35 000m2，游泳馆

建筑面积 18 500m2。万州体育中心 2012 年 10 月作为重庆市第四

届运动会主场馆正式投入使用。

笔者作为设计主持人之一，参加了万州体育场和游泳馆从设

计到施工配合的整个过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 在这里与同行分享。

1 项目介绍及设计技术问题处理

万州游泳跳水馆根据其城市规模、使用性质按乙级体育建筑

等级进行设计，满足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要求。游泳馆是一

个水滴状双曲抛物面半球体，东西向最宽处约 74.19m，南北向最

长处约 129.70m，地上 3 层，地下 1 层，屋顶最高点 23.3m。总

建筑面积 18 500m2，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5 350m2，地上建筑面积

13 150m2，固定座席 1 650 个 ( 其中主席台席位 32 个 )，游泳馆

主要包括比赛大厅、训练戏水大厅、看台、竞赛相关功能用房及商

业等。游泳馆用地东南侧布置了停车场及健身运动场地。建筑朝江

方向的植被主要以草地和灌木为主 , 以保证游泳馆内视线与江景之

间的相互渗透。游泳馆南侧绿坡与建筑主体融合共生 , 使得建筑具

有生长感，草坡式的立体绿化设计与体育场的草坡也取得良好的呼

应。

万州游泳馆主体采用钢结构体系，塑造出一个现代、简约、

高科技的立面效果。浑圆的椭球形主体与绿色坡地相结合，营造出

大气而又震撼的视觉冲击。建筑沿江面一侧采用大面积幕墙，可产

生良好的室内外互动效果。主体建筑西北侧设置的台阶、平台均采

用流畅的曲线造型，丰富了建筑的外部空间效果，并充分体现了现

代造型及技术的发展。游泳馆屋面、墙面均采用铝锰镁复合保温金

属板，玻璃幕墙采用轻盈的钢结构体系、Low-E 玻璃，建筑整体

显得既轻盈、通透又时尚、前卫。

游泳馆一层南侧布置了运动员功能区和赛事管理区，北侧为

比赛大厅及训练戏水大厅，建筑沿江面一侧采用大面积幕墙，可产

生良好的室内外互动效果。裁判、贵宾、媒体入口与运动员入口分

别设置。运动员功能区位于游泳馆南侧，考虑赛后兼作公众使用，

因此布置了充足的更衣、淋浴设施。媒体区包括新闻中心和记者用

房，贵宾则通过一层专用楼、电梯直达二层主席台及贵宾休息区。

游泳馆比赛大厅由西往东依次布置 22.2m×16m 跳水池（深

5.25m），8 泳道 50m×21m 比赛池（深 2m），可进行全国跳水、

游泳及水球比赛。比赛厅东面为训练戏水厅，设计了一个 6 泳道

25m×15m 训练池（深 1.35m）、两个戏水浅池及两个按摩池，训练、

戏水设施可对外经营，供公众休闲健身使用。

为了保证池体安全，我们在设计中将钢筋混凝土池体同游泳

馆的结构主体脱开，两者之间设变形缝，确保池体不产生裂缝。游

泳池防水标准很高，水压很大，根据以往的工程经验，池体一旦漏

水很难检查维修。为此池岸地面设计成防滑防水采暖地面，铺装游

泳池及池岸专用瓷砖。

游泳馆二层主要为观众区，观众通过室外大台阶上到曲线造

型的二层平台，进入游泳馆南侧入口大厅，大厅内布置了卫生间、

小卖部、咖啡厅、休息区等服务用房。二层看台位于比赛厅西侧，

沿池边一字形布置。游泳馆看台共设 15 排席位，可容纳 1 650 人。

其中观众区席位 1 618 个，主席台席位 32 个，残疾人席位 6 个。

观众区标准看台排距 850mm，坐席为中空吹塑靠背硬椅，坐席中

心距离 480mm。观众席设疏散口 6 个。看台正中为主席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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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坐席 36 个 , 采用靠背软椅，与贵宾休息室相连。观众

席的看台视点定在最外泳道外边线水面，采用逐排升起法，

c=120mm，主席台 c=120mm，最后排观众席俯角为 30.10°。

游泳馆看台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屋面及外围采用管桁

架结构。由 14 榀横向主桁架及西侧 5 榀纵向主桁架及次桁架组成，

主钢桁架按建筑造型均为不规则钢拱及近似钢拱体系。钢结构体系

围护结构外墙采用铝锰镁复合保温金属板和 Low-E 玻璃幕墙，屋

面采用铝锰镁复合保温金属板屋面。

万州游泳馆外观造型是一个双曲抛物面半球体，后部嵌入植

被绿坡中。方案设计新颖，但给施工定位带来一定的困难。施工图

设计中我们首先将室内一层地坪 ±0.00 处平面外轮廓整合成 4 个

相切的圆，并打破常规将各层平面可见线由距地 1.2m 高度移到各

层楼地面标高处，外墙定位轴线移到幕墙外表面，同时在幕墙水平

和垂直分格的每个交点都给出标高和定位坐标。虽然比较麻烦，但

所构成的空间标高和坐标网络系统能比较准确地定位出游泳馆的空

间形体，指导施工操作，给厂家幕墙制造加工提供尺寸依据，同时

推导出结构不规则钢拱桁架的外形尺寸。

由于造型原因，本工程每一扇窗玻璃都呈不同的双曲面，造

价高，加工制造也比较复杂。按节能设计要求，玻璃幕墙上需要设

一定数量的开启扇自然通风，

但双曲窗扇根本无法打开。经

和厂家协商，我们把双曲面玻

璃幕墙上的坡璃和窗框根据所

在位置和曲率大小分成平面、

单曲、双曲三种类型，平面和

单曲面玻璃采用双层中空玻

璃，其中平面玻璃处做开启扇。

为了安全起见，将曲率大的玻

璃做成固定的双曲面三层中空

夹胶安全玻璃，解决了双曲面

玻璃幕墙设计和开窗问题。

施工图设计的另一个难

点在游泳馆侧面双曲面轻质金

属幕墙与种植土坡结合处，由于此处土坡下挡土墙在室内展示的是

与金属幕墙一致的双曲面墙体，两部分功能和表现形式有矛盾，给

此处挡土墙设计带来了问题。我们采用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

侧面挡土墙和游泳馆双曲面金属幕墙之间设计了一条通道，将两部

分分开，使设计能满足各自的功能要求，同时还改善了训练戏水大

厅的通风和采光，增加了安全疏散出口。

在游泳馆设计施工中遇到的类似技术问题还有很多，通过技

术处理，使游泳馆施工建设变为可行，完美准确地展示了游泳馆空

间造型的设计理念。

2 项目的消防设计

2.1 防火分区

万州游泳馆共划分成 7 个防火分区。其中比赛大厅、休息厅

由于结构体系及使用功能的特殊性划分成一个面积 9 563m2 的防

火分区。施工图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体育馆、剧院的观众

厅，展览建筑的展厅，其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适当放宽”

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相关条款而设计。但规范未明确体育馆防

火分区面积最大允许面积可适当放宽的具体依据。为了验证大空间

是否安全，请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做了《万州游

泳馆比赛及休息厅大空间火灾风险评估与消防工程技术解决方案研

总平面图

泳池设缝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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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疏散计算问题示意图 施工现场

看台疏散通道修改前 看台疏散通道修改后

究报告》。采用消防安全学原理，对万州游泳馆进行了性能化设计，

利用火灾模拟软件 FDS 和人员疏散软件 Pathfinder 对建筑内烟气

运动和人员疏散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满足规范要求。

2.2 安全疏散

游泳馆看台共设有 15 排席位，共有席位 1 650 个，除了主

席台有自己两个专用疏散口外，观众席设 6 个疏散口，两端疏散

口每个 1.8m 宽，中间 4 个疏散口每个 2.2m 宽 , 总疏散宽度为

12.4m，大于 0.43m/100 人的规范要求。按规范要求看台主要纵走

道 1.1m 宽。

游泳馆看台疏散时间，按人数最多区计算，360 人，疏散口

宽 2.2m，在紧急情况下可在 3min 之内安全撤离（360/37/4（4 股

人流）＝ 2.4min）。

尽管疏散通道宽度、距离和疏散时间都满足消防规范要求，

但我们利用火灾模拟软件和人员疏散软件分析却发现，看台疏散口

附近存在较严重的拥堵情况。经分析认为是设计中将疏散出口上下

通道位置设计在一条直线上，导致疏散口处通道的有效疏散宽度减

半。为此我们将疏散口上下通道错开，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3 为赛后经营和全民健身运动服务而设计

体育场馆全年用于赛事的天数是有限的，全年大部分时间都

处于闲置状态，由于自身空间大，需要大量设备维持运行，特别是

游泳馆还有其特殊性，设备和管道一旦停止运行和维护，极易受潮

湿和氯气腐蚀而报废。所以维持游泳馆在赛后正常运转和经营，也

是本工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万州游泳馆的赛后经营按三大部分设计：商业、运动员训练

和全民健身，建设中提前预留出条件。

考虑到体育场一层有大面积的商场，游泳馆只设置了一个能

同时为赛时和赛后服务的小型商业。为了保证赛后的客流量，商业

布置在一层北侧体育中心广场附近，与体育场商业形成一个完整的

商业区。

游泳馆比赛大厅和训练戏水大厅赛后可以分隔，比赛大厅用

于运动员训练，训练戏水大厅对外经营。同时一层设计了一大一小

两套男女更衣、淋浴室，赛时大套运动员使用，小套裁判员使用。

赛后大套健身戏水群众使用，通向训练戏水大厅；小套运动员训练

使用，通向比赛大厅，形成对内、对外两个独立功能区域。

为了更加完善赛后运动员训练区的功能，应当地体育局要求，

将二层西侧休息厅改为运动员地上训练厅，并在跳水池上增加数个

训练跳板。因前期对这方面因素考虑不足，新增的跳板只能加在跳

水池对面，留下了一些遗憾。通过这件事我们也认识到，在这种专

业性较强的设计中，仅满足规范和体育工艺的要求是不够的，要提

前多请教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万州游泳馆设计将竞技体育与赛后全民健身、运动员训练和

商业经营紧密结合，赛后三大功能空间均可独立使用，极大地提高

了游泳馆的有效利用率，为游泳馆正常经营运转、实现以馆养馆的

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