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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前言 

作为有着特殊功能性质的建筑类型，体育建筑往往因其独特的造型在城市空间中占据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许多体育建筑多流于夸张甚至是虚张声势的建筑形式，以华丽的

表皮展示其自命不凡，忽略城市环境、结构形式等重要因素，与建筑的本质渐行渐远。

在此次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北洋园）体育中心建筑设计中，我们希望建筑不是建筑师脑

海里先验的形象，而是基于对城市环境、建设内容、行为模式、结构形式等诸多因素的理性

分析逐步推导出来的结果，最终的建筑应该体现其特有的内涵。建筑本应该且仅仅应该是存

在于这个场所，一如每个人的指纹一样，只是我们应该如何更接近于它的本质。

编织梦想——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北洋园）

体育中心建筑设计 

Weaving Dreams: Design of Tianjin Haihe Education Park (Beiyang Zone) 

Sports Center 

摘  要

关键词

设计从人的行为模式出发，通过对城市环境、建设功能、结构形式、建筑形象等诸多因素

的理性分析，逐步推导出最终的设计成果，完整展示了一个理性的建筑方案的诞生过程。

体育建筑 行为模式 结构形式 对话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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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海河教育园区（北洋园）总体规划为“一廊两翼”的布局。一条中央景观生态绿廊对接

城市绿带，南北贯穿园区中部，平均宽度800m，规划用地面积为8km2，绿廊内集中化、规

模化布置公共配套设施。绿廊两翼为东西两侧的院校、居住及配套建设区，规划用地面积为

29km2。

体育中心选址位于教育园区的中央景观生态绿廊之内，建成后将承办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和部分国际运动赛事。项目总用地约39公顷，建设内容包括30 000人体育场、5 000座体育

馆、1 500座游泳馆、实训中心、体育主题公园、体育热身场等，总建筑面积125 000m2。

3  项目难点

体育中心服务于周边多所职业院校师生和附近居民，面临如何实现体育中心与周边校园

规划结构高效衔接的问题；体育中心位于宽阔的中央绿廊之中，还需思索建筑群应如何与环

境对话，如何规划、整合各个单体之间的功能、空间、交通等诸多关系；为了形成其自身的

独特气质，建筑形象与结构形式将如何统一；为避免赛后孤立无用的尴尬状态，还应考虑加

强体育场馆日常运营活力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等等。 

4  设计对策

4.1 逻辑明确的规划结构

北洋园的校区规划中，各院校均有各自园区空间的主轴线，在校师生的日常行为模式也

主要沿轴线展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总体规划设计中将人员的日常行为模式延展，以

景观大道将各院校主轴线与体育中心用地相衔接，形成中心发散、简洁有序的规划结构。体

育中心为完整的卵形用地，自身形式明确，周边为自然的原生态湿地景观，对比强烈。

总图首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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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紧凑高效的总体布局

依据各单体的使用特点，将各部分功能融入开放的规划结构之中。使用率较高的体育

馆位于基地北端，靠近园区中心；实训中心紧邻其侧，便于举办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时两者间

的资源整合；体量最大的体育场位于基地的西南侧，面向开阔的中央绿化带，可完整地展示

其建筑形象；游泳馆位于用地中部，有利于师生日常使用。各部分之间以体育主题公园相连

接，形成高效紧凑的空间布局。

基地北侧为体育中心的主入口广场，6m平台向北延伸至中央绿化带之中，与北洋园景

观绿廊中央轴线完美结合，强化了体育中心的标志性。基地西侧为绿茵停车场，满足赛事停

车要求；基地南侧为体育热身场地和室外活动场地，基地东侧为体育中心次入口广场，人们

可在此从首层直接进入体育公园商业区。

4.3 层次分明的总体环境

放射状的景观绿化大道将体育中心和各院校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形成景观绿化的基本

结构。体育中心基地内强调人文景观，以树阵、人工水面、小品、雕塑等营造出浓郁的体育

文化主题公园氛围。体育中心和院校之间以原生态的湿地景观为主，绿树成行的林荫小径和

波光粼粼的河流串联起整个中央绿廊，徜徉其中，不经意间已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

和周边学校关系

建筑群内透视

城市设计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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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高效明晰的交通流线

整体规划中采用立体交通流线设计，合理划分车流人流。赛时，观众人流从外围沿景观

大道通过台阶和坡道直接到达在6m标高的公共平台；运动员、裁判员、赛时管理人员、贵

宾等赛事人员则由平台下进入各个场馆，和观众人流互不干扰。

4.5 舒展完整的建筑态势

设计中有意摒弃突出单栋建筑造型的方式，通过加强建筑群的整体性来突出体育中心的

标志性。结合功能要求，建筑由东北向西南渐次升高，而连续的屋顶将各部分整合统一，建

筑总体态势完整、舒展，对周边开阔的绿化景观具有很强的控制力。

4.6 结构形式与立面形式相结合

结构形式的选择和设计在体育建筑中尤显重要。体育场、体育馆及游泳馆的结构主体

均采用技术成熟的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结构体系，屋盖采用自重较轻的钢结构体系，方便施

工，节约造价。

体育场弧形悬挑雨蓬采用钢结构相贯节点管桁架，受力状态为带悬臂的单跨梁。长悬臂

伸向场内，遮盖看台；中间支座支撑于混凝土外排斜柱顶端环梁上；在雨棚外边缘设置拉索

或拉杆，以平衡整个悬挑结构。而这些拉索和拉杆也成为立面造型的重要主要元素。整个体

系构造轻巧，受力合理。

平面交通流线分析立体交通流线分析

平台入口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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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及游泳馆屋盖均采用网架体系，经济合理。建筑外围斜向金属杆件分为截面不同

的两种规格，两端分别固定于网架和地面，可分担较大风力时来自屋顶的拉力和压力，在确

保屋面稳定的同时也成为建筑立面的重要元素。

建筑形象在强调整体性的同时，突出建筑自身的独特气质。不同于目前许多体育建筑外

立面与内部结构相脱节的简单做法，设计中结合结构形式，在建筑外围以结构受力拉杆或拉

索为要素，编织出多样的空间立体格构。随着人们观察视角的变化，金属格构密度也在不断

变化，形成丰富多变的四维视觉效果。金属格构与主体之间形成开放的“灰空间”，给人不

同的空间体验。在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金属格构后为观众疏散平台，人们在此休息、

观景；在实训中心金属格构和主体间为室外平台，是师生课外交流的场所。

实训综合楼剖面

体育馆受力 体育场结构节点

实训综合楼0.000m标高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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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6.000m标高平面图

体育场二层平面

体育馆剖面

体育场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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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馆0.000m标高平面图

游泳馆6.000m标高平面图

游泳馆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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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活力四溢的体育文化综合体

体育场馆赛后运营不力是体育建筑普遍面临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本次设计提出“体

育主题公园”的设计概念。不同于以往各个体育场馆相对分散的规划模式，我们在三大场馆

围合的建筑群中心区域设置了功能丰富、空间多变的交流活动空间，并以此为纽带将各个场

馆及实训中心自然衔接，将各个独立的建筑整合为一体，共同形成可供院校师生艺术文化交

流、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的多功能体育文化综合体。与日常功能的结合使得这里成为满载

青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主题公园。

5  结语

对于现状的深刻理解，对于问题的全面解读，对于难点的深入解析，成就了现在的方

案。它没有任何先验的概念或形式，我们只是遵从着理性，在推演中一步一步编织着最终

的梦想。

体育主题公园

体育主题公园入口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