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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我国体育场馆建设发展的阶段特点

• 既有体育场馆改造的契机



我国体育场馆建设发展的阶段特点

1. 从无到有（1949-1979）
    以完善城市配套建设，满足体育赛事为目的的场馆建设。逐步实现我国各地区体育建筑从无到有的建设目标。该阶
段的体育场馆建设仅以满足比赛和专业训练为目标。几乎没有考虑日常群众健身的需求，更没有考虑展览演艺等活动
方面的综合利用。

北京工人体育场 上海体育馆



我国体育场馆建设发展的阶段特点

2. 规模升级（1980-2000）
     基于改革开放后，亚运会等国际赛事的举办，国内赛事的类型与规模升级。体育场馆的建设呈现阶段性的大规模
修建时期。该阶段的体育场馆建设已经开始不同程度的考虑日常群众运动的需求及展览演艺活动的兼容性。但由于
缺乏市场调研和实际案例支撑、在政策上也存在诸多限制，该阶段场馆功能多元化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理论研究的
状况。场馆建设成果在实际运营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矛盾冲突。

北京亚运会场馆 成都市体育中心



我国体育场馆建设发展的阶段特点

3. 高速发展（2000-今）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提升，建筑市场异常活跃，顺应整体趋势体育场馆方面的建设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建
设量大幅提升。随着场馆运营过程的经验积累，特别是后奥运时代场馆适应性的研究与发展。国家政策在体育运动
市场化方面也大幅放宽。体育设施的运营活动空前的活跃。策划，运营，设计，建设等单位也日趋成熟。场馆建设
已经开始呈现功能多元，边界模糊，充满运营弹性与市场活力的形制特点。

郑州奥体中心 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



既有体育场馆改造的契机

1.城市格局
    既有场馆周边的人口数量、人口属性、地块
功能、交通组织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变
化。

2.精神需求
    随着物质生活的稳定与富足，参与体育运动
的群众数量大幅提升。在体育赛事观演、体育
运动类型、运动体验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

3.国家政策
   为了提升体育场馆运营的专业化、市场化，
提高运营效能。国家对于体育场馆提出“改造
功能，改革机制”的要求，以解决既有体育场
馆功能单一、服务水平低、资产闲置等诸多问
题。



问题
• 既有体育场馆存在的问题

• 体育场馆改造需要注意的问题



既有体育场馆存在的问题

1、无法满足现代体育运动赛事的要求

（1）场地的尺寸与空间无法满足体育工艺要求。比如；场地尺寸不标准，净空高度不足，游泳池深度不足等。

（2）满足体育工艺要求的赛事类型单一，场馆利用不充分。比如；场地和视线设计能满足篮球、排球等赛事要求，
但无法满足手球、体操等赛事要求。

（3）观众坐席数量过少，与赛事规模不匹配。

（4）体育工艺用房不足，赛事流线不满足要求。比如：运动员淋浴更衣休息用房，组委会赛后控制、技术办公用房，
媒体工作区等工艺用房缺失或不足。

（5）体育工艺设施设备无法满足赛事要求。比如：地面材料、赛事照明、显示设备、扩声设备、大型运动器材等设
施设备的缺失或不足。



既有体育场馆存在的问题

2、无法满足群众日常体育运动的要求

（1）运动空间不足，无法满足周边群众运动健身的总量需求。

（2）运动类型单一，场地配置缺乏弹性，无法较为全面的覆盖群众运动的多样性需求。

（3）运动主题性不强，氛围不足，难以调动群众运动的积极性。

（4）配套服务设施缺乏，无法为群众运动提供更为舒适的服务。比如：游泳馆淋浴头、更衣柜数量不足，停车位不
足，休息等候空间的缺失，运动耗材、餐饮供应缺乏等。

（5）设施设备陈旧导致群众运动体验不佳。比如：游泳馆空调采暖设施陈旧，导致冬季开发受限。照明设施的陈旧，
降噪设施的缺乏导致运动时的视听感受品质下降。



既有体育场馆存在的问题

3、无法满足展览、演艺等非运动类运营活动的要求。

（1）运营活动空间总量不足或总量合适但空间零散，都会导致非运动类运营活动的适应性差，能够支持的活动数量
及种类受限。

（2）空间形式和流线的不适应也会限制非运动类运营活动的开展。比如：空间净高不足，空间过于狭长，缺乏便捷
的货运流线等。

（3）设施设备的适应性不足。比如：地材的抗压耐磨性能，顶棚的吊挂性能，照明设施，空调通风设施等。

（4）现行法律法规的适应性不足。比如：消防措施、安全疏散、安保控制等不满足规范规定，导致某些活动无法通
过申请。



既有体育场馆存在的问题

4、智慧场馆技术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场馆智能化技术已经从单一的满足竞赛需求，逐步延伸出多个方向的应用。并且凭借物联技术、

通讯技术、AI技术的发展，逐步整合形成一体化的智慧场馆系统。既有场馆由于受到修建年代的制约，不同程度的在

智慧场馆技术方面存在缺失。

（1）赛事专业类：比赛设备集成、赛事综合管理、信息查询发布等。

（2）赛事媒体类：网络直播、全景融合、VR互动等。

（3）大众健身类：运动数据分析、训练跟踪、VR辅助训练等。

（4）场馆管理类：室内外一体化定位、出入口控制、设备运维、停车综合管理等。

（5）场馆运营类：客流统计分析、客户服务平台、运营信息发布等。

（6）场馆安全类：入侵报警、电子巡查、应急指挥等。



既有体育场馆存在的问题

5、与城市周边的实际状况匹配性差。

（1）停车场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的关系差导致城市道路拥堵。

（2）人行出入口距离周边的公共交通设施距离较远且路径曲折不易到达。

（3）室外集散空间，公共活动空间，绿化空间等与周边的建筑、道路、桥梁、水体等城市设施关系冲突。

6、建筑形式陈旧无法体现体育运动的时代气息与独特气质，难以激发群众的体育运动热情，
不利于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体育场馆改造需要注意的问题

1、整体性
       在场馆改造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整体性。应该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多层次需求的。哪怕只是针对局部空间或是局部
功能的改造，也是需要在通盘考虑的前提下进行。为未来可能产生的整体改造预留足够的条件。比如：在针对大型赛
事的场馆改造过程中，组委会往往仅是针对顺利完成赛事活动提出相应要求。但是在改造方案的设计中一定是要充分
结合全民健身和赛后运营等多种因素来考虑的。尽可能避免重复改造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

2、专业性
      体育建筑本身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建筑类别，与其他类别的建筑差异性很大，专业程度要求也很高。经过多年的发
展，我国体育建筑行业的细分日渐成熟，各细分领域也各自孕育出了拥有较高专业水平的技术团队。因此，在场馆改
造过程中需要注意各团队的专业性。在运营策划、建筑设计、工艺咨询、设施设备供应、现场施工等方面都应由专业
的团队负责。在以往的体育建筑建设项目中，由于团队不专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案例是屡见不鲜的。

3、实事求是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差异很大，需要实事求是的搜集，整理，归纳实际需求以及具体存在的相关问
题。由专业的运营策划团队制定出因地制宜的运营方案，由专业的设计团队设计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实现运营策略
的建筑方案。尽量避免我国体育建筑早期建设过程中“策划靠猜，方案靠搬，运营靠命”的情况。



案例
• 成都市体育中心场馆改造方案

• 四川省体育馆改造方案

• 乐山市体育中心片区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案例分享

成都市体育中心场馆改造方案

       成都市体育中心1991年竣工，结束了成都多年无法举办大型田径、足球比赛的历史。2016年进行改造，
本次改造的核心内容是增加体育场的坐席数量，由原有的3.9万座增加至5.5万座。



案例分享

原建筑一层平面 改造后一层平面 改造后二层平面

成都市体育中心场馆改造方案

       首层扩大建筑范围，增加了室内空间，在满足新的体育场辅助功能配置的同时，也预留了部分有弹性的相
关配套空间。
      首层的外轮廓向外扩充后，二层的环廊平台也随之增大。环廊平台可对公众开放，形成环形的健康步行系
统，局部的放大空间可作为新的体育运动平台。



案例分享

成都市体育中心场馆改造方案

        屋面顶棚沿原有檐口线向外延伸。向场内延至新增看台边缘形成一个椭圆形遮蔽看台。
        屋顶洞口增加 12 片如“太阳神鸟”羽翼的轻型结构，形成可开启屋面，意喻“芙蓉绽放”。

原建筑屋面 改造后建筑屋面



案例分享

四川省体育馆改造方案

       四川省体育馆1988年投入使用，2010年前后进行过外立面、配套设施、广场景观等改造。被确定为2021
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馆后开始对其进行改造。



案例分享

四川省体育馆改造方案

       这次的体育馆改造主要是针对满足大运会篮球赛事要求进行。根据实地调研分析，原体育馆大部分空间能
够满足赛事标准。座椅、地材等设施以及照明、扩声等设备需要升级更新。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赛事功能用房和
设施设备用房不足。因此，必须要进行约2000㎡的扩建。



案例分享

四川省体育馆改造方案

       在扩建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解决场馆改造中常见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结构，如果扩建部分与原建部分的
结构联系过于紧密，就需要对原建部分的结构设计进行复核，根据复核成果还有可能需要进行结构加固。这个
工作十分复杂并且难度很高，也会导致改造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二是规范，如果扩建部分与原建部分在空间和
流线上联系过于紧密，就有可能导致原建部分与扩建部分需要同时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可能导致原建部分产
生大量的调整。因此本项目中选择了平台下独立新建的方式来进行改扩建工作。



案例分享

四川省体育馆改造方案

      本项目的设计过程中，还考虑了用地的远期规划，结合广场空间，将体育馆的北侧用地打造成覆土形式的
全民健身功能。并以此规划来指导本次改扩建范围内的广场景观打造。



案例分享

乐山市体育中心片区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乐山市体育中心目前是乐山中心城区唯一的公共体育设施及全民健身场所，服务范围20万人。此次以举
办省运会为契机的改造是对该区域城市体育服务功能的修补，让其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健身及休闲场所。



案例分享

乐山市体育中心片区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原有场馆布置分散，运动场地散布在各个区域，流线交叉，缺少省运会配套训练场地。为完善省运会配
套场地设施，设计保留了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三栋主要建筑。对功能进行整合，运动场地集中布置，明确
了分区，形成一场两馆的空间格局，重新打造景观，使场馆的形象整体有序。

改造前 改造后



案例分享

乐山市体育中心片区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避开原有建筑，在景观广
场下部设置了容纳350辆停车
的地下车库，极大的解决了体
育中心目前停车难、乱停车的
问题。车库人行出入口至实验
中学、周边小区出入口距离在
200米范围内。实现共建共享
的目的。
       同时重新规划了体育中心
的内部交通系统，普通车辆不
进入用地内部，人车分流保证
了体育中心核心区域步行和运
动的安全性。



案例分享

乐山市体育中心片区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为满足省运会赛事要求，将原体育馆内办公空间迁移至体育场。改造为赛事工艺要求的运动员区、贵宾区、裁判
员区、新闻媒体区。
      结合屋顶改造，在原体育馆的一端加建了两层的训练馆。首层设置篮球训练和艺术体操。二层设置2片室内网球
场。同时配置了部分管理用房和配套服务用房。

体育馆一层 体育馆二层



案例分享

乐山市体育中心片区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体育场内原经营性场所业态零散，形式杂乱，缺
乏整体性。给体育中心的形象带来消极影响。借改造
的契机对体育中心内业态进行重新布局，打造体育消
费新业态。提升该片区的运动消费体验与整体形象气
质。

体育场看台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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