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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政策文件导向

@上位政策文件 @相关部委政策文件 @地方政策文件



上位政策文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主要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

服务保障等9大领域。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属于文体

服务保障领域。

公共服务

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

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

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

幸福美好，基本公共服务实

现均等化。

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发布时间：2021年3月

发布机关：国务院

本文意义：将建设体育强国作为2035年远

景目标之一，并对各方面工作指出发展思路。

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着重引导包括

体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十四五”期间继续提出了“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

文件概况

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

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战略目标：全民健身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5%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

战略任务：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文件概况

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加强城市绿道、健身步道、自行

车道、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健身公园、社区文体广场以及足球、

冰雪运动等场地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小型体育场所，

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有序促进各类体育

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紧密结合美丽宜居乡村、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建设，鼓励创建休闲健身区、功能区和田园景区，探索发

展乡村健身休闲产业和建设运动休闲特色乡村。

推进智慧健身路径、智慧健身步

道、智慧体育公园建设



合理做好城乡空间二次利用，积极推广多功能、季节性、可移动、可拆卸、绿色环保的健身设施。

建设一批小型足球篮球场地，提高学校足球篮球场地利用率。

科学规划布局和建设一批室内外公共滑冰、滑雪场地，推广使用可移动式冰场和仿真冰场。

推动建设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管理服务网络平台。

研究制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的扶持政策。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重大工程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程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制定国家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和体育公

园建设指导意见，督导各地制定健身设施

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实施全民健身

设施补短板工程。盘活城市空闲土地，用

好公益性建设用地，支持以租赁方式供地，

倡导土地复合利用，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

地潜力，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的

场地设施。新建或改扩建2000个以上体育

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馆等健

身场地设施，补齐5000个以上乡镇（街道）

全民健身场地器材，配建一批群众滑冰场，

数字化升级改造100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

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

主要
任务



相关部委政策文件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2021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全民健身事业项目实施工作
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

“十四五”期间主要建设任务

体育公园 全民健身
中心

公共体育场
中标准田径
跑道和标准
足球场

社会足球场 健身步道
户外运动公
共服务设施



《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展目标

 到2025年，全国新建或改扩建1000个左右体育公园。

 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普惠性强

的体育公园体系。

 体育公园成为全民健身的全新载体、绿地系统的有机

部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提升城市品位

的重要标志。

各省（区、 市）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

省（区、市） 指导目标数（个） 省（区、市） 指导目标数（个）

内蒙 32 深圳 10

辽宁 34 广西 44

大连 5 海南 9

吉林 23 重庆 22

黑龙江 33 四川 73

上海 15 贵州 34

江苏 80 云南 46

浙江 41 西藏 17

宁波 6 陕西 39

安徽 48 甘肃 28

福建 32 青海 12

厦门 4 宁夏 8

江西 40 新疆 28

山东 66 新疆兵团 5

青岛 7 农垦集团 6

合计 1228

省（区、市） 指导目标数（个） 省（区、市） 指导目标数（个）

北京 14 河南 74

天津 10 湖北 46

河北 67 湖南 54

山西 39 广东 72

*接上表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城乡区域均衡发展
①按人口要素统筹资源布局。
②优化城市全民健身功能布局。
③构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布局。

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
①打造群众身边的体育生态圈。
②拓展全民健身新空间。
③完善户外运动配套设施。
④推动健身场地全面开放共享。

 到2025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达到38.5%；

 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标准

更加健全、品质明显提升；

 社会力量提供的普惠性公共服务实现付费可享有、价格

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群众健身热情进一

步提高。

 到2035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全面建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上；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式，人

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主要目标



地方政策文件

《四川省“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

《四川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四川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



《四川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十四五”时期四川省公共服务重点领域主要发展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
2020年情

况
2025年目

标
指标性

质

文体服
务保障

每万人接受公共文
化设施服务次数(次)

8878.41 ＞9000 预期性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

1.6 ＞2.0 预期性

每百户居民拥有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面

积（㎡)
- ＞30 预期性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

发布机关：四川省人民政府

文件概况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育力度,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进基本公共体

育服务均等化。加强群众身边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供

给,统筹建设一批乡镇健身中心、社区健身中心、多

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城市绿道等全民

健身设施示范项目。

全民健身工程

建设乡镇(街道)及社区全民健身中心、多功能运

动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等场地设施2200 个,

推动200 个左右大中小型体育场馆向群众免费低

收费开放。



《四川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五个一
各市（州）实施本级一个公共体育场、

一个公共体育馆、一个全民健身中心、

一个公共游泳馆、一个体育公园“五个

一”工程。

0.1/0.3㎡
新建居住区和社区严格按照“室内人均

建筑面积不低于0.1㎡或室外人均用地不

低于0.3㎡”标准配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不得挪用或侵占。未达

标的既有居住区和社区，要因地制宜配

建标准或非标准健身场地设施。

15min
实现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2200个
到2025年，全省新建（改扩建）体育公

园、健身步道、乡镇（街道）健身中心、

社区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社区足

球场等各类全民健身设施项目2200个以

上。



《四川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

发布时间：2021年9月

发布机关：四川省体育局

文件概况

到2025年末，确保我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

2020年的1.58平方米提高到2.6平方米。

2021年至2025年，我省计划新增体育场地设施

面积8800万平方米以上，年均新增体育场地设

施面积1760万平方米，促进城市社区15分钟健

身圈、乡镇健身场地设施全覆盖。

*该数据与《四川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发布数据有差异。



政策总结

上述文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

能够表达出“十四五”期间政策倾向：
⚫ 国家层面的政策不再支持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

⚫ 体育公园、体育服务综合体等建设体量小、可以多功能使用、见效快的

项目是中央资金重点支持方向。

⚫ 注重体育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而非建设体量和设计外观。

⚫ 注重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建设，推动群众健身“就近就便”理念的实现。

⚫ 从单纯的公益性设施向拆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转型，推动非基本公

共服务市场化。

⚫ 从多元化、多样化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入手，解决城乡二元化问题，着力

构建更加惠及全民的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 全民健身建设主要方向为：全民健身中心、室外运动设施（健身步道、

多功能运动场、足球场等）、体育公园。



PART 02

规划设计内容

@全民健身中心 @室外运动设施 @体育公园



即小型体育综合体。通过新建、改建、扩建，以

室内为主、不设固定看台的，专用于开展体育健

身活动，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性体育设施。

全民健身中心的定义

全民
健身中心



适用范围
适用于“十四五”中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
未支持的县城、城市街道（社区）、乡镇新建或改建的室内外相结合的公
共健身设施。
改造项目可利用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和空闲房屋等非体育建筑进
行建设。可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养老等其他公共
设施进行功能整合。

技术要求
建设项目可室内外场地相结合，用于体育的场地总面积不少于1000㎡，室
内体育场地面积不少于300㎡，室内原则上不设置固定座席。建筑面积原
则上不超过2000㎡，且用于健身区域的建筑面积不少于整个建筑面积的

75%。室内宜设置球类运动场地、健身器械、操房、国民体质测试设备等。
也可设以下专项运动场地：多功能运动场、笼式球类运动场、拼装式游泳

池、群众滑冰场。

小型健身中心建设要求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2021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全民健身事业项目实施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分类 建筑规模
室内体育

场地面积

大空间健身

用房

小空间健身

用房

服务功能用

房

经常开展

体育活动

场地种类

必配场地

小型
1200㎡~2000㎡（不含

2000㎡），宜为1500㎡
≥1000m 2

可选设1间大

于或等于800

㎡

累计大于或等

于200㎡

累计大于或

等于40㎡

大于或等于3

种

乒乓球场地、

体质测试室、

棋牌室

中型
2000㎡~4000㎡（不含

4000㎡），宜为3000㎡
≥1500m 2

至少1间

大于或等于

800㎡

累计大于或等

于500㎡
累计大于或

等于100㎡

大于或等于4

种

乒乓球场地、

体质测试室、

篮球场地、基

础健身区

大型 至少4000㎡ ≥3500m 2

至少2间

大于或等于

1600㎡

累计大于或等

于1200㎡
累计大于或

等于200㎡

大于或等于5

种

乒乓球场地、

体质测试室、

篮球场地、羽

毛球场地、基

础健身区

注：表中大空间健身用房、小空间健身用房和服务功能用房的面积为使用面积。

全民健身中心分类依据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分类配置要求》



面积：2500㎡

项目年份：2018年

该项目位于奥尔堡市的一个工业实验室旧址，建筑始建于1963年。

原有的实验楼由两个功能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实验大厅与实验室翼

楼。为了满足功能需要，原有的两个区域被设计成了截然不同的空间，

这也为本次改造提供了大量可能。

考虑到实验大厅的高度与宽度，设计了攀岩、跑酷、篮球与街头足球

等运动场地。在实验室所在的翼楼，则安排了类似舞蹈排练厅、录音

工作室、街头厨房与办公空间这种对于实用性和声学条件有要求的空

间。而室外空间，则是一个包含健美操运动场、跑酷跑道与攀岩石的

巨大街道空间。

丹麦Streetmekka 运动实验室



面积：900㎡

项目年份：2015年

项目位于成都净居寺，是一个艺术运动馆，位于社区一角

的空地上。是结构由钢结构梁柱、波纹钢板和打孔钢板构

成的临时建筑。整个建筑以一个露天篮球场（半场）为中

心，篮球场的一侧是办公区域，另一侧则为健身区域，两

部分由一个室外露台连接。室内主要涵盖运动器械、拳击、

迷你高尔夫、瑜伽等运动场地。

成都黑匣子运动馆



面积：3600㎡

项目年份：2020年

项目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为了更好地促进2022年第24届冬季

奥运会的筹备和建设，根据张家口市政府的整体规划布局，我国冰上

运动项目的快速发展，提高冰上项目的竞技能力和水平，在实现中国

梦、建设体育强国、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及办好冬奥会的多重发展

布局的要求之下，建设沽源县滑冰馆。滑冰馆可以举办各项滑冰比赛，

非赛事期间可作为大众冰上运动的休闲场地，实现全民上冰雪。

沽源滑冰馆



照明设置错误，后期加灯，天窗未设遮阳措施，空间过高。

案例借鉴

在有限的场地内，场地高度过高，导致眩光严重，运动体

验感差。



邢台全民健身中心

华体创研 项目集锦

尉氏县全民健身中心

高安市全民健身中心

——河北省邢台市

——河南省开封市

——江西省高安市

松原市冰上运动中心

——吉林省松原市

高邑全民健身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市

沽源滑冰馆

——河北省张家口市



包含健身步道、多功能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

等标准或非标准室外健身场地设施、户外运动场

地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室外运动设施的定义

室外
运动设施



健身步道

 新建不低于5公里的健走步道、不低于10公里的登山步道、不

低于15公里的骑行道。区别于单纯建设项目，演变为“有故事”

的体育旅游路线，结合产业发展思维进行规划设计。

 例如：江西省《健身步道建设规范》DB36/T 1215—2019中

挖掘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彰显地方特色，结合各地红色（历

史文化）、绿色（生态文化）、古色（传统文化）等内涵，突

出步道主题元素，促进体育全产业链发展。健身步道内宜开展

的健身及相关项目主要有：健身活动类、游览观光类、健身教

育类、文化体验类。

主要类型 健身活动类 游览观光类 健身教育类 文化体验类

项目

散步
健步走
慢跑
徒步

登山健身
自行车骑行

观赏山形地貌
登高远眺
观赏动植物
游览景观

健身科普
科学健身
健康生活
运动与消耗

历史文化
生态文化
传统文化

健身步道内宜开展的健身项目



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

 新建冰雪、水上、山地、航空、汽车摩托车等户外运动公共服

务设施，主要包括公共服务中心、山地户外营地、航空飞行营

地、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公共船艇码头等户外运动营地，以及

公共厕所、停车场、连接道路、污水处理、应急救援等配套设

施。

 《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

通知》中定义的户外运动项目，是指主要依靠自然环境作为赛

事活动开展条件的体育项目，包括滑翔、跳伞、潜水、登山、

攀岩、攀冰、滑雪、山地越野跑、山地车、冲浪、公开水域游

泳等及其衍生的运动项目。

 例如：成都发布全国首个超大城市户外休闲运动专项规划《成

都市户外休闲运动总体规划》。成都基于资源特征和发展态势

分析，提出了“七核引领、两带协同、一环激活、多点联动”

的空间发展格局。选取成都市域内具有开发基础的步道、绿道、

骑行道，按照大众级、健身级、进阶级、挑战级四个难度等级

推出10条具有代表性的户外休闲运动主题线路。力求打造具有

国际吸引力的户外休闲运动公园城市，助力世界赛事名城和世

界文化名城建设。



室外场地

 可利用户外空地，建设形式多样的运动场地

 例如：世界羽毛球联合会（BWF）2019年推出的、一项适合在

户外进行、男女老少皆宜的新型羽毛球运动即户外羽毛球。

2021年在由中国羽协在全国范围进行发布推广，受到了全国羽

毛球爱好者的关注与喜爱。

➢ 为继续推动户外项目的发展，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的运动体验，

首批计划落地的城市及场地数量如下：北京4片、上海6片、深

圳3片、天津3片、杭州2片、福州2片、厦门2片。

➢ 中国羽协面向上述城市公开征集场地的具体建设选址及建设合

作单位。

➢ 场地选址及合作单位经世界羽联和中国羽协认可后，户外场地

建设的主要成本由中国羽协出资承担。建成后，由合作单位负

责场地后期管理及维护。

➢ 如在场地完成后举办相关推广活动，中国羽协将视情况，对活

动提供资金及器材支持。



室外场地

 例如：《北京市全民建设设施建设与管理指导手册》

 选址原则：

➢ 在群众身边布局，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利用居民小区、村

庄、公园绿地、空闲边角地、疏解腾退空间等，选址建设体育

健身活动场所。

➢ 体育健身活动场所建设应紧紧围绕群众多元化运动健身需求，

进行科学选址和设计。在类型选取上，紧盯区域内群众需求最

迫切、参与最经常的运动健身场地类型，同时突出类型多样性，

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选择。在选址设计上，要紧扣群众需求，

充分考虑土地情况，因地制宜，具体设计可不拘一格。

 例如：《北京市桥下空间利用设计导则》

 本导则明确了北京桥下空间利用设计基本要求，根据桥下空间

的不同净高，设置适合的使用功能。结合周边用地性质，因地

制宜、综合考虑多种功能的综合利用，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与效

益。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和生活服务等不

同的使用需求，打造规模不同且各具特色的特色空间。

西城区天宁寺桥桥下运动活力区概念方案 桥下运动场建设示意图



策划时间：2016年

庐山西海所获荣誉称号：

2014年4月获得"国家AAAA级景区"称号

2015年8月获得"最美中国·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景区"称号

2020年12月获得"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称号

简介：

庐山西海风景区位于江西省北部，距南昌市80km，距九江市90km。

风景名胜区紧临长江经济带及环庐山鄱阳湖城市群，并以此形成赣北

旅游体系金三角。

我司在项目康养理念的基础上加入运动元素，以旅游度假为主线，以

休闲运动项目为构建平台，结合现有的基础配套，增加旅游服务设施，

根据现用的项目情况结合布置休闲运动项目，最终将整个景区打造成

集休闲度假、文化旅游与运动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

考虑运动项目有：户外自行车、环湖公路、赛艇、皮划艇、滑水、马

术、飞行、极限运动、健身会所、健身步道等全方位运动体验。

庐山西海体育旅游整体策划



案例借鉴

东西向田径场，场地

朝向有误，使得太阳

光线影响运动人群使

用，大大降低了场地

的使用效率。



庐山西海体育旅游整体策划

项目集锦

碾子山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策划和体育专项规划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体育旅游概念性策划

——江西省庐山西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辽宁省抚顺市

2015连云港·徐圩国际马拉松赛环境整治营造设计

——江苏省连云港

2020年亚洲沙滩运动会项目布局策划方案

——海南省三亚市

丰台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



体育公园是以体育健身为重要元素，与自然生态

融为一体，集合各类运动场地和设施，具备体育

健身、运动休闲、赛事竞技和娱乐休憩等多种功

能的公园。

体育公园的定义

体育
公园



指可用于建设建筑物的用

地，一般包含建筑类游憩

设施、服务设施和管理设

施等用地。

建筑占地

指可建设非建筑物的用地，

一般包含非建筑类游憩设

施、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

等用地。

铺装场地

绿地指公园内用以栽植乔

木、灌木、地被植物所用

的绿化用地。

绿地

体育公园一般由绿地、建筑占地、园路及铺装场地和水体（部分体育公园仅以陆地为主）

组成。

体育公园组成内容



 各地要根据国土空间规划，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统筹考虑体育公园与服务半径内其他健身设施之间的功能协调和面积配比，合理预

留体育公园建设空间。按照区域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县域次区域）和一般镇四个等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编制体育公园建设方案。

鼓励各地参考如下标准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含新建、改扩建，下同）。

常住人口50万以上 常住人口30-50万 常住人口30万以下

占地面积（平米） 不低于10万m 2 不低于6万m 2 不低于4万m 2

绿化用地占比 不低于65% 不低于65% 不低于65%

健身设施占比 不小于15% 不小于20% 不小于20%

健身步道（公里） 不少于2km 不少于1km -

服务半径 无固定 5km内 1km内

运动场地数量 10块以上 8块以上 4块以上

同时开展体育项目 不少于5项 不少于4项 不少于3项

基本建设要求



 体育公园占地面积不低于100000平方米（10公顷），绿化比例不低于体育公园陆地面积的70%。

 若体育公园有水域，水域不宜大于体育公园占地面积的30%。

园区总面积
（㎡）

用地类型
比例
（%）

面积
（㎡）

备注

100000
陆

地

绿化用地 ≥70 ≥70000 室外健身器械和部分球类场地等设施可利用该用地类型进行设置（综合利用）

管理建筑 ≤1.5 ≤1500

游憩服务建筑 ≤4.5 ≤4500
室外健身器械、儿童游戏器材、益智类器械等设施可利用该用地类型进行设

置

园路用地
10～25

10000～

25000

健走步道、慢跑道、骑行道等设施可利用该用地类型进行设置

铺装场地 部分球类、健身广场、室外健身器械等设施可利用该用地类型进行设置

100000

（含水域）

陆

地

绿化用地 ≥49 ≥34300

同上

管理建筑 ≤1.05 ≤1050

游憩服务建筑 ≤3.15 ≤2205

园路用地 7～17.5
7000～

12250

铺装场地

水体 ≤30 ≤30000 有水体可在适合岸边设置码头设施

基本建设要求



 满足中老年人群需求的健身步道、健身广场；

 满足青少年需求的足球、篮球、排球等常规球类场地

设施；

 满足儿童需要的活动设施；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置临时性、装配式的冰雪、游泳

设施；

 包含水域的体育公园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供皮划艇、赛

艇等水上运动使用的小型船艇码头。

 鼓励配套建设智能化的淋浴、更衣、储物等服务设施，

提高群众健身便利性。

规划布局原则



比利时Genk运动公园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将体育公园完美的嵌入到城市生

态绿地当中，公园为改建而来，改建之初就建立了保护原有生态的理念，

同时串联周边的森林及山谷，是欧洲体育公园中的“颜值担当”。

公园一共包括三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一个是森林，一个是漫步道和一个场

地之间的连接纽带。公园的总长度约为500米，场地上基础设施健全，适

合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同时这里有一个双跑道，可以方便人们运动。沿着

跑道可以到达森林的一处开放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休息。此外，公园内

还建有一个小型的滑雪场，一个多功能的运动场（可以打篮球和踢足球），

一个可以健身的开放场地（例如练瑜伽等各种健身活动），当然还有专为

孩子们设立的游乐场。

比利时Genk运动公园



北京冬奥公园位于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

紧邻北京冬奥组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

水面面积326公顷，绿地面积506公顷，总面积

1142公顷。

公园分为北区、中区、南区三大部分，北部为郊

野湿地区，中部为工业遗址景观区，南部为城市

森林区。

公园将布设15件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向

全球公开征集的体育文化雕塑艺术品，公园内形

成冰雪森林、大桥公园、京华水韵等多种类型特

色景观，并将周边的首钢厂区、滑雪大跳台、新

首钢大桥等城市景观有机结合在一起，营造富有

绿色活力的“城市森林”。

体育健身项目：马拉松路径、儿童乐园、篮球场、

滑板场

北京冬奥公园



面积：占地5.2万平方米(80余亩，水体

30亩)。体育休闲用地比例62%以上。

布局：“一环一脉、十区多元”

一环为健身步道，一脉为水上生态游憩

脉。十区：篮球馆区、乒羽馆区、足球

场区、健身广场区、青少年活力运动区、

老年康体区、儿童拓展游乐区、休闲垂

钓区、水上自行车区和公共停车区。

主题：体育运动、休闲健身、家庭体验、

绿色生态、文化传承、军事文化

项目：13项

篮球、足球、羽毛球、智能健身步道

(1km以上) 、休闲垂钓、棋牌运动、体

质监测、儿童拓展训练、老年人健身、

水上自行车

特点：荒废工业区汉阳钢厂改造、智能

体育技术及设施运用较多

武汉张之洞体育公园



引入“复合功能”的概念，不仅仅把公

园作为观赏性、游乐性的公共空间，也

不仅仅把运动场地作为公园的唯一功能。

将更多功能要素融入公园，将体育元素、

健康理念通过公园融入大众的生活，同

时通过运动场地为单纯的景观公园带来

活力源，人们在公园内、绿树水畔锻炼

身体，提高自身的活力，而充满了活力

的人们，同时又为建设美好城市注入活

力，促进整个新区的发展，反过来促进

体育运动的开展和游园人群的增加。

设计运动项目有：足球、篮球、网球、

羽毛球、乒乓球、儿童活动区、多功能

运动场地、、健身步道、智能化健康监

测等。

太和县体育公园规划设计



沈阳市和平体育公园规划设计

项目集锦

江西省万载全民健身生态体育公园

高鑫体育公园规划设计

——沈阳市和平区

——江西省万载县

——北京市丰台区高立庄村

太阳宫体育休闲公园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

百色水上体育休闲公园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太和县体育公园规划设计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



北京华体创研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CHINA NATIONAL SPORTS GROUP INNOVATE RESEARCH

因为专注 所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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