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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场馆更亮丽

梁剑箫

首都体育馆助力冬奥会

的故事，于点点滴滴之中体

现出举办精彩奥运与竞赛场

馆可利用、可经营、可持续

的双目标宗旨。这一精品工

程，自始至终都秉持了绿色

设计理念。

“绿色办奥”宗旨贯穿

于每个奥运场馆设计优化流

程的各环节之中。4 个冰上

场馆使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

剂，建成超过 5 万平方米的

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全面使

用低碳能源，奥运史上首次

实 现 全 部 场 馆 100% “ 绿

电”供应；构建低碳交通体

系⋯⋯通过使用一系列以风

能、光伏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为主的绿色技术，我国兑

现了申奥时对国际社会的庄

严承诺。

绿色设计理念，体现出

对科学精神的坚定秉持。在

场馆设计改建过程中，设计

团队在遵循冬奥会比赛标准

基 础 上 ， 不 断 贡 献 新 的 方

案、提出新的方法、尝试新

的技术。面对一次次技术难

题，他们攻坚克难、集智攻

关，将绿色低碳理念与先进

科技手段完美融合。办赛、

参赛、观赛水平和档次顺理

成章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

为技术的再创新和再优化提

供了可贵借鉴。

绿色设计理念，还意味着中国方案的精细表达。

声光电技术打造的“最美的冰”、实现夏冬两季场地

的“两栖”转换⋯⋯场馆中随处可见的创新元素，在

尽显高科技含量的同时，无不体现出简约、安全的至

上要义。这是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丰富完善。

做最美的“绿色场馆”，精心设计、精心施

工、精心使用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场馆，

势必在奥林匹克史册上汇成一道亮

丽的风景。

首都体育馆见证中国代表团首金诞生——

老 场 馆 讲 出 新 故 事
本报记者 梁剑箫

在服务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诸多场馆

中，见证了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首金诞生

的首都体育馆，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老馆新

用，历史遗存与新兴技术交相辉映，成为其中

的典型代表。

奥运场馆的改建意味着要经历漫长的设

计、审核、再调整与再设计的过程，需要精确

满足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多方

面的严格要求。无论是新建场馆还是场馆改

造，都要注重综合利用和低碳使用，集合体育

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

益等多种功能。

修旧如旧注重传承保护

迎着冬日的暖阳，行至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南大街 56 号，几位身穿天蓝色制服的冬

奥志愿者正紧张忙碌着，不时回答来访者的

提问。望向他们身后新改建的首都体育馆，

可以感受到这座 54 岁的场馆处处散发着庄重

大气。

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负责人对记

者说，建成于 1968 年的首都体育馆拥有我国

第一座人工室内冰场。在多年的运行过程

中，首体见证了一次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赛事

活动，历经世界体操锦标赛、2008 年北京奥运

会排球比赛、短道速滑世界杯、花样滑冰中国

杯等众多大型国际赛事。历史上，为中美恢

复邦交牵线搭桥的乒乓球友谊赛，就是在首

都体育馆拉开序幕的。

为满足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排球比赛需

要 ，首 都 体 育 馆 曾 大 规 模 改 建 。 此 次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首都体育馆承办短道速滑和

花样滑冰两个重要项目的全部比赛，将产生

14 枚金牌。为与时俱进地保障赛事顺利进

行，首体再次“闭关”改造。此次改造秉持“传

承保护、立足赛后、确保赛时、绿色科技”的策

略，整合建筑师、结构工程师、设备工程师、机

电工程师、室内设计师、灯光设计师、景观设

计师等各方面专业团队，改造后的首体焕发

出崭新活力。

从外观来看，本次改造保持了首都体育

馆作为区域标志性建筑

的风采，修旧如旧，对立

面材料进行更新。“在外

观不变基础上，内侧增

加保温材料，提高建筑

的节能性。在墙面细节

处理中，采用金属嵌缝条，使整体立面更为精

致耐用。”首都体育馆园区设计总负责人唐

佳说。

唐佳告诉记者，对场馆的传承保护首先

是 风 貌 保 护 ，改 造 时 在 场 馆 入 口 处 保 留 了

1968 年建馆时的石材铺装，充分留住历史印

记。在内部功能上，通过技术优化减少机房

空间，为场馆增加了约 1600 平方米功能性用

房，缓解老场馆配套功能不足的状况。在园

区规划层面，大面积增加绿化，补充地下停车

场，极大改善了园区整体环境。

“在设计时如何传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同

时融入更多活力，是设计的难点，但也是能够

出彩的亮点。”唐佳说。

科技助力呈现完美赛事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最大的感受是首都

体育馆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

借 力 高 科 技 手 段 ，传 统 与 现 代 实 现 了 完 美

融合。

首体承办的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两项赛

事，对冰面有不同的温度和硬度要求，有时需

要在两小时内实现冰面转换。面对这样的难

题，设计团队与奥组委制冰专家深入研究讨

论，最终在大型冰场的制冰系统上采用新型

环保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实现

了快速、均匀制冰。

“通过先进的热回收设施，将热量再次用

于比赛场馆浇冰热水、除湿机转轮等方面，实

现废热利用。在冰面温度转换方面，热水浇

冰的同时，通过温度传感器实时控制制冷机

组输出的制冷量，确保冰面快速转换，使用的

模拟技术可以测算场地温湿度，确保赛时冰

面达到奥运比赛要求。”唐佳说。

在场馆体验方面，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

是极具美感和动感的冰上赛事。为呈现最

“美”观赛体验，设计团队创新性地在冰场

顶部设计了 1332 平方米的巨型投影屏幕，同

时在场地四角分别布设激光投影仪，将绚丽

的灯光与优美的画面投影至场馆顶部的屏

幕。当运动员在冰面上尽情舞动时，仿佛置

身冰雪世界的梦境，有力地烘托现场气氛，

提升观赛体验。这也为赛后吸引群众参与冰

雪运动提供了沉浸式的运动氛围，更能增强

视觉引导效果，充分展现“最美的冰”这一

设计理念。

记者还了解到，场地坐席主体色调采用

“冰晶”渐变蓝灰色，色彩清新明快。“根据人

体 工 程 学 原 理 ，观 众 坐 席 的 宽 度 由 原 先 的

47cm 增加到 55cm，同时加长坐垫宽度。材质

方 面 采 用 弹 性 材 料 ，大 幅 提 升 使 用 的 舒 适

性。”唐佳说。

可持续设计为场馆增值

精心改建之后，首体场馆群精彩亮相。

包括首都体育馆 1 个竞赛场馆，首体综合

馆、首都滑冰馆、综合训练馆 3 个训练场

馆，以及运动员公寓和赛事中心，形成以 6

个主要建筑为核心的运动园区。“首体场馆

群除了满足此次冬奥会的各项需求，对于赛

后再利用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话语间，

唐佳信心满满。

“对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场馆设计，

最重要的是遵循可持续设计理念，包括环境

可持续、建筑可持续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简盟工作室

主任、教授级高工张铭琦说。奥运场馆的建

设或改造需要提前考虑赛后再利用问题，改

造后的首都体育馆，赛后既可满足开展短道

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等各类冰上赛

事，还能与夏季项目实现“无缝切换”，承

接排球、篮球等国际国内高水平的地面赛

事，更可作为各类体育文化活动的场所，实

现场馆的最大化利用。

首都体育馆在升级改造过程中还充分考

虑了功能性和体验性，赋予了场馆多维度的

社会价值。“比如，我们对场馆的运动员更衣

室面积进行了扩展，可满足对更衣室要求最

高的冰球赛事需求。场地天幕的设计也为赛

后运行提供了新的功能体验。”唐佳说，训练

场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冰坛”，

赛后在服务专业运动员训练的同时，也将成

为向青少年推广普及冰上运动的共享设施。

首都滑冰馆赛后将定期向公众开放，整个园

区实现比赛、科研训练以及群众健身的全覆

盖，将成为中国冰上运动的大本营。

短道速滑——

中国冬奥金牌从这里破冰
白宇飞

首都体育馆是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的主赛场。短道速滑比赛分为男女 500

米、1000 米、1500 米，男子 5000 米接力和

女子 3000米接力，以及本次冬奥会新增设

的 2000 米混合团体接力，比赛时间从 2 月

5日至 2月 16日，总计产生 9枚金牌。

短道速滑起源于加拿大，是在周长

111.12 米的赛道上进行的冰上竞速赛事，

由于比速度滑冰的 400 米赛道短，因此被

称为短道速度滑冰。

1988 年卡尔加里冬奥会，短道速滑

被列为表演项目，中国运动员李琰夺得

女子 1000 米冠军和 500 米、1500 米季军。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短道速滑成

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运动员勇摘 500 米

银牌，自此开启了中国短道速滑的光辉

岁月。女子项目方面，期待已久的金牌在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上诞生，随着 500 米

和 1000 米双料冠军花落杨扬，中国体育

代表团实现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四年后的都灵冬奥会，王濛的夺冠再次

证明中国队在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项目

上的实力；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李琰带

领的“梦之队”更是包揽了当届短道速滑

的 500 米、1000 米、1500 米和 3000 米接力

的全部金牌。男子项目方面，1998 年长野

冬奥会，李佳军在 1000 米比赛中获得亚

军，成为冬奥会男子项目奖牌“破冰”第

一人。20 年后，武大靖在 2018 年平昌冬奥

会上以 39 秒 584 的成绩破世界纪录，获

500 米比赛冠军，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男

子项目的首枚冬奥会金牌。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

队获得满额席位，派出武大靖、任子威、

孙龙、李文龙、张添翼和张雨婷、范可新、

曲春雨、张楚桐、韩雨桐五男五女的强大

阵容参赛。2 月 5 日的 2000 米混合团体

接力项目上，短道速滑队取得开门红，摘

取中国代表团首金。短道速滑接下来的

每场比赛都值得关注。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上图 改造升级后的首都体育

馆焕然一新。

下图 从看台席俯瞰首都体育

馆赛场一角。

中国经济网记者 席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