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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马拉松”跑出最小自然足迹
本报记者 陈发明 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常艳

白雪覆盖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与周围山

峦融为一体。随着冬奥会赛事的进行，雪上健

儿在这里逐梦，寂静的山谷热闹起来。

作为专门进行“雪上马拉松”竞技的冬奥

场馆，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随山就势，尊重自然

地形，最大限度保留自然原始地貌，将绿色、低

碳、可持续理念贯穿全生命周期，用“最小自然

足迹”的设计、建设，呼应绿色办奥理念。

场馆设计融入自然山势

在白雪映衬下，沐浴着阳光的国家越野滑

雪中心熠熠生辉。

“在古杨树场馆群中，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是新建场馆里永久设施面积最小，临时设施面

积最大的场馆。”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设计团队

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简盟工作

室副所长潘睿说，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少

一分不必要的建设，就是对自然生态多一分尊

重和保护。

为凸显“雪上马拉松”的竞技特点，越野滑

雪比赛赛道一般由多条深入自然山体的不同

长度的路径系统组成，是一种利用自然地形、

建立在自然地貌基础上的半人工赛道。“国家

越野滑雪中心将赛道布局在一个坡面

上，面向体育场展开，赛道套叠设

置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所 占 土

地的范围，减少对林

木的侵害，同

时 也 尽

可能地扩大了观众能够看到的比赛范围。”潘

睿介绍，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地貌控制不可

或缺。设计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模拟山体地

形，将地形图、地表植被（大型乔木）、径流、构

筑物信息输入模型，通过数字化模拟得到赛道

建设的优化路径，并对土方量、迁移树木和排

水设施进行优化设计，通过赛道和地形的拟

合，实现有效的土方平衡和植被保护。

记者了解到，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所有场

馆、比赛设施，都是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建

造的，减少了在初始建设阶段对地貌的破坏。

在场馆建设过程中把对自然环境的干预降到

最低，尽量减少永久建筑的占地面积，用可拆

除再利用的临时设施来补充场馆的功能需求。

潘睿认为，“最小自然足迹”的策略创造了

一个更广泛的机会来利用固有空间，在保证冬

奥会必要需求的前提下，以更少的赛前投入换

取更大的赛后灵活性。

冰雪活力邂逅厚重历史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赛道依山势而建，距离

明长城遗址最近处仅有十几米。

“运动员在滑行过程中和长城遗址如此

近距离的接触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这种

毗邻历史遗迹的冬奥越野比赛场馆，在全世

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潘睿说，“这是中

国历史遗迹与现代奥运的一次亲密接触，非

常难得。”

一场冰雪活力与中国历史的浪漫邂逅，背

后是设计、施工团队的努力付出。在紧邻明长

城遗址的赛道施工中，作为施工方的中铁建

工集团项目团队特别加强施工管理，

设置施工红线及警示标语，强调

古迹保护，减少对遗址的

影响。

除了对古迹高度重视外，施工过程中对自

然环境也是小心保护。赛道设计之初就确定

不能破坏周围原生树木，施工时项目团队充分

考虑既有山地特点，结合赛道要求，巧妙规划

赛道环绕布设，避免伐树。运动员在树林中穿

梭、奋力比赛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原始自然的

意境。

中铁建工集团张家口赛区“三场一村”项

目经理姜秀鹏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对坡度和曲

线的极高要求，赛道施工舍弃了按规范标准和

图纸施工的传统方式，改由国际雪联专家现场

踏勘确定。同时，在实时动态测量系统、手持

定位仪等先进测量设备辅助下，双方齐心协力

完成赛道施工与验收，为我国在滑雪赛道施工

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

“还自然以自然，还生态以生态。”潘睿说，

当体育活力与历史厚重相逢，设计团队希望尽

量保持这片土地最本真的样子。

海绵赛区凸显绿色理念

作为越野滑雪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用

水量很大。造雪方面，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实施

海绵赛区规划设计，采用智能化造雪系统，将

所有造雪设备集成到一个平台进行统一管

理。在同等雪量前提下，相比传统造雪，智能

化造雪可节水 20%。场馆同时采用移动式造

雪，及时灵活补充不同赛道的用雪，在增强针

对性的同时减少用水浪费。

潘睿介绍，在对水的利用方面，越野滑雪

中心是作为古杨树场馆群的一部分来考虑的，

在冬季两项中心设有 4 个小型蓄水池，在场馆

群入口设有一个大的蓄水池，都是用来蓄存雨

水及山泉水的，其存量可满足 3 个雪场的造雪

需要。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本身的赛道两侧也设

有排水沟，利于雨水

的汇集和蓄存。雨水

及融雪水采用硅砂蜂

巢雨水自净化系统处

理 后 ，用 于 冬 季 造 雪 、

夏季绿化灌溉、景观河

道用水、冲洗厕所等；场

馆和基础设施污水也做

到 了 全 收 集 处 理 后 再 使

用，确保水资源高效利用。

据 了 解 ，国 家 越 野 滑

雪中心的建筑主体采用了

双层玻璃幕墙的做法，主立

面朝南，即使在没有采暖的

条 件 下 也 能 达 到 舒 适 的 温

度，降低了能耗。姜秀鹏告诉

记者，场馆设计施工过程中充

分考虑赛时需求及赛后利用，

房间采用轻质隔墙分隔，便于

赛后拆除和重新规划利用。赛

时部分看台及配套设施也采用

临时建筑，整个场馆实现了绿色、

低碳、环保。

记者了解到，北京冬奥会后，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将在夏季打造

马术、山地自行车等项目俱乐部。

在冬季打造山地公园及家庭雪上娱

乐中心，并设置驯鹿和狗拉雪橇等休

闲娱乐项目，同时打造室内马术训练

场 ，使 游 客 在 冬 季 也 能 体 验 马 术 的

乐趣。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基础设施经理

李振龙认为，充分挖掘场馆赛后利用价

值，契合北京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而通过体育服务业

带动消费，以更加绿色的方式拉动当地经

济发展，将是一道重要课题。

绿色场馆折射美丽中国底色

曾诗阳

自筹办北京冬奥会

起，“生态优先、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原则贯穿

各场馆建设始终。国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变身

“冰立方”，五棵松体育

中心篮球馆改造成冰球

馆，反复利用，不搞重复

建设；新场馆更有高要

求，国家速滑馆用钢量

仅约为传统钢屋面的四

分之一，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将赛道架空以保护

地表径流，绿色建构，打

造生态赛区。

建造绿色场馆是办

好北京冬奥会的基础，

是我国对国际奥委会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回

应。北京冬奥会是第一

届全过程践行 《奥林匹

克 2020 议 程》 的 奥 运

会。建设低碳场馆，所

有场馆达到绿色建筑标

准；使用低碳能源，实

现所有场馆“绿电”全

覆盖；构建低碳交通体

系，节能与清洁能源车

辆 在 赛 时 车 辆 中 占 比

超 八 成 ⋯⋯ 北 京 冬 奥

会 以 “ 可 持 续 · 向 未

来”为愿景，形成了一

批绿色办奥成果，为国

际 赛 事 筹 办 树 立 新

标杆。

构筑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应对气

候变化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国坚持绿色办

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向国际社会

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

参与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和责任

担当。

绿色场馆、绿色办奥折射美丽中国底色，为

世界提供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

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冬奥会为契机，

我国将更加坚定地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奔赴“一起向未来”所昭示的美

好前景。

“雪中狩猎者”感受中国温暖
本报记者 陈发明

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的冬季两

项运动，因紧张激烈的越野滑雪与相对静止的射

击相结合而独具魅力，是世界冬季运动中最有影

响力的项目之一。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期间，世界上顶尖的“雪中狩猎者”在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上演着速度与激情，享受这座场馆带来

的“以运动员为中心”的比赛体验。

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竞赛

场馆之一，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在初始设计任务书

中，就明确提出了基本设计原则：顶级赛事标准，

以运动员为中心，突出方案的创新点和吸引力、

经济性和集聚性，重视赛后利用、可持续发展。

提升赛事体验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建在河北崇礼的自然

环境中，与周围环境山势相协调，是一个因地制

宜、追求绿色的建筑设计实践。”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设计总负责人庄惟敏院士介绍。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位于张家口赛区古杨树

场馆群，由场馆赛场部分、场院区及技术楼组

成。其中，赛场部分可分为周边赛道和核心区；

场院区按照使用人群划分为场馆运行区、运动

员区、安保区、新闻媒体区和转播服务区。

“冬季两项场馆中，各类人群需求不同，构

成了互相耦合的复杂变量。”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设计负责人张维告诉记者，为满足不同需求，设

计团队对比了过往 3 届冬奥会和 3 届世锦赛共

计 6 个场馆的总图布置，从规划布局、交通组织、

建筑设计、环境景观 4 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最

终确定了场院区的合理布局。

据了解，冬季两项运动员在正式出发前，通

常会在室外进行热身准备。若运动员长时间置

于室外，会导致失温过多等情况。为此，设计团

队利用靶场东西两侧的地形高差，设置了一座

小型两层建筑：二层与靶场相接，成为储存空间

与工作空间；一层与运动员地下通道标高相平，

运动员可通过西侧地下通道进入候场区域，轮

到自己比赛时再进入赛道起点。这一设计避免

了赛道起点区堆积过多人流，同时也为运动员

提供了室内热身场所，这是一个“双赢”的设计

结果。

同时，冬季两项比赛赛道覆盖范围较广，但

通常观众看台视线能够覆盖的只有赛场核心区

部分。为此，设计团队在靶场北侧山坡上设置了

两条自东向西的赛道，运动员自山上向西滑下山

坡，而后出现在核心区的赛道上，或冲刺，或接

力，或射击。这一过程被完全呈现在观众和摄影

机视野中，大大提升了比赛的观赏性。

“核心区是比赛最激烈的地方，也是人员流

线最复杂的区域。运动员、媒体、技术官员和教

练等各类人群均需穿越核心区赛道，而媒体工作

人员又需要与其他人群适度隔离。”清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设计团

队主要成员赵婧贤说，为了合理安排流线，设计

中设置了两条穿越赛道的地下通道，“西侧通道

服务于运动员，东侧通道主要服务于媒体等其他

人群，两条通道也容纳了诸多线缆和储存空间，

在技术层面和功能层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满足无障碍需求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同时也是冬残奥会比赛

场馆，为此，场馆在设计初始就充分考虑了无障

碍设施的需求。

“在冬残奥会比赛中，坐姿运动员有特殊的

坐姿滑具，需要滑行进入起点。”赵婧贤说，针对

冬残奥会参赛运动员，团队特别设计了从运动

员区直达起点区的坡道流线。这条流线不会与

比赛赛道出现交叉，避免出现运动员穿行赛道

的窘况。

针对观众，无障碍坐席与陪同席位于看台中

最易到达的位置，按北京奥组委统一编写的无障

碍指南进行设计。此外，还专门设置了无障碍电

梯，让观众可以通过专用流线到达看台。

“无论是场馆工作人员还是志愿者，在赛前

培训中，我们将对残疾人的服务工作列入了场

馆重点工作内容，组织了多次演练和培训。”古

杨树场馆群执行主任兼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主任

戎均文表示。

突出可持续利用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设计

以运动员举枪瞄准动作为灵感，形

成极具张力的造型。该场馆在设计初

期，就充分考虑到赛后的多功能利用。

在赛道设计中，设计团队将 3 公里赛

道设计为沥青赛道，赛后可转化为轮滑、滑

板赛道，用于夏季训练和比赛；其余赛道采

用碎石路面，赛后可转换为山地自行车或徒

步路径。同时，在正式赛道东侧设置一条热身

赛 道 ，延 伸 到 长 城 遗 址 脚 下 ，赛 后 可 供 观 光

使用。

据了解，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三场一

村”整体定位为以体育运动为核心，围绕赛后

“体育+文旅商养”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集专业

赛事、会展节演、医养度假、研学培训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世界顶级“体文旅”目的地。

作为古杨树场馆群的业主单位，张家口市

兴垣集团总经理李盛表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将通过部分赛道改造，增加轮滑运动、极限运动

功能，积极创建国家级运动中心，引入冬季两

项、越野滑雪、夏季两项、轮滑、滑板等项目赛事

活动，设立相关国家级运动协会基地。

图图①① 20212021 年年 1212 月拍摄的国月拍摄的国

家越野滑雪中心家越野滑雪中心。。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家朋董家朋摄摄

图图②② 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男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男

子双追逐比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子双追逐比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举行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邓邓 华华摄摄

图图③③ 夕阳下的国家冬季两项夕阳下的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中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家朋董家朋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