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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工作需要，使我早在5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体育建筑，而在1978年国家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催人奋进的形势，又让我对体育建筑倾注了较多精力，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写了一些论文，做了一
些场馆设计。
　　论文部分有的侧重于经验总结，意在温故知新；有的侧重于今天现实，明晰现状和问题；有的则
着重探讨未来，预判发展方向。
同时，研究的目的重在为设计服务，也涉及了设计途径和方法。
当时的今天已成过去，预判的明天正在经受今天现实的考验。
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体育建筑也不例外，社会对它的要求发展变化较快，规范、标准、数据也有较
大改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涌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不断研究解决。
同时，一些基本问题并未消失，只是表现形式有些不同，依然需要研讨下去。
　　应建筑界和结构界专家、学者和一些新老朋友的多次建议，仅将作者近30年来与同事及研究生合
作完成的研究论文选辑一部分近30篇汇集成册，作为一家之言，与同行做次较系统的交流，旨在抛砖
引玉。
　　为增强系统性和学术性，将各单篇论文按大致内容分成三部分，即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设计理
论与方法、设计立意与构思。
这种分类意在为学术交流留有更多拓展空间。
显然，这个开放的框架现有的几篇文章只能是垫底，它的充实、丰富和提高，有待于更多的同行参与
研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分析研究这些课题，为体育建筑设计向更高层次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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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建筑设计研究》论文部分有的侧重于经验总结，意在温故知新；有的侧重于今天现实，明
晰现状和问题；有的则着重探讨未来，预判发展方向。
同时，研究的目的重在为设计服务，也涉及了设计途径和方法。
当时的今天已成过去，预判的明天正在经受今天现实的考验。
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体育建筑也不例外，社会对它的要求发展变化较快，规范、标准、数据也有较
大改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涌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不断研究解决。
同时，一些基本问题并未消失，只是表现形式有些不同，依然需要研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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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季魁，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建筑师。
1950～1956年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系工民建专业，1956～1958年就读于同济人学建筑系研究生班
。
任教于哈尔滨工业火学土木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曾任建筑系主任两届。
1986年创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博士点，任博士导师，20世纪90年代设立博士后流动站，1990年创立建
筑研究所任所长。
2000年随哈尔滨建筑大学（原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回归哈尔滨工业人学，任教于建筑学院，2001年
退休。
从事建筑教育50多年，培养硕博研究生50多名，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从事体育建筑
等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研究50多年，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专著5部、参编3部。
主持设计人中型工程项目40多项，建成近30项，获建筑创作奖和省部级优秀设计奖多项。
　　王奎仁，工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
擅长公共建筑设计，近期代表作品：北京石景山区图书馆、北京工业大学第三教学楼、鄂尔多斯国土
大厦、北京东城区史家小学通州分校、北京龙潭公园中心岛文化活动广场（可开启式屋盖）等。
　　姚亚雄，1965年生于哈尔滨，浙江海盐人。
1988年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1991年同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毕业，获硕士
学位；200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
1991年留校任教于同济大学，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研究生导师。
从事高层建筑及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空间结构与结构形态学的研究和教学。
2003年调入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任集团设计部副主任建筑师、现代都市院主任
建筑师、现代华盖院副总建筑师，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或参与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20余项。
　　罗鹏，博士、副教授、硕士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研究所副所长，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博士后。
从事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1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编图书两部，作为项目负责
人、主创、主要参与人等参加大中型体育场馆设计项目20余项，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奖。
指导学生在全国大学生设计竞赛中获奖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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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趋势与对策大空间公共建筑的未来大空间公共建筑发展趋势与设计对策现代体育建筑发展动态体
育馆发展方向探讨体育建筑综述他山之石——国外体育场馆发展趋势体育场馆建设刍议中篇 理论与方
法建筑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多功能体育馆观众厅平面空间布局多功能体育馆观众厅场地选型多功能体育
馆观众厅的视觉质量大型体育场馆动态适应性设计框架研究更新观念，改善布局——体育馆疏散方式
探讨体育馆设计与建筑效益高校体育馆设计思辨中小型体育馆的用途与设计体育馆结构型式多样化初
议空间结构形态与建筑的统一奥运建筑与结构下篇 立意与构思体育场馆国际设计竞赛述评新世纪的献
礼——北京奥运会主体育馆国际设计竞赛评介探索·创新·综合—全国中小型体育馆设计竞赛述评自
律至善，情理相依——第11届亚运会排球馆和摔跤馆设计构思效率与品质的探求——黑龙江速滑馆设
计构思休闲情趣与空间氛围——哈尔滨梦幻乐园设计构思复合·简约·回归——淮南市文化体育中心
设计思考吉林冰上运动中心设计回顾惠州体育馆设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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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机动的布局　　大空间公共建筑实现多功能，必然要在平面空间布局上引起重大变化，不
会是目前国内某些厅堂单一功能设计将就凑合使用的所谓的多功能模式。
　　观演性厅堂建筑实现多功能，其平面空间布局的基本特征将是机动灵活。
其一，根据各种使用功能进行组合，寻求最佳综合布局。
表演场地大小及位置、座席的分布以至大厅的形状都会有较大的改变。
这种综合布局对多功能来说是基本骨架而不是全部，它对每一单项使用又常常是不完善的。
其二，应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借助于一定的活动设备变化出多种单项功能的布局。
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综合布局设计将无所适从，缺少应变能力则满足不了高质量的使用需要。
因此。
机动的布局是多功能的高层次，是达到完善程度不可缺少的措施，而综合布局仅是多功能的层次，初
始措施而已。
　　以不变应万变显然不是现代设计方法，不过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反映，以变应变才是合乎时
宜之道。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以前某些难办的事变得轻而易举，如活动地板、舞台和看台、照明和音响
设备等的成熟和商业化生产，已使机动的布局成为现实。
　　美国纽约席阿棒球场，一块活动看台有5000席的整体移动，佛罗里达大学体育馆在水平和竖向两
个方面同时获得的变化布局，显示了人们思路的拓宽和科技的进步。
　　（三）分合的空间　　厅堂建筑因项目特点、表演水平、爱好潮流、个人兴趣等的不同，观众时
而爆满，人们怪它规模太小，未尽人意；观众时而稀少，虚席甚多，又嫌它过大，浪费可惜。
这种现象历来如此，人们也就司空见惯。
然而，有心人则觉得这并不正常，特别是厅堂规模越大，这种矛盾越是突出。
　　矛盾的解决。
不能指望人们放弃个人爱好和兴趣，改变挑选节目的天性，来服从建筑，只能是建筑服从于人，改进
设计，主动适应观众的心理。
近几年来出现的可分可合的空间，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产物。
它不仅可以满足伸缩规模，维持满座，气氛和谐的需要，而且可以同时进行多场多项目活动，使不同
兴趣的观众，各得其所。
　　可分可合的空间不同于一般概念的灵活空间，它一要分隔，二要封死，排除外界干扰。
它也不同于一般多功能大厅，依靠时间的推移而实现变化。
它是在同一时间内分裂成几个子空间，供不同使用，互不干扰，又要使子空间随时可合拢成一个大型
母空间。
有大量固定座席的厅堂建筑实现这种可分可合并非易事。
早在20世纪40、50年代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就进行过实践尝试，其卓越想法令人赞叹，但因技
术复杂，推广较慢。
　　近年来，由于技术发展迅速。
一些大型甚至巨型体育场馆以及影剧院建筑又继承了这种尝试。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平大街45000人足球馆在场地中线上空设有。
160rn跨的巨型门式钢架悬吊帷幕，可将大厅一分为二，分别进行不同的比赛或演出，互不干扰。
1982年印度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25000人体育馆也在场地中间吊帷幕使大厅一变为二。
有的厅堂建筑则采取旋转等办法将一个大厅分成几个独立的中小厅，需要时又可很快合成一个大厅，
如丹麦的帕拉兹影院，经几次改建后由1519座的单厅变为40～587座不等的19个厅；巴黎玛里科南影院
也改建成两厅利用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现拥有六个不同规模的观众厅；众所周知的法国蓬皮杜文化中
心是展览厅空间灵活分隔的优秀实例。
　　如果说，可分可合的空间也属于多功能大厅范畴的话，那么，它是高层次的多功能，也许列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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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次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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