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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块化的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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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探究模块化理论在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设计中的应用策略，为其在具体设计时融入

可持续理念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从公共设施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积极助益切入，通过梳理大型体育赛事

中的公共设施现状，对现存的问题进行总结。同时，通过分析模块化设计的定义、特点和优势，探索如

何利用其解决上述问题。基于此，总结出设计时需要注重的五种设计要素和三条设计原则。结果 依托

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公共设施进行具体实践，梳理了竞赛场馆、运动项目、交互技术和公共设施之间的

关系，生成了具体的设计方案。方案可以在赛前和赛后被放置在城市空间中，用来宣传冬奥理念并纪念

冬奥会的举办，最终形成赛前宣传-赛时体验-赛后纪念的可循环使用体系。结论 模块化理论在大型体

育赛事公共设施设计中的应用具有现实意义，它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公共设施在不同场馆中的适用性问

题，还能通过可循环使用的模式，使这些设施在非赛时能够持续利用，延续赛事的影响，并传递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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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Based on Modularity 

ZHANG Chi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modularization theory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ustainable concepts in their specific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positive benefits of public facilities to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was sorted out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summar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modular design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it could be used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Based on this, five design elements and three design principles required to be focused on during design 

were summarized. Relying on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competition venue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spe-

cific practice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mpetition venues, sports,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and public 

facilities were sorted out, and thus specific design solutions were generated. The solutions can be placed in the urban 

sp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game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commemorate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finally form a recyclable system of pre-game promotion-game time experience - post-game commemoration. The ap-

plication of modular theory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applicabi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venues, but also make these fa-

cilities continue to be utilized in non-competition time through the mode of recycling, continue the impact of the event, 

and conve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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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建筑、公园、

广场等的不断涌现，推动了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展，促

进了公共设施的完善。公共设施的内容相当丰富，涵

盖了在城市空间中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的设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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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公共设施已成为城市文化表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大型体育赛事是城市文化与竞技运动完美融合的

盛大活动，公共设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奥林

匹克运动 21 世纪议程：体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奥林

匹克 2020 议程》等的发布使各类大型体育赛事更加

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赛事公共设施的设计与使

用。模块化设计的可循环模式与此相契合，将其与大

型体育赛事中的公共设施结合，可以更好地将可持续

理念应用于实际建设中。基于以上，本文将探讨如何

更好地将模块化理论应用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公共设

施设计中，为其建设注入可持续理念，带来新的启示。 

1  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公共设施 

1.1  公共设施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积极助益 

公共设施，一词来自于英国，英语为 street fur-

niture，翻译为“城市家具”，在其他国家被译为“街

道设施”“都市家具”等。其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

生，放置在室外是连接人与自然的媒介，并以多样的

形式为人们的室外活动提供支持[1]。每个城市空间中

都需要特定功能的公共设施，通过独特的造型，它们

塑造了浓厚的城市环境，展现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氛

围。公共设施代表着城市的形象，反映所在城市特有

的景观面貌和人文风采，是社会发展和民族文明的具

象载体。 

近年来，我国对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高。大型体育赛事是指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

或单项运动赛事，包括世界性比赛以及洲际、地区或

全国性比赛，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亚洲运动会和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等[2]。这些赛事的举办不仅仅关乎比

赛本身，还对承办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形象和文化传

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成功举办大型体育赛事

能够促使承办城市展示其独特的城市风貌和文化内

涵，公共设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共设施在大型体育赛事中扮演着多重积极的

角色。首先，作为城市环境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公

共设施能够有效营造大型体育赛事的氛围。设计师通

过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点 城市空间，使人们能够融

入赛事的语境中，感受赛事文化的魅力。其次，大型

体育赛事的举办城市借助公共设施展示其独特的文

化底蕴，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提供了机会。

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因为赛事而聚集在一起，

通过使用和欣赏公共设施，分享彼此的理解，为世界

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同时，公共设施也成为城市

文化表达和传播的媒介。 

1.2  大型体育赛事中公共设施的现状分析 

大型体育赛事对于公共设施也尤为注重，因此在

竞赛场馆附近设立了多种类型的公共设施。根据服务

人群的不同，这些设施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为观众和运动员服务的公共设施。观众和
运动员是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的主要服务人群，因
此需要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包括观众信息亭、观众卫
生间、候车区指示牌和志愿者服务站等[4]。例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共设置众多城市志愿服务站点，主要提
供常规的路线指引、应急救助等服务，见图 1。此外，
无障碍设施也是这类设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包括
盲道、无障碍坡道和无障碍卫生间等。 

其次，为媒体工作人员服务的公共设施。由于大
型体育赛事中一些竞赛场地设置在室外，媒体人员需
要在户外对比赛进行拍摄和报道。为满足这一需求，
大型体育赛事的竞赛场馆附近设置了专门为媒体工
作而设计的公共设施。例如，在北京冬奥会中，国家
体育场闭环内设有冬奥会开闭幕式转播的核心区域
媒体综合区，该区域由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负责运
作，其中包括集装箱和媒体转播车等组成的公共设施。 

最后，为安保和运维人员服务的公共设施。安保
和运维人员在维持赛事正常进行方面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因此大型体育赛事为他们设置了多种设施，可
大致分为以下三类。首先是安保类型设施，见图 2，
如安检设施、安保围栏和现场安保执勤岗亭等；其次
是交通类型设施，如驾驶员卫生间、交通管理人员和
驾驶员休息室、车辆调度室和交通设施等；最后是维
护类型设施，如消防团队办公室、疫情处置室等。 

 

 
 

图 1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服务站 
Fig.1 Volunteer service station for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图 2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安检设施 
Fig.2 Security check facilities for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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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型体育赛事中公共设施的现存问题 

通过以上归纳与总结可以看出，大型体育赛事中

的公共设施种类繁多、涵盖面广泛，在为观众提供便

捷服务和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然而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目前，大型体育赛事闭幕之后，延续冬奥会热情

和可持续使用的公共设施数量相对较少。通过以上分

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公共设施主要集中在提供赛事所

需的基础服务，例如信息功能、卫生功能和安检功能

等。然而，对于传播赛事理念和赛后延续热情的设施

较为有限。大型赛事对于可持续理念较为重视。目前，

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公共设施在赛后主要采取以下处理

方式：对临时租赁的设施进行回收和再利用；对经过

修缮可再次使用的拆卸物进行捐赠、售卖等二次利用；

不能直接使用的拆卸物可制成再生材料；只有部分设

施可以继续保留在场馆作为常设设施使用[5]。由此可

以看出，赛后大部分公共设施将会被拆除，可持续使

用的设施较为有限。因此，如何利用设施延续赛事热

情、延长设施使用时间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

目前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模块化设计遵循可持续循环模式，具有多种与低

碳环保相关的特点和优势，并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在当前大型体育赛事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模块

化设计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本文旨在将模块化设

计与公共设施相结合，以彰显可持续理念在大型体育

赛事相关建设中的应用，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模块化设计及其概述 

2.1  模块化设计的概念界定 

模块的概念最早由 Starr 提出，其认为“模块是

可以单独进行设计和制造的部件，而这些部件又可以

以多种方式进行组合”[6]。随着时代的发展，模块的

应用也逐渐从产品的特定部件脱离实体，朝向系统级

别演化，因此模块化的概念随之产生。总体而言，模

块化是将复杂系统分解为简单模块，并将这些模块组

合成系统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应的规

则，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设计领域中，模块化

设计是一种方法，其核心是基于功能分析，将整个系

统根据功能分解为若干独立的模块，通过模块的拆分

和组合来获得功能相同或不同的系列产品[7]。 

2.2  模块化设计的性质特点 

通过上文对模块化设计定义的分析可以看出，模

块化设计与传统设计存在一定区别。模块化设计不仅

仅关注单一的产品，而是考虑整个系统，从而形成了

独特的设计特点。 

首先，模块化设计中的整体规划具有系统化的特

点。模块化设计是建立在系统化思维之上，通过对系

统中各个要素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拆解，从而形成单独

模块的设计。这些单体模块之间存在着横向或纵向的

序列，每种模块都被赋予不同的功能。通过组合不同

数量和种类的模块，构建出更为复杂的系统[8]。由于

模块化设计具有系统化特点，其在实际的拆装组合过

程中更加清晰、有条理。 

其次，模块化设计中的单体模块具有标准化的特

点。一方面，系统内的每种模块具有统一的尺寸，从

而确保整个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系统中的单体模

块都符合标准化要求时，有助于整体设计的系统化形

成[9]。另一方面，模块化设计的关键之一是模块间连

接端的标准化。设计师需要对单体模块的连接端口或

连接模块进行标准化设计，以实现不同种类单体模块

的组合。 

最后，模块化设计中的组合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

点。在模块化设计中，单体模块之间存在着多种组合

方式，由于连接部分的通用性，不同数量或功能的单

体模块可以以多种形式进行组合。这种多样性在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整体系统的变化性，并且还可以根据具

体应用环境进行灵活的搭配。在实际使用中，模块化

设计可以根据特定需求进行排列组合，既满足了使用

者个性化的需求，又增加了一定的趣味性。 

2.3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特征 

在实际应用中，模块化设计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和

特点，展现出了许多优势。通过对模块化设计的特点

进行分析和总结，本文归纳出了三个优势。 

首先，模块化设计符合可持续发展。单体模块在

工厂进行预制加工后，运输到施工地点进行安装，这

一过程中注重绿色环保，避免了材料的过度浪费。同

时，各种模块的重复使用不仅延长了整体模块的使用

寿命，还减少了二次生产所带来的浪费，符合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10]。此外，模块化设计实现了全周期的设

计模式，涵盖了从模块的生产和运输阶段到施工和使

用阶段，再到拆除未受损模块重新投入处理阶段，从

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其次，模块化设计利于高效性设计。通过分析模

块化设计的过程可以看出，其首先将整个系统分解为

单个模块，然后对这些模块进行具体设计，从而大大

降低了设计复杂系统的难度；通过不同模块之间的组

合，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变种，进一步减少了重新设

计的需求，因此提高了研发的效率[11]。另一方面，由

于整体设计的系统化，设计过程中的思路更加明确，

避免了在设计初期出现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思路。此

外，它有利于明确团队中不同工种的项目目标，减少

了因为磨合而产生的反复调整。 

最后，模块化设计满足个性化需求。单体模块由

于连接部分的通用性，可以组合生成不同形态或功能

的最终产品。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单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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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排列组合，以获得更为便利的使用体验。在这一

过程中也体现了模块化设计的核心思想，即通过少量

通用的单体模块形成尽可能多的产品，以满足个性化

需求。 

3  基于模块化的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设

计策略 

3.1  设计要素 

本文将模块化绿色环保的设计优势应用于大型

体育赛事公共设施的设计，旨在使可持续理念更好地

融入这些设施的建设中。在实际设计中，其需要进行

综合的思考，那么对设计要素的整理则尤为重要。 

第一，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注重实用功能

的提供。功能性是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要素和存在的

依据。通过设置具有功能的设施，赛事可以为到场观

众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创造更舒适的空间环境，从而

增加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的附加值并强化其舒适

性[12]。在具体设计中，除了基本的休憩、游乐、商业

和交通等功能，公共设施还可以添加体验竞赛运动和

城市文化等功能。基于这些要素设计的公共设施还可

以在闭幕式之后继续供人们使用，以发挥最大的效

用，符合可持续理念。 

第二，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注重整体造型

的塑造。在强调功能性的同时，设计师还需关注设施

本身的审美性。因此，在实际设计中，造型的塑造变

得尤为关键，并涉及许多细节。除了需要注意造型形

态、大小和材质之间的对比与统一、对称与均衡、节

奏与韵律之外，还需要考虑模块之间的结合方式等[13]。

此外，色彩在塑造造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与

设施的形态密切相关。例如，在冬奥会公共设施设计

中，可以使用白色、蓝色等颜色来营造冬奥氛围。在

具体模块设计时，除了考虑上述细节外，还需要思考

最终组合形成的造型效果。 

第三，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注重人体尺度

的把握。尺度感是人们在环境中寻找自身定位的重要

手段之一，其给予人们的归属感也决定了设施在竞赛

场馆中的亲和性。在公共设施设计中，作品应当设置

在适合人们活动的范围内，以便人们更容易接触，并

增加场馆中人们相互交流的机会[14]。在模块化设计下

的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中，不仅单体模块需要符合

合适的尺寸，还应考虑它们组合时的尺寸。此外，设

计师还需思考设施自身的形态和尺寸如何与竞赛场

馆相呼应，以及公共设施在竞赛场馆整体规划中的合

适位置以及与整体布局的协调性等问题。 

第四，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注重适于场地

的组合。场地是公共设施设计的基础和限制条件。不

同的场地具有各自的特点，包括环境条件和可用空间

等。因此，设计师需要对场地进行仔细的分析，以确

保公共设施的设计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和适应场地

条件。适合场地的设计可以确保公共设施与周围环境

协调一致，不会破坏景观或产生不必要的影响。为了

更好地适应赛事中不同的场地，模块化设计是一种较

为合适的思维方式。模块化设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多

样化的组合方式，它在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设计中

体现为能够适配不同的竞赛场地[15]。 

第五，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注重季节需求

的满足。基于模块化的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在设计

时还需要满足防寒、防风、防雨等季节的需求。例如，

由于冬奥会一般在冬季举办，并且一些场地会根据竞

赛的要求设置在群山之中，所以人们在户外游览、观

看比赛时会感受到较低的气温和较强的风力，甚至可

能遇到下雪等情况。因此，设施的单体模块和组合整

体应设计成密闭空间，以营造一个能防寒保暖和阻挡

风雪的环境。此外，设施还可以结合冬奥会的绿色环

保理念，根据举办场地的阳光充足或风力较强等特

点，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为室内供暖，以打

造一个温暖舒适的观赛环境[16]。 

3.2  设计原则 

基于模块化的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的设计除

了需要考虑实际的设计要素外，还需要准确表达设计

理念，使设计师能够传达其想要表达的内容，并让观

众能够有效理解。因此，对设计原则的把握也尤为

重要。 

第一，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对竞赛理念进

行阐释。融入竞赛理念可以营造专业、激烈和竞争的

氛围。体育赛事作为一项竞技活动，其设施设计应反

映出比赛的竞争性和激烈性，使参与者和观众能深切

感受到比赛的紧张与激情。通过使用相关的图案、色

彩和造型等，设计可以强调赛事的特殊性和独特性，

提升场馆的整体竞赛氛围。同时，融入赛事理念还能

加强场馆的身份认同和品牌形象。体育赛事作为一种

文化和社会活动，具有独特的身份和品牌形象。通过

将赛事的理念、价值观以及相关的元素融入设施设计

中，可以增强其与赛事的关联性，并提升公共设施的

品牌价值和知名度。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将公共设施与

具体的赛事和体育文化联系起来。 

第二，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对城市文化进

行表达。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

将这些元素融入体育赛事公共设施的设计中，能够突

出城市的独特魅力和风格，使人们更好地感受和认知

到举办城市的文化内涵[17]。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城市

通过各种公共设施，如休息服务设施和环境交通设施

等，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并表述着举办国家或地区的

历史，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和了解

其特色。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使

用大型赛事中的公共设施，彼此分享自己的理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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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文明交流和互鉴的机会，也促进了城市文化的

传播。 

第三，大型体育赛事公共设施需要融入数字体验

理念。融入数字体验理念的目的在于提供更丰富、互

动性更强的体验，以满足现代社会对数字化和智能化

环境的需求。通过将数字技术与公共设施相结合，可

以为用户创造更加便捷、个性化的体验，并且提供更

多参与和互动的机会 [18]。数字体验可以通过交互装

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实现，使用户能

够深度参与其中，增强对体育赛事的认知和理解。因

此，将数字体验理念融入公共设施设计较为符合现代

社会对数字化和智能化环境的期望[19]。此外，数字媒

介由于其非物质化的特点，以虚拟场景等形式巧妙地

融入公共设施领域，并可以反复使用，以最少的资源

消耗，满足人们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实

现可持续发展。 

4  基于北京冬奥会的公共设施设计实践 

4.1  设计定位 

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

举办，这一盛会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掀起了人

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还展示了冬奥文化的独特魅

力。在这其中，公共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冬奥会设

置了多种类型的公共设施，通过对现有资料进行梳理

和分析后可知，这些设施主要以为观众提供基本服

务，保障赛事正常进行和进行赛事实时转播为主，主

要集中在卫生间、信息亭、指示牌和安检设施等。观

众通常通过在竞赛场馆中观看具体赛事来感受冬奥

文化。然而，这种方式只能让观众对冬奥会所传达的

理念有一个相对浅显的理解。因此，通过公共设施让

人们体验冰雪运动并发现其所散发的魅力变得尤为

重要。 

由于冬奥会大部分在冬季举办，并且一些场馆会

根据竞赛场地的限制设置在群山之中，因此观众在户

外观看比赛时会感受到较低的气温和较大的风力，甚

至有时还会遇到下雪的情况。因此，北京冬奥会场馆

中的公共设施主要以篷房、板房和箱式房等为主要形

式。它们具有便捷运输和易于拼装的优点，但造型相

对单一，并在比赛结束后需要大量拆除，无法进一步

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基于上述两个方面，本文将

以体验冰雪运动为公共设施的主要功能，通过造型塑

造来体现冬奥理念和传统文化，并考虑如何在非比赛

期间继续使用，形成可持续使用的体系，作为主要内

容进行具体实践。 

4.2  方案概念 

本方案以北京冬奥会的理念“共享奥运”和“人

人共同参与”为核心进行设计。方案以“聚合”为概

念提取相关意象并进行具体设计，以传达不同国家的

运动员汇聚在一起的主题。在整体造型方面，方案由

雪花的凝华过程推演而来，采用四周向中心聚拢的形

态来展现聚合的理念。整体采用鸟儿振翅飞翔的造型

来表达聚拢向上的含义，见图 3。鸟儿振翅飞翔，展

示了自由与力量的完美融合。它们在广袤的天空中勇

敢地穿越风雪，超越地面的束缚。正如冬奥的理念一

样，鸟儿鼓励人们超越自我，突破限制，实现梦想。

造型的下半部分从张家口群山中演化而来，与张家口

地区的文脉相契合，整体好似鸟儿从群山中一跃而

出。在冰雪的舞台上，鸟儿振翅飞翔的景象成为冬奥

的象征之一。它们展示了人类的勇气和毅力，激发每

个人追求卓越的梦想。正如鸟儿在寒冷的天空中翱翔

一样，冬奥给予人们勇往直前的力量，使他们超越极

限，创造奇迹。同时，每个空间采用古代建筑中的坡

屋顶形式，坡屋顶设计体现了北京传统建筑的特色和

历史文化。坡屋顶作为古代建筑风格的代表，突显了

北京古都的历史渊源和传统文化。它具有斜向、起伏

的坡度，配合檐口的翘曲弯折，形成了独特的屋顶线

条，彰显出传统建筑的庄重和柔和之美。方案的尺寸

设置为长 26 000 mm、宽 20 000 mm、高 13 750 mm，

使观众更容易与之接触，并能在其中进行各种活动，

见图 4。在材料方面，方案采用了张拉膜材质，其白

色的外观与冰雪的主题相契合，并且在安装和拆除过

程中也更便捷高效。此外，设施在室内地面设置排风

口向内部供暖，以满足冬季防寒保暖需求，确保游客

能够舒适地游览和休憩。通过将整体方案进行模块化

拆分，方案的单体模块由此形成。 
 

 
 

图 3  六瓣组合鸟瞰图 
Fig.3 Aerial view of six-petal combination 

 

本方案由空间模块和连接模块两个核心部分构

成。空间模块分为三种类型，包括主体展示空间、入

口展示空间和连接通道空间。为了符合北京的城市文

化，这三种空间模块采用了坡屋顶的形式，并在侧面

采用了曲线凸凹的纹理。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造型

的丰富度，还与连接模块的纹理相契合，实现了拼接

组合的效果。主体展示空间是方案的核心，人们可以

在其中体验冰雪运动并感受冬奥文化。入口展示空间

则起到引导人们进入空间和营造整体氛围的作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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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六瓣组合平面图、立面图 

Fig.4 Plan and elevation of six-petal combination 
 

接通道空间用于连接不同瓣数的单体，例如可以连接

三个三瓣单体或四个四瓣单体等。方案中还包括两种

连接模块，即主体连接模块和伸缩连接模块，见图 5。

主体连接模块的造型形似一只振翅飞翔的鸟儿，展现

出优雅、自由的姿态，曲线流畅且富有动感，仿佛随

时都能腾空而起。它将内部的中央弧顶与外部的主体

展示空间、入口展示空间和连接通道空间相连接。伸

缩连接模块则连接主体展示空间和连接通道空间。方

案通过改变伸缩模块的扇环角度来实现不同的模块

组合，随着瓣数的增加，伸缩模块的角度逐渐降低。

在三瓣组合时，模块的角度最大；而在六瓣组合时，

则没有伸缩模块。通过改变瓣数或整体个数，方案形

成了多种不同的组合形态，见图 6。每个场馆的组合

方式由场馆特点、运动项目和交互形式共同决定。本

方案将以上三者结合成一个系统，根据它们之间的联

系来确定最终的形态。 

 

 
 

图 5  模块爆炸分解图 
Fig.5 Module explosion decomposition diagram 

 

   
 

图 6  五瓣组合鸟瞰图、三整体组合鸟瞰图、四整体组合鸟瞰图 
Fig.6 Aerial views of five-petal combination, three-whole combination and four-whol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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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用分析 

本方案旨在探讨竞赛场馆、运动项目、交互形式

和设施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个系统以确定每个

竞赛场馆所对应的设施形态和空间。在该系统中，竞

赛场馆与运动项目之间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而场馆

特点则决定了设施的形态。同时，运动项目决定了交

互形式和应用空间。因此，本研究将从以上两个方面

进行具体分析。 

一方面，本方案对场馆与设施形态进行分析。由

于 2022 北京冬奥会场馆分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赛区，每个的场馆面积、地形等存在一定的差别，

所以方案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场地的特点采取不同的

组合方式。本方案对建筑占地面积和场馆总面积比值

进行分析，得到三个区间。通过分析数值得出冬季两

项中心、越野滑雪中心、云顶滑雪公园和高山滑雪中

心比值在 0~0.1；跳台滑雪中心、雪车雪橇中心、首

都 体 育 馆 、 五 棵 松 体 育 中 心 和 国 家 速 滑 馆 比 值 在

0.1~0.3；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和首钢滑雪大跳

台比值在 0.3~0.5，见图 7，每个区间对应不同的单体

模块或是整体个数，影响最终的方案效果。同时，本

次研究还对北京、延庆赛区场馆及张家口赛区场地的

形态进行了一定分析，通过对其具体长宽比值的计算

及划分，探讨地块形态和设施之间的关系。对数值进

行梳理，见图 8，北京冬奥会的竞赛场馆形态长宽比

分布在 1~1.5、1.5~3、3~5 三个区间之中，其将会影

响模块与模块间的连接形式，决定着每个场馆的设施

更偏向于窄长形态或是正方形态。 

另一方面，本方案对项目与交互形式进行分析。

本方案通过多重的标准将北京冬奥会的竞赛项目进

行详细划分，以匹配不同的交互形式。北京冬奥会共

有 15 个分项，其比赛形式各异，结合交互形式的特

点主要按照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划分。首先，根据项目

重视竞技速度还是观赏性进行分类；其次项目是否为 

 

 
 

图 7  建筑与场地面积比值分析 
Fig.7 Building to site area ratio analysis 

 
 

图 8 场地形态长宽比值分析 
Fig.8 Site morphology aspect ratio analysis 

 
团体运动；最后项目在比赛过程中是否借助装备。根

据以上三条标准将 15 个分项与交互形式进行具体对

应，如短道速滑和越野滑雪重视竞技速度，没有在空

中的旋转跳跃，则可对应 VR 交互进行体验速度感和

AR 二维层面的交互；花样滑冰和自由式滑雪注重动

作的观赏性，则可对应全息展示让观众进行三维欣赏

并与屏幕互动，将复杂动作简化处理；冰球和冰壶重

视团队的配合技巧，则可对应投影交互和地幕交互让

多人进行配合互动；雪车和雪橇需要借助相应装备进

行比赛，则可对应实体模型交互让人们进行互动，以

体验真实的临场感。每种交互形式由于其观众的互动

模式不同而应用在不同的空间中，结合场馆与设施形

态的分析，最终得到每个竞赛场馆具体的外部形态和

内部空间，见图 9。 

4.4  非赛时转化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在不同地区举办，在

闭幕之后如果意味着又产生出一处旧迹，那么其在当

地的影响力也会不断衰减，举办地的投入就会变成一

种挥霍。因此，加强冬奥会在非赛时期的传播效应变

得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文将模块化理论应用于北京冬奥会公

共设施的设计中，旨在创建一个可持续利用的系统，

使其在非比赛期间仍能发挥作用。赛事结束后，通过

改变模块组合的形式，这些设施可以适应不同的用

地，放置在举办城市的公园和广场中。设计师可以根

据场地比例，计算单体和核心设施的数量。这些设施

不仅是场地的亮点，还能传达冬奥会的内涵，以此纪

念冬奥会的举办。另一方面，冰雪运动主要在冬季进

行，并且常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因此亟需在全球范围

内推广，增加人们的参与度。本方案还可以将设施放

置在无法常年体验冰雪运动的地区，并通过设施中的

数字交互装置让人们感受冬奥文化。在下一届冬奥会

举办之前，这些设施可以集中到举办城市，并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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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竞赛场馆、运动项目、交互形式和设施形态之间的关系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venues, sports, forms of interaction and facility forms 

 
 

空间中展示，以宣传冬奥会的理念。设计师们可以运

用下一届冬奥会的标志性元素，例如会徽、吉祥物、

色彩系统和核心图形，营造冬奥会的氛围。此外，这

些设施还可以提供志愿者解说和赛事宣传等功能，转

化为下一届冬奥会的志愿者服务站和观众信息亭等

设施。 

最终形成了赛前宣传-赛时体验-赛后纪念的全

生命周期体系，旨在传递可持续发展理念，见图 10。

通过融入模块化理论，设施的安装和拆卸更加便利，

显著提高了运输效率和流动能力。设施主造型施工可

分为连接模块安装、主体模块张拉膜结构安装和张拉

膜安装三个部分。主造型安装时间预计为五天；室内

施工、设备电器安装和其他项目时间预计为六天，总

共安装时间预计为十天，见表 1。模块化理论的应用

简化了设施的安装和拆卸过程，缩短了施工时间，同

时减少了人力资源需求。在运输方面，造型连接主体

和张拉膜钢结构，拆装成符合半挂平板车宽度或高度

的尺寸，用 13.5 m × 2.3 m × 2.8 m 半挂平板车运输。

造型用铝板、钢材、玻璃、门以及多媒体设备等用

6.2 m × 2.0 m × 2.0 m 小型厢车运输。运输车辆在将

设施从制造地点运送至目标地点的过程中起到关键

作用。设施的尺寸与可用运输车辆相匹配，以确保运

输过程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图 10  赛前宣传-赛时体验-赛后纪念设计体系 
Fig.10 Design system of pre-game promotion - game  

time experience - post-game commem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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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装计划表 
Tab.1 Installation schedule 

时间（日）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备注 

连接钢构安装               吊装组合件

张拉膜钢构安装                  吊装组合件1 主造型施工 

张拉膜安装                      

电路安装                  

弧形龙骨安装                      

弧形铝板安装                      

地面地台安装                  

2 室内施工 

感应门安装               

LED 屏幕安装                       

拼接屏安装                       3 设备电器 

灯具安装                  

保洁                    
4 其他项目 

验收                 

 

5  结语 

当前，大型体育赛事的建设愈发重视可持续理

念，但是赛事中的公共设施在赛后会被大量拆除，真

正继续使用、延续赛事热情的设施数量却较少。模块

化设计秉承着可循环的使用模式，其绿色环保优势也

逐渐凸显出来，本文将其与公共设施融合将会是一次

有意义的尝试。基于以上，本文从公共设施对大型赛

事的积极助益切入，梳理大型体育赛事中三类公共设

施，总结出其在赛后都面临着大量拆除、延续赛事影

响的设施较少等问题。同时，通过对模块化设计的定

义、特点和优势进行详细分析与归纳，探索如何运用

其解决以上问题，形成了基于模块化的大型体育赛事

公共设施的设计策略。其在设计时需要注重实用功能

的提供、艺术造型的塑造、人体尺度的把握、适于场

地的组合和季节需求的满足等要素，更需要把握竞赛

理念的阐释、城市文化的表达和数字互动的结合等原

则。最后，本文以北京冬奥会场馆公共设施为例进行

具体的设计实践，通过对所需元素和遵循原则的整

合，梳理竞赛场馆、运动项目、交互形式和设施形态

之间的联系，以形成关系网络，最后生成具体的方案。

其还可以在赛前放置在举办城市中，通过人们体验冰

雪运动来渲染冬奥氛围；赛后放置在不能常态化参与

冰雪运动的地区，人们通过体验冰雪运动来感受冬奥

魅力，形成赛前宣传-赛时体验-赛后纪念的可循环使

用体系，以此突出可持续理念。最终希望为未来大型

体育赛事公共设施的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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