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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A5_A5_E8_c57_614794.htm 【主持人】今天是

北京院和设计师俱乐部和DCB国际设计论坛，利用今天下午

组织这一次活动。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几位主讲嘉宾，一

位是在我身边北京院总建筑师王兵先生；王兵先生今天讲题

是国家体育馆设计简介；另外一位就是中国建设院周庆林周

工，仍然是国家大剧院创新与安全的讲题；另外一位主讲嘉

宾是新北京、新奥运城市氯化锌行动这样一个讲题，主讲嘉

宾是德国张玉强先生；另外就是为这一次组织和安排付出辛

勤的劳动DCB国际设计论坛以及范思设计的吴玉女士；另外

一位嘉宾是建筑设计院德高望重的王建林先生。我大家基本

上都认识，我是设计师俱乐部的谢海涛。今天的活动一方面

很多设计界的来宾交流的机会，也正好是院里面进行建筑师

培训这样一个安排。首先有请王兵先生给大家介绍关于建筑

方面的主要讲题，谢谢。 【王兵】各位同仁下午好，借这个

机会，因为奥运会的工程都挺抢眼的，每一个社会都很关注

，媒体也都是连篇累牍进行报导，但是目前我们做的项目应

该说轰动的效应没有鸟巢水立方那么大，但是也是奥运会比

较主要的几个场馆之一。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或者是

向大家汇报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我把我们关于国家体

育馆的设计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就

这个工程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也想通过体育

馆的设计，就是最后完成的设计来看一看我们奥运会从申办

成功到筹办过程当中，我们在审美上，在意识上发生的一些



值得寻味的变化。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想能够有这样一个

机会提出引子，大家也都讨论一下。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全社

会范围内也挺普遍的，尤其是文化界争论也很多。 【王兵】

在汇报体育馆之前我介绍一下工作的平台和背景，北京市建

筑设计院在2002年10月份成立一个体育建筑工作室，这个工

作室的前身就是我们原来配合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们

有一批人从99年底、2000年初就做这个工作，曾经参加过第

一次大规模的竞赛，那个时候叫做北京国际展览体育中心，

也就是后来的奥林匹克公园，参加这样一个竞赛。在申办成

功以后，这个团队又参加了第二次竞赛，那就是奥林匹克公

园的竞赛，后来又参加了国家体育场的竞赛。再后来这个平

台对奥林匹克控制性祥规也做了一些工作，和其他兄弟单位

编制了奥林匹克控制性详规，现在已经告一段落，现在从事

就是从领导到社会，整个对于奥运的观念、看法、认识不同

所进行调整工作，这正在进行调整之中。这是目前工作室成

立以及近两年的工作，目前工作室有不到20个同志。 【王兵

】国家体育馆项目它是位于奥林匹克公园，老鸟巢和水立方

构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就是我在地图上画圈的部分，下

面就是水立方，东侧就是鸟巢。整个建筑周边的环境介绍了

水立方和鸟巢，北侧就是国际会议中心，西侧这一块用地是

数字大厦，上面这一块地和下面这一块地是公共建设用地，

在奥运会期间不准备建设。周边建设的高度基本上沿着中轴

线这一侧控制在45米以内，现在已经开工的这些建筑来看，

水立方30米左右，会议中心高点在40米，在它西侧的建筑总

的高度大概是60米，这个馆是介于水立方和鸟巢中间。从周

边的道路来看，周边都是主要干道和次干道，其他的公共交



通也很发达。目前图上画蓝点是大型的公交车展，咖啡色这

个点是地铁奥运支线，也就是总体规划8号线。 【王兵】这

是我们现在国家体育馆的用地情况，总的用地面积是6.87公顷

，长边是335，段边是208，目前整个地势平坦，基本高差

在50公分左右。这个馆在奥运会期间主要是进行体操比赛，

不包括艺术体操，手球的预赛奥林匹克中心，赛后可能要成

为北京市很重要的体育设施，从这一点来看，奥运会就出现

了4个万人体育馆，老的是工体，还有首体，新的就是国家体

育馆和五棵松体育馆。另外把全民建设和大型活动，场馆的

赛后利用结合起来。 【王兵】工程项目基本上是由三部分组

成，一个是比赛的主馆，另外就是近邻的热身馆，还有周边

的室外环境，赛时可以容纳1.74万人，赛后能够容纳2万人，

总的建筑面积是8万平方米。由于这个馆太大了，另外在奥林

匹克总体规划对天际线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这个馆采取下

沉的方式，就是比赛场地在自然场地下沉3.5米，这样建筑的

高度最高点是38.6米，最低点是21.5米，这两个高度都是建筑

高低自然距离地面的高度。我后面会谈一下这个馆设计的想

法。我在这里说一下这个馆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问题。 【王兵】这是总地面，基本上是因为下沉，黄色

是上坡，蓝色区域是下沉的部分。因为体育建筑室外疏散广

场是很重要的地方，另外很多临时设施也都在这里，黄色部

分是室外的储藏空间。这是人流方向，这个人流交通设计是

有一定的关系的，也就是建筑的东侧是主要的人员方向。机

动车上考虑，我们考虑整个用地的北端和南端，也就是正义

路和成府路上建立下沉广场，建立在西侧，我们为场馆的平

时使用提供运动员媒体VIP，包括官员的出入口。 【王兵】



这张图是奥运会期间运营组织图，现在图灰色区域是我们前

院，也就是观众区，黄色区就是奥运会后院，也就是奥运会

所有后勤保障区域。包括室外媒体区域，室外物流区域，还

有VIP、媒体和特种车辆停车的区域。这张图所反映的就是在

奥运会期间，我们的体育馆安保线控制的范围，在整个用地

的东侧，这三个口我们是留给观众的，留给观众的口只是有

验票的设施，也就是观众进入奥林匹克公园，根据奥林匹克

公园整体运营的规划，就是观众进入公园本身是要进行安检

的，作为观众持有当天当场的票，可以进入体育馆，他不需

要安检了，但是对于媒体、运动员、竞赛官员这些人，他们

是乘坐奥组委提供的巴士进入到体育馆里来，有指定的环线

来进入，通过在建筑安全围档下车，通过安检进入到场馆。 

【王兵】这是一张人流组织图，观众主要是从东侧进来，赛

事管理、VIP、媒体都是从西侧进来。这是除了媒体微VIP，

赛时的车辆，包括安保、消防和紧急救护这些车辆，这些车

辆是可以直接进入体育馆赛时用地的。 【王兵】我再把各层

简单的情况介绍一下。这是地下车库，可以停放470多辆车，

有2个过道和下沉广场相连，同时也和景观西路公共停车道相

联系。这一条公共联系通道也是奥林匹克公园在详规里面我

们认为是相对亮点的工程，和目前中关村西区，和目前所做

的金融街都采取了相同的交通模式。但是只不过规模不一样

。中关村西区联系车道的地区只有1.8至1.9公里，而我们奥林

匹克的车道将近6公里。奥运会所有的观众只能做公共交通过

来，地下室给奥运会，包括支援者和临时设施使用，目前咖

啡色这一部分主要是为了场馆正常使用的机房，红颜色主要

是安保停车在这里，耦合色是要员避难的场所，这一次雅典



的奥运会有10亿欧元用在安全上，和国际的大环境有关系。

实际上北京这一次奥运会安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王

兵】这是首层平面，基本上是这样的方式。中间的区域是我

们的比赛场地，它的尺寸大致是43×73.5米，这个尺寸和我们

现在已经存在的馆差不多，首都体育馆是40×80米，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的体育馆是40×70，我们这一次设计由于是体操

场地所以比较大，北侧是我们提供非常大的热身设施，应该

说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两个馆中间这是运动员的设

施，绿色是媒体用房，咖啡色是微VIP，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所

说的贵宾休息用房，专用电梯可以通过夹层进入观众席位进

入贵宾席。场地的东侧和场地南侧是我们赛事管理，包括裁

判员的休息室，包括国际单项协会，国内单项协会用房，包

括计时计分机房用房。 【王兵】在上面观众层是6米边高，

我们比赛场地在自然地平高2.5米，观众从这个道路过来是通

过上两个缓坡，是3％至6％之间，3％比正常的面陡一点，6

％比立交桥道路略陡一点，所以人行没有问题。在西侧赛后

作为观众的出入口，奥运会期间我们作为媒体的出入口和VIP

，这是赛后的情况。 【王兵】包厢层赛后赛前也不一样，赛

时有VIP、赞助商和安保的用房，另外也有赛时用的机房。赛

后都恢复了包厢的功能，这一平面是楼座观众休息区，通过6

部电梯能够直接联系起来，所以观众的疏散非常方便。奥运

会期间中间这一部分紫色是VIP和微VIP的席位，总共是386位

，两边绿颜色是媒体的席位，这一部分媒体的席位都是通过

临时的，就是说普通的观众席排两排变成一排。 【王兵】馆

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下面我想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稍微

延伸一下，实际上国际体育馆也是通过国际招标这种模式去



做的方案，只不过它和水立方、鸟巢所采用的招标方式不同

，那两个是国际招标方案，国家体育馆是采用法人招标的方

式，它和运动员村是作为一个包对外发布的，只招法人，法

人带着方案，就是法人自己去带组织竞赛，或者是直接委托

带着方案过来。以城建集团为主的联合体，最后中了法人标

。 【王兵】这个方案，就是设计方案在法人招标里面大概仅

占10％几，也就是所占的比例很低。你的方案好还是坏，对

你是不是能够取得法人标，它的作用影响不是很大，它和鸟

巢和水立方不同，那个是你方案好，抓眼球就中，这里面不

见得，这里面中的因素有可能经济、金融、管理方方面面，

包括你集团的资金的信用，你的精力，规模都很有很大的关

系，你对政府提供的承诺多还是少。所以当时取得方案，也

就是我们图片上看到8字型绿颜色的方案，这个方案通过招投

标，是在2003年8月份。 【王兵】这个方案当时设计的想法实

际上，首先是利用主馆、副馆赛后运营模式，另外它的设计

构思起源于我们国家挂在脖子上玉的护身符那种纹理，另外

组成了8字型，象征了2008，另外也迎合中国人视8为发的意

思，这有很多的寓意。但是由于是法人招标，另外前面“大

哥”、“二哥”轰动完了，老三宣传没有那么大，所以产生

波澜轰动比较小一点。 【王兵】从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来

看，真正核心建设是鸟巢，所以从做总体规划利益以外，也

就是鸟巢以外我们作为一个背景，我最早放的总平面大家可

以看出来鸟巢是鹤立鸡群，处在非常中心重点的位置，其他

的鸟巢以外的建筑都是规划非常整齐，所以当时就想创造一

个背景这样一种情况，使鸟巢又是放在坡地上，又是有非常

独特的造型，不论在高度、体量、造型、包括建筑使用的方



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兵】这样应该说体育馆，尤其是中

轴线以西的这些建筑，我们从总体规划来看不希望做的太跳

，不论在颜色上还是在形状上，希望它能够和周边的整体环

境要协调，要形成一个大的背景。沿着景观路，从南到北要

形成这样一个建筑墙的感觉，也就是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建

筑界面，8字面这种形状应该说和整个总体规划感觉到不是很

协调。 【王兵】所以这个方案一产生，不管是群众投票，在

业内包括领导对于这个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想法。但是

后来通过规委，业主希望对于这个方案进行修改，所以

从2003年10月份开始，中标的设计单位就对它进行修改，一

直修改到1月份，修改几个方案以后，说心里话国内的设计院

和国外的设计公司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很相同，就是

国内的建筑事务觉得在坚持原则方面比国外同行差很多，我

们看重钱和利益，对于创意的坚持这一点做得很不够，这当

然和我们国内建筑师所处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王兵】所

以这家公司改来改去脱离不开这个形式，也就是做了方案到

有关领导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原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有的领导甚至会说改完还不如原来的，所以这个事就一直拖

着。包括我们整个奥运工程，过去这一年方方面面的因素，

出现了很多原地踏步或者是进展很小的情况，很多的状况、

情况和国家体育馆面临的情况是相似的。 【王兵】就这样一

直拖着，拖到2004年8月份，中资公司代表国家计委对这个方

案进行可研审查。在审查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的知识分子

的老专家还是敢说话的，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从没人明

确提出来这个方案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这一次专家评审会

提出来了。首先与会的专家有一位专家是来自国家大剧院，



这位专家在我们介绍完方案的情况之后，他发言就说国家体

育馆的屋面的展开面是38000平方米，国家大剧院是35000平方

米，也就是不要看这个馆感觉小，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了，

但是它的展开面积比国家大剧院还要大。 【王兵】另外大家

看到那个8字型，因为我们针对这个方案一直做了初设，顶部

采取全部都是自由的曲面，国家大剧院子少还有1/4是对称的

，有4个部分是一样的，施工和设计的难度这两点来看，应该

说体育馆比国家大剧院有过之。另外从选择的材料来看，国

家大剧院整个的屋面，包括钢结构，包括钢结构下面一些防

火材料，大概是3个多亿，这个馆采用的是玻璃钢的饰品，目

前是研制的产品，也很贵，大概在200欧元/平放米，所以根

据这个情况，专家就提出置疑，一个是施工的进度，施工难

度这么大，进度能不能保证，这是第一点。 【王兵】第二点

就是资金的问题，资金是否能够保证，因为国家从北京申办

奥运会成功以后，就提出要节俭办奥运这样一个原则，国家

计委对于奥运会主要的场馆，在资金上管的或者是控制的都

很严格。从前期的鸟巢，一而再，再而三去瘦身，大家都看

到了，审查出现了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对

这个方案提出了一定的否定意见。 【王兵】时不凑巧，这个

方案如果早一点审批就不会出现颠覆性的意见，大家看到的

就会是绿的8字型的建筑拔地而起，而这个时候10个院士就上

书国务院，提出奥运会违反节俭办奥运的要求，不符合国情

，北京市在10个院士上书之后，就对奥运场馆展开了为期接

近半年的时间进行优化调整，赶上这个时候，所以体育馆方

案因为存在这些问题，领导们不希望国家体育馆再出现像鸟

巢类似这种情况，开工以后再去减钱，去优化这个、优化那



个，最好是把它控制在方案之中，所以就对国家体育馆的方

案进行比较大的优化调整。 【王兵】我为什么说还是属于优

化调整，大家虽然看到8字型绿色的和透视图觉得是两个建筑

，优化还有一定的调整，主要就是平面调整布局前后还是有

连贯性的。所以说国家体育馆的方案，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

产生，国家体育馆方案调整之后的目标第一要满足奥运会比

赛要求；第二要满足赛后长期运营；第三要充分体现节俭办

奥运的精神；第四市领导说这一次优化调整能不能借机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第五就是满足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要求，

与周边环境协调。大家一开始看到国家体育馆波浪型的屋面

，外围的一些玻璃幕墙，包括采用中国文化纸扇的构想就是

在这个大背景下实现的。 【王兵】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

了2008年奥运会申办权之后，正好那一天我在北京广播电台

，欢呼声包括长安街上很多人从车天窗上站出来，心情都很

激动，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被胜利重婚头脑的感觉，有一种自

己盲目自信自大的感觉，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在社会上普

遍存在。所以我们也提出了要举办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奥运会

，对奥运会体育场馆的招标也国际招标，而且所有的招标都

是选的世界上在这个方面最有经验，比较大的设计公司来参

加。 【王兵】前两天我没事翻《建筑创作》，我看到王颂

在2004年第3期“视点”中说对这一现象的描述，那个时候大

家感觉是另类，而现在跟我都一样反省过来都批判以前，但

是我觉得这一段文字的描述是一针见血。这里面我稍微颠倒

了一下，首先就是竞赛要吸引业主的眼球，也是领导，只不

过方案看得时间长一些。评委的眼球也好，公众的眼球也好

，抓眼球那个时候还是社会上普遍议论的一个话题，这个方



案没有创意，你就无法去中标。而且那个时候国内非常热衷

于搞大型的设计竞赛，这个竞赛如果不是国际的，不是全球

的竞赛不上档次。 【王兵】我个人的感觉，包括CCTV，就

是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项目在内的一批招标，这一点我和王颂

同志一样的感觉，就是形式放在了首位，把使用功能，建筑

真正的真谛的东西放在次要，也就是形式主义占了上风。这

里面包括鸟巢。鸟巢的方案，因为我代表领着一些人也参加

了鸟巢，或者国家体育馆的竞赛，今天来听的也有我们团队

的人。实际上当时鸟巢这个方案，我第一见眼看见就觉得恐

怖，像见到犹太人纪念馆的感觉，第二感觉到比较杂乱，但

是看多了也觉得不错，现在达到了没有差别的境界，这是我

们当初第一眼看到鸟巢的感觉。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实实在在

的，包括用钢量，一而再、再而三去优化，现在达到4万多吨

，实际上4万多吨这个数也是很恐怖的一个数。 【王兵】我

给大家报一个我知道的确切数字，像首都机场2号楼30万平方

米钢结构，也不外乎7000吨的钢材，是我们鸟巢的1/6，国家

体育馆做的是4000吨，是鸟巢的1/10。且不说是8万吨，哪怕

优化到4万吨，在我们中国民用建筑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后来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奥运，看待我们

自己所产生必然的结果。 【王兵】另外选用这个方案还解决

不了火炬怎么放的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招投

标的项目，这么大的问题在投标的时候都没有暴露出来。当

然水立方也存在一点问题，但是它的问题比鸟巢略少一些，

包括外围结构有5米厚，从使用上和经济上是否合适；另

外ETPE在民用建筑上，首次这么大规模的使用，它会带来什

么问题；对于游泳馆采用半透明的材料，赛后节能是什么样



的状况，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王兵】在奥运场馆从2001年

底开始到2004年7月份，这两年多的时间出现转变，我觉得这

是人们在转变过程当中难以避免的过程，这一直也是建筑师

所困惑的形式和功能之争，从古典建筑到现代建筑，到后现

代建筑和解构建筑，就反映出形式到功能到形式这样一个转

变，当然这种循环还将进行下去。王颂同志说到“流水别墅

”被评为2000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十大建筑之首，一个不太好

住的房子给了这样一个奖，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和功能斗争

的结果，也就是形式主义占上风的结果。在美国这样一个国

家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何况中国。 【王兵】当时国家体育馆这

张照片，刚才我已经说到专家没有责任，领导没有责任，我

们也没有责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热，都缺乏一个冷

静的态度去看我们周边的世界，去看待问题。我们投体育场

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因为这么大一个投标，我们肯定要有

一个务虚会，在这个务虚会上，尽管它好使，但是我们不会

做一个平常的体育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心

态。包括气球的概念，或者是飞体的概念，为什么我们的决

策这样做，我们请三菱重工，请飞行单位配合研究可行性，

实际上也是想做抓眼球的东西，包括升起和赛后结合的问题

。我们想既能抓眼球又能自圆其说。 【王兵】现在反过来看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当形式占上

风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尤其是我们国家在社

会公共权利过大。我看到报纸上写到美术馆这样一个大型建

筑不搞国际招标，看到了一些希望的曙光，但是我也觉得不

能够够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不管

是国内竞赛还是国际竞争，关键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需要什



么。作为建筑师在形式与功能，眼球与理智这当中，我们应

该怎么办。谢谢大家！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