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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1_E6_97_A5_E6_c57_615467.htm 每当在电视上看到航

拍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62岁的马国馨总是激动不已，

那是14年前他主持设计的体育建筑项目。如今，马国馨已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2002年

，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向国际奥委会送交的《申办报告》中，

由马国馨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众多建筑设计师完成的奥运场

馆及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方案，获得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好

评，为申奥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一名有着高深造诣

的建筑师，在参与规划设计众多大型体育设施的过程中，马

国馨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承担建筑设计生涯中的第一

个公共建筑项目北京建外国际俱乐部，他开始 与体育建筑结

缘 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还不到30岁的马国馨就作为项目设

计主要负责人之一承担了其建筑设计生涯中的第一个公共建

筑项目北京建外国际俱乐部的设计工作，俱乐部有1万多平方

米的面积，包括娱乐、餐厅和网球馆、室外游泳、跳水等项

目。 回想起当时的工作，马国馨至今历历在目。“对于这些

体育场地的规格标准，那时我并不很了解。建网球场地时，

从设计方案、施工图到现场施工都是在有经验的网协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完成的。那时搞体育建筑设计最大的感受就是要

学的东西太多了。”好在马国馨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对体育建筑设计有很多经验，曾设计了50年代的北京体育

馆、60年代悬索结构的北京工人体育馆、70年代空间结构的

首都体育馆等。一批老同志的倾心指导和马国馨自己孜孜不



倦的努力为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际俱乐部

的设计施工用了一年的时间，由此马国馨与体育结下了难解

之缘，对于体育建筑也有了深切的感悟。“对于不同体育建

筑的设计，首先要找准定位，是用于大型赛事，还是用于商

业运营，或是用于开展社区体育，要根据用途确定相应的规

模档次。此外，还要符合体育赛事的规则，在场地、高度、

灯光等各方面都要合乎标准，能让运动员发挥出最佳水平，

还要考虑安全等因素。”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申奥场馆

方案设计，每一个项目他都力求 将场馆设计得更科学 “说实

话，我做过的工程并不多，不像许多建筑师有几十项、上百

项作品。1983年我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习回到院里，开始接手

第十一届亚运会场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规划及设计。

从参加亚运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试做方案到国家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建成，整整用了7年时间。”7年中，马国馨和他的

同事们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设计中我主要看重两个方面：一个是群体设计的总效果，

一个是国奥中心的环境设计。在一些细节方面也注意功能的

完善，比如在全场实现了残疾人无障碍环境，这在当时全国

的体育建筑中也是比较超前的。”马国馨说。 “体育场馆要

建得科学，必须进行深入地调研工作。功能上要满足运动员

的需求，满足观众的需求，外观上要与城市景观和谐。在实

际设计中，需要考虑很多细节，有时一个细节没有注意到就

会影响到使用效果。” 从2000年起，马国馨带着年轻的设计

师们开始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场馆规划的设计工作。经

过一年半的规划、论证、设计和数十遍地修改，申奥场馆设

计方案终于完成，并受到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好评。 虽然



没有什么特别爱好的体育运动，但他是一位 衷情体育的建筑

家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现在我每天的运动就是上下班骑自

行车，但是我所从事的工作让我对体育有着特殊的情感。”

多年来，马国馨院士一直注意对体育建筑学科的一些前沿问

题展开研究，包括奥运设施的赛后利用问题、大型体育场的

建设和使用模式等，发表了许多论文，并对院内承接的其他

体育建筑设计项目进行指导。 凭借在体育建筑设计领域的丰

富经验，加上自己所进行的理论归纳和对国外信息的掌握，

马国馨作为主要负责人还承担了国家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

计规范》的编制任务，这套规范已于去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作为一名设计师，马国馨观看比赛也有着与普通球迷不同的

旨趣。“电视上转播一些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时，我常抽空看

一看。不光是为了看赛事，更主要的是想看看国外体育建筑

的结构和特色。”每年去国外考察的机会很多，马国馨总是

不放过任何了解国外体育设施的机会。多年的实践积累和敏

锐的观察思考使得马国馨对于体育建筑有了更深的感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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