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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最大的社会事业项目，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牵

动每一个南京人的心。26日，经过市民的投票、专家的评审

、领导的认可，由澳大利亚HOK体育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6

号方案一致通过。昨天，记者赶至承建和管理奥体中心的江

苏省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请专家解读6号方案，

让读者先睹为快。 南京人开放式的“起居室” 【南京日报报

道】据说，6号方案之所以被大家一致看好，不仅在于它的建

筑群整体风格一致，各个场馆和谐，外形以曲线拱体现了力

量、运动，更多的在于它的设计理念。 记者在澳大利亚HOK

体育建筑设计公司呈交的装帧精美的《设计报告书》上看到

“人民家园”四个字，上面说：“为南京人创建一个‘人民

家园’是我们的首要理念。不论当时是否存在体育竞赛或者

文化活动，它都会是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场所。这个开放

性的空间需要关照和尊重周边环境，需要与历史名城南京的

地位相适应，并且为它增添光彩。” “仅是比赛场馆不是我

们的出发点”，省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程师孙向东向记者解释说，“但‘人民家园’说得又太

大了，我觉得把它定位为‘城市起居室’更合适。之所以用

‘起居室’这个概念，在于它是群众生活不可缺少的、使用

率最高的、期间的活动最丰富的等等。”正是这种对群众开

放式的设计理念赢取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为组长的11

位专家的认同，他们的评价是：“该设计方案创造了一个优



美、亲切的环境，广大市民、游客必将乐于前来游玩、观光

；该设计场馆使用功能齐全，既能满足举办国际单项、国内

综合体育竞技比赛的要求，又能满足体育中心多种经营的需

要，与现代体育中心的建设要求吻合”。 的确，奥体中心更

像个大的公园。记者在设计规划图上看到，体育场馆的周围

散落着草坪、绿地、整齐匀称的步道、室外风景空间，加上

外围配套的餐馆、大型超市等，市民在里面玩一整天不成问

题。从更高层次上说，这个集体育、娱乐、商务、文化为一

身的奥体中心还将为河西的持续发展发挥作用。 孙向东非常

有信心地说，到2004年底，奥体中心不仅是全国一流的最美

的体育中心，而且就像东方明珠一样，奥体中心将是南京新

的地标、新的景观。体育公园不收门票既然设计理念定位为

“南京人的起居室”，那么2004年底建成的南京奥体中心收

不收门票呢？“奥体中心是开放式的，不设围墙。”孙向东

向记者介绍说，除了像主体育场那样的设施是留给体育比赛

用，绝大部分的场馆设施都是向市民开放的，而且免费。 记

者在规划图上看到，几乎在每一个比赛用的主馆边上都有一

个向群众开放的附馆，比如主体育场边上的附馆和主体育馆

的附馆，是群众健身、社区体育活动的好去处；主游泳馆边

上的次游泳馆是市民全年戏水的地方；网球中心除了比赛和

训练馆外，还有14个公共网球场。平日里，年轻人可以免费

享用8个室外篮球场、室外排球场、足球场，老年人可以免费

享用门球馆，儿童体育区则是小朋友的乐土。 由于奥体中心

本身就是一个体育公园，其中的绿地、草坪、林荫小道、水

面都是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而设计规划中为公共艺术、

城市雕塑、街头表演、露天市场等参与性娱乐项目和欣赏性



娱乐项目创造的博大空间更是休闲的地方。 没有门票收入，

建成后的奥体中心靠什么维持？孙向东说，靠高层次的市场

运作保持它的活力。据悉，以往的社会事业项目都是靠政府

财政投入，由于定位为比赛场馆，大多数的场馆平时都闲置

着，光养它国家就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而奥体中心在设

计时就充分考虑到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纳税人的健身需要，因

此此次奥体中心从建设、运营，到管理都是一次改革，都将

用新的理念、措施来建设管理国有资产。省委书记回良玉在

考察时就对奥体中心提出要求：“国内一流，省市合作，市

场运作。”孙向东说，只有高层次的资本运作，奥体中心才

能满足群众不断提高的健身需求。 奥体中心科技含量高 6号

奥体中心设计方案，处处体现了高新科技带给人们的美妙体

验。 据孙向东介绍，建成后的南京奥体中心将在各方面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 高科技的使用，首先体现在建筑材料的选用

上，就拿主体育场顶棚的建筑材料来说，其表层采用的是增

强聚碳酸脂合成材料，这和悉尼奥林匹克体育场十分地相似

。选用这种高科技的先进材料，优点自然是不言而喻。一方

面，这种材料很轻，使得顶棚使用的钢材相对减少，整体感

觉精巧别致；另一方面，这个轻体构造有一定的透光性，遮

阳不会产生明显的阴影，这样就可以优化体育运动光线，提

高电视转播质量。 其次，方便快捷的通讯设施也为与会的媒

体记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每个体育场馆的记者席上都配

备了电脑接口，记者们在座位上轻击键盘，就可以随时把每

一个场馆的最新赛事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往外界。 体育中心

的裁判自动化设施和电子计分系统也将是最先进的。其中有

很多采用了光电操作，比赛一结束，运动员的成绩立刻就能



在大型影视屏幕上显示出来。约30多个不同角度、不同位置

的电视摄像头可以对运动员的比赛进行全过程跟踪，将任何

细节准确摄入镜头，避免了人工操作可能产生的判断失误，

也可让观众反复回味比赛的精彩片段。 根据体育比赛和文艺

表演的不同要求，体育中心将分别配置两套音响，灯光则是

有利于运动员充分发挥成绩的无影灯。此外，先进的门票条

码扫描系统、供商务包厢观众使用的智能化通行卡系统、多

入口的保安控制系统和媒体记者通行证检入系统也将达到国

内一流水平。600个贵宾席前面配备的互动电视屏幕，可以让

贵宾在欣赏体育比赛的同时，检索其它赛场的实况。 此外，

奥体中心的保安管理也非常先进。入口的设备能检查出观众

有否带有危险物品，合理的人车分流能让8万观众在20分钟

至30分钟内疏散完毕。 绿色环保堪称一流 “建筑健康的、提

高生活质量的、无愧于下一代的建筑物和社区环境。”这是

南京奥体中心的环境规划原则。6号方案结合了许多富有创意

的设计，能够有效降低能源花费，充分体现了贴近自然和可

持续发展的国际环保潮流，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绿色”体育中心。 这一点，仅仅从几个细节之处就可见一斑

。 为了节约用水和利于水资源的再利用，奥体中心在采用低

流管线和节水器具的同时，通过巧妙的设计，可以将雨水进

行收集，再次用于卫生间冲刷和庭院灌溉。 充分利用阳光调

节室内温度也是这套方案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亮点，其最典型

的代表要数建筑在体育中心区最精华位置的游泳馆。它的建

筑广泛使用大面积的玻璃墙面和屏幕，经过过滤的阳光可以

进入游泳馆内。冬季利用太阳能可以提高水温，夏季调整可

移动墙面的开放程度则可以调节室温，使得游泳馆能够全年



开放。这样一个利用太阳能调整水温和室温的开放性环境，

降低了能源消耗。此外，建筑外部的椭圆形外观和用来反射

日光射线的可移动天窗，也都有助于散热。 设计方案还提出

了采用优化环境建筑系统、栽培关怀和美化环境以及预先规

划建筑材料的回收和循环利用等设计理念。实际施工时将挑

选在建筑和维修中污染程度小、废弃物少、无毒害性的并且

可恢复的材料资源，并将采用江苏当地的植物资源美化环境

，并注意寻求恢复或提供野生动物回归环境的方式。 正如设

计公司在其设计报告书中所说：“建筑的持久恒新由建筑、

人、娱乐及环境之间不断的结合而成。”他们承诺，到2005

年，出现在南京市民面前的将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

“绿色”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记者 凌曦 本报实习生 汤晓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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