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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等袁 就西安国际足球中心规划设计全过程

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袁可持续是其规划设计的核心理念遥 通过梳理西安国际足球

中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综合考虑与创新设计袁提出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在多功能

设计尧参与方协作上存在的局限遥 最后从球场前期规划尧中期建造尧后期使用 3 个

阶段袁提出院着眼球场全生命周期袁科学务实地进行规划设计曰贯彻落实环保理念袁
着力打造绿色球场曰增强整体韧性设计袁全面实现球场可持续发展遥
关键词院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曰可持续发展曰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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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Xi'an International Football Center忆s whole

design process byusing the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It believes that sustainabili-

ty is the core concept of its planning and designing. It puts forward the limitations ofmulti-functional de-

sign and cooper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of Xi'an International Football Center after combs the compre-

hensive considera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also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football stadium, and carry out planning and designing scientifically and prag-

matically,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trive to build a green stadium,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toughness design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tadium in an all-round way

from three periods (the early planning, the mid-term construction and the later use of the sta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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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渊简称亚洲杯冤原
定在中国举办袁 为此我国对标国际足联标准新建或

改建 10 座专业足球场袁 以满足办赛对于场地的要

求袁 这批高水平球场将为我国足球运动和城市发展

留下宝贵遗产遥一直以来袁足球作为世界上最受关注

的运动之一袁 其场地的建设为所在城市和国家的发

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是亚洲杯

新建的 9 座专业足球场之一袁 由英国扎哈建筑事务

所联合香港 iDEA 建筑师事务所及上海建筑设计研

究院共同设计遥作为当地新建的大型公共建筑袁西安

国际足球中心以鲜明的形象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成为

所在地区和城市的标志遥 近年来袁国际足联尧国际奥

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始终致力于通过体育的力量提

高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袁 并倡导在场地设施

建设尧赛事举办等多方面将承诺转化为行动袁推动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遥
为响应国际体育组织的号召袁 西安国际足球中

心的设计方尧业主方立足于球场的全生命周期袁从规

划设计方案制定尧建筑材料选用尧整体空间布局各阶

段着手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核心理念和目标袁全方

位实现球场的可持续发展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占地

280 亩渊约 0.187 km2冤袁总建筑面积 0.251 km2渊地上

0.162 km2袁地下 0.089 km2冤袁建筑高度达 62.5 m遥整体

结构为地上 6 层尧地下 1 层袁包含 1 座 6 万座固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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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的球场尧2 块国际标准室外训练场袁 并配有 62 个

VIP 包厢和 1 个中央主席台遥 项目由专业球场尧文体

中心以及配套商业三部分组成遥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

资料尧访谈设计师等袁探究该球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设计创新之处及存在的局限袁 以期为我国专业足

球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是典型因赛而建的专项球

场袁如今亚洲杯赛事虽已野爽约冶袁但乘亚洲杯之风建

造的球场将会成为推动当地体育长足发展的宝贵财

富遥 为实现球场的可持续发展袁设计方尧业主方等利

益相关者在规划初期就着眼于球场的功能定位尧选
址规划尧空间布局等方面袁使其能充分体现大型体育

建筑的经济性和公共性袁 从而实现球场全生命周期

的高效利用遥

从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出袁 国家

高度重视足球运动的发展袁 而专业足球场则是实现

足球快速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

对标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相关要求袁 拥有包含天然

草坪的专业球场尧 训练场及国际一流标准的配套服

务设施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既可发挥其高标准球场

的专业性袁 承接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内和国际各级

别足球赛事袁也可在其余裕空间内举办文艺演出尧会
展等活动袁从而为西咸新区聚拢人气尧注入活力遥 扎

哈建筑事务所提出该球场的设计方案旨在打造一座

极具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袁 未来该球场可发展为

展示西安古都形象的城市地标袁 成为陕西面向国际

的城市形象名片遥同时袁该球场的建成在一定程度上

也将弥补中西部地区专业化场馆建设的不足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

城中央商务区内尧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东侧尧复兴大

道的中间节点之上遥 选择该位置建设一座大型的专

业足球场院 一方面与位于西安东部的西安奥体中心

相呼应袁平衡城市东西两边的体育场地资源曰另一方

面将加快新区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袁 促进周边土地

增值袁带动周边经济尧文化等多领域发展遥 该中心所

处区域紧邻咸阳国际机场尧阿房宫高铁站袁虽然该地

区城际交通系统较为完善袁 但为满足未来使用时对

综合交通系统的要求袁缩短与西安主城区的距离袁沣

东新城进一步优化该区域的交通体系袁 周边地铁 1

号线尧5 号线已通车袁 以该中心命名的地铁 16 号线

预计于 2023 年初通车袁 届时 16 号线将零换乘连接

1 号线和 5 号线袁形成十字轨道交通线网袁和西安主

城区尧咸阳市形成 30 分钟地铁圈袁保证球场与主城

区间的可达性遥该球场位于刚起步的城市郊区袁属于

远郊型袁但随着近年来城市的不断开发袁球场周边的

住宅区尧办公区尧底商逐渐兴起袁常住人口和流动人

口增加所带来的人流量袁 既有助于提高比赛日的上

座率袁也可保证非比赛日的人气袁从整体上提升球场

使用率袁避免野白象冶的出现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包括赛场空间尧看台空间尧附
属空间尧外部空间等袁对于这些空间的利用袁业主方尧
设计方在初期已作出科学规划遥 除了积极承办各类

赛事来提高球场的使用率之外袁 还将会利用球场的

外部空间袁如疏散广场尧公共活动设施等袁打造全民

健身平台袁 加快补齐沣东新城的公共体育服务设施

短板曰对球场的辅助用房尧看台的附属空间袁未来将

通过多样化的商业模式予以运营遥 该球场所在区域

远离城市繁华区袁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袁尤其是商业

板块袁 通过对球场现有空间的有效利用不仅能发挥

大型公共建筑的商业价值袁增加球场收入袁也将激发

周边配套商业的发展潜力袁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同

时促进新区经济的发展遥

对于当代体育建筑而言袁 实现场馆的可持续发

展已达成共识袁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在规划设计过程

中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袁 立足于球场的整个

生命周期袁实现资源利用高效化尧环境影响最小化尧
建筑效能最大化的目的 [1]袁使其成为一座可持续发

展的球场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袁 城市的一些历史记忆

面临着消失的风险袁而对城市而言袁体育建筑是重要

地标袁也是城市规划中节点性的组成元素袁代表着地

区的整体文化符号 [2]袁具有激发城市活力尧唤醒城市

记忆的能力遥基于此袁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在前期阶段

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袁其外部造型的设计尧整体布

局规划等不仅具有明显时代特征袁 也蕴含着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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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和场所感遥
一是袁充分考虑气候尧文化尧地貌等因素袁结合城

市建筑特色和未来需求袁 在球场形态设计和建造过

程中选择适宜的体育工艺技术及材料以体现地域特

色遥 为了减少材料消耗尧降低造价袁主球场采用超轻

的大跨度索网屋顶结构袁 缩小了体育场主要结构的

体积袁实现了最小的负载和材料消耗遥 另外袁建筑形

体的设计是文化性尧时代性的体现袁西安国际足球中

心主球场在造型上不同于其他球场椭圆形或多边形

的外观袁以矩形呈现遥扎哈建筑事务所提出该球场的

设计方案是以西安十三朝古都的形象为出发点袁无
论是整体的设计风格袁 还是局部形态都融入了不同

朝代的建筑特色袁充分展现陕西的历史文化底蕴遥从
外部来看袁野上圆下方冶 的别致造型使该球场以地标

性建筑的形象展现袁并与周边景观协调一致袁未来将

以景点的形式串联起昆明池尧汉长安城遗址尧秦阿房

宫遗址等历史遗迹袁共同塑造周秦汉景观带遥在促进

当地体旅融合发展的同时袁 助力沣东新城形成 野两
带尧七板块冶的城市布局遥

二是袁设计时主动与城市环境尧社会生活完美

融合遥 从内部来看袁球场外观的设计将有效提高场

内空间的使用效率袁如开展小型赛事尧学生活动与

培训等时可仅使用下方座位袁 顶部作为景观平台袁
通过上下两个形态间的缝隙为下方的商业或展示

空间提供采光遥同时袁未来该球场可作为青训中心袁
满足职业足球俱乐部预备队和青少年各级梯队等

球队训练及比赛需求 [3]遥 另外袁扎哈建筑事务所沿

用一贯的风格打造大跨度刚柔结构结合体系的屋

盖袁以现代的手法再现周秦大跨度屋檐弧边袁使得

飘逸的大屋檐成为该球场最大的设计亮点遥 通过打

造大跨度屋面和通高立柱袁以及钢结构悬挑搭配空

间桁架造型与看台形成了五层大空间平台袁未来将

引入商家以提供零售服务袁成为可供观众或游客休

闲娱乐的空间袁在保障球场公共性的同时为其带来

经济效益遥

作为高能耗的大型公共建筑袁 球场主动肩负起

节能降耗的责任袁将绿色环保理念贯穿球场设计尧建
造尧使用的全过程 [4]袁积极运用绿色节能技术尧互联

网技术袁有效降低球场前期建造成本袁以及后期使用

中在能源尧人力等方面的支出遥
球场以绿色建筑工艺和材料为出发点袁 通过主

动的方式降低建筑能耗 [5]袁坚持节能减排和科技创

新相结合袁 从设计层面着手打造一座绿色专业足球

场袁并达到我国绿建二星的标准遥球场强调建筑结构

与自然采光相结合袁在双层索网结构的支撑下袁观众

席上方覆盖的半透明膜可使观众免受恶劣天气和阳

光直射的影响袁 同时保证场地有充足的自然光袁白
天仅使用自然光就能满足照明需求遥 另外袁球场结

合新兴的绿色技术袁在声光热水电等方面均进行了

特殊设计院第一袁球场在室外的球迷广场和周边绿

地均设置了雨水回收系统袁 结合海绵城市的理念袁
做下凹式绿地袁使其具有蓄水功能袁实现雨水的回

收再利用曰第二袁西安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袁夏热冬

冷袁 因此球场的外立面幕墙材料选用厚的双层玻

璃袁从而达到隔热保温的效果袁增强内部空间环境

舒适感的同时也能降低球场暖通设备的能耗遥 为满

足冬季的供暖需要袁球场开放式平台的附属功能用

房尧 卫生间尧 商铺都按照外墙保温的标准包裹曰第
三袁 基于成熟的 LED 灯光技术对球场进行泛光设

计袁在球场的屋顶尧马道以及各层平台上安装了视

频监控袁通过物联网打造场地照明控制系统袁减少

不必要的能源浪费遥
除此之外袁借助智慧技术打造绿色球场 [6]袁球场

从数字平台尧智能系统尧智慧运营 3 个层面出发袁结
合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优化场内的系统功能袁 设计了

一套完备的智能化运维管理系统遥一方面袁扎哈建筑

事务所注重球场生态环境的打造袁 在二至五层看台

外种植了大量植物袁 考虑到西安气候变化对植物生

长的影响袁各层休息平台都安装了智能化监控系统袁
用以勘测平台上植物的生长情况袁 及时捕捉植物的

变化袁保证其存活率以提升景观价值曰另一方面袁安
装智能安防系统袁 在各个观众出入口设置人脸抓拍

摄像机尧门禁入侵报警提醒等设备袁不仅从硬件设施

上为观众创造一个便捷尧安全的观赛环境袁同时也在

人力成本上减少支出遥

球场以观众为核心袁 采用一流的体育工艺对场

内各类附属空间进行精心设计袁 并提供可满足观众

需要的配套设施袁打造完美的观赛体验遥 首先袁球场

的看台分为 3 层袁共 6 万个固定座席袁就看台容量而

言该球场已达到举办国际级足球赛事的标准遥 为了

优化座位距离和视野袁 保证每个座位上的球迷都能

直观看到球场动态袁 设计方运用数字化工具对所有

座位进行真实的视线模拟袁使全场座席的 C 值渊视
线升高差冤 均高于 C60袁VIP 座席 C 值均高于 C90袁
为观众提供最好的视觉体验遥其次袁观众区是影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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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赛后使用率的又一重要因素遥 球场从空间上对看

台区做了层级划分袁 为不同特征和消费水平的球迷

提供差异化服务袁既能够使球迷获得不同的体验感袁
也体现出球场的商业化运营理念遥例如袁球场在大平

台三层的东西两侧尧四层的一周共布置了 62 个设施

一流的包厢及商务款待区袁 并在其周围布置了附属

服务区袁为观众提供餐饮尧零售等服务袁形成多样化

的社交和消费空间 [7]遥 这些包厢在平时可转化成球

场重要的商业配套部分遥最后袁对多方面的配套设施

进行优化提升袁 为观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和更舒

适的体验 [8]袁例如加入了智能寻车系统尧环绕立体的

声学设计尧变幻多彩的灯光效果以及野双超冶屏幕等遥
作为大空间建筑袁 球场投入运营后的日常维护

费用很高袁仅通过办赛售卖门票无法维持正常运转袁
所以其功能不应局限于举办赛事袁 还要承担起促进

城市经济尧文化发展等角色遥 因此袁设计方规划出大

片的空间用以与其他业态结合袁为未来多元利用与供

给多元服务奠定了硬件基础 [9]遥 例如袁在一层平台的

附属空间中规划了多个商铺门店袁 二层预留了一些

零售区域袁 这些空间未来都可提供不同类型的商品

售卖服务遥三层和四层以 VIP 包厢和款待区为主袁在
贴近外墙的区域集中布置了用餐区袁 未来可把这部

分区域改造成具有足球特色的主题餐厅袁 营造娱乐

性氛围袁 为家庭聚会或朋友社交提供服务遥 除此之

外袁一层门厅内部装饰极具本地特色且空间开阔袁层
高近 8.4 m袁适宜于举办各种会展活动袁或利用部分

空间建设足球博物馆以展示和推广中外足球的历史

与文化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袁

以赛时使用和日常运营相结合为落脚点袁 定位不仅

是体育建筑袁 更是一个具有休闲娱乐功能的大型公

共空间遥 通过对整体空间的多样化布局把体育运动

与餐饮娱乐尧文化休闲等功能相结合 [10]袁构筑为群众

提供休闲尧交流核心区的城市空间体系遥

纵观我国现阶段已建成或在建的场馆袁 大多为

某个大型赛事而建袁 较少将赛后使用作为前期规划

设计工作的重点袁因赛而建的传统理念并未被破除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是为亚洲杯量身而建的一座专业

足球场袁 尽管设计时对于球场的可持续利用已有诸

多考虑袁但在多功能设计尧前期规划等方面仍存在些

许不足遥

当代体育建筑的功能已由单一向复合型转变袁
大体上可分为主体功能和延伸功能两方面袁其中院主
体功能包括体育赛事尧演艺活动尧全民健身等袁延伸

功能主要体现在购物尧餐饮尧娱乐尧办公等方面[11]遥近
年来袁 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带动各类体育赛事逐渐

兴起袁但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袁国内赛事体系尚不够

成熟袁赛事功能仍呈低频化状态 [12]遥加之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袁 体育比赛这类高密度人群聚集活动被限

制袁 所以仅依靠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作为日后主营业

务难以提高球场使用率遥而且袁赛时与非赛时对场地

功能的要求有着很大的不同袁 设计阶段未对球场的

整体空间进行功能分区袁 将会影响球场余裕空间延

伸功能的有效发挥袁进而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袁造成场

地资源浪费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的商业区域主要集

中在球场外围的观众休息平台上袁 但受多方面因素

影响袁消防和疏散通道的设计难度较大袁且迫于工期

限制和安全考虑袁已核减的商业面积近 2 500 m2袁大
大缩小了商业运营的可用空间遥另外袁为满足国际足

联的要求袁球场草坪面层工艺选用了锚固草系统袁若
在场地中举办大型的演艺活动难免会破坏草坪袁且
未针对该问题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袁 所以草坪技术

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未来场地主体空间的多

功能使用遥

对于建设球场这种大型项目袁其参与主体较多袁
一般包括规划方尧设计方尧施工方尧运营方袁场馆的高

效利用需要各相关方之间有效协作袁 尤其是运营方

在各阶段的参与度将直接影响球场的使用效益 [13]遥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在前期规划阶段邀请了华润文体

作为咨询机构参与代建袁 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球场的

设计袁 但未明确华润文体将会成为运营方以及球场

将以何种模式运营遥 模棱两可的身份使华润文体基

于赛后运营对球场规划设计提出的打造足球主题商

业 MALL尧改包厢为酒店等建议被搁置袁在可持续利

用方面规划的决策能力有限遥另外袁陕西目前暂无中

超球队袁 唯一的中甲球队已将陕西省体育场作为主

场遥 一系列的因素使该球场未能提前吸引足球俱乐

部入驻袁球场未来的主要使用方仍未知袁所以设计方

无法从俱乐部使用的角度对场内空间进行优化设

计遥 未来若想满足俱乐部的使用要求袁 则需再次改

造袁难免增加改造成本袁但该问题可以通过设计时周

密考虑避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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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我国专业足球场的数量较少袁对于球场的

可持续发展亦关注不够遥根据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曳袁未来我国有意承办更多高级别的国际足球

赛事袁建设更多高标准尧绿色尧可持续的专业足球场

是大势所趋遥因此袁在借鉴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可持续

发展规划设计经验的基础上袁 从前期规划尧 中期建

造尧 后期使用三方面为实现球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

以下建议遥

前期决策阶段受功能定位模糊尧选址不佳尧规模

不当等因素的影响袁 一些球场在完成办赛使命后长

期处于野休眠冶状态袁未能实现可持续的利用袁造成严

重的资源浪费 [14]遥 因此前期的规划设计应从球场的

整个生命周期出发袁 在决策设计方案过程中综合考

量空间复合尧结构实用尧降耗节能等多方面因素袁实
现城市特色格局下的可持续发展遥对于此袁西安国际

足球中心在前期决策阶段就基于全生命周期对可持

续发展战略进行了有效整合袁 进而为球场未来高效

运行打下坚实基础遥第一袁建议球场的设计风格应结

合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周边景观袁 使其造型尧 结构等

与城市整体建筑风格融合袁从而成为代表城市形象尧
传播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遥第二袁在设计过程中根

据城市的经济水平尧足球发展现状尧足球氛围及未来

规划等合理确定球场的规模和容量袁 具体可参考城

市球迷数量尧球赛上座率以及投资预算等量化指标袁
而不是一味地求新尧求异尧求大袁从空间上避免场地

资源浪费袁实现场地资源的高效利用遥 第三袁球场应

从促进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袁 在外部的余裕空间规

划出商服尧旅游尧办公尧全民健身等多种类型用地 [15]袁
从总体布局的角度增强球场的适应性袁 使其在功能

和空间上与城市协调发展遥同时袁为带动地区内相关

产业发展袁聚集人气而营造适宜的空间袁带动周边土

地尧房产等资源增值袁对整个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袁并
通过触媒效应驱动城市结构的完善 [16]遥此外袁专业足

球场的总体策划要紧密结合所在城市的发展蓝图袁
尤其建设在城市新区的球场袁应在用地的规划尧交通

的构架以及环境的布置等方面预留一定空间袁 用以

满足未来城市更新的需要[17]遥

体育建筑是全国能耗总量中占比较高的建筑类

型之一袁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袁节能降耗已成为

场馆践行绿色环保理念的重要体现袁 适宜技术的应

用使其在节能减排上有着巨大的潜力遥 自我国制定

野双碳冶目标以来袁体育建筑领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袁
特别是在之前亚洲杯球场的建设过程中袁 主动把绿

色可持续理念贯穿始终袁 为未来专业足球场或其他

专项体育场馆的建设提供了示范性实践遥 而设计阶

段作为球场从无到有的开端袁此阶段对结构的设计尧
建材的选用尧 设备的配置等都直接关系到后期球场

运行时的能源支出遥 因此袁球场的业主方尧设计方应

增强绿色环保意识袁 在设计时采用主被动相结合的

绿色技术袁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球场的建设袁有效降

低后期球场的使用成本遥一方面袁合理的结构选型是

球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袁 应平衡球场造型的标志性

和实用性袁 避免过度追求建筑的特殊形式而耗费大

量建材遥通过借助实用性结构技术袁如顶界面设置屋

顶天窗尧选用 PTFE渊poly tetra fluoroethylene冤及 ETFE

渊ethylene-tetrafluoroethylene冤等半透明膜材料实现自

然采光袁 或根据所在地区的气候选择适宜的外立面

结构和材料以满足通风和保温的需要袁 降低球场在

采光尧暖通设备方面的能耗 [18]遥 另一方面袁出于赛时

和非赛时对设备差异化要求的考虑袁 球场应积极引

入数字化技术袁紧跟物联网最新发展动态袁开发应用

完备的能源管理系统以控制场内的声光热水电等设

备袁满足赛时与非赛时设施设备间的自由切换袁实现

全生命周期内的节能尧节水和环境保护目标遥西安国

际足球中心对于智能照明管理系统尧雨水回收系统尧
中水处理系统等的综合利用均可供参考遥

对于高标准专业足球场而言袁 承办各类赛事仍

是其主要功能袁但受限于我国足球联赛规模及水平袁
仅依靠办赛来盘活球场具有难度遥 若球场在建成后

仍能可持续尧常态化使用袁则需开发其经济尧文化等

多个功能属性袁在设计时不仅要关注球迷袁还要注重

吸引非球迷群体袁 使球场成为融合多种业态的复合

型公共建筑遥 因此袁在赛时功能方面袁建议从观赛视

角尧 声光设备尧 智慧平台等方面增强观赛体验遥 第

一袁主体场地采用下沉式设计袁去除观众与内场之间

的隔离感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袁设置多种类型的看

台空间袁满足不同消费水平观众的多元化需求遥另外

可运用数字化工具模拟看台 C 值袁为观众提供最佳

观赛视角遥 第二袁球场要重视灯光照明系统尧音响扩

声系统的设计袁为比赛营造更热烈的氛围遥尤其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袁 球场应更注重场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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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级袁如 5G尧全方位显示屏尧增强现实体验尧智慧

平台等袁打造智慧化球场的同时为野空场比赛冶的赛

事转播提供设施基础遥在非赛时功能方面袁应采用灵

活适应性的空间利用策略袁 为后期功能转换做好弹

性应变准备[19]遥 第一袁兼顾球场的标准化和安全性袁
充分挖掘场内余裕空间的商业价值袁 为打造体育商

业综合体提供空间支持袁 从而有利于实现球迷向消

费者的转变袁帮助球场自负盈亏袁减轻政府的财政负

担遥 第二袁利用球场外围的大面积空地袁打造全民健

身平台袁为周边居民提供日常锻炼的场地袁有助于球

场实现从体育场所向公共场所的转变袁 补齐地区全

民健身场地短板袁 从供给侧优化城市体育场地资源

结构袁为球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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