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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方，一级注册建筑师，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1996年和 2014
年分别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和博士学
位。北京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冰壶赛场设计总
负责人。从 2003年至今，郑方主持了北
京奥运会、冬奥会两次奥运会 7个竞赛场
馆的建筑设计，“水立方”“冰丝带”，
这些北京城地标性建筑均出自郑方之手。

建筑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郑方的建筑设计生涯起始于他的求学

之路。1988年，郑方以优异成绩考入建筑

学专业盛名卓著的同济大学。

和许多中学生一样，郑方也是在进入

大学后，才真正了解到自己学的专业是什

么。能绘图是对建筑师最基本的要求，上

大学之前，郑方并没有接受过美术基础训

郑方：二十年服务双奥  设计 7 座奥运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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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大学老师鼓励他：“你其他科目学得

都这么好，学美术也没什么难的。”

成为一名建筑师，要学习非常广博的

知识，从绘图、美术、工程技术到建筑

物理、建筑历史，“建筑师是一个‘杂

家’，一个博学的职业。”郑方认为，设

计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一片

空场地到形成建筑，其间要协调很多专

业，把结构、设备等协同安排到一个空间

里面，这是建筑师的工作。所以建筑师需

要学习各个专业的基础知识。”

在学习过程中，郑方也慢慢理解设计

和创作——建筑必备的功能之外，建筑师

还要有自己的信念，建筑要回答“时代的

问题”。

1996年，郑方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

来到清华建筑设计院工作。在这里，他跟

随庄惟敏先生，参加了清华大学综合体育

中心的设计。“每个体育馆占据的空间都

很大，都是超级工程。”从学院到工地，

他开始在设计中学习、研究技术复杂的大

跨度结构，为之后设计奥运场馆这样的超

级结构打下了基础。

后来，郑方师从庄惟敏攻读博士，继

续在建筑领域深造。2014年毕业的时候，

博士学位授予典礼刚好就在他参与设计的

清华大学综合体育中心举办。

从2003年开始，郑方主持2008北京奥

运会场馆的设计，与奥运结缘。他主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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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网球

中心等5个竞赛场馆，并圆满完成场馆的

赛后改造工作。

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7年

间他一直服务于奥运会。“2015年7月31

日，听到北京申办冬奥成功的消息，我

内心深处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尽我所

学，服务冬奥。”郑方这样说。

数字设计编织“冰丝带”

在郑方心中，用“科技、智慧、绿

色、节俭”这四个词去概括“冰丝带”最

贴切不过。在他看来，用弯曲的“冰”做

成丝带，蕴含了对自然的深层思考和刚柔

并济的智慧。“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非常

模糊的想法，就是一个透明的像冰一样的

建筑，而且还能够弯曲，带有速度感的线

条设计。”郑方说，“在我刚开始对建筑

效果的想象中，它透明、单纯、轻盈，但与

此同时技术上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需要透明得像冰一样，郑方第一时间

考虑到了与冰最相似的超白玻璃。但建筑

平常用的玻璃都是平面的，要想做成弯曲

的，工艺非常复杂。设计团队里也有建筑

师反对曲面玻璃，建议使用常规工艺或

者更换材料。但郑方对此非常坚持，他认

为，这是一个关于冰的建筑，超白玻璃最

接近冰的质感，不可替代，并且与刚柔并

济的风格相一致。2017年初，科研团队在

生产线上测试了不同弯曲的半径，研究工

厂成品率、视觉品质、工艺可行性。犹如

在科研推动设计的跑道中进行了一场马拉

松比赛，再辛苦艰难也要咬牙坚持，最终

郑方他们找到了工艺、性能和效果统一的

方法。

“冰丝带”的幕墙由3360块玻璃单元

拼装而成，经过几何优化的表面，不论是

向内的曲面还是向外的曲面，都采用了同

一个曲率半径，不到50%的曲面单元，仍

然保持了动感自由的效果。“从之前一个

模糊的目标，到一座真正的建筑，这个过

程，就像胶片一样慢慢显影。”郑方说。

从2016年第一张手工草图到“冰丝

带”落成的5年时间里，设计和科研团队

一直秉持“绿色办奥”理念。郑方拿冰箱

举例，“冰丝带”的比赛大厅就像是一个

大冰箱，里面有一块面积非常大的冰。

“要把这个冰箱的容积做得小一点，才能

降低空调、除湿等负荷，省电。”此外，

“冰丝带”还采用了先进的二氧化碳跨临

界直冷制冰技术，冰面下铺有100公里长

的无缝不锈钢管，钢管中流动的跨临界态

二氧化碳能保证冰面温差不超过0.5℃。

温差越小，冰面越平整，硬度越均匀，越

利于比赛。

“冰丝带”作为本届冬奥会唯一的新

建冰上竞赛场馆，承担速度滑冰项目的比

赛，产生14块金牌，也是冬奥会产生金牌

数量最多的单个场馆。场馆所在地曾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时建设的曲棍球场和

射箭场，这两个临时场馆也是郑方设计

的。郑方说：“这两个场馆原计划2008年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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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就拆除，它们的设计

使命就是用最节俭的方式服务奥运会。而

当2016年7月国家速滑馆设计竞赛开始之

时，所有参赛的建筑设计师们齐聚奥林匹

克塔看场地的时候，这两个场馆还没拆。

我当时觉得这地方我最熟啊，所以当时有

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在这里再做一次设

计。”

冬奥会让“水立方”变得更聪明

“水立方”是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

会设计的水上运动场馆，中国跳水队在这

里获得了7块金牌。来自全世界的奥运健

儿在这里打破了21项世界纪录，被称为

“最快的游泳池”。“水立方”现在已成

为北京著名地标。2022年北京冬奥会本着

可持续利用的理念，“水立方”摇身一变

成为了“冰立方”。

相比“冰丝带”的重建，“冰立方”

就地改造也并非易事，反而挑战重重。不

仅要在建造“冰丝带”的同时期，进行

“冰立方”的改造工程。最重要的是，在

郑方心中“水立方”代表了太多，这里有

他辛勤工作的记忆，有团队突破创新时的

精彩，也有他见证赛场传奇时的欣慰。有

太多的记忆在里面，如果真的如普通冰壶

赛场一样，将 “最快的游泳池”永久改

造消失，整个团队都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保留“水立方”这座建筑的灵

魂，郑方和诸多科学家们一起通过创新

手段，采用可移动拆装的制冰系统、可调

节的环境，实现了夏季和冬季场景自由转

换的“水立方”和“冰立方”，“水冰转

换”背后是可转换场地、可拆装制冰系

统、可转换环境和智慧场馆等技术的创新

应用。“冰立方”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

个水上项目和冰上项目均可运行的“双

奥”场馆。

实现了水变冰、冰变水的自由转换，

郑方说：“2008年建造‘水立方’时，运

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程技术；而如今2022

年，我国的建筑工业又有了巨大的进步，

冬奥会能继续推动我们先进技术的发展。

从这个过程来看，冬奥会让‘水立方’变

得更聪明了。”

奥运改变了我们每个人

经历两届奥运会，郑方从2003年开始

主持奥运场馆设计至今近二十年，作为服

务“双奥”的奥运人，郑方最大的感受是

北京从原来大量建造新建筑，到如今内涵

式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本届冬奥会，北京

赛区五个冰上竞赛的场馆，有四个是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场馆。郑方说：“对冰雪

体育、可持续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环境

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观念上的转变。”

“奥运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郑方

深刻地感觉到，参与冰雪运动的人越来越

多。“冰丝带”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赛后

利用的问题，“‘冰丝带’是按照使用寿

命100年去设计的，将全面向公众开放，

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都在这座建筑里找到

自己喜欢的地方。”

谈到这一点时，郑方的脸上满是笑

容。他说，他还记得，有一次在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跑步，满天彩霞，他停下脚步看

到许多人和“冰丝带”拍照合影，那一刻

他觉得无比自豪。

“作为一个建筑师，有幸设计这些奥

运场馆，为这座千千万万人生活和热爱的

‘双奥之城’描绘辉煌的画面，创造美好

的场景，是我一生的荣耀。”郑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