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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长聘教授，清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1993年和
1999年分别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士和博
士学位。2014年至 2015年任北京冬奥申
委工程规划部副部长、场馆与可持续发展
技术负责人、陈述人，2016年至 2022年
任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及首钢滑雪大跳
台规划设计总负责人。

带领团队攻克每一道难题

张利在清华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

士，从他身上能发现理工男对于建筑艺术

完美的追求。

在“雪如意”设计之初，张利带领团

队找了100多种包含“S”形曲线的造型符

号，包括祥云图案、圈椅扶手等，考虑到

“如意”的认可程度较高，最终确定

了它。

然而，张利对于“雪如意”的造型最

终能否付诸实践并不确定。“跳台顶部圆

张利：追求每一个完美的建筑细节
○展圣洁

台的直径需要达到八九十米，这在之前还

从来没有过。”考虑到“如意”造型的高

辨识度和与运动场馆的完美契合，张利还

是想试一试。“我询问了国际雪联前跳台

滑雪竞赛主任瓦尔特·霍费尔的意见，他

没有回答，我想‘可能完了’。等了十几

秒以后，他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行’。

这种感觉就是从绝望一下就有了希望。”

想到“如意”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张利带领团队一步步

攻克。“工程上比较大的挑战是顶部的悬

挑，这是4000平米钢结构的圆盘，自重大

概是3900吨。很明显悬挑越多越好看，但

是越多它就会越重、往下坠，所以就产生

了把中间挖空的想法。”在顶部的圆盘设

计上，张利起初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定式，

之后在和北京冬奥组委成员交流的过程中

得到了一些启示，难题得以解决。

追求极致完美的建筑细节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设计上，张利坚

持要呈现出轻盈的设计形态，与首钢的高

楼、冷却塔之间形成对比。“对于首钢滑

雪大跳台来说，运动员飞得很高，所以要

有很高的防护网。此前，国际雪联竞赛

管理的官员提出，要把防护网做成永久性

结构。”但张利认为，如果做成永久性结

构，首钢滑雪大跳台就不会那么轻盈，可

能会在某一段出现很笨重的形态。

经过和国际雪联竞赛主管官员的沟

通、讨论，如今，首钢滑雪大跳台犹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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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优美流畅的飘带，成为首钢老工业园区

的一道亮丽风景。

运动员从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起跳，可以在1/3秒内看到长城，这

也得益于张利的坚持。“国际雪联的专家

可以根据地形图，计算出哪个朝向对工程

最有利，但对于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的感

受考虑得比较少。”为了能让运动员出发

时有个好心情，张利专门给专家发了电子

邮件，告知自己的想法。“专家后来同意

了，认为转一下角度是值得的。”

为了能充分了解运动员的感受，张利

坦言，在设计过程中，自己会和运动员交

朋友、聊天。“如果不了解运动员，就不

能让他们更好地享受比赛的过程。”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冬奥场馆建设

张利与奥运有着不解之缘，这样的缘

分始于2008年。“当时我参加了顺义水上

中心的一个媒体项目，2014年，我被邀请

加入北京冬奥会的申办团队，从而了解到

这次冬奥会更关注的是‘可持续性’，这

正好是我的学术关注。”

在“雪飞天”“雪如意”的建设全周

期，张利坚持降低场馆建设能耗。“对室

外场馆来说，要降低场馆建设能耗一方面

可以增加预制构件的使用量，这就意味着

要先把一些部分做好以后，再进行组建。

运用这种方法最大的优势是，在建设过程

中即使某一部分破损，只需更改局部，不

需要很大的变更。同时，降低建设能耗还

可以尽可能应用可降解材料，减少混凝土

的使用量。”

张利介绍，张家口崇礼赛区的山体修

复没有采用传统的修复手段，而是采用了

由地方团队研发的矿坑生态修复技术。

“我们先用网覆盖在矿坑的边界上，然后

在少量的土上撒草籽，长出薄薄的草。这

些草可以固更多的土，有利于更多的植被

生长，这样山体实现以有机、自然的方式

进行修复。”

作为永久性竞赛场馆，“雪如意”在

后奥运时代也将继续承办国际、国内高水

平跳台滑雪比赛。张利说：“我们用到了

一些创新技术，当然最主要的是借助人因

技术，对赛后设施的利用和空间需要有的

形态进行更精准的推断，让冬奥场馆在赛

后能够真正服务于民生。”他相信随着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举行，

将会有更多筹办成果转化为冬奥遗产，不

仅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也为城市和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带来长期收益，在奥林匹克史

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

（转自《新京报》，2022年2月2日，有删改）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首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