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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2005 级工

学博士，教授级高

级建筑师，清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建筑策划与设计分

院院长。作为建筑

负责人参与设计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迁建工程、清华

大学新建光华路校

区大楼、玉树藏族自治州行政中心等工程项目。2022 北京冬奥会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执行负责人。

张 维

为一项陌生的运动建造一座最棒的场馆
本刊记者   黄婧

冬奥会开幕前，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简称“冬两中心”）的

建筑师张维在朋友圈转发了训练

周的冬两中心美图，配文是“五

年准备，大考在即”。

五年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接到冬季两项比赛场馆的

设计任务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是：没人懂这项运动。

冬季两项起源于挪威，是一

种滑雪加射击的运动。比赛中，

选手要先进行 6~20 公里的越野滑

雪，在心跳飙升的情况下完成卧

姿和站姿两种射击。如果脱靶，

还要在惩罚圈加滑，增加时长。

最后综合用时最短者为冠军。

冬季两项由远古时代的滑雪

狩猎演变而来，18 世纪逐渐纳入

军事训练科目，1960 年才正式被

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这项动静

结合的雪上运动在中国尚未普及，

绝大多数建筑师们对这项运动都

很陌生，更别提要为比赛设计一

个专业的场馆了。

 

体育最好的设计师团队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承

接了张家口赛区的场馆设计任务，

建筑策划与设计分院院长张维是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设计负责人，

面对一片空白的图纸，张维和团

队的第一个任务是“取经”。

设计团队成员分头去不同国

当冰丝带上演“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传奇时，当谷爱凌在首钢

滑雪大跳台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1620”时，或许少有人知道，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合计产生金牌最多的场馆是在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在冬奥会中，

这里共产生了 11 枚金牌。它也是张家口赛区唯一一个要承担冬残奥会竞赛任务的

场馆，冬残奥会期间这里将产生 38 枚金牌，占到冬残奥会金牌总数的近一半。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这个承载了运动员速度与激情的场馆，也是清华建筑团队

的梦想聚集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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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张维背上双肩包，一个人去

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和意

大利。贸然来到一个陌生城市，

谁也不认识，就挨个场馆敲门，

一遍遍做自我介绍：我来自中国，

我要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设计冬

季两项中心，我过来学习。

就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

跑，拍照片做记录，收集第一手

数据。

为了让赛道坡度和曲线精度

达到冬奥会标准，冬奥组委还特

意聘请国际冬季两项联盟（IBU）

的专家团队来张家口，给设计师

们讲冬两运动的特点、比赛积分

和转播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和

设计师们一起进行实地勘察。

一次现场勘察，至少要在山

上走几万步，徒手爬都费劲的山

路，设计师们还要背上沉重的设

备。冬两中心的设计师除了专业

过硬，有一个共同特点：身体素

质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起码

要有一天走 20 公里的体力吧。”

张维说。

清华建筑学院的老院长秦佑

国先生说过：“做设计就得一脚

泥。”以此勉励设计师们要深入

实际，去现场勘测。“我们不止

一脚泥，山里走一天，天天都是

一‘腿’泥。”同事拍下的工作

照里，张维穿着登山鞋，裤腿上

满是泥巴，脸晒得黝黑对着镜头

笑。他旁边是从国外请来的冬两

运动专家，一起来打磨赛道数据

的。随着设计师们每人背一包旗

子，沿着赛道徒步，冬两中心的

越野滑雪赛道逐渐从山谷显形出

来。冬天冒着寒风，夏天顶着烈日，

边走边讨论，有问题就插旗做标

记。“最后这帮人都黑得不成样

了。”张维大笑。

设计师们被练出了业余运动

员的身体素质，这还只是个开始。

冬两中心的设计难度大，不

仅因为这项运动有自身的特殊性，

更因为它要实现从冬奥场馆向冬

残奥场馆的转换。在外行的想象

中，所谓转换大概就是在场馆内

多设置些无障碍设施，其实赛制

不同带来的挑战才是最大的。

比如冬奥会运动员的靶场射

击距离是 50 米，而冬残奥的要求

是 10 米；残奥会的运动员用电子

枪，盲人运动员在比赛中有领滑

员，射击时也不是瞄准，而是听

声辨位。这些需求如果没有亲身

体验很难理解。为了让设计更完

善，张维模仿残障运动员的状态

把冬残奥的赛道走了几圈。“我

得跟运动员一样去体验，才能知

道设计有没有问题。”张维说。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赛道

运动员有自己的肌肉记忆和

运动习惯，如果设计赛道时只依

靠测算，不考虑运动员的运动规

律，仍然是不科学的。团队请顶

级的专家只依靠肌肉记忆把赛道

滑了一遍，看哪里不符合运动员

的行为习惯，哪些是和自然规律

相悖的，找出来，再一一进行修正。

与冬奥组委团队现场调研，左三为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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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团队晒成黑炭的插旗过程就是

在这个环节，需要修正的地方插

旗做标识，几百面旗子插上山头，

颇为壮观。

数据出来后又遇到了难题，

理论上最科学的数据是不会考虑

诸如小溪、树林之类的自然景观

的。但冬季两项是一项发源于大

自然中的运动，“穿林海过雪原”

是它与生俱来的特点，如果只为

了比赛而设计赛道，总还是缺了

点意境。

运动专家也提出，一个好的

越野赛道，道边不能只是一成不

变的景象，应该有一些能刺激人

视觉的地方，让运动员始终处在

兴奋的状态下。比如在有些地方

设置大回旋，有些地方设置风景

的变换等。要实现这个目标，只

能靠双脚去走。只有置身其中，

才能唤起人的记忆和身体的本能

反应，然后在本能反应里寻找与

自然元素的链接。

此外，张维有一个信念：在

中国进行的比赛，一定要体现出

中国特色。冬两中心能够远眺到

明长城遗址，如果能在长城下滑

雪，那将是北京冬奥会绝无仅有

的体验。

设计师们特意做了调整，把

热身赛道延伸到长城脚下。从某

些角度，赛道上能够看到长城。

赛后热身赛道转变为山地自行车

道，人们可以从冬季两项中心徒

步或骑车到达明长城遗址。

转过一个弯，赛道的背景是

雪如意。在张家口赛区的所有冬

奥场馆中，雪如意是毫无疑问的

主角，设计师们打开视线通廊，

从冬两中心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

雪如意都静静倚白雪而立，优雅

而有力地向世界宣告着：这里是

中国。

每个场馆的设计师都对自己

的作品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但热

情不代表要最耀眼夺目。“这个

项目不应该是特别彰显自我的，

而应该是和周边环境相融合。”

张维说。

中国的冬两场馆，不仅要有

力量，还要有美。

因为造雪的要求，赛道附近

要设置人工湖。传统的做法是开

掘一个大湖，放在赛道尽头，够

用就可以了。但这样人工湖的体

量会非常巨大且突兀，还可能会

诱发地质灾害。与景观团队讨论

的结果是，将大的人工湖化为五

个小的景观湖，点缀在不同的位

置，确保安全的同时提升赛道的

美感和层次。在冬奥会期间，通

过转播镜头，全世界都看到了这

个更具活力，更有识别感的中国

赛道。

在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赛道

上，当我们的视线跟随运动员来

庄惟敏院士（右）听取汇报并指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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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终点附近，观众席上的兴奋度

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规划布局克服了 2018 平昌

和 2014 索契冬奥会处罚圈位于射

击靶场与观众看台之间的弊端，

让看台上观众尽可能靠近赛场近

距离观赛。赛事中观众更愿意看

到更多的在运动员终点前冲刺的

场面，但通常场馆设计为了安全，

运动员都是绕开观众席正前方的

射击场地，观众们只能看到运动

员从眼前一闪而过，比赛最精彩

的部分不得不通过大屏幕观看。

为了让更多激动人心的精彩瞬间

呈现在观众面前，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将冲刺前的赛道围绕赛场核

心区布置，其中部分赛道位于靶

场正后方。为了避免打靶子弹带

来潜在风险，在赛道一侧设置防

弹玻璃，让现场观众能长时段亲

眼目睹比赛最刺激的部分。

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堪称绝

妙，在热烈气氛的烘托下，运动

员和观众都最大程度地体会到了

冬季两项运动的魅力。

“这儿有座山，这儿有湖，

这边有溪流穿过，再过来这边有

个小房子……”张维对着地图如

数家珍，冬两中心总长 8.7 公里的

赛道，他已经不知道用脚踩过多

少遍。“中国园林设计讲究天人

合一、步移景异，我们希望这个

场地更有地域特色，而不是一个

纯粹按照赛事要求做出的东西。

最后呈现的效果我们还是满意

的。”张维的言语中流露出挑战

带来的满足和收获。

山谷终将还归自然

达成自己心中的目标并不容

易，冬季两项中心南侧基本都是

原生树林，设计师们特别希望运

动员能在比赛中体会林间穿梭的

感觉，于是树有了比赛道更高的

优先级。

为了保留南向山坡上的一棵

树，一段赛道整个平移了数米；

为了不影响树的生长，特设了一

片保护区域；又是因为树，冬两

中心赛场周边布设的近百根灯杆

多次改变安装方案，最终灯杆全

被安插在树木之间，没有一棵树

因此而被移动或破坏。

这不是张维第一次为自然环

境做出的让步。

2010 年玉树震后重建时，张

维追随庄惟敏院士做玉树灾后重

建十大工程之一的玉树藏族自治

州行政中心的设计。为了实现和

当地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的融合，

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海拔 4000 米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技术楼与冲刺赛道（摄影：吕晓斌）

赛场全景鸟瞰与赛道中的小型湖泊

（摄影：吕晓斌）

绕开保留树木的赛道和防弹玻璃

（摄影：吕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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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原，种树难以成活，仅有的

几棵老树十分稀缺，谁也舍不得

动。最后设计师们围着树做了开

放性的设计，尽力保留了原有的

环境。

有人说这是建筑对环境的避

让，张维纠正：“这不是避让，

我们跟环境是一个互动关系。”

真正蕴含大美的建筑应是什

么模样？三千年前《考工记》中

对于造物美学的定义是：天有时，

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

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天时”

与“地气”, 指的是自然界的客观

条件 , 如果应用到建筑领域，当设

计师的艺术造诣与自然界客观条

件实现完美融合，才能诞生出真

正和谐的建筑。

 2022 北京冬奥会的理念第一

条是“绿色办奥”，这绿色不仅

体现在保留了树，更重要的是，

冬两中心作为新建场馆，要实现

赛后的利用。

最终落成的冬两中心主要由

赛道和技术楼两大部分组成。外

形轮廓模仿射击运动员举枪动作

的技术楼是主体建筑，占地面积

并不大。旁边大部分装配式的建

筑是可拆卸的，赛事结束后，只

要移除这些临时设施，整个地表

生态可以很快恢复出来。

主体建筑技术楼的功能也是

可变换的，之后可能会成为一个

俱乐部，或是国家冬季两项竞技

竞赛队的主场。

在非雪季，这里可以作为其

他运动的训练基地。冬两中心的

核心圈赛道由沥青铺设而成，赛

后可转化为轮滑滑板赛道，供比

赛与训练使用。其余赛道则采用

碎石路面，赛后可转换为山地自

行车道或徒步栈道。试想一下，

曾经举行过令人血脉贲张的冬两

比赛的场地，今后人们可以在这

里漫步或骑行，远眺明长城遗址，

感受山林和清风，这是何等惬意

的享受。让山谷回归自然，大概

是设计师们大象无形的至高境界。

清华建筑人的答卷

冬奥会圆满落幕了，张家口

赛区的冬两中心收获了诸多好评。

观众们赞叹场馆大气，运动员们

夸奖场地专业。北京冬奥会冬季

两项 3 枚金牌得主、挪威著名运

动员雷塞兰说：“我认为这里一

切都非常棒。尤其是赛场设施。

无论赛道，靶场，都让人觉得不

可思议。我非常享受这里的比赛。” 

北京冬奥会 2 金 3 银获得者、法

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康坦·菲永·

马耶接受采访时说：“这里的基

础设施是一流的，我们受到了很

好的接待。”“当太阳出来了，

我们在夕阳的余晖的映照下在赛

场驰骋，最后还拿到了奖牌。这

届奥运会将在我心中留下美好的

回忆。”“我非常感谢中国举办

了如此卓越的盛会，中国展示了

超凡的能力，设施完全达到了冬

奥的标准。”在冬奥这场大考中，

张维和他的伙伴们再次交出了优

秀的答卷。

不止是冬两中心，张家口赛

区的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还

有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

均出自清华建筑人之手。

这 些 清 华 人 中 有 曾 经 担 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射击馆和跆拳

道柔道馆设计负责人的庄惟敏院

士，他也是此次北京冬奥会冬季

两项中心的设计总负责人，作为

“双奥建筑师”为北京两次奥运

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庄惟敏院

士的指导下，张维和张红、赵婧贤、

龚佳振、李向苡、贾园等团队成

员完成了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设

计工作。清华大学景观系的朱育

帆教授团队完成了场馆景观设计。

张维知道，这些耀眼的成绩并非

个人的力量所能及，有时代的造

就，有团队的智慧，更因为背后

有清华大学的强大支撑。在场馆

的设计建造中，除了建筑师们的

心血，清华土木、环境、水利、

美术等学院的顶级力量都参与其

中，几年间还有一批批博士生依

照清华“真刀真枪做设计”的传统，

在冬奥项目中完成自己的毕业论

文。光芒背后，蕴含着众多清华

人的付出和热爱。

这组写在冰雪大地上的作品，

是清华建筑人的又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