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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人居视域下体育场馆生态平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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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场馆的低碳排放与高效碳汇生态平衡模型的构建，是以绿色人居理念为依据，在节能、健康、安全、环保的前提
条件下，注重材料的低碳减量节约、可再生能源的增量循环供给、石化能源的高效减量运用及场馆绿化的合理扩建，并通过

节能技术、室内环境控制技术、智能化管理技术、场馆综合利用、植被碳汇技术等实现体育场馆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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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
到改善的同时，环境危机、资源乱象、沙漠化，城市

病等全球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生存的环境已经受到

严重威胁，以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

文明正逐渐被人类所认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１］同时，

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

持续建筑促进会（ＵＮＥＰ－ＳＢＣＩ）举办的“绿色人居
·创意城市”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外绿色人居论坛

中，重新审视了人类与环境、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关

系。体育，作为“绿色人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也将沿着生态发展而逐渐被人重视。体育场馆

作为体育发展的基础设施之一，其生态化发展理念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体育的生态化发展。体育场

馆的生态发展，将成为体育生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用人和自然、社

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去认识和思考体育与经济、社

会、文化等问题，更好地处理体育和生态环境的关

系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目前学术界关于生态体育、体育生态方面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体育生态学》学科的构建方面，如

邓跃宁、陈光华、游海燕等；［２－４］体育生态系统研

究，如龚建林、吴明深、刘海仁等；［５－７］生态体育与

体育的生态化研究，如胡小明、翟寅飞、谢香道

等；［８－１０］体育与环境方面的研究，如吴燕波、王章

明、周君华等。［１１－１３］还有易永俊、文世平、刘官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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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场馆生态进行了系统检索后的相关研究

等。［１４－１６］但这些研究都局限于高校的体育场馆建

设，与“绿色人居”相结合的全民健身的推广所需求

的体育场馆的研究相比，后者的数量还是凤毛麟

角。因此，需要在“绿色人居”视域下，扩大对体育

场馆的生态研究，以满足全民健身的整体需求，满

足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需求。

　　一　绿色人居视域下体育场馆的生态界定及
生态平衡模型

　　（一）绿色人居理念
绿色人居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在节能、健康、环

保、安全的前提下，寻求人 －社会 －自然三者之间
的和谐统一。绿色人居直接依赖于绿色建筑，体育

场馆作为绿色建筑及体育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应当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绿色

哲学，并与社会环保公益发展相一致，成为集“山”

“水”“体育场馆”的天然融合，实现资源的节约、环

境的保护与污染的减少，从而达到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共生的目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

逐步提高，相继出现资源的大肆消耗、环境的肆意

污染、能源的逐步耗竭，从而形成了人类生存环境

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角逐。体育场馆作为 ２１
世纪人类健康生活锻炼的重要媒介，在实现人类健

康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而以人为本的“绿色人

居”理念就是要围绕人类的生存与居住环境，来实

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人类向更加健

康、安全的方向发展。

（二）体育场馆的生态界定

体育场馆的生态界定，要避开纯粹从定量上进

行。通过对体育主管部门年度工作总结、统计信息

网和各省年鉴分析：大部分以新开建体育场馆建筑

面积、经费总额、各类体育健身设施（如篮球场、健

身广场、健身路径等）数量等来衡量区域管辖下的

体育业绩。而对这些体育场馆投放使用的后续跟

踪却没有提及，更没有从生态的角度去评价体育场

馆在建设、使用以及维护等方面的情况，从而缺乏

系统的判断和评价标准。

生态体育场馆，是为了满足运动员训练、比赛

及广大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

发展。所以评价和衡量体育场馆是否合符生态要

求，首先，要从绿色人居视域下去分析，以人为本，

倡导节能、健康、环保、安全。其次，要从体育场馆

的综合利用上去认定，体育场馆要避免单一的满足

运动员训练比赛或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力求综合

利用。所以体育场馆在建设过程中，应当考虑场馆

的综合利用和在利用过程中的用途转变，如体育场

馆在赛中的临时坐席由脚手架和木板搭建，赛后迅

速转换为篮球训练馆，从而提高转换效率，降低转

换成本，实现场馆的综合利用。再次，要从体育场

馆自身的建设、使用、维护去分析，要覆盖体育场馆

建设过程中的材料资源（包括建筑材料和体育基础

设施材料）、可再生能源（包括光导系统、风能系

统）和石化能源（包括交通耗能、运动产品耗能），

力求做到从材料资源使用上的减量低碳、可再生能

源的增量供给和石化能源的高效与减量利用，真正

从“绿色人居”出发，打造低碳、环保、绿色的体育场

馆建设与运营模式。

所以，绿色人居视域下的体育场馆生态界定要

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是从体育场馆建设的面积

总量、经费总额及健身场馆总数上去进行定量评价

与界定；其二要通过绿色人居理念、体育场馆的综

合利用与转换、体育场馆建设及使用与维护过程中

的材料资源、可再生能源及石化能源的利用上去进

行综合的定性评价与界定。

（三）体育场馆生态平衡模型

根据体育场馆的生态界定，我们可以拟定体育

场馆的生态平衡模型（见图１）：
从体育场馆生态平衡模型可以看出，体育场馆

生态平衡要以节能、健康、安全、环保为前提，以低

碳排放和增加碳汇为导向。在体育场馆源头上，一

是从材料资源、可再生能源、石化能源上做到资源

的节约；二是在体育场馆的建设、使用及后期的维

护过程中，要从建筑材料、体育设施材料、交通耗能

和体育产品耗能上减少材料及燃料的消耗，通过光

能系统、风能系统等能源再生系统增加再生能源的

供给，从而在体育场馆建筑、体育场馆交通、体育场

馆经济、体育场馆环境及人居健身上以低碳为理

念，减少碳的排放；三是从体育场馆的植被、水源、

土壤等方面进行综合绿化，缓减体育场馆碳释放

量，实现环境的保护；最终是通过减少碳的排放和

通过体育场馆绿化，缓解碳的释放来实现体育场馆

的低碳运营和生态发展。

　　二　实现体育场馆生态平衡的路径分析

（一）体育场馆建设过程中基础节能技术的

运用

体育场馆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其节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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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如钢结构体系、太阳光热能、空气热源泵、复合

通风墙体、中空 Ｌｏｗ－ｅ玻璃、能源转换系统）。体
育场馆的主要用途是用于体育训练、体育竞赛和全

民体育健身。不管是用于何种用途，都要最大可能

的解决各运动项目和运动区域的相互干扰，而中空

Ｌｏｗ－ｅ玻璃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太阳能的
综合利用，如游泳馆金属屋面上设置的热管技术—

太阳能集热板，能解决运动员及居民在体育运动过

程中的热水淋浴；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光导管照明

系统、太阳能热水光导管照明系统、太阳能热水系

统等都充分考虑了体育场馆在建设过程中的节能

技术，通过光导管系统满足体育场馆的照明用电。

（二）体育场馆室内环境控制技术的整合

体育场馆室内环境控制技术主要包括自然通风

技术、天然采光技术、室内绿化、温湿独立控制空调

系统等方面。在体育场馆建设过程中，应考虑当地

的气候特征，可以通过设置气候缓冲层和体育锻炼

场馆的自然通风技术，减少体育场馆空间的空调负

荷；也可以借鉴阳光房等天然采光技术和太阳能光

电技术，解决体育场馆白天的照明用电。体育场馆

室内绿化是体育场馆设计的一部分，作为室内绿化

的绿色植物能够提高体育场馆内的环境质量，满足

运动员及居民健身的心理需求。空调是建筑能耗的

主要部分，温湿独立控制系统能降低能耗，改善体育

场馆室内环境，与能源结构相匹配。［１７］综合通过以上

四个方面对体育场馆室内环境的控制，从生态自然

环境、生态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的平衡控制，力求体育

场馆室内环境对人的身心健康不产生负面影响。

图１　体育场馆生态平衡模型

　　（三）体育场馆智能化管理技术的启用
体育场馆建设中的智能化系统对于场馆建成

后的训练、比赛和经营至关重要。按国家颁布的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１４－２０００）的定
义，智能建筑是“以建筑为平台，兼备建筑设备、办

公自动化及通信网络系统，集结构、系统、服务、管

理及它们之间的最优化组合，向人们提供一个安

全、高效、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１８］体育场馆智

能化系统要从环境监控、比赛专用、通讯广播和管

理信息四大系统进行综合，要涉及体育场馆日程运

营基础系统、体育场馆安全保障系统、为竞赛和大

型活动服务系统、为赛事和大型活动信息服务系统

等多个方面。在体育场馆智能化管理技术运用中，

我们要依据体育场馆本身的规模、所处的地理位置

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的用途进行具体的实际操作，同

时要培养一批在体育知识、管理知识、计算机技术

方面的综合人才，充实到体育场馆的管理队伍中。

从而为体育场馆运营和管理节约成本，做到高效、

快捷、便利和安全。

（四）体育场馆使用和维护过程中的综合利用

体育场馆在使用过程中，要避开单一使用模

式，即每一个场馆只能或仅只能从事某一单一体育

运动项目、承担单一体育运动比赛。在建设过程

中，我们要综合考虑体育场馆的使用，考虑某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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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运动场馆的多功能运用或反复使用，同时要

考虑体育场馆在赛中和赛后的功能转换。目前我

们的体育场馆从规模上以承担大型体育赛事为导

向，这种导向促成了体育场馆在使用过程中功能的

单一性，而大规模的比赛与体育训练及全民健身相

比，少之又少。怎样把服务于少数大型体育赛事的

体育场馆在赛后运用于体育训练及全民健身场所，

是体育场馆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在

体育场馆的维护方面，我们要根据体育场馆在赛后

的日常运作状态，根据体育场馆的实际需求，在不

更改体育场馆本身的建筑结构及整体功能的情况

下，可以灵活的对单一体育场地进行必要的修整和

维护，以提高体育场馆的使用率。

（五）体育场馆植被碳汇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碳汇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

动、机制［１９］。体育场馆不管是作为体育比赛、体育

训练场地还是全民健身场所，都是以公共体育设施

呈现在人们面前。大型的体育竞赛中，体育官员、

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及观众大量涌入

体育场馆，ＣＯ２含量很高，场馆室内室外空气状况
形成鲜明对比，其碳汇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体育场

馆在建设过程中，应当将场馆绿化作为碳汇的主要

途径，通过馆内 －管外一体化植被碳汇、场馆 －自
然一体化植被碳汇来达到植被碳汇要求。馆内 －
管外一体化植被碳汇主要采用体育场馆的馆内绿

化、生态中庭和屋顶绿化、场馆外围绿化的植被立

体绿化碳汇技术；场馆－自然一体化植被碳汇主要
考虑体育场馆本身的气候与地理环境要与周边的

植被、建筑、城市环境等方面相适应，以求达到体育

场馆与自然、社会的完美融合。同时，在植被的选

择上，体育场馆室内植被要以适合室内生存为标

准，室外植被则以当地的气候与环境相一致。

综上所述，绿色人居视域下体育场馆的生态界

定要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进行。体育场馆生态

平衡要以节能、健康、安全、环保为前提，以低碳排

放和增加碳汇为导向。在体育场馆建设技术上，因

地制宜，以气候因素为前提，以节能减排为导向，以

技术整合为龙头，攻克体育场馆的生态技术关。在

运营管理上，要强调体育场馆的使用率，将单一的

体育场馆进行综合运用，实现体育场馆在赛中和赛

后的转换，全面提升体育场馆的高效优质服务水

平。在行为上，要树立生态文明观，强化体育场馆

的生态意识，提倡体育生态生活方式，鼓励运动员、

教练员及全民健身或居民的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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