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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记 者

北京冬奥会

分布在三个赛

区，其中延庆赛

区要求设计师在

密林深谷中做文

章，在尽可能保

护生态的前提

下，贡献自己的

智慧。

这条宗旨在

“雪游龙”身上体

现得非常充分，

场馆的设计理念

从尊重场地和山

体角度出发，尽

量做到土方平

衡。张玉婷介

绍 ，这 条 全 长

1975米、最大坡

度18度、垂直落差121米的赛

道，遮阳棚采用单边悬挑木结

构，辅助用房立面采用石笼

墙，“开挖的石头，经过处理作

为场馆建筑的立面材料，带来

的建筑气质很像原始山体长

出来的，我们将它几何化，再

次赋予它生命。”

而南坡的遮阳棚、挡风背

板和遮阳帘，张玉婷和团队通

过数字化模拟技术，精简到最

有效的宽窄度，每一个角度、

每一段赛道都不一样，坡面依

照赛道的方向而变化。张玉

婷说：“我们开创了一种场地

更大的可能性。从去年9月

中旬开始制冰，近半年里，我

们赛道的质量不会比在北坡

的差。在雪车雪橇场馆建设

上，我们往前进了一步。”就在

北京冬奥会进行期间，国际雪

车联合会和国际雪橇联合会，

为“雪游龙”颁发了赛道认证

证书，这意味着，这座场馆以

后可以承办世界杯、世锦赛级

别的大赛。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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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的主设计师是
80后的上海人张玉婷。这
条蜿蜒盘踞在延庆小海坨
山的游龙，是北京冬奥会
体量最大的雪上竞赛场
馆。不曾想到，这份中国
建筑设计的骄傲，源自一
位年轻人。曾为北京夏奥
主场馆鸟巢做改造设计的
张玉婷说，自己仍在不断
观察，去思考自己的作品
——在“雪游龙”身上赋予
的生命力，未来将为奥
运场馆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更多可能。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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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到游龙
张玉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李兴钢建筑工作室的建筑

师。这个团队，早在2008年北京奥

运会就留下自己的印记。李兴钢是

“鸟巢”的中方总设计师。夏奥会那

年，张玉婷正好进入这个团队。会

后，“鸟巢”的可持续发展，她主持了

志愿者之家的改造设计。

“那是在鸟巢北区，原本给志愿

者休息用的大厅，后续将它改建成

带有下沉景观庭院的文化交流中

心，有开放式多功能大厅，还有两层

餐厅，让鸟巢的空间能再次利用，带

来更大的效益。”张玉婷说，现在鸟

巢文化中心承接了展览、发布会等

许多文化活动。

14年后，2022北京冬奥会举

办。这回，摆在张玉婷面前的，是从

选址开始的一整个系统的工作。“之

前全世界共有16条雪车雪橇赛道，

但没有一条情况是相似的，因为每

个地方的气候、自然环境和城市条

件都不相同。”她和团队从无到有，

要让白纸上的这条游龙真的匍匐在

高高耸起的小海坨山上。

南坡解难题
如果你了解一点雪车雪橇场

馆，就会发现，“雪游龙”是建在南坡

的。这本是赛道选址的大忌——面

南，意味着日照。日照，就可能破坏

冰面。“雪游龙”难道要变成雪容融？

之前唯一一条建在南坡的是都

灵冬奥会的雪车雪橇赛道，但因为

和当地的滑雪场、度假村都离得很

远，相对孤立，无法引流。赛道现已

停用，另做改造。延庆赛区，高山滑

雪中心、延庆冬奥村、山地服务中心

以及当地的村落都在小海坨山的南

坡，考虑整个赛区设施后续发展

需要的联动反应，“雪游龙”

可不可以留在南坡，抱团而居？

解这道难题，中国设计的智慧

和中国建筑的文化，提供了新的思

路。张玉婷团队的设计方案，是在

赛道上方建单边悬挑木结构的遮阳

棚，来减少阳光辐射。这样一来，不

仅消除场馆面南受到自然环境的影

响，而且提供了很多新的功能。“比

如，这里离开冬奥村非常近，运动员

来场馆很方便。”训练比赛之余，张

玉婷看到运动员会在步道上晒太

阳，“通过设计我们将问题解决了，

而且从使用上看，还是很成功的。”

最大螺旋弯
前前后后，张玉婷在“雪游龙”

的设计上投入6年时间。这6年里，

她与来这里测试、训练的雪车雪橇

运动员都很熟悉。上海跨界跨项的

雪车运动员邵奕俊说，这条“雪游

龙”带给自己不一般的体验，特别是

位于赛道咽喉位置的11号弯，“能在

380度的弯道上滑行，那种感觉太震

撼了。”

这个直径54米的螺旋弯道，相

较国外一些赛道虽然也有回旋弯，

但直径小、冰面窄，而“雪游龙”的11

号弯将冰面放宽，运动员过弯时，可

以根据自身特点，滑出不同的轨迹。

“过我们这个弯一般会有多次

起伏。有的选手会选择安全通过，

起得稍微缓一点，最后下弯时有个

俯冲。但高手会选择更具挑战的路

线，让车获得更大的加速

度。”张玉婷解释，如何处

理这么大的一个回旋

弯，对运动员是新的挑

战，而且，雪车、雪

橇和钢架雪车三个

小项，在这个弯道

里的滑行轨迹、想

控制的路线都

不一样。

西天取真经
最初得知张玉婷主持“雪游龙”

设计时，场馆赛道及制冷系统设计

来自德国的戴勒先生看着这位年轻

的姑娘，颇有些吃惊。这座场馆在

国内没有前人经验可循的，相关运

动协会也没有提供清晰的规范来供

你参照。但张玉婷清楚，有些准则

是必须遵循的——充分尊重体育项

目的设计逻辑，而不是为了造型去

设计场馆，“我们的场馆是面向体育

竞技的需求，如何能给运动员带来

好的加速度，在他们身体负荷达到

极限时如何给他们喘息，然后再一

次加入到更强的加速度里去。”

尽管要在白纸上绘出蓝图，但

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张玉婷也乐

于接受新的挑战。她说，李兴钢就是

在自己相仿的年纪担任鸟巢中方总

设计师的，这多少有些传承的意义。

创意为大众
就像鸟巢文化中心成为北京新

的文化地标一样，张玉婷也期待，在

冬奥会结束后，“雪游龙”成为冰雪

运动休闲的一块胜地。

张玉婷透露，“雪游龙”除了出

发区1和出发区2，还有一个出发区

3，海拔较低，就是为了以后供青少

年选手训练用的，“这跟滑行的原理

有关，赛道越低，加速度越小，适合

初学者体验。”

在螺旋弯的北侧，建有一个出

发平台，那是专属后冬奥时间的设

计。无论你有没有基础，坐进雪车，

从11号弯往下，经过五个弯冲至收

车平台，这一段的加速滑行，可以由

专业舵手带着体验，新奇，刺激，但

整个过程是比较安全的，这是“雪游

龙”增添的独特功能。

滑完雪车，来到场馆二层的餐

厅用餐，会发现，原来赛道就在脚

下。“之前，没有一条赛道是从这么大

体量的房子下面穿行而过的。”说起这

份设计的巧思，张玉婷有点兴奋，“这

会是一个特别刺激的瞬间。这个体

量也是为赛后的运营考虑，这里可以

提供场馆管理人员住宿，或者发展成

一个奥运主题酒店，减少运营成本，

让场馆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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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巢文化中心 孙海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