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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训练内容与强度逐渐深入,部队亟需全天候的训练场所,军体训练馆的建设越发迫切。
但目前尚缺乏对其功能构成和空间形态的深入研究,教学中亦少有涉及。 针对其建筑功能构成既与民

用体育建筑有相似之处,又具有军事功能需求的特色,探索其建筑设计与教学的目标、内容及侧重点具

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明确这一建筑类型建筑设计要点为多尺度空间组合套叠,建筑技术要求特殊,
并以此培养学生多尺度空间组合与建筑结构观念及建筑结构造型能力。 结合某军种室内军体训练项目

需求,通过分析室内射击训练场、游泳训练场和军体综合训练馆的教学内容,提炼出适合军事训练需求

的各项空间尺度、质量以及建筑结构、设备等基本要求,并明确其教学要点,归纳教学实践经验,以期为

军体训练馆建筑设计与教学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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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体训练馆建筑设计教学现状与问题

文中研究的军体训练馆指能够满足军队军事或体育训练要求的大跨度建筑物,简称“军体馆”。
部队目前未将此类建筑独立分类,仅在军官训练中心中有所涉及。 但是,当前军事训练的难度和强

度大大提高。 部队训练除依托室外训练场外,对能够完成一些军事及体育训练的室内场所提出了

新要求。 笔者通过对多军种、多地域的部队调研发现,在新的军事训练大纲牵引下,轻武器射击、游
泳、障碍、特项体操等训练成为经常性科目,对于某些部队来讲,潜水等项目要求更高。 但是,部队

驻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并且多位于一些自然气候环境恶劣的地区。 酷热、严寒、大风、大雪、阴雨连

绵等造成了一些部队在一年中有多达几个月的时间无法在室外完成某些军事及体育训练,难以提

高官兵的军事体育技能。 因此,有相当数量的部队提出建设军体训练馆的需求,但是,由于之前缺

乏相关的成体系的标准,各部队军体训练馆建筑的需求论证、规划设计依据不足,带有较强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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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质。
军队院校的建筑学专业以培养从事军事建筑设计及其相关工作的人才为目标。 建筑设计教学

围绕各类型军事建筑展开。 近年来,军队院校顺应全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在建筑设计教

学中逐渐探索实现了从注重功能类型特征向注重设计方法的转变。 主要引导学生在各项设计作业

中关注建筑设计的功能流线、环境文脉、结构构造、心理美学等核心要素。 每一个专题的设计选取

一种典型的军事建筑,引导学生重点理解上述某一要素,并在设计中加以体现。 军体训练馆由于其

建筑功能与结构的复杂性,是训练学生复杂空间组合能力和大跨度结构造型能力的一种典型建筑

类型,非常适合作为建筑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建筑设计课题。
笔者结合部队需求,在近两年军队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专题及毕业设计中对军体馆建筑设计

及教学进行了一些探索,拟梳理军体馆建筑的设计特点及教学内容与要点,为军体馆建筑设计以及

教学提供理论支撑。

二、军体馆的主要功能组成

(一)军事与体育训练并重———军体馆建筑的主要功能分析
 

军体训练馆是专门为部队提供军事和体育训练的室内场地。 军事训练主要满足各单位共同训

练的需求,主要包括队列、障碍、心理行为、轻武器射击和实装操作等。 体育训练主要满足室内基础

体能训练,发展官兵力量、柔韧等身体素质;有的部队还可根据需求建设室内游泳、潜水训练场地等

(图 1)。

图 1　 军体训练功能需求示意图

1. 军事训练

军体馆内开展的军事训练一般分为室内共同基础训练、专业技能训练和实装操作训练三种。
共同基础训练主要用于组织障碍、战术基础动作、心理行为、轻武器射击等,提高人员力量、柔韧、耐
力、爆发力等素质;专业技能训练主要用于组织不同专业技能训练和模拟操作训练,提高人员专业

技能;实装操作训练主要用于组织轮式装备、履带装备、轻重火器等单装单车实装操作训练,提高单

个人员和班组单装武器装备操作技能。
上述功能较为特殊,一是需要在跑道上布置各类型障碍物;二是轻武器射击主要用于各型步

枪、冲锋枪、手枪等轻武器实弹射击,场地需设置靶壕、靶挡、避弹墙、警戒勤务等设施。 这两项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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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共同基础训练;三是实装操作训练需要满足不同装备如单装、单车的进出及停放要求。
2. 体育训练

军体馆内开展的体育训练一般包括基础体能训练和游泳训练两种。 基础体能训练主要用于训

练,提高官兵力量、柔韧等身体素质,又可分为器械训练、球类训练和短跑型训练。 器械训练通常需

要安装多功能举重床、杠铃套装、哑铃套装、功率自行车、壁挂式单杠、体操垫等。 某些部队还可根

据军事体育训练需要增配颈肌拉力器、呼吸肌训练器、肌力协调抗荷器、抗荷正压呼吸训练器、抗荷

抗缺氧训练仪、电动转椅训练器等。 驻高原部队还需配置供氧设备。 综合球类运动场地可以组织

开展篮球、排球、羽毛球及乒乓球等球类运动训练及竞赛。 此外,军体馆还需要满足 50 米短跑或蛇

形跑室内训练需求。 游泳训练主要使军人掌握游泳基本动作要领,提高耐力素质和水上生存能力,
为武装泅渡和海上适应性训练奠定基础。

上述训练需求与民用体育运动功能有较多类似之处,但主要满足官兵训练即可,一般可以不考

虑观众看台设置。
(二)多尺度空间组合与特殊的建筑技术要求———军体馆建筑设计特点分析

1. 多尺度空间组合套叠

军体馆的多样化功能对空间尺度提出了不同要求,在满足建筑防火安全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如
何将这些空间组织在不同的建筑单体中,解决多尺度空间的组合套叠,是建筑设计要面对的主要问

题之一[1] 。 从空间的跨度上看,9 米及其以下的部分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以上部分则需

采用空间结构。 从空间的高度上来看,一般建筑层高在 4 米及以下,特殊需求的部分层高则在 4 米

以上。 据此,军体馆可以 9 米、4 米为界,分为不同空间的组合套叠。
(1)完整的无柱大空间与普通空间组合套叠,即跨度超过 9 米的空间与 9 米以下的空间组合

套叠。
跨度超过 9 米的大空间包括:障碍场、轻武器射击预习场、综合球类运动场、游泳池和实装操作

训练区。 如综合球类训练场中,篮球场地长 28 米、宽 15 米;排球场地长 18 米、宽 9 米;羽毛球场地

长 13. 4 米、宽 6. 1 米;乒乓球场地长 14 米、宽 7 米。 游泳训练场中游泳池长 50 米、宽 25 米[2-3] 。
其他的军事共同训练区,适用于 9 米以下跨度的普通空间,如战术基础、心理行为、专业及模拟

训练、基础体能等训练区。
(2)特殊高度空间与普通高度空间组合套叠,即净高高于 4 米的空间与 4 米以下的空间组合

套叠。
净高高于 4 米的空间包括:游泳池上方净高 6- 8 米;篮球场上方净高 7 米;排球场上方净高

12. 5 米;羽毛球场上方净高 12 米;乒乓球场上方净高 4. 76 米[2] ;爬杆训练区上方净高 9. 2 米。 实

装操作区的空间净高 4 米以上。
其他的军事及体育训练部分净高要求一般在 4 米以下。
2. 建筑技术要求

军体训练馆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对建筑的室内空间环境形态、数量和质量提出了特殊需求,从而

在建筑结构、设备和材料构造等方面对建筑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
在建筑结构方面,为适应军事与体育训练不同功能区空间尺度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一些较宽

的部分,建筑结构可能采用不同类型。 对于跨度小于或等于 9 米的部分,通常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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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跨度大于 9 米的部分,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桁架、钢桁架或钢网架等空间结构[3] 。
在建筑设备方面,军体馆对通风、人工照明、空调、供暖、游泳池水净化消毒与循环方面都有特

殊要求。 首先,军体馆建筑进深大,空间高,在建筑设计时要着重考虑自然通风或局部采用机械送

排风等特殊要求。 其次,馆内的军事与体育训练项目要考虑适宜的人工照明。 第三,军体馆多建在

寒冷地区,这些地区冬季寒冷,局部地区夏季炎热,因此对供暖及空调设计都有需求。 第四,室内游

泳馆在给排水、水循环、净水和消毒等方面有特殊要求。 第五,室内射击馆为满足靶标的照度要求,
一般采用照明和局部照明相结合的方式,此外,为及时排出射击产生的烟雾,还必须设计机械送风

和排风系统。
在建筑构造及材料方面,首先,军体馆内的军事与体育训练项目既要避免眩光,又要满足采光

系数、照度和采光均匀度等天然采光需求,对建筑的开窗方式及面积有特殊要求;其次,大而高的室

内空间,混响时间较长,对室内地面、顶棚、墙面材料与构造的声学效果有特殊要求;再次,不同科目

的军事和体育训练对地面的材质也有不同的要求;最后,室内射击馆对馆内安全防弹和消音需求特

殊,要求地面、侧墙面、主受弹墙面、横梁挡板等部分材料与构造要有吸弹和消声效果。

三、军体馆建筑设计教学探索

(一)以复合功能空间组合及特殊建筑技术应用为教学目标

军体训练馆建筑设计复杂程度较高,目前主要安排在建筑学专业四年级下期和毕业设计阶段,
主要考查学生掌握并应用复合功能空间组合及特殊建筑技术的情况。 通过这一专题设计,学生将

了解部队室内军体训练的内容及其各部分的功能需求,并结合这些需求,综合运用自己在建筑设计

原理、建筑结构、建筑设备、建筑物理以及建筑材料与构造等课程上所学到的知识,合理设计功能分

区,组织人流、物流、车流,并在建筑的平面、剖面、立面设计中对各部分功能的空间尺度、形态和质

量提出明确要求,建立建筑三维模型,推敲建筑体量,设计适宜军体馆的建筑形态。
(二)以射击、游泳和综合训练馆建筑设计为主开展教学

由于当前部队军体馆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其建筑设计包含的功能和要达到的要求都尚待讨

论,因此,明确建筑设计的功能构成和设计要求是军体馆建筑设计教学的难点所在。 笔者综合考虑

部队军事和体育训练的功能需求,在教学时将军体训练馆分成射击馆、游泳馆和综合馆三个部分。
其中射击馆和游泳馆的功能与设计要求借鉴民用相关建筑类型设置,综合馆则主要考虑军事共同

科目,如障碍、战术基础、心理行为等训练需求。
1. 射击馆的设计内容与要求

室内射击馆一般包括射击区、枪弹暂存库区和休息观摩区。
射击区由出发地线、射击地线、靶道、靶挡、靶壕、靶标、避弹墙等部分组成。 其中靶道区域两侧

建靶道挡墙。 靶挡的设计中,主受弹墙采用柔性吸附式受弹墙,受弹墙采用钢板加橡胶板的方式。
子弹穿过橡胶板后弹速瞬间减弱,碰到钢板后自动掉落在受弹槽中;靶道上方横梁和两侧立柱要考

虑防护,横梁表面设安全防护挡板,采用特殊合金材料制成,厚度及强度应确保子弹不能穿透,使失

准的弹丸撞击在挡板上后,向前方滑落,不回弹,同时起到保护室内顶板下方灯具的作用。
枪弹暂存库区设在射击区域附近暂时存放枪弹的区,一般设有专用的保险箱、柜,分别存放一

天以内射击用的枪支、弹药。 枪弹运输的线路不能穿越靶道区和靶标区。 休息观摩区用于射击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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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观摩,与射击区之间有良好的视线联系,但应设有能够阻挡子弹的隔挡设施。 此外,半封闭式的

射击场,即射击位和观摩区位于室内,靶道与靶标等区域位于室外的射击场。 这种射击场既缓解了

严寒天气对官兵训练的影响,建设难度和造价又相对降低,也是较好的一种设计。
室内(或半室外)射击训练场的设计内容与要求如表 1。

表 1　 室内(或半室外)射击训练馆主要设计内容与要求

功能区 房间类型 主要设计内容与要求 建筑面积

室内(或半室外)

射击训练场

射击区
满足射击需求,含出发地线、射击

地线、靶道、靶挡、避弹墙、靶壕、靶标

枪弹暂存区 枪支、弹药分别存放

观摩区 满足休息、观摩需求

室内射击训练场:5
 

400
 

m2

半室外射击训练场:800
 

m2

　 　 2. 游泳馆的设计内容与要求

游泳馆通常包括游泳池、更衣淋浴区、急救室、值班室等区域。 游泳池一般按 25×50 米标准设

计,池深 1. 3~ 2. 5 米。 要求学生在设计中选择便于进排水、地势较为平坦的场地,并尽可能利用天

然水源。
部队室内游泳池多建于寒冷或严寒地区,如何满足净高 6 ~ 8 米,跨度 30 余米的大空间室内基

本热工需求,是建筑设计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此外,还要考虑水循环、净化、消毒等设备的空间需

求。 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大跨度建筑结构形式,学习结合自然环境、功能需求和工程预算等因素,
选择适宜的建筑结构技术。

室内游泳训练馆的设计内容与要求如表 2。
表 2　 游泳训练馆主要设计内容与要求

功能区 房间类型 主要设计内容与要求 建筑面积

室内游泳训练馆

游泳池 25×50 米,池深 1. 3~ 2. 5 米

更衣室 存衣柜

淋浴室 淋浴隔间

卫生间

急救室

值班室

储藏室 救生器材存放

2
 

400
 

m2

　 　 3. 综合馆的设计内容与要求

综合馆包含基础体能训练区、综合球类运动区和实装操作训练区。
基础体能训练区设计的教学内容:障碍训练场地设计,包括场地的长、宽尺寸,以及起终点线之

间设各类型障碍物;明确单双杠练习场、木马(山羊)练习场、爬绳(杆)训练场对长、宽、高的基本需

求,尤其是爬绳(杆)训练场净高要大于或等于 7. 2 米。 其中,组合训练场、特项体操训练场、往返跑

练习场等可以统一灵活布置在 200 米标准跑道上。
综合球类运动区设计中强调了篮、羽毛、兵乓球等场地不同的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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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装操作训练区要求考虑装备的一般尺度及其进出路线。 装备的宽度与高度通常按最大需求

考虑。
综合训练馆的设计内容与要求如表 3。

表 3　 综合训练馆主要设计内容与要求

功能区 房间类型 主要设计内容与要求 建筑面积

综合训练馆

基础体能训练区

综合球类训练区

实装操作训练区

值班室

储藏室

卫生间

休息区、楼梯等

200 米标准跑道 结合跑道设计组合训练场、往返跑练
习场

单双杠练习场 长 15 米,宽 10 米,沙坑

木马(山羊)练习场 含木马、山羊和踏跳板各 1~ 2 副

爬绳(杆)训练场 放置两组爬绳(杆)综合训练器械

障碍训练场

器械训练室 设多功能举重床、杠铃套装、哑铃套
装、功率自行车等

篮球场 3 个 长 28 米,宽 15 米

羽毛球场 3 个(与篮球场合建) 长 13. 4 米,宽 6. 1 米

乒乓球场 4 个 长 14 米,宽 7 米

进深大于 12 米

运动器材存放

12
 

000
 

m2

四、军体馆建筑设计的教学实践

(一)结构与空间相互依托的教学侧重点

从军体馆建筑的设计特点出发,结合军队院校建筑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在这一课

程设计作业中重点训练了学生的建筑结构造型和多尺度空间组合能力。
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虽然开设有建筑结构课程,但普遍重视度不够。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忽视建

筑结构特点对建筑空间及形式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没有真正领会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以及大跨度

结构对建筑空间及形式设计带来的灵活性特征,造成了建筑空间缺乏流动性,建筑形式缺乏多样

性[4] 。 针对此,笔者在教学中,要求学生从一草开始学习国内外优秀体育场馆设计经验,并考虑可

能采用的结构形式,二草阶段形成基本的结构布置设计,尤其强调建筑结构与建筑形式的逻辑

关系[5-12] 。
此外,在建筑设计专题之前,学生接触的建筑设计空间尺度都不是很大,对超常尺度的大跨度、高

层高的空间概念较模糊。 笔者在教学中,通过安排实地参观促使学生增强对超常空间的感知与体验。
在草图阶段要求学生同时进行手绘与 CAD 制图。 通过按比例手绘图纸把控建筑空间的整体尺度。

经过这一设计过程的训练,学生的结构设计意识和多尺度空间的把控能力普遍得到了提升。
(二)因势利导的教学过程

笔者结合所在学院建筑学专业教学计划,分别在四年级下期的部队文体活动中心设计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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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毕业设计中融入了军体馆类建筑的设计内容。 由于受建筑设计课程学时的限制,设计内容主要

涵盖了军体综合馆和游泳馆,暂时没有包括射击馆的内容。 鉴于部队现实需求,四年级的课题还要

求学生设计一座会场建筑。 教学过程中,首先明确设计的功能组成、面积指标,并引导学生查找资

料,掌握各部分功能空间的尺度要求。 随后,发放任务书,要求学生完成场地区位和功能流线分析,
完成总平面布置草图,建立建筑基本体块模型。 与此同时,要求学生结合个人设计,查找资料,选择

合适的结构形式,完成基本的结构布置。 最后,要求学生深入推敲功能空间的形态与质量,生成建

筑形式,完成建筑方案设计[4] 。 教学过程中,突出了军体馆建筑设计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训练

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建筑设计问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中强调了学生对多尺度空间套叠设计的把握和对大跨度建筑结构体系的选用。 针对

第一点,引导学生对任务书中给出的空间类型进行分类,将大跨度与常规跨度、高层高与常规层高

的空间进行分类,并按照功能和流线关系进行组织。 针对第二点,引导学生查找资料,熟悉各种大

跨度结构类型及其常用的跨度范围,并结合自身的建筑设计特点,提出可选用的结构形式。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在面对大空间组合建筑设计时,在建筑空间组合方式上基本上有两种

倾向,一种是从分散到整合的设计思路,即把大空间与小空间成组分开,分别采用不同的跨度与层

高,从而选用不同的结构形式,并获得相对分散的建筑体量,如图 2。 另一种是强调紧凑集约的设计

思路,即把大小空间按照功能与流线关系组织在一起,相互套叠,统一在完整的大跨度结构形式下,
从而获得相对集中的建筑体量,如图 3。 前一种设计倾向的优点在于各功能空间与结构都比较经

济,建筑通过庭院与廊道进行组合,外部空间的围和性较好,且可以通过廊道顶板开口等方式,获得

丰富的外部空间效果。 后一种设计倾向的优点在于建筑占地面积较小,建筑各部分功能空间非常

紧凑,集约性强。

图 2　 从分散到整合的建筑方案构思过程示意图

但是,在设计草图过程中,两种设计倾向分别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前一种倾向,建筑比较分散,
建筑体量变化较大,加上屋顶、外立面等部分的处理形式过多,从而导致了建筑形式的琐碎。 教学

中,通过引导学生规整建筑体量,去掉多余的形式变化,如:将空间高度要求近似的部分整合在一

起,用廊或厅进行组合,并且统一屋顶的倾斜方向,使其都朝向庭院中心,增强形体的向心性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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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此改进了建筑的整体效果。 后一种倾向,建筑非常集中,各类空间竖向重合叠加,大、小空间

如何有序地在平面和竖向上有机组织在一起,同时尽量降低结构造价是建筑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教学中引导学生根据各类训练场地需要的高度和跨度,分类、分区进行设计。 如:将会场与篮球场、
排球场布置在建筑中央,其他跨度较小的部分分列在周边,并且把障碍训练场设置在地下,贯穿整

个建筑纵深,以满足其场地的长度要求。 此外,针对其设计中出现 34. 8 米的大跨度部分叠加的特

点,邀请了建筑结构专业的教师专门加以指导,完善了其网架结构的设计,增强了学生对钢网架结

构的认知。

图 3　 强调紧凑集约的建筑方案构思过程示意图

五、结语

军体训练馆是目前部队建设亟需的一种建筑类型,其功能组成、空间形态与民用体育馆建筑有

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部队特色,是军队建筑学专业教学的重要类型之一。 笔者针对其多

尺度空间组合套叠及建筑技术要求特殊的特点开展研究与教学,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当前军队此

类建筑各项规范标准尚不完善,建设实践经验较少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目前所做探

索主要满足某军种部队共同训练所需,对其他一些军兵种部队特殊需求没有涉及。 这些更加特殊

的空间及技术设计与教学要点,将是下一步研究与教学的重点,以期为军改后军体训练馆建筑设计

与教学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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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ll-weather
 

training
 

spaces 
 

particularly
 

military
 

fitness
 

training
 

gyms 
 

is
 

in
 

urgent
 

deman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military
 

training
 

items
 

and
 

intensity.
 

However 
 

few
 

studies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component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such
 

buildings.
 

Military
 

fitness
 

training
 

gyms
 

share
 

similarities
 

to
 

their
 

civil
 

fitness
 

counterparts
 

on
 

one
 

hand
 

and
 

serve
 

military
 

purposes
 

on
 

the
 

other.
 

It
 

is
 

therefore
 

crucial
 

to
 

identify
 

the
 

goals 
 

contents
 

and
 

focuses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s
 

of
 

the
 

military
 

fitness
 

training
 

gyms.
 

In
 

ligh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structures
 

and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architectural
 

skills 
 

students
 

should
 

be
 

trained
 

to
 

re-arrange
 

the
 

space
 

multi-dimensionally 
 

master
 

the
 

structural
 

concepts
 

of
 

buildings
 

and
 

model
 

the
 

architectural
 

patterns.
 

Taking
 

the
 

requirements
 

of
 

a
 

particular
 

indoor
 

military
 

fitness
 

training
 

ite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sign
 

of
 

the
 

indoor
 

shooting
 

training
 

center 
 

the
 

swimming
 

training
 

center
 

and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enter 
 

draw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spatial
 

scale 
 

quality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equipment
 

for
 

military
 

training 
 

defines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summarizes
 

teaching
 

experience
 

from
 

practices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s
 

of
 

military
 

fitness
 

training
 

gy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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