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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建筑设计中的观众流线优化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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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大型体育场馆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观众流线优化是提升运营效率与观众体验的关键，鉴于传统

设计难以满足需求，以孝感奥体中心为例，分析其观众流线设计，从功能布局、交通组织、空间设计等方面探讨优化

方法，综合应用多学科理论与技术，如建筑设计与人体工程学结合等，并创新实践数字化技术应用等。结果为观众提

供优质体验，对体育场馆设计与运营有借鉴意义，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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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社会，体育场馆不仅是体育赛事的举办地，

更是城市文化与活力的象征。随着人们对观赛体验要求

的不断提高，传统体育场馆观众流线设计面临挑战。如

何在满足赛事需求的同时，为观众打造便捷、舒适的环

境，成为体育场馆建设的关键。孝感奥体中心等项目的

规划建设，融入新发展理念，为观众流线优化提供了契

机。深入研究其设计与优化方法，对提升体育场馆整体

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引领行业迈向新高度。

1 体育场馆观众流线优化的关键要素分析

1.1  功能布局与观众流线的关系
在规划体育场馆时，应依据场馆规模、赛事类型及

观众流量预测，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图1）。比赛场地应
置于核心位置，确保观众流线围绕其展开且便捷可达。

观众看台应依据视线要求和容量合理布局，分区明确，

避免观众在观赛过程中频繁走动。配套设施如餐饮、

商店、卫生间等应分布在观众流线必经之处且不影响通

行。疏散通道和出口应均匀分布，数量充足，宽度符合

安全标准，确保紧急情况下观众能迅速撤离。

图1 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馆功能布局与观众流线关系示

意图

1.2  交通组织对观众流线的作用
外部交通方面，场馆应临近城市主干道或交通枢

纽，便于观众乘坐公共交通或自驾前往。设置足够的公

交站点、出租车停靠点和停车场，并与城市交通管理系

统协同，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内部交通上，车行道路应

形成环路，避免尽端路，减少车辆交汇[1]。步行通道应宽

敞、连续、标识清晰，连接各功能区域。可采用人车分

流设计，保障观众安全。在赛事期间，根据观众流量实

时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如设置单向通行路段、增加交通

疏导人员等。

1.3  空间设计对观众流线体验的影响
公共空间如广场、休息厅等应布局合理，规模适

宜，既满足观众集散需求，又能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视线设计要确保观众在不同位置都能清晰观赛，避免视

线遮挡。空间的导向性要强，通过建筑形态、标识系统

等引导观众流向。利用高差变化、色彩区分等手段明

确不同功能区域的界限。在通道和节点处设置合理的空

间尺度，避免拥挤。室内装修材料和照明设计应营造舒

适、温馨的氛围，提升观众的满意度。

2 孝感奥体中心观众流线设计案例研究

2.1  孝感奥体中心项目概况
孝感奥体中心坐落于孝南新区王母湖西岸，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自然景观优美宜人，周边交通网络发达，

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图2）。该项目总用地规模达
999.55亩，一期用地约572.42亩，总建筑面积147,622平方
米，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体育竞赛、全民健身、文化娱乐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中心。体育场作为核心场

馆，建筑面积42,770平方米，可容纳30,000名观众，其设
计充分考虑了观众观赛的舒适性和视线的通透性，为大

型体育赛事提供了理想的场地。体育馆建筑面积25,180
平方米，拥有8000个座位，能够举办各类室内体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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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和文艺演出，内部空间布局灵活，可满足不同活动的

需求。游泳馆建筑面积21,794.69平方米，设有1500个座
位，配备先进的水处理设备和恒温系统，为游泳爱好者

提供了优质的运动环境。整体规划采用“两片+三轴”的
空间结构，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与环湖大道相互映衬，

绿化景观轴环绕“一场两馆”，既保证了各场馆之间的

独立性，又实现了空间上的有机联系，形成了一个开

放、共享、生态的体育文化空间。

图2 孝感奥体中心整体规划与场馆分布示意图

2.2  观众流线设计分析
赛时观众入场流线规划有序，沿仙女湖东路的人行

主入口为主要进入通道，观众可从北面、西面和东面的

环湖大道便捷抵达。进入场馆区域后，依据不同场馆的

赛事安排，观众分别前往对应的场馆（图3）。体育场观
众主要从南侧入口进入，该入口宽敞且标识醒目，便于

大量观众快速通过。体育馆和游泳馆观众则主要沿西侧

出入口进入，出入口设置多个安检通道，确保观众安全

有序入场。观赛流线方面，各场馆内部通道设计合理，

引导观众顺利到达看台。体育馆内观众席分区清晰，

观众根据门票信息可迅速找到所属区域。退场流线设计

科学，比赛结束后，体育场赛事管理人员从南面疏散，

体育馆和游泳馆观众从东面疏散，疏散通道宽敞且标识

明确，与外部交通紧密衔接，有效引导观众快速离开场

馆，避免人员聚集造成拥堵。

平时场馆各自独立运营，观众流线更加灵活多样，

观众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前往体育场、体育馆或游泳馆

进行健身、休闲等活动。场馆周边设置多个车行出入

口，方便观众驾车前往，且停车场布局合理，停车位充

足（图4）。南侧园区围绕体育场设计的环路及三个车行
出入口，与外部道路连接顺畅；北侧体育馆、游泳馆的

三个车行出入口也确保了交通的便捷性。步行入口分布

均匀，方便周边居民步行到达。内部道路系统清晰，标

识明确，引导观众便捷地到达各个场馆入口及内部功能

区域。场馆周边配套设施如商业、餐饮等与观众流线结

合紧密，为观众提供全方位服务。

图3 孝感奥体中心周边建设现状与基础设施分布图

图4 孝感奥体中心观众流线设计图

2.3  观众流线优化策略
在体育馆和游泳馆内部，重新梳理运动员流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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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流线与观众流线，减少不必要的交叉点。通过合理设

置隔离设施和通道，实现不同人群流线的有效分离。

加强场馆与周边配套设施的功能整合，将商业服务设施

如餐厅、商店等与观众流线巧妙融合。在观众前往看台

的必经之路设置商业区域，既满足观众的消费需求，又

不影响观众流线的顺畅。优化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连接通

道，使观众在不同功能区域之间转换更加便捷。

外部交通改善方面，积极与城市交通部门协作，优

化公交线路，增加公交班次，确保公交站点与场馆入口

的无缝对接。根据赛事和活动安排，临时调整公交线

路，增设直达场馆的专线公交。加强对周边道路的交通

管理，设置交通指示牌和信号灯优化方案，引导车辆有

序通行[2]。在内部交通优化上，完善车行道路标识系统，

增加引导标识数量，确保车辆能够清晰找到停车位和行

驶路线。对停车场进行分区管理，设置不同类型车辆的

专用停车区域，提高停车效率。步行通道方面，拓宽部

分狭窄通道，增设休息座椅，改善步行环境。在观众流

量较大区域，设置单向通行通道，避免人流对冲。

在入口广场增加绿化景观和文化展示元素，设置主

题雕塑和艺术装置，提升广场的文化氛围和观赏性。优

化休息区布局，增加休息座椅数量，设置遮阳避雨设

施，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视线设计优化上，根据观众

观赛需求，微调看台坡度和座椅高度，确保观众视线不

受遮挡。在通道和休息区合理设置视线引导标识，通过

色彩、图形等元素引导观众找到最佳观赛位置。此外，

利用空间高差变化，设计多层次的观赛和休息空间，丰

富观众的空间体验。在建筑材料选择上，注重环保和舒

适性，选用吸音、防滑等性能良好的材料，提升观众的

观赛感受。

3 观众流线优化方法的综合应用与创新实践

3.1  综合应用多学科理论与技术
建筑设计与人体工程学紧密结合，在观众流线设计

中充分考量人体尺度与行为习惯。设计看台座椅时，依

据人体工程学确定适宜的座高、座宽与排距，保证观众

观赛舒适且便于进出。通道和楼梯的设计则遵循人体行

走规律，宽度与坡度合理，避免观众行走吃力或产生拥

挤。交通工程学原理也深度融入，通过精确分析观众交

通流量、流向与速度，制定科学的交通组织方案。合理

规划停车场规模与布局，依据观众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分

布，设计高效的车行路线，如设置单向循环道路以减少

车辆交汇。同时结合公共交通运营特点，优化公交站点

位置与换乘设施，引导观众便捷换乘。

3.2  创新实践案例分析
数字化技术创新应用于观众流线引导。在场馆内全

面铺设智能导航系统，观众可通过手机应用获取实时定

位与精准导航，规划最优行进路线。在关键节点设置电

子显示屏，展示实时人流数据与疏散方向，动态引导观

众疏散[3]。绿色可持续理念在空间设计中得以彰显，场馆

周边打造大面积生态停车场，种植绿植改善微气候，采

用透水铺装实现雨水自然渗透。建筑设计充分利用自然

采光与通风，减少能源消耗。在材料选择上，优先选用

环保、可回收材料，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为观众营造绿

色舒适的观赛环境，提升观众的整体体验。

结语

体育场馆的观众流线优化是提升其功能性与服务质

量的核心环节。通过对孝感奥体中心等的剖析可知，合

理规划功能布局、优化交通组织与空间设计，结合多学

科理论技术及创新实践，能有效改善观众体验、提升运

营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为观众营造了优质环

境，也为体育场馆设计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助于推动体

育建筑行业不断发展进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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