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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daptation Mode of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in 
Green Wedges: A Case Study of "Green City Green Park" in Shanghai

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模式研究
——以上海碧云绿地为例

汪思慧    WANG Sihui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的发布标志着城市进入健康城市建设的新发展阶段，

提升全民身体素质成为焦点。体育建设用地紧张使得包括楔形绿地在内的绿色空间复合利用成为体育服务空间增长的

重要实现途径之一。由于楔形绿地具有生态功能优先特性，因此有必要对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模式进行

研究。首先依托公园绿地与体育健身设施相关规范，提出“生态兼容、空间适应、安全公平”3个适应原则。其次分析提

炼水陆生物涵养、迁徙通道、风道管控等生态核心管控要素，使用人群常态化、大众化、时尚化、友好化的需求趋势，以及

空间适应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细分类型与布局形式，构建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模式，并应用于上海碧

云绿地规划实践。最后对规范标准、规划统筹、建管机制3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The release of the Outline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and the Outline of Shanghai's World Famous Sports City 
Construction marks the city's entry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mproving physical fitnes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oncern. The shortage of sports spaces makes the compound utilization of green space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growth of sports services. Since green wedges take priority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the research on the adaptation model of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in green wedges in Shanghai has been carried out. This study first proposes three adaptation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compatibility, spatial adaptation, safety and fairness" based on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of 
existing green space and sports fitness facilities. Secondl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and refines the ecological core control 
elements and summarizes the demand trends of users, as well as the subdivision types and layout forms of space-adaptable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This research also builds an adaptation model for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in green 
wedges and applies it to "Green City Green Park".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thre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standardization,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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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积极制定全民体育健身条例，各条例中明

确定义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是指由政府投资或

筹集社会资金建造的，用于市民体育健身活动

的运动场地、健身场所及体育设备。但我国超

大特大城市由于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普遍

面临体育用地总量、人均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不

足，以及设施供给不均衡等困境，同时还存在

供需不匹配、实施机制不到位等问题。

1 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概述

城市发达程度与体育运动发展存在相互

促进的关系[1]，发展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城市生

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2]29。《“健康

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提出要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以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上海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2020）要求全

民健身普及率显著增加。自2000年起，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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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来看，国外学

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围绕体育设施规

划发表观点，近年来更关注城市公共体育场

馆基础设施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3]，并注重对

体育设施标准的研究[4]，且较早就开始利用公

园绿地布设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实践。例如

1837年英国在体育场地规划选址中将公园绿

地纳入考量[5]；1956年美国出台社区公园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的细则[6]，注重公共体育场馆和

公园、社区活动中心相结合[7]；1960年起德国

开始推行城市绿色用地的运动空间化[2]30。而

国内学者已意识到大众健身需求是规划设计

者和建设者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8]。例如杨龙

菊等[9]认为当前我国体育设施规划在编制阶

段缺乏对当地居民实际需求的考量，采用统一

规划标准建设，导致规划项目与居民需求不

符；邱程伟[10]研究发现市民对健身项目的选择

呈现多元化、对体育锻炼的需求呈现多样化趋

势。此外，国内有不少将绿化空间与公共体育

健身设施进行统筹规划及综合配建的实践案

例。如南京江北新区将绿色环境与体育空间结

合，把运动空间分布在生态廊道上[2]31-32；青海

省西宁市利用街边绿地，建设成一批便民、利

民、惠民的公共体育设施[11]；又如《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

海2035”）中提出利用市域线性生态空间结

合设置慢行道或健身、休闲等功能。

综上可见，利用非体育用地兼容布局公共

体育健身设施成为解决超大特大城市建设用

地不足的重要手段，其中各类城市生态空间成

为综合配置公共体育资源的主要场所之一[12]。

楔形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空间的一种，既承担引

风入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关键生态功能，

又是城市居民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的重要公共

空间资源。须遵循楔形绿地生态功能优先的特

质，在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嵌入时需细化考量其

类型、规模及布局方式。

2  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

模式

楔形绿地指从城市外部区域导入内部的

绿色空间，主要起到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系统

稳定的作用[13]。“上海2035”中划定了10块处

于战略位置的楔形绿地，发挥城市“风廊”和

“绿肺”作用（见图1）。

2.1  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原则

楔形绿地内综合设置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应以保障其生态功能为前提，同时符合功能混

合的发展趋势，并满足人群更广泛多元的使用

需求。本文通过梳理国家及上海市相关部门颁

布的城市绿地与公园相关规范、上海市总体规

划中楔形绿地管控要求，以及绿地结建体育场

地设施相关政府文件，提出3个适应原则。

一是生态兼容原则。在公共体育健身设

施嵌入过程中，应确保楔形绿地生态指标的实

现度与布局结构的完整性。

二是空间适应原则。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应符合并顺应楔形绿地本身地形地貌、自然特

征和区域特色，避免体育场地设施的景观同质

化、场地硬质化。从规划到设计应精细化，从设

计品质、设计材料、设计主要生态指标、设计质

感等多维度形成立体化、复合化的层次脉络[14]。

三是安全公平原则。保证公共体育健身设

施的开放性、安全性、全年龄适用。楔形绿地内

存在大面积森林或密林区域，在此类生态场地

中可通过配置信息网络、智能系统来提升区域

安全性，并保障设施的开放度。在场地设施类

型方面应充分考虑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

需求，体现社会公平。

2.2   适应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选择

2.2.1   对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需求发展趋势

根据马斯洛需求发展理论，随着物质生

活的不断充实，群众对于健身需求的升级成为

必然趋势，对体育场地设施需求的程度和层次

远超从前[15]。本文在安全公平原则下，结合人

群结构特征与绿色体育空间需求，认为公共体

育健身设施需求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常态化。结合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要

求，体育场地设施选址上倾向于高可达性、高

便捷度。结合梁鹤年[16]构建的“城市人”理论，

使用者是“自存”（利己）的，即以最短的时间

到达社区体育设施场地。

（2）大众化。基础体育场地设施类型的

设计与应用应具有选择多样性、全年龄适用的

特点，促使多种使用人群有效集聚，提高使用

效率、增加彼此接触和交流的机会[17]。

（3）时尚化。年轻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比

例增加，在体育项目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时尚

化、体验化的运动，参与意愿及数量不断上升。

外籍人士及中高端人才对于户外休闲、新兴体

育项目更为偏好。

（4）友好化。体育场地设施功能配置上，

更关注儿童与老年人等群体。儿童具有探索、

邂逅、成长、参与世界的强烈需求[18]，公共空间

中应该为儿童提供能够自由获得休闲、学习、

社会交往、心理发展和文化表达的机会[19]。老

年人由于生理机能的变化会加大对文化体育

活动场地设施等的可达性、安全性、操作简便

性以及无障碍性等要求[20]。

2.2.2   楔形绿地的核心生态管控要素

楔形绿地的关键目标在于整合自然界的生

态新陈代谢功能，主要策略手段包括湿地净水、

树木固碳和土壤修复，以及提供多种生物栖息

地。在生态兼容原则下，结合生态廊道、风道、动

植物栖息地（迁徙走廊）等研究结论及相关规

范，本文认为在楔形绿地内选择与布局公共体

育健身设施时，须确保以下核心生态管控要素。

图1 上海市主城区楔形绿地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green wedges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年）》上海主城区绿地网络规划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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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楔形绿地景观整体规划，确定

植物涵养与动物栖息地关键区（生境斑块）、

生物连接通道范围（相关研究表明该阈值为

7—12 m[21]）。此类区块及通道应设为禁入区，

不受人的活动干扰，避免布局体育场地设施。

（2）符合楔形绿地水土保持功能定位，控

制铺装场地（含体育场地）与园路占楔形绿地

绿化面积比例。参照公园规范，根据公园陆地

面积规模，该类用地占比应控制在5%—18%。

（3）保障水系安全、滨水生态廊道，保障

河流生物群落和河流廊道完整性[22]。应避免体

育场地设施侵入楔形绿地规划的水源涵养、水

生物栖息区域等禁入区。滨水生态廊道作为限

入区，应控制体育场地设施规模。

（4）保证楔形绿地风道贯通性，确保风道

系统完整性与微气候调节作用，规划风道范围

内应控制体育设施面宽与高度。根据研究，高度

10 m与30 m处建筑密度与风速的相关性显著增

强[23]，因此建议楔形绿地内体育设施应控制在

10 m高度之内，并控制主导风向上的设施面宽。

（5）符合楔形绿地整体生态绿色定位，

体育场地设施应遵循低综合成本、低维护、环

保材料、色调协调等原则，避免对生态环境与

景观造成破坏。

2.2.3   适应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项目库

首先，根据使用人群需求将公共体育健身

设施分为基础类、新兴类与专项类。基础类主

要包括面向多种人群的普及式体育内容。新兴

类主要包括时尚化、体验化的新型休闲体育项

目。专项类主要包括针对儿童、老年人等特殊人

群的个性化体育项目。具体体育健身设施项目

重点参考吴承照等[24]56的研究结论、上海市及国

际城市体育活动设施相关内容。

其次，将楔形绿地生态要素的管控要求与符

合人群需求的体育健身设施自身特点进行交叉

分析，以此判断该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与楔形绿地

的适应程度。本文选取场地要求（与生态廊道、风

道、动植物栖息地的位置关系，场地硬质化程度）、

设施高度与面宽（与风道的高度和面宽关系）、危

险性（人本与友好化程度）、综合成本（公共性、

持续性与低维护）、生态敏感性（人员聚集程度，

对声环境与水环境的破坏性、材料环保性、色彩景

观匹配性等）作为适应程度的关键评判因素。

最后，对在列的体育健身设施各因素进

行高、中、低分级，各项因素分级情况汇总后

形成适应程度的评价，适应程度满分为5颗星

（见表1）。搭建形成楔形绿地适应性公共体育

健身设施项目库，其各项设施可根据区域特色

与人群使用需要进行个性化选取，同时可根据

适应程度星数多寡进行综合筛选。

从项目库显示的适应程度评估结论来

看，基础类体育健身设施整体与楔形绿地的适

应程度表现较好，其中室外游泳、垂钓等运动

由于安全性或对水域有所影响，因此适应程度

项目分类 项目内容 区域位置 场地要求 设施高度与面宽 危险性 综合成本 生态敏感性 适应程度

基础类

自行车道、慢跑道、健身步道 陆地，
线型布局 室外场地，可结合园路—低 高度＜1.5 m，无面宽—低 低 低 低 ★★★★☆

各类大众健身器材等健身点 陆地 室外场地—低 高度＜10.0 m，面宽小—低 低 低 中 ★★★★
瑜伽、武术、风筝、拔河等广场运动 陆地 草地、室外场地—低 高度＜1.5 m，无面宽—低 低 低 低 ★★★★☆

篮球、排球、足球等大球运动 陆地 环境与配套服务设施—中 高度＜10.0 m，室内面宽大，
室外无面宽—中 低 中 中 ★★★☆

羽毛球、乒乓球等小球运动 陆地 室内场馆、室外场地—中 高度＜10.0 m，室内面宽大，
室外无面宽—中 低 中 中 ★★★☆

游泳、垂钓等水上运动 水域 室内场馆、水岸—中 高度＜10.0 m，室内面宽大，
室外无面宽—中 中 中 中 ★★★

新兴类

自行车泵道、越野车赛场等骑行运动 陆地 沙土地、林地—中 高度＜1.5 m，无面宽—低 高 中 高 ★★
沙排、手球、橄榄球等大球运动 陆地 环境与配套服务设施—高 高度＜10.0 m，无面宽—低 中 中 高 ★★

网球、门球、壁球等小球运动 陆地 室内场馆、室外场地—中 高度＜10.0 m，室内面宽大，
室外无面宽—中 低 中 中 ★★★☆

空轨速降、攻防箭等丛林探险运动 陆地 林地、草地—低 高度＜10.0 m，无面宽—低 高 中 高 ★★☆
滑雪、滑冰、冰球、蹦床等极限运动 陆地 室内场馆—中 高度＞10.0 m，面宽大—高 高 高 中 ★

攀岩、滑板、轮滑等极限运动 陆地 室内场馆、室外场地—中 高度＜10.0 m，室内面宽大，
室外面宽小—中 高 中 高 ★★

帐篷、木屋、房车等营地运动 陆地 室外场地—中 高度＜10.0 m，面宽较大—中 低 中 高 ★★★
皮划艇、帆船等水上运动 水域 码头、河道—中 高度＜1.5 m，无面宽—低 中 中 高 ★★★

专项类

老年康体健身器材等健身点 陆地 草地、室外场地—低 高度＜10.0 m，面宽小—低 低 低 低 ★★★★
广场舞、健身操、太极、气功等广场运动 陆地 草地、室外场地—低 高度＜1.5 m，无面宽—低 低 低 中 ★★★★
儿童乐园、儿童健身点 陆地 草地、室外场地—低 高度＜10.0 m，面宽小—低 低 低 低 ★★★★☆
儿童游乐场、儿童活动中心 陆地 草地、室外场地—中 高度＜10.0 m，面宽较大—中 低 中 中 ★★★☆
自然科普教育等主题运动 陆地 草地、室外场地—低 高度＜1.5 m，无面宽—低 低 中 中 ★★★☆

宠物运动中心、萌宠乐园等主题运动 陆地 室内场馆、室外场地—高 高度＜10.0 m，室内面宽大，
室外面宽小—中 低 中 高 ★★

表1 楔形绿地适应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项目库

Tab.1  Adaptive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project library in green wedg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4]56整理制作。
注：适应程度满分为5颗星。“☆”表示半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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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低。新兴类特别是冰雪类极限运动普遍

适应性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员容易聚集、

安全性较低以及成本较高。专项类中儿童游乐

场、萌宠乐园等主题项目综合成本较高、对生

态环境影响较大，因此适应性偏低。

综上，本文认为适应程度在1—3颗星的

体育健身设施在楔形绿地内应谨慎布局，如须

设置则在场地选择、高度与面宽、生态敏感性

方面应积极予以优化。

2.3  适应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布局建议

在分析生态要素与人群需求并形成适应

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细分类型与空间需求

特征后，进一步提出空间适应原则下的具体设

施布局建议。

2.3.1   占地规模控制

参照全国及上海市现行规范，室内公共体

育健身场馆应位于规划体育用地或绿地配套

服务用地内，并满足规划指标要求。室外公共

体育健身场地如为硬质场地，其面积应包含在

铺装场地与园路内，铺装场地与园路总面积占

比综合来看应控制在陆地面积的5%—18%。另

外，单一绿化地块内室外公共体育健身场地面

积建议控制在绿化地块占地面积的10%以内。

2.3.2   设施布局形式

楔形绿地内所有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原则

上应避让植物涵养与动物栖息地关键区（生

境斑块）、生物连接通道、水源涵养、水生物栖

息区域等禁入区。在风道管控区域应控制体育

场馆与设施的高度与面宽。另外，本文提出3大

类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类型，由于其特性与服务

对象各异，因此在布局上应符合其服务定位。

（1）基础类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贴近周

边社区，且分组点状布局，满足就近使用需求

与服务半径要求，按照步行速度6 km/h，确保

周边住宅地块1.5 km范围内至少有一处基础

类体育场地设施。健身道可结合园路、城市绿

道、滨水道等线性布局。

（2）新兴类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宜与楔形

绿地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相结合，利用特色场

地提供相应的体育运动场所。例如林地区域可

布置骑行运动与丛林探险运动，草地区域可布

置营地运动等。适应性弱的新兴类设施，特别

是冰雪、攀岩、滑板等极限运动类项目，建议布

置于室内场馆内，应相对集中集约布局，贴临

开发建设区域以及公共交通便捷的位置。

（3）专项类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应紧邻目

标人群，紧邻楔形绿地出入口，位于交通便捷

区域。特别是老年人使用的场地设施宜与基

础类设施结合布置，确保步行可达性强、安全

性高。

2.4  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模式

综合以上结论，本文构建楔形绿地内公

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模式。适应模式以3大适

应原则为基底，以生态兼容原则下核心生态管

控要求、安全公平原则下使用者需求、空间适

应原则下适应性设施空间布局及类型要求作

为3大支撑板块，最终形成具有一定普适性、

空间落地性的适应模式（见图2）。

3 相关案例应用实践

本文将构建的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

施适应模式应用到碧云绿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规

划中，尝试以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达到兼顾楔形

绿地生态功能与市民体育健身诉求的双重目标。

3.1   碧云绿地概况

碧云绿地（原名张家浜楔形绿地）位于

上海市中心城内，东至外环、南至龙东大道、

西至内环、北至锦绣东路。其中连续成片生态

空间位于金科路至外环之间，占地约500 hm²

（见图3）。其1小时交通圈可辐射上海中心城

大部分区域，建成后将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内最

大体量的生态休憩空间之一。

3.2   生态管控要求

碧云绿地景观概念规划提出塑造湿地与

栖息地的核心生态策略，以此促进生物多样

性。因此，规划中引导自西向东人群活动逐步

递减。图4红色框线为核心生态管控区域，包

括：东部湖泊东侧大片新生湿地，作为涉水鸟

类保护区；湖区北岸为水生生物栖息地；沿东

西向张家浜主河道构成动物迁徙廊道。因此，

这些区域应尽量减少人群的到达与使用，在体

育场地设施布局时应进行避让。

景观概念规划中还通过地形改造、种植策

略及经过计算的空间协同效应，最大限度地改

善热舒适度和空气质量，并在夏季主要东南风

向上塑造水林交替的公共空间[25]。图5紫色框线

为碧云绿地主风道范围。该区域内应控制室外体

育健身设施、室内体育健身场馆的高度与面宽。

图2 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适应模式分析图
Fig.2  Analysis of the adaptation mode of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in green wed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碧云绿地区位示意图
Fig.3  "Green City Green Park" map
资料来源：《上海市张家浜楔形绿地城市设计及景观

概念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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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人群分析

在体育场地设施规划中对于服务人群可

分为两个圈层考虑（见图6）。一是碧云绿地所

辐射的15分钟生活圈（1.5 km）—30分钟核

心辐射圈（约5 km）范围，人群构成主要为

碧云绿地内部社区居民、紧邻碧云绿地的金桥

与张江产业园区科技人才以及碧云国际社区

外籍人士。这部分人群对于体育场地设施的需

求包括15分钟步行范围内基础类与老年、儿

童专项类体育服务项目，以及科技人才与外籍

人士所偏好的新兴类体育项目。二是发挥碧云

绿地城市级生态区块效应，吸引更广域范围以

旅游休闲为目的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对于体育

场地设施的需求主要以新兴类体育项目以及

儿童专项类体育项目为主。

3.4  设施的选择与布局

3.4.1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选择

综合以上分析，形成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项目库清单。如表2所示，从布局位置可分为

室内、室外两大类，其中室内场馆位于碧云绿

地规划配套服务用地内，将生态适应性相对较

差的项目布置于室内场馆，降低对楔形绿地的

生态影响。具体项目的选择参照本文形成的楔

形绿地适应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项目库，并根

据不同服务人群进行归类。

3.4.2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布局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分布上较为严格地避

让了碧云绿地内划定的涉水鸟类保护区、水生

生物栖息地与生物迁徙廊道（见图7）。主风道

控制区域内建筑高度均低于10.0 m，大部分场

地设施低于1.5 m。室内外场地与场馆布局集

约、占地紧凑，除有步行服务半径需要的项目

之外，其他项目尽可能集中布置，且符合可达

性要求，兼顾生态适应与人群需求。

碧云绿地内共设置3处室内场馆，建筑高

度均控制在10.0 m以内（见表3）。室外场地共

36处，其中基础类公共体育健身设施以及专项

类儿童与老年人日常健身点共计26处，数量占

比超72%，充分体现了体育服务大众化、常态化

与友好化的发展趋势。除健身道外，其余场地与

场馆总占地不超过碧云绿地中绿地部分的2%，

良好契合了楔形绿地的生态特性与要求。

同时，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充分契合区域特

色，规划依托位于碧云绿地内的浦东足球场作

为上港队主场效应，在其西侧布置足球、橄榄

球、棒球等球类运动场地，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

球类运动元素，融入球类文化、俱乐部球迷文化。

4  楔形绿地内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发展

建议

4.1   补充形成楔形绿地相关规范与设计标准

国家及上海市地方规范缺少针对楔形绿

地的规范文件及设计标准。上海市由于严控建

表2 碧云绿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项目库

Tab.2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project library in "Green City Green Pa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张家浜楔形绿地体育项目策划与设施布局研究》制作。

图4 碧云绿地生物栖息地控制分析图
Fig.4  Biological habitat control analysis chart of 
"Green City Green Pa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张家浜楔形绿地城市设

计及景观概念规划》绘制。

图6 碧云绿地服务人群分析图
Fig.6  Service population analysis chart of "Green 
City Green Pa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张家浜楔形绿地体育项目

策划与设施布局研究》绘制。

图5 碧云绿地主风道控制分析图
Fig.5  Main air duct control analysis diagram of 
"Green City Green Pa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张家浜楔形绿地城市设

计及景观概念规划》绘制。

体育项目
“15分钟生活圈—30分钟核心辐

射圈”的目标服务人群
市域范围的目标

服务人群
本地居民 外籍人士 高科技人才 旅游人群

室
外
场
地

基础类
自行车道、慢跑道、健身步道 √ √ √ √
各类大众健身器材等健身点 √ — — —
篮球、足球等大球运动 √ √ √ —

新兴类

自行车、越野车泵道等骑行运动 — √ √ √
橄榄球（美式足球）等大球运动 — √ √ —
网球、棒球等小球运动 √ √ √ —
皮划艇等水上运动 — √ √ √
丛林网兜探险、攻防箭等丛林探险运动 — √ √ √
帐篷、木屋等营地运动 — √ √ √

专项类

老年康体健身器械等健身点 √ — — —
健身操、太极、气功等广场运动 √ — — —
儿童乐园、健身点 √ √ — —
儿童活动中心、儿童自然科普教育等主
题活动 √ √ √ √

萌宠乐园 √ √ √ √

室
内
场
馆

基础类 羽毛球、瑜伽、游泳 √ √ √ —

新兴类 击剑 — √ √ —
滑雪、滑冰、攀岩等极限运动 — √ √ √

专项类 宠物运动中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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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规模，使得部分楔形绿地位于开发边界

之外，从“上海2035”中的定性描述来看，楔

形绿地为三类生态空间，无法完全适用于公园

设计规范。基于上海市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与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角度，

补充形成楔形绿地相关专项规范与设计标准、

更新完善绿地内体育场地设施及各类服务用

房内容与要求具有其必要性。

4.2  前期规划统筹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配建

指标

周伟峰等[26]认为目前我国多数城市发展

中都存在各专项规划独自发展不成体系、资源

浪费导致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体育设施专

项规划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应该融

入城市的顶层设计中统筹发展。在“多规合

一”的趋势之下，应在前期楔形绿地整体规划

阶段综合考虑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的配置，与楔

形绿地生态、景观及各专项规划统筹布局，并

进一步落实空间与指标。

4.3   构建楔形绿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管

机制

结合本文梳理的有关公共体育健身设

施的现存问题，在建管机制层面建议建设标

准应符合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提高楔形绿

地内体育健身设施的整体质量。同时，无论

在资金还是在管理维护方面，体育公共服务

都需要持续地投入。建议创建社会资金、非

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管理团队参与

表3 碧云绿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布局与规模一览表

Tab.3  Public sport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layout and scale in "Green City Green Park"

图7 碧云绿地体育场地设施布局图
Fig.7  Sports facilities layout in "Green City Green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张家浜楔形绿地体育项目策划与设施布局研究》。

区位 类别 项目 布局方式 数量/处 占地规模/hm² 备注

室外场地

基础类
自行车道、慢跑道、健身步道 线性布置，与园路、滨水道结合 — 31.0（含园路、铺装） 占绿地面积的6%
各类大众健身器材等健身点 点状分散布置，满足15 min步行可达 6 0.2 —
篮球、足球等大球运动 8 0.3 非标场地

新兴类

自行车、越野车泵道等骑行运动 与草地、林地结合，集中区域布置，邻近绿地
入口、停车场或公共交通便利 1 1.4 —

橄榄球（美式足球）等大球运动 集中区域布置，邻近绿地入口、停车场或公共
交通便利 2 0.2 非标场地

网球、棒球等小球运动 相对集中布置，满足15 min步行可达 2 ＜0.1 —

皮划艇等水上运动 与水域结合，集中区域布置，邻近绿地入口、
停车场或公共交通便利 1 0.1 码头服务中心

丛林网兜探险、攻防箭等丛林探险
运动 与草地、林地结合，集中区域布置，邻近绿地

入口、停车场或公共交通便利
1 0.8 —

帐篷、木屋等营地运动 1 0.4 —

专项类

老年康体健身器械等健身点
点状分散布置，满足15 min步行可达 6 — 与大众健身点

综合设置健身操、太极、气功等广场运动
儿童乐园、健身点 6 1.6 —
儿童活动中心、儿童自然科普教育
等主题活动 集中区域布置，邻近绿地入口、停车场或公共

交通便利
1 0.2 —

萌宠乐园 1 2.0 —

室内场馆

基础类 羽毛球、瑜伽、游泳 相对集中布置，满足15 min步行可达

3 1.5

综合设置2处

新兴类 击剑
集中区域布置，邻近绿地入口、停车场或公共
交通便利

—
滑雪、滑冰、攀岩等极限运动 —

专项类 宠物运动中心 —
合计 39 8.8（不含园路、铺装） 占绿地面积的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张家浜楔形绿地体育项目策划与设施布局研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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