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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于7月28日至8月8日举行，运动员
生活居住的大运村坐落在成都大学校园
内，遵循“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理念，
依托成都大学校园建设、改造而成。建
设始于2019年5月，项目于2021年3月
完成交验，建设完毕后为学校新增约40
万平方米的教学、行政、生活用房。占地
面积约80万平方米的大运村，能容纳约
11000人入住。

7月22日，成都大运村正式开村，迎接
各代表团入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专访了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副总
建筑师、大运村设计总负责人钟鹏，他用

“可持续、绿色、开放”来形容大运村的建
设，希望向世界传递环保理念。

据悉，大运村的建设是基于校园既
有建筑的改造利用和服务设施的新增，
而新增的这一部分在赛后会转变为学校
师生使用的教学和生活场所。

从设计师的环境观、生态观的角度，
钟鹏说：“这片区域是浅丘陵地貌，原始的
地形就有很多小土坡，我们现在新建的建
筑就是放在小土坡上的。”他表示，从经济
角度看，减少土方量能直接做到节省。同
时，对原始地貌的破坏也减少了，建筑跟
自然环境的融洽度会更高。

以大运村的生活服务中心为例，钟
鹏说这里也被称为“冷巷”。这是利用文
丘里效应，通过引导自然风、提高通道中
的风速来达到降温效果。总面积1400
平方米的建筑，不用空调，就完全能靠自

然风来保证室内的舒适度。“如果这个地
方做成封闭式的，需要开空调的话，一年
需要耗费7万度电，所以在这方面我们
做到了绿色节能。”

除了采风的考量，采光的设计也颇
有讲究。四川非常有特色的居住形态
川西林盘与在四川人眼里非常亲切的
植物竹子也被纳入构想，钟鹏说：“我们
在设计‘冷巷’的时候，屋顶是天窗设
计，自然光可以进来，天窗我们用了像
竹编一样交织的金属构架，阳光正好
时，散下来斑驳的阴影，看起来就像是走
在竹林间。这是我们有意而为，希望当

你走在这条巷子里时，能拥有对川西林
盘的一些联想。”

钟鹏认为，整个大运村最重要的是
“可持续、绿色、开放”。“可持续”是指除
了为大运会服务的两个星期，这些建筑
和设施还可持续利用，它是可以被改造、
以适应新的需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今天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未来的校园师
生是怎么去使用这些空间的，所以现在
建造的这些空间，是需要具备在未来被
改造的可能性的。”

记者注意到，从总体规划来看，有一
些公共建筑将来是对市民开放的。更特
别的一点，体现在这些建筑没有主门厅，
不论是从北门还是南门进入，甚至是从
中间穿过，就像行走在室外的街道一样，
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穿梭。钟鹏解释，
街道是交往的空间，没有起点和终点。

“我们把街道空间的开放性运用在这些
建筑形态里，这有很多个出入口，大家可
以自由穿行，这就是我们对开放的表达，
容纳更多可能性。”

从2018年开始规划设计，钟鹏与设
计团队几乎每周都要去成都大学两三次，
站在一个个土坡上去想象，未来大运会如
何使用，未来师生又如何使用，把脑袋里
想象的模型投到现场去，一次次验证。
如今，大运村正式投入使用，钟鹏低调欣
喜地告诉记者，看见大运村完美地呈现，
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但同时也希望，能
把绿色环保等设计理念，传递给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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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村的生活服务中心这条“冷巷”，采风和采光都颇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