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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对国际社

会的庄严承诺。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下，要坚持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

型，也要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2022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树立绿色理念和精品意识，高标

准推进亚运场馆、亚运村的建设、管理

和运营。”作为国际级的大型赛事，杭

州2022年亚运会提出“绿色、智能、节

俭、文明”的承诺，为实现“绿色、低碳”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杭州2022年亚运

会建设处处彰显出“零碳办赛”的绿色

低碳理念，打造出亚运会建设“零碳”

办赛的“杭州样板”。

创新标准规范
场馆建设有章可循

“绿色”是杭州2022年亚运会的

重要办赛理念之一，也是这次亚运会

的“主色调”。尤为明显的是，“绿色标

准”“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等理念已

经融入亚运会场馆建设的全生命周

期，更好地助力可持续发展。刚刚过

去的2021年，是杭州2022年亚运会、

亚残运会场馆建设的决战之年。场馆

建设是亚运筹办的基础，也是举办一

届成功、精彩亚运盛会的前提。截至

2021年12月底，竞赛场馆基本完工，

纷纷揭开了“神秘面纱”。杭州2022

年亚运会、亚残运会共有57个比赛场

馆。其中，新建场馆12个、改造场馆

27个、续建场馆9个、临建场馆9个。

另有31个训练场馆、1个亚运村和4

个亚运分村，分布在主办城市杭州（12

个赛区）和5个协办城市（8个赛区）。

在总结借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

运会、G20杭州峰会等重大国际赛会

举办经验，参考大型赛事体育场馆设

计标准及案例的基础上，2018年，杭

州亚组委编发了《2022年第19届亚运

会绿色健康建筑设计导则》《2022年

第19届亚运会场馆建筑室内空气污

染控制技术导则》。在规划布局亚运

场馆时，杭州亚组委就充分考虑到城

市发展和环境保护需求，提出了杭州

亚运会绿色场馆标准规范、绿色健康

建筑设计导则、场馆室内空气污染控

制技术导则等一系列标准，使得场馆

建设有章可循。

绿色场馆标准规范，确保了建筑

的“绿色健康”。杭州亚运村采用现代

绿色技术和材料，全区域超过50%的

建筑达到国家绿色健康建筑三星标

准，绿地系统建设真正达到了“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成为浙江省首个

获得国家二星级绿色生态城区设计标

识的项目。

被大家亲切称为“大莲花”的杭州

2022年亚运会主会场“杭州奥体中心

体育场”，不仅是杭州2022年亚运会

开、闭幕式的举办场馆，也是田径项目

的举办地。该建筑由28片大花瓣和27

片小花瓣构成莲花外形，整座建筑虽为

钢结构，却飘逸灵动。“大莲花”总用钢

量经过多轮优化、完善后仅为2.8万吨，

获得全国钢结构工程最高荣誉——

“中国钢结构金奖”。2021年3月，“大

莲花”主体育场获得建筑最高荣誉中

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杭州拱墅区运河亚运公园项目，

该场馆原为城中村改造项目，考虑到

该区域内河道纵横、绿树成荫，故将其

规划确定为公园，后又将亚运会乒乓

球和曲棍球场馆融入公园中，体现了

绿色场馆与城市规划的有机融合。拱

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采用室内空气

质量监控与改善系统，结合光电离子

空气净化除菌技术，打造健康舒适的

室内环境，也是浙江省第一个获得三

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的体育场馆。

突出绿色设计
规划阶段绿色先行

亚运场馆建设过程中，在规划阶

段就坚持绿色先行，创新绿色设计理

念，按照绿色生态城区的标准进行规

划，开展绿色健康建筑、智慧园区、地

下综合管廊等先进技术实践。

杭州亚运村采取海绵城市专项规

划，从“渗、滞、蓄”到“净、用、排”，通过

建立区域内雨水的有机循环体系，采

用过滤净化处理、生态净化滞留、雨水

收集利用，有效发挥蓄水调水作用，打

造节能场馆，确保亚运村建设充分体

现出“绿色亚运”理念。

在亚运会的场馆设计中，强调突

出地方特色。各亚运场馆遵循因地制

宜的原则，综合场馆所在区域的气候、

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特点进行设

计，与周边生态环境相融合，实现场馆

与生态的和谐共生。毗邻千岛湖的场

地自行车馆严格遵循绿色发展理念，

按照国家对千岛湖环境保护要求，以

“朝阳鱼跃、千岛明珠”为灵感开展设

计工作，将场馆融入山水之中，实现了

区域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

富阳、桐庐、淳安等钱塘江流域场

馆都将富春山水、千岛湖景等元素充

分和场馆融合，既彰显杭州独特的人

文底蕴，又保护了生态文明。

践行绿色施工
建筑与生态和谐共生

施工阶段是场馆建设融入“绿色

亚运”理念的直接体现。杭州2022

年亚运会场馆在满足使用功能和确

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建设

过程中的节能环保，尽可能使用以废

弃物为原料的建筑材料。对建筑垃

圾的再利用，使得建筑与生态环境和

谐共生。

在黄龙体育中心的改建过程中，

由于需要对部分原有建筑进行拆除，

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建筑垃圾。体育

中心在建设过程中采用“移动反击式

破碎站”，对建筑垃圾进行循环利用。

改造产生的9000吨建筑垃圾经过破

碎并自动分类，变成可重复利用的半

成品，这些半成品后续可以用作干混

砂浆、抹灰砂浆、混凝土免烧砖等建设

原材料。

营造绿色施工环境，各场馆建设

单位尽量避免对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环

境造成影响。特别是离居民区较近的

杭州市体育馆、杭州市萧山区体育中

心、杭州市富阳区体育馆等城区场馆，

通过提升施工现场绿化覆盖率，以减

少扬尘的产生，同时在施工现场均设

置喷淋系统，降尘除尘。

实现低碳减排
全部场馆用上绿色电能

杭州2022年亚运会场馆在建设

过程中，尤其注重使用安全环保的绿

色电力。

2020年11月9日，亚运会电力供

应和保障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颁发仪式在杭州亚组委举行，国家电

网获央企首个可持续性发展管理体系

认证。国家电网将通过±800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源网荷储“即插即用”、

能量路由、市场化碳交易等多种方式，

实现2022年杭州亚运会全部场馆用

上绿色电能，这在亚运史上将是首次。

2021年4月28日，杭州亚组委、

浙江省电力交易中心与国网杭州供电

公司签署了三方协议，全面启动2022

年第19届亚运会绿电交易，赛事场馆

和亚运村等被纳入一揽子交易方案。

这次亚运绿电交易，统一采购省内外

非水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并将他们

用于亚运场馆、亚运村以及亚运充电

桩的电能供应。这些电在产生的过程

中不会产生任何二氧化碳。

为了让绿电更灵活柔性地供应保

障，国网杭州供电公司还在杭州萧山

泛亚运区内新增大型城市移动“充电

宝”。当电力供应富余充沛之时，用它

们储能，当电力紧缺时，让它们及时补

充电网，保障亚运主场馆储能应急。

开展绿色交通
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杭

州亚运会的举办，对城市基础设施的

改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城市幸福感的

提升至关重要。

2020年4月17日，《杭州市亚运

城市行动计划纲要》正式发布，一场声

势浩大的城市行动计划全面实施，健

康城市打造、城市国际化推进、基础设

施提升、绿水青山守护等方面的行动，

让人们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能级的不

断提升。其中，按照“基础设施提升行

动”，杭州市将大力推进亚运会比赛场

馆和亚运村建设，打造具有鲜明辨识

度的新时代杭州城市新地标。持续推

进“5433”现代综合交通大会战，加快

实施轨道交通、快速路、高速公路、铁

路西站枢纽、萧山机场T4航站楼及综

合交通中心项目，进一步提升杭州的

综合枢纽功能，打造国家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

杭州2022年亚运会效应也为浙

江省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在2021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浙江省就提

出，以2022年6个亚运城市的绿色交

通建设为契机，开展亚运城市绿色交

通建设行动，构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

交通格局，助力绿色亚运城市建设，展

示浙江“重要窗口”形象。

根据相关要求，亚运会期间承办

城市城区内行驶的公交车必须是清洁

能源汽车。亚运会的承办，按下了绿

色低碳交通发展的“快进键”，杭州市

绿色交通体系“节能、低碳”的特色愈

发明显。日前召开的2022年杭州市

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聚焦两战全

胜，做亮亚运交通”“聚焦双碳目标，做

美绿色交通”。其中，专门提到，推进

实施杭州市交通运输领域碳达峰行

动；加快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做好

巡游出租车“油改电”等工作；推动多

式联运发展，深化推进“公转水”运输

结构调整，加强“四好农村路”建设，推

进全域美丽经济走廊创建。

(本版图片由杭州市发展改革委、

杭州亚组委场馆建设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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