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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规范和加强新建充气膜体育建筑规划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市充气膜体育建筑管理，防范安全隐

患，提高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北京市城乡

规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

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工作原则

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分区规划，

支持符合交通、市容、安全和环保要求的充气膜体育建筑建设，

优先补充公益类功能，重点解决区域体育配套不足问题，打造全

民健身新载体。

二、分类办理要求

参照国家现行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 31-2003）、

《膜结构技术规程》（CECS 158：2015）等相关规定，充气膜体

育建筑是指由充气膜结构支撑形成的供体育竞技、体育教学、体

育娱乐、体育锻炼以及群众健身活动等用途的主体建筑及其辅助

用房组成的体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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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膜体育建筑可根据土地权属、规划用地性质、规划建设

条件、使用年限等情况，结合建设单位使用需求，申请办理临时

或永久建筑规划手续。

（一）临时性充气膜体育建筑

1.选址要求。

在不影响相关规划实施前提下，可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建设用

地且同时为具有合法来源的现状建设用地上选址建设。可支持地

块使用性质兼容，保持主用途主导地位优先实现，兼容用途服务

于主用途。

选址应避开以下位置：

（1）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两侧、中轴线两侧、沿城市快速路

和城市重要景观节点，首都功能核心区及相关重点地区。

（2）文物保护区、文物建控地带。

（3）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重点要害单位安控区、敏感

单位周边地区。

（4）河道、水源保护区。

（5）能源类城市基础设施走廊、危险化学品储藏设施周边

地区。

（6）会对地块内部及相邻地块产生安全、日照、环境、消

防等方面负面影响的位置。

（7）现状建筑物屋顶。

2.规划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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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4 米，可建设功能必要、规模合理的配

套辅助用房，包括厕所、淋浴间、更衣室等。内部不得加层，不

应设置观众看台。属于补齐城市短板而实施的临时性充气膜体育

建筑，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受规划容积率指标的制约。

3.申请、办理及延期。

建设单位申请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在申请表中明确

项目用地及规模需求、功能、预计临时使用年限等内容。

原则上由区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由区级体育行业主管部门出具同意意见。到期后可以申请

延长使用期限，办理延期手续时，应提供安全、消防相关证明文

件，对符合相关要求的项目经批准可以延续。

（二）永久性充气膜体育建筑

永久性充气膜体育建筑按照现行房建类建设工程审批流程

办理用地、规划手续，可纳入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审查决定流

程，并由相关部门做好安全监管。

三、其他要求

（一）建筑消防要求

充气膜体育建筑的建筑设计及建筑消防应满足现行国家及

地方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对于国家及地方相关技术标准无法解决

的其他消防技术问题，建设单位可提出设计解决方案，方案应当

包括特殊消防设计必要性论证、火灾数值模拟分析等内容，规模

大于 4000 平方米且火灾危险等级高的应当包括相关实体试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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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内容。由消防设计审查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论

证。

（二）公园中建设相关要求

如确需在公园中建设的，应符合公园设计规范，位置、体量、

规模等与公园功能相适应，与公园景观相协调，公园设计方案应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报园林主管部门批准。

（三）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相关要求

中小学、幼儿园在满足生均用地面积标准基础上申请建设

的，须先进行合理性、安全性评估，并征求教育主管部门意见。

（四）公众参与

充气膜体育建筑建设不得损害相关权利人利益。项目应组织

开展公众参与，了解公众意见和需求。临时性气膜建筑须在建筑

主出入口等明显位置明示使用时限。

（五）监管要求

项目应在工程建设、运行监管、拆除监督等方面符合各相关

部门管理要求。不得改变使用性质，不得擅自增建“膜中房”，

一经发现，严肃处理。临时性充气膜体育建筑在使用到期后或在

城市规划需要实施时，应无条件拆除配合实现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