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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结束的“相约北京”冰球国

内测试活动中，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亮

相国家体育馆：场内大屏幕可以实现与

现场观众的实时互动；通过手机可以完

成场馆室内高精度导航；场边的“移动

诊疗车”可以在 5 分钟内完成颌面创伤

的现场影像学检查和人工智能诊断，提

升赛时医疗服务效率……从比赛到观

赛，科技创新成果处处彰显“科技冬奥”

的底色。

从申冬奥成功伊始，“科技冬奥”就

成为冬奥筹办工作的关键词之一。“回顾

几年来科技冬奥工作，可以用 9 个字概

括：有规划，有成效，有期待。”北京冬奥

组委技术部部长喻红在 11 月 18 日召开

的北京冬奥组委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上

说，期待亮点纷呈、科技感十足的北京冬

奥会。

《科技冬奥（2022）行
动计划》围绕 8个方面，助
力冬奥筹办各项工作

早在冬奥筹办之初，科技部就联合

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北京冬奥组

委、国家体育总局等研究制定了《科技冬

奥（2022）行动计划》，围绕“零排供能、绿

色出行、5G 共享、智慧观赛、运动科技、

清洁环境、安全办赛、国际合作”等 8 个

方面开展工作，通过系统布局科技冬奥

重点任务，助力冬奥筹办各项工作。

“新技术在北京冬奥会的实际应用

情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场馆，这是举办

奥运会的基础条件。”喻红说，通过技术

攻关，每个竞赛场馆都有着十足的“科技

范儿”。作为北京赛区唯一新建的冰上

场馆，国家速滑馆采用世界跨度最大的

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用钢量

仅为传统屋面的 1/4；国家游泳中心由

“水立方”转为“冰立方”，应用装配式快

速拆装和调平动态监测技术，20 天内就

可以完成“由水到冰”的场地转换；首钢

滑雪大跳台研发了正四面体的模块及正

四面体连接节点，可以实现不同比赛的

赛道剖面转化。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

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科技冬

奥”重点专项，把场馆规划、建设、运维关

键技术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进行布局，解

决了雪车雪橇赛道、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速滑馆等场馆

设计、建造和运维技术难题，支撑国家体

育场智能化和国家游泳中心冰水转换等

场馆改造。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和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首次应

用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竞技型人工剖面赛

道设计方法与建造关键技术，为国内首

创。国家雪车雪橇赛道长度大、落差大、

弯道多，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赛道精度

和温差控制难题，首次实现 360 度回旋

弯道一次喷射成型，同时可满足延庆高

烈度区的抗震要求。国家速滑馆、五棵

松体育中心等场馆选用了二氧化碳跨临

界制冷系统，冰面温差控制在 0.5 摄氏度

以内，碳排量接近于零，这项技术大规模

应用于冬奥会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同

时，场馆利用冷热联供一体化设计对制

冷余热进行回收利用，能效提升 30%—

40%。吴远彬说：“通过科技创新，实现

了关键技术新突破，支撑冬奥场馆高质

量建设。”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围绕 5 个方面部署任务，
落实办奥理念

吴远彬介绍，“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围绕科学办赛、运动科技、智慧观赛、安

全保障、绿色智慧综合示范等 5 个方面

部署任务。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绿色、智慧场馆

建设，提供了便捷化服务体验，为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落地提供了

有力支持，也将进一步改变观众的观赛

方式，提升观赛体验。

喻红说，北京冬奥会时，5G 信号将

覆盖所有场馆和连接场馆的道路，包括

京张高铁也有稳定、连续的 5G 信号覆

盖。这为超高清视频、各项智能服务等

应用场景提供了必要的网络连接。“有了

5G 信号覆盖，转播也有新模式。”

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

实现 100%绿电供应，在奥运史上尚属首

次；清洁能源车辆用车占比将达到 85%，

为历届冬奥会最高；境内接力火炬将全

部采用氢燃料，采用自主研发的 42 兆帕

减压装置……

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比赛均在

室外进行，据了解，目前冬奥气象预测

系统已经可以实现“百米级、分钟级”的

精准气象预报，将为赛事顺利进行保驾

护航。在今年 2 月举行的测试活动中，

有 12 场 比 赛 、训 练 根 据 气 象 预 报 调 整

了赛程。

“在室外观赛，天气比较寒冷，为了

解决观众观赛取暖的问题，我们研发了

场馆坐席和站席观赛环境的舒适性提升

技术，实现零下 20 摄氏度体感温度下，

设备表面温度 10 秒内升至 40 摄氏度以

上，可以显著提升观众热舒适感受。”吴

远彬说。

“我们期待运动员在比赛中有精彩

的表现，也期待这些技术成果能给北京

冬奥会所有参与者以更好的赛时服务和

体验。”喻红说。

从 10 月开始，228 项
技术成果陆续投入冬奥
筹办，进行测试应用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一系列防疫科

技 创 新 成 果 加 入 测 试 活 动 的 运 行“ 阵

容”，雾化消毒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等的

启用，可以实时完成场馆消毒、防疫等工

作，同时节省人力、物力。

北 京 市 科 委 副 主 任 朱 建 红 表 示 ，

科技力量有效地支撑了冬奥测试赛的

防疫工作。“我们通过组织科技防疫技

术专家论证会，在人员进场、物品环境

消毒、环境中病原体检测、人员体温监

测 等 防 疫 重 点 环 节 ，有 序 推 进 多 项 重

点 技 术 成 果 实 际 应 用 ，切 实 发 挥 科 技

对 北 京 冬 奥 会 疫 情 防 控 的 支 撑 作 用 ，

全力保障所有办赛、参赛、观赛人员的

防疫安全。”

喻红表示，“科技冬奥”的推进有两

个目标，一是利用新技术支持北京冬奥

会的筹办和举办，二是给新技术应用提

供展示场景。

据了解，在今年 2 月、4 月举办的“相

约北京”雪上、冰上测试活动中，围绕场

馆、运行、指挥、安保、医疗、气象、交通、

转播等关键场景，已有 37 个项目的 133
项技术成果在测试赛中落地应用。从

10 月开始，随着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活

动开启，“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又将有 61
个 项 目 228 项 技 术 成 果 陆 续 在 测 试 活

动、运动员训练及相关冬奥筹备工作中

测试应用。

“我们要用好近期系列测试赛机会，

推进各项目研发成果实际测试应用，确

保重点专项成果在北京冬奥会用得上、

用得好。”吴远彬表示，“我们也将加强技

术成果的系统梳理，推动科技成果的产

业化，进一步服务‘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推动冬季运动可持续发展。”

科技冬奥 创新先行
本报记者 季 芳

本报北京 11月 18日电 （记者陈

晨曦）中国足协 18 日发布公告宣布：

中国足协主席办公会综合前期女足国

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情况，在广泛征

求意见基础上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

定，由现任上海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水

庆霞担任中国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水庆霞曾是中国女足队员，随队

参加过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并获得

亚军。退役后，水庆霞先后在中国女

足青年队、上海女足青年队和上海女

足执教。在今年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

会女足成年组比赛中，水庆霞临时担

任奥运联合队主帅并率队夺冠。

水庆霞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

本版责编：程聚新 唐天奕 高 佶

核心阅读

申冬奥成功以来，“科
技冬奥”重点攻关大力推
进，《科技冬奥（2022）行
动计划》全面展开，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
点专项有序推进，取得了
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助
力冬奥筹办各项工作，落
实办奥理念。

■走向冬奥R

在男子百米跑道上追风

逐电的苏炳添，除了短跑运

动员的身份，同时也是暨南

大学体育学院的一名老师。

近日，他回到校园为同学们

上了一堂公开课，指导跑步

练习。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

会上，苏炳添创造了 9 秒 83
的 亚 洲 纪 录 ，令 人 振 奋 不

已。他的这堂公开课，主题

就是让同学们体验一下，自

己用 9 秒 83 能跑多少米。每

个人跑的距离有长有短，而

苏炳添除了耐心地辅导动作

外，也和同学们分享，他是如

何跑出 9 秒 83 的故事。

“我的身高只有 1 米 72，
100 米 要 比 博 尔 特 多 跑 7
步。我只有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才能和别人站到同一起跑线上。”追

求卓越的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苏

炳添并不例外。2019 年，他受到腰伤

和骨裂的困扰，也曾消沉过。最终，

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

神走出低谷。苏炳添用自己

的经历证明，只有通过刻苦

努力和科学的训练方法，才

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相信未

来 会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亚 洲 选

手、中国选手可以站在奥运

男子百米决赛的跑道上。”

苏炳添回到暨南大学，

将奥运选手的价值向课堂延

伸，自然大受欢迎，100 个听

课名额“秒光”。奥运选手是

很多青少年心目中的榜样，

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爱国精

神、拼搏志气、精湛技艺，也

是一种生动的教育形式。除

了欣赏他们的赛场英姿，为

他们呐喊助威，如何更好地

发挥奥运选手的社会价值，

特别是让体育在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产生更多正能量，苏

炳添的这堂公开课，就是一

次积极的尝试。

在训练之余，或退役之

后，推动更多优秀运动员走

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传授

运动专业技能，让他们感悟

拼搏奋进的精神，还可以拓

宽体育教育思路，丰富校园

体 育 形 式 。 随 着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脚 步 临 近 ，“ 冰 雪 运 动

进校园”当下很受学生们欢

迎。推广冰雪运动，离不开

高水平的教练和老师，目前的校园还

相对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发挥体

教融合相关政策的作用，促进教育和

体育资源的互通互融，更多“苏炳添”

在赛场之外，也可以找到大展身手的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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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体教融
合相关政策的作
用，促进教育和体
育资源的互通互
融，更多“苏炳添”
在赛场之外，也可
以找到大展身手
的舞台

■体坛观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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