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夏奥会的 29 个焰火“脚印”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14 年后，晶莹的冰五环和国家体育

场上空的璀璨烟花再次点亮北京的夜空。

全世界冰雪运动员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在 这 里 相 聚 ，感 受 浓 厚 的 新 春 佳 节 氛 围

……北京冬奥会，注定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新高峰

“这个项目竞争非常激烈，场上局势瞬息

万变，胜负往往就在毫厘之间，非常考验团队

协作。”2 月 5 日，中国队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接力决赛中惊险获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

下首金。赛后，提起这个新增项目，队员范可

新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时间回溯到 2018 年 7 月。国际奥委会宣

布在北京冬奥会上新增 7 个小项，金牌数也

随之增加到 109 枚，创冬奥历史上新高。

数据显示，本届冬奥会女性运动员参赛

配额创历届冬奥会新高，比例达 45.44%；女

性运动员参与项目也成为历届最多，109 个

小项中，女子项目达 46 个。新增的 4 个

混合团体项目是北京冬奥会的“重

头 戏 ”。 除 了 短 道 速 滑 混 合

团体接力，跳台滑雪混合

团体、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和单板

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也将陆续亮相冬奥

赛场。

女子单人雪车列入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让很多运动员兴奋不已。雪车项目以往只有

4 人、双人项目。这一次，人们将看到女选手

独自推车、滑行，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

龙”上演速度与激情的比拼。

本届冬奥会新增项目自由式滑雪男子大

跳台、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动作观赏性强，

视觉冲击力大，深受年轻观众喜爱。正如年

仅 18 岁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所言：

“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来。”

科技范

北京冬奥会核心系统全面“上云”，云计

算提供了奥运会统筹调度、智能转播、节能减

排的中国数字化转型方案；云上超级商店、云

展厅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奥运文化体验。

“科技的潜力很让人惊叹，北京冬奥会在

奥运会历史上，让我们第一次真正挖掘了这

种潜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称赞道。

锚定“环境正影响”“区域新发展”“生活

更美好”三大目标，北京冬奥会申办、筹办、举

办全过程践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执科技

之笔勾勒出一幅壮美的冰雪新画卷。

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张北地区

的风能、太阳能源源不断输入北京，实现冬奥

场馆“绿电”全覆盖；首都体育馆、“冰丝带”等

冬奥场馆采用最先进、环保的二氧化碳制冰

技术，碳排放量接近于零。

走进北京冬奥村，忙碌工作的“智能防疫

员”让人眼前一亮。与其他场所出示“健康

码”不同，智能机器人在 1 秒内便可完成身份

识别、智能测温等多项工作，最大程度提高信

息核验效率。

在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从厨师到服

务生都是机器人，媒体记者只需在餐桌上扫

码下单，餐食就会自动送达对应餐桌。

此外，5G 信号已经覆盖到所有冬奥场馆

和连接场馆的道路，自由视角、VR 技术帮助

用户摆脱束缚，从不同角度欣赏冰雪赛事。

无论是参赛运动员还是场内外观众，每一位

冬奥参与者都能切实感受到科技为冰雪运动

带来的新魅力。

中国风

一段“雪长城”，让云顶滑雪公园的坡面

障 碍 技 巧 赛 道 赢 得 中 外 运 动 员 一 致 点 赞 。

“‘雪长城’不仅美观，而且有防风功能。”赛道

塑形团队塑形师迪克·舒尔曼介绍。获得单

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美国运动员

马里诺感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赛道，不但

设计充满惊喜，也很有挑战，我太喜欢了！”

红红的福字贴在门上，一串串鞭炮、灯笼

画在白板上，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里年味

浓厚。2 月 5 日是大年初五，“冰立方”在赛前

观众互动环节，还玩起了“迎财神接元宝”游

戏，烘托出热闹的过年观赛气氛。

在国家体育馆，冰球比赛开赛前，一段精

彩的冰上灯光秀华丽上演。绚丽的灯光和激

昂的音乐，将观众带入到紧张刺激的冰球比

赛中。“我们希望借助冬奥会这一舞台，向世

界展现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及现代中国欣

欣向荣的面貌。”北奥集团体育活动事业部经

理崔晓丽说。

在国家体育馆观众入场口，玻璃幕墙上

高达 14 米的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成为

热门拍照打卡点。“冰墩墩”如今也已

是冬奥会最受欢迎的“网红”。

（实 习 生 崔越 参 与

采写）

本届冬奥会新增7个小项，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冰雪运动

非凡的盛会 非凡的精彩
本报记者 李 洋 李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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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在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遇到记者朋友们，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我们又见面了！

去年的东京奥运会，我在排球赛

场负责日文和英文播报工作。那次现

场没有观众，为了调节气氛、给中国女

排加油，我特意在现场背景音乐的歌

单里加入了《小苹果》《卡路里》等中文

歌曲。没想到，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

引起国内网友的极大关注，我也跟着

“走红了”。

北 京 冬 奥 会 期 间 ，我 有 了 新 任

务 。“ 冰 丝 带 ”体 育 展 示 团 队 有 20 多

人，作为团队副经理，赛时各工种如何

统筹协调、现场声光电效果如何控制，

都由我来负责。从主持人变成“导演”

的角色，责任扛在肩头，对我而言是压

力，也是动力。

这次赛场有观众，如何当好“气氛

组”，既充分调动大家的情绪，又为各国运动员营造良好的比

赛氛围，我们想了很多创意。现场的背景音乐库里储存了上

千首中外歌曲，不仅要根据不同的运动员精心挑选，还会在元

宵节等节日里进行特别放送。

另一方面，“冰丝带”里除了好听的音乐，还加入了灯光

秀、投影秀。在运动员出场前或比赛间歇时，现场设置的 48
台投影仪会在赛道上投射出带有中国元素的彩色投影，比如

飞驰而过的高铁等。

最好玩的要数现场互动了。因为防疫要求，大家都戴着

口罩。当现场摄像头捕捉到看台上的观众时，大家会用肢体

语言来表达喜悦——要么模拟“打鼓”，要么戴上“虎头”，大家

对着大屏幕表演，和运动员一起享受融入比赛的快乐。

为了确保体育展示万无一失，赛前整个团队进行了十几

次演练，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北京冬奥会期间，“冰丝带”基

本每天都有比赛，大家经常要连续奋战八九个小时。虽然工

作辛苦，但看到运动员出色的表现、现场观众投入的身影，我

们觉得付出再多都值得。

更 让 我 兴 奋 的 是 ，我 与 奥 林 匹 克 的 情 缘 一 直 在 延 续 。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曾担任沙滩排球比赛的主持人。时隔

14 年又站在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岗位上——在家门口赶上两

次奥运会，并能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一生的

幸运。

（作者为国家速滑馆场馆运行团队体育展示副经理，本报

记者郑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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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2014 年第一次来到小海陀山的时候，那里还是

一片空白。而现在，我每天坐着缆车看着面前的皑皑

白雪和各种美景，感觉真的太美妙了。赛道上的雪况

很好，甚至可以说没有办法更好了！”2 月 5 日，北京冬奥

会造雪情况媒体吹风会在主媒体中心举行，国际雪联

高山滑雪委员会主席伯恩哈德·鲁西在会上这样表达

自己的感受。

与鲁西的话相呼应的，是这几天各国运动员训练后

给出的评价。“我们收到的运动员反馈是，这里的赛道滑

起来很舒适，这主要归功于我们的造雪整体质量好。”鲁

西说。

人造雪技术并不是新生事物。像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就利用了人造雪。最近几届冬奥会的承办地，包括都灵、

温哥华、索契、平昌等，也都使用了人造雪。相比起物理

特性更为多变的天然雪，人造雪更容易被整备成状态一

致的雪道，适应各个项目、各种赛道对于雪量和雪质的要

求。比如说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越野滑雪场和冬

季两项滑雪场大多用的是 3 号雪，跳台滑雪场用的是 5 号

雪。型号越小，雪越轻。

相比人造雪，使用更多的天然雪是否更有优势？鲁

西说，如果有自然雪的话，我们就可以造更少的雪。但

是，从雪道质量精确控制上讲，我们并不希望使用大量的

天然雪。“当我们的赛道已经建设完成之后，我们是不希

望有自然雪的。”鲁西认为，要想创造最佳的赛道和体验，

通常会使用人造雪，这会使得赛道上的雪比较紧致，运动

员在上面可以更好地滑行。

随着人造雪越来越多地使用，有人担心是否会给当

地的水资源带来压力。其实，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以

古杨树场馆群为例，此次冬奥会造雪水源来自地表径流

和收集的雨水，而且，这些水是可以循环利用的，积雪融

化可以用于农业灌溉、绿化、旅游等。

国际雪联高山滑雪委员会主席
伯恩哈德·鲁西——

“赛道上的雪况很好”
本报记者 贺 勇

两种不同的观感：一个风驰电掣，一个优

雅翩跹，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这两个项目，在

北京冬奥会上将共用一块冰面。为了在首都

体育馆打造一块速度与美丽共存的冰面，北

京冬奥组委特聘制冰专家雷米·博勒与中国

同事一起，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搭建实

现梦想的舞台。

这位来自法国的制冰专家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自己与制冰结缘的故事开始于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16 岁的博勒开着

扫冰车踏上冰面，“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制冰工

作。”博勒说。自此，他服务多届冬奥会和世

界锦标赛等赛事，在制冰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在完成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和

花样滑冰的制冰工作后，博勒接到了北京冬

奥组委邀请，很快便投入到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 相 关 工 作 中 ，负 责 首 都 体 育 馆 的 制 冰 工

作。“为了呈现一届精彩的冬奥会，我和中国

团队合作了近 4 年时间。”他说。

谈及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博勒说，首都体

育馆承接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

个大项比赛，两项比赛对冰面的要求完全不

同。“这需要我们仔细研究，保证冰面对于两

个项目来说都是完美的。”他解释，相对于短

道速滑选手偏好的脆冰，稍软的冰面更有利

于花滑选手做跳跃动作。如果比赛中短道速

滑的运动员可以极快滑行，花样滑冰的运动

员可以高高跳起，那就证明制冰工作成功了。

博勒提到一个细节，制冰团队会在一天

内多次调试冰面温度，“我们每天都会调整冰

面状态、更换防护垫、调试冰面温度，做到每

天的冰面都能达到最佳温度。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我们和中方负责机器装备的工程师密

切合作，调控气温、水温、制冷系统温度。”

在博勒看来，每一次制冰都是独一无二

的。“这一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要在不同的

场馆与不同的团队合作。”他说，在北京的工

作就是一次非常奇妙的体验。

首都体育馆建成于 1968 年，是新中国成

立后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馆，中国首

座人工室内冰场也在这里诞生。“看着这里一

点 一 滴 发 生 的 变 化 ，感 觉 真 的 非 常 棒 ！”博

勒说。

谈及与首都体育馆制冰团队的合作，博

勒坦言，这非常令人兴奋。“事实上，所有同事

都对制冰工作抱有极高的热情。”他介绍，大

家正是出于对冰上运动的热爱走到了一起。

“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大家步调一致。遇到

问题时，所有人都会冲上前积极解决，这非常

好。”博勒说。

博勒表示，在首都体育馆工作的经历让

他对这块冰、这届冬奥盛会的成功举办充满

信心。 2 月 4 日，首都体育馆迎来首场花样

滑冰项目比赛，5 日中国队在短道速滑混合

团体接力决赛中夺得金牌，这也是该场馆产

生的第一枚金牌。“在这块冰面，全世界将会

观 赏 到 精 彩 的 比 赛 ，这 一 点 毋 庸 置 疑 。”博

勒说。

图为日前，雷米·博勒（中）在进行冰面

制作。 首都体育馆供图

“全世界将会观赏到精彩的比赛”
——访北京冬奥组委特聘制冰专家雷米·博勒

本报记者 陈尚文

2 月 6 日，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