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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资格赛在

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举行。中信海直

直升机救援团队飞行员孔福德等人紧盯着

电视机屏幕。

一旦有意外情况发生，他们在两分钟内

就可以完成穿防护服、开机库门、启动电动

牵引车等一系列操作。“虽然开赛以来没有

接到过调度救援通知，但这样的准备每天都

会做。”孔福德说。

“ 在 航 空 救 援 上 ，我 们 细 分 出 近 地 与

高山两种情况，远离地面的高山斜坡由中

信海直直升机救援团队负责；离赛场医疗

救 援 站 近 的 地 方 ，通 过 救 护 车 转 运 到 999
直升机基地，空中转运到定点医院。”孔福

德介绍，为了保障赛事安全，赛时，飞行团

队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户外停机坪上随时

待命。

“接到指挥部通知后，我们会迅速通过

5G 医疗终端与医疗站视频连线，受伤运动

员上直升机后，也一直保持实时通信和数据

传输。”北医三院崇礼院区院长敖英芳 3 年

来已经过大小十数次演练与“实战”。“借助

5G 医疗，诊断关口前移，从现场医疗站就开

始远程诊断。在患者抵达医院前我们就已

经掌握伤员身体关键指标，方便我们做出基

本诊断，从而节约救援时间。从历届冬奥会

医疗保障情况来看，5G 远程医疗是首次应

用。”敖英芳说。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张家口赛区医疗

保障的第一转诊救治定点医院，承担张家口

赛区闭环内、外伤病员救治工作。

过 去 3 年 来 ，北 医 三 院 崇 礼 院 区 与 相

关 单 位 共 同 提 升 区 域“ 空 地 一 体 化 ”应 急

救 援 能 力 ，构 建 起“ 赛 场 — 医 疗 站 — 直 升

机—定点医院”一体化的高效冬奥医疗救

治体系。

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医疗和防疫副

主任王长卿介绍，本届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云顶场馆群共配置了 12 辆救护车、2 架直

升机来保障急救转运任务，组织了 330 多

名 医 疗 人 员 和 救 治 队 员 ，设 置 29 个 医 疗

站，固定医疗站每个班次配置值守人员“4
医 4 护”，医生中包含急诊医生、骨科医生、

脑科医生等。

远程医疗+空中救援

张家口赛区织紧冬奥医疗网
本报记者 乔 栋 王 亮

我曾任中国国家女子冰球队

队长，现在是北京市青少年女子

冰球队主教练。冰球是以冰刀和

冰球杆为工具在冰上进行的一种

相互对抗的集体性运动。穿着沉

重的装备，一场比赛下来，队员们

常常大汗淋漓。

我从 12 岁开始打冰球，至今

已与冰球相伴 33 载，其间有欢笑

也有泪水。在我的家乡哈尔滨，

当年室内冰场很少，冬天，我们

得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室外训

练，队员们戴的围脖、头套都冻

硬了。打冰球对抗激烈，但我坚

持刻苦训练，因为我心中一直有

一个冬奥冠军梦。

我先后参加过两届冬奥会。在 1998 年长野冬奥

会上，中国女子冰球队获得第四名。

2004 年 11 月 14 日晚，是一个让我永远难忘的夜

晚。中国女子冰球队全力冲击 2006 年都灵冬奥会的

最后一场资格赛，那也是我作为运动员第三次冲击冬

奥会。原以为我们出线已成定局，不料最后 6 秒钟，中

国队被瑞士队反超，以一分之差失去了都灵冬奥会的

参赛资格。那一刻，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盯着大屏幕上

的比分，遗憾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2007 年，我退役后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不理解

的决定：放弃执教专业队的机会，做起了青少年冰球的

基础培训。当时，中国在官方协会登记注册的女子冰

球运动员不过 100 人，而一些冰球强国注册人数成千

上万。我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冰球、

喜欢冰球。

中国女子冰球想要真正强大，就必须有更多人参

与进来。我把冰场周边的学校跑了个遍，一看到小女

孩，就问她们喜不喜欢打冰球。我还用自己的经历一

次次鼓励小队员：“在冬奥会上升起五星红旗，这是许

多运动员一直追逐的梦想！我们没做到，但你们一定

能做到！”

经过多年发展，打冰球的女孩越来越多，现在光是

在北京市冰球协会注册的女子冰球运动员就超过 400
名。我带领的北京市青少年女子冰球队曾获得美国

“哥伦布”杯女子联赛亚军、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亚

军，多名优秀队员入选中国女子 U18（18 岁以下）冰球

队。我相信其中的一些队员未来一定能够进入国家

队、站到冬奥会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作者为北京市青少年女子冰球队主教练，本报记

者施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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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4 日电 （记者暨佩娟）在 14 日举

行的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

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表示，在北京冬奥会

上，女性运动员的比例达到了 45.4%，达历史最高；有

女性运动员参与的项目也达到了历届最多，全部 109
个小项中有女性运动员参与的占 53%。

“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来说，各国奥委会发出一个

信号，即我们需要加强女性队伍力量建设，吸引更多女

性运动员。”马克·亚当斯说。

“北京冬奥会新增的 7 个小项中，2 个是女子单项，

4 个是混合团体项目，这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 2020 议

程》关于‘推动运动中的性别平等’的理念。”北京冬奥

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说。

严家蓉介绍了北京冬奥组委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

所做的工作，她说：“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加强对女性同

仁的保障，保证相同岗位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工资

薪酬。我们为女性运动员和涉奥人员提供安全的体育

环境。在 3 个冬奥村的综合诊所，我们都专门设置了

女性诊疗室和治疗室，也配备专业的妇科医师和诊疗

服务，为女性涉奥人员提供服务。我们实施了中小学

的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为男女学生提供平等参与冰雪

运动的机会。”

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阿尼斯·埃

克萨科斯说：“我们要确保女性和男性运动员在报道方

面能够实现完全的公平和平等。比如，在混采区采访，

我们也确保问男性运动员和女性运动员的问题应该是

相似的，没有任何歧视。在报道方面，我们对男性和女

性的赛事进行公平报道，所有赛事都以同样的制作质

量去报道，没有任何区别。”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表示，赛场

上所有运动员的表现都让她深受鼓舞。“运动有巨大的

价值。对孩子来说，运动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让他们

追逐梦想。同时，人们不一定要去做专业运动员，通过

运动他们可以表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杨扬呼吁

女性更多地参与体育运动：“我相信，体育的力量能让

更多女性发现更好的自己。”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组委例行
新闻发布会：

北京冬奥会女性运动员比例创新高

“ 雪 游 龙 ”赛 道 上 ，一 辆 辆 雪 车 风 驰 电

掣。2 月 14 日，在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雪车

决赛中，中国队选手怀明明和应清分列第六

和第九位，在这一北京冬奥会新增项目上展

现出实力。

2015 年申办冬奥会成功时，北京冬奥会

的 109 个小项中，约有 1/3 在我国几乎没有开

展过。本届冬奥会，中国冰雪运动员共获得

104 个小项 194 个席位的参赛资格（含 4 个需

通过北京冬奥会其他小项成绩再确认的“赛

中赛”小项），其中 35 个小项首次获得冬奥会

参赛资格。在备战冬奥的过程中，各支队伍

注重运用科技手段提升训练质量，为中国冰

雪运动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比赛中，中

国队选手闫文港夺得一枚宝贵的铜牌，实现

了中国代表团在冬奥会雪车雪橇项目中奖牌

零的突破。殷正、赵丹和黎禹汐等选手也发

挥出色。在中国钢架雪车队领队孙帆看来，

我国自主研发的六自由度训练系统对中国运

动员的训练大有裨益。

六自由度训练系统可以上、下、前、后、

左、右 6 个方向自由转动，装配上雪车、雪橇

等设备器材，结合虚拟现实和数字仿真

等技术，这套系统便可模拟出真实的

比赛、训练场景。获得男子钢架雪

车 第 五 名 的 殷 正 介 绍 ，2020—

2021 赛季，中国钢架雪车队

没 有 出 国 参 加 比 赛 ，国

内训练期间，位于北

京的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内的六自由度

训练系统起到很大作用。

本届冬奥会，殷正以 4 秒 58 的成绩超越

一众高手创造“雪游龙”赛道的出发纪录。除

了自身出众的能力之外，脚下的跑鞋也成为

帮助他创造佳绩的重要助力。据介绍，中国

钢架雪车选手脚下的跑鞋鞋钉由钛合金 3D
打印而成。制造这样一双跑鞋，是一项系统

工程。“运动员创造佳绩，与这样一双国产、创

新的跑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中国体育代表

团秘书长倪会忠说。

孙帆表示，中国钢架雪车从零起步，较为

先进的器材设备、科学的训练方法“都给我们

备战冬奥会带来更多信心和底气”。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中

国短道速滑队以 2 分 37 秒 348 的成绩夺得混

合接力冠军，比第二名快了 0.016 秒。毫秒之

差的胜负争夺背后，是运动员对细节的精准

把控——蹬冰动作、滑行姿态的细微变化，都

能对速度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何消减风阻，

以完美的姿态前行？中国冰雪运动员备战过

程中，“体育风洞”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体育总局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设

计出了符合雪车、雪橇、跳台滑雪、速度滑冰

等冬奥项目运动特点的“风洞”，可以模拟出

风速、风向、温度等重要赛场环境，帮助运动

员纠正和掌握空中姿态、降低伤病风险，大幅

提高训练效率。

北欧两项队教练葛达介绍，跳台滑雪运

动员训练时一个上午最多跳 7 至 8 次，每次在

空中飞行时间大概 5 秒左右，“要在不到一分

钟的时间内体验空中感觉，机会稍纵即逝”。

正是引入风洞技术后，我国北欧两项运动员

取得明显进步。

风洞技术也全面应用于运动员比赛服装

的研发。据介绍，本届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冠军高亭宇的速滑服就是根据个人特

征研发的，包裹度非常高，同时还经过了 500
多个小时的风洞测试，能有效降低风阻。

一根长达 100 米的牵引绳，搭配人体高速

弹射装置，再加上冰场周围的大风扇提供强

劲风力，从而让速滑运动员能够有效练习弯

道滑行技术，并不断挑战速度极限。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柯鹏介绍，二七厂冰雪项

目训练基地还配备了全面的训练监测系统，

可以监测速滑运动员的身体指标、滑行速度、

姿态、滑行路线和轨迹等，“这为改进技术动

作提供了参考，教练员通过大屏幕就能实时

了解运动员的状态。”

视频采集回放以及相应的数据分析，也

已 被 广 泛 运 用 于 各 个 冰 雪 项 目 的 训 练 中 。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运动员的日常训

练 中 ，会 有 多 个 机 位 实 时 采 集 运 动 员 的 空

中 动 作 数 据 ，不 但 可 以 随 时 进 行 慢 动 作 视

频 回 放 ，还 可 以 基 于 海 量 训 练 数 据 和 大 数

据 分 析 技 术 ，对 运 动 员 竞 技 能 力 的 各 项 指

标进行分析。

在需要精确手感的冰壶项目中，训练中

也会将冰壶滑行轨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及

系统分析。“根据录像可以分析出自己技术的

问题，帮助我们在路径训练上更加精准。”中

国男子冰壶队队长马秀玥表示。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训练质量，砥砺前行

的中国冰雪运动员正用一个个突破在北京冬

奥会赛场绘就灿烂的冬奥画卷。

（综合本报记者李硕、范佳元、刘硕

阳、孙龙飞、杨迅报道）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训练质量

为冰雪运动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13 日，瑞士队选手马尔科·奥德马特夺得

了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项目的金

牌，弥补了自己 5 天前在男子超级大回转项目

中未能顺利完赛的遗憾。16 日，他还将登上男

子回转项目的赛场。尽管名称上只有一两个

字的区别，但是高山滑雪分项中的各种“回转”

小项却各有不同。它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北京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共设 11 个小

项，其中男女滑降、超级大回转属于速度项目，

大回转和回转属于技术项目。全能项目则由

速 度 项 目 中 的 滑 降 和 技 术 项 目 中 的 回 转 组

成。此外，平昌冬奥会上新增的高山滑雪混合

团体项目，因其选手间“一对一”进行同场角逐

的刺激与精彩而颇受欢迎，也出现在了北京冬

奥会的项目设置中。

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速度项目

赛道名为“岩石”，技术赛道名为“冰河”。滑降

与超级大回转项目中，选手们只有一次滑行机

会，要在追求最快速度的同时找到最短路线。

2013 年，在瑞士进行的一场高山滑雪世界杯

滑降比赛中，法国队选手克拉雷成为世界上首

位滑行瞬时时速突破 160 公里的选手。与速

度项目相比，参加大回转和回转比赛时，每名

选手有两次滑行机会，以两次用时相加作为总

成绩，选手更注重把控滑行的节奏，从而提升

绕过旗门的效率，进而缩短比赛用时。

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和回转 4 个项

目的滑行速度和赛道长度、起终点落差依次递

减。例如男子滑降赛道全长达到 2950 米，起

终点海拔落差接近 900 米；男子回转赛道全长

仅为 606 米，起终点海拔落差为 220 米。相应

地，随着赛道长度的缩短，连续两个旗门的间

距也更短，选手也要面对更多的急弯和急转。

通常情况下，高山滑雪选手往往只专注于速度

或技术项目中的一种，但也有不少选手能够精

通这两个不同的类别。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高山滑雪队实现了 11
个小项的全项目参赛，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继

续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里创造佳绩。

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

高山滑雪的各种回转如何区分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图①：将风洞技术应用于竞技体育

是提高竞速类项目比赛成绩的主要科技

手段之一。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研

究团队成员张渊召（中）与测试小组在进

行相关研究（2021 年 7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图②：黎禹汐在钢架雪车比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③：高亭宇在速度滑冰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李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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