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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杭州，随处可见亚运元素。钱塘江畔，

超 200种花卉组成“亚洲花毯”；走进地铁站，脚

下竟然铺着塑胶跑道；“亚运限定版”复兴号列

车，串联起杭州与温州、金华等协办城市……

满城的“亚运氛围组”中，最引人瞩目的无

疑是吉祥物“琮琮”“宸宸”“莲莲”。从街头巷尾

的雕塑、绘画和海报，到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立

交桥的石桥墩，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以往的亚运会吉祥物，大多以动物形象

示人，杭州别出心裁选用“智能机器人”造型，

融合当地的历史人文、自然生态和创新基因，

令人眼前一亮。

细细端详这组吉祥物，设计独具特色：灵

感源自良渚古城遗址的“琮琮”，额头印着“神

人兽面纹”，寓意不畏艰险、超越自我；代表京

杭大运河的“宸宸”，头顶钱江潮，额头嵌以拱

宸桥图案，象征乘风破浪、勇立潮头；戴着荷

叶形头饰，以三潭印月为顶的“莲莲”，仿佛从

西湖的烟柳画桥深处走来，代表万物互联、开

放包容。

吉祥物作为亚运会的视觉形象，不仅要

有亲和力，更要展现主办城市的独特魅力。

“三个智能机器人”的创意从 4600 多件作品

中脱颖而出，历经 6 次大修改、20 次小修改，

最终呈现今天的模样。

初来杭州亚运会的四海宾朋，最先感受

到来自吉祥物的热情。机场车站迎宾区有

“三小只”举牌欢呼，运动员餐厅门口竖着“一

家三宝”的喷绘板，媒体记者包里藏着吉祥物

毛绒公仔，西湖景区的吉祥物雕

塑前不断有游客合影打卡……

中国第三次与亚运会牵手，

也唤醒了大家共同的记忆。1990
年，北京亚运会手持金牌的吉祥

物熊猫“盼盼”释放日益开放的信

号；2010 年，广州亚运会通过“五

羊”吉祥物表达和谐美好的祝福；

本届亚运会将杭州的三大世界文

化遗产融入吉祥物，既富有人文

底蕴和时代气息，又传递出“爱达

未来”的愿景。

来杭州看亚运会，带一组吉

祥物回家，也把活力江南的美好

带回家。

左图：杭州街头的裸眼 3D 亚

运会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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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释放杭州魅力
本报记者 郑 轶

杭州亚运会多项赛事拉开大幕，赛场内外广

泛应用 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

实现“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提供了有力

支撑，也彰显着“数字杭州”的魅力。

智慧运营，保障赛事举办

智能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念之一。用数字

化赋能赛事筹备，提高赛时管理水平，已成“标配”。

实现真实场馆 1∶1 孪生成虚拟场馆，指挥调

度时点击直达“现场”……走进杭州奥体中心运

营大厅，大屏上大到亚运六城概况，小到一场场

赛事，亚运整体情况尽收眼底。亚运会赛事总指

挥部如一个大脑，对各类数据进行汇总、整合、分

析，实时呈现赛事进程、交通物流、电力运行、食

宿保障、卫生医疗等多种信息，实现多维度调度、

高效率指挥，保障亚运会顺利举办。

温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在草坪下安装了十几

个传感器，可以检测多种数据，根据数据“智能养

草”；杭州滨江体育馆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

比 赛 场 馆 ，球 馆 内 20 台 4K 高 清 摄 像 机 和 一 台

VR 相机捕捉运动员不同角度的动作，能定格并

360 度回放每个精彩瞬间；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是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场地，有 8 万多个

座位，这里全面部署了 5G—A 网络，可满足众多

观众、工作人员同时上网的需求。

在一些比赛场馆，技术的支撑让运动员的亚

运体验更舒适。

作为亚运会手球比赛场馆的浙江工商大学

文体中心体育馆，为避免运动员在比赛中因激烈

碰撞造成伤害，铺设了具有减震效果的悬浮式运

动地板；塘栖盲人门球基地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从门厅开始，通往每一个功能用房及比赛场地的

路上都设置了盲道，所有房门都安装了自动感应

的语音播报器，帮助视障运动员判定方位。

良 好 的 赛 事 体 验 还 离 不 开 气 象 系 统 的 保

障。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气象部门利用视频

智能气象观测仪、舒适度仪、智慧灯杆上的气象

微站等，搭建多套微型气象站，形成了智能、立体

的气象泛在感知网。这些微型气象站分布在赛

场周围，丰富了气象观测信息的来源，为赛事保

障提供重要的气象数据。

技术赋能，践行绿色理念

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池水清澈，可全年保持国

际赛事标准。要想保持这样的水质，奥体中心游泳

馆靠的是一个可实现 24小时不间断循环的水系统。

在非竞赛时段，每分每秒都在持续进行水处

理和循环。有了这套过滤系统，每年可节水 9 万

吨，“用水大户”变身“节水标杆”。

在场馆建设方面，杭州亚组委坚持规划引领，

优先使用既有场馆。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 56
个竞赛场馆中，新建场馆仅 12 个，且新建场馆在

设计施工中优先采用新科技、新材料、新工艺，优

先使用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机械，减少碳排放。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和游泳馆内，场馆顶部

的导光管宛如夜空繁星，为场馆提供日常照明。

据场馆建设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体育馆和游泳馆

内共设置 210 个导光管，其中体育馆 127 个、游泳

馆 83 个。导光管通过顶部的采光罩将室外的自

然光漫射至室内，每年可节电约 10 万千瓦时。

亚运村充电站里，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设施

同时集成无线充电、大功率充电、V2G 充电等功

能，经过车辆入库、刷卡感应、关门落锁等几步简

单操作，一个车位转眼便成为一个“充电站”，为

绿色低碳出行带来便利。在杭州，全部 42 座竞

赛场馆都实现了充电设施配套，累计建成配套充

电桩近 800 台。

数字化技术为亚运会注入了活力，以数字化

手段提升筹办工作效率和服务保障效能，为运动

员、观众和游客提供便捷优质服务。

参赛端，通过数字参赛服务平台“杭州亚运

行”可一键查询成绩，随时随地获得新闻资讯、翻

译热线等服务；观赛端，数字观赛服务平台“智能

亚运一站通”为观众提供购票、出行、观赛、住宿、

用餐等多项贴心服务；办赛端，体育赛事数字办

赛平台“亚运钉”，实现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的线上协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惠民共享，融入日常生活

浙江湖州德清县舞阳街上，有一条自动驾驶

巴士的固定接驳路线，这条路线通往位于德清的

亚运排球馆。车辆搭载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

等多种自动驾驶感知设备，能实现车辆周边环境

精准感知，进行道路车辆、行人、非机动车以及障

碍物、红绿灯的识别。

智能技术为体育赛事提供服务，更融入城市

发展，连接着美好生活。

在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智能机器

人“笨小宝”承担着为观众提供场馆导览、赛事讲

解、问题解答等服务的重要任务，还能在没有导

览任务时开启自动巡逻。

吉祥物、便民驿站、电子大屏、亚运观赛休憩

区……杭州武林广场的“亚运观赛空间”焕然一

新，为没有亲临比赛现场的市民提供了观赛场所。

大运河亚运公园的亚运“红旗班”实现数字

化升级，这支城市管理队伍形成扫地车、洗地车、

大 型 冲 洗 车 、快 速 保 洁 车 轮 番 上 阵 的 保 洁“ 矩

阵”，最新上线的精细化管理协同指挥系统，拥有

河道智能化管理、高空监测自动化管理和积水监

测系统等功能。

高标准、高要求的亚运盛会，不仅是科技创

新的受益者，也可加速推进技术更新迭代。部分

经亚运会办赛实践检验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具有

被大规模量产、全方位应用的可能。不久的将

来，智能亚运的新奇与便利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

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下图：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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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上午，杭州亚运会武术男子长

拳决赛在萧山瓜沥文化体育中心举行，中国

体育代表团的孙培原发挥出色，以 9.840 分夺

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

上收获的首枚金牌。

这是孙培原的第三次亚运之旅：2014 年

仁川亚运会，他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他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摘得首金；本届亚运会，他再次夺金。

“能够在杭州夺金，我觉得意义非凡，我

非常激动！”今年 34 岁的孙培原已经习武 28
年，提及这次夺冠十分兴奋，“我的梦想就是

拿到亚运会 3 枚金牌，这一次完成了目标，实

现了梦想。”

在参加本届亚运会武术男子长拳决赛

的 14 名选手中，孙培原第十个出场，整套动

作一气呵成。最终，他得到了动作质量分 5.0
分、演练水平分 2.840 分、难度等级分 2.00 分，

总分 9.840 分的好成绩。

为 了 本 届 亚 运 会 ，孙 培 原 克 服 了 伤 病

等 困 难 ，积 极 备 战 。“我 付 出 了 很 多 努 力 来

恢复比赛状态，系统科学地训练，同时积极

调整心态。”孙培原说，“今天发挥得特别

好 ，是 近 几 次 训 练 以 来 表 现 最 好 的 一

次 ，能 在 赛 场 上 展 现 良 好 竞 技 状 态 ，

我非常满意。”

杭州亚运会武术项目比赛时

间为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萧山

瓜沥文化体育中心举行，共

产生 15 枚金牌，其中，武

术套路共 8 个小项产

生 8 金，武术散打

共 7 个小项产

生 7 金。

孙培原夺得武术男子长拳金牌

三次亚运夺金 实现人生梦想
本报记者 邓剑洋 朱笑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