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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年，终被珠峰“接纳”

2018年5月，那是夏伯渝人生中
第五次“冲峰”。1975年，24岁的夏
伯渝跟随中国登山队承担首次精确测
量珠峰高度的任务。下撤过程中，由
于将睡袋让给队友，他的双脚被冻坏
死、被迫截肢。

躺在病床上，听到9名队员成功
登顶的消息，夏伯渝眼泪直打转。灰
暗之时，一句话让他重燃希望——一
名来华传授经验的外国专家看到夏伯
渝的情况后表示，如果装上假肢，不
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可以
再登山。

“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希望听到
这样的声音。”夏伯渝说，“当带上假
肢、第一次站立起来时，我决定还要
去登山。”

山再高，高不过登山的人；路再
险，挡不住勇敢的心。没有脚就不能
登珠峰？夏伯渝不信命，也不信邪。
一双假肢、一颗雄心，是他冲顶珠峰
最重要的依托。

穿着假肢登山，难度超乎想象。
由于没有踝关节，上山时只能靠假肢
的“脚尖”走，很容易打滑摔跤；假
肢没有感觉，只有传递到腰上才能做
出反应……与普通登山者相比，同样
的攀登距离，夏伯渝要花上两倍甚至
更多的时间。

为此，夏伯渝几十年来坚持着
日 复 一 日 的 训 练 ： 从 清 晨 5 时 开
始，完成一个半小时的仰卧起坐、
背飞、引体向上后，再去爬香山或
是进行 10 公里的快速徒步，直到今
天仍是如此。

40 余年间，夏伯渝数次攀登珠
峰。雪崩、大地震、暴风雪……他
屡屡与死神擦肩而过，也与珠峰遗
憾错过。2014 年，他在珠峰大本营
遭遇雪崩；2015 年，他在突击顶峰
时遇到尼泊尔 8.1 级大地震；2016
年，他在距离峰顶不到百米时遭遇
暴风，为了夏尔巴向导的安全放弃
冲顶……

这几年，每次去登山前，他总是
安慰家人“这是最后一次了”。终
于，在第五次冲顶时，用夏伯渝自己
的话来说，珠峰“接纳”了他。

激励年轻一代为梦拼搏

“2018 年攀登冲峰是这么多年来
最危险也是最困难的一次，我们从珠
峰大本营一出发，就遭遇狂风大作、
雷电交加。”夏伯渝回忆道。

“因为一直在吃溶血的药物，身
上一旦出现伤口就会血流不止。”
除了惊险的螺丝钉，腿上的血栓也
让 夏 伯 渝 攀 登 的 每 一步都走得更
慢、更小心。

更大的挑战出现在冲峰之后——

还没来得及享受登顶的喜悦，暴风雪
突然而至，身边一片白茫茫。

这回肯定下不去了，夏伯渝想。
“但在山上通话的时候，我跟爱

人保证，一定要平安回家。”夏伯渝
说。于是他拉着从山顶降下的路绳，
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往下挪。长时
间的攀登让他的双腿肿胀，假肢只能
穿进一半，动作一大极易脱落。

“那时候真是腿也不敢抬，就顺
着雪面慢慢往下蹭。从 7900 米的高
度下来，一般人最多也就走四五个小
时，结果我走了十几个小时。”夏伯
渝说。

成功攀登珠峰之后，夏伯渝的人
生故事感染和鼓励了更多人。2019
年，在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盛典
上，夏伯渝坚持不懈的攀登历程获得
了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在夏伯渝家中，有一个角落摆满
了奖杯和纪念品，记录和见证着他的
荣耀和忙碌。中国男篮、女篮国家队，
中国田径队，北京国安足球队……很
多体育队伍都曾邀请夏伯渝分享个人
经历，鼓励年轻一代的体育人为梦想
不断拼搏。

“对我来说，登山是一个目标和
梦想。这么多人的关注确实打乱了我
的生活，但如果我的登山经历能够给
大家一些启迪或借鉴，那我就很欣慰
了。”夏伯渝说。

同登山爱好者交流时，总会有

很多年轻人围上来，向夏伯渝咨询
登山问题。“有的人说，你都 70 岁
了，没有脚还能登上珠峰，那我也
没问题。我会忠告他们，登山绝不
是这么简单的。”

“我以前是登山运动员，而且这
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锻炼。登山
一定要从体能上、思想上、资金上做
好准备。”夏伯渝说。

等待下一次出发

征服珠峰、继续攀登，并不是
“老人与山”故事的结尾。

去年，夏伯渝重回珠峰保护区和
珠峰大本营，身份却已不再是登山
者。在那里，他与志愿者与一起收捡
垃圾、宣传环保，鼓励更多人擦亮天
路、保护珠峰。两天时间里，超过百
人加入到夏伯渝的队伍。

疫情期间，中国和尼泊尔珠峰南
北段暂停了所有探险活动。2020年5
月，在珠峰大本营举行的春季登山垃
圾清理回收仪式上，3座海拔8000米
以上的山峰共清理出登山垃圾 3786
公斤。

“几年前登珠峰的时候，我就发
现沿途有一些垃圾。珠峰永远在那
里，攀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不
能为后来人留下‘垃圾山’，要为登
山者创造干净的环境。”夏伯渝说。

每次到拉萨，夏伯渝也会去博物

馆 看 看 自 己 亲 手 搭 建 的 “ 中 国
梯”——1975 年攀登珠峰时，他和
队友奋战近一天的时间，在珠峰北坡
8700 米处“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架
设了高近6米的金属梯，打通了登顶
的最难一关。

自此，天堑变通途。2008 年，
“中国梯”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时
正式“退休”，落户拉萨珠峰登山博
物馆。从 1975 年到 2008 年的 33 年
间，“中国梯”帮助和见证了1300多
名各国登山者征服珠峰。

“看到‘中国梯’，总是让我感慨
万分。”夏伯渝说。2019 年，电影

《攀登者》 的上映让更多人知道了
“中国梯”的故事。每每讲起1975年
的攀登经历、说起“中国梯”，夏伯

渝总是眼泛泪光。
从 1975 年首次精确测量珠峰高

度，到 2020年获得 8848.86米的珠峰
最新高程数据，中国登山者和测绘工
作者不断刷新着人类认识世界的高
度。作为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夏
伯渝也格外有感触。

“珠峰测量的科技含量越来越
高。5G 信号到了珠峰大本营，北斗
系统精确导航……珠峰高度这个问
题，我们国家最有发言权。”夏伯
渝说。

征服珠峰之后，夏伯渝并不打算
停止攀登的脚步。他给自己制订了新
的目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
南北极。尽管疫情延误了计划，但他
仍在准备和等待着下一次出发。

夏伯渝：

珠峰之巅 梦想不停
本报记者 刘 峣

在珠峰7900米雪坡上，暴风雪漫天席卷。年轻的向导突然发现，夏伯渝假肢上
的螺丝钉掉了一颗。

“白雪皑皑的雪地里，一颗小小的白色螺丝钉，一般人很难看到。要不是及时发
现，假肢很快就会松散脱落……”回忆起两年多前成功登顶珠峰的场景，71岁无腿登
山家夏伯渝最先想起的，却是那颗失而复得的螺丝钉。

“双奥团队”的梦想延展

北京北五环林萃路畔，一座清代的兆惠石碑见
证了“双奥之城”的历史。2017年3月，石碑旁的临
时场馆射箭场、曲棍球场完成北京奥运会的历史使
命后优雅谢幕。3年后，承担北京冬奥会赛事的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在这里拔地而起，与“鸟巢”“水
立方”构成“双奥之城”北京的标志建筑群。

“如果说‘鸟巢’‘水立方’等北京奥运会场馆
象征着‘百年圆梦、中华崛起’，那么‘冰丝带’则
代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的向往。从场馆设计
的第一张图纸开始，我们就在考虑赛后利用，考虑
为大众服务。”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武晓南说。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设计总负责人、北京建
院副总建筑师郑方曾承担主持设计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网球中心等 5座奥运场馆的重任。“冰丝带”的
创意设计就出自郑方之手。

“水立方是把柔软的水设计成坚硬的方块，冰丝
带则是把坚硬的冰设计成柔软的丝带，这蕴含了中
国人对自然的深层思考和刚柔相济的智慧。”郑方
说，我们要把一个极具科技含量、可持续运营的

“冰丝带”交给冬奥、交给北京。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总工程师、北京城建集

团总工程师李久林曾担任“鸟巢”项目总工程师。
他说，“鸟巢”的钢结构是北京奥运会留下的重要遗

产，“冰丝带”则在大跨度索网结构屋顶、材料国产
化、绿色场馆、智慧场馆等方面形成新的亮点。

原始创新成就“中国方案”

国家速滑馆冰面面积近1.2万平方米，制冰会产生
大量能耗，应用何种技术制冰成为各方关切的焦点。

在与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制冰专家的讨
论中，国家速滑馆建设方最早提出采用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国家速滑馆制冰系统设计负责
人马进说：“中国二氧化碳亚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已经
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事实证明，这条新路线不仅走
得通，而且走得更远。”

在创新的背后，环保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据
介绍，使用相同数量的传统制冷剂的碳排放量，是
二氧化碳制冷剂的 3985倍。将来，在“冰丝带”全
冰面运行的情况下，一年可节约大约200万度电。

2018年1月，当李久林提出在国家速滑馆索网施
工中应用国产高钒密闭索时，外界曾出现不同声音
和意见。在一些人士看来，国产高钒密闭索从未在
建筑领域应用过，更何况是要应用到国家速滑馆这
一重大工程中。

然而，李久林所看重的，是坎坷背后的“新天
地”。在推动高端材料国产化情怀驱使下，李久林和
团队联合厂家进行技术攻关，仅用3个月便突破核心
瓶颈。国产高钒密闭索在国内国家级大型场馆中首
次成功应用，三亚亚沙会主体育场等国内各大工程

纷纷“效仿”速滑馆应用国产高钒密闭索，打破高
钒密闭索国际市场垄断，进口索价格开始下降，国
内高端材料行业跨步发展。

开放办奥打造“最快的冰”

打造“最快的冰”，是国家速滑馆建设团队的梦
想。

“国家速滑馆虽然位于平原，但我们会在可以掌
控的范围内，给运动员提供最好的冰面。”北京城建
亚泰制冰联合体负责人李燕敏说，“我们将赛道混凝
土冰板层水平高差控制在 4 毫米左右，场地非常平
整。采用二氧化碳制冷可将冰面温差控制在0.5摄氏
度内，非常均匀。”

来自加拿大的资深制冰师马克·麦瑟是“中国方
案”中至关重要的“国际元素”。年届花甲的他从
1987年开始从事速度滑冰制冰工作，为全世界 20来
个速滑馆工作过，诞生过许多世界纪录的卡尔加里
速滑馆的冰面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虽然马克久经沙场，但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
冷制冰技术仍给他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达到最优
的电导率，在用来制冰的水中，提纯水和自来水的
配比在每一个冰场都不一样，而这个配比需要马克
靠自己的经验去调整，场馆的温度和湿度也是同样
的道理。

“冰丝带”完成首次制冰之后，马克用一枚玉石印
章在冰面上铺的一小张宣纸上盖上了自己的大名
——这枚印章是中方团队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为了
完成“冰丝带”的首次制冰，最近的这个圣诞节、元旦
和60岁生日，马克都是在北京隔离期间度过的。

奥运遗产造福于民

已经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梁希仪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采访中国冬季项目。梁希仪说，在 20多年
前，滑冰馆在国内很难找，有的地方一个滑冰馆四
五年也盖不起来。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之后，国内的
冰雪场馆越来越多，尤其是打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

武晓南说，在设计“冰丝带”的时候，充分考
虑到了赛后利用。从场馆灯光的分区域使用，到馆
内的配套售卖设施等，都做了细心安排。

据北京国家速滑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宋家峰介
绍，国家速滑馆比赛区包括3条400米速度滑冰比赛
道、一条速滑比赛练习道、一块 60×30米多功能冰
场、一块 61×31 米多功能冰场以及一块活动冰场，
能同时满足举办滑冰、冰壶、冰球等多项赛事以及
大众进行冰上活动的需求，赛后可接待超过 2000名
市民同时开展冰上运动，也为赛后的商业演出预留
了充分的空间。

对于“冰丝带”的赛后利用，武晓南有更大的
“野心”。他希望充分利用国家速滑馆周围的空间，
沿着人工湖打造一条夏季可以跑步、冬季可以开展
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比赛的赛道，从而形成一湖、
一馆 （国家速滑馆）、一赛道的体育休闲综合体，吸
引更多的人流来共享这份“双奥遗产”。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孔祥鑫、张骁、王镜宇）
上图：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速度滑冰项目竞赛

主任王北星在首次制冰完成后试滑。 新华社发

“冰丝带”诞生记

华灯初上，明月高悬。五彩之光在国家速滑馆的玻璃幕
墙上飞速流转，宛如速滑运动员在冰面上纵情疾驰。一年之
后，这里将成为全世界顶尖选手汇聚的殿堂。

丝带飞扬，连通世界。以“冰丝带”为代表的北京冬
奥会竞赛场馆群蓄势待发，期待着与来自全世界的宾朋共享
奥林匹克荣光。

山东省烟台市近日举行全民健身运动会雪上项目比赛，100余名
选手参加了8个项目的比赛。图为小选手在比赛中。

孙文潭摄 （人民视觉）

雪上乐趣雪上乐趣

夏伯渝在攀登中。 资料照片

2021年女子冰壶世锦赛被取消

据新华社电 世界冰壶联合会当地时间 2月 8日在官网宣布，原
定于3月19日至28日在瑞士沙夫豪森举办的2021年女子冰壶世锦赛
被取消，原因是瑞士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不予支持。

“世界冰壶联合会与赛事当地组委会被告知，鉴于目前的新冠肺
炎疫情状况，以及对病毒新变种传播的担忧，（瑞士当地） 将不会批
准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世界冰壶联合会在声明中说。

这是女子冰壶世锦赛连续第二年被取消，2020 年 3 月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原定在加拿大举行的2020年女子冰壶世锦赛在开赛前被
取消。

世界冰壶联合会方面表示，目前正与各利益相关方协商研究完
成冬奥资格选拔的各种形式，包括选择其他日期举办女子世锦赛或
者以冬奥资格选拔赛替代。与此同时，2021年男子冰壶世锦赛与混
双世锦赛的筹办仍将按原计划推进。

张帅王蔷澳网首轮出局

本报电（立风）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2月8日在墨尔本开赛。首
轮比赛中，本次赛事31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以2∶6和0∶6不敌美
籍华裔小将李安。这也是张帅自 2016年打进澳网 8强以来，首度在
该项赛事中遭遇“一轮游”。不过，张帅随后还将同澳大利亚名将斯
托瑟搭档，参加本届澳网的女双比赛。

在此前举行的比赛中，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选手、30号种子王
蔷以 6∶2、4∶6和 4∶6遭意大利老将埃拉尼逆转，3年来首次澳网
止步首轮。

本届澳网，共有5名中国女单选手参加正赛。除了张帅和王蔷之
外，郑赛赛、朱琳和王雅繁也在首轮比赛中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