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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雪道救死扶伤
——记冬奥滑雪赛场上的保障医生

本报记者 刘 峣

太极拳“走出去”有何进展？
申遗成功后如何传承保护？“武术入
奥”梦想能否实现？近日，就太极
拳发展的热点话题，本报记者专访
了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张征。

加快走向世界

近日，由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地区）
太极拳网络大赛拉开帷幕，并将从4
月1日起进入网络投票和专业评判阶
段。

张征介绍，此次中拉太极拳大
赛已有 12 个拉共体国家明确报名意
向，共设置新标准套路、传统套路
等 23 个比赛项目，预计国内外选手
参赛约700人。

“这项赛事的举行体现了中拉人
民携手抗疫、风雨同舟、守望相助
的情谊。”张征说，比赛以线上形式
举办，适应了疫情防控的要求。中
拉太极拳爱好者“相聚在云端”，以
健身、健康的方式促进民心相通，
助力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拉太极高手“云端切磋”的
盛事，是近年来中华武术对外推广、
加快走出去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太极拳已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传播，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太
极拳组织，习练者达数亿人之多。

张征说，太极拳的健身功能、
文化属性在国际上已有共识。“国际
著名的科研、医疗机构就太极拳在
健身祛病、慢性疾病康复等方面的
作用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太极拳
简便易行，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哲学
思想，可以很好地舒缓身心，是一
种可以终身锻炼的体育项目和生活
方式。”

张征介绍，中国武术协会将通
过多边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太极
拳的国际推广。其中，计划在海外
布局 1000 个武术太极拳段位考点，
培养 5000 名教学骨干，推动太极拳
进入海外的教学机构、侨团侨社，
弘扬太极拳文化。

做好传承发展

2020年12月17日，太极拳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41个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的项目。经过
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太极拳已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文
化的独特窗口。

张征介绍，为保护和发扬太极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
性，将进一步加强对太极拳文化的挖掘和整理。通过国际性
论坛等品牌性活动的举行，加强针对太极拳的创新性研究和
开发转化，让太极拳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

在太极拳的管理和推广方面，张征说，中国武协推出了
“六个一工程”，即织牢一张推广网络、建立一批健身站点、
构建一个技术体系、培养一支骨干队伍、编制一套指导丛
书、搭建一个交流平台。

更好地向线上转移、服务于全民健身的新需求，也是太
极拳运动的重要发展方向。

张征说，在疫情出现之初，中国武协就向各级武术业务
主管部门发出倡议，广泛开展武术和太极拳的居家健身活
动。2020 年 6 月，中国武协举办了全球太极拳网络大赛，吸
引了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万多名选手报名参赛，网络
点击达1.4亿。

“‘互联网+’为太极拳开拓了新的推广渠道和平台，动
员和凝聚了全世界的太极拳爱好者，也让老百姓有了更多的
健康获得感。”张征说，除了线下活动和赛事之外，中国武协
未来还将举办更多的线上太极拳比赛。

大力开展推广

一年多以前，武术被列为2022达喀尔青奥会的正式比赛
项目。其中，太极拳和太极扇位列武术项目的4个小项当中。
首次成为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这让以太极拳
为代表的武术距离“入奥”任务更进一步。

“力争武术项目早日进入奥运会是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的要求。武术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同奥林匹克的宗旨和
精神是一致的，‘武术入奥’也是世界武术爱好者共同的愿
望。”张征说。

据了解，“武术入奥”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中国武
术协会和国际武术联合会大力开展武术推广工作，努力提升
武术国际影响力，力求使武术在普及程度、组织建设、竞赛
规则、比赛数量等方面基本满足奥运要求，为“武术入奥”
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征说，中国武协将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技术支
持、参与项目设置，对标奥运、完善规则，推动武术项目更
加符合奥运会的要求。

加强太极拳等武术项目在全球的推广，尤其是要扩大在
青少年中的影响力，同样是“武术入奥”的关键。对此，张
征表示，中国将发挥武术发源国的优势，积极开展武术的对
外技术援助，帮助各国提升武术发展水平。其中，将在海外
建立武术推广协作机制，覆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东欧国
家、东盟十国、上合组织、环地中海国家等区域，把中国的
武术的标准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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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 正式“成团”

位于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场。作
为冬奥项目中的“速度之王”，高山滑
雪运动员从长度约 3000 米、落差近 900
米的赛道滑下时，最高速度可达 140 千
米/时。风驰电掣极具观赏性，但也给
医疗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一条符合奥
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专业的医疗保
障更无从谈起。为此，北京冬奥组委等
部门在2018年成立“中国冬奥滑雪医疗
保障梦之队”。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十
几家医院的40多名医护人员通过选拔考
核，成为驰骋雪道的“滑雪医生”。

“刚进队时，我对高山滑雪没有什
么了解，以为跟平时的休闲滑雪差不
多。”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副医疗
官、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医师郭祁
是“梦之队”的一员。队伍组建时，他
作为代表到加拿大考察高山滑雪世界杯
医疗保障，一下子“开了眼界”。“在加
拿大，很多参与雪上急救的医生从小就
会滑雪。高山滑雪赛道的滑行难度、极
端条件下的救援和装备要求，跟休闲滑
雪完全不一样。”郭祁说，尽管有滑雪
基础，自己的心里仍然很忐忑。

与一般的滑雪赛道不同，高山滑雪
赛道使用的是“冰状雪”，表面非常光
滑，危险系数极高。据统计，在国际大
赛上，参赛选手的受伤几率高达 15%，
赛场工作人员也是“高危人群”，这些
都属于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

迎难而上，2018年雪季，中国滑雪
医生正式“成团”。滑雪技能强化培训，是

“滑雪医生”跨越的第一道难关。
根据国际雪联规定，在高山滑雪赛

场，一旦运动员发生受伤事故，救援医生
必须4分钟内赶到现场。“实际上，算上清
空赛场等必要的流程，通常留给滑雪医
生的时间只有不到1分钟。”袁强说，这对
于医生的滑雪技能提出了极高要求。

从 2018 年开始，队员们每个雪季都
要集中参加4次（周）滑雪培训。为了让滑
雪技能“炉火纯青”，许多医生在繁忙的
门诊和手术之后放弃休息，自费练习。

在“梦之队”中，担任领队的袁强
是唯一一个“零基础”的队员。

“比赛时，我在指挥室中安排各站
点滑雪医生的行动。虽然不用上雪道，
但只有自己学会滑，才能更好地了解每
个滑雪医生的水平和特点。”袁强说，
学滑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目标：用一
年的时间超过一半队员。

一个雪季之后，袁强果然没有食
言。团队医生的滑雪技术同样迅速提
升，通过了国际雪联的专业考核，得到
了各国专家的认可。

高强度的训练压力下，包括袁强在

内的不少医生都受过伤。
“腰椎骨折、锁骨骨折、肋骨骨

折、踝关节骨折、肩关节骨折……”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医疗官、北京积水
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梁学亚说，

“虽然受了伤，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大
家都在微信里说，等伤好了再上战场，
为国争光，这就是我们团队勇敢、拼搏
的奉献精神。”

生命救治 随时出发

作为滑雪医生，会滑雪、能治疗还远
远不够。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副医疗
官、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李
庭说，“滑雪医生就像在大海里游泳，还要
把溺水者从海里捞出来，在低温的环境下
进行包扎、止血、插管等急救措施”。

比赛时，赛道上的温度可能低至零
下二三十摄氏度，地势复杂、风向多
变。在高山赛道和低温条件下穿着雪板

去救援，对再优秀的医生来说，都是极
大的挑战。

高山滑雪医疗保障团队的医护人员
来自麻醉、骨科、脑外、胸外等诸多科
室。郭祁说，针对赛场上可能出现的受
伤情景，团队不知进行了多少次“桌面
推演”。在缺乏既往经验的情况下，各
个专业的医生集思广益，通过频繁的推
演和实战测试，编写出可供参考的高山
滑雪救援技术手册。

在 1 个月前的测试活动中，一名运
动员在比赛中意外摔倒“挂网”。前来
救援的滑雪医生脱下雪板救援时，也因
赛道陡峭和体力不支连连打滑。发现问
题后，所有的滑雪医生第二天全都主动
来到赛道，在最陡的地方练习穿脱雪板
和挂网救援。

“命令一到，大家马上穿好雪服、
背上急救包、拿着雪板，不用几分钟就
坐缆车上去了。这些医生平时在工作单
位里都是骨干，到了赛场上也是生龙活

虎，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梁学亚说。
据梁学亚介绍，高山滑雪赛场的医

疗保障是一个立体体系。按照比赛要
求，在高山滑雪赛道上，每隔三四百米
应设立一个赛道医疗站 （FOP），并配
备 2 名滑雪医生和 4 名巡逻队员。运动
员一旦受伤，滑雪医生和巡逻队员要就
近及时救治，给予初级生命支持后迅速
转运。

除了赛道医疗站外，赛场上还设有
运动员医疗站。受伤运动员转移至此
后，由站点医生进一步治疗。此外，赛
场还配备救护车和救援直升机，及时将
伤员转运至定点医院。在测试活动和比
赛中，整个救援系统的精准配合和顺利
运行非常重要。

李庭便是一名忙碌在运动员医疗站
的医生。“我所做的工作是‘高级的生
命支持’，在赛道救援的基础上，帮助
伤员平稳生命体征，并判断是否通过救
护车或直升机转运。”

反复的培训和演练，让李庭和同事
的工作做到了极致——进门时担架几个
人抬、如何倒手？什么情况下用药和输
液？120 急救车停在哪里合适？——一
切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救援，保
障运动员的生命安全。

安全护航 期待亮相

在冬奥会赛场，医疗保障的工夫往
往在镜头和公众的关注之外。可一旦运
动员在赛场上出现伤情，医生的救援过
程便可能出现在转播镜头当中，接受全
世界的检验。

“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时，高
山滑雪场馆有 100 余人的医疗保障团
队。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治疗方
案、最佳的保护措施，为安全办赛保驾
护航。”梁学亚说。

根据北京冬奥会的赛程安排，高山
滑雪赛事将于明年 2 月 6 日开始。这意
味着，提前进驻赛场的医生们，注定要
在赛场上过春节了。

“大家基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年纪，虽然到时不能跟家人团聚，但我
们彼此包容、互相鼓励，这段经历一定
会成为人生中的一大财富。”梁学亚说。

“咱们不但要达到国际水平，还要
引领国际水平！”李庭说，这是中国滑
雪医生第一次亮相，但标准和要求一定
是最高的。

袁强清楚地记得，团队成员耐心与
受伤的残疾人运动员沟通后，迅速对其
进行了高水平治疗。国家队和国家残奥
队的教练和队员看到医疗站里充足的药
品和专业的设备，也竖起了大拇指。

“测试活动结束后，我们到医疗站
里搬运设备时，遇到了还在训练的国家
队和国家残奥队。他们很不舍地说：

‘你们撤了，谁给我们保障呢？’”袁强
说，队员的依赖，让大家更有信心了。

“别动我，你们不专业！”
看到前来施援的医生，受伤的
残疾人运动员态度坚决，不愿
接受治疗。

这是今年2月，在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相约北京”测试
活动中出现的一幕。回想起当时
的场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
副医疗官、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
外科主任医师袁强记忆犹新。

“一听就知道，这名运动员
在国外参赛经验丰富，对医疗救
援流程很了解，但是对我们还不
够信任。”袁强回忆道，运动员当
时出现了肩关节脱位，“对我们
来说，这样的伤病‘手到擒来’。
医生迅速成功复位，疼痛立马缓
解，运动员见识了中国‘滑雪医
生’的实力”。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子江） 东京奥组委 3 月 29 日
透露，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测试赛将在本周末重启，
全部 18 项测试赛中，将有 5 项比赛可能允许海外选手
入境日本参加。

东京奥组委奥运举办统管中村英正在当天的新闻
发布会上透露，第一项测试赛是 4月 3日至 4日举行的
轮椅橄榄球赛，接下来是 4月 10日至 11日举行的水球

测试赛，这也将是第一项可能有海外选手和当地观众
参加的比赛。

其他几项可能有外国选手参加的比赛是：国际泳
联世界杯跳水赛 （4月18日至23日）、国际泳联花样游
泳奥运会预选赛 （5月1日至4日）、北海道札幌马拉松
节 （5月5日） 以及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田径测试
赛 （5月9日）。

中村英正说，测试赛期间将采取严格的防疫措
施，具体要求已经在年初发布的防疫手册中公布。
他表示所有参与者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身体接触，
尽量保持一到两米的社交距离。另外，观众将被禁
止欢呼和加油，所有房间和公共空间每隔 30 分钟通
风一次。

东京奥组委此前因疫情推迟了所有的测试赛。奥
组委原计划在3月4日重启测试赛，但因为日本全国疫
情形势恶化，从1月起多地进入紧急状态，重启日期被
迫推迟。

上图：滑雪医生在雪道上练习滑雪技术。
下图：袁强在指挥室工作。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东京奥运会测试赛本周重启

滑雪医生和巡逻队员在测试活动中转运受伤运动员滑雪医生和巡逻队员在测试活动中转运受伤运动员。。

太极学员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的一个家太极学员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的一个家
庭拳馆内练拳庭拳馆内练拳。。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李嘉南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