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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环保的技术

44岁的国家速滑馆规划发展部副
经理冯刚，参与了10多年的冰场施工
工作，大大小小的冰面制了不少。可
是为北京冬奥会制冰，还是让他心里
没底。

没 底 ， 主 要 来 自 于 制 冰 技 术 。
“冰丝带”设计规划时，国际单项体
育组织专家建议采用国际惯用的环保
制冰技术。但中国团队经过 1 年半的
摸索，决定选择技术更先进、能耗更
低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

“中国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
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3 亿人
参与冰雪’的目标下，人工制冰不能
再使用能耗高的老技术了。”国家速
滑馆制冰系统设计负责人马进说。尽
管技术领先，但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
应用于冬奥场馆，这在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

国家速滑馆冰面面积近 1.2 万平
方米。采用新的环保制冰技术，其减
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植树超过 120 万
棵所带来的碳排放减少量。与此同
时，采用二氧化碳制冷，可将冰面温

差控制在 0.5 摄氏度内，更有利于运
动员滑出好成绩。

制平原上“最快的冰”

在速度滑冰项目上，高原冰场有
独特的优势。此前，速度滑冰的世界
纪录大都出自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和美
国盐湖城的高原冰场。

国家速滑馆场馆运行团队主任武
晓南说，“冰丝带”的终极目标，是
成为平原上“最快的冰”。

为了打造“最快的冰”，来自加
拿大的制冰师马克·麦瑟来到了中
国。年届花甲的他，拥有40多年的制
冰经验，参与过 5 届冬奥会速滑场馆
的制冰工作。

虽然经验丰富，但采用新技术制
冰，对马克来说同样是个挑战。

比如，制冰所用的水中，提纯水和
自来水的配比在每一个冰场都不一
样。为了达到最优的电导率，水的配比
需要马克靠经验调整。与此同时，场馆
的温度和湿度也需要在制冰的过程中
不断调适。对这些细节，包括马克在内
的制冰师孜孜以求、一丝不苟。

除了外籍专家，多名中国制冰师

也加入了马克的团队。与马克的合
作，让他们获益匪浅。制冰师何小龙
还记得，在冰面上水时，马克要求必
须在45分钟内完成一圈，这样能够让
冰面更平整。在此前，国内的制冰师
很少有这样的严格操作。

国内外制冰师的协同配合，让中
国制冰师迅速成长。今年 4 月“冰丝
带”第二次制冰时，中方制冰师团队
历时 7 天，独立完成了场馆训练道和
多功能场芯的制冰工作。

如今，冯刚的心里更有底了。他
说，冬奥的经历，让大家找到了和国
际制冰师的差距，为场馆赛后的长期
运营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培养制冰人才

除了中方制冰师，还有一群年轻
人在冰面上磨砺成长——两年前，国
家速滑馆、国家游泳中心与北京电子
科技职业学院共同开设“双冰场馆制
冰人才订单班”。场馆制冰过程中，
年轻学子亲身参与、学习，感受冬奥
品质和中国速度。

近距离观察制冰师工作，学生张
强感慨道，在制冰师心里，制冰就像

制作一件心爱的艺术品。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能

独当一面，成为有责任担当的制冰
师，做出近乎完美的冰。”张强说。

对于“收徒”和培养人才，马克
也有极高的热情。“我做这项工作已
经超过 40 年了。制冰工作很有挑战，
但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越来越少。”他
说，随着中国冬季运动发展，本土制
冰人才大有可为，而这将是北京冬奥
会的重要遗产。

举办绿色冬奥、科技冬奥的决
心，与掌握领先技术的中国智慧，让

“冰丝带”成为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的冬奥场馆。如
今，经历了三次制冰考验的“冰丝
带”，已经为冬奥会做好了准备。

““最快最快的冰的冰””这这样制成
本报记者 刘 峣

不久前，“相约北京”速度
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精彩上演，高质量的
冰面赢得国内外选手一致点赞。

对于眼前的冰面，见证了
国家速滑馆从无到有的场馆运
行团队主任武晓南格外自豪，

“这是北京冬奥会使用的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第三次
正式制冰，中外制冰师配合越
来越默契，仅用10天时间就完
成了比赛场地制冰工作。”

制冰，是冬奥会场馆技术
实力的综合展现。“冰丝带”建
设之初，便将打造最快、最环
保的冰面作为目标。“最快的
冰”背后，蕴藏着中国智慧，
讲述着携手合作的故事，也寄
托着中国冰雪产业的未来。

▲ 国家速滑馆的中外工作人员在比赛间隙修整赛道。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近日，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
的 2021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代
表中国 LPL 赛区出战的 EDG 战队击
败 了 来 自 韩 国 LCK 赛 区 的 DK 战
队，首次捧起冠军奖杯。从 7000 多
公里外传来的好消息，让电竞爱好
者和从业者为之振奋。“EDG”成为
热词上了热搜。

中国战队在4年时间里3次问鼎
这一电竞领域的顶级赛事并非偶
然，其背后是中国电竞产业发展的
大趋势。

作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体育和
娱乐项目，中国电竞市场近年来迅
速壮大，吸引资本和人才涌入。与
此同时，包括北京、上海、深圳、
海口在内的诸多城市纷纷拥抱电
竞，相继推出促进电竞产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电竞赛事、电竞队伍等
相继落地，“电竞之城”“电竞之
都”成为一张张亮眼的城市名片。

在宏观层面，电竞作为一股来势
迅猛的新力量，成为数字时代体育领
域发展的急先锋。从被正式认证为运
动项目，到进入亚运会并成为杭州亚
运会正式项目，电子竞技逐渐告别

“圈地自萌”。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
运营师成为社会新职业，电子竞技的
正向价值得到了社会认可。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电竞
市场规模已接近 1500 亿元，电竞用
户预计突破 4 亿。步入“黄金时代”
的中国电竞，已经从跟随者跃升为
领跑者。

放眼未来，电竞产业要想“上
高 地 ”， 既 需 要 大 胆 尝 试 “ 秀 操
作”，更需要耐心运营“稳发育”。

在产业方面，电竞产业要告别“草莽”，建立可持续的产
业生态。近年来，电竞产业的边界越来越宽，与数字技术、
餐饮旅游、文化教育等行业的结合日益密切。发展空间的拓
展，将为电竞发展赢得更多未来。

在人才方面，电竞行业要提升专业化水平，建立系统的
人才培养体系。电子竞技不仅有舞台上的选手，也离不开教
练员、运营管理人员、解说员等“行当”。随着产业发展的
需求、职业标准的出台，电竞人才培养也要走向规范化、职
业化。

在社会认知方面，要继续为电子竞技“正名”。玩游戏与
打电竞并不能画等号，加强未成年人游戏防沉迷与促进电子
竞技发展也并不矛盾。只有让更多人认识电竞、了解电竞，
才能为电子竞技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电竞行业也
需要抵制赌博、假赛等不法行为，避免“饭圈文化”的入
侵，向社会输出更多正能量。

在文化层面，要力争创造更优质的游戏产品。电子竞技
所依托的游戏，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
促进电子竞技与游戏游艺行
业 融 合 发 展 。 实 现 这 一 目
标，有赖于更多内容健康、
受众广泛的游戏文化产品。
2020 年，中国游戏海外市场
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可以相信，电竞与游戏的融
合发展，将成为中国文化产
业“走出去”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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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淳安县石林镇以党建为引领，与杭州师范大学“党建共建、人才共享、产学共促”，带动“水上运动+旅游产
业”发展。目前，该镇已先后举办较大规模水上运动比赛 30 余场，相关产业营收约 3000 万元，带动 300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有效
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图为在石林镇举办的港湾水上运动比赛。 付 帅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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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李铁军、黄薇薇） 近年来，江苏省泰
州市建成了 15分钟城乡健身圈，有的区县还实现了
5分钟城市健身圈。但随着群众健身需求日益增长，
公共健身设施缺乏的问题仍然存在。

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破解这一难题？泰
州利用城市的“天然禀赋”，对原有健身设施提档升
级，在城市闲置的“金边银角”新建体育公园，破
解公共体育设施不足的难题。

据泰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2月开
始，泰州高标准实施“体育为民突破行动”。2021
年，泰州建设了 50个各具特色的体育公园，进一步
完善城乡健身圈，打造出“S231高架体育公园”“环
城河健身步道”和双水绕城运动带等多项民生实事
项目。

今年8月启动的“S231高架体育公园”，利用高
架附属空间和附近开阔空间建设了篮球、足球、门
球、乒乓球、棋牌、儿童设施、柔性步道等健身场
地。高桥下的空间环境融入运动元素，泰州吉祥物

“泰宝”“凤娃”的运动图案以彩绘形式出现在桥墩
上。这处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绿意盎然的全人群
城市体育休闲空间，给当地市民健身带来极大便
利，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

泰州古称“三水”，有着水城一体、双水绕城的
“天然禀赋”，老城的北凤城河是全国保存最为完
好、规模最大的古代护城河。今年，泰州依托自然
优势，启动“环城河健身步道”项目，健身步道全
程约 10.4 公里。该项目不仅对原有步道和沿途广场
进行深化设计和提挡升级，将原有的沥青、火烧板
和面包砖等硬质路面分段式升级为透水的单色、彩
虹和荧光塑胶步道，还在步道沿途建成了“音乐之
声”“静谧之美”“活力之春”和“太阳之光”4个主
题广场。

位于泰州新城的南凤城河全长 19 公里。如今，
沿河步道在这里串成了“链”，位于滨河绿地10个体
育公园则成为了“珠”——以“链”串“珠”，让双
水绕城运动带成为市民喜爱的运动好去处。

据了解，在体育设施服务体系建设中，泰州市
创新打造了“体育为民驿站”和“智慧体育”平
台。如今，泰州的体育为民驿站已有 36处，市民在
这里既可以休闲娱乐，还能享受到免费的体质监测
服务和健身指导。“智慧体育”以“体育+为民”模
式，提供体育设施导航和报修、网上预约体质检
测、志愿者注册、体育活动管理等功能，为民众带
来“互联网+体育”的全新体验。

泰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泰州将
围绕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城市，多举措推动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进一步顺应群众的新期
待，满足群众的新需求，建设全民健身的乐园、人
民幸福的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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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 近日，五棵松体育中心迎来“相
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的首个比
赛日，共有4支来自北京的男子冰球
队参赛。这将是海淀赛区在北京冬奥
会前的最后一次全领域、全要素测
试。在11月8日的比赛中，北京极狐
队以 6∶1 大胜北京首钢队，中国冰
上运动学院队以 7∶2 击败首都体育

学院队。
除了比赛，全要素测试自然少不

了科技冬奥的助力，科技冬奥项目之
一——多维度观赛体验和VR直播技
术再次亮相测试活动。

60 个采用 5G+8K 技术的相机呈
180度吊装在五棵松体育中心竞赛馆
内环形屏下方，对比赛进行全面拍
摄。观赛人员只需扫描二维码，下载

相关 App，便可体验 180 度自由视角
观赛，实时观看比赛的精彩瞬间。

“过去大家观看的体育赛事直播
画面，是由导播人员在转播车上对多
路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合成的一路信
号，导播切成什么，大家就只能看什
么。有了这项技术，用户可以通过手
机、VR头盔和电视大屏实现自由视
角和VR直播观看，突破了传统固定

视角和被动式观赛，实现用户自主交
互式观赛体验。”赛事转播领域经理
袁颖慧说。

据悉，在今年 4 月的“相约北
京”冬奥系列测试活动中，该项目成
果就首次亮相冬奥场馆，而这次则有
了更新的突破。

据多维度观赛体验技术人员李旭
峰介绍，该项目首次通过三维重建和
渲染技术，实现了用户交互式、连续自
由视点视频生成与传输，让观众不仅
看得更清晰，还能看得更真实，可以

“身临其境”般地感受比赛的激烈。

新技术亮相冬奥会冰球测试活动新技术亮相冬奥会冰球测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