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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建设融合科技与艺术

场馆是举办奥运会的基础条件。今
年10月至12月底举行的“相约北京”系
列冬季体育赛事中，位于三大赛区的冬
奥场馆相继亮相，场馆内的科技元素引
人关注。喻红说，通过技术攻关，每个
竞赛场馆都有十足的科技范儿。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冬奥会北
京赛区唯一一个新建的竞赛场馆，在建
设过程中，场馆采用了世界跨度最大的
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用钢量
仅为传统屋面的1/4；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赛道长度大、落差大、弯道
多，场馆通过技术创新解决赛道精度和
温差控制难题，采用“毫米级”双曲面
混凝土喷射及精加工成型技术，1.9公里
的赛道一次性喷射浇筑成型。

此外，首钢滑雪大跳台研发了正四
面体的模块及正四面体连接节点，实现
不同比赛的赛道剖面转化；由“水立
方”转为“冰立方”的国家游泳中心，
应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动态监测技
术，20 天内就可以完成“由水到冰”的
场地转换。

在设计与建筑过程中，北京冬奥会
的场馆实现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完美
融合。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设计灵感源
于中国的传统吉祥饰物“如意”。从跳台
环形顶端，再到剖面线形和底部看台，
与“如意”的 S 形曲线完美契合，被称
为“雪如意”，既体现了体育建筑的动
感，又凸显了中国文化元素。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
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了“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把场馆规划、建设、
运维关键技术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进行布
局，解决了雪车雪橇赛道、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速滑
馆等场馆设计、建造和运维技术难题，
支撑国家体育场智能化和国家游泳中心
冰水转换等场馆改造。

绿色冬奥成色十足

绿色是北京冬奥会的办赛理念之
一 。 为 实 现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碳 中 和 目
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家口
张北地区的风能、太阳能等生产的绿
色电力输入北京——“张北的风点亮了
北京的灯”。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
有场馆将实现绿电供应，这在奥运史
上尚属首次。

与此同时，北京冬奥会的全部场馆
引入清洁绿色电能，冰上场馆广泛使
用先进环保制冷剂，这些举措大幅减
少场馆建设运行给环境、人员带来的

不利影响。
据介绍，国家速滑馆、五棵松体育

中心等冬奥场馆选用了二氧化碳跨临界
直冷制冰系统，冰面温差控制在0.5摄氏
度以内，碳排量接近于零，这是冬奥会
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应用该项技术。同
时，场馆还利用冷热联供一体化设计，
对制冷余热进行回收利用，能效可提升
30%至40%。

冬奥会期间，清洁能源车辆用车占
比将达到 85%，为历届冬奥会最高。喻
红表示，目前有 8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
张家口赛区进行了测试，赛时将在延庆
赛区和张家口赛区投入 700 余辆氢燃料
大巴车，提供交通服务保障。试制的氢
燃料电池应急电源发电车替代柴油发电
车，已在国家速滑馆、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测试备用。同时，北京冬奥会境内接

力火炬也全部应用氢燃料，采用自主研
发的42兆帕减压装置。

“黑科技”让冬奥更好看

在场馆运行和赛事保障方面，“黑科
技”的应用将为赛事的顺利举行和观众
观赛提供便利，进一步改变观赛方式，
提升观赛体验。

喻红介绍，5G信号已覆盖北京冬奥
会所有场馆和连接场馆的道路，高速行
驶的京张高铁也有稳定、连续的5G信号
覆盖，这为超高清视频、智能服务等应
用场景提供了必要的网络连接。

有了5G信号的助力，赛事转播也将
有新模式——云转播技术、云转播5G背
包、8K高清转播车等技术和设备都将应
用于北京冬奥会的转播中，为全球观众
呈现精彩的冬奥赛事。

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比赛均在室
外进行，如何应对天气的变化是一大挑
战。目前，冬奥气象预测系统已经可以
实现“百米级、分钟级”的精准气象预
报，为赛事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在今年2
月举行的测试活动中，有 12场比赛、训
练根据气象预报调整了赛程。

吴远彬说，雪上赛场天气比较寒
冷，为了解决观众在室外观赛取暖问
题，场馆坐席和站席设置了观赛环境舒
适性提升技术，实现零下 20摄氏度体感
温度下，设备表面温度10秒内升至40摄
氏度以上，可以显著提升观众舒适感受。

喻红说，期待这些技术成果能提供更
好的赛时服务，更期待支持奥运会筹办和
举办的技术，在赛后能够为冰雪爱好者提
供更好的冰场、雪场和运动装备。

在防疫方面，一系列防疫科技成果
在近期的测试活动中亮相。智能测温
贴、雾化消毒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等设
备的应用，极大节省了赛事防疫的人力
和物力。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朱建红表示，科
技力量有效地支撑了冬奥测试活动的防
疫工作。多项重点技术成果实际应用，
发挥了科技对冬奥会疫情防控的支撑作
用，全力保障所有办赛、参赛、观赛人
员的防疫安全。

吴远彬表示，将利用好近期系列测
试赛机会，推进各项目研发成果实际测
试应用，确保重点专项成果在北京冬奥
会用得上、用得好。“我们也将加强技术
成果的系统梳理，推动科技成果产业
化，进一步服务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推动冬季运动可持续发展。”

张北的风
点亮冬奥的灯

——北京冬奥科技范儿足
本报记者 刘 峣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1天的时间。在冬奥筹办过程中，科
技的助力成为一大亮点，场馆建设、基础设施、绿色环保、智慧服
务、转播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得到充分展示和应用。

在近日举行的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
喻红说，科技冬奥工作有规划、有成效、有期待。一届亮点纷呈、科
技感十足的北京冬奥会将令世界瞩目。

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国家电网张北柔直工程延庆换流站将绿电送往北京。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近日，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县干窑镇丰收共富党
建联盟组织当地学生走进
农业园，在田间地头上了
一堂沉浸式劳动教育课，
感受劳动的快乐和丰收的
喜悦。

图为干窑中学学生在
收割水稻。

王嘉蓝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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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岩石力学界著名
专家陈子荫先生塑像在山东科
技大学落成。据介绍，陈子荫在
该校任教期间，培养出包括 3
名 院 士 在 内 的 一 大 批 优 秀 人
才，在病逝前还把 4 万多元的
积蓄捐给了贫困学生。

为陈子荫先生立像，是山
东科技大学为优秀教师“树碑
立传”、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系
列举措之一。近年来，该校织
密一张师德“约束网”、守好三
尺讲台“责任田”、画好培育好
老师的“同心圆”，营造师风
好、教风好的校园环境。

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
素质的第一标准。为此，山东
科技大学下大力气抓师德建设
整体规划，让师德约束“看得
见 ” —— 成 立 师 德 建 设 委 员
会，构建师德建设体系，制定
师德负面清单及失范行为通报
警示办法，对在公共场合及网
络平台发表不正当言论、抄袭
和伪造学术成果、只教书不育
人等师德失范行为实行“一票
否决制”。

近年来，山东科技大学组
织开展“最美教师”“教书育人
楷模”“教学名师”“师德标
兵”评选以及完全由学生评出
的“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活
动，师德评价由“领导拍板”
变为“学生说了算”。

“33 年来，我收获了不尽
的‘桃李情’，这是我最幸福
的事……”日前，在该校“山
海泉”师德宣讲团宣讲会上，

“教书育人楷模”赵义军分享
了自己教书育人的故事。33 年
的教学岗位上，他多次被学生
评为“心目中的好老师”“最难忘的恩师”。很
多老师说，赵义军办公室的灯在晚上 8 点前就没
有熄灭过。

当前，高校教师年轻化日趋明显。青年教师
有活力、有朝气，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个
别青年教师刚刚博士毕业，就被推到教学一线，
缺乏教学经验；有些青年教师存在“轻教学重科
研”思想，搞科研加班加点，上课堂则简单应付。

山东科技大学校长姚庆国表示，近年来，该
校从加强青年教师师德建设入手，定期召开青年
教师师德建设座谈会，举办青年教师暑期研修班
等，营造风清气正的师德氛围；开展传帮带活
动，为每位新进青年教师配备导航导师，一对一
精心指导。

在矿山灾害预防控制实验室，86 岁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宋振骐时常与青年教师谈心交流。他带
领的教学团队坚持以老带新，全面提升团队成员
的教学科研水平，今年还获得了山东省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

“师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培养老师
正确的教师观，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在课堂教
学上下功夫，在青年教师培养上下功夫，把师德
建设抓在点子上，把‘软’师德做实。”山东科技
大学党委书记罗公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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