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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同心圆冬奥同心圆

图为2月6日，张家口赛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医疗联络员正在就赛场医疗保障进行沟通。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几天前，63岁的德国资深雪车教练利奥
波德在北京西北80公里处看到的景象让他一
度说不出话来。当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展
现在他眼前时，他简直“目瞪口呆”，赞叹
道：“这条赛道绝对是超凡之作”，“是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

这条有16个弯道、近1.9公里长的赛道宛
若一条中国游龙，蜿蜒于小海陀山间。赛道高
差 127 米，终点区域类似于一座小型体育场。
观众席和整条赛道均被遮阳棚覆盖。

31岁的德国雪车选手弗朗西斯科·弗里德
里希对这座“宏伟赛场”的震惊程度，不亚
于自己的教练。弗里德里希认为，在这里参
加比赛将是很特别的经历。

——据德国 《世界报》 网站 2 月 6 日
报道

在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中，多个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场馆，例如“水立方”和

“鸟巢”，再次派上用场。有些特定体育项目
的比赛场地必须新建，而这些新场馆体现了
中国工程师的奇思妙想。

其中一个建筑奇迹是首钢滑雪大跳台，
又称“雪飞天”。它按照特技滑雪的专业要求
制造出特定斜坡，形似灰姑娘的水晶鞋。大
跳台的外观颜色为渐变色，夜间照明呈现五
彩缤纷的效果。在北京冬奥会后，首钢滑雪
大跳台也将永久性保留下来，继续作为大跳
台项目比赛的标准场地。

——据西班牙《阿斯日报》网站2月 5
日报道

北京冬奥会强调有效利用2008年奥运会
遗产，许多场馆是在当年奥运场馆的基础上
改建而成的。本月 2 日开幕的冰壶比赛在国
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这一外观独具特
色的建筑曾是 2008 年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场
馆。北京冬奥组委仅用大约 20 天就将“水立
方”改造成“冰立方”。原来的泳池变为冰场赛
道，比赛时冰壶滑动声和刷子摩擦声清晰
可闻。

“国家速滑馆”建在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外部有象征 2022 年的 22 条“冰丝带”。
国家速滑馆的制冰过程采用了温室气体零排

放技术。场馆负责人称，这是一处“可持
续、向未来”的场馆。中国政府欲将这些场
馆作为新遗产，提出以冬奥会为契机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月3日
报道

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标准滑冰场数量
增加了 300%以上。同时，中国还新增了 200
多个滑雪场，滑雪场总数已超过800个。

疫情期间，鉴于中国采取了严格的防控
措施，民众开始在国内旅游。根据旅游统计
数据，其中受益最大的服务行业就是冰雪行
业：2021—2022 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
人数预计将超过3亿人次。

冬季运动吸引了新一代爱好者，一定程
度上既有新体验带来的新鲜劲，也有运动本
身带来的兴奋感。业内人士预测，即使冬奥
会结束后，滑雪人群也不会减少。

——据《印度教徒报》网站2月6日报道

（本报记者严瑜整理）

北京冬奥会上，医疗保障团队是运动员
安全的守护者。一方面，运动员与时间赛
跑，力争赛出好成绩；另一方面，医疗服务
保障团队在救援“赛道”上时刻待命，全力
护佑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健康。

相互配合 快速施救

2月 6日下午，在首都体育馆内的花样滑
冰训练馆，各国双人滑运动员正在进行紧张
的赛前训练。忽然，训练场上发生了意外——
加拿大选手与意大利选手发生碰撞，加拿大
女选手瓦妮萨·詹姆斯摔倒在地，一度无法
站起。

正在赛时场地医疗站待命的中国医疗队

员谭存鑫、陈骏、高建海、李婉蓉立即征询
加拿大教练同意后，携带急救包上冰救治，
并协助运动员离开冰面，在队医的陪同下到
达运动员医疗站，运动员医疗站医生王军及
护士张木瀚负责进一步检查。

承担首都体育馆花样滑冰训练馆医疗保
障任务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医疗团
队。医疗官王梦航说，经过现场诊断和进一
步检查处置后，运动员并无大碍，顺利参加
了第二天的比赛。

彼时，正在首都体育馆拍摄采访的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恰巧目睹了这一幕，并以
突发新闻的方式拍下了医疗队员救治的全过
程。中国医生的快速反应，得到了加拿大运
动员和教练的认可和感谢。

“这样的场景，我们已经反复演练很多

次了。”王梦航说，“我们团队的专业配置很
完善，涵盖了与赛场救援需要相关的各个科
室。队员都很年轻，大多集中在二三十岁。”

与正式比赛场馆相比，训练馆里常常会
有 8 名甚至 10 名运动员同时在场上滑行起
跳，医疗队员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戒。王
梦航说，这几天团队每天最长工作时间达19
个小时。虽然工作强度很高，但大家无怨无
悔，在救援“赛道”上拼搏无上光荣。

“前几天训练时，美国队队医来医疗站
取冰块，特地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对中国医
生的工作表示赞许。”王梦航说。

方舱诊所 救治利器

“方舱移动影像检查室，配备有医疗影
像 最 新 技 术 的 64 排 深 度 天 眼 CT 和 X 光
机。”在张家口赛区冬奥村，河北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影像科技师长付凯亮介绍，方舱式
设计便于移动和快速开展救治，是诊断运动
损伤的好帮手，在去年年底就已安装并投入
使用，不仅能为运动员提供保障，还可以服
务赛事工作人员和各代表团随队官员。

古杨树场馆群是本届冬奥会产生金牌数
量最多的场馆群。古杨树场馆群主任郭英介
绍，为及时应对运动员在雪上项目训练和比
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受伤，古杨树场馆群配
置了19个医疗站、13辆救护车和272名医疗
工作者，有 9所医院为赛事提供医疗服务支
持，首诊救治医院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
院区。在场馆群内24小时运转的山地转播中
心也配置了1个媒体医疗站。

云顶滑雪公园拥有坡面障碍技巧、障碍
追逐、平行大回转、U 型场地等多条赛道，
由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和河北省人民
医院的团队提供医疗保障。河北医科大学第
三医院急诊科主任董士民说：“这支冬奥医
疗保障医生团队已组建了两年多，参与过国
际雪联世界杯、冬奥会测试赛等系列赛事保
障服务，大家会尽全力保障受伤运动员在第
一时间得到救治。”

飞驰雪场 守护生命

2月7日，在延庆赛区小海陀山的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男子滑降比赛正如火如荼进行
中。突然，德国选手多米尼克·施魏格尔在
高速滑行过程中身体失去平衡，重重摔倒在
赛道上。守在附近的滑雪医生立刻赶到，对
伤情进行检查处理后，用雪橇船将运动员迅
速转运到医疗站进行救治。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副医疗官袁强
介绍，施魏格尔后来被转送至医院，经过
检查治疗后伤势平稳，目前已经回到冬
奥村。

“当运动员受伤后，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
钟。裁判长发出‘运动员停止出发’到‘关
闭赛道’的指令后，留给救援人员的时间也
就 1分钟左右。”袁强说，“对于滑雪医生来
说，在雪道上争分夺秒抢救伤员，其紧张程
度并不逊于运动员争夺金牌。”

“高山滑雪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
珠’，观赏性强但容易受伤，骨折、脊柱损
伤、颅脑损伤、颌面损伤等都有可能。”袁
强介绍，高山滑雪的医疗保障团队有 100 多
人，其中负责赛道救援的国内滑雪医生 38
人，来自北京十多家三甲医院，包括北京积
水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等。滑雪医生要盯着整座山，每天在寒冷

的户外长时间巡逻值守。
“在竞技、竞速赛道上，每隔三四百米

会设立一个赛道医疗站，每个赛道医疗站配
备两名滑雪医生和 4名救援队员。”袁强说，

“开赛以来几乎每天都有运动员或工作人员
在比赛、训练或工作时受伤。我们也滑行在

‘赛道’上，与运动员不同的是——我们是
在守护生命与健康。”

图为2月7日，高山滑雪医疗保障队医生怀伟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图为2月7日，高山滑雪医疗保障队医生怀伟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网友Viola.HelloWorld：“这是真正的
奥运时刻！谷爱凌和另一个女孩在安慰法
国队的苔丝。”

《今日美国》记者瑞秋·阿克森：“我
为谷爱凌在比赛中的最后一跳折服。空中
1620度转体，天啊。”

加拿大网友克里斯·菲利普斯：“当谷
爱凌在大跳台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时，
她纯粹的喜悦正是奥运会的真正意义。
看到这些运动员实现了目标，我几乎热泪
盈眶。”

日本网友云之间：“中国选手真的太
棒了！赢得堂堂正正，非常厉害。”

巴基斯坦网友basit khan：“恭喜我们

的好兄弟，你们干得漂亮！”
美国网友Sarah：“中国的运动员们向

世界展示了拼搏精神。”
美国网友Violet：“冰墩墩太可爱了，

我也想要一个。这个名字意味着真诚、强
壮、可爱。”

俄罗斯网友瑟瓦：“冰墩墩，北京冬
奥会吉祥物。它有着各种运动款式，拿着
透明滑雪板、冰球杆等，创意非常成功。”

俄罗斯达利涅列琴斯克市幼儿园老师
塔齐娅娜：“冰墩墩太可爱了，所有的冰
墩墩都很棒。”

（海外网刘强、张霓、杨佳、张敏、
汪晓宇、吴倩整理）

图为2月7日，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滑雪医生、副医疗官、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医师郭祁
（右一） 在竞技结束区救治受伤运动员。 高山滑雪医疗队供图

图为首都体育馆花样滑冰训练馆医疗保障团队举行例行晨会。
吴田田摄 （人民视觉）

为冬奥运动员、工作人员的健康保驾护航

医疗保障团队，在救援“赛道”上时刻待命上时刻待命
本报记者 刘 峣 孙亚慧 王美华

外媒点赞北京冬奥场馆建设

“水立方”华丽转身 “雪飞天”永久留存

海外看台

网上冬奥 “这是真正的奥运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