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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兵与林生兵与““飞扬飞扬””火炬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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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雪场上自由驰骋，在平日里救死扶

伤；他是医生中最会滑雪的，也是滑雪圈里医

术最高的。

他叫李亚洲，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小

儿骨科副主任。他还有个特殊身份——“冬

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云顶队队长，是名滑

雪医生。

冰雪奇缘

10 年前，骨科医生李亚洲被朋友约去石

家 庄 市 的 清 凉 山 滑 雪 场 ，那 是 他 第 一 次 滑

雪。虽然滑得“东倒西歪”，但平时喜欢户外

运动的李亚洲，对滑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些年，一到雪季就去滑雪，已经有了

一定基础。”李亚洲说，没想到自己能有机会

参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工作，在雪道上为

运动员做医疗救援保障。

雪道救援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北京冬奥

组委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和河北省卫健委从京

冀两地多所三甲医院选拔了 90 名会滑雪的医

生，负责赛道的医疗保障工作。2019 年初，中

国 第 一 批 滑 雪 医 生 队 伍 正 式 组 建 并 开 始

训练。

“得知冬奥会召集会滑雪的医生时，我第

一时间就报名了。”李亚洲说，以前国内的雪

上赛事，救援工作主要由巡逻队来完成，但他

们缺少专业的医学救援知识，只接受过一些

简单培训；而专业的滑雪医生，既要有国家执

业医师的执照，也要有相当强的滑雪技术。

冬奥滑雪医疗保障队伍被网友称作“梦

之队”，有延庆赛区的高山队和张家口赛区的

云顶队两个分队。隶属云顶队的李亚洲和队

友们由来自河北和北京的医务人员组成，负

责云顶滑雪公园的赛道医疗保障，包括空中

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平行大回转、坡面

障碍技巧、障碍追逐等项目。李亚洲说：“作

为一名医生，能够参与到国际赛事保障工作

中来，感到特别荣幸。”

练兵千日

会滑雪的医生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出色

的滑雪医生。入选冬奥医疗保障团队后，李

亚洲和队员们开始了四个雪季的艰苦训练和

备战。

“普通的滑雪爱好者，主要在雪上追求一

些滑雪技巧，比如速度、美观等个人体验。”李

亚洲说，作为承担救援任务的滑雪医生，更重

要的是稳、快和安全有效，需要在狭窄的陡坡

上训练横滑降、斜滑降、犁式滑行和穿脱雪板

等技术，每个人还要背着 15 公斤的救援背包。

自 2019 年雪季以来，李亚洲和队员们主

要进行了滑雪技术、医疗救援技术和英语水

平训练。“没有经验可遵循，我们一边摸索一

边学习。”他说。

“在赛道上进行雪上救援，最大的障碍是

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中，穿着笨重

的雪服、雪鞋，不要说进行医学技术的操作，

即便摘下手套几分钟，手指就冻僵了。”李亚

洲说，在这种环境下，需要滑雪医生在极短的

时间内到达，并进行验伤、救治和固定，把运

动员安全转移到救援船上，拉回医疗站后进

一步检查治疗。

过去几年集训期，在医疗急救技术方面，

北京 120 急救中心为滑雪医生团队提供了国

际标准全科医疗急救技术培训；在滑雪培训

方面，团队请了加拿大滑雪三级教练负责给

滑雪医生团队培训，目前滑雪医生们大多考

了加拿大一级证；在语言方面，冬奥组委给滑

雪医生安排了英语培训课程，进行口语训练，

并且针对雪上运动进行专门的英语培训。

多演练、多训练，才能积累下扎实的救援

能力。“目前团队的滑雪医生都掌握了世界标

准化的应急救援医学技术和专业的滑雪技

术，可以在限定时间内到达赛道任何地方，迅

速开展救援，完成保障任务。”李亚洲说。

护航云顶

赛道救援不同于日常的医院救护，更考

验滑雪医生的随机应变能力。身处低温寒冷

的环境中，不仅要在第一时间对运动员实施

救 治 ，还 要 快 速 清 场 ，保 证 比 赛 继 续 顺 利

进行。

“当运动员受伤后，黄金救援时间是 4 分

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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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洲说，“在救援的路上每快一点，

运动员受伤后的痛苦和危险就会减少一分。”

为了实现保障工作的安全高效，李亚洲

和团队成员做足了准备。在 2021 年相约北京

冬奥会系列测试赛中，有一次运动员发生冲

撞，滑雪医生接到指令后，仅用 10 秒钟就到达

100 米外的受伤运动员身边，现场急救后，10

分钟内将伤员送到了医疗站。这次紧急救

援，得到了现场国际雪联竞赛主任和竞赛长

的高度认可。

测 试 赛 结 束 后 ，李 亚 洲 在 家 休 整 了 两

周。2021 年 12 月 16 日，他再次来到万龙滑雪

场，进行第四个雪季的培训。

2022 年 1 月 16 日起，滑雪医生们开始为

冬奥会做最后的准备。“刚来的那段日子，晚

上 12 点前几乎没有睡过觉，有时凌晨 3 点才

休息。”李亚洲很感慨，紧张的准备工作，几乎

没有时间跟家里人联系，隔两三天发张照片

就算是“打卡”了，“有些比赛项目是在晚上举

行，所以我们要全天候地进行演练，应对各种

可能出现的情况。”他说。

虽然准备了四个雪季，但滑雪医生们最

大的愿望是：只守护，不出场。因为他们一旦

出场，就意味着有运动员受伤。

“运动员高高兴兴来参赛，平平安安回家

去，这是我们的目标。”李亚洲说，“在幕后做

好守护准备，安全高效处理紧急情况，这是我

们滑雪医生的职责。”

救援快一点救援快一点，，危险就少一分危险就少一分——

冬 奥 会 上 的 滑 雪 医 生冬 奥 会 上 的 滑 雪 医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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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医疗队中最会滑雪的，他们是建筑队中

最懂制冰的，他们是志愿者中最博学的⋯⋯

他们是和你我一样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

们 的 名 字 不 为 人 知 ，但 他 们 的 工 作 如 梦 幻 般

闪耀。

为第一时间做好医疗保障工作，他们脱下

白大褂，换上滑雪板，从零起步学会了滑雪。

一句“我们能在 4 分钟黄金救援时间内滑到赛

场的任何角落”，既是他们的承诺，也是他们的

骄傲。

为造出适应比赛标准的赛道，他们半路出家研

究制冰。冰上运动对冰面的要求极高。此前，中国

并没有自己的专业制冰师团队，连师傅都是从国外

请来的。可就是这样一支团队，不仅在极短时间内

学会了制冰，而且还在每天的养护工作中不停改进、

试验，连养护工具都跟着升级了。那冻得通红的脸

颊、起了冻疮的双手，就是每一位默默坚守在岗位上

的冬奥建设者的勋章。

为全方位做好志愿者服务，他们用“万事通”的

标准要求自己。赛会志愿者的服务范围涵盖对外联

络、竞赛运行等十大类别，涉及场馆管理、赛事服务、

物流、技术等 41 个业务领域。每一位赛会志愿者，

除了要了解冬奥会的各类竞赛项目外，还要掌握赛

场礼仪，熟知各地的风俗习惯，甚至连心理学知识都

要有所涉猎。他们要不断学习，模拟各种可能出现

的突发情况，实操各种应急处置。如今，1.9 万名这

样的全能型志愿者正投入在紧张的工作中。

本届北京冬奥会，除了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体

育健儿，还有更多幕后英雄值得被赞颂与铭记。当

一场场精彩赛事呈现在观众眼前时，掌声、鲜花、荣

耀，一切的一切，都凝聚着他们的付出和汗水。尽

管默默无闻，但他们的付出为奥运健儿铺平了逐

梦的道路。

看北京冬奥会，一定要学会一个手势——弯曲右手的中指和

无名指，将手掌贴紧左肩，这是出于对疫情防控需要，用来替代握

手、拥抱的方式。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冬奥有我”。很幸

运，冬奥有我，为这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贡献

力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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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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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火相约，激情飞扬。”北京冬奥会火炬

“飞扬”一经亮相，就因惊艳的外形设计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奥运火炬是

世界首创，在我国科研人员一次又一次攻克难关

后，“飞扬”既拥有了美观、飘逸的造型，还兼具轻

便、耐用的性能，实现了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飞

扬”旋转上升式的外观，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犹如丝

带飘舞，在冰雪世界尽情遨游。

作为“飞扬”外壳的研制方和生产方，中国石化上海

石化先进材料创新研究院总经理林生兵每次想起制作

火炬的过程，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研发与量产

的各个环节，林生兵团队接连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光回到 2020 年 6 月，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的

林生兵接到公司任务——应北京冬奥组委要求，为火炬

“飞扬”研制碳纤维外壳。据介绍，碳纤维是一种力学性

能优异的新材料，被誉为“黑黄金”、21 世纪新材料之王，

但碳纤维却有着较高的技术壁垒，此前只被日本、美国

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在经过长期研发攻关后，上海石

化成为国内首家、全球第 4 家掌握碳纤维大丝束产业化

技术的企业。

接到任务后，林生兵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样

品。上海石化有几位员工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祥云”

火炬的传递者，他就到其中一名员工家里取来“祥云”作

参考。但困难却超出所有人想象，“祥云”最上端燃烧部

分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燃烧口在内壳中间，而“飞扬”外

壳采用碳纤维，燃烧口在内壳和外壳之间，这意味着碳纤

维外壳需要经受住 80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但一般树脂

和碳纤维复合材料只能经受住 20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

到哪里找到耐高温的树脂成了当务之急。团队在

经过多次交流和论证后，最终找到了上海金山区一家民

企，这家企业研发出的第三代聚硅氮烷树脂果然不负众

望，满足了需求。

材料问题解决了，造型怎么办？为实现“飞扬”外形

旋转上升，如丝带飘舞的感觉，团队几经周折，慕名找到

东华大学三维编织团队，利用三维立体编织机，像织毛

衣一般将一丝一线织成火炬“外衣”，解决了造型问题。

万万没想到，意外发生了。2020 年 10 月初，林生兵

带上两支“飞扬”外壳进京，向冬奥组委汇报展示。但点

火后 1 分钟不到，火炬竟出现了两个火焰点，外壳还蹿

起一股小火苗，且有起泡、开裂等现象。众目睽睽之下，

林生兵尴尬至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回到上海后，他立即利用综合分析技术排查故障原

因，在烧制时，先慢慢升温，再慢慢冷却，并找到一家制

氢单位反复测试，将材料烧制时间由原来半天延长至 1

天。2021 年春节后，林生兵再次进京，终于成功解决了

碳纤维复合材料耐燃烧、耐高温的重大难题，他悬着的

心这才放下。

正当林生兵以为能松一口气时，2021 年 3 月，冬奥

组委联系中国石化，请他们负责“飞扬”火炬生产。由于

前期积累了充分的研制经验，量产任务又落在了林生兵

团队身上。

研制火炬外壳难，“跨界”生产火炬更难。要知道，

“飞扬”火炬配件研制和量产来自不同省份、不同性质的

单位，最后要由上海石化这个“门外汉”总装，困难不言

而喻。为此，创新研究院成立了 11 人服务保障团队和

13 人组装团队。

节骨眼上，林生兵的身体却出了问题，不得不在

2021 年 9 月接受手术。即便如此，他仍在住院期间每

天 协 调 指 挥 ，一 出 院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投 入 到 紧 张 的 工

作中。

终于，在林生兵团队的努力下，“飞扬”火炬样品通

过了冬奥组委检测和第三方验收，专家评价其具备“轻、

固、美”的特点。这次，林生兵笑得合不拢嘴。这块制造

冬奥火炬的“硬骨头”，最终被啃下来了。

2022 年 1 月中旬，1200 支“飞扬”火炬运往北京，林

生兵也带领他的团队继续为冬奥会提供组装和传递保

障服务。“飞扬”绚丽的身姿下，中国科技工作者们露出

了笑颜。

攻坚克难攻坚克难，，实现冬奥火炬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实现冬奥火炬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

激 情激 情““ 飞 扬飞 扬””林 生 兵林 生 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

上图上图 李亚洲李亚洲（（中中））与同事在张家口赛区云与同事在张家口赛区云

顶滑雪公园顶滑雪公园。。

下图下图 李亚洲正在执行工作任务李亚洲正在执行工作任务。。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