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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冬奥让冰雪更智慧冬奥让冰雪更““聪明聪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万祥李万祥

冬 奥 会 不 仅 是 全 球 性 体 育 盛

会，也是东道国展现自身科技实力

的舞台。从用 AI 为运动员个性定

制 训 练 方 案 到 场 馆 的 环 保 制 冰 技

术，智慧餐厅、加热座椅、比赛装备

升级等，科技赋能北京冬奥会，让冰

雪更“聪明”。从办赛、参赛到观赛，

精彩非凡的冬奥盛会，让各国运动

员、观众们纷纷点赞。

打造可持续智慧场馆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勾勒出极简、极美的东

方 画 卷 ，彰 显 自 然 之

美、人文之美和运动

之 美 。 其 实 ，现 场

的 每 一 帧 画 面 已

在 背 后 的“ 大 算

盘 ”里 预 演 了 千

百次。

两年来，北京

理 工 大 学 数 字 表

演 与 仿 真 技 术 实

验室主任丁刚毅带

领北理工虚拟仿真

团 队 ，运 用 智 能 化

创 编 排 演 一 体 化 服

务平台，为冬奥会开

幕 式 提 供 科 技 支 撑 。

用丁刚毅的话来说，这

一平台就像开幕式筹划

中的“算盘”。

智慧场馆建设

正 引 领 中 外 体

育场馆建设

方向，北

京 冬

奥会场馆更是注重运用先进技术。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就是一个

有着智慧大脑的新型场馆。通过建

立 数 字 孪 生 和 智 能 化 集 成 管 理 平

台，将众多子系统的数据汇聚到一

起，集中管理。这个平台上，数据更

新速度由秒级提升至毫秒级，为“冰

丝带”上“最快的冰”贡献智慧。

除 了 采 用 二 氧 化 碳 跨 临 界 直

冷系统制冰，“冰丝带”场馆设施

还 实 现 3D 可 视 化 分 级 信 息 浏 览 ，

实 现 场 馆 运 行 数 据 采 集 、 趋 势 研

判 、 提 前 预 警 和 分 析 决 策 的 综 合

智慧管理。

交 通 管 理 、智 能 驾 驶 、自 主 泊

车、无人零售车⋯⋯冬奥会上的 5G

车联网，让出行更高效。据介绍，通

过部署 5G 基站，路侧单元（RSU）以

及边缘计算服务器，采集园区交通

运行情况。这种采集的数据和车辆

自身雷达、摄像头采集的数据融合，

在云端计算后控制车辆运行。基于

5G，可以实现 10 毫秒以下的车端和

云端的交互，这样的时延能使车辆

作出快速反应，保障安全行驶。

同样得益于智慧技术应用，国

家游泳中心由“水立方”变身为“冰

立方”，通过“水冰转换”可拆卸结

构，可实现冬季、夏季两个使用场景

的转换。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冬奥

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助滑道的大跳

台，建设过程中研发了跳台滑雪助

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

首都体育学院原校长钟秉枢表

示，从办赛角度讲，北京冬奥会体现

了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特别是在关键技术、气

象、场馆设施等方面有效发挥了科

技保障作用。

体现以运动员为中心

与 科 技 感 十 足 的 北 京 冬 奥 会

场馆不同，冬奥村向运动员展现更

多的是人文关怀。多功能床、智慧

餐厅等让运动员们大呼“吃得好睡

得香”。

无人小巴、无人零售、数字人民

币支付、残障人士专用智能运维管

理平台等智能服务，让北京冬奥会

更加方便、高效、安全。

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其中既包

括了冬奥会科学办赛关键技术，也

包括冬季项目运动训练与比赛关键

技术、公共安全保障关键技术、全球

影响传播和智慧观赛关键技术、建

设绿色智慧综合示范区等，为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科技支撑。

“从专项运动特征、选材技术优

化到运动减阻、可穿戴设备的应用

等，冬奥会筹办对运动员冬季项目

运动训练与比赛关键技术做了很多

研 究 。 所 有 这 些 技 术 的 推 广 和 应

用，能够大大提升训练效果和比赛

监控能力。”钟秉枢说，从参赛角度

来说，这也让冬奥会更加精彩，同

时进一步推动科技的开放，符合国

际 奥 委 会“ 以 运 动 员 为 中 心 ”的

理念。

据了解，原来对运动员的研究

仅限于体育科研部门本身，但是本

次冬奥会对运动员的研究已扩展到

不同研究领域、不同行业，既有专门

研究机构，也有智能开发企业，还有

来自不同高校的不同专业。

“促进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研究，

就是推进了对人的研究和关注，这

种研究对于我们以后发展大众冰雪

运动、提升运动员素质能力将起到

重要作用。”钟秉枢说。

场内场外共享精彩

基 于 数 字 化 ， 奥 运 正 焕 发 新

光彩。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盛赞，北京冬奥会创造了历史，以前

所未有的数字化水平，让更多人感

受奥运文化与精彩。

北京 2022 年冬季奥运会带来全

方面、深层次的改变，展现出科技应

用于冰雪运动的广泛前景，“云观

赛 ”让 场 内 场 外 观 众 共 享 精 彩 瞬

间。场内观众可获得 360°视角观

赛、8K+VR 包厢服务等不同以往的

观赛体验，实时观看比赛。场外，同

样能享受到“云包厢”般的体验，带

来超慢动作、全景观看等电影特效。

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

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

奥会已成为迄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

冬奥会，在转播时长、技术、内容制

作方式等多方面都书写了新纪录。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数字平

台上，北京冬奥会也成为收视率最

高的一届冬奥会。

科技的应用极大方便了观赛，

体现了共享办奥的理念。共享的要

义之一就是吸引更多青少年、更多

观众参与北京冬奥会，了解北京冬

奥会。这有赖于智慧观赛关键技术

的突破创新和应用示范。

5G+4K、8K 技术助力北京冬奥

会为世界呈现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

赛。每个竞赛项目上都使用了 3D

回放技术，这也是冬奥史上的第一

次 。 部 分 赛 事 还 运 用 了 虚 拟 分 析

技术。

与奥运会传统转播方式不同，

北京冬奥会把奥运最核心的赛事成

绩、赛事转播、信息发布等信息系统

迁移至云端，采用“奥运转播云”向

全球转播。这就让远程制作内容成

为现实，实现了信号的及时传输。

OBS 首席执行官伊阿尼斯·埃克萨

科斯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因中

国在广播和电信技术、工业方面如

此成熟，我们才有机会使用这些高

科技。

每 届 奥 运 会 都 会 促 进 赛 事 转

播 技 术 进 一 步 发 展 ， 也 能 为 未 来

的 体 育 赛 事 和 活 动 提 供 宝 贵 经

验 。 北 京 冬 奥 会 运 用 科 技 刷 新 了

观 赛 体 验 ， 那 些 精 彩 的 比 赛 瞬 间

将 与 “ 智 慧 冬 奥 ” 一 并 留 存 在 人

们 记 忆 中 ， 在 奥 林 匹 克 历 史 上 书

写下不朽的盛世华章。

绿色遗产助力城市发展
沈 慧

北京冬奥会是一届精彩纷呈的体育盛

会，也是一届绿意盎然的“冰雪之约”。采

用秸秆、玉米等原材料制作的生物可降解

餐具，首次使用氢能燃料的火炬，100%使

用绿电的奥运场馆⋯⋯赛场内外，随处可

见的绿色理念铺就北京冬奥的鲜明底色，

也用实际行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努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态度和决心。

可持续性发展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也

是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三大主题之一。昔

日“火花四溅”的首钢工业园区建起滑雪大

跳台，在这里，工业遗址和冰雪运动完美融

合；“水立方”变身“冰立方”，创造性地实现

“水冰转换”，大幅降低了后期拆除改造的

成本，减少了新建场馆产生的碳排放⋯⋯

当人类社会发展遭遇气候变暖、能源危机

等全球性挑战，从申办、筹办到举办，一体

推进绿色发展与绿色办奥，如约而至的北

京冬奥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树立

了典范。

激情冬奥，绿色筑底。当绿色办奥成

为中国人的坚定选择，坚持生态优先、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中国不仅向世界兑现了当

初的承诺，借力冬奥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美丽中国的底色也更浓更亮。以石景

山区为例，作为北京冬奥组委和重要赛区

所在地，石景山以服务保障冬奥筹办为统

领，从 2018 年起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截至目前，该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4.35 平

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52.42%。更重要

的是，践行“绿色之约”，绿色低碳理念日益

深入人心，“光盘行动”“绿色出行”等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

觉选择。

不 知 不 觉 ，冬 奥 会 赛 程 已 进 入 倒 计

时。正如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于建华所说，本届冬奥会既让大家

享受到了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欣赏了大

自然的生态之美，也为北京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留下宝贵遗产。期待冬奥之后，全社

会一起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 型 的 强 大 合 力 ，共 同 绘 就 美 丽 中 国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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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循环赛比赛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图② 2 月 12 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中，中国队

以 9 比 6 战胜瑞典队。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图③ 北京冬奥会的“明星”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整装待迎五洲宾朋。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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