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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奥金牌福地到冬奥冰球殿堂——

御风而行“冰之帆”
本报记者 沈 慧

站在北京奥林匹克塔上瞭望国家体育馆，

这座梦幻般的“冰之帆”犹如一艘平稳航行在

奥林匹克中心湖畔的帆船，稳健不失动感，雄

壮兼具力量。

这里曾是北京夏季奥运会三大主场馆之

一，中国奥运健儿在此摘下多枚金牌。历时两

年的升级改造，14 年后的今天，这里再次“扬帆

起航”：2 月 3 日至 20 日，这里承担 29 场冬奥会

冰球比赛，冬残奥会期间还将举办 20 场冰球

比赛。

华丽变身

追逐、传球、击打、射门⋯⋯2 月 3 日，位于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的“冰之帆”吸

引着全世界冰球爱好者的目光：随着北京冬奥

会女子冰球小组赛的开打，来自世界各地的奥

运健儿在宽阔的冰场上尽情挥洒汗水，追逐

梦想。

2008 年，这里曾是竞技体操、蹦床、手

球及残 奥 会 轮 椅 篮 球 的 主 要 比 赛 场 馆 。 为

迎 接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 这 里 配 置 了 两 块

冰 场 ， 一 块 位 于 主 场 馆 ， 用 于 冰 球 赛 事 ，

一块在扩建 的 训 练 馆 中 ， 用 于 运 动 员 日 常

训练。

从建设到验收，历时两年，昔日的国家体

育馆华丽大变身，全面升级改造

成 为 今 日 闪 耀

世界的冰球赛场。运动项目变化的背后，是一

个不小的工程。“机会来之不易，我们十分珍

惜。”身为国家体育馆 2022 年冬奥会改建项目

经理，当中标的喜讯传来，激动之余，张树明也

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他深知，作为世界顶级赛事，冬奥会冰球

比赛对场馆尤其是冰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场馆冰面需要达到

“平、亮、滑”三项标准。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以“平”

为例。冰下的结构层，由混凝土垫层、防水层、

防潮层、保温层、管道层等 11 层构成。一层一

层施工，11 层下来，最终的平整度要控制在

5 毫米以内，这对项目施工是个极大考验。为

了达成目标，项目团队引进瑞士激光摊铺仪，

同时配合激光测距等监测设备，对 1800 平方米

的超大冰面结构层逐层校验，随时纠正，不允

许有上下半厘米的偏差，为建成高质量冰面打

下了坚实基础。

从图纸到现实，背后是一次次的迎难而

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问题，我们都要解决。”张树明说。

时光不负有心人。熬过一个又一个通宵

达旦的日子，张树明带领团队用 60 天时间完成

了两块冰场的冰面结构层施工。而今，这两块

冰场均具备多种尺寸模式转换功能。据国家

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雷鸣介绍，改

造后的国家体育馆冰面既可满足赛时需要，也

可满足花滑、短道速滑等项目的使用需求，极

大提高了冰场利用率。同时场馆还实现了冬

季和夏季运动项目的“两栖”能力，具备冰场和

夏季项目场地双向转换的能力。

冰雪城堡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静静矗立的“冰之

帆”，让人有种置身冰雪城堡的错觉。这童话

世界般的感觉从何而来？秘密就藏在“冰之

帆”的外幕墙设计中。

不同于此前国家体育馆的全平面玻璃外

幕墙，新建训练馆的外立面采用了凸显冬奥元

素的冰块造型玻璃幕墙，由几百块一面光滑、

一面具有凹凸质感的冰花图案压花玻璃组成，

并模仿冰花错落有致的逼真效果进行设计安

装。“为了突出冬奥冰雪元素，我们将过去只在

室内做装饰用的压花玻璃，创造性地应用在了

外幕墙上。”张树明介绍。

创意很美好，挑战也很多。按照最初设

计，项目采用的是 10 毫米双层云波纹装饰幕

墙，全国只有一个生产厂家。受新冠肺炎疫情

和运输距离影响，外幕墙工程一度面临着延期

的风险。张树明带领团队迅速成立攻坚小组，

与设计单位沟通并寻找优质厂商，最终决定采

用 6+8+12 毫米的三层玻璃幕墙。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张树明的选择：对比原

设计样板，新玻璃幕墙不仅反光视觉效果更加

强烈、云波纹路更加通透、冰砖美感更加突出，

还节省了三分之一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保证了

工期。

玻璃定制难题解决了，施工安装难题又接

踵而至：若想呈现凹凸不平的城堡效果，外幕

墙玻璃必须采取从下往上、先凹后凸的安装顺

序，且施工缝隙要始终保持在 2 厘米以内，避免

玻璃碰撞。研发新型点式玻璃驳接系统，两个

月的实战演练，最终项目团队将玻璃安装精度

控制在了 3 毫米以内。

当具有“雪花”肌理的玻璃完成安装，静谧的

灯光缓缓打在其上，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雪城堡呼

之欲出。那一刻，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在张树

明心中慢慢升腾，“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智慧场馆

不仅拥有高颜值的外表，前沿科技的魅力

在“冰之帆”中也有生动体现。

为了提升场馆内观众感官效果，场馆中央

增加了曲面斗屏，外形就像漏斗一样。斗屏采

用上宽下窄、外凸式曲面设计，将视角宽度每

边扩大 6°，每面屏视角为 172°，增强美观性

的同时，也能带给场地内观众近乎全角度的观

感。在清晰度方面，由于缩小了屏幕点间距，

因此可达到 1080P 的观看效果。

“考虑到运动员的休息功能、原场馆环境、

冬奥、残奥转换及赛后利用等因素，更衣室采

用了‘搭积木’的快速建造模式。”张树明告诉

记者，相比尘土飞扬、杂乱噪音的传统施工现

场，装配式建造技术拥有一些独特优势：现场

施工过程更为绿色环保；施工速度相比传统建

造方式快 50%以上。“更衣室区域的 17 个房间，

由 12 个人花费 15 天的时间搭建完成。”

护航冬奥守护平安，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

秘书长齐靓介绍，国家体育馆使用了“一秒八

步”设备，进入场馆的工作人员和观众只需在

设备上刷一下身份证，即可实现身份识别、智

能测温、健康宝、疫苗接种等 8 个查验环节，最

大程度节约了核验时间并确保进场人员符合

防疫要求。

“国际冰球联合会副主席到场馆考察后，

夸赞场馆具备非常好的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和

服务条件。”齐靓说。

单板滑雪——

中国队参赛人数创新高
白宇飞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分为

男子和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平行大回转、障

碍追逐、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以及新增的障

碍追逐混合团体项目。在 2 月 5 日至 15 日的

比赛中共产生 11 枚金牌。在单板滑雪项目

上，中国队将派出 13 人出战，创历史新高。

单板滑雪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1998 年

长野冬奥会，单板滑雪成为正式比赛项目。U

型场地技巧比赛极具观赏性，比赛时运动员

沿 U 型雪槽的左右槽壁从一侧滑向另一侧，

在离开赛道腾空的过程中做出转体、空翻等

系列动作。该项目的现象级运动员肖恩·怀特

多次参加冬奥会并摘得 3 枚金牌。我国女子

运动员刘佳宇是 2018 年平昌冬奥会 U 型场

地技巧比赛亚军，也是中国单板滑雪项目的

首枚冬奥奖牌获得者。

平行大回转和障碍追逐是单板

滑雪中的两个竞速类小项。在平

行大回转比赛中，每组两位运

动员从平行设置的红蓝两

条 赛 道 同 时 出 发 ，各

自 绕 过 所 处 赛 道

中的若干数量

旗门向下滑降，用时短者为胜。本届冬奥会

上，毕野和宫乃莹携手书写了中国单板滑雪

平行大回转比赛的新历史，前者成为站上该

项目冬奥赛道的首位中国男子运动员，后者

则将中国女将的参赛成绩推入到前 20 名。

障碍追逐是危险性很高的冬奥会赛事，中国

队在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参赛资格的突破。

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都属于年轻的冬

奥会小项。本届冬奥会，中国队派出了两位

“00 后”年轻运动员荣格和苏翊鸣。在 2 月

7 日举行的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中，苏翊鸣全程动作一气呵成、顺畅自

如，雄鹰般的翻转腾挪不仅惊艳了观众，

更征服了裁判，最终斩获一枚含金量极高

的银牌。

自古英雄出少年，后浪奔涌成顶流。中

国单板滑雪战队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的专

注、投入、拼搏和超越，充分展现了年轻人的

志气、勇气、骨气和底气。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眼 下 冬 奥 会 比 赛 正

酣，张树明和他的团队却

无心观看，他们迎来了新

任务——国家体育馆后续

保障工作。供电、灯光、音

响、视频⋯⋯不管哪个环

节出了问题，都要第一时

间想方设法迅速解决。已

是第二次参与北京奥运会

项目建设的张树明笑言，

直到比赛结束，他那颗悬

着的心才能踏实下来。

依旧忙碌在一线的张

树明并不孤单。一届世界

级体育盛会的顺利举办，

既离不开组委会的精心筹

备，也离不开千千万万人

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保驾

护航。据了解，仅仅是见

证谷爱凌创造纪录的首钢

滑雪大跳台，就有 389 名

冬奥志愿者在体育、技术、

庆典仪式、赛事服务等领

域助力服务保障工作。当

全世界将目光投向赛场上

奋力拼搏的奥运健儿，为

冠军们和自己喜爱的选手

鼓掌与喝彩时，我们也应

注意到，镜头之外还有一群默默奉献的“冬奥人”。

他们之中，不仅有闪耀在冰雪盛会中的“天霁

蓝”——北京冬奥会上热情洋溢的志愿者；还有“永

不凋零”的绒线花“织女们”、凌晨 3 点穿梭在京张高

铁隧道检修的“夜行侠”⋯⋯从场馆建设、基础设施

到智慧服务、赛事保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北京冬奥

会的每一个角落。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无私奉献；不

畏艰难困苦，只为守护北京冬奥会。正是因为无数

普通人的挺身而出，涓涓细流汇聚起磅礴力量，才有

了今日精彩纷呈的奥运盛会。在此，致敬每一位冬

奥参与者：镜头后的你们都是英雄！

致敬幕后英雄

沈

慧

上图 2 月 10 日，在国家体育馆

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小组赛

中，中国队对阵美国队。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底图 2022 年 1 月拍摄的国家体

育馆外景。

席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