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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赋能智慧大运
本报记者 孙亚军

场馆是竞技、观赛的主要载体，也是展示科

技水平的重要窗口。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场馆融入绿色低碳、智能运营等新技

术，不仅“颜值”高，更具智慧内涵。智能化水循

环系统和水质处理系统、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等技

术的运用，让“绿色、节俭、必须”原则在办赛各环

节得以落实。

智慧场馆更高效

成都大运会围绕主场馆、大运村等空间，在

场馆建设、赛事保障、数字观赛等方面，实施共计

170 余项技术产品，覆盖 30 余个场馆，为办赛、参

赛、观赛提供科技支撑。

在新兴技术加持下，场馆运营效率进一步提

升。中建西南院智慧城市工程技术中心体育建

筑总工程师吴寰主持了凤凰山体育公园、东安湖

体育公园、简阳文体中心等大运会场馆的智能设

计工作。她表示，大运会场馆充分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5G、超高清图像等新技术，以用户体验

为重点，通过推行场馆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一体

化模式，将赛事功能需要与赛后综合利用有机结

合，以达到增强场馆复合经营能力、拓展服务领

域、延伸配套服务、实现最佳运营效益的目标。

“在凤凰山体育公园冰篮球馆中，智能中枢

可以实时监控整个场馆的机电设备运营情况，并

根据人数以及活动进行调整。”中建西南院设计

九院副总建筑师刘德成介绍，场馆搭建三维仿真

模型，能够动态掌握运行情况，通过数据的优化

整理，将现实场馆三维空间形态映射到虚拟系统

中，再将其与现实空间中的 AI 摄像头、信息系统

等集成联动，形成一套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场

馆，适应多样化应用场景，助力赛事运行和日常

运营。

智慧场馆有效保障了赛事的高水准运行。

在东安湖体育公园游泳跳水馆，智能化水处理系

统让场馆运转更高效。“水处理过程 24 小时不间

断循环，我们可以在大屏幕和手机端随时查看水

质、水温数据，并进行实时调控。”东安湖体育公

园游泳场馆中心执行副主任白雪告诉记者，这样

的设置可以让池水保持流动更新，在保证水质的

前提下，提升了节水效率。

“在科技的支撑下，智慧场馆的运行有效节

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大运会赛事举办发挥

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吴寰说，经过几十年的技术

发展，智慧场馆很多技术手段正在逐渐落地，大

幅提高了运维效率、减少了运维成本，并且提升

了用户体验。

精准管理更低碳

东安湖体育公园游泳跳水馆是成都大运会

游泳项目的比赛、热身、训练场馆，是一座可容纳

5000 人的新建大型甲级游泳跳水馆，达到绿色建

筑二星级标准。走进场馆，湛蓝的泳池在良好的

光照条件下清澈见底，与其他凉爽的场馆相比，

这里的温度更高一些。

“游泳竞赛对室温、水温、湿度都有要求，我

们将场馆的水温控制在 26 摄氏度到 28 摄氏度之

间，室温控制在 28 摄氏度到 30 摄氏度，帮助运动

员保持最好的身体机能。”白雪介绍，场馆采用智

能化系统，工作效率更高，数据信息更准确，能够

提供世界级游泳比赛水质。为了保持水质稳定

达标，泳池下方特别设计了 3 个巨型滤缸，每个

滤缸安装有 261 根硅藻土过滤棒，过滤和吸附水

中杂质。过滤后的水还需经过臭氧反应等杀菌

消毒流程，才能再次流进泳池。

可容纳 1.8 万人的凤凰山体育公园篮球场馆

为了节能减排，配备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凤凰

山体育公园篮球场馆中心信息技术组经理李长

知介绍，场馆室内温度始终控制在 16 摄氏度到

25 摄氏度。场馆的配电柜、灯箱、排水管网等各

个功能区集成了大量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设备

运行和能源消耗状况，监测风险事件，并显示在

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上。“通过智能运行，我们整个

场馆节能 15%左右。”李长知说。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智能照

明系统等智慧运营手段能够根据季节、天气、温

度、空气质量、人为活动等因素的变化，对各机电

设备的运行状况作出及时调整，并生成各种报

表，为节能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达到节能、环保的

目的。”吴寰说。

数字生活更便捷

支持 80 余种语言实时翻译的智能翻译对讲

系统，提供引导、应急等服务的“蓉宝”机器人，新

型恒温材料制成的“冰背心”，智慧交通系统，AI

数字运动一体机⋯⋯为更好保障运动员的衣食

住行，成都大运会配备了智慧翻译、智能厕所、智

能机器人等产品，带来便利体验的同时，也体现

出人文关怀。

作为各国运动员在成都的“家”，大运村是代

表团居住、生活、休闲的主要场所。大运村依托

成都大学现有校区和建设发展规划，新建生活服

务中心、医疗中心、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实训楼等

单体建筑 22 栋，可保障 1.1 万人入住生活，赛后

将移交成都大学教学使用。

大运村的建筑设计着重精细化管理，为智慧

大运添彩助力。中建西南院副总建筑师、成都大

运村设计总负责人钟鹏表示，大运村通过对数字

技术的运用，形成了“智慧大运”可视化综合管理

平台。以虚拟现实方式呈现出三维图像的表达，

将整个大运村内的楼控系统、照明系统、安防系

统、停车场系统等 10 余个信息子系统集成在同

一平台上。实时、历史和统计分析数据在三维空

间中直观、高效地呈现在运管人员面前，实现大

运村各类赛事保障信息系统“一张图、一块屏、统

一管控”的日常运营监管目标，为大运会顺利举

办提供坚实保障。

为精细化、个性化做好赛事服务

保障，成都大运会执委会还规划

配 置 了 48 家 现 场 医 疗 保 障

医院，招募了 2 万名赛会

志愿者从事赛事保障

服 务 ，并 开 通 大 运

通 APP 提供赛事

信 息 发 布 、交

通、医疗、餐

饮 、气 象

等 服 务

功能。

推动体育场馆惠及民众

常

理

成都大运会正在紧张激烈地进

行。赛场上，各国运动健儿顽强拼搏、

争金夺银，为梦想和荣誉而战；赛场

外，一场场精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在蓉

城处处举行，市民在体育运动中提升

幸福感、获得感。

举办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不

仅可以提升一座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也可为当地市民带来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一批高质量体育场馆的建

成，可提升市民健康水平、改善生活质

量。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大运会场馆

开放惠民行动实施方案》，自筹备以

来，累计开放大运场馆近 8 万小时，服

务超过 510 万人次，举办各类赛事 730

项，近 2000 场次。大运会结束后，这

些场馆也将继续为广大市民服务，相

约去大运场馆打球、健身成为很多市

民的新选择。

体育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

部分。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体育强

国，不仅要看其体育竞技水平，更要看

全民体育素质。当前，人民群众对体

育运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体育场

馆作为全民健身的重要场所，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截至 2022 年末，我

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2.62 平方米，

虽然提前完成了 2025 年的规划任务，

但距离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的运动健

身需求，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健身去

哪儿”还需持续破题。

一方面，要盘活存量。不断优化

现有公共体育场馆，提高开放水平和

利用效率。比如，成都定期在各平台

发放“大运场馆健身门票”，引导市民走进大运场馆、参与全民健

身活动；北京市 6 个冬奥场馆设施实现四季向社会开放，累计接

待超百万人次。今年，中央将补助约 2500 个体育场馆，分布在

全国 1400 多个县市区，全部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要做好

共享文章，让体育场馆持续发光发热，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高品

质的服务。

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增量。成都自筹办大运会以来，共

投资了 180 多亿元建设体育场馆，所带来的是城市活力、吸引

力的提升，并将为城市发展持续赋能。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明

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建设完成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等

场地设施近 2300 个。要进一步通过科学规划，修建更多的公

共体育场馆，更好满足公众健身需求，助力全民健身的深入

实施。

图① 大运村里，运动员正在绘制川剧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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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东安湖体育公园游泳跳水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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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大运村科技服务工作站。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图④ 凤凰山体育公园。 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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