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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观澜
冬奥赛场上的科技力量

冬奥筹办路，也是
一条科技创新路。

国 家 速 滑 馆 “ 冰
丝带”，阳光下晶莹剔
透，这是冬奥会北京赛
区标志性场馆和唯一新
建冰上竞赛场馆，也是
一座承载着诸多高科技
成果的现代化场馆。

4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国家速滑馆，
结合大屏幕听取场馆设
计理念、建设过程、运
行情况介绍。

“ 冰 丝 带 ” 拥 有
亚 洲 最 大 的 全 冰 面 设
计，突出科技、智慧、
绿色、节俭特色。在为
运动员创造佳绩提供最
好条件的同时，也在环
保、节能等领域实现了
新突破。

2021年1月19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张家口赛
区考察冬奥会、冬残奥
会筹办工作时指出：“
同我们国家的强国之路
一样，中国冰雪运动也
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
一 方 面 要 坚 持 自 主 创
新，一方面要积极吸收
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训
练方法”。

从场馆建设到训练
备赛，以人为本的理念
贯穿始终，科技创新的
细节随处可见。

科学备赛增添突破

动力

申冬奥成功时，109
个冬奥小项中的1/3在我
国尚是空白。

6 年 多 来 ， 在 “ 扩
面 、 固 点 、 精 兵 、 冲
刺”的备赛方略下，109
个小项已实现“全项目
开展、全项目建队、全
项目训练”，科技助力
让冰雪健儿如虎添翼。

1月4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考察2022年
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备赛工作时强调，当今
世界，科技在竞技体育
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
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
立 自 强 。 要 综 合 多 学
科、跨学科的力量，统
筹推进技术研发和技术
转化，为我国竞技体育
实现更大突破提供有力
支撑。

跳台滑雪被誉为“
最 贴 近 天 空 的 雪 上 项
目”，其难度和危险性
可见一斑。跳台滑雪国
家集训队利用最先进的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系
统，实时采集运动员起
跳角度、空中姿态、飞
行速度等数据，及时提
醒运动员调整。队伍还
利用风洞技术帮助运动
员熟练掌握空中姿态，
降低了伤病风险，大幅
提高训练效率。

在 承 德 国 家 雪 上

项目训练基地，圆盘滑
雪机成为越野滑雪队提
升实力的“黑科技”装
备。圆盘滑雪机不仅可
以随时调整转盘坡度，
还能适时加入障碍物，
更为真实地模拟比赛场
景，令运动员在训练中
也有“身临赛场”的感
觉。截至目前，中国选
手已经在北京冬奥会7个
大项、15个分项、95个
小项上实时入围。跳台
滑雪等项目取得了参赛
人数和项目数的历史突
破。

场馆创新贡献中国
智慧

1月4日上午，习近
平来到国家速滑馆。在
主席台区，习近平仔细
察看场馆内部布置及赛
道，询问场馆赛时运行
规划和赛事服务保障准
备情况。习近平指出，
无论是新建场馆还是场
馆改造，都要注重综合
利用和低碳使用，集合
体育赛事、群众健身、
文化休闲、展览展示、
社会公益等多种功能。

“冰丝带”设计和
建设很好贯彻了这样的
理念。冬奥赛后，这里
将对社会开放，成为开
展大众冰雪运动的一个
好去处。

“这绝对是我见过
最出色的场地。” 国
际雪车联合会主席伊沃
对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赞
不绝口。蜿蜒盘旋在莽
莽群山之中，雪场雪橇
中 心 又 被 称 为 “ 雪 游
龙”，赛道长度大、落
差大、弯道多，建设团
队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
赛道精度和温差控制难
题，首次实现360度回旋
弯道一次喷射成型。“
雪游龙”所在的延庆赛
区，则成为水资源全部
自 我 收 集 处 理 再 利 用
的“海绵型”赛区。

国 家 跳 台 滑 雪 中

心和首钢滑雪大跳台采
用竞技型人工剖面赛道
设计方法与建造关键技
术，为国内首创。国家
速滑馆、五棵松体育中
心等场馆采用二氧化碳
跨临界制冷系统，冰面
温差控制在0.5摄氏度以
内，碳排放接近于零。
这项技术大规模应用于
冬奥会，写下奥运史上
又一项第一。

办好北京冬奥会、
冬 残 奥 会 ， 是 我 们 向
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
诺，也为奥林匹克的发
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
国智慧、中国力量。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由衷称赞，北京冬奥
会为奥林匹克运动“树
立了新标杆”。

科技赋能共享冬奥
成果

2019年2月1日，习
近平在北京看望慰问基
层干部群众时强调：“
要突出科技、智慧、绿
色 、 节 俭 特 色 ， 注 重
运用先进科技手段，严
格落实节能环保要求，
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
迹，展示中国风格。”

科 技 创 新 ， 是 冬
奥筹办鲜明的底色。围
绕“零排供能、绿色出
行 、 5 G 共 享 、 智 慧 观
赛、运动科技、清洁环

境、安全办赛、国际合
作 ” 8 个 方 面 ， 科 技 冬
奥映射着时代发展的风
采。

搭乘风驰电掣的京
张高铁，北京和张家口
两个赛区间的时间缩短
至1个小时。从京张铁路
到京张高铁，从自主修
建“零的突破”到中国
速度领跑世界，百年京
张线变迁的背后，是中
国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
不断提升的生动写照。

张北地区的风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源源
不断向外输送，确保北
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实现
1 0 0 % “ 绿 电 ” 供 应 ；
一辆辆使用氢燃料的大
巴车为赛时提供交通服
务；冬奥村中的可降解
餐具由薯类、秸秆等可
再生资源制作……

在节能减排方面，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种 种 创
新举措呼应着国际奥委
会《奥林匹克2020+5议
程》所提出的理念，得
到奥林匹克大家庭各方
肯定。

科技赋能冬奥，不
仅将这场顶级冰雪盛会
妆点得更加精彩，更为
全民共享冬奥成果搭建
了广阔舞台，为美好生
活展开一幅更为多彩的
画卷。（完）

中新网

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国家速滑馆主席台区察看场馆内部布
置及赛道情况。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六自由度训
练馆考察。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