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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记者汪涌、
李春宇）即将在明年 2 月举办的北京冬奥会
得到大批科技成果助力。“科技冬奥”将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一大亮点，
场馆建设、基础设施、绿色环保、智慧服务、转
播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得到充分展示
和应用。
　　北京冬奥组委 18 日在首钢办公区举办
了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社会发展科
技司司长吴远彬介绍，围绕“科技冬奥”重点
任务布局，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广泛应用
新技术，重点解决雪车雪橇赛道、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和国家速滑馆等场馆设计、建造和
运维技术难题，支撑“鸟巢”智能化和“水立
方”水冰转换等场馆改造，同时加强气象预
测、运行指挥、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场馆是举办奥运会的基础条件。‘科技冬
奥’的工作有规划、有成效、有期待。”北京冬奥
组委技术部部长喻红说。新建的冬奥场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采用世界跨度最大的单
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用钢量仅为传统
屋面的四分之一。被称为“雪游龙”的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采用“毫米级”双曲面混凝土喷射及
精加工成型技术，1.9 公里的赛道一次性喷射
浇筑成型。首钢滑雪大跳台研发了正四面体的
模块及正四面体连接节点，实现不同比赛的赛
道剖面转化。
　　此外，国家游泳中心由“水立方”变身为

“冰立方”，应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动态
监测技术，在 20 天内完成水冰场地转换；国
家体育场“鸟巢”通过应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技术，如今已建设成为数字、低碳、智能的体
育场馆。从夏奥到冬奥，科技助力“双奥场馆”
完成华丽转身。
　　吴远彬表示，北京冬奥会场馆的设计与建
设实现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完美融合。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的设计灵感源于中国的传统吉
祥饰物“如意”。从跳台环形顶端，再到剖面线

形和底部看台，与“如意”的 S 形曲线完美契
合，被称为“雪如意”，既体现了体育建筑的
动感，又凸显了中国文化元素。
　　绿色是北京冬奥会的办赛理念之一。喻
红说，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的碳中和目标，张
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北地区的风能、太
阳能等生产的绿色电力输入北京，赛事期间
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绿电供应。
　　据介绍，国家速滑馆、五棵松体育中心
等冬奥场馆选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
系统，冰面温差控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碳
排量接近于零，这是冬奥史上首次大规模
应用该项技术，同时还利用冷热联供一体
化设计对制冷余热进行回收利用，能效提
升 30% 至 40%。
　　喻红表示，目前有 80 辆氢燃料电池
汽车在张家口赛区进行了测试，赛时将在
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投入 700 余辆氢
燃料大巴车，提供交通服务保障。试制的氢

燃料电池应急电源发电车替代柴油发电
车，已在国家速滑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测
试备用。此外，北京冬奥会境内接力火炬也
将全部应用氢燃料。
　　在场馆运行和赛事保障方面，喻红介
绍，5G 信号已覆盖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和
连接场馆的道路，包括高速行驶的京张高
铁，也有稳定、连续的 5G 信号覆盖，为超
高清视频、智能服务等新的应用场景提供
了必要的网络连接。云转播技术、云转播
5G 背包、8K 高清转播车等技术和设备都
将应用于北京冬奥会的转播中，为全球观
众呈现精彩的冬奥赛事。
　　喻红说，期待运动员在冬奥会的比赛
中有精彩的表现，也期待这些技术成果能
提供更好的赛时服务，更期待支持奥运会
筹办和举办的技术，在赛后能够服务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目标，为冰雪
爱好者提供更好的冰场、雪场和运动装备。

“雪游龙”·“雪如意”·氢燃料大巴车……

大批科技成果助力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
电（记者孔祥鑫、张骁、董意行）
建设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历时
1000 多天，建设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雪飞燕”历时 1200 多
天……随着北京市冬奥场馆和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收官，
负责 30 多项相关工程建设工
作的北京城建集团，再一次完
成承建奥运工程的光荣使命。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我们在双
奥场馆建设中不断攻克世界级
难题，为奥运场馆建设提供‘中
国方案’。”北京城建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代华说，“奥运
会不只是体育项目的竞赛，也
是各行各业的比拼，我们要在
另一条奥运赛道展示‘大国工
匠’风采！”

奥运会不只是体育竞赛

　　 2015 年 7 月 31 日，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携手
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举办权。在现场参与
保障的陈代华感受到巨大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北京奥运会筹办过程中，
北京城建集团曾承担包括国家
体育场‘鸟巢’在内的 40 多项
夏奥场馆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
新的奥运周期到来，我们要为奥
林匹克做出新的贡献。”他说。
　　“鸟巢”、五棵松体育中心、
国家体育馆等主要奥运场馆都
出自北京城建集团建设者之
手。随着北京夏奥会圣火熄灭，
北京城建集团向北京市城建档
案馆移交了 3 万多卷工程档
案，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为首
都城市建设留下宝贵遗产。
　　截至目前，北京城建集团在
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建
设印记。“鸟巢”成为这家国际建
筑企业最闪亮的作品。“我们进
行国际竞标或对外宣介时，每次
提到‘鸟巢’，对方总是肃然起
敬。”陈代华说，以“鸟巢”为代表
的重大工程就是“国家名片”。
　　从 2008 到 2022，从夏奥
到冬奥，在陈代华看来，“两个
奥运”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北
京冬奥工程建设中，北京城建
集团先后承接了国家速滑馆、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北京冬奥村、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
闻中心等场馆，以及延崇高速、北京地铁冬奥支线等重
点配套设施的相关建设任务。
　　“在这些北京冬奥工程中，几乎每一项都有科技创
新。”陈代华说，“申冬奥成功也打响了建筑施工赛场的

‘发令枪’，这也是我们和全球建筑施工企业的竞赛。”

3.5 公里实现“两个奥运”的跨越

　　作为“两个奥运”的地标建筑，“鸟巢”和“冰丝带”
的直线距离只有约 3.5 公里，但两个场馆所使用的智
慧建造技术，却经历了 15 年的发展历程。
　　陈代华介绍，“鸟巢”是中国第一个采用 BIM 技术（智
慧建造技术）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中，我国实现 Q460E
高强度钢材的国产化，一举成为高强度钢的主要生产国，
也成为高强度钢在建筑领域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在“冰丝带”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已经集成 BIM 、
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
孪生等一系列先进数字建造技术，形成成熟的智慧建
造理论体系。高质量的构件加工安装、高精确度的测控
技术和施工偏差适时调整技术管理体系，让建设者像

“造汽车”“拼积木”一般，高效快速地建造奥运场馆。
　　正如“鸟巢”的建设助力实现了高强度钢的国产化，
在“冰丝带”建造过程中，北京城建集团与生产厂家联
合，实现了高钒密闭索的国产化，并成功应用于“冰丝
带”索网施工中，填补了国内大吨位、大面积索网同步张
拉的技术空白。
　　北京冬奥场馆建设中的创新不止于此。国家速滑
馆项目已申请国家专利 34 项，制定地方标准 1 项；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项目已申请国家专利 24 项，制定地方
标准 1 项；延庆冬奥村项目已申请国家专利 4 项……
　　“我们用 15 年走完 3.5 公里的路程。跨越‘两个奥
运’的背后，是中国建造技术的飞跃。”陈代华说。

继续充满激情努力奔跑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 80 天，北京城建集
团在完成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后，建设者们纷纷加入场馆
运行团队，参与赛事保障工作。“提供服务保障和场馆建
设同样重要，我们依然不能放松。”陈代华说。
　　“奥运工程是科技创新、产业协同和共享发展的重
要阵地。在这些奥运工程建设中，我们的智慧建造水平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带动了项目精细化管理的提升，由
此形成了高效的项目全过程供应链。”陈代华说，“着眼
未来，还要继续充满激情，努力奔跑。”
　　在陈代华看来，奥运工程建设给未来工程建设带
来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更加注重绿色环保和科技创新，
更加注重产业协同和共享发展，这与“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不谋而合。
　　“参与‘两个奥运’场馆建设，增强了我们‘走出去’的自
信。”陈代华说，“两度与奥林匹克结缘，生逢伟大时代，建造
伟大工程，是中国建设者的幸运。我们要通过工程建设，带
动建筑科技前进，推动企业健康发展，让企业发展红利惠及
大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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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记者马欣
然、刘昊东、肖逸晨）穿上雪鞋，戴好滑雪镜，
深吸一口山顶冷冽清爽的空气，只听“呼”的
一声，身穿滑雪服的身影飞驰而去，在白雪皑
皑的场地上留下道道曲线。
  这是李天乐冬季的日常训练场景，他曾经是
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国单板滑雪队队长。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从北到
南，中国各地青少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迎接
冬奥会的到来，一场场“冰雪奇缘”正在上演。
　　“今年是我滑雪的第 8 年，已经滑遍全
国 23 家雪场，累计教授千余人滑雪。”如今
已成为一名滑雪教练的李天乐兴奋地说，相
比初学时，周围的“雪友”更多了，滑雪场的配
套设施也愈加完善。
　　“很多场所配备了专业的室内滑雪模拟
机，速度、坡度都可以比拟高级道滑行，让滑
雪运动‘四季皆可为’。”北京市一家滑雪学校
校长高峰说，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日新月异。
　　大班课程、一对一私教、大众体验课、青

少年冬令营……高峰感慨道，目前国内出现
了很多综合体雪场，餐饮、住宿、儿童区、滑雪
用具商城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顾客舒适度
得到大幅提升。
　　不止北京，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目标的号召下，“冰雪热潮”推向中国各地。
　　在黑龙江，冰雪运动热度持续高涨。早在
3 年前，中俄混血儿龙泽蛟便与冰球运动结
缘。在今年夏季举办的齐齐哈尔“冰球季”冰
球邀请赛上，13 岁的他和队友们取得佳绩。
龙泽蛟的妈妈、俄罗斯人叶莲娜·雅科夫列夫
娜说：“期待孩子未来成为一名职业冰球运动
员，取得更大的成功。”
　　龙泽蛟获得的成绩与他的教练刘伟密不
可分。今年 32 岁的刘伟 8 岁起便开始“上
冰”。成为职业冰球运动员后，他曾多次出征
国际冰球赛事，屡获佳绩。退役后，培养青少
年冰球人才成了刘伟的新事业。越来越多冰
球少年在刘伟的指导下选择进一步深造，走
上职业冰球运动员道路。
　　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与国民普及度不
断攀升，“不进山海关”的冰雪运动打破了时
间与空间的桎梏，也在成为中国南方群众日
常娱乐、健身强体的“新宠”。

　　位于安徽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内的安
徽省五环冰雪馆是安徽首个综合类室内冰
雪运动馆，内设一个 600 多平方米的真冰
馆、安徽首条标准冰壶道和 3 台滑雪模拟
机，还摆放了多个科普冰雪运动项目的
展板。
　　在冰雪馆内，9 岁的晏汀烁正跟着他
的冰球教练反复练习过人、射门。每天放学
后来练习 1 小时冰球，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以前没有专业的场地和教练，只有周
末去商场的冰场上打。”晏汀烁的妈妈丁明
皎说，今年 10 月开馆后，她很快带着晏汀
烁来这里找到了专业冰球教练。
　　“第一次看到其他小朋友打冰球的时
候，感觉动作很帅，就想自己学。”与冰球

“一见钟情”的晏汀烁说，“在冰上滑起来很
快、很过瘾。最喜欢射门，因为我特别想得
分。”晏汀烁平时也会在电视或网络上看冰
球比赛，希望以后能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年初，全国标准冰场较 2015 年
增幅达 317%，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
年增幅达 41%。
　　在苏州，“95 后”青年、西交利物浦大学

学生小白创办了校园第一届“冰协”，先后吸
引数百位学生开始了解、学习这一运动。“花
滑不仅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更是一门艺
术。每一个在冰雪上起舞的身影都赋予了这
个冬季灵动和无限可能。”小白说。
　　小白对于冰雪运动的宣传并不停留于
校园。在视频平台 B 站，优美流畅的转体
动作、沉浸式运镜手法，再配以流行音乐，
她的一条花滑视频收获了 300 多万次播
放，受到网民热捧。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关注北京冬奥，关
注花样滑冰。”小白说。
　　一组数据同样反映了冰雪运动在中国
的火热程度：2021 年“双 11”期间，飞猪平
台 冰 雪 旅 游 商 品 预 订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200% ，长白山冰雪旅游相关商品成交额
同比增长超 200% ；天猫滑雪装备成交额
同比增长超 140%。
　　“青少年群体是冰雪运动实践与传播
的主力军。”吉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郭玉
莲表示，当前中国冰雪运动迅速“南展西扩
东进”，为全民健身提供新的途径，也为体
育强国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参与采写：张韦康、周畅）

来！中国青少年邀你共结“冰雪奇缘”

　　雪季来临，各地雪友争相前往“雪国”崇礼
一展风采，11 个月大的萌宝王予玑成为当红

“滑手”——— 因为父母近期在崇礼学滑雪，她迎
来了人生首次单板滑雪之旅，“不会走路就能滑
雪”的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来广泛关注。
　　萌宝的妈妈范雪吟告诉记者，自己和丈
夫都是“80 后”，在北京工作，很喜欢户外运
动。“国家要举办冬奥会，算是响应‘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最近第一次来崇礼
学滑雪。”范雪吟说。
　　谈到为什么带萌宝上雪，范雪吟表示：

“我们家一直以来的理念是，家长会什么运
动，就鼓励孩子学什么运动，不会选择那种
我们自己不会的运动让她学。我和她爸爸
滑雪，所以给她买了一个小雪板。”
　　“本来想等她大一点之后再试，结果没
想到她很喜欢。来雪场后，她玩得很开心，
很享受这个过程。”范雪吟说，宝宝刚 11 个
月，来到雪场这几天才学会站立，但身体素
质比较好，对运动不会抗拒。
　　从都市场景切换到户外模式，范雪吟
说，宝宝对外界新鲜的事物能接受，没有哭

闹。“夏天经常来太舞滑雪小镇，和小镇的
工作人员、邻居相处非常好，大家很喜欢
她。城市没有那么大空间，所以现在每天三
四个小时让她在外面玩。”
　　范雪吟表示，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她
正在北京读大学二年级。“北京奥运会时，
每天出门都能感受到奥运氛围。明年冬奥
会在北京举办，崇礼也是赛区，如果条件允
许，冬天全家会再来崇礼，感受冬奥氛围。”
        （记者杨帆、董意行）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18 日电

“不会走路就能滑雪”，火爆全网的萌宝来了！

11 月 18 日，萌宝王予玑在宠物狗“旺仔”的陪伴下滑雪。         新华社记者张帆摄

　　新华社巴黎电（记者
唐霁、孙鑫晶）“一起向未
来——— 北京冬奥推介会”
16 日在法国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举办，来自中法两
国的文化、艺术和体育界
人 士 、华 人 华 侨 代 表 等
100 余人出席了活动。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
任佘明远在致辞中说，80
天后，北京这一世界首座

“双奥之城”将张开双臂，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冰雪
健儿共襄盛会。值此之际，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特别举
办本次冬奥推介会，向大
家介绍中方为此次冬奥会
所做的各项筹备工作，与
大家分享 2022 北京冬奥
会的愿景和理念。
　　记者在现场看到，推
介会通过视频、图像、文字
等多种载体多方位展示北
京冬奥会会徽、体育图标、
吉祥物、火炬、奖牌等，详
细讲解了“冰立方”“冰丝
带”“雪如意”等冬奥各大
场馆所使用的先进科技，
以及冬奥各场馆及设备设
施建设中所秉持的“绿色
办奥”理念。
　　本次推介会介绍了冬
奥会坚持生态优先、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所采取的

举措，包括“水立方”如何变身“冰立方”，五棵
松体育馆用 6 小时即可实现“冰篮转换”，所
有竞赛场馆将 100% 采用绿色电力，四个冰
上项目场馆采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碳排
放趋近于零等等。
　　法国体操名将格雷戈里·阿尔康在听完
推介会后对新华社记者说：“感谢北京为给运
动员们营造一个便利、舒适、安全、人性化的
比赛环境所付出的辛苦努力，相信运动员们
在这样先进的场馆一定能创造出更多佳绩。”
　　法国建筑师贝尔纳·德穆兰在现场对记
者说：“北京冬奥场馆恢弘、现代，其中蕴含的
科技和智慧更是令我大为震撼。我相信北京
冬奥会届时一定会给全世界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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