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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6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短道
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奖牌颁发仪式在北
京赛区颁奖广场举行。

图为中国队选手范可新、任子威、
曲春雨、武大靖、张雨婷（从左至右）在
奖牌颁发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北京冬奥
中国首金

◎本报记者 何 亮

◎赵明东 本报记者 魏依晨

北京冬奥会战幕拉开。

2 月 5 日，是北京冬奥会首个金牌日。比

赛当天，不光中国短道速滑队在混合接力比

赛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冬奥会首

金，荷兰名将伊雷妮·斯豪滕更以 3分 56秒 93

的成绩打破尘封 20 年的冬奥会纪录，夺得速

度滑冰女子 3000 米金牌。一日之内，冬奥热

度不断升温，尽管受疫情影响，一些明星运动

员可能会缺席本届冬奥会，但并不影响简约、

安全、精彩的赛事呈现。

“我们认为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没有

安全就谈不上精彩。”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

席、秘书长韩子荣在 2月 6日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奥会秉持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努力

实现精彩办赛和节俭办赛能够有机统一。

首先，北京冬奥会“绿色味”很浓。韩子

荣介绍，北京赛区的竞赛与非竞赛场馆中，有

11 个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遗产。被人们

熟知的“鸟巢”已经成为“双奥”开闭幕式场

馆、“水立方”变身“冰立方”为冰壶比赛提供

场地，“我相信，参与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报

道的媒体朋友们，当大家故地重游时一定会

有不同的感受。”韩子荣表示，北京冬奥会赛

时全部场馆实现百分百使用绿电，所用的车

辆中清洁能源车辆占比 80%，北京冬奥会将

通过低碳场馆、低碳能源、低碳交通等多项措

施实现碳中和。

除了绿色低碳，北京冬奥会的“科技味”

也很浓。“我们利用二氧化碳直冷制冰技术

打造了‘最快的冰’，在延庆和张家口赛区设

置天气预报雷达和赛道气象站，形成气象监

测网络，努力实现百米级、分钟级精准气象

预报。”韩子荣介绍，北京冬奥会期间，奥林

匹克转播服务公司的视频使用 5G 传播，成

为奥运史上首次正式实现基于 5G 技术的赛

事转播，“这些精彩的科技味，非常值得关

注”韩子荣说。

新闻发布会上，韩子荣还推荐了最具中

国特色的“文化味”。作为东道主，北京冬奥

会的场馆设计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色，“冰

丝带”“雪飞天”“雪如意”等场馆无一不饱

含着中国元素。韩子荣表示，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会徽体现了中国书法与体育

运动的完美结合；备受追捧的吉祥物“冰墩

墩”形象来自中国的国宝大熊猫、“雪容融”

的 设 计 灵 感 源 于 象 征 团 结 喜 庆 的 中 国 灯

笼。“这些内容可谓精彩无处不在，期待来

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朋友们亲身体验现场报

道。”韩子荣说。

（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

绿色+科技+文化

冬奥“三味”打造简约精彩奥运
走进冬奥·赛场

◎本报记者 何 亮

在张家口崇礼的奥运雪道上，一阵寒风

吹过，细碎纷飞的雪沫贴着雪白的地面俏皮

地打了个滚儿。一台“大块头”在雪地上稳

稳驶过，所过之处，雪面变得服服帖帖，形成

一道道漂亮的雪条，恍如拉面一般。

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国高端大马力压

雪车，由河钢宣工研发生产的 SG400。

国产压雪车长啥样？

这辆国产压雪车，长 8.3 米、高 2.9 米、

前铲最大宽度 5.4米的“大块头”，行动起来

却十分灵活，爬坡过坎不在话下。

据了解，高端压雪车是冰雪产业必需

的大型装备，《中国滑雪产业发展报告》显

示我国压雪车有广阔的市场，但目前国际

滑雪设备市场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国内

由于冰雪装备的研发制造方面起步较晚，

大、中功率的高端产品目前在国内尚属空

白。以前，国内没有成熟的制造厂家生产

这类型机械。

开发压雪车要掌握在寒冷、大落差、低

比压、高强度作业环境下的特殊技术。为助

力我国冬奥及冰雪产业发展，在充分调研论

证的基础上，2017年初河钢宣工压雪车项目

立项，先后投入研发试制人员60余人。

经历艰难的研发之路，最终河北宣工

完成 16 项重点技术攻关，实现了 SG400 压

雪车整机全部部件的设计开发，国内首台

高端大马力压雪机仅用一年时间就下线

了，填补了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在高端压雪

车领域的空白。

国 产 SG400 压 雪
车，高端在哪？

据悉，河钢宣工 SG400 压雪车不仅外

观新颖，还集合了耐低温材料、静液传动电

子控制等先进技术，在性能、结构、关键电

液技术方面完全与国际接轨，部分核心技

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别看它块头大，爬坡能力却很强，爬

45 度的陡坡照样如履平地。还特别“抗

冻”，能在－40℃—15℃范围内正常工作。

另外，控制系统充分考虑了国内雪情参数，

利用存储记忆功能可随时调出各种参数，

快速应对各种雪况。

而且考虑到雪场作业的环境、时间，河

钢宣工在压雪车的研制中增添了许多贴心

的设计。创新整机设计模式，驾驶室采用

大型双曲率加热防爆前窗，应用加热的型

式应对高山陡坡大风的特殊工况，有效保

护驾乘人员和精密仪器，即使在零下二十

多度的环境中，仪表也能指示精准，操纵杆

也能反应灵敏，保证夜间作业安全。

据悉，压雪车履带也是整机设计中的

重中之重，冬奥组委对比赛用雪道的各项

标准要求极为严苛，既要使雪道平整松软

不飞雪，又不能压得过硬造成结冰打滑。

咱们这款压雪车应用了新型橡胶材质履

带，不仅使履带达到了雪道平整要求，还大

大降低了整机机重，在雪道实际工况首次

测试时，SG400 压雪车就达到了 98%的平

整率。

（科技日报张家口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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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记者李禾）6日，通过阿里云聚全息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现

身”2022 北京新闻中心。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以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水平，让更多人能参与到

奥运中来，感受奥运的文化与精彩。

本次活动借助跨区域云全息技术，通过音视频通信、全球实时传输网络技术，结合 4K 高清

视觉屏幕等，实现远程全息互动体验。巴赫表示，运营冬奥会所需的全部核心系统都迁移至阿

里云上，为奥运留下了一套全新标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正在北京创造历史。

图为借助数字技术，相隔 1300公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张勇传
递冬奥火炬。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冬奥火炬 云端传递

2 月 4 日一早，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教

秘蔺晨起床后第一时间打开了窗户，深深吸

了一口清新的空气。

进入冬奥闭环后，这是她为数不多可以

摘下 N95 口罩的时间。用她的话说，此时此

刻的呼吸显得格外贪婪。

与以往不同，北京冬奥会医疗保障是一次

兼顾疫情防控的全闭环式保障，每个诊疗过程

环环相扣。医疗保障团队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

暂别家人，共同结成北京冬奥的医疗保护伞。

第一声赞许，珍贵！

就在北京协和医院医疗站一队踏进冬奥

场馆闭环线的前 3分钟，他们接到一名外国客

人的电话，主诉胸痛数小时。“我们跟随救护

车跑入场馆，拉了第一份心电图后迅速将患

者转诊至协和大本营的冬奥病房。”北京协和

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罡回忆，经过一系

列果断有序地处理，团队收获了冬奥之行的

第一声赞许。

当然，还有第一封感谢信。当时，一位安

保大叔因感冒突然发热，北京协和医院副主

任医师彭慧明及时问诊、记录流行病史、交代

转运注意事项、完成医疗报送信息和传染病

症状监测等复杂流程。

“大叔，会不会操作闭环的奥运网约车回

去？”“这是我们的值班电话，24小时永远有人

接，回住地也可以打！”彭慧明将注意事项毫

无遗漏地交代给患者。

书写“希波克拉底誓
言”，行动！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安雷

在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先是恶补冬奥知识，

还专门请了一对一外教提高自己的英语口

语。“各类严格的线上线下培训及考核使我熟

练掌握了冬奥运动项目的高风险发病种类和

处置流程。”刘安雷说。

值白班的时候，刘安雷早上不到 7点就开

始了医疗点的规划和布置工作，转运医疗物

资，手消架和紫外灯还需要自己拼装。

有天清晨，一位保洁阿姨在打扫卫生时

不慎把手挤伤，血流不止。在初步诊断为小

指骨折的情况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范俊平用加压止血法瞬间将血止住，

并迅速进行了消毒和包扎。

由于闭环的特殊性，医生们无法得到

患者的准确资料，只能依靠仔细查体和以

往经验排除更大的风险，怕断患者的病情，

这对每一位医疗保障队员来说都是实打实

的考验。

让刘安雷印象深刻的是，北京奥组委不仅

配备了强大的语言支持团队，还安排专业医疗

助理为患者提供全程陪同转运服务。“冬奥会

的医疗保障工作将各国医护人员连在了一起，

我们都毫无保留地履行‘希波克拉底誓言’。”

扛起滑雪板，上山！

在体感温度为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小海坨

山，北京协和医院的四名临床医师：胸外科何

嘉、神经外科邓侃、骨科李其一、麻醉科车璐

开始了一天紧张的高山滑雪项目筹备工作。

未来 3个月，他们将暂别白大褂，换上滑雪服，

背上救援包，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小海坨山最高的山顶出发区海拔为 2198

米，为世界前三的高难度赛道。进驻后的第

一时间，滑雪医生们就开始熟悉地形和赛道，

配合搭建医疗站，搬运大量物资。

高山滑雪是一项充满刺激的项目，运动

员滑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150千米，一旦出

现微小偏差，身体就可能因失去平衡导致摔

伤，后果较为严重。以往该赛事运动员发生

损伤的概率为 14％。

“一旦有运动员需要救助，我们就要背负

10公斤的医疗包，在 4分钟内赶到现场，15分

钟内完成运动员伤情评估和处理，再进行转

运。”车璐说，这就要求滑雪医生具备一定的

陡坡滑行能力，以及创伤急救知识和熟练的

操作技能。

天刚蒙蒙亮，滑雪医生们就要抵达医疗

站。车璐介绍，他们有一整套操作流程，检查

救援背包，确认物品是否齐全，通电设备电量

是否充足，检查氧气瓶的存储情况。

“山上的体感温度很低，但严寒无法冻结

医者仁心。”车璐说。

从搬运、清点、组装防疫物资，到摆放抢

救箱药品、张贴手卫生、防疫标识，再到放置

患者接待床、接待车，设立患者流线指示、测

温门……19 位协和医疗保障队员正在冬奥

“战场”践行他们的初心。

扛起滑雪板出诊，冬奥会有这样一群“大白”

走进冬奥·人物

◎本报记者 史 诗

冬奥会已经拉开帷幕，北京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空中技巧及 U 型场地技

巧赛道迎风侧两排塔杆之间随着电机的运转

缓缓张开巨大白色幕墙，配着鲜艳的冬奥会

会徽，成了云顶滑雪公园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道大白色幕墙是什么“宝贝”？能起到

多大作用呢？记者带您了解一下。

据了解，这是国产滑雪安全设备的骄

傲——防风网，“远远看上去，它好像是雪白

的布，但完全不是。”研发团队刘庆宽教授介

绍说，大概只有 4毫米厚的高密度聚乙烯材质

防风网，内部有着复杂的立体空间结构，孔洞

的组合恰好满足防风与透光双重性能需要，

以及强风下的抗拉性能需要。

据了解，对于室外雪上项目，风是至关重

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往届的冬奥会，还是世

界杯等比赛，因为强风而导致比赛延期或者取

消、影响比赛成绩、运动员摔伤等情况频现。

建造防风网是降低和消除风对比赛影响的主

要做法。

在云顶滑雪公园空中技巧、U 型场地技

巧进行的比赛项目，运动员跳跃高度大，且需

要在空中进行技术展示，在有风的条件下，完

成技术动作会受到很大影响。防风网的建造

极大限度地减少风对运动员比赛的影响，对

于保证运动员的安全和比赛的顺利进行，具

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雪上比赛场地防风网的关键技术被

西方个别公司所垄断，为了解决施工人员入境

难、安装费用高等问题，石家庄铁道大学风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刘庆宽教授承担了云顶滑雪

公园研发防风网系统项目。该防风网系统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防风效果好，防风网

能把运动员运动空间内超过10米/秒的风速降

至 3.5 米/秒，达到国际雪联比赛要求；二是力

学性能强，防风网抗拉强度大，且零下 30多摄

氏度的低温下力学性能有保证，阻燃性好；三

是视觉效果靓，网和塔都是雪白颜色，且塔采

用了喷塑工艺，网的材料加入了抗紫外线材

料，使得整个系统在室外风吹日晒降雨降雪状

态下，保持颜色不变；四是控制系统优，防风网

设计了抗低温电力控制系统，可以整张网方便

地张开和收回；五是系统造价低，通过优化设

计，在保证以上功能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各个

部分的经济性指标，降低了整个系统的造价。

记者获悉，云顶滑雪公园应用了刘庆宽团

队自主研发的防风网技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

垄断，解决了建设费用高、建设周期长等多项

技术能量，它的防风性能、力学性能、视觉效果

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技术得到了国际雪联

和国际奥委会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能把 10米/秒的风速降至 3.5米/秒

这道白色大幕墙竟是防风网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延庆赛区）的时

候还是 2014 年，那时候这边几乎什么都没

有，但是现在我每天从山上往下看，都能看

到皑皑白雪以及各种美景。”在 2 月 5 日举

行的媒体吹风会上，国际雪联高山滑雪委

员会主席、连续为九届冬奥会设计高山滑

雪项目赛道的伯恩哈德·鲁西如是说。

谈到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赛道的雪

质，伯恩哈德·鲁西表示，“虽然我是一个赛

道的设计师，不是造雪的专家，但是我现在

可以说，（高山滑雪）赛道上的雪况非常完

美，已经没有办法更好了！”

连连受到称赞的滑雪赛道从何而来？

能否直接使用天然降雪呢？答案是，天然

降雪只是基础，人工造雪才是关键。

因为不同的雪上竞赛项目对雪质的要

求各不相同，即使有充沛的天然降雪，也需

要人工进行再造，所以人工造雪成为创造

雪上优质赛道的关键。而且，人工造雪技

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上世纪 80年代人工

造雪技术就开始应用，包括都灵冬奥会、温

哥华冬奥会、索契冬奥会以及平昌冬奥会

都大量使用人工造雪。

北京冬奥会也不例外，在延庆赛区、张

家口赛区以及首钢滑雪大跳台，使用的都

是人工造雪。“只是，我们在雪的来源上更

加强调‘循环利用’。”北京冬奥会造雪团队

中方负责人、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山

地运行经理魏庆华说。

魏庆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人工造雪

是一个由水变雪的物理过程，雪场的雪消

融后，通过蓄水设备将消融雪水积蓄起来，

沉积、过滤后可进行再次造雪。而且，由于

造雪过程不添加其他添加剂，收集后的消

融雪水还可用于景观绿化和农业灌溉，达

到循环利用的效果。

在雪场用尽量少的水资源造尽量多的

优质雪道，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式——储

雪，即将冬天的雪储存起来，挨过高温夏

天，等到来年冬季再进行使用。

这样的想法并非天方夜谭，伯恩哈德·
鲁西在发布会上表示，他并不了解中国的

情况，但在近些年的欧洲，都会在春天的时

候把雪尽可能地堆到一起，然后用东西把

它覆盖住、储存起来，“这样我们可以将上

一个雪季 30%到 50%的雪保留下来（冬季

再用）。”伯恩哈德·鲁西说。

其实，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

奥”专项“赛事用雪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示范”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的科研团队也

已完成了储雪技术及设备的研发。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王飞腾团队

在2017年便全程参与北京冬奥组委在延庆

石京龙滑雪场开展的储雪试验，经过整个

夏季的“考验”，大概60%的雪被储存下来。

在 2021 年 11 月，张家口赛区迎来 30

公分降雪，利用这次降雪，张家口赛区启动

造雪工作，将自然雪作为基底加以利用，储

存大量自然雪后再进行人工造雪，实现雪

资源的高效利用。

（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

循环利用+人工储雪 北京冬奥实现雪资源高效利用

走进冬奥·黑科技

◎闫宗春 本报记者 魏依晨

视频
冰壶的科学

全媒体导读

冰壶，一项需要运动员发自肺腑的呐喊和用力“擦地”的比
赛项目。为了让冰壶更好地滑行，冰壶和冰场做了哪些特殊设
计？为什么运动员在冰面上用力“擦地”，就能做到让冰壶“指哪
打哪”？扫描二维码，观看三维动画科普视频《冰壶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