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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NEWS

◎龙跃梅

◎本报记者 魏依晨

◎本报记者 李 禾

2 月 15 日，北京局集团公司丰台机务段
“毛泽东号”机车展室将北京冬奥会火炬手“毛
泽东号”机车组第十三任司机长王振强传递的
冬奥会火炬正式收藏。此次仪式旨在进一步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更好地展现铁路人参与北京冬奥会的风采。

右图 展室火炬收藏现场交接仪式。
下图 火炬手王振强在给参观者介绍火炬

交接情况。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铁路人的

冰雪之约

◎王思怡 陈 科

走进冬奥·黑科技

◎实习记者 孙明源

◎本报记者 何 亮

2 月 15 日，冬奥会赛事再传捷报，中国

代表团运动员苏翊鸣、谷爱凌分别在单板

滑雪男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

碍技巧决赛中摘得一金一银。本届奥运会

上，两位人气选手精彩表现的背后，离不开

科学训练的“秘密武器”。位于四川省成都

市新都区的尖锋旱雪四季滑雪场，这个中

国规模最大的旱雪场，曾先后接待过上述

两位选手备战冬奥。

地处南方的成都，为何成为冰雪健儿们

的训练基地。什么是旱雪场，它拥有哪些

“秘密”？笔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旱雪最早起源于国外，有梳子式和刷子

式两种形态。而在尖锋旱雪四季滑雪场，则

使用由创始人尖锋自主设计、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金针菇”式旱雪场，该雪场使用的

“金针菇”式旱雪毯具有安全性、润滑性和仿

真性三大特点。近看旱雪毯，是一根根整齐

排列的细小圆柱，头顶一个小圆球，“特别像

四川人吃火锅用的金针菇。”雪场负责人张

魏说，所以它也被称作“金针菇”旱雪毯。

张魏说，“金针菇”旱雪毯表面采用了一

种自带润滑特性的工程塑料，经改性后成

型 ，表 面 光 泽 润 滑 ，是 普 通 塑 料 不 可 比 拟

的。另外，旱雪毯表面的圆球，是以圆弧面

接触滑雪板，保证了旱雪表面与滑雪板的最

小接触面积，增加了滑行时的润滑度。

“当滑雪者摔倒时，这个圆球也能最大

程度保护滑雪者，不让他们受伤。”张魏说。

除此之外，旱雪毯的厚度和弹性，使其减震

吸压、回弹力达到了非常出色的效果，每当

滑雪者立刃，对雪板加压时，滑雪者会感到

很真实的回弹感觉，这是传统旱雪毯无法比

拟的优势，“可以很好地模拟滑雪的感觉，与

真雪能达到 90%以上的相似度。”张魏介绍

说，同时滑雪场根据铺垫物的分布疏密程

度，还可以调节滑雪的难易度。

据介绍，“金针菇”安装后使用寿命可达

8 年。“性能非常稳定，而且安装、拆卸以及

后期维护，都很方便。”张魏说。

2020 年 初 ，新 都 尖 锋 旱 雪 四 季 滑 雪 场

针对冬奥会比赛项目训练，修建了专业滑

雪道——旱雪大跳台。该滑雪道总高度 43

米，总长度 112 米，是国内最先建造的旱雪

大跳台，也是目前中国最标准的旱雪训练大

跳台之一。

而雪场内旱雪大跳台的落地气包，则是

健儿们在这里训练的另一个“秘密武器”。

该落地气包未使用传统的大气包，而是

由约 300 个独立的气管延着陆坡铺垫而成，

被称为“麦管气包”，同样为雪场的原创发

明。张魏介绍说，该气包可以吸收垂直重

力，并向下方和左右方分解，有效解决了传

统气包向上反弹的副作用。同时，由于局部

受压不会影响整体平面角度，落地气包避免

了缓冲区瞬间积水问题，而气包膜表面的细

小 排 水 孔 也 解 决 了 传 统 气 包 排 水 难 的 问

题。“它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同时能保证滑雪

者可以滑行出去。”张魏说。

“我们还给大跳台配置了两条魔毯。”张

魏说，魔毯又被称作“雪场电梯”，类似机场

传送带，可以贴住滑雪板，防止下滑。魔毯

乘坐方便、运行平稳、安全可靠，以往主要应

用于坡度小的初学者雪道和初级道。“如果

没有魔毯，运动员就要自己爬上 100 米的坡

道，相当于 13 层楼高。这个设计就是为了

减少运动员的体力消耗。”张魏说。

探访冬奥选手备战“秘密基地”—“金针菇”式旱雪场 “在冬奥会申办、筹办、举办过程中，北

京始终坚持一体推进绿色发展与绿色办

奥，加快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北京冬奥

会既让大家享受到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

欣赏到大自然的生态之美，也为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留下宝贵遗产。我们将认真总结

经验，不断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生态环境

产品，让蓝天绿水青山成为‘双奥之城’的

靓丽底色。”2 月 15 日，在 2022 北京新闻中

心举办的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

于建华说。

北京冬奥会的办奥理念是“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于建华说，作为“双奥之

城”，北京因奥运与绿色结缘。2001 年申

办第 29届奥运会时提出“绿色奥运”理念，

2008 年成功举办绿色奥运盛会，2009 年又

转化为“绿色北京”战略并一直实施。近年

来，北京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市重点工

作，一体推进绿色发展与绿色办奥，成为北

京一张新“名片”。

如今的北京，蓝天白云已成为常态。

2021 年，北京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优

良天数占全年的 78.9%，大气污染治理取

得了里程碑式突破。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杨进怀也表示，

冬奥会的举办是推动北京水资源保护、水

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的重要动力。

据统计，2021 年北京新建改造污水处

理厂 5 座，新建污水管线 568 公里，完成

322 个村的污水收集处理，全市污水处理

率达 95.8%；全市再生水配置量超过 12 亿

立方米，实现 1000 万平方米园林、绿化用

再生水替代；密云水库蓄水量最高达 35.79

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全市优良水体比例

达 75.7%，“水清岸绿处处是美景”。

石景山区是北京冬奥组委和重要赛区

的所在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副区长李先侠

说，石景山区以服务保障冬奥筹办为统领，

绘就区域绿色生态底色，为人民群众谋求

更多绿色福祉。其中，石景山区将森林城

市建设与服务保障冬奥筹办、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等工作统筹实施、系统推进。围绕

服务保障冬奥，开展城市景观建设，打造了

石龙匝道、阜石路冬奥特色景观大道，“一

起向未来”冬奥主题花坛等景观，为场馆周

边城市绿化景观注入冬奥元素，凸显绿色

生态文明效益，塑造山水人文特色。

截至目前，石景山区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24.35 平 方 米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52.42%，“山环水绕、绿轴穿城、绿链串园”

的绿色空间格局和“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美

丽姿态已初步显现。

特别是总面积达 1142 公顷的北京冬

奥公园，已形成了水绿相生、城景渗透、亲

民共享、冬奥元素突出的城市滨水开放空

间。据统计，自 2021 年 10 月开园以来，约

53 万市民到北京冬奥公园打卡游览。北

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在此举行，还进行了冬

奥历史上首次水下传递。

延庆区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北

京市延庆区副区长颛孙永麒说，延庆赛区以

“绿色办奥”理念为指导，将“两山理念”贯穿

场馆建设全过程，生态保护与冬奥工程建设

一体化推进，历时六年，将“山林场馆、生态

冬奥”的核心设计理念由蓝图变成了现实。

在生态修复方面，完成赛区216万平方米的

生态修复工作，赛区及周边 2000 公顷范围

内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等。

“在绿色低碳方面，赛区内的场馆全部

达到绿色建筑三星标准，在奥运历史上首

次实现全部场馆 100%绿色电力供应，200

多辆氢能源大巴车投入到赛时交通服务保

障中，这些车辆也将作为绿色冬奥遗产服

务城市公共交通。”颛孙永麒说，在文化旅

游方面，冬奥、世园、长城三张“金名片”联

动，擦亮生态底色。下一步，延庆区将实现

“碳中和”作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重要目

标，以优质生态环境保障奥运盛会，推动冬

奥遗产可持续利用，接续奋斗建设生态文

明的最美冬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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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元宵、好玩儿的猜灯谜、精彩的舞

狮舞龙……当北京冬奥会遇上中国元宵佳

节，外国记者在加紧报道精彩赛事的同时，也

饶有兴致地体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北京冬奥会记者之“家”主媒体中心，

智慧餐厅为前来就餐的记者及工作人员组织

了猜灯谜活动，大家在活动中还可以品尝节

日特色食品——元宵。当软糯香甜的元宵滑

进口中，来自俄罗斯的朋友满脸的欢喜，他告

诉记者，“甜甜的味道很独特！”

除了有特色美食招待来客，延庆高山滑雪

运行团队向记者工作间赠送延庆特色非遗手

工制作小老虎挂件；五棵松体育中心则开展中

外青年交流活动，中国青年志愿者向国际志愿

者赠送元宵节礼物；延庆冬奥村的舞狮舞龙活

动更是吸引了不少外国运动员的驻足围观。

“元宵节是团圆节，家人团圆，朋友团结，

都是这个日子的应有之义。在这天，亲朋好

友们齐聚一堂，赏花灯、吃元宵、猜灯谜、放烟

花，祈愿来年吉祥如意。”北京冬奥组委新闻

发言人严家蓉表示，前来参加北京冬奥会的

人们相聚在北京，这正是元宵节“团团圆圆”

的美好寓意，也是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团结”

的精神所在。

在中国，很多地方把元宵节称为灯节，会

举行花灯展等活动。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就是以大红灯笼为原型创作设计

的。春雪过后的北京，华灯之上白雪莹莹，很

多网友说，满城尽是“雪容融”。

严家蓉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肆虐的当下，北京冬奥会是难得的全球性盛

事、喜事。“我们希望让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让奥运精神惠及更多欠发达地区，并以冰雪

运动为纽带，凝聚‘更团结’的力量，为饱受疫

情困扰的世界注入更多信心和力量，让‘我和

你’‘一起向未来’。”严家蓉说。

（科技日报北京2月15日电）

当冬奥遇上元宵节，演绎别样的“团团圆圆”

2 月 14 日晚，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随

着徐梦桃的稳稳落地，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

技巧的金牌被她收入囊中。这是中国体育

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拿下的第 5 枚金牌。

徐梦桃一直很拼，“拼”在她的人生字典

中，一直是关键词。官方数据显示，徐梦桃

的 14 年成人组职业生涯中，累计获得了 27

个世界杯冠军，有“世界杯空中技巧史上第

一人”的美誉。

辉煌的背后，徐梦桃也受到膝盖韧带撕

裂、韧带断裂等伤病困扰，始终跟冬奥金牌

失之交臂。

“拼”冬 奥 金 牌 一 直 是 她 的 追 求 。 一

年 多 前 展 望 北 京 冬 奥会时，徐梦桃说：“未

来 400 天 我 只 有 一 个 目 标 ，那 就 是 努 力 给

‘机会’和‘幸运’两兄弟拼来一把万能钥匙和

一个导航仪，无论我在哪，你们都能找到我。”

“三届冬奥会我都是那个‘拼’金牌的姑

娘，为祖国拼金牌是使命也是荣誉！付出再

多汗水泪水都值得，没有放豪言，只有出征

的决心！”出征北京冬奥会前，徐梦桃写下了

这段心路历程。

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次，徐梦桃用持

之以恒的拼，收获了金牌，实现了梦想。

放眼冬奥会赛场，除了徐梦桃外，还有

许多拼的身影、拼的瞬间、拼的姿态。

2 月 15 日，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

中，中国小将苏翊鸣获得冠军。苏翊鸣成为

冬奥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

台奖牌获得者。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成

绩，离不开坚持不懈地努力拼搏。

在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比赛中，高亭宇

打破该项目奥运会纪录。高亭宇比赛前一

天训练时受了伤，但他坚持“干就完了”，背

后也是一股必胜的拼劲。

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比赛中，中

国接力队顶住压力，凭借超强意志咬牙坚

持，拿到了本届冬奥会首枚金牌。比赛跌

宕 起 伏 ，没 有 不 言 放 弃 的 拼 劲 ，难 以 笑 到

最后。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金牌的背后，是永不言弃的拼搏；笑容的背

后，是咬紧牙关的努力。运动赛场上，没有

等来的奇迹，只有拼来的冠军。人生的赛

场，同样如此。

没有等来的奇迹，只有拼来的冠军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以来，依山而

建架空于山谷地面之上的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雪如意”满足了大家对中国元素的期

待。“雪如意”在冬奥会期间一共会举办 10

场比赛，其中 6场在晚上举行。

这对“雪如意”的照明和灯光提出了新

的期待。据了解，“雪如意”中的顶峰俱乐

部是整体灯光效果最为精彩绝伦的区域。

顶峰俱乐部采用 LED 点光方式，实现对多

种图案符号内容的呈现；在建筑顶部还将

分布高功率光束灯，配合演绎空中表演的

效果，形成立体交织的舞动光芒。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为此采用了防水光束灯、染色

灯、洗墙灯、投光灯等将近 10 万个灯具和

投影设备。

这么多的灯具及灯光颜色怎样做到合

理控制？

据了解，“雪如意”灯光项目团队创新

采用了物联网技术与多专业光影系统深度

融合的关键技术、3D 灯光演绎的智能控制

技术、多灯光系统基于同一时间轴实现四

维联动控制技术等多项智慧照明技术，相

当于为“雪如意”照明安上了“智慧大脑”。

据了解，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灯具全

部采用节能环保的 LED 灯，白天灯具外形

不会影响建筑物及景观的整体性，晚上也

不会对绿植及夜空造成紫外线伤害。每一

个 LED 灯都有红、绿、蓝三种基准色。“雪

如意”灯光项目团队通过物联网技术，使这

三种颜色均具有 256 级灰度并任意混合，

普通的灯一般只呈现一种或者几种颜色，

但是“雪如意”灯光可变幻出一千多万种颜

色，实现丰富多彩的动态变化效果。

据介绍，设计团队针对不同场景对光

环境的多元需求，一体式解决了国际赛事

雪上运动的体育专业照明、灯光演绎、智能

控制模式和电视转播效果的技术难点。

设计团队负责人高春雨介绍，“雪如

意”照明可为赛事提供多场景智能化照明

模式，项目将艺术渲染与媒体制作、演出控

制相结合，运用边缘融合、异形校正、实时

媒体编辑、三维互动应用、舞美设备控制融

为一体的表演回放和播放系统，实现了为

不同场景需求设置的“开幕式模式”“赛事

模式”“赛后运营平日模式”“赛后运营节日

模式”“赛后运营重大节日模式”等多种不

同控制模式，有助于赛后项目的可持续性

运营。既满足了国际体育赛事转播对光环

境的高要求，也避免了光污染，有效降低了

能耗。

（科技日报张家口2月15日电）

为控制10万灯具，“雪如意”安上了“智慧大脑”

2 月 15 日，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

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全世界再一次看到

了谷爱凌的“大心脏”。在第一轮失误的情况

下，谷爱凌第二轮发挥完美，成功摘银。2月 8

日，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决定名次的第三跳

当中，谷爱凌选择了难度最高的转体 1620 动

作，顺利夺金。众多媒体、网友在为成绩欣喜

的同时，也纷纷感慨谷爱凌的心理素质强

大。事实上，以谷爱凌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运动员表现出的自信、镇定、坚韧、专注等心

理品质，以及超强的压力应对能力，与运动员

接受的心理训练、心理保障是分不开的。在

运动领域，心理学也是一门重要的科学。

运动员心理健康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竞

技表现。“影响运动表现的因素有很多，但心

理因素对运动员，特别是顶级运动员的运动

表现和成绩确实非常重要。选手的身体条

件，天赋，技术能力等都在伯仲之间，所以心

理因素往往会成为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因

素’。当然，其他因素也不可忽略。”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

副教授杨寅如是说。

杨寅解读说，心理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

概念，在运动领域它至少可能指代两种不同

的成分：首先是运动员的各种心理能力，如注

意稳定、反应迅速、应对压力的能力，以及信

心、动机、意志品质等综合心理能力。还有一

些是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唤醒

水平、注意状态、情绪状态、心理定向等。

心理状态和能力对运动表现有重大影

响。但心理的影响远不止于运动员的表现，

还会影响其身心状态，乃至健康。例如，研究

发现中枢神经系统的认知疲劳可能导致运动

员产生更强烈的身体疲劳感。此外，长期的

高强度训练或高压状态，都可能导致运动员

出现心理疲劳，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运动员

训练效果下降。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增强运动

员心理素质的重要性。

那么，在训练压力、成绩压力、赛场压力、

身体压力、舆论压力这些形形色色的挑战面

前，运动员常用的疏解方式都有哪些呢？杨

寅对此做了科普：运动员常用的一种压力管

理方法，叫作环境控制或刺激控制，即有意识

地避免或减少运动员暴露在可能造成压力的

情境下的机会。比如在大赛之前一般运动员

都会有意减少互联网的使用，甚至减少和外

界（包括家人）的联系，避免他人的情绪影响

到运动员。

除了环境控制，运动员可使用的压力管

理技能包括制定训练和比赛计划、调整角色

定位和心理定向、使用放松和积极自我暗示

等。此外，对于单调枯燥的训练安排所带来

的疲劳感和慢性压力，可以通过调整训练内

容和方式、增加趣味活动、更换训练场地环境

等方法加以调节。

“对于精英运动员，压力几乎伴随其职业

生涯全过程。可以说，压力管理是每个运动

员的‘必修课’。”杨寅总结说。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许多参赛

代表团都配备了运动心理服务人员。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北京体育大学等多家单位也都

开展了运动员心理保障服务，其中既有人工

服务的在线咨询平台，也有基于运动心理学

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此外，还有很多单位

组织开展了对冬奥会志愿者的心理支持服

务，全程保障冬奥会顺利进行。赛会心理保

障服务通常包括举办系列心理讲座、开展心

理技能训练、开展团体和个体心理辅导或咨

询等内容，帮助运动员应对团体性或个体化

的心理挑战。在赛场上，运动员也会采取一

些实用的心理调节方法，如自我暗示、心理演

练、注意控制、呼吸放松等。此外，在备战奥

运会等重大赛事时，心理工作者也会根据实

际情况，协助制定比赛预案，建立心理应对策

略。

“凭借‘大心脏’，以谷爱凌为代表的运动

员们表现出了骄人发挥。相信在科学心理服

务的支撑保障之下，本届冬奥会还能见证更

多运动员的精彩发挥。”杨寅期许说。

谷爱凌的“ 大心脏”有多难得？
——专 家 谈 运 动 员 心 理 素 质 培 养

2 月 15 日 ，
北 京 站 在 素 萍 服
务 组 举 行“ 共 度
元 宵 节 一起向未
来”特色活动。

图为工作人员
在 给 旅 客 送 上 祝
福。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