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熠熠生辉熠熠生辉，，巴黎奥运尽显巴黎奥运尽显““科技范科技范””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2024年巴黎奥运会激战正酣，赛场
上的精彩瞬间之外，众多前沿技术也熠
熠生辉。从 8K 超高清技术到云转播，
从人工智能（AI）到数字孪生……巴黎
奥运会秀足了“科技范”，也为全球观
众带来了一场科技与体育深度融合的
竞技盛宴。

为了让人们沉浸式观看精彩赛
事，巴黎奥运会首次运用 8K 分辨率进
行赛事录制和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也派出自主研发的“中国红”8K 超
高清转播车，为田径比赛及闭幕式提
供高品质的8K公共信号。

“8K 技术凭借其超高的分辨率和
细腻的画质，能将赛场的每一处细节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广东省超高清视
频前端系统创新中心负责人于路告诉
科普时报记者，屏幕中运动员的每一
次冲刺、每一次跨越都会清晰可辨，这
种极致的视觉体验，能让观众仿佛置
身于比赛现场。

以往，奥运直播信号通常依靠卫

星传输，设施昂贵且需提前部署硬
件。本届奥运会上，云转播首次超越
传统的卫星信号传输，成为奥运直播
信号的主要分发途径。

云转播具有低时延、高带宽、高弹
性等特性，在得到 AI 加强之后，更是
能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高自由度回
看的“子弹时间”。在本届奥运会的羽
毛球、体操、跳水等赛事转播中，“子弹
时间”为观众清晰地定格运动员精彩
动作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包括肌肉的
收缩、关节的转动等。

“‘子弹时间’是一种基于 AI 强化
的摄影技术模拟变速特效，能让视频
画面实现慢动作定格，为观众呈现高
自由度的视频回放。”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工程师刘延嘉说，这种高
清晰度的慢动作回放，不但能让观众
更深入地了解运动员的技术特点，也
让体育赛事仿佛变成了科幻电影中的
场景，大幅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和娱
乐性。

为保障各项赛事的顺利开展，巴
黎奥组委还专门为各奥运比赛场馆构
建了“数字孪生体”，通过各种传感器
和数据采集手段，将实体场馆的实际
状态实时映射到数字模型中，方便对
实体场馆进行全方位分析和模拟，以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基于‘数字孪生’场馆的数据，管
理人员能够更精准地调配资源、优化
场馆布局、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
博涵介绍，即便奥运会结束后，“数字
孪生”场馆还能为实体场馆的利用提
供数据支持，实现历史数据反演，助力
场馆可持续发展。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奥林匹克精神内核，其实不仅只体现
在赛场上，更是赛场内外都在努力追
寻的目标。“巴黎奥运会上，科技与体
育的完美结合，不仅提升了公众观赛
体验，也为运动员训练和赛事组织提
供强大的技术支持。”李博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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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巴黎奥运会，中国选手谢思埸（左图）获得跳水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金牌，罗诗芳（中图）夺得举重项目女子59公斤级比赛冠军，
刘浩、季博文（右图）夺得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金牌。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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