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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选手盛赞首钢滑雪大跳台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冬奥会树立“奥运新

标杆”的见证，如今“水晶鞋”又一次见证了历史。

中国选手谷爱凌2月8日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

最后一跳完成个人从未完成过的高难动作，摘得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冬奥会历史首金。

自开启官方训练以来，首钢滑雪大跳台获得

运动员及领队好评。他们表示，对首钢滑雪大跳

台的跳台搭建、雪面质量、流线设置、用房安排以

及其他各方面条件都感到非常满意。“这是最好

的赛道，就像真的跟山上滑下来一样。”很多人表

达了对赛道的赞美和满意。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中心城区唯一的雪

上比赛场馆，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敦煌壁画

中的“飞天”，“飞天”与滑雪大跳台项目的英文

“BigAir”一词，都有向空中腾跃、飞翔的意思，

由此得名“雪飞天”。首钢滑雪大跳台由赛道、裁

判塔和看台区域三部分组成，赛道结构总长164

米，赛道宽度由上至下10-30米不等，最高点为

60米。大跳台主体结构为钢构架，用钢约4100

吨，均采用首钢自产钢材，其中裁判塔结构上首

次应用了首钢自主研发的耐火耐候钢及成套技

术，所用钢板及配套焊材、螺栓具有较强耐火性

能、耐候性能及抗腐蚀性能。

目前，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已进入

“赛时状态”，24小时坚守岗位一线。基础设施、体

育、通信中心、安保、志愿者等业务领域通力配

合，在场馆运行设计、统筹安排赛时空间需求、疫

情防控等方面，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地做好大跳

台比赛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谷爱凌在训练中就曾对首钢滑雪大跳台的

场地设施赞叹不已，她表示，这是她见过的最漂

亮的滑雪大跳台，“因为旁边的四个首钢原冷却

塔让大跳台充满了一种酷炫气氛，而这正是滑雪

大跳台需要的气场”。“我和所有的运动员都特别

喜欢这个跳台，我们觉得特别棒，感受非常好，我

听说中国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做了很多努力，工

作人员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我们非常感谢！”

筅中国选手谷爱凌

鲁德曾在首钢大跳台夺得2019年“沸雪”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冠军。鲁德对首钢大跳台

情有独钟：“跟2019年时相比，场地更加平顺细腻

了，起跳台非常棒，雪的质量也好了很多！”

筅挪威男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伯克·鲁德

“这条赛道是全球最好的赛道之一，我们的

运动员都感觉很棒，并期待能在这条完美赛道有

更好的发挥。我举着相机陪着运动员去到他们的

每个地方，出发区、跳台、休息室、打蜡房，整个流

线过程畅通并且安全，很舒适。”

筅英国运动员领队杰米·马修

哈勒则有不同的感受，他兴奋地指向观众

席：“场地绝对是非常好的，赛时还会有观众为我

们欢呼加油，这会让我们在比赛时非常兴奋。而

且我相信家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感觉非常

不错。”

筅 加拿大运动员泰尔·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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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9日的北京冬奥会新闻发布会上，国

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

为北京“双奥场馆”点赞，认为这种场馆利用模

式，汇集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的优点。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赛后利用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北京冬奥会使用了多个2008年奥运

会场馆，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

心、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等夏奥场馆

变身冬奥场馆。而新建场馆也从一开始就充分

考虑赛后利用需求。

萨鲁瓦认为，这种场馆利用模式为未来的

奥运会提供了借鉴，也为场馆长期运行提供了

方案。“所有冬奥场馆都有多种用途，可以办比

赛、训练，也可以办文化活动，一些还可以冬夏

两用。场馆功能针对不同人群、涵盖多种活动，

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到长期使用。”

她总结道，北京冬奥会场馆利用的模板，

可以说汇集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的

优点。

据新华社

国际奥委会点赞“双奥场馆”：

汇集奥运可持续的优点

2月7日晚，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

决赛，参赛选手之间多次出现碰撞和意外。最终裁

判员回看视频系统，认定中国选手任子威夺冠、李

文龙摘得银牌。赛后，不少网友直呼：“谢谢猎豹。”

“猎豹”到底是什么？短道速滑赛场上争议真

的是它判定的吗？据“猎豹”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特种设备科高级工程师赵伟介

绍，“猎豹”全称“超高速4K轨道摄像机系统”，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时五年自主研发的一款特种

摄像设备，也是北京冬奥赛场上的“黑科技”之一，

专门用于冬奥会速度滑冰赛事的转播工作，本届

冬奥会是它的首次亮相。

在冬奥会速滑比赛中，运动员速度可达到每

秒15-18米，约等于时速50公里，而顶尖运动员时

速可达70公里。而“猎豹”设计技术标准能达到每

秒25米，约等于时速90公里。

不仅如此，“猎豹”还可以根据直播需要，实现

加速、减速和超越等动作，从而更加灵活和随意地

捕捉速滑比赛中的各种场面。

据了解，“猎豹”系统目前只有一套，安装在

“冰丝带”场馆内。而观众关注的短道速滑比赛，并

没有用到“猎豹”。

“冰丝带”架设有总长300多米的轨道，形状

类似于U形，“猎豹”可以在直道和弯道全程进行

高速跟踪拍摄。“猎豹”还可以高速转弯。四对侧抱

轮将“猎豹”紧紧抱在轨道上，转弯时侧抱轮提供

侧向的力，电机提供向前的力，从而实现高速转

弯，捕捉直道和弯道上运动员的精彩瞬间。

据介绍，高速轨道系统对场地有一定要求，需

要在赛场外侧运动员的海绵缓冲垫后安装轨道系

统，还要安装隔离板以确保周围人员安全。此次短

道速滑场地和“猎豹”的部署要求并不相符，出于

适配能力和安全的考虑，短道速滑比赛并未安装

“猎豹”系统。

此外，裁判系统和电视转播系统是相互独立

的。裁判系统会在现场布置一些摄像机专门拍摄

场地中的关键位置或者运动员的犯规动作。裁判

更多会参考裁判系统的画面，而不是我们在电视

上看到的直播画面。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 科技冬奥 ·

全网夸的“猎豹”是什么

·相关新闻·

选手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比赛。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