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科技冬奥 · · 你不知道的冬奥事 ·

预报准确是前提

开赛前，延庆、张家口两赛区均已经构建了高

精度的天气观测网络，预报员提前多年进行实地预

报训练，目前可为赛事提供精准的预报服务。

以部分场馆为例，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

建设了21套自动气象站；张家口冬奥核心气象观察

站网由19套设备组成，覆盖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

如意”、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这些台站可实时监测和收集气温、风速等天气要素

信息。

“每小时，计算机根据这些数据生成气象预报

产品。预报员修正后，提供给赛事组织方。”北京市

气象台副台长、延庆赛区气象服务组副组长时少英

说，高山滑雪赛场可对分布在不同海拔的赛道关键

点做出有针对性的预报。“在风速、降雪量或者能见

度等要素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国际雪联会要求

我们实时给出预报，这就不是每小时出一份预报的

事了，而意味着我们在现场要随时对天气进行预

判。”时少英说。

2月6日，高山滑雪男子滑降项目比赛已因强阵

风延期过一次。时少英说，这是由国际雪联官员等

组成的赛事裁判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而此番天气变

化对高山滑雪场地的影响主要以降雪造成的低能

见度和强阵风为主；由于高山滑雪的比赛时间较

短，降温不会对运动员造成太大影响。赛期是否调

整要以裁判委员会决定为准。

“我们已留出了备选日，应对可能的赛期变

化。”国际雪联新闻传播总监珍妮·维德克说。她还

表达了对中国气象团队的赞许：“他们的预报一直

很准确，值得我们信任。”

超过10万立方米的储备雪

高硬度的冰状雪是赛事用雪的标准。根据国际

雪联规定，降雪后，竞赛场馆需要对自然雪进行清

理，保证赛道雪质。

通俗来说，线路平整工作就是由平整人员脚踩

雪板，以横滑降方式将自然降雪清理出雪道。2月12

日-13日的降雪让线路平整人员的工作量陡增。

“平时我们都是早上五点上山，这几天要随时

待命，给选手创造出适合比赛的雪况条件。”高山滑

雪国内技术官员侯家欢说。

而在跳台滑雪、越野滑雪等比赛场地，降雪后

需要用吹雪机对雪槽等进行清理。张家口赛区古杨

树场馆群主任郭英介绍，“雪如意”已准备好了21台

吹雪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2月12日则进行了暴雪

吹雪演练。

目前，两赛区的比赛用雪准备充足。张家口赛

区古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场地经理魏庆华说，场地

从2021年11月初开始造雪，前后用七周完成。山地

运行团队每天夜间进行五个小时塑形工作。

“比赛需要雪质稳定，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再造

雪。为应对极端情况，我们在三个赛场准备了超过

10万立方米的储备雪。”魏庆华说。

后勤保障团队随时待命

低温环境下的电力保障、大型设备运行和医疗

救援是极端天气应对工作中的难点。张家口核心区

冬奥电力保障团队对奥雪、云顶、古杨树变电站开

展特巡特护，加强对变压器、GIS、融冰融雪设备等

设施的检查。

越野滑雪被称为“雪上马拉松”。由于比赛时间

长，降温对运动员的比赛体验影响更明显。赛事医

疗保障组每场赛前都会根据比赛类型、赛道长短等

合理布置医疗补给点位。

“一般每场会布置五个点，安排在运动员最易

受伤的地方。每个点的救援小组由4人组成，组长、

医生、护士还有一名英语志愿者。”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医疗官高宇说，“运动员受伤、突发疾病、失温时，

配有保温毯，可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救治。”此外，国

家越野滑雪中心还设有20摄氏度的恒温屋。

风对跳台滑雪的比赛成绩影响很大。古杨树场

馆群设施经理王敬先介绍，场馆所处山谷的自然落

差有130多米，两边的山能屏蔽或减弱风力；而后期

的防风网建设，更是将场地起跳区域的风速降到了

4米每秒以下。

在“雪飞燕”，自动气象站遇到极端天气时，其

风传感器有可能被冻住，导致机械风数据缺失；太

阳能电池板如被雪覆盖，设备将无法正常取电。一

支7人的外围气象服务团队需要随时巡查和检修。

副队长高猛介绍，团队每次都要穿着冰爪在陡

坡上攀登，还时常要背负几十斤的电池等设备。“这

几天又下雪了。对于可能出现的隐患点，我们心里

都有谱了，有信心为冬奥会做好气象服务保障。”高

猛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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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天了，雪上项目怎么办？ 速滑选手快得过“百米飞人”吗

从兴趣到专业 滑雪冬令营成寒假热门

2月12日，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决赛在国

家速滑馆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高亭宇以34

秒32的成绩打破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项目的奥运纪录，夺

得金牌。34秒32，这不过是常人愣会儿神的功夫，却足以

让亿万国人正式认识年仅24岁的高亭宇以及速度滑冰这

项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冰上运动。

速度滑冰，顾名思义，指的是在规定距离内以竞速为目的开展的

滑冰比赛。据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师、速度滑冰教练卢卓介绍，18

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竞速为内容的滑冰赛由荷兰发起后，陆续推动

世界各地举办速滑比赛，1924年首届冬奥会上，速滑便被列为正式比

赛项目。

那么，在一场仅有运动员、冰刀和冰面的竞速比赛中，速滑选手的

速度究竟能有多快？这里不妨比较一下，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创造的

男子百米9.58秒的世界纪录大约可换算成37公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而

中国选手高亭宇在平昌冬奥会速滑男子500米决赛夺铜的成绩为34秒

65，换算下来平均速度接近52公里/小时。俄罗斯名将维尔·库里日尼

科夫更是在一场速滑比赛中平均速度达到60公里/小时。因此，速度滑

冰也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为“是在不借助外力情况下，世界上最快的

运动”。

为提升滑冰速度，速滑运动的装备在不断发展。卢卓表示，如今速

滑运动员普遍采用克莱普冰刀鞋，这种冰刀的后跟不与冰鞋直接连

接，而是在冰鞋前部安装转动装置，运动员蹬冰时，冰鞋可绕着转动装

置上下转动，并使刀跟脱离冰鞋，此种方法可延长蹬冰距离，优化动作

结构，提高滑行速度。同时，运动员身穿的紧身服将帽子、上衣、裤子连

成一体并通过严格的风洞测试来降低阻力。

>>速度滑冰能有多快？<<

在速滑圈内，为何很多人喜欢称速滑为“大道”？卢卓解释称，这其

实是为了与短道速滑区分，速度滑冰场地更大，便俗称“大道速滑”。

“大道速滑”在周长400米的冰道上进行，分内、外两道，内冰道内圈半

径25米，外冰道内圈半径30米。而短道速滑比赛的椭圆形冰道每圈长

111.12米，直道长28.85米。

那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还有什么区别？从比赛规则看，前者更像

是跟秒表争，后者是跟人争。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上运动学院院长、短

道速滑前世界冠军王春露表示，速度滑冰个人赛是两人一组，道次安

排和出发顺序随机抽签，两位选手绕着冰道逆时针滑行，最终通过比

较所有选手完成比赛的成绩决定冠军。短道速滑比赛则采用淘汰制，

以名次论胜负，比赛中多名选手同时出发并可在不犯规前提下随时超

越对手。

在装备上，短道运动员会做更多防护措施，安全头盔、护颈等必不

可少，而且短道的冰刀必须是封闭的，刀身也更短，便于适应转弯半径

小、弯道多的特点。高亭宇就曾在某问答平台对两个项目总结区别，称

“一个圈大，一个圈小；一个活脱刀，一个死脱刀；一个个人能力多一

点，一个团队配合多一点”。

>>为何又叫“大道速滑”？<<

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滑冰场被称为高原滑冰场。目前，速滑的很

多世界纪录都是在美国的盐湖城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两座高原室内

冰场产生的。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竟然有9项速度滑冰世界纪录

被打破，无论是在冬奥会历史上还是速滑运动发展史上都非常罕见。

为什么高原冰场更容易产生新的世界纪录呢？王春露等专家表

示，这是因为速度滑冰客观干扰因素少，阻力成了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的主要敌人，由于高原冰场空气相对稀薄，空气阻力更小，浇冰的水质

纯净，冰面的质量滑感也更好。

北京冬奥会速滑比赛在北京赛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将产

生男、女项目共14枚金牌。虽然位于平原，但为了能让“冰丝带”见证新

的奇迹，工作人员致力于打造平原上“最快的冰”。在科技攻关支持下，

“冰丝带”采用了先进而环保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制造一块温度传导

极其均匀、平整且光滑的冰，同时配备场馆的空调除湿系统、体育照明

系统等，为全球运动员充分展现速滑的力量与优雅提供了绝佳舞台。

据新华社

>>速滑纪录多在高原产生？<<

2月12日起，北京冬奥会各赛区开始经历一波大风、降温、

降雪天气。对天气变化较为敏感的雪上项目主要分布在延庆

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冷空气来袭，两赛区各场馆如何应对？

”

“

全民参与度提高

寒假到来，滑雪冬令营成为很多亲子家庭的

选择。据了解，今年寒假和春节期间，许多雪场、旅

企推出了冰雪冬令营产品。比如，北京南山滑雪场

就推出了五日全日制冬季滑雪训练营；北京云佛

山滑雪场从今年1月17日-2月18日也推出了4期

滑雪冬令营和1期春节滑雪冬令营。

旅企方面，中青旅遨游科技根据今年冬季北

京市场的情况，研发了荣耀滑雪冬令营产品。中青

旅遨游科技总裁韩杰表示，2022年的滑雪冬令营

产品接待量为去年的两倍。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对大家参加冰雪运动也

有极大的鼓舞与带动。”韩杰说，“今年冬令营的全

民参与度高，往年的冬令营参加者以10-13岁的

孩子为主，今年则覆盖了年龄在5-15岁的孩子。”

韩杰还表示，今年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报了一

期冬令营之后，也会继续报进阶班进行学习，且更

注重教练的专业程度、教学时长、教练配比等。说

明家长不仅期望孩子能够体验冰雪、参与冰雪，更

期待孩子能够掌握几项冰雪运动。

对于青少年冰雪训练的发展情况，北京市滑

雪协会主席李晓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北京冬

奥会的带动下，今年参与冬令营的人数较往年有

所增加，且年龄段也逐渐覆盖了低龄儿童。

更注重专业度

近年来，冰雪冬令营正在从传统的教学模式

向多元化的亲子研学产品转变。在北京工作的耿

女士给家中两个孩子报名了攀冰训练单日营，主

要以雪地徒步、攀冰、登山为主。

另一位受访者吴女士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冬奥会的推动下，她也想让孩子感受冬奥的氛

围，去年报名了滑雪冬令营，目前孩子已经掌握了

基本技能。吴女士表示：“主要还是让孩子培养出对

冰雪运动的兴趣后，试着掌握一技之长。”

对于选择冬令营训练的标准，耿女士表示，她

会更加注重教练的专业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孩子是否会在运动中受伤。价格方面，耿女士表示，

一次1000元左右的培训较为符合她们的心理预期。

李晓鸣表示，做好冬令营的规范工作仍是滑

雪协会工作的重点，他表示：“要重点关注冬令营

的教学相关规范，比如教练的数量、教授的学生数

量等。”

带动冰雪经济产业升级

不仅冬令营“受宠”，现在更多人参与到冰雪

运动当中，拉动了冰雪产业的快速发展。

此前，中国旅游研究院与马蜂窝旅游联合发

布的《中国冰雪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2）》中提

出，预计2021-2022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

数将达到3.05亿人次，我国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

达到3233亿元。

作为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北京也掀起了全民

冰雪运动的热潮。此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方面

表示，北京市属公园4处雪场7处冰场总面积近60

万平方米，为市民和外来游客提供包括冰雪活动、

科普宣传等在内的25项冰雪活动。

在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看来，从某种意义上

讲，以冰雪旅游为主体的冬令营应该说是可以和

北京文化旅游相提并论的旅游产品，北京冬奥会

的开幕无疑使北京的冰雪旅游开起了新的阶段。

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也为今后冰雪旅游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冰雪旅游产品将成为北京市旅游产业

的又一主导型的产品。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希望冬令营产品能够形

成持久的效应，提升质量的同时做到专业化，让更

多的年轻一代愿意参与到冰雪旅游当中来，推动

冰雪产业快速升级。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张怡然

· 双奥之城 ·

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大众冰雪运动、冰雪旅游也受到更多人的青睐，

多样的冰雪活动成为了家长假期“带娃”的首选之一。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冰雪冬令营

正在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发展成多元化的亲子研学产品，而家长们也越来越看重冰雪

冬令营的专业程度。今年寒假，许多旅企、雪场“摩拳擦掌”推出了冰雪冬令营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