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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的运用，让冰雪运动突破了气候与地域的限制新产品新技术的运用，让冰雪运动突破了气候与地域的限制

科技赋能,大众冰雪提质升级

中国速滑队期待突破
已获 22 个冬奥参赛席位，男队“双子星”志在冲金

冬奥百科G

整 合

1月3日，
在呼和浩特马
鬃山滑雪场，
一 名 滑 雪 爱
好 者 体 验 单
板滑雪。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共

建有 4个竞赛场馆和 5个非竞赛场馆。冬奥会时，张家口赛
区将产生51枚金牌，是三个赛区中产生金牌最多的。

竞赛场馆

张家口赛区的4个竞赛场馆分别是云顶滑雪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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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云顶滑雪公园外，其他三个场馆均位于古杨树场馆区。

云顶滑雪公园是赛区唯一一个利用既有场地改造而成的
竞赛场馆。这里共拥有U型场地技巧、空中技巧、雪上技巧、
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6条赛道。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
场地，也是张家口赛区冬奥会场馆群建设中工程量最大、技术
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中心滑道分为 HS140 大跳台和
HS106标准跳台，落差分别约为136米和115米，因造型酷似
中国传统饰物“如意”而被称为“雪如意”。这里将举行跳台滑
雪和北欧两项的比赛。

“雪如意”的两侧分别是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三个场馆之间通过高架人行通道“冰玉环”相连。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赛道总长 9.7公里，分为竞赛赛道和
训练赛道，将承担越野滑雪和北欧两项的比赛。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赛道总长8.7公里，分为竞赛主赛道、残奥坐姿赛道及
训练赛道等。这里将承办冬季两项的比赛。

非竞赛场馆

张家口赛区非竞赛场馆共有5个，分别是张家口冬奥村、
制服和注册分中心、颁奖广场、山地新闻中心和山地转播中心。

张家口冬奥村位于崇礼区太子城冰雪小镇内，毗邻太子
城高铁站。冬奥村采用组团式布局，内有微型景观，赛时可提
供床位2700多张。

制服和注册分中心同样位于冰雪小镇，承担张家口赛区
注册人员的身份卡制作核发以及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群体的
制服发放等任务。

张家口颁奖广场也在冰雪小镇，承担张家口赛区竞赛项
目的颁奖任务，赛时将举行颁奖仪式及庆祝演出等活动。

山地新闻中心位于云顶场馆群，赛时将为媒体提供服
务。山地转播中心分为主体建筑和电视演播厅两部分，是冬
奥会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大的山地转播中心。 （毕振山 辑）

中国冰壶队冬奥阵容即将揭晓
本报讯（记者刘兵）近日，中国冰壶精英赛暨冬奥阵

容选拔赛在北京结束。马秀玥组和刘锐组分别获得第 6
站四人队际赛和混双第一名。国家队随后将对每一名参

赛运动员的个人数据和胜负场次进行统计，通过综合排

名确定征战北京冬奥会的最终阵容。

本次冬奥选拔赛为期 6 周，连续 6 站，既是选拔中国

最强冰壶阵容出征冬奥会的一次比赛，也是北京冬奥会

冰壶比赛的演练赛。比赛的项目设置、场地要求以及竞

赛规则都按照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竞赛标准执行，场地

的裁判技术团队也都来自北京冬奥团队。

参与此次赛事的冰壶运动员都处于当打之年，他们

中不仅有参与过索契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选手，也有代

表冰壶国家队屡获佳绩的新生代选手。选拔赛全面检验

了他们的个人技术、综合能力和队伍配合水平。

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共设男、女四人和混合双人 3
个小项，中国队获得了全部 3 个小项的参赛资格。根据

赛程安排，混合双人比赛于 2 月 2 日即开幕式前两天开

始，2月 8日进行决赛；男子比赛于 2月 9日开始进行循环

赛，2月 19日进行决赛；女子比赛于 2月 10日开始进行循

环赛，2月 20日即闭幕式当天进行决赛。

“冠军食堂”开启助力中国冰雪
本报讯 日前，“康师傅中国冰雪定制版产品”交付仪

式在北京举行。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2019-
2022 年度运动方便营养膳食合作伙伴”康师傅，正式向

冬运中心交付“冠军食堂”中国冰雪定制产品。这些产品

将在中国冰雪健儿训练比赛期间发挥更好的保障作用，

助力提高训练效果和竞技水平。

据总局冬运中心副主任魏郁彧介绍，冬运中心正在

尽一切努力保障广大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和备战。“营养饮

食保障是备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更具功能性、科学性和

安全性的新产品‘冠军食堂’，可以更好助力中国冰雪健

儿的训练和备战。” （巴人）

2021年12月 28日，工作人员走过张家口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通道。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2021 年 12
月 27日，河北省
涞源县七山滑雪
场的工作人员利
用雪炮造雪。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多伦多举行迎北京冬奥会青少年冰球友谊赛

1 月 1 日，多伦多未来之星少年队球员苏熙跃（左
一）在比赛中进攻。当日，加中体育文化交流中心与中国
冰球协会北美中心联合主办的“一起向未来，迎北京冬奥
多伦多青少年冰球友谊赛”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参赛
双方为由华人小球员组成的多伦多未来之星少年队与多
伦多枫叶之星少年队。 新华社发（邹峥 摄）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新年伊始，阳光明媚，位于河北涞源的七山滑雪场人头

攒动。众多滑雪爱好者们纷纷相约雪场，畅快开滑，在雪舞

飞扬中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从东北到华北，从西部边疆到东南沿海，从长江中下

游到珠江三角洲……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

召下，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运用，大众冰雪运动正逐渐

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在神州大地不断普及开展。

“小雪花”有大门道

在“一起上冰雪、一起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的

和谐韵律中，以“激情冰雪 相约冬奥”为主题的

河北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近日在保定圆满落

幕。340多个比赛小项，来自全省 14个地市的

3600多名运动员，带动全省超过 1200万名青

少年学生参与冰雪运动……无论是比赛规模

还是参赛人数，本届冰雪运动会均创下河北

冰雪运动的新纪录。

七山滑雪场是本届河北冰雪运动会的主

会场之一。虽然这里不乏自然降雪，但为了

更好保障赛事活动的进行，人工造雪也不可

或缺。

“抓一把雪捏紧能滴出水来，但还不能化

了，这是我们对造雪的要求。人工造雪最重

要的就是湿度，湿度要保持在 70%到 80%之

间，雪的厚度要保证在 50到 60厘米之间。”七

山滑雪场造雪工程师王明周告诉记者。

“我们根据涞源的气候特点，使用雪炮造

雪，既保证造雪质量，还提高了造雪效率。”王

明周说，他们通过对空气温度、湿度等情况的

实时监测，选择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启动雪炮，

尽可能避免水资源浪费。

虽然冰雪运动基本都会选择自然气候和

条件适合的地域开展，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

展，即便是在冬奥会这样的顶级冰雪赛事中，人

工造雪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总体来看，随着气候变化，现在国内很多地

方开展冰雪运动都面临雪量不足的问题，人工造雪

成为必须。”王明周表示。据介绍，同样位于涞源的

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其造雪工作也由王明周

所带领的专业团队完成。

正是有了人工造雪、吊箱高速缆车、除雾灯等科技

力量的加持，河北聚焦在群众“家门口”推广冰雪运动

——借势北京冬奥会筹备，张家口崇礼建成云顶、太舞等

七大滑雪场，成为我国最大的滑雪运动聚集区；在全省范围

有力践行“3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走出了一条具有河北特

色的冰雪发展之路。

冰雪运动“向南看”

年均气温超过 22摄氏度，有气象资料以来的极端最低气温也

在冰点之上……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深圳这座南海之滨的经济特

区距离冰雪实在是有点远。

其实，深圳与冰雪运动早已结下不解之

缘——去年 12月底，2021广东（深圳）全民冰

雪季系列主题活动在深圳龙岗国家冰球项

目训练基地启动；再往前看，昆仑鸿星冰球

俱乐部早在 2017年便落户深圳，大陆冰球联

赛、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等国内外顶级

冰雪赛事也先后在深圳举行。

受气候影响，我国南方曾是冰雪运动的

空白地区。然而，天然冰雪资源的稀缺，并

没有降低南方民众对冬季项目的兴趣。近

年来，伴随北京冬奥会的筹备进程，冰场、雪

场、冰壶赛道等冰雪运动设施在科技助力下

落户南方地区，南方冰雪市场持续升温。

在此前于湖北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大众

冰雪季展示体验活动现场，两条 13米长、2米

宽的新型陆地冰壶赛道引人注目。赛道不

是由真冰筑成，但是站在上面推动冰壶，几

乎与真冰上的感受一模一样。

据介绍，这两条陆地冰壶赛道以高分子

聚合物制成，液态浇筑，常温固化，形成类似

于真冰冰面的效果。“这种赛道不需要零度

以下制冰，不需要能耗，让南方的冰雪运动

爱好者也能随时随地体验冰壶运动。”赛道

出品方负责人表示。

大众冰雪“四季行”

在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中，新技术、新产

品的运用提供了保障和助力，令大众冰雪运动

逐步实现了“四季联动”。

以河北为例，通过开展社区冰雪运动

会、“冰雪大篷车”巡回推广体验和建设公

园、商场、企业门店冰雪运动体验区等活动，

河北逐步打造百姓身边的“四季冰雪运动”

体验。

“我们看到包括深圳、上海等在内的很

多南方地区的青少年，正在不断认识和接触

冰雪运动。我相信在北京冬奥会的推动下，

花样滑冰等冰雪运动在南方会有更好的发

展。”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申雪表示。

乘着北京冬奥会筹备的东风，随着《“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

2022 年）》等政策文件的出台和实施，冰雪

运动在全国各地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

势头。

据 统 计 ，截 至 2021 年 底 ，全 国 已 有 近

1000 家滑雪场，分布于 20 多个省份；2020—
2021 雪季，全国 184 个地级市开展了超过

1200 场次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直接参与和

间接影响人数近亿人次……东西南北交相

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

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这是张家
口赛区奥运村
景 色（2021 年
12月30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距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还 有 一 个 月距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还 有 一 个 月

李元浩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

待入怀；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

越期待！”在《一起向未来》的动人旋律

中，1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一个

月的重要时刻。

一个月之后，万众期待的北京冬奥会

将正式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相聚

北京，用拼搏与汗水追逐奥林匹克的光荣

与梦想。

奥运圣火在北京再度点燃，筑梦路上稳

健前行的中国，继 2008年之后再次与奥运

牵手，用“一起向未来”的诚挚邀约，与世界

人民携手共进、守望相助、共创美好未来。

2015年获得第 24届冬奥会举办权后，

北京这座现代奥运史上首个举办夏奥会与

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便开启了新一轮奥

运征程。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引

领，6年多来的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的各项

准备工作已然就绪。

这是一次精心细致，稳妥高效的筹备进

程。在建设者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冬奥会三

大赛区——北京、延庆、张家口的 25 个竞赛

和训练场馆已全部竣工，并顺利通过测试赛

和相关活动检验；冬奥村、颁奖广场、道路交

通等各种配套设施顺利完成，为冬奥会的顺

利举办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北京冬奥会赛时运行指挥体系渐趋完

善，场馆运行通畅高效。按照“三个赛区、一

个标准”要求，赛事组织和赛会服务保障扎实

推进，赛会和城市志愿者蓄势待发，确保做到

精益求精、万无一失的赛会服务保障，为运动

员提供良好参赛体验。

这是一次攻坚克难，不断推陈出新的筹

备进程。尤其是北京冬奥会筹备在 2020 年

进入到关键冲刺阶段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严峻挑战，但冬奥筹办工作标

准不降、力度不减，京张大地涌动着争分夺

秒、全力冲刺的奋斗激情。

随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

疫手册》的顺利出炉，随着赛前一系列“全要

素疫情防控测试”的精准实施，北京冬奥会将

确保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注定将留下丰厚奥

运遗产的筹备进程。无论是设施完备的冬

奥场馆，还是高标准高品质的保障配套设

施，或者是“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潮涌

动，更有借助冬奥筹备乘势而起的冰雪运动

产业……都让冬奥筹办和赛地协调发展成

为现实。北京冬奥会必将为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发展写下亮眼一页。

这是一次卧薪尝胆，奋勇进击的筹备进

程。近 7 年来，中国冰雪健儿为这届冬奥

盛会厉兵秣马。截至目前，中国冰雪健儿

已获 172 个北京冬奥会参赛席位，创下中

国队参加历届冬奥会之最。

其中，中国队在北欧两项等 26个小项

上是首次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极大拓展

了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宽度和广度。随着

中国冰雪健儿在近期的一系列国际国内大

赛中屡创佳绩，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上的

表现值得期待。

秉承着百年奥运逐梦的初心，兑现着申

办时的庄严承诺，按照科学、严谨的筹办进

程，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一届“精彩、卓越、非

凡”的体育盛会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北京欢迎你！一起向未来！”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日，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组织的国家队冬奥备战连线采访

中，包括总教练李琰在内的中国速度滑

冰队将帅，向《工人日报》记者介绍了近

期备战情况，并对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

比赛前景进行了展望。

“北京冬奥会是在‘家门口’举行的

盛会，在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创造优异成绩。”李琰自信

表示。

李琰曾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功勋教

练。2006 年至 2019 年，她一直担任中国

短道速滑队主帅，并将队伍的成绩大幅

提升。去年 10 月，李琰重拾教鞭，担任速度

滑冰国家集训队总教练兼领队。

据统计，在已结束的本赛季四站速度滑

冰世界杯分站赛中，中国队共夺得 4 金 3 银 2
铜，35人次创造个人最好成绩，4人次打破全

国纪录。

李琰告诉记者，担任速滑国家集训队

总教练后，她的主要工作是布局和统筹，调

动每一位运动员的潜能。“我希望能把队伍

的气氛搞好，不断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本赛季速滑世界杯四站比赛，宁忠岩的

表现可圈可点，共摘得 3金 2银，状态稳定。

宁忠岩的主管教练王秀丽对他在北京冬

奥会的前景很有信心：“通过世界杯赛可以看

到，我们的水平在提高，北京（冬奥会）还是非

常有希望的”。

可喜的是，除了宁忠岩的异军突起，已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获得季军，为中国

男子速度滑冰取得冬奥奖牌“零”突破的名

将高亭宇，在本赛季也状态不俗——在缺

席部分分站赛的情况下，高亭宇收获了 1 金

1 银。

不过，比起宁忠岩的稳定发挥，高亭宇的

世界杯之旅略显波折。在两站世界杯分站赛

中，他的起跑都出现了小问题。对此，高亭宇

表示，“我将在最后的备战阶段完善起跑细

节，争取赛时把最好状态发挥出来。”

中国速滑男队“双子星”闪耀，女队也

展现出一定实力。此前，在世界杯卡尔加

里站的比赛中，韩梅、李奇时、阿合娜尔·阿

达克 3 人首次配合出战女子团体追逐赛，就

以 2 分 58 秒 428 的成绩获得铜牌。此外，韩

梅还取得了女子 5000 米的奥运席位。

女子中距离组教练梁林花表示，从世界

杯的比赛成绩来看，女子团体追逐项目是一

个突破点，“现在运动员的信心很足，下一步

将完善细节，争取实现突破”。

据悉，北京冬奥会在速度滑冰项目上共

设 14 个小项，将产生 14 枚金牌。2021 年岁

末，国际滑联已公布了北京冬奥会速滑项目

席位分配情况，中国队共获得 22席。

其中，中国队女子项目共获得 14个参赛

席位，覆盖全部小项；男子方面，中国队目前

已获得 5 个小项中的 8 个参赛席位，在男子

5000米和 10000米两个小项目前仍处于空缺

状态。此外，中国队在女子 500 米、5000 米，

男子 500 米、1500 米这四个项目上替补顺位

靠前，如果其他协会有选手退赛，中国选手将

有机会递补参赛。

对此，李琰表示：“过去的一年，我们一直

在查漏补缺，向世界高水平对手看齐。经过

努力训练，我们在心理上并不畏惧强队，期待

在北京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