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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发
表题为《冰墩墩霸屏背后，是
北京冬奥的热度和中国科技
的“硬度”》的评论。

一夜之间，“冰墩墩”霸屏
了。线上售罄，线下排队，一
些门店不得不打出“限购一
个”的标语。网友呼唤“一户
一墩”的留言排起了长队。不
仅国内“一墩难求”，国际上也
成了俏宠，一位日本记者称要
扔掉衣服，回国时把行李箱都
塞满冰墩墩；摩纳哥亲王也希
望带两个“冰墩墩”回家，送给
自己的双胞胎孩子。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将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
的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冰
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点。头
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头
盔，装饰彩色光环，其灵感源
自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流动的明亮色彩线
条象征着冰雪运动的赛道和
5G高科技；左手掌心的心形
图案，代表着东道主对全世界
朋友的热情欢迎。整体形象
酷似航天员，寓意创造非凡、
探索未来，体现了追求卓越、
引领时代以及面向未来的无
限可能。

“冰墩墩”霸屏，不仅因为
它萌出新高度，更因为它的背
后是北京冬奥会的热度和中国
科技的“硬度”。它超酷的外
壳、超强的运动能力，承载了中
国人“科技强国”“体育强民”
的希望，它传递了中国人美美

与共、“一起向未来”的心愿。
北京冬奥热度不断升温，

人们期待体育强则中国强，体
育兴则国运兴。北京冬奥会
开幕以来，17岁的小将苏翊
鸣收获了中国男子单板滑雪
第一枚冬奥会奖牌，任子威夺
得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冠
军，被认为是夺金热门选手的
谷爱凌晋级决赛，中国人对冰
雪运动的热情不断升温。而
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女足时
隔 16 年再次夺得亚洲杯冠
军，更是将国人对运动、竞赛
的关注推向一个新高度。

中国科技“硬度”令人惊
艳，人们希望科技成为国家强
盛之基，创新成为民族进步之
魂。从机器人做饭到智能遥
控床，冬奥村为各国运动员提
供了科技感十足的服务。而
在展示“中国式浪漫”的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超大的8K
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人工智
能实时捕捉技术，裸眼3D视
觉效果，氢燃料安全利用、储
存，5G信号覆盖国家体育馆
等技术，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流
光溢彩、精彩纷呈的开幕活
动，科技、实力等关键词一再
被点亮。

“冰墩墩”和“雪容融”是
人们冬奥热情的一个出口。
正如设计者所言，“冰墩墩”的
冰壳之下有一分暖和软。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
冠肺炎疫情叠加的世界中，但
愿“一起向未来”的这声呐喊，
能温暖更多愿意听到的人。

“将熊熊燃烧的奥运之火，幻化
成雪花般圣洁、灵动的小火苗，这一
创意来自低碳环保理念。”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

“绿色”是中国办奥的重要理念
之一，贯穿北京冬奥会从筹办到举
办的全过程。全球瞩目的开幕式表
演更是将中国办奥理念展现得淋漓
尽致。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本届

冬奥会开幕式融入人工智能、实时
运动捕捉等大量科技元素，遵循了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原则。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称其为“一场科技
驱动的视觉盛宴”。

中国人讲究革故鼎新，在绿色
理念愈发深入人心的今天，中国以
科技为支撑，力求奉献一场绿色的
体育盛宴。

据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的39个场馆中，全部实现了城市
绿色电网全覆盖，赛期全部使用绿
色电能，这些电能由河北省张北地
区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提供。这
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
100%绿色电能供应。

赛场外，绿色交通也在为低碳
环保助力。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事使用的交通服务车辆包括氢燃
料车、纯电动车、天然气车、混合动

力车及传统能源车。其中，节能与
清洁能源车辆占比约85%。

据预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期间使用的氢燃料车、纯电动车
等赛事交通服务用车将减排约1.1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5万余亩森林
一年的碳汇蓄积量。

本届冬奥会秉承的绿色理念，展
现了中国在绿色科技方面的能力，以
及坚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创新添活力：科技之光映照北京冬奥

冰墩墩霸屏背后
是北京冬奥的热度和中国

科技的“硬度”
冬奥赛场上，运动健儿们一次

次挑战着人类极限。在他们追求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道
路上，一件件搭载“黑科技”的“战
袍”为他们保驾护航。

为了给中国运动员提供更加符
合自身特点的装备，国家冬季运动
服装装备研发中心2020年初在北
京服装学院正式成立，旨在解决

“快、护、暖、美”四个关键技术问题。
“我们研制的防刺防切割面料

是两种高性能纱线的复合，可以同
时兼顾超强、超韧、超弹的性能。”国

家冬季运动服装装备研发中心专项
负责人张鸣雯介绍，“短道速滑比赛
服全身使用防切割面料，可以全面
保护运动员的身体。”

“之前运动员们在崇礼训练时，
普遍反馈体感温度较低，影响了运
动员训练。”国家冬季运动服装装备
研发中心主任刘莉介绍，团队目前
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解决“暖”的问
题，一是提升纤维保暖率，二是使用
主动加热技术，把电能量转化成
热量。

除了比赛服，比赛场地同样对

运动员的发挥至关重要。
走进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近

1.2万平方米的冰面平滑如镜。加
拿大速滑队教练耶洛内克说：“这个
冰场很漂亮，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
的。冰场面积很大，但室内却很暖
和。”

“‘冰丝带’的冰面是世界最大
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的速度滑冰场馆
冰面，制冰过程的碳排放趋近于零，
冰面温差可控制在0.5℃以内，不仅
提升了效能，而且制冷更加均匀，有
助于运动员创造好的成绩。”北京国

资公司董事长岳鹏说。
国际奥委会制冰工程顾问阿·

吉·萨瑟兰表示，使用相同数量传统
制冷剂的碳排放量，是二氧化碳制
冷剂的3800多倍。此外，该技术可
以保证无论运动员滑到第几圈，冰
的品质都一样好，让比赛更公平。

5日，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在
“冰丝带”开赛。在率先进行的女子
3000米比赛中，荷兰选手伊雷妮·
斯豪滕以3分56秒93的成绩夺得
速滑首金，并打破20年之久的冬奥
会纪录。

“我现在处于‘零重力’模式了，
这真的绝了！”

入住冬奥村的美国雪橇运动员
萨默·布里彻在社交媒体与粉丝互
动时兴奋地分享了一件“难以置信
的东西”——房间里的智能床。

智能床采用记忆棉材质，可自
由调整角度，在睡姿、坐姿等不同场
景下为脊柱提供最佳支持，分散身
体压力。智能床还内置传感器，可
以对睡眠状态进行监测，还设有按
摩、闹钟推醒等功能。

每天一到饭点，主媒体中心智

慧餐厅里的各个“机器人厨师”便开
始忙碌起来。饺子、馄饨、红烧牛肉
面、汉堡、薯条……无论中餐西餐，

“机器人厨师”都得心应手。烹饪完
成的食物会通过空中云轨，自动送
达对应餐桌上空。

这个面积约3680平方米的智
慧餐厅，短短几天就成为各国媒体
记者在社交平台争相“秀体验”的

“网红打卡地”。
“我对这个餐厅印象太深刻了，

食物味道很棒，机器人炒菜、上菜非
常高效，吃饭不用等待，全过程不用

手去接触，干净又卫生。”国际广播
中心保障人员马蒂努斯·盖曾说。

据介绍，主媒体中心智慧餐厅
采用汉堡机、煲仔饭机、智能炒锅等
十多款智能烹饪及传送设备，不仅
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优化人力
成本，还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减少了
人与人的接触，降低疫情传播概率。

从做饭、配送、消毒、测温，到移
动售货、客房服务、导游翻译，每天
都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在勤勤恳
恳、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勤劳的“AI”们出现在冬奥村、

比赛场馆和主媒体中心，提供着各
种暖心服务，既节省了人力物力，又
有效保障了防疫工作，真正起到“科
技抗疫”作用。

为了保障冬奥交通运输，中国
特意在京张铁路上推出北京冬奥版
5G高铁。列车具备时速350公里自
动驾驶功能，堪称全球首创。

这趟科技感十足的高铁列车拥
有车站自动发车、区间自动运行、到
站自动停车、自动门控等功能，将为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服务5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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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史上首次机
器人水下传递火炬，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制冰技术世界领先，

“冰立方”成世界首座
智能化水冰转换场
馆，主媒体中心智慧
餐厅机器人烹饪送餐

“一条龙”……2022北
京冬奥会充满创新活
力，在场馆建设、后勤
保障、疫情防控等方
面闪耀着科技之光。

前沿科技助力更快、更高、更强

“黑科技”暖了运动员

绿色科技让奥运更清洁

就餐人员在媒体餐厅体验智能送餐服务。

京张高铁冬奥列车开启赛时运输服务。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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