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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冰球分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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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冬奥梦的种子

张家口赛区“三场一村”建设贯彻绿色办奥理念

“内外兼修”打造绿色场馆

打造海绵赛区高效节水

□记者 陈 华

□记者 陈 华

“你知道多少度的冰适合滑行
吗？”“冰和玻璃都是光滑的，为什么
能在冰上滑行却不能在玻璃上滑？”

“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的冰鞋有啥
区别⋯⋯”日前，张家口市冬奥科普
知识进校园“流动课堂”走进张家口
市桥东区第一幼儿园，一堂生动有
趣的冬奥知识课令小朋友们个个听
得津津有味。

“妈妈，大道速滑冰鞋像个趿拉
板，还有雪花是六棱形的，可漂亮
了⋯⋯”听完课后，今年 5 岁的侯依
辰小朋友回家就和妈妈分享了她的
学习成果。看到女儿对冰雪运动产
生了兴趣，侯依辰的妈妈在暑假给
她报了个轮滑班，让她体验滑行的
感觉。

由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协会、张
家口市教育局等共同主办的张家口
市冬奥科普知识进校园“流动课堂”
自去年 11 月份启动，截至目前，已
走进张家口市第十中学、张家口市
第三小学等 8 所中小学及 1 所幼儿
园，向5000余名孩子普及了冬奥知
识，增强了他们对冬奥和冰雪运动
的了解。

作为张家口市的科技工作者，
如何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宣传冬奥、
助力冬奥？“流动课堂”发起人、张家
口市科技馆馆长马志斌告诉记者，
经过仔细琢磨，他想到了送课进校
园这种形式——组织冰雪运动、科
技领域的专家、教师，深入张家口市
各县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偏远山区
学校授课，把冬奥科普知识送到孩
子们身边。张家口市教育局、张家
口市冰上运动协会等对此给予大力
支持。

为了让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
“流动课堂”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
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计，在多
媒体教学、观看展板的同时，举办冰
雪知识讲座、冰雪知识竞答、冰雪器
具展示介绍、冰雪技巧陆地训练、冰雪体验等系列活动。

“刚开始时，因为缺少资金，给孩子们参观用的冰壶都是从哈尔
滨体院‘化缘’来的。”马志斌笑着说，后来一些企业主动赞助，进行展
示的冰雪器具除了雪橇、冬季两项专用射击枪，其他冬奥会冰雪项目
器具都配齐了。

丰富多彩的形式，让“流动课堂”一开课就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张家口市冰上运动协会副主席刘宇宁曾是省速滑队教练，作为流动
课堂的“专业讲师”，他主要给孩子们讲冰雪训练的技巧。他告诉记
者，首期“流动课堂”在张家口市第十中学举办时，当时三四百人的学
校礼堂都坐满了。原准备一个半小时的课，因为学生们的热情参与
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

看到孩子们听课时那么兴趣盎然，张家口市桥东一幼园长陈丽
芬表示，新学期他们打算组织孩子们去崇礼冰雪文化博物馆参观，去
雪场体验滑雪。

“秋季学期开学以后，‘流动课堂’计划每个月走进八九所学校，
尤其要走进一些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的学校，让当地的孩子也能近距
离学习冬奥知识，激发孩子们参与冰雪运动的激情。”马志斌表示。

冰球亦称冰上曲棍球，是多
变的滑冰技艺和敏捷娴熟的曲
棍球技艺相结合的运动，对抗性
较强，被誉为冬季运动“王冠上
的明珠”，是冬奥会所有分项中
唯一一个集体球类项目。

冰球比赛一般采用长61米、
宽30米、角圆弧半径为8.5米的
场地，场地四周围以高1.15米至
1.22米的界墙。比赛时，每队运动
员上场6人，其中前锋3人、后卫
2人、守门员1人。运动员脚穿冰
鞋，身着护胸、护肘、护裆、护腿、
头盔等护具，手持球杆滑行拼抢
击球，用球杆将球击入对方球
门，以进球多者为胜。一场冰球
比赛一般共3局，每局20分钟，
两局之间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

省体育局奥运事务处副主
任科员高源介绍，冰球首次出现
在奥运赛场是在1920年的第七
届夏季奥运会。后来，该届奥运
会冰球比赛被追认为首届世界

冰球锦标赛。到了1924年的第一
届冬奥会，男子冰球被列为比赛
项目。而女子冰球直到1998年长
野冬奥会才进入冬奥会。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冰球项目将延续
男、女共两枚金牌的设置。

我国冰球运动起步较晚，大
约在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举办
全国性比赛。1986年和1990年的
两届亚冬会上，中国男子冰球队
都取得了冠军。北京2022年冬奥
会，中国男子冰球队将首次亮相
冬奥会赛场。1998年长野冬奥会，
中国女子冰球队参加了比赛，取
得了第四名；此后的2002年盐湖
城冬奥会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
会，中国女子冰球队分别获得第
七名。

（记者王伟宏采访/整理）

场馆建设是办好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重中之重，这一过程中
是如何贯彻绿色办奥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确保可
持续发展的？近日，记
者前往崇礼，采访了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三场一村”（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越野
滑雪中心、冬季两项中
心和张家口冬奥村）的
施工单位和业主单位。

8月6日，记者在张家口赛区古
杨树场馆群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项目
施工现场看到，十几根数十米高的
巨型柱子屹立在山坡上，5 台动臂
塔在不停地转动，工人们在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

被称作“雪如意”的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项目建在山谷，出发区作
业面极其狭小，受山体坡度影响，
物料垂直和水平运输的难度都非常
大。施工单位中铁建工集团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项目部副
总工张裕介绍说，他们因此在山脚
配置了 2000 平方米的材料中转场，
根据吊装进度需要，用平板车将工
厂构件转运至施工现场，采用特种
塔机作为钢构件及建筑材料的吊装
设备。

“为了节约资源，我们还在施工

现场合理布置机械设备，相邻作业
区充分利用共有的机具资源。”中铁
建工集团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张家口
赛区项目部生产经理方立新告诉记
者，“雪如意”项目施工现场设置的
5 台 动 臂 塔 ， 作 业 半 径 可 以 覆 盖
98%以上的建筑面积及所有原材料
堆放区、半成品加工区，以塔装塔
的作业模式也减少了不少机械费用
的支出。

据 介 绍 ， 中 铁 建 工 集 团 作 为
“三场一村”的施工单位，为实现
绿 色 施 工 ， 在 场 馆 建 设 过 程 中 ，
优先选择对能源消耗少的施工工
艺。脚手架工程方面，摒弃了传
统扣件式、碗扣式脚手架，100%

采 用 承 插 式 、 盘 扣 式 支 撑 体 系 ，
不仅更安全可靠，还节约用钢量
约 50%，现场施工效率提高 60%
以上。支撑体系主龙骨采用铝合
金复合型材，避免了传统施工工
艺中使用木方作为主龙骨对材料
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节
约木方约 315 立方米。

在张家口冬奥村施工现场，中
铁建工集团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项目部总工程师陈祥国告诉
记者，以往砌墙多是一块块用砖垒
起来，每天不能垒砌超过1.2米，并
且砌到顶端时需要沉淀至少一周。
张家口冬奥村建设则采用装配式砌
墙方式，不需要沉淀期，还大大节

约人工成本，同样一面墙，原来两
三个工人砌三四天才能完成，现在
仅需要两三个小时。

在材料物资采购方面，为避免
运距过长带来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材料损耗和费用增加，就地取材原
则被纳入考量指标。“以张家口冬奥
村为例，其底层外墙采用的石笼墙
材料，主材从周边施工现场就地取
材，未来如有需要，也可以拆除，
用于景观挡土墙。”据方立新介绍，
2019 年项目部全年使用材料中 80%
由河北省内生产厂家生产，施工现
场使用的由 500 公里距离以内厂家
生产的材料占全年使用材料的 95%
以上。

不久前出台的 《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
案》 提出，推动场馆低碳节能建设
与改造；所有场馆满足低碳、节
能、节水的相关标准；新建室内场

馆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
“张家口冬奥村将达到国家绿建

三星级标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越野滑雪中心、冬季两项中心将达
到绿色雪上场馆三星级标准，都将

优于当地现行节能设计标准。”张家
口赛区“三场一村”的业主单位、
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贾茂亭告诉记者，为实现这个
目标，张家口赛区新建冬奥场馆的
门窗工程、屋面工程及外墙工程大
量使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的

“四新”材料和施工技术。
以张家口冬奥村为例，业主方

正和国家电网公司洽谈，以保证冬
奥会期间供给冬奥村的电力 100%
为绿色电力，即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达到 100%。从用材来看，张家口
冬奥村所有组团内的公寓外墙均采
用两层装配式砌墙，中间有保温材
料，提高了保温性能。外窗采用 6+
12A+6 铝合金断热窗，铝合金断热
窗是指断桥铝两面为铝材，中间用
塑料型材腔体做断热材料，可提高
门窗的气密性。

“通过新型保温材料以及铝合金
断热窗等的应用，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指标优于我省现行有关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10%。”贾茂亭说。
由于地处夏季平均温度仅为 19

摄氏度的崇礼区，张家口冬奥村和
张家口赛区其他场馆夏季均不需要
设置空调制冷系统，而采用开窗通
风方式降温。走廊和楼梯照明采用
分区、定时或光感的方式，全部采
用 LED 节能灯具照明。户内还将
采用高效新风热回收系统，新风设
置排风热回收装置，通过回收余热
节能。

在采暖方面，在冬奥村及场馆
群地面全部采用加热电缆作为地面
辐射供暖热源，此类供暖方式采用
风力发电的方式，节约能耗，节约
空间约2%-3%，较一般供热系统空
气洁净度更强，舒适度更好。

8 月 6 日，记者在张家口冬奥村
施工现场看到，冬奥村土方开挖已
基本完成，H、K组团完成主体结构
施工，其他组团正在进行主体结构
施工。

伴 随 着 场 馆 相 关 建 设 稳 步 推
进，2022 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
员将迎来一个既绿色环保又温暖舒
适的“家”。

“看，张家口赛区主入口西南方
向，这块如同砚台形状的地方就是蓄
水池，这个蓄水池可以储水 20 万立
方米，附近还有 5 个 1 万立方米的小
蓄水池，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地表
水，冬天用来造雪，夏季可以用来浇
灌林木。它们还和周围的环境融为
一体，形成一个景观湖。”贾茂亭指着
赛区规划图介绍说，蓄水池采用柔性
防渗毯以及土工布等材料，防渗效果
比刚性的混凝土更有效。

为节约水资源，张家口赛区场馆
群将采取多途径雨水收集利用措施，
采用先进技术实现全自动造雪控制
系统，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量，以打

造 奥 运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海 绵
赛区。

据介绍，为提升雨水收集利用
率，场馆地面铺设微米级孔隙的砂基
透水砖入渗、砂基透水路缘石及滤水
边沟等。滑雪场建设融雪水利用设
施，滑雪道设置截水沟，滑雪道侧面
与底部设置汇水沟。采用地下硅砂
蜂巢雨水自净化系统，将雨水及山涧
溪流进行蓄存、净化，经蜂巢系统净
化后的雨水回用于景观补水、绿化用
水、造雪、冲洗厕所等。

“全部场馆和基础设施污水也将
做到全收集、全处理、再利用，确保水
资源高效利用，实现再生水回用率
100%。雨水集水池容积大于滑雪季
造雪取水量，融雪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40%以上，确保年节约用水

100万吨。”贾茂亭表示。
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以雪上项

目为主，场馆如何因地制宜提高造雪
能力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未来场
馆将采用智能化造雪系统，将所有造
雪设备集成到一个平台进行统一管
理，在电脑和手机端就可以实现对设
备使用情况实时监控。”贾茂亭介绍
说，在同样雪量的前提下，相对于传
统造雪，智能化造雪可以节水 20%，
有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精准投
放，从而大大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届
时还将采用移动式造雪，及时并灵活
补充不同赛道的用雪，减少用水浪
费，节约能源。”

其实，节水工作在“三场一村”施
工阶段就已开始。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现场搅拌用水均设有计量装
置，由专门的水暖工程师负责监督使
用，定期进行抄表；混凝土养护依方
案优先进行带模板养护，无带模板养
护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覆膜养护和土
工布覆盖保水措施。施工现场周边
均设有排水沟和集水坑用于收集和
贮存雨水，避免施工现场发生雨水灾
害的同时，用于现场混凝土养护和路
面降尘工作。据了解，截至目前，“三
场一村”施工现场共收集使用雨水约
三四百立方米。

甚至中铁建工集团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项目部生活区的
卫生清洁用水都使用了节水水龙头，
洗手池及盥洗间均采用了感应式阀
门等。

张家口赛区“三场”夜景效果图。 张家口市冬奥办供图

▶近日，工人们正在“雪
如意”的顶部钢结构进行焊接
作业。 记者 耿 辉摄

速度滑冰运动员、世界锦标赛女子 500 米冠军获得者于静为孩
子们上“流动课堂”第一课。 通讯员 马佳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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