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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今年5月，《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以
下简称计划)发布，提出了“绿色
低碳可持续”的场馆建设原则。7
月28日，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
部可持续发展处处长刘新平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可持续性工作已
融入冬奥场馆建设全过程。

刘新平介绍说，北京冬奥组
委创造出一套符合奥运标准、立
足中国方案的可持续性工作模
式，即制定统一的工作规则：场馆
可持续性管理办法+技术规范、
技术指南+组织开展绿色建筑标
准评价+监督落实建设和运营。

同时，北京冬奥组委联合北
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专门成
立了场馆可持续性工作团队，不
仅在政府明确了负责可持续性
工作的人员，在冬奥场馆也都设
置了可持续性经理岗位。场馆可
持续性经理负责在场馆建设过
程中，推进和落实北京冬奥组委
的可持续性工作要求，及时反馈
场馆可持续性工作进展，确保统
一的工作规则能够得到执行。

据介绍，最大化利用现有场
馆和设施，并在场馆改建过程广
泛应用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技术和产品，探索和丰富奥运场
馆的“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
利用”，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影
响，是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
中一项重要举措。建造绿色场
馆，是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工作
中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刘新平说，北京冬奥会所有
新建场馆均采用高标准的绿色
设计和施工工艺，在节能、低碳
能源、废弃物与废水处理等方面
成为示范，所有场馆都要通过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新建室内场馆
(包括冰上场馆和北京赛区、延
庆赛区、张家口赛区的3个冬奥
村)执行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标
准，新建雪上场馆通过《绿色雪
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既有改造场馆达到二星级标
准，在场馆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其中，《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在国内乃至
国际上都是一个创新。此前，国际上对雪上露天场地没
有标准要求。根据《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张家
口赛区的“三场一村”，即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越野滑雪
中心、冬季两项中心和张家口冬奥村，都将达到国家绿
色建筑三星级标准。

“北京冬奥会场馆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还大量使
用最新绿色技术和措施。”刘新平说，为了节能，采用了
高性能自然围护结构优化设计、建筑自然通风与采光
优化、空腔降温技术等措施；为了节水，采用了室外广
场海绵化、道路渗水率最大化、使用高性能节水器具、
收集雨水等措施；为了节材，采用了资源环境友好结构
体系及节材、有效管控施工材料损耗、装配式平台可逆
建造等措施；为了更环保，还采用了应用二氧化碳制冷
剂、大面积窗户做外遮阳处理、机电系统节能与能效提
高等措施和新技术。

刘新平说，“可持续·向未来”是北京冬奥会提出的
可持续性愿景，也是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的目标。北京
冬奥会不仅要建设出举办比赛所用的场馆，还要让这
些场馆成为方便群众游览、健身、休闲、娱乐的公共设
施，让老百姓从冬奥筹办中实实在在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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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办奥为冬奥场馆打下最美底色
——北京冬奥会三个赛区场馆建设探访

7 月 28 日至 30

日，北京冬奥组委组织

有关媒体，对北京冬奥

会场馆建设进行了集

体采访。在对北京、延

庆、张家口三个赛区部

分场馆建设的采访中，

记者深切感受到：绿色

办奥理念已贯穿北京

冬奥会场馆建设的全

过程，正为冬奥场馆打

下最美底色。

7月30日，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项目建设正酣。
河北日报记者 张昊摄

② 7 月 29 日
拍摄的北京冬奥会
延庆赛区乔木迁地
保护基地。

① 7 月 28 日
拍摄的国家游泳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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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照片均由河北
日报记者张昊摄 ①①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7月30日从北京冬奥组
委获悉，截至目前，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
会志愿者报名成功人数已超过85万人。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滕盛萍介绍说，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启动以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积极
参与。在报名成功的申请人中，学生、青年占比较大，未
来入选赛会志愿者的竞争将比较激烈。北京冬奥组委
将统筹开展赛会志愿者选拔工作，根据服务岗位的需
求和志愿者的技能、经验等总体情况，择优选拔出赛会
志愿者。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计划招募 2.7 万名赛会志愿
者，北京冬残奥会计划招募1.2万名赛会志愿者，北京
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将主要从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
中保留。滕盛萍表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会志愿者报名工作将持续到2021年6月30日，符合
报名条件，并有意向成为赛会志愿者的社会各界人士，
仍可在此前登录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网络平台（https:
//vol.beijing2022.cn）查看招募公告、常见问题等信息，
提交报名申请。

北京冬奥组委还将协调北京市、河北省有关部门
开展城市志愿者项目，广大志愿者可关注北京冬奥组
委官方网站及北京、河北两地志愿服务官方网络平台
了解相关工作动态，北京冬奥组委将统筹建立未入选
赛会志愿者申请人与城市志愿者项目的衔接机制。同
时，广大志愿者也可积极参与各地志愿服务组织开展
的“迎冬奥”城市志愿服务项目。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会志愿者
报名人数逾85万

②②

北京赛区
“冰丝带”先进的制冷制冰系统

年可节电200多万千瓦时，“水立方”
可在20天内变身“冰立方”

7月28日，北京，被称为“冰丝带”的国
家速滑馆内，工人们正蹲在地上，有条不紊
地为冰池铺设保温层。

“现在是在给冰面打底。”国家速滑馆
体育工艺制冰工程专项设计负责人马进介
绍说，“冰丝带”的冰面共有7层，目前已经
铺设完成两层——最底下的加热层及其上
面的保温层。这些层面的设计，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冰丝带”独特的制冷制冰系统的
需求。

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制冰系
统，是目前世界上最环保、最高效、最先进
的制冷制冰系统。“冰丝带”将成为全球首
个采用该系统制冷制冰的冬奥会场馆。

该系统不但能为冬奥会比赛提供温度
高度均衡的冰面，而且相比传统技术能效
提升 20%以上。通过场馆的智能能源管理
系统，还能把制冷产生的废热，用于场馆的
除湿、冰面维护、供应生活热水等方面。

马进自豪地说，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
“冰丝带”在全冰面模式下，每年仅制冷制
冰方面，就能节电200多万千瓦时，整个系
统的碳排放更是趋近于零。

“‘冰丝带’里用的保温板跟普通的也
不一样。”马进指着保温层正在铺设的厚度
大约 5 厘米的二氧化碳发泡保温板介绍
说，这种保温板采用新技术制造，比普通保
温板硬度要高，甚至可以承受吊车等重型
装备碾压。之所以采用这种特别的材料，是
因为“冰丝带”将来不光要承办冰上项目比
赛，还可以转化为夏季运动甚至社会活动
场地。

“冰丝带”的冰面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将成为亚洲面积最大的人工冰面。这样的
面积并不是为了刻意做大，而是出于冬奥
会后可持续利用的需要。

据介绍，“冰丝带”的冰面可以划分为
若干区域，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分标准制
冰。冬奥会后，“冰丝带”可同时接待超过
2000人开展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
壶等冰上运动。

7 月 28 日，走进“冰立方”，只见游泳
池、跳水池仍在，碧波荡漾，哪里有冰的
影子？

“冰立方”由俗称“水立方”的国家游泳
中心改建。2008年北京奥运会，“水立方”曾
承办了游泳、跳水等比赛。作为“双奥”场
馆，变身“冰立方”后，这里将承办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壶、轮椅冰壶比赛。

“别急，‘冰立方’和‘水立方’是可以随
意转换的，需要它是啥样就能变啥样。”国
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奇勇笑着说，“只要20
天时间，我们就能把这里变成冬奥标准的
冰壶赛场。”

原来，为实现自如的“水冰转换”，国家
游泳中心运营团队进行了场地结构、温度、
湿度、照明、声学等多方面的定向科研攻
关，研究出了一套“水冰转换”场馆改造方
案，通过在泳池内安装可拆卸钢结构，再在
铺设好的混凝土预制板上安装可拆装的制
冰系统及配套管线，就能实现从泳池到冰
壶赛道的转换。

2019 年底，“冰立方”初次完成了冬奥
标准冰面的制冰工作，并成功举办了首场
高规格冰壶赛事。世界冰壶联合会也肯定
了“水冰转换”结构地基的稳定性，意味着

“水冰转换”场馆改造方案获得成功。
“冰立方”外，一个个集装箱引人关注。

杨奇勇介绍说，这是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应用的集装箱式运动员更衣室。

北京冬奥会期间，“冰立方”将接待 20
支冰壶队，需要提供 20 个更衣室。如果新

建更衣室，赛后又毫无用处，将造成浪费。
鉴于此，他们从天津港购置了退役的集装
箱，正将其改造成更衣室。北京冬奥会后，
这些更衣室将变身场馆服务设施，如咖啡
厅、售货亭等。

延庆赛区
小海坨山2万多株树木迁居“新

家”，剥离的8万多立方米表土全部回
铺至生态修复区域内

核桃楸、脱皮榆、大白叶蜡、暴马丁香、
康椴……7 月 29 日，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
镇上板泉村北，微风吹过，一片占地275亩
的树林中，各种树木“跳起集体舞”，绿叶沙
沙作响。

“这里是延庆赛区乔木迁地保护基地，
是 2 万多株从赛区移植过来的乔木的‘新
家’。”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庞月龙介
绍说。

距离基地 8 公里远的小海坨山，就是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所在地，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在这里加紧
建设。北京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举办高山滑
雪、雪橇、雪车、钢架雪车等项目比赛。

延庆是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延庆赛区
所在的小海坨山上，以前全是树，其中很多
是列入保护目录的珍稀树种。早在规划设
计之初，延庆赛区就敲定了“山林场馆、生
态冬奥”的设计理念，提出场馆要建、生态
也不能破坏，尽量把每一棵保护树木都安
全移植出去。为此，2016年，赛区就组织专
家团队开展生态环境摸底调查，对赛区的
乔灌草等植物资源，编制了专门的保护
方案。

然而，给移植出去的树木找到合适的
“新家”，却是一大难题。北京北控京奥建设
有限公司环保及可持续发展工作组主任梁
德栋介绍说，因为需要移植的树木数量庞
大，而且移植工作要在施工前完成，山上连
路都没有，大型设备无法进场，只能靠人工
移植，由工人们一棵棵扛下山去。

况且，很多树木不能在最适宜的季节
被移植，有的甚至要在非常不适宜的夏季
进行移植，如何保证反季移植的成活率？

“我们请来北京林业大学专家成立专
门团队，研究创新了大树反季节移植技术。
比如在夏季移植前，先将树冠锯掉，等树木
二次发芽时再进行移植，这就大大提高了
移植成活率。”梁德栋介绍说。

截至目前，延庆赛区已就地保留了100
多棵大树，并将 30 余种、2 万多株乔木和 1
万多株保护灌木、草本植物成功迁至“新

家”，移植成活率在 90%以上。
赛区将充分利用移植树木打造郊
野公园景观，建设成为冬奥森林公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工作人员在赛区尽量避让野生
动物的活动范围，并为它们搭建了可以穿
越道路的活动通道，尽可能降低对野生动
物生活环境的影响。

表土剥离，是伴随着植物移植的一项
重要工作。

表土内有机质含量高、适合植物生长，
并且含有丰富的本地微生物群，富含种子
资源。而优质表土层又是难以再生的资源，
形成 1厘米厚的表土，需要 100年至 400年
时间。

“修建道路、雪道、附属建筑等会造成
表土层流失，因此，在建设前开展表土剥离
工作，十分必要。”梁德栋透露，截至目前，
延庆赛区共计剥离表土 8 万多立方米，且
已经全部回铺至生态修复区域内。

延庆赛区土石方工程中涉及大量岩
石，这些岩石大部分硬度较高、吸水率低，
可以作为建筑材料用石。截至目前，延庆赛
区已累计就地利用石材31万余方，既减少
了土石方倒运量，又减少了石材外购量。

“延庆赛区最显著的地标就是这一方
绿水青山。”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长洲表示，这里将真正建成“山林
掩映的场馆群”，实现可持续发展。

张家口赛区
云顶滑雪公园建设中35万立方

米土石方就地回填，古杨树场馆群工
程区栽植各类苗木137.65万株

7月30日，张家口市崇礼区云顶滑雪
公园。朵朵白云从头顶飘过，U型场地技
巧、坡面障碍技巧赛道旁绿草茵茵，赛道
上长满各色的花，让人恍若置身美丽的
草原。

云顶滑雪公园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
区冬奥场馆之一，建有U型场地技巧、坡

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空
中技巧和雪上技巧6条赛道。

“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在赛道上种植花
草，不仅为了美观，更为了防止水土流
失。”密苑 （张家口） 旅游胜地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兼场馆副主任束文说，这是云
顶滑雪公园在建设过程中践行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措施之一。

云顶滑雪公园的 6条赛道，已于去年
全部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其中，U 型槽、
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 4
条赛道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充分研究原有山
形地貌，依托密苑云顶滑雪场既有雪道改
建完成，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周边生态，减

少工程施工量。
据介绍，云顶滑雪公园建设施

工时，赛道和场馆区域共挖土石
方约 39 万立方米，其中 35 万立

方米实行了就地回填，多出的
土石方用于临建道路铺设、
造雪设备井等建设，实现了
土石方挖填平衡，降低了碳
排放。

作为北京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非竞赛场馆之一，张

家口山地新闻中心初
步 规 划 占 地 8000

平方米，主要包
括 新 闻 发 布
厅、记者工
作间、通讯
社用房、场
馆 服 务 功
能用房等。

“ 为 节
约 建 设 成

本，张家口山
地新闻中心由云

顶 大 酒 店 的 部 分
建筑改建。”束文说，
中心在建筑构件的施

工上大量使用预制构 （配） 件，工厂化
生产，现场安装，以减少材料浪费及粉
尘、噪音、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污染和
破坏。室内装修尽可能选用可降解、可
再生材料，力求做到零污染。冬奥会
后，中心将变成丰富多样的会议空间。

在不远处的古杨树场馆群工程区，被
称为“雪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等正
在加紧建设。

“这里过去大多是荒坡，现在工程区
周围已完成了绿化。施工结束后，剩余的
地块也会进行绿化。”崇礼区林业草原局
总工程师杨建忠说。

据了解，崇礼区在该区域绿化设计时
首次在山地造林中引入园林景观设计。在
工程区宜林荒山区域，全部采取新造林方
式进行绿化，确保区域荒山荒地全覆盖；
对于疏林地和森林景观较差的区域，则采
取“见缝插绿、提档升级”的方式提升森
林景观水平。

“在尊重自然条件基础上，我们按照
适地适树、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原则，选择
了云杉、樟子松、落叶松等 20 余种节水
耐寒的优良乡土树种，以营建种类多样、
结构合理、自然协调、稳定健康的森林植
物群落，形成高质量的森林景观。”杨建
忠说，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各类苗木栽植
137.65万株，苗木规格最高达6米。

“等绿化工程完工后，这一区域将呈
现春花烂漫、夏
日青葱、秋色斑
斓、冬浸水墨的
四季景观效果，
为北京冬奥会的
成功举办提供坚
实的生态保障和
景观保障。”杨
建忠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