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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赛区积极推进赛时车辆路线规划、氢燃料车辆能源供应、
临时交通场站规划建设等——

精益求精打造便捷绿色交通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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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科技”助力“大练冰”
——“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交通保障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重点服务保障领域之一。冬
奥会赛时，交通业务领域需要为参与
者提供安全、高效、可靠、准时、绿色的
交通服务。为做好赛时交通规划，实现
赛时交通的绿色畅通，张家口赛区积
极推进赛时车辆路线规划、氢燃料车
辆能源供应、临时交通场站规划建设
等，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张家口赛区巴士运行
方案初步制定完成

3 月 3 日至 4 日，张家口公交集团
张家口赛区巴士团队成员驾驶着冬奥
会赛时运动员保障车辆——一辆一人
一座的公交版大巴车，沿着崇礼城区
到奥运核心区踏勘了两天，以掌握沿
线冬奥保障酒店到奥运核心区的精确
行车时间。

根据冬奥会交通运行需求，北京
冬奥组委交通部成立张家口赛区巴士
运行团队，负责冬奥会赛时张家口赛
区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媒体等各利
益相关方注册人员巴士线路的运行管
理工作。其中，张家口公交集团张家口
赛区巴士团队负责崇礼奥运核心区整
体巴士运营，赛时，预计将投入近千名
驾驶员、三四百部大巴和中巴车辆，来
完成近30条巴士线路的保障工作。

为了让这些跑惯了张家口市主城
区的驾驶员熟悉崇礼奥运核心区交通
线路，张家口公交集团经常安排他们
驾车跑跑崇礼。赛区场馆建设期间，一
些道路还没有贯通，驾驶员们就结合
图纸熟悉赛时行车路线。

冬奥会赛时，崇礼奥运核心区将
全部使用氢燃料清洁能源车辆。崇礼
多山，冬季最低气温能达到-30℃左
右，道路坡度与冰雪路面等使车辆行
驶工况十分复杂。为此，张家口公交集
团张家口赛区巴士团队不断测试氢燃
料车辆的低温启动、续航和爬坡能力。

“像到达云顶滑雪公园要途经的‘八匹
马’路段，就是我们重点测试的路段，
这里接近 12°的坡度，特别考验驾驶
员的水平和车辆的爬坡能力。”该团队
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张家口赛区巴士运行方案
目前已经初步制定完成，形成了三级
调度体系，后续还将继续结合赛区场
地、场站等整体工作的推进进一步完
善，以确保冬奥会赛时各条线路畅通。

满足赛时平均每天8.3吨的
氢能源需求

将加氢机连接静电接地，再按照

常规加油的流程操作，10分钟之内，一
辆氢燃料大巴车就能完成加氢——从
2月7日调试运行到张家口赛区相约北
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结束，太子
城服务区加氢站完成了872辆氢能源
公交车的加注。

为完成好冬奥会赛时氢燃料保供
任务，张家口市共规划主城区加氢站
11 座、崇礼区加氢站 5 座（其中 2 座为
临时站）。其中，太子城服务区加氢站
是崇礼奥运核心区唯一的永久加氢
站，承担着奥运核心区交通车辆氢能
源保供的重任。

“考虑到当地的天气情况，太子城
服务区加氢站主要设备及零部件均采用
特种材料，设计工作环境低至-40℃。”
张家口市交投集团副总经理白岩介绍
说，加氢站的自动化程度比加油站
高，可通过设备和数据中控系统，实
现“一键加氢卸氢、全智能启停控制、
设备远程控制、数据远程监控”等自
动化功能。

张家口市交投集团负责主城区 4
座、崇礼区3座加氢站的建设。目前，该
公司已建设完成创坝站、纬三路站、太
子城服务区站3座加氢站。太子城服务
区站（撬装站）场站设备基础已建设完
成，正在组织设备基础周边地面硬化、
基础修正等设备安装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张家口赛区冬奥会交通服
务车辆能源保障加氢站规划方案》测
算，冬奥会赛时，平均每天需求氢能源
8.3吨，峰值需求9.5吨。张家口市目前

已建成投产的海珀尔一期电解水制氢
项目，每天最高产量约4吨。

为保证冬奥会赛时氢能源供应，
张家口市交投集团与壳牌（中国）有限
公司、张家口志氢科技合伙企业成立
了张家口市交投壳牌新能源有限公
司，加紧推进建设制氢厂。该公司新建
的制氢厂项目位于海珀尔制氢厂东
侧，年产氢能源约2800吨，年产液氧约
22800 吨。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完成备案，部分长周期设备已在采
购流程中，场地平整方案已在进行中。

“项目一期投产后日产氢能源8吨，能
够满足冬奥会期间的氢能源保供需
要。”白岩说。

临时交通场站建设加紧推进

4月7日下午，张家口冬奥村北临
时交通场站建设项目正在进行路面工
程及地上建筑基础工程施工。尽管崇
礼的气温已升至9℃，冻土层还是非常
坚硬，需要抓紧破除。

为满足冬奥会期间各类人员的驻
车及换乘需求，同时为交通服务团队
提供管理、工作、休息场地，崇礼区加
快临时交通场站建设。据了解，该区将
建设会展东、冬奥村北、棋盘梁、转枝
莲、马丈子、崇礼北、崇礼南和太子城8
个临时交通场站。临时交通场站由张
家口市交投集团负责建设，主要包括
土方、沥青面层工程以及其他市政配
套工程等。

崇礼南、太子城、棋盘梁3个临时

交通场站已于去年完成建设任务。测
试活动期间，棋盘梁临时交通场站率
先投入使用，圆满完成了运行测试。其
余临时交通场站已陆续开工，正在有
序建设中。

“冬奥村北临时交通场站是规模最
大、工程量最多的一个。”张家口市交投
集团副总经理陈建刚告诉记者，赛时该
临时交通场站将承担赛区巴士、跨赛区
班车、注册人员高铁接驳及奥运核心区
合乘班车、部分运行团队以及车辆等多
类人群车辆的来往停驻。

其他临时交通场站因位置不同，功
能也不同。太子城临时交通场站将作为
赛时奥运大巴车的蓄车场，为太子城高
铁接驳的注册人群以及观众提供近距
离车辆服务；崇礼南临时交通场站主要
为张承高速公路自驾车观众提供停车
换乘服务，并作为奥运公交专线场站服
务崇礼城区持票观众出行；棋盘梁临时
交通场站将承担北京方向观众自驾车
的停放和换乘服务，以及居住于附近签
约酒店的注册媒体TM班车、运动员及
随队官员抵离班车、国内技术官员抵离
班车、跨赛区TC车辆的蓄车功能，并具
备棋盘梁观众接驳专线和奥运核心区
环线的蓄车功能。

“为贯彻绿色办奥理念，临时交通
场站地面建筑全部使用钢结构进行建
设，以方便赛后回收，同时分区停放氢
燃料车辆和其他车辆。”陈建刚说，在建
的5个临时交通场站将于今年10月底
前全部完成项目建设，具备运营条件。

4月1日至10日，“相约北京”冰上
项目测试活动在北京举行。这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前的一次

“大练冰”，一些场馆的“黑科技”给记
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腋下创可贴”和“云采访”：
借助高科技的防疫措施创新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
下，大型体育赛事要坚决守住安全底
线，就要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为此，
这次测试活动中在五棵松体育馆工作
的600多名人员，每人都佩戴了一枚小
小的“腋下创可贴”。

所谓“腋下创可贴”，其实是一款
可穿戴式的智能体温计。工作人员只
需将这款指肚大小的智能体温计贴在
腋下皮肤上，用手机下载绑定应用程
序，便可实时监测体温数据，并自动上
传后台。一旦发现体温异常，系统将及
时作出预警。

“别看这款‘腋下创可贴’体积很
小，本事却不小，测温精度可达到0.05

摄氏度，充电一次能连续使用 10
天。”五棵松体

育馆场馆运行团队主任陈双介绍说，
测试活动中，该智能体温计“发现”一
位工作人员体温异常，系统报警后，场
馆随即启动了救治和防疫机制。“实践
证明，这款智能体温计运行可靠，场馆
防疫系统得到了一次非常好的检验。”

在五棵松体育馆，运动员在走廊，
记者们在一墙之隔的房间中，可以通
过摄像机和屏幕对话，实现“云采访”；
在国家速滑馆，为运动员献上奖品并
用智能语音向运动员表示祝贺的智能
颁奖机器人……借助高科技的多项防
疫措施创新，不仅保障了这次测试活
动的顺利进行，更为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积累了经验。

“自由视角”和“子弹时间”
技术：“凝固时空”助力办赛观赛

在国家体育馆，记者体验了国家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冰雪项目
交互式多维度观赛体验技术与系统”
项目的魅力。

该项目通过“自由视角”视频技
术，让观众观看比赛时可以自己当“导
播”，随时改变赛场的视角和位置，想

看 哪 里 看 哪

里，全方位、多角度欣赏赛场上运动员
的一举一动。借助“子弹时间”技术，冰
球运动员激烈拼抢的瞬间，或是花滑
选手腾空旋转的精彩表现，观众可实
现“凝固时空”的立体观看。

据了解，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用
“自由视角”视频技术观赛，借助“子弹
时间”技术实现时间定格，以前还从来
没有过，其实现的“奥秘”就是国家体
育馆内U型架上架设的40台相机。通
过三维重建和渲染，这些相机可以渲
染出任意时长和帧率的精彩特效片
段，呈现相当于1200 台相机同时拍摄
拼接的效果。

观众怎么才能观赏到这样的效果
呢？“只要手持一部 5G 手机，配上 5G
网络，即便不在比赛现场，也能体验别
致的‘身临其境’。”项目负责人、北京
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陈宝权说。

据介绍，“自由视角”和“子弹时
间”技术对于裁判员判罚和运动员改
进训练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
系统画面，裁判可以多角度观看比赛
场面回放，作出更准确的判罚。教练和
运动员也可以多角度观看训练和比赛
中的动作回放，作出改进。

四折无障碍坡道和盲文秩序
册：为残疾朋友提供贴心服务

4月9日上午，国家游泳中心内，残
疾人冰壶运动员从准备区进入比赛场
地，可以经由一道蓝色的无障碍通道。
这是国家游泳中心专门为残疾人冰壶
运动员建设的。

该条无障碍通道是一条高差为 5
米的四折坡道，“双车道”设计可容纳
两辆轮椅并行。在坡道的每一个转折
处，场馆都安排了志愿者，以备运动员
需要时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我们还就如何帮助残疾人运动
员、面对紧急情况如何处置、与残疾人
沟通的礼仪及用语等内容，对80余名
志愿者进行了针对性培训。”国家游泳
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残奥整合协调经理
郝英杰说。

国家体育馆残奥冰球项目的更衣
室中，每个队伍都有专门的器械室，以
保障为冬残奥运动员量身定制的设备
有足够的空间进行维护；在国家游泳中
心，更衣室的插座、电源开关均离地面
较近，触动按钮可以打开更衣室内的洗
手间电动门……冬残奥场馆内，为残疾
人运动员提供的贴心服务随处可见。

在国家游泳中心的观众看台上，一
本轮椅冰壶比赛的秩序册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与普通的秩序册不同，该秩序
册专门增加了盲文内容。郝英杰表示，
由中国盲文图书馆协助设计的该版秩
序册，旨在帮助有视力障碍的体育爱好
者在感受赛场氛围、收听比赛解说之
外，以更多的途径了解比赛。

4月3日，作为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和花样滑冰比赛场馆，首都体育馆迎来了

“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首场比赛。
馆内洁白的冰面搭配四周蓝色的防护垫，
格外引人注目。

这款蓝色防护垫是由我省企业——
定州市天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华公司”）生产的。2020 年，天华公司
成为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
赛场地防护垫供应商，并且是国内唯一一
家。此次测试活动，他们提供防护垫及服
务保障。

“我们的产品登上过世界青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第十二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短
道速滑世界锦标赛等大赛的舞台，很快又
要为北京冬奥会服务了。”天华公司负责
人杨计军告诉记者，这款防护垫看上去普
通，科技含量却不低。

据介绍，短道速滑运动员的滑行速度
非常快，防护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吸能”，
即运动员撞上防护垫后，防护垫要起到很
好的缓冲作用来保护其安全，并且不会很
快地反弹回去。天华公司历时两年多，研发
出了能最大限度吸收冲击力并缓慢回弹
以有效保护短道速滑运动员安全的防护
垫海绵内胆。防护垫外罩面料必须兼具抗
切割和耐低温双重特质，他们也做到了。

根据惯例，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
冰比赛共用场地，但两个项目对防护垫的
要求却不同。“短道速滑比赛运动员容易
发生碰撞，要求垫子厚度更高；花样滑冰
安全性较高，裁判要求看到选手的脚下动
作，所以垫子要薄一些。”杨计军说，这就
需要进行两个项目场地的防护垫转换。

为此，河北师范大学与天华公司在前
期合作设计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花样
滑冰场地防护垫转换与安装方案的基础
上，组建了以河北师大学生为主体的 24
人防护垫转换团队。3月27日，转换团队
就到达了首都体育馆，为此次测试活动做
准备。在此之前，北京冬奥组委、天华公司
和河北师大已从场馆特点、项目的设置、
防护垫安装特点等方面，对团队人员进行
了相关培训。

“大家把自己的位置和动作顺序再回
忆一遍……”4月1日下午1时30分，首都体育馆内，河北师大体
育学院教师赵毅博正在指导学生们做防护垫转换的准备。此次测
试活动要求：在半小时内完成短道速滑场地防护垫向花样滑冰场
地防护垫的转换工作。

“转换开始！”对讲机指令一出，学生们按照预设方案，依次从
库房中推着装有防护垫的小车快速来到冰面上。到达指定区域
后，他们迅速进行原场地防护垫的拆卸，又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新
场地防护垫的组合、固定等，最后将替换下来的防护垫按顺序装
车，成队列运出场地。

“25分23秒！”完成转换工作后，赵毅博按下计时器按钮，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学生们第二次进行防护垫转换实战。在当
天上午进行的第一次转换实战中，该团队用时29分30秒，首次测
试就达到了要求。

据介绍，两个项目场地防护垫转换中，短道速滑需转换34块
防护垫、花样滑冰需转换36块防护垫，要在半小时内安置好这70
块垫子，并做好粘贴、固定等多项工作。每个学生不仅要对自己负
责的垫子的编号和位置了然于胸，还要和其他同学配合好。

测试活动开始后，学生们每天要进行1到2次防护垫转换。为
给整个场地转换其他环节留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目前他们已将
防护垫转换全过程缩短至20分钟以内。比赛时，他们还要对运动
员冲撞的垫子及时进行复位。虽然工作比较紧张、劳累，但是他们
始终精力充沛、热情饱满。

“很荣幸能为测试活动服务。我们一定精益求精，为北京
冬奥会赛时做好服务保障打好基础。”团队成员、河北师大体
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一学生任天赐表示。

冬奥志愿者的仪态

张家口赛区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期间，棋盘梁临时交通场站红十字紧急救援直升机停机坪火速建成。图
为场站工作人员和红十字会直升机地勤人员指挥直升机停放。 张家口市交投集团供图

优雅的仪态可以使志愿者
在举手投足之间展现良好的素
质与风度。那么，冬奥志愿者
应该注意哪些仪态呢？

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王淑英介绍，冬
奥志愿者的仪态礼仪主要包括
步姿、走姿、站姿、蹲姿、坐姿、
手势、微笑等。

志愿者的步姿是最能体现
其个人魅力与风度的形体语
言，要求方向明确、步幅适度、
速度均匀、重心放准、身体协
调、姿态优美。规范的走姿应
该是头正、肩平、躯挺、步位直、
步幅适当、步速平稳，切忌横冲
直撞、悍然抢行、不守秩序、奔
来跑去等。

志愿服务采用蹲姿时，不
要突然下蹲，不要距离人过
近。坐姿则要端庄、稳重，两膝
收紧并拢，双手平放在大腿上，
抬头挺胸，目视前方。

王淑英介绍说，看似相同
的手势，稍有变化所代表的可
能就是完全相反的含义，因此
手姿要求规范，宜少忌多，并且
要注意不同地域、民族的差
异。引导及指示的手姿包括：
横摆式，请人行进或为人指示
方向；直臂式，引导方位或指示
物品所在之处；曲臂式，请人进
门；斜臂式，请人就座等。

志愿者的微笑是最具魅
力的礼节。标准的微笑要在
离人 3 米时开始，露齿 6-8
颗。笑时直视他人是坦荡的
关怀，低头错开视线亦是微
妙的尊重。不论是蒙娜丽莎
式的笑不露齿，还是赫本般
的扬唇而笑，最美最亲和的，
便是笑意直达眼底，谓之真
诚。（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通讯员 白立华/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