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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通信网络建设基本完成之际

联通通信保障人员在测试赛前进行无线设备调测工作。

日前，中国联通对外宣布，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各赛区通信网络建设基本完成，87个竞赛
场馆通信网络建设已基本完成，场馆及配套设
施周边共开通基站 3000 余个，京张高铁、京礼
高速等交通干线实现4G、5G网络全覆盖。

赛区通信保障是中国联通的一项光荣而艰
巨的使命。中国联通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唯一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承担了
全部冬奥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设施的通信
建设和服务保障工作，在比赛期间将为冬奥会
提供移动通信和固定通信两大类的 21 项通信
服务。

河北联通围绕“智慧冬奥”目标，切实履行
好官方合作伙伴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国联通的
统一领导下，精益求精高质量推进北京2022年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网络建设，打造与北京的“冬
奥一张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强化政治责任，勇担历史使命，
以最强举措最严要求推进网络建设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
一件大事，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使命光荣、意义重大。

河北联通认真贯彻落实工信部、河北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在北京冬奥组委的具体指导
下，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勇担历史使命，把最高
标准、最强配置贯穿始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冬奥通信服务保障。

河北联通负责张家口赛区的 4 个竞赛场
馆、5个非竞赛场馆，以及3个服务设施等区域
的通信建设和服务保障工作。张家口赛区山高
路陡、雨雪封路、春季大风等环境特点，给通信
网络建设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与此同时，建设
者们还面临着时间短任务重以及疫情防控等
挑战。

为圆满完成冬奥会通信网络建设任务，河
北联通党委专门成立冬奥保障领导小组，进行
整体组织、协调与推动，并与北京赛区“同规划、
同建设、同运营、同监控”，以保证为北京冬奥组
委提供的通信服务达到最优。

由于张家口赛区许多赛事场馆、服务设施
都是近两年刚刚规划建设，通信网络建设需要
在基建完成后再行介入，这也对网络建设工期
安排和通信人员短期内迅速集结与调配提出更

高要求。
河北联通从全省抽调350名绝大部分在40

岁以下的高级技术人员组成专网保障队伍，成
员大部分为党员、团员，技术、政治素质过硬。

冬奥会不同于一般的通信需求场景，话务、
网络需求量大，对通信网络建设的标准要求更
高。河北联通扎实做好赛前实战练兵，在各类现
场测试、比赛测试中检查工作成果，打造匠心网
络，赋能智慧冬奥，弘扬奥运精神，以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最强举措，高质量完成各项冬奥会筹
备工作，确保冬奥通信保障工作万无一失。

两年多来，河北联通在张家口赛区完成投
资3 亿元，到目前已建成冬奥专网和张家口本
地网两张网络，冬奥场馆区域、交通干线、签约
酒店、热点区域等均实现了3/4/5G全覆盖，无
线网络覆盖率达100%。

创新技术和工作方法，全力保障
冬奥网络质量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冬季气温最低可达零下

35℃左右，极寒、多冰雪的环境对冬奥网络通信
保障提出了严酷考验。

冬奥竞赛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是张家口赛区建设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
的竞赛场馆，上中下层落差大坡度陡，房间错落
密集。

如此复杂的建筑结构本就给跳台的室内外
通信网络部署和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但第一
个“拦路虎”还是极寒天气。“冒着零下35℃的严
寒，在跳台顶峰四楼刺骨寒风贯穿的弱电间，伸
出手完成尾纤的摘帽、插拔都会异常困难。”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保障团队通信副经理柯春轩
说，由于到古杨树场馆群南入口无管道可用，光
缆只能沿山边布放，线路工程师每天顶着寒风
来来回回巡检，风雪打在脸上都是刺骨的。

战胜严寒，施工团队靠的是钢铁般的意志，
而通信设施却需要精心呵护。综合布线系统需
要使用大量网线，但普通网线能承受住室外极
寒环境的考验吗？带着这个问号，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通信保障团队李延辉通过查阅资料、与电
商卖家和电缆厂家沟通等方式，获取了各类网
线及配件的材质、生产标准、网络性能和耐温性

能等详细参数。他还购买了特种网线和配件进
行实物探究，利用电冰箱模拟低温场景，在零下
18℃的环境下对不同品种的网线和配件进行24
小时冰冻实验，最终完成了《网线耐低温性能调
查和实验报告》，解决了网线耐低温的问题。

困难不止于此。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将承担跳台滑雪、北欧两项中8
个小项的比赛。由于跳台赛事运动员速度快、腾
空距离远、落差大等特点，这里对摄影服务的通
信需求在所有室外竞赛场馆中是最高的。为此，
建设者们需要学习冬奥基础知识、熟悉场馆结
构，掌握通信设计要点规范，统计汇总各功能区
的通信业务需求，对应到各专业设备的末端布
放，繁冗而精细的工作花费了他们大量心血。

在张家口赛区通信网络建设中，面对一个
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建设者们以创新求突破，一
个个困难迎刃而解。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机房是古杨树场馆群的
核心汇聚机房，建设者们克服极寒天气，从拿到
钥匙到完成通信建设，仅用了 40 多天。今年 1
月，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机房实现通信全业务开
通及双路由保护，为今年2 月张家口赛区测试
活动提供安全稳定的固定电话、移动通信、互联
网接入、“媒体+”、Wi-Fi服务、数据专线、综合
布线等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云顶滑雪公园场馆海拔1800米以上，年平
均气温只有3.3℃，积雪时间长达150天，是2021
年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竞赛场地之一。
通信建设及保障人员在自然条件恶劣、施工条
件艰苦的情况下，倒排工期加班加点，完成布放
光缆80余公里，提前将障碍追逐、平行大回旋、
空中技巧及U型槽等各赛道的光缆布放完毕。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之一，将承接冬奥会北欧
两项与越野滑雪（自有技术、传统技术等）等项
目比赛。其间为满足所有人员移动手机5G通信
业务，以及为OBS提供5G+4K/8K超高清云转
播的高密重载场景需求，河北联通采用最新的
5G（200M）设备进行覆盖。针对人员密集区域包
括临时看台，增加5G微站来补充看台区覆盖及
容量，确保赛事期间提供高标准通信质量。

一切艰苦卓越的努力，均为了打造架构合
理、功能全面、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精品网络。
在通信技术上，张家口赛区创新采用了先进的
PeOTN传输网络承载高品质的数字专线业务，

5G网络上采用SA组网方式，提供高速率、低时
延、大连接、高可靠性的网络接入能力，服务于
云转播信号回传、云直播业务平台等不同需求
的用户群体，为冬奥会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最
高质量的通信服务。

5G赋能，打造多业务承载精品网络

12月4日至5日，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
滑雪洲际杯测试赛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举办。
在此期间，“5G+4K超高清云转播”让比赛画面
精彩呈现，给场外观众提供了多角度的观赛
体验。

5G不仅仅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更
是一场影响行业和全社会的技术变革。此次冬
奥会，将是5G技术大放异彩的一届体育盛会，
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最先进的通信技术的
舞台。

面对雪上场馆地形复杂、严寒、强风等多项
挑战，中国联通依托科技冬奥“复杂、极端环境
下5G先进网络建设与示范”项目，研发了多频
段、多形态的5G基站设备，在冬奥雪上场馆建
成了可抵抗高寒、强风等恶劣条件的5G全覆盖
网络，为冬奥会提供了安全可靠、稳定畅通的
5G通信保障，同时也为后续高寒、强风等恶劣
条件的5G组网提供了示范。

5G创新应用方面，张家口赛区各场馆大范
围布置了可高速移动的高清摄像机，通过5G视
频回传技术，让观众体验到5G视频回传技术带
来的视觉震撼效果。

京张高铁作为中国5G高铁样板线路，是北
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中国联
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利用京张高铁5G网
络联合打造首个5G直播专列，在高铁车厢里搭
建冬奥频道高清直播演播室，通过5G在高铁上
实时回传超高清视频信号。

在张家口冬奥村下沉广场，有一个中国联
通5G体验中心。北京2022年冬奥会举办期间，
这里将展示世界最先进的5G通信技术。

目前，张家口赛区正在举行国际测试赛（训
练周），对我省冬奥筹办工作进行全方位实战检
验。河北联通在集团公司和河北省通信管理局
的坚强领导下，根据竞赛项目特点，结合赛事运
行安排，正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地做好通信保障
工作，力争在这场“模拟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董薇、回松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