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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丹玮 胡 宁

2 月 13 日，北京迎来虎年“第一场雪”。

当市区居民享受雪景之美时，天气状况也

引发了人们关注：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是

否还能按原计划举行？

冬奥会中，雪上项目占约七成，这类比

赛易受能见度、雪温、雪量、气温、风速等气

象条件要素影响。北京冬奥组委官方信息

显示，原定于 13 日举行的自由式滑雪坡面

障碍技巧女子及男子的资格赛和决赛、自

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资格赛等比赛均推

迟举行。

在冬奥会历史上，因受天气影响推迟、

取消比赛的情况并不罕见。据有关资料梳

理，此前的 23 届冬奥会中，只有 4 届冬奥会

没有因天气原因推迟或取消过比赛。

此次冬奥会正式开赛之前，冬奥组委

就已经进行了各类准备。据北京冬奥组委

副主席杨树安介绍，组委会提前做好了各

类应急预案，并已针对各赛场的具体情况，

专门组织了清扫团队，及时清除赛道上的

浮雪。

杨树安说，2 月 12 日早上 5 点，工作人

员就已经到赛道上清理浮雪，但是雪下得

太大太急，不满足能见度的要求。因此为确

保运动员的安全，比赛延迟举行。

在下一个比赛日开始之前，工作人员

仍然需要清扫赛道上的浮雪，组委会已经

“确保足够的力量”完成这项工作。

雪，同样飘洒在距离北京 200 多公里

外的河北张家口。

望着窗外洋洋洒洒的雪花，张家口气

象台台长黄山江感叹，这场雪，如约而至。

几天前，张家口气象台就给冬奥组委

和相关部门作出了预报，云顶场馆群也提

前启动了应急预案。

特殊天气会对赛事产生影响，但是气

象预报员会努力从中寻找“窗口期”。黄山

江以跳台滑雪为例解释赛时“窗口期”的测

算。该项目对风速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当

风速超过每秒 4 米的风险阈值时，不仅影

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甚至还会影响安全。

气象预报员需精准找到风速小于每秒 4 米

的“窗口期”，供奥组委对比赛时间进行优

化和调整。

2 月 13 日，谷爱凌在张家口赛区的“首

秀”因天气原因推迟。据张家口气象台台长

黄山江研判，2 月 14 日将基本以多云天气

为主，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比赛应该

能够正常举行。

北京冬奥会是在大陆性季风气候带举

办，这在冬奥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

意味着，过往冬奥的气象预报经验，无法直

接复制。尤其，山地气象预报向来是国际公

认的难题。

“一天变四季”“十里不同天”，黄山江

介绍，张家口赛区复杂的地形地貌形成了

显著的局地小气候特征，海拔落差每 100
米，气象环境就有很大差异，精准、精细预

报的难度极大。

如今，气象部门已在张家口冬奥赛事

核心区及周边地区建成包括 160 多个各类

自动气象站和 10 多部雷达的“三维、秒级、

多要素”立体气象观测网，这成为历届冬奥

会最完备的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历经 6 年

多的技术钻研和模式研发，张家口冬奥崇

礼 预 报 团 队 目 前 已 能 够 实 现 复 杂 地 形 下

100 米分辨率、逐 10 分钟快速更新的冬奥

关键气象要素预报。

除冬奥赛场的气象预报外，黄山江还

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享了场外服务的

“战绩”：2 月 3 日，冬奥火炬在张家口地区

传递，气象预报团队在传递时段对 5 个点

位 的 天 气 预 报 ， 逐 小 时 温 度 误 差 仅

1.4℃，风速预报准确率则达 82.5%；2 月

4 日，张家口大境门举办文体演出活动，

团队预报当天风大气温低，风寒效应明显，

提醒相关部门为临时搭建物提前做好安全

加固。最终，实况与预报吻合，逐小时温度

预报误差不到 1℃，风向完全一致，平均风

速基本正确。

每一阵风、一场雪的背后，都是一群人

的坚守。90 后张家口气象台气象预报员黄

若男就是其中一员。

因为工作需要，黄若男的爱人，和她同

单位的石文伯被抽调至崇礼云顶，而她则

继续留在闭环外的工作岗位上。除夕前后，

黄若男忙于火炬接力点位的气象预报准备

工作，石文伯也在为赛区赛时天气预报而

忙碌，几乎处于随时待命状态的他们，仅匆

匆打了个视频电话给对方送上新年祝福。

“ 能 够 为 冬 奥 出 份 力 ，我 俩 都 挺 骄 傲

的。”黄若男说，等爱人从闭环里出来，已是

春暖花开的时节，“到时候，我们要一起大

吃一顿，去看看彼此的父母，把缺席的节日

都给补上”。

冬奥会赛场上
“追”风雪的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虽然总让观众提心吊胆，但不可否认

的是，椭圆形赛道上种种戏剧性瞬间，正是

短道速滑的魅力之一。

2 月 13 日，本届冬奥会备受瞩目的短

道速滑男子 500 米半决赛中，韩国选手黄

大宪再次因“违规超越造成接触”被判罚犯

规，受其影响的加拿大选手史蒂文·杜博伊

斯被判进 A 组决赛。黄大宪身后、极具夺金

潜力的中国选手武大靖躲过了黄大宪滑出

场时扬起的冰刀，但被哈萨克斯坦选手阿

布扎勒·阿日加利耶夫赶超，无缘奖牌。

瞬息万变的赛场离不开公正的裁决，本

届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中，毫不含糊的判罚

是新亮点。此次判罚之前，还有两次在国内

外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讨论的判罚，出现在

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米比赛。先是半决

赛第一组中位列第一的黄大宪因被判犯规

失去比赛资格，后是决赛中率先冲线的匈

牙利选手刘少林因黄牌被取消成绩。

比赛后，两队向国际滑联提出申诉，而

国际滑联在随后发布的公开声明中驳回了

申诉，指出二人被判罚的原因，即黄大宪由

于“违规超越造成接触”犯规，而刘少林因

“ 在 直 道 阶 段 由 内 至 外 变 道 造 成 接 触 ”和

“在终点时用手臂阻挡”收到黄牌。

作出这些决定的是此次北京冬奥会短

道速滑的裁判长彼得·沃斯，直播镜头里那

个在赛场中央戴着耳机的白发老头。

在短道速滑比赛时，裁判肩负着很大

压力。短道速滑每圈只有 111.12 米，没有划

分赛道，犯规行为常发生在拼抢超越时。运

动员想要获得胜利不仅需要速度，更需要

策略，比赛中甚至出现过运动员采用故意

犯规打破阻拦、帮助队友的情况。

裁判的犯规裁决常常影响着奖牌花落

谁家。荷兰短道速滑名将舒尔特在自己的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写 道 ：“ 短 道 比 赛 有 三 条 规

则：不要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不要摔倒（我

们没做到），不要犯规。”

66 岁的彼得·沃斯已经在三届冬奥会

短道速滑项目执法，并且在北京冬奥会前

的四站世界杯中负责男子项目的裁判。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严格的判罚

标准也曾引起不少争议。平昌冬奥会 6 项

短 道 速 滑 男 子 和 女 子 个 人 项 目 中 出 现 了

47 次处罚，其中中国短道队在受到 9 次犯

规处罚，部分中国观众也质疑过韩国队自

身的主场优势和裁判的公正性。

当时，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结果是争

议焦点之一。第二和第三个冲过终点的中

国队和加拿大队均被判犯规，不少国内外

短道退役运动员、业内人士对判罚标准提

出质疑。中国队提出申诉后，国际滑联以未

在 30 分钟之内提交申诉为由将其驳回，并

罕见地公布了被判犯规的照片图解，图片

显示判罚理由是范可新在最后一棒交接时

的“横切”。

尽管如此，因为裁判做出判罚后无需

向教练和运动员解释、此前对各类阻碍行

为的判罚标准不够明确，平昌冬奥会后，对

判罚的质疑声仍旧存在，各方纷纷呼吁判

罚标准清晰化。加拿大短道速滑名将、国际

滑联短道速滑技术委员会代表兰伯特在赛

后对奥组委信息服务部表示，“目前短道速

滑评判的依据太过单一，只简单地以是否

产生阻碍现象来做判罚，而没有着重分析

产生阻碍现象的原因。”

也正是这些争议推动了短道速滑比赛

规则的细化与完善。平昌冬奥会后，国际滑

联制定了判罚代码，国际滑联规则手册两

年修订一次，其中对不同区域的判罚情况

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今年的北京奥运会，我国短道速滑名

将 王 濛 也 在 解 说 比 赛 中 介 绍 ，“2018 年 平

昌冬奥会以后，国际滑联修订了试行的判

罚代码，2018 至 2020 赛季都是用这个修订

手册，两年以后，也就是在 2020 年的时候，

又有一次体集体会议。各个代表团关于这

个判罚代码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国际滑联

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在裁判研讨会上进

行学习讨论，开始进行了另一版修订。”

王濛认为，判罚手册使得短道速滑更

加公平，“大家看到的判罚都有判罚代码，

就很清楚这个判罚的原因。”

不断提升的视频技术也为裁判给予了

更好的支持。此次短道速滑赛场使用的摄

影系统“飞猫”，由 40 台 4K 超高清摄影

机阵列加上 3 台 8KVR 摄像头组成，能够

实现对比赛 360 度无死角拍摄，大大提升

了 比 赛 透 明 度 。 此 次 北 京 冬 奥 会 中 ， 彼

得·沃斯在比赛结果宣布前常和视频裁判

反复讨论，此次国际滑联针对韩国和匈牙

利队申诉的声明中，也提到了视频裁判的

再次确认。

也有网友担心，严格判罚会对比赛的

对抗性产生影响，“感觉成了运气取胜，不

再需要顶尖的实力”。但严格判罚是运动员

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例如，北京冬奥会上

严抓直道末端超越，直道末端是直道和弯

道的衔接处，俗称“入弯道”，如果在此区域

没有完成超越，而是并列，就会被判罚，因

为从此进入弯道后若继续从内侧超越，一

旦发生接触，受伤概率非常高。

另一方面，为了不让规则过度束缚运

动员发挥，规则设定时注意到了不同情况

的灵活处理。以北京冬奥会新增的、网友口

中“卡出了多少意外”的蓝线为例，规则考

虑到了蓝线在不同情况下的参考作用。

蓝线连接上一个弯道的最后一个标志

块和下一个弯道的第一个标志块，辅助着

直道内的判罚。蓝线并非不能跨越，如果两

名运动员并驾齐驱，且内侧运动员在蓝线

内，内侧运动员要避让外侧运动员，如果发

生碰撞或挤压，判罚内侧运动员犯规。当两

名运动员并驾齐驱且都在蓝线外的时候，

外侧的运动员要给内侧的运动员留出足够

空间，不能将里面的运动员挤到蓝线以内，

刘少林在终点处的判罚原因就在于此。

此 次 冬 奥 会 短 道 速 滑 男 子 1000 米 比

赛 后，中 国 网 友 纷 纷 夸 赞 彼 得“ 这 裁 判 能

处”，而韩国网友因为两名本国“大将”被罚

下，对彼得骂声一片，有人将他和“臭名昭

著”的詹姆斯·休伊什放在一起。休伊什在

2002 年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500 米决赛

时判韩国选手金东成犯规，使后者被取消

了资格。赛后，韩国大量抗议比赛结果的电

子邮件使国际奥委会的服务器崩溃，击败

金东成的美国选手大野则收到了数千封指

控信，其中许多包含死亡威胁。

实际上，在裁判眼中，站在起跑线上的

那一刻，所有运动员都是平等的。短道速滑

名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组

比赛副裁判长杨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裁判员在判罚时说的是号码，而不是哪个

国 家 。“ 不 能 去 关 注 运 动 员 是 哪 一 国 的 选

手，我们的眼里面只有他的号码。熟悉短道

速滑项目的观众都知道，运动员头盔上有

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为裁判准备的，在我

们判罚和确定晋级时，一定要先说头盔号

码，不会说哪个国家犯规。”

即使裁判在主观上完全中立，客观上

也难免发生疏漏。规则只能帮助我们无限

逼近公正，而真正能填补人心间缝隙的，是

对比赛和对手的尊重。平昌奥运会上，一位

因争议性犯规被取消资格的加拿大短道速

滑选手曾说，“虽然我很困惑，但这是成为

一名滑冰选手必须接受的”。

今年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

碍技巧比赛后，裁判长伊兹塔克·苏马蒂奇

承认，当时没有发现金牌获得者加拿大选

手的一个失误，而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分数

就紧跟其后。当有些人为苏翊鸣错失本应

获得的金牌惋惜时，苏翊鸣和教练通过公

开信表示，希望公众停止批评裁判，“滑雪

文化是大家一起创造的，在这个圈子里活

跃的都是一家人。人们有时候会犯错，这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

遗憾是体育竞技的常态，而当奥运火

炬燃起，运动员们超越输赢的共识是，为和

平和友谊而战。

短道速滑，一裁定乾坤？

□ 黄 帅

日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
比赛上，中国选手闫文港以 4 分 01 秒
77 的总成绩斩获铜牌。这是中国选手
在冬奥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钢架雪车奖
牌，实现了我们在这一项目上的“零的
突破”。

在奥运会赛场上，金牌得主无疑是
众人瞩目的中心。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
能一举拿下金牌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基
本功，也需要最好的临场状态。我们当然
要为金牌得主点赞，但登上领奖台的，还
有银牌和铜牌得主，他们的表现同样精
彩，同样值得称赞。

尤其是在钢架雪车这类中国队比较
薄弱的项目上，能获得铜牌，其实就已经
是“成功的一大步”，的确可喜可贺。有人
戏称钢架雪车这个项目为“肉包铁”：运
动员在比赛中，需要紧紧趴在雪车上，然
后从落差超百米的覆冰赛道俯冲而下，
最高时速超过 130 公里，稍有不慎，就会
受伤。

在比赛现场是这样，在日常训练中，
同样如此，参加这一项目的健儿，难免会
有负伤经历。观众能看到的是运动员的
精彩表现，看不到的是他们的艰苦付出
和日复一日的训练，而后者正是他们能
走上冬奥赛场的必由之路。

当然，除了超强的决心，吃苦耐劳的
意志，中国队能在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
斩获铜牌，也得益于科学的训练方法与
科技力量。在站上领奖台后，闫文港也
不忘感谢国家和团队创造的优越训练条
件和训练环境。据报道，在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的“冰屋”，从夏天到冬天都可
以训练赛道出发，帮助运动员完善出发
阶段的各项技术动作细节。数字摄像头、
风洞等先进设备，也为运动员掌握技术
要领助力。

我们在钢架雪车项目上“零的突
破”，看似是一小步，其实是“成功的一大
步”。对中国队来说，夺取金牌，固然是参
加比赛的重要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无
论是在一些不具备优势的项目上获得铜
牌，还是没有获得奖牌，只是分数排名上
有所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成绩。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些我们
擅长的项目，也是前辈经验积累的结果，
也需要逐步由弱变强的过程。所有的金牌，
都离不开长期艰辛的努力，建立在之前获
得银牌、铜牌的基础上。我们要看到胜利背
后的付出，要理解成功之前的积累，即便一
时没有获得最好的成绩，也不必陷入悲观
与抱怨，而要振作精神、重新再来。

本届冬奥会，中国队共有 35 个小项
系首次参赛，这其中不乏我们不具备优
势的项目。参赛运动员只要努力拼搏、公
平竞争，就应该赢得人们的尊敬。每个国
家的队伍实力有差距，同一支队伍里的
选手水平也不尽相同。只要运动员聚集
在“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格言下，不断追求自我超越，努力在
比赛中展现最好状态，就能享受到冬奥
会的激情与快乐。

金牌并非唯一目标，
“零的突破”也是成功一大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龙龙 姜 宁

2 月 11 日晚上，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

蒋量坐在电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北京冬

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第四轮比赛。回忆起那

一刻，他说，内心紧张，一直搓着双手，

手心里全是汗。

第一位出场的中国选手殷正，滑出了

1 分 0 秒 28 的 成 绩 ， 刷 新 了 赛 道 出 发 纪

录，四轮总成 绩 排 名 第 五 。 第 二 位 出 场

的 中 国 选 手 闫 文 港 滑 出 了 1 分 0 秒 15 的

成 绩 ， 四 轮 总 成 绩 排 名第三，拿到了中

国选手在冬奥会历史上的首枚雪车雪橇项

目奖牌。

“既为中国运动员感到自豪，又感慨

团 队 的 努 力 有 了 回 报 。” 蒋 量 告 诉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

蒋 量 如 此 关 心 钢 架 雪 车 的 比 赛 ， 是

因 为 他 所 在 科 研 团 队 构 建 的 冬 季 项 目 智

能 训 练 管 理 系 统 ， 已 经 应 用 到 中 国 钢 架

雪 车 项 目 的 日 常 训 练 中 ， 实 现 了 赛 道 全

程 的 运 动 参 数 监 测 、 出 发 段 的 三 维 姿 态

和 推 橇 加 速 度 监 测 ， 以 及 弯 道 段 的 路 线

监 测 等 ， 对 提 升 运 动 员 的 训 练 水 平 有 重

要作用。

2018 年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宇 航 学 院 霍

波 教 授 团 队 承 担 了 科 技 部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科技冬奥”项目，构建了冬季项目智能

训练管理系统，应用于跳台滑雪、越野滑

雪、速度滑冰、高山滑雪等项目。

2021 年 1 月，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以及中国钢架雪车国家队也联系

了该团队，希望提供科技支撑。

接到任务后，霍波教授和该学院的于

洋副教授马上带领团队到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训练现场，结合教练员的需求，讨论制

定解决方案。

作 为 团 队 一 员 ， 蒋 量 参 与 了 技 术 攻

关。他与孙青、陈雪、黄毅、赵森等团队

其他成员连夜就开始查阅资料，熬了一晚

上，拿出了初步方案。

“最早提出的方案是利用场馆现有设

备 ， 对 运 动 员 进 行 全 程 运 动 学 分 析 。 后

来 对 项 目 有 了 深 入 了 解 ， 发 现 出 发 点 、

弯道段的分析也是队伍迫切需要的。”霍

波 教 授 说 。 随 后 ， 他 们 便 开 始 构 建 运 动

员 出 发 段 、 弯 道 段 、 滑 行 全 程 技 术 分 析

系统。

“在全程赛道标定中，我们举着标定

杆绕赛道全程走了一遍，断断续续花了两

天时间。”蒋量告诉记者，钢架雪车滑行

速度可高达 120-135 公里/小时，过弯道

时的离心加速度可达 4g （4g相当于4倍重
力加速度——记者注），运动员要在这样

的极限条件下进行多年训练，他和同事都

十分钦佩。

系统构建中，他们遇到了诸多难题。

蒋量说，首先是全程场地标定问题。当时

场地还在建，赛道尺寸不完全明确，只能

通 过 自 制 标 定 杆 以 及 手 持 激 光 雷 达 扫 描

仪，对全程场地进行标定。

其次是相机架设、数据同步等问题。

蒋量回忆说，现场环境较狭窄，不便架设

三脚架，团队便因地制宜，将相机通过蟹

钳固定在赛道两侧的围栏上。同时，由于

冰面上走线不可行，只能进入赛道下方进

行线缆布置。

第三是超宽带安装问题。雪车雪橇速

度快，传感器无法固定在运动员身上，他

们便用绑带、胶带等将超宽带传感器安装

在雪车、钢架雪车上。

第四是数据即时可视化问题。最初的

方 案 是 数 据 通 过 设 备 存 储 ， 后 期 进 行 处

理。但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满足训练需求，

团队进一步优化传输方式，实现数据的即

时可视化。

从 2021 年 1 月至 3 月，霍波教授团队

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同时为钢架雪车、雪

车 两 支 国 家 队 进 行 了 67 天 的 科 研 服 务 ，

前后修改分析系统 10 版左右，采集视频

数据大小达到 12T，系统识别及后期修正

图片超过 10 万张。

通过不 断 探 索 ， 团 队 在 全 程 滑 行 技

术 方 面 ， 实 现 了 雪 车 自 动 识 别 、 单 视 图

标 定 、 视 频 拼 接 、全程赛道三维重建等

目标。

在出发段技术方面，实现了运动员三

维运动学分 析 、 深 度 学 习 算 法 人 体 姿 态

识 别 、 基 于 超 宽 带 技 术 的 速 度 和 加 速 度

分 析 、 运 动 员 肌 骨动力学模拟仿真分析

等功能。

在弯道滑行技术方面，实现了运动员

三维运动学分析、雪车自动识别等功能。

这一切 ， 为 中 国 队 能 够 取 得 好 成 绩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霍波教授表示，国外已有雪车雪橇出

发段运动员速度、加速度的分析系统，但

尚未见报道可同时监测全程各分段运动员

人体运动学参数的系统。“我们研发的这

一套设备便携，对场地要求不高，并可提

供准确的三维动作姿态数据”。

这个为冰雪运动技术保驾护航的团队

只有 6 个人，多数还是 90 后。

蒋量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在雪车雪

橇项目应用方面已有一定经验，接下来将

进一步总结经验、升级技术，努力构建完

整的冬季项目智能训练管理系统，持续为

我国的冰雪运动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我们团队正在将竞技体育中

发展的技术向大众体育、医疗康复等领域

积极拓展，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智慧大脑”为冰雪运动保驾护航

2 月 13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工作人员在清扫“精彩冬奥”主题花坛雪花造型上的积雪。当日，北京迎来了虎年的第一场大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左 图 ：2 月 9 日 ，北 京 冬 奥 会 短 道 速 滑 女 子

3000 米接力半决赛。 视觉中国供图

上 图 ：2 月 9 日 ，北 京 冬 奥 会 短 道 速 滑 女 子

1000 米比赛当值主裁彼得·沃斯在执法中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