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本版责编 杨莉 设计 鲍丽萍 校对 彭师德 耿海燕
2022年2月8日 星期二

本报讯（记者 鹿杨）2月 5日晚，在
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短道速
滑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
夺得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枚金牌。当
全场观众为中国奥运健儿们欢呼时，首
都体育馆内的智能化系统正在为这座
场馆默默保驾护航。

首都体育馆初建于 1968 年，是国
内首座人工室内冰场。54 岁的“老将”
重新“挂帅出征”，能否承担好举办冬
奥赛事的重任？2018 年，中建安装参
建的首都体育馆改扩建工程正式开
工，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通过建设遍
布整个园区的各种末端点位，为安防

系统、能耗监管等各种系统收集信息
数据，重新赋予这座老场馆年轻灵敏
的“触感”，大幅提升了场馆的信息感
知力。

走进首都体育馆，可以看到分布在
屋顶四角的全景式摄像机，它们正在
360度无死角地守护着这座场馆。在场

馆外，也能看到全景式摄像机的身影，
它可以通过智能分析实现对比赛现场
的安全把控，为赛场提供全方位、立体
式的监督守护。“室内 4台全景式摄像机
由 8台固定摄像机和 1台球型摄像机组
成；室外 7台全景式摄像机由 4 台固定
摄像机和 1 台球型摄像机组成。”中建

电子首都体育馆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李
贵锋介绍。与此同时，首都体育馆的
电子巡更系统也全面升级，可以对各处
安保人员的巡更路线、巡更时间进行实
时查询监督，构建人防、技防互补的监
管体系。

在场馆的各配电室等关键位置，

入侵报警探测器也在时刻待命 ，可
在有紧急状况出现的第一时间 ，通
过远程实现设防撤防功能。李贵锋
举例说：“首都体育馆的残疾人卫生
间内也 配 有 紧 急 求 助 按 钮 ，残 疾
人 如 有 需 要 可 以 按 动 按 钮 发 出
报警。”

见证中国队冬奥首金

智能化系统全方位守护首都体育馆

2 月 4 日晚精彩绝伦的冬奥开幕
式，依然令人回味、赞叹。这场堪称完
美的开幕式背后，凝结着无数人的心
血和付出。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国资公
司、北控集团、北京电控、北京地铁、北
京公交、京能集团、首发集团等在内的
10 多家市属国企的全力保障。大到

“鸟巢”场馆和主火炬台，小到志愿者
的“数字胸牌”，从交通运输出行，再到
供电供水供热，他们各展其能为冬奥
开幕保驾护航。

夜色下“鸟巢”景观照明璀璨绚
丽，令人难忘；场馆内扩声系统同样出
色，语言清晰度达到国家级演出场馆
的要求；90块中小电子屏环绕看台区
域，为观众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观演效
果……开幕式举办地国家体育场“鸟
巢”隶属于北京国资公司，2020年 4月

“鸟巢”启动景观照明系统、场馆扩声
系统、观众服务设施系统、空调和热力
系统、无障碍设施系统等多达 37项改
造，让“鸟巢”开启了节能低碳、智慧化
服务的全新模式，为开幕式成功举行
奠定坚实基础。

音乐光影流转之间，橄榄枝环绕
的巨型“雪花”形主火炬台破空而出。
主火炬台直径达14.89米，由96块小雪
花形态和 6块橄榄枝形态的LED双面

屏创意组成，嵌有 55 万余颗 LED 灯
珠，每一颗灯珠都由驱动芯片的单一
信道独立控制。蕴含高科技的巨型

“雪花”形主火炬台，来自北京电控旗
下的京东方。据介绍，京东方核心研
发团队通过 500多张设计图纸和近 10
轮的制样，研发出目前行业内发光面
最窄的单像素可控异形显示产品，充
分呈现雪花的线条感和细腻的画面显
示效果，成功将导演组“钻石般璀璨闪
耀”的艺术创意变为现实。

3.7寸的电子墨水显示屏，内嵌京
东方自研人工智能算法，通过专属
APP 软件就能自由进行图文内容组
合编辑，实现海量快速刷新——这是
京东方为本届赛事专门定制的志愿
者数字胸牌，通过手机 NFC 功能，从
制卡、刷卡到拿卡仅需要 10 秒。胸
牌单个重量仅 35 克，还可重复回收
使用，这款科技感满满的数字胸牌，
是此类数字化应用首次亮相世界级
冰雪盛会。

作为北京这座超大城市正常运行
的保障者，在冬奥开幕式的关键时刻，
市属国企更是义无反顾再显担当。2
月4日，北控集团旗下北京燃气的保障
人员进入 24小时值守备勤状态，提前
对国家体育场周边的燃气设施再次进

行两轮次的排查，巡检燃气管线 128.8
公里，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状
态”为开幕式护航。京能集团北京热
力也有近百名专业人员在各场馆周边
封闭值守，每天出动 300余人次，不间
断对涉奥场所及周边 1公里范围内供
热设备设施进行动态巡视巡查。北京
自来水集团在国家体育场附近设置临
时指挥部和 1支保障分队，并设置 2个
临近支援点，确保周边供水管网运行
正常。

交通出行保障中，北京地铁公司
在国家体育场周边的5号线、8号线、10
号线、15号线加大保障力度，出动车站
工作人员 1200余人，加大重点车站客
流引导力度，确保车站客流安全有
序 。 北 京 公 交 集 团 北 京 赛 区 的 约
1200 名巴士团队成员，也在全力保障
运动员、媒体工作者等在闭环内的交
通出行。

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所辖京礼
高速承担着前期在延庆赛区闭环管理
的运动员、随队官员、媒体记者等近千
人参加冬奥会开幕式的转场运输保障
任务。开幕式当天，首发集团全体管
理人员下沉至各收费站区现场保障，
在确保“零接触”前提下，保障冬奥人
员转场运输车队顺利通行。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昨天，首钢
滑雪大跳台迎来首个北京冬奥会比赛
日和第一批冬奥观众，自由式滑雪大
跳台女子和男子的资格赛分别于上午
和下午进行。现场看到谷爱凌北京冬
奥会比赛首秀，来自门头沟区的观众
刘美麟直呼“太过瘾了”。

“早上 7点起来就直奔首钢园，到
达滑雪大跳台场馆后，终于见到了
谷爱凌，虽然是几十米开外。比赛
开始，她第一跳 89 分，比较轻松，给
现场观众扮起了鬼脸，很是可爱。
第二跳有点失误，但她依旧笑着面
对观众打招呼；第三跳她顶住了压
力，稳稳落地。”刘美麟说，“现场看
选手俯冲起落、翻腾旋转，速度、力

度、高度、角度完美结合，太刺激太
过瘾了！今天中国队出场的还有带
伤上阵的 18 岁的杨硕瑞，两个姑娘
都很赞。”

为了给观众提供良好的观赛体
验，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与首钢工学院
的 124名赛事服务志愿者提前一天准
备好了各类运行物资，仔细检查工作
区域的服务设施运行状态、提前排除
安全隐患。当天，他们在赛前 3 小时
到达场馆开始准备工作，为观众提供
检票验票、通行控制、客流引导、信息
咨询、失物招领、暖棚管理等服务，创
造安全有序、专业便利、友好祥和的观
赛环境和体验。

“欢迎来到首钢滑雪大跳台”“过

年好，祝您观赛愉快”“请领取您的观
赛物资”……伴随赛事服务志愿者们
的热情问候，观众一进入场馆就会收
到一面“冰墩墩”手摇旗。如果见到观
众冻得直跺脚，志愿者还会引导观众
前往观众取暖棚，这里贴着志愿者们
自制的窗花福字和 15 个运动项目的
冰墩墩造型，观众在这里可以取暖、观
赏、拍照，小小的暖棚既温馨又充满冬
奥年特有的年味。

赛事服务领域经理王艺臻介绍，
作为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
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备受关注，团队
每一名志愿者将持续以主人翁精神展
示大跳台场馆的魅力，以耐心、细心、
贴心的服务迎接冬奥客人。

从 2008 年的 8 条地铁线、200 公
里，到2022年的27条地铁线、近800公
里，从奥运支线到冬奥支线，飞速发展
的北京轨道交通不仅承载着亿万人的

“奥运情”“北京梦”，也见证了“双奥之
城”的蝶变。昨天，3位嘉宾做客 2022
北京新闻中心“双奥之城·看典”互动
展示活动直播间，围绕“从北京的地下
路过”主题畅聊北京地铁的发展。

北京地铁与奥运渊源颇深。“2008
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当天，北京时间
4点 38分，奥运支线首班车顺利发出，
开启 45小时不间断运营，运送观众安
全往返比赛场馆。”北京市轨道交通指
挥中心总经理助理、运营数据部部长
孙琦介绍，也是在2008年，轨指中心建
成投入使用，这是当时规模最大、接入
线路最多、集成化水平最高的轨道交
通管理中枢。

14年来，在这个“超级大脑”的助
力下，北京地铁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
量发展，科技创新赋能地铁服务也愈
发显著，比如乘客能明显感受到的，地
铁发车间隔在不断缩短。“现在北京有

10 条线的发车间隔达到或小于 2 分
钟，其中1号线、5号线、9号线、10号线
这 4条线路甚至达到 1分 45秒”，孙琦
解释，这背后就是轨指中心和各个运
输企业不断努力优化行车组织，提升
网络化运输能力的成果，从而缓解客
流持续增长的压力。

2021年底上新的冬奥支线也是科
技赋能地铁的缩影。孙琦介绍，冬奥
支线是一条智慧地铁的示范线路，也
是平安列车产品首次落地运用。孙琦
介绍，平安列车产品的运用能实现几
大功能，一是实时掌握每个车拥挤情
况，并通过手机APP向乘客作出提醒，
二是对车上异常行为准确感知，三是
实时掌握列车满载情况，进行精准化
客运组织。

如果说地铁中的“高科技”看不见
摸不着，那车站文化却是乘客每次坐
地铁都会邂逅感知的。北京市轨道公
司勘察设计总部主任工程师李亚铁介
绍，北京地铁装修及公共艺术设计一
直本着“建城市就是建地铁”的目标，
在保证原有功能需要的基础上强化地

铁的文化载体功能，将北京历史文化
与现代风貌完美结合，彰显北京作为
首善之都的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
风貌。

地铁司机是一个普通而神秘的职
业。“对于安全行车，北京地铁有着非
常苛刻的标准，比如列车晚点5分钟以
上算事故；某个车门未关严列车启动
算事故；红灯动车，算事故，就是不小
心扳错了一个开关，都有可能是事故
……”北京地铁公司地铁 13号线列车
司机廖明却创下安全行车超过 25000
小时，手动驾驶安全行车104万公里无
事故的世界纪录。“安全这条防线只能
坚守，不能退守。”廖明说。

“双奥之城·看典”是 2022北京新
闻中心的一项重要的互动展示活动。
活动自 2 月 1 日起开始持续至 2 月 20
日，每天举办一场直播，邀请多名嘉宾
结合自己工作在北京、生活在北京、学
习在北京的切身经历，讲述在其个人
视角下真实感人的北京故事，阐释北
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和发展成就。

2月5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赛前训练中。
当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赛前训练，备战即将开赛的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首钢滑雪大跳台首批冬奥观众点赞运动员

看谷爱凌首秀“太过瘾了！”

14年，8条线200公里→27条线近800公里

北京地铁见证“双奥之城”蝶变
本报记者 任珊

从“鸟巢”场馆到主火炬台 从交通保障到供电供水供热

10多家市属国企护航冬奥开幕式
本报记者 孙杰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日前，国
家大剧院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国
银行主办，结合 8K超高清技术，在歌
剧院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进
行了8K直播，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
公众的8K超高清剧院直播。

当晚，在保证安全防疫的前提
下，由国家大剧院通过“公益座”活
动邀请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以
及社区居民、社会各界职工代表等
近千人，率先体验了 8K 超高清直播
技术。

本次直播采用国内第一家面向
终端用户的 8K超高清电视频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 8K试验频
道作为信号源，运用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 AVS3 编码技术，打通北京广播
电视台到国家大剧院的传输路径，通
过 25000流明 8K激光投影机和 8K音

频解嵌设备，实现高质量8K电视节目
的传输与展示。

记者了解到，除北京2022年冬奥
会开幕式在剧院进行 8K超高清直播
外，“艺术+体育+科技”的氛围还将在
国家大剧院延续至冬残奥会闭幕。

“科技冬奥”8K电视示范点已于春节
前在国家大剧院落地，剧院推出的

“科技冬奥 乐动北京”系列8K直播展
播活动从除夕起将持续至 3月 13日，
服务冬奥国际文化交流。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电子处
四级调研员朱江介绍，从 2021 年初，
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签署了《8K超高清音视频产业的战
略合作协议》，协议提出力争在冬奥
会期间，实现8K赛事的直播。在此基
础上，北京市积极部署城市级8K转播
体系。朱江告诉记者，北京市率先在

北京电视台开通全国首个省级 8K电
视频道，并积极支持歌华有线、中国
移动北京分公司，共同在北京市铺设
能够传输8K视频数据流的网络体系，
并组织北京相关企业生产 8K 的 LED
大屏和 8K 电视机。目前，全市共布
置 20 块 8K 超高清大屏和 200 台大
尺寸 8K 电视机，覆盖社区、高校、场
馆等多种类场所，向社会群众免费
提供8K信号。

开幕式当晚，北京市16个区共布
置了 20 块大屏、200 台电视机，并在
170个社区、10所高校、10个比赛场馆
设有观看点位。通过此次在全市范
围内超高清显示技术的布局落地，首
次实现了大范围超高清赛事直播，是
国际冰雪赛事的首次8K亮相，让广大
人民群众“零距离”体验 8K显示带来
的震撼视觉体验。

北京市积极构建城市级8K转播体系 布置20块高清大屏200台电视机

全球首次8K超高清剧院直播冬奥会开幕式

冬奥会开幕式上，蕴含高科技的巨型“雪花”形主火炬台，充分呈现雪花的线条感和细腻的画面显示效果。记者 方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