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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点亮冬奥场馆、低碳完成“水冰转换”、氢燃
料车保障交通、临时设施拆除后仍能重复利用……北京
冬奥会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办
奥”深入人心。

“我们在申办时就承诺，北京冬奥会所产生的碳
排放将全部实现中和。筹办6年多来，我们通过低碳

场馆、低碳能源、低碳交通、低碳办公等措施，
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同时采取林业碳汇、企

业捐赠等碳补偿方式，保障了北京冬奥会碳
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北京冬奥组委总

体策划部部长李森如是说。

环保制冰
示范引领

2 月 10 日晚，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

流光溢彩，速度滑
冰 女 子 5000 米

比 赛 在 这 里
举行。

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
新建的冰上场馆，“冰丝

带”是低碳场馆的典范。
在建设之初，中国团队认

为，“冰丝带”冰面面积近 1.2万
平方米，如使用氟利昂等传统制冰

材料将产生大量能耗。经过各方专家
和团队论证，最终决定使用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冷制冰技术。
北京国家速滑馆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李久林说，如果使用传统制冷剂，同等
用量下的碳排放量是二氧化碳制冷剂的近 4000

倍。采用新的制冰技术，可大大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一年能够节省用电 200 万千瓦时。
自冬奥会开赛以来，“冰丝带”接连诞生新的冬奥

会纪录。“冰丝带”的冰受到各国运动员的好评。
除了“冰丝带”，北京冬奥会场馆首都体育馆、首

体短道速滑训练馆、五棵松冰球训练馆等场馆均使用
了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

“作为冬奥建筑，‘冰丝带’有很强的示范性、引
领性和标志性。我们希望通过其中绿色低碳的理念，
向世界传递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李久林说。

北京冬奥会共利用了 6 个 2008 年奥运会的竞赛和
非竞赛场馆。在国家游泳中心，男子冰壶比赛正在进
行中。不少外国选手表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游
泳场馆，在这里比赛感觉很开心。

从“水立方”变为“冰立方”——创造性的“水
冰转换”同样很低碳。建设团队采用了可转换的钢架
支撑系统和可拆装的制冰系统，在泳池中搭建了临时
冰面，形成4条标准的冰壶赛道，大幅降低了资源消耗
和碳排放。

科技助力
绿电保障

2月10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比赛开始
前，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的场馆媒体中心内一如
既往地来了许多媒体记者。当晚的室外温度接近零下
10摄氏度，媒体中心内却十分暖和，让人片刻忘记了
室外雪场的寒冷。

抬起头，屋顶上黑色电采暖设备散发出的
暖意扑面而来。原来，这些遍布场馆的 3000 余

块“暖宝宝”才是温暖如春的关键。
云顶场馆群内 90%的功能要依靠临时建

筑实现。临时建筑多为箱式房，虽然墙板已
内 含 保 温 层 ， 为 了 实 现 箱 式 房 里 的 绿 色 供

暖 ， 场 馆 还 在 屋 顶 安 装 了 应 用航天新材料和航
天技术的电采暖系列产品，能够实现 97%以上的热
转化率。

靠山而卧，在林海雪原的映衬下，“雪如意”秀美
又不失动感。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赛道不仅颇具中国
古意，更是一条绿色赛道。

赛道的建设中执行绿色雪上运动场馆三星标准，
采用风电、建筑自然采光、加外遮阳设计、利用透气
防渗材料实现水体净化等新技术。

同时，通过地表水收集技术，积雪融化形成的雪
水也被用来重复造雪。

从北京乘高铁一路北上，窗外的风力发电机组常
常引人关注。北京冬奥会100%采取绿色电力，主要来
自于张家口。

“张家口地区可开发的风能储备量非常丰富，达到
4000 万千瓦以上；太阳能的储备量也非常丰富，达到
3000万千瓦以上。”李森说。

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张家口的绿电直接送到
了北京赛区、延庆赛区，为冬奥场馆的“绿色运行”
提供保障。

低碳行动
深入人心

“在延庆赛区，处处都是低碳节能的影子，‘绿色

办奥’的理
念 扎 根 在 我
们心里。”北京
冬奥会延庆场馆
群可持续经理蒋万
杰说。

“延庆赛区从规划
设计、施工建设、运行
管 理 到 赛 后 利 用 的 全 过
程，都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理
念，力争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赛区。”蒋万杰说，“我
们 在 场 馆 里 粘 贴 了 不 少 节 能 提
示 ， 大 家 基 本 上 都 能 做 到 随 手 关
灯、节水节电；每天巡查时，阳面办
公区一到10时就准时把灯关掉。”

场馆空调温度设置在合理区间；餐厅
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废弃纸箱经由消毒后当
作垃圾桶，实现二次利用；走廊里的照明灯在
保证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一般只开一半……在延
庆赛区，这样的环保细节数不胜数。

蒋万杰说，为了减少永久占用林地面积，场馆
观众席、大家庭休息室、媒体工作间等均为临时设
施，“相较于永久设施，临时设施建设成本更低，
赛后也方便拆除、重复利用”。

场馆建设时就地取材，产生了不少石头，
这些石头怎么办？蒋万杰揭晓了答案——重
新利用废石修饰建筑外墙，修筑护坡、排
水沟。据统计，废石使用量达31万余方。

延庆赛区场馆的赛后利用也是一
大亮点。在雪季，这里不仅可以承
办国际顶级赛事，还能为普通滑
雪爱好者提供户外运动体验场
所 ； 春 夏 秋 三 季 ， 这 里 景 色
秀美、空气清新，可以开展
远足、登山等户外健身项
目 ， 是 度 假 休 闲 的 好
去处。

“我们的目标是实
现延庆赛区四季运
营 ， 最 大 限 度 地
提高场馆赛后利
用率。”蒋万
杰说。

北京冬奥会赛事异彩纷呈，点燃全球体育爱好者的激情。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冬季综合性运动会，北京冬奥会的顺利举
办，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力量和中国自信，提振了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是中国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
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继续呈现精彩赛事，期待着中国体育健
儿在赛场上赛出成绩、赛出风采。

——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会长蔡国伟

从 2008 年的 《北京欢迎你》 到 2022 年的 《我们北京见》，
我们以冰雪为媒，共赴冬奥之约。

北京冬奥会赛场上，王濛“沉浸式”激情解说让我身临其
境、热血沸腾。中国运动员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上收
获冬奥会首金，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为中国感到骄傲，坚信
中国一定能够成功办好这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
会，向世界展现大国形象和国际担当。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周月敏

在海外，我们主要通过网络和电视台关注冬奥会。中国运
动员用努力拼搏，向世界展示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

我和我的家人最喜爱的冰雪运动是滑雪。每年冬天初雪过
后，我们一家都要一起去雪场滑雪，每年都会去好几次。有时
候，我还会和儿子女儿一起去爬雪山。我们喜欢和家人一起在

雪地里游玩的感觉。为了迎接冬奥会，米兰华侨中文学校也在
去年冬季组织了线上冰雪运动知识学习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冬
奥会的相关知识。

——意大利米兰华侨中文学校校长陈小微

疫情之下，北京冬奥会能够顺利举办，不仅给全球带来了
一种共克时艰的坚定力量，也让世界看到更加自信从容的中国。

最近，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这主要得
益于“冰墩墩”巧妙的设计和中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冰墩
墩”形象的内核是大熊猫。大熊猫壮实的体格象征冬奥会运动
员健康的体魄，手上的小红心象征着热情。冰外壳既是冰上运
动的象征，也很像高科技的航天服。海内外各界人士都喜欢冬
奥会吉祥物，也是对中国冬奥会承办工作的高度肯定！祝福各
国运动员在冬奥会赛出佳绩、捧回大奖！

——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吴滨江

在全球疫情依然严重的当下，北京冬奥会是一场特别的盛
会，牵动着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心。比赛开始后，我主要通过
澳洲电视频道和网络媒体观看赛事，最关注中澳两国运动员的
赛况。中国运动健儿取得的辉煌战绩，让我深感自豪。

——澳大利亚中澳青年企业家联合会主席陈壬

（本报记者高乔、贾平凡采访整理）

图①：2 月 10 日，张家口赛区
内用于媒体交通保障的氢燃料大巴
正在运行中。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图②：2 月 10 日，位于延庆赛
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速结束
区，两侧建有场馆媒体中心等临时
设施。相比永久设施，临时设施建
设成本更低，方便拆除，并可重复
利用。

本报记者 王美华摄

图③：2月10日，张家口国家越
野滑雪中心，挪威选手特蕾丝·约海
于格在比赛中，旁边电灯的电来自
张家口市张北县的风电机组。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④：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
内，3000余台安装在屋顶的电采暖
设 备 ， 成 为 场 馆 内 的 取 暖 “ 神
器”。图为云顶滑雪公园场馆媒体
中心内的电采暖设备（2月10日摄）。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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