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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冬奥”更高清

北京冬奥会不仅是迄今为止收视率最
高的冬奥会，而且实现了奥运史上首次8K
视频技术直播开幕式和重大赛事转播。在
新技术的支持下，异彩纷呈的赛事传递到
了世界各地。

冬奥会的高收视率和高清转播，离不
开云技术的支撑。北京冬奥会是百年奥运
史上第一届全面“上云”的奥运会。赛事
成绩、组织管理、比赛转播等核心系统
100%跑在阿里云上，成为真正的“云上奥
运”。

所谓奥运核心系统，是指对奥运会组

织运营起到关键作用的数字化信息系统。
它们实现了“上云”，就能更加高效整合资
源，支持赛事运行。

数字科技为奥运带来了更好的体验和
更大的制作空间。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
首席执行官伊阿尼斯·埃克萨科斯在北京冬
奥会期间表示，北京冬奥会赛事时长约
1000 小时，转播内容总生产量达 6000 小
时，首次全程以4K超高清格式转播，部分
重要赛事以8K格式转播——这些内容均通
过云端走向全球。

云上制作和转播需要强大的计算、网
络、存储能力的支撑。据了解，阿里云在
全球拥有超过2800个边缘云节点，每个节
点都具备大数据存储和高带宽处理能力，
可轻松应对流量激增，并确保内容的最佳
传输质量，让全球的奥运工作者可以享受
到高质量的云上远程制作。

“云技术使我们可以不用到现场、不用
到赛事举办国就能够制作内容。”伊阿尼
斯·埃克萨科斯说，跟2018年平昌冬奥会相
比，今年实际来到北京的转播商人数减少了
32%，但是制作的内容大大增加。

“云上冬奥”也意味着绿色低碳。北京
冬奥云数据中心位于阿里在张家口张北的
数据中心内，数据中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
当地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可借助
自然的力量实现降温。每年只有大约15天
需要用到传统的制冷模式，能耗下降
59%。更重要的是，这些基础设施在冬奥
会之后不会拆除，将继续发光发热。

智能物流更安全

北京冬奥会期间，主物流中心承担着
办赛物资的集中存储和各类物资的分拨、
配送等服务保障工作。在这里，多项“黑
科技”的应用让物流配送更快速、更高效。

在物流中心里，“地狼”机器人可识别
地面上的二维码，自动规划路径、自动避
障、自动排队，搬运赛事需要的各类物资。
传统的“人找货”变成了“货找人”，拣货员只
需要在工作台等待运送来的货物，每小时
能完成 250 个订单，比传统方式效率提高
了3倍。

北京冬奥会是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
会开始设立物流委员会以来，首次使用中
国物流服务商的奥运赛事。既要提升物流
配送效率、又要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无人
化、智能化是冬奥会物流保障的鲜明特征。

作为北京冬奥组委物流服务商的京东
物流，在主物流中心引入了智能仓储管理
设施，对高风险物资实行自动化管理及分

拣。同时，京东物流还为北京冬奥会量身
定制了配送管理系统，实现了对主物流中
心和44个冬奥场馆的物资管理、进入场馆
物流车辆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度，将智能
配载、车联网、区块链溯源等供应链技术
应用到冬奥保障中。

据介绍，京东物流在多个冬奥场馆内
投用了14辆室外智能配送设备、3台室内
智能配送设备，进行场馆内的物资配送、
行李搬运等。京东物流机器人硬件研发部
系统负责人邓超介绍，室内智能物流机器
人可以载重 30 公斤—300 公斤的物品，在
场馆内实现无人无接触式的终端配送。

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 3 个赛区的冬
奥村内，京东物流配备了智能无人配送
车，这些车辆可以放6-8件常规行李。配
送车通过 5G 信号传输，提前进行路线规
划，既可以遥控又可以自主行进。同时，
京东物流还投用了 23 套双面智能配送柜，
设置在冬奥闭环内与闭环外的分隔线上，
通过“双面柜”的设计实现了存件、取件
的双向操作，解决了冬奥场馆内“最后一
公里”的无接触配送难题。

智慧票务更高效

北京冬奥会期间，一些比赛场地的当
地居民、冰雪迷、学生及国际友人来到现

场“持票”观赛。其背后，是北京冬奥会
建立的奥运历史上首个数字化票务系统。

北京冬奥会智慧票务系统以云计算和
数字科技为基础，采用云端架构，支持阿
里云全球网络跨区域部署，可容纳千万量
级用户实时在线。同时，奥运智慧票务系统
与云端算力高速连接，能实时传输和智能计
算，支持隔座绘图、自动化配座、智能报表等
多场景的数字化运营，服务效率较传统票务
系统提升5倍。针对10万量级座席，智慧票
务系统30秒即可完成隔排隔座的防疫部署
及自动配座，48小时内实现出票。

在现场服务环节，冬奥智慧票务系统
也做了诸多创新和升级。例如，在传统服
务基础上升级了终端硬件，推出可抵抗零
下40摄氏度低温、12小时以上全赛时周期
不停机运行能力的冬奥智能核验设备，保
证观众1.5秒即可通过票务核验，快速、安
全入场观赛。

国际奥委会电视转播和市场开发部部
长提莫·鲁梅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帮
助北京冬奥会实现了数字驱动下高效、敏
捷、智能的运营管理，这是中国技术助力
奥运盛会实现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据了解，作为国际奥委会官方票务系
统合作伙伴、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票务
服务合作伙伴，大麦推动冬奥会 13 个场
馆、2个仪式活动、232场赛事全面实现票
务数字化运营。北京冬残奥会期间，大麦
也将从票务系统和现场核验等方面提供服
务保障。

大麦冬奥智慧票务项目产技负责人陈
茂强表示，数字技术应用到票务运营体系
后，可以利用预测和模拟等技术手段，有
效解决奥运会票务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长周
期、低效率等问题。未来，数字技术有望
助推各类大型赛事服务及体育公共服务迭
代升级。

在北京冬奥会冰壶赛事场馆国家游泳中心
“冰立方”，一只六足机器人中间两腿“双膝跪
地”，后侧两腿向后蹬起踏板，两只“手”“抱
住”冰壶旋转前进，在前置线前“松手”后用
力一推，冰壶随即滑出，准确击出大本营内

“对手壶”。
这是世界上首款模仿人蹬踏、支撑滑行、

旋转冰壶行为方式的六足冰壶机器人，是在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支持下，由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有限公司组成的六
足冰壶机器人研究团队共同研发的。

据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六足冰壶机器人
科研团队负责人赵越近日介绍，目前机器人已
具备基本投壶、击打能力，准确度较高，还能
在投完壶后“起身”“走”回投掷区——这些

“技能”是基于机器人的视觉和力觉感知能力。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后，轮式冰壶机器人

“诞生”，主要通过轮子驱动前行，与人投掷冰

壶行为有所区别，六足冰壶机器人在模仿人类
投壶行为上迈上新台阶。

冰壶又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是智慧
与技巧的比拼。“我们团队在六足机器人研发
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难度在于大家此前都不
了解冰壶，因此也多次向专业人士请教，得到
了许多有效建议。”赵越说。

目前，六足冰壶机器人尚未能达到团队最
初目标，虽然实现对冰壶运动员系列动作的模
仿，但还不具备决策功能。“我们还将结合人
工智能算法，对机器人进行升级，赋予其决策
功能。”赵越说。

六足冰壶机器人将被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赵越说，机器人可以帮助制冰师了解场馆冰面
情况，助力冰壶场馆设施调试；经过升级，还能
成为冰壶运动员的“陪练”。“机器人在冰壶比赛
间隙也可以进行‘表演’，提高大家对冰壶运动
的兴趣，尤其是提高青少年的科研兴趣。”

2016年，在北京冬奥组委统筹协调下，科
技部会同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河北省等有
关部门和地方制定了“科技冬奥 （2022） 行动
计划”，围绕“零排供能、绿色出行、5G 共
享、智慧观赛、运动科技、清洁环境、安全办
赛、国际合作”等8个方面统筹设计重点任务。

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设立了“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面向北京冬奥会的实际需
求，围绕办赛、参赛、观赛、安全、示范5大
板块部署科研任务。

办赛，主要是围绕场馆建设、气象预报、
智慧出行、火炬研制、开闭幕式、运行指挥、
碳中和等方面部署任务；

参赛，主要是围绕科学训练，在运动员技
能优化、体能训练和训练监测、训练基地建
设、高性能竞赛器材和服装等方面部署任务；

观赛，主要是围绕“5G+8K”、云转播平
台、VR观赛、智能语音服务等方面部署任务；

安全，主要围绕奥运场馆运维管理、设备
运行、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疫情研判和防控
等方面部署任务；

示范，主要是围绕氢能出行、无人驾驶、
100%清洁电力、智能机器人、无障碍服务等新
技术在冬奥会场景中的集成应用。

“科技冬奥”专项安排部署了80个科研项
目，共有 212 项技术在北京冬奥会上落地应
用，为实现北京冬奥的“简约、安全、精彩”
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组织实施“科技冬奥”重
点专项，中国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示范
了一批前沿引领技术，转化了一批绿色低碳技
术，建设了一批示范工程。

“科技冬奥”不仅满足了北京冬奥会筹办
和参赛的重大科技需求，也将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加大对压雪
车、造雪机、滑雪板、冰刀等装备研发投入，
提升了冰雪运动装备自主研发和供给能力，促
进了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体育产业发展；另一
方面，通过推动5G、氢能出行、智能车联网、
100%清洁电力等高新技术在冬奥会中示范应
用，带动 5G 通信、绿色出行、零排供能等产
业发展。

（本报记者 刘 峣整理）

云技术、无人配送、智慧票务……

北京冬奥会
科技范儿足

本报记者 刘 峣

北京冬奥会精彩落
幕，冬残奥会即将亮
相。从办赛、参赛到观
赛等冬奥会全流程，科
技创新的力量融入其
中。科技的助力让冬奥

会更好看、更绿色、更
快速、更安全……除了
满足冬奥会办赛需求，
这些科技成果也将对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212项技术应用于北京冬奥会

冰壶机器人“逐梦”冬奥赛场
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 梁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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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足冰壶机器人。 上海交通大学供图六足冰壶机器人。 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创新推出“智慧冬奥”媒体餐厅。这里的智能化制餐、供餐服务体
系，不仅能提高供餐效率，而且在疫情防控环境下，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避免过多的人员
交互。媒体餐厅在赛时启动24小时运行，提供中餐、西餐、快餐等各类餐饮选择。图为媒体记者
在餐厅内就餐的场景。 新华社记者 贺长山摄

近日，中国科技馆“冬梦飞扬——中国科技馆科技冬奥主题展览”举行。展览设有“冬奥之约”等主题展区，全景展示了北京冬奥
会上应用的创新科技成果。图为一名小男孩在体验模拟越野滑雪。

陈晓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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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媒体餐厅智能小
吃档口。

新华社记者 贺长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