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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为残疾人运动发展增添力量
谭涵文

“没有完全相同的滑雪架”

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的中国代表团旗手杨洪琼在
赛场大放异彩，接连获得冬残奥越野滑雪女子坐姿组
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 3 个项目的金牌。赛后，杨
洪琼第一时间向一支研发团队道谢，说研发团队为保
障她在赛场上发挥，作出很大贡献。

这支让杨洪琼如此感激的研发团队，是“冬残奥运
动员运动表现提升的关键技术”项目下的一支科研团
队，杨洪琼在比赛中使用的滑雪架正是由他们研发。
冬残奥越野滑雪坐姿比赛要求选手使用带滑雪架的双
板，在包括上坡、下坡和起伏路段的比赛线路中进行
比赛。路况复杂，对滑雪架提出了高要求。“滑雪架合
适与否会影响发力，进而影响选手最终成绩。”清华大
学智能与生物机械研究室主任、“冬残奥运动员运动表
现提升的关键技术”项目负责人季林红说。

国外较早开始滑雪架的研发与生产。以美国为
例，本国运动员早就用上由碳纤维制成的滑雪架，材
质较轻，更有利于运动员发挥。直到2018年，中国相
关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许多运动员要去国外定制滑雪
架，既不方便，也阻碍运动员发挥潜能。家门口的冬
残奥会，不能再让运动员受科技因素掣肘，季林红带
领团队承担起滑雪架的研发任务。

滑雪架看着结构简单，制作起来并不容易。运动
员体重、腿长、发力习惯不同，因此每一个滑雪架材
质、焊接、尺寸都不一样。“没有完全相同的滑雪架。”
季林红说。

研发团队先仔细分析杨洪琼的身高体重、肌肉情
况，并进行量化评估，根据她现有装备，制作出一款
理论上最适合她的滑雪架。杨洪琼试了试，说出自己
感受：滑雪架确实不错，可有些时候还是感觉发不上
力。不只她一人，其他运动员也有同样反馈。该怎么
调整？研发团队犯了难。

“调整滑雪架只能根据运动员的实际感受，一点一
点摸索进行微调。”季林红说，这个迭代过程十分漫

长。甚至在比赛前夕，研发团队还应运动员请求，连
夜制作一副新的滑雪架，以确保运动员在比赛中万无
一失。“夺得一金两银的毛忠武的滑雪架，我们就尝试
了七八个版本。”季林红说，他们制作的每一副滑雪架
都历经千锤百炼。杨洪琼赛后说，滑雪架好似她的腿脚
一般，让她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实力。

季林红说，未来要把运动员的运动规律总结出
来，制作更多残疾人运动员训练、比赛用的国产器
械，为残疾人运动员定制更合适的比赛、训练方案，
服务残障人士冰雪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冬残奥村成为‘智慧村’”

“中国的冬残奥村是历届冬残奥会最‘智慧’的冬残
奥村。”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焦
舰对记者说。当运动员入住北京冬残奥村时，会收到
一本运动员手册，扫描最后一页的二维码下载 APP，
整个冬残奥村无障碍卫生间、坡道、盲道、电梯等无
障碍设施信息便呈现在屏幕之上，让运动员一目了然。

这是由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的冬
（残） 奥村无障碍便捷智能管理平台，能为运动员导
航。例如，该 APP 可以推荐最近的无障碍卫生间，
并对满足无障碍要求的路线进行最优计算，提供导航
服务。

该平台还提供人流监测服务。在不侵犯隐私前提
下，对餐厅、核酸检测点、健身房等人员聚集区域进
行实时人流状态统计和预测，运动员可提前在手机查
看目的地人流量，既方便了运动员出行，又避免大规
模聚集。

导航软件早已在生活中广泛应用，可是在占地面
积并不大的冬残奥村中导航，只推荐无障碍路线甚
至能对楼宇中无障碍卫生间进行精准定位，是怎样
做到的？秘密就藏在分布于无障碍卫生间等地的传
感器中。焦舰说，早在冬残奥村建村之初，就本着
为无障碍人士带来便利的想法，除了注重无障碍硬件
设施建设，还尝试实现“软硬结合”，让冬残奥村成为

“智慧村”。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无障碍经理梁晓
东说，只有创造整体的无障碍环境，运动员们才能感
受到全流线的顺畅。

“我们了解到，冬残奥村里不少运动员使用我们
的 APP，一致反馈很实用。”焦舰说，“不少运动员表
示，他们经常用这个 APP看实时就餐人数，实现了错
峰吃饭，节省了时间。”

“平台研发全过程都有无障碍人士参与。”焦舰说，
“立项之初，我们进行广泛调研，了解无障碍人士的迫
切需求并进行技术攻关；平台上线前的最后测试阶
段，还邀请几十名无障碍人士深入体验，得到他们一
致好评后，心里石头才落地。”

焦舰说，冬残奥村为中国无障碍城市、无障碍社
区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好样板，研发团队后续会进行总
结，尝试将建设冬残奥村的成功经验推广，打造越来
越多数字化无障碍社区，“让冬残奥村的‘智慧’惠及更
多无障碍人士。”

“小设备提供大帮助”

冬残奥会举办期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作为奥运
保障机场，是涉残奥人员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涉残
奥人员中，视障人员比例不小，登机难度最大。如何
让他们在机场内安全自主来回？中国民航总局第二研
究所科研中心主任何东林带领团队研发出机场航站楼
高精度定位导航设备。

设备外形如同颈椎按摩仪，视障人士戴上它在机
场内行走时，前方遇到障碍物，会通过振动方式来提
醒躲避。设备还有导航功能，当视障人士想去登机
口、无障碍卫生间等地方，只需说出目的地，设备会
通过语音、振动等方式进行导航，“需要左拐，设备左
侧振动，右拐则右侧振动。”何东林说。

何东林说，之前视障人士在机场内行走需要手杖
和导盲犬的辅助，经常会受到路过行人的格外关注，
久而久之会对坐飞机产生抵触心理。他们的初衷是用
这样一个小玩意儿，“实实在在帮助无障碍人士，让他

们生活得更有尊严。”
这台小小的设备能否取代导盲犬？“传统蓝牙定位

精度在 2 到 4 米，这台设备在蓝牙的基础上，融合光
学、惯性导航等技术，实现了80厘米左右的亚米级精
准导航，在环境特征明显的特殊室内区域中，可实现
40 厘米左右的精准导航。对障碍物检测范围也更
大，使用该设备出行更安全。”何东林说，“设备上线
前，我们邀请视障人士试戴，他们体验后非常兴奋，
表示这是第一次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自主完成航空出
行流程。”

在研发过程中，研发团队成员曾纷纷蒙上双眼，
戴上设备亲身体验。“当时手心直冒汗，一步也不敢
迈。”何东林说。最后，所有人即使什么都看不见，在
设备帮助下也能到达目的地。“视障人士感觉更敏
锐，如果我们可以，他们一定没问题。”何东林说。

为了帮助各国运动员更好地交流，中国智造拿出
了许多新产品。

冬残奥会时，运动员来自五湖四海，有的国家只
派出几名运动员参赛。传统的翻译产品只支持几个主
流语种，如果面面俱到，研发难度将是之前的几倍。
要不要照顾所有的运动员？科大讯飞的研发团队没有
犹豫。“双屏翻译机在线翻译功能支持中文与 60 种语
言翻译，覆盖全球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科大讯飞人
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刘俊华说。

针对听障人士，科大讯飞研发出讯飞听见，提供
跨语种的语音转文字服务。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听
障人士手持手机等设备，即可实现无障碍交流。“我们
希望通过智能语音、自然语言理解技术，让特殊群体
能平等便捷、有尊严地获取和使用信息。”刘俊华说。

何东林团队还研发出基于 AR 眼镜、骨传导耳机
的辅助产品，未来将继续在可穿戴智能设备研发中发
力，让无障碍产品向小型化、便捷化发展，更好服务
无障碍人士出行。“用小设备提供大帮助。”何东林说。

题图：3月9日，中国选手杨洪琼 （前） 获得北京
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女子短距离 （坐姿） 冠军。图
为杨洪琼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保障运动员发挥、方便残障人士生活——

中国中国智造智造让冬残奥会更温暖让冬残奥会更温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昊昊

不久前，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圆满
闭幕，兑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
中国承诺，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
安全、精彩的残奥盛会。本届冬残奥会
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和奖牌
榜首位，创造了参加冬残奥会以来的最
好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科技对运
动员和涉残奥人员的保驾护航。

运动员在使用冬 （残） 奥村无障碍便捷智能管理平台。
受访企业供图

科大讯飞研发的双屏翻译机，支持中文与60种语言翻译。
受访企业供图

2月28日，工作人员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展示场馆内的无障碍车辆。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北京冬残奥会刚刚成功举办。近年
来，中国有力推动残疾人冰雪运动发展，
冬残奥运动员也由2015年不足50人发展到
现在的近千人。安全、科学、健康地开展
残疾人冰雪运动，离不开中国科技的有力
支撑。

对残障人士而言，运动不仅是康复健
身的“良药”，还是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身
体机能的缺失、科学训练的缺乏、对受伤
的顾虑，使很多残疾人难以参与到体育运
动中，科技进步能一定程度改善这些问
题，帮助残疾人更好进行训练和比赛，为
残疾人在体育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提供
保障。

此前，由于发展起步较晚、残障群体

基数大，中国的无障碍科技并不能与残疾
人的需求相匹配。残疾人运动器械通用性
弱、适配程度低。比如残疾人在单板滑雪
运动中需要的滑雪假肢，过去国内相关研
究几乎处于空白，而国外厂商生产的器械
又不能完美契合中国运动员的身体。中国
残疾人冰雪运动也因受科技因素制约，无
法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前的 5 届冬残奥会
中，中国总共只获得过1枚金牌。

本届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名
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造了参加冬
残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这不仅归功于
运动员们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中国无
障碍科技的进步。比如，国内首款可用
于单板滑雪运动的滑雪假肢、个性化石
墨烯主动加热保暖装置、3D 打印坐姿羽
绒马甲和坐姿防风防滑羽绒裤等运动装
备，在本届冬残奥会纷纷亮相。新装备的

研发与普及，不仅助力运动员发挥潜能，
也将带动更多残障人士投身冰雪运动。

冬残奥会虽然结束了，但残疾人运动
事业发展脚步不会停下。冬残奥会的科技
成果应惠及更多残障人士，带动残疾人更
深入参与体育活动。不论冬残奥赛场上残
疾人运动辅具的创新，还是打造数字化冬
残奥村的经验，如果脱离广大残疾人群
体，就无法进一步体现其价值。提升数字

平台易用性、降低定制化运动装备的成
本、建设更多适宜残障人士参与运动的场
所，也是北京冬残奥会之后的一个新课题。

无障碍科技智能领域的高水平创新成
果，是一笔有温度的奥运遗产，将温暖更
多的特殊需求群体，推动残障人士运动可
持续发展，让残疾人在科技助力下，勇敢
开拓生命的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