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办 北京成为首个“双奥之城”

项目 冰壶是冬奥会中最年轻的大项

发展 1994年之前，冬奥和夏奥在同一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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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奥会不同，冬奥会对气候和
地理条件的要求更高。因此，冬奥会
创办以来，从未有过在南半球举办的

案例。迄今举办过的 23届冬奥会
中，14次在欧洲举办，6次在北

美洲举办，只有3次在亚
洲举办（日本两

次 、 韩

国一次）。
实际上，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并

非个个都是高纬度，而且举办地只限
定在欧洲中北部、东北亚和北美洲的
12个国家。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冬奥
会已基本采用人工雪，对天然雪的需求
大大降低，但国际奥委会在主办城市的
选择上有严苛的要求，核心气象有一
条：2月份平均气温是否低于0℃。

举办冬奥会次数最多的是美国，
共4次。作为现代奥林匹克发源地的法
国举办过3次冬奥会。瑞士、挪威、意
大利、奥地利、日本、加拿大各举办
过两次。北京冬奥会将是第四次在亚
洲举办冬奥会，因此中国是第三个举
办冬奥会的亚洲

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奥运会历史
上，还从未有过一座城市既办过夏奥
会，又办过冬奥会，北京则是世界上
第一个“双奥之城”。

据《新快报》

冬奥会的历史变迁

从古代到现代，冬季运动在中国
大地上遍地开花。无论在古代，还是
在现代，冬季运动见证和凝练了中华
文明从远古走来的隽永，也将叩开无
限美好的未来。

中国古代冰雪运动的萌芽可以追
溯到远古时期。研究中国体育史的陕
西咸阳师范学院张宝强教授认为，中
国最早记载古代雪上运动的资料，应
该来自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山
海经》。

《山海经》载：“有钉灵之国，其
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蹄善走。”“钉灵
之国”在如今新疆阿勒泰地区，“膝下
有毛”是说先民们穿着一种毛朝外的
长筒皮革鞋子，“马蹄”则可能是指脚
上所穿的滑雪器具。2005年，考古学
者在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的墩德布拉
克发现了描绘人类最早滑雪运动画面
的岩画，其年代可以上溯到距今1万至
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2015年，
来自18个国家的30多位专家对岩画进
一步分析考证，确定阿勒泰地区是

“人类滑雪的起源地”，并在联名发表
的《2015阿勒泰宣言》中进行了确认。

隋唐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西
北等地的一些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已
习惯了在皑皑雪原上快速滑雪。当地
人靠着一种木制的滑雪工具出行。在
高速移动的同时，也能避免坠入雪下
的陷坑。唐代时，北方一个名为“弊
剌”的部落将滑雪工具进一步发展完
善，“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其状似楯
而头高，其下以马皮顺毛衣之，令毛
著雪而滑。如著屧屐，缚之足下……
若下坂走过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
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坂即手持之
而登”，从记录在《文献通考》的文字
可看出，当时的滑雪工具已非常合理
高效。唐代诗人杜荀鹤《送僧赴黄山
沐汤泉兼参禅宗长老》 中的两句诗

“野老祷神鸦噪庙，猎人冲雪鹿惊林”
告诉我们，不单单是生活在北方冰天
雪地里的部落，南方山地里的猎人也
学会了滑雪，在山林间追逐野鹿。

除了在雪上飞驰，人们也逐渐学
会 了 在 冰 上 速
滑。《新唐书·拔
野古传》 中说：

“拔野古……俗嗜
猎射，少耕获，
乘木逐鹿冰上。”
位于今内蒙古境
内 的 这 个 名 为

“拔野古”的部
落，已能够使用
木质滑冰工具，
自如地在冰上狩
猎。《新唐书·回
鹘列传》 的一段

记载也很有意思：
“（木马突厥）俗乘
木马驰冰上,以板藉
足，屈木支腋，蹴辄
百步，势迅激。”“木
马”即冰上的交通工
具，“以板藉足，屈
木支腋”，这滑冰的
姿势与如今接近。

隋唐时期，中国
人的滑雪滑冰活动多
用于狩猎，宋代以后
冰雪运动渐渐向交通运输、民间游戏
等方面发展。

在《梦溪笔谈》中，北宋著名文学
家、科学家沈括记录了一种他在今河北
沧州一带目睹的冰上运输工具——“凌
床”：“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

‘凌床’”，这种冰上交通工具用一块大
木板制成，可坐两三人，一人在前面拉
拽，在北方结冰的湖塘河流上往来穿
梭。元代，一种类似于“狗拉雪橇”的
冰上交通工具也在北方出现。《南村辍
耕录》：“高丽以北名别十八，华言连五
城也……其地极寒，海亦冰，自八月即
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
履平地。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
散囚粮，须用战车，每车以四狗挽
之”，这种“战车”由四条狗牵引，给
囚犯运送粮食。元代的“狗拉雪橇”在
当时并不罕见，已广泛运用于天寒地冻
的北方。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
大都就曾亲眼见过，他在《马可·波罗
游记》中这样写：“（鞑靼人）保持着
祖先的习俗，制作交通工具，没有车
轮，底部平直，而前端翘起呈半弧型，
以狗来拉动，这种结构特别适合在冰上

轻松行驶，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
《大元一统志》中对“狗车”的外形也
有描述：“以木为之，其制轻简，形如
船，长一丈，阔二尺许，以数狗拽之。”

到了明代，“凌床”被沿用下来，并
有所发展。刘若愚《酌中志》中提到，每
年冬天，北京的护城河“至冬冰冻，可拖
床，以木板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前引绳，
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积雪残云，点
缀如画”。“交床”类似于后来的马扎，

“藁荐”则是草垫子。明代皇室贵族视
乘坐冰床为出行方式和娱乐消遣。而
在民间，明代嘉靖年间也出现了一种谋
生手段——城市贫民在冰面上拉拖床，
供富贵者乘坐享乐，赚钱贴补家用。

中国古代冰雪运动文化达到高峰是
在清代。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冰雪运动
开始有了比赛竞技的活动形式，人们越
来越多地在冰雪上享受竞赛带来的乐
趣。19世纪末，欧洲的滑冰运动传入中
国，成为北方人民喜爱的冬季运动项
目。1932 年，现代滑雪运动传入中
国，黑龙江阿城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滑雪
场。新中国成立以后，冬季的体育项目
日益得到普及。 据《新华日报》

冰雪运动从远古走来

2月4日晚，2022北京冬奥会主火
炬在开幕式上正式亮相。场外，在主
火炬点燃后，位于鸟巢和水立方之间
颁奖广场上的火炬台以及位于张家口
和延庆的火炬台也被依次点燃。晶莹
的“雪花”和灵动的“银丝带”相向
旋转，成为此次冬奥会的亮点之一。

据介绍，三个场外火炬台均由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火炬台的造型
在开幕式主火炬的基础上增加了环绕
的“银丝带”以及镜面底盘，以起到
支撑、稳定的作用。将开幕式上的

“大雪花”以中轴固定的方式予以呈
现，总高约11米，底座台面直径约20
米，其中奥林匹克中心区火炬台底座
台面下部增加了一个1.3米高、外直径
21.5米的不锈钢裙边底座。

为了兼顾火炬夜间的动态效果，
团队在“银丝带”、橄榄枝和底座转台

上均随形设置了灯带，并在灯带外层
添加镂空的小雪花格栅以修正光强效
果。整体灯光效果以橄榄枝为核心，

“银丝带”、底盘灯光与之配合，营造
出冬奥运动强烈的速度感、节奏感和
冰雪的圣洁感。机械传动的电机固定
在地面，氢气通过旋转连接器、内部
中空管道进入到火炬，实现了美观与
实用的兼备。

由于火炬台要满足抵御严寒、强风
等不利气候条件的要求，团队根据相关
国家标准、雕塑所在地历史天气数据
等，综合考虑风载、雪压以及自重等因
素，最大限度保留了美学理念，并提高
了橄榄枝支撑点的强度。在材质方面，
团队经过大量的实验，最终选择了易弯
折、高强度、耐腐蚀、耐高温和耐低温
特性的不锈钢材质，并运用了8K抛光
工艺。 据《北京日报》

美观与实用兼具

“大雪花”在“银丝带”上闪耀

位
于
国
家
体
育
场
的
火
炬
台

在北京冬奥会精彩的冰雪运动
中，跳台滑雪是一项融合了速度、力
量和勇气的冬奥极限运动。大自然中
的风是跳台滑雪运动员在训练、比赛
时联系最紧密的伙伴。不同的环境
风，不同的运动速度，不同的身体重
量，不同的飞行姿态，都会产生与之
对应的空气变化规律。

风洞，是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控
制气流，用来模拟飞行器或实体周围
气体的流动情况，是进行空气动力实
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被誉为空
气动力学技术发展的“先行官”。利用
风洞，可以得到运动过程中的受力、
速度、角度和旋转速度等参数。

跳台滑雪运动和风洞科技碰撞出
了绚丽的火花。在跳台滑雪助滑和起
跳过程中，运动员的雪板是在固定的
U形雪道中高速滑下，脚步发力状态
不同，会导致雪板不可避免地剐蹭两
侧雪道，进而导致下滑速度的损失。
通过风洞训练，可在模拟相对风速
下，通过测力平台中的仪器精准测量
运动员的双脚发力及不同动作姿态受
到的摩擦阻力，来综合评估运动员脚
步发力情况和起跳角度，从而改进助
滑和起跳姿势，提高出台速度。

“吊飞”是跳台滑雪中的一项重要
训练。当风洞给定风速，超大“电
扇”开始运转，运动员在安全绳的牵
引下腾空，风洞内渐起的相对气流给
予运动员气动升力。在运动员处于空
气动力和身体重力受力平衡状态时，
运动员可做出跳台滑雪的空中飞行姿

势，并在风洞中可以放心地尝试调整
身体姿态，来体会对于身体平衡性的
影响，有效提升运动员在空中保持最
佳姿态驾驭雪板飞行的平衡能力。

据介绍，除风洞辅助科研训练
外，另一项核心技术——计算流体力
学（CFD），也为跳台滑雪研究提供了
更加有效的助力手段。通过人体姿态
三维扫描技术对队员开展了助滑和飞
行姿态的三维建模，由于是采用计算
机模拟手段，因此可以获得运动员身
体绕流和身体各部位空气压力信息，
通过对不同姿态下人体绕流和受到的
升阻力分析，可辨识影响运动成绩的
主要因素，为国家队优化技术动作提
供了量化参考。 据《科技日报》

跳台滑雪背后的黑科技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2月4日晚，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随着最后
一棒火炬手将火炬放入“雪花”中
央，星光璀璨“雪花”绽放。

熊熊燃烧的火炬背后，哈尔滨工
业大学材料学院苏彦庆教授团队3D打
印技术有效助力了北京冬奥会零碳排
放火炬的研发和制造。

北京冬奥会“飞扬”火炬造型如
丝带飘舞，旋转上升，最终呈现为飞
扬的火焰，饱含着美好的寓意。充满
艺术感的造型进一步压缩了内部空
间，增加了火炬设计、加工和制造难
度。主火炬的“高颜值”需要过硬的
技术支撑，既要展现火炬的轻盈，又
要实现整体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哈
尔滨工业大学及哈特三维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攻关，最终选定用3D打印技术
研制火炬，攻克了火炬在研制过程中
精密成形的难题。

通过对多种3D打印材料进行测试
和优化，苏彦庆教授团队最后成功制
备出完全满足要求的氢火炬及其燃烧
系统，保障了冬奥会主火炬燃烧的可
靠性。

此外，为保证火炬外观质量和燃
烧效果，除要求尺寸精度准确外，还
需要保证3D打印火炬内部的致密度接
近锻态以保证内部燃烧器气密性要求
和火炬表面抛光质量要求。苏彦庆教
授团队及哈特三维技术团队对3D打印
装备进行了改进，配套研发了新型打
印工艺，进一步提升了打印效率和打
印火炬内部质量，满足了火炬生产的
各方面要求。

据《光明日报》

3D打印技术
保障冬奥会主火炬燃烧

北京冬奥会“飞扬”火炬

说个冷知识，夏季奥运会以前
是有冰雪项目的。1908 年伦敦夏季
奥运会上，多了一个新项目——花
样滑冰。在今天看来，夏奥会玩冰
雪 运 动 有 些 匪 夷 所 思 。 实 际 上 ，
1908 年伦敦奥运会的赛程长达半年
之久 （4月 27 日至 10 月 31 日），而
10月的英国已经足够冷。

到了1920年安特卫普夏奥会 （4

月 20 日至 9 月 12 日），除花滑之
外，还增设了冰球。冬季项目的加
入让奥运会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同时也让国际奥委会看到了单独设
立冬奥会的价值。1921 年，国际奥
委会决定在 1924 年巴黎夏奥会 （5
月 7 日至 7 月 27 日） 之前，先在法
国东南部小镇夏慕尼举行“冬季运
动周”（1月25日至2月4日）。尽管

当年避开了“奥林匹克”的字样，
但后世追认这届赛事就是第一届冬
奥会。

冬奥会设立之初，夏奥会和冬
奥会的举办国是基本一致的。1924
年的法国、1932年的美国和1936年
的德国都是同一年举办了两个奥运
会。只有 1928 年例外，当年的冬奥
会在瑞士 （圣莫里茨） 举办，而夏

奥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
某种程度上说，冬奥会实际上

是脱胎于夏奥会。根据史料记载，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在奥运会
创办之初就考虑单独设立冬奥会，
但因为阻力太大而作罢。若非花样
滑冰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成功，恐
怕国际奥委会未必敢于大胆启动冬
奥会。

自冬奥会1924年创立以来，冬奥
会和夏奥会曾长期同年举办。也就是
说，只要到了奥运年，年初先办冬奥
会，年中再办夏奥会。这种平行办赛
的现象持续了68年之久，除去因二战
停办的两个奥运年 （1940年和 1944
年），夏奥会和冬奥会一共平行办了16
届。不过，在二战之后，夏奥会和冬

奥会就再没有于同一个国家举办了。
冬奥会与夏奥会在同一年进行，

赛事密度过大，这导致国际奥委会和
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奥运年的工作量
十分繁杂。而对参赛各国和地区奥委
会来说，冬季、夏季奥运会两项国际
大赛的选拔、备战、参赛等工作也过
于集中，非常不利于备战。

1988年，在国际奥委会第93次全
会上，国际奥委会正式决定冬奥会和
夏奥会相隔两年交替进行，因此，
1992年是最后一次冬奥会和夏奥会同
年举办。在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法国）之后仅两年，利勒哈默尔（挪
威）就举办了第17届冬奥会。在奥运
会历史上，这是相隔时间最短的一次。

从1994年开始，冬奥会和夏奥会
便不再同年举办，冬奥会与世界杯足
球赛变成了同年举办。对奥运会来
说，让冬奥会与夏奥会错开是一项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不仅减少了夏
奥会与冬奥会的“内卷”，也让奥运会
的品牌价值得以提升，毕竟每隔两年
就能迎来一个“奥运年”了。

冬奥会赛事项目自然离不开冰
雪。从第一届冬奥会开始，冬奥会就
设置了滑冰、滑雪、冰球、雪车4个大
项。滑冰、滑雪、冰球、雪车在冬奥
会近百年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最经
典、最传统的角色，这4个大项就是冬
奥会的根基。

1936年，加米施-帕滕基兴 （德
国）冬奥会（第四届）上，高山滑雪
第一次成了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
前七届冬奥会一直延续了“4个大项
的基本格局。直到 1960 年美国斯阔
谷冬奥会（第八届）上，军事滑雪射
击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并更名为冬

季两项。1964 年因斯布鲁克 （奥地
利）冬奥会上，雪橇项目加入了奥林
匹克大家庭。至此，冬奥会形成了6
个大项 10个分项的新格局，而后将
近30年，冬奥会一直维持着这样的格
局。

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冰上
溜石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并更名为

“冰壶”。冰壶是目前冬奥会7个大项中
最晚确立的一个。2002年盐湖城冬奥
会曾两次出现在冬奥赛场的钢架雪车
项目终于正式回归并固定下来。自
此，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的新格
局正式确立。

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奥运会为什么会分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
运会？冬季奥运会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只有北京叫“双奥之城”？有必要简单了解一
下冬奥会的历史。

诞生 滑冰项目早在1908年就进入奥运

远古溜冰鞋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循环赛中的冰壶

国家速滑馆国家速滑馆

木质滑冰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