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一诺

4日晚，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
育场隆重举行。随着最后一棒火
炬手将火炬嵌入“雪花”中央，奥
运史上首次以“微火”方式点燃了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又一个辉煌的
瞬间。这一绿色环保理念的背
后，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苏彦庆教授团队 3D 打印技术发
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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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完美呈现氢气燃料、零碳
排放的“雪花”环保火炬，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哈工大
及哈特三维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攻关，发挥哈工大多年来在新
材料、精密成形技术和装备研
发方面的技术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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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工大苏彦庆教授团队对
多种 3D 打印材料进行了测试和
优化，对火炬内部结构进行了成
形工艺优化，对燃烧器 3D 打印
工艺进行了系统验证和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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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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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工大“智力”
打造载入史册的北京冬奥会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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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河北崇礼 2月 9日电
（记者刘博 郑直 杨恺）9日，单板滑
雪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在崇礼云顶
滑雪公园举行。日本选手平野步梦
和美国选手克洛伊·金分获男、女子
资格赛第一名。我省选手蔡雪桐与
队友刘佳宇、邱冷晋级女子决赛，四
名男选手无缘决赛。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分两轮，取选手最好成绩作为最终
成绩进行排名，前 12名晋级决赛。

女子方面，蔡雪桐、刘佳宇、武
绍桐、邱冷四名中国运动员出战。

首轮比赛，刘佳宇第一个出场，

在第三个动作时摔倒在 U 池中，只
拿到了 15.25 分。第二轮比赛，刘佳
宇发挥稳定，得到 72.25 分，成功晋
级决赛。

挺进决赛后，刘佳宇表示决赛
会“放大招”。“我会放大招，在自己
的福地云顶滑雪公园比赛，感到非
常开心和放松，明天你们就为我祈
祷吧。”

另一位冬奥会“四朝元老”蔡雪
桐首轮凭借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得到 83.25 的高分。她在第二轮尝
试高难度动作失误，最终排名第三
晋级。

“第二跳很想把 back side（内
转）的动作做好，但是很遗憾没有做
成，明天再继续加油吧。决赛肯定
会增加难度，要不这四年的努力白
费了。”蔡雪桐在赛后说。

武绍桐连续两轮出现失误，无
缘决赛。邱冷在两轮过后排名第
12，压线晋级。

平昌冬奥会冠军克洛伊·金资
格赛排名第一。蔡雪桐认为她带来
的不仅是压力还有动力，“克洛伊滑
得很好，我一直在挑战她。跟她一
起比赛是一件非常有意思和令人享
受的事情”。

男子方面，中国队谷奥、范校
兵、王梓阳和高宏博 4 名选手携手
首次为中国队实现满额参赛，但最
终无缘决赛。

范校兵在赛后表示，目前和高水
平运动员相比差距在动作和高度上，
下一个奥运周期将继续弥补不足。

日本队选手平野步梦发挥完
美，两轮比赛后排名第一。单板名
将肖恩·怀特第一轮出现失误，第二
轮中凭借一套连贯的高难度动作获
得 86.25分，排名第四晋级决赛。

女子决赛将于 2 月 10 日进行，
男子决赛将于 2月 11日进行。

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我省选手蔡雪桐与队友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张寒 乐文婉 王春燕）中国花样
滑冰男子单人滑选手金博洋10日
将迎来难度更大也分值更高的自
由滑比赛，当记者把网友关于他
体力的忧虑摆上台面，这位中国
男单多项历史最佳战绩创造者笑
答：那可太不用担心了！

“体能不是问题。”金博洋说，
“冬奥会前两周的队内测试赛，两
天四套节目，上午一套下午一套，
第二天又是上午一套下午一套，
强度比冬奥会团体赛加单人滑这
四套还要大很多。”

从去年世锦赛上自由滑重大
失误、最终仅排名第22位，到下半
年成绩回升但表现平淡的亚洲杯
公开赛和一站大奖赛，再加上赛
季前患阑尾炎，虽然没做手术但
住院一周，金博洋的体能被指是
他某几场自由滑不再游刃有余的
原因之一。

然而普通人恐怕很难想象一
名高水平运动员在天赋之外能做
到多努力。金博洋告诉记者，他
从 9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按照冬奥
会的比赛时间训练，这种模式之
下他还尤其加强体能训练，“这次
冬奥会之前的备赛，我的能力训
练可能是上届冬奥会的两倍……
可能比两倍还要多。”

反复强调体能不是问题的同
时，金博洋也表示“冬奥会跟测试
不一样”，因为压力大且高度投
入，他承认打完团体赛和单人滑
短节目后“非常累”。“我也希望能
及时地很好地调整，在自由滑当
中保持住自己的状态，不留遗憾
地去发挥。”

1997年10月出生于哈尔滨的
金博洋少年成名，16岁时夺得世
界花滑大奖赛总决赛青年组冠
军。他在 2016、2017年两次获得
世锦赛铜牌（且 2017年同步进入
男单“300 分俱乐部”），2018 年 1
月收获四大洲锦标赛冠军、2月平
昌冬奥会上名列第四，都刷新了
中国男单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日，金博洋将出战自由
滑。短节目排名第 11位，这名参
加了两届冬奥会也不过 24 岁的

“老将”凭实力把男单开赛第一天
第一组第五个出场的不利分组，
改写为自由滑中场浇冰后的第三
组第二位出场（自由滑节目第 14
顺位），和日本名将羽生结弦同
组。

金博洋说，冬奥会演完三套
节目，接下来精力和心理状态将
是关键，他希望自由滑里能首先
完成自己的所有动作，“保持所有
的分数全是‘加、加、加’”。

金博洋自由滑担心体力？
“更魔鬼的赛程我都过了！”

本报9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特派记者董盈 周际娜）9日晚，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继续在
首都体育馆展开激烈较量。女子
3000米接力半决赛中，由韩雨桐、
曲春雨、范可新、张雨婷组成的中
国队顺利晋级 A 组决赛，决赛中
对阵荷兰队、韩国队、加拿大队。
男子 1500米半决赛，本届冬奥会

“双金”得主任子威，被判犯规，无
缘决赛。中国队曲春雨、韩雨桐、
张楚桐出战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
预赛，三人全部晋级。

精彩激烈、赛况瞬息万变的
短道速滑一向备受观众喜爱。赛

前，本报摄影记者提前4小时抵达
赛场，前排摄影位置已经被占得
所剩不多。不仅如此，记者在文
字媒体工作间看到，目测大约几
十名记者在申请进入混合采访区
采访，看台上的观众较之前也有
所增多，当晚比赛的热度和关注
度可见一斑。

男子1500米金牌的争夺是当
晚的焦点，该项目也是任子威的
强项。赛前，任子威也被寄予热
望。然而，短道速滑比赛激烈且
充满意外。本场比赛，跟任子威
一起出战的还有孙龙和张添翼两
名中国小将。在1/4决赛中，孙龙

位列小组第四，张添翼摔倒最终
无成绩，只有任子威孤身闯进半
决赛，却遗憾出局。据悉，任子威
还将参加男子 5000米接力、短道
速滑500米项目的比赛，期待他有
更好的表现。

任子威在赛后采访中表示，
输在了比较“紧”，滑得不自然、
不自在，细节没做好，出现了低
级的失误，跟对手造成了碰撞，
在那个位置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赛前给了自己压力，导致自己今
天表现不是很好，其实不应该想
那么多。

我省选手挺进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
任子威遗憾无缘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决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李佳 胥伟岩 王萌

9 日晚，北京冬奥会短道速
滑项目继续在首都体育馆展开
激烈较量。男子 1500米半决赛，
本届冬奥会“双金”得主任子威，
被判犯规，无缘决赛。

男子 1500 米金牌的争夺是
当晚的焦点，该项目也是任子威
的强项，赛前任子威被寄予厚望。

对于弟子错失晋级机会，任
子威的启蒙教练王北铭表示，总
体上滑得还是很好，接下来还有
两场比赛，任子威还有冲金机
会。

王北铭教练说：“刚才全程
看了子威的比赛，我认为他尽力
了，总体上滑得还是很好，因为
短道比赛就是这样，赛场上什么
事都能发生，只要尽力就是最
好。”

王教练希望任子威不要受
影响，接下来还有男子短道 500
米和 5000 米接力，“子威滑出你
的水平，滑出你的技术，滑出你
的风格。威哥，加油！”

任子威在比赛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特派记

者郭俊峰摄

王北铭教练点评

任子威还有冲金机会任子威还有冲金机会

□周际娜

冬奥赛场上，自然少不了“气氛
组”的助力。在首都体育馆里，看台
两侧各有一个大屏幕，比赛过程中用
于播报比赛成绩。赛前，这里一半屏
幕会显示比赛项目和倒计时，另一半
用来展示奥运精彩瞬间，有时也会让
看台上的普通观众露露脸。

比赛开始前十多分钟，作为气氛
组组长，可爱的“冰敦敦”会率先走到
看台上，跟现场观众们打招呼。不愧
是奥运赛场内外的顶流，所到之处一
片欢呼。“冰敦敦”巡视一圈离场后，
活跃赛前气氛的使命，就落在了摄像
机上。它会随机捕捉看台上的某位
观众，一旦幸运地被镜头锁定，就要
根据大屏幕上提示的图形做出动
作。因为北京冬奥会是在过年期间
举办，三面喜庆的红色大鼓，频频出
现在大屏幕上，屏幕正中央的观众要
对着镜头做出向下用力敲鼓的动
作。除了打鼓之外，另一个比较常见
的图案是心形，大家比心的热情非常
高。

当然，也有一些开朗外放的观
众，不须带动，自个儿在看台上就挺
嗨。我曾经看到一位中年男观众，对
着镜头跳起了女团舞，一个人欢乐得
就像一支队伍，逗得全场哈哈大笑。

这几天，看过这么多观众，让我
最感动的还是我们夺首金的那个
夜晚，大家挥舞着小红旗，一遍遍
卖力地大声喊着：“中国必胜”，呐
喊声伴着拉起国旗绕场的冠军队
伍，久久地回荡在首体，注定让人
终生难忘……

奥运气氛组

冬奥日记

携手晋级

本报9日讯（黑龙江日报全
媒体特派记者杨镭）10 日，北京
冬奥会最大看点，莫过于中国雪
上两大传统强项——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和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
巧冲击金牌。此外，我省名将金
博洋将出战花样滑冰男单自由
滑，中国男子冰球队则将对阵美
国队。

10 日 9 时 30 分，单板滑雪女
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将在云顶
滑雪公园拉开战幕。在 9 日进
行的资格赛中，本赛季世界杯
总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
国名将蔡雪桐，第一滑就奉上
出色表现，锁定决赛名额；第二
滑挑战高难度，前半程发挥几
近完美，临近结束时出现失误，

但并不妨碍她顺利晋级。相比
之下，平昌冬奥会亚军刘佳宇
的晋级过程显得有惊无险，第
一滑她出现严重失误，第二滑
稍微降低难度顺利完成并获得
决赛资格。中国“双姝”的主要
对手，除了卫冕冠军、美国名将
克洛伊·金，还有日本新秀小野
光希。另外，来自哈体院的邱
冷也幸运进入决赛，我们同样
期待她的表现。

将于 10日晚进行的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赛中，中国队
几名运动员都在世界顶尖行列，不
过俄罗斯、白俄罗斯也具有较强实
力。从本赛季中国队的排兵布阵
看，此役预计仍将派出徐梦桃、齐
广璞和贾宗洋的主力阵容。

中国雪上两强项冲金

本报9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特派记者杨镭）赵嘉文在跳台顶端的
起点处蓄势待发，目光注视着教练员
手中的国旗。等到风力条件合适，教
练员一挥手中的国旗，赵嘉文出发，
他将身体尽量缩成流线型，然后起
跳，滑翔81米后稳稳落地。9日下午，
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跳台滑雪标准
台和越野滑雪10公里比赛中，本届开
幕式最后一棒火炬手、龙江小伙赵嘉
文的这一纵身一“飞”，成为中国北欧

两项运动员在冬奥会上的首秀。
北欧两项，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

雪两部分组成。该项目历史悠久，在
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上就是正式比
赛项目。但在我国该项目迟迟没有
开展，因此此前也从未有我国运动员
参加冬奥会该项目比赛。

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后，
为实现北京冬奥会中国全项目参赛
的目标，2016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与省体育局签署了
《共建国家北欧两项队合作协议》，从
省越野滑雪队选拔运动员改练北欧
两项，为组建该项目国家队做人员准
备。当时 15岁的赵嘉文成为首批队
员之一，2018年中国北欧两项队成立
时，他也是首批6名队员之一。

自从改练北欧两项，赵嘉文和队

友们几乎一直在国外进行刻苦训练，
目标直指北京冬奥会参赛名额，力争
让冬奥会北欧两项赛场上首次出现
中国运动员的身影。经过几年的刻
苦努力，赵嘉文通过在 2021 年 11 月
在俄罗斯下塔吉尔举行的国际雪联
北欧两项洲际杯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冬奥会入场券，成为中国唯一
一名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名额的北
欧两项运动员。

不过，北欧两项在我国毕竟仅开
展不到6年，比赛中可以看出，赵嘉文
与世界一流运动员还存在较大差
距。下午的跳台滑雪标准台比赛，他
跳跃距离 81米，获得 59分，在所有参
赛选手中名列第 42；而在晚间进行
的 10 公里越野滑雪比赛中，选手们
按照跳台滑雪成绩确定出发顺序以

及出发间隔时间，赵嘉文最终名列第
43。

赛后，记者采访了省雪上训练中
心北欧两项项目负责人。该负责人
透露，为了进一步助力中国北欧两项
运动发展，中心积极与其他兄弟省市
展开合作，利用龙江冰雪强省资源和
经验优势，帮助这些省市联合培养北
欧两项运动员，目前，已有多名其他
省市的年轻运动员来到我省接受训
练。“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在 2016 年
签署的《共建国家北欧两项队合作协
议》的基础上，加大合作力度，积极
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让中国的北欧两项发展得更好。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帮助更
多的中国运动员，站在冬奥会的赛场
上。”

龙江小伙赵嘉文实现冬奥突破龙江小伙赵嘉文实现冬奥突破

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赛
道边，细心的观众都能看到一台
高速运动的白色摄像机。它在自
己的轨道上迅速移动，奔跑的时
速超过了场上运动员的速度。

这款能给速度滑冰赛场主裁
判提供判罚依据的是中国的高科
技——“猎豹”超高速 4K 轨道摄
像机，时速高达90 公里的它会让
技术犯规无处遁形，任何犯规的
细节都会暴露在它的镜头下，主
裁判就是通过“猎豹”的眼睛来进
行判罚的。

“猎豹”超高速 4K 轨道摄像
机系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时
5年研发，专门用于速度滑冰赛事
的转播，国家速滑馆内设置了这
种高速摄像机以协助裁判对比赛
的判罚。在冬奥会速滑比赛中，
运动员的速度可达到每秒15米至
18米，约等于时速50公里，顶尖运
动员的速度甚至可达 70 公里/小
时，这就要求转播设备在速度上
实时同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特派记
者 郭俊峰摄

超高速摄像机超高速摄像机““猎豹猎豹””

有一双有一双““火眼金睛火眼金睛””

2月9日，北京2022年
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U型
场地技巧比赛在张家口云
顶滑雪公园举行，我省选
手蔡雪桐与队友携手晋
级。 新华社发

9日，我省选手赵嘉文在越野滑
雪比赛中。 新华社发

今日看点

北欧两项北欧两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