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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动巴黎

的同时，也为下一步老年人的健康提升和‘适老化’发展提供

数据支撑。”王亮说。

场馆迈向“智慧化”

上海体育场位于上海市中心地带的徐家汇体育公园，如今

是中超劲旅上海申花队的主场。在赛场里为球队的征战激情呐

喊之时，你可能没有想到：这里其实已经利用物联网、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场馆管理应用的升级，是上海数字体育综

合体 1.0 的标杆示范场景。2023 年 10 月，这里成为华为公司全

球智慧场馆的示范点。

2020 年，作为徐家汇体育公园建设的核心环节，上海体育

场开启升级改造，这次改造以国际足联 A 级比赛要求为标准，

不仅将酒店、商务包厢、展厅、新闻发布厅等设施纳入总体规划，

还大量增加了体育、娱乐等智慧互联设施。

改造完成后，面积达 17 万平方米、最多有 7.2 万个座位，

上海体育场举办一场赛事往往有 5 万人以上的观众聚集，移动

通信的保障是一个痛点。现场发朋友圈或者拍视频图片分享给

朋友，是当下观众的刚需；如果没有很好的通信保证，那他们

的体验会比较糟糕。

对此，场馆运营方上海久事体育与华为、联通做了非常详

尽的网络规划。下层的座位，每相隔几排、大约 20 米左右就会

设置一个 AP（无线网络点）；上层的座位还有高密度的 WiFi

设备保障整个通信体验。整个体育场布有1600多个高清摄像头、

1300 多个 AP。

在 2024MWC（世界移动通信展）期间，上海体育场迎来

很多海外的“取经”团队。“在华为海外工作的时间里，我去

过米兰、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慕尼黑等很多体育场馆。他们的

足球水平比我们好，但体育场馆的体验和信息化方面，我们已

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华为产品组合市场与解决方案销售部

总裁李颖说。

整个体育场馆的智慧化，不仅仅是软硬件的优化升级，更

是整个运营管理模式的升级。上海体育场打造了智慧餐饮和导

航系统，提供赛事期间场内用户快速寻找位置以及预定餐饮服

务。赛前，观众可以在徐家汇体育公园任何位置，导航至上海

体育场的指定位置；赛中也能线上订餐、线下分时取餐，解决

赛中的就餐难问题。

将来，AI 导航作为场馆元宇宙的概念入口，将为观众及游

客提供新奇的体验。同时，运营方也可以通过慢直播寻宝、目

的地打卡等等活动，带动体育场周边配套设施的运营，形成商

业闭环。

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内的万体汇，运营方对场内的网球爱好者

们进行实时动捕采集和体态分析，为他们量身打造精彩瞬间。全

场的精彩集锦视频能自动推送到久事体育App里，网球爱好者

能在赛后看到自己运动中的难忘时刻，还可以一键分享给朋友。

以后，在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项目，徐家汇体育公园都可以为

来运动的市民提供类似的富有科技含量的、互动性社交性的服务。

体育场馆的智慧化，还体现在高危体育项目场所的监管中，

游泳场所是其中的代表。上海每年开放的各类公共游泳场所达

到 800-900 家，在以前，巡查全靠现场进行，监管部门的人力

很难跟上。如今，游泳场所的场地、从业人员、水质等基本信

息都接入了游泳场所管理平台，对场所负责人、救生组长的培

训考试系统也融合其中。

上述基本信息已经实现“一屏观全市、一网管全市”，覆

盖全上海 16 区的 900 余家场所、3000 余名相关人员。而且，

在硬件符合条件的场所，泳池公共区域的实时监控视频画面可

以进行 AI 分析，并实时传输到全市管理系统的后台。

“例如，救生员不按要求在岗，或者泳池的人员密度高于标

准，AI分析后都会自动报警，监管方在后台发现后就可以立即

联系场所要求整改。这可以提升市民在场所游泳的安全系数，减

少意外发生的概率。”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上海市体育竞

赛管理中心）高危项目部负责人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他透

露，上海体育主管部门正在通过经费补贴和评奖评优政策等方式，

　　全民健身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体育部门与社会体育组织的独角戏，更需要与
多部门协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