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完成本届冬奥会的转播工作
后，王海威的“总结表”上不仅有分布
在三大场馆里的四个项目，还有24小
时向全世界观众展现主办国风仪的十
余台冬奥会风景摄像机。

大雪花主火炬台、奥林匹克公园、
天安门广场、北京中轴线、八达岭长
城、首钢园、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
场、张家口赛区的大境门、云顶滑雪公
园和“雪如意”……如果你曾比较认真
地关注过冬奥电视直播，一定会对这
些镜头画面有印象。它们就是为了能
更好展现赛会主办国风仪而设置的风
景摄像机。

北京冬奥会上的这十余台风景摄
像机，覆盖了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
赛区，同时也包括了极具中国特色的
几大地标。

“对我们来说，奥运会的转播服务
不仅是比赛，也要用镜头语言来讲述
主办国的故事。”这么说着的王海威还
跟记者分享了一个关于风景摄像机的
“小秘密”。“风景摄像机拍出来的效果
怎么样，一要看架设位置的选择，二要
看老天是否帮忙。让我们特别高兴的
一点是，冬奥会期间三个赛区的天气
都特别给力，天色湛蓝，能见度极高。
当然，如果天气不帮忙的话，我们也有
备用计划，就是调整风景摄像机的构
图、聚焦于更近处的主体，那样会有助
于保障画面质量。整个冬奥会期间，我
们只在下大雪的那天启动了这个备用
方案。”
风景摄像机，它们记录的是一帧

一帧的画面，而这些画面都会“讲故
事”。

比如，5号风景摄像机表达的主题
是北京中轴线，它架设在永定门以南
一栋居民楼的楼顶，“出身”虽普通，视
野却堪称绝妙。在能见度较好时，它的
镜头能一路“穿”过城际高铁线、永定
门、前门、天安门等，然后直达奥林匹
克公园。由五座塔体组成的奥林匹克
塔和远处的山是镜头中的理想“终
点”。
由南至北，5号风景摄像机为全世

界的观众创造了将北京中轴线尽收眼
底的宝贵机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
的代表作之一，高铁在这幅画面的横
轴线上快速叙事。而在更为核心的纵
轴线上，由南往北，从老北京城到亚运
村，再到奥林匹克公园———这则是一
段对北京城市发展与体育大事记的融
合记录。

对首钢滑雪大跳台青睐有加的，不
仅是王海威和他的同侪们。在对北京冬
奥会考察的数年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只要来北京，基本都要去首钢园里走
一遭。“它实现了竞赛场馆与工业遗产
再利用、城市更新的完美融合。关注七
年多，我见证了这个伟大建筑的诞生。”
在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巴赫将这句赞
誉送给了首钢滑雪大跳台，也送给了见
证其孕育与诞生的首钢园。
而对像王海威这样习惯用镜头来

讲述故事和捕捉视觉美感的专业人士
来说，首钢滑雪大跳台则能激发出他

们更强烈的创作欲望。
“这里有山（石景山和西山），有湖

（群明湖），有非常硬朗的工业遗迹，还
有新建起来的亭台楼阁等仿古景观。
这里是赛场，同时也是一个极具特色
的休闲之处。所以，在设计各个转播机
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说是让设备们
倾巢而出，除了专门对着大跳台赛道
的众多机位，我们还频繁用到无人机
和场馆外围的景观摄像机。就是想借
冬奥会的传播能量，让全世界都看到
这片有冬奥也有山水亭台的工业乐
园。”王海威分享道。

今年1月2日，在涂装工作启动大
半个月后，北京冬奥会的会徽图样终
于落定在了冷却塔靠近赛道的外立面
上。这处会徽涂装高16.5米、宽13米，距
地46米，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个点位确
实成就了“三者合一”的交叠与透视。

这处惊艳了世界的涂装是“化繁就
简辟新径”的结果，点位的确定与尺寸
的计算还用到了颇具科技感的场馆仿
真系统。直到大跳台迎来第一个冬奥正
式训练日后，这番布置的实际效果才被

验证了，并且马上成为冬奥热点。
“大跳台边上有四座冷却塔，其中

靠得最近的一座会比较频繁地出现在
转播镜头中，所以它就是我们要去花
心思的对象。”王海威告诉记者，约莫
在三年多前，当得知大跳台边上有冷
却塔后，他一位在伦敦当城市景观设
计师的学弟曾为其做过手绘，比如在
建筑上添一些绿植，开几扇小窗，再挂
上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装饰物。“但结
果，由于冷却塔建成年代较久，尽管看

起来结实，但结构主体已比较脆弱，经
不起改建。”事情仿佛是回到了原点，
但要给冷却塔“上妆”的念头却一直留
在王海威心里。几经讨论，这事儿终于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京冬奥组委形
象景观团队、首钢园管理部门与OBS
的团队找到了劲儿往一处使的方向。
“把赛会标志性的图案涂装到冷却

塔上，一定很加分，也能成为大跳台选
手们最具辨识度的赛场背景。”王海威
回忆说，北京冬奥组委形象景观团队的

设计师为这处会徽涂装做了非常精准
的计算和用心的设计。“比如说它的尺
寸，如果太大，很可能没办法被完全包
括在镜头中，如果太小，又很可能无法
与运动员形成明显的透视关系。当时我
们用了一个颇有科技含量的场馆仿真
系统，来模拟运动员在空中跳跃的轨迹
和高速摄像机的拍摄范围，最终才形成
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是完全为电视镜头
度身定做的，最后效果相当惊艳，我想
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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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阅千年 风景这边独好
———协调制片人讲述镜头中的奥林匹克故事

作为首钢工业遗存的冷
却塔， 被涂装到冷却塔上的
北京冬奥会会徽， 从大跳台
上俯冲而下又腾空跃起的运
动员， 当这三者被高速慢动
作摄像机捕捉到同框
时———一幕惊艳了世
人的画面就此诞生。

今天，我们就以此
为切入点，来尝试走近
奥林匹克的镜头语言
与画面的叙事力 。 这
回，来跟大家分享幕后
故事的是奥林匹克转
播服务公司 （OBS）的
协调制片人、原上海体
育媒体人王海威。
本版撰稿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北京

首钢滑雪大跳台，它是本届冬奥
会上的一则特例，是北京城里唯一的
雪上项目场馆。从谷爱凌到苏翊鸣，
这里不止一次见证了成绩表单上的
“出道即经典”，同时也让全世界共赏
了充满视觉冲击力的“三者合一”的一
幕。

那么，这足为经典的画面到底是
如何诞生的呢？

用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
的协调制片人、原上海体育媒体人王
海威的话来说，“它就是为电视转播镜
头而生的。”换而言之，无论你是受邀
进入现场的幸运观众，抑或是在场地
内活动的持证人员，凭肉眼之能都无
法捕捉到这经典一幕。

OBS隶属于国际奥委会旗下，其
职责是制作奥运会的全球公共信号，
然后再分发给各国各地区的电视机
构。目前，OBS有五位协调制片人，每
一位都负责着大约1/5的夏奥项目和
1/5的冬奥项目。在本届冬奥会上，王
海威分管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壶和
大跳台的电视转播工作。

从2008北京奥运会，到2022北京
冬奥会，王海威已经深度参与了八届
奥运会（包括夏季奥运会和冬奥会）的
转播服务工作。从负责的项目来看，
此番他所涉及到的场馆包括首都体育
馆（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冰立方（冰
壶）和首钢滑雪大跳台（大跳台）。
从四年前第一次看到关于这处大

跳台的设计时，王海威就预感到，“这
里很可能成为北京冬奥会经典镜头的
诞生地。”

冷却塔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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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仿真系统“盲”涂装 赛事首日即一跃惊艳

山水亭台邂逅工业乐园
奥林匹克见证绿色蝶变

十余台风景摄像机 共谱冬奥中国风仪

1号风景摄像机：大雪花主火炬台

7号风景摄像机：八达岭长城

5号风景摄像机：北京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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