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云顶的建筑有什么自

己的特色？

陈荣钦：崇礼地区，每年 12

月和 1月时风比较大，我们建房
子的时候也考虑稳固性的问题。

在强风的影响下，去年这里的最

低温度降到-40℃，非常冷，所以
我们要满足保暖的需求。一般临

时建筑的类型有篷房，集装箱式
房，像平昌冬奥会就采用了篷

房，但我们主要使用箱式房。箱
式房是模块搭建，运到场地后再

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起来。合成墙

板里填有保温层，防风隔温的效
果很好。我们篷房的比例很小，

是因为篷房在强风情况下保温
性差，稳定性也不如箱式房。

记者：建房子时选址是如何

考虑的？

陈荣钦：有一些建筑我们建

完要保留的，在规划设计阶段，
就充分考虑它与场地的关系。比

如运动员使用的打蜡房，在选址
问题上经历了很多轮的讨论，一

方面要满足冬奥会的要求，另一
方面又要结合滑雪场公众使用

的雪道和后期需要的一些功能，
按照这个标准去选择最合适的

地点。像打蜡房，冬奥会结束后，

它改造成青年旅社都是可行的。
记者：云顶场地的高差很大，

对举办冬残奥会比赛是挑战吗？

陈荣钦： 北京冬残奥会，云
顶要举行单板滑雪的坡面回转

和障碍追逐两个项目比赛。大家
来了都能体会到，我们的场地高

差比较大，A、B、C三个场地间最
大超过 50米。最初的方案是建一

个坡道，从底下一直延伸至最上
面，但让运动员坐着轮椅去走几

公里的路，并不可行。现在我们在
三个场地间设计了车行道，用接

驳车帮助运动员在场地间转移，

避免他们长时间在坡道上行走。
另外在赛场设置了无障碍移动

的流线，包括无障碍坡道、无障
碍升降梯等必要的设施，方便运

动员和观众去到赛场和看台。
记者：场地里，造雪机“火力

全开”，它们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陈荣钦：早期场地就使用意

大利的天冰造雪系统，为举办北
京冬奥会，我们在场地增加了造

雪机的点位。造雪的工作也根据
比赛来规划。像这次进行的世界

杯也是冬奥会的测试赛，我们就

先造 A场地的雪，这里进行的是
滑雪障碍追逐赛，等到 A场地的

赛道完成后，我们开始为举办障

碍技巧和 U形槽比赛的 B场地
造雪，最后再完成 C场地的造

雪。整个造雪过程都是用计算机

程序来控制的，它会根据实际的

气候条件设计时间表，温度高的
时候停工，温度适合的时候可以

连夜或者连续几天工作。
记者： 从 7 月，10 月到 11

月，今年崇礼下了不少雪，场地
的造雪工作会有什么不同吗？

陈荣钦： 上世纪 90年代开
始，冬奥会赛场基本都需要人工

造雪，因为全球气候变暖，自然
降雪量不足，而且自然降雪的雪

质无法保证，而人工造雪的雪质
要好很多。而且，为了确保冬奥

会举办，场地必须要考虑到冬季

没有自然降雪的极端情况。自然
降雪达到 100厘米，压完雪也就

10厘米的厚度，这跟人工造雪
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自然降雪无

法集中，我们不可能把其他地方
的雪收集起来再拿到赛道上用。

更何况我们每个赛道的长度、宽
度都不一样，雪的需求量也不一

样。像正在比赛的障碍追逐赛
道，长度达到 1.4 公里，造雪量

在整个场地里是最大的。而空中
技巧的赛道长 120米，是所有赛

道中最短的，造雪量也最小。所
以我们把这个赛道的造雪工作

安排在最后，比较容易保障。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崇礼今日电）

如何打造一座友好、安
全、 可持续的冬奥会赛场，听
云顶建筑专家来解密———

箱式房有温度
人造雪有厚度

奥前奏

耿文强斩获中国首个
钢架雪车世界杯冠军

    本报讯（记者 陆玮鑫）当地时
间昨天，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传来
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在钢架雪车

世界杯第二站男子单人比赛中，中
国选手耿文强滑出 1分 46秒 04的

佳绩，最终与英国选手维斯顿和德
国选手格罗瑟尔并列获得该项目冠

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钢架雪车世

界杯上登上最高领奖台，书写了中
国冰雪项目新的历史。

本次钢架雪车世界杯因斯布鲁
克站的决赛共进行两轮，以总成绩排

定名次。耿文强在两轮比赛中分别滑

出了 53秒 10和 52秒 94，在所有参
赛者中均位列第二。决赛次轮中出现

令人意外的一幕，首轮过后占据领先
的维斯顿，在最后关头出现失误，单

轮成绩仅位列第四，最终“促成”三人
总成绩相同，并列冠军的罕见情况。

参赛的另两名中国选手闫文港和陈

文浩分别位列第 8和第 12名。
其实，这并非 27岁的耿文强首

次书写中国钢架雪车的历史。2018

年，他成为首个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

钢架雪车选手，并在平昌冬

奥会斩获第13名。随后，

耿文强的状态越发出

色，在去年的世界杯

法国拉普拉涅站中，
他与平昌冬奥会冠

军、韩国选手尹诚彬
并列获得男子个人季军，成为首个站

上世界杯领奖台的中国钢架雪车男

选手。此次在因斯布鲁克更进一步，
也让人对他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表
现，有了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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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

杯虽然只比两个大项，来到云顶滑雪公园参赛的运动
员加教练、官员也有几百人的规模，并分散在四个驻

地酒店，为他们提供一日三餐，对不久后的冬奥会来
说，是非常及时的热身。那么，这些食物从哪里来，怎

样保证安全，最受欢迎的又是哪些美味？

乐意试中餐
本次世界杯赛事期间的食物由张家口市负责采

购、烹饪和运送，考虑到外国运动员占大多数，提供的

餐饮服务中，西餐占了 40%，比如早餐有品种多样的
面包和谷物，以及咖啡和茶；午餐是三道菜两种汤，保

证 200克的不同肉类，以及蔬菜、奶酪、水果、甜点和
不含酒精的各类饮料。张家口当地十多位五星级大厨

受聘组成供餐团队。

11月 22日报到时，有一名外国运动员身体不适
入院。为了满足他的需求，张家口当地迅速协调，将一

家已经停业的五星级酒店的厨房重新启用。张家口市
商务局局长治秀芳说，“因为那里有西餐厨房，我们就

安排厨师重新开灶，专门给这名运动员提供期间的一
日三餐。”

对云顶提供的美食，运动员们很满意，有趣的是，
中餐也受外国运动员欢迎。治秀芳说：“有些运动员提

出愿意尝试一些中餐，比如我们上了饺子，他们都很喜
欢。不止一次跟我们提出来，希望菜谱里多增加些。”

特产进冬奥
本次世界杯的全部食材来自包括国家队专供基

地在内的 5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有北京的，也有新

疆的，食材都在张家口提前入仓，经检测合格后集中
配送到运动员的驻地云顶南翼公寓等酒店。另外，按

照运动员反兴奋剂的要求，各类麻辣香料都是不能进
入食材名单的。

餐饮监理公司副总经理江南美透露，供餐过程

中，送餐和接餐的人员不会接触，餐食会送到一个特
设的缓冲区，这个区域有保温箱，然后由闭环内的人

员转送至用餐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北京冬奥会还没开始，奥运

村的食材供应商已经确定。治秀芳透露，像当地特产
万全区的树莓生产企业就成功入列，成为北京冬奥组

委会签约的一类食材基地，到时，参加冬奥会的各国
运动员和代表都能品尝到莓香四溢的张家口树莓汁。

张家口市餐饮协会还精心设计了特色小吃套餐，冬奥
会期间将提供给签约酒店，让更多客人尝鲜莜面饸饹

等本地美味。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崇礼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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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两个月后来云顶滑雪公园观看北京冬奥会的比赛， 你一定对眼前的一切都很
好奇———运动员在落差很大的赛道间如何转移， 箱式房里为什么温暖如春， 有 7根雪
道、3块场地的大规模滑雪场又是如何保证供雪的？ 本报专访云顶滑雪公园设施副经理
陈荣钦，请这位清华大学的建筑专家来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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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选手享用美食
特派记者 金雷 摄

■ 造雪机“火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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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顶箱式房搭建中
特派记者 金雷 摄

■ 耿文强（中）站上世界杯最高领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