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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滑雪的武功秘诀
“我叫格桑曲珍，来自林芝。我叫

蔡卫荣来自云南。我叫李太卫。我叫次

仁占堆……我以前从事的项目是中长
跑，我以前是搞自由搏击的……”集训

队中的成员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
区，他们很多属于“跨项运动员”。就是

这批年轻人要走上冬奥赛场，与欧美

运动员同场竞技。
越野滑雪是冬奥基础大项，可以

说是冬季项目里的“田径”。我国注册
的专业运动员仅 400余人，运动水平

长期落后于冰雪强国。如果将越野滑
雪比喻为“武功”，若想成为一流高手，

非“武功秘诀”不可。黎涌明和其他支
撑团队成员一起，保障运动员在三到

四年的时间内，安全有效地完成国外
运动员逾十年的积累。

黎涌明教授只是上海体育学院参

与北京冬奥科技助力的众多师生之
一。当下，正有一批上体的科研工作者

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提供科技助力。
依托学校出色的科研创新能力，上海

体育学院承担了 17项“科技冬奥”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项目和课题，立项

经费总额约 6000万元。各项目团队对
接我国多支冬季项目国家队，开展相

关科技攻关研究与科技支撑服务，并
在跳台滑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速
滑、花滑等项目的训练监控、体能训

练、损伤康复、护具装备研发等方面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北京正北方向 400 余公
里，坝上草原，越野滑雪国家集
训队训练基地。每天，黎涌明和
运动员、教练员一同出现在训练
场地，有时是体能房，有时是室
内雪廊，有时是室外雪道。他是
上海体育学院的教授，此刻，他
还有一个身份———越野滑雪国
家集训队科研总监。

黎涌明和其他团队成员，对
运动员每节训练课的运动学、生
理学和心理学负荷进行量化和
分析。他们的任务是支撑教练员
更好地制定和实施训练计划，帮
助运动员不断挑战个人极限，力
争在越野滑雪这个欧洲国家主
导的项目上取得历史性突破。这
些运动员中，有人四年前甚至还
从未见过雪。

    11月 26日，在奥地利因斯布鲁

克举行的钢架雪车世界杯比赛中，中
国选手耿文强以 1分 46秒 04的总成

绩获得男子单人冠军，实现中国钢架
雪车世界冠军零的突破。

耿文强成功的背后，凝聚着上体
人的智慧。上海体育学院作为中国钢

架雪车队夏训常驻基地，在体育教育

训练学院高炳宏教授的带领下为钢架
雪车队提供多方面的科技攻关服务。

2019年至今，高炳宏教授带领的科技
攻关团队，为钢架雪车队建立了训练

质量监控系统，主要包括机能状态、训
练负荷、专项能力、训练方法、动作技

术和心理状态的监测与调控，同时还
在个性化体能训练、伤病预防与康复、

医疗监督与治疗、疲劳消除与恢复、营
养调节与保障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技术

支持。
硕士研究生夏鹏宇、高超、田广等

自 2019年 3月起就担任钢架雪车队
的体能教练。在全面测试分析运动员

各项基础体能与专项运动能力的基础
上，诊断和评定运动员体能水平的变

化和训练效果，协助建立了钢架雪车
运动员体能与技术评测指标体系。

博士研究生龚敏已在中国钢架雪
车队工作 870多天，主要负责重点运

动员陆上和冰上推撬动作技术分析与
专项体能训练关系关键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团队研究发现，不同运动员小腿
三头肌、臀大肌对他们落地缓冲以及

快速蹬伸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为教

练员与运动员改善推橇技术提供基础
支撑，从而有效提升耿文强、殷正等重

点运动员推橇的专项速度。
钢架雪车的身体机能监控与恢复

团队主要由高炳宏教授和其所带运

动人体科学专业方向的博

士研究生朱欢组成。

在训练过程中，他

们通过心率、血

乳酸、肌氧饱和

度等指标对运

动员训练强度

进行监控，并

在训练结束后

为运动员制定

微高压氧、超低

温冷疗、下肢负压、

推拿按摩和营养结合

的疲劳消除计划，协助重

点运动员实现疲劳快速消除，为运动

员体能的快速恢复提供保障，有效保
障不同阶段达到高质量训练的目标。

    除了雪车，近期，中国运动员跳台

滑雪、高山滑雪等世界大赛中进步明
显。成功的背后，也隐藏着另一支上体

的科研团队———刘宇团队。
刘宇，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首席
科学家。

2021年 1月，张家口崇礼区的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室外气温将
近零下 40℃，几个背着大大器材包的

人影在雪白的山上，顶着大风移动。每
到达一处捕捉点，刘宇就会仔细地检查

设备，演示如何正确架设捕捉运动影像
的摄像机。他们的工作，就是运用架设

在这里的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实时采集
运动员起跳角度、空中姿态、速度、距离

等数据，帮助运动员提高训练水平，助
力中国跳台滑雪备战北京冬奥会。

“我是河北张家口人，从小在山上摸
爬滚打，自己也热爱冰雪运动，这也是一

种缘分”，刘宇说，“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
科技冬奥工作当中，运用我们运动科学

的知识，帮助运动员提高运动成绩。”
刘宇介绍了在“雪如意”架设的生

物力学测试系统，“在现场有多台高速
摄像机，可以快速地获得运动员的三维

运动信息，包括身体姿态、起跳的速度、
起跳的角度，以及产生空中飞行升力的

攻角等信息……”同时，他们还在运动
员的身上穿戴很小型的传感器，采集从

助滑、起跳、腾空飞行到落地的全过程
的速度和位移信息。

刘宇记得，他和团队在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雪如意”见证“第一跳”时，正赶
上了百年未遇的寒流，当时张家口崇礼

的温度达到零下 40℃，野外作业，拆装
设备，起早贪黑，相当艰苦，团队有些学

生都给冻哭了。最后几天，他们想了办
法，仪器当天不拆装，在当

地买了一些皮帽

皮衣，给摄像机罩上，然后用大棉被把

反馈训练信息的现场大电视机给盖上，
“不能让极寒天气和任何困难，挡住科

技冬奥的步伐。”
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的跳台滑

雪，是冬奥会上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
一。不过，在中国申办 2022北京冬奥会

前，全国只有 71名跳台滑雪的注册运

动员。为备战冬奥，同样采取了从武术、
田径等其他项目跨界跨项选才。

刘宇介绍，近期他们正在做技术系
统的集成和完善，让这些设施可以作为

常规的训练科技辅助手段，架设在训练
场地，在没有科研人员在场的情况下，

教练、队里的科研教练，以及助理人员
也可以使用操作，马上获取数据信息。

这些科技手段能够助力运动员取得好
成绩。

服务奥运，一直是上体人的努力和
情怀。在过去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上，上

体人为中国军团的游泳、赛艇、田径、击
剑多个项目提供了科技支撑。即将到来

的北京冬奥，上体科研队还在继续为单
板滑雪队、钢架雪车队、高山滑雪队、速

度滑冰队等十多支国家队进行科研保
障。今年 7月，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举办的冰雪项目 2020-

2021赛季表彰大会暨中国冰雪科学顾

问等证书颁发仪式大会上，授予上海体
育学院“中国冰雪科技联合攻关单位”

荣誉称号，授予博士研究生龚敏
“2020—2021赛季科医服务先进个人”

称号，也是全国以学生身份获此称号的

唯一人员。
上体人期待着中国冬奥军团绽放

光彩的那一刻，那将是上体人的荣耀。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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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体人的努力和情怀钢架雪车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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