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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探营国家速滑馆

北京新闻中心昨迎客

闭环外的记者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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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世界上最快的冰，欢迎大家
来现场感受！”昨天上午，北京冬奥会主
媒体中心召开一场主题为“冬奥 ·体育 ·

文化”的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速滑馆场
馆运行团队主任武晓南向中外记者发出
邀请。

随着各国运动员陆续抵达，北京冬
奥会各个场馆进入赛时状态。作为
2022北京冬奥会的地标建筑、北京赛区
唯一新建的冰上赛场。被昵称为“冰丝
带”的国家速滑馆极具“高颜值”还“有内
涵”，昨天下午，本报特派记者来到“冰丝
带”，探访最美的丝带、最快的冰。

最美的 最快的丝带 冰

历经数月筹备的2022北京新闻中心昨

天迎来了第一波“客人”，那就是参加“2022

北京新闻中心探营活动”的各路记者们，大

家也在这里度过了有意义的大年初一。

走进2022北京新闻中心，除了常规的

媒体工作、餐饮、核酸检测等功能区之外，还

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奥运文化展示区，例如

奥运徽章时空交换站、北京冬奥特许商品展

区、美丽中国图片展示区……未来20天，这

里将成为采访北京冬奥会的1700多位中外

非注册记者的家。

2022北京新闻中心共设九个部门：综

合管理部、新闻发布部、采访部、展览与展示

活动部、医疗防疫部、公共信息部、服务保障

部、安保交通保障部、志愿者服务部等，功能

十分完备。2022北京新闻中心将“新闻+服

务、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形象”四

大理念贯穿于中心各项服务中。无论是大

量丰富的新闻发布，或是生动鲜活的城市采

访，或是多姿多彩的文化展示，再或是细致

周到的媒体服务……都会让大家深刻体会

到本次新闻中心媒体服务的三大关键词：新

闻、科技、服务。一是新闻叙事精彩纷呈。

短短20天服务，新闻中心将提供百场新闻

活动、百幅图片展示和千种外宣品展陈；二

是文化科技互融共生。文化与科技交相辉

映成为本次新闻中心的一大亮点；三是媒体

服务周到细致。2022北京新闻中心设立记

者工作区，提供高速网络、可实时观看的高

清公共信号等高效便捷的硬件设施，也将为

记者提供咨询、交通、餐饮、医疗等优质便捷

的媒体服务保障。

从新闻信息服务技术到众多互动项目

的设计，2022北京新闻中心无不体现着浓

浓的“科技感”。除了位于三层的媒体公共

工作区内设利亚德8K大屏，可以播放8K超

清影像外，工作区外还设有融合多种技术创

新的“云聚（Cloudme）体验厅”，媒体记者可

在此处实现不同空间的全息直播、采访互

动，远程受访者的画面与声音都清晰得如近

在眼前。而在左侧的“VR体验区”，戴上VR

视镜，记者们仿佛置身高空，将北京城景尽

览眼底，给人非常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任徐和建表示，

2022北京新闻中心作为冬奥会期间展示北

京和中国形象的重要传播平台，与往届非注

册记者新闻中心的最大不同和特色亮点之

处在于：充分利用北京的文化、科技资源优

势，为媒体记者提供优质的媒体服务。

特派记者 李元春（本报北京今日电）

京城独一份
3360块曲面玻璃拼成的22条“丝带”

在阳光下晶莹剔透。远看，犹如一座闪

耀着光辉的巨大冰堡。眼前的国家速滑

馆曲面玻璃幕墙环绕与明亮剔透的超白

玻璃相结合，象征着速度滑冰运动员在

冰上留下的滑行轨迹，22条冰丝带的创

意来自冰与速度的结合，又带有科技感

的加持——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就连北

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面罩圆孔，都

是幻化自冰丝带的流光溢彩。

不仅外表光彩夺目，“冰丝带”还是

一个充满科技智慧的场馆，用“秀外慧

中”来形容它一点不为过。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采用世界跨度

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

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四分之一。马鞍

形的穹顶上，璀璨如星辰的照明系统由

1088套LED灯具组成，满足顶级赛事举

办和高清转播要求。

国家速滑馆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面

设计，面积达1.2万平方米，目的就是充

分考虑赛后利用。据悉，“冰丝带”采用

全冰面设计，冰面采用分模块控制单元，

可以将冰面划分为若干区域，根据不同

项目分区域、分标准进行制冰。平时可

接待超过2000名市民同时开展冰球、速

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等冰上运动。

从西侧幕墙望出去，一排梧桐昂然

挺立。“那些树是2008年栽下的，现在

小树苗长成了大树。”武晓南如是动情介

绍。作为北京赛区唯一新建的体育场

馆，这片区域，曾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临

时建设的曲棍球场和射箭场；而今，北京

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新建的冰上

竞赛场馆在此拔地而起，与雄浑钢结构

的“鸟巢”、灵动膜结构的“冰立方”相得

益彰，共同组成北京这座世界首个“双奥

之城”的标志性建筑群。武晓南感慨：

“这里承载着从夏奥到冬奥的传承，愿

‘冰丝带’成为满足广大群众冬季健身需

要的新地标。”

碳排近于零
昨天是国家速滑馆的自由训练日，

下午，记者在场内看到，速度滑冰传统强

国荷兰队、亚洲劲旅韩国队还有人数庞

大的美国队等，都早早来到场地进行适

应性训练。

快，是冰丝带冰面的一大特点，“用

东北话来说，这里的冰太‘滑溜’！”武晓

南自豪透露，来这里

比赛过的外国选手都表示，这是自己比

过的最快的赛道，就连前来参观的国际

奥委会副主席小萨马兰奇先生都和他打

趣，场馆内的冬奥纪录墙，在本届冬奥会

后“会全部刷新。”

最快的冰面是呈现的结果，背后的

科技还有更多。

行走在“冰丝带”内部，蓝白相间的

配色给人清新之感。平整如镜的冰面、

舒适的空调除湿系统、动感的灯光照明

设计，彰显“智慧场馆”的精雕细琢。

据介绍，国家速滑馆是世界上首个

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的冬

奥速滑场馆。该技术是世界上比较先进

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放值趋近于零，制

冰能效大幅提升。武晓南告诉记者，二

氧化碳本身也是温室气体，但用作制冷

剂的二氧化碳，是从工业生产排放的废

气中回收而来，它们原本直接排到大气

中。使用二氧化碳制冷，不仅避免了氟

利昂制冷产生的“强温室气体”，而且将

二氧化碳作为资源利用，这对于“碳中

和”来说也具有一

定的意义，在冰面

质量和赛后长期可

持续方面，也是最

好选择。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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