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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需走进指定区域，以减少比赛干扰。”

在俯卧撑测试项目中还首次应用了骨骼识别技术，通过人

体体态识别系统自动判定受测人员的动作标准程度，大大提高

了测试的准确度和趣味性。如果是计距离的项目“跳远”，则

以运动员的脚后跟为基点，落地后静止两秒钟成绩即为有效。

参赛运动员还可在测试过程中通过手机实时查询自己的成绩、

积分和本场排名情况，并生成个人体测报告。

记者了解到，2016 年，每步第一次“试水”体育行业办赛。

目前，与上海市体育局合作的旗下三大赛事 IP，已经在高校学

子、都市家庭及企业员工这三大人群中形成品牌效应，“黑科技”

在其间的应用引人关注。

每步科技 CEO 马京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打造 IP 就好像

筑城，每步正是用“专业体育 + 互联网思维 + 科技基因”的新

方式打造赛事 IP。在一场 “高校百英里接力赛”的赛事 IP 中，

有基于人脸识别计数的无接触式选手运动轨迹实时跟踪，有基

于面部微表情识别技术的赛事安全保障，还有基于语音交互技

术的赛事服务，基于云摄影技术的赛事传播等。

这几个镜头足以说明问题——

“来不及了，赶紧检录！”一位迟到的选手，因为马上就

要登场而手忙脚乱起来。谁知工作人员用手机朝他按下了快门

键，“检录完成了，上赛道等候即可”。

一位学生跑者跑步姿态异样，急救人员在电脑获取比赛中

跑者的体征，经多重信息对比，得出了“可能受伤”的结论，

立刻“遥控”而来，及时找到他并避免了伤病的进一步加剧。

选手还在赛道上拼搏，一场由他主演的“微电影”已被队

友们分享到朋友圈，引来点赞。原来，“高百”利用人脸识别

照片分拣技术和短视频拼接技术，让跑者能够即时找到自己或

一场疫情，中国体育产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也催

生了“科技 + 体育”的融合发展。后疫情时代的体育运

动更是借助“科技”这把金钥匙，开启无限可能。

赛场上的“智慧大脑”

2019 年 8 月，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达标赛，在沪上掀起全民健身浪潮，每一场都能吸引到至少

二三百名市民自发前来参与。作为赛事运营单位的每步科技，

用耳目一新的办赛方式提升了市民运动体验与参与热情。

在嘉定一处比赛场馆，24 岁的华东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陈

紫滢开始进行跳绳比赛。她站在指定识别区域，拿起跳绳，奋

力向上跳，紧接着对面一台黑色智能体测机开始高速运转，根

据跳绳动作的实时捕捉，显示屏上出现了“1、2、3”的累计计

数，最终得出了总成绩 142 个。

陈紫滢是名体育生，初中时练习 50 米步枪，平时酷爱跑步、

骑车、健身。这两年，参加过多次比赛的她，打心底里感受到了“智

慧体育”带来的便利。“镜头捕捉功能比较厉害，配合运动的垫子，

可以实时感应，还会筛选错误的动作，正确率比裁判要高很多。”

陈紫滢口中夸赞的这套智能体测系统，正是出自每步科技之手，

目前已经升级为第三代。

在徐汇区西岸人工智能中心，每步科技首席运营官应炜骅向

《新民周刊》记者介绍，第三代智能体测系统，共有五个摄像头，

屏幕比第二代变大了，还加入了样本动作视频。目前正在做升级

测试，确认无误后，将全面应用在今年的市民运动会上。以智能

体测系统为例，包括跳绳、跑步、3000 米快走等十四个项目，

考核年龄段可覆盖 20 岁—69 岁的人群。该系统主要基于运动视

觉识别的健康 AI 体测服务及健康大数据分析，助力国家体测项

目的开展和实施。“以往评测需要六个裁判一起核对一遍成绩，

保持一致后，手动输入电脑。作弊、不规范的情况难以掌握，有

了这个系统，参与者的信息可以提前通过人脸识别录入进去，一

组项目的裁判可以减少到三个，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

应炜骅说，这项黑科技在开发之初，团队可是做足了专业

功课。“我们研究每个体育项目的评判标准，拍摄一个样本视频，

比对选手动作评定成绩。比如，体育总局要求‘引体向上’项目，

手臂要 180 度垂直，头要过杆指定厘米数。假如手臂弯曲、动

作不标准，则不计入成绩。再比如，智能体测机摄像头对光线

要求比较高，镜头不能对着太阳，现场管理也要有一个识别区域，

云手环对体温进行实时监测 “黑科技”为学生安全护航。摄影 /孙中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