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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友的比赛照片，并自动生成一段 H5 小视频。

科技球场的“生意经”

运动中的“黑科技”频频推陈出新，新兴的“智慧场馆”

模式也为科技体育开辟了另一条路子。在徐汇绿地缤纷城的 24

小时“洛克公园”篮球场，记者看到不管是凌晨还是傍晚，众

多篮球爱好者可以通过 24 小时无人化智能扫码进场，随时登场

体验运动的乐趣。自疫情发生以来，智慧球场，在解决体育场

地管理难的问题上，作用更加凸显了。

2013 年，洛克公园 CEO 戴富祺从虎扑体育辞职，怀抱自

己的篮球理想，踏进了这片消费蓝海。那时，市民的运动意识

提升，对场地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国务院颁布的 46 号文，更是

为体育产业发展开了绿灯。“上海有很多公共运动场，有的给

街道，有的给政府，很方便，但管理成本很高，难以精细化，

再加上政策导向又需要向大众开放，我在想能不能把场馆加入

互联网基因，也变成类似共享单车的模式。”

很快，戴富祺这一想法得到了静安区体育局的支持。紧接着，

静安交通公园作为首个共享场馆试点，洛克公园同步组织研发

团队，开发了“九回共享运动场”小程序。“只要你扫码进入

小程序，就可知道预约包场信息、开放时间、进场要求以及实

时掌握在场动态人数，还可根据运动排行榜，看到自己的运动

时长。”戴富祺说，这不仅错开了人流运动高峰，还能提前知

晓信息，避免跑空。

当你进入智慧球场，又是另一番高科技在线的景象。整个

智慧球场将全部与视频监控中心联网，管理员不用进场，即可

远程遥控广播和灯光。如果你有充电、购物、求助等服务，还

可通过视频通话，一键传达诉求。“当时，这一模式在静安区

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馈，政府要求在两三年内，一百多家公共

运动场全部改建过来。”

而随着技术手段的更新，洛克公园的进球捕捉系统也相当

亮眼。“当你进入球场时，系统会提示你上传一张自己的正面

照片，之后，利用人脸识别系统，抓取你投进的每一个篮板、

慢动作，自动生成一个小视频推送给用户，贴近用户、完美纳

入品牌又完成了精准营销。”据了解，目前九回共享运动场的

注册用户数量达到了 25 万人，场馆数量 85 家，每周平均服务

五六万人。

据了解，2018 年 4 月 13 日，洛克公园宣布公司完成新一

轮 B+ 轮 7000 万元的融资，目前，洛克公园与正大集团、绿地

集团等合作，在上海、杭州铺设了 12 块场地，有篮球场、足球

场、羽毛球场等，其中大多位于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

《新民周刊》记者从上海市体育局了解到，九回共享运动场

里的场馆将作为比赛场地，服务于本届市民运动会。羽毛球、游

泳、篮球等比赛将实行智能化场馆管理，比赛的数据也将同步传

送到赛事记录系统。但进球捕捉系统，目前仅适用于篮球赛事。

全民“来沪动”

相比智慧球场，覆盖更广、功能更强的智能管理系统，再

次刷新了公众对于科技变革的认知。

7 月 1 日起，上海进入夏季游泳高峰，申城 649 个游泳场所

正式向全体市民开放。在桃浦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准备游泳锻炼

的居民章大伯，入场时拿出手机出示绿色“随申码”“健申码”、

游泳健康承诺卡，身后的陈女士则直接“刷脸”进场，不用费劲

掏手机，全程无接触，进场仅用两三秒钟，十分便捷。

原来，这一刷脸操作，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上海

市体育局与市大数据中心联手推出这项全新举措：二码合一，

也就是“随申码”与“健申码”互联互通，简化泳客入场的检

疫流程。其技术开发公司上海天健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

负责人舒清雷表示，截至 7 月 30 日，这一人脸识别测温智能终

端和管理系统，在全市 152 家游泳场所实施推广，累计服务 33

万人次。

“二码合一”只是天健集团其中一个场景应用，由天健集

团开发、在上海市落地的智慧体育云平台，集合了游泳场馆、

　　未来，科技公司将集中通过数据服务、健康报告给体育产业、体育管理部门做决策。
体育人工智能时代要来临了吗？也许这还只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