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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瑞平

恢复跟吃饭一样重要

男排半决赛，山东队与北
京队苦战五局，以微弱的劣势
惜败。夜色已深，回全运村的车
上，教练和队员们都不说话，疲
劳和失利，让这些平时活跃的
小伙子们陷入沉默。

全运村快到了，主教练辛
春生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对队
员们说：“两辆车都在全运村等
着我们了，下车后，一半的人去
吃饭，一半的人去做恢复。”

车到全运村门口，省体育
科研中心主任郑念军和省运动
康复中心主任王权带领他们的
科技保障团队已经等在那里，
两辆保障车一字排开，车上各
种设施都处于运行状态，车外
的人行道上，好几个按摩床整
齐排列，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
工作人员。

尽管一场失利让队员们普
遍情绪不高，但很多队员还是
选择了先做恢复，尤其是几名
刚刚经历了一番苦战的主力队
员。对他们来说，赛后恢复，跟
吃饭一样重要。

自由人杨亚宁是山东队的
老大哥，也是山东队场上最累
的球员之一，本来就是伤病满
身，再加上年龄偏大，一场激战
下来，体能恢复是个大难题。

他下车后第一个走进了科
研保障服务车，进行了超低温冷
疗。前后不过几分钟，杨亚宁走
下保障车，人也显得轻松了很
多。“做完后整个人感觉非常轻
松，肌肉也迅速得到了放松，之
前我就做过，因为见到了效果所
以我又来做了。”杨亚宁说，“打
完比赛确实很累，赛后恢复效果
不错，明天还要继续比赛，不管

怎么样都要继续拼！”
第二天，山东男排重整旗

鼓，战胜江苏队，获得铜牌，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

高大上的“秘密武器”

杨 亚 宁 做 的 超 低 温 冷
疗，是科研保障服务车上的
秘密武器。

所谓的“超低温冷疗”，指
的是在零下110至零下140摄氏
度，运动员进入像“冰桶”一样
的开放式冷疗舱，坦然接受与
液氮的亲密接触。在烟雾缭
绕中呆上两三分钟后，因大
运动量训练带来的疲劳感会
迅速消除，而且还会加速伤
痛的恢复。“这种超低温冷疗有
利于促进运动员肌体的快速恢
复，降低肌酸激酶、血尿素等指

标，有利于伤病恢复，降低心理
压力，改善睡眠。”负责科技保
障服务车的省体育科研中心的
田雪文介绍说。

在去年刚刚引进冷疗设备
时，很多运动员对于零下140摄
氏度的低温还有些忌惮，为了
消除运动员的这一顾虑，科研
人员通过亲测实效，赢得了运
动员的信任。据悉，这一高端设
备在国外足球、篮球职业运动
员中应用较普遍，国内仅有北
京、山东、河北等少数几个体科
所拥有。

负压下肢恢复舱，则是医
务保障服务车上的秘密武器。
据省运动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文义介绍，这个下肢恢复舱，
主要是利用气压的变化，促进
乳酸、肌酸的分解，帮助运动员
消除疲劳，恢复体能。

神奇战车配备齐全

除了这些“秘密武器”，这
次我省派出的两辆保障车，还
有配备齐全的“常规武器”。

科研保障服务车主要由省
体 育 科 研 中 心 负 责 ，配 备
BrainLight声光体感放松系统
2台、高能量激光治疗仪1台、干
扰电治疗仪1台、冲击波治疗仪
1台、深层肌肉刺激仪1台、分离
式制氧机6台，还有大量的帐
篷、冰袋、保温桶。

医务保障服务车由省运动
康复研究中心负责，配置三维
微波治疗仪1台、冲击波（立式）
治疗仪1台、冲击枪1台、超短波
治疗仪1台、短波治疗仪2台、便
携式超声波治疗仪2台、TDP神
灯2台、制氧机2台、氧气袋20

个、急救小推车1辆、急救小药
箱2个、心肺复苏机1台、干扰电
治疗仪1台、按摩椅1张、电子足
浴盆、帐篷、便携式按摩床、制
冰机、小冰箱等。

另外，两辆车的服务内容也
有所区别，科研保障车主要是为
运动员提供超低温冷疗、心理调
控、按摩放松、吸氧恢复、体能牵
拉恢复、伤病诊疗等，医务保障
车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吸氧恢
复，运动损伤治疗，内科疾病治
疗，冲击波、超声波、超短波等物
理治疗，牵拉恢复，按摩放松，心
理疏导和放松。

因为今年全运会持续的时
间比较长，这两辆车上的服务
人员都是早早来到了赛场，在
超过一个月的服务周期内，他
们为山东军团的三连冠，提供
了坚强的幕后支撑。

全运会再创辉煌，背后团队功不可没

破破译译山山东东军军团团
爆爆发发的的““科科技技密密码码””

在刚刚结束的天津全运会
上，山东代表团金牌数和奖牌
数都在全国领先，实现金牌三
连冠。山东军团战绩出色，除了
教练员、运动员的努力，有一支
幕后团队也是功不可没，那就
是科技保障团队，而每天停靠
在运动员村门口的两辆保障
车，成为运动员最愿意光顾的
地方，也成为山东军团的秘密
武器。

科技保障，已成为山东军
团爆发的“科技密码”。

保障车内的秘密武器成为山东代表团全运会赛场铸造辉煌的功臣之一。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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