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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奥赛服上讲述“中国故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梅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是近20年来唯一一次在
大陆性冬季风主导的气
候条件下举办的冬奥
会，气象保障可谓挑战
重重。为此，我国自主研
发了高精度天气预报

“睿图-睿思”，首次实现
了复杂地形下“百米级、
分钟级”预报。也就是
说，能实现复杂地形下
100米分辨率、逐10分钟快
速更新的冬奥关键气象
要素预报。气象部门在北
京城区、延庆和河北崇礼
铺设冬奥气象综合监测
网络，布设了441套各类探
测设施，有助于为提前24
小时的精细气象决策提
供支持。张家口赛区还用
上了激光测风雷达。

冬奥项目大多难度
大、危险性高，如何快速
救助十分重要。“从云顶
滑雪场到崇礼院区，直升
机转运只需4分钟；从雪车
雪橇赛场到延庆创伤中
心，智能救护车运送由原
来的30分钟缩短至15分
钟，直升机转运也只需4分
钟……”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教授崔国庆介绍。

冬冬奥奥战战衣衣藏藏着着哪哪些些黑黑科科技技
“快、护、暖、美”是四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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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制服装备委员会委

员、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监
事长刘元风表示，冬奥会服
装设计难度不同于2008年夏
奥会，一是季节的问题；二是
北京、延庆、崇礼三个地方温
度不一样，这就给设计提出
了很大挑战，特别是在材料
应用上，既要满足保暖防护
功能，还应尽可能助力选手
更好发挥。

冬奥制服装备供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工作人员、技
术官员及志愿者穿着使用，包
含服装、鞋品、配件三大类。这
套从600多个外观设计作品中
脱颖而出的制服装备，前后进
行了8轮版型优化，蕴藏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科技
含量，融合了中国传统山水画
与冬奥核心图形的雪山图景，
将功能性、民族性和艺术性完
美结合，可以实现温度变化和
场景转换下的自由穿搭。

设计师贺阳解释了冬奥
制服的“双奥”传承，比如上衣
的灰色水墨意象，源自冬奥色
彩中的长城灰，而长城灰正是

从2008年北京奥运色彩延展
而来，连接了北京夏奥与冬
奥，体现“双奥之城”的风采。

冬奥核心图形的设计展
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思想，融合了京张赛区山形、
长城形态，以及《千里江山
图》的青绿山水。制服外观设
计，将冬奥核心图形合理地
拓展到立体化的服装上，运
用具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笔
触、浓厚淡薄的线条、远近虚
实的层次，将传统美学和冰
雪运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在色彩选择上，沉稳的
墨色和跃动的霞光红展现了
工作人员的实干和热情，中
性的长城灰彰显技术官员的
客观公正，明亮的天霁蓝展
示志愿者的青春活力，纯洁的
瑞雪白作为调和色，象征着

“瑞雪兆丰年”，也契合北京冬
奥会的举办时间——— 春节期
间。国家冬季运动服装装备研
发中心主任、北京服装学院教
授刘莉称之为“在冬奥赛服上
讲述‘中国故事’”，实现了超
世界水平的“中国造”。

助力运动员与时间赛跑22
“竞速类比赛中，0 . 01

秒就可能决定一块金牌的归
属，这0 . 01秒的差距也许就
来自服装和装备。”刘莉表
示，速度滑冰等竞速类比赛
追求“快”，所以服装首先要
考虑风的阻力。研发过程中，
一般是对运动员最佳姿态进
行扫描，获得一个服装样板。
减阻，是竞速类项目中“快”
的核心。刘莉以一件速度滑
冰集体出发项目的比赛服为
例介绍，这件比赛服是一种
躬身的状态，也是有运动姿
态效果的服装，被称为“站不
起来”的比赛服，其关键就在
于立体裁剪、减阻、适度的压
缩效果三方面。

研发人员根据不同项目
的运动姿态、速度特点，制备
高性能减阻面料，并在全球

范围内搜集和测试150多种
面料的基础性能，应用于服
装减阻设计中。通过实验，团
队发现：并不是越光滑的表
面风阻越小。

“恰恰是一种有肌理的
凹坑结构面料，产生的阻力
是小的。”刘莉介绍，在身体
不同部位，凹坑结构的形状、
大小、深度都是不同的。同
时，根据滑行姿态设计的“站
不起来”的版型，不仅帮助运
动员保持姿势，也有效降低
了阻力系数。

经风洞测试验证，最佳
姿态速滑服比海外采购的减
阻超11%；新款短道速滑服最
大减阻率超过10%；根据高山
滑雪项目各小项速度差异较
大的特点，细化有关比赛服设
计，其最大减阻率超过9%。

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
将盛大启幕。作为冰雪赛场上的
风景线，北京冬奥“战衣”首次实
现“中国造”。2000多份设计手稿、
超800小时的风洞测试、110多款
样服打版……每一件比赛服，都
凝聚着研发团队的无数心血。北
京冬奥战衣采用了哪些黑科技？
怎样做到“快、护、暖、美”？如何助
力运动员与时间赛跑？

“堡垒”综合保暖系统堪比小火炉44
在御寒保暖上，冬奥“战衣”运

用了我国两大自主研发的科技面
料——— 炽热科技和防水透湿科技。

安踏体育奥运事业部总经理谢
春龙介绍，炽热科技运用立体结构
保暖材料聚热棉，具有光蓄热性能，
可将热量流失阻隔效果提升约
20%，能够瞬间升温、高效蓄热；远
红外石墨烯材料，可显著提升远红
外辐照升温，超过国家标准一倍；此
外，超级羽绒的蓬松度比普通羽绒
增强约3 0%，超级羽绒的核心部
分——— 绒子含量高达95%，获得吉
尼斯“超强保暖”认证。超级羽绒还
附着纳米级保护层，防水防潮。谢春
龙称，“在轻薄和保暖两个性能维度
上实现了最优解。”

“今年冬天特别冷，北京已出现
几次寒潮，这也让百姓对服装的保
温性能有着更高要求。”刘莉介绍，
团队研发的“堡垒”服装综合保暖系
统，集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多功能
高效保暖于一体，采用提升纤维保

暖率和使用主动加热技术，在-30℃
环境下可持续作业180分钟以上。

“未来我们会考虑将这样的技术应
用到民用领域，让国人都能穿上自
己品牌的高性能保暖服。”

除保暖保温外，冬奥制服同时
添加了抗静电、防滑、单向导湿透湿
等功能，填充絮料选择拥有国内专
利技术的多层结构新型保暖絮片。比
如，保暖靴使用的防水膜，100%防水、
防风雪，透气，可回收；鞋底使用湿冰
止滑材料，辅以冰爪底纹设计，具有优
良的冰面防滑性能和抓地能力。

在细节上，功能外套增加了夜
间反光安全设计，还配有对讲机挂
袢、求生哨、隐藏触控笔及眼镜布、
隐形拉链口袋等；鞋靴统一使用旋
钮闭合系统配合强韧金属丝，摁旋
收紧，一键松开，便于户外单手戴手
套操作。安踏品牌副总裁朱晨晔表
示，制服采用银离子抗菌技术，用健
康环保科技研发制成再生涤纶面
料，呼应绿色办奥理念。

花滑服凸显速度与力量之美55
洁白的冰面上，花样滑冰运动员

翩翩起舞、挥洒自如。“一件冬奥花样
滑冰比赛服，从设计到上身需要了解
音乐、调研、设计、制作、装饰、陆上试
穿、冰上试穿等多个环节。”刘莉说，花
滑服装设计并没有统一的风格，每套
服装都要结合选手选定的乐曲、动作
以及运动员自身特点量身定制。

除了科技因素，团队非常注重
冬奥赛服的中国美学表达。“我们有
一件花滑比赛服采用苏绣工艺，初
看以为花色是印染的，可用手一摸
才发现，是一针一线绣上去的。”刘

莉说，绣娘们花费了约250个小时，
将针距缩小到正常的1/5，运动员在
冰上试穿后，在灯光映照下光彩夺
目，呈现出比印染工艺更丰富的效
果。团队还会考虑拉链开裂、裆线撕
开、钻饰脱落等意外情况，选用抗拉
抗拽面料，用手工缝制钻饰。

“我国冰雪运动服装过去由国
外企业垄断，如今，我们建立起完全
自主研发的高性能运动服装体系。”
刘莉说，期待身披高科技战袍的运
动健儿，在北京冬奥赛场上绽放光
芒，再创奇迹。

比赛服面料用刀都划不开33
高山滑雪、短道速滑等项目的

时速可达130至140公里，运动员还
要穿越旗门、完成比赛规定动作，肩
部、大腿、肋下的软组织极易受伤。
速度类项目对比赛服的面料要求有
多高？国际滑冰联盟规定，比赛服的
防切割等级要超过二级以上，也就
是说，这个服装一般用刀是划不开
的。为了避免运动员遭遇冲撞及刺
割等伤害，研发团队提供不同的解
决方案。对于高山滑雪训练防护服，

采用了新型柱状阵列式抗冲击结构
和新型吸能缓震材料，研发出垫片、
护片、背夹等护具，减少运动员穿越
旗门时的抽打伤害。

在短道速滑比赛服上，考虑肌
肉压缩、服装减阻等功能，整体使用
新型的高弹防切割面料，运用专利
技术，由单向防切割升级为双向，在
保持弹性的基础上，防切割性能提
高了20%—30%，给运动员提供了
全方位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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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服研究团

队设计制作的花样

滑冰表演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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