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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轧学超

“智能健身路径离我家不远，这些日子，我天天

都会和老伙伴儿们一起来体验。”正在甘肃张掖中

心广场智能健身路径锻炼的居民王惠春高兴地说，

“以前，我认为运动就是简单地活动筋骨，从来没想

到锻炼身体有这么多讲究，更没有想到还可以通过

科技设备进行运动数据监测。智能健身路径来到家

门口，我和朋友们不仅随时可来健身，还能通过数

据检测了解自己的锻炼状况。”

王惠春提到的智能健身路径是在全民健身大

背景下，整合城市健身广场、体育公园等公共资源，

一体化推进公共体育设施科技化建设，打造城市智

能社区健身圈的生动实践。张掖中心广场健身区域

新增的智能健身路径，已经成为不少市民健身的热

门打开地。智能健身路径的建成，填补了张掖市区

智能健身场所的空白，使社区体育生活圈更加触手

可及。

张掖中心广场智能健身路径充分结合居民的

运动喜好，重视群众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能够满

足各年龄层次群众的健身需求，还可以增强群众之

间的交流，提升身体素质，享受美好生活。“这里的

健身设备非常先进，器材自带的语音播报功能，还

能给予健身提醒，这让运动变得更有趣，我们

全家经常来这里锻炼，享受健身快乐。”正在健

身的居民关振说。

据了解，张掖中心广场的智能健身路径把运

动健身与智能体验相结合，配备有液晶显示屏、蓝

牙音响等智能化设备，还采用了太阳能供电照明。而

与其他健身器材不同的是，市民运动结束后，智能健

身路径还能自动语音播报运动的时间、次数、消耗热量

等数据，可以让锻炼者了解相关健身数据，使健身更环

保、更智能、更科学、更有趣。

本报记者 李金霞

随着物联网、AI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智慧步道成为全国

各地公园建设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改造的新主题。智慧步道

拥有的人机互动、健身打卡、运动数据记录等功能，有助于人们轻

装健身，提供了更好的健身体验，也提升了城市智慧化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能力。

去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的北京奥森公园智慧跑道通过实现信

息科技化、运动过程在线陪伴、运动监测及陪护指导等科技场景

的应用，来提升跑者的运动体验。在智慧设施的建设上，园区内设

多个电子屏幕，用于日常园区动态及智慧跑道信息展示，并在跑

者服务站设置人机交互装置，用户可以通过屏幕获取运动热身提

示等专业指导。

江苏盐城市响水县去年底正式投入使用了东鸣湖公园智慧

健身步道，这是该县首条AI智慧健身步道。该智慧健身步道全长

2.1千米，全程设置2块智慧大屏和6个智慧采集点、2个心率检测

仪。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高新技术的运用，开展全天候、自

助式的健身活动，为跑步爱好者提供科学的运动指导。同时，无接

触不聚集的运动方式，让这条步道不仅能满足群众日常健身需

求，还能为跑者提供专业的赛事保障。

南京玄武湖环湖路全长约10公里，被评为南京最美健身步

道。去年，环湖步道全面升级为智慧步道。智慧步道是依托景区内

原有的环湖路绿道升级改造而成，步道一圈总长约10公里，共设

置11个多功能信息数据智慧屏，能帮助运动爱好者及时、准确、全

面了解自己的运动状态，具有“全天候、自助式、智能化”的特点。

智慧步道的核心配置主要由AI智能识别互动大屏、AI智能识

别杆、小程序、智慧步道综合管理平台组成。拥有运动排行榜、多

人PK、组建战队等多种运动形式。AI智能识别杆在步道沿途设立，

用于运动过程的数据记录，AI智能识别互动大屏用于注册和运动

数据查询。在智慧步道无需佩戴任何电子产品，人们可在运动健身

记录数据的同时，感受到高新科技带来的酷炫体验。

跑步爱好者冯舟每逢周末都要去奥森公园跑步，从前是因为

这里环境好、运动氛围足，现在吸引他的是科技赋能的魅力。“智

慧化升级对健身爱好者更友好了，提升了人们的运动兴趣，也符

合我们的期待。每次进入奥森跑道开启APP，不仅可以听到运动音

乐和语音包，一路上还能听到对路段的实时介绍，以及针对该路

段跑步应该注意什么。贴心的是园内有多个补给站，站点设有大

屏幕，可以跟着做热身、拉伸等动作。”

本报记者 顾 宁

“每逢佳节胖三斤，假期结束，减肥开始。”庞

悦说，“以前我作息很规律，每天下班后会去小区

外面的健身房跑步，每周上三节操课。这两年，多

方面原因，自己就开始‘偷懒’，会偶尔在家做一

做拉伸，今年春节，购买了健身环作为礼物送给

自己，让家里的健身角真正用起来。”

庞悦接触体感游戏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

推荐她玩一款可以投屏到电视上的体感游戏《活

力街》，非常适合居家健身。体感游戏就是把电脑

上键盘鼠标控制变为通过身体控制，很有意思。

为了追求更好的游戏体验，庞悦选择了新的健身

搭档———健身环。“游戏健身环已经流行一段时

间了，真的很好玩，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

庞悦说：“健身环有不同的模式，我比较喜欢

冒险模式，通过身上和健身环上的手柄识别身体

各个部位的动作和力度，帮助自己和游戏场景产

生互动。冒险模式有点类似角色扮演，需要通过

动作打怪通关，利用健身技能同步游戏里面的主

角打败敌人，动作越标准，伤害值越大。一个关卡

通下来，已经很累了。”

庞悦和朋友也会选择轻松模式，选择一

些可以随玩随停的小游戏，还可以针对自

身的某个部位进行训练。像硬币奔跑，

游戏过程就是变速跑，遇到大金币需

要双手上举控制屏幕中的人物跳

起来“吃”，如果身体控制能力差、

力量弱，游戏的通过速度和成功

率就会很低。

庞悦觉得健身环等体感游戏

不仅适合自己在家健身，也适合几

个朋友一起互动，通过游戏的方式给

运动增加乐趣，难度也可以灵活调整。

“认真做起来真的不轻松，完全可以达

到运动量。”

穿上内置高精度传感器的运动鞋，可在光影跑道跟

随众多专业运动员的虚拟影像一同跑步，这让跑步爱好

者在运动时不再孤独。

该运动鞋厂家负责人介绍：“LED跑道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这款跑鞋的鞋印，这个跑道就是把鞋印放大了

100倍。跑道的内侧，是由LED屏幕构成的墙壁，我们采集

了众多专业运动员的虚拟跑步影像，以光斑影像的形式出

现在显示屏上。”

据介绍，在跑步前，跑步者还可以先在运动鞋上安装一个高精

度射频识别传感器，它会通过射频信号识别一圈跑步的时间、运动

状态等信息，当跑完一圈进行下一圈时，会在LED墙壁上看到自己身

旁有一个影像，并出现自己的名字和跑步成绩。

喜欢新奇时尚运动的王琦体验了传感运动鞋，他说：“运动鞋真的

非常智能，让跑步变得充满乐趣，让原本长时间枯燥的跑步变成了一

种享受。在跑步的同时，还可以跟着影像学习正确的姿势，并且提升运

动水平。”

近年来，大众对滑雪运动热情高涨，室内滑雪模拟训练器让滑雪

爱好者有了科技新体验。

张小军今年25岁，酷爱双板滑雪运动。张小军说：“每年雪季都会

去各大雪场打卡，但室外寒冷的温度和厚重的雪服是

一种束缚。如今，有了室内滑雪模拟训练器，终于能

畅快滑雪了。”

据工作人员介绍，室内滑雪模拟训练器跟

室外滑雪场完全不同，是在类似于加长版横向

跑步机上进行运动，爱好者通过把脚固定在

专用的雪板和雪鞋中，开始来回运动，同

时，训练器还能自动纠正滑雪动作，对练

习滑雪技巧和健身都非常方便。

“穿短袖运动服也能滑雪了。”张晓

军说，“在模拟滑雪机上滑雪，能摆脱掉

厚重的雪服和护具，在温暖的室内就能

体验滑雪，少了几层束缚，滑雪动作更加

灵活舒展，让爱好者足不出户也能感

受到在雪山上自由自在滑雪的

乐趣，而且保证了运动的安

全。”

本报记者 王子纯

“购买10元保险后，预约时间就能免

费入场，还有些站点直接设在地铁站附

近，简直太方便了，下班后直接来这里做

无氧训练是我的常态。”家住厦门的罗

倩对“家门口”的智慧健身房格外满

意。近年来，厦门市坚持因地制宜推

进体育设施建设，积极推动社区治

理，创新建设的智慧健身房秉承公

益原则，依托“互联网+大数据”

的实时洞察，让社区健身服务

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

目前，厦门市共有36家

智慧健身房面向市民免费

开放。特别是在思明区，

不断提升健身设施建设

和健身服务能力，全力构建“15分钟健身圈”，

先后打造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智慧健身

房，极大满足了基层群众和不同年龄层人群

的健身需求。“我们一般在微信公众号‘厦门i

健身’上预约智慧健身房，同时在平台内还可

以查询站点位置和入场人数，总体数量思明

区排首位。”罗倩说。

两个月前，福建省首家公园中的智慧健

身房在位于思明区的金榜公园健身中心落

户。公园内林木葱郁、古道幽静，游客可以在

“天然氧吧”享受运动健身和亲近自然的双重

乐趣。在智慧健身房内，健身器械区、力量训

练区、智能储物区等一应俱全，崭新的11台健

身器械安装了全套智能设备，扫描器械即可

实时获取运动数据，为健身人群在运动时提

供更为精准的参考。智慧健身房还配备了社

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为市民提供更加科

学的健身指导。

此外，位于思明区梧村金祥站的智慧健身

房还融入了“体医融合”的元素。站点依托梧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了科学健身门诊，推

广运动康复、常见慢性病运动干预项目和方

法。群众还可以在此免费进行11项国民体质监

测。除了政府投建的智慧健身房，思明区内的

健身游泳文灶店、健体无极瑞景店等经营性健

身房也加入了智慧健身房行列，市民在场地闲

置时段可以免费入内锻炼，这种方式既充分利

用了社会资源，也造福了更多健身群众。

智慧健身房在厦门广受欢迎，市民李乐

乐表示：“我家楼里就有一个智慧健身房，不

出单元门就能健身。但有时候，椭圆机和跑步

机有些难等。”如今，智慧健身房已成为运动

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不断增添新站点成为

市民的新期待。

本报记者 刘昕彤

随着科技的发展，可穿戴设备已经走进了生活，

健康管理、运动监测、社交游戏、娱乐互动，戴在手上

的智能手表既是运动的好帮手，也是生活的好管家。

除了运动手表外，运动手环、VR眼镜、智能骑行头

盔、科技跑鞋等多样的智能穿戴设备也被人们所了

解和接受，帮助越来越多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规律的运动习惯。

来自安徽合肥的小伙杨朔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从

2019年开始，他就戴着运动手表健身，“我对数码科技

比较感兴趣，2019年入手了运动手表，一开始觉得智能

手表是一个概念，并不会有很大用处，但是在健身时它

可以计步、检测心率、记录配速、计算消耗热量，把所有

的健身数据都清晰地呈现出来，运动一下子变得可以

精准地量化，手表也在运动时发挥了最大功能。”

去年，杨朔又换了一块运动手表，增加了测血氧和

心脏预警的功能，杨朔说：“手表每天通知我

体温、心率、血氧等信息，给身体多了一份健

康保障。‘阳过’之后的恢复锻炼，也是依靠手

表的反馈数据，做到适宜、适度。运动手表是

值得入手的智能产品，方便、有效，一点也不

会闲置，我现在仍然每天佩戴。”

除了智能手表外，对于广大骑行爱好者

来说，骑行的标配头盔如果是智能头盔会给

骑行安全带来更大帮助。来自四川乐山的吴

国栋去年就给自己购入了一顶这样的智能骑

行头盔，据他介绍，头盔配备有光学心率传感

器，能够在骑行时提供准确的身体数据参考，

在保证不超过身体最大负荷的前提下提升锻

炼效果。“比较吸引我的是头盔对安全的考

虑，”吴国栋说，“除了有基本的警示灯以外，配

合固定在车把上的控制器操作，头盔可以有

转向灯示警，如果摔倒躺在地上，它还可以自

动识别出摔车状

态，并把求救信号

发 送 给 紧 急 联 系

人。”

在重庆两江新区

星光学校的智慧体育课

堂，孩子们满头大汗地在

操场上奔跑的同时，一条运

动心率带正在实时采集学生

的心率，根据身体数据为每位学

生定制不同的运动量，让每一个学

生都达到适合自身的运动训练。可

穿戴运动设备在学校的大规模使用不

仅可以有效提升学校教育的智慧化、个

性化，还能保障学生运动安全，有效提升

运动效果，也为青少年体育训练开辟一条新

的路径。

科技让全民健身玩出新花样

轻装健身成为可能

高配置零收费成为健身“新地标”

寓体于乐有效果

提升智能健身体验

运动可以更有趣

科学健身指导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冯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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