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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昕彤

训练监控、机能恢复、营养补充、功能训练、体能

训练、心理训练、运动康复……从早上7:30全队集合

开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能训练研究

中心副主任李清正就和科研团队一起，在举重队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在服务国家举重队的过程中，

通过高科技手段的全面整合运用，助力国家举重队

打造更加硬核的“铁军”向巴黎奥运冲刺。

“科技创新就是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健康发展、不

断攀越高峰的新质生产力。”从北京奥运会到巴黎奥

运会备战，多年的一线工作也让李清正成为我国体

育科技进步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说：“举重作为我

国传统优势项目，从2000年开始每届奥运会都有5块

金牌入账，东京奥运会更是达到7块。国家的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无论是总局、中心、国家队还是教练员、

运动员，对科研都越来越重视，对于举重队来说更是

如此。如今国际比赛竞争呈白热化，每一次更好成绩

的取得都是对人类极限的挑战，在这背后则是各国

科技的激烈比拼。”

跟随李清正的脚步，硬核“铁军”的背后有多项“黑

科技”加持：3D核心力量测试仪、上下肢力量均衡测试

仪等设备，有的放矢帮助队员发现短板；便携的心率变

异和脑电测试设备，随时了解运动员对训练负荷的适

应程度和恢复情况；有助于全身性疲劳恢复的微压氧

舱、漂浮舱和针对局部性恢复的加压冷疗、脉冲加压设

备……围绕训练全过程，从训练负荷评估到运动员机

能恢复，再到营养补充、体能训练，国家举重队一直高

度重视科技在训练和比赛中的应用。

“现在我们用的很多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设备，

功能已经超越了国外进口设备。”李清正说，2018年，

科研团队在举摔柔中心领

导的支持下，创新性地把

实验室建在训练馆、恢复

站建在运动员公寓，运动

员在训练结束之后，可以

直接移步到实验室去接受

评估、恢复，缩短了科研和

训练的距离，实现了体科

结合跨越式进步，也让运

动员从空间和心理上感受

到科技保障零距离。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新质生产力带动运动成绩

不断突破，同时也让李清正

对科研保障体系进行了重

塑思考，“科研保障不仅推

动成绩提升，而且也在保障

运动员科学训练和身心健康。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有

‘硬科技’还有‘软实力’，举重队形成了科研保障五级

体系，同时学科跨度正在不断加大，走向精细化。”

李清正说：“多年以前我们是单个学科的单打独

斗，如今我们是多学科跨兵种‘协同作战’。”随着项

目的发展，单独体育学科已满足不了体育科研的发

展，在举重运动员不断超越极限的过程中，医学专业

的李威博士、体能专业的孔令华陆续加入，还有心理

学博士孙逊，科研所的科研力量给了举重队全方位

的支持，另外医学心理学领域的漂浮舱科技、航空航

天领域计算机专业团队的技术分析等国家高精尖力

量如今也已经武装到举重队的方方面面。

在国家举重队服务期间，李清正围绕训练实践

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把论文写

在训练场上，对此他说：“在服务运动队的过程中，我

们一方面给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训

练经验对科研本身也有很大帮助，会弥补我们关于

实际训练的一些‘盲区’和‘想当然’，让科研更贴近

队伍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改进我们的工作理念

和工作方法，两方面的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还有不到140天，巴黎奥运会的举重比赛就要打

响，李清正团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备战参赛计划，针

对队员薄弱环节进行提高，解决队员功能性问题，做

好运动员心理疏导工作，反兴奋剂风险提醒……精

细化、个性化的科医团队正在帮助举重队的每位运

动员调整到最佳状态，向最高峰进发。

本报记者 王 辉

头上戴着智能VR眼镜，双手拿着

雪杖，人的身体会随着眼前看到的“雪

道”自然调整状态……虽然没有置身

于真实的滑雪场，但在北京大学邱德

拔体育馆智慧健康驿站里，感受到的

滑雪乐趣一点儿也没减少。近日，北京

大学“数字体育”课程正式亮相，这是

全国高校首个使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开

设的体育课，选课通道一经开启名额

便被秒速抢光。

“我们配备了智能滑雪机、智能单

车、智能划船机、智能拳击台等设备，

希望通过‘数字体育’课程为学生们搭

建一个平台，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从

而进一步思考数字技术在体育领域的

应用场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智慧

场馆运行中心主任吴定锋表示，数字

体育课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体育教学融

合的最新创新成果，是推动数字化转

型在教学、科研、管理等业务领域落地

见效的生动实践。

“同学们刷校园卡录入信息后，领

取匹配手环，从而积累每一次锻炼数

据。经过简单热身后，就可以奔向心仪

的运动设备，瞬间置身于高山、雪场、

河湖中，开始登山望远、骑行滑雪、划

船拳击等体验。”吴定锋说。

日前，贵州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

级联赛（以下简称“村超”）与百度智能

云、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发布了

中国首个大模型驱动的体育数智技术

融合平台。此次发布的体育数智技术

融合平台是集技术、内容、场景于一体

的智慧体育解决方案。该平台引入了

先进的骨骼级追踪捕捉技术和云、边、

端一体化的“3D+AI”智能系统，可实

现对场上每一个球员和足球移动数据

实时分析，获取到以前无法精准捕捉

的比赛数据，并通过视频云渲染技术

和AI公有云进行可视化呈现。

贵州省榕江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陈学敏表示，2024年是“村超”打造可

持续化发展的重要一年，数字技术的

引入，将成为“村超”品牌价值持续提

升的助推器，也是“村超”作为一个现

象级IP在全国数字化创新探索道路上

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因素。

3月19日，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印发的《2024年北京市社会体育

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指出，2024年

将组织和引导北京市全民健身元宇

宙开发应用实验室应用研究，基于区

块链和虚幻引擎技术，搭建全民健身

元宇宙场景，发行全民健身数字藏

品，完善健身瑜伽、健身气功等AI智

能比赛系统，实现实时交互式体验和

智能评分。

任务中提出，对AI智能大模型

进行精准培育，深度应用于线上平

台智能客服、全民健身智能科普、

MDT（多学科会诊）在线门诊、全民

健身事业发展辅助决策等领域。依

托体医融合实验室、全民健身元宇

宙开发应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科

普示范基地及北京天坛医院现有医

疗资源优势，筹划开设脑健康及运

动处方MDT门诊。

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

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

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北京体育大学中

国体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鲍明晓认

为，当前，科技创新与体育创新的关系

日益紧密，以先进信息技术带动和催

生体育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全面提升体育行业数字意识

和数字能力，推动构建覆盖全领域、全

场景、全流程的数字体育发展新格局，

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

择，也是全面建设体育强国战略的必

然要求。

强大科研保障打造硬核“铁军”
———访总局科研所体能中心副主任、国家举重队科医团队负责人李清正

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中国队在6站世界杯获得的7

金和世锦赛的4金都来自男子项目

和接力项目，从金牌数量上看，女

队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从奖牌

和自身状态上看，姑娘们的实力和

进步有目共睹。“横向对比，女队与

世界顶尖选手比较是有差距的，但

如果纵向对比自身上赛季表现，我

们的提升是很大的。”刘辰宇说。上

赛季，女队鲜有能进入A组决赛的

选手；本赛季，她们不仅能经常性

进入A组决赛，还拿到多枚奖牌。

范可新在北京站收获2银1铜；

公俐在中长距离进步明显，她在世

界杯北京站拿到女子1500米银牌、

1000米铜牌，又在首尔站赢得女子

1500米铜牌；王晔连续收获世界杯

北京站和首尔站女子500米铜牌，

又在德累斯顿的比赛中以500米个

人最好成绩拿到银牌，同时打破全

国纪录。公俐、王晔、王欣然等新周

期成长起来的选手，从上赛季在国

际赛场的拘谨和慌乱，到本赛季逐

渐崭露头角，女队的年青一代正在

崛起。

同时，刘辰宇也认为，正是女

队的上佳表现为中国队在混合接

力项目上屡创佳绩奠定基础，“世

锦赛混合接力项目决赛，荷兰女选

手实力非常强，我们的女队员能够

在滑行中始终保持跟随，在速度上

不落后并保持稳定性，给男选手超

越创造了机会。”范可新也说：“我

刚出来比赛时也不是第一次就能

拿冠军，都要经过一点一滴的积累

和锻炼。我们的接力项目是优势，

其中的交接、速度把控、超越都要

做好，能滑好接力，个人实力一定

不会差。”

男队在世界杯和世锦赛的500

米、1000米、1500米都有金牌入账。

此前受到伤病困扰的林孝埈经历

了状态起伏，经过调整逐渐恢复

后，他的实力得以展现。在本届世

锦赛上，他不仅摘得男子500米金

牌，在混合接力和男子5000米接力

决赛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国队

夺取金牌作出重大贡献。孙龙在世

锦赛斩获男子1500米金牌，收获首

枚世锦赛个人单项金牌。“通过这

个赛季国家队训练和国际比赛锻

炼，孙龙更加沉稳，在世锦赛半决

赛和决赛表现强硬，在对抗能力、

比赛心态和临场应变能力都能看

到很大提升。”刘辰宇说。

“这两年积累了很多经验，每

天都在优化自己的滑行技术，提升

竞技水平，分析国外顶尖选手的技

战术，还与队友不断磨合增强默

契。”孙龙说，他花了很长时间调

整心态，做到了在赛场上更冷静、

更强大。虽然成败是体育的常态，

但在孙龙看来，能代表中国队参

赛，他就一定要在最大的舞台上完

成升国旗、唱国歌的梦想。

加入中国队的首个赛季，刘少

林、刘少昂两兄弟在国际赛场展现

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在蒙特利尔

的首站世界杯上，刘少昂将男子

500米金牌收入囊中，为中国队取

得赛季“开门红”；此后，他又斩获2

个1000米金牌。除此之外，两人在

接力比赛中也有不小的贡献。刘辰

宇说，他们二人是成熟的运动员，

不仅个人能力强，训练中也非常自

律，比如饮食、作息调整、训练态度

等方面都非常专业，在队内起到了

积极作用。

在世锦赛上，中国队以每个单

项两个名额的不利局面对抗其他

短道速滑强国普遍的三个满额参

赛阵容，但是通过全队上下的不懈

努力、团结一致拼下4枚金牌。每次

夺冠运动员们都身披国旗绕场一

周，在颁奖仪式上齐唱国歌，提振

了气势，振奋了人心。

“本赛季虽然拿到不错的成

绩，但是大家的心态都很平稳，每

一次比赛我们都当做是检验训练

成果的机会，不断发现问题、改进

提升，我们最终目标是在米兰冬奥

会取得优异成绩。”刘辰宇说，中国

短道速滑队一直有着共同的目

标———米兰冬奥会，他们不会因为

一场胜利就骄傲自满，也不会因为

一场失利就怀疑自我，现在队内呈

现出非常好的训练生活氛围，每个

人内心都十分笃定，专注训练、不

断进步。

李清正（左二）指导运动员进行体能训练。本报记者 袁雪婧摄

科技助力巴黎备战

据新华社香港3月27日电

（记者王子江 韦骅）巴黎奥运会三

人篮球资格赛首站比赛将于4月12

日至14日在香港举行，排名第一的

男、女队将直接获得奥运会参赛资

格，中国香港男、女队都将参赛。

组委会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本次比赛将在维多利亚公

园举行，男、女各有八支球队参

赛。男子组参赛队伍包括：荷兰、

蒙古国、拉脱维亚、奥地利、瑞士、

埃及、新西兰和中国香港队。女子

组参赛队伍为：匈牙利、荷兰、阿

塞拜疆、波兰、埃及、蒙古国、智利

和中国香港队。

巴黎奥运会三人篮球项目男、

女各有八支球队参赛，目前已经获

得资格的有：男子的塞尔维亚队、

美国队和中国队；女子的中国队、

美国队和法国队。其他两站资格

赛将分别在日本宇都宫和匈牙利

德布勒森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

者姬烨 董意行）国际奥委会27日

在官网宣布，全新打造的奥运会资

格系列赛上海站和布达佩斯站，将

有来自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奥委

会的464名选手角逐150余张巴黎

奥运会门票，相关的晋级和积分体

系也一同发布。

为进一步拓展奥运会和新兴

项目的影响力，吸引更多青少年关

注，国际奥委会决定在巴黎奥运会

前夕举办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这是奥林匹克改革路线图《奥林匹

克2020+5议程》的重要项目之一。

中国上海和匈牙利布达佩斯

被选为这一全新赛事的举办城市，

其中上海站将于2024年5月16日至

19日举办，布达佩斯站将于6月20

日至23日举办，包括自由式小轮

车、霹雳舞、滑板和攀岩四个项目

的奥运资格赛。

国际奥委会表示，奥运会资格

系列赛将是这四个项目的终极资

格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已为赛事

制定了晋级和积分体系。其中，自

由式小轮车、霹雳舞和攀岩的参赛

选手可在每站获得最高50分的积

分，两站比赛的总积分排名将决定

奥运门票归属。滑板项目的积分体

系分为三部分，包括先前的赛事成

绩以及两站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

成绩，三部分赛事的总积分将决定

最终排名。

两站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实现

了男、女参赛人数相等，其中包括

18位东京奥运会奖牌得主，如东

京奥运会男子滑板街式冠军堀米

雄斗（日本）和女子碗池季军丝

凯·布朗（英国），东京奥运会男子

自由式小轮车冠军洛根·马丁（澳

大利亚）和女子自由式小轮车亚

军汉娜·罗伯茨（美国），以及东京

奥运会攀岩女子全能亚军野中生

萌（日本）。

本次资格赛期间，这些新兴项

目还将同文化与艺术充分融合，让

观众在城市公园赛场沉浸式感受

节日氛围、体验比赛项目。

巴黎奥运会三人篮球资格赛4月举行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150余个奥运席位虚位以待

近日，中国跤老师韩越生在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的街头，带着学生在路边训练基本功。 本报记者 安灵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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