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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北京冬奥会和“清华智慧”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一场科技盛会： 奥运会的关键技术如
何突破？公共安全与赛事运转如何保障？ 如何更好展现冬奥中的中国形象……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中，科技部专门设立“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批复启动 80 个“科技
冬奥”项目。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得到攻克，诸多专项科技成果投入赛事运维中，为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清华大学作为参与“科技冬奥”项目最多的单位，共牵头 7 个项目、18 个课题，参与子课
题 38 个，涉及院系 17 个，包括体育部、工物系、建筑学院、地学系、土木系、电子系、电机系、
计算机系、自动化系、核研院、机械系、网络研究院、车辆学院、软件学院、美术学院、公管学院、
未来实验室等。其中，7 个牵头项目涉及场馆建设、公共安全保障、全球传播技术、新能源汽车、
疫情防控等多个关键技术，共同展现出清华大学为冬奥会所贡献的科技力量。

“钻石”模块
助首钢滑雪大跳台快速“变身”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利教授

“人工剖面赛道类场馆新型建造、维护与运营技术”项目

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设计造型犹如

敦煌的“飞天”飘带，承担单板滑雪

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两项比赛。由于

对赛道要求不同，这两项比赛此前从

未放在同一赛道举行。但张利教授团

队大胆创新，利用模块拼装的方式，

可在 48 小时内实现赛道剖面转换。

一个个如钻石分子结构般的正四面体

模块，不仅坚固稳定，而且可塑性强，

能够省时省力地完成赛道“变身”。“钻

石”模块不仅利用率高，而且物美价

廉，完成搭建全部造价约 200 万元，

远低于超千万元投资新建赛道，真正

践行了“绿色办奥”“节俭办赛”理念。 首钢大跳台（下图）以及钻石模块（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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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 艺术”
让首钢赛区焕发冬奥文化之光

极寒天气中行驶的新能源客车
氢能“清能”更“轻能”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马赛教授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车辆学院杨福源教授

“冬奥会首钢赛区数字化生态创意设计研究与示范”项目

“氢能出行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项目

变幻万千的光影秀、充满赛

博朋克风格的沉浸式互动投影、

全息媒体打造的沉浸直播平台

……冬奥会首钢赛区在科技的加

持下得到全景化、沉浸式的呈现。

清华美术学院马赛教授团队将工

业遗址的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完

美结合，基于物联网构建出多元

数字孪生模型及智能管理系统，

综合打造出大尺度、低功耗、强

体验的园区。从能适应天气等外

部条件变化与场景模式变化的公

共设施，到低能耗、强交互、一

束花的夜景“光乐园”，再到基

在冬奥赛场，一批自主研发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使用，保证了冬

奥的人员摆渡、物流配送等赛事服务工作平稳运行，“节能、安全、

便捷”使其成为冬奥赛场的“轻车”。在冬季寒冷地区使用氢燃料电

池汽车，可利用燃料电池发电过程中的余热对车辆进行加热，从而减

少整体能耗。项目深度挖掘了氢能在低碳减排以及寒冷地区中的优

势，实现了多项突破——完成了加氢站 70MPa 连续加氢能力测试，

可用 2 小时 10 分钟时间完成 10 辆车的加氢工作，成为目前公开数据

显示的全球范围内 70MPa 连续加注能力最大的加氢站；完成了国际

上第一次氢燃料电池大客车侧面撞击的试验，确保了冬奥用车的安全。

于 5G、物联网、多模态交互直播

系统等技术支撑的未来体验空间

与直播体验中心，冬奥文化与首

钢工业遗址在“妙笔”下实现深

度融合。会后，首钢园区的公共

设施将持续运营与发展，成为文

旅沉浸式影视制作基地，冬奥之

光将持续绽放。

加氢站 70MPa 的连续加注测试

氢燃料电池大巴车在国电投延庆园加氢站加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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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语言技术助力冬奥赛事传播
尽展中国文化

智慧“大脑”
让冬奥指挥调度形成“一盘棋”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钟茂华研究员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陈涛研究员

“冬奥全球传播服务平台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

“冬奥会全局全过程态势感知和运行指挥保障技术”项目

冬奥会是让世

界了解中国文化的

窗口和中国文化走

向 世 界 的 宝 贵 契

机。清华大学工物

系钟茂华团队承担

的是集科技、传播、

语言、文化等多种

元素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它以冬奥赛事多

模态资源汇聚、跨模态内容生成与检索关

键技术、大数据聚合分析等技术为抓手，

打造了冬奥赛事全球传播数据融合与资源

库，为冬奥会的全球传播提供重要支撑，

为全球观众和媒体提供综合了解冬奥赛事

以及中国文化的平台。该平台提供多语种

翻译功能，帮助各国记者及时把握冬奥赛

事热点、让全球观众用自己的母语随时了

解冬奥进展，让冬奥讯息、冬奥故事“唾

手可得”！

北京冬奥会三个赛区的分布面临空间跨度大、

保障线路长、天气情况多变等现实问题，再加上疫情

防控的需要，导致信息共享和指挥协同难度更高。该

项目设计了一个能够帮助冬奥运行指挥部门完成科学

判断与决策的“冬奥大脑”。团队研发出的冬奥会态

势感知与运行指挥保障系统，能汇聚八方信息，并

展开智能分析，实现更早发现问题、查找风险，并

以情景推演的模式给出对策参考，成为名副其实的

运行指挥核心枢纽。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系统指挥

下，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实现统一指挥、协

冬奥全球传播平台用多语种讲好冬奥故事

调配合，形成“一盘棋”。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首

次实现跨领域时空数据汇聚融合的智能分析系统。

项目研发的系统在北京冬奥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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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风险评估技术
为冬奥会安全保驾护航

疫情监测预警精准化
防控冬奥疫情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吴鹏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米文忠

“冬奥会公共安全综合风险评估技术”项目

“疫情影响北京冬奥会的风险研判及防控技术”项目

冬奥会的公共安全风险涉及自然

灾害、城市运行、防恐反恐、冬季流

行病等多重因素，涵盖十多个行业领

域，多重因素叠加让赛时安全保障面

临诸多挑战。对此，该项目设计了多

灾种、多尺度风险评估体系，综合考

虑如：烟花爆竹、交通枢纽等关键重

点地区，供电、通信、燃气等重点行

业，大气、土壤、气象等重点领域以

及突发公共事件等诸多维度，使用新

技术、新模型、新方法就这些风险给

出预判、并提供推演方案，为风险管

理与应对提供重要参考。

疫情让北京冬奥会面临更多挑战，为保证冬奥会顺利

进行，需要提前构建能够实现疫情传播监测、预警、溯源、

综合决策的系统。该项目运用“情景—应对”和态势感知

技术，在多重数据、机器学习等支持下，结合生物信息学

等学科，设计了一套用于冬奥闭环管理的疫情监测与预警

系统，该系统还能在紧急突发情境下快速完成计算推演，

提供参考对策。假设赛时突发疫情，该系统可精准筛查出

高风险人群、易感区域、易感行为以及疫情防控薄弱点等，

提升指挥部门应对疫情风险的效率和能力，用科技为冬奥

会筑起了一道防疫技术屏障。

北京冬奥会公共安全综合评估数据采集、处理和评估技术系统支撑延庆应急局冬奥

会风险评估与运行保障工作

项目组组织专家赴崇礼赛场考察

这些项目只是清华科技助力冬奥的缩影，科技创新成就“智慧冬奥”，肩负使命展现“清华力量”。  科技让
北京冬奥会更创新、更智慧、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