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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琪奥

在经历了冬奥会开幕以来的“磨炼”后，2月6日我原
本准备稍稍休整一下。但经过再三考虑，我和摄影记者
万难还是一起来到五棵松体育中心，观看中日女子冰球
队的比赛。

说句老实话，虽然中国队最终以2比 1战胜日本
队，但在观看这场比赛前，我并不看好中国队，毕竟中
国队的实力与日本队有一定差距。不过当我来到体
育中心后，还是被现场的热烈氛围所感染。特别是当
中国队在第三节打进一球后，我的内心更是嗨到了极
点。

不过在嗨完之后，我却发现这个比分触及我的一个
知识盲点——冰球比赛在常规时间打平后该怎么办？带
着这样的疑问，我迅速进行网络学习，了解到冰球比赛没
有平局，当两队打平后，需要进入加时赛。

加时赛开始后，我又发现两队上场的人数从原来的
六人变成了四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又开始查阅有关
资料，发现冰球比赛加时赛的参赛人数是有变化的。之
后，当比赛进入到残酷的射门阶段时，我又有点懵了。毕
竟足球比赛加时赛结束后，一般会进入点球大战，那么
冰球比赛加时赛仍以平分结束后，又会进入怎样的阶
段呢？

我迅速去请教了冰球专业裁判，并把我写的文
字发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指正。经过和他反
复交流，我最终了解到，冰球的“点球大
战”其实就是射门比赛。

……
在一次次求证请教过程中，我不断

完善着自己的稿件。
现在想一想，以冰球为代表的冰雪

运动项目在国内来说虽然相对小众，
但它却带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在之
后的冬奥报道中，我会不断学习，虚心
请教，希望能为读者写出更多精彩而准
确的稿件。

为写好一篇稿件
多方求证请教

本报讯 （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
琪奥）2月6日，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B组
第三轮比赛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举行。面
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中国女子冰
球队凭借周嘉鹰、米勒等人出色的发挥，
2比1战胜日本女子冰球队，取得本次比
赛第二场胜利。

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比赛，中国与日
本、丹麦、捷克、瑞典分在B组，小组前三名
进入八强。在之前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
先是不敌捷克队，之后战胜丹麦队，暂时排
在B组第三名。日本队则先后战胜丹麦队
和瑞典队暂时排名小组第一。

16时40分，一场精彩绝伦的灯光秀
拉开了比赛的帷幕。记者注意到，与之前
对阵捷克队相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打
得更加积极主动。特别是在第一节的前
10分钟，中国队凭借娴熟的配合，对日
本队球门形成围攻，两队射门比一度达到
6比1。中国队的出色表现也感染了现场
观众，他们大声为中国队加油呐喊，现场气
氛达到高潮。

遗憾的是，在第一节后半段比赛中，日
本队逐渐找回比赛节奏，对中国队球门施
压，最终在第18分钟抓住机会，率先进
球。之后的比赛中，两队继续在中场展开
激烈角逐。

第三节开始后，中国队加强前场紧逼，
并利用日本队防线失误，由胡宝珍后排插
上得分，比分变成1比1，整个体育馆内响
起震耳欲聋的“中国队加油”。之后的比赛
中，虽然双方都创造出一些机会，但两队门
将发挥出色，把球拒之门外。最终，双方在
常规时间战成1比1，进入加时赛。经过
5分钟的加时赛，双方都未能破门，只能进
入残酷的射门比赛。

冰球比赛的射门比赛规则和足球的点
球大战类似，唯一的不同是，足球的点球大

赛需要运动员在点球点主罚，冰球比赛则
需要运动员从中圈开始，在行进中射门。
在前三轮射门中，双方门将均成功扑出对
方的球。在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的米勒
凭借一记精彩的推射，把球送入日本队球

门。之后，中国队门将周嘉鹰扑出日本队
员的射门，使得中国队最终以2比1战胜
日本队，收获一场关键胜利。

这场胜利之后，中国队以5分的积分
排名小组第三，落后于积7分的日本队和

积6分的捷克队。按照本届冬奥会的规
则，中国队所在的B组前三名，将与A组的
5支球队一同进入八强，因此中国队在今
天与瑞典队的小组赛末战，将对中国队的
出线形势起到决定性作用。

“点杀”日本，中国女冰赢下关键一战

□本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记者 黄琪奥

2月4日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举行，
国家越野滑雪队队员、来自重庆越野滑雪
队的王强，与国家单板滑雪队队员刘佳宇
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庄严宣誓。除
了王强之外，北京冬奥会上还有哪些重庆
元素呢？记者进行了梳理。

“AI助手”提高天气预报准确性

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
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平文
领衔下，该研究院参与了“科技冬奥”重点
专项“冬奥赛场定点气象要素客观预报技
术研究及应用”课题研究，开发出“AI助
手”——MOML算法赋能精细化天气预
报，相关成果已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实现
首次应用。

据介绍，由于人工智能算法在融合、处
理信息中的先天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代替预报员在天气会商中整合、分析信息
的过程，通过数据挖掘、学习，将预报员的
经验内化在算法中，实现智能、高效预报。
为此，由张平文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发
出预报员的“AI助手”——MOML算法，

把预报员从繁琐的会商过程中解放出来，
并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进一步提高预报
的准确率。

“与夏奥会相比，冬奥会更加依赖气象
条件，因为户外赛场环境更复杂，影响赛事
的气象要素预报难度更大。为让奥运健儿
在赛场上有良好发挥，对预报的精细度要
求更高，甚至达到百米级、分钟级。”团体研
究人员周瑞琳博士告诉记者，目前，
MOML算法在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
天气要素上已取得突破，不仅可以很好地
辅助预报员，大幅减少预报员的工作量，相
比常规方法来说，它将预报的准确性提高
了10%以上。

10万台空气消毒机助力抗疫

记者了解到，包括美心集团、中电科技
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等渝企的产品出
现在冬奥赛场上。

“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内的
1000多套木门、防火门就是由我们提供。”
美心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与一般木门相
比，运动员公寓的木门对环保有很高的要
求。为满足要求，这批木门均采用了最高
的环保等级。

除了美心集团，另一家渝企中电科
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通过提供10
万台空气消毒机的方式，助力冬奥会抗
疫。

该公司提供的消毒机以水和空气为原
料，利用创新方法产生负氧离子、羟基自由
基等自然超粒子，能对新冠病毒等10种以
上的病毒和细菌进行高效消杀。特别是对
物体表面的新冠病毒，较短时间内杀灭率
高达99.99%。“这些空气消毒机应用于与
冬奥会相关的医院、机场、海关、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等地，为赛事贡献防疫力量。”该
公司负责人表示。

当志愿者让观众感受冬奥魅力

志愿者是冬奥赛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自重庆的王宇妍和郑舒月以志愿者身份
参与到冬奥会中，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
员和媒体提供志愿服务。

作为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大二
学生，王宇妍在冬奥会期间担任奥林匹克
公园公共区志愿者。不同于单个场馆的志
愿者，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是冬奥会周期
运行时间最长、服务范围最广、志愿者人数
最多的场地之一。“这意味着我将为国家体
育场、冰立方、国家体育馆、北京颁奖广场
等10余个场馆及配套服务设施提供志愿
服务，希望自己的服务能让观众感受到北
京冬奥会的魅力。”王宇妍说。另一名重庆
女孩郑舒月毕业于凤鸣山中学。冬奥会期
间，她在国家体育馆为前来观赛的
观众和媒体提供服务。

既减少预报员工作量，又提高准确率

重庆开发“AI助手”助力冬奥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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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 王
恒志 刘博）中国代表团6日在北京冬奥
会赛场上没能收获奖牌，但依然亮点频现，
苏翊鸣惊艳首秀，以资格赛第一晋级单板
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国女子冰
球队“点杀”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队，中国
花滑队则惊险晋级团体决赛。

86.8分！中国小将苏翊鸣在自己的冬
奥会首秀中拿出一套1440接内转1260接
1620的高难度动作组合，近乎完美的表现
技压全场，以资格赛第一的身份，成为首个
晋级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的中国选手。
如果说苏翊鸣晋级令人欣喜，中国女

子冰球队带来的绝对是意外惊喜。面对世
界排名第六的日本队，世界排名第20位的
中国女冰表现出极为顽强的斗志，末节扳
平、“点球”决胜，2:1获胜的中国队获得了
晋级八强的主动权。

女冰最后时刻扣人心弦，花滑赛场也
是惊险万分。在6日的团体赛最后一个项
目女子单人滑短节目中，小将朱易发挥不
佳，在10位选手中排名垫底，只拿到1分。
中国队最终得到22分，与格鲁吉亚队积分
相同，根据规则，获得最高积分的两个单项
积分相加，高者排位在前。中国队在双人

滑和冰舞中分别拿到10分和6分，高于格
鲁吉亚队的14分，以第五的名次惊险晋级。

花滑团体赛当日还展开了决赛阶段争
夺，在男子单人滑自由滑中，金博洋得到
155.04分，在五名选手中排在第四位，中
国队目前暂列第五。

冰壶赛场上没能出现奇迹，中国混双
组合连负英国队和意大利队，六连败后已
宣告无缘半决赛。

当日共产生6枚金牌，德国、新西兰、
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和俄罗斯奥委会各取
一金。

昨日产生6枚金牌

中国花滑惊险晋级团体决赛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记者 张
泽伟 王恒志）7日的冬奥会赛场有望再
为国人带来惊喜。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
的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曲春雨将再登
冰场，冲击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和女子
500米金牌。以资格赛头名晋级的中国单
板滑雪小将苏翊鸣，将拿出更难的动作冲
击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奖牌，书写中国雪上
项目新的历史。谷爱凌则将在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项目中上演冬奥首秀。

短道速滑是中国的“王牌”，在摘得混合
团体金牌后，队员们卸下了包袱，振奋了士
气。7日的男子1000米比赛中，武大靖、任
子威、李文龙将联袂登场；女子500米比赛
中，范可新、曲春雨、张雨婷也将携手战斗。

一直弱势的雪上项目也将翻开新的篇
章。7日的云顶滑雪公园将迎来单板滑雪
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17岁小将苏翊鸣
将以资格赛第一名的身份向奖牌发起冲
击。作为首个晋级冬奥会单板坡障决赛的
中国运动员，苏翊鸣已经创造了历史。他
表示将在决赛中拿出更难的动作争取高

分，为国争光。
中国雪上项目另一位明星谷爱凌7日

也将出战，谷爱凌本届冬奥会要参加三个
小项的争夺，她将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
台项目中上演首秀。

花样滑冰将决出团体金牌。经过前
面几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队排在第五位。
7日将展开双人滑自由滑、冰舞自由舞与
女单自由滑的比拼，希望中国队完美发挥，
奋勇直追。

速度滑冰项目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决出女子1500米金牌，三名中国姑娘
韩梅、阿合娜尔·阿达克、殷琦将争取滑出
好的名次。

7日还将产生另外4枚金牌，分别是高
山滑雪女子大回转和男子滑降、冬季两项女
子15公里个人、跳台滑雪混合团体标准台。

除了金牌赛事，中国女子冰球队也值
得关注。在6日“点杀”日本、逆转取胜后，
中国女冰将在7日迎战强敌瑞典队，这是
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将决定中国队的出
线与否。

短道英雄再冲金 单板天才欲夺牌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 姬烨 董意行
汪涌）在6日的北京冬奥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
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北京
冬奥会的三大特点——绿色味、科技味、文化味。同时
她也表示，自从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赛事高层协
调机制启动以来，相关各方密切配合，确保赛事安全顺利
进行。

韩子荣表示，保障赛事安全顺利举办，是我们始终坚
守的承诺与使命；为运动员和各利益相关方提供舒心、温
暖和便捷的服务，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她说：“从1
月27日冬奥村正式开村，到2月2日正式开赛，从训练馆
到比赛场，从北京赛区到张家口赛区，我们各大冰雪场馆
悉数亮相，接受了检验，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纷纷给予高度
评价，分享良好的场馆体验。”

她介绍说，1月26日以来，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
委会赛事高层协调机制正式启动，围绕赛事餐饮、交通、
抵离、安保、赛会组织、服务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有效沟通，
确保赛事安全顺利举办。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提出了“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韩子荣表示，北京冬奥会秉持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最大特色在于努力实现精彩
办赛和节俭办赛有机统一。

首先是绿色味。北京赛区的竞赛和非竞赛场馆有
11个是2008年奥运会遗产，媒体朋友这次故地重游，一
定会有不同感受。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低碳场馆、低碳能
源、低碳交通等多项措施，实现碳中和，比如全部竞赛场
馆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所用车辆中清洁能源的车
辆占比80%。

其次是科技味。我们利用二氧化碳制冰技术打造
“最快的冰”；在延庆和张家口赛区设置了天气预报雷达
设备和赛道气象站，形成气象监测网络，努力实现分钟
级、百米级的精准气象预报；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也在
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基于5G技术的赛事转播。

第三是文化味。很多场馆设计体现了中国文化特
色，比如“冰丝带”“雪飞天”“雪如意”等场馆包含中国
元素；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体现了中国书法与体育
运动的完美结合；吉祥物“冰墩墩”形象来自中国国宝
大熊猫，“雪容融”的设计灵感源于象征团结喜庆的中
国灯笼。

北京冬奥组委介绍本届冬奥会特点

绿色味 科技味 文化味

2月5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赛前训练中。今日，谷爱凌将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中
上演冬奥首秀。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