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籍导演加入冬奥会开闭幕式主创团队，浙江

火炬手参与火炬传递，浙江制造托起“大雪花”，景

宁管道铺就大冰场⋯⋯本届冬奥会上，处处可见

“浙江”的身影。“浙江元素”，闪耀冬奥。

浙籍导演
这些精彩，一步步跨入此刻

2 月 4 日晚，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鸟巢灯光

璀璨。这场诗意、浪漫、科技感十足的盛会，其东方

神韵令世人叹为观止。由此，也令人联想到 2008年

8月 8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瞬间。

两场无与伦比的盛会中，都有同一张浙江面孔

参与——温州籍舞蹈家张文海，继参与执导 2008年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后，再次加入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主创团队。

当晚，由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组成的主火炬台

让观众眼前一亮。“雪花这一元素融入整个开幕式

过程中。”张文海透露，其实，从开幕式门票的雪花

刻印，到冬奥会倒计时短片，再到每个国家代表队

入场时礼仪所举的小雪花，已经对主火炬台有所

“剧透”，“就是想给观众带来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

中的感受。”

这是张文海第六次与张艺谋团队合作。“在团

队建立之初，我们就有过深入交流，想用更自信、更

从容、更新的表达，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现在和未

来。”

作为一名“双奥”导演，张文海明显地感觉到了

时隔 14年、两次奥运盛会在举办上的变与不变。

“最难的是处理好简约和精彩的关系。”此次开

幕式，以创意和科技实现视觉、听觉上的饱满。“我

们选择把屏幕影像、视觉特效、现场表演、装置等融

合在一起，使呈现更精彩。”张文海说。

科技赋能艺术是本次开幕式的一大亮点。开

幕式中，鸟巢超大地屏首次实现全 LED 影像，以取

代传统的地屏投影，画质达到 16K。“观众看到的现

场效果，是人工智能、AR、裸眼 3D 等多种技术的综

合运用。”张文海说。

相比 2008年奥运会，本届冬奥会开幕式演员总

数不超过 3600 人，单个节目演员不超过 600 人。此

外，开闭幕式导演、舞美、视觉、科技等团队均为中

国本土力量。

张文海认为：“这次在创意上有很多留白的地

方，这就是大国的自信和风范。”

浙江火炬手
难忘，这光荣一棒！

2 月 4 日，经过约 1200 名火炬手传递的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之火，在当晚点燃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主

火炬台，开启激动人心的冬奥时刻。

“今天是立春，又是冬奥会开幕日。这天传递

火炬太有意义了。”2月 4日上午 9时许，国网兰溪市

供电公司职工胡芳在北京颐和园开始了该传递点

位的第 75棒火炬传递。

在这个点位，她接过奥运圣火后，慢跑在火炬

传递指定路线上。虽然仅是约一百米的路程，但她

格外认真。

接力结束后，胡芳说要把火炬带回去，珍藏起

来。她告诉记者，此次参加火炬接力对她来说意义

非凡。胡芳说，自己属虎，“火炬接力为我的 2022年

开了一个‘虎虎生威’的好头”。

来自浙江的火炬手、阿里云员工陈海涛，2 月 3
日在河北张家口阳原泥河湾考古遗址公园参加了

火炬接力活动。

这一次，除了传递火炬之外，陈海涛还作为“云

上奥运”项目的一名护航工程师，承担着

北京冬奥会技术保障工作。在完成这光

荣的一棒之后，他匆匆吃了个午

饭，便从张家口赶回北京首钢园，

继续进行驻场工作。

“数字科技，为奥运带来了很多变化。”作为项

目前线支持团队的一员，陈海涛倍感责任重大。他

说：“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我和同事们更要尽全力

保障整个项目的平稳运行。”

浙江制造
浙江技术托起“大雪花”

2月 4日晚，在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开幕式上，两位火炬手健步跑向北京国家体育

场内雪花形的主火炬台。随后，这片“大雪花”灵巧

地旋转升起，渐渐飞向夜空⋯⋯

冬奥主火炬凌空惊艳世界，而这高难度的空中

动作背后蕴藏着“浙江制造”的硬核科技。

“大丰创制的主火炬地面装置系统，由 LED 底

盘、主火炬辅助翻转提升装置和台阶踏步升降装置

组成，经我们自主研发的精密控制系统，可以完成

一系列升高和腾空动作。”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丰华充满自豪地说。

奥运圣火点火方式历来都是主办国的科技展

示舞台。此次北京冬奥会上，主火炬翻转提升装置

驱动系统装有 4 套庞大又精密的齿轮和齿条，齿条

总长约 9 米。而且，主火炬的升空并不是简单的上

下直升，而是要完成不同高度升降和不同角度旋转

等复杂的曲线运动，这样一来，难度系数就非常高

了。“我们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来攻克各类技术难

题，像齿条系统，我们充分利用‘四两拨千斤’的巧

劲来设计，最终呈现出优美的弧线，稳稳举高 8米。”

大丰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火炬系统外，贯穿整个冬奥赛程的另一款

“黑科技”——荧光棒，也来自大丰。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每个座位上

都放着一个荧光棒。“每个独立的荧光棒有 256种颜

色，我们在云端创编内容，能利用这些光源将整个

观众席变成一个巨型屏幕，呈现不同的氛围图案。”

大丰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干立红告诉记者。此外，冬

奥会 75%有观众席场馆的座椅系统也是“大丰造”。

浙丽管道
景宁管道铺就大冰场

北京 2022年冬奥会期间，国家速滑馆内平滑的

冰面赛道上，运动员们将轮番上演冰上的“速度与

激情”。作为国家速滑馆地面制冰不锈钢管供应

商，浙江创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管道也亮相

冬奥会的“冰雪赛道”。

“公司为冬奥会提供了 100 多吨、总长超过 120
公里的超长无缝不锈钢制冰管道，为国家速滑馆 1.2
万平方米的制冰面提供制冷。”公司董事长陈卫光

说，如果将国家速滑馆想象成一个大冰箱，公司生产

的管道就埋在场馆冰面下，通过管道里流动的液态

二氧化碳，能有效保证冰面温差不超过0.5摄氏度。

国家速滑馆也叫“冰丝带”，是北京冬奥会唯一

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也是冬奥历史上第一个采用

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的速滑场馆。

浙江创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地处丽水景宁鹤

溪街道石牛山，是一家以生产不锈钢管为主的金属

材料企业，钢管退火、拉拔等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北京冬奥会的订单，是场馆建设方主动找上

门的。”陈卫光说，“业界 10 多家企业一致推荐了我

们公司，顺利中标后，公司生产的不锈钢无缝盘管

成了国家速滑馆建设的指定产品。”

“很荣幸能够为冬奥会提供产品，小企业

也有大作为。”陈卫光说，“我可以自豪地

告诉别人，国家速滑馆的地面制冰

管道是我们‘景宁制造’！”

据《浙江日报》

浙江元素 闪耀冬奥

2022年2月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陈 春 版面设计：朱骋远

新闻热线 2151666

07

﹃
大雪花

﹄
背后蕴藏着

﹃
浙江制造

﹄
的硬核科技

国家速滑馆的地面制冰管道是我们

﹃
景宁制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