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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大数据科技助力冬奥的思考
2018/7/9 15:43:30    新闻来源：李祥晨

   2022冬奥会进入北京时间，备战工作时间日趋紧迫，鉴于我国冬季项目队伍底子薄基础差，必须依靠科学的组织管理和

先进科技的助力大幅度提高备战效率，才能完成非常规、跨越式的发展从而实现冬奥目标。当前，以物联网、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为特征的大数据技术在各行各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甚至带来颠覆性的创新。因此，在备战2022冬奥中，科学有

效地应用大数据技术是我国备战工作重要选择。

大数据科技发展现状和助力冬奥的必要性

   大数据技术在军事、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金融、交通等多个领域已经发挥重大作用，大幅度提高了产品效能和工作

效率。大数据技术涉及传感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是拉动一个行业整体科技水平提升

的重要引擎。

   目前，大数据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还非常落后，尤其在我国冬季运动备战队伍中更是严重缺乏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即便

传统的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也远远落后于夏奥各队伍。由于冬奥项目涉及到"人机环"所有要素，并且环境复杂场地大，客观

上反而比夏奥项目更加需要高科技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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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技术是拉动冬奥备战科技提升的牛鼻子，是以需求导向倒逼行业全方位进行科技升级的动力。"牵"住备战冬奥大

数据一发就可以"动"冬奥备战的训练、管理、装备、监控、评估、指挥之全身，完成整个行业全领域全方位实现物联网

化、智能化，从而实现冬奥智慧化。

大数据技术在备战中科技需求

  在奥运备战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拉动冬季项目全行业的技术升级，覆盖装备设施的数字化、信息处理的智能化、行

业生态的智慧化。

   1、装备、器材和场地全方位数字化。利用传感器、高新材料等技术，通过系统集成研发实现运动员鞋帽服装等装备的

数字化以获取运动员运动、生理、心理、睡眠等数据，实现运动器材的数字化以获取技术动作、器材性能状态的数据，实

现冰场雪场数字化以获取训练和比赛场地图像、温湿度、近地风场等信息。

   2、结合物联网、5G等技术，基于大数据研发冬季运动训练监控系统和组织管理指挥系统，实现实时全面掌控国家队训

练过程、训练效果，支撑扁平化、流程化管理，做到系统工程一体化，组织管理全局一盘棋。

    3、善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基于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快速优化备战方案，根据情况在线仿真，实时应变辅助决

策。针对特定项目，为了提高训练的强度和运动量可以尝试利用机器人技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冰质测试和冰

壶训练陪练中都可以尝试利用机器人协助辅助和陪练工作。

做好大数据助力冬奥需要注意的几点建议

    当前，在体育领域对大数据的应用不认识不认可的现象普遍存在，浅层表面理解和过度夸大的现象亦有之。为了明确大

数据技术在备战中的定位，充分发挥其作用，提出六点建议如下：

1、重视大数据更要关注小个体。很多人往往认为大数据就是大样本、大队列，惯性思维定性在共性问题共性规律的研

究。其实这是一个表面认识，大数据的"大"是更关注连续动态的纵向数据，更聚焦到个体数据解决个性问题。科技助力冲

击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更是凤毛麟角，为此，强调共性规律远不如抓准个性问题。

2、重视大科学更要关注小科技。大数据总是给人一种"高冷"印象的大科学，其实并非如此，大数据既可以解决大问题，

更善于完成小目标。在实际的备战训练和赛中也往往"小科技解决大问题"，回首以往奥运会备战中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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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数。在备战2008奥运会中，不起眼的"跳水视频快速反馈"的小科技成为日常训练不可缺少的内容，很多高大上炫酷科技

却是昙花一现不得要领。

3、重视大科学家更要重视小科技工作者。备战冬奥会是全国的大事，要汇聚全球顶级科技力量，更要发挥一线基层体育

科技力量。备战2008奥运的历史证明，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科技助力远没那么简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水土不

服导致很多大科学家"助力无力"，甚至个别反而"助力成阻力"。反观扎根一线队伍默默无闻的科技服务者却成了备战不可

或缺的主力军，建设完整的科技助力队伍体系比一个大科学家更加重要。

4、重视科技助力也要重视人文助力。冬季项目队伍底子薄、起点低，做好科技助力刻不容缓。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人是

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系统，而以人为主运动训练和竞赛更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中还有太多科技无能为力，尚需要艺术的训

练、艺术的管理。充分发挥教练员、管理员等主观能动性，围绕运动员为核心的人文助力的创新也非常重要。

5、重视原始创新更要重视系统集成创新。从运动训练拿成绩夺金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在规定时间完成既定目标的系统

工程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原始的创新重要，系统集成更加重要。面对备战的压力和紧迫性，成熟科技的"下里巴

人"远比象牙塔的"阳春白雪"重要的多。充分发挥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利用经济的杠杆，围绕备战目标进行集成创新尤为重

要。

6、重视科技助力夺金也要关注奥运遗产。2022奥运争金夺银是既定目标，本届冬奥会必定在我国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页。因此，除了科技助力奥运，同时也应该重视能力建设留下冬奥遗产。既要有一流的高科技智慧场馆，也要有中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品，更要打造一支完整的科技队伍。

相关链接： 政府机构 行业网站 国际网站 友情链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工程训练中心637室　电话：010-82317098　传真：010-82317098　

中国仿真学会　版权所有　电子邮箱：cassimul@vip.sina.com

京ICP备17016611号-1;　技术支持：北京中捷京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010-88516981)

mailto:cassimul@vip.sina.com
https://beian.miit.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