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0 日，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国家体育场正式闭幕。 21 时 35 分，在《雪花》的歌声中，主火炬‘大雪花’在缓缓
降落中与升起的奥运五环交相辉印，燃烧了 16 天的奥运之火渐渐熄灭。

回想 16 天前，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点火仪式曾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象征着 91 个参赛代表团团结、汇聚的雪花台散发出
耀眼光芒。‘飞扬’火炬嵌入雪花台，奥林匹克之火以‘微火’的形式在国家体育场燃烧，照亮整个鸟巢。一簇小小的火苗，成为奥林匹克发
展历史上的又一个经典瞬间。

冬奥会火炬点燃的创意设计，进一步印证了中国践行减排降碳的坚定决心。 在这场盛会中，亦透出了蕴藏在一项项绿色成果背后的
高质量发展潜能。

改造中的“冰立方”。 冰立方是世界首个在泳池上架设冰壶赛道
的双奥场馆，是冬奥史上体量最大的冰壶馆。 中建一局等建设团队
运用冰场环境智慧调控平台、 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制冷、BIM 等绿
色科技，在这里完成了游泳馆到冰壶馆的“水冰转换”

氢能源客车为北京冬奥提供赛事服务，可在-30 摄氏度低温下正常启动，确保了在高坡度、湿滑山路
中的稳定行驶，满足赛事人员赛场与驻地往返的通勤需求

位于张家口张北县与尚义县交界的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一排
排光伏板和白色风车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北京冬奥会上 100%
采取的绿色电力，主要从张家口吹向各大赛区，为冬奥场馆的平稳运
行提供绿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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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赛场吹出“低碳春风”
中国行动点亮“绿色未来”

冬奥会的“绿色果实”

在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
组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森
用“低碳管理”和“生态保护”两
个关键词， 概括冬奥筹办践行

“绿色办奥”的成果。
“飞扬”火炬嵌入，雪花台旋

转上升， 构成北京冬奥会主火
炬。 据悉，“微火”的碳排放量大
约只有传统点活方式的 1/5000。

“微火”正是对“绿色办奥”
理念的生动实践， 在赛场内外，
处处可见节能、环保的影子。

———奥运史上首次 100%使
用绿电， 来自张家口的风力、光
伏、水电等源源不断输送到 3 个
赛区 26 个场馆中。

———投入大量氢燃料电池车
用于赛时交通运输保障， 节能与
清洁能源车辆在全部车辆中占比
85.84%，为历届冬奥会最高。

———冰上场馆大规模使用二
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制冷系统，不
仅让冰面温差更小、状态更稳定，
也让场馆碳排放量接近于零。

———最大化利用现有场馆
和设施，“水立方”变身成为“冰
立方”， 多个体育场馆通过改造
升级具备了冬夏项目双向转化
能力。

与此同时，所有新建、改造
场馆和设施全部满足绿色建筑
标准，不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
动员提供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也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处理
废弃物与废水等方面形成示范。

“奥运会是展示创新解决方
案的平台。 ”国际奥委会企业和
可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表
示，她曾于 2008 年访问北京，如
今时隔 14 年再次来到北京，她
的一大突出感受是，2008 年奥运
会场馆经过改造再利用变身“双
奥场馆”，这种场馆利用模式，汇
集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
的优点，为未来的奥运会提供了
借鉴。

在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
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沙基尔·拉迈看来， 以低碳方式
建设冬奥场馆，充分感受到中国
坚持绿色发展的态度。 这再一次
向全球展示， 中国通过科技创
新，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
发展。

“绿色冬奥”的创新实践

冬奥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
同样也是我国践行绿色发展，向
世界展现减排降碳责任担当的
窗口，背后更凝聚着冬奥建设者
们的不懈努力与奋斗。

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海拔
2199 米的小海坨山上，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如同“雪游龙”般掩映
在群山环抱之中，与四周山水浑
然一体、姿态天成。 在这里，先后
举办了男子双人雪车、 四人雪
车、女子单人雪车等多个冬奥比
赛项目。

“在高海拔山地建造场馆，
如何践行‘绿色冬奥’理念、打破
技术壁垒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
难题。 ”上海宝冶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项目总工程师赵安光表示。
为最大限度降低场馆修建

对周边生态的影响， 在建设之
初，项目团队将原有树木原地或
迁地保护， 大约 11600 立方米富
含有机质和稀有种子的表层土
壤被剥离，保存赛区珍贵的表土
和种子库资源，用于后续场馆生
态修复。

赛区生态保护是“绿色办
奥”的缩影，背后则是无数科研、
工作人员为了实现“更环保”目
标，默默耕耘、长期攻坚的过程。

据悉，本届冬奥会新建、改建
的 7座冰上场馆、9块冰面， 均创
新使用了环保型制冷系统和制冷
剂。以“冰丝带”为例，仅新建的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冰面面积有近
1.2万平方米。 如此庞大的冰面面
积意味着庞大的用冰需求， 若使
用氟利昂等传统制冰材料， 无疑
将会产生大量能耗。

经过专家计算， 同等用量
下，传统制冰技术所产生的碳排
放量是二氧化碳制冷剂的近
4000 倍。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专家曾表
示， 国家速滑馆使用国际惯用的
环保制冰技术就能达到冬奥比赛
标准。“但经过 18个月摸索，中方
团队把历届冬奥会速滑馆制冷系
统资料翻了个遍， 对世界所有制
冷剂优劣特点逐一分析， 最终拿
出了更先进的制冰技术。 ”

“筹办 6 年多来，我们通过
低碳场馆、低碳能源、低碳交通、
低碳办公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
碳排放， 同时采取林业碳汇、企
业捐赠等方式实现碳补偿，从而

保障了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
的顺利实现。 ”李森表示。

“低碳春风”从赛场吹向全国

日前，英国《自然》杂志引述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能
源系统研究员迈克尔·戴维森的
观点称，北京冬奥会将减少碳排
放约 130 万吨。 这一成果“证明
了在更全面的活动中实现碳中
和是可能的”。

在北京冬奥的一项项绿色
成果中，蕴藏着中国绿色发展的
巨大潜能。 许多企业纷纷表示，
通过冬奥平台提升了社会对环
保产业的认知，对今后应用推广
和跨领域合作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

据了解， 在冬奥会结束后，

来自张北地区的可再生电力资
源将继续输送至北京延庆等地，
提高北京市可再生电力资源的
使用比例。

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
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沈宇表示， 本次冬奥场馆
100%绿电供应，是我国多年来在
新能源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的一次集中展示，体现了新能源
供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通过冬奥平台提升了公众
和行业对绿电的认知度和认同
度，增强了我们对绿电应用的自
信，将为今后绿电应用以及多种
绿色能源跨行业、跨领域相互配
合，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丰田中国相关负责人亦看
好清洁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前景。 据悉，丰田中国此次共为
北京冬奥和冬残奥提供了 2205
辆清洁能源车辆。 为适应车辆在
高坡、低温、湿滑山路环境中的
使用需求，其专门为赛事开发了
一款新型氢能源电池车型。

“可以说，以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为契机，丰田 FC（氢燃
料电池）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迎来
了新的里程碑。 我们将计划和相
关合作伙伴继续拓展氢能事业
发展，助力推动中国氢能产业发
展。 ”该负责人说。

北京 2022 年冬奥虽已结束，
但在“绿色奥运” 的春风中，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将更
加深入人心，源源不断为绿色产
业发展释放强大推动力。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