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城双奥，北京创造
冬奥会不是谁都能办

在奥运会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座城市既
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北京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城”。

抛开举办冬奥会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经
济实力、基础建设及交通上的要求，既然是冬季
奥运会，从气候环境上讲，举办城市就必须有分
明的四季，而且冬季必须有冰雪；另外，由于冬奥
会有一半以上的项目是在雪上进行，且须在山区
进行，加之个别项目对场地要求甚严，仅气候和
地理环境这两个严苛的条件就把很多城市排除
在外。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冬季比较寒冷的城
市就具备承办冬奥会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举
办过冬奥会的城市并非个个都是高纬度，而且
举办地只限定在欧洲中北部、东北亚和北美洲
的12个国家。举办冬奥会次数最多的是美国，
共4次。作为现代奥林匹克发源地的法国举办
过3次冬奥会。瑞士、挪威、意大利、奥地利、日
本、加拿大各举办过两次。

这些举办冬奥会的城市，并非个个都以高
纬度和严寒而闻名。这些城市基本上都符合以
下三个条件：都处于北纬30度到北纬60度之
间，举办时间一般在2月份，平均气温基本上处
于-17℃～10℃之间。在这方面，北京和张家口
在环境条件上都是达标的。

对气象条件要求苛刻
气温太低也不行

与夏季奥运会相比，冬奥项目，尤其是在山
区举办的雪上项目，本身受气象条件影响更大，
风速、风力、气温、雪温等直接影响着运动员的
技术发挥。因此，雪上项目对赛址的选择有着
近乎严苛的综合条件。

国际奥委会在主办城市的选择上有严苛
的要求。其中核心气象指标有两条，一是2月
份平均气温是否低于0℃，二是2月份降雪量
是否大于30厘米。最近几十年来，冬奥会已
基本采用人工雪，对天然雪的需求大大降低。

在北京申办冬奥会之前，哈尔滨早在1996
年就承办了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然而，
2002年哈尔滨申办2010年冬奥会却无缘进入第
二轮投票。据冰雪界专业人士介绍，一个主要
原因是过低的温度。温度太低不利于运动员水
平发挥，也容易导致冻伤。

北京和张家口所处的地区属大陆性气候，
虽冬季较为干燥，但两地的雪质都较好。2月的
北京，气温普遍在0℃~5℃左右，这是最适合进
行冬季雪上项目的环境。

体育场馆的储备充分
进行改造便可再利用

和所有的综合性世界大赛一样，国际奥委会
在确定每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地时，都会将便利的
交通基础设施、强大的接待能力和完善的赛事保
障作为必须条件，同时还会对举办地经济发展水
平有很高的要求。另外，申办者还要对国际奥委
会作出明确规划和承诺，即大赛后的场馆再利用。

冬奥会的办赛成本比较高，比赛项目专业性
强，在很多国家普通民众参与的难度相对较大，
极容易造成赛后场馆的利用率偏低以至荒废。
之前的冬奥会都是在发达国家举办的，这些国家
大都具备深厚的冰雪运动底蕴，而且现有场馆已
能满足冬奥会相当一部分的要求，赛后不会有太
多荒弃。

北京冬奥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
为了尽可能减少“基建”，北京充分利用了2008
年夏奥会的场馆资源，这使得冬奥会的办赛成
本大大缩减。在北京赛区，除了只负责开闭幕
式的“鸟巢”之外，国家游泳中心、首都体育馆、
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馆都曾是2008年的主
要比赛场馆。稍加改造，这些大型体育场馆就
可以承载冬奥项目。

圣火一周前已抵达北京
明年2月进行火炬传递

10月18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伯罗奔
尼撒半岛古奥林匹亚遗址成功采集。10月20
日，火种来到北京。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北京冬奥会火种展示
和火炬接力计划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
要求进行。火炬接力活动以“迎接冰雪之约 奔
向美好未来”为主题，以“健康?欢乐?活力”为口
号，精简传递规模，增加展示活动，将分为火种
展示、传统火炬传递和网络传递三个部分。

根据安排，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后，首先
将结合奥林匹克火炬接力主题展览，在奥林
匹克塔进行展示。2022年2月2日至4日，
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将开展传统
的火炬传递活动，共有约1200名火炬手参
与传递。

北京赛区火炬接力着重彰显“双
奥之城”的独特魅力，延庆赛区着重展
现“最美冬奥城”的全新形象，张家口赛
区着重展示打造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
地的丰硕成果。

冰墩墩&雪容融
历届冬奥会中，吉祥物一直是吸引

人眼球的一大亮点。而北京冬奥会没
有让大家失望，设计了有着中国特
色的吉祥物——“冰墩墩”，它是以

熊猫原型进行设计创作的。左手掌心
的心形图案，代表着主办国对全世界朋

友的热情欢迎。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它是

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灯笼代表着
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顶部的如意造型
象征吉祥幸福；和平鸽和天坛构成的连续图
案，寓意着和平友谊，突出了举办地的特色；
装饰图案融入了中国传统剪纸艺术；面部的
雪块既代表“瑞雪兆丰年”的寓意，又体现
了拟人化的设计，凸显吉祥物的可爱。

倒计时 天 北京冬奥会，你准备好了吗？

●北京冬奥时间 2022年2月4日-2022年2月20日

吉祥物

100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新华社发

■位于国家体育场“鸟巢”北侧的奥林匹克塔的火种台。 新华社发

2013.11.3
中国奥委会正式致函国际奥委会，提名北京市为2022年冬奥

会的承办城市。11月14日，该届冬奥会的承办申请已截止。

2015.7.31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第128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

北京（44票）以4票优势战胜阿拉木图（40票）赢得举办权。

2017.12.15
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正式

公布。北京冬奥会会徽以汉字“冬”为灵感来源，运用了中国书法
的艺术形态。会徽图形上半部分展现滑冰运动员的造型，下半部
分表现滑雪运动员的英姿。

2019.9.17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揭开面纱。北京冬奥

会吉祥物名为“冰墩墩”，形象来源于国宝大熊猫。冬残奥会吉祥
物“雪容融”，形象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大红灯笼。

2021.2.4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外观设计正式对外发布。

北京冬奥会火炬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呼
应，以祥云纹样“打底”，自下而上过渡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案，旋
转上升，如丝带飘舞。

2021.9.17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正式对外发布——“一起向

未来（TogetherforaSharedFuture）”！

2021.9.22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发布官方海报，共三组六幅，

于2020年7月设计完成。

大事记

北京冬奥会定于明年2月
4日开幕。从昨天起，我们算是
正式进入冬奥时间了。作为
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
市，北京将成为史上第一个既
承办过夏奥会，又承办过冬奥
会的城市。北京冬奥会将分为
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
目前，冬奥会所有竞赛场馆都
将在年内如期完工，整个筹办
工作已经迈入了最后的冲刺阶
段。

倒计时100天，你准备好
了吗？

■新快报记者 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