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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
日电（记者马锴、赵建
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女子和男子
决赛先后于8日和9日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场地
举行，中国选手谷爱凌
和挪威选手伯克·鲁德
分别获得冠军。

除了充满戏剧性的
比赛过程、运动员挑战
极限的表现，首钢大跳
台的场地也成为诸多海
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在
海外“出圈”，首钢大跳
台凭的是什么？

不吐烟圈的大烟囱

“背后那些‘疯狂的
’烟囱很酷。”美国自由
式滑雪男子选手亚历山
大·霍尔表示。他在决
赛第三轮中尝试该项目
目前已知最高难度——
转体2160，没能成功无
缘奖牌。

作为运动员腾空时
的独特背景，首钢工业
园区已停用的烟囱和冷
却塔在赛事转播的画面
中十分醒目。美联社在
报道中称，一家关闭的
钢铁厂把冬奥会运动员
送上天空。

不吐烟圈的工业烟
囱，在全世界所有的大
跳台场地中都难以找到
的背景，凝结着北京冬
奥组委践行可持续发展
和节俭办奥理念，闪耀
着中国智慧的光芒。

2008年，借北京举
办奥运会的契机，首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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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冬奥事：

首钢滑雪大跳台
凭什么在海外

老工业园区迎来搬迁和改造。如
今，曾用于储存炼铁原料的筒仓，
变成北京冬奥组委会办公区；精煤
车间变为中国国家队冰上项目训
练基地；冷却塔旁建起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

“看到这个梦幻般、标志性的
新场馆，看到出色的运营状况，真
的超出我的想象。”7日，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到首钢滑雪大跳台观
赛后说，他曾表示这里是让人惊艳
的城市规划和更新范例。

世界首个永久性大跳台场地

“我踩在上面的时候，没有那
种在‘金属框架’上滑雪的感觉，更
像是在滑雪公园里。”24岁的加拿
大运动员埃文·麦克埃克伦说，“这
个场地落地区非常宽，所有一切都
很完美，我感觉非常安全。”

和其他临时搭建的场地不同，
首钢滑雪大跳台主体为钢构架，是
全世界首个永久性的大跳台比赛
场地。值得一提的是，建设这里所
用的4100吨钢铁全部来自首钢自
产钢材。

钢筋铁骨的首钢滑雪大跳台
有一个充满中国古典美的名字
——“雪飞天”。这是因为其设计
灵感源自古代敦煌壁画中的“飞
天”，丝带在空中飞舞的形态与大
跳台赛道曲线十分契合。

此外，这里还是北京冬奥会唯
一在中心城区的雪上项目场地。
谷爱凌曾在采访中表示，从这里的
赛道起跳后，能看到不远处的家。

高科技助力选手腾飞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后，单
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也将在这里进
行。两个项目虽然看上去差别不
大，但实际上，运动员所需要的赛

道曲面完全不同。首钢滑雪大跳台场地的可变坡面技术能实
现赛道转换，满足两种不同需求。

赛道可剖面指的就是首钢滑雪大跳台的斜台区，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选手起跳区。这个长约36米、宽约13米、最大高
差约3.5米的区域，用约1100个模块搭“积木”，使赛道曲面发
生变化，实现不同比赛赛道的快速切换。

“与2019年时相比，场地更加平顺细腻了，起跳台非常
棒，雪的质量也好了很多。”挪威男选手鲁德说。2019年他曾
在这块场地上夺得“沸雪”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冠军，而9
日他又在这里拿到北京冬奥会金牌。

“我和所有的运动员都特别喜欢这个跳台，我们觉得搭得
特别好！”谷爱凌说。在8日的女子决赛最后一跳时，她在这
里成功完成了目前女子难度最高的转体1620，而这个动作她
此前从未在其他比赛中尝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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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尕李尕 摄摄

2月9日，挪威选手比尔克·鲁德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