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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科技成果的应用
方面，应该是世界领先的。但是
和我国总体科研情况一样，体
育领域里的基础研究同样薄
弱。”林洪认为，这是亟须加强的
地方。

刘卉也表示，我国在应用高
科技进行竞技体育训练方面并
不比国外差， 而且可能更加普
遍和深入。“据我所知，几乎所有
集体球类项目的国家队都配备
不止一套战术分析系统， 很多
运动队都配备了运动生物力
学、运动营养、体能训练、运动生
理、 运动心理等各方面专家，他
们会应用目前最先进的设备和
软件为运动员提高成绩服务。”
她说。

刘卉认为，虽然参与全民健
身的民众数量在增加，但科学健
身、 科学运动的知识还不够普
及，高科技设备也较难应用于普
通人群。“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渠
道，我们现在已经和很多民间机
构、医院合作，应用高科技设备
为普通人或病人的动作进行分
析和指导。”

■来源：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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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赛场上，各种比赛可谓惊心动魄。世界纪录在运动员的拼搏中一次次被打破。
促使人类不断突破身体极限，要依靠强大的科技支撑，这是奥运背后真正的斗法场。“运动员的极限在

哪里？这与他当时的状态、训练方法密切相关。这是个重大科学问题，奥运会比的不是体育本身，而是综合
国力尤其是科技的实力。”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洪平告诉记者。

高速运动捕捉、卫星导航超级追踪、大脑训练技术

看不见的战线：
奥运幕后科技比拼

———奥运知乎

科技实力的较量首先体现在
科学训练的技术和方法上。 几天
前，一条揭秘美国队高科技“秘密
武器”的文章刷屏朋友圈。文章里
提到用于游泳训练的高速运动捕
捉技术，在足球训练中使用的卫星
导航超级追踪技术，击剑项目中最
前沿的大脑训练技术等等。

“其实，这些技术并不新鲜，中
国国家队几乎会应用目前最前沿
的技术。” 长期从事游泳项目科研
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林洪介绍， 早在2000
年左右，他们就联合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研究用传
感器测量水的阻力，进行流体力学
模拟实验等等。当年鲨鱼皮泳衣很
火的时候，他们也第一时间组织专
家进行各项实验分析。

作为游泳项目运动生物力学
权威专家，林洪几乎服务过我国所
有游泳冠军。“不是说所谓的最新
技术就是最好的，我们要做的是根
据不同运动员的特点，综合运用各
种训练手段，达到最好的效果。”林
洪说。

例如，林洪曾经分析，叶诗文
的特点是手脚大，躯干和手腕的力
量强，水感好，水下腿技术出色，但
肩和髋的柔韧性相对较差。 因此，

在叶诗文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
过程中，林洪运用技术监测、诊断、
分析以及辅助训练等方法手段，通
过分析讲解使叶诗文进一步了解
自身特点，为其备战各种世界大赛
提供技术支持，使她充分发挥在出
发和转身技术环节上的优势。

技术的力量几乎已渗透每个
项目每个环节。“大家熟悉的乒乓
球，技术含量也非常高。发球的角
度、力度等等，都是研究的对象。”
林洪说。

女子举重运动员黎雅君以前
有点“偏科”，在抓举能举起100公
斤的情况下， 挺举只能达到105公
斤的水平。广东队针对她的弱项进
行专门的“科技攻关”，利用高速摄
像机对她的动作进行分解纠正，同
时在生物力学上对她的不足加以
改进，最终她的挺举训练水平能够
超过128公斤。

运动技术分析是北京体育大
学教授刘卉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我们用各种设备获取人完成动作
时的力学数据，在人体解剖、生理
和力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动作技术
进行描述、对比和分析，从而了解
动作技术规律和影响成绩的因素，
并进一步对运动员动作进行诊断，
开发新的、更好的技术。”刘卉说。

先进技术助运动员扬长避短

一句“鬼知道我经历了什
么”，让人们在欢笑之余忍不住
心疼这个用“洪荒之力”游泳的
小姑娘。事实上，傅园慧在去年
世锦赛之后一直饱受腰部受伤
和生病的困扰。 在谈起奥运会
之前的那几个月，她笑中带泪。

几乎所有运动员都与伤痛
为伴。 让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周琴璐高兴的是， 近年
来， 我国在运动员体能和康复
训练方面发展迅速。“过去我们
的手段主要是按摩， 运动康复
作为一个科学领域被荒废了很
久，近十年来，体能训练师和康
复师的理念、 技术逐步与国际
接轨。”她说。

周琴璐认为， 体能训练和
运动康复与运动员的成绩密切
相关。“最好的例子是已退役网
球运动员李娜，她能拼搏到30
多岁，与她的团队结构分不开，
这个团队包括体能教练、 运动
康复师和技术指导。”此次里约
奥运会， 首次有专注运动康复
的民营企业赴现场为中国军团
提供体能和康复服务。

林洪则表示，高压氧仓、液
氮冷冻等先进康复治疗技术在
国家队均有应用。

体能训练和运动康复
发展迅速

体育科技惠及
普通人群尚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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