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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智能穿戴设备、5G赛事直播、AI运
动处方……近年来科技与体育的融合
越来越深入，“智慧体育”在全民健身、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多方面持续助
力。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内容引起
热议。一些代表委员结合体育视角，积
极建言献策，期待借“智慧体育”之力，
让体育强国的梦想照进现实。

技术赋能，构筑全民健康新生态
“现在一些运动器材上有二维码。

运动结束，一扫码立刻就能知道自己的
各项体能数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
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院长鲍明
晓对当下智能化运动器械的功能颇为
关注。他认为，智能化健身器材可增强
运动的趣味性、互动性，更能满足公众
快乐健身的需求。

“开展全民健身工作，不能再生搬
硬套老旧的办法和标准。新增的健身
场地和设施应该增加新元素，符合人民
新的需求、新的期待。”鲍明晓说。

部分代表委员表示技术创新正逐
渐重塑大众参与运动的方式，通过重构
运动场景与数据交互模式，降低大众参
与体育的技能门槛，推动全民健身高质
量发展。

鲍明晓以体感游戏构建的虚拟运
动空间举例说，这种游戏的沉浸式交互
设计能将复杂技术动作拆解为趣味化
指令，让零基础用户轻松习得技能；而
大数据模型在健身器材上的应用可以
精准捕捉健身者的运动时长、动作轨迹
等指标，从而为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类似的科技广泛应用之后，人们就可以
从以前“凭感觉”的锻炼模式过渡到“依
数据优化”的阶段。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体育总局近
期联合发布了《2024年度智能体育典型
案例》，全民健身领域有 38 项成果入

选。从中可以发现，虚拟现实健身设
备、智能运动APP、物联网智能健身器材
等基础应用，正通过多元化路径推动全
民健身服务普惠化；此外，相关案例中
还涉及一些体医融合健康管理系统、青
少年体态监测穿戴设备等细分产品，这
些产品能够针对不同群体需求提供精
准解决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运动
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厉彦虎基于对全国
上百万青少年的脊柱数据研究，开发了
智能化筛查干预系统。该系统通过分
析脊柱检测结果，可自动评估脊柱侧弯
等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匹配对应解决方
案，“因为训练康复动作有成百上千个，
针对不同程度要用不同的动作康复，需
要生成个性化建议，智能化筛查干预系
统还能够缓解医务人员短缺的问题”。

此外，厉彦虎表示目前已有的智能
眼镜、智能手环等可穿戴监测设备，可
在青少年处于不良姿态时发出预警，提
前预防青少年脊柱侧弯、近视等问题。

数智驱动，打造竞技体育新高地
当全民健身因创新技术加速迈向

科学化与普惠化时，竞技体育正同步经
历数智驱动带来的深刻变革。与会代
表委员认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科技
手段能系统性挖掘运动员潜能、优化训
练体系，从而为竞技体育提供新的可持
续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竞技体育训
练管理中心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主任陶璐
娜以射击项目为例，介绍了一款正在研
发中的“智能扳机”。这种扳机可通过传
感器实时捕捉运动员扣动扳机时的压力
值、时间精度及稳定性，将主观感受转化
为客观数据。以前，教练员在训练中只
能依赖肉眼观察或经验判断运动员的状
态和表现，而现在则可以通过后台数据
精准、全面地掌握相关情况。

“过去选材靠直觉，现在靠数据。”

陶璐娜表示，诸如此类的智能设备不仅
能精准筛选出适合射击项目的苗子，还
能积累海量训练数据，为研究人体极限
提供科学支撑。

冰雪运动与技术的融合也收效明
显。据全国政协委员、沈阳体育学院院
长刘征介绍，该校将数字技术与AI贯穿
教学、训练、科研全链条，构建“教科训
一体化”模式。通过搭建运动表现分析
平台、建设智慧化场馆设施，并深度参
与科技冬奥重点研发计划，学院已形成
覆盖智能场地、智能装备、智能训练分
析的完整技术链条。这一模式在北京
冬奥会冠军徐梦桃、齐广璞等顶尖运动
员的训练比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助
力中国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冰雪
项目上形成集团优势。“技术革新正系
统性提升人才培养效率，为冰雪运动可
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他说。

棋类运动的技术应用也呈现多元
化趋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秘书长许昱华表示，国际象棋领域
的AI应用场景广泛，已涉及辅助训练、
赛事组织与裁判监督等各环节。“AI 为
人类棋手提高技术水平和训练效率等
带来许多便利，也为棋类项目的普及创
造了新的机遇。”她同时强调技术应用
是把双刃剑，AI的普及应用也在预防作
弊、维护比赛的公正公平等方面给棋类
项目组织者、管理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们需要加强对创新技术的学习和研
究，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更好地推动

‘智慧体育’的发展。”许昱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副主席杨扬同样建议参考国际经验：
“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奥林匹克 AI 议
程》，为技术应用的管理框架提供了重
要参考。我们可借鉴转化，使其服务于
体育强国建设。”

数字转型，催生体育经济新动能
国 务 院 印 发 的《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21-2025年）》明确提出“推进体育产
业数字化转型”，这为“智慧体育”新业
态的培育按下了加速键。与会代表委
员表示，在政策引领下，技术与体育的
深度融合正延伸至产业链各环节，重塑
体育经济的增长逻辑。

哈尔滨亚冬会上，中国联通实现
5G 到 5G-A 的跨越，为赛事直播、观众
服务等场景提供高速网络支持。将于
今年 8 月举办的成都世界运动会将成
为技术赋能的试验场，赛事组委会在年
初启动了科技产品征集工作，目前已征
集涉及智慧场馆管理系统、观众信息服
务等 200 余项科技产品，覆盖赛事组织
全流程。

“大型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舞台，
更是科技应用的练兵场。”全国政协委
员、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丁亚琳认
为，通过前沿技术应用，一方面可以让
我们组织大型赛事更加便利，另一方面

“一站式”信息服务模式可显著提高消
费者便利性、降低决策成本。

陶璐娜认为，数字转型正重构消费
场景，虚拟现实技术将打破观赛的物理
边界，“未来观众或通过智能眼镜实现

‘身临其境’观赛，实时追踪运动员的竞
技状态”。

丁亚琳表示，新兴的虚拟滑雪、赛艇
比赛，以及模拟飞行竞赛等正在拓宽体育
的边界，“这些创新形式，既展现运动多样
性，又激发了年轻群体的参与热情”。

鲍明晓指出，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在于激活消费，需聚焦普通人的
消费困境——“有意愿但缺时间”“有资
金但缺技能”等问题。他表示，目前智
慧场馆、无人健身房等技术应用已初见
成效，但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颠覆性变
革，智能陪练机器人等产品有待技术突
破和市场验证，“技术最终要服务于生
活方式的变革，我坚信数字转型下的体
育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在 当 地 时 间 3 月 9 日 进 行 的
2024/25赛季国际剑联女子佩剑世界
杯希腊伊拉克利翁站比赛中，中国队
一路过关斩将摘得团体金牌。这是
中国女佩自2011年伦敦站后，时隔14
年再夺世界杯团体冠军。

本 站 比 赛 中 国 女 佩 延 续 了 本
赛季年轻化阵容，由 26 岁的傅颖
搭档三名“00 后”小将饶雪怡、张
心怡、魏嘉怡出战。首轮轮空后，
中国队以 45：36 轻取意大利队，随
后 先 后 以 两 个 45：40 力 克 巴 黎 奥
运会冠、亚军乌克兰队和韩国队闯
入决赛。

决赛中面对劲旅法国队，傅颖首
局为中国队取得领先优势。此后双
方比分交替领先，中国队以 39：40 的
微弱劣势进入最后一局。关键时刻，
20岁的饶雪怡连得4分实现逆转，最
终以45：42锁定胜局。

“拿到冠军很开心！今天在场上
遇到强的对手没有放弃，无论领先还
是落后我们都认真对待每一剑。”饶
雪怡说。作为近两年涌现出的青年

新秀，饶雪怡以主力身份获得2024年
亚锦赛女佩团体冠军，并在本赛季青
年女佩世界杯匈牙利布达佩斯站斩
获个人冠军。

收获个人首个世界冠军的傅颖
表示：“今天的比赛中打出了自己想
要的东西，为最近的训练提交了一份
非常满意的答卷。”

2001 年出生的张心怡同为去年
亚锦赛团体冠军主力，她在本赛季世
界杯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站个人赛
闯入八强。21岁的替补队员魏嘉怡，
曾获得上赛季青年女佩世界杯塞戈
维亚站个人冠军，目前已经入选新一
期成年集训队。

据中国击剑协会介绍，巴黎奥运
会后中国女佩迎来执教经验丰富的
法国籍教练西里尔·韦尔布拉克尔。
韦尔布拉克尔历任法国击剑队佩剑
组教练、助理技术总监、沙特阿拉伯
击剑队佩剑组高级技术总监，曾带领
法国女佩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佩剑
团体亚军，多次获得世锦赛、欧锦赛
女子佩剑团体前三名。

中国队时隔14年再获团体冠军

国际剑联女子佩剑世界杯

3月9日，2024-2025赛季中国男
子排球超级联赛决赛展开最终回合
较量。上海光明男排主场3：1战胜河
北保定沃隶男排，从而在三场两胜制
的比赛中以总比分2：1胜出，夺得队
史第18个联赛冠军。

本场决胜战开始后，双方快速进
入状态。河北队越打越勇，一度将比
分优势扩大为21：12。上海队以17：25
丢掉第一局。

第二局，双方依旧你追我赶，比
分打到 17 平。随后上海队做出换人
调整，逐步夺回主动权，以25：22扳回
一城。

第 三 局 比 赛 ，上 海 队 渐 入 佳

境 ，击 球 成 功 率 不 断 提 升 ，河 北
队 则 出 现 起 伏 。 上 海 队 很 快 以
20：14 大比分领先，并以 25：19 再
赢一局。

第四局，河北队凭借强攻策略一
度掌控局面，但落后的上海队稳扎稳
打，逐步赶超，以25：22拿下本局，以
3：1胜出，最终夺得冠军。

上海男排主教练沈琼在赛后表
示：“我要把上海男排带到最好的位
置，必须取得冠军。站在赛场上我们
就想做到最好。所有的比赛，大家都
会全力以赴。我希望我们的队员，不
管以后是否更新换代，每个人都去这
样坚持。”

上海光明第18次夺得联赛冠军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

历经天津蓟州站、黑龙江伊春站
和山西吕梁离石站的激烈角逐后，
2024-2025赛季中国冰壶联赛3月10
日在青海西宁落幕。

青海西宁站作为本届中国冰壶
联赛最后一站，共设置男子团体、女
子团体、混双三个组别的106场竞赛，
来自中国青海、黑龙江、上海、吉林等
11 个省(区、市)的 45 支代表队，共计
170余名运动员参赛。

青海省队、哈尔滨体育学院队、
四川省队分别获得本届冰壶联赛男
子组年度积分第一、第二、第三名。
本届冰壶联赛女子组年度积分前三

名则依次由四川省队、内蒙古一队、
青海省体校一队取得。黑龙江省冰
上训练中心四队、四川省二队、四川
省一队则分别获得混双组年度积分
前三名。

中 国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冬 季 运 动
管理中心冰壶冰球部副部长张磊
表 示 ，中 国 冰 壶 联 赛 是 中 国 规 格
最 高 的 冰 壶 赛 事 ，本 届 联 赛 以 冲
刺 2026 年 米 兰 冬 奥 会 为 目 标 ，以
赛验练、以赛选材，对持续推动后
冬 奥 中 国 冰 壶 运 动 长 远 发 展 ，提
升 国 内 冰 壶 整 体 实 力 ，具 有 十 分
重要的意义。

中国冰壶联赛收官

以赛验练 以赛选材

数字赋能 创新驱动
——“智慧体育”为体育强国注入新活力

3月9日，甘肃队选手马先（左）在男子3000米决赛中。他以8分12
秒33的成绩获得冠军。

当日，2025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在山东济南落幕。

3月10日，广东东阳光队球
员胡明轩（中）在新疆伊力特队
球员阿不都沙拉木（左）、伊力
福拉提的夹击防守下投篮。

当日，在 2024-2025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常规赛第 38 轮比赛中，新疆伊
力特队主场87比106不敌广东
东阳光队。

马先获男子3000米冠军

新疆不敌广东

CBA常规赛：

3月9日，尼尔·罗伯逊在比赛中。
当日，在2025年斯诺克世界大奖赛决赛中，澳大利亚选手

尼尔·罗伯逊10比0战胜英格兰选手斯图亚特·宾汉姆，夺得
冠军。

罗伯逊狂胜宾汉姆捧杯

斯诺克世界大奖赛：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培养高水平足球专业人才队伍

记者从中国足球协会了解到，
中国足协与江苏省体育局、南京体
育学院日前在京签订合作协议，宣
布三方将合力建设我国首家足球
裁判学院。

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表示，建设足
球裁判学院是培养高水平足球专业
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国第
一家足球裁判学院，要做到高起点开
局，对标对表国际高水平裁判培养模
式和标准，定位培养高水平裁判后备
人才。要探索足球裁判人才培养新
模式，系统解决当前在裁判人才培养
方面的不足和短板。

南京体育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
吴兵成表示，南京体育学院高度重视
与中国足球协会、江苏省体育局共建
中国足球裁判学院的战略合作。学
校将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振兴足

球的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举全
校之力，扎实推动中国足球裁判学院
建设，全力打造我国一流足球裁判人
才培育基地和高水平的足球裁判后
备人才培养基地，为中国足球事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南体力量。

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彤则表
示，今后江苏体育局将继续肩负起中
国足球事业振兴的使命责任，在重视
足球项目竞技训练与竞赛同时，切实
抓好足球裁判队伍建设，持续推动足
球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本次三方合作包括足
球专业裁判员培训、精英足球裁判
员培养、裁判员科学训练与实战能
力评估、裁判理论知识传播、国际
裁判交流等主要内容，将为我国足
球裁判员规模化培训、高端化培养
开创新的局面。

我国将建首家足球裁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