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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

高，更加注重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主动健身、科学健身日益成为人们的

自觉选择。

人们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正确

的训练方法、合适的运动装备和科学

的训练计划，才能提升运动表现，避

免运动损伤，更好地享受运动乐趣。

然而，在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现象：

因为动作不规范而导致运动损伤，不

得不停下来接受治疗，运动表现不进

反退……

随 着 科 技 的 不 断 发 展 ，体 育 健

身产品向着科技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人们的

运动方式，提升人们参加体育运动

的兴趣，从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

质量发展。

首先，在科技的助力下，“盲目练”

“随意练”的现象越来越少。从技术角

度来看，目前可穿戴设备是具有代表

性的体育科技装备应用。随着科技的

发展，各类智能运动产品不断丰富，通

过穿戴式传感器与鞋、服、帽及配件等

传统体育用品的结合，能够实现对人

体运动状态的监测和数据采集，实时

记录运动数据等；运动服务商可以基

于这些运动数据提供更专业的训练计

划，达到辅助训练、预防伤病和优化比

赛策略的目的。以跑步为例，这项运

动门槛虽低，但想通过系统的训练提

升成绩，并不容易，而且容易造成运动

损伤。现在，在各类科技手段与智能

产品支持下，这一日益普及的运动变

得更加科学、健康、高效。

其次，科技能够深度挖掘全民健

身的社交需求。人们在进行体育运动

时，不仅希望能够强身健体，还渴望满

足社会交往的需求。通过科技手段，

体育运动可以被转化为一个个社交场

景，让人们即使身处家中，也能够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体育爱好者一同运动，

使体育运动不再那么枯燥。比如近年

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成功举办“全

民健身线上运动会”等大型群众性线

上体育活动，让人们即使身处不同的

城市也能参加同一体育项目的比拼和

交流。

最后，科技能够提升全民健身的

普惠功能。我国人口众多，全民健身

的需求人群、时间和地点高度分散，

随着科技发展，这些问题和瓶颈有望

得到解决。VR、AR 等虚拟技术的

加入，让人们在家中就能享受到“大

自然”带来的魅力。此外，体育不再

是年轻人专享的活动，儿童、妇女、老

年人及残疾人等人群的健身需求，同

样是全民健身事业关注的重点。有

了科技的支撑，不同人群都能得到有

针对性的运动健身处方或运动指导

服务，从而提高全民健身水平。

目前，电子信息技术在体育领域

广泛应用，包括人工智能、5G 技术、

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生物识别

等。此外，3D 打印等新材料技术、无

屏显示技术和全息显示技术、神经科

学和基因工程等生物医学科技也在

体育领域有广泛应用。可以预见，未

来科技将会渗透到全民健身的方方

面面。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正在悄

然改变着人们的体育锻炼习惯和生

活方式，也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全民健

身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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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运会火炬，叫做“蓉火”。取

自成都的简称“蓉”，同时寓有“融合”

“包容”之意。火炬运用多彩渐变的大

运会主视觉色块，将朱红、明黄、翠绿、

湖蓝四个渐变色整合起来，呈现成都热

情、活力、时尚的多彩生活和大学生的

青春活力。

火炬的细节设计上，充分将中国风

格和巴蜀韵味巧妙融合，正面以大熊猫

为主要元素，顶部将成都城市形象标

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融入

其中，侧面犹如三星堆青铜立人造型。

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大运会这场年轻人

的盛大聚会中展现出全新活力。

火炬“蓉火”不仅设计考究，制作工

艺上也是亮点颇多。以航天特种发动

机技术为基础的燃烧技术方案，确保了

火炬燃烧的高可靠性和高清洁性。制

作方还结合火炬外形特点，优化燃料喷

注与空气掺混方案，努力形成亮黄色灵

动飘逸的火焰形态；火炬所用原材料均

为可循环再生材料。

吉祥物“蓉宝”寓意丰富。成都大

运会吉祥物是一只名叫“蓉宝”的大熊

猫。整个造型呈奔跑姿态，“31”字样火

焰的大运火炬，耳朵、眼睛、尾巴呈现火

焰形态，面部构思参考了传统艺术瑰

宝——川剧的脸谱样式。

被誉为国宝的熊猫是成都最闪亮

的城市名片之一。经过全球票选，来自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芝

麻”，成为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的

原型。

“蓉宝”手持“31”字样火焰的大运

火炬，欢快奔跑的姿态向全世界传递着

青春和活力，寓意着热情洋溢的成都已

做好迎接全世界大学生到来的准备，预

示着世界各国青年的友谊将在成都得

到升华。

成都大运会奖牌“蓉光”，寓有“荣

光”之意。整体创意以“五洲融合、天府

文化、赛事标识系统、成都成就梦想”为

主，在展现体育精神、呈现古蜀文化、彰

显赛事名城美好愿景的同时，强调本届

大运会的特色。

成都大运会奖牌“蓉光”的正面设计

赋予商周文物“太阳神鸟”羽翼几何感，与

赛会会徽“U”呼应，犹如神鸟，振翅欲飞，

寓意守护梦想、自信昂扬、飞往多彩未来，

同时契合成都大运会“成都成就梦想”的

口号。奖牌背面设计嵌入一块红色珐琅，

加入成都城市建设剪影，展示中华悠久的

文明历史和成都深厚的人文底蕴。

奖牌绶带颜色为红蓝相间，使用

“太阳神鸟”、芙蓉花、祥云、成都大运

会会徽等图案。“太阳神鸟”展现着成

都的文化底蕴与和谐包容，讴歌生命

与运动；祥云纹样，寓意着祥瑞吉祥，

顺 心 如 意 ；蓝 白 格 窗 ，传 递 着 开 放 包

容，互通互融，智慧诚信；绶带上印有

的“成都成就梦想”中英双语，传递成

都 城 市 特 色 文 化 。 奖 牌 绶 带 首 次 采

用 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蜀 锦 的 工 艺

和材质，实现独一无二的凹凸纹理和

厚重质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

美融合。

大运元素独具特色
■孙 朕 朱祥军

4 月 15 日，成都大运会火炬巡展综

合特展第六站暨“体育之光”推广活动

启 动 仪 式 ，在 成 都 东 安 湖 体 育 公 园 中

轴广场举行。这是成都大运会火炬巡

展 系 列 活 动 综 合 特 展 活 动 的 最 后 一

站。成都大运会组委会相关人士介绍，

火 炬 巡 展 综 合 特 展 活 动 一 共 进 行 了 6

站，“蓉火”见证了成都、深圳两座大运

之城的双向奔赴，也续写着成渝“双城

记”体育融合发展新篇章，将成都大运

会办赛理念和体育精神带到国内更多

地方。

成都大运会不仅是国际性的综合体

育赛事，更是一场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

交流的盛会，也是促进世界青年大学生

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从 2021 年 8 月正

式启动以来，成都大运会火炬巡展系列

活动已陆续举办 25 站主题巡展和 6 站综

合特展，超过 15 万人次近距离观赏了火

炬、火种灯和火种盆，全方位了解大运火

炬的历史与故事。

“组委会通过打造巴蜀文化与成都

大运会火炬‘蓉火’巧妙融合的综合特

展场景，让大运火炬走进博物馆、学校、

社区、体育场馆，展示大运风采。”成都

大 运 会 组 委 会 宣 传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火炬巡展系列活动最后一站来到了成

都大运会开幕式举办地——东安湖体

育公园，火炬‘蓉火’与主火炬塔遥遥相

望。这不仅能让广大市民感受大运会

的浓厚氛围，更传递出成都大运会的梦

想 接 力 棒 ，让 大 家 相 约 在 一 场 独 具 魅

力、别样精彩的青春盛会。”

在 启 动 仪 式 上 ，主 办 方 还 设 置 了

一 个 温 馨 的 环 节 。 31 个 社 区 的 31 名

儿 童 手 持 自 己 绘 制 的 画 卷 ，逐 个 上 台

展 示 ，并 留 下 自 己 对 成 都 大 运 会 的 祝

福 。 随 后 ，孩 子 们 将 所 有 的 画 作 张 贴

在现场的展板上，组成了一幅“运动成

都 、喜 迎 大 运 ”的 完 整 画 作 ，为 即 将 到

来的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献上诚

挚的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除了展陈

成都大运会火炬、火种灯、火种盆之外，

观众还能与北京奥运会火炬“祥云”、北

京冬奥会火炬“飞扬”、深圳大运会火炬

“虹”合影留念，还可以欣赏多款奥林匹

克运动雕塑，感受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

体育精神。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梦

想打卡墙”，增进观展市民与“蓉火”的互

动。观众可以用色彩手绘的方式，创作

心中的火炬，书写自己的愿望，为大运助

力、为梦想添彩。

“蓉火”遥望主火炬塔
—成都大运会火炬巡展收官

■胡 鑫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由国际大学生

体 育 联 合 会 主 办 ，包 括 夏 季 运 动 会 和

冬季运动会，每 2 年举办一届，只限在

校 大 学 生 和 毕 业 不 超 过 2 年 的 大 学 生

（年 龄 17 岁 至 28 岁）参 加 。 作 为 一 项

重 要 的 综 合 性 国 际 体 育 赛 事 ，每 届 大

运会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运动员

参与角逐。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国际大体联宣

布成都获得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举办权。成都大运会原定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9 日举行，因受全球

疫情形势影响，先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7 日，后再次延期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8 日举行。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致力于将教育

和 文 化 相 结 合 ，鼓 励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大学生运动员在运动水平和学术造诣

上全面发展。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为期 12 天，包括 15 个必选项目。为

了 推 动 体 育 的 发 展 和 创 新 ，大 运 会 举

办 方 还 可 以 选 择 3 个 自 选 项 目 纳 入 赛

事安排。成都大运会设置田径、跳水、

射箭、篮球、排球、游泳、水球、羽毛球、

体 操 、艺 术 体 操 、击 剑 、柔 道 、乒 乓 球 、

跆拳道、网球 15 个必选项目和武术、赛

艇 、射 击 3 个 自 选 项 目 ，共 18 个 大 项 、

269 个小项。

成都大运会口号为“成都成就梦想”

（Chengdu Makes Dreams Come True），

会徽主体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应英文

首字母“U”的基础上，结合了天府文化

象征元素之一的“太阳神鸟”，由大红、明

黄、翠绿、湖蓝四个渐变色块组成，对应

成都大运会“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的

办赛理念。

为 了 体 现 成 都 特 色 ，成 都 大 运 会

会徽设计独具匠心。在古代，“太阳神

鸟”承载了人们追求光明的理想，彰显

了 天 府 文 化 中 自 强 不 息 、昂 扬 向 上 的

精神面貌。同时，会徽设计还巧妙融入

了凤凰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元

素。图形左侧以圆弧切割的方式抽象

化“凤首”，右侧以融入火焰元素的方式

形象化“凤尾”，描绘出一只活灵活现、

盘旋天际的瑞鸟。凤凰不仅蕴含着涅

槃 重 生 的 坚 韧 ，也 寄 托 了 放 飞 梦 想 的

希 冀 ，与 大 运 会“ 成 都 成 就 梦 想 ”的 口

号 完 美 契 合 ，向 全 世 界 传 递 中 国 的 美

好祝愿。

好的口号、会徽，不仅能为赛事增

色，还是举办城市最闪亮的名片，展示

其 竞 技 精 神 与 城 市 气 质 ，使 各 国 友 人

感 受 到 成 都 的 城 市 活 力 与 大 运 精 神 ，

向外界传达了成都办好大运会的决心

和全力打造体育赛事名城的愿望。

“成都成就梦想”
■丁志鹏 任运昭

体 谈

聚焦大运

喜迎大运

瞭望大运

成都大运会奖牌

成都大运会吉祥物

7 月 28 日，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将在成都开幕。这是我国第三次举办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是我国西部地区首

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

4 月 19 日，在倒计时 100 天之际，成

都大运会组委会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按照“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

正精益求精、全力以赴推进大运会的各

项筹备工作，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努力向

世界呈现一场独具魅力、别样精彩的青

春盛会。

全力完善赛事硬件设施。成都大运

会本着简约、节约的原则，新建场馆 13

处，改造场馆 36 处，已于 2021 年全部完

工，并经过国际大体联的检测、检验，完全

符合国际赛事标准。开幕式场地东安湖

体育公园为新建场馆，包括拥有 4万个座

位的主体育场、1.8 万个座位的多功能体

育馆、4500 个座位的游泳跳水馆和小球

馆。闭幕式将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

行。大运村设在成都大学，配置 6522 个

公寓房间，可入住 1.1万人。同时，配套建

成大运村至主场馆直联道路等 13个成都

大运会交通设施项目。此外，在大运会的

“食、宿、行、训、赛”等方面，组委会突出环

保节能、智慧智能场景运用，全面规划管

理大运遗产，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应。

全程坚持办赛营城惠民。据介绍，

成都大运会的 49 个场馆在赛事延期期

间并没有闲置。2022 年 6 月初，成都大

运会官方发布了《成都大运会共建共享

惠民行动方案》。据统计，2022 年，成都

大运会场馆共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

商 业 活 动 727 项 ，场 馆 对 外 开 放 覆 盖

509.48 万人次，累计开放时长达 7.63 万

小时。目前，包括大运会主会场东安湖

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高新体育中

心、现代五项赛事中心等 26 处场馆，均

将持续免费或低价向市民开放。

竞赛组织是成功办赛的关键因素，

也是当前成都大运会筹备工作的重点。

成都大运会共设 18 个大项、269 个小项，

目前已制定赛事筹备计划、重要任务进

度控制表等，并发布了竞赛总日程和规

程。今年 3 月，成都大运会组委会在北

京召开竞赛组织工作专题会议；本月底

将再次召开会议，向竞赛组织团队提出

具体工作要求，逐一盘点检查各项目竞

赛组织工作以及与场馆团队对接情况，

确保竞赛通用政策在场馆层面落地落

实；此外，已选派 1077 名国内技术官员，

与国际技术官员共同完成大运会的竞赛

执裁、组织管理等工作。

全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3 月底，

大运会代表团团长春季会议在成都举

行，来自全球的 33 个代表团现场参会，

47 个代表团通过线上方式参会。针对

各个代表团普遍关切的问题，组委会详

细讲解了 15 个业务板块的政策和程序，

并组织与会代表进行考察场馆和城市体

验活动，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

此外，由于成都大运会历经两次延

期，筹备期相对较长。早在 2021 年，组

委会统筹安排了 17 场全国单项比赛作

为大运会测试赛，有效检验了赛时组织

运行和服务保障筹备情况，形成问题清

单，持续优化改进。今年 6 月上旬，还将

开展联调联试，进行全流程、全要素演

练，并举办系列测试赛，进一步提升赛时

运行能力。

主场作战，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的表现如何自然备受关注。中国大学生

体育代表团预计将有 800 多名成员，其

中运动员约 500 名。成都大运会的 18 个

大项、269 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力争

全部参加。目前，组队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竞争

择优。此外，备战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

开展。代表团将按计划针对 18 个大项

进行赛前集训工作，力争再创佳绩。

成都大运会，是一次重要的国际性

体育赛事和文化盛会，也是促进世界青

年大学生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中国大

学生体育代表团将在赛场上加强与世界

各国运动员的竞技和交流，实现竞技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同时也展示中国

可爱可亲可敬的形象。

100 天后，让我们相约“雪山下的公

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在这里，

拥抱世界、成就梦想。

成都大运会迎来倒计时 100 天，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成都，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下图：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后）、

多功能体育馆（前左）、游泳跳水馆（前右）

和小球馆（前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