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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创新驱动

“智慧体育”为体育强国注入新活力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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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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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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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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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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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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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深圳市民在室外智能健身房参加竞赛活动。

2023 年 7 月
7 日，元萝卜 AI
下棋机器人与观
众对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