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最近，温度一路飙升。 随着气温升高的，还有人们“跑马”的热情。 今年以

来，福建省厦门市、云南省曲靖市等地都举办了大型马拉松赛事。 其中，厦门马

拉松赛共有

3

万名跑者参加，预报名人数超

13.6

万，创下历史新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跑马”前，不少参赛者都会为自己选购专业装

备。 艾瑞咨询发布的《

2022

年中国年轻人群运动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

97%

的

跑步爱好者每月平均跑量超过

100

公里，他们大多拥有专业跑鞋、智能手环等

装备。 近年来，在创新技术的助力下，“跑马”相关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不断提升

马拉松爱好者的参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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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备让“跑马”爱好者

“技”高一筹

智能运动手表，跑者贴身健康

“顾问”

刘昊是一位有着

17

年跑龄的

马拉松爱好者。“以前，我主要是凭

感觉跑。现在有了这个健康‘顾问’，

我一般在比赛中会根据设备显示的

配速来调整自己的节奏。 ”他说。

如今， 智能运动手表不仅可以

定位、显示配速、记录运动数据、实

时通信， 还能够监测用户心率、血

氧，帮助跑者更好地调整运动节奏。

在马拉松训练或比赛中， 精准

的轨迹定位对跑者而言非常重要。

有的智能运动手表厂商创新采用悬

浮式隐藏外置天线， 将定位天线隐

藏于聚合纤维材质的表耳中， 同时

支持主流卫星系统双频协同定位。

该设计可以将智能运动手表的定位

精度提升

135%

。

完成比赛后， 智能运动手表会

自动生成用户的跑步路线。 用户在

手机上打开对应

App

， 即可将跑步

路线图发到社交平台或分享给其他

跑友。

值得一提的是， 部分智能运动

手表还可实现精准离线导航。 当用

户在野外长跑途中迷路且身处无信

号环境时， 智能运动手表依旧能够

进行精准导航。 用户可以根据导航

指示原路返回，保障安全。

智能运动手表的功能还在不断

升级。比如，有的智能运动手表内置

海拔气压计，当气压出现急剧变化，

手表会及时提醒用户。

碳板跑鞋， 支撑足弓防止运动

损伤

2019

年

10

月

12

日，肯尼亚选

手埃鲁德·基普乔格以

1

小时

59

分

40

秒的成绩在奥地利维也纳跑完

马拉松， 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全程

马拉松“破

2

”（突破

2

小时）的运动

员。 而他当时穿的碳板跑鞋，此后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碳板跑鞋底嵌入了碳纤维板 ，

厚底是其标志性特点。 在它出现前，

人们普遍觉得，在跑步过程中，跑者

越感觉不到鞋的存在， 越能跑出好

成绩。 故设计师在设计传统跑鞋时

唯一的追求就是轻，认为“轻薄

=

迅

速”。 但是，薄底鞋对脚部的支撑力

较弱，不适合“跑马”新手。“小白”

跑者穿薄底跑鞋跑步， 很可能造成

脚部或踝、膝关节损伤。

碳板跑鞋里的碳板是一种碳纤

维复合材料，它有质量轻、弹性大、

耐疲劳性能好等优点。 最初碳纤维

复合材料被应用于航空、 航天等领

域，后被用于运动鞋制造。“用这种

材料可以起到稳定鞋体和支撑足弓

的作用，还可以防止运动损伤。 ”国

内某碳板跑鞋厂商负责人说。

面对多元化需求， 部分企业不

断迭代碳板跑鞋。 设计师让跑鞋与

智能装备互通互联， 实现跑步数据

实时记录、 分析， 让跑步“有数可

查”。 跑者还可通过相关运动服务，

获得专业指导。

除了碳纤维， 国内许多运动产

品厂商还尝试应用其他创新材料制

作跑鞋。 比如某企业用嵌段聚醚酰

胺树脂材料制作最关键的中底部分

（鞋底和鞋身中间的夹层）， 使跑鞋

具有更优的减震性能。

低温冷疗舱， 帮助赛后身体

恢复

马拉松比赛结束， 参赛者在经

过长时间、高强度的比拼后，会出现

一定程度的肌肉损伤，此时需及时进

行赛后恢复。 近年来，一种新颖的运

动恢复方式———低温冷疗逐渐受到马

拉松爱好者的欢迎。

进入液氮冷疗舱前要做好一系列

准备，除了体征测量外，还要脱去厚

重的衣物 ，但要戴好专用手套 、穿好

鞋子。 冷疗时头部是外露的。

冷疗开始后， 舱内液氮汽化，逐

渐“云蒸雾绕”。 大约

15

秒后，舱内温

度就降至约零下

100

摄氏度。 液氮冷

疗舱使用一次要用掉

25

升液氮 ，舱

内最低温可达零下

130

摄氏度。 一次

冷疗大约需要

3

分钟。 从冷疗舱出来

后，寒意很快消除 ，使用者浑身感觉

放松，运动后肌肉的紧绷感也能得到

一定缓解。

虽然冷疗时舱内温度极低，但不

用担心会被冻伤。 治疗开始后舱内充

满干燥寒冷的氮气。 氮气的热导率仅

为

0

摄氏度水的几十分之一，故只要

保证使用者在入舱时体表干燥，其实

际散失热量不多。

为什么低温冷疗舱能帮助运动

者进行赛后恢复？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体 育 科 学 研 究

所 运 动 康 复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赵 鹏 告

诉 记 者 ， 运 动 者 进 入 低 温 冷 疗 舱

后 ，皮肤表面温度迅速下降 ，皮 肤

受 到 寒 冷 刺 激 迅 速 向 大 脑 传 输 信

号 ； 大 脑 在 接 收 到 低 温 危 险 信 号

后， 会向外周末梢神经发出指令 ，

让皮肤肌肉血管收缩 ，将血液分配

至主要脏器以维持生命 。

“当运动者离开低温冷疗舱，身

体表面温度升高， 外周血管扩张，血

液重新回到其中。 这种变化可以促进

人体血液循环，有效降低乳酸堆积。 ”

赵鹏说。 （赵欣）

北京：

将打造新一批智能工厂

未来三年，北京将迎来新一批智能工厂。

北京市经信局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实施方案（

2024

—

2026

年）》显示，北

京将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力争实现

到

2026

年 新 增

100

家 智 能 工 厂 与 数 字 化

车间。

在小米智能工厂里， 一秒钟下线一部智

能手机；从一张订单开始到最后交付，跨国公

司

ABB

的北京亦庄工厂里， 车间关键设备互

联互通率达

100％

……智能制造已成为北京

制造业发展的新名片。 根据北京市经信局的

数据，“十四五”以来，北京实施“新智造

100

”

工程，推动“北京智造”发展进入快车道，建立

10

家产值过百亿元的智慧工厂， 培育

103

家

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和数字化

车间关键工序装备数控化率达到

88.12%

，生

产设备联网率达到

79.55%

，产品不良品率、单

位产值能源消耗明显降低。

在北京 ， 智能工厂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

根据方案制定的目标 ，到

2026

年 ，北京将力

争通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规模

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实现数字化达标 ，重点

产业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70%

；培育

100

种以上数字化转型优秀供给产品 ，培育

20

家市级及以上工业互联网平台 ； 打造

20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 示范工厂或

“世界灯塔工厂”，新增

100

家智能工厂与数

字化车间。

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北京将全面

开展数字化转型评估， 提出全市规模以上制

造企业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达标指标作为数

字化转型“达标线”。

从具体实施角度来看 ， 北京将通过平

台赋能 、产业链带动 、产业园区推 动 等 路

径 推 进 制 造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 比 如 支 持 汽

车 、电子 、医药 、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龙头

企业培育工业互联网行业型平台 ；支持数

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等标杆企业赋能产业

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带动上下游各主体

之间实现数字化达标 ；鼓励产业园区提升

数字化服务能力 ，建设数字化转型先进园

区；探索工业大脑 、机器人协助制造 、机器

视觉工业检测、数字孪生设计优化等人工

智能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场景 。

（阳娜）

厦门火炬高新区启用

元宇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3

月

11

日， 据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消

息， 厦门火炬元宇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揭牌

启用。 它将为厦门火炬高新区和周边地区企

业提供全面的、高质量的扩展现实技术支持，

助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据悉 ，厦门火炬高新区元宇宙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落户厦门软件园二期，总占地面积

1700

平方米 ，是福建省单体规模最大 、全流

程使用虚拟拍摄技术的数字科技影棚。

“作为高新区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平台

将以

6

折的优惠价格为园区企业提供全方位

扩展现实技术支持服务， 帮助企业实现数字

化转型和产业升级。 ” 该平台相关负责人介

绍， 平台将在推动高新区元宇宙产业上下游

企业协同创新发展、 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发

挥作用，助力厦门产业数字化发展，提高产业

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022

年，厦门出台《元宇宙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后，厦门火炬高新区抢抓元宇宙发

展机遇，通过落地“元宇宙产业人才基地”、建

设元宇宙孵化器和元宇宙加速器等一系列举

措，精心打造元宇宙特色园区，积极培育元宇

宙产业。 目前，元宇宙特色园区已引进

30

家

元宇宙企业，构建以“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园” 为主的元宇宙创新孵化体系， 搭建多个

AR

沙盘、产业云空间、数字人智能问答等元

宇宙应用场景。

（符晓波）

自研技术助“芯屏汽合”加速跑

日前， 在位于安

徽省合肥市的东超科

技工厂， 技术人员在

检查负折射平板透镜

原材料的品质。 东超

科技基于自主研发的

“可 交 互 空 中 成 像 ”

技术， 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 携手高校和科

研 院 所 建 立 研 发 平

台， 注重将技术应用

于各个行业领域。

张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