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3天，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即
将开赛。竞赛场馆准备好了吗？是所
有关心亚残运会的人关注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19个竞赛场馆中，有
2个是亚残运会独立使用，其余17个场
馆与亚运会共享，在亚运会比赛结束后
进行转换。从10月8日杭州亚运会闭
幕到10月19日杭州亚残运会开赛，留
给赛事侧的“变身”时间仅有10天。

转换期要做的，主要包括搭设、安
装为满足赛事需要而增设的无障碍设
施，涉及的区域包括通行、观赛、颁奖礼
仪、新闻发布、运动员休息室、运动员服
务区等。目前，这些竞赛场馆内，符合
国家标准的永久无障碍设施已经全部
完成，并通过验收和测试体验。

从落客接驳到存取衣物
场馆改造充满巧思

运动员流线有爱无“碍”

杭州亚残运会共设射箭、田径等22
个大项、564个小项。作为运动员的主
战场，竞赛场馆要全方位、全流程、全领
域切换到“亚残运模式”。

这样的切换，需要做到多细？
记者走进临平体育中心体育馆一

探究竟。亚残运会期间，这里将承办坐
式排球比赛。进入场馆后会发现，馆内
设施已焕然一新，运行团队正在测试无
障碍上落客平台。

“上落客是运动员抵达场馆后流线
的第一步，要确保从这里开始，运动员
在场馆内行动是没有障碍的。”场馆固
定设施与无障碍主管付园庆介绍。

记者看到，平台由不锈钢打造，
表面根据实际情况铺设防滑胶条。
平台坡度不大于1比12，残疾人运动
员可以轻松上下。接驳车辆抵达后，
车辆无障碍踏板架将和平台完成“衔
接”，让运动员能够“如履平地”般顺
利上下车。

看似寻常的接驳，花费了很多心
思。无障碍踏板架和平台之间的进深
距离有着严格要求，进深太深，会影响
轮椅回转半径，进深太短，会存在安全
隐患。为此，运行团队将车轮和车位位
置一一固定，确保车辆能够精确停靠。

为了实现有爱无“碍”，临平在场馆
改造中嵌入了不少巧思。

运动员休息室的储物柜换成了“无
门版”，配置了抽拉版衣架，方便残疾人
运动员存取物品；淋浴室的门换成了浴
帘，加装了扶手和淋浴凳。场馆还给卫
生间装上了无需按键操作的全自动智
能坐便器。

亚残运期间，部分竞赛场馆还承担
了有盲人运动员参与的比赛。以承办
田径比赛的黄龙体育中心为例，场馆在
转换期增添了不少视障辅助设施。

黄龙体育中心场馆临时设施运
维主任鹿艳介绍，场馆建设时就对盲
道、无障碍电梯和无障碍卫生间进行
过改造更新。这次转换工作期间，根
据运动员的赛时运行流线，场馆还增
加了临时盲道，尤其是在运动员的热
身场地和运动员落车点之间，在通行
路线上增设了盲道，便于他们顺利参
加比赛。

在承办盲人足球比赛的拱墅运河
体育公园体育场，除了对运动员流线铺
设盲道外，针对盲人运动员需求，场馆
运行团队在4个运动员更衣室门口加
装了盲文指示板，更衣柜上贴了盲文数
字贴。

定制比赛器材
加长拓宽颁奖台

为参赛者送上杭州温度

竞赛场地是场馆的核心。记者走
访多个竞赛场馆后了解到，亚残运会竞
赛场地的转换要考虑到残疾人比赛特

点，在场地和器材调试上精益求精。
亚残运会期间，黄龙体育中心体育

场将承办田径比赛，产生153个项目的
金牌，是诞生金牌数最多的场馆。“从足
球到田径，对场馆来说是跨项转换，相
比足球，残疾人田径器材非常多元，要
一一做好细分归类。”中心副主任张
斌说。

张斌介绍，残疾人田径器材来源分
为三类，有的来自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有的是从省市残疾人运动训练基地
借来的，还有的需特殊定制。同一项目
内，对应不同分级还有不同规格器材，
涉及的器材数量较多。

金牌数量最多，意味着场馆颁奖

仪式也最多。“赛时我们每天大约要给
25个项目颁奖，每个颁奖流程预计在
6分钟，每天仅颁奖就需要 2个半小
时。”张斌说，和亚运会颁奖台“直上直
下”不同，亚残运会颁奖台在左右两边
增设了坡道，拓展了领奖台宽度和长
度，让行动不便的运动员能舒适地
领奖。

在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赛场
周围，记者见到了特制的盲人足球场挡
板。场馆新闻宣传主任胡俊威介绍，盲
人足球运动员比赛时，要按规定佩戴遮
光眼罩，确保完全隔绝视线，为此赛场
特别设置了亚克力挡板，“这种材质不
仅防撞，而且弹性较好，不容易受伤。”
胡俊威说。

竞赛场地转换不仅要考虑到运动
员，还要为观赛的残障人士提供贴心服
务。例如，杭州体育馆在观众席位新增
了2台无障碍升降台，让轮椅出行的观
众也能方便自如地进入观众席观赛。

两个独立竞赛场馆
准备就绪

“小青荷”苦练十八般武艺

19个亚残运竞赛场馆中，浙江塘栖
盲人门球基地门球馆和杭州文汇学校
草地掷球场是独立竞赛场馆。记者来
到门球馆时发现，门口的绿化变成了立
体“彩化”，周边城市侧保障也已就位，
处处释放着“我们准备好了”的信号。

门球馆场馆运行团队办公室主管
何晓明介绍，目前场馆的景观布置已通
过杭州亚残组委验收，安检口和售票亭
等设施设备已投入使用，比赛器材和通
用物资已全部到位，各类人员全部就位
并全天在岗。

为迎接亚残运会到来，门球馆坚持
高标准、高要求推进无障碍设施提升改
造——从场馆门厅开始，通往每一个功
能用房（休息室、医疗室等）及比赛场地
的通道都设置了盲道；所有的门上都安
装了自动感应的语音播报器，采用中英
文双语播报，温馨提醒运动员和观众已
进入某区域。

在杭州文汇学校草地掷球场，一支
来自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的志愿者服务
团队集结完毕。场馆运行团队志愿者
领队郭军培介绍，志愿者服务团队共有
284人，相比亚运赛事志愿者，他们所
要承担的任务更为精细——

赛时，志愿者将成为“引路人”，辅
助残障人士顺利通过安检，进入场馆；
也是竞赛技术运行保障者，帮助运动
员完成赛前分级；还是比赛讲解员，协
助盲人讲解员介绍场馆和赛事；甚至
还要化身“设备维修工”，在专业技师
指导下提供轮椅等辅助器具的基本维
修服务。

为了能够熟练掌握“十八般武艺”，
从今年8月起，志愿者们就已开展多轮
线上线下培训和测试赛演练。“10月15
日全体志愿者再次进场培训，开展赛前
礼仪进阶课程，包括竞赛项目知识、观
众接待礼仪、消防安全和应急预案演练
等，希望通过我们在细节处的努力，彰
显出杭州这座城市的人文关怀。”郭军
培说。

亚残运会开赛前短短10天内要完成全方位全流程全领域转换

看亚运场馆变形记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褚陈静

亚残运会开赛前短短10天内要完成全方位全流程全领域转换

看亚运场馆变形记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褚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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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是杭州亚残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及训练场馆，目前场馆转换工作已基本就位。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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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亮点

在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工
作人员向记者“剧透”，正式比赛期间
可以在场馆内看到两名特殊“志愿
者”——“电子导盲犬”小西和小湖。
它们由西湖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研
发，主要为场馆内的视障群体提供导
航服务。

这两只“导盲犬”不仅把场馆地
图铭记在“心”，还能“听懂”中英双
语。盲人运动员和观众可以用语音
告诉它们想去的地点。机器狗将凭
借基于强化学习的决策、规划算法来
规划最优路径，并在行进中结合高精
度传感器和感知、控制算法带领盲人

运动员和观众安全行走。
另外，“电子导盲犬”还贴心配备

了导盲绳。可别小看这根绳子，里面
同样有着满满的科技含量——当机
器狗走得比人慢时，绳端传感器会告
诉它走得快一些，避免盲人运动员和
观众被撞到。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新闻
宣传主任胡俊威介绍，对于场馆来
说，引入“电子导盲犬”，不仅能顺利
地把盲人运动员和观众带到目的地，
而且随叫随到，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
时，为盲人运动员和观众提供更高效
细致的安全服务。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

电子导盲犬“听得懂”中英双语

电子导盲犬。 场馆供图电子导盲犬。 场馆供图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褚陈静）

临平体育中心体育馆，工作人员测试无障碍上落客平台与接驳车辆“衔接”。 场馆供图

杭州体育馆在观众席位新增无障碍升降台。 场馆供图

临平体育中心体育馆设置的无障碍运动员淋浴间。 场馆供图

对于盲人运动员来说，导盲犬是
他们最忠实的伙伴。比赛期间，如何
安置这些“运动员的好朋友”？

浙江塘栖盲人门球基地门球馆
在场馆的户外草坪上围出了导盲犬
寄养区，并安排两名志愿者专门
照护。

“在寄养时，志愿者会登记导盲
犬的编号、品种、颜色和入圈时间等
基本信息，并进行前期沟通，以便掌
握每只导盲犬不同的习性与爱好特
点。”浙江塘栖盲人门球基地门球馆
运行团队办公室主管何晓明介绍，

为了给导盲犬提供舒适的环境，场
馆还搭建了遮阳棚，避免雨水和强
光照晒，并提前与专业动物医院建
立联系，对导盲犬的突发状况进行
预案。

“我们的寄养服务从早上8时
开馆开始，一直到18时闭馆，也会
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运营时间，保障
每只导盲犬安全回到主人身边。”
何晓明介绍，“运动员在赛场上热
血拼搏的时候，我们会在这片草地
上照顾好他们的‘伙伴’，让他们更
加安心。”

浙江塘栖盲人门球基地门球馆：

导盲犬也有休息区

导盲犬寄养处。 场馆供图

辅助器具维修站。 场馆供图

专业化的维修服务是残疾人大
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特有的保障工
作。杭州文汇学校草地掷球场设置
了轮椅维修站点，配备专业维修人员
和志愿者，在10月14日至10月28
日期间提供辅助器具的免费维修
服务。

场馆工作人员介绍，维修服务有
一套专业系统，有需要的运动员可以
提前线上预约，或在工作人员协助下
现场申请。维修技师会对维修内容
做出判断，告知损坏程度、维修或更

换的部件、预计修理时间等信息。在
维修完成后站点还将提供跟踪服
务。同时，维修点可以免费借用临时
生活用轮椅和拐杖，满足维修期间运
动员的辅助器具使用需求。

“对于肢体残疾运动员来说，轮
椅、假肢和矫形器等辅助器具必不可
少，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医护’工作。
我们身后有一支专业的辅助器具维
保团队，让运动员们能没有后顾之忧
地投入比赛，争创佳绩。”场馆工作人
员说。

杭州文汇学校草地掷球场：

辅助器具随时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