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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冬奥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有一群人，他们个个都身怀高超滑雪

技能，却不参加任何比赛项目；他们能应付各种突发状况下的医疗救
援，工作地点却不在医院；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却有一个共同的信
念——为北京冬奥会保驾护航——他们，就是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

1 月 30 日，《医师报》冬奥特别策划——对话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揭秘冬奥
医疗保障。节目在《医师报》直播中心——医 TV 进行直播，央视网、央视影音、新
浪新闻客户端、白大褂之友等平台同步直播。“拿得起急救包，踩得了滑雪板”的滑
雪医生们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直播间热情高涨，共收获 42万人在线观看。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惠 张玉辉 昕亚 胡海燕 尹晗 

实习记者 李昊宇 特约通讯员 

钟艳宇 刘志丽）2022 年 2 月 4

日，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本届

冬奥会共吸引来自 91 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3000 名运动员在

五环旗下同场竞技，中华文

明与奥林匹克运动再度携手，

奏响全人类团结、和平、友谊

的华美乐章。

冰雪运动是高风险运动，

运动员发生损伤概率较高，

及时、科学、有效的医疗救

治是冬奥会成功举办的有力

保障。加之国内及世界范围

内新冠疫情影响，给北京冬

奥会医疗保障工作带来了巨

大挑战。

合格的冬奥会医疗保障

工作，前期的筹备工作必须

精益求精；赛事过程中救援

要分秒必争，避免因延误造

成不良后果；从现场救援到

运动员医疗站，再到后方定

点医院，整套救援流程要保

证环环相扣，无缝对接。

从冬奥村综合诊所规划

到创伤救治，从疫情防控到

心理保障，大批优秀医务人

员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放弃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冬

奥会医疗保障的前线，《医

师报》记者兵分多路，通过

采访，记录下一个个感人的

故事，也带领读者一道，揭

开冬奥医疗保障神秘的面纱。

在冬奥会所有竞赛项目中，

雪上项目约占 70%。与医生们熟

悉的手术台一样，雪场也是拯救

生命的战场。但与手术台不同的

是，滑雪项目速度快、救援难度

大，滑雪医生面临着重大考验。

张健总结：“滑雪医生要克服速

度、温度和坡度三个困难。”

吴昊天也坦言：“滑雪医疗

保障工作难度系数较平常工作高

出几倍，甚至十倍。医生们首先

要克服场地困难，再谈救援。”

与大众滑行的雪场不同，专

业雪道上的雪是注水后形成的冰

状雪，更具挑战。训练初期，医

生们能顺畅地滑行、控制速度都

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更别说

处理突发救援了！

除速度难以掌控外，温度低

是摆在滑雪医生面前的第二道难

题。张健表示，训练期间，雪场

日常体感温度达 -20℃，有时甚至

能达 -40℃。“伸出手来立马就能

冻僵，因此留给我们滑雪医生的

救援时间也并不多。”

根据国际雪联规定，一旦运

动员发生受伤事故，救援医生必

须 4 分钟内赶到现场。吴昊天介

绍，4 分钟是指从救援医疗官发

出指令的那一刻开始计时，救援

医生从派出相应位点，到达运动

员受伤位置，再到完成对伤员的

评估、急救，然后 15 分钟内要将

受伤运动员转运到山下的医疗站。

奥运赛场上每隔 100~200 米

就会有一个救援站点，滑雪医

疗队的每个站点配备 2 名医生，

3~4 名巡逻队员。为保证救援速

度，赛场还配备了救护车和救援

直升机，组成了奥运赛场上必不

可少的生命“守护墙”。

每位滑雪医生不仅要克服低

温、在专业赛道上熟练滑行，更要

能在光滑如镜的赛道上随时停住。

“在训练期间，我们采用的是横滑

降来控制滑行速度，如坡度特别陡、

根本停不住。”张健说道。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

之一，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承担

着冬奥会单板、自由式滑雪项目，

包括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

技巧、雪上技巧、空中技巧、障

碍追逐、平行大回转六条赛道。

吴昊天介绍，运动员们一旦发生

伤情，通常比较严重，有些甚至

会危及生命。因此不同的赛道都

有不同的救援方案，赛场上有意

外，但医疗保障不能有意外。

滑雪医生身后的救援包重

达 15 公斤。张健介绍，医疗包

内有 6 大类、50 多种救援器材，

为适应背包滑行，在训练期间，

张健和队友们进行了大量轮流

背包横滑降训练。

“滑雪时需重心前移，15

公斤的急救包很容易将滑雪医

生的重心往后拖。因此在训练

时，不少队员都曾滑倒受伤。

据统计，团队有近 20% 的人都

受过伤，但大家都没有任何怨

言，伤好了又继续投入到训练

中来，都想争取在奥运会上贡

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吴昊天说。

练习心肺复苏、气管插管。

为提高滑行精确性、缩短救援

时间，在训练中常要机械地重

复一个个枯燥的动作，形成肌

肉记忆，摔倒和受伤都是家常

便饭，吴昊天和张健也不例外。

张健回忆：“记得在入选

后第一期培训，我由于入选过于

兴奋而稍有放松，滑行速度过快

撞到边网，导致脊柱骨折，经过

半年恢复才重回雪场。也正是这

次受伤，使我真正了解滑雪运动，

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恢复后，

有同事打趣：‘你还敢滑雪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滑！我喜欢

运动，也希望能为冬奥会做出自

己的贡献！”

“受伤是常有的事。”吴

昊天回忆：在一次训练中，他

因被单板滑雪爱好者横穿赛道

“击杀”而受伤。“只记得当

时滑板留在了原地，我人飞出

去了，来了个‘脸刹’，倒下

后人几乎不能动弹，只感到胸

腔剧烈的疼痛。”

经检查，吴昊天 3 根肋骨

断裂，经过一个半月的恢复，

仍无法消除对雪场的恐惧心理。

“那时我的脑海里如同有两个

斗争的小人，一个说滑，一个

说害怕，深思熟虑后，还是决

定滑！这是祖国交给我的任务，

也是我的荣幸。”慢慢地，吴

昊天克服了内心的恐惧，重新

站上了雪场。

2018 年，吴昊天和张健分

别收到了各自地区卫健委的通

知——是否愿意参加 2022 年北

京冬奥医疗保障队服务？

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给出

了答案。

纵观两位滑雪医生的入队

经验，成为一名滑雪医生的首要

前提是滑雪水平需通过国家冬奥

办的筛选认证；其次是英语口语

能力要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点是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水平，

以完成赛场医疗救援任务。

除了以上几条硬性规定，

两位滑雪医生身上还有一个共

同特征，那就是想要报效祖国

的决心。张健说：“一想到能

用我的专业为祖国效力，我就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坚持下去，

我的女儿也为我而感到自豪。”

作为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他

们用热情与专业，向世界展示

中国医生的风采。

两位滑雪医生也提醒，普

通大众在进行滑雪运动时，一

定要在教练的指导下、自己能

力范围内进行滑行与动作，切

不可自己盲目滑雪。

克服速度、温度和坡度三大困难

受伤是滑雪医生的“家常便饭”

作为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  我很自豪！

对话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

雪场也是拯救生命的“战场”

扫一扫

关联阅读专题

张健（左三）与滑雪医生合影

滑雪医生们正进行救援演练

吴昊天（左二）进行现场应急演练

吴昊天  河北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组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铁门关医院常务副院长

张   健   北京延庆海坨山高山滑雪组

             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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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萍 《医师报》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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