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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自 2018 年开始袁世界不同经济体均大力发展 5G 网络等新基建袁中国以及
美国等主要国家相继颁布了有关发展策略遥5G 技术作为目前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中
最为先进的技术之一袁 给许多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袁 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再次
飞跃遥 在信息全球化推进的今天袁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 5G 技术遥
因此袁为了促进 5G 技术在优化智慧体育场馆服务水平方面的实际运用袁本文详细
介绍了智慧体育场馆的发展现状袁 并针对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中 5G 技术的实际
应用状况进行了整理分析袁 发现现阶段智慧体育场馆还面临着技术发展限制尧投
入收益不平衡尧政策标准缺失尧专业人才稀缺四大挑战袁据此提出相应建议袁以期
在 5G 技术支持下实现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的转型升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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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2018, differe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made great effort to develop new in-
frastructure like 5G network, and majo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ucces-
sively promulgated releva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ield, 5G technology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
ment of many industries and realized another leap 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smar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ports venues are also inseparable from 5G
technology.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in optimizing
the service of smart stadium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mart stadiums in de-
tail, and analyzes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in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stadiums.
It's found that smart stadiums presently are also facing four major challenges: technical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unbalanced investment and income, lack of policy standards, and shortage of profession-
al talents. In view of these challeng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mart stadiums with the support of 5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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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

建袁同时明确了包括 5G 设施尧工业互联网尧人工智

能等技术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1]遥 当前袁中央

不断加大新基建的投入袁 相关文件以及中央级会议

中多次强调应重视新基建的发展遥 据统计袁 截至

2020 年4 月底袁 发布新基建相关投资规划项目的省

区市已达到 13 个袁其 2020 年的主要投资项目中袁均
包括 5G 网络建设袁部分省市还针对 5G 基站建设制

定了详细的规划 [2]遥 在新时代背景下袁5G 网络等新

型基础设施存在新的意义袁 能够更好地适应今后的

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袁 且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转

型的需求袁不但能弥补短板袁还能新增动力遥因此袁体
育产业应该结合当前形势袁 充分把握数字产业化以

及产业数字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袁应用 5G 网络等新兴

技术袁通过大力发展科技创新袁带动体育产业的高效

发展袁不断培育新的产业发展动力袁寻找新的增长点遥
作为不同类型体育活动的实施场地袁 体育场馆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载体功能和媒介作用 [3]遥 2008 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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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在鸟巢顺利举办袁 体育场馆迎来了大发

展袁 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也成为我国场馆发展转型

的重要突破口遥现阶段袁智慧体育场馆的建设主要集

中在智能设备和智能化系统的开发和运用中袁 受现

有技术的制约袁 部分智慧化系统尚未能发挥其最大

作用 [4]遥 5G 技术的出现能有效攻克这一难关袁进一

步推动体育场馆更好地向数字化尧信息化尧人工智能

化方向发展遥 目前袁我国 5G 网络正处在积极部署的

进程中袁 尚未实现大规模的普及应用袁5G 智慧体育

场馆数量较少袁相关方面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袁但
5G 智慧体育场馆将是未来场馆转型升级的必然选

择遥因此袁本文期望借助深入分析智慧体育馆建设现

状袁 发现其在实际运营中存在的问题袁 据此提出建

议袁为推动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尧提高体育场馆服务

水平尧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提供帮助遥

随着科技的进步袁 体育行业的发展受到了诸如

虚拟现实尧云计算尧大数据尧物联网尧人工智能等各类

新技术的巨大影响遥 在体育产业升级以及转型过程

中袁新技术带动且刺激了体育场馆的智慧化发展袁智
慧体育场馆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的局限袁 智能化的

管理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体育场馆的利用率袁
使场馆的运营更加绿色袁并实现价值最大化遥智慧体

育场馆是指凭借一些新技术 渊如人工智能及大数据

等技术冤袁对场馆部分设施进行合理改造袁尤其通过

配备智能化的相关系统袁 使该类场馆从最初的设计

到项目的施工建设以及后期实际运营过程都融入了

这些新兴技术袁从而优化场馆运营效率袁满足用户对

场馆各项功能的需求袁为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袁以
增强用户体验 [5]遥 智慧体育场馆不仅指在场馆的建

筑和设施中融入科技袁 更强调将智能技术运用到场

馆服务尧管理和运营当中袁通过优化场馆的软硬件设

施袁从一定程度上节省场馆的运营开支袁丰富场馆的

服务内容袁提升场馆的综合效益[6]遥
智慧体育场馆涉及到两方面内容袁 即硬件和软

件的智慧化遥 在硬件上袁一是科技化的设施设备袁例
如智能闸机尧灯光音响尧泳池设备等曰二是智能化的

场馆系统袁即在通信网络系统尧场馆监控系统以及场

馆专用系统中引入智能化技术袁涵盖水电节能供应尧
温度自动调控尧安全防范自动化尧网络综合布线尧火
灾自动报警等多个方面 [7]遥 当前袁社会经济发展屡创

新高袁不断涌现出大量新兴技术袁场馆硬件设施的优

势已不再凸显袁 基于智能终端及软件而衍生出的各

种服务模式才能有效提升体育场馆的竞争力袁 即智

慧体育场馆概念的第二个层面袁 主要包含信息化管

理尧数据化运营以及互动化服务三方面遥 其中袁信息

化管理是指借助互联网软件实现信息发布以及用户

管理等诸多内容袁 供管理人员高效完成诸如场馆查

询尧预订尧退订等工作曰数据化运营是将场馆内的人

和物均转换成基础数据袁然后收集归纳研究袁绘制成

用户画像袁掌握用户的实际需求曰互动化服务是指基

于当前先进的信息技术设置的各种类型的增值服务袁
包括赛事评论尧社区互动以及在线预测等渊图 1冤遥

图 1 智慧体育场馆软硬件分析图

就智慧体育场馆而言袁通常具备以人为本尧科技

智能以及绿色可持续等优势遥以人为本袁即服务理念

从旧时体育场馆的野按时开门袁准点下班袁顾客自娱袁
只管收费冶袁逐渐向野以顾客为中心冶转移袁注重提升

用户的体验袁尤其重视场馆用户的具体需求袁基于用

户角度调整场馆设施尧增设服务项目遥 科技智能袁即
在体育场馆内部袁安装自动化基础设施袁保障赛事等

活动的高质量运作曰 借助当前的大数据以及互联网

高新技术分析顾客需求袁既便利了顾客袁又大幅优化

了工作质量 [8]遥 绿色可持续袁即通过智能设施尧设备

能够极大地减少水电等能源的浪费袁节能环保袁既能

获取社会效益袁又能够提高经济效益遥

早期智慧体育场馆主要以硬件设施智能化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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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G 技术的三大应用场景

场景 关键特性 应用

增强型移动宽带

渊eMBB冤
● 用户体验速率院1 Gb/s

● 峰值速率院上行 20 Gb/s袁下行 10 Gb/s

● 流量密度院10 Tb/渊s窑km2冤

● 大型办公楼尧大型商场以及大型体育馆等人流量高且人群较集中的地方

● 医疗尧工业制造尧远程教育培训尧无线家庭娱乐尧安全监控等

海量机器类通信

渊mMTC冤
● 连接数密度院106 万台 / 平方千米

● 超低功耗袁超低成本

● 智慧农业袁包括监测尧测量尧存储和分析土地尧作物和天气数据等

● 智慧城市袁包括实体基础设施或设备连接等

● 智能制造袁包括工业机器人控制尧零部件生产和监控等

● 智能家居等

超可靠低时延通信

渊uRLLC冤
● 空口时延院1 ms

● 端到端时延院毫秒量级

● 可靠性院接近 100%

● 车联网袁包括自动驾驶尧遥控等

● 实时语音尧图像远程传输诊断袁如医学图像尧视频等

● 无人机袁包括遥控航拍尧安防尧快递传输尧救灾尧测绘尧农产品监测等

设方向袁对场馆建筑结构尧形态尧材料尧设施等进行优

化袁借助计算机技术尧通信技术以及控制技术等进行

改造袁包括添加智能设备尧产品及系统袁进而打造人

性化尧舒适且具有较高便利性的环境遥 另外袁智慧体

育场馆更加关注布线系统的结构化袁 通过合理布局

光纤和铜缆袁确保场馆中数据尧语音尧图像等信息的

传输遥总体而言袁现阶段我国智慧体育场馆涉及的智

能化建设大多处于基础层面袁更加偏重建筑与布线[9]袁
主要是以建设安全尧经济尧环保尧高效的场馆为目标遥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对

野互联网 +冶 给予了详细定义袁 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

划遥 体育产业应融合当前先进的野互联网+冶技术袁推动

产业的发展转型袁 为我国体育产业飞速发展带来新机

遇袁 而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智慧体育场馆信息化建

设成为了这一阶段工作的重点遥 2018 年袁国家体育总

局颁布了 叶大型体育场馆信息化监管系统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曳袁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管理模式的优化以及场馆

服务质量的提升遥在现代体育场馆的发展过程中袁诸如

视频尧 网络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发

展动力袁 同时也促进体育场馆相关管理工作逐渐朝着

电子化尧网络化尧数字化以及集成化方向发展遥然而袁现
阶段智慧体育场馆信息化试点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袁
建设成果尚未显现袁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与落实遥

现阶段袁体育场馆的建设规模屡创新高袁其中既

包括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袁 又有大量结合了智能

技术的设施及系统袁 例如门禁系统中应用的射频识

别技术袁能够实时监控来往车辆袁准确判断来往车辆

以及驾驶员身份袁更好地保障了场馆安全曰楼宇自动

化系统有助于运营者更便捷地进行电气尧 消防尧安
保尧照明等工作 [10]曰LED 显示控制系统能够针对各类

体育赛事进行播放以及记录遥但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袁
我国体育场馆相对滞后袁 大量先进的智能技术尚未

普遍应用袁此类系统还处于前期建设规划阶段遥

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越来越深入人心袁为此袁构
建智慧体育场馆除了需要满足不同类型体育赛事举办

的要求以外袁还需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遥
智慧体育场馆在智能设施设备的助力下袁 服务理念和

水平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袁相比传统的体育场馆袁在体

育赛事运营尧场馆信息发布等方面都更具优势袁但仍需

以顾客为中心袁切实提高顾客满意度遥针对智慧体育场

馆今后的发展趋势袁 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了相应的设

想袁 大多都倾向于将新兴技术充分运用到体育场馆的

发展中袁提升场馆服务质量袁优化场馆资源配置袁稳步

实施场馆信息化管理袁提高场馆资源管理的效率[9]遥

作为一种新型通信技术袁5G 技术采用蜂窝移动

的方式完成数据传输袁 属于 2G尧3G尧4G 技术的延

伸遥 5G 技术的优势体现在院具有比有线互联技术快

得多的数据信息传输速度袁最高传输效率能够达到

10 Gb/s袁和 4G 网络相比袁提升了近百倍[11]遥此外袁5G
网络延迟比较低袁相较于 4G 技术 30~70 ms 的响应

时长袁它不超过 1 ms[12]遥 因此袁5G 技术既能服务于

手机用户袁又可服务于办公网络或者是常规的家庭

网络用户袁相对于有线网络袁它极具竞争力遥而且袁5G
技术还能有效地连接各类大规模的设备袁促进容量

的提高袁并且降低成本及节约能源遥 基于 5G 通信技

术的特征袁 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 3 类应用场景院增
强型移动带宽场景渊eMBB冤尧海量机器类通信场景

渊mMTC冤以及超可靠低时延通信场景渊uRLLC冤 [13]袁
这些场景可应用到各个行业当中渊表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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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 在全世界范围内袁5G 技术正处在初级应

用期袁世界各国都在加速 5G 布局遥 官方监测结果表

明袁截至 2019 年 9 月底袁全世界该领域运营商共计

135 家袁已实施或者是拟实施的试验数量达 391 个袁
其中最受到关注的是固定无线接入尧 超清视频以及

AR渊Augmented Reality袁AR冤/VR渊Virtual Reality袁VR冤
等技术遥5G 技术在行业应用领域中袁智慧工厂尧无人

驾驶尧智慧城市尧数字健康尧智慧教育尧智慧医疗尧智
慧金融尧智慧安防等都受到广泛关注[14]遥 5G 技术作为

电子信息和数字通信网络技术的新产物袁反映了科学

技术的发展方向袁更是万物互联的根本所在袁是数字

时代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快速转型的动力袁 对中国网

络化数字社会的构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袁对打造

智慧型社会而言无疑具有非常关键的战略意义[13]遥

5G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袁在智慧体育场馆硬件建

设中袁除了能够显著提升移动互联网服务体验袁缓解

体育场馆信号拥堵问题外 [15]袁5G 技术和边缘计算尧
人工智能尧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技术融合袁使各类体

育场馆更加广泛地应用智能化系统 [16]袁有效提高了

场馆智能化水平遥同时袁硬件设施的升级有助于提升

工作效率袁确保赛事公平公正袁进而帮助体育场馆为

社会创造出更多价值遥

对于构建智慧体育场馆袁 其核心点在于 5G 网

络布局遥只有在网络处于畅通稳定的基础前提下袁才
有可能实现对体育场馆软件系统的开发和硬件设备

的升级遥 在 5G 网络系统部署中袁采用一种超密集式

的组网部署技术袁使基站密度渊或者说网络节点冤提
高袁 由此得到密集型的相关组网遥 在这种应用情况

下袁5G eMBB 场景的超高容量宽带和超高数据速率

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具有多个热点的连续广域覆盖和

大容量方案遥面对大型体育赛事尧音乐会等人员密集

的活动袁通过该技术可达到消除通信盲点尧改善网络

覆盖尧 大规模增大系统容量的目的袁 保证观众使用

WiFi 的流畅性和网络连接的稳定性遥
2018 年袁 韩国成功举办了平昌冬季奥运会袁5G

技术的应用获得了人们极大的关注遥作为赞助商袁韩
国电信在江陵以及平昌等地区大量设置了电视转播

以及通信线路袁总长度超过了 1.1伊104 km袁同时建立

了大量的基站集群袁设置了 5G 网络系统袁可以接入

不同的移动装置以及视频遥 这是首次将 5G 网络技

术应用到国际赛事中遥实际测试显示袁最大数据传输

速率是 20 Gb/s袁而现阶段应用较普遍的 4G 网络袁速
率最大值为 500 Mb/s袁5G 的传输速率约为 4G 的 40

倍遥 同时 5G 还大幅提升了系统容量袁约为 4G 网络

的百倍袁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遥 冬奥赛场上袁雪橇项

目的最大时速为 140 km/h袁高速 5G 网络的存在袁使
人们能够观看到流畅尧连续的比赛实况袁为观众提供

了更好的视觉体验 [17]遥

智慧体育场馆智能化系统一般涉及多方面的内

容袁目前主要为两类硬件设施院一是以计算机控制技

术为关键技术的智能监控类系统袁 主要包含建筑设

施集成管理系统尧消防安全系统尧火灾报警系统以及

消防联动系统等曰二是场馆专用系统袁即为满足赛事

举办尧观看尧报道和转播的特有系统袁包括影像实时

采集以及回放尧大屏幕显示尧售验票尧仲裁录像与计

时计分等系统遥 此类系统能够较大地节省体育场馆

资源袁为赛事活动的成功举办奠定基础袁而 5G 技术

的出现袁可在原有智能系统的基础上袁进一步降低效

能尧提升效率遥
当前袁各种 5G 智能化应用产品层出不穷遥 在即

将举办的 2020 东京奥运会上袁5G 技术也成为不可

或缺的一个科技元素遥 5G+AI 智能评分系统为实时

观察运动员的动作细节袁在其附近设置大约 200 万

个红外线激光袁捕捉画面后变换为三维图像袁作为

裁判评分的重要依据 [18]曰5G 人脸识别系统通过提前

将人员照片录入数据库袁 通过身份证内的 IC 芯片

自动验证进入场馆者的身份曰5G+物联网技术主要

用于自动化场地安全监控尧人员进出管理尧计分统

计等方面遥 国内方面袁在武汉举办的 2019 年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上袁以 5G 技术作为基础前提袁融合

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虚拟现实尧云计算尧电力物联网

以及机器人等诸多技术袁构建出一套以人工智能为

核心基础的智慧供电系统袁此系统能够在实景的基

础上获取三维虚拟模型袁现场作业的电力人员可在

电脑屏幕上远程及时查看重要数据袁快速解决系统

自动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袁降低了电力人员的劳动

量曰 另外运动会上配备了搭载 5G 信息娱乐系统的

无人驾驶汽车袁作为摆渡车接送市民往返体育场馆

间袁不但节约了人力支出袁而且维护了现场交通的有

序尧安全[19]遥 借助智能化技术袁成功改造的第十四届

全运会主办场馆要要要西安奥体中心袁充分应用了 5G

技术袁场馆内智能应用系统超过 30 项袁是我国第一

个满足国际规范的 5G 智慧体育场馆袁 另外场馆还

安装有 5G 无人机防御系统袁 能够对整个场馆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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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毅全防区预警以及侦测袁实现 24 h 的连续记录和

监控袁 同时整个场馆建立了全方位的信息网络袁借
助电磁干扰措施袁能够有效识别或者预防各种危险

目标 [20]遥

5G 时代袁智慧体育场馆的业务管理逐渐由基础

设施设备状态的管理袁转向场馆服务质量的管理袁通
过信息化管理缩短工作流程袁 提高信息发布的速度

和质量曰利用数据化运营袁了解客户需求袁加强对客

户意见建议的快速反应与积极反馈曰 加强与消费者

的互动交流袁提供大量衍生服务项目袁进一步提高消

费者的满意度遥

随着体育场馆及其消费人数的增多袁传统的电

话预定服务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需求袁而
以用户为中心袁 提高体育场馆管理水平和利用率

正逐渐成为体育场馆管理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遥
5G 网络将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与各种信息化应用

程序连接起来袁 场馆管理人员通过运营管理系统

可实现体育场馆的信息化管理袁降低成本袁提高效

率遥 通过梳理目前 5G 智慧体育场馆信息化管理的

案例袁发现主要包括三大系统院第一袁经营管理系

统承担会员管理尧场地预定尧门票售卖以及系统设

置等诸多业务袁 另外辅助场馆的管理者及工作人

员处理日常事务曰第二袁场馆信息发布平台主要发

布场馆内活动信息尧场馆基本信息尧场馆常驻俱乐

部信息等曰第三袁培训系统包括教练员管理系统和

教练员培训平台 [6]遥
黄金一号中心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渊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袁NBA冤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的主

场馆袁其体育设施的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袁提供的体

育场无线局域网可为 17 000 名观众带来良好的网络

体验遥 在 5G 网络的保障下袁 球迷可现场通过手机

APP 购买和升级球票袁支付停车费袁实时查询餐饮尧
商品销售并线上订购送至座位袁 规划抵达场馆任意

地点的最佳路线袁多机位多角度观看赛事回放画面袁
及时获得天气状况遥 同时场馆座椅安装了恒温器袁球
迷能够借助 APP 对出风口进行调节 [21]遥 目前袁我国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三大场馆也在进行 5G 网络部署袁
计划设计除信息发布和查询以外袁 包含观赛服务功

能尧商业功能在内的智慧场馆 APP袁可为观众提供赛

会活动日程尧场馆相关信息尧场馆座位图尧运动员基

本信息等袁以及其他各类信息服务渊紧急情况尧天气

预警冤曰提供移动支付渊包括门票尧停车费用等冤袁路径

导航渊寻找座位尧卫生间尧餐厅尧汽车袁选择最优路

线冤袁自助点餐等服务[22]遥作为提供服务以及发布信息

的平台袁 先进的信息化运营管理系统能够有效地共

享尧应用体育资源袁用户借助 5G 网络技术能够管控

原本未关联的其他信息袁显著扩大信息范畴袁同时满

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23]袁便于用户快速获取所需信息袁
场馆的运营效率和质量都将大幅度地优化和提升遥

数据化管理是在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袁为顾客提

供更加精准尧个性化服务的一种管理方式遥目前袁场馆

数据主要包括业务数据和客户数据袁其中业务数据可

被用来进行场馆业务等方面的分析研究袁 如客流量尧
高峰时间尧 收入等数据可有助于体育场馆的规划尧定
价和推广遥客户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个

人信息和一般情况袁如个人购买力和参与运动项目的

热情袁据此可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袁如定向

推广会员卡尧更新网站或产品介绍曰场馆还可以根据

客户整体资料袁策划更多受欢迎的项目及活动遥5G 技

术给大数据的分析提供了网络保障和技术支持遥 当

举行各类大型体育比赛时袁 体育场馆实际上变成了

一个临时性的野城市冶袁突发性的事件随时有可能发

生袁5G 技术的大宽带低时延袁能够提升馆内信息的收

集及处理效率袁保障数据的安全可靠遥
数据化管理的第一步袁是收集消费者数据袁包括

常用的社交媒体尧消费偏好尧社交关系等内容遥 针对

这方面袁 德国企业 SAP 成功研发了粉丝程序袁为
SAP 竞技场渊SAP 冠名的 5G 场馆冤建立了专门的销

售系统袁 能够向广大球迷提供一切与场馆有关的服

务袁并掌握相应的消费信息遥此场馆中安装了 680 多

处监测点袁以实际掌握球迷的行动规律袁同时高速的

5G 网络能快速传输信息袁实时存储球迷的相关数据

信息袁以此吸引赞助商袁另外根据数据信息设计不同

的管理方案袁包括特许经营尧票务运营以及营销活动

等袁形成了专业尧科学尧精准的场馆运营策略 [24]遥就未

来大众体育场馆而言袁关注健康是必然趋势袁场馆管

理者要将人工智能尧5G 网络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结合

起来袁 掌握用户健康情况袁 进而为用户提供健身指

导袁以增强消费者与场馆之间的黏性遥

关注人性化服务和观众互动体验已成为智慧体

育场馆的建设目标遥 在 5G 时代袁多感官沉浸式产品

正成为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的新动力袁 观众可以通过

VR 头显设备观看体育赛事直播袁自选视角袁身临其

境地体验 5G 网络下的互动娱乐遥 除了视觉效果袁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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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还可以通过场馆微信公众平台就赛事与运动员进

行实时互动袁与其他球迷在线交流袁采取赛事有奖竞

猜等方式实现人与人的互动 [25]曰此外袁在体育场馆观

看赛事的过程中袁观众可通过场馆 APP 比较球队和运

动员的数据袁预测赛事结果袁实现观众与赛事的互动遥
诺坎普球场是非常典型的智慧体育场馆袁也是

西甲豪门球队巴塞罗那的主场袁是欧洲第一个设置

了 5G 专用网络的足球场遥 球场安装了大量的 360毅
无线摄像头袁 球迷可感受到 VR 技术带来的沉浸效

果的观赛体验 [26]遥 国内方面袁重庆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在 2018要2019 年的 WESG 全球电竞总决赛中袁
融合 VR 全景及 5G 技术开展赛事直播袁 因此全球

的电竞迷可以实时参与远程互动遥 体育场馆内超过

10 个摄像机的跟踪拍摄位置袁使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袁选择相应的视角袁提升观赛体验[27]遥 除 5G 技术

下VR 带来的视觉沉浸效果之外袁 在俄罗斯举办的

2018 年足球世界杯中袁AR Sports 携手 Facebook 和

Snapchat袁研发了粉丝社区袁其中包括背景分段尧玩
家预测尧暂时性的自拍过滤器等大量的粉丝互动模

式[28]遥 黄金一号中心也借助 AR 技术袁设计了观众互

动小游戏袁观众在半场休息阶段能够与朋友进行微

型比赛袁大幅提升了观众的体验满意度遥 在活动现

场袁5G 网络能确保数百万的观众同时进行互动体

验遥 这些互动体验让观众在观看体育活动的过程中

有参与感袁 能享受到体育场馆创造的增值服务袁增
强幸福感遥

由于 5G 基站数量大约为 4G 的两倍袁因此建设

任务面临巨大的挑战遥 2019 年 6 月袁5G 商业化运营

正式开启 [29]袁中国移动尧中国联通尧中国电信三大运

营商计划 2020 年内建设超过 55 万个 5G 基站 [1]遥 要

实现 5G 智慧体育场馆价值最大化袁就必须让 5G 网

络普及到每个人袁 让人们体验到 5G 带来的优质服

务遥此外袁5G 网络环境下智慧体育场馆的建设袁还有

赖于大数据尧物联网尧人工智能尧AR/VR尧高清视频等

多领域技术的支撑袁 当然也受制于此类新技术的研

发进度和应用条件袁 这些新兴技术的发展也遇到颇

多挑战遥例如在智慧体育场馆当中袁场馆温度尧湿度尧
照明等环境数据袁客流量尧车流量等客户数据大大提

高了对数据存储的要求袁 因此 5G 环境下数据的传

输尧存储和使用成为了主要难点遥

智慧体育场馆 5G 网络的建设和相关智能化设备

系统的引入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遥 第一袁前期建设成本

的资金投入比较大遥 目前国内诸多体育场馆的硬件和

软件都需要升级改造袁且同步升级才能实现功能最大

化袁但因资金困难而无法落实袁所以国内体育场馆智

能化升级建设进展缓慢遥 第二袁国内体育场馆的硬件

和软件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

育产业的发展以及全民健身事业的繁荣遥 我国体育场

馆在运营方式上注重承接大型的体育赛事袁忽视了全

民日常健身锻炼活动的需要袁因此存在资源闲置现象[30]遥
大量的闲置又使得场馆运营资金无法回笼袁使场馆无

法支撑 5G 技术的开发和使用袁 投入和收益不平衡的

问题成为阻碍 5G 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的根本原因遥

现阶段袁5G 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方面袁 未建立相

应的系统开发以及基础设施规范袁 也没有具体的政

策文件给予指导和支持遥 国家根据现阶段实际情况

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袁 不仅有利于指导 5G 智慧

体育场馆的建设和发展袁 也有利于相关智能产品的

开发和利用遥 如何正确运用 5G 技术建设智慧体育

场馆袁5G 网络运营商尧 体育场馆单位等都有自己的

一套标准和衡量体系袁 不统一的标准和衡量体系导

致了 5G 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水平参差不齐袁 供给与

需求不匹配遥 因此袁建议出台相应政策文件袁创设出

适应我国目前实际国情的衡量机制袁 制定好 5G 智

慧体育场馆基础设施建设尧 系统软件开发等相关内

容的行业标准袁 以推动 5G 技术在智慧体育场馆转

型升级中的进一步应用遥

人才是科学技术的创作者和使用者遥 5G 在智慧

体育场馆建设中如何成功运用袁需要依靠的是既懂体

育又懂互联网尧移动通信技术的人才遥在野互联网+冶新
技术革命潮流下袁传统的野术业有专攻冶已经不能适

应当下的各个领域融合发展的趋势袁野一专多能冶型
人才才是未来各个企业所急需的[31]遥目前袁智慧体育

场馆领域中遇到的困境是参与 5G 智慧体育场馆的

管理者不仅缺乏所需的专业技能袁 而且缺乏互联网

思维袁导致实际管理工作时无法充分发挥 5G 体育场

馆的智能化功能袁无法实现场馆服务质量的提升 [32]遥
除了互联网的新型技术难以被操作外袁更重要的是袁
管理者缺乏将新兴技术特色与传统体育场馆特点相

结合的专业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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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G 技术为中心袁建议联合 5G 网络运营商尧新
兴技术开发公司尧体育场馆的供应商尧业主方尧规划设

计方和运营方袁共同展开对体育场馆技术优化的讨论

研究袁围绕智慧体育场馆技术思路以及总体框架结构

进行研究袁确定设计有关体育场馆的 5G 相关产品尧服
务和应用袁加快协同创新建设袁形成创新体系袁促进智

慧体育场馆使用效益遥进一步推动传统体育企业朝着

数字化尧互联网化方向发展袁鼓励大型移动通信技术

企业关注尧投资和进入体育场馆行业袁利用自身技术

和平台优势创新 5G 智慧体育场馆的应用开发袁 进一

步促进 5G 技术在该领域的推广和普及遥

对各大体育场馆来说袁人民才是其服务的终端客

户袁智慧体育场馆的核心是服务公共体育袁存在明显

的公益性特点[33]袁因此在体育场馆建设以及其他相关

支出方面也应主要依靠财政扶持遥 就这一角度而言袁
5G 智慧体育场馆的建设工作还是需要依靠政府的遥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袁给予相应补贴袁积极探索

多种融资渠道袁引导建立多方共同建设开发的投入机

制遥 智慧体育场馆在秉持公益性发展的同时袁借助 5G

技术袁抓住发展新机遇袁拓宽自身服务领域袁积极创

新袁打造自身品牌形象袁提高馆内所有资源的利用率遥

为了进一步促进体育场馆智慧化变革发展袁政
府的政策性支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袁 多部门的互相

配合和支持必不可少遥就体育场馆发展而言袁政府需

要加强顶层规划设计袁包括制定相应的体育政策袁倡
导并鼓励企业开展技术革新袁 指导 5G 在智慧体育

场馆建设中的技术创新尧研发应用袁鼓励体育场馆向

5G 智慧体育场馆转型袁 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支持遥
国家体育总局应该协调相关部门和技术企业袁 联合

设置 5G 智慧体育场馆发展规范袁 指导智慧体育场

馆 5G 规划建设尧运行维护尧服务管理和安全保障等

工作遥 科学规范的衡量标准不仅有利于智慧体育场

馆的合理规划尧建设袁同时也有助于智慧体育场馆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遥

政府应当推动 5G 技术在体育场馆中的开发和使

用袁鼓励体育科技企业不断研发各种新型产品袁大力

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曰 发布 5G 智慧体育场馆示范单

位名单袁介绍包括信息化智能化设备引进尧智慧应用

科学选择尧 运营管理模式创新等内容在内的 5G 智慧

体育场馆建设方案曰探索 5G 技术应用创新点袁学习优

秀示范单位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袁 加快 5G 技术商业

化运营袁挖掘 5G 应用模式清晰尧易学习传播的重点领

域袁 针对体育场馆升级和转型发展进行总结回顾袁复
制推广成熟的 5G 智慧体育场馆运作模式袁 不仅包括

硬件设施的推广袁还应包括管理和服务的推广遥

完善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袁 在依据 5G 智慧体

育场馆运营需求引进管理人才的同时袁 培养并提升

现有管理人员综合素养遥一方面袁通过专家的技术知

识讲座袁对所有工作人员普及 5G 专业技术知识袁进
一步了解体育场馆的科技化应用曰通过实地考察尧调
研学习袁加强新型管理理念的培养袁提高工作人员的

专业素质遥 另一方面袁通过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袁
推动高校加强体育人才的网络数字技术尧 移动通信

技术等新兴技术的理解能力和应用水平袁 倡导并鼓

励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企业同学校开展合作袁 从人

才开发以及行业咨询等多层面入手袁 拓展可合作的

领域袁从根本上解决和优化人才供需问题遥

当前袁 新基建如火如荼袁5G 与体育的融合可为

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难得机遇袁今后袁势必将出

现越来越多的 5G 智慧体育场馆遥 5G 技术在场馆中

的应用将极大地拓展体育场馆服务边界袁 丰富体育

场馆运营内容袁 一方面能够提升智慧体育场馆的服

务水平袁 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场馆新兴技术的研发及

应用袁 进一步增强场馆的科技性能遥 伴随着人工智

能尧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等多种新技术应用条件

的逐步成熟袁未来体育场馆会出现更多新场景尧新模

式尧新途径遥 在今后的发展中袁只有以客户服务为导

向袁切实转变经营理念袁才能更好地推进体育信息科

技在我国体育场馆行业中的综合应用袁 进而适应市

场发展要求遥 只有打破传统观念袁努力抓住新机遇袁
才能让智慧体育场馆真正变成现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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