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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新闻文化网 新闻 学校要闻

复旦科研成果助力我国奥运帆船项目取得金牌突破 
——复旦大学朱谦教授讲述为帆船项目研制水纹测试仪的历程 

发布时间：2012-08-14  中字体

2012年8月7日，我国运动员徐莉佳在伦敦奥运会上一举夺得帆船激光雷迪尔级金牌，实现了我

国在奥运帆船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帆船项目可谓是奥运会的“高科技”项目，比赛除了要比拼运

动员的技战术和精神意志，更考验着各国运动员团队的科技实力和水平。据悉，由复旦大学通信工

程系朱谦教授的团队参与研制的水纹测试仪，在徐莉佳奥运比赛夺金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1年10月，受上海市体育局所属上海市水上运动中心的邀请，复旦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通信工

程系朱谦、汤大侃、任久春等多位专家学者牵头，成立了《帆船帆板赛场环境监测和运动技术分析

系统开发》项目，以协助国家帆船帆板队解决若干帆船比赛场地环境测量与运动技术分析的攻关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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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运动的科研背景和复旦研究成果

据朱谦教授介绍，帆船运动主要是靠风在帆上产生动力而推动船前进的，风是帆船运动的最主

要条件。在比赛中，有效地利用风是取得好成绩的保证，因此探索比赛场地的风变规律显得尤为重

要。而潮汐流是海洋的自然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是帆船前进的动力，又可以成为阻力，如何

利用好流水的力量产生更大的前进力，如何在选择航线时兼顾流水因素的影响，也是场地监控的研

究内容之一。此外，更为复杂的是，地形对风和潮汐流的影响较显著，风变规律和潮汐流的变化规

律及其相互影都存在一定特点。

伦敦奥运会帆船比赛在英国韦茅斯举行，韦茅斯的地理位置特殊，场地的自然条件十分复杂，

从奥运会测试赛的竞赛模式来看，伦敦奥运会的帆船竞赛区域涉及的范围广、可变性大，给我们的

运动员熟悉场地，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复旦科研团队在进行场地分析的时候要做到全面而

详细。因此，能够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套能够准确地测量风速、风向、流速、流向的科研设备，对

奥运参赛运动员无疑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

与此同时，由于海面条件的特殊性，帆船教练员只能凭借双眼来判断某个运动员技术动作的规

范性、船体的平衡性、航线的经济性和战术的合理性。运动员也只能凭借自身的感觉，或者通过与

队友对比的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船速和航线。这在运动技战术诊断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科

学依据。因此借助科学仪器对多个运动员进行实时监控和多参数技术诊断是一个迫切的需求。

而朱谦教授所研发的包含“帆船帆板赛场环境监测”和“帆船运动技术分析”两大系统。第一

套是具有实时监测、数据存储和数据回放功能的帆船竞赛场地监测系统，而另一套是帆船技术诊断

的科研设备，为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熟悉竞赛场地、诊断运动技术提供科学的依据。

“赛场环境监测”系统包含研制风速风向自动记录仪硬件及数据分析软件、研制风力流水实时

监测系统硬件设备及数据分析软件，主要用于对英国韦茅斯帆船比赛场地的风、水监测和数据分

析。需要设计并研制的设备包括：可安装在海面浮标上的风速风向自动记录仪（6台）、风速风向记

录数据分析软件（1套）；基于GPS定位的无线漂流测量头（2个）、安装在教练艇上的实时风力测量

仪和无线数据传输转发器（2套）、风力与海流实时数据手持终端（手机或平板电脑 ）软件等。该

项目的技术关键在于必须选择能够满足实际使用环境的风速风向传感器；需要根据帆船运动技术的

要求，确定海流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算法；要做到系统实用可靠、软件界面友好、使用方便。此外

还要设计并制作能够满足在海洋恶劣环境下使用的防水、防震和防盐雾仪器外壳和内部结构。

“帆船运动技术分析”系统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和物联网概念，用于实时监测并自动记录

帆船航行过程中的船体姿态（前后俯仰角、左右倾斜角、航向角）、船帆迎风角度、相对风速风

向、横杆斜拉力和撩绳张力以及运动员体能（心率）状况等参数，为帆船运动的科学训练提供第一

手数据。这种多参数的帆船运动技术监测系统目前尚未见现成产品或研究报道。

金牌背后凝聚多方心血和汗水

从2011年10月组建项目小组开始，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成员一直都没有放松手中的工作。在学校

和院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科研团队的师生齐心协力，废寝忘食、日夜奋战，最终赶在2012年4月

10前，如期向国家帆船帆板队交付了开发的两套系统。7月中旬起，科研团队的苏菲同学放弃暑假回

家休息，一直驻留学校坚守岗位，随时与远在英国的国家帆船队技术保障团队保持联系，并通过互

联网及时解决我们所提供的系统在现场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朱谦教授表示，我国优秀帆船运动员徐莉佳在伦敦奥运会的杰出表现是对复旦科研团队进一步

开展体育相关项目科研的最大鼓励，我们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愿我们能做得更好，为我国帆

船运动项目的发展和推广出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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