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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前画了一万多张草图，对话冬残奥会吉祥物设计师

“雪容融”灵感来自家乡的灯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设计师是“95后”
创意取材于生活

2018年，奥委会正式向全球征集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同
年9月21日，奥委会来到吉林艺术学院，
举行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冬残
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宣讲活动。

虽然是产品设计专业，1998年9月出
生的姜宇帆当时还在设计学院产品设计
系产品设计专业读本科三年级，此前从
来没有设计过吉祥物，“宣讲活动之后，
我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发现之前的奥运
会吉祥物大多是以动物为主的，我就想
到了中国有代表性的动物麋鹿。麋鹿是
吉祥的象征，我的第一版设计主题是麋
鹿，但是老师看稿之后说仅我们学校就
有很多学生设计了麋鹿元素，全国乃至
全世界就更多了，于是就建议我换一
个。”姜宇帆回忆，根据老师带回来的一
些优秀设计稿，她发现“物件”也可以作
为吉祥物的形象，为了和别的吉祥物区
分，她就想换一种形式。

“设计灵感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生活，
我第二版设计稿件的创意是中国结和饺
子，其中中国结是因为初中的时候我妈
妈买了一个中国结挂在我的卧室里，而

饺子也代表着团圆。”姜宇帆回忆，老师
认为物品和食品的搭配不太合适，希望
她再进行新的设计。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
县，是一个边境县城。县城过年时的年味
特别浓。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会挂起红
灯笼。我就想用灯笼作为设计。”于是，第
四版设计稿在家乡的温暖回忆中诞生
了，并且得到了老师的肯定，设计完成
后，姜宇帆的设计和其他101幅作品一起
被带去了北京，经过多次修改后，最终

“雪容融”诞生，亮相为北京冬残奥会吉
祥物。

创作300多个日夜
历经32套修改方案

回忆起这段设计时间，吉林艺术学
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吴轶博告诉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虽然展示出的是一个

“雪容融”，但这背后，是整个团队300多
个日夜，10000多张设计草图，20多次长
春到北京的往返，32套修改方案的不懈
努力。

“我们专门安排了吉祥物创作的课
程，讲冬奥会吉祥物的设计，极大地实现
跨学科合作，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
学理念。”吴轶博说，为了让学生能够得
到锻炼，在参赛之前，学院首先做了一个
数据的梳理，把历届夏季奥运会、冬季奥
运会吉祥物进行分类，比如分为动物主
题、物品主题、人物主题等，用来给学生
做参考。老师们也几乎放弃了自己参加
征集的机会，把精力全部放在辅导学生
上。

吴轶博介绍，在设计之初，就将主题
定为“吉祥”“温暖”，“雪容融”灯笼外形
的发光属性寓意点亮梦想、温暖世界，代
表着友爱、勇气和坚强，体现了冬残奥会
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
会理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蔡宇丹

如果不能亲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
场，如何身临其境般观看开幕式？2月4
日，在济南遥墙机场、济南火车站、济南
西高铁站的大屏上，搭配浪潮集团自主
研发的8K超高清解码器，众多出门在外
的旅客看到了超高清画质的冬奥现场直
播，清晰度可以看清楚头发丝，观赛体验
甚至远远超过现场观看，这些是如何实
现的呢？

7日，此次技术研发团队负责人、山
东浪潮超高清视频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磊接受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的采访。董磊说，电视直播有多个环节，
首先是现场摄像机采集视频画面，由于
原始图像很大，8K达到了4路12Gbps码
流，这就需要对视频信号进行高效率无
损压缩编码后再进行存储、播出，然后传
输到终端解码设备进行解码，解码设备
将解码后的图像还原为超高清信号在电
视或户外大屏上呈现出来。

董磊说，8K是一种超高清的分辨率，
目前国内城市的户外大屏仅支持4K分辨

率输入接口，在解决了解码问题的基础上，
要保证视觉体验，就需要技术人员再把8K
超高清视频分割成4路4K信号。以往这个
环节都由高端服务器加GPU设备来完成，
但解码效率低、成本高，动辄耗费数十万、
上百万元。浪潮超高清团队找到了一个嵌
入式的方案，利用专用芯片处理8K视频解
码及视频分割，通过软硬件结合，大大提升
8K视频处理效率。

在这个解决方案中，信号分割成4部
分，意味着画面被分割成了4部分，要实现4
部分画面的无缝拼接和同步播放，技术人
员对大屏电路和软件参数进行了上千次调
优，运用了很多AI技术，把时延控制在了1
毫秒以内，1秒60帧，1帧是16毫秒，1毫秒相
对于1帧来说可以是忽略不计的，4个4K画
面就能达到近乎完全同步的效果。

董磊说，这种“像素级”的拼接，成为
此次技术突破的最难点，一个像素都不
能差，画面必须同步，否则画面会撕裂。
这意味着，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运动员头
发丝，是运用8K超高清解码器，采用软硬
件结合嵌入式方案，配置4T算力NPU，通
过人工智能算法，对画质进行针对性动

态调节，实现了运动画面补偿及数字降
噪，通过这一系列的数字技术的支撑，才
呈现出来的。

由于8K超高清解码器能提供4倍
于4K的视频画面，在清晰度上达到了
人眼视觉的极限，即便凑近了看屏幕
也没有颗粒感；同时亮度、色彩对比
度、饱和度都有了巨大的提升，从而带
来更细腻的画质、更宽阔的视角、更丰
富的色彩，带来更真实，更令人震撼的
观赛体验。

随着技术的进步，2022年，浪潮将有
能力把百万以内的8K大屏幕超过165英
寸大小，到2025年，万元以内的大尺寸8K
电视机将进入寻常百姓家，8K超高清屏
幕将广泛应用到家庭、教育、旅游、医疗、
电竞等场景，为通向“元宇宙”打开了一
扇新的大门。

冬奥会直播大屏，运动员头发丝都能看清
我省企业研发新技术突破8K超高清显示难关

日本电视台记者
辻岗义堂对“冰墩墩”
的狂热喜爱，使他近
日在中日两国走红。
记者9日对话被称为

“义墩墩”的辻岗义
堂，“热情”“了不起”
是他对中国最深刻的
印象。

一段电视出镜报
道时，展示自己数个

“冰墩墩”徽章的举
动，让辻岗义堂“出
圈”，连会场工作人员
扮演的“冰墩墩”公仔
他也没放过，看到真
人大小的“冰墩墩”憨
态可掬地走过来，辻
岗义堂追着合影，开
心溢于言表。

“坐飞机来中国
时，我的羽绒服落在
了飞机上，在取完行
李坐上大巴的时候，
就看到了‘冰墩墩’，
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忘记了寒冷。”辻岗义
堂说。

之后便发生了
他出镜时展示“冰墩
墩”徽章的一幕。“我
买了数不过来的‘冰
墩墩’产品，看到的
都买了，徽章、笔袋、
包、衣服等，很难说
最喜欢哪一个。”辻
岗义堂说，日本人也
很关注北京冬奥会，
现在许多朋友想让
他带“冰墩墩”礼品。

辻岗义堂的意外走红，也让他收获
了许多中国人的关注。“很多人看到我后
找我合影，大家还一个一个来问，中国人
很有礼貌。”这是辻岗义堂第一次来中
国，这几天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乐观、开
朗和热情。

在去场馆的路上，辻岗义堂也领略到
了中国的地大物博。“我坐高铁去张家口，
窗外风景一望无垠，还能看到长城，中国在
这样的环境中举办赛事，很有意义。”辻岗
义堂说，他的前辈曾报道过2008年北京奥
运会，能成为“双奥之城”，他觉得北京很了
不起。

除了“冰墩墩”，辻岗义堂也关注赛事，
尤其是花样滑冰、冰球等项目，他也希望中
国队能在之后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辻岗义堂1986年出生，按照中国习俗，
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北京烤鸭、天安门这
些我都想体验，真的很希望能够尽快再来
中国，好好看一看。”辻岗义堂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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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冬奥会开
幕，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热销，成为新
的“顶流”。作为冬残奥
会吉祥物，“雪容融”的
灵感创意来自吉林艺术
学院研二学生姜宇帆，
1 9 9 8年9月出生的她，
2 0 1 8年9月开始“雪容
融”的设计和创作，2019
年9月最后定稿时她才
21岁。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对话姜宇帆，听
她讲述“雪容融”诞生背
后的故事。

姜宇帆 (中 )和老师

们一起进行研究设计。

受访者供图

日本电视台记者辻岗义堂接受采访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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