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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直观形象地揭示数字体育内涵，《数字体育探索》对数字体育主要实践领域进行了概述并例举
了应用案例。
在介绍本科研团队大量数字体育实践活动的同时，征得作者同意，收录了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经济司／竞技体育司、北京奥组委技术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北京奥实体育计时服务有限
公司等单位领导、专家学者的相关会议发言、专题研究成果。
另外还收录了国际奥委会TOP合作伙伴联想集团、北京奥运会赞助商北京搜狐新媒体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及北京体之杰体育产业集团、北京蓝星达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的数字体育实践案例，以供相关
体育信息技术应用实践活动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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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数字体育”理论概述第一章 “数字体育”研究背景第一节 “数字体育”实践基础一、体育电
子政务二、竞技体育活动中的信息技术应用三、体育场馆建设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四、群众体育活动中
的信息技术应用五、体育产业活动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六、体育教育活动中的信息技术应用第二节 相关
文献分析一、体育信息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在历届体育科学大会文献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二、全国体育
科学大会入选论文中体育信息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的专业领域分布状况三、小 结第三节 学术研究基
础一、体育计算机应用学术成果有效指导了相关实践活动二、体育信息学术成果促进提高了体育信息
工作质量三、国际体育信息联合会的学术研究领域得到较大拓展四、“数字体育”研究有助于推动发
展“体育计算机应用”、“体育信息”学科理论第四节 开展“数字体育”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 “数
字体育”理论框架构想第一节 “数字体育”概念的创立依据一、数字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与核
心二、数字技术在体育中的大量应用实践是“数字体育”概念的认识基础三、体育与数字技术的独特
内在联系是提出“数字体育”概念的主要依据第二节 “数字体育”概念及其理论范畴第三节 “数字
体育”与“数字奥运”第四节 “数字体育”与体育信息化第五节 开展“数字体育”研究，推动体育
信息化进程一、有助于推动体育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立二、有助于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科技竞争力三
、有助于阐释和丰富北京数字奥运内涵四、有助于构筑面向大众的体育健身信息服务体系五、有助于
促进我国体育及相关产业活动的开展六、有助于辅助推动我国体育改革进程第三章 “数字体育”实践
探索及创新体系设计第一节 理论指导实践的初步尝试一、参与组织开发国家队管理应用软件二、组织
篮球比赛计时记分设备的监制研发三、组织开展体育场馆弱电系统竞赛信息服务工艺咨询四、组织参
与体育场馆电子屏幕LED技术标准的研制五、参与组织落实承办全国体育信息科技大会和体育信息产
品展览会活动六、科研团队成员参与的其他数字体育实践活动七、组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信息分
会数字体育学组第二节 创建“体育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体系”对策建议一、深入认识数字体育实践活动
规律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立体育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体系的必要性三、构建体育信息技术创新
应用体系建议下篇 “数字体育”主要实践领域概述及相关实践案例介绍第四章 运动训练与运动会备
战管理中的信息技术应用第一节 运动训l练中的信息技术应用一、运动生物学科研与奥运科技攻关中
的信息技术应用二、视频图像技术在田径科技攻关中的应用案例：视频图像技术在刘翔等运动员训练
中的应用三、仿真技术在奥运科技备战中的应用案例：视频分析和仿真技术在蹦床运动训练中的应用
四、训练监控与营养恢复系统在运动训练中的运用五、体育信息与运动训练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探索案
例：信息数字化助推我国水上运动项目新腾飞第二节 奥、亚运备战管理中的信息技术应用一、运动员
实用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应用二、国家队专用器材现状及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应用三、竞技体育
数据库及体育情报研究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案例：备战雅典奥运会的情报研究与服务第五章 运动会中的
信息技术应用第一节 奥运会中的信息技术应用一、奥运会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回顾案例：雅典奥运会上
赞助商的技术服务简介二、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管理工作案例：联想零故障支持都灵冬奥会三、北京奥
运会信息技术准备及“数字奥运”亮点展望案例：联想北京2008奥运战略全面助力北京奥运四、信息
技术应用对传承奥林匹克精神的价值作用案例：搜狐——2008北京奥运第一门户第二节 我国综合运动
会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与服务一、我国综合性运动会中的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二、我国综合运动会信
息技术服务第4届澳门东亚运动会三、我国综合运动会信息技术服务第6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第三节 单项
运动竞赛中的信恩技术应用一、计时记分系统发展概述二、信息技术在游泳运动竞赛中的应用三、信
息技术在田径运动竞赛中的应用四、信息技术在体操运动竞赛中的应用五、信息技术在跆拳道运动竞
赛中的应用六、信息技术在举重运动竞赛中的应用七、信息技术在射击运动竞赛中的应用八、信息技
术在篮球运动竞赛中的应用案例：“联想指数”打造NBA梦幻组合第六章 体育场馆建设中的信息技术
应用第一节 面向运动会的现代体育场馆功能需要第二节 体育场馆弱电系统建设的需求分析第三节 体
育场馆电子显示屏系统技术第四节 体育场馆照明系统技术第五节 体育场馆扩声系统技术第七章 体育
管理中的信息技术应用第一节 我国体育电子政务现状及其建设前景第二节 体育声像信息的数字化网
络化管理与应用第三节 中国竞技体育信息系统技术的开发建设与应用第四节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系
统的研制与应用第八章 体育信息产业探索第一节 对我国数字体育及其相关市场的思考第二节 我国大
众传媒体育信息市场研究第三节 体育学术期刊网络化发展态势及对策研究案例：体之杰“体育健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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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伺服系统”简介附录 相关体育信息技术行业规范与标准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信息系统组织管理规范体
育场馆大屏显示设备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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