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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条奥运标准高山滑雪赛道见证中国滑降历史性突破——

“雪飞燕”跃动中国建设奇迹
本报记者 韩秉志

1 分 56 秒 93！2 月 7 日，中国高山滑雪

选手徐铭甫冲过北京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

终点，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冬奥会滑降比赛

并完赛的中国选手。

位于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这里是

国 内 第 一 条 符 合 奥 运 标 准 的 高 山 滑 雪 赛

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

之一。从山顶俯瞰，错综的赛道拟合于海坨

山脉，如雏燕之形，恰如她诗意的名字——

“雪飞燕”。

建设难度最大

2021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调研时指出，高山滑雪

是“勇敢者的运动”。鲜为人知的是，在 2016

年以前，我国还造不出一条符合冬奥会标准

的高山滑雪赛道。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共 建 设 7 条

赛道，分别承担高山滑雪滑降、超级大回转、

大回转、回转等 11 个项目的比赛。从项目内

容看，高山滑雪“谁快谁赢”的游戏规则简单

明了，加之惊险刺激的高速滑行场面，即便

是“小白”观众也能饶有兴致地观看。但对

于建设者来说，赛场的建设工作却十分不

易。山体海拔高、地形起伏大、滑雪赛道

落差大，都是工程施工中需要克服的“拦

路虎”。

“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

的赛区，不仅建设条件艰苦，生态修复工作

的难度也不亚于新建场馆工程。在无水、无

路、无电、无信号条件下，广大冬奥建设者经

过 4 年多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我国第一座

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高山滑雪竞赛场馆。”北

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刘文

浩表示。

从海拔 2198 米的小海坨山制高点望去，

11 条索道仿佛跃动的乐谱，将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及延庆冬奥村等各区域联接起来。北

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坤介

绍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各场馆最大垂直落

差近 900 米，设计采取依山就势、顺应地形等

高线“板片形式”布局，将自然起伏的山地地

形转化成 4 组水平布置的平台，平台之间通

过均匀分布的无障碍电梯、道路系统

连接，可让运动员在 30 分钟内

抵达各自赛道。冬残奥会

期间，赛场将有无障碍

班车穿梭其间，以化解

山 地 建 筑 对 残 障 人 群 的

不便。

“雪道的坡度非常大，而且

部分区域作业面极窄，地质结

构复杂，导致很多区域机

械作业无法实现，只

能靠人力、骡马等

原 始 方 式 施 工

作 业 。 可 以

说 ，国 家

高山滑

雪中心是中国建设奇迹的又一个证明。”刘

坤表示。

造雪颇费心思

有人说，冬奥会是“得雪上项目者得天

下”。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的高山

滑雪，也是冬奥会的奖牌数大项。

与田径运动类似，高山滑雪对比赛场地

也有严苛要求。设想一下，选手要在落差近

千米的山坡急转直下，沿着旗门设定的赛道

路线，以超过 100 公里的时速辗转腾挪。因

此雪道既要有一定硬度，保证弹性和抓地

力；也要保障选手在雪道滑行中有一定摩擦

力，避免“刹不住车”。要满足上述苛刻条

件，就要为高山滑雪项目打造一套合格标准

的“跑道”——冰状雪赛道。其中，造雪成为

最关键的环节。

“为保证比赛选手最高能达到每小时

130 公里至 140 公里的滑行速度，雪道表面

必须保持结晶状态，近似于冰面，这种雪被

称为冰状雪。”北京北控京奥场馆运行分公

司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地运行经理吴高胜

介绍，冰状雪可减小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

力，使雪道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

的情况下还能保证雪道表面平整光滑，确保

选手不论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相对完

美，以确保比赛公平性。

具体来说，冰状雪赛道分为两种：一种是

竞速冰状雪赛道。竞速赛道冰状雪的制作需

要工作人员先将雪道翻开，将雪块破碎形成

约 40 厘米的疏松层后用水炮进行注水，在注

水的同时反复翻压将湿雪搅拌均匀，确保雪

层赛道范围内冰状雪层厚度一致，并且没有

大的气泡，之后迅速将赛道压平、低温板结，

雪层会自下而上形成一层“冰壳”，而上面的

浮雪，再由赛事运营队员用滑雪板侧滑的方

式铲去，让修整后的赛道看上去光滑如镜。

另一种是竞技冰状雪赛道。与竞速赛

道冰状雪采用的浇水方式不同，竞技赛道采

用注水器注水方式。在雪道经过初步压雪

平整并通过自然低温板结后，对雪层含水量

进行初步测定，按照国际雪联要求的赛道含

水量标准调整好注水器水压后，使用一种 Z

字形注水器注水，整个过程不仅要保证雪道

中每立方米雪的含水量相同，而且还需

要每次移动的距离必须保持相同，

从而保证整条雪道均匀注

水 且 硬

度相同、雪况一致。

保障无微不至

与其他冬季项目相比，高山滑雪比赛是

一个“看天吃饭”的项目。动辄近千米落差

的赛道，经常出现强风天气，叠加山区复杂

多变的地形环境，让高山滑雪不可避免地受

各种客观因素影响。这对相关保障工作也

提出更大挑战。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位居所有冬奥会竞

赛场馆面积之首，电力设备分布最分散，保

障范围最广，在冬奥供电保障环境中具有低

寒、积雪、温差大、地形复杂等特点，对电力

设备正常运行、运维人员实时保障均提出

‘低温’挑战。”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电力保障

团队经理王诜说，针对山地极寒天气，国网

北京电力创新研发室外综合保障平台积极

应用预装式、充气式保障方舱；采用电加热、

保温外壳等技术，提前开展耐低温实验，确

保发电车等设备耐低温运行。

不仅如此，为解决赛区内气候寒冷、山

地陡峭、设备点位分散于雪道周边等不利于

巡视的问题，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分批次

从体育院校层层考核，引入 22 名高山速降滑

雪人才，组建延庆赛区供电保障首支高山滑

雪机动运维班。

在完成设备巡视工作后，熟练地从白雪

皑皑的雪道上滑行而下，钳形电流表、测温

枪、手电筒、扳手、钳子⋯⋯运维班成员李浩

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背包里的各种“家伙什

儿”。他告诉记者，高山滑雪机动运维班主

要承担赛道周边永久电力设施和临电设备

的巡视保障工作，为冬奥会赛区造雪、转播、

计时记分等重要负荷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高山滑雪是冬奥会上危险性较高的项

目之一，选手摔倒甚至受伤是常见现象。为

提供专业救援服务，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高山

救援队在掌握多种救援技能的同时，也要具

备很强的滑雪能力。队员杨晶告诉记者，比

赛时会针对运动员情况，在每个点位布置相

应救援队队员和医生，并固定救援船、真空

担架等设备。一旦运动员摔倒，救援队要在

第一时间到达运动员身边进行处置。

按照北京冬奥组委规划，未来“雪飞燕”

将用于中国国家队和国内外专业队的训练

和举办国际赛事，同时赛区内还将建设多处

大众滑雪道。在非滑雪季，将开展山地徒步

活动等户外活动。随着专业体育设施不断

完备更新，相信“雪飞燕”将飞入更多寻常百

姓家。

简约不简单

韩秉志

站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所 在 的 延 庆 小 海 坨 山 至 高

点，妫水河美景尽收眼底。

面对海拔高、建设周期长、施

工难度大等不利条件，“雪飞

燕”不仅实现了高标准场馆

建设，还把建设奥运场馆同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

实现了“山林场馆、生态冬

奥”目标。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绿色赛区”。建筑施工表

面 原 生 土 全 部 收 集 、建 设

完 工后全部原土覆盖，所有

珍贵树木全部就地、迁地保

护⋯⋯为了留下小海坨山的

美丽天际线，早在规划设计

前，延庆赛区就进行植物本

底调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从避让、减缓、重建、补偿等

方面确定保护措施。场馆建

设与生态修复同步开展，赛

区场馆全部通过绿色建筑三

星认证。

这 是 一 个 颇 具 智 慧 的

“低碳赛区”。致力于将体育

场馆和市政配套设施同小海

坨山自然景观和谐相融，建

设者选择建设国内首条大坡

度山岭地下综合管廊，将水、

电、通信设施全部通过地下

综合管廊输送，把对小海坨

山的生态影响降到最低。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海绵赛区”。通过多种途径收

集、储存和回收利用雨水和融雪水，“雪飞燕”的造雪和用

水实现循环利用。赛区雪道和道路边坡等裸露地面，采

用土石和乔灌草植被等进行生态修复，如同巨大的吸水

海绵，尽量保障雨水入渗。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还建立了

塘坝和蓄水池，春季雪水融化后，顺着溪谷流入塘坝，这

些融雪水一部分作为赛区再利用水，剩余部分则通过管

廊流入水库，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水综合利用。

“雪飞燕”里“搭积木”，同样简约而不简单。在面

向未来的理念指导下，用集装箱搭建起的赛时临时

设施，从设计到施工各环节均注重绿色环保。各

装配式项目可在赛后整体拆除、循环利用，并

恢复山体自然风貌，在“一起向未来”冬奥

会主题下，真正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绿

色、科技、低碳。

冬奥会之后，“雪飞燕”将被

永久保留。而这份绿色遗产

将为广大民众与城市发

展带来更多长期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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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中国高山滑雪新篇
白宇飞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设 11 个

小项，包括男子和女子滑降、回转、大回转、超

级大回转、全能以及混合团体项目。2 月 6 日

至 19 日，来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齐聚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对这 11 枚金牌展开争夺。

高山滑雪起源于阿尔卑斯山，故又名“阿

尔卑斯滑雪”。世界上第一个公认的高山滑雪

组织——阿尔卑斯山滑雪俱乐部于 1907 年在

英国成立。1936 年起，高山滑雪被列为冬奥

会比赛项目。滑降和回转在 1948 年圣莫里茨

冬奥会上出现。混合团体作为一种新的比赛

形式于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加入高山滑雪大

家庭。

高山滑雪比赛以快制胜。回转、大回转、

超级大回转、滑降 4 个小项的赛道长度和垂直

落差均渐次增加，滑行速度也是一升再升。不

过，由于各小项间基本技术动作相通，选手们

往往可以兼项参赛。1956 年，第七届冬奥会

在意大利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在比赛中，奥

地利高山滑雪运动员托尼·塞勒一举摘得三

金，成为首位在一届冬奥会上包揽 3 枚高山滑

雪项目金牌的运动员。本届冬奥会男子超级

大回转的冠军得主奥地利选手马蒂亚斯·迈尔

同时也是滑降铜牌的获得者，挪威运动员亚历

山大·奥莫特·基尔德则先后拿到男子超级大

回转铜牌和男子全能银牌。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

派出孔凡影、倪悦名、张洋铭、徐铭甫参加高山

滑雪项目。张洋铭、徐铭甫的出场不仅填补了

男子滑降、超级大回转、全能 3 个小项多年来

的参赛空白，也将我国高山滑雪的冬奥参赛项

目数量推至历史新高。

对于年轻的中国高山滑雪队队员来说，

2022年“雪飞燕”赛道上的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突

破，每一次滑行都有收获，每一次完赛都意味着

成功，中国高山滑雪的新篇章已在书写中。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图图①① 22 月月 88 日日，，奥地利选手奥地利选手

马蒂亚斯马蒂亚斯··迈尔在高山滑雪男子迈尔在高山滑雪男子

超级大回转比赛中超级大回转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振振摄摄

图图②② 22 月月 99 日日，，斯洛伐克选斯洛伐克选

手彼得拉手彼得拉··弗尔霍娃在高山滑雪弗尔霍娃在高山滑雪

女子回转女子回转比赛中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陈益宸摄摄

图图③③ 20212021 年年 1212 月 拍 摄 的月 拍 摄 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技结束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技结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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