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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和逻辑分析法，对２０２２年冬奥会比赛场地密苑云顶滑雪场的

安全状况进行研究。发现滑雪者自身安全意识淡薄、雪场安全设施不完善、安全预警机制不健全、安

全监督措施不到位等是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从基础设施和安全人员两方面对云顶雪场存在的安

全问题进行分析后指出，在基础设施方面，应研究制定针对性强的雪场安全体系建设原则、方法和内

容，打造安全保障的屏障体系，建设现代化的信息互联体系，科学划分雪道专区；在安全人员方面，

要进一步细化安全工作内容，重视高素质安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监督管理，提高搜救能力并实

施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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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和意义

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联合申

办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取得成功，之后我国进入冬奥

筹备期。按照２０２２年冬奥会总体规划布局，张

家口市崇礼区将承办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越

野滑雪、跳台滑雪以及冬季两项的比赛。虽然该

区域雪场的建设在同步跟进，但其建设速度和质

量保障能力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滑雪者的需求，

特别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雪

场的进一步发展。雪场的建设与安全保障直接关

乎冬奥赛事的举办效果，关乎 “三亿人次上冰

雪”目标的实现。因此，深入了解雪场的安全状

况，掌握雪场的发展动态，构建雪场长期有效的

安全服务体系，为我国雪场的良性发展提出合理

化建议，成为当前重要而迫切的现实任务。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以密苑云顶滑雪场的安全状况为研究对象。

该雪场是２０２２年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目前是单

板滑雪、跳台滑雪等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同时还

接纳大量的普通大众滑雪爱好者。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检索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中国科技期

刊网和河北体育学院图书馆，收集相关学术论文

和书籍，整理国内外学者对雪场安全研究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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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和主要观点，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２．２．２　调查访问法

深入雪场，实地考察硬件设施质量。根据研

究需要，重点选取该雪场滑雪学校部、器材租赁

部、场地安全巡逻部、医务室、索道部等部门的

工作人员，进行非结构性访谈，搜集一手资料，

为本文的深入分析提供佐证。

２．２．３　逻辑分析法

对研究对象各要素相关数据进行归纳整理，

分析该雪场内部设施状况、雪场安全工作人员相

关信息等，找出问题及原因，提出改进措施。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滑雪场安全问题的研究现状

国内方面：①对滑雪主体安全状况的研究居

多，如对滑雪者自身安全状况的调查和规避危险

的路径分析等；②对具体的滑雪教学安全隐患及

规避措施的研究，多是提出观点，而无具体详细

的方法；③研究时段集中于冬奥申办期，其理论

指导不完全适应筹备期雪场快速发展的情况；④

对中外大众滑雪安全的比较研究较多，借鉴国外

先进经验多，与我国实际结合较少；⑤对滑雪者

在滑雪过程中产生的损伤及预防机制的研究较

多。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滑雪安全的研究多

集中于滑雪者本身，即滑雪者的意识、技能、装

备、损伤与预防等，其次是对个别地区雪场的现

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国外对雪场安全状况的研究以日本、欧美学

者居多。日本学者中，如堀光太郎的 《国际滑雪

及滑雪场的安全管理》、松井秀治的 《滑雪用具

和滑雪场安全管理》、三浦望庆的 《防止滑雪伤

害的安全措施的研究》等对滑雪场安全问题的研

究更加注重雪场方面，提出的对策实践性及可操

作性都较强。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欧美

学术界研究重点也转向了滑雪设备和器材，特别

是滑雪板、滑雪鞋绑带、固定器和滑雪镜。

ＭｉｋｅＬａｎｇｒａｎ通过对１３６名因滑雪板受伤者和１

３６２名高山滑雪受伤者的调查研究表明 “雪板滑

雪具有较高的受伤风险”，并指出应努力 “发展

一种适合用在滑雪板上的释放绑带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１］。Ｊ．Ｅ．Ｓｈｅａｌｙ等人提出利用数字探

测技术提高阿尔卑斯滑雪场固定器的安全值域和

租赁标准，其研究表明针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滑

雪者对固定器的安全值进行微调可以预防因固定

器无法正常同雪板脱离而引发的伤害［２］。Ｂｅｒｎｄ

Ｌｉｎｇｅｌｂａｃｈ和ＧｅｒｎｏｔＪｅｎｄｒｕｓｃｈ为了提高滑雪镜

的可见度指出 “在多云、微光、散射光、多雾和

下雪等环境下应减少分散光线中蓝光的数量”，

提出在传统的滑雪镜上添加 “蓝色过滤器”以提

高滑雪镜的可见度，避免因无法视物而导致滑雪

伤害事故的发生［３］。

３．２　云顶雪场概述

密苑云顶雪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距北京２２０公里，占地１００平方公里。一期工程

滑雪面积达到８８．５万平方米。建成雪道４１条

（高级道１３条、中级道２０条、初级道２条、野

雪道６条）和雪地公园，配备５条具备电加热座

椅的高速缆车。二期工程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前完

成，涵盖文化小镇、太子滑雪小镇、奥运媒体村

１ （转播中心）、奥运媒体村２ （新闻中心）、北

村和体育公园６个项目
［４］。云顶滑雪场是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比赛场地，届时

将举行雪上技巧、空中技巧、Ｕ 型场地、坡面

技巧、追逐赛、平行大回转６个项目的比赛。

３．３　近三个雪季云顶雪场安全事故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滑雪受伤者人数与我国滑雪体育

旅游的发展呈现同步增长趋势。我国现有滑雪场

基础安全设施简陋，滑雪道警示标识设置不够完

善、安全网问题和软件方面的安全预警机制不健

全等是造成滑雪事故的主要原因［５］。

调查显示，云顶滑雪场近三个雪季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年）共有６１７１名受伤者，安全事故很多是

因为滑雪者自身安全意识淡薄，以及雪场安全设

施不完善、安全预警机制不健全、安全监督不足

等造成的。伤害事故还呈现出雪道级别越高受伤

者越多且伤情更严重的特点。

３．４　雪场硬件设施现状及安全问题分析

３．４．１　雪道

对云顶雪场３１条雪道的调查显示：初级雪

道宽度介于３１—４０ｍ，坡度介于９—１１°；中级

雪道宽度介于２８—５８ｍ，坡度介于１０—３８°；高

级雪道宽度介于３５—４９ｍ，坡度介于１６—３８°。

对比 《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 “初级雪道坡度

小于８°，宽度大于２０ｍ；中级雪道坡度为９—

２５°，宽度大于２５ｍ；高级雪道坡度为１６—３０°，

宽度大于３０ｍ”的规定
［６］５６，云顶所有雪道的坡

度均高于规范值，这对滑雪者技术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潜在的滑雪伤害风险也更高。各雪道的平

８１



第１期 段少楼，等：冬奥比赛场地密苑云顶滑雪场安全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

均宽度均高于规范值，利于滑雪者选择滑行路

线，但会令多数滑雪者降低安全意识。因为各滑

雪者滑行速度及滑行弯度不一致，造成滑雪碰撞

的也较多。

３．４．２　雪道周边防护装置

本文对云顶各雪道周边的安全防护装置 （防

护网、防护垫、安全标识）进行详细调查，并与

行业标准进行对比，发现其安全防护装置存在一

定隐患。滑雪场所的安全网具有保护、警示、导

向、阻拦的作用［６］１７１８，一般安全网高度为１．５—

２ｍ，颜色为橘黄色，支撑安全网的立柱要包裹

有防护垫。实地调查发现，云顶雪场部分雪道的

立柱是裸露的钢管，滑雪者在高速滑行状态下，

如发生撞击，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同时，

雪道周边的一些重要机器设施 （如雪炮、接水站

点、监控杆等）也仍有裸露现象，因而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滑雪场所标识一般分为提示 （注意）标识、

禁止标识、危险标识３类。设置安全标识是为了

引起滑雪者的注意，提醒滑雪者可能出现的危

险。雪道上特别是危险地段必须要有醒目的指示

牌，例如雪道表面露出土地会用标识杆搭出醒目

的三角形支架，便于滑雪者及时发现并绕行［７］。

表１　云顶雪道上的安全标识 （部分）

安全标识 安放位置 作用

雪道交汇牌 两雪道或更多雪道交汇处 提醒和警告游客前方雪道即将交汇

双黑道危险警示 雪道顶端 提醒和警告游客前方雪道危险系数极高

慢字牌 雪道陡坡开始位置 提醒游客即将进入陡坡提前减速

减速牌 雪道陡坡开始位置 提醒游客即将进入陡坡提前减速

雪道关闭牌 未开放雪道开始位置 警告游客此雪道未开放或有安全隐患禁止进入

比赛用道禁止入内牌 比赛雪道的开始位置 提醒游客前方是比赛用道不可以入内

　　另外，所有标识的设计都有规格要求，形状

上以３７ｃｍ×３７ｃｍ的正方形和直径４５ｃｍ的圆

形为主。与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安全标识的相

关规定相比，云顶雪场安全标识种类上不够齐

全，例如，缺少雪道的平均宽度及坡度标识、

雪道危险系数标识等，标识规格也需进一步

规范。

３．４．３　索道

索道分为全封闭、半封闭、开放式３类，我

国大部分滑雪场的滑雪索道为开放型，索道上缆

车分乘坐式和牵引式［８］。云顶雪场共有５条索

道，全部配备电加热座椅高速缆车，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准，且安全性高，对全国雪场具有引领

意义。

表２　云顶索道缆车

索道缆车
准乘人数

全自动 半自动
吊箱 （比例） 吊椅 （比例） 运行速度／ （ｍ／ｓ）

１索 ８ ６ 是 （５０％） 是 （５０％） ０—２

３索 ４ 是 （１００％） ０—２

５索 ４ 是 （１００％） ０—２

６索 ４ 是 （１００％） ０—２

２２索 ６ 是 （１００％） ０—２

　　实地调查发现，云顶索道的运力基本满足滑

雪者的乘坐要求，经两个雪季的实地观察，发现

以下３种潜在危险情况：①面对假日高峰期索道

起点拥堵排队现象，工作人员未能实施有效的疏

通管制措施；②索道起点和终点缺少安全乘坐及

安全下车的音频提示；③部分乘坐者在乘坐吊椅

式缆车时，并不放下防风护罩，个别乘坐者存在

吸烟现象，对这些危险行为缺乏监管。以上现象

说明雪场的安全监管水平和工作细致性程度有待

提高。

３．４．４　专区划分

云顶雪场根据滑雪者的不同需求而划分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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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功能的滑雪专区，主要有专业训练区、业余练

习区、儿童区、过渡区 （一区、二区、三区）。

专区设置的初衷是方便雪场管理，避免不同需求

和水平的滑雪者同场滑雪而引发危险，同时也能

增加雪场的多样性和娱乐性。这种功能分区是合

理的，但由于管控不到位，并未实现分区避免危

险的初衷。观察发现，不同年龄层次 （最小４

岁、最大７０多岁）、不同滑雪水平者 （初学者、

中高级滑雪者）同场滑雪的情况较为常见，甚至

还同在高级道滑行，安全隐患较大。儿童和成人

共用雪道，一旦发生冲撞事故，由于儿童的自我

保护能力差，会造成严重后果。

３．５　安全服务人员现状及安全问题分析

雪场安全工作人员包括滑雪专业设备调试

员、滑雪教练 （指导员）、索道起终点安全引领

员、雪道巡逻救援队员等。他们是保障滑雪者安

全、减少伤害事故的重要力量。

３．５．１　滑雪专业设备调试员

目前云顶雪场滑雪专业设备调试员１０人，

其中６人为冰雪运动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安全

常识。调试员在取送雪板时，均会仔细询问滑雪

者水平，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固定器 ＤＩＮ值，以

确保雪板在遇到不寻常外力 （如摔倒）时，会和

雪板自动脱落，最大程度保护滑雪者人身安全。

但目前对于滑雪者自带的雪具还没有有效的干预

措施。

３．５．２　滑雪教练

滑雪教练是滑雪安全保障的直接因素，特别

是初学者如果没有教练的指导保护，极有可能发

生伤害事故，因此滑雪教练是雪场安全需要重点

维护和提高的内容。云顶滑雪学校是滑雪教练的

管理机构，２０１８—２０１９雪季注册教练１８４人，其

中纯双板教练１２４人，单板双板双料教练６０人。

一般而言，教练的滑雪年限越长，其技术水

平越高，且在高危环境下的教学能力相对更强。

调查显示，教练滑雪年限最长的为１４年，最短

的２年，滑雪年限在２—５年的占比３５％，５—１０

年的占比６０％，１０年以上占比５％。可以看出，

教练团队中有５年以上滑雪教学经验的教练数量

已经达到６５％，此部分教练可以对年轻教练发挥

传帮带作用，对在雪道上进行滑雪安全教学是一

种有力保障。

另外，１８４名教练中有冰雪运动相关专业在

校大学生３０人；其余教练中，本科学历者１３

人，专科学历者１５人，高中学历者１１３人，高

中以下学历者１３人。可见，滑雪教练整体学历

偏低，且专业对口率仅１６％。这其实是包括云顶

在内的各雪场的普遍情况。

目前，所有教练都具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且有５８人持有新西兰双板教练证书，４１人持有

新西兰单板教练证书，８６人持有加拿大双板教

练证书。从这个方面来看，教练员资质情况较

好，为雪场的安全工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３．５．３　索道起终点安全引领员

《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中第４章第２２条

明确规定，各类索道起终点区域必须要配备安全

引领员。对云顶５条索道起终点３０名安全引领

员实地访谈得知，所有安全引领员要长期在低温

的室外工作 （最寒冷时超过－４０℃），虽然有倒

班制，但恶劣工作环境还是会影响安全引导员的

工作热情和服务态度，这可能会影响滑雪者的情

绪，也增加了其滑行时发生危险的可能性［９］。

３．５．４　雪道巡逻救援队员

《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中第４章第１８条

明确规定，滑雪场所尤其是雪道上必须配备巡逻

救援队员，且须具备专业的雪道救援证书和红十

字会急救资格证书，并掌握安全急救常识。该岗

位的工作任务有：①及时清除雪道安全隐患，保

证雪道安全顺畅；②保证滑雪场内各种安全标识

的布设合理，并进行维护；③负责第一线救护工

作；④保证在雪场关闭后，雪道内无滞留滑

雪者［１０］。

云顶目前有雪道巡逻救援队员３０人 （含女

性１名），其中，２０—３０岁的２０名，３１—４０岁

的８名，４０岁以上的２名。由于云顶雪场面积较

大、雪道较多，客流量较大，３０名巡逻队员基

本是全天候在雪道上作业，工作量和强度都很

大，要实现上下午轮班制，还需进一步补充巡逻

救援队员。另外，３０名巡逻救援队员虽然都具

备了雪道救援证书和红十字会急救资格证书，但

只有１０名具备高等院校冰雪运动相关专业背景，

其余的多是当地有经验的滑雪爱好者，学历多为

高中以下。学历虽然不是影响巡逻救援队员雪道

作业的绝对因素，但会对其进一步提升专业理论

和技能水平产生基础性影响，因此云顶雪场雪道

巡逻救援队员的数量欠缺，学历层次还需进一步

提升，而缺乏 “科班”背景也会影响其知识结构

和技能体系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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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和实地观察后得知，雪道巡逻救援队员

救援流程有两种：①巡逻队员发现受伤游客，根

据受伤情况进行急救，并根据需要，呼叫山顶调

派雪地摩托车或救援雪橇等运送受伤者到医务

室；②受伤者通过救援电话描述自己特征和位

置，调度中心通知山顶救援站的巡逻救援队员，

实施搜救。在面对轻伤急救时，这两种方式尚能

满足及时救治需求，但面对重伤救治 （如滑雪者

摔伤昏迷）时，假如巡逻救援队员不能及时发现

和及时救治，后果会非常严重。

４　雪场新型安全服务体系的构建

我国滑雪产业的快速发展呼唤雪场构建新型

的安全服务体系。对作为冬奥赛场之一的云顶雪

场的安全服务体系的研究和构建，对于全国各地

蓬勃发展的不同层次的雪场建设具有参考价值和

示范引领作用。

依据云顶雪场的安全现状及问题，本研究将

其安全服务体系建设分为相辅相成的场地安全保

障体系和安全人员服务体系两大部分。

４．１　场地安全保障体系

雪场场地安全是其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具有

客观性。应在遵循大自然人地景观协同发展规律

的前提下，综合平衡雪道规模、功能划分、承载

能力及其他安全因素，构建场地安全保障体系。

（１）归纳、总结对雪场场地安全体系建设的

经验，结合 《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相关规定

和雪场的实际情况及发展趋势，研究制定针对性

强的雪场安全体系建设原则、方法和内容，力求

体现较强的指导性、可行性和便于实施性。

（２）详细勘察雪场地理位置，充分调研评估，

科学划定雪道安全地理范围，高标准建设纵深、

立体的雪道周边防护装置，打造安全保障的屏障

体系。根据雪场实际情况，结合雪道坡度和宽度，

在中高级雪道划定雪道滑行区之外２—５ｍ的安全

缓冲区，并增设第二道安全防护网，避免中高级

雪道安全防护网与树木、石块等危险物距离

过近。

（３）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

建设现代化的信息互联体系。将雪道和缆车建设

的三维参数、类型及功能划分等静态信息进行精

确动态发布，同时随时获取和分析雪场实时天

气、雪道人流量、设备故障等动态信息，实现静

态、动态信息紧密结合，信息及时互通共享，不

仅有利于各部门提供更为有效、更具针对性的服

务，同时便于雪场安全监督部门实施跟踪调查和

监测分析，使信息互联体系成为构建整体安全体

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和技术支撑。

（４）进一步科学划分雪道专区。在现有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雪道划分，明显区分游乐区、儿

童区、练习区、慢滑区、快滑区、比赛区等专

区，各专区配备功能介绍的标识牌、相应的工作

人员和指导人员，减少不同水平滑雪者的干扰，

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

４．２　安全人员服务体系

完善的安全人员服务体系不仅能为滑雪者提

供优质的服务、保障滑雪者安全［７］，还能够体现

雪场的经营理念。

（１）以人为本，进一步细化安全工作内容。

如在调试区和雪场间增设过渡区，并设置过渡一

区安全讲解员、二区专业设备调式员、三区专业

动作示范员等安全工作人员。对于户外低温作业

人员尽可能减少其长时间低温作业，并通过实施

安全周到服务评分绩效制度，提高安全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２）重视高素质安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实

施校企联合，借助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优势，

定向培养和大力引进冰雪专业及相关专业人才。

加强对安全人才的岗位培训、继续教育、考评晋

级工作，从单一的只重技能考核向多维度考核转

变，考核要突出岗位特点，与薪金待遇挂钩，激

励安全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自身技能和服务水平，

逐步打造一支数量充足、学历较高、技能过硬、

服务到位的安全人才队伍。

（３）加强对安全服务人员的监督管理。可尝

试增设安全监督人员，对安全服务人员的工作实

行每日追评，促使安全工作人员严肃工作纪律，

严格操作规程，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在此基础

上，要求各岗位建立定期总结制度，便于及时发

现、分析、解决安全隐患问题。从内外两方面，

提升安全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切实保证游客

安全。

（４）提高搜救能力，实施动态监控。雪道安

全巡逻、搜救、伤员处置等基本功训练要常态

化，以不断提升高危环境下的处置能力。建立覆

盖全部雪道的电子监控系统，同时为安全巡逻救

援队员配备无线传感设备和定位装置，便于调度

中心实时掌握雪场动态和安全巡逻队员的巡逻路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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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作业位置，合理配置各雪道巡逻救援力量，

保障每条雪道人员充足，处理及时。

５　结语

雪场的安全问题，不仅关系着２０２２年冬奥

会的举办效果，还将对雪场的经营产生长远影

响。云顶雪场是国内较为先进的滑雪场地，但也

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

提出相应改进建议，希望能够为该雪场顺利保障

比赛、吸引更多游客、提高经营业绩提供参考，

同时也为国内其他雪场的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借

鉴，为全面提升我国滑雪产业发展水平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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