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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比赛不仅是速度力量的竞技，更是
运动装备的比拼；竞技项目也不仅是运动员
之间的角逐，更是国家制造能力的较量。这
种比拼、较量在冰雪运动项目上体现尤甚。
冰雪运动活动范围大、速度快、场地条件复
杂，对装备性能要求更高。小到雪板、头盔，
大到钢架雪车、雪橇，每种装备的小小创新
背后，都凝结着新科技、新材料、新工艺的大
突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冰雪运动氛围
愈来愈浓。冬奥场馆中的中国制造、冰雪运
动休闲娱乐场地上的国产设施装备，在为运
动员和消费者“滑冰驭雪”保驾护航的同时，
也在诉说着中国冰雪装备产业的飞速发展。

大市场孕育大产业。中国冰雪运动起
步晚、家底薄，群众基础一度十分有限，冰雪
装备产业更无从发展。1980年美国普莱西
德湖，中国人上演冬奥首秀，但由于装备匮

乏，有的运动员只能身穿既不防风也不防水
的“东北老秋裤”出战，成绩可想而知。家门
口办冬奥，引燃了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热
情。江南塞北、长城内外，冰雪运动一片火
热。从场馆设施到个人装备，入门尝鲜者和
深度爱好者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合力催生
规模庞大的冰雪装备产业，中国制造正在冰
雪运动场上赢得越来越多的青睐。今年中
国冰雪装备产业销售收入预计超200亿元，
这一朝阳产业将继续稳步增长，在为消费者

带来更多新鲜、刺激体验的同时，也为经济
发展增添新动能。

冰雪装备产业的腾飞，是对中国制造业
的一次成功检阅。多家企业组件联合研发
团队仅用时11个月，自主设计并制造出性能
优异的雪蜡车；航天科技集团联合一汽集团
打造低风阻、高强度的国产雪车；河钢集团
新研制的大马力压雪车爬坡过坎如履平地，
将雪道压得平整均匀……跨越一道道技术
难关，实现一个个国产“零”的突破，中国冰

雪装备产业逐渐填补的空白，有不少是来自
已有技术在新场景下的拓展应用。完整工
业体系和雄厚科研实力积聚的强大势能，在
遇上冰天雪地向冰雪产业转换的风口时，迅
速释放出无限潜力。

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冰雪装备产业
还处在成长期，与冰雪运动传统强国相比还
存在不小差距，研发攻坚难度大、供给能力
不足、品种不够丰富、品牌认可度有限、标准
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解决“从0

到 1”的问题后，接下来面对的是“从 1 到
100”的征途，这是对从业者匠心的考验，也
是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艰苦跋涉。

冬奥东风劲吹，中国冰雪装备产业已站
上新起点。冰雪运动的普及不会随冬奥会
结束而停止，人类对极限的追求和挑战也没
有尽头。背靠世界最具潜力的冰雪消费市
场，本土冰雪装备产业不仅要借冬奥之势而
起，更要顺后冬奥之势而为，找出空白点，以
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形成竞争优势，
寻求后冬奥时代的持续发展。

中国冰雪装备产业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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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人”揭榜

有人会问，中国连卫星火箭都能造，区区雪
车有那么难吗？

2019 年，看到国家体育总局和科技部的研发
需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703
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仲平毫不犹豫地“揭
了榜”，组织队伍制造国产雪车。问题是，一个在
天上飞，一个在地上跑，搞火箭研究的突然改行
造雪车，这能行吗？

703所高级工程师周宇告诉记者，火箭与雪车
看似不搭界，实际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同火箭一
样，雪车也是追求降阻、减重、安全。当时判
断，这事我们能干。”于是，参照航天工程“两总
制”，配备中国航天装备研制生产方面的精干力
量，703所迅速组建了专项攻关团队。

万事开头难。国内相关资料几乎一片空白，
团队里甚至没人见过雪车。国家队装备有限，又
全在国外训练，一时间调不回来，唯一能参考
的，只有一本国际雪联的技术标准。

“标准里会提到一些形状、尺寸、重量等要
求，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就从网上搜比赛视频
看，大概知道雪车长什么样，但还有一些看不到
的，比如内部结构，我们就自己推想、提方案。”
周宇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只能对着图纸

“闭门造车”，自己作为项目经理，焦虑坏了。
直到2020年5月，团队终于有机会引进一台国

外即将退役的雪车。完成报关手续后，这辆雪车
直接被拉到了703所。当晚，各小组负责人从四面
八方赶来“解剖麻雀”。

争分夺秒，大家心里开始有了底。周宇发现，团
队原先的技术路径走对了，一些半推半猜的构想不
仅得到了实车验证，还在雪车气动外形、工艺材料
等方面发现了优化空间。“我们完全能把一些航天
先进材料和技术融合应用进来，造出更好的雪车！”

“汽车人”加入

2021年1月，第一代国产雪车研制成型。风洞测
试数据显示，在满足冬奥会比赛规范的前提下，国
产雪车的风阻系数较国际同类产品降低了8%。

理论测试数据亮眼，但在邀请运动员试车
时，还是发现了问题。比如，车内空间狭小，运
动员坐进去伸展不开；底盘结构不够先进，操控
性能有待提升等。

底盘、操控、人机空间，一听就是汽车企业的强
项。关键时刻，一汽集团也受邀参与国产雪车攻关
改进研制，中国“火箭国家队”与“汽车国家队”开始
强强联手。双方分工明确：703所主要负责自主低风
阻高可靠碳纤维车体等复合材料零部件；一汽集团
主要负责雪车底盘、车架、冰刀等金属零部件。

“做雪车，我们是头一次。”中国一汽研发总
院项目管理部高级主任杨文利介绍，一汽工程师
们与20多位国家队教练、运动员进行了多达11次
的专题访谈，最终分解出46项功能需求和26项性
能需求清单，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

“比如雪车冰刀的制作，差 1 毫米都会影响速
度。”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高级技师郭华卫说，为此，
他们在2个月时间里，仅样件就做了16次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 年 9 月 10 日，首批第
二代国产雪车正式交付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相比第一代，第二代雪车有了全方位提
升，雪车的材料、工艺、重量和尺寸等均满足国
际雪车雪橇联合会的标准要求。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中国首条雪车雪橇赛道上，当运动员驾驶国
产4人雪车飞驰而下时，悬在周宇心里的“石头”
落了地，“国产雪车终于走出跨越式的一步”。

正像许多网友所说，这是中国的“火箭人”与
“汽车人”，携手造出了中国的“冰雪飞车”。目前，中
国已经具备年产60至100辆雪车的产业化能力。

为什么是雪车？

国产雪车的研发过程振奋人心，那么，动用
这么多人力物力造一台雪车，有什么意义呢？

眼下，主要是帮助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上取
得好成绩。与其他冬季项目相比，雪车比赛既考
验运动员的技艺，也对装备的要求更高。参赛雪
车的制造水平，对运动员成绩有直接影响。中国
有了为运动员量身打造的国产雪车，才能在同台
竞技中不落下风。

科技创新也事关话语权。此前，一些欧美强
队的雪车抬到现场后，甚至不许近距离观看。如
今，要是国产雪车的性能在比赛中得到验证，不
仅能打出一张中国智造的“招牌”，也是对世界雪
车项目、雪车制造工艺的一大贡献。

为什么选择“小众”雪车，而不是雪橇、滑
雪板等大众化装备？

因为造雪车更难。雪车是学科交叉多、技术
集成融合度高、挑战难度大的装备，研制成功
后，未来就能更有效地推动高端冰雪装备的国产
化进程。值得骄傲的是，109个冬奥小项中，中国
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从约1/3是空白实现了全项
目开展、全项目建队、全项目训练。

“从无到有”，说着容易，干起来难。周宇
说，一片空白的研发条件，让自己一度想要放
弃。但在最难的时刻，他想起了中国航天的前辈
们。中国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国之重器，不
都是从“一本教科书”“一个玩具模型”开始，一
步一步自己干出来的吗？

“中国航天历来都是坚持科技自立自强、自主
创新发展，始终急国家之所需，国家需要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而且会全力以赴，把事情干好。”
周宇说。

题图：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中国一汽集团
共同研制的第二代国产雪车。 703所供图

这种材料密度只有钢的1/5，强度是钢的2倍，在火
箭和波音787飞机上大量使用。

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能在保证运动员安全的前提
下，最大幅度减轻雪车车身的重量，降低雪车重心，使雪
车滑起来很平稳，双人雪车车身重量也只有50公斤左
右。这种材料的高强度和独特的破坏吸能特性，还能保护
运动员在撞车事故中不受到伤害。

（本报记者 龚文静整理）

◀ 研发团队与第一代国产雪车合影。
703所供图

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从无到有、助力北京冬奥——

中国队用上了国产雪车
本报记者 韩维正 龚文静

雪车项目起源于瑞
士，早在 1924 年就被正
式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
直到 2016 年，中国才建
立了自己的雪车国家队。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造不
了赛用雪车，国家队只能
在国外找场地训练，雪车
装备更是依赖国外租赁或
进口。

为了自主设计制造雪
车，研发人员拿出了造火
箭的决心和气魄。被喻为

“冰雪F1”、时速可达150
公里的雪车如何从图纸变
成现实？记者来到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研究院703所，了解国产
雪车的研发经历。

雪车，也称“有舵雪橇”，是一种主要以坐姿乘坐可操纵方向的
雪橇在雪地或冰道上滑行的冬季运动项目。

雪车是冬奥会中比赛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被誉为冰雪赛道上
的“F1”，具有速度快、比赛难度大、专业性强等特点，是冬奥会最
具观赏性的比赛项目之一。

早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时，雪车就已列入竞赛项目，之后在
每一届（除1960年）都是必赛项目之一。

竞技雪车的平均时速在100公里左右，最高可达160公里。其速
度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重量、二是空气阻力、三是摩擦，如
果这三项因素相等，那么选手与雪车的组合，更重的就会跑得更快。

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车项目的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进行，一共会产生4枚金牌，所用赛道与雪橇和钢架雪车相
同，长1200至1650米，在一连串设计好的减速或增速的滑道里，起
点与终点的落差在100至150米之间。

雪车上装有把手，底部有两组独立的滑行钢刃。舵手通过雪车
内两个把手控制的滑轮系统驾驶雪车。制动器安装在雪车尾部，由
刹车手控制。比赛规则对车身和运动员体重都有要求，重量不足可
以为车体配重。

出发前，要将雪车的橇刃嵌入槽沟，确保车体不会侧向打滑。
在出发信号发出的60秒之内，运动员可以手推雪车奔跑约50米来获
得初始速度。之后，运动员逐一跳入车体中，四人车按照舵手、中
间队员、刹车手的顺序；双人车按照舵手、刹车手的顺序依次跳入
车体中，并快速收起把手，呈坐姿滑行。

根据规则，每赛次滑行4次，以4次比赛的累计时间计算成绩，
时间少者名次在前。若遇到两队时间总和相等的情况，则以任何一
次最少时间的队为胜。

（本报记者 韩维正整理）

延 伸 阅 读

雪车：冰雪世界中的“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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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国产雪车“战甲”：

TG800宇航级碳纤维复合材料

秦迎、张晨霖、贺长山编制（新华社发）秦迎、张晨霖、贺长山编制（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