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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缎带般光滑、似镜面般平整、像牛奶般洁白——这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给人
的感受。北京冬奥会上，这条被称为“雪上F1赛道”的冰面上共将产生雪车、雪橇和钢
架雪车3个项目的10枚金牌。

冬奥会的赛场上，运动员在“雪游龙”中演绎着速度与激情。比赛背后，忙碌在
“雪游龙”的中国制冰师，将剔透平整的赛道冰面打造成了一件艺术品。

从制冰到养护

制冰师的工作难在哪儿

夜幕之下，山野无声。走进“雪游龙”，赛场里亮如白昼。夜晚，完成比赛的运动员
相继离场，制冰师开始了又一轮的忙碌。

根据赛程安排，北京冬奥会的雪车雪橇项目多在晚间举行，白天则大多安排官方训
练。为保证比赛和滑行训练的顺利进行，赛道的养护工作一般要从早上5点开始，夜里
零点左右才能结束。

“我们每天都要对赛道进行多轮养护，根据运动员滑行轨迹和冰面破损情况及时修
冰、补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制冰队队长、来自中国五矿所属中冶上海宝冶集团的朱永
涛介绍，制冰师的工作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制冰、修冰、补冰和养护。

制冰，是用喷头对赛道制冷单元进行均匀的水雾喷洒，确保赛道整体制冰成型。
补冰，是用特制补冰铲，将冰水混合物填补至赛车进弯、出弯及冰易脱落处等关键

位置，抹平并待其凝结后再缓慢洒水，使其牢固凝结并与周边冰面形成整体。
修冰，是手持约20斤重的特制冰刀均匀用力，在赛道上持续修出成型的滑行曲面。
养护，主要包括除霜、清扫和洒水养护……
“‘雪游龙’由16个倾斜度和弯度各异的弯道组成，每个弯道、每处曲面都关乎运

动员成绩和安危。”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运行主管、来自中国五矿所属中冶上海宝冶集团的
孙悦说，“赛道的冰面要像婴儿皮肤一样顺滑，对制冰师的要求非常高。”

制冰师的工作繁琐而沉重：往往要经历上千次的水雾喷洒，才能使冰面的厚度达
到赛事要求；修完“雪游龙”1975 米的赛道，需要用冰刀修刮上百次；每次比赛、训
练的前后和间隙，制冰团队都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冰面养护巡查，一遍遍清理赛道冰碴
和雪霜。

从2小时到15分钟

养护速度如何越来越快

想要成为一名制冰师，体能是第一关。
“像这样一根洒水管，空着的时候就有40多斤重，充满水的时候有70多斤，我们经

常要背着它出入赛道进行作业，常常大汗淋漓。赛道冰面温度较低，汗水就会结成薄冰
‘锁’在身上。”朱永涛介绍，制冰师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对体能的要求很高。

“为此我们开展了专门的体能训练，每天早上跑5公里，其他时间段也安排了相应的
内容。”孙悦说，体能过关之后，才会进入制冰学习环节。

“雪游龙”赛道的温度基本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晚间会更低。记者在赛道旁待上一会
儿，明显感到寒气逼人。制冰师长时间在低温的环境下工作，对体力、技术与意志都是
不小的考验。

“冰面作业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朱永涛说，最初制冰团队每次需要2小时才能
完成整个赛道的养护，这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时间。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想要提高速度，就需要特别用心，对赛道的每一处都要了然
于心，比如哪里霜比较多，哪里的冰需要多补点。”朱永涛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
练，团队对赛道的养护时间逐渐由2小时变为1小时、30分钟、15分钟……

“现在，10个人一组对整个赛道进行养护，最快的纪录是11分钟。”朱永涛说。
速度大幅度提高的背后，包含了制冰师团队的无数心血。100多天以来，朱永涛每天

在赛道步行约2万米，累计下来，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赛道制冰面积约7000平
方米，每天平均养护4遍，累计养护面积相当于6个天安门广场——这就是中国制冰师日
常工作的缩影。

“经过多次测试赛和北京冬奥会的历练，这支团队在大型赛事的服务保障上完全可以
拿得出手。”孙悦说。

从学习到实践

中国制冰师是怎样炼成的

令记者惊讶的是，眼前侃侃而谈的制冰队队长，两年前从事的是与制冰八竿子打
不着的工作——销售。从销售员转变为“雪游龙”的制冰队队长，朱永涛经历了怎样
的蜕变？

“2019 年 11 月，‘雪游龙’的建设到了末尾期，可以考虑制冰和运行工作了，团队
开始着手招揽一批中方制冰师。”孙悦说，通知发出后，很快就有几百人报名，其中既
有“雪游龙”的前期建设者，也有一些国家退役的运动员。当然，还有朱永涛这样的
销售人员。

“当时，制冰师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职业，听说是为冬奥会保障服务的，我就赶快
过来参加职业面试。”朱永涛说，凭借出众的体能和快速学习能力，他成功入选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首批制冰师团队。

“制冰师这个名字听起来简单，但需要掌握的技能特别多。”朱永涛说，制冰工作会
接触很多方面的知识，如初期要学习驾驶修冰拖拉机，后面还要学习冰刀制作、制冰工
具的维修。与外方制冰师交流要用到英语，从最初沟通不畅到如今交流顺畅，朱永涛和
队员们下了一番苦功。

在孙悦看来，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制冰团队的成长经历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求知”，中国制冰行业起步相对较晚，为了尽快掌握制冰技术，团队赶赴韩国平昌进
行一系列学习；第二阶段是“解惑”，团队邀请外籍制冰师指导，解答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第三阶段是“自省”，中方制冰师和外方制冰师在身高、体能、设备使用习惯等方面
有不少差异，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制冰团队一边探索一边学习，圆满完成制冰任务。

“最初修冰时，我们配备的都是制式冰刀，后来发现和我们的身体状况有一定差异，
大家就结合自己的身高、臂展、力量、修冰习惯等，调整冰刀的宽度和角度，研究制作
出每个人的专属修冰刀。”朱永涛说。

“制冰的工作有苦有泪，但能为国家做贡献，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朱永涛说，“我们要
用精益求精的匠心，展现中国制冰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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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游龙”上的中国制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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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月 13日，制冰团队
工作人员进行洒水制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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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月 11日，男子钢架
雪车比赛前，制冰师团队在对
赛道冰面进行最后的修整。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为 2 月 14 日，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德国选手玛丽
亚马·雅曼卡在冬奥会女子单
人雪车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图 为 2 月 14 日 ， 孙 悦
（左一） 带领制冰团队对冰面
进行赛前检查，主要检查冰
面光滑度和弧面平整度。

受访者供图

图为朱永涛在展示制冰
队员的器具。

本报记者 王美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