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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体育局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体育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黑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参编单位：黑龙江

省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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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公园大众冰雪运动项目配置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体育公园大众冰雪运动项目配置的基本原则、项目分类、场所设施设备条件、运营服

务、项目管理等工作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体育公园大众冰雪运动项目的配置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 19079.6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 

GB 19079.7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7部分：花样滑冰场所 

GB 19079.20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0部分：冰球场所 

GB 19079.29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9部分：攀冰场所 

GB/T 42370  竞速类滑冰运动项目基础术语 

GB/T 42378  大众滑雪运动项目基础术语 

DB23/T 3315  冰壶场馆技术要求与开放条件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05号 

3 术语和定义 

GB/T 42370、GB/T 4237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体育公园 

以体育健身为重要元素，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具备改善生态、美化环境、体育健身、运动休闲、

娱乐休憩、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的绿色公共空间，是绿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3.2 

大众冰雪运动 

面向社会公众推广和普及的冰雪运动项目。 

注： 大众冰雪运动旨在促进全民健身和冰雪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针对专业运动员，更是针对广大的公众群体。 

 3.3 

项目配置 

在项目管理中，根据项目需求和约束，将不同的资源进行组合和设置，以满足项目目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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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冰雪运动场所 

为各类冰雪类体育运动、冰雪类娱乐活动提供的临时或永久性室内外场地。 

 3.5 

冰雪嘉年华 

由专门机构承办，集公益性、参与性、趣味性、娱乐性和观赏性于一体，户外或室内大型群众性冰

雪主题娱乐活动。 

 3.6 

设施 

为满足各类运动场地服务功能而设立的经营场地、咨询宣传、安全提示、租赁雪具、存储、滑雪学

校、休息、急救、餐饮等建筑或配套设施。 

4 基本原则 

普及推广、服务群众 4.1 

以普及冰雪运动、发展冰雪健身休闲为重点，在各地体育公园内，积极推广各项大众冰雪运动项目，

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冰雪运动需求。 

因地制宜、绿色发展 4.2 

根据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宜冰则冰、宜雪则雪。推动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严格落实耕地

保护制度，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科学开展冰雪场地设施建设。 

政府引导、多方参与 4.3 

充分发挥政府在冰雪场地设施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注重多部门联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冰

雪场地设施建设运营，合力推进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开发。 

统筹推进、创新发展 4.4 

立足全局、系统谋划，统筹城市及区域大众冰雪运动规划、建设、运营、保障等。创新大众冰雪场

地设施建设运营理念与大众冰雪运动项目相结合，提高场地设施利用率，形成良性循环。 

5 项目分类 

大众冰雪竞技体育项目 5.1 

大众冰雪竞技体育项目分为大众冰上运动竞技体育项目和大众滑雪运动竞技体育项目，具体项目包

括但不限于： 

a) 大众冰上运动竞技体育项目：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冰上龙舟等，

项目描述信息见附录 A表 A.1。 

b) 大众滑雪运动竞技体育项目：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单板滑雪、滑雪登山等，

项目描述信息见附录 A表 A.2。 

大众冰雪娱乐活动项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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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冰雪娱乐活动项目分为传统冰上娱乐活动项目、传统雪上娱乐活动项目和现代冰雪嘉年华活动

项目，具体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a) 传统冰上娱乐活动项目：冰雪滑梯、抽冰嘎、滑冰车、冰钓、冰盘、冰蹴球、冰迷宫等，项

目描述信息见附录 A表 A.3。 

b) 传统雪上娱乐活动项目：打雪仗、堆雪人、雪地拔河、雪地足球、雪地排球等，项目描述信

息见附录 A表 A.4。 

c) 现代冰雪嘉年华活动项目：雪地悠波球、雪地高尔夫、雪地摩托、雪上卡丁车、雪圈漂移、

雪地转转、冰上自行车、冰上电动船、冰上驶帆等，项目描述信息见附录 A表 A.5。 

6 场所设施设备条件 

体育公园的配置 6.1 

6.1.1 体育公园的配置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其分级及用地配比见表 1。 

表1 体育公园分级及用地配比 

序号 
陆地面积 

A（hm
2
） 

市、县、乡镇 

行政区域的常住人口 

B（万人） 

主要服务半径 

C（km） 
分级 

健身设施 

用地占比（%） 

健身步道 

用地（km） 

绿化用地 

占比（%） 

1 A＜4 B＜20 1 微型 ≥20 —— 

≥65 
2 4≤A＜6 20≤B＜30 1 小型 ≥20 —— 

3 6≤A＜10 30≤B＜50 5 中型 ≥20 ≥1 

4 A≥10 B≥50 - 大型 ≥15 ≥2 

 

6.1.2 各地根据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学规划体育公园内冰雪运动场所及设施。

扩大冰雪场地供给，优化冰雪场地类型结构，提高场地设施质量。 

6.1.3 鼓励冰雪乐园建设。充分利用体育公园用地，建设以冰雪游憩活动为主的室内外冰雪乐园，满

足公众参与冰雪、体验冰雪需求。鼓励仿真冰雪和模拟设施的市场应用。 

6.1.4 推广室外天然滑冰场和建设可拆装滑冰场。充分利用江、河、湖、池等水域资源建设天然滑冰

场。支持有条件的体育公园在冬季浇建冰场。 

6.1.5 维修改造体育公园内现有滑冰场馆。支持现有的滑冰馆进行改扩建增容，提升设施配置和功能。

鼓励对公园内旧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进行改造，改建成滑冰场地。改造修缮各级滑冰训练基地，完善

功能，满足大众训练健身需求。 

6.1.6 推动滑雪场地建设。依托气候、地貌和生态等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建设滑雪场地。鼓励现有滑雪

场完善场地配套服务设施，支持有条件的滑雪场进行改扩建增容，完善设施功能，提升服务水平。 

场所条件 6.2 

6.2.1 体育公园为各项大众冰雪运动的开展提供、布置相应运动场所，各项大众冰雪运动的室内、室

外场所符合国家、省及地方相关规定，与周边环境相融合。 

6.2.2 滑雪场所符合 GB 19079.6的规定，滑冰场所符合 GB 19079.7的规定，冰球场所符合 GB 19079.20

的规定，攀冰场所符合 GB 19079.29的规定，冰壶场馆场所符合 DB23/T 331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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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开展室内冰雪运动的气膜建筑等临时性建筑，在按照国家、省及地方政策要求获得临建设施审

批的同时，满足其他体育场所开发条件与技术要求是必要的。 

设施设备 6.3 

6.3.1 满足国家、省及地方关于大众冰雪运动的设施、设备相关规定。根据各项大众冰雪运动特点，

兼顾运动要求、保障运动安全、确保运动观赏性。 

6.3.2 冰上场所设施设备的必要配置包括：设有防滑走道及座椅、扶栏，场地四周设有高度不低于 1m

的安全防护设施，设有清晰、醒目的危险区域警示标识。备有滑冰器材和护具且符合相关标准。根据运

动项目需要，设置有衣物存储柜，有男、女卫生间，有广播、通讯设备，公共指示用标识符合 GB/T 10001.1

的规定。 

6.3.3 滑雪场所设施设备的必要配置包括：索道等使用和管理符合特种设备管理要求。在滑雪道边缘、

危险地段设有安全网、保护垫等安全防护设施，并在明显位置设立警示标识。配备滑雪道、滑雪场平整

专用机械设备，设有急救室，配备专用急救器材，配备滑雪器材维护、修理的专用设备。根据运动项目

需要，设置有衣物存储柜，有男、女卫生间，有广播、通讯设备，公共指示用标识符合 GB/T 10001.1

的规定。 

6.3.4 体育公园可以设置临时性、装配式的冰雪运动设施设备，且符合国家、省及地方相关规定。 

6.3.5 所有冰雪游乐设施符合 GB 8408的规定。 

转换协调 6.4 

6.4.1 鼓励体育公园在冬季浇筑室外临时性冰场，因地制宜建设可移动冰雪场地，支持配建一批举步

可就、经济环保的大众冰雪运动设施。 

6.4.2 冰雪运动的空间设计设置有场地转换功能是必要的。利用部分湖面、河道或者广场、球场建设

冰场、戏雪场地，利用开敞坡地建设冰雪滑梯，丰富冰雪运动空间。 

6.4.3 分析不同季节场地的利用率，确定每个季节的主要活动项目和需求，并据此制定合理的场地利

用计划，提高场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性。 

6.4.4 将冬季和夏季适宜开展的活动项目进行分类和规划，明确各类活动的特点和需求，以便为场地

布局和资源调配提供更具体的指导。 

6.4.5 根据不同季节的活动需求，对场地设施进行调整和改造，以适应不同活动项目的要求，提高场

地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7 项目管理 

安全管理 7.1 

7.1.1 体育公园管理方落实冰雪运动承办方、组织方、经营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冰雪场地安

全防护设施的监督检查和安全防护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安全隐患，预防事

故发生。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包括急救知识、场地安全管理等，提高其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7.1.2 冰雪运动场所内所提供的设施、设备、器材取得产品质量验收合格证明是必要的。定期保养与

维护使用的各类设施、设备。在各项目入口区域、带有楼梯路段及过道等公共区域设置防滑措施，定期

对防滑设施进行清理。 

7.1.3 滑雪场的载人索道、魔毯等设备在运行中配备专人值守。在冰雪运动场所设置齐全、醒目的各

类安全标识。配备安全经营必需的救护设备、器材和药品，并设置明确的急救站点，配备专业急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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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针对不同的冰雪项目，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例如防护栏、警示标志、急救设施等，确保参与

者在运动过程中的安全。同一场地同一时间开展两项及以上运动项目时，各运动项目之间设置连续性安

全隔离带。 

7.1.5 设置广播、通讯、视频安防监控、应急照明备用电源，并覆盖各个冰雪运动场所。设置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安全防火、消防等设施设备，保证安全疏散符合有关要求。 

7.1.6 冰雪运动场配备足够数量和合格品质的急救器材和药品，并设置明确的急救站点，配备专业急

救人员，以便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及时进行急救处理。 

7.1.7 在冰雪运动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冰雪运动须知和人员行为与安全守则，要求参加冰雪运动的人员

佩戴相应防护装备。拒绝醉酒、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或不服从安全管理要求的消费者入场。 

7.1.8 冰雪运动场所根据安全管理相关标准对同时入场的运动者人数进行控制。冰雪赛事活动参与人

数超过 1000 人的，承办方依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向赛事活动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安全

许可。 

7.1.9 建立完善的事故处理和报告机制，规范处理事故的程序，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和相关方，迅速开

展善后工作，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服务管理 7.2 

7.2.1 体育公园管理方对公园内大众冰雪运动项目进行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指导，包括但不限于收集

顾客满意度、建立健全投诉处理机制、及时改进服务质量等。 

7.2.2 不准许向滑冰/滑雪人员出售含酒精的饮料。 

7.2.3 合理调配和培训场地管理人员和活动工作人员，确保其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运营场地，并为参与

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体验。 

7.2.4 鼓励配套建设智能化的租赁、更衣、储物等服务设施，提高群众健身便利性。 

7.2.5 在室外冰雪运动及冰雪娱乐活动场地提供当日天气预报服务。 

卫生管理 7.3 

7.3.1 在靠近冰雪活动场地出入口配置男、女卫生间。 

7.3.2 及时对租用滑冰、滑雪等器具和护具进行卫生消毒。 

7.3.3 保持公共卫生区域清洁。 

8 运营服务 

建设管理 8.1 

8.1.1 加强冰雪运动技能、场地设施、器材装备、从业人员、安全规范等方面标准化建设。 

8.1.2 引导社会力量建设各类季节性滑雪场、可拆装式冰场、室外临时浇筑冰场等。依托气候、地貌

和生态等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建设滑雪场地。 

经营活动 8.2 

8.2.1 支持具备条件的单位广泛举办冰雪赛事活动，引导支持体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举办群众性冰

雪赛事活动。 

8.2.2 鼓励体育企业依法对体育公园中的冰雪设施进行微利经营。 

8.2.3 宜通过场地预约、引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方式对体育公园中冰雪场地设施进行微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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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鼓励体育公园冰雪项目运营商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如冰雪场地租赁、冰雪器材租赁、冰雪培训

课程等，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提升运营效益。 

文化活动 8.3 

8.3.1 强化体育公园与社区的互动。促进体育公园与当地社区的互动与合作。体育公园冰雪项目运营

商可以提供定制化的活动，如冰雪主题派对、企业团建活动等，开拓新的市场需求。 

8.3.2 鼓励举办冰雪运动赛事。体育公园可举办各类冰雪运动赛事，包括但不限于滑冰比赛、冰球比

赛、滑雪比赛等，吸引更多参与者和观众，推动冰雪运动在社区中的普及和发展。 

8.3.3 促进冰雪运动文化传承。鼓励体育公园开展冰雪运动文化主题活动、展览和教育。 

8.3.4 激励冰雪运动创新发展。鼓励体育公园与科研机构、企业合作，在冰雪运动设施领域进行技术

创新和产品研发，推动冰雪运动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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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分类 

 

A.1 大众冰上运动竞技体育项目见表 A.1。 

表A.1 大众冰上运动竞技体育项目 

序号 名称 项目描述 

1 速度滑冰 

简称速滑，俗称大道，是一项运动者借助于冰刀，以特定的身体姿势，在规定的场地上按

照比赛规则进行的冰上速度运动。竞技一般包括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全能四种赛制，

个人比赛每组两名选手，内外两道抽签决定，每滑行一圈双方都要交换赛道；团体追逐赛

每组2队，每队3名选手，从相对的直道上同时出发。 

2 短道速滑 
又称短道，是一项在60m×30m的冰面上，沿周长111.12m的跑道上进行的以名次决定胜负

的冰上竞速运动。竞赛中分为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 

3 花样滑冰 
是一项冰上舞蹈项目，可分为单人滑和双人滑，分别有短节目和自由滑形式；冰上舞蹈有

韵律舞和自由舞两种形式。短节目和韵律舞比赛都有规定动作。 

4 冰球 

是一项运动员穿着冰鞋，手拿冰杆滑行拼抢击球的冰上一种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运动。

比赛时每队上场六人，前锋三人，后卫两人，守门员一人。运动员用冰杆将球击入对方球

门，以多者为胜。 

5 冰壶 

又称掷冰壶、冰上溜石，被喻为冰上的“国际象棋”，是一项以队为单位在冰上进行的一

种投掷性竞赛项目。冰壶比赛场地长44.5米，宽4.32米（从木框的内缘算起），比赛前要

在冰面上均匀喷洒水珠，比赛双方各4人登场，分一垒、二垒、三垒和四垒，顺序交叉投

壶，10局比赛，每局中冰壶最接近圆心的一方得分，得分多者获胜。 

6 冰上龙舟 

是传统龙舟运动项目的创新和延伸，是一项融合竞技性、团队性、娱乐性的全新冰上运动。

冰上龙舟竞赛的形式包括直道赛、绕标赛、拉力赛和往返赛，比赛设施包括龙头、龙尾、

鼓、舵等，比赛器材包括冰龙舟、鼓、舵、划桨等。 

 

A.2 大众滑雪运动竞技体育项目见表 A.2。 

表A.2 大众滑雪运动竞技体育项目 

序号 名称 项目描述 

1 高山滑雪 

是一项使用专门的滑雪用具，沿山体坡面由高至低转弯滑行的运动项目。大众滑雪场地因

难度可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雪道。滑降比赛场地的垂直高度差通常男子800米以上，女子

450米以上，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场地高度差从140米到650米不等；比赛中，运动员

须穿越相应数量的旗门。 

2 自由式滑雪 

是一项使用专门的滑雪用具，沿山体坡面修筑的不同场地，完成各种技巧性动作或竞速的

运动项目。自由式滑雪竞技项目包括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

障碍追逐和大跳台等小项。 

3 越野滑雪 

也称为“雪上马拉松”，是一项使用滑雪用具，运用登山、滑降、转弯、滑行等基本技术，

滑行于山丘雪原的运动项目。比赛线路要求上坡、下坡和平地各约占1/3，传统技术比赛场

地需要压制专用雪槽，雪板在雪槽里，选手运用双腿的前后摆动和雪仗撑动前进，自由技

术比赛对技术动作没有限制。 

4 单板滑雪 

是一项两脚固定在一块滑雪板上，在雪上滑行的运动项目。从器材和技术角度，单板滑雪

大体分为竞速类单板滑雪和自由式单板滑雪：竞速类单板滑雪是以速度或回转技术为主的

运动项目；自由式单板滑雪追求的是空中技巧和表演的难度，包括平行大回转、U型场地技

巧、障碍追逐、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 

5 滑雪登山 

是一项将登山与滑雪相结合的运动，参与者需要在雪山或冰雪覆盖的山地环境中，运用雪

地行走、攀登、结组等登山技术，到达一定的高度后，再利用滑雪技术下滑，这个过程中，

还涉及登山器械操作，如冰镐、冰爪、安全带等的使用。运动员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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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项目描述 

攀登和下滑的任务。 

 

A.3 传统冰上娱乐活动项目见表 A.3。 

表A.3 传统冰上娱乐活动项目 

序号 名称 项目描述 

1 冰雪滑梯 

是一项利用冰、雪材料构建的滑梯，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滑行体验的运动，游客凭借自身的

重力和惯性，在其上由高向低快速滑行。滑梯可有直道或弯道等形式，有时允许游客坐在

雪圈、雪橇或其他滑行工具上，从滑梯顶端快速滑下。 

2 抽冰嘎 

又称打陀罗，是一项传统儿童冰雪游戏之一，冰嘎也叫冰猴、冰尜，木制，圆形尖底，底

都嵌铁钉或圆铁珠，中间有一圈凹刻。玩时，把缨鞭绕在凹刻处，放在冰上一甩，并不时

抽打，冰嘎便飞转起来。 

3 滑冰车 

也叫冰爬犁，是一项在冰面上进行的滑行娱乐活动，它利用特定的滑行工具——滑冰车，

在冰面上进行滑行。滑冰车，通常由车架、座椅、冰刀（或滑行板）及操控装置组成，是

一种在冰面上滑行的小型车辆。 

4 冰钓 

是一项在结冰的水域（如湖泊、河流等）上进行的垂钓活动，冰面厚度需要满足国家、地

方相关安全要求。冰钓所需的装备包括冰钓竿、钓线、鱼钩、鱼饵、冰镐（用于在冰面上

凿洞）、冰钓帐篷（提供遮风挡雨和保暖的功能）、保暖衣物（如羽绒服、保暖内衣、手

套、帽子等）以及安全装备（如头盔、救生衣等，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是必需的，但

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携带）。 

5 冰盘 

是一项和冰壶很类似的冰面运动，冰盘由手柄、盘和滑面三个部分组成。冰盘运动形式包

括距离赛、团队赛、目标赛和速度赛；距离赛主要比谁投得远，团队赛通常由4名队员组成，

也可以由3人组成，目标赛通常有双人赛和个人赛。速度赛通常是单位时间内投出盘的数量

及每个盘的位置确定分数相加。 

6 冰蹴球 

起源于中国，是一项具有300多年历史的传统冰上运动，冰蹴球一般为直径约10厘米的硬质

球体，表面光滑。在长方形冰面场地，队员在发球区内用脚将球踢向场地圆心，发完一定

数量的球后，距离圆心最近的一方得分。 

7 冰迷宫 

是一项由冰雪搭建而成，参与者从入口进入，从出口离开即为胜利的冰雪游戏，具有足够

的复杂度，确保参与者在其中感到挑战和乐趣。迷宫中的陷阱和障碍物应经过严格的测试

和检验，确保其安全性。 

 

A.4 传统雪上娱乐活动项目见表 A.4。 

表A.4 传统雪上娱乐活动项目 

序号 名称 项目描述 

1 打雪仗 

是一项在雪地或雪后进行的娱乐活动，也可以是竞技项目打雪仗的过程中，参与者会将雪

制成雪球，然后互相投掷以攻击对方；在竞技打雪仗中，有着明确的规则。适合各个年龄

段的人群参与，尤其受到青少年的喜爱。 

2 堆雪人 
是一项利用自然积雪或人工造雪，通过堆砌、塑形和装饰等手段，创造出具有特定形态和

特征的雪人形象的过程或项目，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参与。 

3 雪地拔河 

是一项团体对抗性比赛，两队或多队选手在冰雪覆盖的场地上，通过团队协作和力量比拼，

争夺拔河绳的中间标志物，以将标志物拉过自己一方的标志线为胜利目标。适合各个年龄

段的人群参与，通常由成年人或青少年组成的团队进行比赛。 

4 雪地足球 
是一项在冰雪覆盖的足球场、广场、冰面等场地上进行的冬季体育项目。雪地足球比赛遵

循国际足联或相关机构审定的五人制足球比赛规则。 

5 雪地排球 

是一项在雪地环境中进行的排球运动，是排球众多运动种类中的一种，雪地排球通常在一

个矩形的雪场上进行，球场长16米，宽8米，四周至少有2米宽的空地，雪地厚度应至少30

厘米深，并且尽可能平整。雪地排球比赛通常采用3人制，每队由三名首发队员和一名替补

队员组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BF%E7%AB%A5%E6%B8%B8%E6%88%8F/5195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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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现代冰雪嘉年华活动项目见表 A.5 

表A.5 现代冰雪嘉年华活动项目 

序号 名称 项目描述 

1 雪地悠波球 

是一项新兴的极限运动娱乐活动，游客钻入一个充满空气的塑料气球（一般直径约2米）内，

气球内部还装有一个稍小的塑料球，以增加安全性和稳定性。从天然雪地或人工草坡滚下，

体验失重与超重交替变化带来的刺激。 

2 雪地高尔夫 

是一项基于传统高尔夫球的变形运动，是在冰雪覆盖的广阔区域上进行的高尔夫运动。它

采用了与传统高尔夫相似的装备和规则，球场通常位于冰雪覆盖的开阔区域，如雪地、冰

面或结冰的湖面等。 

3 雪地摩托 

也称为雪上摩托车，是一项骑手驾驶这种专为雪地行驶的机动车辆，配备了特殊的轮胎（或

履带、滑雪板等），能够抵御住滑雪场或冰面上的极端条件，在雪地中自由驰骋的现代娱

乐活动。 

4 雪上卡丁车 

是一项在雪地环境中驾驶卡丁车的现代娱乐活动，保留了传统卡丁车易于驾驶、安全刺激

的特点，同时融入了雪地运动的元素。雪上卡丁车操作简单，无需驾照，适合不同年龄段

的游客参与。游乐型雪上卡丁车赛场面积通常在2000-5000平方米之间，跑道长度在200米

以上。 

5 雪圈漂移 

是一项在雪地环境中，利用雪圈（一种PVC充气玩具，能承载较重的重量，通常被形象地称

为“雪上飞碟”）作为载体，通过特定的方式使其在雪地上进行快速旋转和漂移的娱乐活

动。 

6 雪地转转 

是一项结合了冰雪元素与旋转游乐设备的娱乐项目。它通常由电机驱动，通过臂杆牵引雪

圈在雪地上进行平稳的旋转和滑行，这种游乐设备不仅具有高度的趣味性，还适合不同年

龄段的游客参与，包括儿童、成人和老年人。 

7 冰上自行车 

是改良自普通自行车的一项冰上运动工具，它利用类似滑冰鞋底的铁条作为冰上行驶的部

分，通过人力驱动在冰面上进行骑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节能环保，还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和普及性。 

8 冰上电动船 

是一项利用专为冰面环境设计的电动船只，通过电力驱动在冰面上进行航行的娱乐项目。

它结合了船舶的航行特性与电动技术的便捷性，冰上电动船可用于冰上湖面、结冰的河流

或冰上赛道等结冰水域。 

9 冰上驶帆 

是一项在冰面上利用风力驱动的帆船进行航行的体育活动。冰帆船通常由一个修长的中央

船板、横跨船体的舷外支架或走板、帆、舵以及类似速滑冰刀的支撑物组成；帆的下桁有

纵向的主帆，挺杆加在主帆前面用来增加冰船的速度；舵的转环可以安装在中央船板的前

方或后方，舵手通过操控舵来调整航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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