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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视角

短道速滑、高山滑雪等竞速类项目
对速度要求十分严格，竞速类运动员通
常身着紧身衣比赛，这样能够减少空气
阻力。

“速度滑冰与短道速滑的服装比较
相似，整体都具有包裹性，抗风阻能力比
较强。”河北体育学院冰雪系教师任振华
说。“在短道速滑与速度滑冰服装生产过
程中，我参与到冬奥会服装测试环节，过
程分为三个阶段。”

任振华介绍，第一个阶段是在选择
面料上进行风阻测试。

“在普通的认知中认为，越光滑的面
料抗风阻效果越好，其实恰恰相反，实验
证明，反而不是特别光滑的面料抗风阻
效果是最好的，凹凸不平面料抗风阻效
果更好。”任振华说。

高速的冰上滑行需要对抗相当于十
几级大风的空气阻力，一套优秀的专业
速滑比赛服可以帮助运动员减少阻力、
驰骋冰场。而当一套全新赛服问世，如
何衡量它的减阻效果，这就需要通过风
洞试验来测试。

比赛服面料的重量也尤为重要，服
装面料会影响减阻效果。布料的气动阻
力越小，阻力系数越小，运动受到的阻力
也越小。

第二个测试阶段为控制面料的重
量。“面料重量重，无形中给运动员增加
了体重能耗，也会对成绩有一定的影
响。”任振华说。

第三个测试阶段，根据身体不同的
部位选择不同的面料，比如四肢、躯干所
用的面料与头部等其他部位的面料不

一样。
“以速度滑冰为例，上世纪90年代左

右，我的训练服面料和瑜伽服面料材质
相似。2000 年以后，就开始出现类似于
鲨鱼皮的面料服装，这种服装是在面料
的基础上涂了一层胶，用在躯干、大臂和
大腿部分。”任振华说。

“在冬季竞速类比赛中，0.01秒就可
以决定一块金牌的归属，这 0.01 秒的差
距也许就来自服装和装备的不同。”北京
服装学院教授刘莉曾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中国高山滑雪服装在 32m/s 风速时
的综合阻力比先进国家水平明显进步。

为了实现速度滑冰这类竞速比赛追
求“快”的目标，研发团队通过科学化的
服装结构和面料设计，实现跨尺度协同
减阻，有效降低阻力，帮助运动员提升赛

场表现。
刘 莉 介 绍 ，参 考

中 国 运 动 员 体 型 特
征 、训 练 及 比 赛 环
境等，该项目组通
过流体动力学仿
真技术构建三维
空气动力模型，
在全球范围内
筛 选 并 自 主
研发减阻面
料 ，设 计 减
阻结构，进行风
洞综合验证，为运
动 员 进 行 定 制 研
发。他们根据不同项目
的运动姿态、速度特点，制
备高性能减阻面料，并在全球
范围内搜集和测试 150 多种面料
的基础性能，应用于服装减阻设
计中。

2月7日晚，中国选手任子威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赛场上除了运动员个人的

发挥，其他因素对比赛成绩的影响也不可忽略，装备就是其中之一。

以往我国冰雪高水平运动员赛服大多需要国外定制，借助北京冬奥会举办契机，以“科技冬奥”为导向，中国冬

奥会比赛服自主研发，用“科技+”的中国制造为北京冬奥会保驾护航，让中国冰雪运动装备摆脱对海外的依赖，实

现了超世界水平的“中国造”。

综合减阻设计、高科技防切割面料、主动加热技术……一项项“黑科技”让运动员在冰雪赛场上更快、更强！

冰雪装备大有乾坤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一场冰雪国际赛
事能有多大的外溢？远

在南方的户外用品商家
借着电商渠道，让滑雪板

等产品销量实现翻倍增长。
据《2021-2027 年中国滑

雪装备行业市场发展模式及战
略咨询研究报告》显示，2014 年

我国的滑雪装备行业市场规模为
32.2亿元，2020年这一数字已增至

126.9亿元。
天猫平台数据显示，2021 年“双

十一”期间，滑雪用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120%。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近日发布

的数据同样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
滑雪用品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超60%。

根据京东数据，冰雪运动相关品类成
为热销“新年货”，2022年京东年货节期间，

冰雪器材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107%，冰雪运
动服装同比增长 99%，冰雪运动护具同比增

长41%。
“2015年太舞滑雪小镇开业的时候，自带

雪板的客人不超过总人数的30%。客源中70%
滑双板、30%滑单板。”崇礼太舞滑雪小镇常务副

总裁李永太介绍，“现在进雪场自带装备的客人
超过 50%，单板人数已经超过了双板。雪服头盔

基本都是自带，时尚化、时装化的雪服非常多。受
众面上，年轻人居多，这个结构变化说明了市场丰
富了，新生代消费力量起来了。”

“大部分的体验型滑雪爱好者都是从租借装备
开始的，一般雪场套票里都包含服装和雪具租赁的
费用。但有一定的滑雪经验后，一般都会选择自己
购买。”有六年“滑龄”的滑雪爱好者张琪表示。

从雪板市场来看，目前滑雪爱好者还是更青睐
国外高端品牌，但中国品牌也在快速成长。

2月7日，在张家口市万全区林语山谷冰雪运动主题乐园，提供给游
客使用的滑雪板中70%为本土生产。

“我们的滑雪板销量每年都会有15%至20%的增长，国内主要是销往
京津冀、东北、新疆等地，国外主要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地。”张家口京
禧体育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文寿告诉记者。

据《2020冬季新活力生活趋势报告》显示，十大新时代人喜爱的冰雪
品牌榜单中，中国滑雪新品牌占了6席。

带有中国特色的国产滑雪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抢占着市场，为众
多初入雪场的新手“制造”滑雪机会。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在那高高的阿尔泰杭盖山中，
身上背着柳木弓箭，双手斜推滑雪
棒，脚踩红松、白松木滑雪板，滑行
奔跑在松树林中，拖着山羊皮囊
的，是那勇敢、灵活而又聪明的猎
人。”古老的滑雪长调唱出世代游
猎在阿尔泰山中的猎人，脚踏毛
皮 滑 雪 板 在 茫 茫 雪 海 狩 猎 的
场景。

新疆阿勒泰地区被称为“人
类滑雪起源地”，当地人使用的
毛皮滑雪板被认为是最古老的
滑雪板之一，当地牧民至今仍保
留着滑野雪出行的习惯。

毛皮滑雪板做工简单，主
要有选木材、锯刨、压型、晒马
皮、钉皮等步骤。滑雪板底部
一般选用成年马前腿外侧的毛
皮来附着，因为这一块皮上的
毛都是顺着同一方向生长，只
有将这块皮顺毛附在滑雪板
上，才能在向下滑行时马毛顺
茬减少阻力，在向后踩蹬和上
坡时马毛逆茬防止雪板倒滑。

同样，滑雪在阿勒泰也有
悠久的历史。阿勒泰古人先

辈们滑雪的情形就被记录在了现在
阿勒泰市区不远的一块岩石上。
2005年，一幅阿尔泰山阿勒泰古人
滑雪狩猎的岩画在阿勒泰市汗德尕
特乡敦德布拉克被发现。距今约
1.2 万年的岩画描绘了人类滑雪的
古老姿态，彼时，滑雪还不是“运
动”，而是一项“活动”。人们滑雪的
主要目的是狩猎，毛皮滑雪板成为
林海雪原里人类追逐猎物的代步
工具。

毛皮滑雪板的制作工艺在阿勒
泰世代相传，在阿勒泰市周边的乡
村，人们仍在使用与史书记载的滑
雪板形状相似的毛皮滑雪板：“盾而
头高，其下以马皮顺毛衣之。”

2008 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
部向阿勒泰颁发了“阿勒泰是人类
滑雪起源地”的“大世界吉尼斯之
最”认证书。每年的 1 月 16 日也被
阿勒泰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
日”，毛皮滑雪板竞赛正是每年“人
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活动中最重
要的一项，也为阿勒泰地区的滑雪
运动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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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滑雪板

冬奥会的项目大多具有冲撞性。像
短道速滑，冰刀要比冰球冰刀和花样冰
刀长。稍不留神运动员就会受伤。因此，
无论是在训练还是比赛过程中，都需要
为选手提供很好的保护。

冬季运动项目速度快、环境复杂，运
动员损伤风险较大，主要有冲撞和刺割
两类损伤，国内多个研发单位联合攻坚
这一课题。研发团队参考了全世界代表
性面料，最终成功研制出一种防切割
面料。

“我们研制的防刺防切割面料是两

种高性能纱线的复合，可以同时兼顾超
强、超韧、超弹的性能。”国家冬季运动服
装装备研发中心专项负责人张鸣雯曾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短道速滑比赛服全身
使用防切割面料，可以全面保护运动员
的身体。”

在服装上，短道速滑与速度滑冰区
别之一就是短道速滑的衣服面料需要防
切割。

“短道速滑是多名运动员在一条跑
道上进行滑行，会有身体碰撞、同时摔倒
等情形发生，这种多人摔倒是比较危险

的，人离冰刀比较近，甚至还会有冰刀从
运动员身体上滑过的情况发生。”任振华
说，“我身边的短道速滑运动员都经历过
各种情况的切割伤。”

因此，研发团队参考了全世界100多
种面料，最终成功研制出了一种防切割
面料。此次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服采用
最新的360度全身防切割技术，防切割强
度是钢丝的15倍。

张鸣雯介绍，速滑比赛服是两种性
能纱线的复合，同时结合了原料的超强、
超韧和超弹性质，所以就可以把它做成

运动面料，同时它又有很好的耐刺割性
能，防护功能更强。

在高山滑雪项目中，运动员被要求
穿过旗门，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
些冲撞，很多运动员的四肢经常被旗门
的软杆抽打出现淤青。

据了解，在科研人员最新研发的高
山滑雪训练防护服里，采用了新型柱状
阵列式抗冲击结构和新型吸能缓震材
料，可以有效降低高山滑雪运动员穿
越旗门时的抽打伤害。短道速滑比赛
服则整体使用高弹防切割面料，全面
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同时考虑肌肉压
缩、服装减阻等功能，在保持弹性的
基础上，防切割性能提高了 20%-
30%。

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中国速滑运动
员的成绩，还有他们身上穿的速滑比赛
服。这些色彩绚丽的比赛服都是由我国
首 次 自 主 研 发 制 造 的 冬 季 运 动 服 装
装备。

2019 年底，为了给中国运动员提供
更加符合自身特点的装备，备战北京冬
奥会，国家冬季运动服装装备研发中心
在北京服装学院正式成立。

据介绍，北服团队作为牵头单位，联
合 6 所高校、4 个企业联合攻关，研究内
容涉及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机械
工程（摩擦学）、热物理、生物力学、体育
科学六个学科，解决“快、护、暖、美”四个
关键技术问题，实现竞速类项目服装、防
护材料及装备、耐低温保障材料及装备、
技巧类项目服装四类产品创新。

“之前运动员们在崇礼训练时，普遍

反馈体感温度较低，达零下 30摄氏度左
右，影响了运动员训练。”刘莉介绍，主要
通过两种途径解决“暖”的问题，一是提
升纤维保暖率，二是使用主动加热技术，
把电能量转化成热量。

“‘堡垒’综合保暖系统集防风、防
水、透气、耐磨多功能于一体。”刘莉介
绍，装备包含主动电加热护脸、马甲、手
套、袜子、坐垫等，在零下30摄氏度
的环境下，可持续作业 8小时
以上。

一件比赛服的研发，
涉及纺织、服装设计、机
械工程、生物力学、体
育等多个学科的知
识。工作人员与时
间赛跑，在短短
三年内，从对这

个领域不熟悉，到拿出了最优秀的成果。
任振华介绍，短道速滑项目中，所有

的比赛用鞋都是根据运动员的脚型来进
行设计制作的。

“每位运动员踝关节的位置都不太
一样，有的踝关节细、有的踝关节粗。还
有的运动员的踝关节会有骨质增生的
情况。”任振华说，“研发团队会根据每

位运动员不同的情况设计专属
冰鞋。”

此外，冰刀的安装位
置也因人而异。日常来

说，每个人在平地上
的支撑面积是整

个足宽。但是
对于运动员

来 说 ，上
冰后，冰

刀的面积就是运动员的支撑面积。
任振华介绍，速度滑冰和短道

速滑的宽度都是在 1.1mm、1.2mm
宽，但是将人体的平衡完全交由冰
刀来掌握，具有挑战性。

“采集脚型数据是我们的科技
冬奥专项中的重要一环，看起来简
单，其实很有讲究。”任振华说，目
前速滑运动员定制冰鞋主要依靠
采集运动员石膏脚模来实现，存在
采集过程复杂、效率低、冰鞋制造
时间长等问题。

因此，研发人员将三维扫描技
术和足底 3D 打印技术结合，大量
采集速滑运动员足底数据，对数据
反复进行修正、比对和验证，最终实
现了足底数据与冰鞋制造的高度契
合。通过对运动员的脚型扫描、足底
压力测试，他们将建立起速滑运动
员脚型、足底数据库，为自主研发更
符合我国运动员人体工程学的速滑
冰鞋提供数据支撑。

能减阻也能是加分项

22月月1111日日，，中国选手任子威在比赛中中国选手任子威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李一博摄

2 月 7 日 ，中
国队成员在比赛
中 为 李 文 龙（前
上）检查冰刀。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是“战袍”也是“铠甲”

是自主研发也是量身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