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真冰场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2020年 5月 12日下达的 2020年第 3号文

件“关于批准 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移动真冰场技术规

范》，由澳瑞特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归口。 

冰雪运动对场地建设的要求很高，无论是冰场的建造还是雪场的开发，

都需要相关部门投人大量的资金，尤其是需要人工制冷的冰场或雪场，在

制冷设备上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目前，为了促进冰雪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冰雪运动的相关管理部门提出了“北冰南扩”的发展战略，积极加大了发

展冰雪运动的推动力。例如，北京、新  疆、上海、四川等地先后建立了

大型的冰雪运动场地，南方的一些城市建成了人工冰场，冰雪运动还需要

专门的服装、器械、装备和技术指导等相关配备，所以冰雪运动的开展与

普及需要较高的人力、物力。 

冰雪运动是一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运动，无论是滑雪还是滑冰，都必

须具备特殊的运动场地，还容易出现人身伤害事件，如果不能对运动员或

消费者的人身保障工作开展得及时到位，会直接影响我国冰雪运动的可持

续发展。 

冰雪运动趋向大众性:人们的健身意识日益突出，在此社会背景下，冰

雪运动以其独特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男女老少参与其中，消费群体的不断壮

大，为冰雪运动的发展注人了活力，与此同时，冰雪运动使参与者获得了

勃勃生机，两者的良性互动，使冰雪运动在近几年来的普及率有了显著提

高。 



目前，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医疗体

制的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投人到健身运动和休闲活动当中。冰雪运动以

其独特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消费群体的不断壮大为冰雪运

动的发展注活力。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体育用品业、竞赛表

演业、健身娱乐业和 体育旅游业等。与此同时，也会拉动餐饮业、服务  业

和城市品牌的快速提升。我国现阶段的冰雪运动虽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

是应该看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开发。 

尽管我国冰雪运动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

许多问题：冰雪运动场地及设施不足，冰雪运动开展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相关建设标准和制度缺失。 

因此，为加快冰雪运动产业体系的形成，克服冰雪运动对季节的依赖

性，为加快推动人工制真冰产品的发展和相应场地建设，以功能优先、经

济适用、节能环保为原则，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崭新格局。 

我公司在北京连续五年都在经营着自然制冰冰场和设备制冷冰场，并

验证了本企业企业标准数据的可靠性、可行性，积累丰富的冰场设计和运

营经验。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澳瑞特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的参与起草单位为：齐齐哈尔黑龙国际冰雪装备有限公司、上海通

用富士冷机有限公司、北京中冷通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大丰体育设备

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武爱军、张小晶、王枫等  



本标准的参与起草人为：单志宏 、於和运、郭勇、郑文富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20年 4 月 25日，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提出，由我公司申请并填写《移

动真冰场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并将已形成企业备案的《拆装式滑

冰场》（备案号：140400651）标准电子版发给联合会。 

2020 年 5 月，召开了第一次网络视频工作启动会及研讨会，在本次启动会

上，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相关负责人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着眼于解

决实际问题。通过研制推行标准，引领推动移动真冰场研发生产，推动群众滑

冰场所建设。第二，坚持科技导向。将节能、环保、信息化、智能化等科技理

念体现到标准中，为智慧健身设施建设贡献力量。第三，做好统筹协调。充分

研究吸纳现有相关标准成果，先研制完成团体标准，在此基础上做好将团体标

准升级为更高层级标准的各项准备。 

并对《移动真冰场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进行了讨论，主要讨论修改了“移

动真冰场技术规范”标准名称的论证，将引言增加“易地建设”的特点，将范

围中的“本标准适用于冰球、花样滑冰等冰上运动项目的训练、体验、教学、

业余比赛及群众娱乐等用途的、向社会开放的移动真冰场（简称场地）”改为

“本标准适用于冰球、自由滑冰、花样滑冰等冰上运动项目的训练、体验、教

学、业余比赛及娱乐等用途的、向社会开放的移动真冰场”。术语和定义的 3.1

中增加“花样滑冰”。将 4中的“场地应采用可重复拆装结构建设，可重复安

装使用和易地建设，除一次性耗材外，其余结构件均可重复使用，场地拆除后

应可恢复安装场所原貌。”改为“移动真冰场应采用可重复拆装结构建设，便

于重复安装使用和易地重建，拆除后可恢复安装场所原貌。”；将 5.1.1 中的

e 条款“其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的规定”去掉。将 5.1.3.1.1、5.1.3.1.2中增



加“附加层（如适用），并配图示”。增加 5.1.3.4.2条款；将 5.1.4.4中确

增加“冰面裂缝宽度不得大于 1mm。”；将 5.1.4.5 中的“冰面经刨冰、扫冰、

浇冰后，”去掉；将 5.1.7中的“不大于”改为“不高于”；将 5.2.1.2中的

“面向真冰场的围挡表面应平滑、无凸出物，围挡连接处缝隙应不大于 3mm；

围挡和真冰表面的间隙应小于 8mm。”改为“面向真冰场的围挡表面应平滑、

无凸出物，围挡连接处缝隙应不大于 1mm。”；将 5.2.1.3 中的“围挡各部位

螺钉、螺母等紧固件应紧固可靠且防锈和防松；螺纹突出部分不应超过其螺距

３倍的长度。”改为“围挡各部位螺钉、螺母等紧固件应紧固可靠且防锈和防

松，不得突出围档表面。”；将 5.2.1.4 中的“用于冰球运动时应配备防护设

施，球门区围挡上方应设置不低于 600mm 的防护网（板）。”改为“用于冰球

运动时应配备防护设施，球门区围挡上方应设置不低于 1000mm 的防护网（板），

其它区域围档上方应设置不低于 800mm 防护板。”；5.2.3 中增加“冰车出入

门（3200）（两个人员出入门、一个冰车出入门）。”；5.3.1中增加“（参

考滑冰场的强标：体育场所使用要求和试验方法、开放条件标准）。”；5.4

条款建议去掉；5.5条款待讨论确认；6.5 条款建议去掉。 

2020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网络视频工作研讨会，与会代表对第二次会议后

形成的意见稿进行了讨论，听取了与会代表的部分意见和建议，对意见稿进行

了修改。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真冰场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和使用说

明。 

本标准适用于冰球、自由滑冰、花样滑冰等冰上运动项目的训练、体验、

教学、业余比赛及群众娱乐等用途的、向社会开放的移动真冰场（简称场地）。 

本标准不适用于专业训练及专业比赛用的移动真冰场。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无 

三、主要试验验证分析 

      1、冰场静载荷试验验证； 

   2、对北京市近 3 年的冬季气温的统计调研及可行性分析； 

3、冰场自然结冰性能试验； 

四、本标准参照采用的国际或国内法规及相关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9237 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  安全要求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1-2012） 

GB/T 10001.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 体育运动符号（GB/T 

10001.4-2009） 

GB 19272-2011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T 22040 公路沿线设施塑料制品耐候性要求及测试方法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的检测方法 

GB/T 26941.1-2011 隔离栅 第1部分：通则 

GB/T 34279 笼式足球场围网设施安全 通用要求 



JGJ 153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SL/T 231-1998 聚乙烯（PE）土工膜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SJ/T 11363-2006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国际滑冰联盟速度滑冰专业规则和技术规则（2016版） 

国际滑联花样滑冰新规则 

国际冰球联合会官方冰球规则（2018-2022）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准有一

定的对应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

容） 

(一)组织措施:在 SAC/TC 291 的组织协调下，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

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

布实施后尽快在全行业推广。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