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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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DB/T 1559-2014《冰雪游乐项目服务规范》，与DB/T 1559-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将标准名称《冰雪游乐项目服务规范》修改为《冰雪景观景区游乐项目服务规范》 

—— 更改了“范围”的有关内容（见第 1章,2014年版的第 1章） 

——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8408的名称 (见第 2章，2014年版的第 2章) 

—— 更改了“无动力冰雪游乐项目”的定义（见 3.2,2014年版的 3.2） 

—— 更改了“分类”的有关内容（见第 4章,2014年版的 4.1、4.2、4.3） 

—— 增加了“总则”的有关内容（见 5.1.3、5.1.4） 

—— 更改了“特色服务”的有关内容（见 5.3.1、5.3.2,2014年版的 5.3.1、5.3.2） 

—— 更改了“服务对象”的有关内容（见 6.1,2014 年版的 6.1） 

—— 增加了“安全服务”的有关内容（见 6.4.7、6.4.8） 

—— 更改了“安全服务”的有关内容（见 6.4.4、6.4.10、6.4.11、6.4.13,2014年版的 6.4.4、

6.4.8、6.4.9、6.4.11） 

—— 更改了“基本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6.5.1,2014年版的 6.5.1） 

—— 更改了“应急措施”的有关内容（见 6.5.2.5,2014年版的 6.5.2.5） 

—— 更改了“冰雪景区管理部门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7.1.4、7.1.5,2014年版的 7.1.4、

7.1.5） 

—— 更改了“现场服务人员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7.3.1,2014年版的 7.3.1） 

—— 增加了“现场服务人员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7.3.3） 

—— 更改了“安全巡查人员要求”的有关内容（见 7.4.1、7.4.3、7.4.4,2014年版的 7.4.1、

7.4.3、7.4.4） 

—— 删除了“管理制度”的有关内容（见 2014 年版的 8.2.6） 

—— 增加了“管理制度”的有关内容（见 8.2.6、8.2.7、8.2.8）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赵玉明、张劲男、张志君。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T 155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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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景观景区游乐项目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冰雪景观景区游乐项目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基本要求、冰雪游乐项目服务、部门岗

位和人员服务要求和管理制度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冰雪景观景区的游乐项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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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16767-2010 游乐园（场）服务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冰雪游乐项目 

在冰雪景区内设置的以冰雪为载体或媒介的游乐性设施和活动。 

 

无动力冰雪游乐项目 

以冰雪为载体，本身无动力，靠自然力驱动、参与人自身力或外在动力驱动的游乐项目。 

 

有动力冰雪游乐项目 

以冰雪为载体，具有机械动力驱动的游乐项目。 

4 4 分类 

游乐项目可分为无动力冰雪游乐项目、有动力冰雪游乐项目和其他冰雪游乐项目。其中： 

—— 无动力冰雪游乐项目，包括冰雪滑梯、雪圈、冰陀螺等； 

—— 有动力冰雪游乐项目，包括雪地摩托、雪地卡丁车等； 

—— 其他冰雪游乐项目，包括攀冰岩、堆雪人、动漫演出、冰上舞蹈、冰雪狂欢夜、冰上保龄

球、雪地滚筒等。 

5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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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5.1.1 游乐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应符合安全、消防、卫生、质量检验、环境保护等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标

准。 

5.1.2 冰雪游乐项目基本要求为：场地完善、设施完好、安全运营、服务规范、合理有序、特色鲜明。 

5.1.3 以人为本，诚信服务，注重塑造旅游景区形象。 

5.1.4 经营管理制度健全，贯彻措施得力。 

运营 

5.2.1 冰雪游乐项目应取得相关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许可证书。 

5.2.2 设施的运营应不污染周边环境，不破坏环境资源。 

5.2.3 设施的运营应符合 GB/T 16767-2010中 5.2.2.1 和 5.2.2.3的要求。 

5.2.4 冰雪景区所提供的冰雪游乐项目应明码标价，不应有价格欺诈行为。 

5.2.5 配套设施完善，宜包括游乐辅助工具、医疗救助设备、急救药品等。 

5.2.6 应有与项目相适应的场地空间，并设置有效的安全设施。 

特色服务 

5.3.1 提供以立足于冰、雪创意为主的特色游乐项目服务。 

5.3.2 提供以冰雪为主题的特色化冰雪文化娱乐服务。 

6 冰雪游乐项目服务 

服务对象 

冰雪游乐项目服务对象为景区内所有游客。 

服务内容 

6.2.1 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 

6.2.2 应提供内容健康的冰雪文娱服务。 

6.2.3 冰雪娱乐项目的活动内容、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应位置明显字迹醒目。 

服务时间 

6.3.1 冰雪游乐项目服务时间应在游客中心公示。 

6.3.2 除按公示的时间提供服务外，根据旅游季节、气候条件、突发性事件等因素可延长或缩减服务

时间。 

安全服务 

6.4.1 大型游乐设施的技术要求和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8408的规定。 

6.4.2 专业技术人员应对冰雪游乐项目的设备、设施定期检修和维护。 

6.4.3 冰雪游乐项目的维护现场应设置易于识别的安全提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的规定。 

6.4.4 具有安全隐患的设施周围应设置安全护栏，安全栅栏的尺寸规格应按 GB 8408有关的规定执行。 

6.4.5 冰雪游乐项目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温馨提示。 

6.4.6 游乐项目应设置指导员或安全员，指导游客参与活动。 

6.4.7 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定期检查、维护、保养机器设备，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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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机动车动力类游乐项目应严格控制极限速度和转弯半径，参与者宜配备专用安全防护设施。 

6.4.9 冰雪游乐项目区域应设置应急安全通道。 

6.4.10 医务室应设置明显的标志和指示牌，并配备有专业资质医护人员及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6.4.11 景区游乐场地应有救护设备，宜设有专职救护人员。 

6.4.12 冰雪游乐项目出现异常时应及时告知游客。 

6.4.13 当突发性事件威胁游客安全时，应停止冰雪游乐项目活动。 

应急处理 

6.5.1 基本要求 

冰雪游乐项目场地应针对突发性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但不限于: 

—— 应急组织系统及其职责； 

—— 应急预案启动程序； 

—— 紧急处置措施方案； 

—— 应急组织的训练和演练； 

—— 应急设备和器材的储备和保养； 

—— 履行预案规定的岗位职责。 

6.5.2 应急措施 

6.5.2.1 应按时进行应急预案的演练。 

6.5.2.2 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应启动配备有效的应急广播、照明和发电设施。应急广播应采用中英文

双语播报。 

6.5.2.3 有人员受伤时，项目组织者有责任对伤员进行救助。 

6.5.2.4 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扑救，疏散人员，并报火警。 

6.5.2.5 发生其他安全事故时，安全员、指导员应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并组织游客处理突发事件。 

7 部门岗位和人员服务要求 

冰雪景区管理部门要求 

7.1.1 设立安全组织管理机构，全面负责冰雪景区的安全管理工作。 

7.1.2 每个冰雪游乐景区应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7.1.3 定期考核冰雪游乐项目管理人员对安全管理制度的理解，将安全管理的职责落实到岗位。 

7.1.4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标准，定期对冰雪景区游乐相关设施进行检查、维修、保养，及时消除安

全事故隐患。 

7.1.5 受理游客对旅游安全管理的投诉意见，并妥善处理旅游安全事故。 

服务岗位要求 

7.2.1 应建立上岗培训制度，定期对安全管理人员、服务岗位人员等进行教育和培训。 

7.2.2 有特殊要求或安全要求的服务岗位，如有动力游乐项目服务岗位、冰上娱乐服务岗位等，应制

定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岗位服务规范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并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培训

机构进行岗前培训。 

现场服务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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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定期参加业务技术培训并持有相应岗位的资格证书。 

7.3.2 应使用文明服务用语，并会讲流利的普通话。 

7.3.3 掌握本岗位服务流程和相关知识，提供标准化服务。 

7.3.4 服务人员应身体健康，无职业禁忌症。 

7.3.5 统一着装，佩戴工作标牌。 

7.3.6 尊重游客的道德信仰与风俗习惯，满足不同民族游客的合理需求。 

7.3.7 遵守旅游职业道德和岗位规范，维护游客的合法权利。 

7.3.8 接待海外游客的服务人员应能用相应外语服务。 

7.3.9 熟练掌握本岗位有关的应急安全处理方法。 

7.3.10 能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或不安全因素，并及时报告相关人员。 

7.3.11 能准确的回答游客提出的有关问题并做好相关记录。 

安全巡查人员要求 

7.4.1 安全员应持证上岗。 

7.4.2 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安全巡查人员的数量，小型冰雪游乐项目可由兼职人员担任。 

7.4.3 安全员应及时排查冰雪游乐项目的安全隐患。 

7.4.4 安全员负责冰雪景区内各种标识的检查。 

7.4.5 冰雪游乐景区关闭后，安全巡查人员应确保景区内无滞留游客。 

8 管理和制度 

管理机构 

景区管理部门应对冰雪游乐项目服务部门的运行进行管理和监督。 

管理制度 

8.2.1 应建立完整的设施、设备和游乐器具检查、维修、保养、更新制度。 

8.2.2 应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监督制度、操作规程。 

8.2.3 应建立服务质量监督保证体系，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服务质量考核。 

8.2.4 应建立值班日志制度，明确记录内容和汇总方式并存档。 

8.2.5 应制定重要情况汇报制度。 

8.2.6 应建立健全投诉和处理机制。 

8.2.7 应建立紧急救援机制，制定意外事故处理程序。 

8.2.8 宜制定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工作方案、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 

景区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对冰雪游乐项目服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

管理和业绩考核。 

监督与检查 

冰雪游乐项目服务部门应接受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监督与检查，及时反馈意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