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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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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滑雪场安全与服务规范的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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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关于公布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第一批）的公告》（2023年）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

国际雪联《滑雪者行为规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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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9000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

LB/T 083—2021滑雪旅游度假地等级划分

《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2017年修订版）

3 术语和定义

3.1 滑雪场

向社会开放，能够满足人们进行与滑雪有关的训练、竞赛、健身、休闲和旅游等活动的场所。（包

括室外滑雪场和室内滑雪馆）。

3.2 滑雪旅游

滑雪旅游是冰雪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滑雪运动为核心旅游产品开展的旅游活动。

3.3 滑雪旅游者

以休闲度假为主要目的地开展滑雪运动的人员。

3.4 滑雪器材

滑雪器材是指滑雪运动时所使用的相关器材，包括滑雪板、滑雪鞋、固定器、滑雪杖以及滑雪服装、

滑雪帽、滑雪手套、滑雪头盔、滑雪镜、滑雪护具、护脸面罩等。

3.5 滑雪场设备

主要指在滑雪场地配置的器械设施，包括滑雪索道、魔毯、拖牵、造雪机、压雪机、雪地摩托、直

升机、雪猫等。

3.6 滑雪道



滑雪道是指开展滑雪活动的专门区域。滑雪道一般是条带状，分为初级滑雪道、中级滑雪道、高级

滑雪道及越野滑雪道等。

3.7 滑雪场地

滑雪场地一般是指一个特定的经过修建可供滑雪专用的区域。不同的滑雪项目有不同的滑雪场地，

如高山滑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单板滑雪及野雪滑雪场地等。

3.8 社会指导员

向滑雪者传授滑雪运动理论和技能的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国家颁发的有效资格证书）。

4 滑雪场地基本要求

4.1滑雪场选址布局、项目用地等规划设计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要求，将雪崩、滑坡、山崩和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防治内容作为滑雪场规划组成部分，引导各项建设选址避让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地区。

4.2滑雪场地配置多元，包括高、中、低不同滑雪道以及滑雪公园、儿童滑雪乐园等。

4.3 造雪系统宜覆盖所有滑雪道，降雪条件好的滑雪场可以局部覆盖造雪系统。

4.4 应具有空间集聚的滑雪旅游场地设施、户外休闲活动设施。以滑雪旅游为主，宜开展四季旅游。

4.5室内休闲活动设施、户外休闲活动设施应符合LB/T 083—2021所示类型，应遵守相关规定和说明。

5 滑雪场的运营管理

5.1 滑雪场服务体系建设

5.1.1应有滑雪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具有咨询、购票、投诉、休息、滑雪器材装备具存放和维

护、租赁、集散等滑雪旅游功能。

5.1.2内应配备滑雪教学与培训中心。应有儿童娱雪场地、滑雪教学场地。

5.1.3 应有丰富的休闲活动。

5.1.4 餐饮应布局合理、环境舒适，应提倡文明用餐，能有效引导、提醒和督促游客节约饮食和绿色

消费。

5.1.5应有一定数量的旅游酒店、特色民宿等住宿接待设施，住宿服务设施满足GB/T 14308中规定的

星级酒店及相应服务要求，或满足GB/T 39000 中规定的民俗服务质量规范。

5.1.6应提供滑雪服、滑雪头盔、滑雪板、雪镜等滑雪旅游器材装备购物服务以及其他旅游商品。旅

游商品的种类、数量及分布应与滑雪旅游接待规模相匹配，能够满足游客滑雪旅游购物需求。

5.1.7应具有滑雪运动和休闲旅游标识引导系统，宜具有、自然教育和环境解说系统，标识位置合理，

造型宜富有地方特色，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5.2 滑雪道的开放

滑雪道日常维护，滑雪道上滑雪者密度、滑雪道表面、野雪道开放条件、索道的运行时间、夜间开

放滑雪场所运行时间等应符合《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2017年修订版）。

6滑雪场的安全管理

6.1 雪场运营安全管理

6.1.1雪道标记

6.1.1.1雪道根据难易程度，进行分类标记和明确指示牌。



6.1.1.2设置雪道地图

6.1.1.3滑雪道、索道每天“开放”和“关闭”应明牌标识。

6.1.1.4整条滑雪道和边界必须没有异常，没有不正常的危险点。

6.1.1.5雪道前方地形变化或雪道交叉要有提示。

6.1.2滑雪线路选择

6.1.2.1不应设置在滑雪者可能遇到危险的地方。

6.1.2.2标记必须持续到滑雪路线结束。

6.1.2.3超出中等滑雪者能力范围的困难，必须在滑雪场信息板上明确注明。

6.1.2.4大型雪场开放野雪道，需有导滑引导，或提示雪友结伴滑行。

6.1.3滑雪场安全管理组织

6.1.3.1滑雪场应配有专业的安全保障部门，如安全讲解、雪道救援及医疗救护部门。

6.1.3.2建立健全安全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使安全管理落实到位。

6.1.3.3建立滑雪旅游安全紧急救援机制。

6.1.3.4建立完善的安全警示管理制度，运营和持证人员需满足相关职业资格。

6.1.4防灾体系与应急系统建设

6.1.4.1建立灾害性天气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理预案，建立体育赛事活动应急工作机制，定期进行安全

演练。

6.1.4.2建立风险管理体制，设立分别针对经营者和滑雪者的完善的保险产品服务体系，品种充分齐

全。

6.1.4.3建立完善的安全事故和各类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和应急救援机制，能够迅速反应，有效处理，

与属地公安、消防等机构有应急联动机制。

6.1.4.4配备急救设施和应急医疗合作单位，应急医疗合作单位应不低于三甲医院标准，1小时车程内

医疗条件完善的三甲医院。

6.1.4.5建立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体系。

6.1.4.6设立灾害救援指挥中心，有专人负责各防灾基础设施的定期检查、维修，对灾害发生后各责

任人的具体工作有详细周全的书面规定。

6.1.5滑雪场环境卫生要求

6.1.5.1科学合理地利用雨水，不与污水合流，尽量还水于地。

6.1.5.2污水集中处理和排放应符合GB8978的要求，中水处理后水质应符合GB/T18920和GB/T18921

的要求。

6.1.5.3主要公共场所提供直饮水，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6.1.5.4有完备的垃圾收集装置与垃圾中转站。

6.1.5.5引导游客进行垃圾分类，且所有环节均能实现垃圾分类。

6.1.5.6公共区域有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对废电池等危险废弃物设置专用存放点。

6.2滑雪场所的安全保障设施



6.2.1在公共区域内醒目位置设有《滑雪者须知》、《滑雪者行为规则》、安全标识、救援信息标识、

滑雪场导示图及雪道级别示意图等安全示意。

6.2.2在陡坡和危险地段设有安全网及安全垫。

6.2.3确保全度假区信号覆盖并配备完善的通讯设备。

6.2.4配备雪道监控设备及无人机监控设备，以便开展救援活动。

6.2.5滑雪场应在重要流线位置安装防滑设施。

6.2.6配备滑雪学校、巡逻队、医疗救援团队等。

6.2.7配有医务室、急救设备、雪上救援交通设备及救护车辆等。

6.2.8滑雪场因地制宜，宜布设雪场巡管边界线、滑雪场边界线、滑雪区域临界区、雪崩多发区域–

关闭/禁止通行等警示标识标牌，以保证滑雪游客和雪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7 滑雪场旅游者行为规范

7.1滑雪旅游者行为规范

7.1.1尊重他人：滑雪行为不危及或歧视他人。

7.1.2控制速度与动作：滑雪者要始终保持对滑行速度和滑行方向的控制，确保能够及时安全停下或

者避开他人和物体。

7.1.3路线选择：选择合理、不危及前面滑雪者的路线。在大众滑雪项目中，禁止在中、高级滑雪道

上进行“滑降”滑雪。

7.1.4超越：在滑雪时，应该与其他滑雪者保持安全距离以避免发生碰撞事故。请勿从他人滑行方向

的近板头处切入他人滑行轨迹，保护自己及他人安全。

7.1.5安全距离：后方滑雪者应具有预判前方滑行者滑行轨迹，预留前方滑行者突发状况（滑行中摔

倒、回山，改变滑行路线）的安全距离与规避行进路线有可能碰撞的能力，不具备上述能力不得强

行放速，强行超越前方滑雪者。

7.1.6停止与徒步爬行：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或能见度受限的地方停下。滑行过程中摔倒，应迅速转移

至雪道两侧。徒步爬行需保持在坡道固定的一侧。

7.1.7发生事故时，有协助救援的义务。无论是否负有责任，在事故发生后都必须交换姓名和地址。

7.1.8雪具保存；应将个人随身物品、雪板、雪鞋等雪具存在雪具柜内，不应随意放置在雪场禁止存

放物品的公共区域。

7.1.9个人装备：滑雪者应始终佩戴经安全认证的头盔，佩戴护具、护目镜、滑雪手套等安全装备。

滑雪者应选择使用适合自身水平的器材装置和配件，避免滑雪板脱落自行下滑，单板要使用防脱带。

双板初学者不要将握革带套在手腕上，避免摔倒时造成手腕受伤。

7.1.10公园滑行：请根据自身水平选择使用道具、地形及滑行路线。不可在跳台和道具线路上驻足、

停留、横穿、斜插。一旦落地摔倒需立刻起身迅速捡起掉落的装备，挪至安全区域。

7.1.11野雪滑行：野雪滑行者应按照导滑指定路线滑行，滑滚落线、减少横切，尽可能的紧贴前一滑

雪者的滑行轨迹。野雪需要结队滑行，避免落单。

7.2滑雪旅游者滑雪前技术准备



7.2.1平衡性和灵活度：单腿下蹲、圆木行走或闭眼站立。

7.2.2稳定性和对准性：平板支撑、桥接练习和俯卧撑。

7.2.3柔韧性：适当且有规律地伸展身体。

7.2.4肌肉力量：下蹲、弓步、爬坡和塔克跳。

7.2.5热身：滑雪运动前需有热身运动。

7.2.6安全设备：定期保养、佩戴安全头盔。

8 滑雪场服务规范

8.1滑雪培训学校及指导员安全规范

8.1.1教授学员滑雪技术和行为规则，如何安全滑雪。

8.1.2根据学生滑雪水平把他们分为不同等级。

8.1.3不能让学生承担超出他们能力的任何风险，特别要考虑雪场和天气条件。

8.1.4提醒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在雪道上没有特别优先权，应尊重其他滑雪者。

8.1.5滑雪场所配备滑雪指导员的数量要充分保证实际需要，不得少于5人。

8.1.6滑雪指导员须持有国家颁发的有效资格证书上岗工作。

8.1.7对学员超出自身水平范围的危险行为有警告和劝阻的义务。

8.1.8滑雪指导员在工作期间遇到意外伤害事故，对伤者有救护的义务。

8.2滑雪场的雪上巡逻队员

雪上巡逻队员配置、巡查工作要求、警示指示标识维护、劝阻不遵守滑雪场规则行为、现场救护、

救护员资格等应符合《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2017年修订版）。

8.3滑雪场提升设备安全规范

8.3.1提升设备（索道、拖牵及魔毯等）系统符合国家标准。

8.3.2缆车/山地铁路：操作员须持行业资格证书驾驶。

8.3.3拖动升降机、椅式升降机

8.3.3.1由足够数量、有能力的员工操作，以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8.3.3.2进行适当管理和维护，并设置警告标志，指出地形上的困难。

8.3.3.3管理，必要时保护排队等候的人。

8.3.3.4保护轨道的危险部分，并为有困难的滑雪者提供阻止其坠落和安全下降的方法。

8.3.3.5监督雪道，确保能立即采取行动警告。

8.4滑雪场大型设备和旅游滑雪器材安全规范

压雪车、雪地摩托车行驶和救护，压雪车、雪地摩托车及其他机械应定期维修保养，查，以保证安

全使用，滑雪器材安全调试、维修、保养和管理等应符合《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2017年修订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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