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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墩墩”有多火？设计师手里也没有了
设计团队负责人：冰壳造型灵感来自糖葫芦，整体形象温暖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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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儿子
排队也没买到

打通曹雪的电话可不容易，
作为“冰墩墩”的设计师，曹雪这
几天的时间全部被打来的电话
占满——— 除了媒体采访，更多的
电话是亲朋好友询问：“你那还
有‘冰墩墩’吗？”

“大家都以为我们作为设计
团队，会有购买‘冰墩墩’的特殊
渠道，实际上真没有，我们要是
买也得排队。”曹雪说，春节之
前，他们团队每个人手里还能有
至少5只“冰墩墩”，当时只是作
为一件普通礼物送给了身边的
朋友，没想到随着冬奥会开幕，

“冰墩墩”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已经是“一墩难求”。“早知道如
此我自己也留一个‘冰墩墩’了，
现在亲戚、朋友甚至以前的老
师、领导都问我要。我实在没有
了。”

自己团队设计的冬奥会吉
祥物被来自全世界的体育迷所
喜爱，这是设计师最高兴的事
情，这种火爆程度也超过了自己
和团队成员的预期，“有名记者
采访完我之后想去购买‘冰墩
墩’让我签名，店员说早就已经
卖完了，还说‘连曹雪的儿子都
没买到’。我这才知道我大儿子
去广州专卖店排队买‘冰墩墩’，

结果没有买到。”
作为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

术设计学院院长，曹雪告诉记
者，当北京冬奥组委宣讲团来广
州美术学院宣讲吉祥物设计时，
距离截稿日只剩下19天。他们迅
速组建了一个14人的团队，团队
全部成员都来自广州美术学院，
老师和学生占比几乎是一比一，
当时全部成员几乎放弃了所有

节假日，每天反复修改讨论，画
了上万幅手稿，共完成了15套方
案送到北京。

“冰墩墩”传递的
是温暖和爱

记者了解到，2018年8月，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面向全球
征集吉祥物，共收到全球近40个

国家和地区的5816件设计方案。
2019年1月，十余名国内外专家受
邀参加吉祥物设计方案初评、复
评评审会议，最终评选出10个入
选设计方案。在这10个方案中，
有3个来自曹雪带领的团队。经过
激烈的比拼，以熊猫为原型设计
的“冰墩墩”脱颖而出，亮相冬奥
会开幕式。

曹雪介绍，“冰墩墩”的冰壳
造型，灵感来源于“糖葫芦”，整
体的形象看起来温暖又可爱，“设
计‘冰墩墩’的时候我希望能够传
递出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吉祥物
的使命就是传递吉祥，承载和传播
爱。我们团队很欣慰的是，对于‘冰
墩墩’来说，不管是市场反应还是
社会反响，都达到了这份使命。”曹
雪说，很多粉丝为了买“冰墩墩”在
寒风中排队几个小时，但是把“冰
墩墩”捧在手里的时候，看到“冰墩
墩”的形象，就会感受到一种温
暖，而这正是“冰墩墩”作为吉祥
物传递的爱。

此外，作为一名老师，曹雪
表示，能够参与此次冬奥吉祥物
的设计工作，团队每个成员都感
到非常荣幸，尤其对参与其中的
几位学生来说，也是最好的实践
教育。“对于设计师来说，只有未
来时，没有过去时。过去无论多
么红火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变
成了历史，我们要往前看。尤其
是我们团队有一半的人都是研
究生，我想跟他们说，起点太高
未必是好事，还是要保持理智。
别人不提‘冰墩墩’，我们也不要
提，设计师要永远关注下一个设
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蔡宇丹

从“不认识雪蜡车”到造出“中国第一
辆雪蜡车”，这辆代表了山东制造最高水
平的冬奥会雪蜡车，每一处都经历了尖端
团队的精心打磨。

2020年11月，海尔接到配合省雪蜡车
联合攻关小组进行技术攻关的需求。

200余人的雪蜡车攻坚团队，从房车
交互设计、新风系统及空调设备等三大方
面进行技术研发攻关。

雪蜡车与其说是一台车，不如说是一
个基于低温环境量身定制，集新一代信息
技术于一身的全新智能空间，这也是“智
造”的核心用意。

打蜡台旁矗立着的一块32英寸的电
子屏，是整个雪蜡车的“智慧中枢”。电子屏
集合了监测和控制两大功能，监测空气质
量参数、温度、湿度、热水器等，不仅让厢体
所有功能都可以实现一键开关，如车载光
伏、车载空调等，还能指导打蜡师以最科
学的蜡型和打磨方式与雪板进行匹配。

虽然这辆雪蜡车是目前世界上单层
展开面积最大、集成功能最全的雪蜡车，
但空调外机可使用的空间仍然有限，这意
味着驻车空调需要外机尺寸小的同时，还
要在极寒环境下，保持高效制热的极佳稳
定性，唯有如此，才能满足运动员和后勤
人员严苛的工作需求。

相比国外的上排风方案，这台雪蜡车
的下排风系统优化了风机的结构、缩短了
风道距离，能够使其吸力更强、排风效率更
高，快速吸走打蜡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别小看这辆雪蜡车的空调系统，这
里面的门道可不简单。”负责雪蜡车保障
服务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需要特别关
注人员经常上下车导致的气温波动，打蜡
过程中所产生的粉尘过滤等多重因素，并
一一提供解决方案。”

在解决车内低温热启动、安装环境狭
窄等问题上，海尔空调总共新申请了6项
发明专利，应用已有发明专利11项，解决
了低温热启动、安装环境狭窄、在低温环
境下运动员随时上下车的过程中保持车
内温度、湿度及新风的内循环等多个问
题，为雪蜡车提供一站式安全、可靠的健
康空气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基于卡奥斯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定制化设计模块，卡奥斯
积极与中国国家队教练组、运动员、打蜡
师沟通使用环境、安装环境、使用功能等
现场需求，并与中国重汽、省设计院、体育
组等充分交互，依托沉淀的数据力、仿真
力、定制力等能力，迅速开发部署雪蜡车
交互定制SaaS模块，运用数字孪生等技
术迅速推演出雪蜡车的整体布局及功能
分区，提高了准确性的同时，把这首台设
备的研发所需时间减少60%以上。

最终历时11个月，团队完成了中国雪
蜡车的设计、研发、制造的全部过程，打破
了冰雪强国对雪蜡车的垄断，并由山东省
政府交付国家体育总局。

据悉，这台雪蜡车共申报专利79项，
其中发明专利22项，不仅是保障国家队滑
雪项目训练竞赛的一项关键装备，更将长
期服务于国家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国玲

2月4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在象征着万
物复苏的《立春》表演中，一声
清越悠远的笛声响起，让我们
站在历史大潮汇聚的节点上，
带着骄傲回望过去，同样也怀
着自信憧憬未来。你知道吗？演
奏者是潍坊七中2000届优秀毕
业生丁晓逵。

今年41岁的丁晓逵，受齐鲁
文化的深远影响，8岁习笛，9岁登
台，先后跟随多位名师学习。2000
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潍坊七
中，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
学院，成为该院建院以来第一位
竹笛专业本科生。“作为一名音
乐人，能够以音乐的方式参与冬
奥会，我很开心，也很激动。”丁
晓逵说。

作为中央民族乐团吹管乐
演奏家，他擅长演奏笛、箫等多
种 民 族 吹 管 乐 器 ，曾 获 首 届
CCTV民族器乐电视大赛笛子专
业组银奖、上海之春国际江南丝
竹邀请赛银奖、文化部民族民间
优秀组合金奖，多次随中央民族
乐团出访世界各国。

今年1月份，著名作曲家赵
麟、赵博向他抛来了橄榄枝，邀
请他参与冬奥会开幕式音乐的
录制。丁晓逵与赵麟、赵博以及
他们的团队合作多年，无论是电
影《芳华》的配乐，还是重大国事
演出的音乐录制，双方都有丰富
的合作经验和信任度，此次又是

为了冬奥会，意义重大。1月中旬，
他们来到国家大剧院的录音棚
正式录音。

“在民乐乐器中，笛子无论
从音色还是技巧，都能演奏出春
意盎然的感觉。”丁晓逵表示，考
虑到笛子节奏鲜明的特点，导演
组将他的笛声作为第一声。丁晓
逵深知自己的这一声至关重要，
因此，录制时也使出了浑身解
数。

回忆起求学经历，他常说：
“回想起在母校的学习生活，脑
海里始终铭记着的是老师们的
谆谆教诲，让自己把专业基本功
和音乐素养的学习摆在第一位，
同时又始终没有放松对文化课
知识的学习。”

潍坊教育的这片沃土让他
成长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
实，飞得更高更远。他说：“高中
时，我参加了各类中小学艺术
节，从独奏到合奏都得到了充
分的锻炼和积累，为之后顺利
考取理想的大学、找到理想的
工作、追求理想的人生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正是潍坊这块有
着悠久齐鲁文化底蕴的乡土始
终滋润着我成长，助我展翅高
飞，但又像风筝一样牵着我的
心，给我努力的方向，不让我迷
茫。”

开幕式《立春》第一声
是来自潍坊的“好声音”

中
国
首
辆
雪
蜡
车
藏
着

项
专
利

海
尔
参
与
打
造
了
一
个
基
于
低
温
环
境
量
身
定
制
的
全
新
智
能
空
间

79

曹雪和他主持设计的“冰墩墩”。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着北京冬奥的火热进行，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火遍全世
界，成为“顶流明星”，众多粉丝直
呼“史上最可爱”，不仅网上发售
秒光，线下门店更是排起了几百
米长队，“一墩难求”等多个话题
冲上微博热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
访冰墩墩设计团队的负责人———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听他来
讲述“顶流”诞生背后的故事。

北京冬奥会主场馆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的二氧化碳直冷制冰项目就
是由青岛海尔开利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负责提供解决方案的。据介绍，这是迄
今为止亚洲最大的一块冰面。

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
术，首要的优点就是环保。据有关专家

介绍，过去历届冬奥会制冰都是用氟
利昂或氨等制冷剂，但氟利昂容易造
成臭氧层破坏、地球暖化，氨具有微
毒、易燃易爆的特性。而使用二氧化碳
制冰，不仅使场馆碳排放趋近于零，还
可以将场地冰面温差控制在0 . 5摄氏度
以内。

葛小链接 二氧化碳直冷制冰技术制出“冰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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