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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儲存冰體創新技術儲存冰體 3030℃℃盛夏亦不融化盛夏亦不融化

大公報記者 于海江、吳千、王欣欣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王彩洋

▲張鑫指導在哈爾濱研學的南方小朋友
體驗冰雕創作。

變廢為寶 打造1000克拉大鑽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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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雜誌

冰雪大世界之美
從從老冰老冰說起說起

透明冰面世 冰雕藏魚看得見

▶▶張鑫團隊在哈爾濱冰雪大世張鑫團隊在哈爾濱冰雪大世
界國際組合冰雕銀獎作品界國際組合冰雕銀獎作品
《《飛天飛天》。》。

與冰雪節同齡 85後專家塑造奇觀
實踐創新

▲遊客在冰雪大世界遊客互動區體驗冰
版畫創作。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攝

▲▲張鑫在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室內冰雕邀請展中的作品張鑫在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室內冰雕邀請展中的作品。。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被認定為哈爾濱冰雪大世界被認定為 「「世界最大冰雪主題樂園世界最大冰雪主題樂園」」，，榮獲榮獲
健力士世界紀錄稱號健力士世界紀錄稱號。。

冰雪大世界
科技應用

冰雕製作冰雕製作
冷知識冷知識

松花江的厚冰是重要建築材料，
且冰面要結到32厘米厚，是因為
後期還要刨去2厘米的表面碎屑，
保證冰塊晶瑩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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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冰人先用機器設備在江面上畫
出一道道線，將冰面切割成一個
個3米×2米的小塊，然後依靠人
力用冰鑿在切線處鑽出小坑，再
施以巧勁，冰塊應聲開裂。

冰雪大世界建築工地施工條件比
一般土建工地更為艱苦，要先搭
好鋼架，再對冰塊進行切割、打
磨、運送。

冰塊與冰塊的拼接、黏合，用的
不是水泥砂漿，而是用水將冰塊
牢牢黏合。每往上壘一層，都要
開槽加燈帶。

用機器直接切割冰塊成形，誤差
不會超過1毫米。氣膜建築等新科
技的運用，讓冰建挑戰傳統建築
做不到的造型和功能。

自主研發

保溫技術

在採冰期利用傳統
儲冰與現代多層保溫技
術相結合的方式儲存冰
體，即使在30℃盛夏也
不會融化。

光源技術

LED點光源技術可
讓冰建築均勻發光，冰
雪大世界創新研發定製
一種耐低溫LED光帶，
可有效控制散熱。

燈光控制

自主研發的燈光智
能控制系統，可以實現
無數綵燈的強強組合，
燈光隨着音樂節拍律
動。

信息編程

非線性設計語言進
行信息編程，打造非線
性冰建造型，賦予冰燈
景觀像絲帶一樣的輕盈
感。

複合材料

採用複合冰材料，
以 「複合冰＋氣膜」 技
術增加冰的結構強度，
打造世界最大冰殼火鍋
餐廳。

掃一掃 有片睇

流光溢彩、美輪美奐的哈爾濱冰雪大世界近年已
成為北方冬季冰雪風情的代名詞，和必打卡旅遊勝
地。今冬，璀璨多姿的哈爾濱冰雪大世界迎來歷史上
最多遊人，火速出圈，蜚聲海內外，並以816682.50平
方米的園區面積，成功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獲得

「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題樂園」 稱號。冰城匠人透露，搭建冰雪大世
界，整整用了10萬立方米，存放了近一年的 「老
冰」 ，其中主塑 「冰雪之冠」 的用量就達到1.3萬
立方米。而為存放 「老冰」 ，創新使用了傳統儲
冰與現代多層保溫技術相結合的方式儲存的冰
體，即使在氣溫超過30℃的盛夏，也能確保冰體
不會融化。

「從1963年哈爾濱舉辦首屆冰燈
遊園會，到誕生於世紀之交的哈爾濱
冰雪大世界，再到今年冰雪藝術的火
爆出圈，我感觸最深的是，沒有成功
是一蹴而就的。」 黑龍江省美術家協
會冰雪雕塑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
長、哈爾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
張鑫表示， 「一塊冰，它沒有變過，
變的是採集它的人、雕刻它的人。」

直接使工期縮短7天
每年冰雪大世界的搭建都早於採

冰期。張鑫說，這是東北地區的一項
「黑科技」 ，從很早開始，家家戶戶
都挖地窖來儲存過冬蔬菜，冬季就把
從江裏取的冰藏在地窖裏，既可以為
蔬菜保鮮，又能作為取水之用，存儲
冰塊已經是一種非常成熟的技巧。
「今年的冰雪大世界使用了去年存儲
的冰，用棉被、草席、塑料布、珍珠
棉一層層包裹起來，在戶外放置了11
個月的10萬立方米冰塊，直接使工期
縮短了7天。」

這種存放了近一年的 「老冰」 不
僅能縮短工時，在工匠眼中它們是貨

真價實的寶貝，是冰雪大世界43米、
接近16層樓高的主塑 「冰雪之冠」 不
可或缺的基礎材料。

經過一年放置，冰塊會有所蒸
發，同時也會變得更壓縮、更堅硬，
密度更大，更有承載力。張鑫告訴記
者， 「 『冰雪之冠』 主塑以及大一些
的冰建築，底層四五行冰都是用老冰
壘起來的，保證冰建築的堅固和結
實，上面再用當年的新冰進行壘
搭。」

從工種來講，整個冰雪大世界從
最開始的採冰師傅到運輸團隊，由冰
建工人將冰搭建起來，再由油鋸手、
電工等塑造，最後雕刻師在搭好的冰
枱子上進行雕刻製作出成品。 「冰雪
大世界的建設過程真的是一幅非常壯
觀的場景，近萬人在冰天雪地裏熱氣
騰騰、戰天鬥地的勞動場景特別令人
感動。」 張鑫說。

「園區冰建的過程與核心的專家
團隊亦密不可分，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程大學等高校的土木學院、
分子學院、建築學院等十餘位各個領
域的專家及博士生團隊，一同為建造
保駕護航。」 張鑫說。

主塑代表冰建最高水平
高43米，用冰總量達到1.3萬立方

米的主塑 「冰雪之冠」 ，是整個園區
內最高、單體最大的冰建景觀，代表
了冰建施工的最高水平。它由鋼筋骨
架搭建而成，並用水和碎冰將鋼筋包
裹起來使其隱形，在搭建外圍冰牆的
過程中，不斷向冰建中間空心的部分
注入水和碎冰，盡量使巨大的建築體
變成實心，保證其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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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哈爾濱國
際冰雪節誕生，同年

張鑫出生在哈爾濱。與哈爾濱的冰雪藝
術共同成長的張鑫，也見證了哈爾濱冰
雪藝術的發展。從小時候用碗用盆凍冰
燈，而後學習雕塑藝術嘗試冰雕雪雕，
再到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冰雕比賽，張鑫
不僅開拓了視野，更是將更新的理念和
創意付諸實踐。

「隨着接觸冰雕行業越來越深
入，我發現哈爾濱的冰雕越雕越小，原
因很簡單，因為用來雕刻作品的整塊冰
就是固定的厚度和尺寸。」 張鑫說，一
次國外之旅時，看到冰雕作品打破了冰
塊的規格界限，進行了拼接延伸，如同
樂高玩具一樣，可以搭建成很大的造
型。這在他心中埋下了創意的種子。

助力起草4規範標準細則
2017年，黑龍江省美術家協會冰

雪雕塑藝術委員會成立，張鑫助力起草
了4項規範標準及細則，包括建造的工
藝及評判體系，為黑龍江整體冰雪藝術
的提升，乃至中國的冰雪藝術提升，起
到了引領作用。

如今張鑫的夢想得已實現，哈爾
濱冰雪大世界的創造基本都採用了冰塊
疊加再加以雕刻的工藝模式。今年冰雪
大世界的主塑周邊，由張鑫獨自操刀雕
刻而成的冰雕作品 「雪域高原上的祈
福」 引來眾多遊客的圍觀打卡。 「整個
作品寓意着生活平穩，快樂幸福，有吉
祥祈福的美好寓意。很多遊人特別喜歡
這件冰雕，他們覺得這件作品的創意與
冰的剔透相結合，帶給人內心的平和與
寧靜。」 張鑫說。

「我們在冰雪大
世界大滑梯下面開設

了哈爾濱師範大學冰雪研學基地，帶領
學校雕塑系冰雪雕塑專業的學生現場指
導遊客體驗親手雕刻冰雕，體驗的遊人
好評如潮，非常火爆。」 張鑫告訴記
者，除了在冰雪大世界開設體驗館外，

師生們更是在松花江畔的 「鑽石海」 為
天南海北的遊客們雕刻浪漫。

一塊塊形狀不規則、體量較小，
被採冰人棄用的 「廢冰」 ，在學生們手
中變廢為寶——1000克拉的大鑽戒、
可愛的小動物、萌趣的卡通人物等袖珍
冰雕頻頻刷爆熱搜。 「喜歡什麼告訴我
們，師大學子給你雕！」一聲聲古道熱腸
下，各地遊客紛紛迷失在冰雪藝術中。

張鑫一共準備了300多件小巧可愛
的冰雕作品，一件不剩的被遊客打包帶
走。張鑫說，今年學校還創新推出了冰
版畫的體驗項目，並接待了來自香港和
澳門的學生，他們感覺都非常新奇，經
過教學和實踐，都帶走了自己親手製作
的冰拓畫藝術品，成就感滿滿。

雕刻浪漫

除了持續呈現
高端精美的冰雪藝

術外，哈爾濱的高校亦在冰雪領域
大做文章，增進學生和社會對冰雪
的認識和理解。日前在哈爾濱舉行
的第十六屆國際大學生雪雕大賽，
哈爾濱工程大學冰雪藝術工坊師生
創作的雪雕作品《童話》一舉獲得
特等獎殊榮。

「冰雪藝術工坊是2009年創立
的，由機電工程學院工業設計專業

的教師帶隊，發展本專業的學生體
驗和傳承冰雪技術。」 冰雪藝術工
坊隊長宋銘宇表示，除了雪雕外，
在沒有雪的夏季，團隊仍堅持開展
對透明冰的研發工作，即通過模具
塑性，利用自主研發的專利技術，
將普通的自來水凍結成無氣泡、完
全透明的 「透明冰」 ，既可實現日
常應用，亦可製造成有噱頭的 「夾
心」 冰雕藝術。

前兩年哈爾濱冰雕裏有魚的趣

聞一經曝光，很多商戶一下子找到
了營銷方向，但是普通結成的冰裏
會有沒散盡的氣泡等冰痕，裏面凍
的東西往往看不清。哈工程團隊用
「透明冰」 技術解決了問題，目前
這項專利技術已經落地轉化。 「像
酒吧、高端餐廳都會需要這樣的
冰，一般酒吧都用存放很久的老冰
來手工鑿出形狀，有了這項技術，
可以定製不同形狀的模具，滿足更
多場景需求。」 宋銘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