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周刊】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于彧│２０18年 2月 9日·星期五12

中国冰雪健儿夺牌难度高
平昌练兵 北京决胜

第23届冬奥会将于当地时间2月9日在韩国平昌开幕， 参加本届比赛的中国
选手已于日前陆续启程赶往赛地。 作为冬奥项目上的后起之秀， 此次中国体育
代表团共派出82名运动员， 将参加5个大项、 12个分项、 55个小项的争夺。

与夏奥会领奖台上频繁出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不同， 我国冰雪项目起步晚、 基
础弱， 想在冬奥会上复制夏奥会的辉煌绝非易事。

对于这点，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有着清
晰的认识。 他说， 本届冬奥会是近年来我国奥运代表团参赛形势最严峻的一次大赛 ， 代
表团整体实力大致处于第三集团 ， 几个夺金点也并非十拿九稳， “但整个代表团将坚
定信心、 勇往直前， 同时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全面练兵。”

中国代表团在此前的历届冬奥会
上总共获得过12块金牌， 集中在短道
速滑、 花样滑冰、 自由式滑雪和速度
滑冰4个分项上， 其中短道速滑占了9
金。 而本届冬奥会， 中国军团的争金
点仍以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 自由式
滑雪为主。

短道速滑是中国军团的夺金重点
项目， 中国队可能在男子500米、 男
子5000米接力和女子500米三个项目
上问鼎。 作为中国冰雪军团争金夺银
的 “排头兵”， 短道速滑队本赛季世
界杯仅获4枚金牌， 是近4个冬奥赛季
的最差战绩。 加之劲敌韩国队此番主

场作战， 且欧美好手环伺， 更为中国
短道速滑队在本届冬奥会上争金增添
了变数。

在花样滑冰项目上， 中国队的争
金点仍然是传统强项双人滑。 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孙远
富表示 ， 从本赛季表现来看 ， 隋文
静/韩聪总体发挥不错， 但他们的最
大短板是没有参加过冬奥会， 心理上
要经受比较大的考验。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唯一
获得过冬奥会金牌的雪上项目。 此次
队伍由女子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徐梦桃
和男子世界排名第二位的贾宗洋领

衔， 目标是包揽双冠。 上届索契冬奥
会夺得该项目银牌的徐梦桃， 自从走
出伤病阴影后状态出色， 本赛季在世
界杯个人项目中收获2金2银。 不过，
随着老队员退役和一些伤病问题， 女
队近两年整体实力有所下降， 只有个
别队员有冲金能力。 而男队以两届世
锦赛冠军齐广璞和索契冬奥会季军贾
宗洋为中坚， 加上新人和老将， 整体
处于世界第一集团。

倪会忠表示， 中国代表团的冲金
项目要么是打分项目， 要么比赛的偶
然性非常大， 因此夺金风险很大， 甚
至需要一点运气。

优势项目夺金需运气

除去以上 3个夺金概率较大的
项目外， 中国队在冰壶、 速度滑冰和
单板滑雪U形场地技巧等项目中具备
争 夺 奖 牌 的 实 力 和 潜 力 。 不 过 ，
考虑 到这些项目均有世界级名将参
赛， 且实力远胜中国运动员， 我国冰
雪健儿若想取得突破或再现辉煌， 困
难较大。

先 来 看 看 冬 奥 会 上 的 智 力 项
目———冰壶。 2009年， 王冰玉领衔的
中国女子冰壶队曾经在韩国的江陵冰
壶中心夺得了世锦赛冠军， 次年她们
斩获冬奥会铜牌。 此番故地重游， 已
为人母的王冰玉、 周妍搭档年轻选手
麻敬宜、 刘金莉再战冬奥， 期望再争
佳绩 。 在新增的冰壶混合双人项目

上， 王芮/巴德鑫具备夺得奖牌的绝
对实力， 两人在此前的两届世锦赛中
获得1银1铜。

再看中国速度滑冰队， 上届冬奥
会上 ， 张 虹 帮 助 我 国 实 现 了 金 牌
“零的突破”。 不过 ， 如今中国女队
两大主力张虹、 于静的身体和竞技状
态并未达到最佳， 抵达平昌后， 还需
要教练对其进行有效调整， 才能具备
和世界一流选手争夺奖牌的状态。 另
外， 中国速滑队在男子500米和新设
的男、 女集体出发项目中， 都具备一
定竞争力。

相对来说， 中国单板滑雪U形场
地队最有把握拿到奖牌。 该队曾3次
夺取世锦赛冠军、 多次拿到世界杯冠

军。 但在已参
加过的 3届冬
奥会中， 中国
队的最好成绩
仅为刘佳宇2010年
取得的第四名 。 本届比
赛， 拥有世界女子最高动作难度的刘
佳宇将和两届世锦赛冠军蔡雪桐组成
夺牌 “双保险”。 两名中国女将也都
表示， 中国队具备夺牌实力。 在该项
目上， 中国男队由曾获世锦赛亚军和
世界杯总冠军的张义威领衔。 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滑雪二部部长李扬表示，
尽管该项目全球高手很多 ， 竞争激
烈， 但选手的临场发挥至关重要， 中
国队会努力冲击更好的成绩。

冰壶速滑单板力争拿奖牌

可以预见， 本届冬奥会中国运动
员出战的大部分项目都无法像夏奥会
一样高奏凯歌 ， 他们将通过本次参
赛， 积累经验， 感受大赛氛围， 找到
自己和世界一流选手之间的差距， 为
4年之后的2022北京冬奥会打下基础。

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曾说： “我
们必须对体育规律有正确的认识， 原
本就薄弱的冬季竞技体育项目， 不是
一重视就能翻身的 ， 它需要一个过
程， 从运动员选拔到培养， 都需要时
间， 甚至2022年出成绩时间上都是很
紧张的。”

像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 自由式
滑雪U型场地、 女子跳台滑雪、 雪车
等项目第一次进军冬奥会。 单板平行
大回转的臧汝心、 自由式滑雪U型场
地的张可欣等年轻队员甚至已经在洲
际和世界级比赛中夺得过冠军。 雪车

项目的突破则是跨项选材的成果， 即
将出现在平昌冬奥会赛道上的中国
“车手” 几年前还都是田径等项目运
动员。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也
表示 ， 中国冬季运动还是处于 “厚
积” 的阶段， 既要看平昌的成绩， 也
要看为2022年奠定的厚实基础， “作
为下届东道主， 我们要谋求亮点， 更
要打出士气和信心。”

2015年10月组建的中国雪车队 ，
此次在雪车和钢架雪车两个分项中获
得4个参赛资格。 这支国家队的队员
全部通过 “跨界跨项” 选材而来， 此
前大部分是田径选手。 从对雪车一无
所知， 到本赛季9次在国际赛场升起
五星红旗， 全队上下刻苦训练、 流血
流汗， 只用两年时间便取得了欧美选
手训练5年的成绩， 国际雪车联合会
也曾多次对中国选手的进步表示惊讶

和赞赏。
中国自由式滑雪U形场地队则是

2016年4月才组建的， 此次同样实现
了参赛 “零突破”。 在获得参赛资格
的2男3女5名选手中， 15岁小将张可
欣能力突出， 本赛季曾夺得世界杯分
站赛冠军， 并一度在国际雪联积分榜
中排名第一。

中国代表团本次获得了除北欧两
项、 雪橇和冰球以外的12个分项参赛
资格， 其中2个分项、 10个小项是首
次参赛。 这些项目虽无望获得佳
绩， 但近年尤其在北京申办冬
奥会成功后进步迅速， 连连
取得历史性突破。 4年后的
北京冬奥会上， 这些项
目的冰雪健儿有望成
为展现东道主风采的
生力军。

为北京冬奥积累练兵

□王太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