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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新秀在成长R

■体坛观澜R

核心阅读

单板滑雪小将苏翊鸣今
年年初完成了中国单板滑雪
史上首个反脚外转五周 1800
度动作，随后又在全国比赛中
连夺 4项冠军。作为中国单板
滑雪的“希望之星”，他正为未
来积蓄着能量。

对大部分观众来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
试活动既是全新的观赛体
验，也是近距离感受冰雪
运动魅力的宝贵机会

北京冬奥会脚步渐近，“相约北京”

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北京赛区测试活动正

在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国家速滑

馆、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等 5
座冬奥竞赛场馆进行，吸引了冰雪迷和

媒体的关注。

大 赛 来 临 之 前 ，磨 合 演 练 十 分 必

要。此次测试活动可谓一次意义重大的

“模拟考”。

对赛事组织者来说，“模拟考”的意

义在于检验和发现问题，为北京冬奥会

的顺利举行做好准备。具体来说，本次

测试活动的目的主要有 6 个方面：检验

场馆设施、锻炼运行团队、摸清办赛规

律、磨合工作机制、落实属地保障、测试

运行指挥。其中，观众在测试活动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办赛要精彩，就是既要

保障运动员、教练员安全、有序参赛，也

要尽可能提升观众观赛体验。因此，从

门票购买、入场安检，到医疗救助、特许

商品售卖等诸多方面，现场观众的实际

体验和感受对测试活动组织者来说是重

要参考。

这两天，国家游泳中心、五棵松体育

中心等场馆已经陆续迎来观众入场。按

照场馆大小以及防疫要求，入场观众人数不等。让人感动

的是，不少观众在参与测试活动时充满热情。安检一结束，

有的观众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迅速进入场馆。观众在观

赛时整齐有序，毫不吝啬掌声和欢呼声。显然，观众也在以

北京冬奥会赛时标准“要求”自己，进一步提升了测试活动

的“仿真度”。

对很多观众来说，一些冬季运动项目仍然是小众项

目。因此，对大部分观众来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活

动既是全新的观赛体验，也是近距离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的

宝贵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更多观众参与测试活动很

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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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场馆同时设置 3 种温度，既要符合项目器材和运动员

的比赛要求、又能满足观众观赛体验，这是如何做到的？国家游

泳中心“水立方”向人们展示了“同室不同温”的科技力量。

4 月 1 日至 10 日，“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举行，

冰壶和轮椅冰壶项目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作为世界

上第一个拥有智能化泳池转换冰场技术的场馆，“水立方”变身

为“冰立方”，将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承担冰壶项

目和轮椅冰壶项目的比赛。

作为测试活动的一部分，2 日晚，约 600 名观众走进“冰立

方”，参与本次冰壶项目测试活动。从事幼师工作的吕盼凤十分

激动，一坐到观众席上就急忙打开手机与家人视频通话分享感

受，“这是我第一次在内部参观‘冰立方’，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

冬季运动比赛。”吕盼凤对记者说。

吕盼凤所在观众席距离冰面不足 50 米，温度 16—18 摄氏度，

特意穿羽绒服前来观赛的她感觉这个温度比较舒适。据了解，冰

壶场地的冰温可达零下 8 摄氏度，为了使冰壶运动员可以更舒适

地比赛，冰面以上 1.5 米的空气温度被控制在 10 摄氏度左右。对

于赛场内不同区域温度的精准控制，真正做到“同室不同温”。

据了解，温度控制主要依靠拥有超 4000 个传感器的智慧控

制 系 统 ，这 台“ 大 脑 ”可 以 监 测 和 控 制 场 馆 内 的 温 度 、湿 度 、

PM2.5 浓度等数据变化。当室内不同地方的温度发生变化时，

控制系统就会通过场馆内风管来调节温度。

在观众台下方，直径 1米的蓝色长条“布袋”环绕全场，这是一

个除湿送风系统，在观众座位底下还有专门

的送风装置，“我们把运动员和观众区域的

风分开处理，它们都是可以单独控制的。”国

家游泳中心场馆后勤副主任杨奇勇说。

杨奇勇表示，这次测试活动强度非常

高，在很大程度上对标冬奥会标准，让运动

员感觉像是在真正参加冬奥会比赛。

“水立方”变身“冰立方”，如何同时设置3种温度？

同室不同温 科技来助力
本报记者 范佳元 厉衍飞 李 硕

■走向冬奥R

本版责编：塔怀旸 唐天奕 高 佶

在不久前结束的 2020—2021 赛季全国

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锦标赛及

冠军赛中，17 岁的小将苏翊鸣共夺得 4 项冠

军，为自己的这个赛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一周四赛，强度之大，考验着选手的身

体和心理素质；4 次登顶，发挥稳定，充分展

现了苏翊鸣的实力。

“春天来了，我的雪季还在继续。”对苏

翊鸣而言，更重要的比赛永远是下一场。茫

茫白雪承托着他的每一次摔倒，也见证了他

一次次从摔倒中爬起，站稳，再高高跃起，在

空中完成一个个动作，不断实现突破。作为

中国单板滑雪的“希望之星”，他正为未来积

蓄着能量。

“完成一次动作，需
要大量的准备和练习”

今年年初，当时还不满 17 岁的苏翊鸣

取得了突破。1 月 2 日在训练驻地吉林长白

山万达滑雪场，他完成了个人和中国单板滑

雪史上首个反脚外转五周 1800 度动作，达

到了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水平。

反脚，再加上空中旋转五周 1800 度，要

比现在单板滑雪运动员普遍掌握的动作多

转半圈到一圈，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完

成这个动作，苏翊鸣在气垫上练习了很久，

一直希望能有合适的机会尝试。“那天早上

天气很好，我预感自己的机会来了。”回想起

当时的情形，苏翊鸣表示自己经过了十几次

尝试，最终实现目标。“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能

做到这个动作的可能只有不到 20 人，而我

成为其中之一。”苏翊鸣说。

苏翊鸣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2020 年

3 月 30 日，他完成国内首个三周空翻转体

1620 度动作；12 月 22 日，他晒出完成正脚内

转三周空翻转体 1620 度动作的视频；12 月

26 日，反脚外转三周空翻转体 1440 度动作

完美落地；12 月 27 日，达成 4 个方向的 1260
度动作……

成功需要日复一日的积累，“完成一次

动作，需要大量的准备和练习。”每天七八个

小时训练是苏翊鸣的常态，练得多的时候一

周能滑断好几块雪板。苏翊鸣的母亲给他

打电话的时候也格外注意时间，生怕打扰他

的训练。

“每次滑行都是对心
理和技术的考验”

苏翊鸣的父母都喜欢滑雪。从 4 岁起，

他就跟着父母在雪场上练习。随着年龄增

长，他对滑雪的热爱有增无减，搜寻各种比

赛视频反复观看，一众世界顶尖选手做出的

高难度动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

单板还能这么玩！”那时，他便憧憬着自己有

一天也能站上赛场，和顶尖选手一较高低。

2017 年年末，一次意外受伤为苏翊鸣

的逐梦之旅按下了暂停键，甚至让他对自己

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但苏翊鸣的父亲知道，

儿子深爱着滑雪。他用美国老将肖恩·怀特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伤愈归来、战胜对

手夺得冠军的经历激励苏翊鸣：“你的辉煌

也会到来的！”

榜样的力量和父母的鼓励让苏翊鸣燃

起了重返雪场的决心。腿伤恢复后，他针对

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两个项目

进行了更严格的训练。“在到达起跳台之前

只能看到天空，看不到着陆坡，每次滑行都

是对心理和技术的考验。”但开朗乐观的苏

翊鸣无惧困难，“今天尝试了难度更高的动

作，希望明天的训练会更好。”他常常在日记

里给自己鼓劲。

要想证明自己，必须在比赛中取得好成

绩。2018—2019 赛季全国单板滑雪大跳台

和坡面障碍技巧锦标赛暨 U18 青少年锦标

赛，对他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进行大跳台

比赛的时候，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大风天，结

果第一轮我就摔了，没完成动作，当时心理

上有点崩溃。”苏翊鸣回忆说，在及时调整状

态并和教练商议后，他在第二轮成功挑战了

更高难度的动作，最终获得成年组和青少年

组的双料冠军。

训 练 和 比 赛 的 磨 砺 让 苏 翊 鸣 迅 速 成

长。2019 年 3 月，他受邀前往美国参加公开

赛，作为年龄最小的选手，他首次与来自世

界各地的数十名顶尖高手同场竞技。通过

比赛，苏翊鸣既体验了高水平赛道，又在其

他运动员身上学到了东西。收获满满的他，

脚下的步伐也更加坚定。

“我要专注于训练，
把自己的技术练到最强”

当赞誉伴随着成绩涌来时，苏翊鸣保持

着清醒的认识。“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我的

目标不会改变。我要专注于训练，把自己的

技术练到最强。”

雕琢技术、保持难度是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提升动作的全面性和完成质量。据苏

翊鸣介绍，一个动作通常有 4 个完成方向，

例如反脚内转 1260 度这个动作，并不算难，

但反脚内转是他最薄弱的一个方向，花了 3
年时间才把这个动作攻克下来。而且一个

动作练成之后，并不意味着每次都能在比赛

中很好地发挥出来，还要不断打磨，把动作

做熟、做到位。

“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要成

为一名全面的选手，就必须练好每个方向的

动作。”苏翊鸣表示。

这个雪季结束后，强化体能、减少伤病

也是苏翊鸣需要重视的课题。“坡面障碍技

巧比赛进行到铁杆上时，需要具备足够的力

量和平衡能力，这方面我还要提高。”在苏翊

鸣看来，强大的体能也是练好动作的基础，

“如果身体足够强壮，就能对自己起到一定

的保护作用。”

如今，苏翊鸣正在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

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积极备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面对激烈的竞争，苏翊鸣表示每

一天都不能松懈，他坚信：“只要心中的热爱

不减，再困难的事，也能勇敢面对。”

17岁的单板滑雪小将苏翊鸣—

更重要的比赛永远是下一场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右图：3 月 24 日，苏翊鸣在全国单板

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锦标赛大跳

台项目男子组决赛中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选择滑雪，是因为我们喜欢飞起来的

感觉。”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清华小学的马

梓哲有些腼腆，但一提起滑雪就有着说不完

的话。

3 月 29 日，超级定点滑雪赛决赛在河北

崇礼万龙滑雪场结束。比赛开始前，赛事组

委会突然接到一个请求：帮助 8 个热爱滑雪

的孩子寻找可以组队参赛的队友。这些孩

子便是马梓哲和兰州清华小学滑雪队的 7 名

队友。

于是，在很多雪友的微信群、朋友圈，

上演了一场“寻找队友”的活动，最终 8 个孩

子 顺 利 组 队 参 赛 ，还 捧 回 了 亲 子 组 季 军

奖杯。

“参加超级定点赛，孩子们不光要会滑

雪，还能锻炼团队协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这对他们的成长帮助特别大。”带队参赛的

兰州清华小学校长张小瑞说。

孩 子 们 格 外 珍 惜 来 之 不 易 的 参 赛 机

会。为了准备得更充分，他们仔细研究了去

年的比赛，做了很多功课。甘肃兰州与河北

崇礼相距约 1500 公里，为了赶最早的航班，

小队员们早上 4 点多就起床出发。

“大家一路上都很兴奋，到了雪场后还

迫不及待地要去‘刷刷雪道’。”张小瑞说。

每次孩子们冲上雪道，张小瑞也会揪着心，

“等他们全部安全回来了，心才能放下。”

几年前，清华小学的校舍重建，体育课

只能借助校外体育设施进行。一次偶然的

机会，孩子们到滑雪机上体验滑雪，玩得非

常开心。从那以后，张小瑞想尽办法为孩子

们滑雪创造条件。去年 11 月，距离兰州较近

的一家雪场开业，首日免费向小学生开放。

清华小学组织学生集体前往，那也是孩子们

第一次走上真正的雪场。不久后，学校成立

了滑雪队，找雪场、安排训练成了让张小瑞

操心的事。

“去年冬天，我们在乌鞘岭滑雪场集训

了一次。当时滑雪场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

24 摄氏度，特别冷，但孩子们没有一个叫苦

的。”孩子们对滑雪的热情，让张小瑞很受触

动。她表示，自己这几年的坚持有了意义，

只要孩子们喜欢，她就会尽力支持。

每次带队出门集训或参赛，张小瑞总是

尽量节省经费。这次来到崇礼，她自费为小

队员们添置了队服。“学校会努力帮助孩子

们坚持梦想。”她说，来自社会的支持现在越

来越多，各方将共同支撑起孩子们的小小心

愿。“希望孩子们将滑雪变成一项运动爱好，

长期受益。”

甘肃兰州清华小学有支滑雪队

“我们喜欢飞起来的感觉”
本报记者 季 芳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孙龙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际泳联日前宣布取消原定 4 月 18 日至 23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的跳水世界杯暨奥运会资格赛，随后又取消了多项赛事，包括原

定于 5 月在日本举行的花样游泳以及马拉松游泳的奥运会资

格赛。

在 2019 年韩国光州游泳世锦赛上，国际泳联所要分配的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大部分有了归属，部分剩余名额原定于在今

年的奥运资格赛中产生。国际泳联表示，正在研究各个项目奥

运参赛名额的分配方案，将于近期宣布结果。

据了解，3 项奥运资格赛取消对中国队的影响并不大。中

国队已经在跳水和花样游泳两个项目中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满

额参赛资格，辛鑫凭借夺得世锦赛公开水域女子 10 公里冠军锁

定了女子马拉松游泳的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只有男子马拉松

游泳项目还在争取参赛资格。

国际泳联取消的其他几项国际赛事包括：4 月 23 日至 25 日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花样游泳世界系列赛第四站、5 月 9 日在塞舌

尔维多利亚举行的马拉松游泳世界系列赛、5 月 24 日至 31 日在

美国印第安纳举行的男子和女子水球世界联赛洲际杯赛。

国际泳联取消多项赛事
4 月 4 日，在浙江省玉环市干江镇滨海旅游带，游客在体验高空自行车。近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亲近自然，感受运

动乐趣。

段俊利摄（影像中国）
高空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