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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上午，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

接力启动仪式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

外广场举行。

随 着 火 炬 接 力 正 式 开 始 ，现 场 观 众 舞

动 手 中 的 五 星 红 旗 、奥 运 五 环 旗 ，用 掌 声 、

欢 呼 声 表 达 对 火 炬 的 欢 迎 ，现 场 洋 溢 着 一

派喜庆祥和气氛。伴随着《一起向未来》歌

曲 的 响 起 ，北 京 冬 奥 会 第 一 棒 火 炬 手 罗 致

焕高擎火炬，向观众展示后起跑，开始火炬

传递。

“成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始终是我的梦

想。”作为我国首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得主，

罗致焕难掩激动的心情，“我在运动员时期没

能参加冬季奥运会，十分遗憾。今年能在家

门口，代表老一代运动员传递火炬，圆了我的

梦想。”

“北京成为双奥之城，全世界再次聚焦

中国。我不由得想到 1984 年，在国外得知

中国实现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77 岁的

火炬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

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十分感慨，“国家的繁

荣富强令我无比振奋。我要跑出精神、跑出

我们航天人不懈奋斗的精神来。”

火炬手、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

级航天员景海鹏激动地说，参加冬奥会火炬

传递非常自豪，从中感受到“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所蕴含的体育

精神，将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投入工作。

火炬传递现场，朝阳区热爱体育健身的

群众进行了街舞、健身操、武术等表演。参加

表演的小学生王灏翔说：“这次能目睹奥运火

炬传递，还表演了中华武术，我特别开心！希

望我长大后也能当火炬手，把火炬承载的精

神传递下去，一起向未来！”

当日上午，北京冬奥会火炬在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传递，传递距离共 10.6 公里，132 名

火炬手途经奥森公园北园雨燕塔、“廉洁奥运

赋”雕塑、“共铸辉煌”雕塑等标志性景观完成

火炬接力。在象征着“中轴神韵”的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火炬手昂首阔步、激情洋溢，沿着

健身步道依次前行，在健康、欢乐、充满活力

的氛围中展现出各自的风采。下午，火炬接

力活动在北京冬奥公园继续进行。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接力的主题是

“迎接冰雪之约、奔向美好未来”。2 月 2 日至

4 日，火炬接力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3 个赛

区进行，由来自各行各业的约 1200 名火炬手

合力完成。

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

迎接冰雪之约 奔向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陶相安 王靖远 胡安琪

万众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大幕将启，火

炬接力传递率先点燃激情。在北京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在延庆八达岭长城，在张家口

崇礼富龙滑雪场，“飞扬”火炬将照亮冰雪

之路，让信心与温暖闪耀在人们心头。

火炬接力，是一场“东方魅力”的精彩

演出。从寓意吉祥的祥云纹样，到剪纸风

格的雪花图案，中国智慧、东方神韵完美融

入火炬外观，展现泱泱大国的文化底蕴。

火炬接力巧设点位，既突出京张两地特色，

又尽显“中国式浪漫”，源远流长的民族底

蕴一一呈现。

火炬接力，是一次“科技冬奥”的生动

展示。碳纤维材质带来轻盈握感，氢燃料

零排放凸显绿色理念，即使极寒天气也能

“火焰飞扬”，蕴藏着满满的科技元素。机

器 人 之 间 的 火 炬 传 递 ，更 是 开 创 奥 运 先

河。点滴细节间，科技为冬奥插上翅膀，自

主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火炬接力，是一声“全民参与”的昂扬

号角。约 1200 名冬奥会火炬手来自各行各

业，从耄耋老人到青春少年，这些不平凡的

普通人享受着“冬奥一分子”的喜悦和自

豪。“线上火炬护跑行动”如火如荼，网民自

发汇聚，共同加油，凝聚起强大的情感合

力，陪伴火炬迎接冬奥。

火炬接力，是一曲“双奥之城”的深情

赞歌。从夏奥到冬奥，红色、祥云的设计元

素一脉相承，象征奥林匹克精神在绵延弘

扬。两支“飞扬”火炬交接时，顶部如“握

手”般紧扣，象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

鉴。蕴含深意的火炬接力，向全世界传递

“一起向未来”的诚挚心意。

汇聚热爱，一起奔跑。 3 天的火炬接

力，将带给人们长久的感动与振奋。奋进

的中国与奥林匹克再度携手，“向世界呈现

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即将从

承诺变成现实。一棒棒火炬接力，脚步与

心灵同频共振。让你我携起手来，迎接冰

雪之约，共赴美好未来。

汇聚热爱 一起奔跑
郑 轶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

凌将参加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和

大跳台 3 个小项的角逐。兼项参赛，对于

充满朝气自信的年轻人，是压力更是动

力：“非常期待自己的冬奥会表现。”

自从 2020 年初在冬青奥会大放异

彩以来，谷爱凌不断解锁新动作，滑向更

高的舞台。2021 年 1 月，她首次参加世

界极限运动会，就收获 U 型场地技巧和

坡面障碍技巧两个项目的金牌，并在大

跳台项目摘铜。两个月后的自由式滑雪

世锦赛，谷爱凌带伤出战，“复制”了世界

极限运动会两金一铜的战绩。

U 型场地技巧是谷爱凌最具实力的

项目。本赛季，她包揽了世界杯 U 型场

地项目所有分站赛冠军，并获得了职业

生涯首个赛季总冠军的水晶球奖项。在

谷爱凌看来，大跳台是自己最弱的一个

项目，但 2021 年 12 月初，她还是成为世

界上首名在比赛中完成两周空翻转体

1440 度动作的女运动员，将个人首个大

跳台世界杯冠军收入囊中。值得一提的

是，学会这套高难度动作，谷爱凌仅用了

3 个星期。

赛场上翻转腾挪、轻灵飘逸，生活中

直来直往、率真活泼，很多人称谷爱凌为

“天才少女”。但在她看来，自己“只有

0.1%的天赋”，更多的是对滑雪倾注的热

爱。自由式滑雪是一项兼具难度与危险

性的极限运动，但她不惧怕尝试，为了

“把每一个动作做得非常干净利落”，甚

至会从早上 9 点一直训练到晚上 9 点。

“我热爱滑雪，能代表中国队参赛对

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我希望用自己的

经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滑雪运动中。”谷爱凌说。2 月 7
日，她将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迎来冬奥会首秀，8 日是该项目决

赛；随后还将转战张家口赛区，参加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

场地技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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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冬奥的名将，一鸣惊人的新星，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项

目，中国队参赛阵容人才济济。在障碍追逐、U 型场地技巧、平

行大回转、大跳台及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项目上，中国队将派出

13 人出战，创造历史新高。

在单板滑雪各小项中，U 型场地技巧在中国起步最早，成绩

突出。刘佳宇和蔡雪桐都将第四次参加冬奥会。在 2018 年平

昌冬奥会上，刘佳宇斩获一枚银牌，创造中国单板滑雪项目历

史。在本赛季国际雪联世界杯分站赛中，蔡雪桐收获一金一银，

第七次获得年度总冠军。对于北京冬奥会，蔡雪桐充满期待：冬

奥会是与对手的比赛，也是自我的较量，她将不断探索自己的极

限，要专注于做好每一个动作，拿出最好的状态。

不久前，17 岁小将苏翊鸣成为首位在训练中完成单板滑雪

内转 1980 度抓板动作的运动员。自 14 岁加入单板滑雪坡面障

碍技巧与大跳台国家集训队以来，苏翊鸣不断给人惊喜，动作难

度不断升级，比赛成绩不断突破，本赛季还拿下单板滑雪大跳台

世界杯总冠军。“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只要努力就有回报。”苏

翊鸣对于接下来的比赛，斗志昂扬。

17 岁的拥青拉姆是障碍追逐项目中国队唯一参赛选手。3
年多前才从足球专业跨项成为滑雪运动员，她表示，自己将认真

准备，争取突破自我。2022 年初，女子平行大回转选手宫乃莹

在世界杯上取得第八名的成绩。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她，同样

值得期待。

目前，单板滑雪项目各支队伍已经陆续入住冬奥村，为北京

冬奥会进行最后的冲刺。

中国单板滑雪队—

13人参赛阵容创新高
本报记者 王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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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壶是以队为单位在冰面上进行的一

种投掷性竞赛项目，被喻为“冰上国际象棋”。

在北京冬奥会上，冰壶作为 7 个大项

之一，将进行男子、女子、混合双人 3 个小

项的比赛，每个小项有 10 支队伍参赛。

比赛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进行，自 2
月 2 日开赛至 2 月 20 日结束，进行循环

赛、半决赛、决赛 3 轮比赛。2 月 2 日，北

京冬奥会冰壶混合双人循环赛举行，中国

队亮相“冰立方”对阵瑞士队，这是中国体

育代表团第一支正式踏上北京冬奥会赛

场的队伍。

冬奥会冰壶项目赛场通常设 4 条赛

道 ，赛 道 长 44.5—45.7 米 、宽 4.42 米 —5
米。赛道两端各有一个圆形区域，发球区

一端为本垒，另一端为营垒，由 4 个半径

不同的同心圆组成，形成 3 条不同颜色的

圆环带。赛道上，两端均装有起蹬器，设

有规定投壶队员冰壶出手的前掷线和冰

壶越过则无效的后卫线。冰壶为圆壶状，

直径不超过 30 厘米，重量约 20 千克。

冬奥会冰壶比赛，每队上场 4 人，分

为一至四垒，每局双方交叉投壶 16 次。

运动员不仅要使冰壶准确到达营垒圆心，

同时还要让对方的冰壶远离圆心，以冰壶

距离圆心远近决定得分。一场比赛共 10
局，总分高者获胜。混合双人比赛，每队

由男、女各 1 名运动员组成，共进行 8 局比

赛。每局比赛，每队共投出 5 只冰壶，投

第一壶的队员必须投最后一壶，另一名队

员投第二、三、四壶。打平则进行加赛局。

冰壶起源于苏格兰，1924 年作为表

演项目亮相第一届冬奥会，1998 年长野

冬奥会时，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2003
年，中国女子冰壶队成立。 2010 年温哥

华冬奥会，由周妍、岳清爽、柳荫、王冰玉、

刘金莉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冰壶项目

铜牌。这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获得的首

枚冬奥会奖牌。

整理：史 哲 制图：蔡华伟

“冰上国际象棋”
如何“落子”

右图：2 月 2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

外广场举行，图为第一棒火炬手罗致焕在火炬接力中。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2 月 2 日，中国花样滑冰队双人滑组合隋文静（前）/韩聪在

首都体育馆进行赛前训练。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

赛将在首都体育馆开赛。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冰场花开
本报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李

硕）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混合双人循

环赛 2 日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

率先开赛。中国队范苏圆/凌智在首

轮比赛中以 7∶6 战胜瑞士队，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赢得“开门红”。

当日，8支混双冰壶队在“冰立方”

展开对阵。中国队面对的瑞士队是

2018年平昌冬奥会亚军，实力强劲。

比赛开始，范苏圆/凌智展现了

精准的手感，开局一度以 3∶0 领先。

第六局，瑞士队拿到 3 分，将比分反

超至 5∶4。中国组合并不慌乱，稳扎

稳打，在第八局与对方以 6∶6 战平。

比赛进入加赛局，中国队后手赢得 1
分，最终以 7∶6 战胜对手，取得首胜。

“比赛中有好球也有失误，但我

们自我调整得还可以。在失误后没

有急躁，而是互相鼓励。”凌智赛后

说。范苏圆也坦言，两人做好了充分

的准备，“我们非常有耐心，这种局面

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也模拟过，心

态保持得挺好。”

赛场上竞争激烈，赛场下也有惊

喜。“冰立方”是北京冬奥会首秀的竞

赛场馆，当晚的一场冰面投影灯光秀

让人连连称奇。在开场倒计时后，一

颗“小冰壶”从屏幕上的中式折扇画

境中飘下，穿过梅兰竹菊风景，飘入

莲荷游鱼水塘。“小冰壶”造型一路蜕

变，空中月华流光飘洒水塘，水冰奇

妙转换，形成冰壶赛道。

据介绍，这是冬奥会历史上首

次大规模使用冰面投影技术。冰壶

投影团队结合竞赛项目特点和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融合数字科技，采用

“双屏联动”的设计方式，上演了冬

奥会冰上立体艺术表演。

下图：2月 2日，中国队选手范苏圆

（右）/凌智在冰壶混合双人循环赛中。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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