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李洋、暨佩娟）7 日，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在首钢滑雪

大 跳 台 进 行 。 3 轮 比 赛 过 后 ，中 国 队 选 手 谷 爱 凌 以

161.25 分排名第五，成功晋级决赛。

首轮比赛，谷爱凌做出一套左侧偏轴转体 1080 度

动作，动作飘逸，落点极佳，获得 89 分。受到大风天气

影响，她在第二轮比赛完成右侧偏轴转体 900 度动作

时速度不够，导致滑雪板掉落，出现失误。

最后一轮比赛，为了确保晋级，谷爱凌没有挑战原

计划的右侧偏轴转体 1260 度动作，而是再次尝试右侧

偏轴转体 900 度动作。谷爱凌说：“第三跳确实有一些

压力，但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并不难，而且教练调整了滑

雪板，确保它们不会再掉下来。”最终，她轻松完成动作

并锁定决赛席位。

另一名中国队选手杨硕瑞赛前受伤，最终排在第

二十位，遗憾无缘决赛。

作为北京冬奥会新增小项之一，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视觉冲击力极强，备受年轻人喜爱。“这对我自己、对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

刻。我也希望能借此机会激励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尤其是青少年。”谷爱凌说。

2 月 8 日上午，谷爱凌将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向奖牌

发起冲击，“我这几天训练状态很好，决赛会冲击更高

难度的动作。”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谷爱凌晋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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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迎来 18 岁生日的苏翊鸣，为中国冰雪运动创

造了新的历史。

2 月 7 日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初出茅庐的苏翊鸣，拿出全场最高难度，拼下

一枚弥足珍贵的银牌。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苏翊鸣一鸣惊人的背

后，是年复一年的刻苦训练，以及对这项运动执着的热

爱。“专注于比赛，专注于自己的动作，不去纠结能拿到

什么名次。”首次登上冬奥赛场，小伙子的表现和心态

都颇有大将风度。他的出色发挥，也为这个项目的发

展做了一次积极推广，让更多人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感受到 00 后中国队选手的志气和拼劲。

本届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的数量创

下纪录。其中大部分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比例接

近 75%。越来越多新生力量的加入，夯实着中国冰雪

运动的基础，也打开了未来更广阔的前行之路。

新人一飞冲天，令人欣喜。另一方面，奥运赛场处处

是顶级较量，经受挫折的砥砺，更是家常便饭。在强手如

林的竞争中，这也是年轻选手成长不可或缺的经历。

在 2月 7日进行的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比赛中，17
岁的何金博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选手，

完成了个人最高难度动作。虽然无缘决赛，但这样高水

平的历练，对他今后的成长无疑大有裨益。女子大跳台

比赛在同一块场地进行，18岁的杨硕瑞在赛前试跳时意

外受伤，经过处理后，她坚强地走进正式比赛的出发区。

尽管成绩并不理想，但从摔倒中站起、再度出发并完赛，

这样的经历，也会成为她运动生涯中的宝贵财富。

从胜利中收获更多自信，从挫折中汲取成长的养

分。竞技体育的起起伏伏，考验着每位选手向上攀登

的勇气和意志。他们的赛场故事，是对奥林匹克精神

最好的诠释。对欣赏比赛的观众来说，从中感悟的，也

不仅仅是胜与负的结果。

为胜利者喝彩，为失利者鼓劲，给年轻选手的成长

多一些包容。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奥林匹克的光彩，

也更为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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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成长的养分

“到终点线时，我还在争。每场比赛都很艰难，

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拼到最后。”在拼下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冠军后，中国短道速滑队选

手任子威如是说。

2 月 7 日晚，首都体育馆，欢呼声久久回响。任

子威和队友李文龙、武大靖从一场场激烈的较量中

突围，最终任子威、李文龙获得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冠、亚军，武大靖获得第四名。中国队在该项目获

得首枚冬奥会金牌。中国短道速滑队，又一次捍卫

荣誉，创造了历史。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20 岁的任子威首次登上

冬奥赛场，当时到冬奥村的紧张和对比赛的期待，他

至今记得。最终带着一枚男子 5000 米接力银牌回

到北京，他暗下决心，4 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上要实现

“金色的梦想”。

本届冬奥会，在个人项目斩获金牌，任子威感触

颇多：“这 4 年真的很难，从来没想过我会经历这么

难的 4 年。真的要感谢教练，感谢我身边的人。”

过去 4 年，任子威在团队的支持下扛住了伤病

的困扰，扛住了疫情带来的改变。本赛季的世界杯

赛，阔别国际赛场许久的他重新亮相，就凭借 3 枚单

项金牌，被评价为中国队“发挥最稳定的选手之一”。

每一次出场，任子威都会认真对待，从中总结经

验、提高自己。“去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同样被吹了重

赛，当时我放弃了，也失去了晋级 A 组决赛的资格。

这次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任子威说。即使场上竞

争 激 烈 ，不 断 有 干 扰 袭 来 ，他 依 然 会 坚 定 地 做 好

自己。

7 日晚的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比赛，激烈程度

超乎想象。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任子威和队友每

场比赛都拼尽全力。1/4 决赛，他从起跑就抢到了

领滑的位置，并牢牢控制住滑行路线，将优势保持到

了最后一个弯道。在与韩国队名将黄大宪的直接

“对话”中，他敢打敢拼，决不放弃。

“4 年前参加冬奥会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为

国争光的含义，尤其是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为国而战，是压在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任

子威说。队伍的训练，他从不缺席，无论是“小队员”

时期，还是成为国家队主力后，在队友和教练眼中，

任子威一直是最努力的那个。

这已经是任子威在本届冬奥会收获的第二枚金

牌。在武大靖眼中，这位训练中的“拼命三郎”也终

于实现心愿。

在混采区，任子威将感谢送给两位队友：“短道

速滑赛场千变万化，没有团队的支持，我拿不到这个

冠军。”

虽然已有两金在手，此时的任子威还顾不上开

心。“赛程非常紧，要好好调整心态，准备后面的比

赛。”他说，“中国短道速滑队不会让大家失望。”

2 月 7 日，首都体育馆，中国队选手任子威在夺

得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冠军后欢呼。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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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范佳元）7 日，北京冬奥会冬

季两项女子 15 公里个人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德国

选手丹尼丝·赫尔曼获得冠军。中国队满额参赛，4 名选手登

场亮相。褚源蒙、孟繁棋、唐佳琳、丁雨欢分别获得第三十五、

四十七、五十九、八十一名。

冬季两项是一项颇有历史的雪上竞赛项目，起源于北欧，

自 1960 年成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挪威队一直是这个

赛场的佼佼者。截至 2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已经结束

了两个项目的比赛，挪威队均有奖牌入账，取得了一金一铜的

成绩。

冬季两项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个运动项目结合在一起，

在耗费大量体力完成越野滑雪的间歇，还要在高心率下集中

精神瞄准射击，如此反复，整个赛程用时少者为胜。用运动员

的话来说：“滑雪是基础，射击是关键。”

在 7 日进行的冬季两项女子 15 公里个人比赛中，前八

名 的 选 手 中 ，只 有 挪 威 选 手 雷 塞 兰 出 现 两 次 脱 靶 ，其 他 选

手都控制在一次，这让雷塞兰的总用时在实际滑行时间上

又 被 加 罚 2 分 钟 。 其 实 ，丹 尼 丝·赫 尔 曼 的 夺 冠 成 绩 为 44
分 12 秒 7，雷塞兰的最后用时也只慢了 15.3 秒，真可以说是

“一枪定胜负”。

“第一轮射击就出现脱靶，这让我有些紧张，但是我只

能 努 力 平 复 情 绪 。”世 界 杯 系 列 赛 中 多 次 夺 冠 的 雷 塞 兰 知

道 每 错 失 一 枪 就 意 味 着 什 么 ：“最 后 一 轮 我 也 出 现 了 脱 靶

的 情 况 ，那 一 瞬 间 我 有 些 失 望 ，但 最 后 能 拿 到 铜 牌 还 是 很

高兴。”

射击环节给冬季两项比赛带来了起伏和悬念，但这并

不意味着越野滑雪环节就不重要。冬季两项选手的耐力和

呼吸调整能力不仅影响射击命中率，而且直接决定滑雪行

进速度。在 5 日进行的 4× 6 公里混合接力的比赛中，挪威队

最后一棒约翰内斯·廷内斯·伯厄凭借最后 3 公里的出色滑

行，在距离终点 200 米左右实现反超，以 0.9 秒的微弱优势夺

得冠军。

挪威作为冰雪运动传统强国，该国代表团在冬奥会历史

上获得奖牌和金牌数量最多。挪威名将比约达伦在冬奥会上

拿到过 8 枚金牌，退役后受邀执教中国冬季两项国家集训

队。在谈到有什么制胜诀窍时，比约达伦表示，热爱就是最大

的动力，“中国冬季两项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现在需要的是更

多的时间。”

冬季两项女子15公里个人比赛

中国队满额参赛

22月月 77日冬奥会金牌榜日冬奥会金牌榜

李 雪编制（新华社发）

2 月 7 日，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中国队选手唐佳琳在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