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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但这次冬奥会的经历非常宝贵，对我

们的未来是一种鼓励，也让我们对下一届冬奥会充满期待。”凌

智的眼神中有不舍，更有坚定。

2 月 7 日，在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项目最后一轮循环赛中，

中国队组合范苏圆/凌智在 6∶1 领先的局面下，连续出现失误，

最终以 6∶8 负于捷克队，无缘晋级四强，以 2 胜 7 负的成绩结束

了两人的首次冬奥之旅。“心态还是有波动，出现了失误。”赛后

范苏圆难掩自责。凌智拍了拍她的肩，鼓励说：“我们竭尽全力

了，虽然没能晋级，但收获了很多。”

“见过、打过、失误过，才能做得更好。”两名年轻的中国选手

在面对多支世界强队时，比出了风格，展现了风采。“我们其实也

给这些强队带来了压力，好几场比赛比分都特别接近，欠缺的主

要还是大赛经验。”凌智坦言，两人会好好总结，也会把这些收获

分享给队友们。

中国队的外籍教练兰塔迈基表示，范苏圆和凌智在技术上

已经非常完美了，但这毕竟是两人搭档后的首场国际大赛。“一

次比赛不可能让他们学到所有，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还需

经历更多高水平的对抗。”

冰壶混双项目是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新增项目，比赛紧张

刺激、观赏性很强。本届冬奥会，范苏圆和凌智的表现“圈粉”无

数，赛后，两人不断招手，感谢观众的支持。范苏圆和凌智希望

通过比赛，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冰壶运动。

挥手走下赛场，25 岁的范苏圆和 27 岁的凌智已经规划好提

升的方向，“技战术的选择、心态的稳定、最后一投的质量，都需

要改进。”在冰壶这项需要时间累积和经验积淀的运动中，两人

已将眼光投向下一个 4 年。“下一届冬奥会，他们一定会成为更

出色的组合。”兰塔迈基对两人的未来充满信心。

冰壶混双中国队无缘四强

收获经验 期待成长
本报记者 李 硕

身着青绿色服装，王诗玥/柳鑫宇将浓浓的“中国风”带上了

冬奥赛场。

在花样滑冰团体赛冰舞自由舞比赛，他们将一曲《功夫钢

琴》演绎得行云流水，中间还特别设计穿插了一些中国功夫的动

作，最终拿到了 107.18 分，排名第四。

“冬奥会，像梦一样的舞台。我们这身衣服的设计，就是想

表达在山河间驰骋的感觉。”王诗玥说，“比赛服设计灵感源自中

国山水画，男伴是‘山’、女伴是‘水’，利用国画的色彩，绘上中国

古典纹样，取青山绿水的含义。”

他们近两年参加国际赛事较少，在短节目比赛，刚踏上冰场

的两人还有些紧张。“太享受这种比赛的感觉了！这次比赛会更

加激励我们。”紧张的情绪随后被激动和开心所代替，他们的发

挥越来越出色。

自己的比赛结束后，两人又当起了拉拉队员。花样滑冰团

体赛，各支参赛队都在场边布置了助威方阵。除了上场参赛，队

员们也会在现场为队友加油鼓劲。

“福”字、中国结、红灯笼，中国队的加油场地里充满了节日

的喜庆氛围。北京冬奥会恰逢春节，队伍便将浓浓的年味带到

了冬奥赛场。队伍中有人挥动着国旗，有人举着“中国加油”的

字样，还有人举着“福”字和布老虎……“大家都非常活跃，让参

加冬奥会的感觉更特别。”柳鑫宇说。

此前与王诗玥/柳鑫宇一起在加拿大训练的很多外国选手

也来到了北京参赛。两人特意买了很多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纪念

品送给这些朋友。同住冬奥村，两人还推介起中国美食。柳鑫

宇说，冬奥村里的烤鸭、饺子都特别受欢迎，“能在中国举办冬奥

会，我们很开心，也很自豪。”

“太享受这种比赛的感觉了”
本报记者 季 芳

1 分 56 秒 93，顺 利 完 赛 ！

2 月 7 日 下 午 ，以 第 三 十 六 名

的成绩结束自己在北京冬奥

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项目比

赛之后，中国队选手徐铭甫收

到一份珍贵的礼物，国际奥委

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送给他一

块印有自己签名的手表，以示

鼓励。 24 岁的徐铭甫成为首

位在冬奥会滑降项目中完赛

的中国队运动员。

作 为 冬 奥 会 最 具 传 统 和

吸引力的项目之一，高山滑雪

是“勇敢者的运动”。“第一次

站在滑降项目起点时，内心非

常紧张。”徐铭甫回忆自己最

初接触这项运动时说。“游走

于紧张和兴奋之间”，获得本

场 比 赛 第 五 名 的 挪 威 名 将 亚

历山大·奥莫特·基尔德如此

描述参加滑降项目的感受。

国 家 高 山 滑 雪 中 心 的 滑

降赛道全长 3152 米，起点处海

拔高度为 2179 米，起终点海拔

落差 894 米，选手滑行时最快

时速可达 140 公里。对滑降比

赛的运动员来说，沿着这条赛

道 在 不 到 两 分 钟 的 时 间 里 飞

驰而下，并非易事。意大利名

将、2014 年索契冬奥会银牌得

主 因 内 尔 霍 费 尔 和 中 国 选 手

张 洋 铭 等 6 名 选 手 未 能 完 成

比赛。

“以 100 多 公 里 的 时 速 从

山上冲下来，最主要的影响之

一就是耳鸣。”徐铭甫说，“不

到两分钟的时间里，我在赛道

上进行多次跳跃和转弯，对于

身 体 和 腿 部 是 一 大 考 验 。 越

到后面腿就会越软越酸，落地

的时候得努力控制住身体。”

最终，男子滑降项目金牌

由瑞士选手贝亚特·弗兹以 1
分 42 秒 69 的成绩摘得，法国选手约翰·克拉雷以 0.1 秒之差获

得亚军。本届冬奥会上，41 岁的老将克拉雷收获了 4 届冬奥

之旅的第一枚奖牌。北京冬奥会是中国选手在冬奥会滑降

项目中的首秀，徐铭甫说：“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相信未

来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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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暨佩

娟）在 7 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北京冬

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

会体育总监基特·麦康奈尔表示，中国

为 冬 季 运 动 在 全 球 推 广 带 来 深 远

影响。

麦康奈尔在发布会上表示，北京

冬奥会的场馆非常出色，不仅承担了

赛事举办，也将成为奥运遗产，持续推

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我们从测试

赛就感觉到竞赛场地非常优秀，赛场

上的运行也非常出色。运动员以及国

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训练场馆和比赛

场馆的反馈都是非常棒、非常好。”麦

康奈尔表示，有了场馆硬件设施，以及

相关技术力量的加强、场馆运行团队

的保障，中国为冬季运动在全球推广

带来深远影响。

麦康奈尔说：“中国已有 3 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看到本国运动员参与这些

运动项目，他们一定会受到激励。”麦康

奈尔认为，冬奥会带来的影响，不只体

现在有形的场馆，更体现在带给人的感

受，以及冬季运动未来长时间的发展。

他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有传统强项，

在本届冬奥会上又参加了一些新项目，

希望这个趋势能持续下去。

发布会上，对于北京冬奥会是否

将创造一系列纪录的问题，麦康奈尔

回应，运动员专注比赛，在竞赛过程

中不断提升自我，这是一个持续发生

的变化。“我们对所有运动员出色的

表现表示热烈祝贺，这对他们个人来

说是能力的证明和体现，对整个赛事

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麦康

奈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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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全场第一个空中转体 1800 度动作

后 ，苏 翊 鸣 高 举 双 手 ，迎 接 全 场 观 众 的 欢

呼。滑入终点区，苏翊鸣难以抑制激动的情

绪，兴奋地躺倒在雪地，纵情呐喊。经过短

暂的等待，现场大屏幕打出 88.70 分，这是全

场第二的高分，观众席再次沸腾。凭借这一

滑，全场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苏翊鸣首次参

加冬奥会便收获一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

碍技巧银牌，这是中国单板滑雪首枚冬奥会

男子项目奖牌。

2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

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

园举行。资格赛排名第一闯进决赛的精彩

表现，让苏翊鸣备受期待。第一轮滑行，他

拿下 78.38 分，暂列第四。面对对手的优异

表 现 ，他 选 择 升 级 难 度 ，第 二 轮 直 接 拿 出

1440 度接 1620 度接 1800 度的动作组合。苏

翊鸣赛后说，这套动作组合此前从未在正式

比赛中展示，1800 度的难度更是全场最高。

对于这场期待已久的冬奥会决赛，苏翊

鸣做足了准备。第二轮的这套动作组合在

平时的训练中已经过无数次的锤炼和打磨，

每一个动作编排和技术要点都牢记在心。

苏翊鸣透露，训练强度最大的一周，自己用

坏了 4 块雪板。赛后发布会上，他和自己的

教练佐藤康弘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受到

疫情影响，苏翊鸣与教练曾经长达一年半无

法见面，当时的沟通只能在线上进行。“为了

这场比赛，我们克服了很大困难，也尽了最

大努力。”佐藤康弘说。

本场比赛，两名加拿大选手马克斯·帕

罗特和马克·麦克莫里斯分别获得金牌和铜

牌。帕罗特在第二轮中强势拿到 90.96 分并

最终夺冠。麦克莫里斯则在第三轮中拿到

88.53 分，连续第三次在冬奥会上拿到奖牌。

赛后，身披国旗、手握“冰墩墩”的苏翊

鸣一脸幸福：“如果没有我的祖国，我拿不了

今天的成绩。如果没有我的父母第一次带

我尝试滑雪，可能今天我不会站在冬奥会的

领奖台上。我特别要感谢所有支持我、关心

我、为我加油的人，这个成绩是我们大家一

起完成的！”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

目与大跳台项目共用一个选手名额，此后苏

翊鸣将前往北京赛区，参加 14 日在首钢大跳

台开始的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

图①：2月 7日，苏翊鸣在奖牌颁发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图②：2 月 7 日，苏翊鸣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吴 壮摄

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苏翊鸣勇夺一枚银牌
本报记者 王 亮 孙龙飞 乔 栋

图为 2 月 7 日，中国队运动员徐

铭甫在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高山滑雪起源于阿尔卑斯地区，

在越野滑雪基础上逐步形成，1936 年

起，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中国队

于 1980 年首次参加冬奥会时，便参加

了高山滑雪项目部分比赛。

高山滑雪是一项速度与技巧结

合的滑雪运动。运动员从山上向山

下，沿着旗门设定的赛道快速滑下。

运动员装备包括：滑雪头盔、滑雪镜、

滑雪服、滑雪手套、滑雪杖、滑雪鞋、

滑雪板、连接滑雪鞋与滑雪板的固定

器等。

高山滑雪的雪道为冰状雪，赛道

设在高耸的雪山陡坡上。不同项目雪

道不同：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

转 4 个单项，其场地高度差、长度、宽

度、旗门间的距离，依次降低，旗门密

度依次增加。滑降比赛场地的垂直落

差最大，滑降场地落差一般是回转场

地落差的 5 倍。

比赛时，运动员在滑下来的同时

必须穿越设置在滑行路线上的一系

列旗门，如果错过一个，需要回去重

新穿越错过的旗门，否则将失去比赛

资格。

赛制上，在 11 个小项中，除了混

合团体赛外，都采用单人出发，以完成

滑行时间决定名次，用时少者列前。

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比赛只滑一次，回

转、大回转比赛滑两次。全能比赛，第

一轮进行滑降比赛，第二轮进行回转

比赛，两项成绩进行合算得出排名。

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设 11
个小项，分别为：男子、女子项目滑

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全能

项目比赛，还有混合团体项目。比赛

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 11
枚金牌。

整理：史 哲 制图：张芳曼

高山滑雪，速度与技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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