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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更衣室环境非常棒，更衣柜设

计人性化，满足我们冰球运动员的赛时需

求。”瑞士女子冰球队运动员多米妮克·吕

格说。

从“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到北京冬奥

会，参赛运动员提起五棵松体育中心的更衣

柜，都不吝赞美之词。小小的更衣柜有什么

独特之处，受到运动员的频频点赞？

冰球是一项集体球类项目，对抗激烈

节奏快，运动员护具厚重繁多。加之球棍

长、运动服和手套需要烘干、冰刀需要经常

打磨修整等因素，更衣室设计和配置要求

较高。

经过升级改造，五棵松体育中心共配

备 10 个专用更衣室、2 个赛时更衣室，供运

动员穿脱护具和局间休息使用。冰球比

赛时，一支球队从进入场馆到完成比赛，他

们的更衣室都是固定不变的。对球员来

说，更衣室就是他们赛时的“家”。

走进更衣室，第一印象是这里很宽敞。

因为冰球运动员普遍身材高大，穿好护具

后，就需要更大的空间。仔细观察，每个更

衣室的更衣柜高度、深度一致，宽度却不尽

相同，有 65厘米、80厘米、100厘米 3种规格，

分别供教练、运动员和守门员使用。

更衣柜的设计格外用心，设计师收集

了运动员的使用反馈意见，对以往的更衣

室设计进行改进。除了储物，更衣柜还集

合了座椅、挂衣等多项功能，使用起来舒适

便捷。更衣柜巧妙增加了软包坐垫和靠背

设计，坐垫高度考虑到冰球运动员的身高

和坐姿习惯，靠背部分利用软包增加倾斜

角度，贴合运动员背部曲线，增加舒适度。

掀开坐垫，下面是宽敞的储物空间。

设计师巧妙地将气压杆和静音垫片融入其

中，可以使坐垫轻缓降落，防止夹伤运动

员。箱体上还有通风孔，潮湿的头盔、护具

放在里面能很快通风干燥。

考虑到冰球运动员洗衣量大的特点，场馆运行团队引进

了 3 吨重的洗衣机。为了给运动员创造良好的参赛体验，每场

比 赛 开 始 前 ，五 棵 松 体 育 中 心 还 用 灯 光 营 造 出 热 烈 的 氛 围

——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刻，音乐响起，18 台专业投影仪、88
台光束灯、84 台切割灯相互配合，在冰面上打造出一个绚丽多

彩的赛场。场馆服务副主任石威说：“我们多想一点，多做一

点，运动员的满意度就会更高一点，希望所有运动员在这里取

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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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晚，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项目比赛结束。意大利选

手妮娜·佐格勒刚度过了 21 岁生日，初次登上冬奥舞台，第十五名的

成绩在高手中并不显眼，但她的姓氏——佐格勒却备受关注。

妮娜的父亲阿明·佐格勒是雪橇项目名将，6 次冬奥之旅，获得 6
枚奖牌。在 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当时 20 岁的阿明·佐格勒

初次参赛，便获得一枚单人雪橇项目的铜牌。在随后的 5 届冬奥会

上，阿明·佐格勒成绩都不错，获得 2 金 1 银 2 铜，其中包括 2002 年盐

湖城冬奥会和 2006 年都灵冬奥会的金牌。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上

获得一枚铜牌之后，40 岁的阿明·佐格勒选择退役。8 年之后，他的

女儿妮娜来到了北京冬奥会赛场。

从事雪橇项目，是妮娜自己的选择。“父亲并没有要求我从事雪

橇运动，他总是鼓励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妮娜说。在父亲潜移默

化的影响下，起初练习田径的妮娜最终选择成为一名雪橇运动员。

起初，父亲在这项运动中的名气，也给妮娜带来了一定压力。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压力已被她巧妙化解。“我从不把他当成奥运

冠军，他只是一位支持自己女儿的父亲。”妮娜说。在生活中，父女俩

很少讨论雪橇的专业问题，但妮娜在训练和比赛中遇到困惑时，父亲

都会凭借丰富的经验悉心解答。“来北京之前，父亲也只是告诉我，享

受比赛已足够。”妮娜说。

这份对雪橇项目的热爱，在佐格勒父女间实现了传承。在雪橇

赛场上，类似的故事并不少。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格鲁吉亚雪

橇选手诺达尔·库马里塔什维利在赛前训练中发生事故。12 年后，

他的堂弟萨巴踏上了北京冬奥会雪橇项目的赛场。本届冬奥会获得

男子单人雪橇冠军的德国选手路德维希，他的父亲曾夺得 1981 年雪

橇世锦赛的银牌。

人们对雪橇项目的热爱，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为 1964 年起便进

入冬奥会的这个项目注入更多的活力。

“雪游龙”见证雪橇赛场传承
本报记者 刘硕阳 人民网记者 郝 帅

2 月 6 日，德国选手路德维希在比赛中准备出发。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跳 台 滑 雪 ，运 动 员 以 滑 雪 板（双

板）为工具，沿人工搭建的跳台飞速

下滑，在起跳点腾空，身体跃入空中

“飞行”，在着陆区着陆。滑行速度、

起跳时机和方向以及选手心理素质，

是决定比赛成绩的主要因素。运动

员装备包括雪板、雪鞋、连接雪鞋和

雪板的固定器、连身服、头盔、手套、

风镜等。

跳台滑雪的比赛场地主要由起滑

门、出发台、助滑坡、起跳点、标准点（K
点）、着陆坡和裁判台构成。跳台有标准

台和大跳台两种，标准台 K点为 95米，大

跳台 K 点是 125 米。K 点是运动员距离

分的评分原点。运动员落地，超过着陆

区 K 点加分，不到 K 点则减分。运动员

每次跳跃的分数由出发门分值、距离分、

飞行姿态分、风力补偿分组成。助滑、起

跳、着陆是比赛的关键部分。

与“大跳台”相关的项目，除了跳

台滑雪大跳台外，还有单板滑雪大跳

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虽然都叫

“大跳台”，但三者各有特色，区别主要

在运动员装备、评分规则、比赛场地等

方面。

运动员装备不同：跳台滑雪和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中，运动员穿双

板；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中，运动员穿

单板。

评分规则不同：跳台滑雪根据运动

员的飞行距离和飞行姿态打分；单板滑

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主要考

量运动员在空中表演空翻、回转、抓板

等动作。

比赛场地不同：北京冬奥会跳台滑

雪比赛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举行；单板

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均在

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

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设 5 个小项，

分为男子个人标准台、个人大跳台、团

体；女子个人标准台；混合团体。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的设计灵感来

自中国传统饰物“如意”，将跳台剖面的

S 形曲线融入“如意”的造型中，实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与冬奥场馆建设完美融

合。“雪如意”的两条赛道分别是大跳台

和标准台，赛道顶端一个圆环直径约

80 米、总高约 40 米的区域，赛后可用于

公众的观光游览。

整理：史 哲 制图：张芳曼

跳台滑雪，飞得远还要飞得美

2 月 12 日晚，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冰舞韵

律舞比赛进行，中国队冰舞组合王诗玥/柳鑫宇

（右）得到 73.41 分、排名第十二位，晋级自由舞

阶段。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肯定会看比赛，给她加油！”2 月 12
日，夺得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

金牌之后，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

手的高亭宇“隔空”为当晚将踏上赛场的赵

丹鼓劲。几个小时后，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见证中国钢架雪车项目的又一突

破，19 岁的中国队选手赵丹带着旗手“搭

档”的鼓励，以 4 分 09 秒 52 的成绩位列女

子钢架雪车项目的第九名。她的队友、另

一名中国队选手黎禹汐以 4 分 10 秒 59 的

成绩获得第十四名。德国选手汉娜·奈泽

获得冠军。

这是中国队选手首次征战冬奥会女子

钢架雪车的赛场，两名选手能进入最后一

轮滑行，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已经展现出中

国钢架雪车项目的进步。

中国雪车、雪橇和钢架雪车国家队均

是在 2015 年左右组建，对于从小练习田径

项目的赵丹和黎禹汐来说，她们接触钢架

雪车的时间更短。2018 年，两人经过跨界

跨项选材成为钢架雪车运动员。

在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比赛的全部 4
次滑行中，赵丹和黎禹汐的最高时速均达

到了 127 公里。2018 年以来，两人的进步

速度很快。2020 年，赵丹夺得了洛桑冬青

奥会的第七名。2021—2022 赛季，赵丹在

洲际杯因斯布鲁克站比赛中夺得冠军，首

次登上了国际赛场的最高领奖台。 23 岁

的黎禹汐练习钢架雪车时间不长，但她成

长得很快。2021 年，她曾在钢架雪车欧洲

杯利勒哈默尔站等多站比赛中夺得冠军。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

体育代表团入场，赵丹和高亭宇共同高举

五星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成为旗手，

赵丹感到非常自豪：“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

的旗手，对我是一种激励，让我感受到身上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 2 月 11 日的前两轮滑行中，赵丹的

成绩分别为第三位和第五位。虽然在 2 月

12 日的后两轮滑行成绩有所下滑，但最终

获得第九名，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至此，北京冬奥会钢架雪车项目的比

赛全部结束，实力强劲的德国队包揽了两

枚金牌。闫文港、赵丹等中国队选手的表

现，也让人们对中国钢架雪车项目的未来

寄予更多期待。

“我希望通过整个队伍的努力，让更多

人了解钢架雪车，有更多运动员加入到我

们的行列中，一起提升中国钢架雪车的实

力！”赵丹说。

右图：2 月 12 日，赵丹在女子钢架雪车

比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首次征战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赛场

向着更好的成绩，加速！
本报记者 刘硕阳 王美华 人民网记者 郝 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