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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见

证了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又

一个梦幻般的美好夜晚。

在 最 后 一 跳 ，用 全 场 最 高 难

度 ，从 最 激 烈 的 竞 争 中 突 出 重

围。2 月 16 日晚，中国队名将齐广

璞 拼 下 一 枚 男 子 空 中 技 巧 金 牌 ，

他 将 难 度 和 稳 定 同 时 发 挥 到 极

致 ，也 将 这 项 运 动 的 魅 力 展 现 得

淋漓尽致。

翻腾时轻逸如飞燕，落地时稳

定似磐石。空中技巧运动仿佛“空

中芭蕾”，力与美的交织，犹如“在钢

丝上奔跑”，每一跳对每名参赛选手

都是考验。

飞 得 更 高 ，站 得 更 稳 。 齐 广

璞 的 精 彩 一 跃 ，将 人 们 的 思 绪 带

回 到 2006 年 都 灵 冬 奥 会 。 那 一

年，在阿尔卑斯山中的跳台上，22
岁 的 韩 晓 鹏 如 同 大 鹏 展 翅 ，夺 得

自 由 式 滑 雪 男 子 空 中 技 巧 金 牌 ，

也成为中国冰雪运动第一个男子

冬奥冠军和第一个雪上项目冬奥

冠军。

作 为 中 国 雪 上 项 目 的“ 开 路

先 锋 ”，空 中 技 巧 队 的 突 破 与 传

承 ，也 是 中 国 冰 雪 运 动 光 荣 与 梦

想 的 一 个 缩 影 。 在 这 支 队 伍 中 ，

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都是第四

次参加冬奥会。对冬奥梦想的执

着，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为国争光

的情怀，让他们坚持到了今天。混合团体比赛赢得一枚

银 牌 ，女 子 和 男 子 双 双 夺 得 金 牌 ，是 对 他 们 多 年 拼 搏 最

好的褒奖。

为徐梦桃和齐广璞赛场圆梦感动喝彩，也为奋斗拼搏

的贾宗洋送上掌声和敬意。不要忘记，他们的队友孔凡钰、

邵琪、孙佳旭、王心迪，每个人都怀抱着同样的目标拼尽全

力，每个人都是这支队伍走向胜利不可或缺的一员。胸前

挂起金牌是胜利，用拼搏展现中国运动员的风采也是胜

利 。 无 论 是 否 站 上 领 奖 台 ，写 下 奋 斗 故 事 ，就 已 是 金 色

人生。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正在书写中国冰雪运动全

新的奋斗故事。随着齐广璞拿下这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

团已经在雪上项目中收获 4 枚金牌，“冰强雪弱”的局面已

有改观。在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突破与传承中，中国冰雪

运动正在展开更高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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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张家口 2月 16日电 （记者范佳元）16 日，北京冬

奥会冬季两项女子 4× 6 公里接力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举行，由唐佳琳、褚源蒙、丁雨欢、孟繁棋组成的中国队获得

第十二名，这也是中国女子冬季两项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

最后一场比赛。

北京冬奥会前，中国队曾在世界杯比赛中拿到该项目

的第九名。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在本场比赛担任第一棒的

唐佳琳表示：“我们很想取得突破，虽然有难度，但我们一直

向着目标努力。”

唐佳琳在射击环节上发挥稳健，本场比赛第一次射

击 过 后 ，她 一 度 将 中 国 队 的 名 次 提 升 至 第 八 位 。“在‘家

门口’比赛，刚开始我是有压力的，但后来越比越放松，周

围 的 一 切 让 我 很 安 心 。”唐 佳 琳 赛 后 说 。 随 着 比 赛 的 结

束，唐佳琳表示自己已有退役的计划，“这应该是我最后

一届冬奥会了，经过这一次锻炼，相信中国冬季两项运动

未来可期。”

褚源蒙、丁雨欢、孟繁棋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褚源

蒙和孟繁棋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是队中的主力队员。在

本场比赛中，褚源蒙 10 射 9 中，仅使用一发备用弹，孟繁棋

10 发 10 中。

“经过这么多场比赛，我们对如何提高滑雪技术有了更

多思考。”褚源蒙表示，通过参加北京冬奥会，自己加深了对

冬季两项的认识。

在孟繁棋看来，参加本次冬奥会最大的收获是明确了

未来的努力方向。“我们看到了自己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在 4 年后为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取得

更好的成绩作出贡献。”孟繁棋说。

年仅 18 岁的丁雨欢从事冬季两项运动已有 4 年多，她

也是队中年纪最小的队员。丁雨欢在赛后说，虽然比赛中

自己有时很紧张，但对这项运动越来越喜欢。

完成参赛任务，意味着新的开始。“接力棒已经交到我

们手里了，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更多人

喜欢冬季两项运动。”褚源蒙说。

在4×6公里接力中获第十二名

冬季两项女队完成参赛任务

本报北京 2 月 16 日电 （记者李洋、陈晨

曦、季芳、李硕）16 日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后的

第十二个比赛日，各赛场共产生 8 枚金牌。齐

广璞夺得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中国

体育代表团本届冬奥会获得的奖牌数量也被

改写为 7 金 4 银 2 铜共 13 枚奖牌。

自由式滑雪项目当日产生两枚金牌。在

男子空中技巧比赛中，齐广璞为中国体育代表

团赢得本届冬奥会第七枚金牌。这是继 2006
年都灵冬奥会韩晓鹏摘金后，中国空中技巧队

再次夺得男子个人金牌。在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中，美国队选手亚历山大·霍尔和尼古

拉斯·戈珀包揽金、银牌，27 岁的瑞典队名将

耶斯佩尔·谢德获得铜牌。

短道速滑项目在首都体育馆迎来最后一

个比赛日。在男子 5000 米接力决赛中，加拿

大队夺得金牌，韩国队、意大利队分别获得银

牌和铜牌，中国队位列第五。女子 1500 米半

决赛中，韩国队名将崔玟桢刷新奥运会纪录，

在决赛中又夺得金牌。意大利队名将丰塔纳

获得银牌。荷兰队名将舒尔廷获得铜牌。韩

雨桐是晋级 A 组决赛的唯一一位中国队选手，

最终位列第七。

冬季两项女子 4× 6 公里接力比赛在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举行，瑞典队夺得金牌。由唐佳

琳、褚源蒙、丁雨欢、孟繁棋组成的中国队最终

以第十二名的成绩完赛。

高山滑雪男子回转比赛在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进行。法国队选手克莱芒·诺埃尔以 1 分

44 秒 09 的总成绩夺得金牌，此前拿到全能冠

军的奥地利队名将施特罗尔茨获得了银牌，挪

威队选手索莱沃格收获铜牌。

越野滑雪项目当日决出两枚金牌，挪威队

获得男子团体短距离（传统技术）项目金牌，成

绩为 19 分 22 秒 99，芬兰队和俄罗斯奥委会队

分获银牌、铜牌。女子团体短距离（传统技术）

项目金牌被德国队获得，完赛成绩为 22 分 09
秒 85，银牌和铜牌分别被瑞典队和俄罗斯奥

委会队获得。中国队参加了这两个项目的半

决赛。男子半决赛中，由王强和尚金财组成的

中国队滑出了 20 分 12 秒 4，排名小组第七，无

缘决赛。由池春雪和李馨组成的中国队以 23
分 43 秒 93 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五名止步女子半

决赛。

开幕后第十二个比赛日

各赛场共产生八枚金牌

2 月 16 日，中国队选手韩雨桐（中）在短

道速滑女子 1500 米决赛中。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拼了！”决赛最后一跳，齐广璞背水一

战，拿出了当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选

手的最高难度动作。129.00 分！倒数第四

个出场的他暂列第一。

在终点处，齐广璞抱着滑雪板等待后出

场选手的成绩。此刻的每一秒似乎都是煎

熬：第四次征战冬奥会，能否登上最高领奖

台，即将揭晓。

103.00、111.50、114.93——最后出场的

3 名选手的得分无一超过他——这枚自由

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属于中国队选手

齐广璞！

伴随着人群中瞬间爆发的欢呼声，齐广

璞高举五星红旗，在场内奔跑，尽情呐喊。

继 2006 年都灵冬奥会韩晓鹏摘金之后，中

国队再次夺得该项目冠军。空中技巧队 16
年的接续奋斗，终于迎来这一欢庆时刻。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对获得第七名

的齐广璞来说，还是“经历大世面的一种突

破和鞭策”。回国后，他努力提升技术难度，

在之后的世界大赛中崭露头角。2014 年索

契冬奥会，齐广璞带着“世界第一难度”动作

亮相，但因失误得到第四名。 2018 年平昌

冬奥会，还是没能如愿取得佳绩……多年

来，集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等成绩于一身的

齐广璞，渴望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实现

梦想。

参加北京冬奥会，齐广璞的目标只有一

个：登上最高领奖台。在年轻选手居多的自

由式滑雪项目中，31 岁的齐广璞表现出顽

强的拼劲。岁月的积淀，更为他锤炼了面对

压力时的良好心态。“经历越多的失败和挫

折，爬起来的决心就会越大。”齐广璞说，只

要肯坚持，赛场不会辜负努力。

决赛最后一轮的争夺可谓惊心动魄。

在一跳定胜负的赛制下，6 名选手有 5 人都

采用了难度系数为 5.0 的男子比赛最高难度

动作，奖牌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这个动作需

要在空中翻腾 3 周同时转体 5 周，由于难度

过高，近一年内齐广璞只练习过不到 10 次，

成功率不到一半。“他们的决心也激励了我，

最后关头，拼了！”带着必胜的信念，齐广璞

向最高难度动作发起挑战，最终出色完成。

对空中技巧项目而言，动作难度、临场

应变、心理调节和比赛运气等多方面因素，

都可能会影响比赛的最终结果。作为冬奥

赛场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之一，具备争冠的实

力并不意味着就能夺得冠军。齐广璞最后

一跳的完美发挥，背后所凝结的，是他在训

练中的不懈努力。“把曾经的遗憾化作前进

的 动 力 ，踏 实 练 好 每 一 天 ，成 功 就 水 到 渠

成。”齐广璞说。

自 1998 年长野冬奥会首次夺得奖牌至

今，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已经获得了

14 枚奖牌，展现了在该项目上的整体优势。

当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在女子和男

子个人项目中分别摘得一金，在混合团体比

赛中收获一枚银牌。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齐广璞夺冠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图①：2 月 16 日，齐广璞在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决赛中稳稳落地。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②：2 月 16 日，齐广璞在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决赛后庆祝。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图③：2 月 16 日，贾宗洋在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决赛第一轮比赛中。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中国队已在自由式

滑雪项目中夺得 5 枚奖牌，其中 3 枚奖牌来自

空中技巧，1 枚来自大跳台。从观感来说，两

个项目都是踩着双板从跳台起飞，空中翻腾再

落地——两者有什么区别？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

项目，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则在 1994 年正

式加入冬奥会。两者的首要区别体现在运动

场地的不同。北京冬奥会上，空中技巧的场地

设在云顶滑雪公园，而大跳台赛事则在首钢滑

雪大跳台进行。两个项目的场地不能混用，空

中技巧的助滑坡相较于大跳台更为陡峭。坡

度的巨大差异意味着，空中技巧运动员的腾空

高度更高，他们一般会比大跳台运动员完成更

多的空翻动作，而大跳台运动员主要完成转体

动作。

此外，两者的评分机制也不同。空中技巧

运动员的得分由 3 部分组成，通常起跳分数占

20%、空中动作分数占 50%、着陆分数占 30%，3
部分的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动作得

分。大跳台比赛则不设置具体的难度系数和

打分细则，鼓励运动员展示新的技巧和动作，

看重运动员跳跃的高度和距离，裁判根据整体

印象直接打出整体分。

整理：陶相安 梁晓健 徐艺芠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和大跳台有哪些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