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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在北京首

钢滑雪大跳台落幕。在中国队的 9 名参赛

选手中，冬奥会冠军苏翊鸣此次成功挑战

高难度动作，夺得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冠

军。刘梦婷首次参加世界杯就跻身决赛，

并获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第七名。年

轻队员纷纷表示，通过与强手过招，积累了

比赛经验，也更加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166
名优秀运动员，赛场上的精彩角逐引发观

赛热潮，带动冰雪运动持续升温。北京冬

奥会后，首钢滑雪大跳台再度举办国际赛

事，在场馆运行、赛事组织等各个方面赢得

各方点赞。

难度升级 稳稳夺冠

将时间拉回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在

首 钢 滑 雪 大 跳 台 ，苏 翊 鸣 以 两 个 完 美 的

1800 度转体动作获得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

金牌。近两年后，再次来到熟悉的场地，苏

翊鸣成功挑战 1980 度转体高难度动作，再

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此次比赛，苏翊鸣以资格赛第一名的

身份晋级决赛。决赛中，选手们纷纷升级

难度，首轮就进入“1800 度比拼”，屡屡刷新

单跳最高分，竞争十分激烈。

决赛第一跳，苏翊鸣选择了在资格赛中

没能完成的反脚内转 1800 度，他的空中动

作 舒 展 流 畅 ，落 地 平 稳 ，拿 到 89 分 ，暂 列

第一。

“这是我一直在挑战的动作，尝试了很

久都没能成功，直到本次世界杯正式比赛

的前一天才顺利完成。决赛第一跳就完成

这个动作，让我后两跳冲击更高难度有了

更多信心。”苏翊鸣赛后说。

次轮竞争更加激烈，日本队选手木俣

椋真做出全场第一个 1980 度转体动作，拿

到 93.50 分，冠军归属增加了几分悬念。

最后一个出场的苏翊鸣稳定发挥，顺

利 完 成 了 正 脚 内 转 1980 度 的 动 作 ，拿 到

95.50 分的全场最高分，也为最终夺冠奠定

了坚实基础。

最后一跳，苏翊鸣以一个简单写意的

前空翻结束了比赛，最终以总分 184.50 分

在“雪飞天”再度夺冠。

“很高兴回到这个熟悉的场地，并且获

得冠军。北京冬奥会后，我的身高、心态都

有了不少变化，但对单板滑雪的热爱始终

不变。”苏翊鸣说。

这是北京冬奥会后苏翊鸣参加的级别

最高的国际比赛。他表示，单板滑雪是一

个具有创造性的项目，未来会将难度和个

人风格相结合，探索更多可能性。“接下来

我最大的目标，是向 2026 年米兰冬奥会发

起冲击。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

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苏翊鸣说。

以赛带练 锻炼队伍

中国队此次共派出 9 名选手参赛，能够

站 上 世 界 杯 赛 场 ，每 名 选 手 都 有 不 小 的

收获。

19 岁的刘梦婷表示，通过比赛，自己

看到了与高水平选手的差距，也有了前进

的动力。“这是我的第一站世界杯，能站在

赛场上，把我想做的动作做出来，已经很

开心。这次比赛是我运动生涯一个新的

开始，之后我会加倍努力。”

没能晋级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的

杨文龙表示，每次参赛都是积累和提高。

他说：“发挥还不够稳定，大赛经验还是比

较少。我很珍惜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期待

下次比赛表现得更好。”

从本次比赛看，挑战高难度动作，追求

创意和个性化风格，成为大跳台项目的发

展趋势之一。

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

集训队领队薛宇认为，单板滑雪项目的竞

争愈发激烈，有更多的年轻选手涌现出来，

动作的难度系数也越来越高。据介绍，目

前世界上已经有两名选手能完成 2160 度转

体动作。除了欧美一些传统强队，日本队

近年来进步很快，在该项目已经形成了一

定的集团优势，本届世界杯有 7 人获得参赛

资格，多人跻身决赛。

“我们正在借鉴世界强队的人才培养

模式和训练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实力。”薛

宇说，队伍接下来还将参加世界杯分站赛，

以赛带练，锻炼队伍，“要努力利用好 2026
年米兰冬奥会前的两个完整赛季，积累大

赛经验、提升竞技水平。”

在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两届

冬奥会该项目冠军、奥地利名将安娜·加塞

尔发挥稳健，以总成绩 174.00 分获得金牌，

澳 大 利 亚 选 手 和 日 本 选 手 分 列 第 二 、第

三位。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竞争同样激烈，

在男子决赛中，美国选手亚历山大·霍尔以

微弱优势夺冠。在女子决赛中，瑞士选手

玛蒂尔德·格雷莫德夺得冠军，英国选手和

意大利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

保障全面 获得好评

虽然气温较低，观众们的观赛热情却

丝毫不减。每当选手做出高难度动作，观

众席上都会响起阵阵喝彩声。

获得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亚军的加

拿大选手爱德华·泰里奥表示，现场热烈的

氛围令他印象深刻。“很高兴能来到中国参

赛，滑雪是我非常喜欢的运动，能够晋级世

界杯决赛，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本届世界杯是首钢滑雪大跳台在北京

冬奥会后迎来的首场国际顶级赛事。为保

障赛事顺利进行，赛事各相关方细抠办赛

及保障细节，筹备工作有条不紊。

据了解，为了保证运动员滑雪的舒适

感，本次世界杯采用了碎冰造雪的方式，通

过碎冰机将一方方冰块碎成雪末，再由推

雪车将雪末推平压实。待赛道铺设完毕，

再向雪面喷水撒盐，形成优质的“冰状雪”，

以此保证每名运动员滑行时的雪况基本相

同。此外，主办方对场地的地面及周边设

施进行了修复和完善，以确保观众拥有良

好的观赛体验。

安娜·加塞尔又一次站上了首钢滑雪

大跳台的赛道。她曾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

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此次又将该项

目的世界杯金牌收入囊中。夺冠后的安娜

难掩激动：“我喜欢中国，每次来中国参赛

都有出色的表现，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世界上最好的大跳台之

一，雪质很棒，有利于运动员做出更完美的

动作。”

“能在这里夺得冠军，真的很酷！”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玛蒂尔德·格雷莫

德说，“这个场地是迄今为止我滑过最好的

场地，在现场我感受到观众的热情，能让更

多人看到我们的比赛，对推广这项运动有

着重要意义。”

国际雪联竞赛主任罗比·莫雷西表示，

很多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和这次世界杯上

取得了好成绩，他们对首钢滑雪大跳台的

设施和服务大加赞赏。“这块场地地理位置

非常好。在这样的场地举办高水平、有影

响的赛事，有助于让更多人了解、参与冰雪

运动。”他说，“这次来北京，我已经看到包

括中国年轻运动员在内的许多优秀年轻选

手崭露头角，期待他们在未来取得更出色

的成绩。”

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

赛出风采 逐梦未来
本报记者 李 洋 季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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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12月 6日电 （记者窦

皓）记者从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碳

中 和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经 核 算 和

评 价 认 证 ，杭 州 亚 运 会 和 亚 残 运 会

共排放温室气体 88.29 万吨，使用绿

电 减 排 温 室 气 体 2.20 万 吨 ，接 受 社

会 捐 赠 碳 抵 消 指 标 109.99 万 吨 ，在

亚 运 会 、亚 残 运 会 历 史 上 首 次 实 现

碳中和。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碳中和工

作实现了多个“首次”：开闭幕式首次

使用“数字烟花”代替“实物烟花”；主

火炬首次使用甲醇作为燃料实现二

氧化碳循环利用；推出首个亚运村低

碳账户；首次发行大型活动碳中和数

字纪念奖牌；首创编制《亚运会绿色

健康建筑设计导则》等规范；首创首

用复杂场景下楼宇数智低碳运行策

略；首次推出大型活动碳中和管理平

台；在亚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

馆绿电供应。

场馆方面，杭州亚运会、亚残运

会 56 个竞赛场馆中，新建场馆仅 12
个且在建设过程中广泛使用新材料、

新技术、新工艺；交通方面，亚运会、

亚残运会接待、接驳、物流等车辆优

先选用新能源车；运营方面，场馆临

时设施和赛事器材优先采用租用、借

用形式或使用可循环利用材料；亚运

村房间的漱口杯、衣架采用可降解的

麦秸秆材质。亚运村累计回收纸质

餐盒和牛奶盒 57 吨、其他低价值废弃

物 92 吨，可制成原生纸 89.34 吨，部分

已制成纸扇作为低碳活动纪念品；亚

运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服装材质采

用可再生材料。

在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的基础

上 ，杭 州 亚 组 委 、亚 残 组 委 发 动 各

地 各 单 位 捐 赠 碳 配 额 、碳 信 用 、碳

普 惠 等 抵 消 亚 运 会 产 生 的 碳 排 放

量 。 47 家 单 位 捐 赠 碳 抵 消 指 标

109.99 万吨，覆盖浙江省内所有 11 个

设区市，省外单位也主动参与，单 位

数量远超国内外同类赛事。优先选

用浙江对口帮扶的中西部地区和省

内 山 区 26 县 的 碳 信 用 、碳 普 惠 等 用 于 亚 运 会 碳 抵 消 ，促 进 区 域

协调发展。

全民参与为重点，促进低碳理念深入人心之外，杭州亚组委还在

亚运合同设置“可持续”章节，举办“绿色亚运 低碳有你”赞助企业

绿色行动，引导亚运特许商品和宣传品设计开发优先采用可再生、可

循环、可降解材料，推动亚运官方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供应商

等将可持续作为企业发展理念，落实绿色办赛理念。比如，通过购票

指南、观众指南、媒体宣传引导绿色观赛，电子票使用率超过 60%。

开展“我为亚运种棵树”活动，1800 余万人次参与、植树 4800 余万株，

建设亚运碳中和林 26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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