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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尔滨 9月 4日电 （记者郭晓龙）第四届中国

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日前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落幕。本届

大会共设置 7 项赛事，包括中国汽车漂移锦标赛、中国摩

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中国青少年

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等。

全部赛事均在大庆市赛车小镇举行。目前，大庆赛

车小镇已建成汽车漂移、直线竞速、摩托车特技表演等

11 条赛道，具备优良的办赛基础。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落幕

本报北京 9月 4日电 （记者王亮）第十二届环鄱阳

湖国际自行车赛日前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开赛，吸引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约 150 名选手参赛。

赛事共设置上饶三清山、鹰潭龙虎山、萍乡武功山、

新余仙女湖等 11个赛段，赛程超 1000公里，覆盖江西 11个

设区市，将于 12 日在赣州市安远县落幕。

本次赛事由国际自行车联盟授权，江西省人民政府

主办，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江西省体育局等承办。

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开赛

本版责编：巩育华 高 佶 王 博

版式设计：蔡华伟

在前不久举办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射

击运动员刘宇坤夺得男子 50 米步枪三姿项目

金牌。除了高超的水平，他的“战袍”也引起很

多人的关注。

射击运动员穿着的服装被称为“皮服”，由

特制的帆布和牛皮等材料制成。巴黎奥运会

上，刘宇坤所穿的“皮服”，由北京服装学院科

研团队量身打造，这也是中国队运动员首次穿

着国产射击服参加奥运会，打破了国外品牌在

该行业的垄断。

“射击服不好做，其中藏着很多学问。”北

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王晓春副教

授介绍，之前国家射击队的“皮服”主要从韩

国、德国和印度等国家进口。为解决这一难

题，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的 支 持 下 ，北 京 服 装 学 院 于

2022 年起集中开展自主研发。

与一般服装追求柔软、轻便和舒适不同，

竞技比赛射击服注重对运动员姿势的保持和

支撑，这就要求面料必须具备足够的硬度。然

而，过高的硬度不利于运动员进行姿势转换，

尤其是射击三姿项目中的跪式和卧式。如何

在硬度和柔韧度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如何

让射击服“刚柔并济”？这是令不少专家挠头

的关键技术难题。

采用什么样的纤维、纱线、组织结构？如

何开发功能助剂？……涉及高分子材料、纺

织工程与轻化工程等多个领域，一系列技术难

题交织出现。

为应对重重挑战，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

与工程学院组建了跨学科科研团队。经过夜

以继日的努力，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了“皮服”面

料主材料、耐磨防滑橡胶片、特选皮料及各种

辅料等。

国际射联对射击服面料有严格的指标限

定，要求在厚度≤2.5 毫米的条件下，硬度≥
3.0 毫米。无论服装哪一项指标不合格，运动

员都无法参赛。为了达到国际射联标准，科研

团队开展了无数次实验，联合企业进行产业化

开发。最终，研发出具有高硬度、高缓弹、慢响

应特征的射击服面料，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版型也是制作“皮服”的关键技术之一。

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赵欲晓教

授负责版型设计研究，她介绍：团队使用专业

设备测试、收集运动员在射击比赛中的动作姿

态等数据，获得运动员体表形态变化规律，并

在此基础上研发符合运动员技术特点的“三

维+运动”动态版型。

“皮服”的版型非常强调个性化，除了关注

每名运动员身体、技术动作的差异外，还要考

虑运动员的心理感受。“以射击裤为例，有的运

动员喜欢裤腿长度刚好到鞋面；有的则喜欢更

长的裤腿，脚口上面形成褶皱贴在小腿上，增

加支撑感。”赵欲晓说。

制成之后，“皮服”与运动员之间会有一段

适应期，使得人、枪、衣融为一体，找到最佳发

挥状态。在此过程中，科研团队会进行跟踪测

评，不断调整完善。“不同于直接从国外购置

‘皮服’，自主研发更能匹配中国运动员的特

点，有助于提高成绩。”赵欲晓表示。

随着技术不断完善和迭代，北京服装学院

科研团队研发的“皮服”先后在第三十一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23 年射击世界杯总

决赛、2024 年射击世界杯阿塞拜疆巴库站等

国际赛事中助力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此外，祥云、海水江崖等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也被体现在射击服上，彰显了文化自信。

射击服国产化的过程，是科技创新与产业

发展的有机结合，推动高水平竞技运动装备自

主研发，以及新材料技术科技创新。国产化后

的射击服价格有望更加亲民，从而降低射击运

动的参与门槛。

北京服装学院科研团队攻克关键技术难题—

射击服如何“刚柔并济”？
本报记者 潘俊强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体育强国，

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立自强。”

近年来，科技力量在体育里的角色

愈发凸显。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融入体

育用品的设计、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前沿科技在赛事转播、场馆运营、运动

训练中的应用日益普遍；云赛事、虚拟运

动则培育了体育新业态，丰富了全民健

身场景……本版今起开设“体育里的科

技范儿”栏目，关注体育领域的科技创新

故事。

■体坛观澜R

■体育里的科技范儿R

“这枚金牌不仅属于我，更凝聚了团队的

力量”，邹莉娟为中国残奥田径队拿下队史第

200 金；“我们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冯彦

可夺得轮椅击剑男子佩剑 B 级金牌后和对手

相互致意……巴黎残奥会赛程过半，中国体育

代表团以出色的竞技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赢

得多方称赞，生动诠释了“勇气、决心、激励、平

等”的残奥价值观。

截至当地时间 9 月 4 日 16 时，中国体育代

表团共获得 56 金 41 银 23 铜，继续领跑金牌榜

和奖牌榜。奖牌和荣耀背后，是运动员们顽强

拼搏、超越自我的身影，也离不开团队的共同

努力。暖心细节汇聚成股股暖流，流淌在人们

的心间。

超越胜负
“虽然是对手，但我们总

尽可能互相帮助”

羽毛球女子双打 WH1—WH2 级决赛，中

国队组合刘禹彤/尹梦璐以 2∶0 战胜对手。夺

冠后，两名 00 后小将紧紧相拥，共同庆祝。

这场比赛赢得并不容易，刘禹彤/尹梦璐

几度比分落后，但凭借默契的配合，她们最终

一分一分拼出了胜利。

东京残奥会上，同样的项目、同样的对手，

刘禹彤/尹梦璐苦战 3 局，遗憾告负。随后几

年，她们并肩作战，不断打磨技术、锤炼心态，

终于在巴黎奥运会赢得金牌。

“我们比 3 年前更自信从容，也更默契。

失误时，我俩相互加油鼓劲；多拍对攻时，彼此

也能及时支援。”刘禹彤说。“这 3 年，我们付出

了很多努力，也战胜了许多困难，这次夺冠太

令人激动了！”尹梦璐说。

在赛场上，残奥运动员们既是队友和对

手 ，也 是 传 播“ 精 神 寓 于 运 动 ”残 奥 理 念 的

使者。

田径女子 200 米 T36 级决赛，该项目两届

残奥会冠军、中国队选手史逸婷和该项目世界

纪录保持者、新西兰队选手丹妮尔，为观众呈

现了一场精彩的比拼。起跑后没多久，两人就

将其他选手远远甩在身后。最终，史逸婷以

27 秒 50 的成绩刷新残奥会纪录并夺得金牌，

丹妮尔以微弱差距摘得银牌。

比赛结束后，两位姑娘拥抱致意。“丹妮

尔 近 两 年 成 绩 提 升 很 快 ，后 半 程 拼 得 很 猛 。

我想赢必须竭尽全力。”史逸婷感慨，“没想到

我这次能跑这么快，是强大的对手成就了更

好的我。”

中国队选手周鹏赛前训练时意外受伤，但

他还是坚持站上田径男子 100 米 T38 级决赛

赛场。赛前周鹏用绷带包扎腿部时，站在他身

旁的伊拉克队选手和美国队选手主动为他提

供帮助，这一暖心场景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虽然是对手，但我们总尽可能互相帮助，这也

是残奥会的魅力。”周鹏说。

彼此成就
“我百分百信任他，是他

让我跑出精彩人生”

在伊夫林省圣康坦自行车馆，每当有中国

队选手在场内竞逐，总能在场边看到教练李鹏

的身影。他一只手掐着秒表，另一只手用力挥

舞，大声呐喊为运动员加油。

“我会告诉队员每圈用时，也会提醒他们

调整身体姿势，把风阻降到最低，把速度提得

更快。”李鹏说，从教练组到队医、器材维修师，

团队上下拧成一股绳，为了共同的目标全力

以赴。

和李鹏一样，很多教练为残疾人体育奉献

着自己的汗水和心血。羽毛球队教练张先明

从 2001 年开始执教残疾人运动员，见证了中

国队在该项目上由弱到强；田径队教练孙宝权

针对不同队员的特点因材施教，“给孩子们多

一点机会和耐心，他们会给你带来惊喜”；巩秀

红退休后开始担任轮椅击剑队教练，她总说队

员们激励着自己，“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也

充满了朝气。”

残奥会赛场上，一幕幕场景令人感动。

通过一根引导绳，视障运动员何珊珊和领

跑员游俊杰在赛场上并肩而战、全力冲刺，最

终夺得田径女子 1500 米 T11 级银牌。

领跑员是视障运动员的“眼睛”。经过长

期磨合，何珊珊和游俊杰已经配合得十分默

契。“我百分百信任他，是他让我跑出精彩人

生。”何珊珊说。而游俊杰也从何珊珊身上学

到很多，“她直面困难、勇敢向前的精神令人

敬佩。”

盲人足球是五人制项目。作为赛时队伍

里唯一视力健全的运动员，守门员身兼多职。

除了守好球门，还要在防守时向队友发出声音

提示，进球后将场上的队友集结起来，退场时

走在队伍最前面，让队友搭着自己的肩膀排成

一列离开。

“赛场上，我站在队伍最后，做大家的后

盾；赛场外，我站在队伍最前，保障大家的安

全。”中国盲人足球队守门员吴利民说，“我们

是队友，也是家人。”

携手前行
“残奥会就像一个大家庭，

把人们凝聚在一起”

残奥会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起展示风采、

追逐梦想的平台，也成为人们了解残疾人潜

能、凝聚奋进力量的良好契机。

每逢大型赛事，交换徽章都是人们喜爱的

环节，巴黎残奥会也不例外。在残奥村，中国

队举重运动员谭玉娇向记者展示了交换到的

徽章。一枚枚徽章设计精美，充满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特色元素。“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熊猫徽

章、龙年特别款徽章很受欢迎，大家争着要交

换。”谭玉娇说，通过小小的徽章，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在异国他乡参赛，遇到困难怎么办？埃塞

俄比亚体育代表团的第一反应是找“中国朋

友”。日前，埃塞俄比亚体育代表团盲人运动

员的眼罩和垫片用完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收

到求助信息后，很快就把物资送了过来。埃塞

俄比亚体育代表团一名工作人员说：“感谢中

国朋友的热情帮助。”

活跃在各个赛场的中国志愿者，也是巴黎

残奥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周到的服务、温暖

的笑容赢得好评。留学生章心桐主要负责残

奥村轮椅击剑训练馆的服务保障，“每一名运

动员身上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我努力为

他们做好服务。”志愿者张心迪在主媒体中心

为各国记者提供汉语、英语、法语的翻译服务，

“残 奥 会 就 像 一 个 大 家 庭 ，把 人 们 凝 聚 在 一

起。”张心迪说。

近日，“美丽工坊 绽放巴黎”中国残疾

妇 女 文 创 作 品 展 在 巴 黎 举 行 ，300 余 件 精 美

的作品展现了中国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的风采。“残奥运动员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得荣

誉，我们也要在各自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成

就 精 彩 人 生 。”中 国 残 疾 妇 女 代 表 唐 占 鑫

表示。

中国体育代表团生动诠释“勇气、决心、激励、平等”

残奥会上的暖心场景
本报记者 李 洋

核心阅读

巴黎残奥会赛程过半，截至
当地时间9月4日16时，中国体育
代表团共获得56金 41银 23铜。
一项项优异成绩令人钦佩，一幕
幕暖心场景令人感动。中国体
育代表团自强不息、团结协作、
热情友好，不仅展现了竞技水
平，更诠释了残奥价值观。

本报北京 9月 4日电 （记者李硕）当地时间 9月 3日，

在 2024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 1/4 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帅

与法国选手梅拉德诺维奇配合默契，以 7∶6（2）、6∶4 战胜

对手，闯入女双四强。在女单 1/4 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

文以 1∶6、2∶6 负于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无缘女单

四强。

张帅在 2021 年美网曾与澳大利亚选手斯托瑟合作，

夺得美网女双冠军。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

双打四强，也是她第六次闯入大满贯双打四强。张帅/梅
拉德诺维奇将在半决赛对阵西尼亚科娃/汤森德。

郑钦文去年在美网闯入女单八强，但在 1/4 决赛中

以 1∶6、4∶6 负于萨巴伦卡。今年澳网，郑钦文首次闯入

大满贯女单决赛，再次面对萨巴伦卡还是以 3∶6、2∶6 告

负，获得亚军。

本场比赛，郑钦文发球状态不佳，一发成功率只有

44%，被对手拿到 8 个破发点，并破掉了 4 个发球局。赛

后郑钦文坦言自己感觉有些疲惫，很遗憾在关键分上没

能把握住机会。“下一次我会心态更轻松，努力打出更多

回合球。”郑钦文表示，“我会继续前进。”

结束了本赛季 4 个大满贯赛事的征程，郑钦文将在

WTA（国际女子职业网联）巡回赛赛场继续拼搏，争取

WTA 年终总决赛参赛资格。

美国网球公开赛

张帅组合晋级女双四强
郑钦文无缘女单四强

■聚焦残奥会R

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年轻

运动员表现优异，130名获得奖

牌的运动员中，00 后有 62 人、

05 后有 12 人。赛场上他们敢

闯敢拼、挑战自我，赛场下他们

充满个性、率真大方，展现了中

国青年一代自信乐观、热情友

好的阳光气质。

从自由式小轮车夺得中国

队该项目奥运首金，到游泳项

目多次取得突破；从孙颖莎在

巴黎奥运会闭幕式上担任亚洲

运动员代表，到何冰娇手持西

班牙奥委会徽章向因伤退赛的

对手致敬……中国年轻运动员

在 赛 场 内 外 所 展 现 的 拼 搏 精

神、青春风采令人骄傲。

带 动 青 少 年 体 育 蓬 勃 发

展，奥运冠军的榜样作用不可

忽视。通过举办奥运冠军进校

园、进社区等活动，青少年与奥

运冠军近距离接触，聆听他们

的动人故事，感受他们的拼搏

精神。梦想的种子播撒在更多

青少年心里，中国体育将激发

更多新生力量。

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水

平不断提升，体育人才持续涌

现。这离不开我国良好的群众体育基础，以及对加强

青少年体育的重视。无论是具备优势的传统项目、取

得突破的基础大项，还是展露潜力的新兴项目，一大批

年轻运动员脱颖而出。

如今，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日渐丰富。久久为功，

不仅青少年体质不断增强，热爱体育运动的良好氛围

也越来越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不断

增强，体育人才的多元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助力他们成

长成才。

少年强则国强。一代又一代青年接续奋斗，必将

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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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种子播
撒在更多青少年心
里，中国体育将激
发更多新生力量

奥运冠军刘宇坤身着“皮服”。

新华社记者 张 帆摄

②②

①①

图①：当地时间 8 月 29 日，在巴黎残奥

会场地自行车男子 C1 级 3000 米个人追逐

赛后，李樟煜（左）与教练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摄

图②：当地时间 9 月 3 日，刘翠青（右）

和领跑员陈圣明在巴黎残奥会田径女子

100 米 T11 级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图③：当地时间 9 月 2 日，巴黎残奥会

羽毛球女子单打 SL3级比赛中，肖祖贤（左）

帮助摔倒的对手。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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