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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项目“元气大伤”

众所周知，短道速滑项目是中国冰雪军团最具杀伤力的“利器”之一。在上一届
温哥华冬奥会中，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5金中有4金都是来自该项目。可如今，随着王
濛的伤退，短道速滑项目的竞争力大打折扣，也使这一利器黯然失色。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除王濛之外的其他几位优秀选手的实力。不过，从上届冬奥会
中一人独揽3块金牌的表现来看，王濛之于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是不言而喻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了王濛这位“开路先锋”，中国军团在女子500米短道速滑项
目上统治力已“荡然无存”。虽然有范可新——这位两夺世锦赛冠军的小将，继续捍卫
女子军团在该项目上的“主权”，但其首次参加冬奥会，且状态和优势并不突出的短板仍
不免让人“揪心”。而另一位名将刘秋宏由于竞技状态不佳和个人能力下滑等原因
也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此外，女子3000米接力、1500米和1000米等项目也都
会受到“无王濛”的牵连，丧失夺金点。

女子项目夺金前景的不乐观，无疑给实力偏弱的男队更大压力。
从赛季表现来看，男队冲金希望不大。但如果发挥稳定，拿一块奖
牌应该比较现实。

冲金项目“压力山大”

在丧失短道速滑这一夺金利器之后，中国军团只得寄
希望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项目。与短道速滑项目“女
强男弱”有所不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夺金任
务则显得相对“平衡”和轻松一些。不过，随着局势的
突变，这一项目的夺金压力也是骤增。

虽然齐广璞、贾宗洋、刘忠庆等男选手的个人实

力在该项目上称得上雄厚，具有冲金的实力，但面对诸强争霸的冬奥会，他们
的优势并不突出。因此，夺冠把握不大。

相比之下，女子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冲金胜算则要略高一筹。主力徐梦桃在
去年所有比赛中近乎全胜，表现抢眼。但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她的状态出
现起伏，在近两站的比赛中，表现不尽如人意，令人担忧。但她表示会尽快调
整好状态，为了索契冬奥倾尽全力。另一位夺金热门李妮娜为了圆梦奥运选择
复出，值得期待。不过，从她的技术风格和特点来看，动作难度系数不高将成为
制约其冲金的最大障碍。

此外，如今的赛制也“今非昔比”。单跳决胜负的赛制在大大增加比赛悬念
的同时，也给中国军团夺金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其他项目“生死未卜”

同样有太多不确定性的项目还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等项目。虽然够
不着“夺金利器”的影子，但不得不承认这些项目在补强夺金台面、增加奖牌数
量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就目前实力来看，这些项目在索契也将
面临“生死未卜”的尴尬。

曾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女子速度滑冰500米季军的王北星，势必将再次向速
滑500米冠军发起冲击。但韩国选手李相花、德国名将沃尔夫将成为其夺冠路上的

“拦路虎”。而于静在整个赛季也表现平平，夺冠前景堪忧；随着申雪/赵宏博的退
役、张昊更换搭档，中国花样滑冰的重担全压在了庞清/佟健的肩上。而年龄的增
长、伤病的困扰也必然会影响到这对组合的发挥；女子冰壶队神勇不复当年，男子
冰壶队扛起大旗。从近一个赛季的表现来看，男子冰壶的表现可圈可点，冬奥会表
现值得期待，但尚存在体力、经验等方面的“先天不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增加的女子跳台滑雪项目对于中国军团而言将是一个全
新的挑战。

奖牌数量“回归体育”

前不久，一家世界权威的体育数据公司曾对中国运动员可能在索
契冬奥会上取得的奖牌总数做出预测。预测结果认为“中国运动员

将赢得4块金牌，位列金牌榜第9位”。根据这个奖牌榜，中国队
可以获得4金4银4铜。一时间，关于中国军团究竟能在索契获

得几枚金牌和几块奖牌的预测铺天盖地。
但是，王濛的意外受伤，使得之前种种预测结果又发生

了戏剧性的变化。很显然，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国军团在
索契冬奥会上的表现应该不会有太多亮点，外界更不应
“急功近利”。

诚然，金牌是衡量一个国家竞技运动水平的重要标
准，但并非唯一。前不久在意大利特伦蒂诺举行的世界
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中国军团就曾发出“让体育回归本
真”的呼吁，淡化金牌、回归体育已是大势所趋。从这个
角度出发，或许就不该把奖牌数量看得如此之重了。

距离索契冬奥会开幕仅有15天的时间，我
国冬奥军团已经蓄势待发。冬季运动在银装素
裹下往往带有童话般唯美的色彩，但是中国冰
雪运动的整体发展并不唯美。在夏季奥运会上
已经攀上巅峰的中国体育，却在冬奥会上成绩
一般，冬季竞技运动整体发展相对落后，亟待
提速。

冰雪发展历艰难

早在上个世纪，一些冰雪运动如滑雪、滑
冰、冰球等项目在欧美国家逐渐得到普及和发
展。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在法国夏蒙尼举办，
让冬季运动第一次走向全世界人民的眼中。现
今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地区冰雪运动已经被认为
是一种时尚的运动项目。

中国 1980 年开始参加冬奥会，但直到
2002年2月16日，中国选手杨扬在盐湖城第十
九届冬季奥运会中夺得女子500米和1000米两
项短道速滑第一名，才为中国选手在冬奥会实
现金牌零的突破。这是中国冬季运动发展的里
程碑，也是中国冬季运动向世界迈出的重要一
步。

自中国参加冬奥会以来，共获得 44 块奖
牌。从奖牌的分布来看，短道速滑和空中技巧
是我国金牌的主要来源。短道速滑共计7金10
银 7铜，自由式滑雪 1金 3银 2铜，花样滑冰 1
金2银4铜，速度滑冰3银3铜，冰壶1铜。而
其他冬奥项目成绩则显得有点“可怜”。

北冰南下困难多

中国冬季运动发展较弱的原因，很大程度
是因为开展得不普及，群众基础不广。冰雪项

目受天气、场地限制

太大。我国北方地区在发展这个项目上略显优
势，相对而言我国南方地区就有点“勉为其
难”了。在我国东北地区，冰雪运动早已进入
了中学考试课程。虽然中国冬季运动主管部门
曾经推广“北冰南展，北雪南移”，但这并不
能改变南北差距的现状，东北三省仍是我国冰
雪项目的“主力军”，占有70%。

黑龙江省冬季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胡武说，在北冰南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人才培养、选拔更多有天赋的
运动员、扩大群众参与度，而不是仅限于黑
龙江、吉林两个冰雪省份，这是中国冬季项
目长足发展的关键。

限制冰雪运动发展的因素还有参与冰雪运
动的价格过高。比如冰球运动，一套护具就近
万元，一双冰鞋 2000 多元，一支球杆 1000 多
元，开销“实在太大”。

借力冬奥求发展

日前，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季
奥运会，这为中国冬季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新的契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事业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潮。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稳坐世界
第一集团。然而，冬季运动仍是短板，人们期
望中国体育不仅要在夏季奥运会上登上颠峰，
更要在冬季奥运会上“一挽狂澜”。

国际奥委会委员、前短道速滑奥运冠军杨
扬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个人感觉参与申奥就
是迈出第一步，对冬季运动的发展是很好的契
机。我们国家可以持续在奥运的氛围下让世界
更多地了解我们，同时也在申奥过程中不断完
善自己，这些都是很好的发展过程，不能单单

看结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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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濛在训练中意外受伤、无法出征索
契冬奥会的消息着实令人唏嘘不已。人们
在慨叹竞技体育残酷性的同时，也为“出
师未捷身先死”的王濛无缘成就个人冬奥
会“三连霸”伟业感到无比惋惜。更重要
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对于即将开
赴俄罗斯的中国冰雪军团而言，无疑是一
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比赛仍要继续。在痛失王濛这
员猛将的情况下，中国军团注定将在本届
索契冬奥会上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原
本极具夺金实力的短道速滑项目前景开始
变得“扑朔迷离”；其他一些有望冲金的项
目则不得不充当起“临时救火员”的角
色；恰逢中国马年，谁是中国“黑马”，让
我们拭目以待。

四年一度的冬奥会，在寒冷的冬季总会给
人增添几分体育热度。从1924年，第1届冬奥
会在法国夏蒙尼顺利举行，如今历经90年。沧
桑巨变的这场冬季体育竞技，仍然激发着各国
冬运健儿的比赛热情。本届索契冬奥会的奖
牌之争，仍将空前激烈。

东道主借势冲顶？

作为本次冬奥会的东道主，俄罗斯代表团
必定铆足了劲儿冲击奖牌榜。他们曾在都灵
冬奥会上揽获8枚金牌、22枚奖牌，位居金牌榜
第四。然而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却以 3枚金牌、
15枚奖牌，下滑至第 11名。虽然成绩起伏大，
但俄罗斯在冬季两项、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
雪等冬季项目上的优势仍是不容小觑。

对于冬奥会在俄罗斯自家院内举行，是否
有助于俄国家队发挥出最好水平，俄罗斯奥委
会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表示：“俄罗斯运动员
正在认真训练，并会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我
相信，在自己国家参赛并有观众的支持，俄罗
斯国家队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老劲旅蓄势待发

德国、美国、加拿大、挪威作为世界冬奥会
上的第一集团，历来夺金点多，奖牌分布广，占
据过金牌榜首位。德国实力最强，在近三届冬
奥会中，他们共获金牌 33枚，其中冰橇、雪橇、
冬季两项就收获了21枚金牌，占金牌数63.6%。

美国虽然金牌少于德国队，但奖牌总数第
一，其奖牌主要分布在冰上项目和雪上的技巧
类项目。加拿大在上届冬奥会上以东道主的
优势首次领衔金牌榜，其14枚金牌分别来自于
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自由式
滑雪、单板滑雪、俯式冰橇、冰壶 8个项目。挪
威作为北欧

国家的代表，与德国、美国、加拿大同为第一集
团，在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冰球等一些历史
长、影响大的冬奥会基础项目上具有很强优
势。

可见，第一集团在实力上并无太大差距，甚
至今后还有可能轮番坐庄。在国际赛场上，“雪
重冰轻”是其基本特征，雪上项目占奖牌总数的
2/3，即“得雪上者得天下”。在第一集团中，德国
获得的94枚奖牌中，83%的奖牌来自于雪上项
目，而挪威获得的金牌几乎全部来自于雪上项
目。由此可见，德国和挪威在此次索契冬奥会雪
上项目尤其是金牌大户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和冬
季两项上仍会保持其优势。

新诸侯方兴未艾

在第二集团中，欧洲诸强如法国、瑞士、奥
地利、荷兰等仍是冬奥会的传统强队。虽然中
韩两队进步神速，但呈现出冰强雪弱的特点。

对于中国队而言，虽然在温哥华冬奥会上
以5枚金牌位居第七，但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
的形势不容乐观。依照中国队优势项目近两年
的表现，“虎口拔牙”实在太难。面临竞争对手更
强的备战力度，以及重点夺金项目短道速滑选手
王濛受伤，中国索契冬奥势必举步维艰。

作为中国的“老冤家”、也是冬奥会新生强
国的韩国代表团，从第16届冬奥会开始，均有金
牌入账，但这些金牌均来自于他们的传统强项短
道速滑。在上届温哥华冬奥会上韩国金牌数与
2006年都灵冬奥会持平，但金牌分布面扩大到
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3大项。夺金面
的扩大也使其抵抗中国、加拿大等对手冲击的能
力增强。多年厉兵秣马，如今韩国、日本和中国
军团已成为冬奥会奖牌榜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冬季体育有待提速
许若楚

诸强争霸空前激烈
尤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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