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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冰雪荟

2 月 6 日，距离平昌冬奥会开幕还
有 3天时间，平昌冬奥组委会主席李熙
范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冬奥会各项准备
工作已就绪。此举标志着平昌冬奥会
已经进入“读秒”阶段。

此前，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已成立，82名中国健儿将参加平昌冬奥
会 5个大项、12个分项、55个小项的比
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短道速滑、花
样滑冰、冰壶等 14支运动队，82名运动
员中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各 41人，男运
动员 36人，女运动员 46人。

与上届索契冬奥会相比，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扩大参赛项目上实现了较
大突破，参赛项目为历届冬奥会最
多。我国首次在 1个大项、2个分项、
10个小项上获得参赛资格。1个大项即
雪车；2个分项即雪车、钢架雪车；10
个小项即速度滑冰男子集体出发、速
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混合冰壶、自
由式滑雪男子 U型场地技巧、自由式
滑雪女子 U型场地技巧、单板滑雪女
子平行大回转、跳台滑雪女子标准
台、男子四人雪车、男子双人雪车、
男子钢架雪车。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此前的历届冬
奥会上共获得过 12枚金牌，集中在短道
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和速度滑
冰 4 个分项上，其中短道速滑占了 9
金。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前的“中
考”，平昌冬奥会的战绩将成为 4年后的
风向标。然而，中国军团在平昌的形势
并不乐观，冲金点主要集中在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
三个传统优势项目上。

短道速滑

中国军团期待“虎口拔牙”

短道速滑无疑是最受国人瞩目的
冬奥项目之一。作为中国冬奥项目的

“王牌之师”，本届冬奥会上，由索契冬
奥会银牌得主武大靖、范可新以及两届
奥运冠军周洋领衔的中国短道速滑队
依然被寄予厚望。

据国外某数据网站对平昌冬奥会
的预测，中国队可能在男子 500米、男子
5000 米接力和女子 500 米三个项目上
问鼎。但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队优势
并不明显。在本赛季的短道速滑世界
杯系列赛上，中国队表现平平，仅由武
大靖夺下三金，而劲敌韩国队则表现抢
眼。作为平昌冬奥会东道主，韩国人对
短道项目寄予厚望，再加上欧美高手环
伺，本届冬奥会的短道速滑比赛充满了
变数。若想在宿敌韩国队和欧洲列强
的“围剿”中寻找到获胜的良机，中国队
必须拿出虎口拔牙的气势。

纵观当前世界短道速滑的格局，较
之上个奥运周期有了很大变化。欧美
强势崛起，俄罗斯队整体水平明显上
升，荷兰、意大利、英国以及北美的美
国、加拿大队都实力强劲。东道主韩国
队在女子项目上优势明显，在男子项目
上也有较强的实力但并无绝对把握，再
加上短道项目偶然性较大，赛场风云变
幻，哪支队伍能够成为最终赢家将是最
大悬念。

空中技巧

12年后能否“金”梦重温？

从 1998年长野冬奥会开始，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就一直是中国军团
在冬奥会上稳定的奖牌争夺点。20年
之后的平昌冬奥会，中国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队的徐梦桃、贾宗洋、齐广璞，都
有望在平昌争金夺银。

作为中国女子空中技巧的领军者，
徐梦桃已经拿遍了各项国际赛事的冠
军，她的运动生涯只差一枚冬奥会金
牌，平昌将是她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角

逐。本赛季她克服伤病，蝉联了世界杯
总决赛冠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本赛季
世界杯鹿谷站的比赛中，她时隔 8年再
次做出了 4.025难度的向后翻腾三周转
体 1080度的动作，一举拿下了 114.21的
高分。随着冬奥会的来临，她的状态也
调整到了最佳。

中国男子空中技巧队也是人才济
济。作为 2014年索契冬奥会铜牌得主，
贾宗洋在索契冬奥会后因为伤病陷入
低迷，随着平昌冬奥会的临近，他重新
找回了状态。在 2017 年 12 月进行的世
界杯崇礼站的比赛中，贾宗洋几次出场
都完美落地，一举夺得三个冠军。此外，
曾被誉为“世界难度第一人”的齐广璞
近期状态也不错。有分析认为，中国男
队在平昌再夺金牌的可能性甚至比女
队还要大。

花样滑冰

双人和男单有望双双突破

花样滑冰一直是中国军团在冬奥
会上的重要夺金点，本届冬奥会，2017
年世锦赛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和素
有“四周跳小王子”之称的金博洋将领
衔出征。

在花样滑冰上，中国队的争金点
仍然是传统强项双人滑，冲金希望最
大的是世锦赛冠军组合隋文静/韩
聪。从本赛季表现来看，隋文静/韩聪
总体发挥不错，但他们的最大短板是
没有参加过冬奥会，心理上要经受比
较大的考验。

2月 15 日农历大年三十，隋文静/
韩聪将向冬奥会金牌发起冲击。他们
能否继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申雪/赵宏
博后，为中国花样滑冰夺得第二枚金
牌，将是此次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
最大的看点之一。

男单方面，金博洋已连续获得两枚

世锦赛的男单铜牌，并在刚刚结束的四
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上以超过 300分的
突破性成绩夺得个人职业生涯首冠，他
将力争为中国队拿到一枚奖牌。

此外，速度滑冰和冰壶项目与上届
冬奥会相比，整体实力有所下降，在本
赛季的世界杯赛中，索契冬奥会速滑女
子 1000米冠军张虹因为膝伤困扰状态
平平，但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运动梦
想。单板滑雪 U型场地队经过两届冬
奥会的磨砺，已经具备了更强的整体实
力，有望在平昌实现奖牌的突破。女子
方面，两位世锦赛冠军刘佳宇和蔡雪桐
都具备了站上冬奥会领奖台的能力和
水平。男子方面，张义威也有机会冲击
前三。他们最终成绩究竟如何？还要
看临场发挥。

应当看到，中国军团目前的 5个冬
奥奖牌分项只占到冬奥会 15个分项的
三分之一。2015 年北京申冬奥成功之
后，中国冰雪运动走上了“恶补短板”的
快车道，到 2017 年 5月，平昌冬奥会的
102 个小项全部建成国家队，跨出了
2022年力争全面参赛的第一步。

短短几年，通过加大投入、科学训
练、请进来走出去和跨界跨项选材等措
施，一些项目在低起点或零起点上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
自由式滑雪 U型场地、女子跳台滑雪、
雪车等项目第一次进军冬奥会。

雪车项目的突破则是跨项选材的
成果，即将出现在平昌冬奥会赛道上的
中国“车手”几年前还都是田径等项目
的运动员。

平昌冬奥会，中国观众将能在更多
的赛场上看到中国选手的身影。或许
他们很难取得靠前的名次，但他们已经
用拼搏告诉世界“我来了”，也为 4年之
后的北京冬奥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平昌冬奥会开始“读秒”
中国军团冲金还靠“三板斧”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制图：王锡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