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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注定是“刀尖”上的比拼。今天

是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最后一个比赛

日，要决出男子 5000 米接力比赛和女子

1500 米比赛两枚金牌。

在今晚，我们不仅要看最后两枚短

道速滑的金牌花落谁家，还要看哪支短

道速滑代表队能笑傲群雄。

男 子 5000 米 接 力 决 赛 率 先 打 响 。

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孙龙代表中国

队出战。排在第五道出发的中国队，在

比赛枪响之后，一直非常有耐心地在队

伍后面跟滑。在滑了十多圈之后，中国

队开始超越，排在第四位。之后，武大

靖再次实现超越，抢到了第三的位置。

可惜的是，在比赛还剩 11 圈时，中国选

手孙龙意外失去平衡，摔出了赛道。最

终，中国队名列第五。加拿大队、韩国

队和意大利队分获金银铜牌。

今晚出战女子 1500 米比赛的我国

选手韩雨桐、张雨婷和张楚桐，都顺利

进入了半决赛。在第一组的半决赛中，

张楚桐与众多世界名将比拼略显稚嫩，

无缘决赛。在第三组的半决赛中，韩雨

桐和张雨婷与世界纪录保持者、韩国选

手崔玟桢等名将同场竞技。比赛开始

后，张雨婷在前面领滑，韩雨桐在最后

跟滑。还剩最后一圈时，在后面跟滑的

韩国选手崔玟桢突然发力，抢到了第一

的位置，韩雨桐紧随其后，也跃居到第

二的位置。最后冲刺，崔玟桢以打破冬

奥会纪录的成绩名列第一，韩雨桐则以

一个刀尖的差距位列第二，顺利进入最

后的决赛。

在决赛中，孤军奋战的韩雨桐跟着崔

玟桢滑完3圈之后，突然发力，滑到了最前

面。但是，韩雨桐在众多世界顶尖高手面

前，很难持续保持领跑位置，很快被崔玟

桢和意大利选手丰塔纳、荷兰选手舒尔廷

等名将超越。最终，崔玟桢、丰塔纳、舒尔

廷分获金银铜牌。至此，本届冬奥会短道

速滑结束了全部的比赛。

在短道速滑揭幕战中，有着“王牌

之师”之称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夺得了

混合团体接力赛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迎

来“开门红”。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比

赛 一 共 有 9 个 比 赛 项 目 ，产 生 9 枚 金

牌。中国队和韩国队、荷兰队各获得 2

枚金牌，意大利队、加拿大队和匈牙利

队各获得 1 枚金牌。

在既往的冬奥会参赛史上，中国短

道速滑队一共贡献了 10 枚金牌，是中国

代表团中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队。在本

届冬奥会上，武大靖、范可新等老将，传

承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优良传统，发挥

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任子威、曲春雨等中

生代选手，敢打敢拼，堪当大任；李文龙、

张楚桐等年轻选手，在比赛中表现出了

应有的锐气，积累了经验，获得了成长。

武大靖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在最后一场比赛中，都憋着一口气

去冲，可惜的是年轻选手出现了意外。

中国女队年轻的小将们在赛后表示，希

望能在 4 年后的冬奥会上，再为国争光，

争创佳绩。

凡 是 过 往 ，皆 为 序 章 。 相 信 经 过

大 赛 磨 砺 的 中 国 短 道 速 滑 队,在 下 届

冬奥会上，还是“你永远可以相信”的

那支队伍。

（本报北京2月 16日电）

志当存高远 来者犹可追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站在空旷的“冰丝带”冰场上，

荷兰选手努伊斯在夺得速度滑冰男

子 1500 米金牌、并打破这个项目的

冬奥会纪录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

长的话：胜利就是用来争取的，纪录

就是用来打破的。

就是在这个目前世界“最快的

冰”之上，几乎每一个比赛日，都有

赛会纪录被刷新。冬奥会纪录不断

被打破、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主要功

劳肯定是在参赛运动员身上。同

时，他们脚下的冰也功不可没。

为了打造世界上“最快的冰”，国

家速滑馆放弃了传统制冷方法，创新

性地采用了更环保的二氧化碳跨临

界直冷制冰技术，成为全球首个采用

该技术的冬奥速滑场馆。场馆冰面

温差可控制在0.5摄氏度以内。

很 多 速 滑 运 动 员 在 比 赛 结 束

后，都称赞国家速滑馆的冰特别“丝

滑”。要做到“丝滑”，就要让比赛的

冰面温差小、冰面平整、硬度均匀。

为了让国家速滑馆 1.2 万平方米的

冰面很“丝滑”，技术人员下了不少

的功夫。技术团队在赛前就利用许

多先进技术，在有关国际专家的指

导下，严格按照国际滑联制定的有

关比赛标准，对比赛冰面的平整度

和场馆风速、湿度等一系列因素进

行了科学的管控；比赛期间，工作人

员还要根据赛程规则，不停地检测

冰的厚度和平整度，对比赛冰面进

行细致修复，以保证比赛冰面始终

处在良好状态，符合国际滑联有关

标准和要求。

我国选手高亭宇在打破冬奥会

纪录并夺得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冠

军后，幽默地说：“在‘冰丝带’这么

好的场地，不破一个奥运会纪录，你

好意思拿冠军吗？”

与国家速滑馆一样，短道速滑

比 赛 场 地 首 都 体 育 馆 的 冰 也 不

“慢”。在 11 日的这一天，荷兰选手

舒尔廷以 1 分 26 秒 514 的成绩，打

破了短道速滑女子 1000 米的世界

纪录。

首都体育馆的冰足够快，同时，

她还有一双明亮锐利的“眼睛”。

在冬奥会历史上，短道速滑是

一个比较年轻的比赛项目。它与

速度滑冰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有

身体接触，比的不仅仅是速度，还

有合乎比赛规则的各种战术。于

是，我们看到短道速滑常常是一波

三折、险象环生。有时比赛结束，

结果却并不明朗，需要裁判较长时

间的审议。

由 于 短 道 速 滑 比 赛 的 速 度 太

快、过程太激烈，赛场裁判的眼睛经

常是不够用的，也难免出现漏判和

误判。为了使得比赛更加公平公

正，和网球、羽毛球、排球赛事中一

样作用的“鹰眼”就登上了短道速滑

的赛场。

在短道速滑的赛场边，我们能

看到一圈摄像头——这就是本届冬

奥会特意设置的摄影系统，由几十

台 4K超高清摄影机阵列和 3台 8KVR

摄像头组成。名为“飞猫”的这套摄

影系统，是短道速滑赛场上的“火眼

金睛”，能超高清捕捉比赛中每一位

运动员的每一个细小动作，让隐蔽

的犯规动作无处遁形。

每一场比赛结束后，“飞猫”都

能为主裁判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持和

依据，使得比赛的判罚更加准确，大

大提高了比赛的公平公正性。毫无

疑问，比赛也变得更加“干净”、更具

魅力。

“黑科技”，让冬奥会变得更安

全也更精彩！

最
快
的
冰

最
亮
的
眼

■
本
报
记
者

范
江
怀

2 月 16 日，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女

子 4×6 公里接力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举行。图为中国队选手褚源蒙（前）

在比赛中。

十多年的等待、坚守、追梦。今夜，

终于圆梦。

那一瞬间，齐广璞难以抑制内心的

激动，潸然泪下。

滑 行 、腾 空 、转 体 翻 腾 、平 稳 落

地 ……当中国选手齐广璞拿出自己的

5.0 难度动作时，现场几乎所有人都屏

住了呼吸。129.00 分！齐广璞拿下北

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第 7 金，也实现个

人职业生涯的“大满贯”。

作为冬奥会“四朝元老”，齐广璞正

是凭借着一颗“大心脏”，才能在最后一

跳中技压群雄，锁定这枚宝贵的金牌。

“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

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在齐广璞加

冕冠军后，现场播放起歌曲《我相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四战冬奥会，始

终不放弃。今夜，齐广璞终于做到了！

虽然无缘决赛第二轮，但在队友齐

广璞夺金后，贾宗洋在场边哭着为他鼓

掌。这动人的场景，感染了现场观众。一

时间，掌声、加油声与呐喊声此起彼伏。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分

两轮进行，12 名选手进行第一轮的比

拼，取选手两跳中的最好成绩排名，前

六名晋级。决赛次轮，一跳定胜负。

第 一 轮 中 ，贾 宗 洋 第 一 跳 获 得

123.45 分，第二跳中出现失误拿到 88.69

分，最终排名第七，未能晋级决赛第二

轮。齐广璞第一跳获得 125.22 分，排名

第三，第二跳拿到 114.48 分，最终排名

第四，进入到冠军争夺战。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一直是中国

雪上军团的传统优势项目。2006 年都

灵 冬 奥 会 ，韩 晓 鹏 摘 得 这 一 项 目 的 金

牌，为中国雪上项目斩获冬奥首金。自

那以后，中国队一直稳居世界一流，中

国 选 手 屡 屡 在 世 界 大 赛 中 有 出 色 表

现。这其中就包括 31 岁的齐广璞。

齐广璞 1990 年 10 月出生于江苏徐

州，从小开始练习滑雪。多年的刻苦训

练，齐广璞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彪悍的外

号——“难度王”，就是因为他在赛场上

所做的动作难度高。

从初出茅庐的新人，到成为一名久

经沙场的老将，齐广璞这一路走来颇为

不易。

今年 31 岁的齐广璞，此前三战奥运

会，从温哥华到索契再到平昌，每一次

他 都 备 受 期 待 ，但 却 从 未 登 上 过 领 奖

台。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彼时 19 岁

的齐广璞首次出现在冬奥赛场。凭借

不俗的发挥，他获得了第七名。考虑到

齐广璞的年纪，外界颇为看好他未来的

发展。随后，齐广璞在国际大赛中屡次

斩获金牌。特别是在 2013 年自由式滑

雪世锦赛中，他完成了令人惊叹的 5.0

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接 1800 度转

体。凭借这个超高难度动作，齐广璞斩

获了世锦赛冠军，也让他成为索契冬奥

会的夺冠热门。

为 了 实 现 冬 奥 夺 金 梦 想 ，齐 广 璞

在索契冬奥会上再次施展了他首创的

世 界 最 高 难 度 5.0 难 度 动 作 。 只 可 惜

出现失误，齐广璞仅获得第四名，无缘

领奖台。

为了梦想，敢于拼搏。齐广璞在随

后的训练中更加拼命，不断苦练自己的

技术动作，先后斩获 2015 年世锦赛冠军

以及两个世界杯冠军。顶着世界冠军

的光环，齐广璞如愿出现在平昌冬奥会

的赛场上。谁承想，他再次出现失误，

无缘领奖台。

可 贵 的 是 ，齐 广 璞 并 没 有 就 此 放

弃，而是毅然决然地开启了北京冬奥周

期的备战。凭借着出色的竞技状态，他

不仅和队友贾宗洋、徐梦桃组队拿到空

中技巧混合团体项目的银牌，还在个人

项目中更进一步，夺得金牌，成功圆梦。

回望自己的四届冬奥之旅，齐广璞

感慨万千：“这 16 年太不容易了，对于一

个运动员来说，可能只有一个 16 年。从

站上赛场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为了最后

的冠军去拼搏，也是因为前三届奥运会

的遗憾，迫使我在家门口不得不全力以

赴，放手一搏。”

追求梦想，永不言弃。齐广璞，好

样的！

（本报河北崇礼2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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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一搏 梦想成
■本报记者 仇建辉

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比赛中，31岁的中国老将齐广璞技压群雄，强势夺冠—

中国选手韩雨桐（右）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