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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混合团体接力比赛，是当天北京
赛区的重头戏。该项目不仅是北京冬奥
会新增项目，将产生冬奥会历史首金，它
还将产生短道速滑这个“金牌大户”的北
京冬奥会首金。

“双首金”加身，毫无疑问，这场比赛
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当天下午很早
开始，从北京冬奥会主新闻中心发往首都
体育馆的两路媒体班车，就几乎一直处于

“饱和”状态。
在当晚混合团体接力比赛之前，先要

进行女子 500 米和男子 1000 米两个项目
的预赛。这两场原本不受关注的比赛，因
为有即将在混合团体接力比赛中登场的
选手参加，也似乎成为混合团体接力比赛
这场重头戏的“热身赛”。

夜幕刚刚降临，首都体育馆里的预赛

争夺，就呈现出了白热化的趋势。为了能
在随后的混合团体接力比赛中发挥出最
佳状态，中国队、韩国队、荷兰队等队伍的
运动员们，都在这两场原本不需要太发力
的预赛中使出浑身解数，以求将自己的竞
技状态调整到最佳。

女子500米预赛中，中国三名运动员
范可新、张玉婷、曲春雨顺利过关，韩国名
将、女子 1500 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崔敏静
表现可圈可点，荷兰名将苏珊娜·舒尔廷
更是刷新了奥运会纪录。

男子 1000 米预赛中，任子威、武大
靖顺利晋级，韩国名将、世界纪录保持
者黄大宪也状态爆棚，刷新了奥运会
纪录。

一切都预示着，接下来的混合团体接
力比赛，将是一场激烈的争夺。

闫星元实现河北选手
冬奥会雪上项目首秀

中国队夺得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金牌，这是该项目奥运历史首金，也是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金——

中国红，开门红！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焦点时刻

2月5日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的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

合团体接力比赛中，中国队一路闯过1/4决赛、半决赛，最终在

决赛中获得这枚颇具含量的“双首金”——该项目冬奥会历史

上的首金，也是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金

根据规则，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
合团体接力比赛分为1/4决赛、半决赛和
决赛。而按照惯例，1/4 决赛一般是一场

“走过场”的比赛。毕竟，强队与弱队实力
差距太大，一般分组中强队随便发挥就
能晋级，不会浪费太多体力在这样的淘
汰赛中。

然而，当晚这场 1/4 决赛，却截然不
同——比赛刚刚开始，立即就进入了白
热化。

第一组出战的中国队，就派出了范可
新、曲春雨、武大靖、任子威组成的最强阵
容。面对与韩国队、意大利队的小组出线
之争，中国队毫不保留，全力冲击。

比赛开始，中国队与意大利队展开
了激烈角逐，最终中国队取得小组头
名。当成绩出来之后，现场响起一阵欢
呼和掌声——2 分 37 秒 535，这一成绩成
为该项目第一个奥运会纪录，甚至好于
中国队去年在世界杯北京站刷新世界纪
录的成绩。

令人意外的是，韩国队仅获得小
组第三，无缘半决赛。

第二组，荷兰队 4 名队员几乎拿
出了最好状态，他们竟然滑出了 2 分

36 秒 437。中国队刚刚创造的奥运会纪
录尚未“捂热”，就被他们刷新。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荷兰队佳绩的
带动下，同组的加拿大队滑出了 2 分 36
秒 747，成绩也好于中国队在第一组的
表现。

半决赛，中国队所在的第二组更
是展开了“肉搏战”，场上局面一度
非常混乱，中国队队员一度受到
对 手 阻 挡 ，竟 然 排 名 小 组 第
三。如果按照这个成绩，中国
队将无缘决赛。也正因如
此，比赛刚刚结束，现场
就一片惊呼。

然而，短道速滑
项 目 的 最 大 特
点，就是在裁
判 认 可 之
前 ，千

决赛，自始至终都是白热化的。
当运动员站在起跑线，场边的一位

中国观众，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握紧了拳
头，似乎要把自己的力量“借”给场上的
中国队员。

比赛刚刚开始就出现变故，加拿大
队和匈牙利队队员与范可新撞在一起，
前两人齐齐摔出赛道，裁判因此吹停了
比赛，比赛重新开始。

重新开赛，中国队第一棒范可新谨
慎起跑，一度排在第三位。这让现场的
观众们颇为着急，一声紧似一声的“中国
队，加油”，从看台传向赛场。

或许是受到鼓舞，中国队队员们奋
起直追。范可新与曲春雨第一棒交接
时，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第三棒的
任子威继续超越，完成对意大利队的反
超——中国队终于成为第一名。

此时，现场欢腾。更多的观众从座
椅上站了起来，高呼：“中国队，加油！”

就在这爆棚的氛围中，随后，中国队
一棒比一棒表现更好，不断拉大与对手
的距离。

最后一圈，武大靖率先冲过终点，只
见他高举双臂，双拳紧握，仰天长啸……

“这个比赛非常解气，这四年我们经

历得太多了，今天圆梦了……”赛后，武
大靖只说了一句话，就以手掩面，泣不成
声……

老将范可新也颇为激动，一度哽
咽。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冬奥会
金牌。

“我等这块金牌真的等了非常长的
时间。我在国家队已经12年了，是队友
和教练支持着我……我想说，我永远相
信团队、相信队友！我觉得这真的是团
队的力量。”她说，比赛当天上午，中国队
全队还在继续磨合，研究战术。“我要感
谢的人太多了。首先我要感谢国家，给
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每天训练也
都是非常拼的状态，每天下冰场的时候
嗓子里都是带血的。现在，我们终于做
到了！”

两名小将任子威和曲春雨，表现得
则相对轻松。

任子威说：“这 4 年真的很难，我从
没想过我会经历这么难的4年。我无数
次幻想，站在这想说什么，但现在却不知
道说什么好，就是高兴。”

曲春雨说：“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
会，像做梦一样，大家都太辛苦了。感谢
我们的祖国。”

角逐 从赛前之赛就已开始

夺冠 武大靖仰天长啸

万不要以场上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果不其然，比赛中场上的混乱引起

了裁判组注意。他们经过长达数分钟时
间回放比赛录像后认定，俄罗斯奥委会

队多名队员同时上跑道犯规，美国队内
场运动员阻挡犯规，两队双双被取消成
绩。由此，中国队与匈牙利队、加拿大
队、意大利队晋级决赛。

图为比赛现场。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摄

2月5日，中国队选手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冬奥群英谱

冲击 在第一次碰撞中展开

2 月 5 日，北京冬奥会男子单
人雪橇前两轮比赛在延庆赛区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进行，首
次亮相冬奥会雪橇赛场的中国选
手范铎耀以稳定发挥完赛。

当晚的比赛是延庆赛区的首
场正式比赛。首轮范铎耀排在第
25个出场，他出发快速有力，弯道
中全力掌控橇身的平衡，并保持较
高的过弯速度，几个计时点均没有
出现明显降速，最终以58秒848的
成绩暂时排名第 23 位。第二轮滑
行，范铎耀排在最后一位出发，成
绩为 58 秒 883。两轮成绩相加，范
铎耀以 1 分 57 秒 571 暂时排名第
25位。

雪橇运动在我国起步较晚，中
国雪橇队2015年才组建。与队友
相比，范铎耀是中国雪橇队为数不
多的从越野滑雪转项到雪橇的选
手。“越野滑雪是纯耐力项目，而雪
橇则是纯爆发力项目，转项的时候
很难。”范铎耀说。

雪橇运动最高时速可达每小
时140公里，计算成绩时要精确到
小数点后3位，因此往往千分之一
秒就可以决定胜负。作为非常惊
险刺激的项目，雪橇运动对选手的
速度、爆发力和滑行技巧都是很大

的考验，这使雪橇选手在比赛和训
练中受伤成了家常便饭，范铎耀就
曾因为翻橇事故造成脑震荡，门牙
也被磕掉。

刻苦的训练加上科技手段的
辅助，中国雪橇队近年来在专项体
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方面均取
得了明显进步。2021 年 11 月 20
日，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的

“相约北京”2021-2022 国际雪橇
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延庆站比赛的
资格赛中，范铎耀发挥出色，以 1
分 59 秒 038 的总成绩获得第 32
名，成为我国第一位参加雪橇世界
杯正赛的男子运动员。

此后，范铎耀参加了多站世界
杯分站赛，积累了更多的比赛经
验，并收获了信心。今年 1 月 10
日，国际雪橇联合会公布了最终奥
运积分排名，中国雪橇队在男单、
女单、双人和团体接力4个小项中
各获得1个席位，实现了全项目参
赛的目标。而作为国内积分最高
的男选手，范铎耀也成为创造冬奥
历史的中国雪橇运动员。

2 月 6 日，范铎耀要参加男子
单人雪橇第三轮滑行。按照竞赛
规则，如果他的总成绩排名进入前
20位，将进入第4轮滑行。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2 月 5 日，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
行的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
力比赛中，我省运动员闫星元登上
赛场，帮助中国队获得第15名，创
造了该项目的历史最佳成绩。这
是中国选手在冬奥会冬季两项混
合接力项目上首次亮相，也是我
省选手首次亮相冬奥会雪上项目
赛场。

备战北京冬奥会期间，闫星
元和队友在国外参赛取得了良好
成绩，在射击和滑行技术上都有
了很大提高。赛前经过几日的官
方训练，闫星元和队友对国家冬
季两项中心的雪道和靶场进行了
适应。

本次比赛共有 20 支队伍参
赛，中国队派出了褚源蒙、孟繁棋、

闫星元和程方明参加，闫星元位于
第三棒。在处于第 16 名、距离挪
威和俄罗斯奥委会选手等第一集
团较远的劣势下，他在场上沉着冷
静，在卧射阶段为中国队追回了一
些时间。

闫星元出生于 1996 年，曾经
在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摘得金牌，本次冬奥会他以
队内排名第二的成绩入选中国体
育代表团。

接下来，闫星元还将参加北京
冬奥会冬季两项男子 20 公里个
人、男子 10 公里短距离、男子 4×
7.5公里接力等多项比赛。省体育
局冬季运动中心副主任王东表示：

“本场比赛中，闫星元发挥出了应
有的实力，可以期待接下来比赛中
他的发挥和表现。”

2 月 5 日 18 时，在灯光
照耀下，云顶滑雪公园雪上
技巧赛场亮如白昼。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男子雪上技巧资格赛第二轮
正在这里举行。中国选手赵
洋排在第三位出发。站在出
发台上稍作停顿，一抹中国
红向终点急速滑去。

3日晚的第一轮资格赛，
29岁的赵洋完成了个人在冬
奥赛场的第一次滑行，那也
是中国男子雪上技巧运动员
在近百年历史的冬奥会上的
第一次滑行。2月5日，他期
待新的突破。

滑行、跳跃、翻转、冲刺，赵洋
的第二轮成绩定格在64.95分。虽
比首轮有所提高，但还是未能闯入
前10名，无缘决赛。

但能登上冬奥会赛场，赵洋已
经创造了历史。

在混采区，谈起首次冬奥之
旅，赵洋用“非常开心”来形容。“首
次参加这样的大赛，我也很紧张。
虽然没进决赛，但我发挥出了自己
的真实水平。能站在这个赛场，我
已经非常开心了。比赛前，我告诉
自己一定要比上一次最少快两秒，
我做到了，这就可以了。接下来，
我要总结自己的不足，去改进，去
追赶。”

1992 年出生的赵洋，原本是
高山滑雪运动员。2008 年，赵洋
从高山滑雪转项到雪上技巧项目，
成为我国第一批雪上技巧运动员。

转项，适应起来并非易事。
“以前的项目是纯滑雪，雪上技巧
滑着滑着还带跳台，然后跳跃，我
觉得很酷，就特别想学，所以选择
了这个项目。”赵洋说，转项时他
对跳台一窍不通，甚至还会对跳

台产生恐惧感。经过不计其数的
跳跃、摔倒，再跳跃、再摔倒，才慢
慢适应了。

谈到参加冬奥会的收获，赵洋
说：“冬奥会与其他比赛不同，首先
就是荣誉感，我是第一次参加冬奥
会，觉得很开心，很自豪。再就是
看到了与国外选手的差距，主要体
现在滑行技术，怎么把更复杂的技
术转变成更简洁的动作，对我来说
还比较难，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随着场地、保障越来越好，加
上科技助力，我相信下一代以及下
下一代的运动员会越来越好，一定
会有更多中国运动员站上冬奥会
赛场。”赵洋对中国雪上技巧的未
来充满信心。

四年之后，赵洋还会出现在冬
奥会赛场上吗？“如果身体允许的
话，我肯定会努力拼一拼搏一搏
的。”他认真地说。

赵洋：四年后还会努力拼搏
河北日报记者 王峻峰

范铎耀闪耀“雪游龙”
河北日报记者 张 镜

赵洋在比赛中。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