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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健儿连续征战世界赛场

从实战出发提升打赢能力

体坛聚焦

本报记者 苏畅 李雪颖 袁雪婧 周圆

巴黎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各项目国家队在厉兵秣马展开冬

训的同时，也积极走出去，通过一项项世界大赛检验和锤炼队伍。

借助于跆拳道世锦赛、游泳短池世锦赛、举重世锦赛和国际羽联总

决赛等一系列世界顶级赛事，中国体育健儿旨在提升打赢能力，在

实战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为下一阶段的奥运备战打下更坚实的

基础。

跆拳道世锦赛中国队提振信心

作为2022年跆拳道项目最重要的一次世界大赛，2022跆拳道世

锦赛日前在墨西哥结束了争夺。以众多“00后”小将为参赛骨干出征

此次世锦赛的中国跆拳道队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了2金3银1铜，女子

团体第二、男子团体第四的佳绩，金牌数追平世锦赛最好成绩。

此次跆拳道世锦赛，中国跆拳道队参加了所有16个级别中的

15个，女子选手分别是46公斤以下级的王肖璐、49公斤以下级的郭

清、53公斤以下级的左菊、57公斤以下级的骆宗诗、62公斤以下级

的周俐君、67公斤以下级的张梦宇、73公斤以下级的周泽琪和73公

斤以上级的徐蕾。男子选手则包括54公斤以下级的周希翱、63公斤

以下级的梁育帅、68公斤以下级的林文烨、74公斤以下级的崔阳、

80公斤以下级的唐皓、87公斤以下级的孟明宽和87公斤以上级的

宋兆祥。其中，除宋兆祥、张梦宇、周俐君等队员拥有较丰富的大赛

经验外，其他年轻选手多是初出茅庐的新秀。小将骆宗诗在此次世

锦赛上再度夺金，还包揽了今年大奖赛所有分站赛冠军，稳占奥运

积分榜榜首位置，她也是中国跆拳道队年轻队员中表现特别出彩

的代表性人物。

通过此次跆拳道世锦赛，中国跆拳道队较好地完成了新老交

替，也在短时间内迅速走出了东京奥运会失利的低谷，重新回到世

界跆拳道一流劲旅的行列，提振了中国跆拳道队完成好巴黎奥运周

期任务的信心和决心。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跆拳道世锦赛对于中国

跆拳道队备战巴黎奥运会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中

国跆拳道队通过世锦赛这样的顶级世界大赛，检验了巴黎奥运周期

第一次冬训的训练成果，队员们在主教练管健民的带领下，狠抓体

能、提前适应世界跆拳道联盟的新规则，在2022年的一系列世界大

赛以及此次世锦赛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与此同时，对年轻队员们在

此次世锦赛整体表现的总结和复盘，也将使中国跆拳道队在接下来

开始的新一期冬训中更有针对性，更能明确努力的方向。

短池世锦赛中国泳军以实战促备战

12月13日至18日举行的墨尔本短池游泳世锦赛将是今年国际游

泳赛事的收官之战。中国游泳队将派出29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包括

17名女子运动员、12名男子运动员，奥运冠军张雨霏、李冰洁、杨浚

瑄领衔参赛大名单，其中也有不少年轻面孔。中国泳军将通过短池

世锦赛练兵，积累比赛经验，磨合队伍，以实战促备战。

10月底举行的队内短池世锦赛达标赛上，多位运动员都刷新了

个人最好成绩，也通过队内赛进一步查漏补缺。与奥运会等大型综

合性赛事50米的长池不同，25米的短池对于运动员出发、转身等技

术环节有着更高的要求，游程节奏也有所区别。队员和教练员们都

有个共识，那就是通过备战短池世锦赛，持续完善出发、转身、水下

腿等技术细节，这也将进一步提升他们在长池中的表现。

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得主张雨霏延续着良好的竞技

状态。去年底的阿布扎比短池世锦赛上，她收获了200米蝶泳的金

牌，这是她个人的首枚短池世锦赛金牌，此外她还与队友合作拿到

了4×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的铜牌，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

今年6月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张雨霏收获了50米、100米、200米蝶泳

共3枚铜牌。这一次她将重点放在了50米和100米项目的比拼上，她

将参加50米和100米蝶泳以及50米自由泳3个单项的比拼。巴黎周期，

张雨霏归零再出发，她不想再背负200米蝶泳奥运冠军光环所带来

的心理压力，她告诉自己以“追逐者”的姿态再出发，力争创造新的

历史。达标赛上，张雨霏以23秒82的成绩创造了50米自由泳新的短

池全国纪录，同时她也瞄准了更高目标力争在墨尔本实现。

李冰洁无疑是队内达标赛中表现最为抢眼的选手，她以3分51

秒30的成绩创造了女子400米自由泳新的短池世界纪录。这一次，李

冰洁将参加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项目的角逐。阿布扎

比短池世锦赛上，李冰洁的表现十分出色，她拿到了2金1铜。她在

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刷新赛会纪录的8分02秒90的成绩夺冠，收获

个人短池世锦赛首金。随后她还收获了400米自由泳的金牌，以及女

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铜牌。不过今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李冰

洁并不满意自己的表现。最近一段时间，她跟着外教舒伯特苦练本

领，成效也在达标赛中显现，两人都期待着在墨尔本实现新的突破。

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上收获个人世锦赛首

金的杨浚瑄将时隔4年亮相短池赛场，她将参与100米、200米自由泳

比赛。达标赛中她创造了100米自由泳新的全国纪录，她将向个人首

枚短池世锦赛单项金牌发起冲击。

男选手将由闫子贝领衔，他将参加50米蛙泳1个单项比赛。在达

标赛中收获2个全国纪录的覃海洋将亮相50米、100米、200米蛙泳和

200米混合泳赛场。

此外，诸多小将的表现也值得期待。在达标赛上收获2项亚洲纪

录的蛙泳小花唐钱婷将参与50米、100米、200米蛙泳和100米混合泳

的争夺，在达标赛收获1项全国纪录的余依婷将参加女子100米、200

米、400米混合泳的较量，在达标赛中创造200米蝶泳新的短池世界青

年纪录的陈俊儿将参加男子50米、100米、200米蝶泳比赛，在布达佩

斯世锦赛表现突出、近来呈现上升势头的潘展乐将参与男子50米、

100米、200米自由泳和100米混合泳的角逐。

举重世锦赛中国队直面新挑战

正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征战2022年世界举重锦标赛的中国举重

队，以巴黎周期新级别新规则背景下的首站奥运资格赛为练兵舞

台，以锤炼新人、提升打赢能力为目标。

在巴黎奥运周期举重项目再次面临奥运级别的调整，女子五个奥运级别为49、59、71、81公斤级和81公斤以

上级，取消了东京奥运周期的55、64、76公斤级，并以71、81公斤级取而代之。男子五个奥运级别调整为61、

73、89、102公斤级和102公斤以上级，上个周期的89、102公斤级成为了奥运级别，而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

取得金牌的67、81公斤级都变成了非奥级别。

此次世锦赛，中国女举在全部五个奥运级别都派出了参赛选手，前四个级别均派出两名选

手参赛，中国男举则是在前三个奥运级别全部派出“双保险”出战，极其看重本次世锦赛的练

兵效果。“这是巴黎奥运周期中国举重队参加的第一个世锦赛，同时是2022年全年最重要

的国际赛事，也是很多备战巴黎奥运周期的重点选手在去年全运会后的第一次亮相，

队伍在赛前进行了认真准备。”国家女子举重队主教练王国新表示，级别更改给队

伍备战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运动员体重控制、训练能力提升等问题随之而

来，队伍一年来的备战在体能训练、专项训练等方面抓得比较紧。“这次比赛我

们希望运动员逐步适应大赛节奏，把基础能力和力量在比赛中表现出来，为

明年继续提升运动表现做好准备，将最好的状态和实力在巴黎奥运会上

展现出来。”中国女举的参赛阵容中，罗诗芳、裴鑫依、廖桂芳、曾田甜、

梁小梅都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王国新说：“有一半新人都是第一次

参加世界大赛，希望新人能在大赛中得到磨练，把自身训练水平发

挥出来。这次比赛不会给年轻选手过多的压力，我们要为她们提

供更多的舞台，培养她们的比赛能力和心理素质，帮助她们尽

快成长。”

国家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表示，奥运级别调整后，

对中国男子举重冲击很大，因为国内男子大级别长期

“积弱”，在后两个奥运级别102和102公斤以上级不具

备竞争力，因此中国男举必须在前三个级别“做足功

夫”。“目前61公斤级，由李发彬领衔，新人也在不断

追赶，形成了较好的人才厚度。73公斤级，由于石

智勇受到腰伤困扰，无法保持系统专项训练，吕

小军刚刚恢复训练三个月，明年才能出战国际

比赛，而年轻选手还没能达到稳定的世界顶尖

水平，所以这个级别我们面临很大考验。89公

斤级，老将田涛从96公斤级降下来，膝盖伤病

还在恢复，小将刘焕华训练水平提升很快，

形成了新老竞争的局面，但是这个级别国

外对手的实力强大，我们还需要继续提升

自身实力。”

不仅仅是级别调整，巴黎周期的赛制

变革也给队伍带来了新挑战。“新的奥运

资格体系要求运动员至少参加五次资格

赛，这次世锦赛是第一个资格赛。奥运资

格的取得不是靠积分累计了，而是以资格

赛中各级别最好比赛成绩进行排名。”于

杰表示，中国男子举重队将积极适应新级

别新赛制，迎难而上。“新级别新赛制对我

们的要求更高了，我们的备战工作必须更

加科学化、精细化。”

2022年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赛正在泰

国曼谷进行，这是今年世界羽联巡回赛的最

后一项赛事。每个单项今年巡回赛积分排名

前八的选手、组合和今年的世锦赛冠军获得参

赛资格。比赛竞争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公开赛，场

场都是强强对决。国羽从首个比赛日开始就遭遇

了不小的挑战，暴露出不少问题。通过高水平的

实战检验训练，发现问题，将使接下来的冬训更具

针对性。

总决赛首日国羽8战4胜4负，只有50%的胜率，除

了女双比赛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外，其他3场失利分

别是国羽“一姐”陈雨菲1比2不敌印尼选手玛莉丝卡，混

双强档王懿律/黄东萍1比2负于马来西亚组合陈健铭/赖

沛君，陆光祖0比2输给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丹麦名将阿萨

尔森。

这三场失利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陆光祖输球是意料之中

的，本赛季阿萨尔森近乎是“无解”的状态，超过90%以上的胜率

就是最好的说明。陆光祖与之对阵，虽然拼尽全力，但两局比赛都未

上15分，显示了较大的差距。国羽男单目前正处于爬坡期，石宇奇的复

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羽男单重新崛起的脚步，但男单整体的人才

厚度储备还存在短板。

三位东京奥运冠军陈雨菲、王懿律以及黄东萍都在首日遭遇输球，这有些

意外。陈雨菲作为赛事头号种子，今年目前为止虽然仅有1个冠军，但参赛胜率仍

然较高，其中8次进入决赛，是本赛季打进女单决赛次数最多的球员。面对玛莉丝卡，

陈雨菲首局9比21失利，第二局21比14扳回一局，决胜局以16比21告负。从比赛过程看，

陈雨菲无论是场上的速度还是出球线路都不如对手。“第一场球对场馆不是很熟悉，风向控

制不是很好，速度没有起来，比赛投入也比较慢。”赛后陈雨菲表示。作为奥运冠军，陈雨菲在今

年遇到了瓶颈，决赛胜率较低，比赛进入状态较慢，这都是她遇到的问题。面向巴黎奥运会，陈雨菲

需要找到合适的办法，尽快去解决这些问题。

混双奥运冠军王懿律/黄东萍在今年遇到的困难更多，因为伤病的

原因，两人的状态起起伏伏，本赛季目前只收获1个冠军。从9月份开始，

黄东萍更是搭档了“00后”小将冯彦哲配对参赛。总决赛是“黄鸭”组合

时隔三个多月后再次携手参赛，首场比赛面对此前交手7胜0负的马来

西亚组合陈健铭/赖沛君，王懿律/黄东萍多数时候都较为被动，以21比

23、21比14、16比21失利。久未搭档参赛，“黄鸭”组合本场并没有发挥出

较高的水平，尤其是王懿律，在比赛中关键时刻，多次出现失误。“前段

时间一直在休息，现在回到比赛没有那么自如。”王懿律赛后坦言，他需

要时间找比赛状态和感觉。对于“黄鸭”组合来说，伤病是他们前行路上

的最大困扰，如果能控制好伤病，拿出最佳状态，他们的表现依旧值得

期待。

世界羽联总决赛

国羽在实战中查找问题

张雨霏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资料照片）

李发彬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资料照片）

骆宗诗（左）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魏翔摄（资料照片）

陈雨菲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拉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