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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碟射击队：紧盯国际赛事

本报记者 扈建华

国家飞碟射击集训队自去年12月1日来到福建莆田展开冬训，今年春节期间队

伍没有放假，全队在紧锣密鼓的训练中进入了充满希望和挑战的兔年。

来到莆田集训后，飞碟射击队先进行了军训，强化队伍的作风建设和纪律意

识。进入冬训后，每天的训练，包括体能训练和专项训练都在按计划稳步推进。训

练中也不乏仪式感，比如2023年元旦的训练，队伍专门安排了万米跑，寓意“跑步进

新年”，除夕当天运动员们也活跃在训练场上，用响亮的枪声和阵阵呐喊迎接兔年

新春的到来。

经过大年初一的短暂调整后，大年初二飞碟射击队恢复训练。按照国际射击联

合会的赛事安排，飞碟世界杯塞浦路斯站和开罗站将在3月和4月进行，队伍将在2

月20日在福建三明进行连续两场世界杯参赛运动员选拔赛，运动员这一阶段的训

练，体能、专项和心理辅导等都是在为选拔赛积极准备。

“对于我们来说，春节的概念不太重要了，队伍现阶段的训练是以国际比赛为

目标，按照训练计划在做好世界杯的备战训练。”国家飞碟射击队副领队张山介绍。

对于飞碟队来说，今年最重要的两场国际比赛分别是8月在阿塞拜疆巴库进行

的世界锦标赛以及10月在韩国昌原展开的亚洲锦标赛，将产生飞碟项目巴黎奥运

会参赛资格。世界杯等赛事有国际积分，同时也是飞碟队以实战锻炼队员、以比赛

促进训练、检验冬训效果、考察国外对手的重要机会。

世界杯参赛运动员选拔赛之后，飞碟队计划在3月下旬赴国外训练参赛，为巴

黎奥运积蓄力量。

举重：迎接高强度考验

本报记者 袁雪婧

国家举重队正在海南五指山进行冬训，强化体能、夯实专项基础，这个冬训对

于国家举重队2023年全面出击各项奥运资格赛至关重要。

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设置，从东京奥运会的14个减少到10个，男女各设置

5个奥运级别，参赛人数从196人锐减至120人。其中男子5个奥运级别为61、73、89、

102公斤级和102公斤以上级，女子5个奥运级别为49、59、71、81公斤级和81公斤以

上级。与东京奥运周期相比，巴黎奥运周期举重项目资格体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参与奥运资格排名的不再是每一站比赛的名次，而是选取一场总成绩最高的

比赛成绩参与排名。其次，每个国家（地区）奥委会在每个级别上最终仅有一人可

以参与奥运资格排名。再次，获得奥运资格的选手必须在7站奥运资格赛中至少参

加5站，其中必须参加的2站比赛包括2023年世锦赛、2024年世界杯赛，其余3站比赛

可从包括2022年世锦赛、2023和2024年洲际锦标赛、2023年两站大奖赛中选择。在

去年12月结束的哥伦比亚世锦赛上，中国举重队以19金8银7铜的战绩收官。

对中国举重队来说，抓好冬训将为2023年冲击多项奥运会资格赛打下坚实基

础。首先队伍将面临2023年沙特利雅得世锦赛与杭州亚运会“双线作战”的考验。根

据巴黎奥运周期举重项目资格体系最新规定，2023年世锦赛是选手获取奥运资格

必须参加的一站比赛。其次为了完成至少参加5站奥运资格赛的要求，为2024年上

半年相对完整地备战集训创造良好条件，中国举重队重点备战选手要在2023年至

少参加包括亚锦赛、世锦赛、大奖赛在内的至少三次比赛，参赛强度较大。因此在

冬训期间，中国举重队着力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储备，以应对接下来的高强度参赛的

考验。

体操：打造更多争金点

本报记者 袁雪婧

自去年11月起，国家体操队一直在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冬训。力争打造更多的

夺金点，并把现有具备竞争力的夺金点打造得更硬更实，提高人才厚度，形成队内

良性竞争局面，是国家体操队冬训的目标。

根据巴黎奥运会团体资格获取办法，2022年利物浦世锦赛男、女团体比赛获得

奖牌的队伍，第一时间获得奥运参赛席位，即中国、日本、英国获得男团资格，美国、

英国、加拿大获得女团资格。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2023年体操世锦赛，将会产

生剩余9个男、女团体比赛的参赛席位。

2022年利物浦世锦赛，由邹敬园、孙炜、尤浩、张博恒、杨家兴组成的中国男团，

决赛时在8支队伍中失误最少实现了最稳定发挥，在单杠、鞍马、吊环、跳马和双杠5

个单项都排名第一，历史性地第13次捧起世锦赛男团冠军奖杯，也锁定了巴黎奥运

会参赛资格。中国体操女队在利物浦世锦赛获得女团第六名，错过了拿下巴黎奥

运会资格的机会，但在2023年安特卫普世锦赛仍有冲击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机

会。

对中国体操队来说，2023年最重要的两项赛事是安特卫普世锦赛和杭州亚运

会，且两项赛事几乎重叠举行，给队伍两线作战带来了极大考验。此外，中国体操

队计划在3月中上旬参加国际体联单项世界杯赛卡塔尔多哈站、阿塞拜疆巴库站，

参赛队员们将在新赛季检验冬训中发展的新成套。第10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将在5至

6月举行，中国体操队也将组队参赛。8月初将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31届大运会体操

比赛，中国体操队同样将派出选手征战。可以说进入3月开始的新赛季后，队伍将面

临几乎每月一次比赛的频繁参赛考验，因此这个冬训国家体操队练得格外扎实刻

苦。

国家蹦床队、国家艺术体操队也全力以赴投入冬训，要力争在2023年各项重要

国际赛事上创造佳绩，拿下巴黎奥运会门票。

摔跤：力争大赛种子席位

本报记者 袁雪婧

在去年塞尔维亚世锦赛上中国摔跤队29人参赛获得1银3铜以及6个前八名的

战绩，既发现了不足，也看到了继续突破的希望。国家摔跤队冬训坚持抓细抓实，

坚持问题导向，梳理去年外赛外训尤其是世锦赛中出现的问题，围绕重点运动员制

定针对性训练计划。优化教练复合团队，实施创新的训练方法手段，夯实保障服务

力量，多维度整合伤病防治方案。

本周国家摔跤队踏上了2023年新赛季的征程，队伍将参加国际摔跤联合会萨

格勒布公开赛、开罗公开赛两站比赛。其中萨格勒布公开赛为本年度世界摔联四

场国际积分赛的首站比赛，国家摔跤队共派出42名选手参赛，希望通过与国际高水

平选手的较量，检验冬训成果。此外，通过积分赛获得世界摔联排名积分，力争本年

度世锦赛、亚锦赛和杭州亚运会的种子席位，也是队伍的参赛目标之一。

巴黎奥运会摔跤项目288个参赛席位将通过三个阶段的赛事进行分配，第一阶

段资格赛为2023年9月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摔跤世锦赛，比赛将产生90个

奥运席位。2024年上半年举办的洲际奥运资格赛为第二阶段资格赛，共144个参赛

名额将在该阶段决出，最后54个参赛名额将在2024年5月举行的世界奥运资格选拔

赛中决出。力争在今年世锦赛就拿到尽可能多的奥运资格，将是中国摔跤队今年

最重要的赛事目标。

柔道：强化能力适应变化

本报记者 袁雪婧

国家柔道队正在国家奥体中心进行冬训，队伍在去年塔什干世锦赛上由马振

昭收获女子-78公斤级银牌，提振了队伍备战巴黎奥运会的信心。

去年中国柔道队自六月底开始进行外训外赛，抢夺积分、提升世界排名，取得

了不错的锻炼效果。队伍参加了国际柔联大满贯赛布达佩斯站、哈萨克斯坦亚锦

赛、亚洲公开赛、葡萄牙欧洲公开赛等赛事，并在这几站比赛中摘金夺银，取得了不

错的战绩，尤其许多年轻选手第一次登上国际比赛领奖台，提升了备战信心，鼓舞

了士气，也最大限度抢到了积分提升了国际排名。通过参赛，中国柔道队也更能适

应新周期裁判判罚尺度的变化，通过不断调整技战术，丰富进攻手段，减少无效进

攻等方式逐步适应新规则。强化能力、适应比赛节奏和国际新规则的变化，是队伍

备战巴黎奥运周期需要持续精进的目标。

接下来，国家柔道队再进行三周左右的冬训，就将开启2023年新赛季的外训外

赛征程。2月23日中国柔道队将赴波兰华沙参加欧洲公开赛，2月27日赴乌兹别克斯

坦塔什干参加柔道大满贯赛，3月6日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训练营，3月10日赴意

大利罗马参加欧洲公开赛，3月13日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训练营，3月23日赴格鲁

吉亚第比利斯参加柔道大满贯赛，3月27日赴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柔道大满贯赛，

直到4月5日返回国内。长达一个多月的外训外赛中，参赛密度和强度都很大，相信

中国柔道队一定能够在实战中取得新的收获。

拳击：坚持问题导向转变训练思路

本报记者 苏 畅

中国拳击队去年11月开始进入冬训，目前这次冬训已接近尾声。面对2023年杭

州亚运会等重大比赛任务，中国拳击队在冬训中积极转变战术思路、创新训练手

段，力争在杭州亚运会上取得佳绩，获

得更多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为完成

好巴黎奥运周期任务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拳击队领队吕岩介绍说，按

照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的工作部署，去

年11月中国拳击队在原有集训人员的

基础上，根据备战需要和国家队实际

情况对教练员、运动员、科研攻关专家

团队等进行了调整，聘请古巴外教担

任总教练和男、女队主教练，并组建了

复合型科医训团队。

中国拳击队严格落实总局关于在

冬训期间抓好军训工作的要求，将军

训作为加强队伍作风建设的有力手

段，在冬训之初进行了为期7天的军

训。通过军训，队伍展现出焕然一新的

精神状态和昂扬向上的队风队貌，激

发出全体人员为国而战、为国争光的

内生动力，成为备战中克服各种艰难

险阻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支柱。军

训结束后，在总局体能专家组的具体

指导下，中国拳击队还制定了符合拳

击项目代谢特点和身体能力需求的体能测试方案，对全队29名运动员进行了体能

测试，摸清了底数，为冬训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次冬训，中国拳击队吸取东京奥运会教训，全队上下统一思想，着力打造“以

攻为主、以我为主”的符合国际拳击发展潮流和“十分制”规则为导向的全新技术风

格体系。同时，积极转变训练思路，创新训练方式。在冬训中高度重视体能训练工

作，技战术训练与专项体能训练并重，同时将以往“重训练、轻实战”，转变为“练中

有赛、赛中有练、以赛促练、赛练结合”为方向，并对以往“配合式”为主的训练方式

转变为增加“条件对抗”“自由对抗”等，通过更多对抗和实战，让运动员提高对训练

的认识和对拳击项目的认识。

吕岩表示，经过三个月的冬训，目前队员们的体能完全达到了实战要求，中

近距离对抗能力取得了大幅进步，也较好地解决了在东京奥运会中发现的诸多

问题。

2023年中国拳击队将参加世锦赛等国际赛事，以实战检验训练、锻炼队伍，今

年的主要目标是在杭州亚运会上取得佳绩。由于杭州亚运会也是获取巴黎奥运会

参赛资格的主要途径，将产生20张女子和14张男子奥运会入场券。中国拳击队将力

争在亚运会上取得3至5张女子级别奥运会入场券和两个男子级别的奥运会资格。

自行车：补短板拼抢奥运积分

本报记者 弓学文

2023年是自行车项目的非常重要的奥运资格积分年，自行车项目各支国家队

刻苦训练，全力以赴争夺更多奥运资格。

国家场地自行车队在冬训中注重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在去年的大赛中，对

比主要国际竞争对手，国家队各组运动员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体能不足尤其是专

项力量不足的问题。当前不论是短距离项目还是中长距离项目都需要运动员具有

更强的力量素质，这也是中国队急需补强的方面。此外，新赛制下团体项目需要在

短时间内连续完成三轮比赛，并且在决赛中保持充沛的体能，这也极大提高了对运

动员有氧恢复能力的要求。

因此，国家场地自行车队在冬训期间，在有针对性地加强有氧体能储备的基础

上，补强基础力量素质，同时随着训练的推进，加强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的转化，以

更强的踏蹬力和更高的频次产生更高的功率，最终达到强化专项体能的阶段性目

标。

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项目是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不过巴黎奥运周期正面

临赛制改革的考验。男子短距离组和男女中长距离组在今年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奥

运积分、争取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公路自行车是职业化程度最高的项目，几乎所

有的奥运积分赛都是国际自盟职业赛，国家男子公路自行车队依托于中国华兴洲

际队，国家女子公路自行车队依托于李宁之星女子洲际队。根据运动员水平和获

取积分的需要，上半年队伍将在土耳其、日本、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参加职业系列

赛获取积分，下半年在国内集中参加环青海湖、环海南岛、环广西等职业系列赛。

公路项目的目标是争取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目前中国华兴洲际队已经开始

海外训练比赛的征程。

女足：从严备战三项大赛

本报记者 徐泽藩

中国女足目前正在广州进行集训，本次集训是中国女足冬训的第二阶段，从1

月26日开始，为期两周，队伍将于2月10日赴西班牙进行热身赛。

从去年12月5日至今年1月20日，中国女足在海口国际足球训练基地进行第一

阶段的各项训练工作。本次冬训突出体能力量训练，突出球队和球员的基础技战

术能力训练，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从严管理、严格纪律，为今年女足世界杯、杭州亚

运会和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三项重要比赛打下坚实基础。

1月26日中国女足再度集结，在广东省广州足球俱乐部训练基地进行为期两周

的集训。集训名单共包含34人，同第一阶段27人名单相比，最为显著的变化是8名留

洋球员的加入。其中，效力于美国路易斯维尔竞技女足的王霜和效力于马德里CFF

的唐佳丽参加国内集训，李梦雯、张琳艳等6名球员届时将赶赴西班牙与球队会合。

队伍计划在西班牙期间进行四场热身赛，分别对阵西班牙皇家贝蒂斯女足、瑞

典女足、西班牙维瓦尔竞技女足和爱尔兰女足。这将是一组颇具实战价值的热身

赛，皇家贝蒂斯女足和维尔瓦竞技女足都在征战2022-2023赛季的西班牙女子甲

级联赛。而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瑞典女足高居第三位，爱尔兰女足排名第23

位，两队的排名分别与中国队在女足世界杯的同组队对手英格兰和丹麦队相仿。中

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表示：“今年中国女足的三大比赛任务很重，我们的训练要求

会比以往更加严格。教练组和队员之间相互信任，达成了统一的目标。我们将做好

充足准备，全力以赴踢好每一场比赛。”

冬训厉兵秣马 新赛季蓄势待发
面对新赛季的一系列国际大赛特别是巴黎奥运

积分赛，各项目国家队正抓紧利用冬训厉兵秣马忙备

战，对标实战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提升能力，为

新赛季积蓄力量。

国家飞碟射击集训队在训练中。 国家飞碟射击集训队供图

国家体操队在训练中。 本报记者 袁雪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