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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圆

2023年伊始，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先后参

加了马来西亚公开赛、印度公开赛、印尼大师

赛和泰国大师赛，其中前两站级别较高的比

赛是全主力参赛，后两站级别较低的比赛则

更多派出了年轻队员。通过比赛既检验了第

一阶段冬训成果，也完成了抢夺积分的任务，

更重要的是年轻选手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在

实战中提升了打赢比赛的能力。

在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1000赛事马来西

亚公开赛和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750赛事印

度公开赛上，中国队都闯入三项双打决赛。郑

思维/黄雅琼、陈清晨/贾一凡两对组合依旧

是国羽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上的王牌组合，他

们一直也在各自项目上牢牢占据世界第一

的位置。混双的竞争格局没有改变，主要还

是中日泰组合之间的竞争。其中日本组合渡

边勇大/东野有纱，从去年的日本公开赛到今

年的印度公开赛已经2次击败“雅思”组合，给

予“雅思”组合不小的压力，但也能更好地让

“雅思”组合发现问题，进一步精进各方面的

能力。

相比“雅思”“凡尘”的夺冠，开年两站高

级别赛事，最让人惊喜的无疑是男双“00后”

组合梁伟铿/王昶。他们先是在马来西亚公

开赛获得亚军，又在印度公开赛更进一步，

斩获冠军。从去年5月开始搭档至今，他们在

过去八个月中的表现十分亮眼，世界排名已

经来到前10位。“梁王”组合在前场快速的回

合中保持着敏锐。王昶网前回球线路多变。

在后场，他们拥有强大的爆发力，梁伟铿的

大力跳杀让许多对手不寒而栗。世界羽联认

为，梁伟铿/王昶过去八个月在国际赛场上

的表现，简直可以用轰动来形容。在印度公

开赛决赛，梁伟铿/王昶逆转2022年世锦赛

冠军、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译。这对世

界男双强档称赞“梁王”组合与众不同。“他

们不仅发挥出色，而且在关键时刻能够改变

比赛的走向。”谢定峰表示。

接下来的超级500印尼大师赛和超级

300泰国大师赛，中国队则在双打项目上派

出了更多“00后”组合参赛。他们当中有的是

去年刚刚升入国家一队，有的则是在2019年

后就升入一队，但受疫情影响，缺乏比赛的

机会。

印尼大师赛张殊贤/刘圣书首次搭档就

战胜了诸多强档登上冠军领奖台，去年才开

始征战国际比赛的张殊贤在18岁的刘圣书面

前，已经成为了姐姐。在场上积极跑动，更多

地发挥主导作用，让人们看到了她一年来的

进步和成熟。去年10月夺得世青赛混双、女双

冠军后，刘圣书告别了青年赛场转战成人赛

事。印尼大师赛，她双脚高高跃起重杀的瞬

间，令大家印象深刻。刘圣书在国家队的固定

搭档是19岁的谭宁。谭宁比刘圣书成名更早，

她先后获得过2019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

女双冠军、2019年亚洲青年锦标赛女单季军。

在单双打方面都有建树，谭宁全面的能力正

是目前国羽需要的。另外还有在泰国大师赛

亮相的“00后”组合李怡婧/罗徐敏，她们已经

闯入16强。2019年，李怡婧/罗徐敏先后夺得

亚青赛女双冠军和世青赛女双铜牌。受疫情

影响，这对组合过去两年较少参加国际比赛。

从泰国大师赛的比赛来看，李怡婧/罗徐敏速

度快、场上奔跑能力强，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也是值得期待的组合。

从东京周期以来，郑思维/黄雅琼、王懿

律/黄东萍两对组合都是国羽混双的王牌，但

其他选手还很难接棒，国羽混双的梯队建设

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00后”的冯彦哲搭档黄东萍亮相高级别赛

事，今年印尼大师赛蒋正邦/魏雅欣、程星/陈

芳卉两对年轻组合登场。其中，蒋正邦/魏雅

欣更是夺得了印尼大师赛的亚军，表现可圈

可点。

在今年的比赛中，国羽双打持续有亮眼

表现的同时，单打却陷入低迷，没有一人能够

闯入决赛。男单方面，现阶段只有石宇奇一人

能够具备冲击冠军的能力，但这几站他的状态

不太稳定，在关键分上出现起伏。与男单情况

不同，经过去年的征战，国羽女单呈现出集体

进步的态势，目前世界排名前20名中有多达5

名国羽选手，其中陈雨菲、何冰娇、王祉怡位列

第4、5、6名，但没有排名世界前两位的选手，这

也反映出一定的问题。尤其是现阶段，世界第

一的日本选手山口茜继续保持高水平，韩国

天才少女安洗莹在丰富了进攻手段后，新年

三站比赛斩获2冠1亚，状态火热。国羽女单要

想方设法去攻克现阶段的困难局面。

出战四站比赛 双打收获颇丰

国羽通过实战检验冬训成果

梁伟铿（右）/王昶 新华社发（张纹综摄）

本报记者 马艺欧

在职业网坛，中国球员在新赛季的出色表

现，让人们对中国网球的两翼齐飞有了更多期

待。在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人

们早已习惯中国金花竞相绽放的场面。而在

今年的比赛中，中国男子球员的表现同样引人

瞩目。

“中国网球何时会出现下一个李娜？”这是

外界一直关心的问题。网球作为一项高度职业

化、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运动，大满贯冠军

的影响力早已被证明。但不可否认，大满贯冠

军并不能代表网球世界的一切。综合实力是底

蕴的体现，比如这次澳网男单冠军是塞尔维亚

球员德约科维奇，即便他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拿

到包括22个大满贯冠军在内的多项荣誉，但不

能说明塞尔维亚是网球传统强国。德约科维奇

在澳网决赛后鼓励对手，“希腊和塞尔维亚都

是小国，没有太多网球传统，也没有可以仰望

的对象。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小球员，能从我们

身上看到永远不要放弃梦想的精神。”

在今年的澳网比赛中，中国网球的整体表

现尤为值得肯定，从单打到双打，从成年组到

青少年组、轮椅网球，中国球员交出的成绩单

是全面的，没有“偏科”。朱琳打进女单16强实

现个人职业生涯新突破，商竣程首次参加大满

贯就打进男单第二轮，这

都是十分可喜的成绩。这

次中国球员在澳网最让人

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体竞争

力的展现。比如男网，张之

臻和吴易昺在首轮与对手

打满5盘，期间都曾有机会

取胜。3位出战男单比赛的

中国大陆男子球员在良性

竞争中彼此激励迅速成

长。

通过澳网，人们对中国

女网未来的集团优势充满

了期待。去年郑钦文、王曦

雨和王欣瑜几位“00后”球

员先后在大满贯和世界排

名上实现突破。加之她们代

表国家队出战比利·简·金

团体赛，吸引了很多人关注

的目光。进入新赛季，年轻

人继续有不俗发挥，年长一

些球员也在进步，这次朱琳

在澳网的表现是最好例证。

中国网球近期展现出

的整体竞争力不是凭空而

来。在扎实备战的基础上，

近期队员们的参赛机会也

在渐渐增多。内部有良性竞

争的刺激，外部通过实战充

分感受、享受竞争，中国网

球男女两翼齐飞、全面发展

的势头正在形成。

本报记者 李雪颖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乒乓球职业

大联盟WTT系列赛事接连举行。中

国乒乓球队派出了年轻选手出战，经

过多场赛事的历练，年轻队员得到了

成长。

北京时间1月26日世界乒乓球职

业大联盟WTT支线赛多哈站结束了

全部争夺，国乒包揽了全部5项冠军，

成为本次赛事的最大赢家。

男单比赛，周恺和徐瑛彬会师决

赛，最终小将徐瑛彬直落3局战胜周

恺夺得冠军。以3比0的大比分获胜出

乎了徐瑛彬的预料，“自己做好了困

难准备，但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比分。

这站发挥总体很好，心态也比较坚

定。我吸取了之前比赛的一些教训，

有了一些改变。”

女单冠军归属何卓佳，她在决赛

中3比1击败蒯曼，获得冠军。这是何

卓佳个人的第二个WTT支线赛冠

军。赛后，何卓佳总结了本站比赛的

得与失。“其实自己还有空间可以做

得更好。新的一年开始了，比赛暂时

也告一段落，我也在第一时间思考了

后面的比赛安排。”

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3比2

险胜向鹏/钱天一顶。钱天一/石洵瑶

在女双决赛中3比1击败张瑞/蒯曼。

男双决赛在向鹏/袁励岑和中国香港

组合何钧杰/林兆恒之间展开，最终

向鹏/袁励岑以3比2逆转取胜。

在此站比赛前，1月中旬还进行

了WTT常规挑战赛南非德班站。国

乒斩获5个项目中的4项冠军，钱天一

收获女单冠军，林诗栋/蒯曼将混双

冠军收入囊中，林诗栋/陈垣宇、张瑞

/蒯曼分获男双、女双冠军。巴西名将

卡尔德拉诺夺得男单冠军。

德班站是今年WTT系列赛事

的首站，国乒派出钱天一、范思琦、

张瑞、蒯曼、刘玮珊、陈熠、石洵瑶、

林诗栋、徐瑛彬、薛飞、陈垣宇、梁

俨苧、孙闻等年轻选手参赛。女单

决赛在钱天一和范思琦之间展开。

两人的比拼较为胶着，最终钱天一

把握住多局的关键分，大比分4比1

取胜。林诗栋/蒯曼与薛飞/钱天一

会师混双决赛，年轻组合林诗栋/

蒯曼颇具冲击力，以3比1获胜。林

诗栋和蒯曼还分别收获了男双、女

双冠军，成为本站比赛的“双冠

王”。男双决赛中，林诗栋/陈垣宇3

比1战胜徐海东/徐瑛彬。张瑞/蒯

曼3比1击败钱天一/石洵瑶，将女

双冠军收入囊中。男单方面，仅小

将林诗栋一人晋级八强。1/4决赛

中，林诗栋苦战5局不敌卡尔德拉

诺。决赛中，卡尔德拉诺直落4局战

胜乌克兰选手扎穆登科夺冠。

通过比赛的磨练，国乒年轻选手

收获了宝贵的国际赛事经验，进一步

提升了综合实力。接下来WTT系列

赛事还将继续展开，国乒小将们的表

现依然值得期待。

中国网球有望两翼齐飞

WTT支线赛国乒小将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李东烨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田径室内赛季已经开启。中国田径协会也将组织举办国内

的室内赛事。此外在2018年之后没再举办过的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将于2月10日到

12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家田径队在新赛季的主要目标是打好2023年

布达佩斯世锦赛和杭州亚运会，进而为实现巴黎奥运会的参赛目标奠定坚实的基

础。在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要争取进入第一集团前列，确保兴奋剂“零出现”。

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确保金牌总数第一和兴奋剂“零出现”。

属于世界田联洲际巡回室内赛铜标赛的国际跳跃大赛日前在德国科特布斯进

行。中国男子撑竿跳高选手黄博凯参加了比赛，这也是新赛季中国选手首次出现在

世界田联的洲际巡回赛上，最终黄博凯以5.50米的成绩获得第八名。在法国鲁贝举

行的撑竿跳高专项赛上，中国队派出4位运动员参赛。在男子组比赛中姚捷以5.75米

的成绩夺得亚军。在女子组的比赛中，牛春格获得并列第四名。

在巴黎奥运会上，田径依旧是产生金牌最多的项目。在世界田联公布的巴黎奥

运会田径赛程安排中，全部48枚田径金牌将在11个比赛日中产生。据了解，巴黎奥

运会的田径项目将做出不少调整，多数项目的奥运达标成绩门槛有所提高，另外赛

时还有部分项目要启用“复活赛”的赛制，这都让中国田径选手面临新的挑战。

为了做好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国家田径队对标实战要求，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冬训工作。目前中国田径队冬训已经进行到第三阶段的专项准备期，本阶段主

要任务是将前期发展的基础运动能力向专项能力转化，训练方法和手段都要更加

接近于运动专项的要求。当运动员达到较高的专项能力平台后，通过测试赛和项群

赛，从实战出发进一步提升训练强度和运动员承受负荷的能力。

1月29日，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从深圳出发前往欧洲，征战2023田径室内赛

季，这也是他时隔四年再次踏上欧洲赛场。苏炳添计划参加数站世界田联室内赛

事，正式开启新赛季。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连创佳绩之后，苏炳添在2022年参加

世界田径锦标赛前，甚至没能参加任何一场正式比赛，就直接站上了世锦赛的舞

台。这也导致他没能调动出全部状态，没能跑出满意的成绩。2月是田径室内赛最

旺盛的一个月，苏炳添此次出征室内赛季，一个主要目的是以实战方式备战今年的

田径世锦赛。

去年世界田联发布了布达佩斯世锦赛的达标标准，难度超过曾被称为“最高标

准”的尤金世锦赛的参赛标准。其中，男子100米的达标线为10秒整。苏炳添在东京

奥运会后，再未突破过10秒大关。从2023室内赛季开始，“苏老师”又要提速了。苏炳

添上一次前往欧洲参加室内比赛，是在2019年。当时他从爱尔兰的比赛开始，再到

水平更高的伯明翰站和杜塞尔多夫站，在实战中不断提升状态，而且三场比赛苏炳

添全部夺冠。苏炳添本赛季肯定是要在亚运会和世锦赛的百米赛场有所作为，期待

他再次为中国田径增光添彩。

由于一众国手在国外进行外训，因此在国内的比赛中，我们将看到更多中国田

径的新生力量。

征战国际赛场 提升实战能力

蒯曼/林诗栋（右） 新华社发（尼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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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文 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商竣程 新华社记者 郭磊摄

何卓佳 新华社发（尼库摄）

进入2023年，羽毛球、网球、乒乓球和田径等项目已迎来

第一波比赛高潮。中国选手坚持从实战出发，检验冬训成果，

积累比赛经验，提升打赢能力，在一系列国际比赛中屡创佳

绩，为国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