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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 畅

经过厉兵秣马的冬训，中国跆拳

道队目前已经全面投入到2023赛季

的征程。在荷兰公开赛取得开门红

后，中国跆拳道队将以力争更多巴黎

奥运参赛资格作为今年的重要任务

目标。

巴黎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共设男

子58公斤以下级、68公斤以下级、80

公斤以下级和80公斤以上级等4个

级别以及女子49公斤以下级、57公

斤以下级、67公斤以下级和67公斤

以上级等4个级别。分别将有男子和

女子各60名运动员获得巴黎奥运会

参赛资格。

除东道主法国队外，获取巴黎奥

运会跆拳道项目参赛资格的途径有跆

拳道奥运排名（截至2024年1月6日），

每个级别排名前5的选手为其所在的

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赢得1个参赛席位。

世界跆拳道大满贯赛排名（截至2023

年12月），每个级别排名最高的选手赢

得1个参赛席位，如果积分相同，则

2023年大满贯系列赛排名较高的选手

赢得资格。洲际资格赛中，亚洲、欧洲、

非洲、美洲每个级别排名前2位的选手

获得1个参赛席位，大洋洲每个级别排

名最高的选手获得1个参赛席位。此

外，还将有两名男子选手和两名女子

选手获得巴黎奥运会外卡，但外卡选

手参加的级别不能是法国队选择以东

道主身份参加的级别。

2022年，中国跆拳道队小将们全

面出击，在各项关系到奥运积分排名

的大赛中表现出色。在世跆联最新的

奥运积分排名榜上，女子57公斤以下

级选手骆宗诗以509.86分高居榜首，

郭清暂列女子49公斤以下级第12位，

张梦宇暂列女子67公斤以下级第11

位，小将梁育帅暂列男子68公斤以下

级第11位，宋兆祥暂列男子80公斤以

上级第19位。在刚刚结束的荷兰公开

赛上，宋兆祥、梁育帅、骆宗诗、周泽

琪、肖晨鸣、左菊、宋洁、徐蕾8人赢得

各自级别的冠军，郭清、穆文喆、崔阳

获得各自级别的亚军，孟明宽、刘军

宏、王则栋、王肖璐和项启彰获得季

军。他们还将在今年继续向巴黎奥运

资格发起冲击。

此外，备受瞩目的世界跆拳道大

满贯赛也将重燃战火。中国无锡将在

今年3月底和12月中旬举办4场赛事，

将产生8个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这

也将是中国跆拳道选手获得巴黎奥

运会入场券的一次机会。

跆拳道：力争更多奥运参赛席位

本报记者 李东烨

巴黎奥运会田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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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复

活赛”的赛制，中国田径选手面临新挑战。

除10000米、马拉松、竞走以及综合项目外，

所有个人竞赛项目的奥运达标期和排位期均为

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10000米、综合

项目、竞走以及接力项目的奥运达标期和排位期

为2022年12月31日至2024年6月30日，马拉松则

是2022年11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巴黎奥运会竞走设项发生改变，除保留男女

20公里竞走外，男子50公里竞走告别奥运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35公里男女混合团体项目。女子20

公里竞走达标线是1小时29分20秒。目前，竞走名

将刘虹、杨家玉、马振霞、杨柳静等均已在全国竞

走大奖赛中达标。男子20公里达标线是1小时20

分10秒，王超超和牛文超也已拿到资格。

男子马拉松达标成绩要求2小时08分10秒，

女子马拉松是2小时26分50秒。男子马拉松达标

线超过我国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目前我国选

手董国建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08分28秒。3月19

日，董国建、彭建华和仁青东知布将参加首尔马

拉松争取达标。女子方面，张德顺和李芷萱在此

前的日本名古屋女子马拉松中已成功达标。

男子100米、200米和110米栏的达标标准为10

秒、20秒16以及13秒27，中国田径男队的“冲奥门

槛”提高。以去年的俄勒冈世锦赛成绩为参考，苏

炳添在男子100米跑了两枪，成绩是10秒15和10秒

35。中国现役选手只有苏炳添和谢震业打开过10

秒。200米项目，谢震业最近3年只跑出过一次达标

成绩。110米栏，谢文骏的最好成绩是13秒17。

此外，男子跳远的达标成绩为8.27米，世锦

赛冠军王嘉男达标应不成问题。从3月15日在天

津举办的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的成绩来看，老将

高兴龙状态回升，小将张溟鲲势头正猛，如无伤

病困扰，中国男子跳远或将实现满额参赛。

相比之下，中国女队的强项受到影响小一

些。女子铅球、铁饼、链球和标枪的巴黎奥运会达

标线分别是18.80米、64.50米、74米和64米。除了

标枪，其余3个投掷项目达标线都比东京奥运会

有提升。巩立姣、宋佳媛和冯彬如正常发挥，都应

能顺利达标。链球项目有一定难度，罗娜个人最

好成绩是75.02米，不过是在5年前创造的。

国际奥委会公布的巴黎奥运会田径项目资

格获取方案中显示，运动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

得参赛席位，其中50%的席位将通过达标期内达

到竞赛项目参赛标准的方式获取，另外50%的席

位将通过排位期内的世界田联排名确定归属。

国家田径队的目标是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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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雪颖

巴黎奥运会游泳项目将历时9天，并产生35枚金牌。不

仅赛程拉长了，“门槛”相较于东京奥运会也更高。各单项参

赛资格达标时间为今年3月1日至2024年6月23日。

具体来看，除男子400米和1500米自由泳、200米仰泳

的A标，女子400米自由泳、200米仰泳、100米和200米蝶

泳、400米混合泳的A标与东京奥运会的达标成绩持平

外，其他单项的A标、B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此次巴黎

奥运会的A标标准为各项目东京奥运会预赛第14名的成

绩，B标成绩是在A标成绩上加0.5%。资格达标的期限内，

在今年7月14日至30日举行的日本福冈世锦赛、明年2月2

日至18日举行的卡塔尔多哈世锦赛、洲际赛事以及各国

家和地区的内部选拔赛等世界泳联认可的赛事中游进A

标、B标都是被认可的。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在各单项上

有2名及以上运动员达到A标可派出最多2名选手参赛，

若仅有1名及以上运动员达到B标，那么仅可以有1名运

动员参赛。

对于中国泳军来说，今年最为重要的两项大赛莫过于

福冈世锦赛以及9月的杭州亚运会。即将于3月19日至24日

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游泳春季锦标赛将是福冈世锦赛选拔赛

的第一站，另一站比赛为全国游泳冠军赛，两站比赛中各单

项最好成绩为主要选拔成绩。同时这两站比赛也将作为杭

州亚运会的选拔赛。赛程也都与杭州亚运会一致。

这个冬训，队员们在总结此前各项比赛得失的基础上，

进一步查漏补缺，创新方式方法强化体能，全方位提升能

力。中国游泳队的队员们也将通过即将开赛的春季锦标赛

检验冬训成果，积累比赛经验。

本报记者 徐泽藩

尽管巴黎奥运会积分赛尚未开始，但对于

中国击剑而言，打好近期每一站国际赛事，努力

争取更好的世界排名，对队伍争取巴黎奥运会

参赛资格同样重要。

巴黎奥运会击剑团体席位将根据国际击剑

联合会官方成年组团体排名而定。该排名将根

据4月3日至2024年4月1日期间各队在三项赛事

（世界杯、世锦赛、洲际锦标赛）中获得的积分进

行排序。个人席位将根据相同资格期内运动员

在大奖赛、世界杯、卫星赛事、世锦赛以及洲际

锦标赛中取得积分的排名进行分配。

根据资格体系，巴黎奥运会的团体资格份量

相对较重。巴黎奥运会击剑比赛将有212位（男子、

女子各106人）运动员参加。其中144个席位将从男

女佩剑、重剑、花剑6个项目的团体赛中产生。而在

每个单独的个人竞赛项目上，获得团体席位的代

表团最多有3位运动员参加该项目奥运会的争夺，

未获得团体席位的代表团则只能有1位运动员参

加该项目的争夺。所以对于中国队而言，先争取拿

到团体项目的参赛资格最为重要。

虽然奥运积分赛尚未开始，但是打好这一

阶段国际赛事同样重要，这些赛事对于团体和

个人的世界排名都会产生影响，而世界排名将

会影响队伍和队员在奥运积分赛中签表的难

易程度。上个月，在2023年国际剑联世界杯男

重海登海姆站、女花开罗站中，中国队分别在

男重团体赛和女花团体赛中排名第6，24岁的

俞乐凡在男重个人赛中名列第10。目前中国女

子花剑队团体排名世界第6。中国女子花剑队

主教练雷声表示：“我们的目标不能仅限于这

个第6名，我们的目标要更远，希望世界排名要

进入前4。平时世界杯上女花要经常能冲击进

前4名，这样才能在奥运会或者世锦赛这种世

界大赛中争取奖牌，这也是中国女子花剑一直

以来的目标。”

3月24日至26日，2023年国际剑联女子重剑

世界杯南京站即将打响，20名国家队、国家二队

集训运动员将参加本次赛事，其中也包括伤愈复

出不久的东京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得主

孙一文。上个月的世界杯巴塞罗那站，她表现出

色帮助队伍获得团体铜牌，自己也在个人赛中斩

获铜牌。

本报记者 陈思彤

对于中国赛艇队来说，今年8月份的世锦赛

将是重中之重。因为大部分的奥运资格将从这里

产生，如果在世锦赛上能够尽量多拿资格，中国

队无疑将获得多几个月的备战时间，所以今年整

个中国赛艇队的定位就是：打好世锦赛，争取多

拿资格。

4月13日至16日，赛艇项目亚运会选拔赛将在

杭州富阳举行。因为世锦赛和亚运会是同一批运

动员出战，所以这个比赛也是世锦赛选拔赛。去年

秋季全国赛，中国赛艇队根据当年世锦赛和世界

杯的成绩，并结合全国赛成绩，进行了国家队的重

新选拔。经过冬训，现在运动员们状态良好，信心

满满迎来新赛季。

按照此前中国赛艇队制定的“选艇不选人”

的方针，在选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艇将直接代表

中国队参赛，艇上人员没有极特殊情况将不会替

换。大众最为关注的东京奥运会冠军艇女子四人

双桨的四位姑娘将依然携手参加选拔赛，按照她

们目前的状态，她们大概率会代表中国队参加世

锦赛甚至巴黎奥运会。

八人单桨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项目。按照国

家队的计划，八人赛艇由全国各省区市自行组队

参赛，可以单独组队，也可以跨省组队，选拔赛也

单独进行比赛，时间为4月24日至26日。

本报记者 陈思彤

皮划艇的世锦赛将是巴黎奥运会最重要

的一站资格赛，为了能够赢取更多的备战时

间，中国皮划艇队也将今年的重点放到了世

锦赛的资格争夺上。

皮划艇静水项目的世锦赛将在今年8月

23日在德国举行。目前，中国皮划艇队正在千

岛湖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冬训，备战即将于3

月28日进行的亚运会暨世锦赛选拔赛。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皮划艇队获得一

金一银，都来自于划艇项目。目前划艇项目

仍然是重中之重。女子划艇项目上，除了徐

诗晓和孙梦雅这对奥运金牌组合的女子双

人划艇，女子单人划艇也同样值得期待。男

子划艇项目中，刘浩作为领军人物，很可能

会单双兼顾，根据选拔原则，在国内选拔赛

上获得参赛资格的艇将不更换人选，直接

代表中国队征战世锦赛和亚运会，所以刘

浩与哪位搭档携手出战，也将是国内选拔

赛的一个悬念。

激流回旋项目在巴黎奥运会上金牌数

量增加到6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形势不

容乐观，新增设的极限项目对运动员整体

能力要求非常高。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在

这个项目上并没有拿到资格的必胜把握。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激流回旋男子皮艇的

成绩相对稳定，全鑫在世锦赛和世界杯两

次进入到决赛中，男子皮艇最有希望拿到

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本报记者 弓学文

新周期新征程，面对项目设置、比赛规则

等方面的变化，国家自行车队各支队伍厉兵

秣马全力以赴为巴黎奥运会积蓄力量，进一

步提升竞争力。其中女子团体竞速是我国传

统优势项目，进入巴黎奥运周期，由原来的两

人参赛改为三人参赛。

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组已于2月中旬出

征国际赛场，为争取巴黎奥运会积分展开争

夺。在2023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国家杯赛雅

加达站、开罗站比赛中，中国自行车运动员发

挥出色，赛出了风采和水平。国际自盟场地自

行车国家杯赛雅加达站女子团体竞速赛，由

奥运冠军鲍珊菊联袂郭裕芳和苑丽颖组成的

中国队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决赛中以微弱劣

势不敌德国队，遗憾获得银牌。此外，男选手

也在比赛中有出彩的表现，周瑜在男子争先

赛当中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竞技状态，

以顽强拼搏的作风，经过10个回合的较量，创

造了近两个奥运周期以来我国男子选手在该

小项世界杯中的最好成绩，名列第四位。国际

自盟场地自行车国家杯赛开罗站女子团体竞

速赛，由鲍珊菊、郭裕芳、苑丽颖组成的中国

队与老对手德国队再次在决赛相遇，最终中

国队以47秒676的成绩夺冠。国家竞速小轮车

队将于3月19日参加在泰国曼谷举办的国际

自盟一级赛，同时也吹响了竞速小轮车夺取

奥运资格实现项目突破的冲锋号，国家竞速

小轮车队将全力以赴，顽强拼搏，以积极饱满

的热情迎接挑战，决战亚锦赛，打好亚运会，

争取早日夺得巴黎奥运会入场券。山地自行

车项目作为备战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

重点项目之一，山地自行车国家集训队于2月

下旬开始在云南开展一个多月的集训，补短

板、强弱项，全力以赴获取奥运资格。

自由式小轮车是东京奥运会新入奥项目。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和蓄力，中国自由式小轮车

女队在巴黎周期开始崭露头角，展现出中国实

力。在2月举行的2023年国际自盟自由式小轮

车世界杯第一站沙特阿拉伯站，中国女队共派

出4名选手参赛，孙佳琪获得银牌，孙思蓓、郑

倩分获第四名、第五名，为争取今年8月英国格

拉斯哥世锦赛更多的参赛名额以及力争巴黎

奥运会资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力以赴迎挑战 蓄势待发向巴黎
在争夺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的关键年，田径、游泳、跆拳道、击剑、赛艇、皮划艇、自行车等潜优势项目力争拿

到更多奥运参赛席位，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田径：门槛更高挑战更大

击剑：打好每一站国际赛事

自行车：积蓄力量提升竞争力

游泳：迎接新挑战

皮划艇：划艇仍是重中之重

赛艇：全力备战世锦赛

巩立姣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张雨霏 新华社记者 李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