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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国

西昌·萨马兰奇杯气排球邀请赛在四川西昌火热举

行。来自25个省区市的75个城市、150余支队伍，近

2000人参加赛事。此次赛事和赛事期间举行的奥运藏

品展、校园公益行、奥林匹克大讲堂等配套活动，不仅

让参与者们感受到气排球的乐趣，也深刻领略到奥林

匹克文化和中华体育精神，让西昌当地掀起了一次全

民健身的新热潮。

气排球运动是一项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大众排球项

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至今，全国各地都有成千上

万的爱好者参与其中，已发展成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大众健身活动。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协执委会

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李玲蔚表示，举办气排球这样一项集运动、休闲、普

及性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将会带动更多人群参与到体

育运动中，享受快乐，收获健康。

萨马兰奇杯气排球赛已是举办多届的一项传统赛

事。本届比赛在保留已有老年组和中年组的基础上，新

增了青年组的赛事，全龄运动的理念进一步贯彻落实。

在本届赛事举办场馆之一的凉山州民族体育馆，参赛

选手年龄覆盖了从20多岁的青年到60余岁的老年，但

当所有运动员换上球衣走上赛场，他们的身份只有一

个———气排球运动员。“我们的队伍参加的是老年组的

比赛，大家都是退休职工，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组

队参赛，在每一次参赛过程中也总能结交到新朋友。希

望通过这样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举办，让更多人都能

够参与到气排球运动中来，享受这项运动的魅力。”参

赛选手说。

据了解，为了响应参赛选手的呼声，让大众气排球

赛事为全民健身战略和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也与凉山州达成战略合作，

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在当地大力开展气排球邀请

赛。“通过举办此次赛事，带动了凉山州更多人群参与

到体育运动中。对于参赛队员来说，无论是返场参赛的

老友，还是首次登场的新人，不同年龄段的气排球爱好

者以体会友，在比赛中享受快乐、收获健康。”萨马兰奇

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的赛事虽然才刚刚起

步，但是组委会与所有参赛选手一道，踏踏实实朝前

走，推广气排球运动、助推全民健身浪潮的目标就会

越来越近。”

气排球在西昌掀起全民健身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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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

京市排球运动协会承办的北京市中小学生排球锦标赛

火热开赛。在3月25日于北京交通大学综合体育馆举行

的高中女子组决赛中，北京101中学女排实现大逆转力

克劲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金奥女排获得冠军。

虽然比赛有胜负，但参赛的小选手们通过比赛感受到排

球的魅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排球运动也注定将成为陪伴

她们一生的挚友。

赛事于3月11日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北京市的96支

队伍报名参加。其中男子高中组12支、女子高中组9支、

男子初中组8支、女子初中组16支、小学男子组21支、小

学女子组30支，参赛运动员人数达到1536人次。为保障

全部赛事顺利进行，共有71名裁判员及36名专业工作

人员投入到比赛执裁和赛事组织工作。此外，比赛场地

设在北京交通大学综合体育馆，是这座体育馆落成投

入使用后承接的第一项大型中学生赛事，也是北京市

中小学生排球比赛首次进入高校举办。中小学生排球

比赛走进高校，能够帮助学生们了解高校文化，丰富体

验，拓宽视野。同时也为排球运动在高校的普及推广提

供全新助力。

25日下午进行的高中女子组决赛在北京101中学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之间展开。这两所学校都是

北京市排球项目体教结合开展较突出的高中。其中北京

101中学排球队培养出了奥运冠军刘晓彤等优秀运动

员，小将马婉月还以学生运动员身份代表北京青年队参

加了陕西全运会的比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女排队员

们每天完成学业任务后，再进行约2个小时的日常训练，

教练也是本校的普通体育老师，他们凭着对学生的负

责，兢兢业业抓好每天的训练，输送了如康慷、王云蕗等

多名优秀运动员进入专业队和国家队。2022年入选国家

女排二队并征战过女排亚洲杯的李雪萌不仅是这支球

队的队长，也出现在了当天的决赛赛场。

在李雪萌等实力队员的带动下，北师大附属实验

中学在决赛中取得良好开局，一度以25比13和25比18

轻松获得第一、二局的胜利。但101中学的姑娘们却迸

发出不言败的顽强精神，通过队友们之间的相互协作，

弥补了网口实力不足的短板，利用发球不断冲击对手

的一传。25比21、25比22，101中学连扳两局。决胜局中，

士气大振的101中学再以15比10获胜，奇迹般地取得了

一场大逆转。“我们特别团结，大家拧成了一股绳。冠军

是大家努力训练，努力比赛的成果。”赛后，101中学自

由人陈紫瑶开心地说，“我从101中学开始学习排球，一

直打到今天，排球教给我最重要的，是依靠团队的力

量。”

虽然决赛失利，但北师大附属中学的小队员们也从

比赛中收获很多。队员单兰沣表示，小学开始练排球的

她非常享受在场上打排球的感觉，“排球运动会伴随我

一生，它教会我如何团结大家，如何不放弃比赛，如何热

爱生活。”

本报记者 周 圆

“中国，加油！”结束一天的训练，中国男排队

长、二传郭成带领队员们喊道。1995年11月出生的

郭成，今年重回国家队，还担任了中国男排的队长

一职。面对今年多项重大比赛，担任队长的郭成表

示：“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能够给年轻队员传递

一个正能量的形象，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

备战每一个比赛。”

训练中，主教练吴胜经常和郭成交流，也给郭

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二传是整个排球技战术的

核心，所有的球都要通过他，通过他的脑子来分

配，战术也应该是通过他来指挥”。在二传位置上，

吴胜一直要求郭成提升传球球速，向国际接轨。

今年的中国男排集训中，增加了很多新的训

练方法和手段，在传球上同样也是。训练中，当二

传传球时，教练组会在对面副攻位置上放一个牌

子，上面写有“数字”，当二传传球时，要求往对面

看一眼，看到对面的副攻位置和牌子上面的数字。

“教练组要求传球的时候阅读出对面的数字，多增

加二传的观察，打磨手感和改正一些动作上的不

足。”郭成介绍说。

为了弥补短板，每天晚上，队伍的二传和自由

人都要加练一个小时，郭成也要加练一个小时传

球。“二传是我们的短板，与国际差距明显，攻手都

还是挺好的。”郭成坦言，“现在要想办法多弥补，

我们二传能进步一点，就可以提高攻手的进攻能

力，我们二传需要更多努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训

练，郭成表示：“传球思路上得到指正，整体技术感

觉不错，不管是传球的手感，还是细腻程度都在逐

渐提升。”

虽然是国家队的老面孔，但今年也是郭成第一次参与备战奥运资

格赛、亚运会这样的大赛。“这么多年，每一位男排运动员都希望能冲进

奥运会，现在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全力以赴，不管多苦多累，都希望能有

一个好的结果。”郭成说，“今年的亚运会也在我们自家门口举行，希望

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训练中，郭成不仅仅做好自己的事情，还在帮助其他队友，做好服务

工作。训练结束之后，他会主动和教练一起收器材。重回国家队，面临重要

的比赛，又担任队长的职务，郭成感受到身上更多的责任。“想把这个团队

凝聚在一起，服务好每一个人。现在队伍中大部分人都比我小，想给他们

一个正能量的形象，能把大家的劲儿拧成一股绳。”郭成如是说。

中国男排备战“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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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川在参加日本联赛的比赛中。

本报记者 周 圆

2023年中国男排面临世界联赛、亚锦赛、

亚运会和奥运资格等多项重要比赛。为弥补短

板，尽可能提升队伍实力，缩小与世界强队的

差距，中国男排备战采取“两条腿走路”，部分

主力通过加盟国外联赛以赛代练，年轻球员在

主帅吴胜的率领下，在福建漳州进行封闭训

练，苦练内功。

主力留洋接轨国际

中国男排队员掀起“留洋”潮，旨在通过

加盟国外俱乐部，以赛代练，并在训练方法、

打球思路上与国际接轨，开拓视野，弥补自身

的不足。

目前中国男排集训队中有6名运动员正在

留洋，他们大多数都是国家队的主力球员，整

体表现可圈可点。

主攻张景胤自今年2月加盟世界顶级排球

联赛的波兰男排超级联赛格但斯克俱乐部以

来，经历了从替补到首发的过程。

3月2日，2022-2023赛季波兰男排超级联

赛第26轮，张景胤替补登场拿下24分，并获得

了留洋后的首个单场最有价值球员称号。之

后，3月9日进行的第18轮补赛，张景胤替补出

场砍下18分。3月13日，波超联赛27轮，张景胤

首发登场并拿下10分，全场11扣9中1拦，零失

误。其中，扣球成功率高达82%。也帮助格但斯

克提前3轮跻身联赛八强。第28轮，张景胤继续

首发，斩获9分。

从最初的坐板凳到替补登场再到首发，张

景胤正在积极适应俱乐部的战术体系，他的进

攻实力也在高水平对抗中得到了证明。不过对

于张景胤来说，在波超联赛中，自己的一传和

防守能力是短板，在比赛中备受考验。3月27

日，联赛第29轮，张景胤依然首发出场，但仅仅

拿下1分。加盟波超联赛后，张景胤的一传能力

有了不小的进步，但相比其他球员仍然有差

距。展望未来，张景胤表示：“需要继续加强一

传以及防守和发球的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竞

技水平。”

同样，今年2月，另外一位主攻手俞元泰加

盟了卡塔尔联赛豪门俱乐部阿尔阿拉比。经过

近2个月的训练、比赛，俞元泰逐渐适应了当地

的联赛节奏，目前他所在的俱乐部已经进入了

8强。在已经参加的5场比赛，俞元泰担任球队

主力，场场首发。“这里的联赛对抗强度还是挺

强的，很多队伍都引进了外援，更加考验攻手

的硬实力。”俞元泰说。

中国男排集训名单中有多名运动员都在

日本联赛效力。效力于日本JT雷霆男排俱乐部

的接应江川是球队最为倚仗的得分手。本赛季

的日本V1联赛男排全明星赛参赛名单中，江川

成为唯一入选的亚洲外援。日前，经过18轮争

夺，2022-2023赛季日本男排V1联赛常规赛结

束。获得前4名的名古屋狼犬、三得利太阳鸟、

松下黑豹和大阪开拓者堺晋级季后赛。其中名

古屋狼犬的副攻王东宸，三得利太阳鸟的副攻

彭世坤都是球队主力。

另外，在沙特男排超级联赛第15轮比赛

中，二传刘濛也出现在卡提夫希望俱乐部中。

新秀“加餐”苦练内功

从今年2月开始，主教练吴胜就率领以年

轻队员为主的队伍，一直在福建漳州进行封闭

集训。通过苦练内功，强化体能和基本技战术，

补强发接发技术等软肋和短板。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此时不搏 更待何

时”中国男排在福建漳州基地的训练馆墙壁上

张贴着这样的标语，激励着每一位队员为了心

中的奥运梦想，刻苦训练、全力一搏。

在漳州的集训，中国男排教练组安排了

一天三练，除了上下午的训练正课之外，还

有晚间的加练。“一方面提高基本功，一方面

把我们的技战术打法，高快变的打法融入到

战术体系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提高的。”吴

胜表示。

在一传和防守薄弱环节训练时，启用球速

达到110至120公里/小时的发球机训练。“现在

欧美的优秀球员都能打出100至110公里/小时

的球速，如果接发球反应不过来，那一传和防

守就无从谈起。在训练中适应这样的甚至是更

快的球速，到比赛中就会觉得轻松了。”吴胜介

绍说。

除了基本技术训练，中国男排也安排了

实战对抗，主要检验拦网、防守以及二传和

攻手之间的配合默契度。“对抗的要求就是

把前一段时间练的拦网脚步、发球攻击性等

技术展现出来。”今年首次入选中国男排的

接应温子华说。

正在漳州集训的运动员很多都是年轻面

孔，主攻“00后”翟德军表示训练强度要比在地

方队大很多。“来国家队以后，身体训练方面提

高很多。因为国家队比赛要面对欧美队员，对

身体要求更高。”翟德军说，“这次备战目标还

是尽全力自己的技战术水平，提升能力，真正

为队伍作出贡献。”

今年中国男排面临赛事比较多，做好体

能储备尤为关键。在体能训练方面，采用团

队训练和个性化训练方式结合，同时也启用

了一些新器械、新方式，以丰富训练形式。体

能训练教练张鑫介绍，结合项目和运动经

历，目前训练方式达300个，每一周还会有些

调整。“有些效果好的训练方式就保留，有些

效果不是特别好的，就会加入更好的手段替

换。最大化避免重复性方式的训练。”张鑫

说，“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训练是比较枯燥

的，每次有新东西的加入，会觉得新鲜，提升

训练效果。”

这些赛事当中，世界联赛、亚锦赛关系到

世界排名，亚运会主场作战，需要力争佳绩，而

其中巴黎奥运资格赛更是重中之重。日前奥运

资格小组抽签揭晓，中国男排与波兰、阿根廷、

荷兰、加拿大、墨西哥、比利时、保加利亚等队

伍同分一组，小组前两名将获得奥运资格。“其

实资格赛分在哪组，对我们都一样，都比较困

难，需要我们全力去冲击每一个对手。”吴胜坦

言，“今年比赛多，也都很重要，我们也招入了

较多的球员，希望通过系统训练能够帮助他们

提高，也希望在外国联赛效力的选手回来后，

队伍整体实力能够有提升。”

中国男排在训练中。 朱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