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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圈

本报记者 周 圆

“不可思议！这种高昂的竞技状态，

保持了一年又一年。”夺得世锦赛第四

冠后，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创造了

历史，成为世锦赛夺冠次数最多的女

双组合。从2014年初搭档至今，她们一

直在“双向奔赴”。

从东京周期到巴黎周期，陈清晨/

贾一凡都是国羽女双的头号主力，然

而她们也有迷茫，也有手足无措的时

候。东京奥运会备战期间，由于长时

间没有比赛，她们只能在训练中幻想

对手的情况，情绪不免陷入起伏。在

一次训练中，两个人总是觉得练不

好，在训练场上都要崩溃了。“我的眼

泪就在眼眶里。”陈清晨回忆说，她告

诉了贾一凡，“顶住，我们一定可以

的！”贾一凡也是一样，但她给了队友

极大支持，“假如现在就是奥运会，我

们怎么样都要站在赛场上，我们一定

要熬过去。”

熬过了那段时间，陈清晨/贾一凡

站在了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即使获得

亚军，但她们已经尽全力准备了。经历

了疫情等困难，陈清晨和贾一凡彼此

间的信任度更强了。“我们完全信任，

之前只是为了比赛打得更好，从那以

后，我们真的是在为彼此考虑。”贾一

凡说。

在陈清晨眼中，贾一凡就是“人美

心善”的女孩，也是她最好的搭档。贾

一凡陪她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那是在去年世锦赛备战期间，陈清晨

脚出现了伤病，每天训练结束，还要治

疗。“那段时间真的很磨练我的意志品

质，每天去想办法让脚达到好的效果，

才能在场上训练。”陈清晨一度很想放

弃，她告诉贾一凡，“要不你换个搭档

吧，比我会更好。”

“没事，你再坚持坚持，一定可以

的。”贾一凡安慰陈清晨说。从2014年

陈清晨选择贾一凡成为搭档以来，贾

一凡一直很感激这个有天赋的女孩，

能够成为她的搭档。因为早在2016年，

陈清晨就获得了尤伯杯冠军。这么多

年，贾一凡一直在努力追赶陈清晨的

步伐。

在贾一凡和教练的支持下，陈清

晨度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间，她们也

在2022年收获了世锦赛冠军，这个冠

军让她们更加坚定地朝着巴黎奥运会

走下去。

在今年的世锦赛前，陈清晨/贾一

凡已经拿到了三个冠军，世界排名稳

居第一。“从挑战者到被冲击者，要求

我们心理承受能力更强。”贾一凡说，

“如今我们更加清楚，怎么样面对比

赛，能够快速调整好心态，保持平稳的

水平。”

六次世锦赛，斩获四冠。“凡尘”

组合归来还是初心。“我们感觉还像

是第一届参加世锦赛一样，拿到冠军

很激动。”陈清晨夺冠后仍然会热泪

盈眶。

搭档九年来，陈清晨和贾一凡的

性格越来越像，曾经只有贾一凡滔滔

不绝，如今陈清晨也能和贾一凡说起

“相声”。“我们两个人变得更好，就是

双向奔赴！”陈清晨和贾一凡感谢彼此

的陪伴，珍惜每一次搭档的机会，也向

着她们的十年之约去努力。

本报特派记者 李东烨

8月27日，2023年布达佩斯田径世

锦赛进入收官日。随着小将丰配友在

男子马拉松比赛中冲线，中国田径队

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战。本届世锦

赛中国队整体表现不佳，只有两枚铜

牌入账。面对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

会，中国队需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

与上一届世锦赛一样，中国队比

较有竞争力的项目仍然集中在女子投

掷和男子跳跃项目上。不同的是，与上

届相比各项目的竞争力几乎全面下

滑。女子铁饼和女子铅球项目尚有能

力竞争奖牌。男子跳跃项目则只能去

竞争比较好的名次，已经无力登上领

奖台。而在上一届还有奖牌竞争力的

竞走项目则在本届比赛中不仅彻底失

去竞争力，甚至无法跻身前六名。

女子铁饼项目，俄勒冈世锦赛女

子铁饼冠军冯彬在本届世锦赛投出

68.20米的个人第二好成绩收获季军，

为中国田径队收获本届世锦赛的首枚

奖牌。值得肯定的是，虽然冯彬未能卫

冕，但她在决赛中四次突破个人赛季

最好成绩，证明了自身实力。“这是我

职业生涯以来发挥最完美的一场比

赛，每一饼都在提高。这一枚铜牌有

非常大的意义。”冯彬表示。

除冯彬之外，中国队的另一个亮

点是老将巩立姣。她在本届世锦赛女

子铅球决赛中投出19.69米收获铜牌，

这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二

枚奖牌。此次布达佩斯世锦赛将女子

铅球放在了整个赛程的倒数第二天，

而且资格赛和决赛在同一天举行。对

于已经34岁的巩立姣来说，即便她的

心理状态和临场调整能力都要优于其

他年轻选手，但对体能还是一个不小

的考验。

除了巩立姣外，中国女子铅球近

年来也涌现出了几位优秀的年轻选

手，比如宋佳媛、张林茹，不过她们在

近两届世锦赛上一直没能表现出奖牌

竞争力。和女子铅球一样，中国队在女

子链球项目也是以老带新，而且老将

王铮和小将赵杰均闯入决赛，但最好

名次是王铮的第八名。女子标枪项目，

名将刘诗颖的状态有所恢复，但也只

获得第六名。另外在上届比赛获得奖

牌的男子跳远、男子三级跳远和女子

竞走等项目，在本届比赛都空手而归。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中国田径队重

视的是，在我们过去和现在所认为的

所谓优势项目上，来自欧美日的主要

竞争对手的水平正在大幅度提升。比

如男子110米栏项目中国队曾经长期

是亚洲霸主，本届比赛小将朱胜龙只

比了一枪就被淘汰，而日本队泉谷骏

介最终获得第五名。女子铁饼和女子

铅球项目，中国队虽然拿到了奖牌，但

面临的竞争压力却比以往大得多。特

别是近年来美国队在男女铅球项目上

全面进步，整体进步幅度非常大。女子

标枪项目，在刘诗颖状态欠佳的同时，

日本选手北口榛花夺得了本届世锦赛

的女子标枪金牌。而在竞走项目上，中

国选手不仅已经被欧美选手拉开了非

常大的差距，甚至已经落在了日本选

手的后面。接下来中国田径必须尽快

想方设法，努力扭转局面。

（布达佩斯8月27日电）

本报特派记者 李东烨

8月27日，2023年布达佩斯田

径世锦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在男子马拉松比赛中，乌干达选

手基普兰加特以2小时08分53秒

夺金，以色列选手特费里以2小时

09分12秒摘银，埃塞俄比亚队格

布雷西拉塞以2小时09分19秒收

获季军。中国队的3位选手杨绍

辉、何杰、丰配友分别排在第38、

45、49位。通过与高水平选手同场

竞争，中国选手在实战中把握机

会，全部完赛，在实战中找准努力

方向。

本届世锦赛，男子马拉松项

目共有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85

位运动员参加，其中中国队实现

了满额3人参赛。老将杨绍辉曾参

加过多哈、俄勒冈两届世锦赛，这

次是他的第三届世锦赛。何杰、丰

配友都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三

位选手虽然在名次上未能突破中

国队参加世锦赛的最好成绩，但

都经受住考验，坚持到最后。本次

比赛有包括上届世锦赛冠军托拉

在内的25位选手没有取得完赛成

绩。赛后何杰说：“这次是职业生

涯中的第一次世界大赛，前程节

奏把控得也不错，后来一个变速

之后岔气心慌，导致体能下降，最

后是凭着意志顶下来的。”

“00后”小将丰配友说，这次

主要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赛

前状态不是很好，但能与世界级

高手同场竞技，机会非常难得，学

习他们的拼搏精神，也会总结自

己的不足，在接下来进行更有针

对性的训练，提升自己不足的地

方。”

老将杨绍辉在赛后坦言，本

届世锦赛令他印象深刻。“这一届

按成绩来说是最差的一届了。我

在多哈世锦赛跑了2小时15分多，

在上届世锦赛跑了2小时11分多，

但今天挑战是最大的一届。”杨绍

辉解释道，跑到后面越跑越热越

跑越晒，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影

响。展望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杨绍

辉认为，这几年不仅仅是日本，各

国选手都在进步，竞争肯定越来

越激烈，自己也会继续努力，推动

中国马拉松继续前进。

本赛季国内马拉松赛事活动

陆续恢复，这为中国马拉松运动

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赛事条

件。在3月中旬举行的无锡马拉松

赛上，何杰和杨绍辉分别跑出2小

时07分30秒和2小时07分49秒的

好成绩，均超越了此前已经尘封

16年的全国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9年

中国田径协会与特步共同发起

“国人竞速 全民畅跑”计划，包含

运动员激励计划、赛事激励计划、

青少年激励计划等，该项目旨在

鼓励更多中国马拉松运动员提升

竞技水平，促进中国马拉松赛事

提升竞赛水平，培养中国马拉松

青少年梯队，助力中国马拉松运

动良性健康发展。截至2022年底，

共有200人次中国运动员获得“国

人竞速”达标奖。截至目前，共有9

位运动员获得“国人竞速”突破

奖。其中，何杰、杨绍辉破中国马

拉松全国纪录，荣获“国人竞速”

破纪录奖。据悉，“国人竞速”计划

将持续助力中国马拉松事业，为

中国马拉松运动增添强劲动力。

（布达佩斯8月27日电）

本报讯 2023年国际排联

U21女排世锦赛决赛于北京时间8

月27日在墨西哥莱昂落幕。经过五

局苦战，中国青年女排以3比2险胜

意大利女排，获得冠军。

国青女排在本次比赛中先抑

后扬，表现出色。第一阶段小组赛

虽然首战0比3不敌塞尔维亚队，但

在随后接连以两个3比0完胜波兰

队和阿根廷队，挺进八强。在八强

复赛中，国青女排又以3比0战胜东

道主墨西哥队，以3比1力克日本

队，并以3比2险胜塞尔维亚队，顺

利跻身四强。在半决赛中，国青女

排与劲敌巴西女排打满五局，取得

3比2的胜利。

决赛中，国青女排派出了主攻

庄宇姗、王逸凡，副攻曾洁雅、万梓

玥，接应王音迪、二传殷小岚和自

由人朱星辰的首发阵容。面对意大

利女排，国青女排小将们敢打敢

拼，主帅匡琦也不断调兵遣将应对

对手的技战术发挥。前四局比赛，

国青女排以19比25、25比23、23比

25、25比22与对手平分秋色。决胜

局，国青女排自始至终保持优势，

最终以15比8获得冠军。此役，国

青女排多点开花，队长庄宇姗为

球队贡献了最高的21分，副攻万

梓玥和替补登场的接应唐欣双双

得到15分。

赛后，国青女排共有4名队员

获得本届赛事的单项奖。其中庄

宇姗一人独得赛事最有价值球员

和最佳主攻两项殊荣，万梓玥和

朱星辰分获最佳副攻与最佳自由

人称号。

（苏 畅）

本报讯 据中国自行车运动

协会消息，2023年国际自盟世界青

年锦标赛于北京时间8月27日进入

第四个比赛日，在当天进行的青年

女子500米计时赛资格赛和决赛

中，中国运动员罗雪凰以资格赛排

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并在决赛

中以33秒812的成绩打破了青年世

界纪录，获取金牌。这已经是罗雪

凰在本届世青赛上第二次打破世

界纪录，此前她与队友郭梦瑶、卞

译敏、侍忆联手摘得女子团体竞速

赛金牌，并创造48秒997的青年世

界纪录。

与此同时，罗雪凰在青年女子

500米计时赛上获得的金牌，是中

国自行车青年参赛历史上的第二

枚世青赛个人项目金牌，此前钟天

使于2009年在俄罗斯莫斯科世青

赛上收获过该项目金牌。

中国自行车小将在本届世青

赛上发挥不错，罗雪凰还拿到了

女子个人争先铜牌，卞译敏获得

女子个人争先赛第四名。中国男

子青年运动员解涵在男子争先赛

中获得第四名，值得一提的是，他

在争先赛200米资格赛中以9秒

908的成绩排名第一，由于缺乏比

赛经验，最终获得第四，这也是中

国青年男子个人争先赛的历史最

好成绩，同时为未来青少年的培

养指明了方向。

截止第四比赛日，中国队已经

获得2金1银1铜和两个第四名，接

下来的比赛，中国队将在男子1公

里计时赛和女子凯林赛项目上争

取好成绩。

（王向娜）

本报讯 国际乒联8月26日宣

布，首届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

赛落户成都。该赛事将采用男女单

打、双打和混双结合在一起构成混

合团体赛的形式进行。

成都将于今年12月承办2023

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并计

划连续5年（2023年-2027年）承办

该项赛事。

国际乒联主席佩特拉·索林表

示：“混合团体世界杯赛不仅仅是

一项赛事，更是乒乓球改革和创新

的体现。通过结合男女团体赛事，

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表达途径，倡

导着性别平等、多样性和团队协作

精神。这一创新不仅重新定义了竞

争格局，还为运动员们打开了展现

自身实力的新维度。”

与此同时，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联盟WTT世界乒联国际青训中心

也落户成都。

（李雪颖）

U21女排世锦赛结束

中国青年队获冠军

场地自行车世青赛再破世界纪录

罗雪凰500米计时赛折桂

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落户成都

斩获世锦赛第四冠

“凡尘”双向奔赴成就世界女双第一组合

中国田径未来需增强紧迫感

中国男子马拉松在实战中找准努力方向

杨绍辉（右一）、何杰（右二）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摄

本报讯 北京时间8月27日，

2023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丹麦

哥本哈根迎来决赛日，中国队闯入

混双和女双决赛，最终陈清晨/贾一

凡第四次获得女双冠军，郑思维/

黄雅琼获得混双亚军。

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卫冕冠

军陈清晨/贾一凡的对手是印尼强

档拉哈尤/西蒂，此前双方5次交

手，中国选手4胜1负。“凡尘”组合

在半决赛战胜队友张殊贤/郑雨闯

入决赛。拉哈尤/西蒂本届比赛状

态颇佳，淘汰了2号种子、韩国强档

金昭映/孔熙容。

本场较量，陈清晨/贾一凡快

速进入状态，在攻防转换和发接发

上占据优势，并以21比16拿下第一

局。第二局，“凡尘”组合延续了首

局的良好状态，以8比2开局。每当

对手追分时，陈清晨/贾一凡就会

积极调动拉开比分，并以21比12锁

定胜局，大比分2比0击败对手，继

2017、2021、2022年后，第四次捧起

冠军奖杯，并实现三连冠。

混双决赛，头号种子、卫冕冠

军郑思维/黄雅琼对阵韩国组合徐

承宰/蔡侑玎。后者本赛季进步迅

速，本届比赛状态出色，连续淘汰

了泰国的德差波尔/沙西丽、日本

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纱两对强

档，进入决赛。

决赛首局，韩国组合以21比17

先胜一局。第二局，郑思维/黄雅琼

进行调整，在与对手的多拍争夺

中，“雅思”组合笑到最后，以21比

10扳回一局。决胜局，韩国组合重

整旗鼓，郑思维/黄雅琼则应对不

及，开局1比7落后。此后，中国选手

不断追分，但由于分差过大，以18

比21告负，屈居亚军。

此外，陈雨菲、王昶/梁伟铿、

张殊贤/郑雨、蒋振邦/魏雅欣分别

为中国队获得女单、男双、女双和

混双4枚铜牌。 （周 圆）

中国选手羽毛球世锦赛女双三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