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弓学文

各支国家队日前

均已开启冬训，国家场

地自行车队也早已吹响“冲锋号”，紧抓

巴黎奥运会前最后一个冬训备战时机，

在强化体能、强化专项能力等方面下大

功夫、苦功夫，力争全面提升运动员竞技

能力。日前，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在海南进行公路有

氧训练，恢复状态，前几日，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男子短距离

组已返回北京开展冬训，而国家场地自行车队女子短距离

组则将于18日转训至广州，开启专项训练，针对运动员的短

板，查缺补漏，全面提升打赢能力。

体能对于场地自行车来说至关重要，场地自行车队在

本次冬训当中将体能训练放在现阶段首要位置，围绕整体

冬训目标制定了体能训练方案，对每名队员设计科学方案、

个性化方案，为运动员训练增添动力。

同时，为进一步锤炼过硬作风，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

良的国家队，日前，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在海南五指

山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开展了为期3天的军训和爱国主

义教育，场地短组全体人员参加军训。本次军训内容丰富，

涵盖站队列、唱军歌、练体能、叠军被、励志讲座、集体学习，

以及参观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队员们也

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作风养成当作一项重要内

容狠抓落实。

军训是冬训的加油站，场地短组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

军训，促进了全队统一思想，改进作风，锤炼意志，提高素

质，强化担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冬训，为决胜巴黎奥运会打下坚实基础。

除此之外，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全体人员近日还走进了位于海南

的北京体育大学阿尔伯塔国际休闲体育与旅游学院，开展了冠军讲坛暨见面

会活动。党的二十大代表、奥运冠军钟天使受邀以《勇担体育强国时代使命》

为题，为全体师生讲述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故事。活动现场，钟天使还和奥运冠

军鲍珊菊、国家场地自行车队冠军教练高亚辉一起，与同学们展开了问答环

节，轮流回答同学们的热情提问，现场氛围轻松愉悦。

本次活动不仅给与会师生传递了来自自行车项目的奋斗力量，有力提升

了自行车项目的文化影响力，也是对场地短组全体人员的励志教育，增强了为

国争光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本报记者 周 圆

与大多数队伍不同，国羽并没

有整块冬训时间，11月14日至19日

的日本大师赛，11月21日至26日的

中国深圳大师赛以及12月13日至17

日的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赛等一系

列奥运积分赛，国羽都将派选手参

加。因此，队伍的今年的冬训也以

“以赛代练，赛练结合”为特点展开。

但与其他队伍一样的是，国羽全队

上下高度重视冬训工作，以进一步

加强思想建设、政治建设，扎实做好

冬训工作为抓手，恶补短板、查缺补

漏。同时也将全力完成好巴黎奥运

积分赛比赛任务。

10月底结束法国公开赛后，国羽

大部分主力回京便进入了今年的冬

训。在巴黎奥运会前的最后一个冬训，

国羽将在大本营北京进行训练备战。

面对形势严峻的巴黎奥运会，今年冬

训意义重大。全队也将打牢思想基础

作为重中之重，冬训期间将通过开展

“祖国在我心中”活动等形式，抓作风、

抓思想、抓管理，持续深化运动员为国

争光意识。

在巴黎奥运积分赛上，队伍更是

进一步统一思想，不断查找问题、解决

问题。在亚运会打完之后马不停蹄又

参加了四站奥运积分赛，通过比赛发

现问题，摸清对手的思路想法。冬训期

间，队伍表示更要以党建引领，加强思

想建设，发扬不怕苦、不怕牺牲的优良

作风，全力完成比赛任务。

为了锤炼队员的意志品质，打造

过硬作风，11月国羽增加了户外训练，

先后前往北京八大处公园和香山公园

进行体能拉练。而在室内训练中，国羽

也增加了多球训练，步伐、跳绳等专项

体能训练，全方位提升技术和体能，磨

炼意志品质。这也是针对比赛赛间体

能恢复能力、快速移动和起跳能力、抢

网和封网移动能力等专项体能进行的

重点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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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东烨

近日，世界田联推出“通往巴黎

2024”的实时查询平台，该平台可及时

了解2024年巴黎奥运会田径项目的达

标情况。从成都大运会到布达佩斯田

径世锦赛，再到杭州亚运会，中国田径

选手利用这些比赛机会，努力争取更

多奥运门票，目前已在9个小项上有选

手成绩超过达标线。与此同时，世界

田联表示，“通往巴黎2024”的平台只

是显示哪些运动员拥有参加巴黎奥运

会的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运动员已

被队伍选中参赛。除了已经通过达标

上榜的运动员，随着时间推移，如果其

他运动员在达标周期内取得更好的成

绩，目前通过积分排名上榜的运动员

也可能会跌出榜单。为了平衡各个国

家和地区的整体参赛情况，个人项目

一般只允许每支代表队最多派出3名

运动员参赛，如果一支队伍在某个项

目上的达标人数超过3人，则由该队伍

自行制定选拔办法，以确定最终的参

赛人选。

“通往巴黎2024”的实时数据显

示，中国田径队目前已有选手在9个小

项上实现成绩达标。其中，女子马拉

松、女子20公里竞走、男子20公里竞走

3个项目都有3人及以上达标，可确定

满额参赛，男子马拉松有2人确定达

标。在场地赛项目中，中国队目前在5

个项目上有成绩达标的运动员，分别

是男子跳远的王嘉男、女子铁饼的冯

彬、女子链球的王峥、女子铅球的巩立

姣和宋佳媛、女子100米栏的林雨薇和

吴艳妮。此外，刘诗颖、葛曼棋、韦永丽

等名将虽成绩还未达标，但凭借积分

排名也位列榜单之中。在男子、女子

4×100米接力项目的实时榜单上，中

国队双双上榜，其中谢震业领衔的男

子接力队凭借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

38秒29暂列第13位。不过，排名只是参

考，接力项目的参赛资格与明年5月世

界接力赛的名次直接挂钩，中国男女

接力队还要在这项大赛上为奥运资格

而战。

2023年国家田径队冬训动员会日

前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本次冬

训自2023年10月21日开始，延续至

2024年3月31日。为了做好田径项目巴

黎奥运会备战工作，国家田径队此次

冬训进一步改革了国家田径队组织管

理模式，将原有队组多、人员多，相对

分散的国家队备战形式，改变为重点

项目国家队集中、潜优势项目省市共

建、其他项目省市备战的模式。冬训

期间，国家田径队会重点解决体能训

练、复合型团队建设、重点运动员赛练

结合、巴黎奥运会选拔办法制定、思想

作风建设等问题，对标巴黎奥运会，高

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备战工作。

面对巴黎奥运会严峻复杂的形

势，中国田径队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

做好打一场最为艰苦之战的准备，抓

住冬训契机，做好备战工作，切实提高

竞技水平和实战能力，为实现巴黎奥

运会备战参赛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田径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巴

黎奥运会备战时间紧、任务重、挑战

多，国家队全体运动员将全身心投入

巴黎奥运会的训练备战，努力打好巴

黎奥运会这场硬仗。运动员们也纷纷

表示，将抓住冬训阶段持续提升实力。

老将巩立姣在杭州亚运会上以19.58

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铅球项目金牌，实

现三连冠，捍卫了中国女子铅球连续

12届夺金的荣耀。她表示对于成绩的

获得很知足但不满足，知足的是金牌，

不满足的是成绩，这个冬训巩立姣表

示将继续逐梦，向下一个奥运冠军发

起挑战，巩立姣此前表示过的“我的目

标是21米”依然不变。女子铁饼世界冠

军冯彬也透露，“这个冬训很关键，希

望我在体能和技术方面都有所精进。”

本报记者 李东烨

“巴黎奥运，再创辉煌，再创辉煌，再创辉

煌！”正式进入冬训前，国家游泳队在总局训练局

进行了短暂的军训，为进入高质量的冬训奠定基

础，在巴黎奥运会前的最后一个冬训周期淬炼筋

骨、培养艰苦奋斗、刻苦耐劳的精神。

今年冬训，国家游泳队的重点依旧放在体能

的提升上。虽然每个备战阶段都会强调体能的重

要性，但作为“高考”前的关键备战期，和此前重

视基础体能不一样，这个冬训，国家游泳队更注

重的是专项体能的提升。队伍也延续了以往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体能测试的办法，来检验

训练成果。

此外，不同类型的运动员侧重点也不一样。以

覃海洋、张雨霏为首的“老队员”，由于前段时间比

赛相对较多，所以训练的重点放在了恢复身体机

能，主要围绕下肢力量进行训练。覃海洋表示，“体

能和专项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我们最终的目

标是巴黎奥运会，所以目前还不能着急提升爆发力

或者最大力量，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以潘展乐、陈俊儿为主的新生代力量，这个

冬训更多的是需要快速成长。潘展乐作为短距离

选手，除了专项体能，吸气爆发训练也是他需要

增强的。陈俊儿说，“最近以上肢、下肢爆发力的

综合性训练为主，我在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改

进，同时在力量也是我需要重点提升的方面，希

望这个冬训可以取得突破。”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在京召开冬训动员大会，部署巴黎奥运会备战和冬训工作，吹响了决战决胜巴黎奥运会的冲锋号。目前，

各项目国家队均已开启冬训备战，有的队伍以军训为起点，磨炼意志坚定目标；有的队伍以夯实体能为基础，扎实提高专项成绩；

有的队伍则抓紧时间查缺补漏、补齐短板；有的队伍还要辗转赛场，以赛代练，为巴黎奥运积分努力拼搏……

田径队持续提升运动员比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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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队因人而宜抓重点

本报记者 袁雪婧文/图

国家举重队冬训前期突出体能训练，队伍每周

都分组展开更有针对性的专项体能训练。内容包括

大强度有氧训练、核心力量训练、平衡协调性训练

等等，其中在进行大强度有氧训练时，队员们还会

戴上心率表。一堂课下来，练到心率“爆表”都是常

事，心肺功能的提升效果显而易见。之所以需要特

定训练来提升心肺功能，是由于举重运动员在日常

专项训练中的最大心率只有80%至85%，而比赛中最

大心率可能会达到90%至95%，所以心肺功能同样需

要专门的训练去提升。本周期国家举重队在体能训

练上不断摸索，创新训练方法手段，通过提升运动

员的心肺功能、核心力量等，来帮助他们提升比赛

表现。运动员也尝到了体能训练的甜头，都更加积

极主动投入体能训练，提升体能的同时达到了为专

项能力提升助力的效果。

举重队着眼体能练到“爆表”

本报记者 魏征摄梁伟铿（右）/王昶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王嘉男 冯彬 巩立姣

覃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