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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艺欧

中国网球在2023年取得多项突破，

从女网到男网，从单打到双打，中国网

球交出的成绩单都值得称道。

朱琳在2月份进行的WTA250华欣

站夺得个人职业生涯巡回赛首冠，成为

公开赛年代第11位斩获WTA单打冠军

头衔的中国女网球员。9月份的广州，王

曦雨又取得重大突破，夺得职业生涯首

个巡回赛女单冠军。

这一年表现最优异的球员无疑还是

“一姐”郑钦文。虽然赛季初期表现不如预

期，但她越战越勇，6月份在WTA250巴勒

莫站拿下个人职业生涯WTA首冠，随后

在美网打入八强。在本土进行的WTA500

郑州站，郑钦文拿下第二个冠军，确保自

己可以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华发科技珠海

WTA超级精英赛，并最终获得亚军。凭借

这样的表现，郑钦文最终获得年度进步最

快球员奖项。

双打方面，中国球员王欣瑜与谢淑

薇搭档，在法网获得双打冠军。这是王

欣瑜首次获得大满贯双打冠军，她也成

为第二位夺得法网女双冠军、第五位夺

得大满贯女双冠军和第七位夺得大满

贯冠军的中

国网协球员。

中 国 男 网

这两年的进步有

目共睹，2023年多

位球员取得让人欣

喜的成绩。2023年的达

拉斯ATP250站，吴易昺

连续击败沙波瓦洛夫、弗

里茨和伊斯内尔等名将夺

冠，成为中国首位ATP巡回

赛男单冠军。

张之臻在2023年的马德里

网球公开赛中打进八强，成为历

史上首次获此成就的中国网协球

员。大满贯赛场，张之臻在法网和美

网两度打进32强。张之臻2023年世界

排名最高时曾来到52位，年终排名第58

位，都是前所未有的成绩。此外，张之臻

在杭州亚运会上一路过关斩将，让中国

男网时隔29年重夺亚运会男单金牌，中

国男女网球项目也凭借在亚运会上的

优异表现各自拿到一个巴黎奥运会参

赛资格。

本报记者 杜 婕

2023年，中国金花在高尔夫球场上不断

突破，捷报频传。

在女子美巡赛场，殷若宁斩获2个冠军，

包括一个大满贯冠军。另有7场赛事进入前

十名，并在9月登顶世界第一。

2023年可以说是殷若宁的“丰收季”，4

月LPGA洛杉矶公开赛，殷若宁斩获冠军，成

为冯珊珊之后第二位来自中国大陆的LPGA

冠军得主。两个月后，殷若宁在大满贯女子

PGA锦标赛中再次夺冠，又成为继冯珊珊之

后第2位获得大满贯冠军的中国大陆选手。

林希妤2023年在女子美巡赛场上同样

表现抢眼，7次进入前十，其中在洛杉矶锦标

赛和波特兰精英赛中拿下第二。10月，在女

子欧巡沙特阿美系列赛香港站，林希妤在与

高真荣的加洞赛中胜出，结束了自己长达四

年的冠军荒。

刘钰在5场女子美巡比赛中打入前十，

其中在LPGA乐天锦标赛获得亚军。刘艳在

女子美巡新人年同样收获不少，2次进入前

十，包括在绍普莱特精英赛上获得季军，取

得个人在LPGA的最好名次。另外在女子美

巡二级赛的赛场上，王馨迎、刘思芸、殷小雯

和任玥均捧起过冠军奖杯。

12月，刘依一、殷小雯、曾莉棋、阎菁、

张维维、任玥也通过了美巡资格考试，2024

年中国女将将至少组成10人军团征战女子

美巡。

美巡赛场之外，27岁的上海球手鲁婉

遥2023年10月在日巡赛·斯坦利女子本田

高尔夫锦标赛中夺冠，结束了六年女子日

巡冠军荒。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中国女子高尔

夫球手的精彩表现为中国高尔夫球备战

巴黎奥运会注入了强劲动力，极大提振了

信心。

本报记者 杜 婕

2023年，中国攀岩队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杭州亚运会，中国攀岩队取得2金

2银2铜，位列奖牌榜首位，不仅实现了

亚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

两项全能项目上，张悦彤、潘愚非分别

斩获女子、男子铜牌，这对于中国攀岩

来说是更大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

2024年最重要的体育赛事无疑是

巴黎奥运会。目前，中国攀岩队已获得

三个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

8月1日至12日举行的2023攀岩世

锦赛，是攀岩项目的第一场巴黎奥运会

资格赛，率先产生10个（6个全能、4个速

度）奥运资格。根据赛制规则，男、女两

项全能项目的前三名以及男、女速度项

目的前两名在第一时间拿到巴黎奥运

会入场券。中国选手龙金宝在男子速度

比赛中夺得银牌，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巴

黎奥运会门票。

11月9日至12日举行的国际攀联亚

洲区奥运资格赛产生4个奥运资格（2个

全能、2个速度），只有夺得各项目冠军

才能拿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攀岩项目

参赛资格。中国选手邓丽娟在女子速度

赛中夺冠并拿到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张悦彤则在女子两项全能比赛中以1.4

分的微弱优势实现逆袭，历史性赢得女

子两项全能冠军，并获得2024年巴黎奥

运会攀岩参赛资格。

展望新的一年，中国攀岩队仍需努

力，2024年5月至6月，还将迎来两场分

别在上海、布达佩斯举行的巴黎奥运会

资格赛，攀岩项目将产生男女速度各五

个、男女全能各十个奥运资格，中国攀

岩队将继续为争取更多的巴黎奥运会

资格而努力。

自 1896年 首

届雅典奥运会举办

以来，自行车便被

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

项目。历经一代代自行

车人的不断传承发展，中国

自行车近些年在场地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

车等项目中不断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荣誉。在2016年

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蝉联了

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来到巴黎周期，该

项目迎来全新改革，赛制由2人2棒2圈改为3人3棒3

圈，伴随着钟天使淡出赛场，鲍珊菊成为领军人物，

而场地自行车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也是该项目能

够成为中国传统优势项目的基础，郭裕芳、苑丽颖等

小将开始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

2023国 际 自 盟

场地自行车国家杯

赛 开 罗 站 女 子

团 体 竞 速 赛

中，鲍珊菊联袂郭裕芳和苑丽颖荣获金牌，

这是自巴黎奥运周期项目规则调整后，中国

队首次在国际赛场上战胜老对手世界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队，但当时创造的47秒

676的成绩，与德国队保持的45秒967世界纪

录相差甚远。虽然有差距，但是场地自行车

队女子短组一直在奋力前行，2023年全国场

地自行车锦标赛暨2023年全国青年场地自

行车锦标赛中，由鲍珊菊、郭裕芳、苑丽颖

组成的国家场地自行车队两破全国纪录，最

终以46秒044夺冠，与世界强队德国队保持

的45秒967的世界纪录仅相差0.077秒！此

外，杭州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

赛，中国队以46秒376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

破该项目赛会纪录。

目前，场地自行车队正在热火朝天地开

展冬训，为巴黎奥运会延续辉煌全力冲刺。

自由式小轮车在东京奥运会成为正式比

赛项目，虽然中国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获得

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但是小轮车运动在我

国还是得到了快速开展并迅速提升。2021年

陕西全运会上，自由式小轮车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历经多年潜心发展，巴黎周期，中国女子自由式小

轮车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孙思蓓、周惠敏、范

子慧、郑茜等接连在2023年的世界大赛中斩金夺

银取得优异成绩。

提起中国公路自行车运动，就不得不提中

国华兴洲际自行车队，这是一支以中国公路国

家队为背景的职业队，常年辗转世界各地征战

国际赛场，为中国培养优秀公路车手，吕先景、

苏浩钰、刘建坤等都随华兴队在欧洲赛场磨炼

过，竞技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华兴队今年帮助

中国男子公路自行车项目取得巴黎奥运会入场

券。此外，在亚洲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女子公路大

组赛中，国家女子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孙佳君斩

获亚军，为中国自行车项目获得了一张巴黎奥

运会门票。

在2023年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奥林匹克越

野项目成年组比赛中，吕先景与李洪凤获得男女

组两个冠军，中国山地自行车队也由此获得两张

巴黎奥运会入场券，目前队伍也在全力补短板，强

能力。

进入巴黎奥运周

期后，中国击剑队面临

着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各个剑种未

能呈现均衡发展的局面，中国击剑争夺巴黎奥运会参

赛席位的道路并不平坦，中国击剑队冷静洞悉巴黎奥

运会征战路上遇到的挑战和难题，坚持以奥运会的标

准来打磨技术、磨炼阵容。

在2023年的米兰世锦赛上，中国击剑队仅收获男

子花剑团体银牌和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传统优势剑

种项目女重仅位列团体赛第12，整体的技术水平滑落

情况明显。

杭州亚运会是巴黎奥运会前的重要考验，中国

击剑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东京奥运会女重个人

冠军、亚运会三朝元老孙一文以及征战过里约奥运

会男花赛场的陈海威为首的老将勇于担起稳定军

心的重任，带领众多年轻队员征战亚运赛

场。然而中国击剑队在技术实力、阵容厚度

等方面与日韩等亚洲劲旅存在一定差距，

总体发挥并不理想，以2金4银2铜的总战绩

屈居奖牌榜第二。第一主力孙一文因伤病

原因尚未恢复最佳状态，个人赛无缘四强，

她带领施悦馨、唐君瑶和许诺三位小将出

战女重团体赛，但在半决赛不敌韩国队仅

获得一枚铜牌。同样是中国击剑传统优势

项目的男花也经历着困境，由陈海威领衔

的中国男花队虽然在半决赛横扫世界排名

第一的日本队，却在决赛中惜败韩国队，遗

憾摘银。一直以来并非优势项目的女花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也涌现出一些具备潜力

的年轻队员，由陈情缘、黄芊芊、王雨婷、王

英璎组成的中国女子花剑队勇于挑起夺金

的重任。“00”后小将黄芊芊挑落了女花个

人赛金牌，又与队友战胜日本队和韩国队，携手

夺得团体赛金牌，也打破了中国女花在亚运会

上20多年的“金牌荒”。

结束亚运会的征程后，击剑项目的巴黎奥运

会积分赛于11月正式拉开战幕，从各剑种当前“抢

分”情况来看，奥运资格的争夺情况喜忧参半。中

国男重运动员王子杰凭借在2023年国际剑联男子

重剑世界杯温哥华站夺得的个人赛银牌，暂以亚

洲第一的身份获得个人赛参赛资格，奥运冠军孙

一文仍以亚洲第一的身份暂时保留参赛资格，男

花、女花仍握有团体赛临时参赛资格，其他剑种的

情况不容乐观。客观而言，中国击剑队争取“满额

参赛”的难度系数不小，悬念依旧存在。

2023年对于中国击剑而言，是积蓄力量、静待

出鞘的一年，中国剑客们仍需潜心备战，打好奥运

积分赛，全力冲击奥运参赛资格，努力实现“满额

参赛”的目标。

本报记者 苏 畅

2023年，中国跆拳道队出访参加了包括

荷兰公开赛、比利时公开赛等11项国际比赛

（包含两项青年赛事），在国内承办并参加了

2022年和2023年两届世跆联大满贯系列赛、

世跆联太原大奖赛等5项（2站大满贯、太原大

奖赛、中国公开赛、世界杯团体赛）国际赛事。

在12月进行的2023世跆联大满贯冠军系列赛

暨奥运直通卡赛上，中国跆拳道队一举获得

女子-57公斤级、女子+67公斤级、女子-67公

斤级和男子-68公斤级奥运直通卡。此外，中

国跆拳道队很有希望通过奥运积分排名在

2024年获得女子-49公斤级巴黎奥运会参赛

资格。中国男子选手也仍有机会通过2024年

的奥运落选赛力争一张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2023年，国家队共获得了50枚金牌，34

枚银牌，34枚铜牌的成绩，在成功发掘一批

年轻优秀运动员的同时，圆满完成了获得巴

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和获取积分任务。展望

2024，中国跆拳道选手力争满额参加巴黎奥

运会，在巴黎奥运会上实现佳绩。

发掘新人 跆拳道力争满额

历史突破 攀岩登高望远

本报记者 宋 菲

郑钦文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张悦彤 新华社发（维里摄）

成绩显著 网球惊喜连连

备战奥运 自行车全力冲刺

本报记者 弓学文

积蓄力量 击剑静待出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