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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扈建华

最后阶段出现失误，让张琼月在

巴黎奥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

收获一枚铜牌。赛后这位20岁的女将

说，未来还有很多可能，自己会继续努

力前进。

张琼月在资格赛状态很出色，打

出593环顺利晋级决赛，这个成绩也打

破了奥运会资格赛纪录。

来到决赛，第一个姿势跪姿，第

一组5发射击张琼月打得不太理想，

不过从第二组开始她迅速调整状态，

跪姿3组射击结束时已经追到第三

位。卧姿开始后，张琼月继续追分，3

组射击完毕，她的排名来到第二位，

和第一名美国选手马达莱纳的差距

是0.7环。最后一个姿势立姿，第一组

射击马达莱纳出现失误，打出8.1环

和8.6环，张琼月稳定发挥反超上位，

两组射击结束，她已经来到第一位，

领先第二名1.4环。

比赛进入单发淘汰，关键时刻

张琼月突然出现失误，8.5环、8.8环，

两枪过后，她已落到第三位。倒数第

二枪，张琼月和马达莱纳的总成绩

同为452.9环，需要通过加枪决定名

次。加赛一枪，张琼月还是没有调整

好状态，打出8.7环，最终排在第三

位。

瑞士选手莱昂妮以464.4环的成

绩夺得金牌，这个成绩也创造了新的

奥运会决赛纪录。

“加枪阶段，一开始没看屏幕，不

知道是我。后来赶紧准备子弹，只是觉

得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赛

后在谈到最后一枪时张琼月说，“我以

为自己被淘汰了，没想到加枪，但还是

没有抓住机会。”

这是张琼月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在巴黎周期，她的表现一直处在比较

高的水平。去年的巴库世锦赛上，张琼

月拿到女子50米步枪三姿冠军，并为

中国队拿到该项目一张奥运门票。杭

州亚运会，张琼月收获该项目个人银

牌和团体金牌。

对于奥运会表现，张琼月说：“第

一次参加奥运会拿到铜牌，比较满意。

决赛前半段的发挥在训练成绩之上，

但是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

失误，说明自己有一些不足，这也是我

前进的动力。最后几枪出现了8环多，

可能是心态波动、动作不到位，也是在

训练中准备不是特别到位，回去后要

认真总结。”

首次奥运之行，有奖牌、有失误，

张琼月说，这些都是自己未来前进和

努力的动力，“我才20岁，未来还有很

多可能，会继续努力前进。”

（巴黎8月2日电）

柔道摘铜 马振昭连续“放大招”
本报特派记者 袁雪婧

巴黎奥运会柔道比赛前5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难觅佳绩。

第6天，中国柔道队“放大招”了。马振昭果然不负众望，拿下中

国柔道巴黎奥运会首枚奖牌。

马振昭现世界排名第5，是巴黎奥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

级4号种子。首场比赛面对韩国选手尹贤智，对手上来就获得

一个技有得分，并且马振昭因消极被处罚一次，但她稳住阵

脚后以“一本”直接终结比赛。“一上来还是有点紧，一下子

就输分了，我也挺惊讶的，但是看到还有时间，自己就沉住

气不停去追着对手打，终于追回来了。”赛后复盘时，马振

昭认为自己有些慢热。

状态慢热让她付出了代价。1/4决赛，面对战胜了

东道主法国名将马隆加的“黑马”葡萄牙人桑帕约，马

振昭开场49秒就被对手“一本”速胜。“八进四这场

前期研究的都是法国选手，这个葡萄牙对手此前

没有交过手。如果在场上能多交手两个回

合，就能适应节奏，有战术去应对她。

可惜在投技中为了防守不

输分，自己抬头了，给了对方使用绞技的机会，被绞晕就一本输

掉了。”回想这场比赛，马振昭充满懊恼和遗憾。

柔道项目赛制就是这样残酷，在决赛前输一场就无缘争夺

金牌了，但马振昭获得了参加复活赛争夺铜牌的机会。最终她

在复活赛、铜牌赛连续打入金分加时，力克乌克兰选手利特维

年科、德国选手瓦格纳，勇夺铜牌。“乌克兰选手之前碰到过两

次，一胜一负，所以针对她上手的特点进行了一些专项进攻训

练，最后赢下来了。”马振昭说，“铜牌赛对阵德国选手，她是两

届世锦赛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二，在场上没有去想对手有多

强，只去想我怎么能赢她。加时赛我已经被罚了2个消极，必须

处理把位非常谨慎，但谨慎的同时还要积极进攻。我想的就是

逼自己一把，咬紧牙关，更坚定了。”

赢下铜牌，马振昭哭了。“很为自己自豪，为祖国赢得一枚铜

牌，虽然不是金牌，但我拼尽全力了，也很珍贵。这也是中国柔道

队一个好的开始，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中国柔道在东京的

最好成绩是第5名。巴黎奥运周期马振昭成长了，在世锦赛、亚运

会等重要比赛争金夺银。2022年柔道世锦赛夺得银牌，马振昭刷

新世锦赛参赛最好成绩。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马振昭在决赛中

加时一本战胜日本选手高山莉加夺冠。2022年阿布扎比大满贯

赛、2024年阿斯塔纳大满贯赛，马振昭两度摘金。“几场大赛打到

关键场次取胜的经历让我更加成熟。面对大赛更能沉着应对，更

有耐心去处理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26岁的马振昭，让中国柔道看到了更美好的未来。“接下来

要沉淀，总结这次奥运会的经历，不管是心态的变化、压力的处

理，还是坚定争胜的信念等等，包括三年备战的过程都是非常宝

贵的经验，是一种重要的成长。”马振昭说。

（巴黎8月2日电）

本报记者 刘昕彤

8月1日，在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

三姿决赛，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刘宇坤的射

击皮服上有祥云纹、“刘宇坤”汉字等满满的

中国元素。不错，本次比赛刘宇坤穿着的皮服

是来自中国技术团队研发的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国产皮服。

“步枪射击皮服不是简单的服装，而是一套

由特制材料特殊工艺制成的复杂系统。在国际

赛场上，射击皮服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由于射

击皮服属于个性化定制装备，制作周期短则两

三个月，长则半年以上，是长期制约我们奥运备

战的‘卡脖子’难题。”相关工作负责人、体育总

局科研所智慧体育研究中心主任李祥臣研究员

介绍。

国家需求就是科研方向。为了解决这一国

家队“急难愁盼”的关键性问题，2022年3月，在

体育总局科教司的组织和指导下，射击皮服的

科技攻关工作选择了总局科研所、东华大学联

合组和北京服装学院两支队伍，科研团队你追

我赶，共同探索射击皮服的国产化道路。

李祥臣表示：“射击比赛对于精准性的要

求很高，在国际射联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射击

运动员衣服越厚越硬，保护作用越强，对动作

的稳定帮助就越大。”在射击比赛中，身着射击

服的运动员摇摇晃晃挪步前行，也是这个原

因。李祥臣解释道：“国际射联对射击皮服的

硬度和厚度有明确规定，硬度和厚度均有上

限。我们攻关的重要技术难点首要就是在规

则内无限接近这个标准，为运动员提供更好的

支撑控制。一套具有高精尖技术的射击皮服对

于运动员比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时800多个日夜，历经多个阶段……今

年年初，国产皮服的研发实现了技术突破，先

后完成纤维制备技术创新、高性能胶水研发、

达标射击服面料制备、中国元素服装创新以及

成衣批量制备等成果，两个团队都推出了符合

国际射联标准的产品，助力射击皮服实现了中

国研制、中国制造。此次巴黎奥运会上，刘宇坤

装备的正是由北京服装学院团队研发的国产

皮服产品，支撑刘宇坤一路拿下金牌。

除了射击皮服外，如今被我们啃下的奥运

“硬骨头”越来越多。李祥臣透露，由总局科研所

组织研发的选箭机器人、国产场地自行车减阻

骑行服、国产高性能新型赛艇、奥运备战人工智

能大模型也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同时，射击国

产皮服正在继续攻关，在满足标准下，通过符合

生物力学的结构设计和材料创新，发挥出更好

的支撑力，为运动员提供更大科技助力。

收获女子50米步枪三姿铜牌

20岁的张琼月还有很多可能

本报特派记者 袁雪婧

巴黎奥运会体操女团决赛，中国

体操队小花们泪洒赛场的一幕，让许

多体育迷心中一颤。当地时间8月1日

晚进行的女子全能决赛，邱祺缘、欧钰

珊的现有实力很难走到舞台的中央，

最终分别获得第7名、第16名。“在自己

的弱势项目上，确实和世界顶尖高手

有挺大差距的，所以强大自己是必须

的。”邱祺缘说。

全能决赛邱祺缘的四项得分为

跳马13.133、高低杠13.900、平衡木

14.500、自由体操13.233分，其中高低

杠出现了掉杠失误。“高低杠自己有

点大意了，平衡木在木上基本是个优

质套，但是落地有点瑕疵，跳马、自由

体操算正常发挥。”赛后邱祺缘表

示，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对于全能名

次没有太多想法，所以心态相对放松

了一些。

女团决赛获得第6名，让原本对

冲击领奖台抱有很大期望的小花们

很失望，队内氛围也是悲伤和低沉

的。“团体比完后大家都有点难受，但

换个角度想，还是我们自己的实力不

够强大，再加上有失误，所以我们坦

然接受这个结果，努力调整自己，准

备好后面的比赛。”邱祺缘虽然只有

17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身为中

国体操女队队长，肩上有一份责任，

她的成熟度和自身调整能力也提高

了不少。“虽然高低杠、平衡木是我

们的强项，但这些项目在比赛中是特

别容易失误的，成功和失败的概率也

许都是50%，比这两项时给自己的压

力也特别大。如果跳马、自由体操实

力够强的话，失误率可能会大大降

低，总分也会明显提高。”伤心过后，

邱祺缘已经能够理性分析和总结比

赛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她

下定决心要在跳马寻求

突破。“其实我一直都

有提升跳马的计划。

由于自己的力量与其

他选手相比差了很多，

再加上之前受过伤，出于保

护的目的，目前没有在跳马

上有太大改善，接下来我一

定会有所改变。”

在 女 团 决 赛 和 全 能 决

赛，邱祺缘的高低杠成套都

出现了一定失误。想竞逐高低

杠单项金牌，她必须“上满难度”，

也就是拿出当今世界高低杠最高起

评分7.2的超难成套，压力可想而知。

“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吧，相信自己可

以做到。”邱祺缘的眼神坚定，回答铿

锵有力。

（巴黎8月2日电）

啃下科技备战“硬骨头”

刘宇坤穿的射击皮服来自中国体操小花邱祺缘要让自己更强大

张琼月在比赛中。本报特派记者 鹿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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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昭（上）和德国选
手瓦格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武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