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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圆

随着202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

结束，世界羽联2024年10站高级别巡回赛全

部结束。截至目前，在一年的比赛中，国羽

斩获57个巡回赛冠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和

地区。这一数字比位居第二至四位的日本、

韩国、丹麦冠军数量总和还多。

2024年，国羽获得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

超级1000级别的冠军有11个、超级750有15

个、超级500有15个、超级300有8个、超级100

有8个，超级500以上41个，冠军数量总计57

个。韩国队超级500以上冠军有11个，冠军数

量总计13个。日本超级500以上冠军9个，冠

军数量总计21个。丹麦超级500以上冠军数

量同样是9个，冠军数量总计12个；马来西亚

超级500以上冠军8个，冠军数量总计13个；

印尼超级500以上冠军6个，冠军数量总计21

个。中国、韩国、日本、丹麦、马来西亚、印尼

等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拿到过超级1000级别

赛事的冠军。

在象征顶尖竞争能力的10个高级别（超

级1000、超级750）巡回赛的50个冠军中，国

羽拿下26冠，其中混双8冠、女双6冠军、男单

5冠、男双4冠、女单3冠。各单项高级别巡回

赛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分别是：28岁的国羽

男单“一哥”石宇奇斩获4冠；女单的韩国名

将安洗莹获得4冠；国羽男双“00后”组合梁

伟铿/王昶3冠；女双“00后”组合刘圣书/谭

宁3冠；混双冯彦哲/黄东萍4冠。这些队员恰

恰都是各单项世界第一。

国羽在超级500以上的共19站巡回赛的

95个冠军中夺得41冠，其中混双13冠、女双9

冠、男单7冠、女单7冠、男双5冠。截至目前，

国羽在世界巡回赛各级别各单项中仅有超

级300男单没有获得过冠军。

无论是在高级别赛事还是在低级别赛

事中，国羽都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尤其是

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上，老将坚韧、新人涌现。

目前混双世界排名前三的都是中国组合，既

有巴黎周期组建的“新老组合”“冯彦哲/黄

东萍，也有巴黎周期成长起来的“00后”组合

蒋振邦/魏雅欣，还有东京和奥运两个周期

都在顶峰的郑思维/黄雅琼。女双方面，搭档

10年，贾一凡/陈清晨圆梦巴黎，她们撑起了

国羽女双东京和巴黎两个奥运周期。巴黎周

期，“00后”组合刘圣书/谭宁呈现快速上升

势头，夺得巴黎奥运会亚军。下半年另一对

“00后”组合李怡婧/罗徐敏进步明显，拿到

中国公开赛冠军和中国大师赛亚军，世界排

名升至第七。

全年强势的混双、女双，在巴黎奥运会

夺冠水到渠成。相比之下，国羽男单、女单和

男双优势并不明显，但总体成绩和夺冠次数

比去年有进步。石宇奇虽然巴黎奥运会止

步八强，但是不能否认他今年以来的亮

眼表现。除此之外，翁泓阳夺得中国

公开赛冠军，李诗沣夺得日本大师赛冠军，

让人们看到了国羽男单其他队员的努力。

“00后”女单王祉怡在巴黎奥运会后接连夺

得丹麦公开赛和中国公开赛冠军，在何冰

娇告别国家队、陈雨菲学习、调整时，

她暂时肩负起了国羽女单的重任。

“00后”组合梁伟铿/王昶虽然无

缘年终总决赛，但是他们依然

是全年表现最好的国羽男

双组合。任翔宇/何济霆

也在今年实现突破，

拿到了超级750冠

军，首次获得参

加总决赛的

资格。

本报记者 李雪颖

世界乒联WTT福冈总决赛日前收官。作

为WTT系列赛的高级别赛事，冠军可获得

15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因此总决赛云集了

世界顶尖好手，男、女单打各16名球员以及

男、女双打各8对组合向冠军发起冲击。最终

经过多日的激烈角逐，中国队王楚钦、王曼昱

分获男单、女单冠军，这是王楚钦连续第三年

拿到WTT系列赛年终总决赛的男单冠军，而

王曼昱是首次夺得WTT系列赛年终总决赛

女单冠军。两人一路过关斩将，闯过了不少难

关，总决赛冠军可谓含金量十足。

巴黎奥运会后，经历了状态起伏的王楚

钦再次登上了最高领奖台。首轮他3比1力克

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第二轮3比1战胜了曾

在巴黎奥运会上输过的瑞典选手莫雷加德；

半决赛面对状态神勇的斯洛文尼亚选手约

奇克，王楚钦没有手软，4比1取胜挺进决赛；

决赛，面对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王楚钦准备充分，并且放低了姿态，在场上

打得投入与释放，最终4比0完胜对手。至此，

王楚钦拿到了个人WTT系列赛冠军积分

1000以上赛事的第七座男单冠军奖杯。在最

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王楚钦以8300分继续

稳居男单世界第一。国乒小将林诗栋的表现

同样可圈可点，半决赛面对互有胜负的张本

智和，林诗栋敢打敢拼，与大赛经验更加丰

富的张本智和“纠缠”到决胜局，在决胜局以

10比12的比分告负，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收

获与成长。

外协会选手中，德国选手杜达、斯洛文

尼亚选手约奇克表现抢眼。杜达首轮3比2险

胜巴黎奥运会男单铜牌得主、法国小将费利

克斯·勒布伦；约奇克则是接连战胜了中国

队的林高远以及杜达，跻身四强。

女单方面，中国队占据了四强中的三

席，并提前锁定了冠亚军。王曼昱延续了良

好的状态，继上一站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折桂后，再下一城，将个人WTT系列赛冠军

积分1000以上赛事的第五座女单冠军奖杯

揽入怀中。王曼昱首轮3比1力克韩国小将申

裕斌，随后接连以3比1击败队友钱天一、4比

3险胜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闯进决赛，决

赛中她与队友陈幸同携手奉献了一场精彩

的比赛，最终王曼昱在决胜局中以11比5锁

定胜利。陈幸同虽然屈居亚军，但也展现了

不俗的竞技状态。首轮她3比2险胜队友孙颖

莎，次轮直落3局轻取日本选手平野美宇，半

决赛4比0击败了队友王艺迪挺进决赛。在最

新一期的女单世界排名中，陈幸同上升2个

位次、以4075分排名第五。

外协会选手中当属斯佐科斯表现最为

亮眼。首轮她便爆出不小冷门，3比1力克巴

黎奥运会女单铜牌得主、日本选手早田希

娜，次轮直落3局横扫另一位日本选手大藤

沙月，而大藤沙月近期的状态也不错，在首

轮3比1击败了队友伊藤美诚。半决赛面对王

曼昱，斯佐科斯在大比分0比3落后的情况下

连扳三局，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虽然最终

无缘决赛，但其强劲的追分能力让人印象深

刻。斯佐科斯的实力不容小觑，巴黎奥运周

期她就曾战胜过多位国乒主力球员，也是国

乒的主要对手之一。

本报记者 苏 畅

2024年中国跆拳道公开赛日前在浙江绍兴柯桥进行

了精彩争夺，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400名参赛

选手、技术官员、裁判员和随队人员参加。此次比赛为世

界各地的年轻选手提供了展现自身能力的大舞台。经过4

个比赛日的激烈较量，参赛选手发挥出了高水平的技战

术水平。最终，中国队获得多个级别的金牌。

据介绍，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创办于2017年，赛事采用

公开赛制，是我国承办的跆拳道项目国际高级别赛事之

一，被誉为“跆拳道新秀摇篮”。同时，该项赛事也是奥运

会跆拳道项目G1级别积分赛，是众多跆拳道运动员获取

奥运资格的必争之地。值得一提的是，为做好后备人才培

养和梯队建设，2024年中国跆拳道公开赛成绩将作为

2025年第四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及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

会组队阶段中国队的选拔依据。此举措大大增加比赛的

精彩程度和比赛悬念。

本次比赛设有竞技、品势两个大项，其中竞技和品势

分为成年和青少年组别，品势包括公认品势和自由品势。

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品势和竞技共产生56个级别的金

牌，比赛激烈精彩，无论是青少年选手还是成年选手，都

在本次比赛中展现了精湛技艺。

例如在17岁以上自由品势和成年组传统品势比赛

中，选手们各施绝技，传统与创新碰撞，既有对经典品势

的精准传承，又融入了独特的个人特色，动作行云流水，

力度与美感兼具。传统品势的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基本功，

将跆拳道精神融入每个动作，引得掌声阵阵。在竞技项目

少年组和青年组的比赛中，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们在赛

场上施展拳脚、比拼实力、共同提升。年轻的跆拳道小将

们斗志昂扬，得分大战屡屡上演。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进行

的13个成人组竞技比拼中，中国队获得了11个级别的金

牌。由于当天的比赛也是G1级别奥运资格赛积分赛，中

国队年轻选手们出色发挥，为他们未来的奥运征程奠定

了良好基础。

张 斌

国际剑联2024/2025赛季世界杯

第一站比赛于11月7日开启，标志着

正式进入洛杉矶奥运周期。在刚结束

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击剑队遭遇了

诸多困难，最终成绩不尽如人意。奥

运会结束后，队伍针对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总结，并制定出新周期备赛

的基本思路。为有效解决队伍后备力

量不足的问题，拓宽后备人才输送渠

道，在专业队培养的基础上，队伍发

掘一批年轻有潜力的俱乐部选手进

入集训队，并给予他们更多参加国际

大赛的机会。同时，在队员培养思路

方面，摒弃“拔苗助长”和“急功近利”

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年轻队员的长

远发展。在本赛季国际剑联世界杯

上，各个剑种涌现出许多新面孔，在

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敢打敢拼，展现

出一定的潜力。

从重剑项目来看，在新阵容中既

有兰明豪、许诺这样经验丰富的选手

坐镇，也有余思涵、唐君瑶等实力派

年轻队员，再加上一些新入选的潜力队员，队伍既有即战

力，也有充足的后备力量。在瑞士男子重剑世界杯上，22岁

的小将张新堃在个人赛上连续击败世界名将夺得铜牌，创

造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新纪录。中国重剑队教练赵刚表

示，“张新堃展现出了十足的韧性和拼搏的精神，面对落后

的局面也能及时调整心态，他的技战术发挥起到了积极作

用。他所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同时也鼓舞了队员们共同

为新周期而战。”由许诺、余思涵、唐君瑶和渠笑笑组成的

中国女队在阿联酋世界杯团体赛中获得第四名，延续了中

国女子重剑的传统优势的同时，也为新周期开了好头。

佩剑方面，中国队派出18人参赛。男队由沈晨鹏、林

霄、罗少彤、魏振浩、徐浩钧、张泽忠6人组成，个人赛上5人

进入阿尔及利亚世界杯正赛，沈晨鹏最终排第十一名，团

体取得第十二名。女队由傅颖、陈英、潘其妙、饶雪怡、汤恩

兰、张心怡、庄晨艺等12人组成，个人赛中汤恩兰取得第八

名，绕雪怡排在第二十三名；在团体赛中，中国女队取得第

四的好成绩，队伍展现出不错的竞争力。

花剑方面，突尼斯站世界杯共有17名年轻运动员代表

中国出战。其中有12名男队员和5名女队员，最小的选手只

有13岁，且多数以俱乐部选手为主，在缺乏大赛经验的情

况下，他们在团体赛方面分别取得男子团体第八名和女子

团体第十五名的成绩，展现出一定的潜力，扩展了花剑队

伍的深度。

WTT福冈总决赛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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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跆拳道公开赛为年轻选手提供展示舞台

石宇奇在比赛中发球。 新华社发（黄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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