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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琰

2024-2025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

世界杯日前在吉林北大湖举行，中国队派出3男6女

的参赛阵容，虽然中国选手发挥正常，但和顶尖选

手相比仍处于追赶之势。面对即将到来的米兰冬奥

会，中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队将全力以赴发起冲

击。

乘着北京冬奥会的东风，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

项目在我国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从业运动员逐渐

增多，大多从夏季技巧类项目跨项而来，如蹦床、技

巧等。值得欣喜的是，目前雪上技巧国家队中有一

部分队员来自南方，比如男队员龙昊、女队员杨丫

都是江苏人，还有部分运动员来自湖南、浙江。南方

运动员加入雪上技巧项目发展“大家庭”中，人才来

源更加广泛，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更为稳健。

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是米兰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分项中产生金牌数量最多的项目，共4枚金

牌。目前来看，加拿大、美国、瑞典等国家在该项目

的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

目主要考察运动员的雪上滑行能力及空中动作完

成度。相较于滑行过程，从技巧类跨项而来的我国

运动员在空中动作方面能力更为突出。然而，空中

动作需要起始的滑行速度做支撑，而滑行技术是我

国运动员的弱项，因此要想提升竞技成绩，需要打

牢滑行技术基础。

我国目前在发展该项目的过程中存在两大劣

势。受制于气候条件，国内缺少适合在雪季早期上

雪训练的标准场地，运动员们在国内只能选择室内

滑雪场进行基本功练习，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我

国运动员有效的上雪训练时间明显不足。其次，雪

地滑行讲究熟能生巧，我国运动员的滑雪年限相对

较少，欧美运动员大多在5岁之前就开始接触滑雪，

而大部分中国运动员从14、15岁才开始练习，因此

仍需加强训练滑行技术才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为尽量弥补这些弱势，中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

巧队希望能抓住一切外训外赛机会，在训练中提升

技术水平，在比赛中提升应对经验。除此之外，国家

队还邀请了雪上技巧运动员出身的加拿大外教罗

伯特·科伯为队员提供针对性指导，他曾经执教过

雪上技巧强队加拿大队，也是冬奥会冠军迈克尔·

金斯伯里的教练。

截至目前，中国队在2024-2025赛季已经参加

了7站世界杯赛事，在每一站积累米兰冬奥会的参

赛积分。北京时间2月28日至3月1日，中国队还将参

加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世界杯的角逐，之后还将迎

接世界杯总决赛及世界锦标赛的挑战，继续为争取

米兰冬奥会参赛资格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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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冲啊！”双人雪上技巧赛场的加油呐喊

声此起彼伏。近日在吉林北大湖进行的2024-2025

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世界杯双人雪

上技巧项目比赛中，芬兰选手塞弗里·维埃拉、美国

选手杰琳·考夫分获男、女子金牌。

双人雪上技巧是米兰冬奥会新增项目，场上

两名选手采用一对一比拼的形式，同时从起点出

发，一般情况下率先到达终点的选手晋级下一

轮，继续进行一对一比拼，直至产生冠军。之所以

称为“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存在一些选手滑行质

量不高但滑行速度偏快的情况，仅按照滑行速度

判断胜负有失公允，因此在世界杯比赛中采用投

票制，7名裁判每人拥有5票，对运动员的滑行速

度和滑行表现进行投票，最终得票数高的运动员

晋级下一轮。

相较于个人雪上技巧项目，双人雪上技巧比赛

更具观赏性，也增加了一定的偶然性。个人雪上技

巧强调的是“自己和自己比”，所有选手滑行过后按

照得分进行总排名，确定下一轮人选，因此选手更

关注自身发挥，心态相对平稳。双人雪上技巧则增

加了竞争性，选手之间可能会相互干扰，例如“纸面

实力”较强的选手也许会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

承担更多压力，而较弱的选手在比赛中可能会发觉

逆转的可能性，增加比赛动力。因此比赛结果充满

悬念。

以近日激战的男子双人雪上技巧为例，冠军

塞弗里·维埃拉并非在世界杯积分榜排名前列，

而他在1/4决赛中将世界杯96冠王、加拿大名将

迈克尔·金斯伯里淘汰。中国选手龙昊在1/32决

赛与迈克尔·金斯伯里的对决中激发出了自身潜

力，虽然未能晋级，但龙昊表示这场比赛锻炼了

自己。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双人雪上技巧项目增加

了比赛的刺激感，“场上的两个人会不自觉地暗自

较劲，想要超过对方，或者比对方滑得更好。”一名

参赛选手告诉记者。另一名参赛选手则表示双人雪

上技巧比赛让他更容易获得兴奋感，对于调动比赛

状态很有好处，“我喜欢和别人竞争的感觉。”

在比赛现场，记者观察到了一个暖心的现象：

两名同场竞争的选手在到达终点后都会相互击掌

拥抱，这体现了对手间的相互尊重，也是对对方的

祝贺和鼓励，更是对奥林匹克格言中“更团结”的生

动诠释。

如今，米兰冬奥会已进入倒计时，“新成员”双

人雪上技巧项目将为观众带来更为紧张刺激的观

赛体验，谁能登上最高领奖台，值得期待。

本报讯 国际体联体操世界杯

科特布斯站于北京时间2月23日凌晨

落下帷幕，在第二个决赛日的比拼

中，中国选手周雅琴、张可欣包揽女

子平衡木金银牌，张怡涵将女子自由

体操冠军收入囊中。

作为2025年国际体联世界杯分

站赛首站比赛，中国体操队派出女队

周雅琴、张怡涵、张可欣三名选手参

加。在第一个决赛日，首登国际赛场

的16岁小花张可欣夺得高低杠金牌，

首秀就夺金也为中国体操队提升了

士气。周雅琴、张怡涵在资格赛中以

较大优势分别排名平衡木、自由体操

得分第一，周雅琴得到14.700分，张

怡涵拿下13.466分，张可欣也以平衡

木第6、自由体操第5名的身份晋级两

项决赛。

在平衡木决赛中，周雅琴整套动

作行云流水，难度和完成质量都傲视

群芳，最终以难度6.8的成套得到

8.066的完成分，美中不足因超时被

扣掉0.1分，最终以14.766分夺金。张

可欣在决赛中的发挥比资格赛更好，

以14.266分摘得银牌。

在女子自由体操决赛中，张怡涵

发挥出色，再次赢得全场观众伴随音

乐节奏拍手助威的“高规格礼遇”，以

难度5.5的成套得到13.433分，夺得金

牌。张可欣得到12.633分再收一枚铜

牌，在自己参加的3个项目中集齐了

金银铜牌，令人眼前一亮。（袁雪婧）

体操世界杯周雅琴张怡涵问鼎

本报讯 2025年“李宁·红双喜

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白金级）宁夏

银川兴庆站日前在宁夏体育馆举行，

就此拉开中国乒协会员联赛2025赛

季的帷幕。

今年的会员联赛将由18个分站

赛和1站总决赛组成，将分别在宁夏

等18个省区市进行。银川站作为首

站，仅用8个小时就集结了来自北京

等27个省区市的128支队伍500余名

乒乓球爱好者，他们参与了男单、女

单、男团和女团4个项目的角逐。

值得一提的是，本站赛事的参赛

选手年龄跨度大，从19岁的小将到70

岁以上的资深爱好者，涵盖了各个年

龄段。

据了解，今年的会员联赛期间，中

国乒协将在每站比赛中组织“国球两

进”等公益活动。在宁夏、甘肃、新疆、

西藏和青海等西部地区组织“国球进

校园”西部行，助力西部地区的发展，

届时将携手知名运动员走进西部地区

的校园，开展一系列互动交流活动，同

时还将向学校捐赠专业乒乓球器材，

助力学校乒乓球特色教育的发展。

此次赛事由中国乒协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体育局主办。

（李雪颖）

中国乒协会员联赛（白金级）银川兴庆站举行

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

中国雪上技巧队全力冲击米兰冬奥会

精彩纷呈 悬念丛生

冬奥会“新成员”双人雪上技巧展现魅力

“比较完美”的亚洲杯之旅

王楚钦看到自己的进步

赢下冠军的那一刻，王

楚钦指向了亚洲杯的冠军奖

杯，他坦言在半决赛前就看到了

这座漂亮的奖杯，很想亲手捧起它。

第34届乒乓球亚洲杯2月23日在深

圳收官，王楚钦一路过关斩将首次夺得亚

洲杯的男单冠军。他用“比较完美”来评价此次

亚洲杯之旅，也找到了“纠缠比赛”的方式，看到了

自己的进步。从小组赛到淘汰赛，王楚钦说：“都遇到了

很大困难。”

小组赛首轮，王楚钦3比2险胜伊朗选手阿拉米扬。1/8决

赛，王楚钦迎战中国台北小将高承睿。两年前的平昌亚锦赛男团

决赛，王楚钦3比2险胜高承睿，当时胶着的赛况被王楚钦称为“刻骨

铭心的经历”。近期高承睿的状态不错，1个月前刚在WTT新加坡大满贯

上险胜巴黎奥运会男单铜牌得主、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这次王楚钦直

落3局取胜，整个比赛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赛后王楚钦说，每次面对高承睿自己都

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同样来自中国台北的林昀儒在半决赛与王楚钦展开在国际赛场

的第11次较量，虽然比赛中林昀儒给王楚钦带来了一定的威胁，但王楚钦还是以4比2赢

下这场左手将的强强对话，将交手记录的领先优势扩大为8胜3负。“庆幸的是通过奥运会，

以及经历了几次失利，再到赢回来一些状态，渐渐找到了一些纠缠比赛的方式。这次比赛体现

出自己的一些进步，这是比较满意的。”赛后王楚钦如是点评此次亚洲杯的表现。

王楚钦说这次亚洲杯的每一场比赛自己都是以挑战者的身份出战，“非常开心‘活’到了最后。”

“亚洲杯虽然只有短短的5天，但我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很漫长。”从WTT新加坡大满贯到亚洲杯，两场高强

度比赛接踵而至，王楚钦说自己的精力和体能，以及对比赛的兴奋度都没有那么好，但他在积极调动自己，“因

为这是升国旗奏国歌的比赛，我不想输掉任何一场外战，也是凭借这样的信念走到了最后，到了决赛非常享受、非

常释放。”

王楚钦还说要感谢很多人，帮助和支持他从奥运会后的低迷中走出来，“那段时间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差，一度有些消

极、消沉。庆幸自己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调整过来了。”如今，他会调整训练计划和安排，让自己适当慢下来，多些思考，保持

专注。

本报记者 李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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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期再出发

严浪宇专注自我 直面挑战

本报记者 袁雪婧

在上周末进行的国家蹦床队冬

训测验暨2025年世界运动会、世界杯

选拔赛中，严浪宇“先抑后扬”，将今

年冬训发展的高难度新成套完美演

绎，获得全场最高分。巴黎周期就作

为队内“老大哥”的严浪宇，洛杉矶新

周期再出发，实力、能力、状态均稳中

有升。

根据国家蹦床队选拔规则，参赛

选手要在两天内参加两站比赛，选取

一站最好成绩参与积分排名，每人每

站比赛都要完成预赛两套、决赛一套

动作，强度不小。第一站决赛中，严浪

宇出现了重大失误飞出网外，因此第

二站他压力陡增。好在决赛中他成功

完成难度高达20.5的成套，得到64.03

分这样一个“巨分”，领先其他选手的

优势超过3分之多。

“从奥运会结束到现在，有半年多

时间没有进行高强度的比赛和测验，

所以第一站没有适应节奏，状态没有

调动起来。找准了自己的问题后，第二

站就好了很多。”国际体联在洛杉矶周

期革新了蹦床项目的评分规则，将难

度分的比重加大，鼓励运动员挑战难

度更高、观赏性更强的成套，因此今年

冬训严浪宇将自己的成套难度大幅升

级。“我更新了编排，以前我就发展起

来不少难度动作，有一定难度储备。现

在新规则对成套难度有了更高的要

求，我就把以前搁置的一些高难度动

作加进了成套中。按照之前的评分规

则，成套难度分提升了0.7，按照新规则

计算就更多了。”

新成套的打磨显然不是一蹴而

就的。今年冬训，严浪宇克服了重重

挑战。“难度提升了，容错率就更低

了，在动作完成质量和技术方面必须

有所改变才能适应。我本身小时候技

术学得不算很好，有时不足以支撑我

去完成技术复杂的动作，所以这个冬

训我在发展难度的同时也修正某些

动作的技术。”除了在技术上精益求

精，提升成套高度也是严浪宇制胜的

要素之一。“如果你有难度没高度还

是没竞争力，因为蹦床项目有难度、

技术、高度、位移4个评分要素。难度

的提升必然对高度有更高要求，因为

如果高度不够，可能出现空中转体转

不过来的情况，高难度动作就无法完

成，所以要比以前更专注。”为此，他

不断加强体能，消除伤病隐患。“冬训

在体能上保持了高强度训练，虽然体

能练起来很累，但必须加强。上个周

期我受到过腰伤困扰，目前伤病控制

情况良好，力量方面没有懈怠，在拉

伸、激活等环节也都做足功夫。”

中国蹦床队将于4月初征战世界

杯意大利里乔内站，作为洛杉矶周期

参加的首个国际赛事，严浪宇计划在

世界杯继续检验新成套的实战效果。

“希望新成套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因为

还没有在国际比赛中亮相过。接下来

的赛前训练要继续完善，目前新成套

还不稳定，第一站出现了失误，做着做

着就飞出去了，主要原因是动作连接

还不算太熟练，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要

继续细抠，把技术巩固得更好。”

洛杉矶周期男子网上个人的国际

竞争仍将白热化，以奥运会两连冠伊

万为首的强敌环伺，巴黎奥运会收获

铜牌的严浪宇将直面挑战，迎难而上。

“对手确实很强大，我想的就是做好自

己。蹦床不是对抗项目，所以把自己做

好是最重要的。我的想法就是立足自

身，少点杂念。”

严浪宇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程敏摄（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