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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圈

本报记者 李雪颖

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3月

16日，WTT世界乒联重庆冠军赛落

幕。最终，中国队包揽了男女单打冠

亚军，女队再一次包揽四强席位，延续

了强大的统治力。“遭遇战”“复仇战”

以及老对手间的博弈……中日选手的

强强对话是此次比赛的一大看点，选

手们在一场场巅峰对决中进一步收获

了经验，不断提升自我，在相互激励中

互促提高。

女单方面，孙颖莎在决赛中直落4

局力克陈幸同，成功卫冕，王艺迪、王

曼昱跻身四强。国乒的5名选手未输一

场外战，悉数晋级八强，小将蒯曼在

1/4决赛中0比3不敌陈幸同止步。八强

中另外3席归属日本队。中日对决依旧

是女单赛场的主旋律。作为当下日本

队的“一姐”，早田希娜依旧是重要对

手之一，16岁的张本美和、20岁的大藤

沙月两位小将也展现了“后生可畏”的

冲击力。

孙颖莎在1/4决赛中与大藤沙月

展开“遭遇战”。新周期伊始，大藤沙月

在多场国际比赛中都有抢眼表现，世

界排名也来到了第八位，已成长为国

乒需要重视的对手之一。大藤沙月在

比赛中也掀起了一定的波澜，她以11

比6先声夺人，虽然之后孙颖莎逐步接

管了比赛，但是比分优势并不算大，孙

颖莎以3比1的大比分赢下比赛，但总

得分仅高出对手3分。赛后孙颖莎点评

说对手近两年成长非常快，她认为发

球轮的表现是制胜关键，第一局输球

正是因为自己在发球轮做得不够好，

她也表示会在这个方面做更详细的研

究。孙颖莎也感受到了日本年轻选手

的实力，“日本年轻选手越来越多，世

界排名前10除了中国队大部分都是日

本队，他们在国际赛场打的比赛越来

越多，我们经常交手，或者看到她们的

比赛。对于我们来说要保持好我们的

竞技状态和储备，同时加以研究。”

王曼昱直落3局战胜张本美和，晋

级四强。正如王曼昱赛后分析的那样，

虽然是3比0取胜，但是每一局王曼昱

都只赢了2分。最近的几场比赛中，世

界排名第六的张本美和在与多位国乒

主力的较量中都有不错的表现，是日

本队不可小觑的新锐力量。这次比赛是

两人在巴黎奥运会后再度交手，王曼昱

说张本美和更成熟了，“美和随着年龄

的增长越来越成熟，对球的理解以及比

赛经验上都更成熟。这是一场伯仲之间

的比赛。后面随着她比赛经验的积累，

进步会更加显著，所以每一场比赛都

会很艰难，心态要放得更好。”

王艺迪在1/4决赛中3比1战胜早田

希娜。早田希娜在新周期的比赛中表现

较为稳定，不过不如两位年轻选手的表

现那般抢眼。早田希娜与王艺迪此前的

最近两次交手中，王艺迪都遗憾落败，

这一次她把握住机会，成功“复仇”。赛

后王艺迪将胜利归功于良好的心态，她

坦言自己沉下心来去拼对手，在整个过

程中技战术的执行很清晰。

男单方面，王楚钦4比1战胜林诗

栋登顶，梁靖崑克服腿伤影响走到了

半决赛。四强席位中唯一的外协会选

手是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男单赛场依

旧是群雄逐鹿的竞争形势，不过中日

对决一直是焦点战。新周期日本队“一

哥”张本智和相较于队友的表现更加

突出，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世界排

名第四的他也是世界排名前10中，唯

一一位日本球员。

这次比赛男单中日对决仅有一场

正面交锋，王楚钦在半决赛中4比1战

胜张本智和，实现了对对手的5战全

胜。王楚钦说彼此是非常熟悉的对手，

每次交手时都要保持好的心态、没有

包袱，才能有好的发挥。这次比赛他抱

着拼的心态，也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

本报记者 李晓洁

“这应该是米兰冬奥会前，最

后一次在这里比赛了。”日前，2025

年国际滑联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

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落幕，中国短道

速滑队老将范可新在赛后采访中

多次说到这句话。

本届比赛，范可新在参加的女

子500米、混合接力、女子3000米接

力三个项目中未有奖牌收获。由于

中国队在两个接力项目提前出局，

范可新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只有女

子500米一个项目。遗憾的是，她的

本次世锦赛之旅以四分之一决赛

摔倒收场。

“摔倒之后，现场主持人带动

所有人给我鼓劲。其实我从站在赛

场的那一刻起，就感觉回到了好几

年前。我不觉得这是一轮比赛，而

是感觉是一场A组决赛。”范可新

说，站在起跑线上的那一刻，又找

到了以前自己比赛的状态。

女子500米四分之一决赛，范

可新在第三道出发，她很快追上前

面的选手，试图超越。虽然在超越

中摔倒，没能顺利完成比赛，但是范

可新说感觉过去的自己回来了，“我

现在更加相信自己，更加坚定。”

有记者问范可新，已经拿到冬

奥会金牌，还将迎来自己的第四届

冬奥会，是什么动力让她回来，并

坚持到现在。“我觉得是所有人，除

了家人。”范可新动容地说，因为家

人最希望她回到身边，但是队友、

教练，以及所有为短道速滑努力的

前辈和后辈，都希望她回来，“我觉

得能为国家而战是一种荣誉，不是

所有人都能做到，所以我回来了。”

赛场几十秒的过程，是场下日

复一日的训练。“我刚回来的时候，

连单腿蹲起都做不了，因为我是一

个肌肉消耗非常快的运动员。重新

训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再加

上伤病困扰，范可新没有想到归来

的路有这么多问题。

胯、腰、膝盖、半月板……这些

伤病范可辛从不跟父母提起，“他

们不太上网，不了解这些，我觉得

还挺好。”但是范可新还是想和父

母说，不要担心，她正在实现她的

价值。“能站在赛场上，帮助队友、

帮助自己实现价值，这比单纯做一

个女儿更重要。”范可新说，她希望

把这个项目往正向去引导，现在的

“00后”甚至“10后”，需要快速成长

起来，来到国家队，登上世界舞台，

“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张 斌

2025年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佩剑第一站）在

甘肃酒泉激战正酣，在赛场上一对父女非常忙碌，不

仅要穿梭在酒泉市体育馆内的各个剑道，还要在青年

组和成年组的比赛之间“连轴转”。参赛队员名叫潘其

妙，出生于2009年的她目前年仅16岁，此前获得过世

青赛、青年世界杯冠军。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父亲潘

涛，他是女儿的司机、保姆……陪伴孩子奔走在各个

赛场。

在本届赛事中，潘其妙参加了青年组、成年组个

人赛的角逐。在青年组女子个人赛的角逐中，潘其妙

从小组循环赛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半决赛。在与北京队

王辰祎的对决中，她以9比15败下阵来，最终获得一枚

铜牌。父亲一边递去毛巾和水杯一边安慰她，“没事，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比赛视频给你录好了，咱们下来

慢慢看。”

潘涛说，自己曾是一名IT工作者，在女儿接触击

剑之前，自己的生活和体育并没有太多交集。“读小学

时，她选择了击剑社团，由此便开始了击剑生涯，随着

她一点点成长、进步，我就一直陪着她训练、比赛。”潘

涛说。随着潘其妙在赛场上的进步，潘涛也研究起了

击剑这项运动。他现在不仅研究佩剑的技术特点、比

赛方式，还学会了分析视频，现在潘涛分析比赛视频

的能力已经很出色。“我个人觉得击剑和我曾经的工

作一样，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是可以通过钻研来把它

搞明白的，但是我距离专业的还差得很远。”

对于父亲的付出，最大的回报便是女儿的成绩。

2024年底，中国击剑协会发布的新一期国青队集训名

单中，潘其妙赫然在列。在2024年世界青少年击剑锦

标赛上，她获得个人冠军。在青年女子世界杯韩国釜

山站比赛中，她又收获了一枚金牌。进入2025年，在上

个月结束的亚洲少年击剑锦标赛上，她收获个人亚军

和团体赛金牌。本站赛事前，她一直奔波在世界杯系

列赛上。“可能是我的专项体能还没有适应这个强度，

最近感觉有些疲劳，进入比赛状态很慢。”潘其妙表

示。说话间，父亲默默地掏出了手机，屏幕上一张飞行

截图显示，在此前的一年里，潘其妙一共飞行61次，飞

过14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个城市，飞行里程达到了

176913公里。

父亲一边展示一边说：“孩子很不容易，目前在

北京市十一学校就读高一，训练比赛之余还要回学

校学习。”为了更好地保证潘其妙的文化课，他经常

与老师们联系，并为女儿专门录了课程。对此，潘其

妙也表示：“特别感谢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

只要有空、有精力还是会努力多学。”学习击剑，让潘

其妙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场上变化很快，必须高度

集中，否则很难再追上。”而潘其妙也把击剑赛场上

所学的专注力迁移到了文化课学习中，在有限的时

间内，保持专注，提升学习效率。据潘涛介绍，在初中

时，潘其妙曾连续三年获评北京市海淀区三好学生，

她还获得过“北京市三好学生”的称号，并顺利进入

北京市十一学校高中部。“现在文化课难度提升，希

望她能多努力。”潘涛表示。潘其妙希望自己能不断

提升剑术，尽快弥补体能上的不足，向洛杉矶奥运会

发起冲击。

在结束了成年组个人赛后，父女二人并没有逗

留，他们将赶往下一站，继续自己的“剑客生涯”。

本报记者 梁 琰

日前，2024-2025赛季国际雪

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总

决赛在意大利利维尼奥结束，尽管

在本站止步预赛，但齐广璞凭借此

前的出色表现获得本赛季世界杯

男子总冠军，在赛后捧起了水晶球

奖杯，这也是齐广璞职业生涯第4

次捧起水晶球奖杯。

“2024-2025赛季世界杯已然

落幕，这段征程于我而言意义非

凡。密集的赛程中，加拿大站连夺

两金，是对自己刻苦训练的最好回

报。北大湖站虽与冠军失之交臂，

但与队友们共同拿下混合团体金

牌，也让我深感荣耀。”齐广璞赛后

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了自己的这

个赛季的表现。

齐广璞在本赛季共参加了5站

世界杯，由于要回国备战哈尔滨亚

冬会，全队缺席了世界杯美国鹿谷

站的比赛。尽管如此，齐广璞在其

他5站世界杯（其中加拿大玻波特

湖站举行了两场比赛）个人比赛中

取得2金1银1铜，和瑞士选手诺埃·

罗特同积400分，但由于齐广璞胜

场数多一场，因此获得了本赛季世

界杯男子总冠军。

北京冬奥会夺冠后，齐广璞休

息了一段时间，抱着突破个人极限

和传好“接力棒”的目标，他重返训

练场，在恢复竞技状态的同时把经

验分享给年轻队员，在队内形成了

良性竞争、共同进步的氛围。“在赛

场上，我看到了年轻选手的蓬勃朝

气，他们的进步同时也督促着我不

断突破。”齐广璞说。

冬奥会历史上还没有选手蝉

联过男子个人空中技巧冠军，而这

正是齐广璞在米兰冬奥会周期重

新出发的动力，面向未来，齐广璞

表示要“拼”字当头，“未来我定会

继续拼搏，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国家队争取更多荣誉。永远热爱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本报讯 日前，2024-2025赛季

全国冰壶锦标赛在青海多巴国家高

原体育训练基地冰壶馆正式开赛，赛

事将于3月25日决出冠军。

此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19个

省区市的21个单位报名参赛，比赛为

期11天，设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

合双人3个小项，共有60支队伍、208名

运动员参加。比赛以“为国选材，为奥

运练兵”为主要目的，为我国冰壶运

动员提供重要比赛平台。

近年来，青海省聚焦冰壶项目，持

续完善梯队建设。自2016年起，陆续举

办多项国际级和全国性冰壶赛事，还

向国家输送了冶建军、苏亭毓等一批

优秀冰壶运动员。青海省以此次赛事

为契机，充分发挥生态赋能冰雪、人才

厚积薄发、赛事淬炼品牌的独特优势，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和冰壶项目发展，

巩固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成果。

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冰壶协会主办，青海

省体育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

市人民政府承办。

（田 洁）

本报讯 3月17日，2025年全国

击剑冠军赛分站赛（佩剑第一站）

在甘肃酒泉市体育中心结束了最

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成年组女

子团体赛决赛中，北京一队以45比

37战胜上海二队收获冠军。

北京一队由王辰祎、叶敏慧、

汤恩兰三人坐镇，王辰祎在青年组

个人赛中斩获一枚银牌，叶敏慧在

成年组个人赛中获得铜牌，加上经

验丰富的汤恩兰，北京一队气势正

盛。上海二队由成年组女子个人赛

亚军马曹倩与单艺梵、刘彬淑搭

档。两队均在32强赛中轮空，直接

进入16强。北京一队随后以45比41、

45比30连续战胜湖南一队和贵州一

队进入半决赛。在半决赛中，北京

一队以45比36战胜广东一队，与上

海二队在决赛相遇。

北京一队和上海二队在决赛

中你来我往，争夺激烈。随着比赛

的推进，北京一队展现出更出色的

竞技状态，以45比37战胜上海二队，

获得本站比赛女子团体赛冠军，上

海二队获得亚军，山东一队获得季

军。赛后，北京一队队员叶敏慧表

示：“很开心全队齐心协力拿到了这个冠军，在比赛

中我们把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发挥出来了，感谢教

练们、感谢队友，争取以后越来越好。”

另外，成年组男子团体赛的冠军由山东一队获

得，江苏二队和江苏一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张 斌）

奔向第四届冬奥会

范可新：为国家而战是荣誉

齐广璞第四次捧起水晶球奖杯

WTT重庆冠军赛落幕

中日选手强强对话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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