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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冬奥首金
杨扬打破心魔

中国短道速滑最美的年
代，杨扬，杨阳，孙丹丹，王春
露当时被称作是“四朵金花”。
1998 年长野冬奥会，小杨阳拿
到 3 枚银牌，而杨扬是成绩最
差的一个。长野归来，杨扬甚
至一度萌生了退役的念头。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第
一个决赛项目之前，紧张到不
会滑的杨扬甚至对小杨阳说，

“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心里
没底，要不我保你吧？”

很多人只知道故事后来
的结局是，杨扬在女子 500 米
比赛中获得金牌，期待已久的
中国冬季项目奥运会金牌终
于拿下来了。可不知道，这枚
等待了太久的金牌到来之前，
还有一个小插曲。为了打消姑
娘们心中的紧张，中国代表团
团长袁伟民赛前主动找运动
员谈话，帮助运动员消除紧张
情绪，尤其是帮助杨扬打破不
自信的魔咒。最后的结果便是
杨扬成为了改写中国短道速
滑历史的第一人。 综合

温哥华摘取三金牌
王濛开启霸气时代

杨扬挥挥手，告别她辉煌
过太久的冰面。而中国短道想
延续盐湖城的辉煌，必须有人
站出来。于是，进入国家队五
年，21岁的王濛站出来了。在
2004年到2006年，爆发力强的
王濛在世界杯系列赛500米中
保持不败。

还记得长野冬奥会时的
杨扬，刚上场紧张到不会滑。
这是很多新人，或者被寄予厚
望的人会普遍遇到的难题。很
正常，也在情理之中。但王濛
偏偏不是这样，抓住机会，成
就了自己，这是她成名之路的
开始。

带着一枚金牌，王濛离开
都灵，一股内心的不服气写尽
了王濛内心的委屈，看得出，
她对胜利的渴望都要强于其
他人。果然，2010年的温哥华，
是顺风顺水的王濛书写传奇
的地方，这届冬奥会上王濛为
中国代表团豪取三枚金牌。

综合

刘忠庆温哥华赢铜
为奥运梦不忘初心

平昌冬奥会刘忠庆将代
表中国出战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这也是刘忠庆的第四次
冬奥之旅。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当
卫冕冠军韩晓鹏出现失误无
缘决赛，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
刘忠庆挺身而出，在不被看好
的情况下为中国军团摘铜。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的刘忠
庆已是瞄准冠军，毕竟在冬奥
前他赢得两站世界杯冠军，遗
憾的是，预赛两跳全失误，尤
其第二跳摔倒在雪上，最终位
居最后一名，惨遭淘汰。

纵然岁月不饶人，加上伤
病越来越多，刘忠庆与新人相
比并无优势，但这位四朝元老
展望平昌表示只要努力就不
后悔，“为了奥运梦，我没有忘
记初心。” 综合

“雪上冲浪”
隔记者 魏露

国际上把两只脚踩在一块雪
板 上 滑 行 的 雪 上 运 动 称 之 为
snowboard，我国将其翻译为：单
板滑雪。

1998 年长野冬奥会首次增设

单板滑雪项目，2018 年平昌冬奥
会将会为单板滑雪设置 U 型场地
技巧、障碍追逐、坡面障碍技巧、
平行大回转和空中技巧 5 个项目
的比赛。

2003年中国首次派出以王石
安为团长、教练员8人，赴日本进

行单板滑雪项目的研修，揭开了
我国引进单板滑雪项目的序幕。

为了更好的普及单板滑雪项
目，本报记者采访了该项目的引
进者王石安教授，王教授也详细
的介绍了包括U型场地技巧在内
的5个单板滑雪项目比赛。

¤比赛类型：
技巧性比赛，U型场地技巧

是选手在U型槽中滑行时进行各
种动作表现的项目。

¤比赛特点：
U型场地技巧的动作充满了

创造性、挑战性。

¤技术动作：
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一般

是跳5—6次，U型场地技巧技术
包括空中转弯、空中180度以上的
转体、空翻中的各种抓板以及空
翻加转体等。

比赛方法：
预赛前12名进入决赛，决赛

中每人进行2次比赛，选2跳中最
高分进行排名。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包括飞起高度、动

作难度、技术种类、技术全面性、
动作质量、场地利用程度、个人
表演风格和技术动作的创新。

6 名裁判员根据飞起高度等
评分标准进行评分，排除最高分
和最低分，剩下四个分数的平均
分为选手评分，两次比赛中更好
的成绩为选手的最终成绩。

¤比赛类型：
速度型比赛，单板滑雪障碍

追逐赛项目是多人在同一条赛
道上进行名次比赛的项目。

¤比赛规定：
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戴头

盔，抢滑、推拉其他人或者离开
滑道滑行均属于犯规，将被取消
资格。无法避免的“无意身体接
触”是允许的。运动员犯规的判
罚是由裁判和仲裁委员通过录
像进行判决。

比赛特点：
该项目被称为单板雪上的

“短道速滑”。比赛中出发决胜，
领先者可以自由选择滑行路线，
干扰小。

比赛方法：
淘汰制。预赛每人滑行一

次，按照成绩录取32人，决赛分为
8组进行，每组前两名进入下一轮
次进行比赛，最后一轮决赛4人进
行排名。

¤比赛类型：
技巧性比赛，运动员要连续

通过三组障碍、三组跳台。

¤比赛特点：
坡面障碍技巧原本是单板

公园中的项目，对运动员的滑行
控制、平衡水平、技巧、空翻等能
力要求非常高，属于全能型的竞
赛项目。

比赛方法：
预赛每名运动员滑行两次，

按照每人最佳分数录取前 12 名。
决赛每人滑行两次，按照最高分
数评定选手最终名次。

评分内容：
5名裁判员依据运动员的完

成情况、难易程度、高度、技术难
度、流畅性、创新性等进行评分。

¤比赛类型：
速度型比赛，选手在旗子划

定的赛道内进行速度比拼的竞
赛项目。

¤比赛方法：
两名运动员在两条宽度、坡

度、旗门设置、雪质等均相同的
雪道上同时出发。

资格赛：运动员在同一雪道
上单独进行一次滑行，按照滑行
时间，前16名运动员进入决赛。

决赛：运动员在不同赛道滑
行两次，依据滑行时间排名。

比赛特点：
滑行中运动员从侧面可以

看到对手，这对心理素质、技术
发挥都是严峻的考验。

由于速度快，因此对滑行技
术、线路选择及瞬间的判断能力
要求很高。

双人平行大回转：
双人平行大回转是两名运

动员同时出发，分别沿着旗门设
计相同颜色为蓝、红两个滑道滑
下的大回转的比赛。

扫描上方二维码收
听哈尔滨体育学院特聘
客座教授王石安为您讲
解单板滑雪项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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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大回转

—单板滑雪

空中技巧
¤比赛类型：

技巧性比赛，同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极其相似，有人称之为
单板空中技巧。

¤比赛特点：
单板滑雪空中技巧俗称大

跳台，这是平昌冬奥会新设的项
目。该项目充满了惊险与刺激，
表现了滑雪者向极限挑战的精
神，因此非常受人们的喜爱，加
之世界知名企业对世界杯比赛
的赞助，不断从另外一个角度推
动着项目的发展。

北京已经成功的组织了6届
鸟巢沸雪世界单板世界比赛。

基础动作：
选手需完成助滑、起跳、空

中表演和着陆四个环节的动作。

比赛方法：
比赛为淘汰制，男子前12名

和女子前6名选手进行排名。其他
所有选手都会依据两次滑跳中
的最好成绩来排名。

评分标准：
裁判评分主要依据运动员

的飞起高度、动作难度、动作的
个性、舒展、流畅及创新和着陆
状况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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