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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今日在日本札幌
揭幕。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副
局长高志丹表示，中国的冰雪运动正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虽然基础弱，但是有信心借承办
2022年冬奥会的机遇，恶补短板，加速发展。

本次亚冬会， 中国代表团派出 157 名运
动员参加全部 64 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大部分
着眼于为平昌冬奥会练兵， 另外也有一些面
向 2022冬奥会的潜力选手。 这也是高志丹兼
任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之后第一次率团参
加综合性大赛。18日的代表团升旗仪式之后，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冬季项目起
点低、基础弱，这次主要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来参加亚冬会。

日本札幌早在 1972 年就举办过冬奥会，
今年是第三次承办亚冬会， 韩国平昌也将在
明年迎来冬奥会。“日本和韩国的冬季体育项
目水平在我们前面， 哈萨克斯坦等在一些雪
上项目上也有很强的实力，”他说，尽管此行
主要是要学习冰雪强国的经验，但是“我们学
习也得交一份合格的学习答卷， 要全力以赴
争取最好的成绩”。

上届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亚冬会上，中国
队以 11金 10银 14铜排在奖牌榜第四。 高志
丹并未透露本届亚冬会中国队具体的奖牌目
标。 他说：“我们内部肯定是有标准的，但是比
赛之前很难说，特别是短道项目偶然性、不确
定性很大，所以还要看对手情况、临场发挥。 ”

短道速滑是中国冰雪运动的旗帜项目，
中国选手获得的 12 块冬奥会金牌有 9 块出
自该项目。 和其他很多项目不同，中国和韩国

将在亚冬会的短道速滑项目上展开世界顶尖
水平的竞争。

中国冬季运动历来“冰强雪弱”，雪上项
目只取得过一块奥运金牌， 整体实力在亚洲
也不算一流。 高志丹表示，改变这种长期形成
的状态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也提出了一些针
对落后项目的发展目标，不能简单地用奖牌、

金牌去衡量它的发展。 本届亚冬会，在一些新
开展项目和落后项目上，要抓紧学习，寻找短
板，回去以后要采取措施恶补短板。

他强调，申办冬奥成功，是中国冰雪运动
发展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体育总局正在组
织方式、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强
化冬季项目的发展。 /新华社

我国男女冰壶队
首战均告捷

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 18 日
结束首个比赛日， 中国男女队均获胜利，其
中女队以 20：2 大比分战胜哈萨克斯坦队，
男队也在当天上午赢得首胜。

在 18 日下午的比赛中， 中国冰壶女队
与哈萨克斯坦队展开角逐，并在第一局以 6：
0先拔头筹，为全场胜势奠定基础。 第三局，
哈萨克斯坦队发挥优异， 以 1：0 挽回一分，
但随后中国队便以 7：0 再次拉开比分差距。
下半场，中国队继续扩大优势，虽然对方在
第 7 局再扳一局，但也无力改变整场比赛走
势。 中国队提前 3局赢下亚冬会首秀。

中国女队教练谭伟东在赛后接受采访
时表示，本次亚冬会开局不错，出场的两位
年轻队员王芮和刘金利表现很好，两名老队
员王冰玉和周妍虽然两年没参加比赛，但在
经过两年休整后有了更广的视野和更客观
的分析角度，技战术角度也更全面，可见休
整也带来了好处。

谭伟东说，中国女队在今年 3 月举行的
冰壶世锦赛拿到平昌冬奥会参赛资格的难
度很大。 全队已做好苦战一年的准备，有信
心在年底打好奥运资格赛。

在当天上午的比赛中，中国男队以 12：
1 战胜哈萨克斯坦队。 比赛过程相对轻松，
中国队在上半场的 5 局比赛中取得连胜，以
9：0 进入中场休息。 第 6 局，哈萨克斯坦队
逐渐找回状态，以 1：0 反扳一局。 但中国队
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在队长、四垒手刘锐的
战术安排下，中国队尽量打出了想要练习的
技术和配合，为接下来的比赛做足准备。

中国男队将在 19 日迎战中国台北队，
女队则将在 20日对战劲敌韩国队。/新华社

亚冬会今日在日本揭幕
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谈目标：学习强手 恶补短板

亚冬会5问
谁才是亚洲老大 谁为中国夺首金？

2月 19日 -2月 26日，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和带广市举行。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全部 5 个大项、11 个
分项、64个小项的争夺。 亚冬会是亚洲水平最高的冰雪盛会，此次参赛，既是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练兵之战，也是 2011 年亚冬会惨败后
的雪耻之战。

亚冬会间隔为何 4 年变 6年？
众所周知，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一般每四

年（战争等特殊原因除外）举办一次，夏季奥
运会、冬季奥运会如此，它们的小兄弟小姐妹
亚运会、亚冬会亦基本遵循这个规律。

那么，问题来了，上一届（第七届）亚冬会
是啥时候举办的呢？

翻开赛事日历，上一届亚冬会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6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
斯塔纳和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举行， 距今已
经 6年之多。

第八届亚冬会， 按照原来每四年一届的

定式，本来应在 2015 年举行。 2009 年 7 月
3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奥理事会代表大
会上做出一项决定，将第八届亚冬会的举
办时间推迟到 2017 年举行。 这项重大决
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原来冬奥会的
后一年，提前到冬奥会的前一年，这样的
改变更能激发各个国际和地区派出最优
秀的运动员和运动队参加比赛，激励各个
国家和地区争取好成绩同时，又能有针对
性的备战奥运会，推动亚洲冰雪运动的更
好开展。

谁是亚洲冰雪运动的老大？
如果从六年前的亚冬会金牌榜来看，毫

无疑问是哈萨克斯坦。 当时，作为东道主的
哈萨克斯坦狂揽 32 金、21 银、17 铜， 总计
70 枚奖牌， 高居金牌和奖牌榜的第一；第
二名的日本为 13 金、24 银、17 铜，54 枚
奖；第三名的韩国为 13 金、12 银、13 铜，38
枚奖牌。 如果以这个数据看，哈萨克斯坦是
当之无愧的亚洲老大， 他们的金牌数甚至
比第二名的日本和第三名的韩国加起来还
要多 6 枚。

不过，从过往历史和综合实力看，日本
无疑是亚洲冰雪运动的老大。 连同本届亚
冬会在内的八届亚冬会， 日本承办了四届
占据半数。 其中，第一届和第二届都在日本
举行。 金牌榜上，日本有三次高居榜首，两
次第二，一次第三，从未跌出前三。 奖牌总
数上，日本的金牌为 111 枚，银牌 123 枚、
铜牌 89，奖牌总数 323。 金牌比第二名的中
国多 29 枚，奖牌比第二名的中国多 74 枚。

谁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
毫无疑问，在即将开始的札幌冬亚会，短

道速滑的范可新与速度滑冰的张虹， 是中国
军团两大领军人物， 更是金牌的最主要争夺
者，被寄予厚望。

从赛程看，短道速滑和速滑女子项目，最
有可能为中国代表团贡献首金。 由于女子短
道 500 米冠军产生的时间， 要比女子速滑

1000 米产生的时间要晚，如果张虹能够发挥
出索契奥运会时的水准， 也许就会为中国代
表团夺得第一枚金牌。 2014年 2月 13日，张
虹以 1分 14 秒 02 的成绩， 获得索契冬季奥
运会速度滑冰女子 1000 米比赛的金牌，这是
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速度滑冰金牌。
叶乔波、王曼丽、王北星等几代速滑人没有完

成的夙愿，终于在她的身上实现。
这一次，张虹联手于静共同出战，在 500

米和 1000米上共同冲击金牌。 不过，新科速
滑单项世锦赛冠军日本名将小平奈绪， 速滑
大满贯得主韩国的李相花等实力强劲， 想要
夺金并不比冬奥会容易。

与以往不同，随着韩国在这个奥运周期
的强势表现，短道速滑女子项目除了 500 米
具备优势外，其它项目均处于下风。 因而，最
有希望的是范可新。 2 月 10 日，亚冬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举行， 范可新作为运动员代表发
言：“这次亚冬会是平昌冬奥会前唯一一次大
型综合性运动会，是重要的锻炼机会，也是对
自己训练成果的全方位考察。 每一次的出场
都要百分之一百的坚定，认真迎接挑战。 ”

能够代表全体运动员发言，一方面表明她
如今是这支王牌之师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也
表明代表团对她充满期待。范可新的挑战更多
来自自身，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半
决赛，作为两届世锦赛冠军的她滑倒出局。 亚
冬会，是范可新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中国能否重新杀回前三？
2011 年，在第七届亚冬会上，中国代表

团创造了参加亚冬会以来的最差战绩， 仅仅
以 11 金、10 银、14 铜，35 枚奖牌的成绩，位
列金牌和奖牌榜的第四位，自 1986 年亚冬会
创办 25年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原因很多， 既有自身原因， 也有外部原
因。 从内部原因看：首先是冬奥会的调整年
造成的，2010 年的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中
国代表团以 5 枚金牌创历史新高乃至历史
最佳战绩。 周洋等运动员在奥运巅峰后处于
调整期，其次是一些运动员在冬奥会之后选
择退役或休整，也对中国代表团的成绩有影

响。
从外部原因看，哈萨克斯坦作为东道主，

在项目设置上充分动了脑筋， 让自己在雪上
占尽优势。 狂卷全部雪上项目 42枚金牌中的
27枚，也就是说在他们总共获得的 32枚金牌
中，只有 5枚金牌不是来自雪上项目。

本届亚冬会， 日本队要在雪上项目重新
找回亚洲霸主地位， 这就会大大挤压了哈萨
克斯坦的金牌空间， 中国代表团则有望在短
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和单板滑
雪 U型场地等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有非
常大的希望重新杀回前三。

会有黑马和意外产生吗？
不确定性和各种意外， 是体育比赛的最大

魅力所在。 本届亚冬会，会有 2014 年奥运会
李坚柔式的意外和幸福吗？

2014 年 2 月 13 日， 也就是张虹创造中
国速滑历史之前， 李坚柔给了所有人最大的
惊喜。 范可新在短道女子 500 米半决赛出局
后， 只有仅参加过 3 次 500 米世界大赛的李

坚柔进入决赛，这也意味着除非奇迹出现，这
块金牌旁落的可能为 99%。 谁知决赛中起跑
领先的意大利、韩国、英国选手拼抢中全部滑
倒，李坚柔享受了一个人的决赛，为中国代表
团保住了 500米的金牌。 期待亚冬会有各种
奇迹诞生，期待更多的李坚柔，更期待更多年
轻新人的实力爆发。 /体坛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