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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能否取得新突破？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中国运动员

张虹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夺冠，实现
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上
届平昌冬奥会，小将高亭宇在男子500
米比赛中夺得铜牌，实现中国男子速
滑选手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

连续两届取得突破，本届北京冬
奥会，更加成熟的高亭宇将携手宁忠
岩继续向奖牌甚至金牌发起冲击。

在此前的四站速滑世界杯比赛
中，高亭宇在男子500米比赛中共斩获
1金1银，并曾在B组决赛中滑出了当时
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最好成绩。宁忠岩
在主项1500米中获得1金2银，并在副
项1000米比赛中获得一次冠军，两人
都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

女子方面，短距离项目 500 米和
1000米曾是我国速滑的优势项目，从
叶乔波、王曼丽，到于静、王北星、张虹
等名将都出自这两个项目。500米是
中国女子的优势项目，曾多次在世界
杯、世锦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近年来，
众多名将纷纷淡出赛场，女子短距离
在奥运赛场表现平平。本届冬奥会，
期待中国女队在短距离项目上力争取
得突破。

此外，在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中，中
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中也曾
站上领奖台，此次冬奥会也有望冲击
奖牌。

平原冰场能否诞生世界纪录？
速度滑冰多项世界纪录都在“高

原冰场”诞生。美国盐湖城和加拿大
卡尔加里的两座“高原冰场”曾多次见
证速度滑冰世界纪录的诞生。2002年
盐湖城冬奥会，曾有多项速度滑冰世
界纪录被打破，这在奥运历史上实属
罕见。

本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比赛中，
瑞典选手范德普尔在盐湖城以6分01
秒566的成绩创造了新的男子5000米
世界纪录。另有多位选手也都在“高
原冰场”多次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虽然本届北京冬奥会将在“平原
冰场”进行，但为了能让“冰丝带”见证
新的奇迹，国家速滑馆的工作人员致
力于打造平原上“最快的冰”。在科技
攻关支持下，“冰丝带”采用了先进而
环保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制造一块
温度传导极其均匀、平整且光滑的冰，
同时配备场馆的空调除湿系统、体育
照明系统等，为全球运动员充分展现
速滑的力量与优雅提供了绝佳舞台。

“橙衣军团”延续霸主地位？
被誉为“速滑王国”的荷兰是该项

目中最具实力的队伍之一。平昌冬奥
会中的14个项目中，荷兰队共收获7金
4银5铜，他们获得的奖牌数超过了该
项目奖牌总数的三分之一，捍卫了他
们在冬奥会该项目中的霸主地位。

此外，日本和韩国队也在多个项
目上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平昌冬奥会
女子500米冠军、日本名将小平奈绪将
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另一位日本名
将高木美帆也具有一定竞争力，作为
现女子1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她在
四站世界杯中连续三站获得冠军，在
1000米比赛中也获得1金2银，日本双
姝将联手向金牌发起冲击。

韩国队在上届冬奥会中也有1金4
银2铜进账，奖牌总数仅次于荷兰队。
虽然在名将李相花退役后韩国队实力
略有下滑，但在本赛季比赛中，也有多
位选手具备冲击领奖台的实力。

此外，包括美国、加拿大、挪威、意
大利等多国在内的选手，在部分项目
上都具有强劲竞争力，群雄逐鹿，或将
联合向“橙衣军团”发起冲击。

14枚金牌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一
起期待“冰丝带”赛场的角逐。（新华社）

中国冰壶队冬奥阵容确定
日前，中国冰壶队冬奥参赛名单确定，中国冰壶队

将参加全部3个小项比赛，包括男子、女子和混双项目。
男队阵容为马秀玥、邹强、王智宇、许静韬、姜东

旭；女队阵容为韩雨、董子齐、张丽君、姜馨迪和王芮；
混双阵容为凌智/范苏圆。这个阵容新老兼顾，女选手
年龄普遍偏小，全部为“95后”，其中出生于2000年的
韩雨是队内最小的队员。男选手年龄偏大，年龄最大
的是1991年出生的马秀玥。对于冬奥会来说，这是3
支全新的队伍，除了姜馨迪和王芮，其余运动员全部为
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在上一届平昌冬奥会，姜馨迪是
女队队员之一，王芮则参加的是混双比赛。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将于2月2日晚率先揭
幕，中国队将对阵平昌冬奥会混双亚军得主瑞士队。

中国速度滑冰实现男子1500米满额参赛
日前，经国际滑联确认，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

男子1500米中国将新增一个参赛名额，届时中国将有3
名运动员参加该小项角逐。就此实现该小项满额参赛。

按照国际滑联的规则体系，本赛季世界杯分站
赛排名前20的运动员直接晋级，20名之外的选手根
据最快成绩排序，再考虑每个国家/协会该小项入围
运动员数量不超过3人等因素，我国选手宁忠岩、王
浩田因此直接为我国获得了两个参赛名额，廉子文
则进入替补区。近期根据国际滑联对北京冬奥会速
滑项目名额重新分配的结果，正式确认将我国参加
该小项的名额由两个增加到三个，我国也由此实现
了该小项满额参赛，其他在该小项满额参赛的国家/
协会还有荷兰、挪威和日本。

本赛季世界杯，我国运动员在该小项表现可圈
可点：宁忠岩三次参赛夺得1金2银，王浩田、廉子文
也曾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资格确定
1月17日，国际雪联公布了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

资格获取情况，目前所有席位已经过各参加国家和
地区奥委会确认。跳台滑雪项目在北京冬奥会上设
5个小项，共105个参赛席位，其中女子40人、男子65
人。根据最终确认的资格获取名单，实现满额参赛
的有奥地利、德国、日本、俄罗斯、斯洛文尼亚。

中国队获得2女1男共3个参赛资格。其中女子
跳台滑雪选手董冰和彭清玥在资格积分排名中分别
位列第51名和第55名，入围得到两个资格，男子则
获得1个东道主席位。根据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的
兼项规则，参加北欧两项比赛的中国选手可以一同
组队参加混合团体比赛，因此中国队可以参加除男
子团体外其余4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冬季两项队再获8张席位
日前，冬季两项冬奥积分赛全部结束。中国冬

季两项队获得北京冬奥会4男4女的参赛资格，时隔
30年，中国在该项目再次获得8个席位。

经过本赛季6站世界杯的争夺，中国女队国家杯
积分达到2417分，排名第17位，从而获得了4个北京
冬奥会资格。中国男队积分1515分，排名第26名，虽
然无缘前20，但程方明个人积分直接获得了参赛席
位，另外国际冬季两项联盟考虑到中国男队在本赛
季的奥运积分赛中表现良好，除了此前的东道主配
额外，再给中国发放了2个参赛运动员配额，这样中
国在冬奥会男子项目上再次拥有了4个参赛资格。

北京冬奥会的冬季两项比赛将于2月5日至19
日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比赛设
置男子10公里短距离、20公里个人、12.5公里追逐、
15公里集体出发、4×7.5公里接力以及女子7.5公里
短距离、15公里个人等11个项目。中国冬季两项队
也期待在北京冬奥会上创造佳绩。 （人民网）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中国运动
员张虹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夺冠，
实现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突
破。上届平昌冬奥会，小将高亭宇
在男子500米比赛中夺得铜牌，实现
中国男子速滑选手冬奥会奖牌零的
突破。

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将
于2月5日至19日在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举行，将产生14枚金牌，
是本届冬奥会产生金牌最多的项
目。作为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
目之一，速度滑冰在1924年第一
届冬奥会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此
后的历届冬奥会从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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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健儿们
加紧备战，万众期待的雪域竞技之旅

“整装待发”。
减阻耐磨的战袍、精密清晰的显

微镜、暖意融融的控温篷房……一个
个充满创意的小细节，向世界展现卓
越的中国智慧。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苏相合作区的
鲁特运动服饰（苏州）有限公司为6支
中国国家队提供服饰装备，包括自由
式滑雪U型场地队、跳台滑雪队、冬季
两项队等。

该公司总经理劳拉告诉记者，每
款战袍都根据竞赛项目的运动特点，
对竞技性能、体感舒适度、弹性和舒展
性进行设计提升。“针对自由式U型槽
赛事，我们选用弹性和包裹性强的四
面弹料，为运动员提供自然舒适和自
由舒展的穿着体验。”她说。

顶尖高手“对决”，身体健康至关
重要。由苏州速迈医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OMS3200高端手术显微镜
已入驻冬奥村，将用于北京冬奥会综
合诊所中的牙科诊疗室，为运动员们
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显微镜内置4K超高清影像系统，
术面照度在最高倍率时自动增益
30%，精度突破人眼分辨率极限，从裸
眼0.2毫米提高到6微米……苏州速迈
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向东
说，这款设备操作便捷灵活，可有效提
高诊疗效率、优化就诊体验。

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由苏
州威斯伯特篷房制造有限公司设计制
造的50余套篷房已全部搭建完成，将
作为安检用房及休息区、办公区，为运
动员和工作人员提供服务。

苏州威斯伯特控股集团董事长

陈玉刚介绍：“我们研究了国内外低
温地区篷房搭建做法并加以创新，
顶部采用双层篷布，中间铺设保温
棉，墙体部分厚度达 12 厘米，地面部
分则铺设了两层木板加一层硅酸钙
板。”经过增强处理的篷房，配合室
内制暖设备，可在冰天雪地感受十
足暖意。

冬季运动部分项目速度快、环境
复杂，运动员冲撞、刺割等损伤多发，
研发人员参考了全世界代表性面料，
成功研制出一种防切割面料。

“在裤脚部位，我们采用高强度耐
磨材料，以应对频繁发生的训练磨
损。”劳拉告诉记者，中国国家冬季两
项队的训练服和比赛服，根据实际训
练和比赛场景，进行了独特的硅胶粒
子立体印花缓冲和防磨设计，为运动
员们提供防护。 （新华社）

北京冬奥细节折射中国科技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