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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月27日，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387人，
其中运动员176人。中国体育代表团完成了北京冬奥会全部7个大项、15个分项的
“全项目参赛”任务，共获104个小项194个席位的参赛资格，这些数字都创下了中国
军团参加冬奥会的历史纪录。其中，中国队有31个小项是首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
冬奥会上，中国体育将再次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1980年中国派出28名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奥会，
冬奥会赛场上首次有了中国健儿的身影。42年过去，
中国冰雪军团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代表团也首次实
现了全项目参赛。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倪会忠说：“这在冬奥会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
奥会时，中国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冬奥会冰雪项目没有
开展；2018年平昌冬奥会期间，中国参加了 53个小项
的角逐，另有 49个小项缺席。

平昌冬奥会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公布《2022年
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参赛、全
面突破、全面带动”的目标。面对这个蕴含巨大历史
跨越意义的挑战，中国军团确定了“2018扩面、2019
固点、2020精兵、2021冲刺”的备战方略。

“为恶补冰雪项目运动员人数少、备战基础薄弱
的短板，我们组建国际化专家团队，邀请国外顶级教
练和高水平专家参与选材工作，同时广泛开展跨界跨
项选材，包括赛艇、皮划艇、田径、体操等项目以及杂
技、舞蹈等行业共计 2万余人参与选拔，最终入选各
级各类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上千人，实现北京冬奥会
全项目开展。”倪会忠说。

全项目开展之后，就是全项目建队和全项目训
练。在备战过程中，中国军团始终艰苦训练，不断努
力。耿文强就见证了中国选手在钢架雪车项目中突
飞猛进的“中国速度”，从 2015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
接触钢架雪车项目，到 2018年首次站上冬奥会赛场
获得第 13名，再到 2021年 11月 26日在钢架雪车世界
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男子单人比赛中获得并列冠
军，耿文强一次又一次改写着历史。

实现了全面参赛的同时，在传统强项上，中国健
儿继续稳扎稳打。

作为中国冰雪军团“金牌之师”，短道速滑队成功
实现满额参赛。尽管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两度易帅的
波折，但中国短道速滑队这支王牌军在本赛季世界杯
赛中还是保持了强队水准，特别是男子几个单项和
男、女接力以及混合接力等项目上都具备冲击奖牌乃
至金牌的实力。24岁的任子威本赛季连续 3站世界
杯比赛都有金牌进账，他说：“参加每一项比赛我都渴
望拿金牌，家门口的冬奥会，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花样滑冰，中国队将参加全部 5个小项比赛，其
中包括男子单人滑、女子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和
混合团体。在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
留下了以微弱劣势错失金牌的遗憾。四年之后，他们
克服伤病困扰，将再次冲击最高领奖台。此外，在男
子单人滑项目上，平昌冬奥会第四名金博洋也在积极
调整状态，为超越自我而战。

速度滑冰是小项设置最多的分项，达到了 14
个。经过近三个月的积分赛，中国队最后的参赛资格
锁定在了 13个小项。届时，中国队将有 6名男队员和
8名女队员参加其余 12个小项比赛。22岁的宁忠岩
4站速度滑冰世界杯斩获 3金 2银，展望北京冬奥会，
他将“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全国人民。”

中国冰壶队曾是中国冬奥会的骄傲之一，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首次参赛的中国女子冰壶队勇夺
铜牌。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冰壶队在冬奥会历史
上拿到的唯一一枚奖牌。这次主场作战，中国队直
接拿到了男、女、混双三个项目的满额参赛席位，值
得期待。

除了传统的优势项目，一些原先弱势项目借助北
京冬奥会的历史机遇也迎来了发展新契机，中国竞技
体育“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局面正逐步得到改
善。

17岁少年苏翊鸣成功完成了内转转体 1980度抓
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一超高难度动作的选
手。他在不久前的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廷博特站比
赛中夺得男子单板滑雪金牌，创造了中国滑雪崭新的
历史。冬奥会上兼项参赛的谷爱凌在同一站比赛中
夺得了自己的首枚大跳台金牌，成为世界上首位在比
赛中完成两周空翻转体 1440度动作的女将。

除了谷爱凌和苏翊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也将在家门口冲击历史最好成绩。在前不久举行的
本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加拿大站比赛中，
中国队成为最大赢家。在女子组的争夺中，中国名将
徐梦桃发挥出色，最终以 103.92分的成绩强势拿到冠
军，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她在本赛季拿到的第二个单
项冠军，另一位选手孔凡钰获得一枚铜牌。男子组方
面，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孙佳旭以 120.81的高分技压群
雄，为中国男队斩获本赛季的首个冠军，小将杨龙啸
获得亚军。

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越野滑雪、高山滑雪、雪
车、雪橇、钢架雪车等雪上大项上，中国代表团实现了
全项目参赛；31个小项从无到有，首次获得冬奥会参
赛资格。

“通过本赛季前期比赛来看，冰雪项目整体竞技
水平有所提升，重点项目保持竞争优势，一些困难项
目实现历史突破。”倪会忠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既要

‘全项目参赛’，也要‘参赛出彩’。” 李立 孔宁

弱势项目实现飞跃优势项目稳扎稳打实现全项目参赛

总人数为387人 为历届最大规模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新华社北京1月 27日电（记
者吴书光、姬烨）国际奥委会和北
京冬奥组委近日宣布，根据防疫
手册要求，北京冬奥会奖牌得主
在领奖时可以短暂摘下口罩并留
影纪念。

根据最新科学分析，颁奖仪
式做出一些调整，如奖牌得主可

以短暂摘下口罩拍照，这既可以
分享运动员的喜悦，也能够帮助
媒体记录运动员职业生涯最珍贵
的瞬间。

这一规定从 26日生效，具体
要求如下：从颁奖仪式开始到站到
领奖台后面，运动员一直佩戴口
罩，在看到指示牌时摘掉口罩，并

登上领奖台领取奖牌和吉祥物。
国歌播放结束后，指示牌会提示运
动员重新戴好口罩，随后可以一起
站在金牌领奖台上合影直至离开
领奖台。颁奖仪式结束后，在与媒
体和其他奖牌得主保持社交距离
的前提下，运动员可以摘下口罩拍
摄个人或团队照片。

新华社北京1月 27日电（记
者郁思辉、吴博文）27日，北京冬
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南园南门外广场举行
了全要素演练，同时模拟了火炬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的传递流
程。

当日的全要素演练中，北京
冬奥组委工作人员模拟了火炬接
力启动仪式上音乐播放、舞美搭

建、嘉宾致辞、火种入场、火种台
点燃、第一棒火炬手亮相等关键
环节，以及现场媒体采访、观众组
织等流程。启动仪式后，还模拟
了火炬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传
递过程。

根据此前公布的冬奥会火炬
传递路线，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
启动仪式将于 2 月 2 日举行。当
日火炬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北京冬奥公园传递。 2 月 3
日，将在延庆的八达岭长城和世
界葡萄博览园、张家口阳原泥河
湾考古遗址公园、张北德胜村、张
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崇礼富
龙滑雪场、张家口大境门遗址传
递；2月 4日，在颐和园、北京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和大运河森林公园
传递。

允许运动员在领奖台短暂摘口罩

火炬接力启动仪式举行全要素演练

新华社北京1月 27日电（记
者张漫子、盖博铭）北京冬奥组委
技术部场馆技术处处长孙颖 27日
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冬奥有线电
视专网电视节目信号已全部开
通。

“目前，冬奥有线电视专网电
视节目的入网工作已全部完成。
其中包括 20余套高清赛事实况转

播频道，内容涵盖全部竞赛场馆
的赛事节目和开闭幕式节目，还
有 10余套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等本国媒体的节目以及 10余套境
外媒体的节目，这些节目将覆盖
冬奥有线电视专网的所有终端。”
孙颖说。

根据冬奥组委需求，冬奥有
线电视专网还将在竞赛和开闭幕

式场馆提供“场馆本地信号服
务”。北京冬奥会中，歌华有线采
用的“数字低延时直播”技术，通
过超低延时编、解码技术实现数
字低延时传输，以数字的方式提
供更低延时、更高清晰度的视频
服务，直播延时时间不超过 350毫
秒，电视直播画面与赛事几乎同
步。

冬奥电视节目信号已全部开通

北京冬奥会标志性景观建筑“海陀塔”于本月 25 日在
北京延庆正式竣工亮相。该建筑在120米塔顶装设巨型奥
运五环标志，成为公众临近延庆赛区、经行京张高铁线或
京礼高速线时一道靓丽的风景。图为 1 月 26 日拍摄的亮
灯的海陀塔。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