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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东京 7月29日电（记者
张 寒 苏 斌）实力碾压！29日中午结
束的东京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半决赛中，
20岁的孙颖莎4∶0击败东道主热门人
物伊藤美诚，与头号种子陈梦会师决
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单金银牌。

“这场比赛太关键了，不但对女
队，更是对整个队伍。”第六次参加
奥运会，带出过王楠、张怡宁、李晓
霞三位大满贯的功勋教练李隼，几
乎含着泪说。

三天前东京体育馆上演的首场
乒乓球决赛中，伊藤美诚搭档老将
水谷隼，从 0∶2落后到 4∶3逆转，击
败许昕/刘诗雯这对世乒赛冠军组

合，将奥运史上首块混双金牌拿到
手中，而这也是日本乒球历史上的
首块奥运会金牌。

在日本男单张本智和、丹羽孝
希全军覆没，女单石川佳纯八强出
局后，伊藤对阵中国下一代领军人
物的这场半决赛尤其引人关注。

比赛开始孙颖莎率先得分，用一
声清脆的呐喊为自己加油。伊藤美诚
则延续了混双决赛时的慢热状态，虽
然连下两分反超，但在胆大心细的“奶
莎”面前，伊藤的爆冲、搏杀甚至找不
到机会放出。按部就班打出一波10∶1
后，孙颖莎11∶3轻松赢下第一局。

而伊藤毕竟是国乒迄今在东京

奥运乒台遭遇的最强挑战，容不得
一丝松懈。第二局开局形势急转直
下，孙颖莎发丢两个、又因接发球失
误送给对手两分，伊藤几乎不用动
手，便先后以5∶0、7∶1轻松领先。

在场外指导李隼的不断提醒
下，孙颖莎终于露出“小魔王”本色，
从 3∶9开始一路连连追分，并反超拿
到局点，最后以一记大力暴扣以11∶9
翻盘。

接下来的比赛稳稳在中国小将
的节奏里进行，11∶6、11∶4，四局完
胜，孙颖莎成为这场“20岁对决”中
毋庸置疑的胜者。

赛后伊藤拒绝了混合区采访，

教练解释说她还要准备晚上的铜牌
赛，伊藤则一路礼貌地点头示意。

“伊藤依然很优秀。”孙颖莎这
样评价对手，“作为只比我大几天的
同龄人，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三
个大型比赛我们都交手过，我一直
觉得和她比赛很有乐趣。”

稍早进行的另外一场女单半决
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直落四
盘击败新加坡老将于梦雨，率先锁
定一个决赛席位。陈梦赛后表示无
论决赛对手都会好好准备、全力以
赴，已知这将是一场“内战”的孙颖
莎则表示要好好享受决赛的舞台，
尽情释放自己。

国乒女单会师决赛

孙颖莎完胜伊藤

新华社东京7月29日电（记者
张 寒 苏 斌）因为孙颖莎半决赛成
功阻击日本选手伊藤美诚，29日晚

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少了
大半悬念。最终，27岁才第一次站上
奥运舞台的世界头号女乒陈梦 4∶2

击败队友，如愿捧起金牌。
这是一场对阵双方熟悉到会令

场面沉闷的比赛，即便陈梦的攻防

大多数时候严密得让对手绝望，而
孙颖莎也在第六局打出过一记神
球，9∶11、11∶6、11∶4、5∶11、11∶4、11∶9
的比分仍难表比赛的精彩。

开启东京之旅前，陈梦拿到过 5
月初一站奥运模拟赛冠军，当时决赛
正是赢了孙颖莎，比分也是4∶2。

二人此前的国际赛事交手记录
中，陈梦的胜绩以 3∶2 占优，包括
2020年女乒世界杯决赛和同年国际
乒联总决赛女单半决赛这样的高级
别赛事，而孙颖莎的两次胜利分别在
2017和2019年日本公开赛上。

29日的这场国乒“内战”大概是
奥运会乒乓球开赛 6天来最安静的
一场巅峰对决，作为领队的中国乒协
主席刘国梁、女队主教练李隼以及国
乒其他成员都在观众看台上旁观，全
场最响的除了运动员的呐喊，就是陈
梦的主管教练、女乒教练一组组长马
琳的掌声，而场外指导席上只有队医
袁朝明，还不偏不倚地坐在四把椅子
中间。

赛后陈梦和孙颖莎相拥庆祝，再
共同展开一面国旗，向全场致意。

当晚率先进行的女单铜牌赛中，
半决赛 0∶4被孙颖莎阻击的东道主
选手伊藤美诚以 4∶1击败新加坡 31
岁老将于梦雨，继三天前的混双金牌
之后，为日本队再夺一枚奖牌。

此前，国乒队征战男单的两员
大将樊振东、马龙经过两场 4∶3 的
艰难胜利，成功将男单决赛两席收
入囊中，为征战东京奥运会的中国
体育代表团再提前锁定一金一银。
作为赛会一、二号种子，樊振东、马
龙将在 30 日晚的男单决赛中上演
巅峰对决。

奥运乒台前升起两面国旗

陈梦夺金孙颖莎摘银
新华社东京7月29日电（记者

夏 亮 周 欣 吴书光）中国游泳
队在东京奥运会沉寂多日后于29日
迎来大爆发。先是张雨霏200米蝶泳
如愿摘得中国游泳队首金，随后由
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组
成的中国队又在女子4×200米自由
泳接力中打破世界纪录，爆冷夺冠。

女子200米蝶泳，半决赛游出今
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张雨霏没有给对
手任何机会，在决赛中继续刷新自己
最好成绩，一路领先以 2分 03秒 86
夺冠，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她
的队友俞李妍排名第六，美国队的史
密斯和弗利金格分获银牌和铜牌。

女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美
国和澳大利亚队是该项目的霸主，
包揽了过去六届奥运会的金牌。不
过当日比赛中，中国队惊艳四座，以
7分 40秒 33摘金，并打破由澳大利
亚队所保持的世界纪录，美国和澳
大利亚队获得亚军和季军。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美国选
手芬克以7分41秒87摘得该项目在

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世锦赛冠军、
意大利选手帕尔特里涅利和乌克兰
选手罗曼丘克分获银牌和铜牌。

男子 100米自由泳决赛，世界
冠军、美国队的德雷塞尔以47秒02
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摘得金牌，澳大
利亚的查尔默斯和俄罗斯选手科列
斯尼科夫分获二、三名。

男子200米蛙泳决赛，澳大利亚
选手斯达博蒂2分06秒38夺得冠军，
并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荷兰选手坎明
加、芬兰选手马特松分获亚军和季军。

女子 100米自由泳半决赛，中
国的吴卿风排名第18位无缘决赛，
澳大利亚选手麦克基恩排名第一，
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 52秒 40排名
第二，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男子200米仰泳半决赛，带病坚
持作战的徐嘉余，为了保存体力备
战当晚4×10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预
赛选择了弃赛。男子200米个人混合
泳，中国的汪顺以1分56秒22排名
第一晋级决赛；女子200米蛙泳半决
赛，于静瑶排名第12无缘决赛。

女子接力中国队破世界纪录夺冠

张雨霏摘中国游泳
东京首金

新华社记者周 欣 夏 亮 吴书光

从钱红、王晓红、刘黎敏、刘子
歌、焦刘洋、陆滢到张雨霏，中国女
子蝶泳选手层出不穷，屡屡在奥运
会泳池大战中摘金夺银。2021年 7
月29日，“蝶后”接力棒到了张雨霏
的手里。上一代“蝶后”焦刘洋在张
雨霏夺得女子200米蝶泳冠军、并打
破自己保持的奥运会纪录后激动万
分：“属于张雨霏的蝶后时代来了。”

张雨霏的成功关键是什么？
张雨霏被冠以“蝶后”称号当之

无愧，她是自 1988年奥运会至今，
近33年来第一位同时获得100米和
200米蝶泳奥运奖牌的女选手，还
是一银一金。前国家游泳队总教练
陈运鹏表示，因为100蝶和200蝶的
训练理念与方法、技术和体力分配
都不同，对运动员的要求非常高，一
般人很难同时兼顾这两个距离，美
国游泳的传奇人物菲尔普斯就是个
特例，张雨霏如今也在其中。

“身体素质、技术优化、力量耐
力储备、优秀教练和钢铁般的精神
意志品质是张雨霏的成功关键，这
也是她可以走得更远、更久的原
因。”陈运鹏这样说。

张雨霏素有“天才少女”之称，父
母都是游泳教练，3岁时就跟着妈妈
下水学游泳，5岁时到徐州市游泳队
接受正规训练，天赋、家庭熏陶加上
努力刻苦，为张雨霏的起飞奠定了基
础。如今23岁的张雨霏身高1米76，
在100米距离选手中毫不起眼，但在
200米距离中就属于高个子。

2010年参加江苏省运动会时，
张雨霏参加6个项目，收获2金3银
1铜；进入省队三年后入选国家队，
2014年她参加南京青奥会，收获 4

金 2银；2015年喀山世锦赛夺得女
子 200米蝶泳铜牌，2分 06秒 51的
成绩打破女子青年世界纪录，同时
还在 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再得一
铜。但世锦赛后她成绩有所起伏，直
到备战东京奥运会的 2019年底冬
训才开始慢慢爬坡。

张雨霏很幸运，进入国家队先后
经历了三位蝶泳名帅的打磨，包括刘
子歌的教练金炜、焦刘洋的教练刘海
涛和陆滢的教练崔登荣。从2018年
后她一直跟随崔登荣，崔登荣虚心好
学，善于捕捉世界先进技术和训练信
息，对她进行了技术和体能改造，并
熬过了阵痛和起伏，终于从2019年
底冬训开始见到了质变。

在崔登荣“不走寻常路”的训练
思路下，张雨霏以 100米速度刺激
200米距离，同时发展蝶泳运动员的
必修课——50米和100米自由泳，直
到新技术巩固后再稳步发展200米。
张雨霏自己也说，此前几年断断续续
跟着外教，直到备战东京奥运会，由
于疫情原因需要封闭训练，她认真跟
着崔登荣的思路踏实训练，也相信教
练，直到2021年才重新开始接触200
米，终于脱胎换骨，破茧成蝶。

在意外得知自己上场4×200米
自由泳接力决赛后，“不管三七二十
一，拼下来再说，游到最后50米，中国
力量从心底燃起来了，我就不服，跟你
拼了！”

就这样，张雨霏29日上午在两
个小时之内接连站上200米蝶泳和
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奥运冠军领
奖台。赛后，众多外国媒体围住了中
国记者，纷纷打探张雨霏的情况，他
们也意识到了，国际泳坛属于张雨
霏的“蝶后霏时代”来了。

（据新华社东京7月29日电）

张雨霏开启“蝶后霏时代”
五大因素解码成功秘诀

7月29日，张雨霏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杜 宇摄

7月29日，中国队选手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杜 宇摄

7月29日，陈梦（左）和孙颖莎在比赛后携手共展国旗。 新华社记者王东震摄

新华社东京7月29日电（记者
丁文娴 姬 烨 陆 睿）成功会师！
在29日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
双半决赛中，中国队的郑思维/黄雅
琼、王懿律/黄东萍分别战胜各自对
手，提前锁定金银牌。

二号种子王懿律/黄东萍率先对
阵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名将渡边勇
大/东野有纱。第一局比分咬得很紧，

中国组合以21∶23遗憾落败。但他们
随后逐渐掌握场上主动，以21∶15和
21∶14连扳两局赢得胜利。

复盘比赛，黄东萍说：“我第一
局可能有点过度兴奋，第二局、第三
局整个心态缓下来，其实缓下来是
一件好事，但也可能在一些球上面
没那么坚决。他（王懿律）来鼓励我，
让我心里面很有安全感，也很坚定，

至少我不行了，他还能站出来。”
终于走到决赛场，黄东萍形容：

“爽！当然，还是很艰难，这 5场球每
一场都打得比较艰难。但打到这个
份上，我觉得非常爽！”

相比之下，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
琼赢得相对轻松些。他们以21∶16和
21∶12战胜中国香港选手邓俊文/谢影雪。

“赛前我们一如既往做好了很多

困难的准备，特别是昨天晚上桃田输了
之后，对我们也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做
好了艰苦的准备去打仗。”黄雅琼说。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队“内战”，
郑思维表示：“希望自己在奥运决赛
场上能够把所有水平发挥出来，然后
尽可能地享受，在场上释放。”

混双决赛将于30日进行，将产生
本届奥运会羽毛球赛场首枚金牌。

会师！中国羽毛球队提前锁定混双金银牌

新华社记者

7月 30日，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
将拉开大幕，总计产生48枚金牌。本届
奥运会，正在走“上坡路”的中国田径队
能否超越里约奥运会的成绩，“后博尔
特”时代谁将成为这个地球上跑得最快
的“飞人”，哪些新人将在本届赛会上一
鸣惊人，这些答案都将一一揭晓。

昂扬向上 中国军团期
待新突破

中国田径队近年来的成绩处于一
个上升期，在近几年的世界田径大赛上
都不断有突破。本届奥运会，将是中国田
径队过去几年成绩的一次全面“大考”。

里约奥运会中国队收获2金2银
2铜，创造奥运史上最佳战绩。新一
轮奥运备战周期里，中国队成绩也是
稳步提升：2017年伦敦世锦赛斩获2
金 3银 2铜；2019年多哈世锦赛拿下
3金 3银 3铜，金牌数和奖牌数都处
于“上升通道”。

中国田径队此次共有59名运动
员出征，平均年龄 27.1岁，将参加 24
个小项的角逐。队伍中既有刘虹、巩立
姣、李玲等奥运会“四朝元老”，也有19
位初登奥运赛场的新人，其中年纪最
小的是18岁短跑选手严海滨。队伍的
目标是力争在金牌数、奖牌数、前八名

人数等方面全面超越里约奥运会。
中国队本届奥运会看点颇多，老

将巩立姣能否在女子铅球项目上一
掷“牵”金？作为两届世锦赛冠军，6
月测试赛中又连续投出 20 米 31 和
20米 39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巩立
姣对这枚金牌志在必得。竞走是我国
的传统优势项目，里约奥运会两枚田
径金牌均来自竞走。此番出征东京，
女队由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刘虹、
3月刚刚刷新世界纪录的杨家玉以
及大赛经验丰富的切阳什姐组成“保
险团”，力争女子20公里竞走卫冕。

此外，男子20公里竞走王凯华、
张俊本赛季的成绩都跻身世界前三，
女子标枪的吕会会、刘诗颖，女子链
球的王峥，男子跳远的黄常洲、高兴
龙等都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苏炳
添、谢震业和谢文骏能否闯入各自项
目决赛，男女4×100米接力能否进入
前八甚至冲击奖牌，都值得关注。

“后博尔特”时代 谁加冕“飞人”

如果说田径项目是奥运会的“皇
冠”的话，那百米“飞人”大战无疑是
这座皇冠上的“明珠”。过去三届奥运
会，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独领风骚，从
北京奥运会到里约奥运会，他包揽了
男子 100米、200米的 6枚金牌，还两
次夺得接力赛冠军，创造的 100米、

200米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随着
他的退役，加之多哈世锦赛冠军、美
国选手科尔曼被认定兴奋剂违规遭
到禁赛而无缘东京奥运会，“飞人”大
战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

本赛季多位美国选手百米成绩跑
进9秒90，团队整体实力强劲。其中成
绩最好的是布罗梅尔，他在今年6月
跑出的9秒77目前排名世界第一。

女子短跑大战同样精彩，“妈妈
级”选手、牙买加女飞人弗雷泽和队友
汤普森都曾两夺奥运会短跑冠军，她
们将为牙买加捍卫女子短跑的荣耀，
她们的最大对手是巴哈马名将米勒。

男子400米的最大看点是里约奥
运会冠军、南非名将范尼凯克在经历
了伤病和长期休整后，能否实现卫冕。

中长跑项目将依然是非洲选手
大展身手的舞台。乌干达运动员切普
特盖作为男子 5000米和 10000米两
项世界纪录保持者，将向金牌发起冲
击。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
名将基普乔格将力争在东京完成卫
冕。他的队友、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
保持者科斯盖虽是首次亮相奥运赛
场，但实力不容小觑。

接力项目 亚洲第一之争

作为田径赛场上为数不多的团
队项目，4×100米接力和本届奥运会

新增的 4×400米混合接力将受到关
注。尤其是男、女4×100米接力，也是
中国队非常看重并重点训练，希望有
所突破的项目。

在接力项目中，个人能力和团队
配合被有机融合在一起，仅仅把速度
最快的运动员聚到一起并不意味着胜
利。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百米成绩
突破10秒的运动员众多，而日本队无
一人在列。但在男子4×100米接力比
赛中，日本队夺得了银牌，仅次于实力
强劲、拥有博尔特的牙买加队。

据悉，日本队使用了“上挑式”交
接棒技术，成效明显。此番本土作战，山
县亮太、萨尼·布朗、桐生祥秀和小池祐
贵都有百米10秒以内的能力，作为该
项目亚洲纪录保持者，日本队本土作战
能否继续有超常发挥值得关注。

中 国 队 和 日 本 队 在 向 男 子
4×100米接力奖牌发起冲击的同时，
还将争夺亚洲第一宝座。虽然苏炳添
今年两度跑进 10秒大关、谢震业手
握200米亚洲纪录，但是在北京田径
世锦赛摘银后，中国男子接力队在里
约奥运会、伦敦世锦赛、雅加达亚运
会和多哈世锦赛连续四度不敌日本
队。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男子接力
队能否打出翻身仗，值得期待。

（执笔记者：朱 翃 参与记者：
周 畅 张悦姗 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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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坡”期待突破“后博尔特”谁主沉浮
田径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