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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体坛前瞻—

奋勇拼搏，希望就在前方
■文 元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体 坛 聚 焦

●●●●● ● ●●●●●●● ● ●●

世界大赛纷纷取消、延迟、调整……

新冠疫情，让世界体坛遭受了前所未有

的重创。当新年的阳光照亮苍穹，历史

的接力棒传给 2021之时，比赛重启、

体坛重振的希望也一并传了过来。

奥运再启、大赛扎堆，这是一个迟

来的、充满希望的体育大年，也是一个

充满变数的、预期未必都能如愿的体育

大年。人类同新冠疫情的斗争尚未到终

点，很多体育赛事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

风险，鉴于日本当下的严峻形势，东京

奥运会也再次传出延期或取消的风声。

但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人们便会不断前

行，永不止步，这就是体育的力量。

前瞻点1
体坛有望重回正轨

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备受瞩

目。去年东京奥运会延期后，原计划将

于今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目前距

离赛事开幕已不足200天，但日本的疫

情形势仍较为严峻，东京奥运会有一系

列问题有待解决。新冠疫情危机尚存，

如何保障奥运会能安全举行？没有现场

观众，空场举行比赛会不会成为最终选

项？东京奥运会是否有可能取消？面对

不可预知的种种变数，东京奥组委和国

际奥委会仍在负重前行，以期能为全世

界的运动员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据悉，目前中国运动员已经在 20

个大项的115个小项中拿到了221个奥

运参赛席位，东京奥运会还有一些比赛

项目的资格赛仍悬而未决，中国运动员

将继续参与角逐，未来还会有不少人能

获得通往东京的门票。征战东京，中国

体育健儿面临着不小的机遇和挑战，疫

情也给备战工作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届时，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否重返金牌榜

次席，并取得更大的突破，值得期待。

成都大运会展示巴蜀特色。东京奥

运会之后，有“小奥运会”之称的第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接力举行。

按照计划，8月18日至29日，来自全球

约170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大学生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相关国际体

育组织的官员将相聚中国成都，共赴一

场国际标准、中国风格、巴蜀特色、青

春风采和节俭理念的国际体育盛会。

这是中国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也是中国中西部城市首次举办世

界综合性运动会。以“成都成就梦想”

为口号的成都大运会共设置篮球、排

球、田径、游泳、乒乓球、武术等18

个体育项目。2021年4月底前，大运会

的赛事场馆和大运村建设将全部完工并

进入试运营阶段，测试赛和火炬传递等

活动也将陆续开启。

三秦大地首度迎来全运盛宴。2021

年9月，三秦大地将迎来一场国内体坛

顶级盛会——9月15日至27日，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将在陕西举行。届时，包

括苏炳添、巩立姣、徐嘉余、朱婷等在

内的顶尖选手将相聚陕西，传递“全民

全运、同心同行”的中国体育最强音。

目前，陕西全运会的竞赛场馆建设

已全部完成，部分新建场馆开始承接全

国赛事进行测试。陕西全运会共设置了

34个大项51个分项387个小项，比赛

分布在陕西省的13个市区举行，预估

参赛人员将达到一万余人，是国内体坛

四年一度的顶级对抗。

在竞技体育领域，全运会对各项目

后备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杠杆作

用。全运会，依然是拉动中国体育向前

发展的一个重要火车头。正是因为有了

全运会的推动，各省市专业运动队才会

认真地培养青少年选手，为中国体育插

上腾飞的翅膀。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日益临

近。2021年 2月 4日，北京冬奥会将

迎来倒计时一周年。随着北京冬奥会

的脚步越来越近，赛事筹办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目前，北京冬奥组委正在

与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奥

委会等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制定

有针对性的冬季项目测试赛方案，适

时举办系列测试活动；北京2022年冬

奥会火炬、奖牌、口号、主题歌等相

关元素也将陆续发布。

在全球范围内，冰雪赛事正在逐步

重启。其中，2021年短道速滑世锦赛将

于3月5日至7日在荷兰多德雷赫特举

行，速度滑冰世锦赛等多场速滑赛事也

将集中在荷兰海伦芬上演。当然，我们

也期待北京冬奥会的测试赛能尽早举行。

2021年，愿世界早日战胜疫情，

让生活回归，让体育回归，让人们继续

感受体育的激情和力量。

前瞻点2
国乒期待新精彩

从年初国内外赛事戛然而止，到下

半年率先重启国际赛事……2020年的

中国乒乓球队成为了体

坛标兵。

2020年3月，国乒在

比完卡尔塔公开赛后，

辗转回国就开始了

封闭集训，先后

在澳门、广

州和海南

进行了

集 训 ，

并举行了

东 京 奥 运

会模拟赛，

备战工作一直

有条不紊。下半

年，中国乒协更进

一步，举行了全国锦

标赛，让队员们有机会重

新体验大赛的感觉。年底的世

界杯、年终总决赛、澳门公开

赛，国乒更是大放异彩，包揽全部冠

军，霸主地位依旧无人能撼动。

2021年，对于国乒来说，注定是不

寻常的一年，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韩

国釜山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已遗憾地

宣布取消，东京奥运会前途未卜，其他

的世界级乒乓球大赛目前均难有定论，

能否举办、何时举办都还不好说。

日前，世界乒联刚刚公布了新一期

的世界排名，樊振东和陈梦依然牢牢坐

稳男女单的头把交椅。男单方面，许

昕、马龙、林高远排名2至4位。女单

方面，孙颖莎排名第二，王曼昱、丁

宁、朱雨玲排名第四至六，刘诗雯排名

第七。国乒的整体优势依然十分明显。

当然，我们的对手其实也不少。男

单方面，张本智和排名世界第五，颇具实

力的他已经拥有了挑战中国选手的实力。

当然，他毕竟只有17岁，有待提升的地

方还不少。巴西选手雨果、中国台北的林

昀儒和瑞典的法尔克也凭借不俗的表现，

跻身世界前十。

女单赛场，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排名

世界第三，依然是我们的头号劲敌。2020

世界乒联年终总决赛上，她战胜了王艺

迪，半决赛遗憾不敌王曼昱，无缘最后的

冠军争夺。在国乒几大高手的“围剿”

下，伊藤美诚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已属难

能可贵。在东京奥运会上她还有主场作战

的优势，不容小觑。此外，中国台北的郑

怡静排名第八，日本名将石川佳纯排名第

九，也都具备很强的实力。

除了对手的虎视眈眈之外，国乒也

有自己的难处，那就是刘诗雯的伤病。作

为奥运冠军，刘诗雯在2019年上演大爆

发，赢得了世乒赛和世界杯两个重量级的

冠军，一下子成为了国乒进军东京奥运会

的热门人选。但2020年，她意外受伤，

无奈接受了手术治疗，恢复进度不如预

期，一直高挂免战牌，先后退出了世界

杯、年终总决赛，将近一年没有参加任何

比赛。据悉，她才刚刚开始恢复训练，能

否搭上东京奥运会的末班车，尚未可知。

当然，教练组和球迷都期待刘诗雯

能够早日康复，并尽快找回状态。毕

竟，作为队里的老将，她的比赛经验十

分丰富，能力也非常突出，如能参加东

京奥运会必然有助于国乒整体实力的提

升。当然，一旦她无缘参赛，国乒也拥

有能力、潜质都不错的梯队力量，比如

王曼昱、王艺迪、孙颖莎等，她们都具

备在世界大赛争金夺银的能力和水平。

潜心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同时，中国

乒协主席刘国梁也在全力推行“养狼计

划”。此前，来自中国台北的郑怡静、

中国香港的杜凯琹、韩国的田志希、波

多黎各的迪亚兹和美国的张安五位姑娘

组成了世界职业联队参加了中国的乒超

联赛，目前她们又继续跟随国乒在海南

进行冬训，接受国乒教练的指导。相

信，通过这次训练，她们将会获得不小

的提高。世界乒联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

做法也是大加赞赏，坦言世界乒乓球大

家庭就应该共同进步。

2021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力推的大满贯赛事将隆重登

场，这也是刘国梁担任世界乒乓球职业

大联盟理事会主席后推动乒乓球职业化

的重要一步。

根据赛历，今年上半年将会在西

亚、中国和欧洲等地举办一系列赛事，

而首个大满贯赛事拟于4月14日至5月

16日在中国举行。

按照世界乒联的世界排名新规，

WTT大满贯赛将成为与世乒赛、奥运会

地位齐平的赛事。这也意味着，如果原

定于美国休斯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单项

锦标赛能够如期上演，乒乓球“三大

赛”将在今年扎堆举行，国乒队员的表

现值得期待。

前瞻点3
田径迎“三大战役”

对于中国田径而言，2020年注

定 是 不 平 凡 的 一 年 。 进 入 2021赛

季，中国田径健儿将迎来全新的考

验。受到疫情影响，田径世界室内

锦标赛已宣布推迟，但 2021年有东

京奥运会、陕西全运会和钻石联赛

等“三大战役”，踏上新征程的中国

田径健儿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值得

期待。

东京奥运会是2021年世界体坛最

重要的大赛，对于中国田径来说无疑

也是重中之重。面对这场延期大考，

中国田径健儿力争要全方位做好功

课，勇创佳绩。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田径运

动员斩获2金2银2铜，创造参加奥运

会以来的最佳战绩；2019年多哈田径

世锦赛，中国健儿勇夺 3金 3银 3铜，

刷新26年来的最好成绩。展望东京奥

运会，最大的悬念在于，中国田径健儿

能否超越里约奥运会的成绩单？

资深的田径迷都知道，在刘翔之

后，中国田径的夺金点基本都聚焦在男

女竞走和投掷项目上。

竞走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也是在

奥运会上冲金的热门项目。2019年，

多哈田径世锦赛中国女子竞走队的刘

虹、切阳什姐、杨柳静包揽女子20公

里竞走的金银铜牌，梁瑞加冕女子50

公里竞走冠军。而名将杨家玉则是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的女子20公里

竞走冠军。中国女子竞走在过去这些

年一直表现不俗，在世界赛场上有着

集团优势。2020年的全国竞走锦标

赛，杨家玉、刘虹、切阳什姐包揽女

子20公里竞走前三名，展示出上佳的

状态。不过，中国女子竞走队要想在

东京奥运会上复制多哈世锦赛的壮

举，尚需她

们不断地努

力训练，提

升自我。

女 子 铅

球，则是中国

田径的另一个夺

金热门。2019年，

巩 立 姣 状 态 如 日 中

天，出战13项赛事勇夺

12冠1亚，称霸女子铅球

赛场。如果东京奥运会如期

在 2020年举办，她是女子

铅球当仁不让的头号夺

冠热门。去年面对奥

运延期的不利局

面，31岁的巩

立姣直言

来 者 不

惧，“没那

么悲观，把

最好的状态留

到2021年。”

年过三十的

顶尖运动员要保持

状态，必然需要付出

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

辛。我们期待巩立姣能以

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东京奥运会

的赛场上，用漂亮的一投实现她

金灿灿的奥运冠军梦想。

女子标枪，同样是中国田径的冲金

点之一。名将吕会会、刘诗颖都具备了

冲击金牌的实力。在2019年，吕会会

的竞技能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参加

14场比赛拿下12个冠军，并三度刷新

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唯一的遗憾就是

在多哈世锦赛上，最后一投被澳大利亚

选手巴贝尔绝杀，无缘世锦赛冠军。东

京奥运会将是吕会会第三次亮相奥运赛

场，这一次她将目标瞄向了金牌。如

今，她和队友正在积极备战，完善技

术细节，争取更上一层楼，站上奥运

会的最高领奖台。

当然，在田径赛场上，百米飞人

大战永远是焦点。中国飞人苏炳添、

谢震业能否杀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

赛，他们率领的接力团队能否击败东

道主冲击奖牌，中国女子短跑选手能

否带来突破，这都是田径迷不容错过

的精彩看点。

除了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军团也

将会出战钻石联赛。2021年钻石联赛

14站比赛的暂定赛程已揭晓，巩立

姣、谢震业、苏炳添都曾在钻石联赛的

舞台上有过精彩表现，新一年他们的表

现同样值得我们翘首以盼。

2021年9月15日，陕西全运会将

拉开大幕。作为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的

体育赛事，田径赛场的比拼同样会火

花四溅。4年前，天津全运会谢震业

力压苏炳添夺冠，两位飞人的强强对

话势必会延续到三秦大地，是苏炳添

打破全运冠军荒还是谢震业卫冕，充

满着悬念。

前瞻点4
国足如何突出重围

尽管男足无缘东京奥运会，但中

国足球在 2021年要面对的挑战并不

少。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是中

国男足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由李铁率领

的中国男足将于1月25日开始在海口

进行为期两周的集训，备战即将展开的

世预赛40强赛。按照目前亚足联初步

拟定的赛程，中国队最后四场比赛的时

间安排如下：3月25日主场对阵马尔代

夫队，3月30日客场迎战关岛队，6月

3日主场对垒菲律宾队，6月8日主场

大战强敌叙利亚队。

在此前已进行的四场比赛中，国足

只取得 2胜 1平 1负的战绩，积 7分，

距离小组头名叙利亚队有8分之

差。国足想以小组头名出线基本

无望，接下来只能期待以4个成

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出线。想要

完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在最后4

场比赛中取得全胜。

当然，受制于疫情，亚足联拟定

的今年3月重启世预赛的计划很有可能

难以落地。如果3月无法举行比赛，那

么亚足联的备选方案就是以赛会制的

方式在6月15日之前完成40强赛的角

逐。届时，每个小组可以自行选择一

地举行比赛，相应的赛程也会做出调

整，可能会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举行4轮

比赛，比赛的密集程度有点类似于

2019年的亚冠联赛。

对于李铁来说，接下来率队取得4

连胜挺进12强赛，是他们目前最重要

的任务。

如 果 中 国

男足能够顺利

拿到12强赛的

门票，将会在

2021年下半年

进行 6场比赛的争夺，至于小组对手

和赛程情况则需要在40强赛结束之后

的抽签仪式上才能最终揭晓。考虑到

目前国内外的疫情防控形势，除了正

式比赛之外，中国男足可能很难再安

排其他的热身赛，因此李铁团队面临

的挑战不小。

中国女足将踏上东京奥运会的晋

级附加赛。按原计划，比赛将于 2月

19日和24日举行，中韩女足将进行两

回合的比赛，胜者获得东京奥运会的

入场券。目前，官方还没有宣布比赛

延期或者取消，但能否如期举行依然不

明朗。不过，对于女足姑娘们来说，她

们眼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努力训练，

认真备战，一旦赛事重启，能拿出好状

态来赢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女足

的姑娘们能否站上奥运赛场，我们拭目

以待。

塞尔维亚人扬科维奇执掌的中国男

足U22国家队眼下的目标和任务是参加

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作为东道主球

队，中国男足需要提前展开备战。受到

疫情影响，直到2020年12月下旬，中

国男足U22国家队才在海口组织了一期

集训。2021年10月，他们将会迎来第

五届U23亚洲杯预选赛的考验。在此之

前，如何为中国男足的小伙子们创造更

多的热身锻炼机会，让他们有效地进行

备战，显然是摆在中国足协面前的一个

亟须解决的课题。

由成耀东率领的中国男足U20国家

队在 2020年先后组织了 5期集训，并

参加了中乙联赛的争夺。主帅成耀东

认为经过中乙联赛的锻炼，全队的技

战术能力有一定提升，2021年希望能

继续参加中乙联赛。

对 于 这 个 年 龄 段 的 球 员 来 说 ，

2021年最重要的比赛莫过于陕西全运

会。他们长远的目标是2024年法国巴

黎奥运会。如果未来两三年，他们能

持续参加联赛得到锻炼的话，那么未

来或许还真有得一拼。

2021年大幕已经开启，让我们一

起携手奋勇拼搏，逐梦前行，希望就

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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