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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赛，

是北京冬奥会上的新增项目之一。中国

队派出了徐梦桃、贾宗洋和齐广璞 3 位

选手出战。赛前，这支队伍备受看好。

然而，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也是竞

技体育的一种魅力。实力派选手可能

会失误，普通运动员也有机会成为“黑

马”，甚至问鼎冠军。正是因为有了悬

念，比赛才会更精彩。

2 月 10 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在云顶滑雪公

园举行。决赛共有 6 支队伍参赛，每队

可以选派 3 名选手参加，3 人轮流出场

进行比拼。裁判员根据选手的起跳、空

中和落地 3 个环节的表现打分，3 人得

分累加即为该队总分。第一轮总分最

高的 4 支队伍晋级第二轮，再根据第二

轮的表现决出冠、亚、季军。

中国队 3 名选手皆为冬奥会的“四

朝元老”。其中，徐梦桃是索契冬奥会

女子空中技巧项目的银牌得主，手握 27

个世界冠军(不含团体)；贾宗洋是平昌

冬奥会男子空中技巧亚军；齐广璞则被

誉为“世界难度第一人”。在去年 12 月

的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队凭借超群实力

和 稳 定 发 挥 ，两 夺 混 合 团 体 金 牌 。 因

此 ，这 支 队 伍 在 赛 前 被 誉 为 该 项 目 的

“梦之队”，被人们寄予厚望。

当 晚 ，中 国 队 从 决 赛 第 一 轮 开 始

就 技 压 群 雄 ，3 位 选 手 发 挥 都 十 分 稳

定 ，以 总 分 第 一 的 成 绩 顺 利 晋 级 第 二

轮 。 同 样 晋 级 的 还 有 美 国 队 、加 拿 大

队和瑞士队。

最后的比拼来了。首先代表中国

队出场的是徐梦桃。她不负众望，一举

获得 106.03 分，领先第二名、美国选手

近 20 分。

为了冲击金牌，美国队第二位出场

的选手利利斯临时修改了动作，直接把

难度系数提升到了最高难度 5.000，且

顺利完成，拿到 135.00 分。

对手如此出色的表现，带给中国队

不小的压力。第二位出场的中国选手

贾宗洋出现失误，仅得到 96.02 分。虽

然最后一个出场的齐广璞顶住压力，动

作完成得十分出色，拿到了 122.17 分，

但 最 终 中 国 队 以 324.22 分 获 得 银 牌 。

美国队以 338.34 分获得金牌，加拿大队

以 290.98 分摘得铜牌。

在徐梦桃看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比赛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出现任何意

外都是正常的，运动员能够做的就是竭

尽所能，然后接受一切结果。看到队友

失误的那一刻，“当时我心就凉了，但也

就是两秒，我就快速调整了自己，上去

给他一个拥抱。”徐梦桃坦言，“因为我

知 道 ，那 一 刻 没 有 人 比 贾 宗 洋 更 难 过

了，没有人愿意在决赛中那样着陆，我

拥 抱 他 是 想 让 他 缓 解 一 点 ，但 直 到 现

在，他心里也不好过。竞技体育就是这

样的。”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一直是中国

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之一。2006 年都灵

冬奥会上，韩晓鹏摘得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金牌，成为首位在冬奥会上夺金的

中国男选手。自那以后，中国队一直稳

居世界一流，屡屡在世锦赛、世界杯的

赛场上加冕冠军。这次在家门口与冠

军失之交臂，选手们有些失落。不过，

他 们 在 赛 场 上 已 经 拼 尽 全 力 ，并 不 遗

憾。接下来，他们还将在单项比赛中继

续与世界顶尖高手展开角逐。期待他

们重新找回自己的“王者风范”。

（本报河北崇礼2月 10日电）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摘银—

他们仍是“梦之队”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十。在中国民

间，这是一个寓意着十全十美的好日子。

与中国春节邂逅的冬奥会，今天

也有一项极具美感、让人赏心悦目的

赛事——花样滑冰男子单人自由滑。

身着华丽的服装、伴随各具特色的

音乐、滑出优雅的舞姿、展示惊险的技

巧……融音乐、舞蹈、服装、体育之美的

花样滑冰，诠释着浪漫而又空灵的传

奇，是冰雪运动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对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运动员，中

国观众又给了他们这样的赞誉：容颜如

玉，身姿如松，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首都体育馆中，这块“近三届冬奥

会以来最舒服的冰面”，今天会给我们

带来什么样“美的奉献”？

——看中国选手金博洋？当然是，

也不仅是。

极富花滑天赋的金博洋，有着令人

惊讶的跳跃能力和爆发力，是花滑界里

公认的“难度怪兽”。刚满 20岁的那年，

金博洋在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单

自由滑的比赛中，以 300.95分的总成绩

力压一众高手，首获四大洲花滑锦标赛

男单冠军。

在平昌冬奥会上，首次参加冬奥会

的金博洋，伴随着《星球大战》的音乐，成

功完成了 3 个四周跳，获得花样滑冰男

子单人滑的第四名。这也是我国选手在

冬奥会该项目上获得的历史最好名次。

从平昌冬奥会到北京冬奥会，金博

洋在此期间遭遇了运动生涯的低谷。

进入北京冬奥会，浴火重生的金博

洋渐入佳境。在男单短节目的比赛中，

伴随一曲《卧虎藏龙》，他完成了勾手四

周接后外点冰三周连跳、后外点冰四周

跳，只是完成阿克塞尔三周跳时出现了

瑕疵。最终，他以第十一名进入今天自

由滑的角逐。

自由滑是花滑男单项目的顶级较

量。金博洋的表现没让大家失望。在

《祈祷与舞曲》和《波莱罗舞曲》的伴奏

中，金博洋高质量完成了整套动作，获

得了 179.45分，创造了自己赛季自由滑

的最好成绩。最终，他以 270.43 的总

分，排名第九位。

赛后金博洋说，这场比赛我自己战

胜了自己。

我们相信，金博洋一定会迎来更好

的自己。

——看日本选手羽生结弦？是，也

不仅是。

人气极旺的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可

谓传奇。此番来北京参加冬奥会，他的

目标很明确：争取第三次蝉联冬奥会花

滑男单冠军，完成自己非常执念的阿克

塞尔四周跳。

在短节目的比赛中，羽生结弦在完

成高难度的后内结环四周跳时，出现了

一个小失误，最后得分是 95.15分，排名

第八位。他与排名第一位的美国华裔

选手陈巍，相差了 18.82分。

要想在自由滑的比赛中得分超过

陈巍、蝉联冠军，羽生结弦必须完成更

高难度的动作。

在观众的屏息之中，羽生结弦义无

反顾地挑战阿克塞尔四周跳。虽然他失

败了，没能成为在冬奥会上完成阿克塞尔

四周跳的第一人，但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有人说，“只有羽生结弦才可能超越

羽生结弦”。羽生结弦赛后说，在这届冬奥

会上尝试完成4A（阿克塞尔四周跳），是我

的骄傲；它让我的冰上生涯更完整；在向极

限挑战这一点上，我今天已经做到了。

——看阿克塞尔四周跳？是，也不

仅是。

挑战人类极限的阿克塞尔四周跳，

是花滑中四周跳的一种，是四周跳的顶

配。很多花滑选手能够完成四周跳，但

不一定能完成阿克塞尔四周跳。

1882年，挪威选手阿克塞尔在花样

滑冰比赛中，完成了向前起跳、向后落冰

的跳跃动作，后来国际滑联就把这种跳跃

命名为“阿克塞尔跳”。这种跳跃，开始时

只能在空中转体一周（实际上是一周半），

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转四周了。国际滑

联在评分体系中，把阿克塞尔一周跳缩写

为1A，以此类推，四周跳就缩写为4A。

阿克塞尔四周跳有多难？要完成

这个动作，花滑运动员要腾空 0.5 米左

右的高度，在不到 1 秒的滞空时间内，

让身体在空中旋转四周，然后再接半圈

落地。这个动作，其实已经近乎达到了

人体的极限。

1978 年，在花样滑冰世锦赛上，加

拿大选手首次在比赛中完成了 3A。至

今为止，在正式比赛中，还没有人能完

成 4A。今天，羽生结弦在奥运赛场尝试

完成 4A，虽然没有成功，但赢得了人们

的热烈掌声。

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比赛结束了，

美国选手陈巍最终获得冠军，日本选手

键山优真和宇野昌磨分获银牌和铜牌，

羽生结弦获得第四名。

在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的赛场上，

我们欣赏了获得奖牌选手的精彩表演，

更见证了金博洋、羽生结弦等选手，在

史诗般的巅峰对决中，不断突破自我、

挑战人类极限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

层面的美，才是体育美的最高境界。

（本报北京2月 10日电）

左上图：中国选手金博洋在比赛中。

体育美的别样看点
■本报记者 范江怀

做完最后一个动作，蔡雪桐独自坐

在雪地里，久久不愿起来。很快，裁判给

出了分数，75.00 分。她未能超越自己第

一轮的 81.25 分，也与日本选手富田濑奈

的 88.25 分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意味着

她将无缘领奖台。赛后，虽然被大大的

雪镜包裹住了大半张脸，但在接受采访

时，我们依然能看到她眼角流出的热泪。

2月 10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在云顶滑雪公园展开

争夺。经过三轮比拼，平昌冬奥会冠军、

美国选手克洛伊·金凭借第一轮的完美发

挥，以 94.00分的高分获得冠军，成功实现

卫冕。西班牙老将、第 5次参加冬奥会的

克拉尔特·卡斯特列特和日本名将富田濑

奈分获第二、三名。3名中国选手参加了

决赛的争夺，其中蔡雪桐获得第四名，刘

佳宇和邱冷分获第八名和第十二名。

尽管无缘奖牌，但对于第 4 次站上

冬奥会赛场的蔡雪桐来说，努力过就没

有遗憾。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蔡雪桐是

所有单板滑雪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女

选手。缺少大赛经验的她在预赛中两滑

失利，以第二十三名结束了自己的首次

奥运之旅。接下来的 4 年里，蔡雪桐一

边训练，一边通过参加各种比赛磨砺自

己 。 2014 年 索 契 冬 奥 会 上 ，她 卷 土 重

来 ，取 得 了 第 六 名 。 2018 年 平 昌 冬 奥

会，备受期待的蔡雪桐又将自己的名次

提前了一位，获得第五名。

平昌冬奥会结束后，蔡雪桐在短暂

回归校园后，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

到 北 京 冬 奥 周 期 的 训 练 和 比 赛 中 。

2021/2022 赛季，她在世界杯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赛的三站比赛中拿到一金一

银。事实上，从 2009 年至今，蔡雪桐已

经先后 7 次获得世界杯总冠军，两次获

得世锦赛冠军，多次刷新中国选手在世

界顶级赛事中的历史最佳战绩。北京冬

奥会赛场上，从技巧和心态层面都更加

成熟的蔡雪桐渴望取得更好成绩。以资

格赛第三名的身份晋级决赛后，她就表

示自己会在决赛中使出高难度动作。

决 赛 中 ，蔡 雪 桐 兑 现 了 自 己 的 承

诺。在第一轮得到 81.25 分后，她在之

后 两 轮 提 升 了 难 度 ，还 完 成 了 后 刃 起

跳的空中飞跃、正脚外转 900 度等难度

系 数 很 高 的 动 作 。 虽 然 无 缘 奖 牌 ，但

她已经用精彩表现再度向世人展现了

她 对 冰 雪 运 动 的 无 限 热 爱 和 持 续 坚

守 。“ 在 滑 行 和 跳 跃 中 ，我 感 觉 自 己 像

鸟儿一样自由飞翔，这是我的选择，没

有 遗 憾 ，希 望 更 多 年 轻 人 加 入 到 我 们

的行列中来。”

（本报河北崇礼2月 10日电）

上图：中国选手蔡雪桐在比赛中。

冰
雪
之
上
，热
血
难
凉

■
本
报
记
者

马

晶

2月 10日，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

全能比赛在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

行。图为中国选手张洋铭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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