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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冬奥会花滑女子单人滑

开赛只剩28个小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终于在此时公布结果——15岁的

俄罗斯花滑天才少女卡米拉 ·瓦利耶娃

被允许继续参赛，由国际奥委会（IOC）、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和国际滑联

（ISU）递交的三份上诉全部被驳回。

国际奥委会昨日表示，如果瓦利耶

娃在花滑女单中进入前三名，该单项的

颁奖仪式将和团体赛一样，不在奥运会

期间举行，“现在举行颁奖仪式是不合

适的。”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在瓦利耶娃

一案结束后再组织颁奖典礼。

这场持续数日的风波发端于一份

“迟到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在俄罗斯

奥委会队夺得花样滑冰团体赛金牌后

的第二日（2月8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认证的斯德哥尔摩实验室才公布女子

单人滑参赛者瓦利耶娃去年12月25日

递交的药检样本结果。该报告显示，

在瓦利耶娃的检测样本中发现了违禁

物质曲美他嗪。这一重磅消息不仅让

俄罗斯奥委会花滑队获得的团体赛金

牌受到质疑，还让瓦利耶娃的冬奥之

旅蒙上了阴影。

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在收到检测

结果的当日对瓦利耶娃实施了临时禁

赛，但在瓦利耶娃次日提出上诉后，俄

罗斯反兴奋剂机构于9日晚决定解除对

她的禁赛。

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这一决定却

引起多方不满，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和国际滑联向国际体育仲裁

法庭（CAS）递交了三份上诉。对此，

CAS于13日召开视频听证会。会议从

北京时间13日晚上8时34分开始，一直

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10分，直到14日下

午2时，外界终于等来了CAS的最终裁

决——“因特殊情况，不得对该运动员

实施临时停赛”。

声明罗列了四点理由：第一，在《世

界反兴奋剂条例》中，15岁的瓦利耶娃

属于“受保护者”；第二，现有条例对受

保护人群的临时禁赛并未有明文规定，

而现有条例对不同证据标准和“受保护

人群”的较轻处罚则有具体规定；第三，

该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的兴奋剂

检测未呈阳性，此时阻止运动员继续参

加冬奥会，将给其造成无法弥补的伤

害；第四，兴奋剂检测结果存在通知不

及时的“严重问题”，收到迟来的药检阳

性通知并不是瓦利耶娃的错。

CAS总干事马蒂厄 ·里布昨天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运动员会在

一周或10天内收到药检阳性的报告，

“迟到的通知非常不幸，不仅影响到运

动员，而且影响到奥运会的组织者。”

原定于8日举行的花滑团体赛颁奖

典礼尚未举行，俄罗斯奥委会队的金牌

认定问题仍在进行。在团体赛中，瓦利

耶娃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绝对实力，其女

单短节目成绩超过第二名樋口新叶15分

之多，她在女单自由滑中的领先优势更

是高达30余分。冬奥会女子单人滑单项

比赛更是瓦利耶娃实现梦想的舞台。

这一事件的发酵和瓦利耶娃的身

份密不可分，她兼具了太多标签和议

题——“女性”“未成年运动员”“俄

罗 斯 奥 委 会 队 ”。 在昨日的发布会

上，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 · 亚当斯

也特别提到了瓦利耶娃，“她是一名青少

年，才15岁。”亚当斯认为，“我们不能

剥夺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和他们

所收获的快乐，我们应该提供给年轻人

这样的机会。”

如获奖牌将暂不举行颁奖礼

瓦利耶娃可以继续参赛

■本报记者 吴姝

美国姑娘凯莉 · 汉弗莱斯登上最高

领奖台，收获冬奥会历史上首枚女子单

人雪车项目的金牌。几天前，中国新星

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中

惊艳夺冠。这是属于她们和各自代表团

的荣耀时刻，亦是奥林匹克运动致力于

推动性别平等的生动样本。

“北京冬奥会上，女性运动员参赛

人数占比达45%，在总共109个小项

中，有女性运动员参赛的项目占比

53%。这是有史以来女性运动员参与

比例最高、参与项目最多的一届冬奥

会。”在国际奥委会（IOC）和北京冬奥

组委14日召开的“冬奥会上的女性力

量”主题发布会上，IOC新闻发言人马

克 ·亚当斯介绍说，“鼓励更多女性运

动员参与，是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战

略。我们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国家

（地区）奥委会、转播商和奥林匹克转

播服务公司密切合作，在很多细微之

处推动性别平等。”

作为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举措之

一，本届冬奥会新增项目充分考虑女

性运动员平等参赛问题，七个新增小

项中包含两个女子单人项目——女子

单人雪车和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以及四个男女混合/团体项目，而男子

单人项目仅一个。这一举措，使得冬

奥会向完全实现男女均等的目标更近

一步，马克 ·亚当斯表示：“国际奥委会

希望在2026年冬季奥运会上达成这一

目标。”

为中国夺得历史上首枚冬奥会金

牌的杨扬，无疑是女性运动员中的杰出

代表。担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

会主席的她，为一起工作的女性同行骄

傲，也从参加本届冬奥会的女性运动员

身上看到又美又飒的“她的力量”。

“过去10天时间里，女运动员的表

现不仅呈现了像花滑中那样的美，也展

示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空中技巧等项

目的飒。冬季运动让女性运动员从不

同角度发现更美的自己，表达不一样的

自己，不断挑战极限，拓展对美的定

义。她们的表现也能鼓励更多女性追

求自己的梦想，勇于突破自己。”杨扬

说，自己也会带女儿一起看谷爱凌的比

赛，以女性运动员的故事来激励孩子和

她的朋友们，希望她们像冬奥赛场上的

女运动员们一样勇敢，“在谷爱凌那样

的项目中挑战极限，简直有些不可思

议。从她和很多从事体育的女孩身上，

我都能感受到一种精神鼓舞。所以我

大力呼吁女孩们多参与体育运动，相信

体育的力量能让更多的女孩发现更好

的自己。”

身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和北京

冬奥组委也竭尽所能地推动性别平

等。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

176名运动员，其中女性运动员87名，

占据半壁江山。北京冬奥组委则将推

进性别平等的理念，融入到各项筹备和

办赛工作中，包括岗位配额、薪酬保障、

设施配置等多个方面。

“北京冬奥组委的女性员工比例不

低于 40%，女性志愿者比例不低于

50%。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由杨扬女士担任，女性委员比例不低于

50%。相同岗位的女性与男性员工有平

等的工资薪酬。在三地冬奥村的综合

诊所，专门设置了女性诊疗科室和治疗

室，为女性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及

有诊疗需求的女性人员提供相关的诊

疗服务。”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

家蓉通过一连串数据，列举冬奥组委在

促进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冬奥

会的近百年历史，也是‘她的力量’的成

长史。女性运动员和工作者让这届冰

雪盛会变得更加闪耀动人，意义非凡。”

（本报北京2月14日专电）

女性选手参赛比例创历史新高，办赛工作积极推进性别平等

又美又飒，“她的力量”闪耀北京冬奥会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结束女子单人雪车第四轮比赛，刚

走下“雪游龙”赛道，来自上海的中国选

手应清就开始在记者面前细数自己在比

赛中的不足：“我感觉今天的第三、第四

轮没有昨天前两轮发挥得好，主要是技

术上失误比较多。虽说心态上放平了，

但技术还是有些问题。尤其是在那条大

直道上，总是出现不必要的碰撞，进而导

致损失速度，由此可见我在很多环节上

还需要多磨练。”

和应清一样，队友怀明明也认为自

己没能发挥出最佳水准：“最后的成绩

还可以，但感觉自己发挥得一般，起步

时推车不够快，此外，连着两天比赛稍

微有些疲劳，体能和状态都很一般。”

对于起步较晚、缺乏历练的中国雪

车而言，能登上冬奥舞台并顺利完赛，本

就意味着成功，何况怀明明和应清交出

了不错的成绩单：怀明明以总成绩4分

22秒58排名第六，应清以4分23秒41

排名第九。美国名将凯莉 ·汉弗莱斯（4

分19秒27）、埃拉娜 ·迈耶斯 ·泰勒（4分

20秒81）和加拿大选手克里斯蒂娜 ·德

布鲁因（4分21秒03）分列本项前三位。

“这次来到奥运会赛场，我觉得自

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比赛，提升自

我。”应清表示，这是自己的第一届冬奥

会，比赛目标很简单，就是做好自己，

“雪车这个项目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

就好比开车一样，‘新司机’在经验、技

术方面肯定不如‘老司机’。我现在开

得比两年前的自己要好得多，我也相

信，再训练几年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提

高，磨练技术是急不来的。”怀明明赛后

也表示，通过这次冬奥会进一步看清了

自己与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除

了力量之外，我们在经验和技术方面也

差了不少，还需要好好努力才行。”

女子单人雪车是本届冬奥会新增

的七个小项之一，大多数参赛选手都由

女子双人雪车的舵手兼项。在参加完

这个项目之后，应清就将以舵手的身份

与杜佳妮搭档参加女子双人雪车的比

赛。应清表示，自己将力争做到更好，

“先是在接下来几天里通过训练继续调

整状态，到了比赛中一定要注意今天犯

的错误，争取在赛道上少磕碰。”

当得知在上海的家人和教练、队

友都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自己的比赛

时，应清立即不好意思地遮住了脸：

“我这次滑得不好，谢谢大家能看我的

比赛。也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吸取教

训，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争取做到更好。”

（本报延庆2月14日专电）

上海选手应清排名女子单人雪车赛第九名

中国雪车“新司机”还需更多磨练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海选手

邵奕俊作为舵手参加了男子四人雪车

比赛，成为登上冬奥赛场的“上海第

一人”。昨天上午，出战冬奥会的第

一位上海姑娘应清结束了自己的首场

冬奥赛事——在女子单人雪车比赛中

获得第九名。接下来，她还将参加女

子双人雪车的比赛。

在 见 证 应 清 的 “ 突 破 之 旅 ”

后，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严家

栋非常满意。“这是应清第一次参加

奥运会，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经

过五六年的拼搏，她在世界杯、世

锦赛，包括冬奥会，都达到了世界

前十的水平。”严家栋表示，“这个

项目无论在国内还是上海都刚刚起

步，我们还缺乏经验，缺乏世界大

赛的历练。”

在应清之后，上海选手刘蔚和

甄恒将参加男子双人雪车和四人雪

车两个小项。从平昌的邵奕俊到这

次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三名选手，“上

海小囡”开着雪车屡创历史，这绝

非巧合。

事实上，中国雪车集训队本就

是体育总局冬季运动中心与上海市

体育局从 2018年开始整合优质资

源、密切合作的共建项目。这支队

伍夏天在上海体育学院训练，而冬

训基地正是奥运会的赛地——“雪

游龙”。在这期间，多名上海选手通

过“跨界跨项选材”脱颖而出，成

为了中国雪车队的成员。

跨界跨项选材是雪车项目运动

员的重要来源，例如这次夺得女子

单人雪车金牌的美国选手凯莉 · 汉

弗莱斯就曾是一名垒球运动员。26

岁的应清原先主项是田径女子100

米栏，2012年进入上海田径一线

队时曾跟随著名教练孙海平训练

过一段时间，因此也被称为“刘翔

小师妹”。即将登场的刘蔚和甄恒

也来自田径项目，刘蔚的主项是

标枪，而甄恒则是十项全能选手。“上

海冬奥第一人”邵奕俊也是由铅球转

行，他的恩师、铅球名将隋新梅曾这

样评价他：“脑子聪明，掌舵的需要更

多的智慧。”

“跨界选材为非冬季项目的运动员提

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大幅度提高了他们的

运动寿命和成材率。”在这一点上，严家

栋与国际雪车联合会主席费里亚尼的看法

不谋而合，而雪车运动与终年难见冰雪

的上海又堪称“绝配”。“你的故乡不需

要有冰有雪，你只要跑得足够快，就能

站上冬奥会的舞台。”费里亚尼对于雪车

的这番话，正被越来越多的上海运动员

变为现实。

雪车运动与申城有着特殊缘分
来自上海的应清在女子单人雪车比赛中排名第九，对于起步较晚、缺乏历练的中国雪车而言，这已是不错的成绩。 视觉中国

谷爱凌等女性运动员在本届冬奥会的惊艳表现，是奥林匹克运动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的生动样本。 视觉中国

本报讯 （记者吴姝）花样滑冰冰上
舞蹈自由舞比赛于14日落幕。经过韵

律舞和自由舞两轮比拼，前三位的座次

并未改变，法国组合帕帕达吉斯/西泽龙

收获金牌，俄罗斯奥委会组合西尼齐娜/

卡察拉波夫、美国组合哈贝尔/多诺霍分

列第二和第三。中国组合王诗玥/柳鑫

宇获得第12名，刷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

上冬奥会最好成绩。

在20对晋级自由舞的组合中，王诗

玥和柳鑫宇第9位出场，他们自由舞的

旋律来自电影《功夫熊猫》的原声《功夫

魔琴之大提琴的崛起》，服装取自北宋

画家王希孟的山水画《千里江山图》。

这对中国组合把中国风的艺术形式融

入到源自欧洲的冰舞表演中，在北京赛

场向世界呈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从平昌冬奥会无缘自由舞阶段比

赛，到北京冬奥会总成绩排名第12位，

这对组合已经创造了中国冰舞在冬奥

会上的最佳成绩。柳鑫宇在赛后表示：

“在家门口滑出了我们俩现在的最好水

平，感觉这四年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是

值得的。”

四年备战期间，王诗玥和柳鑫宇曾

远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冰舞训练基地参

加训练，新冠疫情发生后，他们又以上

网课的方式与加拿大教练沟通交流，不

断艰苦练习，终于让他们收获了自信和

成长。但柳鑫宇和王诗玥的目标不止

于此。“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止第12名，我

们希望能达到世界前十，这也是我们说

了好几年的话，”王诗玥说，“如果还能

继续参加下一届冬奥会，我觉得我俩会

突破前十。”

花滑冰舞名列第12位

中国组合刷新最佳成绩

■本报记者 郭超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