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奥运会倒计时屏一旁， 往来的行人佩戴着口罩。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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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体坛遭遇疫情强烈冲击
短道速滑世锦赛和世乒赛延期，各项目联赛、系列赛或停摆或“空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范围内

的扩散， 亚洲体坛受到强烈冲击。 原

定于 3 月在首尔举行的短道速滑世锦

赛和在釜山举行的世乒赛团体赛均遭

延期， 其中前者因 “推迟或重新安排

世锦赛将很难实现”， 很可能面临赛

事直接取消的命运。 除了上述两项世

界级高规格比赛外， 亚洲多地的各项

目职业联赛 、 职业系列赛或遭遇停

摆， 或不得不 “空场” 举行。 在这个

春天， 亚洲体坛不得不面临一次严峻

的挑战。

“空场”已是最好结果

在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韩

国，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阻力重重，

取消或延期成为多数赛事的命运， 譬

如原定于下月 22 日启幕的釜山世乒

赛团体赛。 目前， 赛事已推迟至 6 月

21 日至 28 日举行 。 在世乒赛 94 年

的历史中， 仅有过一次先例———1999

年的贝尔格莱德世乒赛因北约轰炸南

斯拉夫联盟而被迫延期并易地， 国际

乒联将赛事拆分为二， 其中单项赛事

改在当年 8 月于荷兰埃因霍温举办，

团体赛则在次年被置于马来西亚吉隆

坡， 世乒赛一年单项赛、 一年团体赛

的传统正由此而来。

延期至奥运会前一个月举行， 自

然并非釜山世乒赛组委会所愿， 毕竟

那时入围东京奥运会的各协会代表队

已确定名单， 釜山世乒赛既失去了作

为各队考察主力、 选拔选手的参考标

准的价值， 参赛队出战时也难免会有

所保留。 据组委会透露， “空场” 比

赛本是优先方案， 但疫情发展之快，

让这一计划成为奢望。

在所有应急备案中， “空场” 显

然是代价相对较小的选择， 但其最大

的弊端在于， 运动员参赛本身也是一

种聚集行为 ， 无法完全规避感染风

险 。 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亚洲国家

中， 中国所有本土专业赛事或职业联

赛均无限期暂停， 伊朗除足球外其余

项目一二级联赛同样被叫停， 而韩国

则更倾向于 “空场” 比赛———过去一

周， 该国职业篮球联盟 KBL 与排球

联盟 V 联赛相继宣布 ， 在疫情改善

前所有比赛都将 “空场” 进行。 然而

“空场 ” 比赛适用的场合极为有限 ，

选手来源较为复杂的国际性赛事就很

难采取这一形式。

就在昨天， 原定于 3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首尔举行的短道速滑世锦赛

也被摁下暂停键 。 国际滑联 （ISU）

通过官网发表声明称， 短道速滑世锦

赛正式延期。 ISU 认为： “考虑到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不确定性， 未

来几周可用的时间有限且不确定， 以

及潜在组织者和参赛队的后勤挑战，

推迟或重新安排世锦赛将很难实现。

不过， 如果情况允许， 可以考虑推迟

或重新安排锦标赛。” 言下之意， 如

果疫情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这一届短

道速滑世锦赛很可能直接被取消。

在疫情重灾地日本， 体育赛事亦

受到不小影响。 原定于下月 6 日至 7

日在兵库县三木市进行的网球戴维斯

杯世界组资格赛将空场进行， 这场由

日本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对决将直接

决定 11 月戴维斯杯世界组参赛资格

的归属。 不过在不少领域， 日本体育

界仍未对疫情作出太多反应。 日本职

业篮球 B 联赛仍照常进行 ， 该联盟

只是发布通知， 要求所有入场球迷佩

戴口罩 ， 并在入场时接受消毒液清

洁； 而日本排球联赛甚至连佩戴口罩

的要求都并未提出。

取消或延期，代价各有不同

同样是取消或延期， 不同赛事的

承受能力也有所不同， 其中牵涉着诸

多难以归纳的复杂因素。 刚刚落幕的

2021 年男篮亚洲杯预选赛首个窗口

期比赛， 受到的影响就较为轻微。 按

国际篮联亚洲办公室最初计划， 仅中

国队主场对阵泰国队一场改期， 韩国

队主场对阵泰国队等个别赛事则 “空

场” 进行。 但随着疫情发展， 中国队

客场对阵日本队、 菲律宾队主场对阵

泰国队的比赛同样被列入改期清单。

只不过， 考虑到该赛事的第二、 第三

窗口期将分别在今年末与明年初进

行， 且中国男篮等亚洲强队本就因该

赛事与国内联赛冲突而尽遣大学生球

员或年轻新秀， 国际篮联亚洲办公室

在操作层面留有较大余量。

但在羽毛球界， 陵水国际羽毛球

大师赛与越南国际羽毛球挑战赛的延

期代价要大得多———后者已确定推迟

至 6 月 ， 陵水大师赛则依然前途未

卜，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两项原本的

羽毛球奥运积分赛， 已与东京奥运会

资格没有关系了， 因为奥运积分系统

将于 4 月 26 日截止。 至于更受关注

的亚锦赛， 则很有可能将易地举行。

据日本 《每日体育》 披露， 这场奥运

积分赛收官战已不可能于 4 月在武汉

如期进行， 世界羽联正和亚洲羽联密

切商讨替代方案 ， 2 月中旬曾举办亚洲

羽毛球团体赛的马尼拉拥有疫情下办赛

的经验，因此有望“接盘”。只不过，鉴于菲

律宾目前禁止过去 14 日内到访过中国内

地及香港、澳门特区的旅客入境，中国羽

毛球队要前往参赛， 就必须在第三地训

练，并度过 14 天隔离期。 目前，国羽已

前往英国诺丁汉进行海外集训。

动辄数万人参与的马拉松赛事 ，

成为疫情影响下的 “重灾地”。 在疫情

结束前 ， 中国国内所有马拉松赛事均

无望举行。 而在日本，除承担着奥运选

拔赛任务的东京马拉松、名古屋女子马

拉松取消大众组比赛、仅保留精英组比

赛外，犬山城半程马拉松等多场近期赛

事均直接取消。 作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

马拉松赛事，新入选国际田联白金标赛

事的首尔马拉松原计划在 3 月 22 日举

行，但组委会如今也正在进行着取消或

延期的痛苦抉择，而 4 月初的大邱国际

马拉松已确定取消。 除中日韩三国外，

朝鲜平壤马拉松也宣告取消，五年前该

赛事曾为防止埃博拉病毒侵入，禁止外

国跑者参赛。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吴雨伦

“东京奥运可能取消”系断章取义
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重申“按计划推进奥运会筹备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或将迫使东京奥

运会取消” “东京奥运会依然一切如

常” ———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 却出

自美联社对国际奥委会 （IOC） 委员

迪克·庞德的同一段采访。 这并非一场

双方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一切不过是

断章取义的解读。 遗憾的是， 从那条

一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热搜的

“东京奥运会或将取消” 消息来看， 一

时间占据舆论上风的并非真相本身。

庞德对于奥运前途的担忧并非捏

造， 这位向来口无遮拦的国际奥委会

元老确实表达过 “组织者可能会取消

这届奥运会”， 但他所真正想传递的信

息是 ， 相较于推迟或易地举办奥运 ，

取消是更可能被采取的做法， 而这一

切只会在极为极端的情况下发生———

“如果疫情继续爆发， 让今夏的东京处

于危险”， 加拿大人甚至找到了参照的

例子， “如果 （新冠肺炎疫情） 变得

像当初西班牙流感那样， 有着同样的

致死率 。” 作为对比 ， 爆发于上世纪

10 年代的西班牙流感， 造成的死亡人

数高达数千万人。 事实上通过采访全

文不难发现， 庞德所言重点非但不是

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奥运会的影响，

而是现状其实尚不足以导致取消大赛

那样严重的后果。

“东京奥运会依然一切如常。 在

5 月底之前， 国际奥委会不会作出任

何决定。” 在庞德看来， 取消东京奥运

会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糟糕结果 ，

要作出这一决定并不取决于国际奥委

会， 而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疫情的定

论， 以及各协会所属国家或地区政府

对于公民前往日本的态度。 至少在当

下这个阶段， 庞德仍对奥运会的举办

充满信心， 否则他也不会在采访中告

诫所有运动员， “专注于你们所从事

的项目， 就我所知， 你们仍将前往东

京。” 其实， 仅仅就这一句话， 就足以

击碎所有夸大 “东京奥运会面临取消”

风险的论调。

IOC 的回应则同样能证实这一点。

“国际奥委会正为东京 2020 年奥运会

如期成功举办而不断努力， 迪克·庞德

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 不过， 作为当

事者的日本方面对庞德的言论仍有些

不满， 质疑集中在后者所谓的 “三个

月窗口期 ”。 庞德指出 ， 国际奥委会

将会在未来三个月持续对东京进行观

察。 但日本政府发言人、 内阁官房长

官菅义伟认为三个月窗口期的说法只

是庞德的个人主张， “对于这位委员

的表态， 国际奥委会已经回应称这并

非他们的官方态度， 目前国际奥委会

正在按照计划推进东京奥运会的筹备

工作。”

东亚联赛停摆 亚冠支离破碎
继中国足协宣布中超联赛延期开

赛之后， 韩国 、 日本本周也先后因疫

情关系宣布职业联赛延期举行。 至此，

东亚足球职业联赛全线停摆 。 而随着

疫情进一步扩散 ， 赛地遍布整个亚洲

的亚冠联赛和世界杯亚洲区预赛更是

前景叵测。

韩日越等国联赛被摁下
暂停健

上周末， 共有近 28 万球迷涌入球

场， 观看了日本 J1 和 J2 两级职业联赛

第一轮较量， 当时神户 、 湘南等俱乐

部为防止疫情做出了不少特殊规定 ，

但更多俱乐部没有相应的防控措施 ，

这也引发了舆论争议。 就在 25 日， 日

本 J 联赛职业联盟宣布赛事延期的决

定： 鉴于未来一到两周的疫情将处于

快速扩张趋势的边缘 ， 2 月 26 日至 3

月 15 日之间进行的职业联赛将推迟举

行。 这一期间涉及了 J1 联赛、 J2 联赛

各三轮比赛， 以及两轮 J3 联赛， 而原

定 2 月 26 日、 3 月 4 日举行的日本联

赛杯小组赛第 2、 第 3 轮比赛也将延

期 。 J1 和 J2 联赛原本在 3 月 18 日的

周中安排了一轮赛事 ， 能否如期举行

尚未可知。 此外 ， 日本国奥队与南非

国奥队的热身赛也因对方出于安全考

虑拒绝出赛而不得不取消。

原定 2 月 29 日开赛的韩国 K 联赛

也已确定延期。 2 月 24 日下午， 韩国

职业足球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后表示：

考虑到韩国政府 23 日将新冠疫情的危

机警告定义为 “严重 ” 级别 ， 决定推

迟 K 联赛直到新冠疫情驱散为止 （包

括青年联赛）。 决定宣布后， 据某参与

会议的俱乐部相关人士透露 ， K 联赛

可能会延期到 4 月开幕。

而越南政府早在 2 月 7 日就宣布

暂停国内全部体育比赛， 原定于 3 月 7

日开幕的越南联赛陷入停摆 ， 该国两

支俱乐部广宁煤炭和胡志明市出战亚

洲二级赛事亚洲俱乐部杯赛 ， 前三轮

均改为客场作战。

在另一个疫情发展较快的西亚国

家伊朗， 足球职业联赛同样遭遇冲击。

据 《德黑兰时报 》 报道 ， 伊朗运动医

学联合会成立了应急委员会 ， 并由该

委员会于 2 月 22 日宣布将取消在伊朗

的所有体育赛事 ， 在一天之后 ， 委员

会又改变了决定 ， 宣布足球比赛在此

期间照常开展， 但将 “空场” 进行。

一个月前 ， 亚足联曾因 “安全原

因” 禁止伊朗球队今年在主场出战亚

冠， 这一决定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强烈

反对， 最终双方妥协后改为亚冠小组

赛前三轮伊朗俱乐部均为客场比赛 ，

后三轮视情况再作决定。 而根据赛程，

第 3 轮将于 3 月 3 日、 4 日举行， 第 4

轮开始究竟怎么办 ， 亚足联仍未有任

何决定。

亚冠、 世预赛和奥运资
格赛悉数受到影响

让亚足联头疼的绝非仅仅一个伊

朗， 而是整个亚冠联赛 。 由于疫情扩

散范围加大， 即将举行的第 3 轮亚冠

已经成为大麻烦。

此前， 3 月 3 日首尔 FC 主场对泰

国清莱联、 3 月 4 日蔚山现代主场对珀

斯光荣两场比赛确定将 “空场” 举行，

但这只是两家韩国俱乐部自己作出的

决定。 而昨天传出消息 ， 亚足联秘书

长温莎·约翰发邮件给泰国足协， 通知

将延期举行首尔与清莱联的亚冠 ， 而

蔚山与珀斯之战的命运没有提及。

中超俱乐部参加的亚冠前三轮比

赛早已被延期（除北京国安客场对泰国

清莱联按时举行），这也带来了一个“好

消息”： 由于三支日本俱乐部队原本均

将在第 3 轮出战中超代表，因此日本俱

乐部在这一轮同样没有比赛，故而无需

再作调整。 但亚冠东亚区赛程已经变得

支离破碎，而随着伊朗等西亚国家出现

疫情，整个亚冠联赛的前景都变得不那

么乐观。 参加本赛季亚冠小组赛的俱乐

部队来自 12 个国家， 目前仅有沙特阿

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尔国内没有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此外， 3 月份还将有两轮世预赛，

中国队对马尔代夫和关岛两场比赛已

确定均将在泰国武里南举行 。 而日本

男足将先在主场对阵缅甸男足 ， 而后

前往客场挑战蒙古队 ； 韩国队则有对

阵土库曼斯坦 （主）、 斯里兰卡 （客 ）

两场比赛； 伊朗队的对手是中国香港

（主） 和柬埔寨 （客）。 除了这六场悬

而未决的比赛外， 国内有 12 例确诊病

例的科威特客场对澳大利亚、 26 例的

巴林主场对柬埔寨、 33 例的新加坡客

场对巴勒斯坦等数场比赛也均存在变

数。 相比仍有较大变动空间的国内联

赛和亚冠， 世预赛的赛程调整将更为

棘手， 不仅涉及国际足联 、 亚足联等

多级组织， 更因为未来一年内的国际

比赛日其实已经都安排了比赛 ， 调整

难度可谓非常之大。

疫情也再次影响了东京奥运会女

足资格赛。 此前的奥运女足资格赛亚

洲区小组赛， 中国女足因疫情关系失

去了主场作战的机会 ， 同时赴澳大利

亚参赛时遭遇隔离 。 在小组出线后 ，

中国女足将在资格赛附加赛迎战韩国

队， 但不得不把 3 月 11 日的主场比赛

安排在澳大利亚 。 而由于韩国疫情扩

散， 原定于 3 月 6 日举行的附加赛首

回合即韩国队的主场比赛遭遇了麻烦。

原本这场附加赛被安排在首尔以南 40

余公里的龙仁市举行 ， 由于当地已出

现疫情， 龙仁市政府昨天确认比赛将

不会在本地如期进行 ， 亚足联和韩国

足协都尚未确认这一消息 。 而另一场

附加赛越南女足与澳大利亚之战 ， 同

样存在不小的变数。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受疫情影响， 2021 年男篮亚洲杯预选赛韩国队主场与泰国队一役被要求空场进行。 东方 IC

莎拉波娃宣布退役

“一个人应该如何放下你所熟知

的一切？ 如何离开那片当你还是小女

孩时就开始训练的场地？ 如何告别那

项你热爱了 28 年、 曾带给你无尽喜

悦和泪水、 与球迷组建起大家庭的运

动？ 我对告别这一切还不熟悉， 但是

请原谅我 。 网球 ， 我要与你说再见

了。” 五届大满贯冠军、 32 岁的俄罗

斯著名网球选手莎拉波娃在 《名利

场》 杂志发表名为 《再见了， 网球》

的文章， 宣布正式退役。 从年少成名

横空出世， 到 “全满贯” 加身站上荣

耀之巅， 再到禁药风波后一蹶不振，

莎拉波娃的网球生涯令人唏嘘。

“年少成名” 与 “全满贯女王”

是莎拉波娃身上耀眼的标签———2004

年在温网决赛中横扫小威廉姆斯， 17

岁的她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冠

军； 2005 年 8 月， 首次登顶 WTA 世

界第一 ； 2006 年 ， 在美网女单决赛

中击败海宁 ； 2008 年 ， 在澳网决赛

中战胜伊万诺维奇 ； 2012 年 ， 她夺

得法网冠军， 就此完成 “全满贯” 壮

举 ； 2014 年 ， 莎拉波娃夺得第二座

法网冠军。

莎拉波娃的辉煌职业生涯戛然而

止， 与 2016 年的禁药事件不无关系。

2016 年 3 月 ， 莎拉波娃宣布自己因

“误服” 米屈肼而遭禁赛两年。 半年

之后，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将莎拉

波娃的禁赛期从 24 个月减至 15 个

月。 然而 15 个月的禁赛期依然是致

命的， 莎拉波娃再也无法找回昔日的

状态。

受到伤病困扰， 莎拉波娃近年来

鲜有亮眼表现。 2019 赛季是莎拉波娃

自 2002 年以来首次年终世界排名跌

出前 100 名。 整个赛季俄罗斯人共征

战八站巡回赛， 仅取得 8 胜 7 负的战

绩，出战世界排名前 30 的对手只拿到

过一场胜利———在澳网战胜沃兹尼亚

奇， 而丹麦人已在今年澳网后退役。

莎拉波娃曾持外卡出战今年澳

网， 面对赛会 19 号种子、 克罗地亚

名将维基奇 ， 她以 0 比 2 告负 ， 首

轮即遭淘汰 ， 此后俄罗斯人的世界

排名下滑至 350 名开外 。 这是莎拉

波娃连续第三项大满贯赛事遭遇

“一轮游 ”， 也成为她决定离开赛场

的重要原因。

今年初， 莎拉波娃还表示希望自

己肩伤有所改善 ， 健康地征战 2020

赛季。 其教练里卡多·皮亚蒂甚至还

透露， 俄罗斯名将对大满贯冠军依旧

保持着强烈的渴望， 但最终她依然选

择在 32 岁的年纪结束职业生涯。 莎

拉波娃在宣布退役的文章中写道 ：

“回顾这一切， 我意识到网球之于我

就像是一座大山。 我的攀登过程充满

曲折， 但顶峰的景色无与伦比。 在与

这项运动携手 28 年、 夺得五个大满

贯冠军后， 我已经做好准备征服下一

座山峰， 开辟新的领地。”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刘若钒加盟天津泰达

申花“青春风暴”就此终结？

上海申花的 “青春风暴” 始于刘

若钒， 或许也将在刘若钒离开后宣告

结束 。 2 月 26 日 ， 天津泰达足球俱

乐部在其官网宣布， 上海申花小将刘

若钒租借加盟球队， 租期一年。

少年成名的刘若钒是 1999/2000

年龄段国内球员的佼佼者。 2017 年，

18 岁的刘若钒在申花一线队获得了

出场机会， 并且在足协杯决赛中立下

汗马功劳 ， 助攻外援马丁斯打进一

球 ， 帮助球队击败上海上港拿下冠

军 。 2018 年 ， 刘若钒逐渐坐稳球队

U23 主力位置， 代表球队在各项赛事

中出场 24 次， 并贡献一粒进球。

2019 年原本是刘若钒寻求突破

的一年， 但伤病成为这位小将前进路

上的绊脚石， 在上赛季他仅为申花登

场 5 次。虽然刘若钒于 2019 年末成功

复出并于今年初跟随国奥队参加了

U23 亚洲杯， 但是久疏战阵的他只在

最后一战对伊朗队的比赛中有过短暂

亮相。目前申花中前场拥有莫雷诺、沙

拉维、金信煜、高迪等多名攻击手，边

前卫位置也有赵明剑、 曹赟定等多名

实力派球员， 因此褪去光环的刘若钒

在新赛季出场的机会并不多。

上周四， 刘若钒已从上海申花的

集训地阿联酋迪拜飞赴泰国曼谷， 开

始跟随天津泰达一起训练， 并接受主

教练施蒂利克的考察。 事实上， 施蒂

利克在培养年轻球员方面颇有心得，

杨立瑜和杨帆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对

这笔引援也颇为满意， “如果能有一

名 U23 球员具备打满全场的实力 ，

这将给我们带来很大帮助。” 不过在

全新的舞台上， 刘若钒也将迎来曹阳

正、 谢维军、 张越等球员的竞争， 拥

有足够稳定的出场时间将是刘若钒转

投天津泰达队的诉求。

上海申花在今年转会市场接连引

进秦升、 赵明剑、 冯潇霆、 曾诚、 朱

宝杰等五名 30 岁以上老将， 随着这

些拥有即战力球员的到来， 申花在过

去两三年潜心培养的新人面临着无球

可踢的尴尬境地， 与刘若钒命运类似

的还有小将周俊辰。 目前他正跟随中

超新军青岛黄海队训练， 也很可能将

以租借形式加盟该队。 周俊辰在 2 月

初抵达阿联酋迪拜与黄海队会合， 目

前已经代表该队出战了两场热身赛。

■本报记者 吴雨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