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 2020 年中

乙联赛决赛及三四名决赛于本月 12 日

在昆明海埂赛区进行。 在决赛中， 武汉

三镇队与淄博蹴鞠队鏖战 120 分钟未分

胜负 ， 最终前者在点球大战 6 比 5 胜

出， 夺得冠军。 两队携手实现升级， 进

军下赛季中甲联赛。 三四名决赛同样战

至加时， 最终南京枫帆队以 2 比 1 战胜

北理工队夺得季军 。 随着中乙落幕 ，

2020 赛季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曲终

人散。 身处疫情中的这个特殊年份， 中

国足协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其实并不

简单。

根据本赛季中乙赛制 ， 21 支球队

于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9 日在海埂和泸

西两个赛区进行了第一阶段分组循环

赛。 最终， 海埂赛区的武汉三镇、 淄博

蹴鞠 ， 泸西赛区的南京枫帆 、 北京理

工 ， 晋级第二阶段升级附加赛 。 而在

12 月 10 日结束的降级淘汰赛中， 盐城

大丰队以两回合 3 比 1 的总比分战胜山

西龙晋华舰队保级成功， 后者下赛季将

降入中冠。

在此前落幕的 （11 月 22 日） 2020

年中甲联赛中 ， 18 支参赛队分别在成

都、 常州和梅州三个赛区进行了两个阶

段共 15 轮比赛， 以及最终的升降级附

加赛。 长春亚泰夺得冠军， 直接升入中

超， 亚军浙江绿城则在两回合的附加赛

中以总比分 2 比 3 不敌位列中超倒数第

二位的武汉卓尔无缘冲超。 而从中甲降

入中乙的两支球队分别是北京人和及新

疆雪豹，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人和成为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历史上第一支两年内

从顶级联赛连降两级的球队。 在更早些

时候结束的中超联赛中， 排名末位直接

降入中甲的球队为石家庄永昌。

至此， 属于中国足球的 2020 赛季

仅剩下足协杯决赛尚未完成。 在昨天进

行的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较量中， 山

东鲁能以 1 比 0 击败对手， 并以 6 比 0

的总比分轻松杀入决赛。 在 12 月 19 日

举行的决赛中， 山东鲁能将与江苏苏宁

争夺冠军。

上海女排无缘排超决赛

总?分 0? 2?敌江苏队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继首回合以

1 比 3 负于江苏队后， 上海女排又在昨

日举行的排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以 0

比 3 败下阵来 ， 三局比分为 17 比 25、

22 比 25 及 24 比 26。 在三场两胜制的

系列赛中， 一度夺冠呼声颇高的上海队

最终以 0 比 2 的总比分遭对手淘汰， 无

缘决赛。

在首局完全遭对手压制的情况下，

上海女排此后其实已展现出了一支强队

所应具备的调整能力， 但每每到了关键

时刻总是差一口气。 次局中段， 状态逐

渐复苏的上海队以 16 比 15 反超比分，

此后比赛进入胶着状态。 该局末段， 江

苏队阵中国手张常宁成为上海女排防守

端的梦魇， 她连续拿下关键分， 助球队

以 25 比 22 再下一城。 到了第三局， 背

水一战的上海女排在一度落后 4 分的情

况下， 凭借着在网口的出色发挥连得 6

分， 以 22 比 20 反超。 然而这一次， 又

是张常宁站了出来， 她的关键进攻， 加

之上海队自身在一传环节出现失误， 将

比赛盖棺定论。

半决赛的另一组对决则进行得更为

一边倒， 拥有朱婷、 李盈莹这对王牌主

攻组合的天津队连续第二场以 3 比 0 横

扫广东女排。 这支豪门球队第 16 次闯

进联赛决赛， 她们将向队史的第 13 座

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 与半决赛一

样， 冠亚军决赛及三四名决赛仍将采取

三场两胜制， 其中三四名决赛将于明晚

开打， 冠亚军决赛首回合对决则将于本

周三打响。

蔚山现代闯入亚冠决赛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在昨晚举行

的 2020 赛季亚冠联赛东亚区决赛中 ，

韩国蔚山现代队通过加时赛以 2 比 1 淘

汰日本神户胜利船队， 时隔八年重返亚

冠决赛， 将与西亚区冠军、 伊朗豪门波

斯波利斯队争夺冠军。

第 52 分钟，缺少了核心伊涅斯塔的

神户胜利船队率先打破僵局， 山口萤利

用角球机会得分。 神户胜利船队原本在

第 76 分钟有杀死比赛的机会，安井拓也

在反击中射门被封堵， 佐佐木大树补射

得手。 不过，裁判通过 VAR 认定安井拓

也犯规在先，进球无效。 此后，蔚山现代

由替补出场的约翰森扳平比分， 最终双

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 1 比 1 平。

加时赛第 27 分钟， 本场比赛发挥

出色的神户胜利船队门将前川黛也出现

巨大失误， 他接球时意外脱手， 慌乱中

放倒了蔚山现代队前锋儒尼奥尔， 被裁

判判罚点球， 儒尼奥尔亲自主罚命中，

帮助蔚山现代队以 2 比 1 锁定胜局。

蔚山现代队打破了日本球队亚冠东

亚区决赛三连冠的纪录， 上一次非日本

球队问鼎东亚区冠军还是 2016 年的全

北现代队。 本赛季， 蔚山现代队在亚冠

联赛中表现出色， 复赛以来取得七战全

胜的战绩， 淘汰赛先后以 3 比 0 轻取墨

尔本、 2 比 0 击败北京国安。 在本赛季

K 联赛与韩国足总杯均错失冠军后， 蔚

山现代队显然渴望以一个亚冠冠军弥补

国内两大比赛屈居亚军的遗憾。

在 10 月初结束的西亚区决赛中 ，

波斯波利斯队通过点球大战以 6 比 4 战

胜沙特豪门利雅得胜利队， 率先挺进亚

冠决赛。 根据亚足联的安排， 亚冠决赛

将于 12 月 19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巴黎 2024”为奥运会翻开新篇章
霹雳舞首度入围正式项目，举重拳击戏份锐减，主打性别平衡理念

过去这些年，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在

顺应时代的风向寻求变革。 只不过，对

于这艘已航行百余年的巨轮而言，即便

只是稍稍调转船头，所需的决心与努力

都大得难以估量。如果说明年的东京奥

运会将见证变革的萌芽， 那么 2024 年

的巴黎奥运会则很有可能成为奥林匹

克运动发展史上旗帜鲜明的分水岭。

上周，国际奥委会召开执委会线上

会议， 透露了巴黎奥运会的一系列改

变。 首度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的霹雳

舞，自然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但“巴黎

2024”之变透露的信息远不止这些。

霹雳舞等四项仍是 “额
外项目”

霹雳舞、攀岩、冲浪与滑板入围巴

黎奥运会正式项目之列，是国际奥委会

本次执委会上的重要议题。四个主打年

轻市场的运动中其实仅有霹雳舞算是

“新增项目”，其余三项都将在明年的东

京奥运会上完成自己的奥运首演。国际

奥运会最终决议中对这几个项目所定

义的“Additional Sports”一词，更准确的

解释应该是“额外项目”，用以区分与田

径、游泳、三大球等“永久性项目”的不

同。 所谓额外项目，需在每届奥运会前

通过决议决定其是否能站上奥运舞台，

直至连续三次以正式项目身份出现在

奥运会上，才能摇身变为永久性项目。

国际奥委会近年来对年轻市场的

偏爱有目共睹。 以霹雳舞为例，世界体

育舞蹈联合会 （WDSF）其实直至 2016

年前后才意识到，这项起源于街头的运

动与奥林匹克改革理念契合。短短两年

后，霹雳舞就成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青

奥会的正式项目。 直至如今，霹雳舞的

身份界定仍存争议，就连业内人士也无

法避讳。 “霹雳舞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无

法将其和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更接

近艺术的范畴。 ”在 WDSF 高级顾问布

尔坎看来，讲究步伐又有许多类似体操

动作的霹雳舞，是介于体育与艺术之间

的结合物。 即便如此，奥运会大家庭仍

在第一时间接纳了这项新兴运动。

国际奥委会倒也不是只考虑市场

因素。 在这个奥运周期内，各国际单项

体育组织共提交了 41 个项目进入巴黎

奥运会的申请，其中不乏跑酷、越野跑

等在年轻一代间极具影响力的项目。但

考虑到项目的安全性、价值观引导等多

方面因素， 跑酷们暂时无缘奥运舞台。

至于海岸赛艇、沙滩手球等偏小众的时

尚项目，出局倒也在情理之中。

举重拳击成瘦身“牺牲者”

在迎接新成员到来的同时，奥运会

并未改变倡导多年的“瘦身”理念。相较

于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将从 339 个

小项减少到 329 个小项，运动员规模从

11092 人缩减至 10500 人，各代表团总

人数的降幅则将超 1000 人。

在这波改革浪潮中， 拳击与举重是

受影响最大的项目。其中，巴黎奥运会的

拳击项目小项数量尽管并未改变， 但运

动员名额将比东京奥运会减少 34个。相

较之下，举重的境遇更为糟糕，直接被砍

掉了四个级别， 运动员名额则从 196人

骤降至 120人。若再向前追溯，里约奥运

会时举重大项的参赛规模还有 260人。

这两大项目的困境其实颇为类似，

都得归咎于所属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自 2016 年起， 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拳击

联合会的关系就已破裂，后者与奥运相

关的一切工作一度被冻结，同时又有多

名官员及裁判因执法公正性、禁药等问

题遭停职，此前甚至传出过拳击可能无

缘奥运会的消息。而举重运动在过去这

些年更是沦为禁药问题的重灾区，早在

里约奥运会前，举重强国保加利亚的举

重队就因禁药问题被禁赛。 仅仅今年，

就有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支队伍因涉嫌

服用禁药将无缘东京奥运会。

女?动员占比首度达五成

巴黎奥运会另一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改变，在于男女运动员数量首度达到

平衡。 自提出性别平衡理念以来，奥运

会女选手占比持续增加，从里约奥运会

的 45.6%到东京奥运会的 48.8%，直至

巴黎奥运会时达到 50%。

这对项目设置提出了不小的考验。

通过以混合项目代替男子项目，或增加

女子项目的占比， 巴黎奥运会 32 个大

项中将有 28 项的男女运动员比例完全

相同。花样游泳和艺术体操仅有女运动

员参与，而足球、摔跤两个大项的男运

动员人数则占据显著优势，最终在全体

参赛选手的总性别比上达到平衡。

性别混合参赛项目从东京奥运会

的 18 个小项增至 22 个。考虑到国际奥

委会此前已规定“原则上奥运会各大项

不再增加小项”， 因此混合项目只能以

“代替原有的仅男运动员参加的项目”

的方式进入奥运会。譬如中国田径强项

男子 50 公里竞走， 就将在巴黎奥运会

上被一个目前尚未确定的混合项目代

替。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说法，该混合项

目未必非要是竞走，只要该项目在奥运

会原本就设有男子或女子组别即可。随

后，世界田联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将与

旗下各协会商议后决定新设项目归属，

但考虑的范畴被严格限定在竞走领域。

可以预见的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

的任何一届夏奥会，都将严格按照性别

平衡的原则设置项目。对于国际奥委会

及此后的历届奥组委而言，这势必将是

不小的挑战。

■本报记者 谢笑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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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季残缺，但世界田坛不缺话题
多数赛事取消，多位巨星沦陷，多项纪录诞生

自 8 月以来，少数田径赛事陆续重

启，终让几近冰封的世界田坛焕发了些

许生机。在全球疫情影响下，这个赛季

被拆解得支离破碎，基本只剩下了年初

与年末的寥寥数月，争议、丑闻、荣耀等

话题却丝毫未落下。

2020 年， 田径世界无奈地接受了

许多赛事无力抵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

推迟或取消，失望地看着一位又一位曾

经或即将步入巅峰的巨星在禁药问题

中沉沦，与此同时，也怀着胸腔涌动的

激情见证了一个个世界纪录的诞生。

撑竿跳赛场诞生无可争
议的年度最佳

上周末举行的 2020 年世界田联颁

奖典礼，产生了或许是史上最令人遗憾

的最佳男运动员奖落选者———一年之

内连破男子 10000 米 、5000 米及 5 公

里路跑三大中长跑项目世界纪录，放在

多数年份，乌干达名将切普特盖当选该

奖项都几乎板上钉钉，更何况这一连串

纪录还同时发生在残缺的 2020 赛季。

不巧的是，切普特盖在运动生涯的巅峰

期遇到了 21 岁的杜普兰蒂斯。

就像最佳男运动员的奖项在 2009

年必须颁给百米跑出 9.58 秒的博尔

特， 在 2019 年只能属于实现全马 “破

二”神迹的基普乔格一样，无论竞争者

有多伟大，在 2020 赛季，杜普兰蒂斯就

是毫无争议的田坛最佳。

在人才辈出的男子中长跑界，世界

纪 录 时 常 每 隔 数 年 或 数 月 就 会 易

主———去年这个时候，切普特盖还是男

子 10 公里路跑世界纪录保持者， 但在

今年初该纪录就被肯尼亚选手基普鲁

托打破。 而法国名将拉维莱涅在 2014

年创造的 6.16 米的男子撑竿跳世界纪

录（该项目纪录不分室内室外）保持了

六年，直到今年初被杜普兰蒂斯以 1 公

分的最微弱优势打破。 若再向前追溯，

拉维莱涅当初超越的原纪录 6.15 米 ，

由乌克兰传奇布勃卡保持了足足 21

年。更重要的是，杜普兰蒂斯一年内让

田径迷兴奋了三次： 继 1 月跳出 6.17

米后， 他又在 2 月以 6.18 米再次刷新

撑竿跳世界纪录；经历了一段无赛可比

的日子后，杜普兰蒂斯于 9 月跳出 6.15

米， 超越了尘封 26 年的室外撑竿跳世

界最好成绩（6.14 米），“亲自”超越了布

勃卡。考虑到撑竿跳项目在田径世界相

对弱势的地位，从未在世锦赛或奥运会

夺冠的杜普兰蒂斯还需更多荣誉，才能

在影响力上与那些百米飞人比肩，但至

少如今，他已被广泛视作博尔特退役后

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田坛门面的明星。

杜普兰蒂斯的锋芒掩盖了太多人

的成就， 并不完整的 2020 赛季其实群

星闪耀。肯尼亚名将坎迪在巴伦西亚马

拉松上以 57 分 32 秒的成绩，将半程马

拉松世界纪录提高了 29 秒， 同场共有

四人的成绩超越原世界纪录；其同胞杰

普彻彻更是在 50 天内两破女子半马世

界纪录， 成为赛季最佳女运动员大热，

另一位热门人选则是埃塞俄比亚名将

吉迪，她在 10 月以 14 分 06 秒 62 打破

尘封 12 年之久的女子 5000 米世界纪

录。而最终的当选者却是委内瑞拉选手

罗哈斯，她跳出的 15.43 米改写了保持

16 年的女子室内三级跳世界纪录。

百米新星、 长跑名将在
禁药中沉沦

在杜普兰蒂斯横空出世前，美国短

跑超级新星科尔曼或许才是不少人心

中的未来巨星。 这位 20 岁时就代表美

国征战奥运的新科世锦赛百米冠军，却

因在 12 个月内连续错过三次药检被禁

赛两年。 禁赛期将持续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这意味着 2021 年的东京奥运会

已彻底向他关上了大门。从操作层面而

言，世界田联旗下负责此事的田径诚信

组织本可向科尔曼网开一面，却出人意

料地以按该行为适用的最高量刑标准

处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间， 科尔曼已因同样问题

遭受过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起诉，但因其

中一次药检时间待商榷，美国反兴奋剂

机构最终以“三次逃避药检行为未发生

在连续 12 个月内” 为由撤诉。 从刘易

斯、加特林再到如今的科尔曼，禁药似

乎成了美国短跑名将们绕不开的槛。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盛产中长跑

名将的肯尼亚。前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

者基普桑因错过药检、伪造证据等一系

列违规行为被禁赛四年，考虑到这位当

今世上唯一曾击败过基普乔格的肯尼

亚名将已 38 岁， 其运动生涯已基本宣

告结束，一代传奇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

告别赛场。在千疮百孔的肯尼亚中长跑

界， 基普桑是落马者中最瞩目的那位，

但并非唯一的一位。就在他被禁赛仅仅

三个月后 ，2017 年伦敦马拉松冠军万

吉鲁因使用违禁药物遭禁赛四年。算上

曾三夺世锦赛男子 1500 米冠军的传奇

选手基普罗普，肯尼亚田径在过去这些

年间已逾 60 位选手因禁药问题被迫远

离赛场，其中多数活跃在中长跑领域。

而发酵多年的俄罗斯田径禁药丑

闻也仍未结束，3 月又有四位俄罗斯选

手被指控使用兴奋剂，其中就包括了北

京奥运会男子跳高冠军希尔诺夫及伦

敦奥运会女子 400 米栏冠军安特尤科。

全球马拉松暂时步入寒冬

如果说禁药丑闻是困扰世界田坛

多年的顽疾，那么疫情之下多数赛事无

法如期举办则是世界田联当下的新忧。

尽管已有部分赛事于下半年重启，但国

际旅行的风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入境

政策，都是世界田联无法改变的客观限

制。即便是旗下最高规格商业赛事钻石

联赛， 在 2020 赛季仍有近半数分站赛

无法举行，其中包括在世界田径重镇尤

金举办的分站赛。

不过，最受影响的赛事当属参赛规

模动辄数万人的各大马拉松赛。全球六

大马拉松赛中有半数在疫情严重的美

国，纽约、波士顿、芝加哥马拉松均宣布

取消今年赛事。 尤其是波士顿马拉松，

这场殿堂级路跑赛事创办 124 年来从

未推迟或取消，即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也未曾中断，如今却在疫情之下难以为

继。其余三场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不愿承认今年

无法举行，直至 6 月才艰难地作出取消

赛事的决定。而东京马拉松与伦敦马拉

松均只邀请专业选手参赛，后者更是将

赛道从城市的街头搬到了圣詹姆斯公

园内的封闭环形跑道上，选手们绕着一

成不变的跑道枯跑 19 圈的场景， 成了

田径世界最无奈的写照。反倒是在疫情

较早得到控制的中国，杭州、上海等地

先后举办了马拉松赛事，尽管规模较往

年有所缩水，却都允许业余跑者参与。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曾作为正式项目亮相青奥会的霹雳舞， 将于 2024 年在巴黎完成夏季奥运会首秀。 视觉中国

杜普兰蒂斯在钻石联赛罗马站以 6.15 米超越布勃卡，刷新尘封 26 年的室外撑竿跳世界最好成绩。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