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谷苗

8 点整
羽毛球： 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9 点 41 分
游泳： 女子 200 米蛙泳决赛

10 点 16 分
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13 点整
射击： 女子 25 米手枪决赛

13 点 50 分
蹦床： 女子决赛

14 点 30 分
羽毛球： 混合双打决赛

15 点 45 分
射箭： 女子个人决赛

18 点整
羽毛球： 男子双打半决赛

20 点整
乒乓球： 男子单打决赛

20 点整：

女篮小组赛： 中国 VS 澳大利亚

今日看点

■本报记者 吴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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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榜

代表团 金 银 铜 总计
美国 14 14 10 38

中国 15 7 9 31

俄罗斯奥委会 8 11 9 28

日本 15 4 6 25

澳大利亚 8 2 10 20

意大利 2 7 10 19

英国 5 7 6 18

德国 3 3 7 13

荷兰 2 7 4 13

韩国 4 3 5 12

中国战报

金牌
张雨霏 游泳女子 200 米蝶泳

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

游泳女子4×200自由泳接力

陈梦 乒乓球女子单打

银牌
孙颖莎 乒乓球女子单打

乒羽决赛场上演“中国内战”

羽毛球 、 乒乓球决赛场将接连

上演 “中国内战”。 随着黄东萍/王懿

律 2 比 1 逆转取胜 5 号种子渡边勇

大 /东野友纱 ， 郑思维 /黄雅琼 2 比

0 完胜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 /谢影

雪 ， 中国羽毛球队提前锁定东京奥

运会混双金牌。 今天 “雅思 ” 组合

与 “黄鸭 ” 组合将在混双决赛中争

冠 ， 前者在交锋纪录上以 13 比 2

遥遥领先。

本届奥运会 ， 男双是国羽唯一

未能拿到满额参赛席位的单项 ， 仅

李俊慧/刘雨辰组合参赛 。 不过 ， 作

为 3 号种子出战的中国组合状态稳

定 ， 小组赛力克东道主组合嘉村健

士/园田启悟 ， 以小组头名出线 ； 四

分之一决赛 ， 又以 2 比 1 逆转击败

丹麦组合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 。 今

天他俩将在半决赛中迎战马来西亚

对手谢定峰/苏伟译 ， 后者爆冷淘汰

排名世界第一的印尼组合吉迪恩/苏

卡穆约 。 被称为 “双塔 ” 组合的李

俊慧/刘雨辰， 与吉迪恩/苏卡穆约的

交手记录为 2 胜 11 负， 如今克星提

前出局 ， “双塔 ” 组合的机会又大

了一些。 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陈雨菲将对阵韩国 19 岁天才少女安

洗莹 ， 何冰娇则对阵日本名将奥原

希望。

24 岁的樊振东与 32 岁的马龙 ，

不仅代表当今世界乒坛男单最高水

平， 也被视为国乒两代领军人物间的

对决， 今天他们将在奥运会男单决赛

舞台上争冠。 樊振东与马龙晋级决赛

之路都十分惊险， 樊振东经过七局苦

战淘汰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 马龙也

以 4 比 3 艰难战胜德国名将奥恰洛

夫。 虽然樊振东在总交手记录中以 5

比 15 远远落后， 但随着近两年进入

职业生涯巅峰时期， 樊振东在近六次

交手中四次打败马龙， 因此这场男单

决赛将充满悬念。

首战 42 分大胜波多黎各的中国

女篮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澳

大利亚队， 后者首场比赛 70 比 85 爆

冷不敌比利时。 根据奥运会新赛制，

三个小组每小组前两名与成绩最好的

两个第三名将获得八强门票。 如果中

国女篮战胜澳大利亚队， 将提前锁定

小组出线名额。

曾问鼎亚运会 、 世界杯分站赛

等大赛的刘灵玲将与队友朱雪莹一

起出战女子蹦床决赛 。 中国蹦床在

北京奥运会包揽两金 ， 伦敦奥运会

也有一金入账 ， 然而上届奥运会 ，

里约周期表现出色的中国蹦床队却

遭遇 “滑铁卢 ”， 仅获得 1 银 2 铜 ，

这次他们将力争在东京弥补遗憾 。

中国女队的主要对手正是两位东道

主选手———2019 年世锦赛冠军森光

和宇山芽红。

半决赛中游出 1 分 56 秒 22， 汪

顺以总成绩第一的身份昂首进入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男子 200 米

个人混合泳是汪顺本届奥运会参加的

第三个项目 。 此前 ， 他曾出战男子

400 米个人混合泳、 男子 4×200 米自

由泳接力， 但均止步预赛。 作为该项

目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季军， 汪顺将

向领奖台发起冲击。

破茧成蝶，张雨霏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女子200米蝶泳封后，四天收获两金一银

“我希望在东京奥运会上游出自

我，放飞自我，破茧成一只最漂亮的蝴

蝶。 ”出征东京之前，张雨霏曾为自己

许下心愿。 昨天，这位 23 岁的中国姑

娘兑现心愿，破茧成蝶，惊艳世界。

继 100 米蝶泳摘银之后， 张雨霏

在 200 米蝶泳决赛中展现出绝对实

力， 以 2 分 03 秒 86 的成绩为中国泳

军夺得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 同时创

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一个小时后，她

又与队友一起将女子 4×200 米自由

泳接力赛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世界纪

录。 四天时间，两金一银，笑靥如花的

新晋“蝶后”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曾想放弃，听到“200
蝶”就恐惧

父母就是游泳教练， 张雨霏天资

出众， 年少成名———6 岁开始游泳训

练 ，12 岁就在江苏省运会上大放异

彩， 未经试训的她破格进入省队；14

岁跻身国家队，17 岁首次征战世锦赛

就带回两枚铜牌，在职业生涯的开端，

她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感觉一切都太顺，顺利到我都没

花什么精力， 就轻而易举拿到那些荣

誉和成绩。 ”很快，现实给了她沉重一

击。 世锦赛次年的里约奥运会上，200

米蝶泳决赛的失败令她刻骨铭心，“游

完前 100 米就身体发硬， 后 100 米都

不知道怎么游下来的。 ”从此，主项成

了 “噩梦”， 她不止一次坦言，“对于

200 米蝶泳，我一直有种害怕的心理，

觉得自己特别怂，害怕了很多年”。

里约奥运会后的三年时间， 张雨

霏尝尽苦辣酸甜。 布达佩斯世锦赛稍

有起色，雅加达亚运会战绩光鲜，光州

世锦赛遭遇惨败， 在跌宕起伏的人生

剧本中，她一度迷失了自己，甚至负气

说出“我一点都不喜欢游泳”。

“世锦赛失利对她造成了很大影

响，国内比赛也被年轻运动员追上，让

她怀疑自己游200米蝶泳体力和实力

都不行，后来一听到‘200蝶’就恐惧。”

母亲张敏回忆说， 女儿当时出现了严

重的心理障碍，不断自我否定，流露出

想要放弃的念头。“那是她生涯最大的

坎坷，而这个坎，正是她自己的内心。”

提起那段经历， 如今的张雨霏依

然感慨，“每当我有信心的时候， 现实

总会给我一巴掌。 感觉就像老天爷计

划好了，先让我一步登天，再让我重重

摔下。然后又给我一个激励，就这样上

上下下，起起伏伏。 ”

感恩教练，“他是成绩
提升的启动器”

其实， 计划好一切的并非 “老天

爷”， 而是站在她身后的一位上海教

练———曾培养出伦敦奥运会100米蝶

泳亚军陆滢的崔登荣。2017年底，张雨

霏加入崔登荣团队。 作为一名技术型

教练， 崔登荣围绕东京奥运会给弟子

定下三年计划———2018年改进技术，

2019年提升能力，2020年实现突破。

改变，往往伴随着波动。 磨合，免

不了产生冲突。 对于一名技术已定型

的运动员而言，改技术是极大的风险，

意味着原有的习惯都要打破。“换教练

后，他选了一条路，不突破能力而是改

技术，但改技术的话，有可能导致能力

下降，甚至再也起不来。”果不其然，张

雨霏的成绩出现滑坡， 在光州世锦赛

时跌至谷底。 两人间的小争执逐渐多

了起来，但还是选择了彼此信任。 “他

有很多创新思路。 哪怕开始跟他时我

成绩下滑， 我也没想过要换教练或者

不信任他。 ”张雨霏说。

面对成绩崩塌式下滑和弟子对于

主项的恐惧， 崔登荣在光州世锦赛后

作出大胆决定———放弃 200 米蝶泳，

主攻 100 米蝶泳。 100 米蝶泳对速度

和力量的要求更高， 这意味着张雨霏

必须提升个人能力 。 2019 年底的冬

训， 师徒二人将更多的训练时间放在

力量房，通过陆上体能带动水下训练。

“很多个凌晨，我连睡觉的时候都感觉

肌肉在燃烧，有时还会痛醒。 ”铆足了

一股劲的张雨霏， 甚至以男队友作为

比拼对象，“力量训练我就想跟男孩子

攀比，他们练多重，我也练多重”。

经过一个冬训的苦练， 张雨霏的

力量快速提升。同时，师徒二人对于技

术和细节的改进也从未停止。从出发、

潜水到转身、到边，每个看似平常的动

作， 崔登荣都用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

弟子。 “但凡有一丁点细节做不到，他

就开始说我。有时我也觉得委屈，明明

尽力做了，还要挨批评。 ”成为奥运冠

军后，张雨霏才真正明白，那段起伏的

职业生涯， 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崔导做的很多细节工作，都是我成绩

提升的启动器。回过头看，才真正感到

教练的用心良苦。 中间的低谷其实在

教练的计划之中， 我们选择了一条最

难的路，但我们坚持走了下去，看到了

光明，走向了胜利。 ”

勇扛大旗，“感觉就像在
水上飞”

如“三年计划”所设定的目标，经过

两年“蛰伏”，张雨霏在 2020 年迎来了突

破。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她一举刷新由刘

子歌保持了 11 年之久的 100 米蝶泳亚

洲纪录， 跻身世界顶级水平。 这足以证

明，过去两年的训练效果达到了预期。

“最明显的差别是， 以前是在水里

游，现在感觉就像在水上飞！”成绩突飞

猛进，此时的张雨霏找回了久违的自信。

崔登荣适时地作出又一重要决定———重

游200米蝶泳。东京奥运会延期，对很多

运动员而言是考验， 对于张雨霏却是机

遇。“如果不延期，我肯定不敢再碰200米

蝶泳。”在教练的鼓励下，张雨霏在2020

年末亮相全国游泳争霸赛200米蝶泳决

赛，并以2分05秒44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以强化100米蝶泳带动200米蝶泳的

战略，帮助张雨霏实现两个项目的同步突

破，也为她奥运会上的惊艳表现打下坚实

基础。“以前大家说我是‘蝶后’接班人，我

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当成绩稳定在世界

水平后，我想，我可以挑起大梁了。”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泳池里，张

雨霏用出色的成绩和灿烂的笑容征服了

世界， 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泳军新一代

领军人。 “我没有辜负教练和大家的期

待。未来，我想把中国女子蝶泳的传统优

势继续延续下去。 ”

“阴盛阳衰”与禁用“鲨鱼皮”密切相关
东京奥运会游泳女选手破纪录次数远超男选手

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

组成的中国队 ， 不仅拿下了女子4×

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 并以7分40

秒33的成绩大幅度打破世界纪录（7分

41秒50，2019年澳大利亚队）和奥运会

纪录 （7分42秒92，2012年美国队）。而

亚军美国队和季军澳大利亚队昨天的

决赛成绩也双双超过这两项原纪录。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 女子游泳选

手状态极佳。从 7 月 25 日第一个决赛

比赛日开始，截至 7 月 29 日，每天都

有新的女子游泳项目奥运纪录诞生。

除了奥运会新增小项 1500 米自由泳

外，100 米自由泳、100 米仰泳、100 米

蛙泳 、200 米自由泳 、200 米蛙泳 、200

米蝶泳等六个小项的奥运会纪录被 11

次刷新， 而 4×100 米和 4×200 米两个

自由泳接力则诞生了全新的世界纪录。

相比之下， 男子游泳的成绩要逊

色不少。除去新增小项 800 米自由泳外，

只有 100 米自由泳、200 米蛙泳、200 米

蝶泳等三项奥运纪录被三次刷新， 没有

新的世界纪录诞生。

在破纪录方面“阴盛阳衰”已经成了

近三届奥运会的通行规律———在里约，

男女刷新世界纪录次数比为 3 比 5，奥

运纪录次数比为 4 比 11；而伦敦的两项

比值为 3 比 6 和 4 比 12。

事实上， 造成如今这一现象的时间

线，与“快速泳衣”被禁用完全契合。1999

年起，国际泳联正式允许运动员身穿“快

速泳衣”参赛，这类被称为“鲨鱼皮”的高

科技泳衣， 其纤维表面完全仿造鲨鱼皮

肤制成，可以为选手减少水中阻力，并提

供更大的浮力，从而明显提升竞技成绩。

“鲨鱼皮”历经四代发展，在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和 2009 年罗马世锦赛上达到巅

峰———在北京， 男女选手刷新世界纪录

的次数分别达 14 次和 10 次； 罗马更是

疯狂， 运动员们在这届比赛中一共刷新

了 43 次世界纪录（其中男子 17 次）。 也

正是因为过于疯狂地打破纪录， 最终在

舆论压力下，国际泳联宣布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禁用含非渗透性材质的高科

技泳衣， 并对泳衣覆盖选手躯体和四肢

的面积作出严格限制。

禁用“快速泳衣”的决定，也曾引发

对于日后游泳纪录是否难以被打破的质

疑。事实上，也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时

至今日，女子游泳成绩仍在不停地进步，

只有200米蝶泳（2009年刘子歌）和200米

自由泳（2009年佩莱格里尼）这两个奥运

会小项的世界纪录还是“快速泳衣”时代

产物。 而男子选手的着装所受限制远大

于女子，泳衣新规之下，确实成绩进步缓

慢， 仍有多达10个小项的世界纪录诞生

于2008年至2009年这段疯狂的日子，其

中包括从50米到800米的所有自由泳项

目， 和最体现整体战斗力的全部三个接

力项目。可以预言，泳坛“阴盛阳衰”的局

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下去。

她们在奥运泳池燃起“中国力量”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惊喜夺金，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距离张雨霏夺冠仅仅过去一小

时，东京奥运泳池中再度上演“中国时

刻”。 在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决

赛中，由杨浚瑄、汤慕涵、张雨霏和李

冰洁组成的中国队突破重围， 力压实

力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惊喜夺

冠， 并以 7 分 40 秒 33 的佳绩创造了

世界纪录。 这也是中国泳军第一次在

奥运赛场赢得接力赛冠军。

过去六届奥运会，女子 4×200 米

自由泳接力比赛的金牌均由美国和澳

大利亚两强瓜分。 冲击领奖台是中国

姑娘定下的赛前目标， 但从跃入泳池

的那一刻起， 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迸

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检录的时候， 看霏姐升国旗唱国

歌，特别开心也特别有力量。感觉自己也

被促动，告诉自己‘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

到’！”被张雨霏勇夺金牌的表现感染，担

当第一棒重任的杨浚瑄游出 1 分 54 秒

37 的出色成绩，为队友建立起 0.14 秒的

领先优势。这一成绩仅次于莱德基，是全

场第二快的单棒成绩， 考虑到莱德基并

非首棒，杨浚瑄的成绩更添含金量。

紧随其后的18岁小将汤慕涵顶住压

力， 在第二棒将优势扩大至0.45秒，“第

一棒游得那么好， 我下水的时候就想着

一定不能拖后腿， 毕竟我的能力和经验

都不如大家， 没想到最后50米真的冲上

去了。”第三棒登场的新科奥运冠军张雨

霏， 她险些因为参加 200 米蝶泳颁奖典

礼而错过比赛。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再

战并非主项的 200 米自由泳， 她同样不

负众望， 在一度跌至次席的情况下顽强

反超，重新抢回领先位置。 “我们是临时

组队，自由泳我哪会游啊，自己也想到底

行不行。后来索性不琢磨了，不管三七二

十一就上吧！ ”张雨霏透露，为了不影响

她征战个人主项， 队友们在决赛名单出

来前都没告诉她要比接力，“我入水时跟

澳大利亚队差不多，前 150 米都想算了，

毕竟 200 米自由泳是别人的强项， 但游

到最后 50 米， 中国力量从心底燃起来

了，我就不服输，就非要跟你拼了！ ”

原本担心自己顶不下来的张雨霏，

以完美表现将最后一棒交到李冰洁手

中。 面对美国名将莱德基单棒游出 1 分

53 秒 76 的疯狂追击， 此前拿下 400 米

自由泳铜牌的李冰洁拼尽全力， 牢牢守

住头名位置。率先触壁后，如释重负的她

掩面而泣， 三位队友早已在池边等着与

她分享胜利。“看到大家前面表现都非常

好，教练也放心地把我排在最后一棒，所

以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斗志全

都激发出来了。”专注于自身表现的李冰

洁， 甚至没有在意莱德基的追赶，“只想

着自己游好，快到终点才看到她。身边全

都是强敌，我就想体现出自己不畏强敌、

迎难而上的精神。 ”

携手登上冠军领奖台， 四位中国姑

娘将这枚意料之外又分量极重的金牌挂

在胸前，“中国力量”因她们而闪耀。

■本报记者 沈雷

上图 ：东京奥运

会上 ，张雨霏用出色

的成绩和灿烂的笑

容征服了世界 ，成为

中国泳军新一代领

军人。

左图 ： 杨浚瑄 、

汤慕涵 、 张雨霏 、李

冰洁 （从左到右 ）在

颁奖仪式上。

均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谷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