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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男子1500米决赛，出现了非常罕见的

一幕——居然有十名运动员参加最终

的决赛A组。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

因就是该项目半决赛中意外频出。正

常情况下，三个小组的前两名共六人晋

级决赛，但是因为这次半决赛中裁判多

次作出判罚，有多达四名运动员以“判

进”的方式入围A组决赛。

而目前排名该项目世界第一的任

子威因为在半决赛中犯规而无缘决赛，

也正是因为他和查尔斯 · 哈梅林的犯

规，让他们所在的第三小组有三名运动

员被“判进”A组。比赛结束后，任子威

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是我的动作太

大了，裁判的决定没有问题。”

在已经结束的短道速滑三个比赛

日中，来自国际滑联的裁判共作出多达

31次判罚（包括两张黄牌），这些判罚中

有相当一部分都改变了最终的比赛结

果。其实，这种偶然性与短道速滑的项

目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短道速滑

比赛中，选手的绝对速度只是场上比拼

内容之一，运动员必须掌握各种“比赛

技巧”——包括弯道技术、超越技术、跟

随战术、队友掩护、合理阻挡等，如何选

择在合理的时机和位置使用合理的技

巧在竞争白热化的比赛中尤为关键。

也正是因为选手们在高速运动状态下

不断使用各种技巧，使短道速滑成为一

项偶然性极大的项目，不少时候比赛结

果会出人意料。

意外和偶然在短道速滑的重大比

赛中非常常见。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

上，短道速滑赛场便出现过一个比赛日

多达14次犯规判罚的纪录。当时，包括

韩天宇、武大靖、范可新在内的多名中

国运动员都有过被判犯规的遭遇，其中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女子3000

米接力A组决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先

后以第二和第三的成绩冲过终点，但在

赛后均被判犯规从而取消成绩。

2019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

米A组决赛中，同样出现过令中国观众

记忆犹新的一幕。比赛第一枪，韩国选

手黄大宪抢跑；第二枪，匈牙利选手刘

少林抢跑被取消资格；第三枪，武大靖

早早超越黄大宪，然而黄大宪在反超时

带倒了武大靖，两人一起摔出赛道，但

让人意外的是裁判没有判罚黄大宪犯

规，而是选择重赛；第四枪，黄大宪以42

秒490夺冠，武大靖以微弱劣势屈居亚

军，队友任子威获得铜牌。武大靖赛后

认为对手的超越有“危险动作”之嫌，但

他同时也表示，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

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让他跟不上你就

好了。”

追溯到更遥远的2010年温哥华冬

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比赛进行

至倒数第五圈，韩国队为了防止中国队

超越做了一个阻挡动作，导致孙琳琳滑

行速度明显下降。随后韩国队率先冲

过终点线，但就在庆祝时，裁判通过慢

镜头回放判定韩国队阻挡犯规，最终金

牌归属中国队。

2014年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决赛中也曾出现过令不少中国体

育迷记忆犹新的一幕。当时进入决赛的

中国运动员李坚柔实力并不占优，比赛

伊始便被另三名对手甩开差距，但所有

人都没想到，在第二个弯道发生了意外

碰撞，意大利名将方塔娜、韩国队的朴升

智和英国选手克里斯蒂全部摔倒，而李

坚柔由于相对较大的落后距离完全没有

受到这次事故的影响，最终一路领先顺

利冲过终点，站上了冠军领奖台。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短道速滑此前

出现的问题，国际滑联已经利用每两年

一度的规则修改，出台了试行版技术判

罚手册、界定判罚代码等新举措，目的

就是将以往模糊判罚条例不断细化。

以本次赛事为例，主裁作出每一次判罚

之后，都会给出具体的犯规原因和代

码。除此之外，考虑到内道超越一直是

判罚频出的技术环节，国际滑联为了统

一判罚标准，从2021-22赛季开始在比

赛场地内新增了两条5厘米宽的蓝线，

用于明确运动员间发生碰撞后的责任

区分。

赛场上的偶然性固然令短道速滑

充满“魅力”，但让运动员滑得明明白

白，让观众们看得明明白白，显然是国

际滑联不断改进判罚系统的主要动

力。对于短道速滑运动而言，这种改进

值得期待。 （本报北京2月9日专电）

男子1500米被判犯规无缘决赛，任子威坦然接受判罚

短道速滑赛场上从不缺少“偶然性”

刚满21岁的赵嘉文今天完成了北

京冬奥会的所有比赛任务，也就此帮助

中国体育实现了又一次突破。在此之

前，中国运动员从未参加过冬奥会北欧

两项的比赛，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的

赵嘉文成为国内第一人。

北欧两项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

组成，如果说越野滑雪对于中国冰雪运

动而言还相对熟悉的话，那么跳台滑雪

无疑要冷门得多。此前，仅有李洋

（2006年都灵）和常馨月（2018年平昌）

两名中国运动员参加过冬奥会跳台滑

雪比赛，但在北京，中国军团拿到了一

男二女三个参赛名额，再加上参加北欧

两项的赵嘉文可以一同组队参加跳台

滑雪混合团体比赛，中国跳台滑雪队在

参赛人数和项目数上都创造了新历史。

2018年前，中国还没有设立跳台

滑雪和北欧两项国家队，而如今中国运

动员却通过努力拿到了更多参赛资格，

尽管最终的比赛成绩不算抢眼，但这毕

竟是“从无到有”的第一步。跳台滑雪

国家集训队领队许高航认为，科技助力

正是队伍成绩迅速提升的一大要素：

“为什么我们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跳台滑

雪运动员，为什么他们的技术能力在近

期获得了长足进步？原因很简单，那就

是有了国家全力以赴的科技保障，以及

训练条件的保障。”

生物力学快速反馈系统，便是诸多

科技保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跳台滑雪运动员每一跳持续时间

仅有短短几秒，要搞清楚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对不足之处

作出改进，这一直是每一名教练员和运

动员在日常训练中的重要任务。以往

中国跳台滑雪队的教练员主要借助普

通摄像设备，把选手的运动轨迹拍摄

下来，通过训练后观看和分析慢动作

提出改进方案，然而其中的不足显而

易见。

谈起这种老办法，参加本次冬奥会

跳台滑雪比赛的宋祺武说：“那时候，我

们每天训练完都得用放大镜来看，才能

从视频里找出自己哪些动作做错了，

然后一点一点地去纠正。”如今，困扰

中国跳台滑雪教练和运动员们许久的

难题早已得到解决，带来改变的核心

动力就是“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

季项目运动员技能优化关键技术研

究”。该项目首席科学家、上海体育学

院教授刘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攻关型科研团队的一员，自己的

任务就是通过科技手段来如实记录运

动员在比赛、训练中的每一个动作画

面，而后通过数据分析来帮助教练员

和运动员找到关键技术环节的不足，

从而作出针对性的改进。

生物力学快速反馈系统，是刘宇为

这支队伍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从跳

台滑雪运动员出台前15米到出台后5

米，他们在这个阶段中的整个滑行、飞

行过程的三维动作都能被这套设备捕

捉下来。等训练结束后，我们可以从上

方、侧方等各个角度去研究他们的动

作。”刘宇告诉记者，这套系统由AI无

干扰三维动作捕捉、超宽带精准定位测

速、高速运动自动跟拍机器人等多项技

术组成，设备一定型便成了跳台滑雪运

动员们备战北京冬奥的训练法宝，“教

练和运动员们说，原来自己要用放大镜

去寻找动作中的不足，这就证明他们看

不清。而我们团队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

看清高速运动下的各个姿态。比如基

于AI伺服的高速运动物体自动追拍，

只要目标一旦锁定，它就可以一直全程

跟着目标物体，而且运动员在画面中所

占的比例一直都较大，图像清晰。他在

什么时候做了一些小动作，比如手怎么

动了一小下，都可以被捕捉到。”

这套系统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强大

的运算能力。刘宇表示，生物力学快速

反馈系统能在短短数分钟内就通过人

工智能算法产生一套数据，“包括运动

员起跳蹬伸开始的时机、起跳的各个关

节角度、起跳时的身体重心水平速度、

身体重心垂直速度，以及躯干和地面水

平面的夹角都能被记录下来，此外，他

展开空中飞行的攻角（攻角是影响在空

中飞行产生升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也会

被解析出。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我们可

以很快地将这些数据和信息反馈给教

练员和运动员。”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科学分析，迅

速帮助教练员和运动员找到问题所

在，并为优化运动员训练方案提供重

要参考，生物力学快速反馈系统给中

国跳台滑雪队的快速成长插上了科技

的翅膀。

唯有“从无到有”才能“从有到

强”。对于完成了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

比赛的17岁姑娘彭清玥而言，国家对

冬季项目越来越大的支持力度，无疑给

了未来更多可能，“2022年的我已经成

功了，希望四年后的自己能更好。我要

继续练好基本功，争取多参加几届冬奥

会为国争光。”（本报北京2月9日专电）

从不设国家队到冬奥参赛人数项目数创新高，中国跳台滑雪与北欧两项看到希望

幕后科研团队为冷门项目发展立下大功
本报北京2月9日专电 （特派记者

谷苗）高山滑雪女子回转比赛今天在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完赛。该项目

分为两轮，成绩相加用时最短者为冠军，

26岁的斯洛伐克选手佩特拉 ·弗洛娃后

来居上，以1分44秒98的总成绩夺冠。

而另一位夺冠热门、美国名将米凯拉 ·希

弗林未能顺利完赛。这场棋逢对手的较

量结束后，弗洛娃表示：“我证明了自己

能够击败她。”

因动作轻盈灵动而被称为“雪上公

主”的弗洛娃说：“第一轮比赛排在第八，

我就告诉自己，要拿出这辈子最好的表

现来赢得第二轮比赛。”首轮，弗洛娃滑

出了52秒89，次轮她以52秒09的佳绩

逆风翻盘。这是弗洛娃个人首枚奥运金

牌，也是斯洛伐克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

上的首金，她说：“我相信现在祖国的每

个人都在庆祝！”

与弗洛娃同龄的美国选手希弗林也

是该项目的夺冠热门，年纪轻轻的她已

是两块冬奥金牌得主。2014年索契冬

奥会，18岁的希弗林摘得女子回转金

牌，成为年龄最小的高山滑雪奥运冠军；

平昌冬奥会，她又摘得包含回转和滑降

两轮比赛的高山滑雪女子全能金牌。但

在北京冬奥会上，希弗林在女子回转的

第一次滑行中未能顺利完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弗林表现

得都比我好。但是在本赛季，我证明了

自己能够击败她。”本赛季，弗洛娃在

七个高山滑雪世界杯系列赛中赢得了五

个女子回转冠军。关于她和希弗林的关

系，弗洛娃说：“我们彼此惺惺相惜，

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成为最好的运动员

有多艰难。”

此外，奥地利名将卡塔琳娜 ·林斯伯

格摘得银牌，上届冬奥会该项目银牌得

主、瑞士名将温蒂 ·霍尔德纳获得季军。

中国选手孔凡影顺利完成两轮滑行，以

2分11秒95的成绩获得第47名。另一

名选手倪悦名在比赛中出现失误，未能

完赛。谈及与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

距，孔凡影说，“我相信总有一届会超越

她们，（我们的成绩）不可能始终定格在

现在这个位置。”

高山滑雪女子回转项目完赛

斯洛伐克名将摘得金牌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是任子威

的主项，也是他最有把握拿到冠军的

项目，但最终的结果令今晚所有来到

首都体育馆的中国观众们有些失望。

在半决赛第三组较量中，任子威仅以

第三名完赛，而在裁判回看比赛视频

之后，他还因为犯规而被直接取消了比

赛成绩。“我想得太多了，还在比半决赛

呢，脑子里就已经开始去想接下来的决

赛应该怎么滑。带着这种心态上场比

赛，其实你就已经输了一半了。”赛后，

任子威说“自己还是习惯当一个小透

明”，“这两天虽然成绩不错，但是调整

太差，没比好完全是自身的问题。”

任子威不佳的心态其实在半决赛

中能看出端倪，尤其是在最后几圈比

赛中，落到第三位的他始终没有展现

出应有的后程实力。“刚刚我就进行了

反思，这场比赛我有很多做得不够好

的地方，最后几圈我可以有更好的选

择，可以发力从外道超越，体力完全没

有问题。还有那次犯规，也是非常低

级的失误。”任子威表示，一切错误都

来自于发生变化的心态，“之前的

1000米和混接，我就是轻装上阵，没

有给自己任何压力。但是拿了两块金

牌之后，所有人都开始期待我今天能

够拿到第三块金牌。其实我们这个项

目没有什么绝对的实力，一旦你带着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比不好怎么

办’这样的想法上赛场，肯定就不对

了。想法一多，根本就没办法保证比

赛中的专注度。”

在结束了令人失望的1500米之

后，任子威接下来还将出战500米以

及5000米接力，如何尽快调整心态，

无疑成了他当下的最重要任务。“今天

结束得早，我可以回去之后好好思考

一下这个问题。”尽管犯下了错误，但

任子威还是在记者面前展现出了乐观

的情绪，“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放下包袱

去积极准备后面的比赛，已经犯过的

错误决不能再次发生。两项比赛都很

重要，不会有所谓侧重的项目，我都会

尽全力去滑。”

根据赛程，任子威将在2月11日

晚先出战男子500米的预赛，而后在

同一天继续和队友一起征战男子

5000米接力的半决赛。

（本报北京2月9日专电）

反思失利原因，任子威
为此后两战定调

当好小透明 保持专注度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赵嘉文成为首位完成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的中国运动员。 视觉中国

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半决赛中裁判多次作出判罚，导致多达十名运动员跻身决赛A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