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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据新华社电 世界权威的一家体育数

据公司预测，中国队将在明年的平昌冬奥

会上赢得6金1银2铜，位列奖牌榜第九。

根据该公司的预测，短道速滑选手

武大靖将成为中国队头号明星，很可能

赢得 2 块金牌，另一位短道速滑选手范

可新可能会赢得 1 金 1 银，“如果中国运

动员在奥运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保持更好

的状态，的奖牌数还有可能打破在2006年

和2010年创造的11块的纪录”。

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该公司也对

各代表团的成绩进行了预测，当时预测中

国队能赢得37金33银23铜，最后中国队赢

得38金27银23铜；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

该公司又预测中国队会赢得4块金牌，最后

中国队拿下3金4银2铜。由此可以看出，

这家公司的预测还是比较靠谱的。

该公司还预测说，位居平昌冬奥会

金牌榜前几位的国家分别是：德国（14

枚）、挪威（12 枚）、美国（10 枚）、法国（9

枚）、奥地利和韩国（7 枚）。 （王子江）

权威预测平昌冬奥会

中国队有望夺得六金

全力以赴备战平昌
剑指长远蓄力北京
——中国代表团备战冬奥会综述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迎来百日

倒计时之际，中国健儿将以怎样的

精神和竞技状态迎接考验？2022年

北京冬奥会中国冬季项目又将会迎

来怎样的机遇和希望？记者采访了

解到，中国冬奥军团正在争分夺秒

紧张备战，一方面确保优势项目，一

方面深挖潜力项目，剑指长远，为北

京冬奥会储备人才。

中国代表团自 2002 年盐湖城冬

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以来，到2014

年索契冬奥会已经收获12枚金牌，其

中短道速滑贡献了 9 枚金牌，是中国

冬奥军团的夺金绝对主力。

“除了拿到冬奥会参赛资格，目标

还有了解对手。”率队征战短道速滑世

界杯的主教练李琰说。作为平昌冬奥

会的资格赛，本赛季的短道速滑世界

杯共有 4 站，首站布达佩斯中国队获

得1银1铜；第二站荷兰多德雷赫特中

国队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收获

了本赛季世界杯首金。

虽然前两站成绩平平，但李琰表

示：“资格赛之后离冬奥会还有2个月

时间，各个队伍变化还是很大。首先

我们要有信心，把自己的资格拿到，再

就是在比赛当中去了解对手，通过和

对手的比拼去总结，然后把自己所缺

的东西再拿到训练场上。”

除了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速度

滑冰作为我国冬季运动的优势项目，

同样肩负着在平昌冬奥赛场争金夺银

的重任。今天在北京开幕的中国杯世

界花滑大奖赛，中国花滑队派出了全

部主力，包括世锦赛双人滑冠军隋文

静/韩聪、亚冬会冠军于小雨/张昊、世

锦赛男单铜牌得主金博洋等。

中国花滑队总教练赵宏博说：“中

国杯是队内选拔的一站重要赛事，我

们将按照队员积分来选出参加平昌冬

奥会的11人名单。”

索契冬奥会上，张虹夺得速滑女

子 1000 米冠军，从整体来看，目前速

滑队最有实力的依然是于静和张虹。

张虹说：“我还是主攻 500 米和 1000

米，起步是我的弱项，所以今年着重训

练爆发力，并逐步提高负荷。”她还透

露，与平昌冬奥会同样重要的，是竞选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虽然我国雪上项目整体与世界强队

有差距，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一直是

我国雪上项目的排头兵。2006年都灵冬

奥会，韩晓鹏贡献了1枚宝贵的金牌，目

前徐梦桃、齐广璞等名将实力强劲，平昌

冬奥会上有冲金希望。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体能教

练牛雪松说，国家队从10月初到沈阳体

育学院之后，每天进行6个小时的高强度

训练。男队的齐广璞、贾宗洋等选手经

过这几年的磨炼越来越成熟，实力也在

上升期；女队方面只有徐梦桃一枝独秀，

其他运动员和国外选手相比难有优势。

中国另一支雪上重点队伍当属单板

滑雪U型场地，这支队伍2004年组建后

获得过 3 次世锦赛冠军、多次世界杯冠

军，但尚未站上冬奥会领奖台。单板滑

雪队领队李扬介绍，这些队员基本是武

术、体操等项目跨界而来，优势在于技巧

基础好、空翻转体能力较强，缺点在于滑

雪基础能力较弱。“平昌冬奥会的目标就

是夺得1枚奖牌，期待新的突破。资格方

面，女子满额没问题，男子正在争取。”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张

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时，向国际社会

作出的郑重承诺。

借助北京冬奥会拉动的“冰雪热”，从

东北到内蒙古、新疆的自然雪场，再到广

大南方的人造雪场，冰雪运动在我国开展

如火如荼。冰雪运动的加快普及，同样需

要冰雪竞技水平的引领，过去我国冬季运

动的短板甚至空白正在加快补齐、填充。

中国冰球协会将队员选材范围从以

往的专业体校扩展到所有华人，并将国家

队改组为“国家俱乐部”，嵌入各个冰球强

国的联赛体系；在高山滑雪项目中，中国

队长久以来只能依靠“外卡”参加冬奥

会，目前，国家队通过聘请外教、跨项跨界

选材，选出了16名青少年运动员；此外，

填补空白的还有的雪橇队、雪车队、跳台

滑雪队等。

体育总局冬季中心竞技滑雪一部副

部长李治认为，2022 年北京冬奥会申办

成功之后，中国冬季运动政策支持力度、

群众参与热情前所未有，各个项目的国家

队都在为北京冬奥会蓄力，未来中国冬季

运动将实现跨越式发展。 （周凯）

冰上优势项目
仍是夺金主力

雪上项目稳中突破

北京冬奥值得期待

1

2

3 据新华社电 平昌冬奥会已进入倒计

时100天，但依然面临着三大难题。

首先是韩国民众热情不高，门票销售进

度迟缓。按计划，全部门票的7成将销售给

韩国民众，但相较于足球和棒球，韩国人对

冬奥会热情度不高。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

到8%的民众愿意去现场观众看比赛。

其次是朝鲜半岛局势高热难退。平昌

冬奥会组委会秘书长吕炯九表示，奥组委正

与韩国安全部门以及国际机构保持着紧密

合作与沟通，安全有保障，“韩国之前多次成

功举办世界或地区体育盛会，没有任何安全

问题，这次也不会例外。”

难题之三是投资赤字问题显现。韩国

媒体批评说，平昌冬奥会缺乏未来规划，可

能会成为“负债奥运”。报道称，平昌冬奥会

赤字大概是 3000 亿韩元（约 17.8 亿人民

币）。如果加上道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整体

预算庞大惊人，考虑到举办地江原道远离人

口密集度高的京畿道，很难收回投资。

尽管困难重重，但成功举办冬奥会是韩

国朝野的共识，今年上台的新政府也对冬奥

会筹备和推介竭尽全力，9月份冬奥会在线

售票开启时，韩国总统文在寅便做起“宣传

大使”，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上网购买2张花

样滑冰门票的照片。 （耿学鹏）

平昌冬奥面临三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