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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看点 谷爱凌冲金，“葱桶”亮相双人滑

今天，北京冬奥会将产生4枚金

牌，中国代表团选手谷爱凌将冲击她

本届大赛的第三枚奖牌、第二枚金

牌。“葱桶组合”隋文静/韩聪将出战双

人滑短节目比赛。

上午9时30分，自由式滑雪女子

U型场地技巧决赛将开赛。相比于大

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谷爱凌在U型

场地技巧项目上的大赛经验和取得的

国际赛事成就更多，并且她目前也是

国际雪联U型场地技巧项目积分排名

第一的选手。

花样滑冰赛场今天将进行双人

滑短节目比赛，中国两对选手隋文静/

韩聪和彭程/金杨将亮相赛场。4年

前的平昌冬奥会，隋文静/韩聪以

235.47分夺得双人滑亚军，仅落后冠

军0.43分。 ■ 江锐 整理

争锋

据新华社电（记者 夏亮 朱青

陈地）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17日战罢，中国队

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一轻松晋级，张可

欣和李方慧分别排名第五和第七也都

顺利闯入决赛。

本赛季的国际雪联世界杯分站赛

上，谷爱凌在U型场地技巧项目上表

现强势，包揽全部四站冠军，并在运动

生涯中首次捧起象征赛季总冠军的水

晶球。北京冬奥会上，她也被认为是

该项目夺金的最大热门。

比赛中，谷爱凌第一滑就斩获

93.75分，资格赛首轮过后排名第一。

第二滑，谷爱凌进一步提升了动作质

量，将分数提升至95.50分，从而以排

名第一的成绩轻松晋级决赛。

“这个场地非常棒，滑起来速度

特别快。过去几天因为有坡障的资格

赛和决赛，所以U型场地技巧训练对

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昨天训练中我

感到十分疲惫，但是今天我感觉非常

棒。”赛后谷爱凌说。

小将张可欣和李方慧在比赛中表

现也都十分出色，同样顺利晋级。其

中，张可欣在第一滑得到77.50分排

名第十的情况下，第二滑拿到86.50

的高分，最终排名第五。李方慧虽然

第二滑出现失误，但同样凭借第一滑

84.75分的表现最终排名第七。另一

位中国选手吴梦在第一滑失误的情况

下，第二滑拿到67.75分，最终排名第

16，无缘决赛。

谷爱凌劲敌、爱沙尼亚名将凯

莉·西尔达鲁在第一滑拿到87.50分

后，第二滑选择了放弃，最终以第三

名的成绩晋级。加拿大选手蕾切尔·
卡克以89.50分排名第二，卫冕冠军、

加拿大选手凯茜·夏普以86.25分排

名第六。

谷爱凌晋级U型场地技巧决赛

随着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决赛结束，本届冬奥会

的短道速滑比赛也全部结束。精彩的比赛让人看得心

跳加速，而不断出现的判罚也让人跟着揪心，场边的裁

判也一度因此成为焦点。

那么，为什么短道速滑判罚这么多？裁判又如此

“抢镜”呢？所谓“这裁判能处”“队伍有宿怨”“东道主利

好”等等，都不是正确解释。真正的原因，主要是这三

个。 ■ 李立 柳爽 李松林

竞赛刺激 难免身体接触
短道速滑本身是一项场面刺激、快节奏、令人热血

沸腾的冰上比赛。从竞赛本身来说，短道速滑有着冰道

较短、滑行速度快、多人在同一个跑道滑行等特点。更

重要的是，按照赛制，在有限的场地空间里，短道速滑允

许运动员在滑行中可以随意穿插。紧张激烈的比赛一

旦开始，各运动员在滑行过程中发生身体上的某些接

触，就在所难免。

特别是在四年一届的奥运

会赛场上，各运动员为了成绩

和名次，也一定会更为“拼

命”。不过，即使赛制允许运动

员在一定程度上有身体接触，

但以推挤、冲撞、脱离滑道、降

速、踢人等方式阻碍和干扰其

他运动员前进的，都将被视为犯规。这

从竞赛本身的特点解释了，为什么短道速滑的

赛场上，身体接触难免、裁判介入等情形会比较多。

裁判监督 借助先进技术
第二个原因，短道速滑裁判之所以会屡屡介入判

罚，并不是看心情或者其他什么“偏袒”理由，而是因为

技术层面的完善和公平竞赛的需要。

从1992年短道速滑正式列入冬奥会项目至今，短

道速滑终于“三十而立”。这三十年，短道速滑在竞赛特

征、选手装备提升等基础上，为了保证公平竞赛，技术层

面的提升也越来越完备。

如今的短道速滑比赛，共有4位裁判共同监督保障

比赛。冰上主要裁判就有3位，分别是冰场正中间的主

裁，以及弯道内侧的两位副裁。此外，还有一位专门负

责录像回放的副裁。而录像回放之所以能够完美呈现，

是因为如今的短道速滑比赛场馆中，拥有360°无死角

的摄像机，两个直线方向上方有固定摄像头，此外还有

一个实时跟随滑行的摄像机……

“技术完善+裁判监督”，带来的不仅是比赛精彩画

面的珍贵记录和回放，更能清晰记录每一个比赛细节，

把好公平竞赛的大门。

规则细化 更多犯规现原形
此外，短道速滑裁判出现频率很高的背后，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规则的日益细化规范。

“冬奥会四年一届，很多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观

众可能是不了解的。”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

子3000米接力冠军中国队成员张会说。

2018年平昌冬奥会后，国际滑联就对以往相对粗糙的

规则进一步细化，甚至在短道速滑比赛中加入了红黄牌。

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次冬奥会上犯规极多的一个原因。

根据国际滑联的相关规则，短道速滑比赛中，有几

种情况会被判罚犯规。一是脱轨，二是阻挡，三是协助

犯规，四是蹬踢冰刀。其中，阻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犯

规。值得一提的是，短道速滑项目的规则一直在变动和

发展之中。2020年，国际滑联还正式推出了统一的修

订版判罚手册，对很多细节进行了修订。其中选手的犯

规动作都有相关判罚代码，极大提高了比赛透明度。

了解了以上三个重要原因就能看到，短道速滑比赛

之所以裁判“出镜率高”，本身是因为竞赛特征、技术保

障和规则细化完善等的综合结果。而绝不是一些人所

说的“裁判能处”“队伍有宿怨”“东道主利好”等等。这

样的论调，不仅是子虚乌有、自我“脑补”，更是不知规

则、不负责任。

短道速滑裁判为何总“抢镜”

孙龙在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熊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