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专题 2022年2月16日 星期三 责编:王倩 美编:梁卮

聚焦聚焦20222022年北京冬奥会年北京冬奥会

奖牌总榜
截止时间：2月15日18时

国家/地区

挪威

德国

美国

奥地利

荷兰

中国

金

11

8

7

6

6

6

银

6

5

6

6

4

4

铜

7

2

4

4

3

2

总数

24

15

17

16

13

12

奖牌榜

新华社北京2 月14 日电 国际奥
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在14日的例行发
布会上介绍说，北京冬奥会是迄今女
性参赛比例最高、参与项目最多的冬
奥会。

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 亚
当斯表示，北京冬奥会女性运动员参
赛比例达 45.4%，全部 109 个小项中有
女性运动员参与的项目占比 53%。他
说：“鼓励更多女性运动员参与，是国
际奥委会的重要战略。我们与国际

单项体育组织、国家（地区）奥委会、
转播商和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密
切合作，在很多细微之处推动性别平
等。比如跳台滑雪的第一枚金牌就
出自女子比赛，其中出了很多标志性
画面。”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
介绍说，北京冬奥会新增项目充分考虑
女性运动员平等参赛的问题，新增的7
个小项中，2个为女子单项，4个为混合
团体项目，仅有 1 个为男子单项，充分

体现了《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中关于
“推动运动中的性别平等”的理念。

严家蓉还说，为进一步促进性别
平等，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中女性
员工比例不低于 40%，女性志愿者比
例不低于 50%，并加强对女性同仁的
保障，保证相同岗位女性和男性同仁
有平等的工资薪酬等。同时，为女性
运动员和涉奥人员提供安全的体育环
境，比如在三个冬奥村的综合诊所专
门设置女性诊疗室和治疗室，配备专

业妇科医师，为女性涉奥人员提供服
务。此外，实施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
计划，为男女学生提供平等参与冰雪
运动的机会。

前来出席发布会的北京冬奥组委
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说，运动员委员
会总共19名委员中14人是女性，而总
共11名赛事经理中7人是女性。“冬奥
会截至目前一切顺利，女性在保障赛事
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为她们感
到骄傲。”

北京冬奥会成为迄今女性参赛比例最高、参与项目最多的冬奥会

2月14日，中国选手徐梦桃在比赛中。

2月15日，冠军获得者中国选手苏翊鸣（中）、亚军获
得者挪威选手蒙斯 勒伊斯韦兰（左）、季军获得者加拿大
选手马克斯 帕罗特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当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在北京首钢滑雪
大跳台举行。中国选手苏翊鸣夺得金牌。（据新华社）

新华社河北崇礼 2 月 15 日电 15
日，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
障碍技巧决赛中，谷爱凌最后一轮顶住
压力，得到86.23分的高分，继大跳台夺
金后再取一枚银牌。瑞士名将玛蒂尔
德 格雷莫德凭借第二轮中的完美一
滑，以86.56分夺冠。

本场决赛汇聚了当今世界该项目
最优秀的选手，有被誉为和谷爱凌同时
代“瑜亮之争”的爱沙尼亚“天才少女”
凯莉 西尔达鲁，瑞士名将格雷莫德，法
国选手苔丝 勒德，俄罗斯奥委会选手、
新科世锦赛冠军阿纳斯塔西娅 塔塔利
娜，挪威名将约翰妮 基利。谁能最终
问鼎，就看临场表现。

决赛分为三轮，12位选手取三次滑
行中的最高分决定冠军归属，这也为选
手们挑战更高的难度、更完美的发挥提
供了更大可能。

首轮比赛，谷爱凌总体发挥平稳，但
在第二个道具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瑕疵，
得到69.9分。第一轮最后一位出场的是

西尔达鲁，她的整套动作流畅连贯舒展，
一举得到82.06分的高分，暂时排名第一。

第二轮，冬奥会大跳台季军得主、瑞

士名将格雷莫德在难度、完成度和欣赏性
上更胜一筹，不论是在道具区还是跳台
区，6个打分点裁判都一致认可，给出了

86.56分的全场最高分。随后再次出场的
谷爱凌在道具区挑战难度动作时出现明
显失误。两轮过后，谷爱凌暂列第八。

也许谷爱凌天生就是为大场面而
生的选手，正如她在赛后采访时所言：

“我其实把每一轮都当作最后一滑，但
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最后时刻才能
发挥得更好，可能还是之前的压力不够
大吧，哈哈！”

最后一轮，谷爱凌破釜沉舟，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在众人焦急的等待过后，现场大屏幕上
打出了86.23分的高分！

最终，谷爱凌以0.33分之差获得亚
军，拿到本届冬奥会个人第二块奖牌。
格雷莫德夺冠，西尔达鲁收获铜牌。

赛后，乐观开朗的谷爱凌笑得非常
灿烂，“我已经非常满意今天的发挥了，
我觉得我做得很出色。而且，我一直以
来最大的目标就是带动更多女孩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来，我想我现在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功”。

巅峰对决！谷爱凌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摘银

2月15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后。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4日电 14日晚，在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
中国选手徐梦桃凭借最后一轮的高难度动作，
以108.61分的高分一举夺冠，奥运“四朝元老”
终于冠军梦圆。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
获得的第五枚金牌。

当晚决赛共有12名选手参加，分为两轮进
行。在第一轮中，每名选手有两次试跳机会，
取较高的得分为最好成绩，前六名进入“大决
赛”。“大决赛”中，六名选手“一跳定胜负”，决
定最终的冠军归属。

决赛首轮，第三位出场的中国选手孔凡钰
第一跳就将难度系数为4.028的动作做了近乎
完美的呈现，获得 102.71 的高分，这个分数几
乎确保她可以进入最终的决战。而此后出场
的徐梦桃直接挑战难度系数高达 4.293 的动
作，这是当今女子空中技巧所能达到的最高难

度动作。她落地平稳，103.89分！
美国名将阿什莉 考德威尔延续了在空中

技巧混合团体比赛中的良好状态，两次试跳均
完成得十分出色，最终凭借第二跳的 105.60
分、以决赛第一轮头名的成绩顺利进入第二
轮。徐梦桃、孔凡钰排名紧随其后。一同入
围“大决赛”的还有卫冕冠军白俄罗斯选手汉
娜 胡什科娃、美国选手梅甘 尼克以及来自澳
大利亚的劳拉 皮尔。

在决定最终名次的最后一跳中，是选择完
成度更高的动作获取一个稳定的得分，还是挑
战高难度放手一搏，是每个选手都要面临的选
择。首位出场的胡什科娃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4.028的动作，她空中姿态优美舒展，落地也十
分平稳，裁判给出了 107.95 的高分，这也为接
下来将要出场的五位选手造成了极大的心理
压力。

两位中国选手没有退缩，她们均选择了
4.293 的最高难度动作，向金牌发起冲击。
孔凡钰率先出场，但落地时重心靠前导致摔
倒，未能挑战成功。压力来到 31 岁的老将
徐梦桃身上。站在三周台上方的徐梦桃眼
神坚定，滑行、起跳、腾空翻转、落地，成功站
住！挑战成功！108.61 分，一举超越对手排
名第一。

随着考德威尔挑战这一难度动作失败，
徐梦桃终于获得了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也
成为中国在该项目首位获得冬奥会金牌的女
子选手。平昌冬奥会该项目冠军胡什科娃摘
得银牌，美国选手尼克获得铜牌，孔凡钰获得
第六名。

赛后，实现梦想的徐梦桃身披国旗，久久
不愿离开赛场。她感慨道：“这么多年我真是
太难了，努力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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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
苏翊鸣夺得金牌

新华社长春2月15日电 15日，17岁
小将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
跳台比赛中夺得金牌。就在一周前，他刚
刚为中国获得首枚冬奥会男子单板滑雪奖
牌。“太激动了！为他感到骄傲！”苏翊鸣的

“叔叔”刘伟说。
苏翊鸣 2004 年出生于拥有丰富冰雪

资源的吉林省吉林市，从小跟着父母滑
雪。吉林蜂巢俱乐部创始人刘伟和苏翊鸣
的父亲是吉林市最早的一批滑雪发烧友，
也是多年好友，他称苏翊鸣是“特别有灵
性的小孩”。

“那时国内单板滑雪刚起步，滑雪的人
不多，孩子更少。苏翊鸣4岁就跟着我们大
人滑，接触第二年就能做转体动作，我们经
常教他一些技巧。”刘伟笑着说，“后来没几
年，他的水平就超过了我们大人，我们都要
向他讨教。”那时的苏翊鸣只有11岁左右。

刘伟回忆称，当年还没有成熟的滑雪
培训机制，小鸣就经常参与大人的比赛，一
点都不畏惧。“他的滑雪动作给人最大的印
象就是稳，失误率很小。”刘伟说。对于苏
翊鸣在北京冬奥会上创造历史的出色表
现，刘伟认为，他才17岁，未来不可限量。

被称为“银发单板侠”的张亦兵是苏翊
鸣的雪友“大爷”之一。今年60岁的他依然
坚持练“大跳台”。他见证了苏翊鸣9岁时
第一次在雪上翻“前空翻”。张亦兵表示，
苏翊鸣从小是在热爱滑雪的父母的熏陶下
长大的，他的成功得益于父母和其周围的
叔叔大爷们对他的正确引导。

据介绍，苏翊鸣在14岁时决定成为一名
职业单板滑手。父母尊重他的决定，信任他
的能力，并且尽全力去支持他热爱的事情。

“单板自由式是一项极限运动，也正是
源于对这项运动真正的热爱，才支撑着他
完成一个又一个高难度动作。”张亦兵说，
他相信苏翊鸣的突破对中国单板滑雪运动
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许多
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发烧友正在这里度过快
乐的雪季，在苏翊鸣曾经滑过的雪道和“滑雪
公园”里体验冰雪乐趣。

“如今中国的滑雪产业发展越来越红
火，滑雪场设施这么好了，越来越多比当年
苏翊鸣还小的孩子开始系统学习滑雪。我
相信中国的滑雪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张
亦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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