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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张泽伟 王恒志）北京

冬奥会将在8日产生10枚金牌，代表中国出战的谷爱凌将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中，冲击自己的首枚冬奥会

金牌；实力不俗的小将宁忠岩很有可能在速度滑冰男子

1500米决赛中争得奖牌。人气选手、日本花滑明星羽生结

弦与中国名将金博洋将亮相男子单人滑短节目。

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上将参加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坡

面障碍技巧、U型场地技巧3个小项的争夺。率先进行的大

跳台比赛中，谷爱凌在资格赛中受到风的影响，有一跳出现

失误，但最终有惊无险晋级8日上午的决赛。她表示，会在

决赛中做出更高难度的动作，冲击个人首枚冬奥金牌。

另一名中国新星、22岁的宁忠岩也有望在速度滑冰

男子1500米决赛中带来惊喜。虽然速度滑冰是欧美国家

的传统强项，但近年崛起的宁忠岩实力不俗，在本赛季世

界杯分站赛中夺得过男子1500米和1000米项目的金牌。

奥运会的赛场从来不缺明星。拥有大量拥趸的日

本 花 滑 明 星 羽 生 结 弦 将 在 8 日 亮 相 男 子 单 人 滑 短 节

目。放弃了团体赛的羽生结弦在北京冬奥会的目标，就

是实现该项目的三连冠，并在比赛中成功挑战 4A（阿克

塞尔四周跳）。代表中国队出战了团体赛的金博洋也将

在个人赛中争取好成绩。

当天还将决出另外 8 枚金牌，分别是冰壶混合双

人、冬季两项男子 20 公里个人、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

转、女子单人雪橇、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和男子平

行大回转、越野滑雪女子个人短距离（自由技术）和男子

个人短距离（自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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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7日电（记者董意行
姬烨 何磊静）在 7 日的北京冬奥会例行发

布会上，有记者问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

安对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在本届冬奥会上的

成绩预期，他表示，本届冬奥会中国运动员

并没有明确的成绩指标，同时希望所有运动

员都能创造优异的成绩。

“从北京冬奥组委的角度来讲，我们关

心所有的运动员，不仅仅是中国运动员。我

们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通过赛场，去创造

优异的成绩。”杨树安说。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项很重要的传统，

就是参与，而不是名次本身。这次冬奥会很

多运动员都创造了优秀的成绩，这不在于有

没有打破奥运纪录、有没有取得金牌，而是

和自己相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对运动

员来讲也是一个成功。”

同时杨树安表示，本届冬奥会中国运动员

并没有明确的成绩指标。“我们希望运动员拿

干干净净的金牌、拿遵纪守法的金牌、拿体育

道德金牌，而不是具体每一个项目要拿多少。”

“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运动员能取得好

成绩。”他说。

北京冬奥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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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比赛中。
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单板滑雪项

目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
雪公园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2月7日，任子威在比赛后庆祝。
当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

道速滑项目男子1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任子威夺得
冠军。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2月6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奖牌颁发仪式在北京赛区颁奖广场举行。
这是颁奖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2月7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后。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资格赛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2月7日，任子威（左二）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王恒志
张泽伟） 7 日的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决赛，获得亚军的苏翊鸣为中国赢得单板滑

雪首枚冬奥奖牌，小将苏翊鸣领衔一众中国

选手继续在冬奥赛场上创造历史。而在首

都体育馆里，中国短道队为中国军团再添一

金，任子威获得男子 1000米冠军。

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时默默

立下的誓言，如今已经成真——他不仅代表

中国参加了冬奥会，还站在了冬奥赛场的领

奖台上，为中国冬奥历史写下新的篇章。凭

借稳定的表现、全场第一个 1800 度动作，苏

翊鸣在 7 日的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第二轮拿到 88．7 分，获得一枚宝贵的银

牌。

包括单板滑雪在内，中国军团在北京冬

奥会全分项参赛，有太多的“第一次”——在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24 岁的徐铭甫

成功完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17 岁的何金

博完成了个人最高难度动作；在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21 岁的王沛宣上演首秀……虽然成

绩难称出色，但他们都在各自项目填补了中

国冬奥参赛历史的空白，而且，正如徐铭甫

所言：“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已经

走出了第一步。”

备受期待的谷爱凌也迈出了自己冬奥

会的“第一步”，在有惊无险晋级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决赛后，这个 18 岁的小姑娘说：

“希望明天能做出更高难度的动作。”

谷爱凌的梦想不止奥运金牌，她说，能

影响、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滑雪，是比她

自己一个人“在空中翻跟头”更重要、也更酷

的事儿。

这样的梦想，24 岁的爱尔兰雪橇手埃尔

莎·德斯蒙德一定特别理解。自从 9岁立志成

为雪橇手并踏上奥运会的舞台，她用了 15年，

成为爱尔兰史上首位雪橇运动员、以一己之

力创建爱尔兰雪橇协会……直到今天，她终

于站在了冬奥会的赛场上。虽然排名靠后，

但她说，希望有更多孩子在看到她的比赛后，

能像当年的自己那样投身雪橇运动。

有梦想就有奇迹，奥运赛场从来不缺传

奇。和苏翊鸣一同站上领奖台的两位加拿

大名将都堪称传奇，获得冠军的马克斯·帕

罗特在平昌冬奥会后确诊癌症，但他战胜了

病魔，在 2021 年夏季之前开始恢复训练，再

度站上奥运赛场；获得第三名的麦克莫里斯

则是连续三届冬奥会铜牌得主，他也遭遇过

几致丧生的事故，但又顽强回到了赛场。而

在高山滑雪赛场，41 岁的法国老将约翰·克

拉雷用一枚银牌证明了什么叫老当益壮；荷

兰老将伊琳·伍斯特打破奥运纪录卫冕速度

滑冰女子 1500 米，这也是即将年满 36 岁的

她获得的第 12 枚冬奥奖牌；意大利选手丰

塔纳也拿到个人第 10 枚冬奥奖牌，当日她

获得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冠军。

中国短道队也在继续书写传奇。继拿

到本届冬奥会中国首金后，7 日的首都体育

馆 再 传 捷 报 ，任 子 威 获 得 男 子 1000 米 冠

军。当日的短道速滑比赛异常激烈、犯规频

发，从 1／4 决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几乎每

场 比 赛 都 要 经 过 裁 判 的 判 罚 才 能 决 定 名

次。中国队三名选手悉数晋级男子 1000 米

决赛，而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全部出局。决

赛中匈牙利队的世锦赛冠军刘少林虽然率

先撞线，但经裁判反复研判，刘少林最终因

“同一组比赛中两次犯规”被出示黄牌，任子

威升至第一，和队友李文龙包揽冠亚军。

中国女子冰球队 7 日晚没能创造历史，

在以 1：2 不敌瑞典队后，她们仅剩理论上晋

级八强的可能。

中国冰壶混双组合当日以一场失利结

束了冬奥征程，有意思的是，赛场外的中美

“徽章外交”还没结束，美国队员普利斯说，

他们还没准备好回赠给中国队的礼物，要回

奥运村好好找找。看来，中国队送的“冰墩

墩”徽章真的送到了心坎上。

说到冬奥吉祥物“冰墩墩”，绝对是冬奥

会开幕以来的“抢手货”，现在全国上下一

“墩”难求，连海外网友都想要一个。“冰墩

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说：“做‘国潮’要真

正地读懂中国，‘向过去要未来’。”

北京冬奥会 7 日共产生 9 枚金牌，瑞士、

瑞典、荷兰、德国、加拿大、斯洛文尼亚、中

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奥委会各得 1 金，金牌榜

上瑞典队 3 金排名首位，中国队 2 金 2 银排名

第四。8日将产生 10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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