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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 天21

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共设男子和女子
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男子团体以
及新增的混合团体5枚金牌。

比赛场地：张家口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比赛时间：2022年2月5日至14日，金

牌产生日为2月5日、6日、7日、12日、14日

新华社电 13日上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
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
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北京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绿色冬奥
和可持续发展工作情况，并

发布《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
展报告（赛前）》。

在场馆的赛后利用方
面，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
部部长李森介绍，北京冬奥
会使用了 6个 2008年北京
奥运会场馆，所有新建场馆

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充分考
虑了赛后利用的问题，制定
了赛后利用计划。赛后，冬
奥场馆将积极申办、举办高
水平赛事，场馆也将四季运
营，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实
现场馆和地区的联动发展。

跳台滑雪：
高科技助力中国选手翱翔高科技助力中国选手翱翔““雪如意雪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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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台滑雪
“勇敢者”的运动

跳台滑雪是以滑雪板为
工具，在专设的跳台上，以自
身的体重通过助滑坡获得的
速度，比跳跃距离和动作姿势
的一种雪上竞技项目。这就
要求选手们不仅要跳得尽可
能远，还需要注意跳跃及飞行
质量。

跳台滑雪起源于 19 世纪
的挪威。1860年，来自挪威德
腊门地区的两位农民，在克里
斯蒂安尼亚镇举行的首届滑
雪比赛大会上，表演了跳台飞
跃。同年，出生于挪威南部特
勒马克地区摩耶达尔村的桑
德拉·诺德海姆曾不拿雪杖跳
过 30 余米，这个纪录一直保
持了 30 余年，他因发明滑雪
板固定器而被誉为滑雪运动
的奠基人，也被称为“跳台滑
雪之父”。

1924年，在第一届冬季奥
运会上，跳台滑雪即成为了正
式比赛项目，1936年冬奥会增
设了女子项目。1988年，团体
大跳台项目首次列入加拿大
卡尔加里冬奥会比赛项目。
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上，
女子跳台滑雪成为正式比赛
项目。挪威、芬兰、奥地利等
国是跳台滑雪的强国。

■小贴士
在外籍教练的带领下，队员们从入

门开始学起，通过打基础、训练、海外比
赛，3年多的时间一路走来，取得了巨大
进步。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共设男子
个人标准台、个人大跳台、团体和女子
个人标准台以及混合团体五个项目，共
产生5枚金牌。目前中国选手中男运
动员宋祺武和女运动员彭清玥、董冰已
经获得奥运资格，能够参加男子、女子
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的比赛，参赛人数
和项目数已经创下历史纪录。

不仅是队伍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
程，训练和比赛设施同样如此。之前，
中国还没有一座跳台滑雪台，而现在则
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跳台以及训练

设施。科技含量极高的训练设施和训
练手段，帮助队员迅速提升成绩。在三
大国家级冰雪运动训练基地之一河北
涞源基地，拥有一个被滑雪界公认的
“训练神器”：世界上体量最大、训练功
能最完备的跳台滑雪风洞实验室。运
动员在这里可进行吊飞训练及助滑、
起跳、飞跃等阶段的模拟训练。在风
洞训练场，运动员一次训练时间可以
达到3分钟，实际跳台滑雪一次飞行的
时间不过4到6秒钟，一次风洞训练相
当于真实飞行的几十次时间积累，这
大大提升了训练效率。风洞设备距离
跳台只有500米。运动员在风洞练好
了新动作，可以马上去跳台进行转换。

说到跳台滑雪，还必须提到本次冬
奥会跳台滑雪的举办地：位于张家口赛
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它是中国首座
符合国际标准的冬奥会跳台滑雪场地，
也是世界上首个在顶部出发区设置大型
悬挑建筑物的跳台滑雪场馆，共设计两
条赛道，分别为落差136.2米的大跳台赛
道和落差114.7米的标准跳台赛道。

整个场馆主要由顶峰俱乐部、竞赛
区以及看台组成，由两根巨大支柱支撑的
“顶峰俱乐部”如同“柄首”，顺势而下的S

形赛道则仿佛是“柄身”，最终与位于底部
结束区和观众区的“柄尾”相连接，外观结
构与中国传统吉祥物“如意”的S形曲线完
美融合，因此，被形象地称为“雪如意”。

跳台滑雪场馆历来都是冬奥会的标
志性建筑，“雪如意”也是张家口赛区工
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
在冬奥会期间，这里共将举办10场比赛，
其中6场都是在晚间举行，届时在灯光的
装点下，美轮美奂的“雪如意”宛如梦境，
将会给选手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跳台滑雪经历
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高科技让中国跳台滑雪跨越式飞行

“雪如意”整装待迎五洲宾朋

运动员起滑台
起滑，经助滑道后以时速

110公里以上的高速度从跳台
“起飞”，不仅要尽可能“飞”得远，还
要保持优美的空中姿态。这就是于
运动员而言极具危险性，于观者而言
又极具观赏性的跳台滑雪，这是一
项不折不扣的“勇敢者”的运动。
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跳台滑雪是中国的一
项“后发项目”，借助北京冬
奥会的契机，国内不仅有了
国际一流的训练基地和比
赛场馆，而且通过跨界跨项
选材计划，在高科技训练
手段的加持下，中国跳台
滑雪的成绩也飞速提升。
到目前为止，中国选手已
经获得了 5个小项中的 4
个项目的参赛资格，并在
积极争取最后一个项目：
男子团体赛的参赛资格。

早在1924年的首届冬
奥会上，跳台滑雪就已然是
正式项目，不过我们国家的
这个项目发展起步较晚。
此前，中国选手只是在2006
年的都灵冬奥会和2018年
的平昌奥运会有过参赛纪
录。2006年，李洋在男子标
准台的比赛中名列第44名，
无缘决赛。2018年，女子选
手常馨月在平昌闯入了该
项目的决赛。

北京冬奥周期，中国
跳台滑雪也是经历了一个
“从无到有”的过程。2018
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国
家队集训队得以成立，队
员多是从田径、散打、拳
击、跆拳道等项目转项而
来，目前表现最为出色的
男选手宋祺武此前就是一
名田径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