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愿成为一座桥梁。”刚刚在此间获得世界
极限运动会X-Games冬季赛两枚金牌、一枚铜牌
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1月31日在电话
专访中告诉新华社记者。

17岁的谷爱凌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母亲是中
国人，父亲是美国人，能说流利的汉语和英语，
2019年正式代表中国队参加各项赛事。当时，这
一决定震动了美国体育界。

谷爱凌说，促使她做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
是，她在2019年得知中国将大力普及群众性冰雪
运动作为一项政策，决心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提升中国的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
的成绩，提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建
设体育强国。

谷爱凌说，她认为，自己的成功可以鼓励成千
上万的中国人参与滑雪运动。考虑到这一潜在的
巨大影响力，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她认为，
自己可以成为冰雪运动与中国女性之间的桥梁，
让更多中国女性投入到这项运动中，她也可以成
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桥梁，让两国冰雪运动爱好
者和普通人更好地理解对方，毕竟体育运动是全
世界共通的语言。

“我会中文和英文，每年夏天在北京度过，所
以我也了解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对我而言，这
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整体。”谷爱凌告诉记者，这
些想法源自她的外祖母。这位已经85岁的北京女
性教会了她很多东西。“她真了不起！”谷爱凌在专
访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外祖母，“她是无敌的，她超
级健康，现在每天坚持跑一英里！”谷爱凌说，外祖
母是她的榜样，她向自己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决
心。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她曾在美国高中向400
名学生发表了演讲，主题就是关于女性平等。

谷爱凌将自己在比赛中取得的胜利归结于外
祖母一直以来教导她的话——“竭尽全力，做到最
好。”她告诉记者，在本次参赛期间，她每天都会通
过线上方式和外祖母联系，感觉外祖母就在身边
一样。

正是听从了外祖母的建议，身为学霸的谷爱
凌决定提前从高中毕业，全力备战北京冬奥会，计
划在2022年秋天再去斯坦福大学就读。或许也是
受到外祖母的影响，在聊到本次比赛后全球媒体
对她的赞誉，谷爱凌说：“我要非常低调……我对
收到的所有爱深表谢意。”

X-Games是全球极限运动中水平最高、影响
力最大的盛会，受邀运动员均为相应项目的世界
顶尖选手，竞争异常激烈。特别是每年一度在美
国科罗拉多州阿斯本举行的冬季极限运动会，竞
技水平、观众人数和商业价值均很高。1月29日、
30日，谷爱凌在她参加的全部3个单项比赛中取

得两金一铜，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首位第一次参
赛就取得如此佳绩的选手。她于1月29日获得的
X-Games超级U型场地项目冠军，也是中国运动
员首次在这一世界顶级赛事中夺冠。

谈到比赛，谷爱凌认为，训练方案是关键。即
使在赛事期间，她每天也要进行 8.5 个小时的训
练，这使她的技巧更加纯熟，并给了她充分的信
心。这一策略成果丰硕，她说：“我经历了两种
类型的紧张感，一种来自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参
加 X-Games 运动会；另一种来自如何更好地展
现我的能力，而忙碌的练习帮我减轻了一半儿
的紧张感。”

美国体育媒体认为，
谷爱凌的目光早已投向
2022年在她母亲的家乡北
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她
告诉记者，当初决定代表
中国参赛并不容易，要赢
得冠军更不容易，但她希
望成为冰雪运动的使者或
者榜样，她会“竭尽全力，
做到最好。”

本报综合

2 月 4 日，是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倒计时 1 周年。记者从国家
冬季运动服装装备研发中心了解
到，目前冬奥会各项目运动员比
赛 服 正 在 研 发 过 程 中 ，“ 快 、
护、暖、美”将是冬奥备战服装
设计主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竞速类
项目比赛服主打“快”，花样滑冰
等竞技类比赛服要能展示中国

“美”，还要兼顾冬季项目比赛服
特有的“护”与“暖”的需求。
目前研发团队正在进行冬奥会比
赛服材料的挑选和服装结构的设
计工作。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国家冬
季运动服装装备研发中心主任刘
莉：服装剪裁的方式、服装结构
的研发都是适合中国运动员体型
特点的，包含着新型保暖材料的
研发，还有减阻型面料的研发，
全部具有咱们国家的自主知识产
权。这件最新设计的高山滑雪速

降项目比赛服，在每秒32米风速
时的综合减阻已经优于国际先进
水平。未来在冬奥会赛场上的比
赛服还将进一步提升减阻效果。

暖，是冬季项目的普遍需
求。这款名为“堡垒”的黑色长
衣，其综合保暖系统集防风、防
水、透气、耐磨多功能高效保暖
于一体。据介绍，实现“暖”主
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提升纤维
保暖率，二是使用主动加热技
术，把电能量转化成热量，在零
下 30 摄氏度环境下可持续作业
180分钟以上，全方位保护人体。

原创设计打造花滑选手美丽
“战衣”。作为花样滑冰等竞技类
项目，服装已成为选手节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兼具功能性的同
时，如何表现花样滑冰运动员的

“美”，是服装设计团队最花心思
的地方。据介绍，2022 年北京冬
奥会花样滑冰比赛服，每一件都
将根据不同的音乐主题、舞蹈设

计，融合服装高级定制元素，按
照运动员身体尺寸、性格特点以
及自身习惯定制。

冬奥会花滑运动员比赛服的
设计，还将运用印染织绣等传统
工艺，通过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
深厚的文化内涵。量体裁衣，需
要精确测量队员的人体数据。科
研团队不仅为国家队全体队员进
行三维扫描，搭建人体工学数据
库，还通过使用“数字图像采集
技术”记录运动中皮肤变化的数
据，为冬奥会比赛服的设计提供
数据支撑。

最终比赛服有望在今年下半
年完成。国家冬季运动服装装备
研发中心科研团队介绍，现阶段
展示的最新研发成果还不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赛场上的最终比赛
服。随着冬奥会的临近，项目组
争取在2021年下半年，以最新成
果装备冬奥国家 （集训） 队各支
队伍，助力备战2022冬奥会。

Yingkou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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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冬奥军团
为参赛精彩而冲刺

谷爱凌：我愿成为一座桥梁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封闭训练成为各支
冰雪运动队伍冬奥备战的主旋律。中国花滑
队总教练赵宏博介绍，中国花滑队自去年3月
世锦赛取消后就一直在封闭训练，虽然疫情对
队伍本来的训练、参赛和编排计划有一定的影
响，但整体上还是保证了系统的训练和有序的
冬奥备战。

“我们的整体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到位，运
动员封闭训练虽然寂寞点儿，但我们要求绝不
能松劲儿。冬奥会是重中之重，世锦赛是冬奥
会的资格赛，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备战。”赵
宏博说。

“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一定会用最大的激
情和斗志去备战，每天都去弥补自己的不足，
希望在家门口拿金牌。”短道速滑选手任子威
说。作为中国短道速滑新一代领军人物，任子
威曾多次在世锦赛中夺得奖牌。在 2020—
2021赛季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中，他获得了男
子 500 米冠军。任子威说，疫情暴发后，国家
队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闭集训，自己也在不断调
节心态和竞技状态。最近的比赛是在今年 4
月，届时短道速滑国家队会进行重组，把最终
的冲刺人员名单定下来。

目前，冰雪项目国家队分别在北京首钢、
延庆，河北承德、张家口、涞源以及新疆、甘肃、
内蒙古、吉林等地集训，按照“每天都是奥运
会”的要求，进行实战模拟演练。

高水平的背后，少不了科技硬实力的支
撑。从运动员参赛服装、器材到研究天气、环
境温度、湿度等，科技已经渗透到冬奥备战的

方方面面。
2020 年 12 月初，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雪

训练科研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其中两个体育风
洞的建成，对运动员训练是极大的助力。据介
绍，风洞不仅能够使有效训练时间延长，而且
还可以不受天气状况、季节影响。以往没有专
业风洞时，不仅运动员要依靠国外基地训练，
就是比赛训练用服装面料的选材、测试效果，
都需要到国外进行实验，十分不便。

中国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领队张蓓对风
洞训练的成果印象深刻。“通过风洞训练等科
技助力和科学训练，我们希望越野滑雪超长距
离、女子团体接力等项目能在一年多以后的北
京冬奥会上有所突破，力争好成绩。”张蓓说。

在江苏溧水，一座国家冰雪极限运动训练
基地也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将是符合奥运规
格的室内滑雪U型场地，助力四方共建的单板
滑雪国家集训队训练。

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提出“五
精”：打造精锐之师、锻造精勇之士、明确精准
目标、抓实精细训练、强化精致保障。

虽然受疫情影响，中国军团的备战节奏受
到很大干扰，但各支队伍都在围绕“五精”全力
以赴。无论辽宁、黑龙江等传统冰雪大省，还
是江苏、上海等南方地区，都在积极参与冬奥
队伍训练、场地、保障等各方面工作。

对于冬奥，运动员们满怀期待。花滑名将
隋文静说：“希望我们可以在冬奥会上发挥出
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理想的成绩，我觉得那
是给这场盛会最好的祝福。”

冬奥“战衣”
“快护暖美”四大元素是关键

2021 年伊始，中国冬奥军团迎来“开门
红”。17岁的中国选手谷爱凌在世界极限运动
会X-Games冬季赛中，分别夺得自由式滑雪超
级U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比赛的金牌，还在
大跳台比赛中摘铜。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该
项赛事中夺冠。

男子雪上项目同样也有好消息，中国单
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运动员苏
翊鸣在训练驻地长白山万达滑雪场完成个人
也是中国单板史上首个反脚外转 5 周 1800 度
动作。这个难度使苏翊鸣达到世界顶级选手
水平。

备战之路进入冲刺阶段，对于只争朝夕的
中国冬奥军团来说，这样的好消息，不嫌多。

经过2018扩面、2019固点、2020精兵连续
3年的努力工作，中国队相继实现了北京冬奥
会109个小项全项目开展、全项目建队、全项目
训练的目标。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各队伍进

行了体能达标测试考核，开展了中国冰雪体能
大比武，各队伍体能得到了提升。

受疫情影响，全球体育赛事2020年一度陷
入停滞。在国际比赛机会不足的情况下，各支
冰雪运动国家队组织了各类对抗赛、模拟赛、
挑战赛。

去年10月初举行的“国庆冰雪乐——中国
冰雪国家集训队队内系列对抗赛”，把夏季旱
雪训练、水池训练、气垫训练、跳草训练转化为
专业比赛，为运动队提供了更多实战锻炼机
会。去年11月6日—8日举办的国际滑联世界
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杯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
恢复、训练成效初显；前不久结束的全国短道
速滑锦标赛、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上，老将新
人各有出彩，18岁小将朱祎玎更是打破了男子
1500米全国纪录。单板滑雪方面，U型场地项
目名将刘佳宇和蔡雪桐的备战均稳步进行，北
京冬奥会上有望再度向奖牌发起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