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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00年後再跌出金牌榜前二

中國傳統優勢項目優勢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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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跳水、舉重、羽毛球、體操
及射擊被看作是中國軍團的六大優勢項
目。在本屆奧運上這六大項為中國隊貢獻
了19枚金牌，佔金牌總數的七成以上，依
舊將是中國代表團在東京奧運上的拳頭項
目。然而，這六大傳統優勢項目在本次里
約奧運的表現各異，乒球、跳水保持了之
前的壓倒性優勢；舉重雖然獲得五枚金
牌，但依舊有提升的空間；羽球、體操和
射擊項目成績滑坡則更值得深思。與倫敦
奧運六大項收穫26金相比，里約奧運上傳
統優勢項目優勢明顯 「縮水」。

有中國 「夢之隊」之稱的中國乒球隊
和跳水隊依舊是中國軍團發揮最穩定的團
隊。國乒再次毫無懸念地包攬全部四枚金
牌，從過程到結果國乒並沒有受到對手太
強烈的挑戰，除了男團決賽許昕負於日本
的水谷隼外，其餘外戰國乒全部取勝，女
子比賽甚至總共只輸掉三局。國乒強勢表
現的背後，是世界乒乓運動長期的 「冷
寂」，高處不勝寒的國乒正渴望真正對手
的到來。與老邁的新加坡、德國等相比，
亞洲新銳日本和韓國或許將是未來東京奧
運周期最有可能接近國乒的對手。

舉重多項存獨苗現象
中國跳水隊取得了比倫敦奧運六金更

好的成績，七枚金牌完全樹立了中國跳水
隊對於世界跳水界的統治，施廷懋、陳艾
森、任茜等一批小將的成長，讓跳水隊如
水波無痕般地完成了 「新老交替」，中國
跳水隊依舊具備獨步天下的能力，或許只
有規則的改變能夠削弱其巨大的優勢。

派出10名選手出戰10個項目的中國舉

重隊，在里約收穫5金2銀的
成績，這樣的成績與倫敦持
平，表面看起來可以讓人接受，但
必須指出的是，這樣的成績是在俄羅斯
舉重隊和朝鮮、哈薩克等多名優秀運動員
遭到禁賽的情況下取得的，在女子53公斤
級、男子62公斤級兩個優勢項目上，中國
舉重隊出現了罕見的 「失誤」，這兩枚到
手金牌的丟失直接影響了中國代表團在里
約奧運的金牌座次。賽前降體重工作的疏
忽和賽中對於成績表的 「漏看」，充分暴
露出中國舉重隊目前存在的問題：盲目自
信讓舉重隊一再忽視某些重要的細節，招
致慘重損失。此外，除了男子69公斤級之
外，中國隊在其他項目上人才儲備並不充
足，多數項目存在 「獨苗現象」，這也為
中國大力士四年後的東京之行敲響了警
鐘。

如果沒有張楠／傅海峰和諶龍在羽球
最後兩個比賽日為國羽奪回兩枚金牌，國
羽里約之行很可能顆粒無收。我們欣喜地
看到張楠、諶龍等年輕選手迅速接班，老
將傅海峰依然老而彌堅，但也必須清醒地
意識到國羽的優勢越來越小。四年後的東
京奧運，傅海峰肯定不會參加，張楠、諶
龍也已經過了而立之年，誰來扛起國羽大
旗是人們關心的問題。女單、女雙這兩個
昔日強項連領獎台都未能登上，更說明國
羽在里約奧運周期的大滑坡。技術打法的
落後、人才培養的滯後、師徒失和都是國
羽亟需解決的問題。

體操自身發展須正視
中國體操隊里約之行顆粒無收，創造

歷屆奧運最差成績。缺乏領軍人物、未能
吃透規則、年輕選手發揮失常等都是體操
隊失利的主因。若無視自身發展的問題而
將裁判打分不公無限放大或許會醞釀更
大的慘敗。

兵強馬壯的中國射擊隊也僅僅由張
夢雪射落一枚金牌，不少名將在資格
賽排名榜首卻在決賽中敗走麥城，更
顯示了射擊新規則的偶然性和殘酷
性。如何盡快適應新規則？如何更科
學地選拔心理素質優越的運動員？如何
改變訓練模式、減輕運動員的心理包
袱？這些都是射擊隊東京奧運周期最需
要面對的新課題。

熊熊燃燒了17天的里約奧運會聖火熄滅，也標誌着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進入了 「東京時間」 。回望過去的17
個日日夜夜，中國代表團的表現自然成為國人最為關
注的焦點。26金18銀26銅的成績並不完美，甚至創
造了新世紀以來中國代表團夏季奧運最差成績，金
牌榜繼2000年後再次跌出前兩名。雖然總體成績並
不理想，但必須肯定的是所有運動員都已竭盡全
力，在世界競技體育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總數70
枚獎牌的成績客觀反映了今天中國體育的實力。總
結里約奧運中國軍團的整體表現，遙想四年後的東
京奧運，中國體育在永不停止的反思中繼續向前。

雖然中國軍團在里約
奧運整體表現低迷，但並
非毫無亮點。除了六大優
勢項目，中國健兒在田

徑、游泳、跆拳道、單車及排球項目上收
穫七金，鞏固了金牌榜前三的位置。

田徑隊歷來最好收成
本屆2金2銀2銅的成績是中國田徑隊

歷屆奧運最好收成，總獎牌數排在獎牌榜
第四名。中國田徑不僅將原來競走方面的
優勢直接化作2金1銀1銅，而且在男子三
級跳遠、男子撐杆跳和男子4×100米接力
三個項目取得歷史性的突破。中國田徑
隊在里約奧運周期找到了合適的發展模
式，通過 「請進來、走出去」的訓練
方式，迅速在短跑、跳躍項目上縮小
了與世界高手之間的差距，並在某些

項目上儲備了一批高水平人才可以優
中選優。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某些女
子投擲項目、男子跳高等項目上發揮並不
理想，備受關注的男子接力隊決賽不敵日
本，也時刻提醒中國田徑人在東京奧運周
期戒驕戒躁，爭取取得更好的成績。

中國游泳隊在里約奧運取得了1金2銀
3銅的成績，比倫敦奧運五金壯舉有明顯
下降。孫楊克服自身傷病、對手挑釁等多
重困難展現王者之氣，但寧澤濤、葉詩文
等明星選手狀態並不理想，這大大減少了

中國隊的獎牌數。雖然獎牌數有所減少，
但徐嘉余、史婧琳、汪順、李朱濠、傅園
慧等一批年輕選手成長迅速，未來將是中
國東京奧運的主力軍。傅園慧賽後面對媒
體採訪輕鬆 「放肆」的表現和 「洪荒之
力」的新興語言，展現了中國運動員新時
期新的精神風貌，小將陳欣怡興奮劑呈陽
性的事實則成為整個中國代表團的醜聞。
嚴格管理運動員和教練員的行為，樹立正
確的金牌觀是里約奧運給中國泳軍的啟
示。

單車跆拳道取得突破
中國軍團里約奧運的突破並不多，單

車場地女子團體爭先賽和男子跆拳道項目
取得歷史性突破，這些突破背後有中國體
育人對於競賽規則的準確把控和外籍教練
的幫助。任何項目的突破都不容易，中國
單車從上屆金牌 「得而復失」到本屆奧運
靠絕對實力奪冠；男子跆拳道選手趙帥從
陪練到奧運冠軍，一路的辛酸或許只有運
動員和他的教練團隊可以體會。當然，在
突破背後我們更應思考如何能夠將這些
「突破」延續下來成為中國體育的優勢項

目，在產生金牌較多的賽艇、皮划艇項目
上，中國隊僅僅收穫兩枚銅牌，是自身能
力不足還是沒有找準運動規律，其中的複
雜原因或許需要作一個更加全面的分析才
可以得到答案。

里約奧運會，中國
女足時隔八年再次進入
八強，女排奪冠更是給
三大球爭了光，但男女

籃低迷表現值得深思。
毫無疑問，中國女排奧運奪冠是中

國代表團的最大亮點。這支由神奇教練
郎平掛帥的中國女排在分組賽成績不佳
的情況下，用獨有的女排精神在逆境中
絕地反擊，最終摘得桂冠的一刻讓全中
國沸騰，再次掀起了愛國熱潮。這個團
結向上、永不言棄的集體背後，是郎平
出色的執教能力和她對世界排壇未來發
展趨勢的把握。除了女排精神外，複合
型團隊的建立和大國家隊的執教理念，
都是郎平留給中國女排和中國三大球的

寶貴財富。

國籃缺乏拚搏精神
中國男籃里約奧運5戰5敗，場均輸

球20分以上，排名12支球隊倒數第一，
最後一場負於塞爾維亞的比賽已經是國
籃奧運的12連敗。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國
籃屢戰屢敗？主帥宮魯鳴曾表示自己無
法控制一支百萬富翁雲集的球隊，這樣
的說法或許能夠揭示國籃潰敗的根本原
因。男籃、男足職業聯賽如火如荼，球
員身價倍增，但自身拚搏精神不足、缺
乏為國而戰的鬥志值得反思。職業化並
未帶來國籃水平的提高，反倒削弱了球
員的拚搏精神，同時基本功的漏洞和不
思進取的態度為國籃里約奧運畫上了一

個尷尬的句號。
與單項比賽不同，集體球

類項目的崛起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積累
過程，決定金字塔塔尖的並非一支國家
隊而是龐大的參與人數。對於中國三大
球來說，其實早在倫敦奧運後就開始了
崛起的過程，只是這樣的崛起很難在短
時間內收到效果，對於項目運動規律的
尊重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收穫成效。擴
大三大球在中國的影響力，提高校園三
大球的普及率，處理好職業聯賽和國家
隊備戰的關係，建設更多可供群眾利用
的廉價體育場（館），或許是中國三大
球在未來時間內更需要解決的問題。

長遠
計劃

整體低迷仍有驚喜

三大球崛起需有耐心

值得
欣慰

▲

賽前被寄予厚望的
女雙組合于洋（右）
／唐淵渟，最終連銅
牌戰也落敗

▲

龍清泉奪金兼打破
男子舉重56公斤級總
成績世界紀錄

▲

宮金傑（右）與鍾天使助中國在奧
運單車項目取得金牌 「零的突破」

▲國籃主力易建聯（右二）在奧運分組賽有稱職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