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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世界盃A級賽首站將於20日在澳洲墨爾本拉開帷
幕。根據東京奧運會參賽資格產生辦法，2018年11月至
2020年3月間，在單項世盃A級賽上獲得任意單項總積分排
名第一的選手，可以獲得奧運參賽資格，不佔用各國或地
區團體參賽名額。由於距離奧運積分賽截止時間很近，故
此次世盃被視為東奧前最後的搶票戰。

世盃力爭東奧
入場券

根據國際體操聯合會今年的賽
程安排，3月之前將進行墨爾本、巴
庫和多哈3站世盃A級賽，在這3站
賽事後，各單項積分排名第一的選
手將直通東奧。由於武漢出現新冠
肺炎疫情，澳洲目前尚未明確是否
允許中國選手參加墨爾本站的比賽
，如果被拒則中國選手必將全力拚
搏後兩站的比賽，力爭早日得到東
奧門票。

東奧體操項目參賽資格的方式
與過去幾屆奧運相比發生很大變化
。在東奧上，獲得團體參賽資格的
國家或地區（男女隊皆同）最多只
有6個參賽資格，這6張門票主要按
以下3種方式發放：

第一，2018年世界錦標賽團體
前三和2019年世錦賽團體前十二（
包括2018年世錦賽團體前三）的國
家或地區可直接獲得奧運團體資格
，每個團體將由4人組成；第二，對
於未獲得團體奧運資格的國家或地
區，在2018年和2019年世錦賽資格
賽上獲得個人全能女子前二十／男
子前十二的個人將獲得奧運參賽資
格，在單項決賽上獲得前三的選手

可以獲得個人參賽資格；第
三，對於已經獲得團

體參賽資格的隊伍來說，還可以有
男女各兩人通過世盃A級賽個人單
項總積分排名第一或全能積分前三
的途徑而獲得個人奧運資格。由於
中國男女隊已經通過近兩年世錦賽
獲得了團體參賽資格，因此中國隊
目前爭奪的是男女各兩張個人參賽
門票。

翁浩尤浩黎祺最後衝刺
東奧體操參賽資格的選拔過程

比之前更加複雜，分為團體和個人
參賽資格，這就要求各支體操強隊
根據自身情況多路出擊力爭更多奧
運門票。從近兩年世錦賽來看，中
國隊在團體和全能上表現尚可，但
在單項比賽中20個單項僅收穫3枚
金牌，成績並不理想。當然成績不
佳與中國隊的參賽策略有關，由於
國際體操聯合會規定不允許通過世
盃A級賽獲得奧運名額的個人參加

世錦賽，因此諸如劉洋、范憶琳
、翁浩、尤浩等一批單項高手缺
席了這兩屆世錦賽，這也是中國
隊在世錦賽單項比賽中成績不佳
的客觀原因。

通過世盃A級賽競爭奧運門
票的運動員，將在其參加的世盃各
站中選擇3站最好成績，各單項累計
成績積分最高的選手將獲得奧運門
票。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隊的 「
吊環王」 劉洋和平衡木世界冠軍范
憶琳在積分上有較大優勢，已基本
鎖定奧運門票。除了這兩位選手外
，男子鞍馬選手翁浩、男子雙
槓選手尤浩、女子平衡
木選手黎祺等，也有
機會通過世界盃
獲得東京奧
運入場券。

劉洋誓奪金劉洋誓奪金
彌補遺憾彌補遺憾

▲

范
憶
琳
為
了
出
戰
東
京
奧
運
，
全
力
控
制
體
重

體育 責任編輯：薛少科
美術編輯：劉子康A22 2020年2月14日 星期五中 國 體 操 隊 東 奧 系 列 ③（完）

范憶琳提高難度最後一搏
在現役中國體操女隊隊員中，范憶琳是唯

一參加過上屆奧運會的主力選手。4年前的里
約奧運對於范憶琳來說，是一場充滿遺憾和委
屈的旅程，身為世界錦標賽高低槓冠軍卻由於
各種原因未能進入決賽。里約奧運後，她期盼
在東京奧運上能夠站在高低槓決賽場上，證明
自己的實力。

每天與身體發育關較量
里約奧運前，身為世錦賽冠軍的范憶琳被

看作是奧運女子高低槓的奪冠熱門。然而，出
人意料的是，在奧運資格賽上，范憶琳總排名
位列第9，無緣決賽。事實上，范憶琳雖然由
於緊張在資格賽中少了兩個連接動作，在難度
分上有一定損失，但整體發揮比較正常，沒有
明顯失誤。由於奧運資格賽參賽人數較多，選
手被分成不同組別，在不同時段出賽。從女子
高低槓資格賽的比賽成績可以發現，晚場出場
的選手成績明顯高於早場出場的選手，這也是
導致范憶琳無緣決賽的主要原因。有意思的是
，在女團決賽中，范憶琳的表現和資格賽相比
並沒有太大改變，但得分卻遠遠高於資格賽，
這充分體現了裁判打分前後不一致的問題。

東奧周期裏，范憶琳每天都在與自己的身

體發育關較量。女子體操運動員
在身體發育期，體重迅速增長，
身體機能明顯下降，動作翻騰難
度加大。為了避免體重增長，教
練團隊為范憶琳專門制定了食譜
，每天監督她的飲食，控制她的
體重。除了控制體重外，范憶琳還需每天
與傷病抗爭。2018年年初的一次檢驗中，范憶
琳經歷了韌帶斷裂的重大傷病，經過了手術，
她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傷病康復期，每堂訓練課
都需要把纏在膝蓋上的膠布撕下來，撕下來的
膠布差不多可以團成一個手球大小。去年范憶
琳傷愈復出，並在德國科特布斯站世界盃賽上
奪得金牌，奧運之路才重獲光明。

今年冬訓期間，范憶琳剪了一頭幹練的短
髮，發誓要為東奧最後一搏。在喬良接管女隊
後，范憶琳的訓練重點有所改變，比賽前更多
地以成套動作為主，即使狀態欠佳時，每天也
堅持完成一定數量的成套，這樣的成套數量讓
范憶琳比賽中的心理更加踏實、更加自信。同
時在今年冬訓中，范憶琳將自己高低槓的難度
從6.4提高到6.5，難度系數直追比利時高低槓
名將德維爾，為兩人在東奧高低槓決賽中的巔
峰對決作充足準備。

◀劉洋具有
出色的身體
質素和體操
天賦

▲范憶琳在平衡木比賽中

▲尤浩的雙槓實
力強勁

▶范憶琳曾征戰4年
前的里約奧運

▶翁浩有機
會趕上東奧
「尾班車」

◀劉洋20歲
便獲世錦賽
吊環冠軍

劉洋是繼陳一冰後，中國的另
一位 「吊環王」 ，出色的身體質素
和體操天賦，讓他在20歲便獲得了
世界錦標賽吊環冠軍。正當劉洋滿
懷信心地要在里約奧運會上大展宏圖
時，吊環決賽中的一次意外失誤，讓
他4年的努力付之東流。里約奧運的
失利曾讓他一度心灰意冷，但經過一
段時間的調整，他將目標鎖定在東京奧
運上，誓用東奧金牌彌補4年前的遺憾。

里約奧運失誤「梗頸四」
里約奧運賽前，劉洋是男子吊環金牌的

熱門人選。資格賽中，劉洋以高質量的動作
排名第一，很多人以為他能幫助中國體操隊打

破里約奧運 「零金」 的尷尬。然而，或許是由於
首次參加奧運的經驗不足，或許是因為全隊無金給

他帶來額外的壓力，決賽第5位上場的劉洋在做倒立
動作時，角度明顯不足，下法落地向後退了兩步，最
終僅以15.6分名列第4，與獎牌擦肩而過。

里約奧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劉洋逐漸走
出了奧運失利的陰霾，在全運會上順利奪冠。從2018
年開始，劉洋被國家隊教練組列為通過世界盃A級賽
獲取奧運單項比賽資格的選手，不參加世錦賽。2018
年和2019年兩個賽季的世盃分站賽中，劉洋在其參加
的3站比賽中全部獲得冠軍。越發成熟的劉洋，動作難
度大、質量高，特別是在高難度的壓上成倒十字動作
時間上堪稱世界第一，其他的靜力動作如正十字、水
平十字、水平支撐等動作也較為穩定。雖然劉洋並沒
有參加近兩年的世錦賽，但在世盃A級賽上的突出表
現，還是擊碎了很多人對他心理質素的質疑，讓人看
到了他在東奧上獲得金牌的希望。

面對即將到來的奧運，劉洋必須吸取上屆奧運失
利的教訓，在賽前必須對可能出現的困難做充分準備
。劉洋在動作難度上並沒有明顯優勢，他必須進一步
提高自己動作的穩定性和質量，在奧運決賽中克服緊
張情緒，高質量地完成各個動作，做到萬無一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