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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滑冰男
子500米賽冠軍
高亭宇獲頒金
牌。 新華社

▲高亭宇奪取金牌後，揮

動國旗繞場慶祝。 路透社

男子500米比賽共有30名選手參
加，分為15組。按照規則，

每組兩人同時滑行，最終按照所有
選手的用時進行排名。
中國隊派出高亭宇和楊濤參賽，

其中，高亭宇是目前中國速度滑冰
短距離項目的王牌選手，在2018年
平昌冬奧會上，他獲得男子500米
項目銅牌，成為中國首位獲得冬奧
會速度滑冰獎牌的男運動員。

賽前拉傷 承認主場壓力大
本賽季他奪得世界盃波蘭站500

米冠軍，這是他職業生涯首個世界
盃分站賽冠軍。
第7組出場的高亭宇，起跑階段

就表現強勢，在全場觀眾的助威聲
中，他以34.32秒的成績衝線，暫時
排名第一，這一成績也打破了冬奧
會紀錄。
此時，還有8組選手沒有登場。

但在這些選手中，沒有人的成績超
越高亭宇，最終，高亭宇奪得這枚
寶貴的金牌。楊濤最終排名第21
位。這是中國隊歷史上獲得的第二
枚冬奧會速度滑冰金牌，2014年索
契冬奧會，張虹在速度滑冰女子
1,000米項目上摘得中國速度滑冰冬
奧首金。

賽後接受採訪時，高亭
宇透露，就在前一天的
訓練中，他的腿拉傷
了，而比賽的前一晚，
他其實非常緊張。「我
之前那晚沒怎麼睡，在主
場作戰壓力太大了。」高亭
宇說。

想對奶奶說：我會早點回家
儘管賽前很緊張，但在比賽中，

高亭宇還是衝勁兒十足，用他自己
的話說，有傷病影響也沒辦法，不
可能不上場，在家門口比賽，「幹
就完了」。
此前，已經擁有冬奧會銅牌的高

亭宇曾經說過，要把獎牌換一個顏
色，他說自己現在「說到做到」
了。談及未來的打算，高亭宇說：
「保護好身體，因為現在傷太嚴重
了。速度滑冰這項目只要你有一點
傷、一點失誤，你就無緣前3，甚至
前10你都到不了。」
在此前的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

高亭宇和趙丹一起作為中國代表團
的旗手登場。他的奶奶看到他當旗
手出場的時候流淚了，被問到想對
奶奶說什麼，高亭宇說：「我會早
點回去的。」 ◆中新社

在12日舉行的北京冬奧會速度滑冰男子500米比賽中，中國選手

高亭宇以34.32秒的成績打破奧運紀錄獲得冠軍，這是中國選手首

次獲得速度滑冰男子項目冬奧金牌，也是中國軍團在今屆冬

奧會的第4金。

高亭宇高亭宇強勢稱王強勢稱王中國軍團中國軍團第第44金金破速滑男子500米冬奧會紀錄
◆◆高亭宇高亭宇（（右右））以以破奧運會紀破奧運會紀

錄的佳績奪得冠軍
錄的佳績奪得冠軍。。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冬奧會上，自由式滑雪項目中運動員的穩穩
着陸總是能讓觀眾懸着的心也穩穩放下，因
為着陸成敗直接反映出整套動作的成敗。這
穩穩一站，來自運動員千百次的刻苦訓練，
而如何用科技力量幫助他們不負艱辛付出，
正是「變剛度複合結構着陸坡」研發設計團
隊帶頭人、東北大學力學系主任李東教授近
一年來努力的方向。由他帶隊的科研攻關小
組研發的這套裝置乃世界首座旱雪着陸坡，
被中國冬奧健兒喻為「旱雪魔毯」，已於
2021年7月在河北淶源國家跳台滑雪訓練科
研基地投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跳台滑
雪等國家隊的夏季訓練和熱身賽就是在這裏
完成的。
「你可以把雪做到看上去很像真雪，但想

要模擬雪的感覺，卻很難。」李東直言這項
課題的最大難點，在於要把「雪的感覺」做
到極致。李東帶頭的這項《多模式、高速衝
擊過程旱雪着陸緩衝區域力學性能與結構優
化研究》課題，是科技部重點研發計劃「科
技冬奧」重點專項「雪上優勢、潛優勢項目
夏冬轉訓融合關鍵技術」中的一部分，目的
是研製出一種新型高仿雪複合結構着陸緩衝
區域，使運動員在落地過程中盡可能感受到
與落在雪場坡面上的感覺相一致。
這項課題也正是要解決運動員非雪季訓練

的痛點問題——「中國雪季短，過去冬奧健

兒的非雪季訓練着陸都是跳到水池裏，而自
由式滑雪的落地打分又非常關鍵，我們就是
要盡一切可能讓他們在訓練時感受到真實的
落地反饋。」李東對於這種「雪的力量」的
思考，早在項目審批通過前的2020年雪季
就已經開始了。

上千次實驗收集力學數據
李東介紹，着陸坡由第一層滑雪毯、第二
層輥軸平面和第三層氣墊組成。滑雪毯下面
的輥軸平面的原理類似算盤，是為了增加雪
上滑行的感覺。第三層的氣墊是為了提高落
地瞬間的仿真度。
李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套裝置最核
心要解決的，就是讓運動員有落到訓練場雪
地上的真實感，其中關鍵就是這套着陸系統
反饋給運動員的摩擦力、衝擊力、反彈力等
各種力量可以高仿真度地模擬「雪的感
覺」。研發的前提是要掌握真實感覺的反饋
數據，於是2020年底，李東帶着力學系的
兩位年輕老師、十餘位博士生和研究生就開
始了圍繞「雪」的力學性能做實驗。
雪季時，李東和項目組在雪場內支起爐子
進行「就地實驗」；非雪季時，項目組就將
訓練場上的人造雪拉回到大學實驗室進行
「壓縮試驗」，「因為大賽時都是使用人造
雪，所以我們在實驗時更傾向於多掌握人造
雪的相關數據。」其中，在中國國家隊訓練

場地進行的室外「重錘實驗」中，為了獲得
運動員從高空落下後的雪面受力數據，需要
由仿真假人進行1比1的彈射實驗。「運動
員一般都是在7至10米的高空落地，我們就
需要假人穿上裝有傳感器的雪板，由高壓氣
倉從30米遠的地方，向37度斜面的雪坡上
彈射，收集各種數據。」
為了掌握「雪的力量」，李東和團隊
經歷了上千次的不同實驗，並不斷對旱
雪着陸坡系統進行新的優化。

◆被中國冬奧健兒稱為「旱雪魔毯」的變剛
度複合結構着陸坡。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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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千）12日，
中國選手高亭宇在北京冬奧會速度滑冰
男子500米決賽中，以34秒32奪冠，並
打破奧運會紀錄。2019年，作為平昌冬
奧會速滑銅牌獲得者，高亭宇表示：
「我最喜歡周杰倫的歌，《蝸牛》歌詞
寫得好：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
點乘着葉片往前飛，小小的天流過的淚
和汗，總有一天我有屬於我的天。」
來自黑龍江省伊春市的高亭宇七八歲

時開始滑冰，並接受專業訓練。在教練
和隊友眼中，高亭宇的肌肉爆發力比較
好，他也特別努力，可就是滑不過別
人，訓練總是最後一名，「我對自己質
疑過，對是否堅持體育事業彷徨過。」
高亭宇說，是教練鼓勵他，讓他做好每
一秒每一天。
於是，高亭宇每天重複靜蹲、單腳支

撐、側蹬後引、滑行、重心移動等動
作，每個動作每天要做十幾組甚至幾十

組。終於，在烏魯木齊舉行的第十三屆
全國冬季運動會速度滑冰青年男子500
米決賽中，一戰成名摘得金牌。
「就像10,000小時定律說的一樣，對
一樣技術堅持不懈地實踐10,000個小
時，足夠讓任何普通人成為大師。天賦
和努力相比，我更相信踏踏實實的努
力。我們不可以盲目尊大，但也不可以
妄自菲薄。」高亭宇說。
「高亭宇這次能奪冠我真是太激動太
高興了，這四年他經歷了很多，成長了
很多，一步一步看着他的成長，他能取
得今天的成績絕非偶然。我希望他在下
一屆能繼續衛冕。」高亭宇黑龍江省隊
隊友劉一鳴激動得淚光盈盈地說。
黑龍江省冰上訓練中心副主任陳阿娟
也激動地說：「同時，高亭宇一直是一
個很有目標的運動員，平時非常刻苦，
也一直朝着這個目標努力，現在終於圓
夢了，很為他開心！」

◆黑龍江省隊
領導和小師
弟、師妹們為
高亭宇搖旗吶
喊。
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 攝

中國創旱雪魔毯 助非雪季着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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