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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谭畅、梁金雄、马
思嘉）全队成功率只有68%，八局比赛后认输。14日
上午，中国女子冰壶队 2:10负于平昌冬奥会季军日
本队，无缘北京冬奥会三连胜。

中国队一垒张丽君、二垒董子齐、四垒王芮，三
垒为队长韩雨。此前，这一阵容连克平昌冬奥会前
两名瑞典队、韩国队。

比赛首局战成 0:0，日本队保住后手权。第二
局，中国队偷得 1 分。此后，日本队开展犀利进攻，
逐步占据场上优势。中国队失误频频，在后手局也
早早被对方多颗得分壶牵制，王芮多次挑战高难度
最后一投。最终，中国队在第八局后翻盘无望，提前
认输。

全场比赛，日本队成功率 87%，远高于中国队
的 68%。

中国队教练林霍尔姆赛后表示，13日比赛后进
行了一次磨壶，中国队员在及时调整适应冰壶弧线、
冰面变化方面有欠缺，导致大比分告负。而日本队
大赛经验丰富，在调整适应方面做得更好。

王芮在前两场屡有精彩发挥，但本场成功率只
有55%。她表示，接下来将好好总结冰面变化，做好
自己，力拼每一个对手。 中国队目前两胜四负，还
剩三场比赛，在十支参赛队中暂列第八。

2月14日，中国选手徐梦桃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吴壮摄

徐梦桃夺金圆梦
中国代表团追平金牌历史最佳战绩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王恒志 张泽伟）31岁的
冬奥会“四朝元老”徐梦桃终
于在北京圆梦，她 14 日夺得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空中技巧金牌。这是中国代
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的
第五枚金牌，追平了中国代表
团冬奥会金牌数最佳战绩。

第四次出战冬奥会的徐
梦桃表现近乎完美，从资格赛
到决赛，她每一跳的得分都在
100 分以上，发挥惊人的稳
定。决赛中第一个出场的白
俄罗斯选手汉娜·胡什科娃跳
出 107.95 的高分，给了其他 5
位选手极大压力。倒数第二
个出场的徐梦桃选择了难度
系数 4.293 的一套动作，得到
108.61 分。决赛 6 位选手有 4
人选择了这一高难度动作，但
只有徐梦桃顺利完成。

凭借这一跳，徐梦桃终
于圆梦，这是中国女选手首
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中获得金
牌，也是本届赛事中国代表

团第五金，追平了中国代表
团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
上创造的金牌数历史最佳
战绩。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代表
团在冬奥会单届获得最多奖
牌数是 11 枚，分别在 2006 年
都灵冬奥会（2 金 4 银 5 铜）和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5 金 2
银 4铜）两次实现。徐梦桃拿
下这一金后，中国代表团在本
届冬奥会上已获得 5 金 3 银 2
铜，距离奖牌纪录也仅有一步
之遥。

不过，当日花样滑冰最大
的消息还是俄罗斯选手瓦利
耶娃“解禁”，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 14 日宣布驳回国际奥委
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
滑联的上诉，允许瓦利耶娃继
续参加北京冬奥会。

15日共产生 4金，是开幕
以来产生金牌最少的一天。
奖牌榜上挪威 9 金 5 银 7 铜继
续领跑，中国队 5 金 3 银 2 铜
排在第七位。

2月14日，中国选手徐梦桃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 14日电（记者陈地、卢
星吉）14 日上午，因大雪推迟一天的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在云顶滑雪
公园打响，中国选手谷爱凌凭借第二跳的出色发
挥，得到 79.38 分，以资格赛第三的成绩轻松晋级
次日决赛。

在经过接连两天的大雪后，当日崇礼阳光明
媚、万里无云。通过抽签排序，谷爱凌第一位登场，
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硕瑞也参加了比赛。

10时许，第一轮比赛开始。率先出场的谷爱凌
在道具区连续出现轻微的瑕疵，在跳台区也并未选
择难度太高的翻转动作，首轮仅得到 57.28分，要想
通过这个分数直接晋级决赛存在一定难度。

第一轮此后登场的选手中，在女子大跳台项目
分获亚军、季军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和瑞士选手
玛蒂尔德·格雷莫德也接连出现失误。首轮过后，
谷爱凌仅位列第11名。

第二轮谷爱凌再次登场，道具区的表现明显比
第一轮稳定，再随着两个 900 度的翻转稳稳落地，
79.38分，谷爱凌凭借第二轮的完美表现，最终以资
格赛第三的身份成功晋级。

圆满完成第二轮动作后，谷爱凌心情轻松，在
等待成绩时吃起了随身携带的食物，“这是我的早
餐，韭菜盒子，哈哈！现在我要去旁边训练我的 U
槽（U型场地）啦。”谷爱凌笑着说。

自由式滑雪女子
坡面障碍技巧赛

谷爱凌轻松晋级决赛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赵建通、高萌）14日，在北京冬奥会
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中，前
不久刚创历史摘得坡面障碍技巧银
牌的中国选手苏翊鸣成功晋级决
赛，摘得坡障项目金牌的加拿大人
马克斯·帕罗特名列资格赛第一。

比赛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滑雪
大跳台进行，共有 29 位运动员参
赛，其中8位是“00后”，2004年出生
的苏翊鸣是所有运动员当中最年轻
的。三跳中两个最好的成绩相加
后，取前12名晋级决赛。

第一跳，第八个出场的苏翊鸣
成功做出转体 1800 度的动作，稳
稳落地后，取得整场比赛单跳最
高的 92.50 分。挪威选手马库斯·
克莱韦兰同样做出转体 1800 度，
但抓板动作不同，获得 87.75 分紧
随其后。

第二跳，苏翊鸣选择站上出发
区最高点，做出转体 1440 度的动

作，落地时手触雪，拿到 62.75 分。
“抗癌战士”帕罗特凭借转体 1620
度动作，拿到第二轮次的最高分。

第三跳，日本选手大冢健发挥
最为出色，用一个三周偏轴转体
1800 度拿到 91.50 的高分。帕罗特
第三跳选择挑战转体 1800度，不过
在落地时出现失误，仅拿到 26.50
分。苏翊鸣在第三跳同样出现了落
地失误的情况，仅拿到 28.00 分，最

终资格赛位列第五。
前不久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单板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前三名帕罗
特、苏翊鸣、麦克莫里斯纷纷顺利

“上岸”，成功晋级决赛。2018年平
昌冬奥会男子大跳台冠军塞巴斯蒂
安·图唐在三轮次中有两跳出现失
误，最终遗憾无缘决赛。

“（第三跳落地失误）是技术上
的一些问题，晚上会去找出问题，包
括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明天才是
最关键的，希望在明天可以把我想
要做的动作都完整地表现出来。”苏
翊鸣说。

资格赛排名第八的麦克莫里斯
赛后表示：“非常开心能进入决赛，
也非常期待决赛，希望自己明天决
赛前两跳能成功，这样我可以挑战
一下转体1980度的动作。”

根据赛程安排，北京冬奥会单
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将在 15 日
下午举行。

苏翊鸣晋级男子大跳台决赛

2月14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在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中国女子冰壶队
不敌日本队无缘三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