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巴黎 8 月 7 日电 （特派记者
伊志刚） 巴黎奥运会哪个项目耗时最
短、节奏最快？答案非速度攀岩莫
属。一场决赛基本仅耗时六七秒，兔
起鹘落之间，选手就已从平地攀上 15
米高的岩顶。所以给欣赏攀岩观众的
忠告是：千万别眨眼。

奥运历史上首位速度攀岩冠军在
当地时间 8 月 7 日产生，波兰名将亚
历山德拉·米洛斯拉夫以 6 秒 10 的成
绩在巴黎奥运会女子速度攀岩决赛中
夺金，她的决赛对手、中国姑娘邓丽娟
发挥也相当出色，仅落后 0.08 秒，获
得该项目银牌。

0.08秒的差距观众靠肉眼来看很
难分辨，但这还不算最接近的，邓丽娟
在 1/4 决赛面对印尼选手仅仅领先
0.006 秒，如果不靠电子显示器，根本
无法辨别。

奥运速度攀岩赛进入 1/4 决赛
后，就开始使用两两对决、败者淘汰的
赛制，赢家马上进入下一轮比赛。对
观众来说，这样快节奏的一对一PK场
面，紧张刺激，非常容易制造气氛。但
是对选手来说，意味着不能有任何失
误，否则就前功尽弃。

中国参与该项目的两名运动员
除了邓丽娟之外，还有浙江选手周
娅菲。她在 1/4 决赛中以 0.09 秒的
微 弱 差 距 被 波 兰 选 手 波 卡 卢 卡 淘
汰，这名来自松阳的 20 岁女选手在
赛后流下了眼泪。6 秒 58 这个成绩
与她在布达佩斯资格赛上创造的 6

秒 52 相差不大，也许可以把细节做
得更好，但因为残酷的赛制，没有补
救的机会。

法国观众对攀岩的热情超乎想
象。这项在中国只能归于小众运动
的项目，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大受
热捧。比赛设在远离市区的勒布尔
歇，攀岩馆是巴黎奥组委为本届奥
运会修建的两座永久性场馆之一。
露天场馆坐满了观众，在节奏强烈
的音乐中，大家载歌载舞，为运动员
加油助威。即便没有东道主选手，
法国观众也一样劲头不减。他们是
真正把观看体育比赛当成参加派对
了。好在速度攀岩简单易懂，两条
赛道垂直并列，两两对决，胜负只在
一瞬间。

攀岩项目是 2021 年的东京进入
奥运会大家庭的，当时只有两个项
目。到了巴黎奥运会，变成了三个
分项——速度、难度、攀石。速度比
的是谁爬得快，难度比的是谁爬得
高 ，攀 石 比 的 是 谁 能 完 成 的 线 路
多。攀岩共将产生男、女全能和速
度 4 枚金牌。

邓丽娟在决赛告负的对手米洛斯
拉夫其实实力相当强劲，在预赛中已
经打破了由她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还把成绩提升到6秒06。而此前的纪
录是6秒24。8月8日，中国男子速度
攀岩选手伍鹏将在 1/4 决赛中出场。
男子选手在这个项目中的速度更是让
人瞠目结舌，美国选手沃森把世界纪
录提升到了 4 秒 75，伍鹏要想登上领
奖台并不容易。

本报特派记者现场见证巴黎奥运会最快的项目——

看攀岩女神6秒定乾坤
“伊”起“康”奥运

8 月 7 日，浙江姑
娘周娅菲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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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扫描

据新华社巴黎 8 月 7 日电 （记者
许东远 黄垚） 在 7 日的巴黎奥运会
女子 100 米栏预赛中，中国队选手吴
艳妮和林雨薇迎来奥运首秀，两位选
手都未能直接晋级半决赛，将参加 8
日的复活赛。

吴艳妮预赛分在第一组，同组对
手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尼日利亚选
手阿姆桑在内的一众高手。吴艳妮的
起跑反应时间是0.185秒，前半段慢于
同组的其他对手，后程吴艳妮开始加
速，以 12 秒 97 的成绩拿到小组第六，
未能直接晋级半决赛，进入复活赛。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吴艳妮在赛
后表示，“这几天我相对平静，我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的水平，我就是来享受

比赛的，享受奥运会的氛围，享受和高
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的状态。”

2024年以来，吴艳妮状态不断提
升，6 月她在全国田径冠军赛上以 12
秒 74 创造个人最好成绩夺冠。对于
奥运会第一场比赛的成绩，吴艳妮直
言：“今天跑得不好，紫色跑道很亮眼，
但自己的成绩确实不亮眼。”

林雨薇在第五组出场，起跑反应
时间为 0.147 秒，排在同组选手的第
四位。但其他选手在中后程实力强
劲，最终，林雨薇以 13 秒 24 的成绩排
名小组第七，同样进入复活赛。

林雨薇在赛后表示：“这次发挥跟
自己的预期有点落差，下一场会全力
以赴。”

吴艳妮、林雨薇迎奥运首秀
均将参加复活赛

吴艳妮、林雨薇迎奥运首秀
均将参加复活赛

据新华社巴黎 8 月 7 日电 （记者
刘旸 黄耀漫） 曹利国和孟令哲的一
银一铜，让中国古典式摔跤重回北京
奥运会的巅峰！

6 日，巴黎战神广场竞技场，两位
中国选手都渴望赢下“复仇之战”。曹
利国在男子 60 公斤级决赛中的对手
是日本名将文田健一郎，孟令哲在男
子130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的对手是
埃及选手阿卜杜勒拉蒂夫·穆罕默
德。两对对手都曾在去年世锦赛相
遇，中国小伙子均以失败告终。

两位中国选手“复仇”结果不同：
曹利国未能在最后时刻反败为胜，让
对手逃脱极限强攻，东京奥运会亚军
文田健一郎终于给奖牌“镀上金色”；
孟令哲依靠下半时在边界连续得分，
成功翻盘。

两位中国选手共同之处是，继承
了中国古典跤的优良传统，捍卫了中

国古典跤的荣耀，重回历史巅峰，甚至
取得历史性突破。

曹利国虽然决赛憾负，但银牌已
经追平了中国男跤在北京奥运会上创
造的最好成绩。2008年，常永祥曾摘
得古典式74公斤级奥运银牌，此后再
无人能及。孟令哲的铜牌则是中国男
跤在大级别项目中的历史性突破。

“这次没有捅破（金牌）这层窗户
纸，但我相信会很快。”曹利国说，“未
来也许是我，也许是我的队友，不只是
追平历史最好成绩，而是突破它，创造
更好的成绩，站上最高领奖台。”

26 岁的孟令哲非常享受这场胜
利，给自己的表现打出90分。

“心情舒畅，没给自己留遗憾。和
去年世锦赛相比，我变化很大。”孟令
哲说，“教练对每个对手都做出针对性
战术安排，我知道上场怎么打，找到了
对手的弱点。”

曹利国夺银、孟令哲摘铜

中国古典式摔跤重回巅峰

8月6日，曹利国（右）和文田健一郎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新华社巴黎 8 月 7 日电 （记者
周欣 陈俊侠） 此前由于塞纳河水质

“间歇性”不达标，为即将于 8 月 8 日
和 9 日举行的马拉松游泳比赛蒙上了
一层阴影。7 日上午，塞纳河水质终
于达标了，运动员们得以启动第一次
赛前适应性训练，中国女运动员辛鑫

在首次试水后表示“没问题”。
巴黎奥运会马拉松游泳比赛

地点设在塞纳河上，设置男、女10
公里两个项目，共有创纪录的 57

名运动员参赛。
奥运会期间，塞纳河不仅仅是地

标风景，还承担着铁人三项和公开水
域马拉松游泳比赛场地的重任。然

而，受巴黎当地的降水影响，今年上

半年塞纳河水质始终不达标。7 月初
时，水质一度达标，可惜开幕式前后几
天降雨，导致水质又降至达标线以下。

7 日清晨，水质终于达标了。于
是，在马拉松游泳正式比赛的前一天，
各队选手终于迎来了在塞纳河进行适
应性训练的机会。

作为中国队唯一获得参赛资格的
选手，曾获2019年光州游泳世锦赛冠
军的辛鑫和东京奥运会亚军、荷兰队
洛文达尔以及奥地利男选手奥尔博克
成为第一批“勇士”。三名运动员在入
水前充分热身，谈笑风生并摆造型拍
照留念，然后一起跃入塞纳河中。

出水后的辛鑫简短地表示：“没问题，
一切正常，希望明天比赛正常发挥水平。”

塞纳河水质达标

辛鑫“试水”马拉松游泳

8月7日，中国选手李发彬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新华社巴黎 8 月 7 日电 （记者
岳冉冉 王昀加）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
团体赛7日继续进行，中国男、女队均
晋级半决赛。

男团 1/4 决赛首先进行，中国队
对阵韩国队。首场双打，马龙与王楚
钦对阵张禹珍和赵大成。首局，中国
组合11∶5轻松胜出。次局，韩国组合
放手一搏，双方比分从 3∶3 胶着至
9∶9，中国队抓住关键球机会，以11∶9
艰难拿下。第三局，中国队打出 4∶0
的小高潮，最终11∶5锁定胜局。

第二场由樊振东对阵林钟勋，
樊振东开局就掌握主动，11∶7 先拔
头筹。次局林钟勋打出 6∶1 的小高
潮，樊振东追分至 9∶9，但“小胖”没
有把握住机会，以 9∶11 输掉一局。
第 三 局 双 方 紧 咬 比 分 ，樊 振 东 以
11∶9 艰难拿下。第四局，樊振东一
路领先，11∶6 获胜，为中国队拿下
第二分。

第三场由王楚钦对战张禹珍。开
局双方就紧咬比分，“大头”以11∶7拿

下第一局。次局张禹珍打出气势，
11∶6 扳平大比分。之后王楚钦没有
再给对手机会，以 11∶8 和 11∶9 拿下

比赛。
赛后马龙说∶“韩国队如果在另外

一个半区可能就进决赛了。我们还是

做了非常多的困难准备，去准备这一
场比赛。”

王楚钦说∶“第一场和龙哥的双打
发挥稳定，执行能力很强。第三场单
打虽然场面上自己有机会的球没打
到，但这就是比赛，不管过程怎么样，
能赢下就是最好的结果。”

在女子团体 1/4 决赛中，中国队
3∶0 战胜中国台北队，顺利晋级。赛
后王曼昱说∶“第一场双打，我跟梦姐
发挥不错，比较顺利。自己单打方面，
前面两局和最后一局也打了很多精彩
球，我觉得对方发挥比较好。
越到后面，对抗性会一场比
一场强。”

陈梦说会回去好
好准备半决赛，“我们会
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完成
好半决赛”。

半决赛中，中国男
队将对阵东道主法国
队，中国女队迎战韩
国队。

乒乓球男、女团体中国队晋级四强乒乓球男、女团体中国队晋级四强

8月7日，中国组合马龙（右）/王楚钦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新华社巴黎 8 月 7 日电 （记者
王君宝 许仕豪） 在 7 日进行的巴黎
奥运会举重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中
国选手李发彬成功卫冕。

李发彬是这个级别抓举和总成绩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当天他的抓举开
把重量位列所有选手中的第一。比赛
过程波澜不惊。35 岁的印尼老将伊

拉万第三次试举 139 公斤失败，成绩
定格在第二次试举的135公斤。李发
彬则三次试举均发挥稳定，最终以
143 公斤位列抓举第一，并创造了新
的奥运会纪录。作为“00 后”小将，泰
国选手提拉蓬·西拉猜和美国选手莫
里斯分别以 132 公斤、126 公斤结束
抓举比赛。

挺举比赛，伊拉万两次试举 162
公斤失败，第二次试举后出现明显的
腰臀部不适，在第三次试举 165 公斤
失败后，伊拉万被搀扶下场，这位五度
征战奥运会的老将无缘领奖台。

李发彬的挺举当日也没有展现
出明显优势。第二次试举 167 公斤
成功后，李发彬第三次试举要了 172

公 斤 ，但 没 能 成 功 ，总 成 绩 定 格 在
310 公斤。

西拉猜稳扎稳打，三次试举均成
功，最终挺举成绩 171 公斤，以总成
绩 303 公斤获得亚军。莫里斯则在
冲击世界纪录失败后，以挺举 172 公
斤作结，并凭借总成绩 298 公斤获得
季军。

举重男子61公斤级夺金

李发彬成功卫冕
8 月 7 日，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最后一项比赛集体技巧自选在巴黎奥林

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队夺得花样游泳集体项目金牌。图为中国队在比赛后庆
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花样游泳中国队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