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比2击败越南，2比3憾负沙特，
国足12强赛西亚之行的最后两场比赛
的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国足将
士们在严苛的环境下仍旧在努力，也
没有放弃和崩盘———但这次西亚之
旅，需要思考和总结的地方实在是太
多太多了。

在思考和总结之前，我们必须要
承认几个基本的事实：

首先，国足的阵容缺陷是非常严
重的，更简单来说，严重的头重脚轻。

有关国足的实力，和上一届12强
赛相比，锋线毫无疑问是得到了较大
的强化的。上一届12强赛，国足锋线可
以依靠的只有武磊和郜林，但这一次，
国足锋线有更好一些的武磊，有更加
成熟的张玉宁，还有了艾克森、阿兰和
洛国富三名归化球员。目前为止，国足
表现最好的球员主要是武磊、张玉宁、
王燊超，以及本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洛
国富和阿兰。遗憾的是，5名球员中有
4个是前锋。

相反，国足在后腰位置上和12强

赛相比，堪称灾难级下滑：上一届12强
赛，有郑智担当防守型后腰，蒿俊闵或
者吴曦偏进攻，而且蒿俊闵当时当打
之年，吴曦也更年轻，但这一次，并不
适合防守型后腰的吴曦被迫打防守型
后腰。
防线尤其是中后卫的下滑也颇为

严重。此次12强赛，国足防线问题暴露
得比较充分，一方面和整体攻防相关，
另一方面防线球员的表现普遍一般，
甚至可以说失误不断。而上一次12强
赛，冯潇霆、张琳芃和梅方的组合，配
合方面更娴熟。
因为锋线的加强，我们当然不能

武断地说国足现在的实力就比之前差
了，但和上一届相比，中后场的实力肯
定是大幅度下滑，整体的不均衡情况
变得非常严重。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国足的备

战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问题包括且不限于：首先，此前的

联赛安排有问题———其实这一点是可
以改变的，因为这种联赛安排也和国家

队的要求有关；但更多的问题并非国家
队层面可以左右，比如主场问题，国足
的第一个主场对阵日本，以及第二个主
场对阵越南，最终都没有在国内进行；
其三，国足出国和回国，都需要进行封
闭隔离，即便主场问题解决了，长期的
封闭和隔离也无法解决；其四，国足无
法寻找热身赛对手，足协在沙迦玩命寻
找热身赛对手，也只是找到了老对手叙
利亚———李铁说回到国内希望有热身
赛，这个愿望恐怕无法实现，找个中超
中甲球队打热身赛意义不大。

这些备战问题带到比赛中表现出
来的则是：首先，国足对比赛的高强度
对抗不适应；其次，国足对比赛快节奏
的转换不适应；然后还有体能问
题———上述问题带来的精神层面的问
题，往往又带来体能方面的问题。而体
能其实不单单是体能储备不足，士气
有多高以及有没有信心对体能影响更
大———中沙之战的下半场，国足拼出
了血性，反而没有太大的体能问题。

（摘自《足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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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一搏之下，中国男足踢出了
本届12强赛最好的半场比赛。

但从结果出发，这并没有带来实
质性的意义，国足还是输掉了比赛，没
有拿到急需的积分。四轮比赛一胜三
负积3分排名小组第五，出线形势岌岌
可危。

上一届12强赛，中国队前四轮只
得1分，然后在后程苦苦追赶功亏一
篑。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自己推入“先
挖坑，再填坑”的危险境地。12强赛就
是如此，不会给你太多容错空间。

客观原因有很多：我们的球员年
龄结构老化，实力与亚洲顶级球队有
差距；我们的中后场遭遇了严重的伤
病，李磊、蒿俊闵，还有没能进入大名
单的李可、明天、唐淼；疫情下队伍长
期在境外集训，缺乏高质量比赛，球员

们身心俱疲……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
响着中国队的成绩。
然而客观条件对所有球队也都是

公平的：澳大利亚队同样失去了主场，
多名主力球员退出了国家队；沙特队
两大进攻核心达瓦萨里和沙赫拉尼都
因伤缺阵；越南队只能和自家国奥队
踢比赛保持状态。
中国队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既有

条件下，尽可能发挥出最强战斗力。
从前四场比赛来看，中国队无论是在
战术打法还是人员选择上，都还有提
升的空间。
未来的一个月，中国队将回到国

内训练备战，主教练李铁依然有足够
的时间来团结球队、磨合阵容打法。
相信处在风暴中心的李铁应该清

楚：只要穿上国家队的战袍，所有球员

都应被一视同仁，按照竞技体育规
律———能者上，庸者下。

其实正如中国队与沙特队下半场
所展现的那样，亚洲各队之间并没有
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找准方向，拿出
勇气与决心，即使面对排名榜首的球
队，中国队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李铁说：“我跟所有球员都说要把

每场比赛都当做人生的最后一场比赛
来对待。”事实确实如此，这支平均年
龄接近30岁的中国队中，有很多球员
都将是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

所有球员都应该珍惜这样的机
会，后面的每一场比赛都可能成为“生
死战”。中国队必须，也只能放手一搏，
去求得一线生机。

（摘自《新华社》）

2比3，国足输给了沙特，输得遗
憾，也输得明白。之所以说明白，是因
为就连普通的球迷，都看清楚了国足
此战的症结所在。

一问李铁：

●为何还未形成基本
战术打法？

自去年年初执掌国足教鞭以来，
李铁的任期已达近两年。两年的时间，
一位教练足以完成对一支队伍的战术
改造，将自己的战术思想植入到球队
之中。只是，世预赛打了四场了，我们
看到的是一支随着对手变化而不断改
变，失去自我的国足，并没有看出国足
有何成型的战术套路。
凌乱的进攻、苍白的中场控制力、

略显脆弱的防线……这几乎是国足在
12强赛每场比赛中都会体现出来的内
容。每当问起球队战术安排的时候，李
铁几乎无一例外采取回避的策略。

二问李铁：

●为何不能大胆用归
化球员？

中沙之战，国足0比2落后，被逼
入了绝境，这个时候，李铁换上阿兰
和洛国富两名归化球员，场面有了很
大的改观。沙特队的进攻被压制，国
足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甚至差点扳平
比分。
只踢了半场比赛，洛国富有6大数

据高居全队第一：2次射门全部射正、3
次过人、2次成功过人、被沙特队侵犯3
次、前锋球员抢断最多（2次）、前锋球
员解围次数最多（1次）。归化球员的作
用显而易见，但在已经进行的4场12强
赛中，李铁并没有充分发挥归化球员
的作用。本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只有蒋
光太一名归化球员。4名归化球员同时
出现在场上的时间非常有限。
既然当初花费了很大的财力去归

化他们，为什么现在不能大胆起用他
们？

三问李铁：

●热身赛就能解决国
足问题吗？

输给沙特之后，李铁赛后又是老
生常谈———希望多打热身赛，希望回
到主场。“回到中国之后，还不能确定
100%在中国进行，所以对我们国家队
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就像一个没家的
孩子一样在外面踢球，每天就只能在
一个小房间里呆着，除了每天的训
练。这对我们的球员是非常艰难的。
回到中国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多打热
身赛，但在目前全球疫情下，我们不
知道能否执行。包括在40强赛出线之
后，在12强之前，也制定了热身计划，
但迟迟执行不了。回到中国之后，需
要先隔离两周。这里，需要感谢工作
团队、球员，包括中国执行工作团队，
他们在这里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需
要谢谢他们。”
之前国足抱怨中超掏空了球员的

体能，如今中超联赛停摆3个月，国足
有长达一个多月的集训，结果场面并
没有明显的改观。战术不明确，核心问
题不解决，国足真能靠几场热身赛有
质的改变？

摘自《新闻晨报》

三问李铁：谈困难头头是道

所有球员都应一视同仁，能者上庸者下

国足阵容缺陷非常严重

过去三场比赛后，总有相当一部
分球迷发出相同的疑问，“为什么入籍
球员使用如此少？为什么不能全部入
籍球员都首发？”随着入籍球员终于斩
获12强赛首球，这样的声音也终于到
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同样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
题———技战术层面，入籍球员不同时
首发很容易解释，阿兰、洛国富和艾克
森位置和功能有趋同性，虽然可以扯
边，都本质上都是中锋和二前锋。国足
战术体系中，攻击手位置通常只有三
个，偶尔会有四个（比如对阵越南），有
时候甚至只有两个（比如对阵日本和
沙特），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
满足入籍球员同时首发的条件。

毕竟从40强赛阶段至今，武磊和
张玉宁两人都展现出了不逊色于入籍
球员的状态和能力。洛国富打入代表
国足后的首球。

如果让更多入籍球员进入首发，
这意味着攻守平衡会被打破———国足
在12强赛的定位是弱队，球队更多时
候采用防守反击战术，上更多入籍球
员意味着后防线面临更大风险，这是
主教练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当然，更加关键的是我们一直说
的水平问题。艾克森、阿兰和洛国富水
平比起七八年前刚来中国时已经有明
显下降，至少在防守反击战术中，他们
并不具备很强的单兵作战能力。其实
还是有球员可以胜任这样的角色，比
如已经具备代表国足出场资格，但从
来没有上场的“小摩托”费南多，比如
可以操作入籍但我们放弃的特谢拉。

就现有入籍球员水准来看，不夸
张来说，哪怕每场比赛全部首发，国足
的成绩也绝不可能比现在更好———这
就是中国足球的现实，这就是入籍球
员水平的现状。

（摘自《澎湃新闻》）

重用归化
真的有用？

在12强赛前四轮，国足用了四套
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球队阵型也在
442、532和4231之间不停转变，取得了
1胜3负打入5球丢掉9球的成绩，暂时
排在B组积分榜的第五位。
不得不说，李铁的教练组想法确实

很多，在应对不同特点对手时使用不同
的战术。但从比赛来看，队伍技战术和
竞技状态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也可以
说，国足队员短时间里，恐怕消化不了
这么多的变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
足连打带练已集训了两个月的时间，30
多名队员彼此之间应该很熟悉才是。队
伍到如今还无法以一个成熟的打法来
应对比赛，这是值得思考的。
这几场比赛，暴露出中国足球最

大的问题，依旧是青训。没有人才涌
现，教练组用兵自然是捉襟见肘。

（摘自《新快报》）

集训两个月
阵容场场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