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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跳远到钢架雪车

1997年出生的闫文港来自天津。
2016年，还在天津田径队练习跳远项
目的他被选入国家钢架雪车集训队，
成为该项目2015年组队后跨界跨项选
拔的第一批队员。

当时，121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
员在北京延庆参加选拔测试，最终5名
男子运动员和5名女子运动员脱颖而
出。之前七年的跳远生涯让闫文港拥
有出色的爆发力，这是钢架雪车项目
起跑阶段必需的身体素质。但突然进
入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小闫
很不适应，完全靠咬着牙挺过来的。因
为动作不熟练，他时常全身被撞得淤
青，第二天还要继续趴在雪橇上训练。
日复一日，整个冬天过去了，身上的肿
痛和淤青都消不下去。

俯卧在钢架雪车上，头、肩膀、小
腿和双脚都悬在车外，就像在人的胸
腹部装上了两排“冰刀”一般，就是“肉
包铁”。与此同时，运动员在滑行过程
中，身体要承受高达5个G的重量，相
当于身上压了五个自己。
回忆第一次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赛

道滑行，连游乐场过山车都没坐过的
闫文港却被外教从半山腰的10号弯推
下，“第一次滑虽然速度只有四五十
迈，但还是很紧张，到达终点的那一刻
觉得非常痛快，发现自己真的非常喜
欢这个项目。”
年复一年，小闫努力训练让自己

身体的各项素质都大大提升。“只有身
体变强了，心理上才能真正变得强
大。”钢架雪车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
130公里，克服恐惧是必须要迈出第一
步。尤其是在翻车、受伤之后，再去进
行下一次的训练时恐惧感会更强。闫
文港说自己非常享受每一次高速滑行
的过程，而且早就不再恐惧碰撞、侧翻
带来的危险，取而代之的是注意力高
度集中，“想太多，就会撞得很惨，所以
必须投入、专注，通过一次次地滑行不
断提高水平。”想要为国争光的信念也
一直支撑着自己，处于竞技状态时，害
怕是一种无用的情绪。从站上赛道那
一刻开始，闫文港已将坚韧、勇气和梦
想融进钢架。在他看来，没有最快，只
有更快，拼搏了，就是英雄！
性格稳重、刻苦勤奋的小闫靠着

信念战胜了来自技术、心理、经验等多
方面的困难，很快便在钢架雪车项目
上站稳了脚跟，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

12月，闫文港征服了德国国王湖这个
本土选手称霸的赛道，一举夺得中国
钢架雪车历史上首枚欧洲杯金牌，引
来全世界的瞩目。“我当时不知道是
怎样的，滑完第一趟自己进入了前
三，想着要保住前三的名次。滑完第
二趟名次升了一名，当滑完第三趟知
道自己拿金牌的时候，脑子有点蒙。
但那一刻，真的是特别开心。”站在领
奖台上的小闫看着五星红旗慢慢升
起，耳边响起的国歌让他真正明白了
自己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一年后，闫
文港获得了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男
子钢架雪车金牌，证明自己是该项目
的国内佼佼者。
除了刻苦训练，心态的调整帮助

小闫愈加成熟。“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暴
躁的人，遇事不冷静，非常冲动。我也
曾经和教练发生冲突。”通过钢架雪车
的训练，他变得更加冷静理智，会沉下
心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想
要成功的话，首先要预备自己。等到时
机到来的时候就一定可以凸显。”闫文
港坚定地说。

拼命调动肌肉豁出去

每次碰到封闭集训，大多数钢架
雪车队员都会觉得特别疲劳，但闫文
港却用“享受”来形容自己的状态。
“我可以更加投入到训练中，享受一
天天变强大的感觉。”入住延庆冬奥
村后，小闫多次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赛道上滑行。对于这条赛
道，他早已烂熟于心，甚至每一点赛
道细节、每一个弯道角度都已深深印
刻在他的脑海中。毕竟之前能够在国
内选拔赛中胜出，闫文港就是靠在
“雪游龙”赛道上的表现相比其他选
手要更为出色。
国家集训队的教练曾这样评价闫

文港：回顾滑行记录，他的成绩是最稳
定的，钢架雪车是技术主导的项目，只
要技术稳定性提高，取得好成绩是必
然的。
面对交口称赞，小闫谦虚地表示：

“获得北京冬奥会的参赛机会非常开
心，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届冬奥会，又
是在家门口参赛，我觉得这个经历非
常有意义。但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觉得
自己的能力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
平，还需要更艰苦、更科学的训练来加
强身体素质，弥补出发速度慢的问题。
当身体强大了，心态也会随之自信起
来，犯的错误也会减少。我的目标就是
站上冬奥会的领奖台，为国家实现历
史性突破。现在，我做到了。”小闫说自

己从跳远转项钢架雪车七年来，一直
盼着能在冬奥会的赛场为国争光。这
几年努力了那么多，就想把更好的自
我展现出来，不辜负祖国和家乡人民
的期待和支持。
勇夺铜牌后，闫文港激动之情溢

于言表，“前几轮特别是第三轮的成绩
令我特别失望，第四轮我只能豁出去
了。赛前我就玩了命地调动自己，拍打
肌肉，蹦跳，状态调整得不错，最后终
于拼出了这枚铜牌。”带着所有人的期
待，闫文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站上了
领奖台，书写了中国钢架雪车的新历
史。

冰上F1危险和刺激同在

有着“冰上F1”之称的钢架雪车是
冬季运动中危险系数最大的比赛。钢
架雪车在赛道中滑行的速度每小时高
达120至135公里，垂直落差有110多米，
被誉为“冰上俯冲机”，是不折不扣的
“勇敢者运动”。该项目要求运动员头
部向下、俯卧在钢架雪车上，沿着弯曲
的滑道完成比赛，失重感、窒息感、恐
惧感此起彼伏，运动员需要克服各种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不适。
由于该运动过于惊险刺激，且受

伤率中附加的伤残严重性等因素，历
史上曾两次被取消冬奥会项目资格。
直到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钢架雪车
才重新回到冬奥会大家庭。而中国队
在该项目上的起步更是很晚，直到
2015年底才成立了集训队，2018年平
昌冬奥会才第一次参加争夺。

而三大滑行项目霸主德国在雪
橇、雪车及钢架雪车领域是统治级的
表现，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全部4枚
金牌均被德国队包揽。自2014年索契
冬奥会以来，三届冬奥会全部雪橇金
牌仅有一块被奥地利人抢走。

1889年德国诞生世界首家雪橇
俱乐部至今，一批批好苗子从8岁起
源源不断地送至专业机构接受系统
训练，造就了大量天赋异禀的青年才
俊从德国国内赛事中脱颖而出。与我
国乒乓球队内选拔赛相仿，德国雪橇
运动员想要拿到代表国家参加世界
大赛的资格，也需要经过层层比赛选
拔。
闫文港用不到七年时间获得奥运

奖牌也呼唤着更多年轻运动员迎难而
上。而“零的突破”是奥运精神、体育精
神中耀眼的构成，也是中国钢架雪车
谋求更大发展的新起点。不久的将来，
中国钢架雪车项目必将在世界体坛中
展现更加耀眼的光芒。

科技先行 弯道超车
文/章丽倩

“老早前是一个人管一支队

伍， 现在一支队伍由十来个人

一起负责。 这就是最直观的变

化了。 ”两个多月前一个阳光不

错的上午， 在上海体育学院的

绿瓦书店里， 高炳宏教授跟我

分享了一些他的个人体会。

高炳宏， 他是上海体育学

院的教授， 也是中国钢架雪车

队负责科研保障的牵头人。 由

于闫文港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钢

架雪车比赛中历史性地站上了

领奖台 （铜牌 ），所以这个在国

内仍属冷门的小项的背后故事

便也有了登台机会。

自2019年始，每年夏天，中

国钢架雪车队若是没有去跨季

节的国家训练， 那便都会到上

海训练一段时间。 上海体育学

院是这支队伍的夏训常驻基

地。

中国钢架雪车队建队才七

年， 想要让它去跟拥有数十年

奥运参赛史的强队比拼， 高炳

宏说唯有 “弯道超车 ”一途 ，而

他的团队就是要尽全力帮队员

们“武装到牙齿”。

这里说到的 “武装 ”，是从

身体机能监控和疲劳消除 、训

练负荷的测试和分析、 专项能

力、训练方法、动作技术结构分

析、 心理六个方面进行训练监

控，同时给予营养和恢复，以及

康复和体能两大方面的支持 。

简单来说就是“6+2”模式。

在那一日的聊天中， 高炳

宏教授不止一次说到， 他的团

队之所以有如今多专业、 多角

度、兵强马壮的局面，就是因为

科研保障在竞技体育中的受重

视度有了质的飞跃。 “一个人要

负责一支队伍的光景好像也没

过去很久， 变化和进步都来得

很快。 ”

每一支中国冰雪运动队的

背后， 都有科研团队在鼎力相

助。 其中，与高炳宏教授一样的

上海元素也还有不少。

虽然起步较晚， 但在北京

冬奥周期里， 中国运动员在跳

台滑雪项目中进步明显。 上海

体育学院的刘宇教授以及他的

团队，就与这个项目结缘颇深。

刘宇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科

技冬奥” 重点专项的首席科学

家，在北京冬奥周期里，他协助

国家队完成了大量的科研保障

工作。

刘宇教授和他的团队利用

实时反馈三维动作捕捉 ，可以

多角度地为教练提供数据 ，把

训练环节来进行量化 。 比如

说 ，这套技术可以对跳台滑雪

选手的助滑速度 、 起跳角度 、

身体姿态 、左右对称等都能提

供精准量化的快速反馈和技

术诊断 。 像这样的科技助力 ，

就是运动员取得进步的重要

保证了。

无论是高炳宏教授还是刘

宇教授， 他们都是上海体育学

院参与北京冬奥科技助力的众

多师生代表之一。 实际上，上海

体育学院一共承担了17项 “科

技冬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

项目和课题。

上海虽少雪， 却也有一颗

冰雪雄心 ，而 “科技助力 ”就是

我们这座城市在冬奥舞台上的

高亢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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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突破 中国速度不服不行
闫文港摘得钢架雪车铜牌

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冲过十几个弯道，享受孤独的速度与激情，钢架雪车运动员
是生命的勇者。北京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比赛中，天津小伙儿闫文港获得第三名，这是中
国钢架雪车队在冬奥会上的首枚奖牌，实现了历史突破。另一名中国选手殷正排名第五，
冠亚军均为德国选手。
钢架雪车项目在国外有100多年历史，但我国在2015年底才组建了第一支专业运动

队。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中国队第一次参赛，唯一具备参赛资格的选手耿文强拿到了
第十三名。今年主场作战，中国男队不仅有两人参赛，成绩更是突飞猛进。


